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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猪八戒的所谓八戒，其实是有个来由的。
佛门戒律无数，最基本的有五戒、有十戒，还有一种不大正式的情况：把十戒小小地打个折，除掉其
中“不许积蓄金银财宝”那条，再把“中午以后不许吃饭”这条算作吃斋，于是，戒律就还剩下八条
，这就叫“八关斋戒”，简称“八戒”。
这种戒律是针对那些想临时体验一下出家生活的善男信女特别准备的，持戒的最短期限只要一昼夜就
够，哪天要想再过出家瘾还可以接着持戒，次数不限。
所以《西游记》里用“八戒”作老猪的法号，暗喻讥讽，真是恰如其分。
我这番谈禅论佛，也是八戒之身，临时作几天善男信女，一颗心还常在西天和高老庄之间摇摇摆摆。
当然，八戒说禅也有格外的好处，有劳动人民的朴实语言，也有无产阶级的朴素哲理。
总之，尽量想让知其然的人能知其所以然，说的都是能让普通人一听就懂的话，如果换了唐僧主讲，
博士以下学历的人都要被拒之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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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请八戒来说禅有些格外的好处，首先是通俗有趣，其次是可以站在高老庄的立场来观察佛学，比唐僧
讲经要人性化得多，说的也都是能让普通人一听就懂的话，而最重要的是；敢于追问到底一对一些别
人都不好意思继续追问的问题，只有八戒才会鼓足脸皮穷追猛打，非要把砂锅打破不可。
    本书从《坛经》人手，在梳理禅宗思想渊源的时候难免会由禅及佛，涉及印度佛教的学理纷争与中
国佛教的传承演变（许多人认为禅宗是完全中国本土化的佛教，其实并不尽然，禅宗的许多思想都可
以在印度佛教乃至印度外道那里找到源头的），连带对一些许多人都只知其然的东西——比如“风动
幡动“、“空即是色”，也会尽量讲出个所以然来，毕竟这些说法既不是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也不
是不合逻辑的信口空谈，而是有着一些比较复杂的佛学背景的。
    书中也会澄清一些对佛教的常见误解，比如善恶有报，灵魂不灭，转世投胎，天堂地狱等等，还会
用到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帮助分析，但大家可别以为作者能猜出那些古人的心思一不但作者做不到，所
有严肃的心理学家都做不到。
是的，形式上通俗有趣确实不假，但严谨的内核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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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之一：八戒说禅，胜似唐僧序之二：《坛经》面目：既不励志也不小资更没文化的禅序之三：从几
个常见的误区说起第一篇　行历  一、不立文字，用什么来立《坛经》？
      举一反三，旁敲侧击    说法·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受戒·无相戒，  二、灵魂不灭是不是歪门邪道？
      自道家世·樵夫的前世因缘  三、慧能说：我想成佛！
      有些人有佛性，人人都有佛性，石头也有佛性  四、佛法拗不过人心·求解脱还是求福报？
      禅宗传法·竞争上岗    默默无闻的慧能和众望所归的神秀    神秀思前想后、顾虑重重    神秀法门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人门太难　　天才出语惊四座　　佛门也似鳄鱼潭　　逃亡与追捕　　风动
还是幡动？
  第二篇　说法  一、说法第一义：佛性    毛孔大还是城市大？
    二、戒定慧  三、一行三昧·大款的成佛之路    坐禅无用论    欺师灭祖，天理也容    磨砖做镜，坐禅
成佛  四、灯和光    顿悟和渐悟，相容还是不容？
    五、“三无”真谛    神秀的镜子和慧能的垃圾桶    借诗说禅·借儒说禅    为什么“没有”就是“有”
？
    六、你想亲眼看见佛祖吗？
有办法！
      老鼠心理学  七、唯物主义的佛和唯心主义的佛　  了义和不了义　八、四弘大愿　九、讲顿悟也需
要讲忏悔，　十、怎样到彼岸，逝者如斯夫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什么事都无所谓　十一、新的传
法凭据第三篇　答问  一、梁武帝对，还是达摩对？
    二、把天堂和菩萨拿给你看  三、出家也行，在家也行第四篇　曹溪  一、南能北秀  二、佛门奸细  
三、不立戒、定、慧  四、法华真义  五、挨了打，疼还是不疼，这是个哲学问题  六、三科三十六对  
七、神会不哭  八、预言身后事  九、西天谱系·风云失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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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行历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
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韦据及诸官寮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
般若波罗蜜法。
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秉承，说此《
坛经》。
不立文字，用什么来立《坛经》？
　 开篇是讲《坛经》的缘起。
慧能大师在韶州大梵寺讲法受戒，韶州市长韦据让慧能的学生法海整理听讲笔记，以使慧能的宗旨可
以在以后代代相传的时候有个依据。
　 但是，事情才一开始，就难免令人起疑：许多人都知道，禅宗不是讲究“不立文字”么？
为什么韦据和法海他们还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搞一个会议纪要呢？
——这事情越想就越让人觉得矛盾：如果我要学禅，该不该去读《坛经》呢？
如果读了，那么，按照“不立文字”的标准来衡量，我显然是在缘木求鱼，可如果不读《坛经》，只
是找个老师来接受口传心授，我又怎么知道老师教的就是正确的呢？
确实，在慧能之后，尤其到了宋代，禅宗的文字越来越多，像著名的那些《景德传灯录》、《碧岩录
》、《五灯会元》之类的东西真没少写。
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借助于这些文字，我们又该从哪里来了解禅宗呢？
铃木大拙曾经作过一个很诡辩式的调和之论：“不立文字”当然是对的，但是，要理解“不立文字”
，就必然需要很多文字。
铃木前辈这个说法当初真把我给唬住了，后来有一天突然想到，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还可以说
：戒酒当然应该的，但要真正理解戒酒的意义，就需要喝很多酒；或者，戒色当然是应该的，但要真
正理解戒色的意义，就需要荒淫无度？
！
这道理细想一想倒也不错：只有酗过酒的人才知道酒的危害，只有纵欲过度的人才更容易体会到“女
人不过如此”的真理。
是的，对于一个爱吃苹果的人来说，戒掉苹果瘾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狂吃苹果以至于吃伤，下半辈子
只要一想起苹果就立刻呕吐——骇人的是，这个逻辑曾经真的成为某些佛门宗派的修行理论。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不立文字”，那语言要不要立？
假如唐朝时候就有录音、录像设备，慧能会不会拒绝呢？
——如果这问题不是我问的，而是别人来问我的，我会按照禅宗历代祖师打机锋的风格这样回答： “
今天天气哈哈哈。
”或者诗意一些地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或者什么话都不说，只是高深莫测地伸出一根食指。
但既然问题是我自己问的，还是老实一些，按照普通人的逻辑好了。
汤用彤曾举了四个例子来证实“禅宗史传之妄”，首先就把所谓“秘密相传，不立文字”给击破了，
更推测说是慧能一系的后学们给自己争正统，因为慧能是文盲，这才量身定做了这个“不立文字”的
传说。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仅仅按照慧能的一贯教导来看，所谓“不立文字”也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不写文字
或不留文字，而是不拘泥于文字、不执著于文字。
我们现在有个常用的成语叫“一知半解”，这就是从禅宗来的，原话是“一知二解”，意思是说拘泥
于文字的知解琐碎而肤浅，不好不好。
所以呢，韦据让法海作的会议纪要可以记，也可以不记；大家可以读，也可以不读；读的时候，也犯
不上死较真（像我这样）。
我自己恰好像是一个反面典型，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较真的话，恐怕又想不通这个“不该较真”的道
理，也会把“不立文字”作简单的字面理解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八戒说禅>>

这是不是很辩证呢？
是不是很像《老子》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感觉呢？
《坛经》成书的过程是不是也像是传说中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被关尹逼着而写下五千言呢？
——这些问题如果汇总起来，如果再追问一步，就很容易变成这样一个新问题：这到底还是佛教么？
！
的确，这样一想，禅宗的确不像佛教。
麻天祥有过这样一个论断：“禅宗之禅，是中国僧人和学者，借助创造性翻泽，而实现的创造性思维
。
它建立的基础是中国的庄、老，而不是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
是借佛教之躯，而赋庄、老之魂。
它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建立在对自心体认基础上的辩证思维。
”一言以蔽之，则是： “禅宗思想是大众化的老庄哲学。
”这说法有些过激，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禅宗的佛学传统，而这些佛学传统有些又可以追溯到古印度
的一些流行思想，但麻先生这么说也不是全无道理。
话说回来，关于“不立文字”《坛经》明确载有慧能的观点——慧能说：“有些人提倡不立文字，真
要这样的话人就别说话好了，因为说话也就是在使用文字嘛。
”看来“不立文字”居然是这位禅宗祖师爷明确反对的，呵呵，那我就放心大胆地写下去了。
对“不立文字”还有一种解释，这是慧能的徒孙马祖道一说的——慧能一系的禅宗真正宗风大振就是
在马祖道一的时候。
马祖说：“我们禅宗人士但凡说点儿什么，走的都是提婆老前辈的路线。
”提婆是谁呢？
他是一位印度高僧，是大宗师龙树的高徒。
这师徒俩都是学问精深、能言善辩的人，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四处出击，寻找各种所谓“外道”去辩
论，当然，这些外道也包括佛教内部的不同宗派。
印度的宗教界历来都有辩难的传统，比我们中国的百家争鸣还要热闹和激烈得多。
他们不但互相著书立说攻击对手，还常常短兵相接、当场较量。
理越辩越明，所以印度的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都那么发达。
当时的情形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世界一样，无数山头、无数宗派，高手行迹遍天下，半年之间连败多少
派的宗师，挑了多少个山头，正邪不两立，一战定输赢，等等。
反正你把武侠小说里的练功和决斗替换成修行和辩论就行了。
龙树这一辈子，雪山访名师，龙宫得宝藏（这都是真的），遍阅经典，加之天资极高，出世之后打遍
天下无敌手，威震当世。
提婆本来也是个高手，久闻龙树大名，找上门去要和龙树单挑，结果发现龙树高出自己太多，于是便
拜在了龙树门下。
这位提婆潜心学艺，进境一日千里，这一天听说某地佛教衰弱、外道盛行，就向师父请命，要下山去
荡平外道。
龙树知道敌人势大，高手如云，对徒弟不大放心，但看徒弟执意要去，也不好挫了他的热情。
于是，龙树先把提婆留了几天，在这几天里龙树施展各派武功与提婆过招，眼看着无论是少林金刚指
还是武当太极剑都收拾提婆不下，这才放心让提婆下山。
提婆这一去，就好像张无忌现身光明顶，六大派无论多少高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这只是提婆战斗生涯的开始，在辩论一途上，他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龙树的杀伤力更大，所过
之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提婆就算著书，也全是进手招数，像什么《破华山气宗》、《破大理一阳指》、《破全真剑法》⋯⋯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一般人著书都是有破有立，就算破敌无数的龙树也多有自己的立论，而提婆却只
破不立，就像一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侠把各门各派的武功都破了一个遍，却从来没有创立过自己的
独门武功，也不开山立派。
提婆的一生就遵循着这样的两大原则，一是“只破不立”，二是“不立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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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马祖道一所谓的走提婆老前辈的路线，说的就是这个“只破不立”，也就是说，禅宗讲“
不立文字”，这个“立”是和“破”相对而言的那个“立”。
大家都知道禅宗有着多如牛毛的机锋棒喝，还有烧佛像的、骂佛祖的这种种稀奇古怪的招式归根到底
就是一个字——“破”。
他们不会直接告诉弟子佛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不作“立”论，却常以荒谬怪诞的方式来“破”掉弟
子们的错误认识——这就是“不立文字”的马祖版解释。
当然，这种教学方法都是慧能的徒子徒孙们搞出来的，慧能讲话还是规规矩矩、有破有立，说的大多
都是能让普通人听懂的话。
举一反三，旁敲侧击禅宗“不立文字”的渊源究竟何在呢？
前边汤用彤前辈讲到这是慧能徒子徒孙的伪造。
伪造归伪造，这种思想在印度就早有渊源的。
还是龙树和提婆师徒两个。
佛教早有所谓“二谛”的说法，龙树在他著名的《中论》里以新的眼光审查旧说，说佛陀讲的话分为
两类，一类是“俗谛”，一类是“真谛”（“真谛”这个常用词就是从这儿来的）。
这一对概念各宗各派都有很复杂的解释。
挂一漏万而言，所谓俗谛，就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知识，是普通人可以靠着常识来理解的，是世俗真
理；所谓真谛，是终极真理，更多地要依靠“现观”才能获得——龙树说的“现观”，大体上就是神
秘的直觉和般若智慧。
俗谛并不是终极真理，真谛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就是佛法的真谛。
那佛陀为什么还要讲俗谛呢？
龙树解释说：俗谛是达到真谛的一个必要途径。
按照逻辑语言来说，俗谛是达到真谛的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
所以龙树强调所谓“中道”，既不能偏重俗谛，也不能放弃俗谛直达真谛——我们中国人可以用不偏
不倚的“中庸”来理解“中道”，北宋的智圆和尚就说：儒家说的中庸就是龙树说的中道，名词不同
，意思差不多。
智圆甚至还以和尚的身份给自己起了个“中庸子”的别号。
（顺便一说，龙树这种中道观对慧能的禅法是很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应该是通过龙树的著作被译成
中文在中国流行而间接地影响到慧能的，龙树的著作对中国佛教影响很大，中国的三论宗、天台宗、
华严宗、净土宗、密宗都捧龙树作自家的印度祖师爷，唐代中国佛教八大宗派里龙树一脉就占了一多
半，流波所及，慧能自然也感受得到。
八宗当中，又以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为最盛，时称禅宗为“教外别传”便是相对于被称为
“教下三家”的天台宗、法相宗和华严宗。
在这四大宗里，龙树一脉仍然占到一半。
后来禅宗编造自家的西天谱系，也把龙树编进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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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越是深邃的思想越难抵御现实主义的狂潮。
追求真理还是迎合大众，这两者之间很难取得一个妥善的平衡。
我们就看同在盛唐时代的两位高僧，唐僧的佛学修养堪称举世无双，从小就下过苦功，成年以后又有
一段丰富的留学经历，精通梵文，主持译经无数，而唐僧的唯识宗玄理精妙，充满着复杂的逻辑思辨
和概念辨析，就算用最通俗的语言介绍出来，也足以让本科以上的读者大呼头痛，结果，唯识宗很快
就无声无息了。
而慧能处处和唐僧相反：唐僧是第一流的高知，慧能却是第一流的文盲；唐僧精通梵文，慧能却连汉
语也没多高的水平：唐僧是海龟，慧能是土鳖；唐僧精通当时一切宗派的经典与教义，慧能只听人念
过很少的几部经书而已；唐僧搞的是最复杂的东西，慧能提供了最简捷的成佛法门：唐僧的佛学研究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慧能走的是大众路线，把佛学的概念与理论任意解释。
结果，慧能禅宗发扬光大，以至于后来禅几乎成了佛教的代名词。
　　历史经常呈现为观念的历史，而不是事实的历史。
别说这些佛门记载，就算正史也是一样。
许多作为事实的历史其实都只是经由一时一地之观念所塑造出来的，或者，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塑造
的痕迹。
事实史是一种真相，观念史也是一种真相，所以我们没必要对许多貌似事实的事实史过于当真，更不
该忽略许多观念史中所谓的虚假成分——发生真实影响力的东西往往是假货。
　　——熊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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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六祖坛经》是中国禅宗的奠基之作，堪称最具亲和力、超越宗教性、充满智慧和哲思的书。
唐代出了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六祖慧能，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
他的《六祖坛经》是非常深刻的，是人民群众的佛经。
——毛泽东 《六祖坛经》常伴毛泽东身边的书。
唐们说禅，艰深敏复，枯燥无味，八戒说禅，妙趣横生，让人捧腹的《坛经》趣谈，深刻通透的佛学
解析，领悟六祖慧能的超然智慧，摆脱无尽的人生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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