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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
　　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生。
　　顿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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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云禅师,号梦殊，字宽一，原籍北京，寄籍湖南益阳，现任千佛山菩提寺方丈。

　　生于一九一五年，七岁出家，少年入志成学堂及天岳山沙弥园受教育，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国立湖
南大学中文系。

　　二十一岁受比丘戒后，常行脚大江南北，以至塞外边远地区，遍参潜隐善德，并曾朝礼印度、尼
泊尔等佛教圣迹，当时行脚僧皆称其为“梦头陀”。

　　一九四九年迁移台湾，一九五八年曾两度行脚台岛，足迹遍及全省名山古刹。

　　一生淡泊名利，庄严戒行，以佛心为师范，以禅悟为法门，于古梵密亦有很高之成就，且精于书
法、针灸、技击等，平时勤于文字般若之创作，于十大学派中禅、净、密、律、法相、天台、华严之
教理均有深入之研究，出版著作四十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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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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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导言　1.无声说法　2.无情歌手　3.无心画家　4.棒的执著　5.扇子的秘密　6.拂尘者也　7.药生药
死　8.唾著什么　9.天依子姓　10.行的层次　　11.错过了的　　12.不思善恶　　13.坐着干什么？
　　14.学佛求快乐　　15.朦胧世界　16.有得说的　　17.干屎橛　　18.语默不是无言　　19.开眼闭眼
　　20.无有不与者　　21.火无著处　　22.谁说无过　　23.问取是非者　　24.沙汰与参究　　25.倩女
离魂　　26.投影之最　　27.直觉的不是　　28.啼血者　　29.鸡蛋之诤　　30.什么是禅　　31.不是现
在佛　　32.禅师说净土　　33.寒彻心身方始壮　　34.学佛男　　35.时空之识　　36.数算之谜　　37.
水乳交融　　38.认识享受　　39.毕竟不是他　　40.驰骋的心念　　41.仍不死心　　42.不是佛菩萨　
　43.不只是老师　　44.知即不空　　45.陈年酒香　　46.总是一味　　47.怎知不是　　48.世间本无事
　　49.咕咕钟　　50.本无新鲜　　51.是风非风　　52.探究小人　　53.四大之外　　54.何来面目　—
　55.钻得更深　　56.何者可信　　57.茶饼无分　58.是人骑车　　59.会了也未　60.袈裟何义　　61.谁
要讲经　　62.过去了的　　63.全部送人　　64.防范未然　　65.谁受折磨　　66.不为椒辣　　67.归向
之响　　68.应机作答　69.梨山名产　　70.长不是留　　71.只是作用　72.从有所住　　？
3.庄严的信　　74.思想的串连　　75.什么是占有欲　　76.脚步踩不出时光　　77.主人为了什么　
　78.毕竟是个贼　　79.如何活得更好　　80.问取后果　　81.五蕴之释　　82.佛法大意　　83.般若何
价　　84.圆觉了义　　85.智慧的表现　　86.起信宗旨　　87.一窍不通　　88.有所住乎　　89.日昨有
消息　　90.春蚕丝尽时　　91.青山白云　　92.不是作对　　93.末后句　　94.寒冬待寒流　　95.礼者
受者　　96.只有嘴在　　97.冻顶乌龙　　98.不是识心　99.找错对象　100.望梅画饼惠能大师　《法宝
坛经》的主旨　  缘起　  序幕　  知识　  自性四法　  自性之道　  行法修持　  说宗通相　  结语　论《
六祖坛经》之问题　　缘起　　发迹因缘　　般若义谛　　释疑破惑　  真性自在　  无妄无障　  常行
忏悔　  迷悟之间　  顿渐之间　  护持正法　  付嘱要义　六祖的契悟　  缘起　  悟处　  论义　  树与镜
　  无住心　  风幡心　  无的意　  四智　  戒定慧  　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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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来自性就是无有生灭的呀！
本来自性是没有欠缺什么的哩！
本来自性就是寂然不动的嘛！
本来自性是能产生万法的咧！
　　这五种发自觉悟的智识，不是“心行灭处”的彻悟行者是不能流露出来的；五祖所以毫不犹疑的
把衣法付托给一个“优婆塞”，无可否认，是一种大手法，明智的作为。
　　现在，我们来把六祖的思想精神，作个比较明显一点的探讨；这种探讨，本来以“禅”的立论来
说，只是一种“权宜”，希望读者们千万不要生起“这就是禅”的观念。
　　六祖认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足。
”又说：“如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
”又说：“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
”　　可见六祖的思想精神，强调“自性”的伟大，而修学见地，则以为“自证”最为究竟。
譬如有一次集会，六祖向大众宣布说：　　“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
否？
”　　当时神会听了，连忙站起来说道：　　“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　　六祖闻言，很生气地批评说：　　“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茅盖头
，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　　这一段故事的对话，我们很容易看出，六祖的“一物”，透出了“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而直指
人心，见性成佛”的真义，可惜神会自作聪明，执著“佛性本源”而不能消化，难怪神会以后的一生
，确然只是个咬文嚼字的知解宗徒；同时，笔者也由此而联想到已故的胡适先生，一直误解，神会是
《坛经》的作者，可能胡先生这种思想的启迪，便是依此而得感触的。
不过，在“禅学”境域中，发生“我以为”的“禅以外”的思想，这在一个研究学问的学者来说，是
非常不应该的一种行为；因为，那样做，很容易引导后学的人步入歧途，把主题反而变成了毫无意味
的“我以为”的联想上去了。
　　其次是六祖的“无念”的立论，他说：“无念者，于念而无念。
”又说：“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
”　　六祖的这种立论，从他对卧轮禅师的一首偈语，予以批判的情形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卧轮的偈子是这样的：　　“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　　六祖却批判说：　　“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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