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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自古印度传人中土，史载始于汉，扎根于魏、晋、南北朝，盛于隋、唐，逶迤于宋、元、明
、清，直至而今，绵延相传，历经两千多年。
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已不仅仅是中国佛教徒信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宗教，而且它已经与
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已故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生前曾多次提到，在大家习惯提宗教
的“五性”（民族性、国际性、特殊性、复杂性、长期性）中再加上一性，即宗教的“文化性”。
而他老人家身体力行，时时处处坚持首先在佛教中倡导、论述佛教的文化性。
他在《佛教常识答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的序言中是这样讲“佛教是文化”的：　　我看
过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
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
”“那有什么看头？
都是一些迷信。
”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
”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
己正在补课，读佛书。
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
。
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圣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
了，写信给我说：　　“宗教是文化。
”　　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
认佛教是文化。
　　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再一次证明了赵朴初先生对“佛教是文化”这一提法的赞同。
　　恩格斯曾经指出，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
在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曾经将各门科学统摄到自身统治之下，使它们成为神学的奴仆。
佛教并没有形成如基督教那种凌驾于一切的精神统治力量。
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固有传统文化的作用，佛教始终未能成为思想文化上的主导势力。
但佛教影响于社会以及文化学术的许多方面是明显而深刻的。
这种影响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文学、语言学、艺术（书法、美术、音乐、舞蹈、建筑等
）诸多方面。
在某些历史时期，佛教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也起过一定作用。
佛教影响更深浸到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感情之中。
人们通常将“儒（孔子）释（佛教）道（道教）”三教合流看成中华民族主流思想和传统文化的代表
。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分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决不能忽视和抛开中国佛
教文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研究和开展宗教文化活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
特别是佛教文化这些年被炒得很热，有关佛教文化方面的书也出得不少。
这对了解佛教和禅学，进一步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高人们的
文化素质很有好处，但这也引出一些问题。
毋庸讳言，这些年出版界对佛教文化的宣传，做了不少工作，但其中良莠不齐的现象是存在的，有些
出版物言过其实，哗众取宠，不肯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有的急功近利，不惜去粗制滥造。
为了对这种现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纠正，我们想尝试做一点踏踏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即从研究、介绍
某些个别的佛教文化现象做起，用事实和形象说话，先引起大家的兴趣，以便引导人们正确地走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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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化，渐深渐远，最后达到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深入地而不是皮毛地了解和认识佛教文化的目的
。
在如此思考的基础上，我们与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达成共识，共同策划出版一套《走近佛教
文化丛书》。
　　这套丛书首先推出四本。
即：　　《佛经故事》佛经是佛教文化的源头，要想走近佛教文化，必须对佛经有所了解。
但佛经卷帙浩繁，博大精深，别说我们普通人，就是得道高僧、佛学专家，穷其一生，也难识其万一
。
所以我们只能从中选一部分容易理解且有故事性的经文，用说故事的方式介绍给大家。
　　《高僧传奇》高僧是佛教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佛教的中国化，是通过许许多多佛教徒和佛教学者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的。
而高僧，就是这批优秀人物的代表，他们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深邃的学识、高洁的品格垂范后世，
为佛教的发展和佛教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我们从历代高僧传记、小说、笔记、野史、民间传说中搜集了一部分高僧故事，加以删削、改编，进
行重新创作，利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的这种“劝善惩恶”、“动存鉴借”的功能和虚实相济的
形式，将高僧事迹介绍给读者。
　　《妙谭观音》观音被称为在人间救苦救难的大菩萨。
按佛教的说法，菩萨是已经成就佛道、而发愿住世度人的一类“有情”。
观音可以说是体现菩萨精神的一个典型。
在中国，观音信仰是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之一。
我们采用“妙谭”（类似“说书”）的形式把观音的故事说给大家。
　　《禅宗公案》禅宗是最能体现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佛教宗派。
禅宗公案是禅宗的血脉，是记录中国禅宗的主要文献，也是禅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公案”起源于唐末，兴盛于五代和两宋。
据计算，禅宗的公案大约有一千七百余则。
通常所用也不过四五百则左右。
公案的内容大都与实际的禅修生活密切相关。
禅师在示法时，或用问答，或用动作，或二者兼用，来启迪众徒，以使顿悟。
这些内容被记录下来，便是禅宗公案。
近些年的所谓佛教文化热，很大程度上是禅文化热。
为了使大家初步了解禅的知识，我们选出二百则公案，加以简单解说，以使人们正确认识禅文化，走
近禅文化。
　　因为参与本丛书写作的作者其观点和专业领域不同，写作风格也就不甚相同，编者在统稿时尽量
调整统一。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担心达不到读者要求，望请见谅。
加之我们的知识和能力有限，书中肯定会有很多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说句心里话，只凭几本书就想把“佛教是文化”这个课题说清楚是不可能的，好在我们是用这四本书
投石问路，如果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们将总结经验教训，再陆续推出若干册，一步一个脚印地把《
走近佛教文化丛书》做好。
　　感谢为《走近佛教文化丛书》出过力的所有同志，感谢即将购读此套丛书并不吝赐教的广大读者
！
　　陈耳东谨识　　2007年12月于天津忍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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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僧传奇》这本书，主要是通过佛教“三宝”之一的僧宝——高僧的其人其事，来表现他们的
精神世界。
这是佛教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材料来源，主要是从历代僧传、笔记小说、民间传闻等移植过来，经过筛选推敲，润色改造，写成
现代故事。
尽量做到寓教于故事，体现古老美好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利国益民。
全书共分十九类故事，每类故事之前，写有提纲式说明短语，介绍一些佛教知识，帮助读者了解此类
故事梗概，提示读者应注意的问题；本书还采取脚注的方式，对故事中的一些佛教术语和某些难懂词
语作了注解；另外还配有几十幅插图，力争起到图文并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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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临别赠言　　耆域来中国，住在洛阳好多年了。
这一年，洛阳发生战乱，耆域要离开洛阳回印度去。
　　有一个叫竺法行的和尚，是当时有名的高僧，人们把他比作乐令。
法行和尚对耆域说：“大师既然是位得道高僧，请留下一句话，作为永久性的警诫之词吧。
”　　耆域说：“可把大家都召集来。
”　　众人都来了，耆域登上讲坛，说：　　“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怒；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
。
”　　说罢，便闭目静默入定了。
　　竺法行又请求说：“希望大师告诉一些前所未闻的话。
像您刚才说的一道偈语，8岁小孩子也能背下来，这可不是我们希望从得道之人那里所听到的话啊！
”　　耆域笑着说：“8岁孩子虽然能背诵，可是活到100岁都不去履行，背诵又有什么益处呢？
人们都知道尊敬得道的人，却不知道履行能使自己得道的法则，可悲啊！
我说的虽少，可是做起来好处可就大了。
”　　说罢，就告辞了。
耆域慢慢地走着，后面的人却追不上。
耆域用手杖在地上画着说：“在此分别了！
”一苇渡江　　据传说，印度禅宗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把衣钵传给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后，欲派达摩往
东土传经授法。
　　般若多罗问他：“往东土输教传经，任重道远，你能担当得起吗？
”　　达摩坚定地答道：“我有一颗红心献佛，一定不负师望！
”　　般若多罗又问：“若要失败怎么办？
”　　达摩又答：“按戒律处治，粉身碎骨无怨！
”　　般若多罗见达摩志坚如钢，便批准他到东土立宗传禅教大法。
达摩辞别师父和众僧友，便只身东来。
他从南印度乘船，劈波斩浪，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梁武帝普通年间（公元520—527年）来到了中国
的广东。
他从广东北上，来到金陵（今南京市），在金陵住了一段时间，与梁武帝对话不契，便离开金陵，准
备渡江北上。
　　这一天，他来到江边。
只见茫茫江水，不见一只渡船。
这时，后面有梁武帝派来追赶他的人。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达摩见身旁有棵芦苇随风摇曳，便随手折下，心里默默地祷告：“我佛天佑
，助弟子一力，一苇能渡我过江，弟子誓将禅法传遍中土大地！
”　　告罢，便将芦苇往江中一放，用自己平时“坐禅”练就的轻功，双脚踏上芦苇，双手合十，便
要踏苇渡江。
说也神奇，一阵微风吹来，芦苇轻飘飘地在江面滑动，不到一顿饭工夫，已到长江北岸。
来追赶达摩的人见此情景，个个目瞪口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直到达摩弃苇登岸走远，才如梦初醒，跑回去报告梁武帝去了。
　　九年面壁　　达摩一苇渡江之后，便来到中岳嵩山的少林寺落迹传教。
　　在少林寺北有座五乳峰。
离五乳峰山顶不远，有个约一丈见方的石屋。
石屋门前荆棘杂草丛生，将石门遮蔽。
达摩在少林寺住下以后，一日来到五乳峰，拨开杂草，发现此屋，便看中这是个修心念佛的清静之地
。
于是除草芟棘，准备在此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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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摩为什么要选这个僻静处修行呢？
原来达摩东来之后，满怀宏愿，恨不能立刻将禅法普传开去。
但传教弘法并不顺利，特别是与梁武帝交谈不契，使他弘法更加处于困难境地。
他心情十分苦闷，临行前的发誓，何日实现？
心中便有些急躁。
来到少林寺后，他开始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感到必须静下心来，消除烦恼，让自己的修行成果做证
。
于是，他决定面壁苦修。
少林寺当时已是一座大寺，整天人声熙攘，于静修不利，所以他才选中这个石屋，作为自己面壁苦修
的场所。
　　所谓面壁，又叫壁观，即坐禅的一种方式。
通过面壁而坐，眼观鼻、鼻观心、心入定，达到“外止诸缘，内心无惴，心如墙壁”的境界。
一开始，达摩白天登山入石屋壁观，晚上归少林寺传经说法。
后来，他便整日整夜在石屋面壁，再也不下山一步。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达摩已经忘记了时间。
春秋在石屋坐禅还可过得去。
一到夏天，石屋闷热难挨，到了晚上，蚊蠓叮咬，非常人所能耐得。
一年夏天，达摩脸上被蚊虫叮得生疮流血，浑身也体无完肤，但达摩毫不在意，继续面壁苦修。
冬天到了，大雪封山，送饭僧人因路滑，三天两头上不了山。
达摩在石屋里忍饥受冻，更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但达摩做到了，他仍然坚持苦修下去。
　　四季节候对达摩是个考验，狼虫虎豹对其更具威胁。
有一次，送饭僧走进石屋，见一只恶狼两条前腿搭在达摩肩上，正张开血盆大口要啃他的脖子，送饭
僧吆喝一声，饿狼才慌忙逃走，而达摩竟不知不觉，坐在那里已完全入定了。
　　达摩在石屋里一住就是九年！
精诚贯石中，面壁之石上有影，酷肖其像，九年面壁图破壁，他终于了悟出了在中土传法所要开拓的
道路，这才有了“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中国禅宗的延续和发展。
人们为了纪念达摩面壁的功德，便把五乳峰的这个石屋称为“达摩洞”，面对的石壁称为“面壁石”
（今已移置少林寺后殿）。
　　达摩面壁，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
五乳峰山腰的石洞仍在。
洞前立有一座单孔石坊，石坊南额上题有“默玄处”三个字，乃宋代胡斌的墨迹；石坊的北额上题有
“东来肇迹”四个字，是明代人近溪的墨宝。
在初祖庵中还有莆阳蔡卞书“达摩面壁之庵”六个大字，这是目前留下的最早记录达摩面壁的刻迹。
在洞外的石壁上，还有明代苏民望题写的七言绝句一首，诗曰：“西来大意谁能劳，五乳峰头九载功
。
若道真诠尘未了，达摩应自见圆通。
”　　顽石点头　　禅宗初祖达摩，原是印度高僧，他是佛祖释迦牟尼的高徒摩诃迦叶的第二十八代
徒弟，人们称他为二十八祖，他携经东来，开中国佛教禅宗一派，中国禅宗又称他为“初祖”。
　　初祖达摩刚来中土，人们并没有马上皈依他。
他到处传经讲道，却没有人听。
但他毫不灰心，依然婆心苦口，每天照常讲经传道。
一天，他来到福州市东的鼓山，在喝水岩下跌坐讲经，没人来听。
达摩便搬来很多石头当听众，执著地向石头讲解佛法，传授经文。
讲着讲着，天上的白云驻足不飘了，小溪的流水不流了，鸟儿鸣叫停止了，松涛不啸，虎豹不吟，就
连块块顽石，都在频频点头，好像对佛心禅意心领神会而颔首称道。
　　就这样，达摩的虔心诚意终于感动了中土的佛徒，使禅宗一派流传兴旺起来。
人们为了纪念他传经讲道的虔诚之心，便在鼓山喝水岩下的石壁上，刻下他趺坐讲经的影像，并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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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题下“顽石点头”四个大字。
年深日久，影像和题字虽然有些模糊不清了，但达摩讲经的故事却依然在民间流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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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僧故事》从佛法东来到西去取经；从译经功德到弘扬佛法；从高僧降世到高僧之死；从为法
殉道到山居修炼；从高僧风范到佛国趣闻；从善僧之举到恶僧之报；从智僧之慧到武僧之德；从艺僧
书画到诗僧魂魄；从奇僧之怪到神奇预言，乃至怪诞故事，共分十九个题目。
讲述着历代高僧们磨难与奋斗相伴、正义与邪恶斗争、黑暗与光明消长、幸福与理想相系的种种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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