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净土法门丛谭  
   

净土与禅 

 

    隋唐时代，八宗盛行，春兰秋菊，各竞其美，唐宋以後，禅净对立，水火不容，亦导之禅教相

对。故明之 益大师感慨云：「最苦娑婆邪见蒸，禅门如炭教如冰，生心无住金刚印，愧煞黄梅与慧

能」。禅教如此，净禅亦然，互相排斥。禅者斥净，如赵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念佛一

声，要漱口三日」，硬把念佛的醍醐，斥为砒霜，但并非禅师不信净土，乃恐禅者用心不纯，见异思

迁，以致两皆无成。禅门因推崇见性，排斥念佛，留有一偈云：「一句弥陀五十年，分明掘地讨青

天；而今好个真消息，夜半钟声到客船」。首二句讥念佛五十年，向有所取舍，有所欣厌，深著佛见

法见，以贪心修法，欲见自家真性，悟无生宗旨，如掘地寻天，永不可得！後二句是提醒现在有个好

消息，听到空山夜来的钟声，就会悟通了。因钟声属声尘，为耳根所对境，此声尘与耳根都是死的物

质，中间有个耳识生起。才是有能知觉的心，有了分别的意识。但是这意识的大本营在於生命根本的

阿赖耶识，根源即真如自性。由古寺一下钟声震撼根源、心源深处，回光返照，当下体达这根源真

性，直会拈花微意，便是好消息来了，不必从取舍欣厌上面起佛见法见做工夫，势必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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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远，永远也找不到自家真性！耳根一根悟道，六根归本还元，同得解脱。如 释迦睹明星，是从眼

根悟道归本，香严闻瓦片击竹作声，豁然大悟，是从耳根 悟道归本。药王药上因尝药辨味，顿悟无

生，是从舌根悟道。黄山谷「闻木樨香 否？吾无隐乎」，是从鼻根慧澈、头撞殿柱，痛极省悟，是

从身根悟 道。禅宗教人看一念生起处，净宗教人参念佛是谁，是从意根归本。根虽六殊 ，本惟一

致，故一根既还源，六根悉解脱。  

    净宗学者，亦有讥禅者乃「在鬼窟里做活计」。但自宋永明以法眼宗第三 代禅祖资格，竟打破

旧例。毅然提倡禅净双修。其禅净四料简有「有禅无净土 ，十人九错路，阴境忽现前，瞥尔随他

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 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均扬净抑禅，但非斥禅，佛法正

见，确以如此较稳 ，故「有禅有净土，有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他年作佛祖」，又结归到禅净 双

修的本旨。  



    又净土法门，三根普摄，并非全是掘地讨天的笨伯。如净土法师中之大势 至、文殊、普贤、马

鸣、龙树、世亲等菩萨，慧远、永明、莲池、宗颐、梵源 、 益、截流、省庵、印光等皆是上根利

智。弥陀经有云：「极乐国土，众生 生者，皆是阿 跋致」。如此则既能往生，岂无不见佛性之

日！故自永明提倡 念佛，佛门法眼宗改变为念佛道场，云门画像且挂念珠，正见禅净双修之正道 。

又云公赠萧沧雪诗云：「弥陀一念挂心头，四色莲花涌作洲，七宝池成尘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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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一身归计去来休，慈同善友开因地，佛亦凡夫到圣流。汝自回光一返照， 诞登彼岸有慈舟」。  

    莲池云：「念空真念，生无入生，念佛即是念心，生彼不离生此，心佛众生 一体，中流两岸不

居」。或问：修禅要用无相无心，修净是落有相有心，两下 如何融会。答以念佛念至一心不乱，便

是禅定；参至彻见自性，即是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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