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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话禅开题 
 
净慧法师讲 
 
 
〖在生话中修行〗 
 
    经常有信徒向我提问：我们应该怎样把学佛、修行落在实处？我说：应该把学佛、修行与生活有

机地结合起来，在生活中落实修行。 
 
    学佛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世间，有许多迷惑的问题要求得到解决，所以要学佛法；修行的

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种种烦恼、种种痛苦要求得到解脱，所以要修行。离开了每个具体的生活环

境，不断除每个人当下的无明烦恼，学佛、修行都会脱离实际，无的放矢。所以我经常强调，我们学佛、

修行的人必须把佛法净化人生(利乐有情)、净化社会(庄严国士)的精神，完整地落实在生活中，落实

在工作中，落实在做人的分分秒秒中；要使佛法的精神具体化，要使自己的思想言行与自己的信仰原则

融为一体，实现法的人格化，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我们每个佛弟子能够如是学，如是修，自

行化他，令未信者信，已信者增长，就能够使正法住世，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我们之所以要提倡生活

禅，其原因即在此。 
 
 
〖禅天禅地〗 
 
    所谓生活禅，即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

禅的精神、禅的风采。提倡生活禅的目的在于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熔铸以后产生的具有中国文化

特色的禅宗精神，还其灵动活泼的天机，在人间的现实生活中运用禅的方法，解除现代人生活中存在的

各种困惑、烦恼和心理障碍，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充实，物质生活更高雅，道德生活更圆满，感情生活

更纯洁，人际关系更和谐，杜会生活更祥和，从而使我们趋向智慧的人生，圆满的人生。 
 
    生活的内容是多彩多姿，禅的内容同样是极为丰富圆满的，而禅与生活（或生活与禅）又是密不

可分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既反映了二者的实在性，同时也展现了二者的超越性：而人们面对生活

迸行禅的体验所介入的对象又是无所不包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只有从多角度透视禅的普遍性，人们才

能真正认同生活禅这一法门的如实性和可行性。从自然现象来说，满目青山是禅，茫茫大地是禅；浩浩

长江是禅，潺潺流水是禅；青青翠竹是禅，郁郁黄花是禅，满天星斗是禅，皓月当空是禅；骄阳似火是

禅，好风徐来是禅；皑皑白雪是禅，细雨无声是禅。从社会生活来说，信任是禅，关怀是禅，平衡是禅，

适度是禅。从心理状态来说，安祥是禅，誊智是禅，无求是禅，无伪是禅。从做人来说，善意的微笑是

禅，热情的帮助是禅，无私的奉献是禅，诚实的劳动是禅，正确的进取是禅，正当的追求是禅。从审美

意识来说，空灵是禅，含蓄是禅，淡雅是禅，向上是禅，向善是禅，超越是禅。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

现象来说明禅的普遍性，但仅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禅作为真、善、美的完整体现，它确实是无处不在的。 
 
 
〖运水搬柴〗 
 
    我们的生活充满着禅意和禅机，所谓“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但大多数人由于自我封闭，意

识不到他本身具有体验禅的潜能，这就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这里我们不妨拈两则古人以日常生活

为契机而说禅、悟禅和行禅的公案，应该有助于加深对生活禅的理解。 
 
    晚唐时期一位龙潭和尚，他的师父是天皇道吾禅师。他在师父身边呆了很长时间，天天侍候师父。

他觉得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师父并没有给他指示禅机心要。有一天，龙潭和尚向师父发问道:“某自到

来，不蒙指示心要。”他师父即说:“自汝到来，吾未尝不指示心要。”龙潭问：“何处指示？”师父说：

“汝擎茶来，吾为汝接；汝行食来，吾为汝受；汝和南时，吾便低首。何处不指示心要？”龙潭听了师

父的开导，低头良久不语。师父说：“见则直下便见，拟思即差。”龙潭在师父逼迫的这一瞬间，不容

思量卜度，当下心开意解，悟道见性了。于是他又进一步请教师父：“如何保任？”师父说：“任性逍遥，

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这则公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禅者的生活，它处处

都流露着禅机，学人只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处处都可以领悟到禅机，处处都可以实证禅的境界。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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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这则公案还告诉我们悟后的保任功夫是“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在生活中体验禅的关键所

在是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所谓“平常心是道”。下面的一则公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对怎样在生活中

保持平常心或许会有所启发。 
 
    有源律师问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

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与师用功同否？”师日：“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
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禅者的吃饭、睡觉与一般人的吃饭、

睡觉有着这样大的差距，这就是我们还不能在穿衣吃饭的日常生活体验禅的根本症结所在。我们如果去

掉吃饭时的“百种须索”和睡觉时的“千般计较”，我们当下就可以与历代禅师同一鼻孔出气。 
 
 
〖满天星斗〗 
 
    生活中的禅是如此灵动和现成，自然界又何尝不是呢？如果满天星斗不是禅，释迦牟尼佛就不可

能因睹明星而觉悟成佛；如果潺潺流水不是禅，洞山良价禅师就不可能因过小溪睹水中影而打破疑团，

落实人生；如果郁郁黄花不是禅，灵云禅师也不可能因见桃花而开悟。大自然到处都呈现着禅的空灵与

恬静、悠远与超越、真实与现成，所以陶渊明能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干古绝唱，苏东坡

能留下“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的禅苑清音。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汪洋大海中，深含禅意的

佳篇名句俯拾即是。像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宋伐一位比丘尼的悟道诗：“尽日寻春不

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特别是苏东坡的《琴诗》，简直就是老

僧谈禅，空灵绝妙：“若言琴上有琴音，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天公

造物，缘灭缘生，无处不呈现着禅的生命。昔有座主问南阳慧忠国师：“古德曰：‘青青翠竹，尽是真

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有人不许，是邪说；亦有人信，言不可思议。不知若何？”师曰：“此盖是

普贤、文殊大人之境界，非诸凡小而能信受。皆与大乘了义经意合。故《华严经》云：‘佛身充满于法

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于法界，岂非法身乎。又《摩

河般若经》曰：‘色无边故，般若无边。’黄色既不越于色，岂非般若乎？此深远之言，不省者难为措

意。”在禅者的心目中宇宙是完整的，精神与物质是一体的。所以禅者认为“何处青山不道场”，四时美

景充满禅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们的生活

到处充满着禅意与禅境，我们每个人本来都应该生活得非常轻松愉快、潇洒自在，但我们大多数人却没

有这秤感受，相反地，都觉得生活得很累，很累。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我们的“闲事”太多太多了，所

以才觉得“人间”没有“好时节”。如果我们从生活中找回禅的精神（其实它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让

生活与禅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我们的生活便如诗如画，怡适安祥了。 
 
 
〖生话禅提纲〗 
 
    提倡生活禅是试图在佛教众多的修持法门中选择一种既能达到明心见性、解脱生死的终极目的，

又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环境的修行方法。为了使生活禅的学、修、用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顺于正法、适应

当机，我们拟订了修学生活禅的初步提纲，井希望它在实践中得到充实和完善。 
 
一、宗旨： 

   继承传统(契理)，适应时代(契机)，立足正法，弘扬禅学，开发智慧，提升道德，觉悟人生，祥和 

   杜会。 
 
二、教典所依： 
1. 佛言：《心经》、《金刚经》、《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妙法莲华经》、《楞严经》、 

      《维摩诘经》。 
2. 祖语：《大乘起信论》、《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六祖坛经》、 

      《证道歌》、《赵州语录》、《临济语录》、《禅门锻炼说》。 
 
三、修行三要： 
  1.具足正信：以三宝为正信的核心，以因果为正信的准绳，以般若为正信的眼目，以解脱为正信的 

     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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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坚持正行；以三学为修学的总纲，以四摄为利他的方便，以六度为修学的正 行，以老实做人为修 

     学的起点，以轻安明净为修学的验证。 
 
  3.保任正受：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四、理念展现： 
    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  生活中透禅机，在

保任中证解脱。 
 
 
原载《禅》1993 年第 l 期 
 
********************************************************************** 
【录自：维摩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