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常识（1）

导语：在上期的《传灯录》栏目中，我们

介 绍 了 从 西 域 而 来 的 中 国 禅 宗 首 位 祖 师

——菩提达摩。达摩在中国传法的几年中，

广度群迷，弘法利生，但是在菩提达摩圆寂

之后，又有谁能够承接这位伟大祖在师的事

业，让禅宗的智慧继续得以传承呢？菩提达

摩圆寂之前对弟子们说：“在我众多的弟子

中，有三人得到了我的法，在得法的三人中，

一人得我肉，一人得我骨，一人得我髓。得

我 肉 者 总 持，得 我 骨 者 道 育，得 我 髓 者 慧

可。”摩祖师认证了慧可的成就，将袈裟赋予

慧可以为凭证，以“内传法印，外付袈裟”的

形式，确定将法脉传于慧可，慧可禅师也就

成为了禅宗二代祖师。

慧可禅师，俗姓姬，今河南成皋县人。

在慧可出生之前，他的父亲担心自己膝下无

子，便祷告神佛，望得一子继承祖业，在他的

虔诚祈求之下，终于在后魏孝文帝永宜十五

年正月一日黄昏的时候，房间中金光照耀，

遍满一室，瑞象出现不久之后，慧可的母亲

便有孕了。因为慧可母亲受孕之前，家里出

现了祥瑞的佛光，慧可的父亲给这个孩子起

名为“光”。

据史料记载，慧可禅师自幼志气不凡，

为人旷达，博闻强记，广涉儒书，在 15 岁时，

就已经精通了“九经”，尤其精通《诗经》和

《周易》。但慧可并不满足于这些知识，深感

“ 孔 老 之 教，礼 术 风 规，庄 易 之 书，未 尽 妙

理”。在接触了佛法之后，便栖心佛理，超然

物外，怡然自得，并产生了出家的念头，父母

见其志气不可改移，便许他出家。慧可在

30 岁时，来到洛阳龙门香山出家，跟随宝静

法师学佛，不久又到永穆寺受具足戒。32

岁时，慧可回到香山侍奉师尊，潜心修行。

受戒后的慧可放弃了在世间时注重追求文

字知见的做法，脚踏实地的在禅修方面用

功，终日诵经打坐，勇猛精进，就这样修行了

8 年。8 年之后的一天，慧可和往常一样在

禅定的境界中，忽然见到一位神人，告诉他

说：“当欲受果，何滞此耶，大道匪遥，汝其南

矣！”慧可知道，这是护法在点化他，应该前

往南方求法了。

在这个梦不久之后，慧可感到头痛欲

裂，慧可的师父见弟子难忍病痛，便想为他医

治，这是空中有声道：“此乃换骨，非常痛也。”

慧可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师父，师父观察慧

可的头骨，像五座山峰一样起来，便对慧可

说：“你这是吉祥的象征，应该是有所证悟了，

护法告诉你应该往南去，应该是需找在少林

寺修行的达摩祖师了。”于是，慧可听从师父

的安排，来到了少室山，拜访达摩祖师。慧可

在达摩祖师处，恭敬承侍祖师 6 年，尽得真

传。《续高僧传》形容慧可禅师为“从学六载精

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达摩祖师在

圆寂之前，将衣钵传给慧可禅师，以继法脉。

在初祖达摩传法给慧可之后，便在少林

托化西归，于是二祖慧可一边随宜传法，度

化众生，一边寻求法嗣，以付祖衣。北周武

毁佛期间，二祖与林法师为伴，护持经像，隐

藏民间，并一度南下到舒州司空山隐居（后

人在此处建有二祖石窟，元时被毁，现存有

二祖石窟的遗迹）。在隐居的时候，也就是

到了天平二年（535），慧可遇到了僧璨，并将

法脉传于僧璨。

据史料记载，二祖慧可付法给三祖僧璨

后，即前往邺都，韬光养晦，变易形仪，随宜

说法。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

或随厮役，一音演畅，四众皈依，如是长达

34 年。曾有人问二祖：“师是道人，何故如

是（师父，你是个出家人，出家人有出家人的

戒律，你怎么可以出入这些不干不净的地方

呢）？”二祖回答道：“我自调心，何关汝事（我

自己观察和调整自己的心，跟你有什么相

干）！”慧可禅师长于辞辩，他虽无意推广自

己的禅法，但是知道他的禅法的人却日渐增

多。随着他的影响一天天地扩大，他的弘法

活动遭到了当时拘守经文的僧徒的攻击。

当 时 有 个 叫 辩 和 的 法 师，在 寺 中 讲《涅

经》，他的学徒听了慧可禅师的讲法，渐渐地

都离开了讲席，跟随慧可禅师学习祖师禅。

辩和法师不胜恼恨，于是在邑宰翟仲侃的面

前诽谤慧可禅师，说他妖言惑众。翟仲侃听

信了辩和法师的谗言，对慧可禅师进行了非

法迫害。慧可禅师却怡然顺受，曾无怨色。

灯录上记载，慧可禅师活了 107 岁，寂

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谥大祖禅师。

历史上对于慧可禅师的记录较少，有些故事

也有不同版本，但无可否认的是，二祖慧可

是达摩祖师将法脉传至中国的第一位继承

人，对中国禅宗，产生了里程碑式的意义，对

中国禅宗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编辑：焉笑华 电话：95013812345-1009 mybart@126.com 制版：张迪

2013年2月21日 星期四 Y7传灯录WEEKLY
艺术周刊

传
灯
录
之
二
祖
慧
可

慧可大师禅学思想

根据《楞伽师资记》卷一中记载，慧可禅

师的“略说修道明心法要”表达了慧可禅师

的禅学主张：

《楞伽经》云：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

死，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尽十方诸佛，若

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

《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犹如

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荫重云覆

障，众生不见。若逢智风，飘荡五荫，重云灭

尽，佛性圆照，焕然明净。

《华严经》云：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亦

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亦如世间云雾，八方俱

起，天下阴暗，日光起得明净，日光不坏，只为雾

障。一切众生清净性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

念诸见，烦恼重云，覆障圣道，不能显了。若妄

念不生，默然净（静）坐，大涅 日，自然明净。

俗书云：冰生于水而冰遏水，冰消而水通；妄起

于真而妄迷真，妄尽而真现。即心海澄清，去

身空净也。故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

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若净坐无事，如密室

中灯，则解破暗，昭物分明。……若精诚不内

发，三世中纵值恒沙诸佛，无所为。是知众生

识心自度。佛不度众生，佛若能度众生，过去

逢无量恒沙诸佛，何故我不成佛？只是精诚不

内发，口说得，心不得，终不免逐业受形。故佛

性犹如天下有日月，木中有火，人中有佛性，亦

名佛性灯，亦名涅 镜，明于日月，内外圆净，无

边无际。犹如炼金，金质火尽，金性不坏，众生

生死相灭，法身不坏。亦如泥团坏，亦如波浪

灭，水性不坏，众生生死相灭，法身不坏。

《华严经》云：譬如贫穷人，昼夜数他宝，

自无一钱分，多闻亦如是。又读者暂看，急

须并却，若不舍还，同文字学，则何异煎流水

以求冰，煮沸汤而觅雪。”

另有居士，闻二祖盛化，致书通好云：“影由

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本。扬

声止响，不知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趣涅 ，喻去

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果，喻默声而寻

响。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

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争论

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

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谒，

聊申此意，伏望答之。”慧可禅师阅后，回书云：

“备观来意皆如实，真幽之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

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

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辞措笔作斯书。

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

什么是佛教？

赵朴初老先生在《佛教常识问答》中说，

佛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

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狭义地说，

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

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 Buddha Dharma。

佛教的创始人是谁？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他是

公元前六世纪时，现尼泊尔境内的净饭国的

王子，他是释迦族人，所以又被称为“释迦摩

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什么是佛？

佛 是“ 佛 陀 ”的 简 称 ，是 Buddha 的 音

译 。 如 果 用 今 天 的 汉 语 音 译，应 当 是“ 布

达”，佛陀的意义是“觉者”或“智者”。

编者闲语：

值得强调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化，

现今的佛教越来越趋于以“佛”或是某个神

灵的崇拜，但在创始之初，佛教是没有偶像

崇拜的，佛教徒们是老师的学生，而不是偶

像的粉丝。在释迦摩尼的僧团中，存在更多

的是辩论，甚至有些外道对佛的教法并不尽

赞同，在释迦摩尼佛圆寂之后，信徒们才开

始崇拜释迦摩尼佛的遗物，比如舍利。

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佛祖”释迦摩尼

并不是神，并不曾创造宇宙万物，也不是万能

的救世主，他只是“发现”了宇宙之中的真理，

并将其告诉一切的众生。他是两千五百多年

前，印度一个叫做悉达多的人，经过一系列的

训练修行之后，彻悟了真理，成为了“佛”，也就

是觉悟者，而在他之后的每一个人，甚至每一

个众生，也同样的可以觉悟，可以成为“佛”。

佛教的构成是怎样？

在佛的教法当中，佛本身充当的角色更像

是一个老师，而不是救世主。他教导的内容，叫

做“佛法”，包括了三藏十二部经典，教导的一切

内容，是为了让众生也能够证得“佛”的果位。

而学习这些教法的学生，叫做佛教徒，佛教徒

包括了四类人群，又叫做“四众弟子”——比

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比丘是指出家的

男性，比丘尼为出家女性，优婆塞、优婆夷分别

为在家修行的男性和女性。出家修行佛法的

人又称“和尚”，在家修行佛法的人又称“居士”。

编者闲语：

在中国通俗的称谓中，经常把女性出家

人称为“尼姑”。实际上，把女性出家人称为

尼姑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而应该叫做“比

丘尼”、“二僧”或是统称“师父”。

佛教中的“三宝”是什么？

佛陀是“佛宝”，佛所说的法是“法宝”，

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僧团是“僧宝”，并

称为“三宝”。称之为宝，是因为它能够令大

众止恶行善、离苦得乐，是极可尊贵的意思。

编者闲语：

“佛”是正等正觉的觉悟者，“法”是能够

令众生开启智慧的不二法门，称为“宝”是绝

对没有疑义的，但是近些年，因为大众对佛

教的不了解，对“僧”这个独特的群体似乎越

来越缺乏尊重，更多的是怀疑和不解，甚至

将出家等同于“对人生绝望”或是“为情所

困”。实际上，除去一些以冒充僧人的方式

来谋取利益的人不谈，正统的出家人，无论

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因为对佛法虔诚的信

仰而出家。佛经有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

将相所能为也。”出家之后，比丘戒律有二百

五十条，比丘尼戒律有三百四十八条，出家

人的生活，也并不是如大众想象般轻松自

在，而是每天有固定的朝暮课诵，定期学戒，

出坡劳动，坐禅习经，一般的寺庙每天早上

三点或是四点就会打板起床，开始一天的学

习生活。所以出家人的生活是十分忙碌的，

绝不是想象中青灯古佛，毫无生气。

在佛的教法中，将出家人定义为“人天师

表”，佛法依靠出家人来弘扬，只有依靠出家

人，佛法才能够延续下去。释迦摩尼佛成佛

的时候，示现的形象也是出家的形象，虽然自

古以来不乏在家居士成就的例子，比如说维

摩诘以及近代的李炳南、南怀瑾老居士，但毕

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弘法利生，为佛法做出杰

出贡献的，都是出家人，比如法显、玄装，为法

忘身，远赴印度求法，几经生死，将佛法从印

度带到中土，又不辞劳苦将印度语翻译成汉

语，最后自己却积劳成疾。在佛法创立伊始，

弘扬佛法的，是出家人；在佛法流传到世界各

地的过程中，为弘法远渡他乡的，是出家人；

佛法在每个国土上生根发芽，得到广泛传播

时，精进修行，为后世创立榜样的，还是出家

人！出家人的责任是继承如来的事业，而如来

的事业，就是度化众生，每一个戒律清净的出

家人，都是如来法业的继承者，也是值得众生

来尊重的“人天师表”，所以，“僧”这个群体，与

“佛”、“法”并称为“三宝”是当之无愧的。

镇 江 有 个 金 山 寺 ，寺 里 有 个 镇 山 法

宝。法宝就是苏东坡的玉带，玉带由一块

块方玉用金线串起来的。这玉带怎么留在

金山寺了呢？

原来苏东坡和金山寺的方丈佛印禅师

是要好的朋友。苏东坡在被贬期间，写了

一首赞佛偈：

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苏东坡写下这首偈颂，立即派人过江

送给佛印禅师欣赏，期望得到这位方外知

交的赞扬。哪知道佛印禅师拜读以后，提

笔批了“放屁”二字，叫原人带回。苏东坡

一见这粗恶而带辱骂的批语，不禁火冒三

丈，拍案而起，亲自过江去找佛印禅师评

理。禅师迎上前来笑道：“八风吹不动，一

屁过江来。”

有一次，苏东坡到金山寺来访问佛印

禅师，禅师这时正在禅堂里领众坐香，那正

是止静的时候，闲人不好进去。苏东坡知

道这个规矩，就在客堂里坐等佛印禅师出

来。这枝香坐完后又加了一枝香，所以出

来很晚。

苏东坡等了很久，心里非常焦燥。

香完开静，佛印禅师出来了：“哎呀！

苏大学士，请坐请坐。”

苏东坡说：“嘿呀，你还叫我坐呀！我

要在你这秃驴的头上坐！”

他们是好朋友，在说笑话，骂禅师是

“秃驴”。禅师听了道：“噢，你要坐在老僧

的头上啊？好、好、好，我有个问题问问你，

你要答得出来，老僧的头给你当坐具；若答

不出来，就把你身上的玉带解下来，给我们

做镇山之宝。”

苏东坡哈哈一笑：“随你什么问题，我

都能一问十答，我的妙解很多，释义很广。”

佛印禅师说：“好，我问你，四大本空，

五蕴非有，你在什么地方坐？”

意思是说你要在我的头上坐啊，我的身

体是四大五蕴，是空无所有的，你怎么坐法？

苏东坡想：四大是空的，五蕴本没有，

一切都没有啊，那我落空了，坐在什么地方

呢？不能坐在虚空里呀……想来想去，来

回走了三圈，一时答不上来。

佛印禅师乘机叫小沙弥：“来呀，把他

的玉带解下来，他答不出来了。”

于是苏东坡的玉带就留在金山寺做镇

山之宝了。

这就是空而有、有而空的公案。其实

这个问题不难答，因空非顽空，有非实有，

空不碍有，有不碍空，空就是有，有就是空，

心就是相，相就是心。

故不妨答他：“真空不碍妙有，就在你这

假相头上坐！”或者就在椅子上一坐，说一

声：“如是坐！”或者竖起一指，说：“就在这里

坐！”更或竖起指问他：“在什么地方坐？”这

些答案，随手拈来，正不必动脑筋也。

元音老人《恒河大手印》

◆禅茶一味

禅师难倒苏东坡：

四大皆空 你在哪里坐？

宋 石恪 二祖调心图

■ 任钦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