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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周刊

人 之 所 以 痛 苦 ，在 于 追 求 错 误 的

东西。

——慧律法师

活着的意义，在于付出。人生的价

值不在活了多久，而在做了多少事；如

果没有发挥生命的良能，活得再久也无

意义。

——证严法师

无事忙中老，空里有哭笑，本来没有

我，生死皆可抛。

——圣严法师

愿我们对更高真理的胃口和渴求永

无止境。

愿我们对物欲尘世的愿景始终保持

警戒。

愿我们慈悲一切有情众生并为此珍

惜自己。

愿我们虔诚的双眼不被无尽的怀疑

所蒙蔽。

愿我们喜悦地了悟，单纯一个善念

便是最有力量的道路。

——宗萨仁波切

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

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

之为施无畏者。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诸 佛 刹 土 ，尽 同 虚 空 。 世 人 妙 性

本 空，无 有 一 法 可 得；自 性 真 空，亦 复

如是。

——《六祖坛经》

一、佛教对中国造像艺术的影响有

哪些？

随着佛教的传入，建塔造像的艺术很快

便风行于中国各地。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

和苏州报恩寺塔，都是在公元二世纪三国时

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四世纪到六世纪，

全国各地都有壮丽的塔寺建筑。世界闻名

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云冈、龙门以及其它

同等重要的石窟寺——这些古代雕塑壁画

艺术的宝库，西至新疆，东到辽宁，南到江

南，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动工的，随后继续

了数世纪之久。在中国，塔的形式很多，大

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印度式的，但也有

许多变化；一类是中国式的，主要是采用中

国原有的楼阁形式而建筑的。研究中国建

筑艺术，寺塔是其中主要部分。至于佛教造

像，在取材与造法上种类也很多，有石窟造

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银、铜、

铁的铸像，有泥塑像，有砖像，有瓷像，有绣

像，有画像。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作风

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

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二、佛教绘画都有哪些类别？

佛绘画主要是壁画。现存于敦煌石窟

中的壁画，供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艺术和历史

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

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画所代

替。正如文学中有变文一样，佛画中的“经

变”，也 就 是 将 佛 经 中 的 故 事 譬 喻 演 绘 成

图。如敦煌石窟中的演绘《维摩经》的“维摩

变”，演绘净土经的“净土变”等，都是十分精

彩生动的伟大作品。经变画的兴起，使壁画

内容大为丰富起来，因而唐代佛寺壁画之

盛，达到极点。当时名画家辈出，在姓名有

记载的数十人中，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多

是从事于佛画的。由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

画艺术所起的作用。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

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

画，则与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很有关系。佛教

版画，随着佛经的刊印而很早就产生了，现

在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在大藏经上

面的佛画。房山石经中有唐代的石刻线条

佛画，宋元以来的观音画、罗汉画以及水陆

画等都是很流行的。

三、佛教是否也有音乐、天文、医药等技

艺的传习？

伴 随 佛 教 俱 来 的 也 有 天 文、音 乐、医

药等的传习。1955 年，我国发行邮票纪念

的古代天文学者一行，就是八世纪初的一

位高僧，是由印度来华弘传密教的善无畏

的 弟 子 。 他 在 天 文 学 方 面 著 有《大 衍 历》

和测定子午线等，对天文学有着卓越的贡

献。至于医药，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

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

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再说音乐，公

元二世纪时，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七世

纪初，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赠送给中国佛

曲十种，并派来乐工 32 人。中国唐代的音

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

乐、骠 国 乐、林 邑 乐 等 来 自 佛 教 国 家 的 音

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

佛教寺庙中。

四、佛教主张利益众生，不知在社会公

益事业中从事哪些种类？有过哪些成就？

佛教徒从事公益事业的面是很广泛的，

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僧人行医施药，有

的造桥修路，有的掘义井、设义学，有的植树

造林，这在古人记载中屡见不鲜。特别是植

树造林，成就卓越。试看我国各地，凡有佛

教塔寺之处，无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

清幽，景色宜人。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

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为万里锦绣江山平

添了无限春色。我国许多旅游胜地，其风景

自然之美与寺僧的精巧建筑和植树造林显

然是分不开的。

吉州志诚禅师

志 诚 禅 师 ，六 祖 慧 能 大 师 之 法 嗣 ，江

西吉州太和人。志诚禅师少时即出家，后

投 荆 州 玉 泉 寺 神 秀 禅 师 座 下 。 当 时 禅 宗

分为南北顿渐两支，所谓南能北秀。一般

学人，不知宗旨，不明就里，妄生彼此。六

祖经常教育他的徒众说：“法本一宗，人有

南 北 ；法 即 一 种 ，见 有 迟 疾 。 何 名 顿 渐 ？

法 无 顿 渐，人 有 利 钝，故 名 顿 渐。”六 祖 在

这里讲得非常明白，顿渐之分完全是依人

的 根 性 而 分，接 机 的 方 便 不 同，归 趣 则 是

一致的。但是，神秀座下的北方宗徒不明

白这一点，常常讥笑南宗说：“慧能大师一

字不识，有什么了不起的？”而神秀本人对

南宗还是心生恭敬的，因为慧能毕竟是经

过 他 的 恩 师 弘 忍 和 尚 印 可 的 。 所 以 他 也

经常告诫他的弟子们说：“他得无师之智，

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付衣

法，岂 徒 然 哉 ！ 吾 所 恨 不 能 远 去 亲 近，虚

受国恩。汝等诸人无滞于此，可往曹溪质

疑 。 他 日 回，当 为 吾 说（你 们 不 要 轻 视 南

宗。慧能和尚得的是无师智，深悟最上乘

法旨，我不及他。况且我的师父亲自传给

他衣法，难道是偶然的吗？我很惭愧身处

国 师 之 位 ，虚 受 国 恩 ，无 暇 前 往 亲 近 他 。

你 们 这 些 人，不 要 停 留 在 这 里，可 前 往 曹

溪向慧能和尚请决法疑。他日回玉泉寺，

好讲给我听听）。”

一天，神秀禅师把志诚禅师叫到跟前，

说道：“你聪明多智，可前往曹溪听法。如

果有所听闻，要尽心记取，回来后，讲给我

听。”志诚禅师于是秉承师命，前往曹溪六

祖座下，随众参请，但是他没有公开自己的

身份。

有一天，六祖升座说法，突然告诉大众

说：“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

志诚禅师一听，连忙出来礼拜六祖，并

当众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来意。

六祖道：“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

志诚禅师道：“不是。”

六祖反问道：“何得不是？”

志诚禅师很机智地回答道：“未说即是，

说了不是。”

六祖点了点头，继续问道：“汝师若为示

众（你的师父平常是如何教导你们的）？”

志诚禅师道：“尝指诲大众，令住心观

静，长坐不卧。”

六祖道：“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

身，于理何益？

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元是臭骨头，何为立功过？”

志诚禅师一听，感到非常惊异，于是再

一次顶礼六祖，说道：“弟子在秀大师处，学

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

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慈悲，更为教示。”

六 祖 道 ：“ 吾 闻 汝 师 教 示 学 人 戒 定 慧

法 。 未 审 汝 师 说 戒 定 慧 行 相 如 何 ？ 与 吾

说看。”

志诚禅师道：“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

戒，众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

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

六祖道：“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

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

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志城禅师道：“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

更别？”

六祖道：“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

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

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

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

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

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

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

志诚禅师听了六祖的开示偈语，当即大

悟，连忙向六祖礼拜忏悔致谢，并发心要依

归六祖。志诚禅师还当即说了一首偈子，以

表达自己的悟境：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还

不净。”

六祖一听，遂印可了志诚禅师的证悟。

同时，还进一步教诲志诚禅师道：“汝师戒定

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

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

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

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

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

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随语随答，普现化

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

名见性。”

志诚禅师再次礼拜，并进一步问六祖：

“如何是不立义？”

六祖道：“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

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

有 何 可 立 ？ 自 性 自 悟，自 由 自 在，顿 悟 顿

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法。诸法寂然，

有何次第！”

听了六祖的开示，志诚禅师欢欣雀跃，

不停地叩谢。

志诚禅师悟道之后，即成为六祖的门

人，执侍六祖，再也没有离开过曹溪。

洪州法达禅师

法 达 禅 师 ，六 祖 慧 能 大 师 之 法 嗣 ，洪

州丰城人，七岁出家，一直持诵《法华经》，

受具足戒之后，即前往曹溪礼拜六祖。法

达禅师自认为一直持诵《法华经》，功德不

小，故心怀我慢，初礼六祖的时候，头不至

地 。 六 祖 呵 叱 道：“ 礼 不 投 地，何 如 不 礼！

汝 心 中 必 有 一 物，蕴 习 何 事 邪（平 时 是 如

何修行的）？”

法达禅师回答道：“念《法华经》，已及三

千部。”

六祖道：“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

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

知过（如果你念了一万遍，并且体会了经文

的大意，而不自认为有什么殊胜和了不起，

那你可以和我把手同行。如今你却辜负了

诵经这一修行的本意，竟然不知过错）。听

吾偈曰：

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亡功福无比。”

六祖接着又问：“汝名什么？”

法达禅师道：“法达。”

六祖道：“汝名法达，何曾达法？”

于是，六祖又说了一个偈子：

“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休歇。

空诵但循声，明心号菩萨。

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

但信佛无言，莲华从口发。”

法 达 禅 师 听 完 六 祖 的 偈 语 ，顿 生 惭

愧 ，连 忙 向 六 祖 忏 悔 道 ：“ 而 今 而 后 ，当

谦 恭 一 切 。 弟 子 诵《法 华 经》，未 解 经

义，心 常 疑 问 。 和 尚 智 慧 广 大，愿 略 说 经

中 义 理。”

六祖道：“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

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

法达禅师回答道：“学人愚钝，从来但依

文诵念，岂知宗趣？”

六祖道：“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一

遍，吾当为汝解说。”

于 是 ，法 达 禅 师 高 声 念 诵 经 文 ，念 到

《譬喻品》的时候，六祖道：“止！此经元来

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

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

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

见也。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

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

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佛犹觉也。

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

入 觉 知 见 。 若 闻 开 示，便 能 悟 入，即 觉 知

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慎勿错解经意，

见 他 道 开 示 悟 入，自 是 佛 之 知 见，我 辈 无

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

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

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体。盖为一切众生

自蔽光明，贪受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

便劳他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

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吾亦劝

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

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

我 慢，侵 人 害 物，自 开 众 生 知 见 。 若 能 正

心，常生智慧，观照自身，止恶行善，是自开

佛之知见。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

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

是世间。汝但劳劳执念，谓为功课者，何异

氂牛爱尾也？”

法达禅师问道：“若然者，但得解义，不

劳诵经耶（如果是这样，只要理解了经义，就

不用念经了吗）？”

六 祖 道 ：“ 经 有 何 过 ，岂 障 汝 念 ？ 只

为 迷 悟 在 人 ，损 益 由 已 。 口 诵 心 行 ，即

是 转 经 ；口 诵 心 不 行 ，即 是 被 经 转 。 听

吾 偈 曰 ：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

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

法达禅师闻偈，言下大悟，不觉悲泣，说

道：“法达从昔以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

《法华》转。”

接着，法达禅师进一步问道：“经云：诸

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度量，尚不能测

于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

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羊

车、鹿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

垂宣说。”

六祖道：“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

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

思 共 推，转 加 悬 远 。 佛 本 为 凡 夫 说，不 为

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

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

明 向 汝 道 ，唯 一 佛 乘 ，无 有 余 乘 ，若 二 若

三，乃 至 无 数 方 便，种 种 因 缘、譬 喻 言 词，

是 法 皆 为 一 佛 乘 故 。 汝 何 不 省 。 三 车 是

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

你 去 假 归 实，归 实 之 后，实 亦 无 名 。 应 知

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

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

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

念时也。”

法达禅师蒙六祖的点拨启发，所有的疑

惑一时冰消，雀跃欢喜，作偈赞曰：

“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

羊鹿牛权设。初中后善扬。

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

六道祖：“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

正如六祖所教诲的那样，法达禅师顿

悟一乘妙旨之后，还像先前一样，继续诵经

不止。

吉
州
志
诚
禅
师

洪
州
法
达
禅
师

传
灯
录

之

■ 任钦功

◆ 禅 茶 一 味

老喇嘛对小喇嘛说：当你来到这个世界

的时候，你在哭，但别人都很开心；当你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别人都在哭，你自己很喜

悦。所以，死亡并不可悲、生命亦不可喜。

禅师有一个爱抱怨的弟子。一天，禅

师将一把盐放入一杯水中让弟子喝，弟子

说：咸得发苦。禅师又把更多的盐撒进湖

里，让弟子再尝湖水。弟子喝后说：纯净甜

美。禅师说：生命中的痛苦是盐，它的咸淡

取决于盛它的容器。你愿做一杯水，还是

一片湖？

心境似湖，抱怨全无。

师父问：如果你要烧壶开水，生火

到一半时发现柴不够，你该怎么办？有

的弟子说赶快去找，有的说去借，有的

说去买。

师父说：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

一些呢？世事总不能万般如意，有舍才

有得。

无喜无悲的生命 心静似湖 抱怨全无 有舍才有得

敦煌写本《六祖坛经》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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