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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灵山花下人》

内容概要

《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一部佛教与文人
相遇的罗曼史！
    有关信仰、有关理想、有关生活、有关艺术、有关爱情。
    《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主要讲佛教传入中国
以来，传统文人在政治生活、读书生活、情感生活、偶像崇拜等不同侧面
所受到的影响，发生的变化，并剖析了韩愈、谢灵运、苏轼三个典型的文
人个案，体现出佛教对传统文人无往不在的巨大影响。本书由杨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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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灵山花下人》

作者简介

杨伯，1978年生，河北人。文学博士，大学教师。著有《欲采蘋花不自由——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
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林泉高致校注评点》(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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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灵山花下人》

章节摘录

平心而论，历代君主之中，宪宗算不上佞佛。他迎请佛骨，也只是一时兴起，偶然为之。在他之前，
从法门寺迎请佛骨的，大有人在。相反，韩愈的反佛倒是坚持终生，一以贯之，论其执著，前少见古
人，后少见来者。    如果了解韩愈的一生行事，你就知道《论佛骨表》这篇文章写得一点也不突然。
唯一值得惊诧的只是，他竟然有胆量反佛反到皇帝那里去。这是勇气可嘉，还是不识时务呢？韩愈才
不在乎，他只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该做什么事情？那就是弘扬儒学，捍卫儒教。为
此，必须清除一切路障。所有路障里，佛教是最危险的一个。当韩愈还是一个初登政坛、文坛的下层
文官时，就已经抱定这个理想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扶树教道、攘斥佛老。    这很奇怪。因为在
那个时代，多数读书人不会像韩愈这样，非常认真地、全方位地反对佛教。相反，大家早已习惯了把
僧人当成自己的朋友，从佛法中找寻心灵的慰藉，甚至生命的归宿。韩愈最著名的朋友，几乎都是佛
教徒，或者至少对佛教抱持友善的态度，比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莫不如此。更讽刺的
是，韩愈曾经寄予厚望，希望同自己一道反佛的学生们，也没有几个能坚持到最后。就连反佛姿态最
强硬的李翱，晚年据说也拜倒于禅宗大师药山惟俨的门下。这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韩愈几乎是孤军
奋战。曾经被他激怒，或可能被他激怒的佛教徒，绝不止宪宗一人而已。    即使如此，韩愈仍然坚持
着自己的反佛立场，坚持得有些不合时宜，有些神经质。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重申立场的机会，有时
甚至顾不得礼貌和风度。    在唐代，文人和僧人的交往很普遍。文人乐意从僧人那里求得某种心灵的
慰藉，僧人则希望借文人的褒扬提振声名。韩愈很早就成名了，有意亲近他的僧人自然不少。可是每
次遇到僧人来访，他都迫不及待地板起面孔说教一番。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秋天，韩愈住在洛阳
，高僧澄观突然来访。澄观此行，是受泗州太守的委托，到东都拜会各路名人的，韩愈也在被拜会之
列。这本来是件挺值得高兴的事，可韩愈非要说些杀风景的话。会面结束时，他写了一篇《送僧澄观
》，劈面而来的第一句就是“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接下去，他历数佛教给中国带来
的诸多麻烦。然后笔锋一转，又称赞澄观有服务于公家的能力，有吟咏诗赋的才华。言下之意是，有
这般能力，有这般才华，却当了和尚，真是可惜了。    被韩愈没头没脑教训一顿的澄观和尚是什么人
呢？他可是大有来头。此人是华严宗的开山祖师，和代宗、德宗以至文宗七代君主保持着密切联系。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德宗还封其为“清凉国师”。这位国师，生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到贞
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已经是63岁高龄了。而此时的韩愈，不过30多岁，虽在文坛初露锋芒，却终究
只是个底层文官而已。面对年龄、声望高过自己，且是主动来访的高僧，韩愈却始终摆出一副居高临
下的姿态。他在诗中提到了澄观的高龄：“惜哉已老无所及，坐睨神骨空潸然。”这语气，好像是在
替一个走了一辈子弯路的老学生惋惜，这是不是有些欠缺礼貌和风度呢？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春
，韩愈在长安为官，另一位法号文畅的僧人前来拜会。文畅的声望比不上澄观，但是经好友柳宗元介
绍来的，因此也算别有渊源。韩愈照例写一篇赠序，照例在序里说教一番。他告诉这位文畅和尚，人
类与禽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受到圣人之道的沾溉，并且有义务将圣人之道代代传承下去。凡是
背离尧舜禹汤圣人之道的，与禽兽无异。韩愈又说：这番道理，以前你不知道，那不是你的错；现在
知道了，能不能翻然醒悟，可就取决于你了；这番道理，很多人明白，却不告诉你，那是他们不仁；
我遇到你，就要把这些真理讲给你听，这是我的义务。这样一篇火气十足的训导词，文畅和尚读了会
开心吗？老朋友柳宗元读了会开心吗？自觉真理在握的韩愈才不管别人开不开心。    又有一次，一位
法号高闲的和尚拜会韩愈。高闲是书法家，以精通草书知名于世。韩愈便写一篇《送高闲上人序》，
和他谈论书法。韩愈先以草圣张旭为例，论述其书法精妙的道理。他认为，张旭的字所以好，除了由
于专注书道，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内心有一股不平之气。这就是所谓“情炎于中”“勃然不释”。这股
激荡澎湃无可释然的内在情感，悉数投注笔端，才造就张旭穷极天地之变的书法境界。相反，僧人不
是讲究淡泊无为、无所嗜欲吗，那么他们的内心应该是波澜不惊的，岂止波澜不惊，简直颓堕委靡，
缺乏必要的生命冲动。高闲是僧人，他的内心也应如此。这样的内心，根本不可能写出好字。即便他
的字看起来不错，也多半是幻术而已。原来，说了那么多，韩愈只是打算证明高闲这位书法家很难写
出好字，只因他是和尚。这篇文章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僧人不可能写好字，高闲是僧人，所以高闲
不可能写好字。滔滔雄辩的根基，竟是一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大前提。喜欢教训人的韩愈，其实挺不
讲理的。    这一辈子，为了反佛，韩愈得罪了不少人。宪宗皇帝只不过是所有被他得罪的人中最危险
的一个而已。这样一个凭借生花妙笔到处说教、不怕得罪人、甚至不惜性命的韩愈，你喜欢吗？我觉
得他有点可敬，却一点也不可爱。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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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灵山花下人》

编辑推荐

一场关于佛教与文人的豆棚闲话！    一部佛教与文人相遇的罗曼史！    有关信仰、有关理想、有关生
活、有关艺术、有关爱情。    《皆是灵山花下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佛教
，以及佛教影响下的中国文人，探究二者的互动关系。在相对轻快的氛围里，与读者一起拂拭历史的
风尘。本书由杨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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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灵山花下人》

精彩短评

1、跟说话讲课风格语气一样~
2、“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世间莫若修行好，天下无如吃饭难。”苏东坡多情啊，吃饭难
倒是其次，就怕孤独的他不能多情。好书好书。
3、好书。想了解佛教又不愿意读典籍的朋友可以一读。遗憾的是该选题略显单薄。若能有触及佛教
诸方面的类似这样的读本就更完美了。
4、文笔、才情俱佳，难得的一本好书，只是可惜出版社、作者无名，不然定会成为畅销书的。
5、同意楼上所说，这是一个应该被发现的人！
6、牛逼
7、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和简单的道理来表达文学观点与主张，很有自己的见解，比那些晦暗难懂的学
术性著作更让人喜欢。
8、苏曼殊的结尾碉堡了！
9、对于一个不信养父佛教的人来了解一下佛教是很合适的，文笔才情俱佳，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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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大二选修课的作业论文。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以来，在这片地大物博和文化深厚的土地上产
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政治、经济、建筑、信仰、风俗、饮食、服饰等诸多领域都可见其踪迹。而
文人，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因其知识结构层次和对人生体验、对境遇变迁的敏
锐感悟，与具有微妙教理，如因缘果报、无常苦空、三世轮回的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成为诸多
中国文人价值观里的一颗明珠，影响了他们对自然对常理的认识与感知，帮助他们揭开了对人生的迷
惑、寻找到一条解脱之路，并且开阔了他们的思想领域与创作空间。中国文人的入世与出世中国文人
，尤其是中国古代文人，其命运总与仕途相连。“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澄清玉宇”是中国古
代文人的梦想。数十载的寒窗只为居庙堂之高的荣耀和恩泽天下的政治抱负。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为了
这个梦而穷毕生心力。这是中国文人的入世情怀。文人，同时又是一个极其孤高清寂的概念，宛若一
朵莲花，政治场上的波谲云诡永远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底线，与其辞官别富贵也不愿再呆在这淤泥于
浑水中。“归园田居”是无数文人潜藏的隐逸愿景。这是中国文人的出世情怀。纵观儒家文化，从政
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无不体现着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佛教则是一贯以“出世”
而立的，讲求远离人世间功名利禄达到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而入世与出世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事物又
恰是文人无法割舍的两种情怀。儒与释也成为诸多文人骚客生命中重要的思想。－先儒后释——兼济
无门，转而好佛渐笃中国文人往往是先有入世之志，积极争取建功立业，兼济天下。但这些文人往往
执着于理想，敢向当权进言，常常因此获罪被贬。当这些学养渊博、满怀理想的知识份子一旦仕途不
得志，而且身处文化未开的蛮荒之地，精神、心灵的孤寂无以为寄并陷入了自我不能解脱的苦闷，便
转而移情山水，或者出入高僧之门，终而在佛法里找到了心灵安顿的皈依之处。这样的文人在我国比
比皆是，如陶渊明、王维、白居易、黄庭坚等。这些文人一生往往可以被分成两个阶段，前期是入世
阶段，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而后期则是出世阶段，独善其身，归隐乡野，佛道思想占主
流。而促成这个转变的往往是因为仕途受挫。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王维。他的母亲崔氏信佛，
素食持戒达三十余年。因受其母亲的影响，王维成长后，他与禅宗的僧人道璇、元崇、净觉等人都有
交往，说明他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较多，但禅宗思想并不是此时王维思想的主流。此时的王维政治态度
远大，加上仕途得意所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其该时期诗作如《从军行》、《陇西行》、《老将行》等
，多抒发边关将士对国家热爱，有着慷慨激昂、乐观豪迈的情调。而唐玄宗后期因权奸窃柄，朝政日
非，提拔王维的贤相张九龄被贬，他的知交韦陟、韦斌兄弟等，都被远谪，使他深感仕途的险恶，精
神逐渐陷入苦闷。“安史之乱”时他在京为叛军所拘，迫授伪职。两京收复后，因“伪职”之事下狱
，虽得赦免，降职为官，但其思想从此消沉，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退朝之后，王维焚香独坐，诵经
礼佛。他有诗自我表白：“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其该时期的诗作主要
以山水田园诗为主，包含深远的禅意，此外还有大量以佛教修行为主题的咏禅诗。其中比较有名的如
《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以佛济儒——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
中国，还有一些文人选择以佛济儒，即把佛教的观念纳入儒家的理论系统，这样的佛教合于儒家之道
的观点。在这方面，柳宗元倘数典型。 柳宗元自认为对佛教有独特的认识与领会，他注重佛教义理的
阐扬。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其做官兢兢业业、尽心吏治。因此他在接受佛教的同时
，也努力以佛济儒，把佛教的观念纳入儒家的理论系统。柳宗元认为佛教合于孔孟之道主要是从以下
几个方面认识的。其一，他认为佛教和儒家一样，也主张孝敬：“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
众德，归于空无。”(《送?上人归淮南觐省序》)并认为佛经中的《大报恩》十篇，也是宣扬孝敬之道
。其二，他认为佛教的心性说，与儒家的性善论是相通的。“其(指佛教)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
，不假耘锄，本其静矣。”(《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其三，他认为佛教的戒律类同于儒家的
礼法：“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
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这样的佛教合于儒家之道的观点，既是以儒为主，以佛济儒，把佛理融合到
儒教中来。他说他“好佛”，并不是向神佛顶礼膜拜，而是重在取其合于儒家之道的义理。柳宗元的
这种思想，正是佛教思想进一步与中国儒家融和的表现。以柳宗元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所提倡的以儒
济佛，也可以说是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其必然是秉着“以民为本”的慈悲理念，为人民之父
母关，对百姓宽容，轻徭薄赋，用礼教来治民。这与道家所宣扬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有一定相通
之处的。“信佛不信僧”，尚“古寺钟声”无论何时何地何宗何派，总有滥竽充数的“吃教者”，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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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亦是如此。佛家对此也颇有自觉，《梵网经》即云：“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非余外虫。如是
，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坏。”佛子流品不一，可这无碍于佛法之如日中天普照人间。唐宋
以来，小说、戏曲中嘲弄和尚不守教规出乖露丑的作品多矣，可文人读佛的热情并未消退，理由是“
信佛不信僧”。的确，“信佛不信僧”是大多数中国文人所持观点。当然这并非骂尽天下和尚，文人
与高僧往往能结下很深的情谊，如惟宽禅师与白居易、药山禅师与李翱、圆通秀禅师与黄庭坚、佛印
禅师与苏东坡、慧觉禅师与范仲淹等。“信佛不信僧”强调的是佛教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独立价值。
文人学佛与和尚学佛着眼点自是不同，没有那么多“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的盲信，文人更容
易从佛教教理中抽象出其中的精髓与深意，把握其微妙的禅意，获得一种精神境界上的提升。因此相
比于“和尚”而言，文人更崇尚“古寺钟声”。那是因为比起和尚，古寺钟声似乎更接近佛学精义。
文人可能嘲讽专吃菩萨饭的大小和尚，可对横亘十年回荡寰宇的古寺钟声却不能不肃然起敬。古寺钟
声也成为了中国历代文人诗作中的经典意向。如王维的“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张继的“姑
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徐志摩也曾经惊叹：“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包容一切冲
突性的现象，扩大霎那间的视域，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大多数的中国文人虽信
佛，但却始终没有迈出遁入空门的这一步。因为在这些文人看来出家或是不出家并不是问题所在，而
真正的精义在于掌握其中精义与奥妙，用以来指导自己的人生，让“古寺钟声”在心中时时响起。“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人生境界在中国历代诸多尚佛的文人雅士中，李叔同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一
位。关于他为何出家至今为止仍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出家是在他大成之时，这完全不同于
中国古代文人仕途失意转而好佛的惯例。他以其一贯的认真决绝态度，把文人潜藏的隐逸性推到极端
，抛弃不僧不俗的把戏，完全割断尘缘皈依我佛。俞平伯曾说：“假如真要做和尚，就得做比和尚更
和尚的和尚”（《古槐梦遇》），此言正适李叔同。笔者愿意相信李叔同是借佛家的清心寡欲生活和
端正平和的佛理来抑制心魔的暴发，来化解功成名就背后的内心失衡和矛盾冲突，并通过皈依佛教达
到一种更为澄明清净的精神境界。如若暂时抛却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佛学造诣，而只把他当作一个
普通的人来看，弘一法师之所以值得尊敬，不在于其是否能救苦救难，而在于他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
，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夏丏尊和丰子恺都反对说弘一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目的在修行，他
们认为那是一种摆脱了世间诸多束缚的享乐。在弘一法师28年僧腊结束的圆寂前几日，他写下了最后
的偈句：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不关信教与否，人生不就希望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么？弘一
法师“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谈弘一法师临终
偈语》）。抛却实在的功绩和辉煌的著述，有的只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可这正是佛家的人生境界。从弘一法师这里，我们看到生存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意义，更是一种超越
的意义，将生命从有限中超拔出来，以适意来延长生命的长度，生命是美的最重要形式，而自由适宜
、平淡自然是生命之美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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