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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禅心佛语》

内容概要

《季羡林禅心佛语》内容简介：据我个人的看法，人一死就是涅架，不用你苦苦去追求。那种追求是"
可怜无补费工夫"。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
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天不同；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
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
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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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禅心佛语》

作者简介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学者，生于1911年8月2日，山东清平人。1930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
。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1956年当选中
国科学院部委员。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另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学术研究领域主
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国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
、敦煌学、糖史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
丛书。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季羡林不仅是学术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还是一个著名作家。他年轻时就创作发表了许多散文、
杂文作品，是清华四剑客之一，在当时文坛很有名气。他回国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创作了
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在中国文坛有很大影响，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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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禅心佛语》

书籍目录

上篇　说禅一　禅宗二　禅籍三　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四　佛教的倒流1　中国佛典中关于
佛教倒流的记载2　梁武帝和菩提达磨3　翻《老》为梵与佛道之争4　变枝叶为根干的中国高僧：智颉
和玄奘5　探讨三个问题6　补充五　作诗与参禅1　中国古籍中对诗禅关系的看法2　诗与禅的不同之
处3　诗与禅的共同之处4　禅与中国山水诗5　言意之辨六　关于神韵《关于神韵》一文的补遗七　禅
趣人生1　禅趣人生2　坏人3　容忍4　缘分与命运5　不完满才是人生6　长寿之道7　长生不老下篇　
说佛一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1　佛教兴起时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2　当时思想界的情况3　佛教的
起源二　关于梵本《法华经》的问题答复三　中天竺在佛徒心中的地位1　众佛诞生地2　神仙说中的
印度话3　大乘诞生地四　佛教的传入中国1　佛教传人中国的两条途径2　两种文化的撞击3　中国文
化对佛教的吸收4　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情况五　中国古代西天取经的三位高僧1　法显2　玄奘3　义
净六　关于弥勒信仰1　弥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和发展2　关于中国弥勒信仰的几点感想3　吐火罗文《
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故事情节七　玉华宫八　法门寺九　在敦煌十　六字真言十一　原始社会风俗残
余——关于妓女祷雨十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1　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关于大人异相的
记载2　佛典中的相好说3　我的结论十三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十四　佛典中的“黑”与“
白”十五　《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1　学者对于《列子》成书
年代的几种看法2　《列子》与《生经》的机关木人故事3　我的推测十六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
分1　《西游记》吸收印度故事的几个例子2　我的看法十七　说“嚏喷”十八　《佛本生故事》选译1
　跳舞本生2　苍鹭本生3　吠陀婆奉生4　猴王本生5　鹿奉生6　兽皮苦行者本生7　波毗噜本生附　
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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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禅心佛语》

章节摘录

　　一、禅宗　　印度禅法早就传人中国，后汉安世高，三国吴康僧会都译有这方面的经。到了南朝
的宋代（420～479年），菩提达磨来到中国，成为中国禅宗的一世祖。这时的禅宗，印度色彩当然极
浓。以后继续发展下去，到了唐代，禅宗内部分成了不少小宗派，什么南宗、北宗、牛头宗、净众宗
、荷泽宗、洪州宗等等。到了五代，禅宗清凉文益的弟子天台德韶（891-972年）接受了吴越忠懿王的
召请，成为国师。在南唐，禅宗也最为兴旺。这时的禅宗更进一步分成五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
宗、云门宗和法眼宗。这样的分宗，证明禅宗还有活力，而在分化的同时，印度色彩越来越淡，中国
色彩越来越浓。自唐代至五代，逐渐出现了一批禅宗灯史。到了宋代，与禅宗的兴盛相适应，又出现
了许多灯史，目的是为了明确禅宗传法灯的系谱。此时禅宗兴盛至极，借用日本学者镰田茂雄的一句
话：“禅宗成了宋代佛教界的元雄。”但是，中国禅宗的发展还没有尽期，它一直发展下去。到了元
代，仍然借用镰田的话：“在元代佛教诸派中，禅宗最为繁荣。”在明代，“活跃于明代的僧侣，几
乎都是禅宗系统的人。”一直到清代，甚至民国，禅宗依然颇有活力。　　禅宗为什么流行逾千年而
经久不衰呢？我认为，这就是同化的结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归纳为两层意思。首先，一部分禅
宗大师，比如百丈怀海，规定和尚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印度佛教本来
是不让和尚劳动的。这种做法脱离群众，引起非议。中国禅宗一改，与信徒群众的隔阂就除掉了。这
也符合宗教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众多的佛教宗派中，禅宗的寿命独长。别的宗派几乎都销声匿迹，
而禅宗巍然犹在。其次——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禅宗越向前发展，越脱离印度的传统，以至完
全为中国所同化，有的学者简直就说，禅宗是中国的创造，话虽过点分，却也不无道理。有的禅宗大
师实际上是向印度佛教的对立面发展，他们呵佛骂祖，比如道鉴（慧能六世法孙，唐末865年死）教门
徒不要求佛告祖（达磨等），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
妙二觉（指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槊是系驴橛，十二分数（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
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
赚多少人人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这样的咒骂还
可以找到不少。这简直比佛教最狠毒的敌人咒骂还要狠毒，咬牙切齿之声，宛然可闻。说它是向佛教
的对立面发展，难道有一丝一毫的歪曲吗？这哪里还有一点印度佛教的影子？说它已为中国思想所同
化，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二、禅籍　　众所周知，禅学虽然号称来自天竺，实际上几乎是完全中
国化了的佛学。在所有的中国佛教宗派中，独有禅宗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个中消息，不难
参透。　　禅宗兴起以后，中国就有人研究禅学。禅学精神，一方面受到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一
方面又极其普遍地极其深入地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文艺理论以及整个文化领域。　　禅
宗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据我个人的看法，禅学是越向前发展
，离开真正的佛教越远。到了后来，一直发展到呵佛骂祖，形成了佛教的一个反动，一个否定。是人
类思想史上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正因为如此，禅宗就越来越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先是中国人研究
，后是外国人研究，韩国、日本等国的禅学专家，一代接一代，至今不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随着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东方文化，在世界上消沉了几百年以后，又有了重现辉煌的端倪的显露。禅
学已浸浸成为世界显学。东方各国，固无论矣。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对禅学有兴趣的学者。翻译禅
籍，撰写文章，颇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注意。这将为下一个世纪东方文化的复兴开辟道路。　　稍为
内行的人都知道，研究古代典籍，版本最为重要，一字之差，往往谬以千里。宋元刊本之所以为世所
重，道理就在这里。自从敦煌石室遗书被发现以后，世界学林为之震惊。在石室中众多的典籍中，禅
籍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从此以后，中外研究禅学的学者，争先恐后，纷纷对敦煌禅籍加以校勘，加以
探讨。正如王静安先生、陈寅恪先生等国学大师所指出的那样，新材料的发现必然能带动新学问的产
生。在敦煌吐鲁番学范围内，敦煌石室的禅籍可以说是极有价值的新材料。其能推动这一门新学问迅
速前进，完全是意料中事了。　　邓文宽先生和荣新江先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禅籍校录》，是在众
多的国内外学者，在长达几十年内对敦煌禅籍的校录的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这两位学者认真严肃，
方法精密，既继承了中国朴学考证校勘的传统，又参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因
此我称之为集大成之作。最值得称道和重视的是，他们读书得间，细入毫发。对一些以前从未有学人
注意到的敦煌写本的书写特点阐幽发微，公之于世，为斯学做出一大贡献。这一点，我相信，凡读本
书的学人都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由于有此书而感到愉快，感到骄傲。如果要讲爱国主义的话，写出
这样的书，能在国际学林中占一席地，这就是最具体的爱国主义行动，比一千句一万句空话都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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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禅心佛语》

。　　写到这里，我想要说和应该说的话可以说是已经说完了。但是我想再加上一条尾巴。这当然不
是狗尾，甚至连貂尾都不是，而是一条超过了众尾之尾。我想说的是我最近时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别
人也许对它会感兴趣的。　　我认为，吾人为学，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棒棒不断，代代相传，
永远在前进，永远没有止境。后来居上，青出于蓝，是自然规律。我现在想着重讲的是老年人的态度
，也就是把接力棒传给年轻人的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根据我的观察，并不容易处理好。学术圈子里
并不缺少“九斤老太”，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跑的这一棒并不很理想，虽然
我也努力跑了。但是，我稍有自知之明。我赞成唐人的两句诗：“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我愿意为有才华的年轻人呐喊鼓噪，这样会对年轻学人的发展有利。在古今中外的名利场上，年
轻人想脱颖而出，这个颖往往是很硬很硬难以脱掉的。我想从旁帮他们一下。我有意写一篇短文，姑
名之为《燕园四杰》。先此预告，望“读官”（套用“看官”这个词儿）们注意则个。　　1994年12
月12日　　三、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　　1988年11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赴港讲学，在
中文大学讲的题目之一是《从大乘佛教起源谈到宗教发展规律》。我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在人类中
有一部分人是有宗教需要的，宗教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但是，人类要想
生存下去，必须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即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为了繁衍后代，不至断子绝孙，又必须
从事人的生产活动，这两种生产活动，同满足宗教需要是有矛盾的，宗教的逐步发展就是为了解决二
者间的矛盾的。　　我在那一次的讲演中讲了六个问题：　　1．佛教的创立。小乘佛教　　2．小乘
佛教的基本教义　　3．小乘向大乘过渡　　4．居士佛教　　5．顿悟与渐悟　　6．宗教发展规律　
　我进行论证的线索大体上是这样的：公元前6、5世纪是印度古代思想上、政治上大震荡时期，有点
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人民已经有的宗教，婆罗门教，不能满足东部人民的，特别是新兴商人阶级
以及个体劳动者的需要，于是产生了新宗教：佛教与耆那教。它们反对婆罗门，反对种姓制度，都得
到商人阶级的大力支持。佛教最初的教义比较简单，无非是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用另外一种
说法是三法印或三共相：苦，无常，无我。佛教讲因缘，讲因果，符合商人资本产生利润的心理。修
习方式是个人努力，求得解脱，又投合个体劳动者的心理状态，容易接受。大商人也支持，譬如给孤
独长者，他们自己并不想成佛，社会不断进化，人创造的宗教也必须跟着变化。公元前3世纪，孔雀
王朝大帝国建立后，宗教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小乘的格局太狭隘，不能满足社会
需要，于是大乘思想逐渐萌芽。大乘思想是在小乘思想上慢慢成长、发展起来的。二者不是对立的，
大小界限有时难以严格划分。　　我把大乘分为原始大乘与古典大乘）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上，后
来的典型的大乘学说还没有完全兴起，使用的语言是佛教混合梵文。在第二阶段上，大乘典型学说空
发展起来了，使用的语言是梵文，出了一些有名有姓的大师。两个阶段共同的特点是佛的数目不断增
多，菩萨观点代替了涅架观点，拜佛像、佛塔等等。最重要的改变是在修习方式方面。小乘是“自了
汉”，想解脱必须出家。出家人既不能生产物质产品，也不能生产人。长此以往，社会将无法继续存
在，人类也将灭亡。大乘逐渐改变这个弊端。想解脱——涅柴或者成佛，不必用上那样大的力量。你
只需膜拜，或口诵佛号等等，就能达到目的。小乘功德要靠自己去积累，甚至累世积累；大乘功德可
以转让。这样一来，一方面能满足宗教需要，一方面又与物质生产不矛盾。此时居士也改变了过去的
情况。他们自己除了出钱支持僧伽外，自己也想成佛，也来说法，维摩诘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与
小乘时期的给孤独长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所谓“居士佛教”，是大乘的一大特点。这样不但物
质生　　产的问题解决了，连人的生产的问题也解决了，居士可以在家结婚。　　我的论证线索简略
地说就是这样。　　我从这样的论证中得出了一个宗教发展的规律：用尽可能越来越小的努力或者劳
动达到尽可能越来越大的宗教需要的满足。这个规律不但适用于佛教，也适用于其他宗教。　　我在
上面故意没有谈佛教的顿悟与渐悟，因为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是《六祖坛经》，而顿悟与渐悟是《
六祖坛经》的关键问题，我想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谈。我谈这两个问题的准绳仍然是我在上面提出
来的宗教发展规律。　　顿悟与渐悟的问题，印度佛教小乘不可能有。大乘有了一点萌芽，但并没有
系统化，也没有提顿悟与渐悟的对立。因此，我们可以说，印度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佛教传
人中国以后才提出而且发展了的。　　顿悟与渐悟的问题同中国的禅宗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禅宗的历
史实际上非常简单，一点也不复杂。但是中国佛教徒接受了印度和尚那一套烦琐复杂的思维方式和论
证方法，把禅宗起源问题搞得头绪纷繁。中国禅宗自谓教外别传。当年灵鹫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
微笑，即是传法。迦叶遂为禅宗初祖。至第27祖般若多罗付法予菩提达磨。达磨来华，是为中国禅宗
初祖。这些故事捏造居多，没有多少历史价值。　　根据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佛教的目的
在成佛，在南北朝时期，对于成佛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成佛要累世修行，积累功德，这是

Page 6



《季羡林禅心佛语》

小乘佛教一般的主张，像安世高以来的小乘禅法就是这样主张的；有人主张可以逐渐修行，到了一定
阶段，即可得到飞跃，然后再继续修行，即可成佛，像支道林、道安等就是这样主张的；又有一派主
张只要顿悟，真正充分体会佛说的道理，即可以成佛，像竺道生等就是这样主张的。”竺道生是否就
是顿悟说的创始人呢？看样子还不是。在他之前，此说已有所萌芽。这个问题颇为复杂，我在这里不
去讨论，请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六章：竺道生。　　从此以后，顿悟说又
继续发展下去。道生生存和活动跨4、5两个世纪。约在三百年以后，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年
），中国的禅宗和顿悟学说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有人主张，慧能以前，只有禅学，并无禅宗，禅宗和
顿门都是由慧能创始的。无论如何，大扇顿风，张皇禅理，在中国佛教史上，慧能是关键人物。他的
弟子法海集记《六祖坛经》，开头就说“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
梵寺施法坛经”。全书宣扬的无非是“顿悟见性，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怎样来解释顿悟与渐悟的利弊优劣呢？我仍然想从我自己提出的宗教修行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
盾这个观点来解释。从这个观点上来看，顿悟较之渐悟大大有利，要渐悟，就得有时间，还要耗费精
力，这当然会同物质生产发生矛盾，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顿悟用的时间少，甚至可以不用时间和精力
。只要一旦顿悟，洞见真如本性，即可立地成佛。人人皆有佛性，连十恶不赦的恶人一阐提也都有佛
性。甚至其他生物都有佛性。这样一来，满足宗教信仰的需要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一扫而光了
。　　我强调发展生产力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不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排佛活
动，都与经济也就是生产力有关。专就唐代而论，韩愈的几篇著名的排佛文章，如《原道》、《论佛
骨表》等，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文章是大家都熟悉的，不再征引。我在这里引几篇其他人的文章。唐
德宗时杨炎奏称：“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孙櫵《复佛寺奏》：“若群髡者所饱必稻粱，所衣
必锦縠，居则邃宇，出则肥马，是则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髡凡十七万夫
，以十家给一髡，是编民百七十万困于群髡矣。”辛替否《谏兴佛寺奏》：“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
八。”连不能说是排佛的柳宗元在《送如海弟子浩初序》中也说：“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日髡而缁，
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若是，虽吾亦不乐也。”类似的论调还多得很，不一一征引。这里说得
再清楚不过了，排佛主要原因是出于经济，而非宗教。僧人不耕不织，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不
排不行。这就是问题关键之所在。　　在所有的佛教宗派中，了解这个道理的似乎只有禅宗一家，禅
宗是提倡劳动的。他们想改变靠寺院庄园收入维持生活的办法。最著名的例子是唐代禅宗名僧怀海
（749—814年）制定的“百丈清规”，其中规定，禅宗僧徒靠劳作度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在中国各佛教宗派中，禅宗寿命最长。过去的论者多从学理方面加以解释。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据
我的看法，最重要的原因还要到宗教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去找，禅宗的做法顺应了宗教发
展的规律，所以寿命独长。我认为，这个解释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世界上所有的
国家中，解决宗教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他们把佛的一些清规戒律加以
改造，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既满足了宗教需要，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科
技大国。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博士说：“在日本，佛教的世俗性或社会性是十分显著的。”日本佛教
之所以能够存在而且发展，原因正在于这种世俗性或社会性。　　我的题目是讲“六祖坛经”，表面
上看上去我基本上没大讲《六祖坛经》，其实我在整篇文章中所阐述的无一不与《坛经》有关。根据
我的阐述，《六祖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自明了。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与顿
渐有关的问题，供大家思考讨论。陈寅恪先生在《武曌与佛教》这篇论文中，引谢灵运《辨宗论》的
一个看法：华人主顿，夷人主渐。谢灵运的解释是：“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
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它牵涉到民族心理学与宗教心理学，值得探讨，谨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198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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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禅心佛语》

精彩短评

1、适合我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外行人读
2、作者情词恳切，是务实学者的作风。写的敦煌一篇，引人入胜。
3、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8日捐赠
4、我居然读这个。。。
5、修道
6、这本书比较烂，拼凑痕迹明显，且有常识性错误，另外许多与内容无关且多余的照片插图，干扰
阅读。
7、通梵文的不知晓点佛念，有点对不起这古老的语言了。但能坚持一贯到如今的学者，的确也不多
了
8、东西方思维的不同，西方重分析，东方是综合的；释迦穆尼的出生地是尼泊尔；研究佛教，但不
是佛教徒~~
9、有一些是看不懂的，实在是因为文化太浅的缘故。其中《法门寺》、《玉华宫》、《敦煌》几篇
是我喜爱的。翻译过来的《佛本生故事》也有趣，可以讲给小孩子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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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禅心佛语》

精彩书评

1、虽说术业有专攻，不过真正的“大家”在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也会有所贯通，不过就佛学上的
修为而言，季老还是更擅长于东方语言的研究和典故翻译。所以，后来又收了《季羡林全集 第20卷 译
著 梵文及其他语种》，那些凝结在古老的东方故事中的智慧，通过栩栩如生的故事拉近了与我们的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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