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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摸象》

前言

　　我认识沈善增先生，是我的作家协会会员关系转到上海作协以后，于今已经二十多年了。他不仅
仅是一位作家、一位研究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贯通儒释道三家的大学问家。当初拜读他的（
《还吾庄子》（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书时，我已惊叹于他的审察细微，慧眼独具了。接着，他的《还
吾老子》（上海人民出版社）、《老子还真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老子走近青年》（上海人
民出版社）、《孔子原来这么说》（上海人民出版社）、《心经摸象》（上海三联书店）新作迭出，
有如鲜花朵朵，相继盛开，令我每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对《老子》、《庄子》、《论语
》的甄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老祖宗有“意在言外”的传统。说的是言，没有说的是意。读
懂了言，不等于读通了意。佛教有一部经中之王，名《楞严经》。楞严经的全名中有“如来密因、修
证了义”这八个字。一个“密因”，一个“了义”，这才是经中的精髓。我又忽发奇想，《楞严经》
有，其他佛说诸经，就没有“密因”，没有“了义”了吗？当然也有。那么，佛陀所说如是，老子所
说、孔子所说、庄子所说，是不是也有“密因”，也有“了义”，呢？我想，也一定有。我这个想法
，今天有了依据，沈善增先生的研究便是。沈善增先生读出了“德经”、“道经”五千言中的“密因
”，于是，才能“还吾老子”之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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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摸象》

内容概要

《坛经摸象》内容简介：沈善增先生自1970年起发表作品，至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
百余万字，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正常人》，长篇纪实文学《我的气功记实》、中短篇小说集《心理门
诊与魔鬼》，长篇文艺性论著《上海人》，随笔集《男人爱管闲事》、《不惑是一种境界》，学术专
著《还吾庄子》等。短篇小说《走出狭弄》获1985年上海市文学作品奖，第二界《小说界》优秀作品
奖。微型小说《平凡的星期天》获《小说界》第二全国微型小说大赛三等奖。 
《坛经摸象》为其研究佛经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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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摸象》

作者简介

　　沈善增（1950～ ），1968年赴崇明东风农场插队。1973年调回上海工作。1981年调市总工会《工
人创作》杂志任编辑。1986年调上海作协“创联”室，负责“青创会”讲习班辅导工作。1989年起被
聘为专业作家，被选为上海作协理事至今。1970年起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心理门诊与魔鬼
》；长篇小说《正常人》；长篇经济学小说《当缪斯伸出金手指》；长篇纪实文学《我的气功纪实》
；文艺性论著《上海人》；学术专著《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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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摸象》

书籍目录

概论题解行由品第一般若品第二疑问品第三定慧品第四坐禅品第五忏悔品第六机缘品第七顿渐品第八
宣诏品第九付嘱品第十附录善增话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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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摸象》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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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惠能说的“悟”，即是“开佛知见”。从知见上说，只有“众生知见”和“佛知见”之分，而“佛知
见”没有“小乘”、“中乘”、“大乘”、“佛乘”这样的境界之分别。因此，惠能是这样来重新定
义四乘的：　　汝观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
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
，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　　惠能是从“知”“行”关系来定义四
乘的：“小乘”是“见闻转诵”，“知”的仅是“名”（概念）“言”（推理）浅义，“中乘”“悟
法解义”，知的是深义了，但在“行”上还不够，“行”不够即“证”不足，所知深义，还不能说真
正掌握，得心应手，灵活应用。“大乘”菩萨“依法修行”，渐趋觉行完满之境地。到最上佛乘，“
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　　这样定义，对我们正确理解今天习知
的小乘、中乘是“自了汉”，菩萨是“自觉觉他”，佛是“觉行圆满”的定义，有很大的帮助。　　
金刚经中说：“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
。”“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著我、人
、众生、寿者。世尊，佛说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是离
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以须菩提实
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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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摸象》

媒体关注与评论

　　明心才能明理，明心才能见性。明心才是真正的法身慧命，才是人类生命的真谛。　　——《坛
经摸象·序》释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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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入流的文人...
2、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6日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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