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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介
禅宗是佛教在汉地生发出的一枝奇葩。宗门的历代祖师留下了千七百则公案，堪称一笔丰富的微妙法
门。其中含藏的智慧，不但是开发我们智慧的钥匙，还是解决我们生活和禅修中问题的明灯。如果我
们如说而行，逐渐便能够明悟自心、乃至了生脱死；就算简单而用，也能自然化解烦恼、开阔眼界，
学会从各种不同角度去看问题。作为当时精英的禅宗祖师，其文之华丽、理之圆融、行之通达、果之
微妙，实不可思议；然而现代读者却往往难得个入处。
作者出家后即留心祖道，对这些财富惊叹不已，遂如说而行，在“生活禅”的落实中亲身体会到了无
比的微妙。于是在禅修之余常写出感想与大众分享，广受欢迎；后通过主题博客“我要修行”公开，
并被《禅》刊等选载。
本书是一个禅人活泼泼的生命原态的书写，共选编10辑90篇短文，伴随着蔡志忠的10帧禅悟漫画新作
，及同参道友的相关原创照片35帧，徐徐呈现出一段心心相印的“本地风光”。书后并附有详尽的“
延伸阅读”115条和相关索引，希成为读者发明心地的路标。
封底语
佛佛祖祖就是以他们自己觉悟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在平常的生活中不迷失自己。这就是要我们安住
当下：用赵州禅师的话就是“吃茶去”;在马祖道一禅师的话中叫“平常心”。随着修行的深入，实现
自心的安住。心的当下的安住为究竟安住。无论在何种境况下，心无分别、无取舍，安然如常，如《
金刚经》所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么，生活处处是真实的，处处是光明的，处处是清净的，处处是神圣的，处处
是有意义的。关键是我们能否以一颗无我的平常心和慈悲心，去发现、去认同、去领受、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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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壹 信者皆相应　　铁壁银山　　在北京待了二十几年，去十三陵无数次，还在那个地方摔断过腿
，也知道有铁壁银山这个地方，但一直到前几天才去过。一路走了很多的冤枉路，直到返回市区才发
现走汤立路直过大柳树环岛进山是最近的，真是曲折的相见了吧。　　这三年来，看了不少的书，了
解了一点佛教的历史，对佛教的古迹开始留意。天下名山僧占多，要想都去看看是不可能的，只能随
缘拜拜古德尊宿。这次去铁壁银山就是这样，因为自己很喜欢的邓隐峰禅师在此地修行过，所以路过
玩了一个痛快。这里也是后来的很多大禅者修行的道场，只是当初他们并不是主动来的，而是皇帝为
调伏外族人而迫其安居下来的。那是辽金朝代的事情了，我不感兴趣，所以也就不费口水了。　　说
起祖师，我都会流口水。在《禅宗大德悟道因缘》（明尧、明洁编著，河北禅学研究所2003年12月印
行，现传出版社2006年9月版）里是这样描写邓隐峰禅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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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03年，一个中年人上了邢台山，从此红尘少了一位国防科技大学的高材生，中华佛学却迎来了明
一大师。2010年的夏天，明一在扉页上写下书名，赠给我这本《与祖师同行》，那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日月如梭，偶尔回忆起明一带我摘花生的午后，以及那些净慧老和尚对晚辈们开怀畅谈的夜晚。多
谢当年的指点，帮助我如今在烦扰之中找回安宁和智慧。我与佛缘浅，不过“何处青山不道场，生活
处处是修行”。
2、日常生活中可以照此修养的公案辑
3、用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语言解释佛学禅理，但大段大段引用祖师公案原文，却没有太多解释，而且
还有不少文章是作者僧人生活的流水账，与佛学无甚关系。因而总的来看，本书虽然读来有收获，但
收获不大，还是让人略感失望。
4、明师是净慧大师的弟子，对佛法领悟深入，指示浅出，值得一读
5、可以看到出家人的真实状态。
6、学佛或者不学佛的人都可以读一读的一本好书！
7、“佛不在佛，人不在人，心却在心，便有所得”。这本书说起来还有一段奇妙的缘分，今年二月
份回学校的时候，借道北京，停留了两天，然后四处闲逛，本来想去人艺的，不曾想到竟然遇见了商
务印书馆，没错就是新华词典的出版社。自然是要去拜访一下，书很多，不曾想第一本遇见的就是这
本书。看得手不释卷，十分欢喜，就买了下来，第二天回到沈阳，家里竟然出现一些变故，想来是佛
祖怕我妄念，提前开悟。心存感激，佛果慈悲。其中许多公案，禅语，偈子,耐人寻味，多多益善。
8、《与祖师同行》作者以轻快幽默的笔触把晦涩难懂的禅宗公案生动形象地为大家娓娓道来。
9、不大懂。智慧太少才会多烦恼
10、作者明一法师是个很洒脱的人
11、习惯性过眼，行人莫与路为仇。
等着端午节的活动
12、林子大了，什么都有。
13、还需再读
14、很好的书。我们读到的不仅是智慧，还有获得智慧的方法。
15、挺不错的，该看看这类的书了
16、公案过多，读来有些疲倦，感悟亦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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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序作者：明一宗门的历代祖师留下了千七百则公案，不仅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行者入道
的微妙法门。祖师们各有手段：或风驰电掣，或清风拂面，或机锋凌厉，或亲切温和。皆直指人心，
法门无量，门门可入。其中含藏的智慧，不但是开发我们心田的钥匙，还是解决我们生活和禅修中问
题的明灯。如果我们如说而行，逐渐便能够明悟自心、乃至了生脱死；即使简单而用，也能自然化解
生活中的很多烦恼、开阔我们的眼界，帮助我们学会从各种不同角度去看问题。应用佛法圆融的智慧
，能够减少甚至消除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坎坷；提高我们的自信与定力；帮助我们更快地融入繁杂的社
会；融洽纷乱的自他关系；安定我们不稳定的内心；实现我们智慧人生的目的；让我们轻松步入禅的
世界；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不但使得我们在逆境面前知道如何处世待物，而且提醒我们在顺境面
前要如何努力与清醒；让我们知道一切的烦恼与快乐不过是自心所造，一切的对立是我们分别妄想的
产物。当我们放下、哪怕是减少一些分别妄想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哪怕是多感受一些一切是平等以
后，我们是如此地快乐与自在。从文字来看，因为这些祖师都是当时的精英，所以不但道理通达，而
且文笔华美——其文之华丽，其理之圆融，其行之通达，其果之微妙，实在是不可思议。但由于时代
的变迁，很多道理与文字对于现代人来说变得无法理解，这笔财富也被搁置在书架之上。自己出家以
后留心祖道，对祖师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惊叹不已，遂如说而行，亲身体会到了无比的微妙。发现这些
微妙不但是在禅堂里面用功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能左右逢源。于是在禅修之余
，常常把自己的一些感想写出来，把自己应用这些微妙的经历记录下来。同时，在日常与信众的交流
问答中用这些方法解决了一些问题，帮助他人消除了一些烦恼。后来发现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与烦恼
，同一个问题被问过多次，所以将其在主题博客“我要修行”上公开，把自己这些应用介绍给了大家
。没想到三联书店的编辑友人对这些公开的文字产生了兴趣，表达了出版社希望把这些祖师的微妙介
绍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与受用的意愿。自己是一个出家人，祖师早就严令不得驰骋文章，更别提“
雕文丧德”等等严厉的警句；再加上自己本是工匠出身，对于文章实在存有惧心，尽管从小景仰三联
书店，但是戒于种种的约束，自己还是谨小慎微。后遇经常光顾这些文字的《禅》刊编辑明睿老师，
谈起三联书店出版之意和自己身份不便之事，没想到她毅然承诺并热情奉献，愿意承担挑拣编辑之责
。但是，这些日记的特点是与信众交流中回答问题而成，回答有些零乱，且有很多祖道中的专用名词
和典故，对其不大清楚的读者往往大叫看不懂。明睿老师呕心沥血，从几年的文字中挑选出与公案相
关又贴近日常生活的文字，不但对名词和典故加以注解说明，还进行了大量延伸阅读资料的整理编写
，使得有些艰涩文字以平常人容易读懂的方式呈现在众人面前。在此，要感谢恩师上净下慧老和尚的
栽培，因为没有老和尚自己根本无缘接触这些微妙的祖道；感谢三联书店给予的出版机会；感谢明睿
老师等各位参与者的辛勤工作；感谢信众提出的问题与分享；感谢读者愿意花时间来翻阅⋯⋯正所谓
众缘和合成此欢喜。明 一
2、今年一月份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与祖师同行》，讲得比较多的是祖师留下来的公案，很多人会觉
得看不懂，或者是看不明白。其实对于祖师留下来的公案来说，自己也是看不懂的。但是，自己感觉
没有关系，我们能够明白多少算多少，能够收获一些是一些。这样就需要我们多看几遍，我自己也是
在反复再看之后，感觉会嚼出新味道来。比如在书中《踏雪寻梅》那篇里面记载的赵州禅师，与他的
侍者文远的对话：“师因与文远行次，乃以手指一片地，云：‘这里好造一个巡铺子。’文远便去彼
中立，云：‘把将公验来。’师便打一掴。远云：‘公验分明过。’”这短短的65个字，描绘了一个
即有趣又深刻的禅意。这一则是说他们两人远行来到一个地方，赵州和尚说这个地方适合建造一个关
口。赵州和尚的侍者文远就站在一边说，把你的通行证拿来检查一下。赵州和尚上前给他的侍者文远
一耳刮子。赵州和尚的侍者说，检查完毕，可以放行。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即有趣又深刻。一个关
口自然要有人来把关，赵州和尚的侍者自然就投入其中充当起把关的人来了。把关要检查什么呢？自
然是过往人员与货物了，赵州和尚没有货可查，自然是要检验他的身份了。所以，赵州和尚的侍者向
他的师父要“公验”这一古代的通行证。赵州和尚就给了他的侍者一个耳刮子。这一耳刮子太妙了，
在赵州和尚的侍者文远来说，居然成了“公验”，以至于后来他说：“验过放行”。一般的人受这一
耳刮子都会生烦恼，或者是不理解赵州和尚的意思。而赵州和尚的侍者文远却能明白赵州和尚的意思
，可见他们师徒俩的心是互通的。这就是典型禅宗以心印心的一个样板。为什么赵州和尚的一个耳刮
子就相当于他的通行证呢？大家仔细想，就会发自内心的大笑。他们师徒之间的游戏微妙之处就在这
一耳刮子上面。有谁敢随便给文远一个耳刮子呢？师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家不妨好好想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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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禅宗以心印心的微妙之处。自己曾经在这一耳刮子上面笑翻了天；在这一耳刮
子上面打了百多个妄想；在这一耳刮子上面体会到了什么叫心心相印；在这一耳刮子上面看到了什么
叫不可说；在这一耳刮子上面明白了为什么有说皆错；在这一耳刮子上面看到了文字语言的无力；在
这一耳刮子上面⋯⋯这一则公案是讲的已经修行禅宗有成就的人情景。实际上禅宗的精彩不但是在这
些有成就的人身上表现出来。这些情景实际上在正在修行禅宗的功夫的人身上也能看到，同时这些情
景也是这些修行人的楷模，是他们修行的动力与榜样，是他们修行的参考线路图。因为我们的文字语
言就是这么苍白，无法表达我们的一切行为和思想。只有通过这种最直接的方式，让彼此的心在当下
相应和互通。但是，我们往往是固执于我们的妄想分别和成见。不愿意去面对当下的直接，执着于以
往的是非，分别与思考，搞得失去自己的本心。就像郑人买鞋一样，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眼前脚的尺
寸，而要回家去找昨天量出来的尺码，闹出种种的笑话。所以，这一耳刮子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撇开以
往的成见与思维分别和妄想，让我们直接去领受眼前的事实。所以，这一耳刮子真的是名副其实的“
公验”，自然应该开绿灯放行。所以，我们做功夫的时候一定要撇开思维分别，开显我们自己的直心
。否则不过是在分别妄想里面兜圈子，一辈子也没有了期。一定要记住祖师们教导我们的方式去用功
，保持一颗平常心，保持一颗直心，保持一颗承担的心，保持一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eb8050100p2x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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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与祖师同行》的笔记-第143页

        初关：“夫学人初登解脱之门，乍释业系之苦。觉山河大地，十方虚空，并皆消殒。不为从上古
锥舌头之所瞒，识得现在七尺之躯，不过地水火风，自然彻底清净，不挂一丝。是则名为初步破参、
前后际断者。” 
重关：“破本参后，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地水火风者地水火风
，乃至无明者无明，烦恼者烦恼，色香味触法者色味触法，尽是本分，皆是菩提。无一物非我身，无
一物是我己。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常住不动。是则名为破重关，名为大死大活者。” 
末后关：“透重关后，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离家舍。明头也合，暗头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
行斯住斯，体斯用斯，空斯有斯，古斯今斯。无生故长生，无灭故不灭。如斯惺惺行履，无明执著，
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后一关。” 
雍正的一家之言，途中即家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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