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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禅是什么?无论给之下什么样的定义，基本上不能逃脱静虑思考以直指本真的意味。
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主张以行禅进行心理治疗的书?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想引导读者点亮自己的
心灯，同时也引导咨询业的初学者，特别是我的学生们好好思考着怎么样把西方的心理咨询、心理治
疗知识真正学到手，为自己的生活服务，为自己的专业服务。

禅学的资料浩若烟海，但是本书反对重复介绍目前流行的谈玄、空灵、狂放的禅宗思想。
虽然我对于禅宗与心理治疗的兴趣，很大部?来自于铃木大拙，但是我反对他的玄学态度。
他在介绍中国的禅宗思想时，宣扬禅宗是不能理性理解的。
当时他的朋友，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就相当不以为然，毫不留情地批评铃木过于大拙，指出一种很简单
的方法，即如果还原历史的事实，把禅学运动放回它的“时空关系”之中，那么是完全可以理性地把
握禅宗的。
我对胡适先生的见解举双手表示赞同。

写作本书绝对不是要全面梳理禅宗的理论，只是想从心理治疗的基本理论出发，为我所用地有选择地
抽取禅宗中的合理养分，鼓励现代中国人活出中国人特有的真本色来。
我认为无论禅宗在今天怎样潮起云涌地表现出了复兴气象，对其也必须有扬弃的态度，有与时俱进的
精神。
我所主张的行禅是有所选择地行禅，就是主张把禅与现代的理性精神、关怀精神、灵性精神、积极精
神融合在一起。

既然禅宗常讲“平常心是道”，我想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摆脱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更不能回避挫
折，特别不能看不见行车道上的“红绿灯”。
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游戏规则，也许在特别自由自在的禅家子弟看来很不潇洒，但是在我看来
，这种“带着镣铐跳舞”的生活方式更加潇洒，更加快乐，更加积极，更有人本关怀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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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以上论及的森田关于神经质发病的基本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具有疑病素质的人，由于某种
契机，（疑病体验）把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些身心自然现象如用脑过度时的头痛、失眠，与生人交往时
的拘谨不安，以及偶然出现的杂念、口吃等，误认为是病症，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感觉愈敏锐
，“病症”也就愈重。
显然，森田正马的神经质症理论是分析性的，因果归纳的还原论的模式，如果把这种理论直接地灌输
给神经质症患者，也可能反而会激惹其进一步探究的动机，这样反而有可能进一步促使神经质症的患
者更加纠缠于自己的症状。
如果这种理论只是由咨询师、治疗师来掌握，他们又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来得到一种对于
神经质症的良好治疗手段呢？
在森田正马时代，他自己找到了独特的治疗方法——森田的住院治疗，不过这种由外在强加给患者的
治疗方法，到了现代却越来越难以生存。
森田的理论越来越被当作自修的基本理论，这显然是森田正马没有料到的！
禅宗看待疾病的观念与森田正马是不同的。
禅修者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平等与超越！
那么对于疾病与健康，合格的禅修者当然会提出超越分别的不二主张。
德山禅师临终之时，有人问他：“是否有永远不病的人？
”德山回答：“有。
”对方于是追问：“如何才是永远不病的人？
”德山也不答话，突然在床上“啊唷”“啊唷”呻吟起来。
问者见状，若有所悟。
若以非此即彼的观点看，人不能有一点病，一点细菌。
若有则意味着灾难、死亡。
但在德山这里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永远不病的人是啊唷呻吟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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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禅意地栖居:心理咨询师的灵性成长》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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