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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越佛教（第7卷）》历史悠久，高僧辈出，影响深远，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吴越佛教（第7卷）》是2009年7月本社出版吴越佛教（第四卷）以来的第七卷书稿，主要是佛教研
讨会上的论文稿，作者均为国内外各大院校、研究所佛学领域的教师、研究员等，文章论述严谨，从
多种角度、多个层面讨论了佛学领域内的诸多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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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默照禅的产生　　默照禅由宏智正觉开创。
默照禅的产生与正觉的求学经历有关，他的两位师傅都强调&ldquo;冷坐&rdquo;。
其师法成，又名&ldquo;枯木法成&rdquo;，有&ldquo;枯木禅&rdquo;法。
子淳也说：&ldquo;把今时事放尽去，向枯木堂中冷坐去。
&rdquo;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正觉。
　　当时的学人很难从传统的禅法得到受用，正觉还看到了文字禅的弊端。
他说：&ldquo;不要作道理。
咬言句，胡棒乱喝，尽是业识流转！
&rdquo;而&ldquo;默默忘言，昭昭现前。
&rdquo;&ldquo;默唯至言，照唯普应。
&rdquo;所以要创默照禅以对治。
　　另外，这与正觉的习性和修行经验有关，他喜欢静坐、默坐。
如：&ldquo;自幼得戒，坐必跏跌&rdquo;&ldquo;宴坐入道&rdquo;。
&ldquo;结屋安禅，会学去来常以千数，师方导众以寂，兀如枯株。
&rdquo;&ldquo;昼夜不眠，与众危坐，三轮俱寂，六用不痕&rdquo;&ldquo;禅毳万指，默座禅床，无謦
咳者。
&rdquo;　　二、默照禅的方法　　正觉常提倡参究&ldquo;空劫前事&rdquo;，这也是其禅法的一个方
便。
《正觉宏智禅师塔铭》云：&ldquo;盖师初以宴坐入道，淳以空劫自己示之，廓然大悟。
其后诲人，专明空劫前事。
&rdquo;　　所谓&ldquo;默照&rdquo;，就是于静默中，以智慧观照本具灵明的心性。
如《默照铭》中说：&ldquo;默默忘言，昭昭现前。
鉴时廓尔，体处灵然。
&rdquo;&ldquo;缄默之妙，本光自照。
&rdquo;&ldquo;照&rdquo;即&ldquo;本觉&rdquo;，此觉可恒常遍照一切有为、无为之法。
&ldquo;妙灵&rdquo;谓为&ldquo;昭昭地&rdquo;、微妙灵觉。
此&ldquo;照&rdquo;清净，无著于相，不同妄识被相所系缚。
　　&ldquo;默照&rdquo;，须&ldquo;默游内观&rdquo;，在身心内默默地、缓慢地游移观察、观照，体
察真如。
或可&ldquo;默究&rdquo;，即究察、审察真如，有参究的意味。
虽然初始的观察运用的是有漏的观照功夫，但照与所照到最后都要空却，最终显示清净之&ldquo;
照&rdquo;，即般若智慧。
　　此照即是本觉之&ldquo;照&rdquo;，&ldquo;水中盐味，色里胶青。
体之有据，取之无形，用时密密，寂处惺惺，是诸佛之本觉，乃众生之妙灵。
廓大千而为量，破微尘而出经。
&rdquo;也称为&ldquo;妙圆觉心&rdquo;这与慧能的思想是一致的，如《坛经》云：&ldquo;菩提般若之
智，世人本自有之。
&rdquo;&ldquo;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
&rdquo;如果将默照之&ldquo;照&rdquo;仅仅理解为一般修观的&ldquo;观照&rdquo;则显得浅显。
近人吕澄等有批评本觉思想，这里暂不讨论本觉思想的教源，但正觉、慧能等确是有如此的禅观体验
，也可作为证明本觉思想合法性的一个佐证。
　　此灵明本觉之&ldquo;照&rdquo;是&ldquo;不对缘而照&rdquo;。
《坐禅箴》中说：&ldquo;佛佛要机，祖祖要机，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
不触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对缘而照，其照自妙。
&rdquo;此&ldquo;照&rdquo;不照外，而且&ldquo;返照&rdquo;、&ldquo;自照&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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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ldquo;照与照缘，混融不二。
心与心法，淴合无差。
所以道：如珠发光，光还自照。
&rdquo;　　&ldquo;默&rdquo;、&ldquo;照&rdquo;又不可相离，如《默照铭》：　　正偏宛转，明暗
因依。
依无能所，底时回互。
饮善见药，挝涂毒鼓。
回互底时，杀活在我。
门里出身，枝头结果。
默唯至言，照唯普应。
应不堕功，言不涉听。
万象森罗，放光说法。
彼彼证明，各各问答。
问答证明，恰恰相应。
照中失默，便见侵凌。
问答证明，相应恰恰。
默中失照，浑成剩法。
默照理圆，莲花梦觉。
　　&ldquo;正偏&rdquo;、&ldquo;回互&rdquo;均为曹洞宗语词，为理事圆融之意。
默照，体用圆融。
&ldquo;默&rdquo;是禅坐的当体，&ldquo;照&rdquo;是体之用。
如：&ldquo;默照之道，离微之根；彻见离微，金梭玉机。
&rdquo;&ldquo;离微&rdquo;，《宝藏论？
离微体净品》：&ldquo;无眼无耳谓之离，有见有闻谓之微；无我无造谓之离，有智有用谓之微；无心
无意谓之离，有通有达谓之微。
又离者涅盘，微者般若。
般若故繁兴大用，涅盘故寂灭无余；无余故烦恼永尽，大用故圣化无穷。
&rdquo;&ldquo;离微&rdquo;就是体用。
&ldquo;回互&rdquo;是石头希迁《参同契》的核心思想，正觉也常常引述此论。
　　&ldquo;休歇&rdquo;是体悟真如的前方便。
&ldquo;休歇&rdquo;，即停止向外攀缘，绝语言、思虑。
通过休歇，澄净内心，则真如自然显现。
并提倡&ldquo;自&rdquo;休歇，发挥个体修行者的主观能动性。
&ldquo;休歇&rdquo;之法可以说是继承了惠能的教法，《坛经》有&ldquo;歇即菩提&rdquo;一说，《宏
智广录》卷一云：&ldquo;歇即菩提，胜净明心，不从人得。
&rdquo;这与惠能是一致的。
　　&ldquo;休歇&rdquo;，须完全、彻底地停止攀缘、思虑，方能体悟真如。
如&ldquo;若休歇不尽，欲到个境界出生死，无有是处。
直下打得透，了无思尘，净无缘虑，退步撒手，彻底了也，便能发光应世，物物相投，处处恰好。
所以道：&lsquo;法法不隐藏，古今常显露。
&rsquo;&rdquo;&ldquo;歇得尽处，无可歇者，即是菩提。
&rdquo;&ldquo;休歇&rdquo;，使心地达到一切皆空的状态，本性自显。
如：&ldquo;照与照者，二俱寂灭，于寂灭中能证寂灭者是尔自己。
若恁么，桶底子脱去，地水火风，五蕴十八界，扫尽无余。
&rdquo;&ldquo;你但只管放，教心地下一切皆空，一切皆尽，个是本来时节。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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