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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这虽然是唐人的诗句，拿来譬喻禅门里真正的过来人，却是再合
适不过了。
无为，自在；无不为，自在。
    勾勒一休禅师呢，不仅如此，荐拔他骇然独炯的“风流”艳词、爽利禅话，我想起自己的联句一一  
 莫道清风能洗月，从来花雨不湿人。
    即将看到任何“惊心触目”的诗句或者颠覆我们常理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可诧异的。
书中引证绝大多数都来自后辈学人编撰的年谱、诗集、禅案等“正史记载”。
并且，是如平常，平常如是，气质上，更像我们真实而刺激的生活。
    (以上删去一千三百七十三字)    为了应和一休大师在自己《狂云集》中一百二十多次使用“风流”一
词的“雅兴”，向他致敬，原本这个序的开头，再次像《山居性纪》那样来了大段的禅艳描写。
并且更跳脱、舒放甚至加入了少许荒诞元素，以期阅读者在凝定与“情色”的化合中，有更多心领神
会的妙悟。
    可没想到朋友看过之后，大加反对，他说你要这样写，大家一定当“穿越小说”看。
尽管你的描绘只是艺术化加工，至多无厘式点缀，“底版”全都来自悉心搜检来的史实。
但依然会因为表述方式的离经叛道，而削弱它在人们心中对那些史实认知的“客观性”、“权威性”
与“可信度”。
而且一上来的“云雨之欢”虽然唯美，又会像《山居性纪》似的“吓退”一部分读者，遭遇出版困难
，没必要。
    你要写一评传，只是一一评传。
它不应囚于意境铺陈与浪漫描写，而应以“冷门史料”与“独立见地”见长；它不应长于文采、煽情
，而应更知性、更感动。
    我解释说，我是真对人好。
开篇那种精致的意境描写，实在是心心相印一一可以把认真的阅读者，在不知不觉间，通过精心构置
的辞语“意境”，引入“禅境”一一寂静的心境。
是禅的心境的传递一一通过“诗意诗心”的写意传递，达成“心”的传递一一“禅心”的传递。
    相当于某种高妙的传心、印心一一心印灌顶。
    宁静、清净的“风月”描写，不经意间更能引人放怀不拘，挑亮意识的敏锐度，更容易打开一种一
一“心性的缺口”——直示一种更坦诚、生命更勃然的状态。
而那一一也是某种禅的白描。
    “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标帜也。
”这也正是惠洪禅师之所谓“文字禅”的活机妙用。
    朋友说，你《山居性纪》还不过瘾呀，尽是如此“性感禅悦”、“感性诗意”式的语境。
那适于直觉性思维一一中国式传统思维、传统文脉一一意境审美。
而咱国现代教育塑造的知识分子更多是西式思维一一逻辑性思维，更多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再加上快餐式阅读心态，真正能对此静下心欣赏、会心者能有几人？
    看我“执拗”，他更加痛心疾首一一你真堂吉诃德，洋为中用，雅俗共赏，你这回一定得写一更通
俗、更理性、更被广泛接受的作品，也才能真正推行你的理念。
这一一对你也是挑战！
    未再争辩，尽管我知道要想接续那种传统文脉，真正弘扬传统文化，“恢复”一颗颗真正的“中国
心”，就必须多彰显、浸润、熏陶那种从上“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来灌注的意
境美、那激扬了“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纳兰性德等等
伟大巨匠乃至东洋日本一休禅师”的性灵之舞、那一脉相承几千年却隔断于今的炎黄神髓一一心性中
的直感一一那中国人特有的内在气质。
    但是，这，是一条很长的路。
显非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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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反躬自省，沉入心底，细心地观照自己这一次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写？
为什么要写得这么“放”，比原来的作品还想天马行空？
蓦然发觉，一休本就是狂放的、诗性的，独步千古的，本就是直觉而放旷不拘的。
    噫！
我到底是又一次被他感染“精神加持”了，还是自己骨子里本也不羁？
    可是一一    “你要写一评传，只是评传。
”    一一言犹在耳，中肯实在。
    “写一更被广泛接受的作品”、“你不能强求、责怪读者”！
    一一如雷贯耳，当头一棒！
    想来心应更广大，更善巧、更通达与圆活，表达也应力求更朴实。
至于简白中的讲究、朴素中的美，是文心自有的“洁癖”，无需修造，拨惹烟尘，随阅而秋水明月自
相照，就好。
    最终，只有读者与作品互动了，我们的心才能共鸣，也才能与一休的生命神髓共融。
心愿与致敬才能真正落实。
    那一句一一“这对你也是挑战！
”更是对我的鞭策，敢不砥砺而行。
    念及此，没有一丝的勉强一一让那些桀骜的笔触远去吧，让那些澎湃的意蕴之美暂且内蓄。
    于是就有了开头一千三百字的删除，是决意推倒重来，重在还原，务求条理明晰，平实亲切间或麻
辣辛香地述一述评一评，一休那一段段跌宕起伏、怦然极致的人生。
从它，我们也许可以窥见、探入我们自己明亮、清澈而荡阔的生命⋯⋯    除了动画片《聪明的一休》
，大多数人，即便是日本人，其实对于长大后的一休禅师都不十分了解。
甚至，某些“天真”，也仿佛还被动画精彩的剧情呵护在精致的摇篮里，不愿长大。
殊不知，对于“生命意识”亟待深入而终将成长的我们，他的真实经历与洒脱性情、他超越世俗虚伪
与麻木“永远的活力”，会比怀念中稚气的儿童动画带来更多启示⋯⋯    这就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况且，那隐含于文字背后的某个东西，就像诸如“生离死别”等等无常人生中稍稍重一些的痛苦，它
有“让人从惯性而永无止境的物欲之途停下脚步，想一想心灵内在真实诉求”的作用。
但它却是以无痛的方式完成的，这，就是它的妙处，是开启了“内心眼睛”的结果。
    《傀儡》    一棚头上现全身，或化王侯或庶民。
    忘却目前真木橛，痴人唤作本来人。
    (选自一休禅师《狂云集》)    就像一休诗里表达的，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就像是木偶，往往忘记了我
们真实的本性，而迷失在种种“身份认证”里。
这部一休的“秘史”评传，就是希望借故事的阐发，对每一个用心的读者找到一一“那背后牵引我们
这些‘人偶’的某种终极真相”有所帮助。
    而下篇，更有大量关于一休禅师《狂云集》诗歌的解析，丝丝入扣，妙引毫巅，明心启悟一一    说
到底，这实是一部由诗入禅的秘籍。
    很惬意的是，笔者还在这样的书写中完成了小小的心愿。
那就是，居然自然而然，在各章节的题目中，非常契合地融入了“梅兰竹菊四君子”与“松竹梅岁寒
三友”等很多自己喜欢的事物与意象，巧妙地完成了对它们也即对一休大师的赞颂。
不过细想也毫不奇怪，谁让禅心如此、一休禅师品格如此。
    弄花、松月、梅骨、菊隐、狂云、掬水、梦闺⋯⋯每个都很喜欢，包括这篇序最终冠之的《竹心》
。
竹，清明、高雅、修直、虚心⋯⋯它就像天然自在、纯粹无住的禅意⋯⋯    真正的禅者外示平常，不
拘于一礼一法。
内里却又是个空心人，犹如竹心，大有其用，空管成音，乃至以一音圆演，出神入化。
这在《尺八》一章会有很好的诠释与演绎。
    提到尺八，想起很多美好的事物在今日的中国濒临失传。
不仅尺八，禅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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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禅完完全全是从中国输入的，中国是祖师爷。
但是，在历史的颠沛流离中，禅宗却在中国日趋没落了。
而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一休这样的禅僧接过了心性的火把，以他们禅悟的智慧开启了日本乃至人类宝
贵的精神财富。
禅一度被日本禅僧原汁原味地继承并全方位地发扬光大，如全然盛开的鲜花。
    他们以禅的觉悟，洞察而转化人心，以禅的智识与悲怀创建和谐幸福的家园。
    自此，禅之妙用遍地开花，被他们发挥得淋漓尽致。
种种细节，各个层面，花道、茶道、香道、剑道、柔道、弓道、武士道⋯⋯乃至“色道”、“艳道”
⋯⋯浸润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从中国的盛唐之时，一脉相承，真正承传了包括佛禅在内的汉文化火炬，千年之间，脱胎换骨。
以致“汉风唐韵存东瀛”几乎快成了事实，而作为宗祖的中国却沦落到文化荒漠的境地。
以致这么多年了，文化传统上，很多地方，比如尺八，日本人反而都是在反哺中国。
    而本书，有一个“野心”，就是不仅在于探寻禅以及一些传统文化的根源，并且要在“某些精神内
核”向日本乃至西方世界的“再次输出”上做点贡献。
这不是意气之争，超越“拜科学教”的窠臼，东方文化本来就是全人类个体实证、自心内证“真理实
相，，的共同归宿。
    一个国家，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文化牛掰了才是真牛掰。
什么时候中国文化重新崛起，再度强势喷射，屹立世界文化之林，泽被天下，我们也才能真正挺起胸
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而这，在我们的祖先本是寻常之事。
相信对于今时中国之日新月异，亦必不久远。
    最后，介绍一休只是想说，人可以这样活，更应该这样活，一无挂碍，一无所执，纯然而热烈，自
在而纯洁⋯⋯    一心静好，春意潋滟。
一心无住，万境俱闲。
不禁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山居云南鸡足时曾写过的一首诗一一    《非住》    野山无人迹，疏疏素草稀
。
    苍松铸石古，深涧写峰奇。
    清岚藏虚谷，朗日拓明溪。
    谁知心非住，竹淡风习习。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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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一休的文学散文加哲理式思考的人物评传，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了解禅佛的经典读
本。
全书围绕一休故事，以性与禅的独特视角解读，观点清晰，立意鲜明。
读者能从本作品对禅与佛朴素本真又新鲜直接的解析中感悟参禅悟道的精髓与真义，打开通向真爱美
与智慧的心灵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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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光磊，心性作家，凭籍自己的禅思与感悟而写作。
作品有着“直指人心、乘性宣说”的鲜明特点。
在其作品《山居性纪》中诠释“性是种子，禅是花开”
的理念，是巅峰意识的结晶，为心灵励志、性灵成长类文学的鲜活样板。
提点心智、启发慧觉，引领读者优化和提升思维模式，以和谐方式理解世界，以积极态度面对人生。

　　曾出版——
　　灵性小说、畅销书《山居性纪》（中央编译出版社）
　　诗集《裸露的野玫瑰》《坐忘》（作家出版社）
　　词曲唱原创音乐专辑《春心》（民族音像出版社）
　　作者微博：
　　坐家吴光磊 http://weibo.com/zuojiawuguanglei/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休本来是情僧>>

书籍目录

一休本来是情僧
——盲女之恋、狂诗、疯行、艳词、祖师禅及启示
序《竹心》
引言《松月》——从情开始，至情至性。

上篇 掬水
《梅骨》——一休评传
下篇 弄花
1　狂云
不羁的浪子——闹市庙堂、酒肆淫坊⋯⋯这个比济公还“出格”的佛锋般锐利！

2　赤子
像一休一样，找到你本来的尊贵与纯真。

3　梦闺
大和尚的色空不二，“云雨百千劫”，与盲女至情至性的黄昏恋。

4　一休
一休的秘诀，告诉你从欲望到喜悦的解脱之门。

5　菊隐
一轮圆月透中天，万缕云丝浑不挂——“闲”，是一种“道”的隐在。

6　瞎驴
只需要直心，只需要糊涂，你就解脱了⋯⋯
7　尺八
上帝唇边的长笛，空无中活色生香的平常人生。

8　佛魔
一休说：“入佛境易，入魔境难。
”——怎么理解？

9　化诗
物我蒙纱幻，诗禅见性明。
诗禅一味，一休诗化的法语、艳词、狂歌、禅悟、爱情宣言⋯⋯
10　直指 从“一休本来是情僧”到生命的真义⋯⋯
结语　《兰幽》——从情开始，以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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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休哥”“哎”“⋯⋯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就会勾起很多温暖的回忆，想起那个圆圆眼睛，一思考就头上画圈闭目入定的小和尚。
想起他古灵精怪活泼风趣的样子。
想起他很多机智勇敢惩恶扬善的故事。
尽管现在，了解更多后，知道小一休只是动画片中艺术加工后类似阿凡提、徐文长式的童话人物。
尽管我知道很多相关的故事只是移植甚至虚构，尽管善良的小叶子、鲁莽的新佑卫门（注一）、贪心
的桔梗店老板和弥生小姐⋯⋯并不存在。
但是，我发觉内心中，还是愿意让自己留守在儿时那种纯真与温馨的氛围里，不愿失落。
那就像很多一休迷在网上再也找不到《聪明的一休》83、88版，而搜寻到的都是些新版国语配音时的
惆怅与怀念。
很多的情感都是相通的，就像日本当年有不少七八十岁的老妈妈也一直追看一休动画。
是的，那么多智慧故事的集中影射，反而从另一个侧面，更加说明了日本百姓对一休和尚的喜爱。
说明了他是绝无仅有的深受各阶层爱戴的禅者。
“心机快活、贵贱一视、儿童驯爱、鸟雀就啄”——史料上这么评价他。
居然，昔日和儿童都能打成一片，鸟雀也会来亲近的一休，又复活在现代孩子们的心里，也是一奇。
那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事迹让人们念念不忘？
一定有什么影响深远的东西化为民风民俗流传了下来，那对我们会有什么有益的启发？
这些问题吸引着我去做深入的研讨——历史上真实的一休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另外，为什么会失落，不愿意长大，难道人一长大就会丧失纯真吗？
幸亏，一休有不一样的答案⋯⋯像很多真正的伟大禅师一样，一休的年谱与传记没有记载他任何神通
怪异之事，但却以平实的言行彪炳千秋震烁古今。
就像佛陀不断强调的——“我只是一个如语者、实语者、不诳语者、不妄语者——我只是一个实实在
在掏心说些真话，帮助你解脱烦恼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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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休本来是情僧》是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对一休禅师最透彻详尽的解读专著，“聪明的一休”长大后
的真实故事，以通俗的方式，讲述佛法与人生真谛。
“从来花雨不湿人”——性情与禅悟的绽放！
开启“智慧、自由、爱与美等一切善性根源”的心灵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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