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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秉承了一贯的从容单纯的文字风格，并加以人文的思考和关怀。
作者以细致入微的观察，以清澈细腻的文字，以饱含深情的笔端，书写了对人情世事的悲悯胸怀。
写景抒情，气势雄浑，动人心魄；怀人记事，深刻感人。
读者在感慨之余，还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生命的奇绝和生活的智慧。
诚如于丹所说的那样：“我在林老师的茶香里悟到了太多，我说我懂得了有一种感恩的心情叫作林清
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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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清玄，台湾高雄人，著名散文大师，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曾任台湾《中国时报》
海外版记者、主编等职。
二十岁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莲花开落》，正式走上散文创作的道路；三十岁前揽尽台湾各项文学大奖
；三十二岁与佛法结缘，入山修行三载，出山后写成“身心安顿”系列，成为20世纪90年代台湾最畅
销的作品；四十岁出版“菩提”系列，畅销数百万册，被推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图书；五十二岁完成
《林泉》、《清欢》和《玄想》，被选为台湾中学生优秀读物。
他从文学到佛学，悲智双运，情境兼容，不断创造推新，自成一家之言。
三十多年来，他著书百余部，且本本畅销，风靡整个华人世界，被誉为海内外最有影响力的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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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步步起清风　　我很喜欢禅宗的一个公案。
　　五祖法演禅师门下有三个杰出的弟子，佛果克勤、佛鉴慧勤、佛眼清远，时人号称“三佛”。
　　有一天，法演带着三个弟子，在山下的凉亭夜话，回寺的时候，灯突然灭了。
在黑暗中，法演叫每一位弟子说出自己的心境。
　　佛鉴说：“彩凤丹宵。
”　　佛眼说：“铁蛇横古路。
”　　佛果说：“看脚下！
”　　法演当场给佛果印可说：“将来传扬我的宗风只有你呀！
”　　后来，佛果克勤禅师果然宗风大盛。
　　我喜欢这个公案，首先是因为它直截了当。
一个人在无灯的黑夜走路，不必思维，只要看脚下就好。
其次，我喜欢它的明白平常。
简单的三个字，就说明了禅的根本精神是在站立的地方安身立命，没有比脚下更重要的地方了，因为
一失足就成千古恨。
　　“看脚下”虽然如此简明易懂，却意味深长。
六祖所说的“密在汝边”，祖师所说的“会心不远”，都是在说明真正美妙的心灵经验，不必到远处
去追求。
可惜大部分的人，都是舍弃了心灵的空地，去追求远处的境界，那就无法做到“即心是道场”，不能
即刻点起已被风吹熄的烛火，继续前进。
不能看脚下的人，自然不能立定脚跟，这在禅宗里叫作“脚跟未点地”，也叫作“脚下生烟”，一个
人的脚下如果生起烟雾，便无法落实真切的生命，就好像腾云驾雾地过着虚妄的生活。
　　有时候我到寺庙里参访，就会看见在门坎的柱子上或在容易跌倒的阶梯上，贴着“看脚下”三字
，顿时心里一阵感动，有一种体贴之感，因为那时如果不看脚下，立刻就会跌倒了。
　　“看脚下”其实包括了禅宗几个重要的精神。
第一个精神是要活在当下，不活在过去与未来之中。
人生的忧恼，大部分是来自过去习气的牵绊，以及对未来欲望的企图。
如果时刻活在现前的一境，忧恼立即得到截断。
例如喝茶的时候，如果专注于喝茶，不心思外驰，立刻可以得到专注之境。
这不只是开悟的境界，一般人也可以领受和体验。
　　马祖道一禅师开悟以后，声名大噪，他未出家前结交的几位老朋友，对马祖的开悟半信半疑，于
是相约一起去见马祖，并且沿路想一些问题去请教请教。
　　这几位农民出发不久，就看见一只老黄牛绑在大树上，鼻子穿了一根绳子。
黄牛由于不能走远，就绕这棵树行走，最后鼻子碰在树上，又往反方向绕，越转越紧，鼻子又碰在树
上了。
其中一位就说：“我们就拿这件事去请教马祖好了。
”　　再往前走不久，突然看见一只秋蝉飞来，脚跟被蜘蛛丝粘住了，飞不过去，心里一着急，“吱
吱”大叫。
蜘蛛看见秋蝉粘在树上，立刻赶过来要吃它，在这生死关头，秋蝉奋力一冲，“呼”一声，离开蛛丝
飞走了。
其中一位说：“我们再用这件事去请教马祖。
”　　最后，他们见到马祖，第一位就问说：“如何是团团转？
”　　“只因绳子不断。
”　　“绳子断了，又如何？
”　　“逍遥自在去也！
”　　马祖的老朋友听了都很吃惊：马祖明明没见到老牛，怎么知道我们问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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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又问：“如何是‘吱吱’叫？
”　　“因脚下有丝！
”　　“丝断了，又如何？
”　　“‘呼’地飞去了！
”　　马祖的老朋友当下都得到了开启。
　　使人生不能自在的，是由于过去习气的绳子拉着我们团团转；使我们不能自由的，是情丝无法斩
断。
如果能回到脚下，一念不生，就自由自在了。
　　“看脚下”的第二个精神，是以平常心过日常生活。
例如经常教人参“无”字公案的赵州禅师，每每对初来的人说“吃茶去！
”“吃粥也未？
”马祖道一说“吃饭时吃 饭，睡觉时睡觉”，百丈怀海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都是在示人，以
圆融的态度来过平常的生活，而不是去追求不着边际的开悟。
　　“看脚下”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生活里的一切，不为某些特殊的目的而放弃对历程的深思与体
验，在每一个朝夕，都能“不离当处湛然”，如果喝茶吃粥时有湛然清明的心，其尊贵至高并不逊于
人间伟大的事功。
　　《六祖坛经》一开始就说：“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
如如之心，即是真实。
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
”　　在每一刻的真实中，万法的真实即在其中，“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掬水”或“弄花
”是平常而平等的，明月在手、花香满衣就变得十分自然。
如果不能善待眼前的片刻，不就像以手捉月、舍花逐香吗？
哪里可得呢？
　　“看脚下”的第三个精神，是以法为灯，以自为灯，去除依赖的心。
　　山中的烛火熄了，要照看自己的脚下，要以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为灯，小心地走路。
这个世界上虽有许多人可以告诉我们远处美丽的风景，却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我们走茫茫的夜路。
只要点燃心中的灯，一心一意地生活下去，便可以展现充实的生命。
一般人无法见及生命的丰盈，不能免于恐惧，只缘于没有脚跟着地罢了。
　　我们的灯如果燃起，就可以照看到“看脚下”的最高境界，即云门禅师所说的“日日是好日”，
不管晴、雨、悲、喜，身心都能安然，甚至连心痛的时刻，都能知道明日可能没有心痛之境而坦然欢
喜。
　　“日日是好日”，表面上是“每天都是黄道吉日”的意思，但内在里更深切的意义是“不忧昨日
，不期明日”，是有好的心来看待或喜或悲的今天，是有好的步伐去穿越每日的平路或荆棘，那种纯
真、无染、坚实的脚步，不会被迷乱与动摇。
　　在喜乐的日子，风过而竹不留声；在无聊的日子，不风流处也风流；在苦恼的日子，灭却心头火
自凉；在平凡的日子，有花有月有楼台——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因为日日是好日呀！
　　“看脚下”真是一句韵味深长的话，这是为什么从前把修行人走的路叫作“虎视牛行”——有老
虎一样炯炯的眼神和牛一般坚实的步伐——也叫作“华严狮子”——每一步都留下深刻的脚印。
　　从远的看，人生行路苍茫，似乎要走很多的步幅；从近的看，生死之间短促，只是一步之间，在
每一步里，脚底都有清凉的风，则每一步都不会错过。
　　那么，不管灯熄灯亮，不管风雨雷电，不管高山深谷，回来看脚下吧！
脚下虽是方寸，方寸里自有乾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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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林清玄先生的文章，大多是从身边人人都能感受的事例，谈人生的至善至美，充满禅境的喜悦
，吸引人们进入一种质朴寻常、又自主尊严的精神境界。
　　——余秋雨　　★我读了很多林老师的作品，我在林老师的茶香里悟到了太多，我说我懂得了有
一种感恩的心情叫作林清玄。
　　——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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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语散文大师林清玄最新力作，大陆独家授权出版！
南怀瑾、余秋雨、于丹、星云大师鼎力推荐！
　　★出世则心怀众生，入世则灵台清明。
人间有悲欢有离合，只有放下，方能静守澄明之心。
林清玄以从容单纯的文字，以高远的思想，在时间的暗流里为我们抚平流年的伤痕。
历史渐去渐远，有一种感动叫回忆；当下滚滚而来，有一种心情叫放下。
我们便在历史与当下的重叠里，看到了熟悉的身影——林清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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