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忏尽情禅空色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忏尽情禅空色相>>

13位ISBN编号：9787550210950

10位ISBN编号：7550210950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彭训文

页数：266

字数：1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忏尽情禅空色相>>

前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忏尽情禅空色相>>

内容概要

　　苏曼殊，一个让整个民国都为之倾倒的情禅始祖。
他是中日混血儿，出身买办豪门，却一生漂泊，落拓无羁；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曾任孙中山的秘书，
与蒋介石、陈独秀、汪精卫等国共领袖关系密切；他是著名诗僧，其诗意境绝美富有禅意，曾掀起一
场经久不息的“曼殊热”，并与严复、林纾并称清末三大翻译家；他又是著名画家，走在近代美术开
放转型的前列；他还是一个美食家，不惜敲掉自己的金牙换糖吃，并自称“糖僧”；他又是痴情的僧
人，因爱落发出家，最终留下“一切有情，皆无挂碍”八字，结束了三十五岁的传奇人生。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细腻的文字梳理了苏曼殊的一生，并巧妙细腻地将苏曼殊的诗词融入其中，同时
，本书还对苏曼殊的情禅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让读者对情对禅都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堪称了解
苏曼殊的必读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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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训文，毕业于人大中文系，传统文化作家，曾出版过《曾国藩传》、《民国的那些大师》等多部作
品。
酷爱传统文化典籍，并颇有研究心得，尤其喜欢诗词文化。
他的文字往往博采典籍，裁剪熔铸却又不失淡然本色，极富文化深度，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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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孤樱：忏尽情禅空色相1895年，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来到广州长寿寺出家为僧，在后院，他亲手种下
一株柳树。
二十三年后，他因病在上海随缘寂灭，长寿寺内的葱郁蒲柳亦随之猝然死去。
他的死震动了当时各界，无数人为之痛苦悲伤。
陈独秀、章太炎、柳亚子等亲为扶棺，作书立传，汪精卫经理丧事，孙中山、蒋介石等致函抚慰。
更让人大为惊叹的是，他的一个十几岁的侄女苏绍琼，在为他写下一首悼亡诗后不久亦服毒自杀。
她的死，给他三十五年的短暂一生增添了震撼悲觉的一笔。
这首诗原文为：诗人，飘零的诗人！
我，你的小侄女！
仿佛见着你：穿着芒鞋，托着破钵，在樱花桥畔徘徊着。
诗人，飘零的诗人！
我又仿佛见着你：穿着袈裟，拿着诗卷，在孤山上哦吟着。
寂寞的孤山呀，只有曼殊配作你的伴侣！
他就是苏曼殊，一个世纪末的鬼才，一个时代即将逝去的回光返照。
而除其众多作品被誉为“当代名作”之外，他那些数不清的浪漫故事似乎流传更广。
总结苏曼殊短暂的一生，我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份多变而含混。
他本是广州香山经商望族苏家的大少爷，本应出入朱红门扉、豪华厅堂，然而他也是遭族人鄙夷的中
日混血儿，从小就被迫与母亲分离，孤苦无依身患重病时遭陈氏扔柴房等死，这让他长大后宁愿独自
飘零二十余年亦不肯回家。
他本是一个和尚，却“凡心不死”，在佛门三进三出。
另外，流派众多的佛教有五条最根本的要求，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饮
酒。
苏曼殊一生竟五戒犯四。
诸戒之中，戒情戒色是僧家重典，世人皆知。
而苏曼殊偏偏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正统禅学“一源二系五宗两派”之外，自创“情禅”，还用了一生
的时间去参悟。
而“情禅”这个概念，似乎是解答他众多怪异、放荡不羁的轶事的最好答案。
情禅，以情入禅，仅从字面来说，就已经冲击人们的惯常思维。
苏曼殊为何为情而禅？
其中原委，可能要读一读他的传记才知。
但话说回来，世间万物俱可入禅，为何情不能呢？
苏曼殊是“南社”的主将，不但诗写得回肠荡气，且精于绘画。
传说他画画时，总有身着禅绸、娇娜不胜的女郎侍立在旁，研墨牵纸，而他画桃花，竟直接蘸取女郎
唇上的胭脂，所以画幅上的气氛，每每凄艳逼人，令人难以仰视。
但是苏曼殊虽然风流，骨子里却是和尚，他的诗里虽然艳骨难收，心境又时时皈依禅悦。
“收拾禅心侍镜台，沾泥残絮有沉哀”（《读晦公见寄七律》），身在情中而出离于情，苏曼殊可谓
千古第一情僧。
情与禅，双双渗进了他的骨髓，造就了他的诗艳气弥漫又悟尽情禅。
其因缘在哪里，不能不追溯到他的悟性、他的个性及为人。
曼殊从来襟怀洒落，不为物役，遗世独立，所以他的诗一方面油壁香车、红叶女郎、艳气四射，一面
又悟尽情禅、倾心空门、无限感慨。
一个是执著，一个是逃逸，二者相互纠缠、撕咬。
他在情与禅、僧与俗之间百转千回，无论是现实与理想、空门与红尘、革命与漂泊，都无法真正安放
他那颗孤独的灵魂。
他的孤独，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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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有死，才能让他安息。
这样的灵魂冲突与自我矛盾，对于艺术，往往能创造出上品来，蚌病成珠，杜鹃啼血。
后来，他成了诗僧、情僧、画僧、革命僧、文坛名人，但声名于他若浮云，二十余载春秋里，他依然
是留恋于万里担经，漂流异域，而这些经历更加推动和抬高了他的声望。
近一个世纪快过去了，我们现在来体察苏曼殊的一生：他一面设法逃避腐败政治和污浊社会，潜心于
构筑其想象中的世外桃源；一面试图通过逃禅来缓解“难言之恫”和无尽的情愁。
然而他一生都没有找到一处让他得以宁静的避难之地，从而成为“断鸿零雁”。
佛家说，人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八苦。
有情的生老病死，无情的索然无味，这一切又怎能脱出《金刚经》里的那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
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难言之恫19世纪末，中国的内政外交正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清政府像一艘在大海里颠簸而腐朽
的木船，内部千疮百孔，苦苦支撑，而外部的欧风美雨，加紧了对华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
这是一个充斥着希望与失望、抗争与投降、崇高与颓废的时代，苏曼殊正是在这样一个“三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年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期。
苏曼殊，1884年10月9日（清光绪十年甲申八月二十一日）生于日本横滨的云绪町一丁目五二番地，始
名宗之助，家人都称之为“三郎”，苏戬是他出生后起的小名。
他学名子谷，亦名元瑛、玄瑛，一生随意更名，因而名号极多，“曼殊”是他在横滨大同学校学习时
使用的字。
苏曼殊的父亲苏胜，字杰生，是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白沥港（今珠海市沥溪村）人。
苏家世代经商，为香山望族。
嫡母黄氏，与苏胜系同乡。
养母河合仙，生在日本一个相当有门第的家庭，嫁给苏杰生后一直未育，于是视苏曼殊如己出，呵护
有加。
苏曼殊对自己的母亲是谁一直不甚了了。
每次言及自己的身世时闪烁其词，他总是“泫然叹息，俯首不答”，甚至以假话应对。
苏曼殊之后的人生凄苦和看似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可能正源自其不知生母为谁的“难言之恫”。
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是一个商人，而他一生对自己的父亲似乎抱有很大的敌意，多次在作品中说自己
“自幼失怙”。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苏杰生弥留之际，曾数次遣人招当时在香港的苏曼殊回家探望，苏都予以拒绝
，并因此而北走上海，而且在他后来的各类文章中，我们也几乎找不到他回忆父亲的只言片语。
常言说，“虎毒不食子”，父亲总是爱自己的亲生骨肉的，苏曼殊和他父亲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以
至于让他在日后拒绝承认自己的父亲，甚至是在父亲弥留之际也不愿意回家看最后一眼呢？
这很可能与苏曼殊的生母河合若有关。
其实，他的生母是其父亲大妾河合仙的胞妹河合若。
当时正当妙龄的若子是跟随姐姐一起来到苏家帮助料理家务的。
若子小苏杰生二十岁，少女天然的诱惑力和日本女人的柔顺与体贴使苏杰生对这个小姨子产生了情意
。
据说，促使苏杰生决定纳之为偏室的又一原因是若子胸前生有一颗红痣，按照中国相法，这是诞生贵
子的吉兆。
而当时苏杰生所娶诸女子都未生有男嗣，一心想着为苏家传宗接代的苏杰生便背着河合仙和家人占有
了若子，并悄悄和若子同居。
这期间是否被河合仙及其他妻妾有所察觉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河合若此时无名无份，一切靠着苏杰生
，地位、身份却十分明了——外妇或权妻。
而老家香山的族人并不同意苏杰生娶日本女人为妻。
在苏曼殊出生之前，苏杰生的弟弟苏德生带着族人在老家香山为苏杰生聘娶的小陈氏（苏杰生所娶第
二妾为陈姓女子，人称大陈氏）前往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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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苏曼殊的爷爷苏瑞文指示和家族规矩，苏德生到横滨后即把河合仙姐妹逐出家门。
苏杰生只得另找房屋安置两姐妹。
数月之后，若子产下了苏曼殊。
在乡下的河合若的父母知悉女儿产子后，即催促她返回老家樱山，并为她另筹婚事。
不久，河合若嫁给了一位海军军人，并随之在东京生活。
而害怕私通之事败露而有损自己形象的苏杰生，竟悄悄把襁褓之中的苏曼殊交给河合仙抚养。
因为这件事做得十分隐秘，以至于苏曼殊及其家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河合仙看做他的生母。
从苏曼殊成年后时时往返日本看望河合仙的举动和其朋友言及苏曼殊与河合仙的亲密关系来看，他虽
然感到生母另有其人，但也的确将河合仙尊为自己的亲生母亲。
河合仙在其年幼时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他在六岁离开日本返回苏家老家前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得的
温馨童年。
至于他和生母河合若的关系，从目前的史料看，说不上联系十分紧密。
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在1887年苏曼殊四岁时，河合若曾接他到东京小住。
由于苏杰生强烈的自尊心或是家人之间在维护家族声誉上的默契，苏曼殊的童年里或许总充满了不知
生母是谁的心灵伤痛。
河合仙虽在生活上能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毕竟不是自己亲生，难免在感情上对这个孩子有些疏心
，而苏杰生失去河合若之后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烟馆、酒楼中，少有闲暇关心苏曼殊。
苏曼殊慢慢变得沉默寡言，不喜与人交谈。
这种状况一直存在于苏曼殊的童年生活中。
以上这些就是苏曼殊一生每对人言时所常怀的“难言之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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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在广州一个僧寺里，偶然拿到一张死去的和尚的度牒，便变名为僧，从此出入
于文人名士之林，名噪一时，诚为异数。
    ——南怀瑾    太虚近伪，曼殊率真。
内典工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
    ——孙中山    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
    ——陈独秀    中国有两大诗僧，前有佛印，今有曼殊。
    ——印顺大师    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
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
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
    ——鲁迅    曼殊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绝句与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颇
足以代表革命前后的文艺界的风气。
    ——周作人    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个奇人，天才是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
。
曼殊的才气，在他的译诗里、诗里、小说里、画里，以及一切杂文散记里，都在流露闪耀。
    ——郁达夫    苏曼殊无疑是中国诗史上最后一位把旧体诗作到极致的诗人，他是古典诗一座最后的
山峰。
    ——谢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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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忏尽情禅空色相:苏曼殊传》编辑推荐：第一本将苏曼殊诗词与生平巧妙结合的读本。
生憎花发柳含烟，东海飘零二十年。
 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
他是和尚，却吃肉喝酒近女色；他是情僧，却屡次拒绝女人的投怀送抱；他是革命家、文学家、翻译
家，只活了短短三十五岁；他的朋友有鲁迅、郭沫若、陈独秀，他曾试图刺杀康有为。
关于民国。
苏曼殊是民国最特立独行、最受追捧的佛学大师，与诸多民国政治、文化风云人物关系密切。
《忏尽情禅空色相:苏曼殊传》致力于揭示和还原他与这些人的关系，是很好的民国史入门读物；关于
佛学。
苏曼殊是著名的佛学大师，他以情入禅，成为情禅的开山宗师。
《忏尽情禅空色相:苏曼殊传》深入浅出地讲解探寻了情禅的思想内核，是入情禅的不二法门；关于传
统诗词。
苏曼殊与仓央嘉措都是著名诗僧。
但苏曼殊的身世却更加精彩传奇，诗歌成就也更高。
他的诗极富古典气质又深染禅味，曾在民国掀起过一场狂热的“曼殊热”。
《忏尽情禅空色相:苏曼殊传》是第一本苏曼殊诗传，完整收录讲解了他的所有诗作，堪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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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在广州一个僧寺里，偶然拿到一张死去的和尚的度牒，便变名为僧。
从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名噪一时，诚为异数。
——南怀瑾太虚近伪，曼殊率真。
内典工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
——孙中山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
——陈独秀中国有两大诗僧，前有佛印，今有曼殊。
——印顺大师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
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
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
——鲁迅曼殊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绝句与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颇足以
代表革命前后的文艺界的风气。
——周作人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个奇人，天才是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曼
殊的才气，在他的译诗里、诗里、小说里、画里，以及一切杂文散记里，都在流露闪耀。
——郁达夫苏曼殊无疑是中国诗史上最后一位把旧体诗做到极致的诗人，他是古典诗一座最后的山峰
。
——谢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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