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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位善知识：　　法不孤起，遇缘则兴。
我们今天能一起修学达摩大师《血脉论》，是无锡杨居士等发起的这个因缘。
在过春节的时候讲这部论，这样的缘起是不可思议的。
　　一切法皆仗因缘而生，因缘当体不可得，其相虚妄，其性是真。
当下的因缘，就回归本性。
　　“达摩”翻译成汉语是通达无碍的意思。
达摩大师是一位大彻大悟的圣者，不仅通达世间的学问，还通达出世间不可思议的、了生死的学问。
他是印度的第二十八代祖师，后来到中国传法，是为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
在我们中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位达摩大师，在少林寺面壁九年。
达摩大师与中国的众生缘很深，就像伽蓝菩萨关公、观音菩萨、弥勒菩萨一样，为众生所仰慕、崇拜
。
　　达摩大师本来是印度的一位王子，在家里排行老三。
达摩大师悟道之后，他师父告诉他，你与震旦——就是中国，那的众生有缘，等我灭度六十七年之后
，因缘就成熟了，你就可以去中国传法。
后来，达摩大师于粱武帝时期，从海路到达广东，进入中国境内。
　　大师到中国后，梁武帝迎见他，并请求开示佛法。
这位梁武帝，是一位大居士。
他对佛教很虔诚，曾几次舍身到寺庙去为僧人服务，亲自到斋堂去当义工，去行堂，帮助出家人盛饭
。
他能放下皇帝的架子去做这些事，可想而知他对三宝的恭敬。
他一生中曾委派很多的僧人翻译大量的佛经，同时又建很多的寺庙，度了很多僧人出家。
他自己也亲自写书、讲经。
所以印度的很多师父，称梁武帝为菩萨皇帝，说这位皇帝就是菩萨。
他也受菩萨戒，一位皇帝受菩萨戒，这都是释迦如来的法运所摄受。
　　梁武帝请教达摩大师，问：“朕一生建庙度僧，打斋供众（供养僧人），有多少功德？
”这在《六祖坛经》里面也有记载。
达摩大师是一位觉悟者，不会用佛法去做人情，他讲的话都从直心道场中来，真实不虚——就像《楞
严经》讲的，“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委曲相”。
心直的人，他没有委曲，有什么讲什么，十方如来都是用直心来成佛的。
达摩大师也是悟道者，所以他不讲假话。
　　他如实回答说：“没有功德。
”　　而梁武帝就心想：怎么我做这么多事，还没有功德？
他就问达摩大师：“请教大师什么是功德呢？
”　　达摩大师讲：“功德在法身里面，不是你的布施供养等有相的东西可以求得到的。
”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这种布施的福报虽然不是功德，但它是一个跳板。
没有这种诚心，没有这种福德因缘，我们就没有福报听经闻法，没有福报去修行、去开悟。
福报虽然不是功德，但是我们却可以借用福报来明心见性，来达到功德，只要一念转，就可以。
　　梁武帝又问达摩大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什么是圣人的第一义谛呢？
就是向上一着，最上乘的佛法，这是他问的。
　　达摩犬师怎么回答呢？
他说：“廓然无圣。
”他说没有圣人。
为什么这样回答呢？
　　《楞严经》讲：“言妄显诸真，妄真同二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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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圣人的同时，圣人与凡夫是对立的，相对立的东西是生灭法，当然没有圣人了！
　　所以达摩大师回答之后，梁武帝就卡住了，他想：没有圣人，那我对面的你不就是圣人吗？
因此，梁武帝就问达摩大师：“我对面的是谁？
”——你是谁？
　　达摩就回答：“不认识。
”　　以我们凡夫的常识，就会疑惑：自己哪有不认识自己的呢？
到这里梁武帝就不懂了，他求了这么多福报，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对心法却不懂，这就是机缘不合
。
皇帝这么大福报，都对心法不了解。
　　这种心法，就是血脉，就是香火。
我们常说继承香火，香火并不是寺庙，也不是庙里面每年有多少金钱收入。
这个是福德因缘，不是真的香火。
真正的香火是血脉，是一脉相承的、不可恩议的、明心见性的妙法。
　　与梁武帝因缘不合，达摩大师就渡江到少林寺去了，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后，遇到了慧可大师。
　　慧可大师当时叫神光，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法师。
他能讲经说法，对世间的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易经、老庄都通达明了，并且对佛教的五明等文字般
若也通达明了，但就是对心法不明。
　　他在没有拜见达摩大师之前，他要从内心里去悟，但是又悟不了，悟不了就是真妄和合，以妄求
真，就发生冲突，就头痛了，痛得生不能生、死不能死，这个头痛得裂成了五个包，像五座山一样，
疼得要自杀。
　　他师父跟他讲，你这次头痛可能是一种转凡成圣的预兆，你要忍耐坚持；听说河南嵩山少林寺有
一位印度来的胡僧，是修道人、道行很深的，你可以去拜见拜见。
　　我们平常说的“胡说八道”，胡就是外国人，就是西方的胡人说八正道，本来“胡说八道”是褒
义词，现在变成了贬义词。
　　慧可大师的师父给他指了一条路。
然后，他依教奉行，就去拜见达摩大师，跪在雪地求法——这是一则有名的公案：　　神光在雪地求
法，达摩大师就跟他讲，诸佛的甚深妙法，岂是你这一点诚心能求得到的？
过去的诸佛求一句、求半句佛法，都要舍全身喂虎，把生命舍掉。
你这一点点诚心，想求无上菩提，了不可得。
慧可大师跪了很长时间，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就断臂求法——自己把一条胳膊给砍下来，以身供养达
摩大师。
达摩大师这才问他求什么法，慧可大师就对达摩大师说，弟子心不安，请求大师帮我安心。
　　他说我心一直不安——因为他没有开悟，不认识自己，不了解心法，所以心不安——请大师为他
安心。
　　达摩大师就讲：“你把心拿来，我帮你安。
”　　这位神光（慧可大师）就找心，回光返照找自己这一颗心，找念头。
　　念头是找不到的，这就像我们在楞严法会上修学的，骑着牛来找牛，终日寻找不见，骑着牛怎么
能找到牛呢？
这个念头，就是真妄和合。
他找自己的心找不到，他就跟达摩大师讲，弟子觅心了不可得。
我这颗心找不到，了不可得。
　　达摩大师就讲，我已经帮你安心结束了。
　　慧可大师善根好，当下就豁然开悟。
达摩大师就讲：“你的智慧，可以传承诸佛的法脉、血脉，所以重新给你起一个法名叫慧可。
”这是达摩大师到中国来传法，找到一个传人，慧可大师。
　　慧可再往下传，一直传到六祖慧能，一花开五叶——在慧能大师门下，从曹溪法乳，流出五个门
派，所以慧能大师在中国被称为东方的古佛，肉身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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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摩大师《血脉论》，是般若文字，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
　　《华严经》中讲善财到妙高峰找德云比丘，找了七日，也没有找到妙高峰，最后在别峰找到德云
比丘。
别峰就是第二个峰头。
第二峰头是可以商量、可以探讨、可以议论的。
妙高峰是找不到的。
妙高顶上，不可言传，第二峰头，略容话会。
妙高峰为什么找不到呢？
因为妙高峰就是向上一着，千圣不传。
讲到这个心法，我们就要杜口、杜默，把嘴巴关起来，不能讲。
所以达摩大师讲经的时候经常讲闭口真言——不讲话。
　　善财童子于妙高峰七天找不到德云比丘，最后在第二峰头找到，第二峰头就是文字般若，第一峰
、妙高峰是实相般若。
实相是无相的，怎么去找呢？
当然找不到了。
 所以这部达摩祖师《血脉论》，它讲的是文字般若，我们透过文字般若起观照，然后才能见到我们实
实在在的真心的真相，就是实相。
这个实相是我们的心，所以达摩大师《血脉论》里面，这个“心”字讲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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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禅之一字，滥觞已久，虽本意高超，却也终于在世事变迁中飞入了寻常人家：禅意，禅茶，禅味，甚
至禅咖啡都出来了；禅成了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寻找清净的一个籍口，成了高山流水古曲般的一种风雅
，又犹如博尔赫斯笔下的谜语般的东方哲思，具备了神秘的身份却也因此面目模糊。

欲明禅的本意，唯有追本溯源。
影响中国文化接近1500年的禅宗，又是如何说禅？
看看当年达摩祖师将禅带进中国时的阐述吧：“直见本性，名之为禅。
”本性是什么？
“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
”瞧，问题又回来了？
那么，什么又是心？
如何又是直见？
⋯⋯这，可不是一朝半夕能明了事情。

当年慧可大师见到达摩，不就是问如何心安么？
慧可雪地断臂，血流如注，达摩才说了句“为汝安心竟”。
这谜语般的对答就是禅么？
凡俗人还是不明了呀！

谁能解开这个千古谜团？
《禅的源头——达摩大师讲记》一书源自朴憨法师的讲经法会，书中对禅有着非常深入浅出的讲解，
真正为禅正本清源。
你能否在达摩的话头下得心安？
这就看你的悟性了。

此番讲法的背后亦是朴憨法师多年修行参访的总结。
作为禅宗云门宗第十四代传人，朴憨法师的身份又有趣地印证了达摩写作《血脉论》的暗喻，心法的
传承，就是血脉，就是香火，一代又一代，希冀其永远绵延不绝。

《禅的源头——达摩大师讲记》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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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翻开达摩大师《血脉论》。
一开始就讲到心：“三界兴起，同归一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　　三界即是色界、欲界、无色界，这是三界；兴，就是杂。
　　在凡夫的这一面讲，世界是有秩序的，四季是有运转的，人是有生老病死的；而在圣者的慧眼里
面是混乱的，也就是《楞严经》讲的“乱起乱灭”，所以佛在《般若经》里面讲：“诸法不相知，诸
法不相待。
”我们所谓的感应那是因缘法，真心绝待，无感无应。
　　感应的是什么呢？
是应身佛、化身佛，是应着我们的意思，影现的一种假相。
我们晚上做梦，就是感应，白天有感，晚上就有应。
白天的感是日有所思，晚上的应是夜有所梦。
所以三界兴起，同归一心，都是一个心造出来的，就是无心。
无心无所不心，从清净心生起了三界，生起了宇宙万有。
　　在《楞严经》里面，佛也给我们讲到：“诸法所生，唯心所现。
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
”世界微尘，世界是大的，微尘是小的，都因为这个无明的体，而形成了世界的相。
　　先说无明的体：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无明的自性就是佛性。
无明烦恼当下就是清净的解脱相。
要转念头啊，我们要会转念头，念头一转就归一心——清净心体了。
　　所以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前佛，六祖慧能大师讲：“一念悟就是佛。
”祖师们都讲得很清楚了：若离妄缘，即如如佛，离开这个妄想分别的缘，就是佛陀，你开悟了，你
就是佛。
前念悟是佛，后念悟也是佛，无前无后，时间空寂。
如来佛祖之意即是：后佛如前佛之再来，故名如来。
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因为文字是一种假相；不仅不立文字，音声也是假相。
所以《起信论》里面讲：“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
离四相，绝百非。
”　　禅宗是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涅粲妙心。
前念悟就是佛，就是智者，智者可以把这个不可思议的妙法，传给一个迷人，让这个迷人也悟，就是
灯灯相续，灯灯无尽，就是无尽灯，可以传佛的心法，让这个血脉不断，香火不断。
　　下面是个问题。
问曰：“若不立文字，以何为心？
”这个问题是达摩的一个弟子问的：如果不立文字，没有文字，我们以什么为心法呢？
我们说传心法一定要有一个传承的文字啊。
　　达摩大师怎么回答呢，答曰：“汝问吾，即是汝心。
吾答汝，即是吾心。
”你问我的当下，这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真心，我回答你的当下，就是我的心，我的真心。
我的心和你的心，同归一心。
所以“吾若无心，因何解答汝？
汝若无心，因何解问吾？
问吾，即是汝心”，就是说，我要没有心的话，我怎么去回答你的问题。
反之你要是没有心的话，你怎么来问我，问我的当下就是你的心！
这个心它是离开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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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达摩大师慈悲地解释：“从无始旷大劫以来，乃至施为运动，一切时中，一切处所，皆是汝
本心，皆是汝本佛。
即心是佛，亦复如是。
”　　无始，这个时间，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
《楞严经》也讲到：“识迷无因，妄无所依。
昔本无迷，似有迷觉。
”迷是没有因的，因为它是无明，它没有实体，它自己没有实体，哪有原因呢？
所以叫无始无终。
从无始劫来，乃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在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空间里面，无不是我们的
本心。
　　像过去，张拙秀才去参访石霜禅师。
　　石霜禅师问：“秀才姓什么？
”　　秀才答：“姓张名拙。
”　　石霜禅师问：“觅巧尚不可得，拙自何来？
”　　秀才忽然醒悟，于是呈了一个偈子：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
　　破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
　　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花。
　　一念不生时就是本心现前时，六根才动时就是无明忽起时。
有情生死的心相，无始无终，如空花水月。
佛祖涅槃之性体，也是无始无终，如空花水月。
所以这里说，即心是佛。
　　这个心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是本佛。
所以达摩大师给我们一个结论，即心是佛，心即是佛。
也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净土三经”之一的“观经”里面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这个心就是佛，我们每天生活的这个心就是佛，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认识呢？
佛没有烦恼，为什么我们不能转烦恼成菩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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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释朴憨法师，1991年出家于九华山地藏道场，1992年于洛阳白马寺受三坛大戒。
之后或住五台山，或朝礼佛教诸名胜，或参学各大佛教学院、念佛堂、禅堂。
蒙上人授云门法脉，为云门第十四代传人。
深知：见贤恩齐，见不贤而自省。
又自愧业深障重，古今人不相及。
在《禅的源头：达摩大师讲记》一书，朴憨法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禅，真正为禅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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