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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花出青嶂》原先有个副标题——禅宗公案批判，“批判”两字取其原先意思——批注及判断。
这是杨葵想到的，提出后马上获得两位作者和其他参与校订朋友们的一致认同，后经权衡，放书名上
太过刺激，没用上。
自己却很喜欢，因为切题，与此书的内容与形式暗合，看似标新，实则坚守并承袭古来印心精要，将
千年散珠，重新梳理、甄别，在现代语境下清晰展露。
    校阅书稿，其间也曾想象一般读者阅读时的困难，《花出青嶂》对公案的解读，以历代禅师调心的
技术剖析为切入点，紧密围绕佛法正见进行开显，若存在技术壁垒，也并非故作高深，辖私不宣的人
为置障，实在有些体会，仅凭思维臆测的肢解构陷，难以达致明朗亲切的缘故。
　　本书特色，除了最大范围地通判公案，逐家评唱，选取最为切近案情的关节入手破案，更用同一
视角，贯穿整部禅宗发展史——“从引导与鉴别的方法看禅宗演变”，发前人未尽之音。
跃辰居士指明公案的关窍，为其中“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禅师作略，无论看起来多么无厘头，
却是实实在在“行本分事”，“从自己心胸里流出”的。
因此，阅读公案，最好能身临其境，揣摩语言、行为背后对应的心行，要考虑对话双方的身份，现场
氛围，前后语境，甚至熟悉当年出家人的生活细节。
做到这些尚嫌不足，还需要精准干净的正知正见与扎实深入的实修经验融会贯通，才可能将这些已然
定格的情节充分激活，从中受益。
　　南泉禅师曾向黄檗禅师责难：“浆水钱且置，草鞋钱教阿谁还？
”明处意思，饭钱另算，旅费怎么还呢；隐含在问：受人供养，如何利益众生。
可见，浆水钱和草鞋钱，是那时有参学志向的“禅和子”们必须考虑的物质准备。
　　比起从前的人，生活在现代社会，获得知识实在太方便了。
百度和谷歌两位大德无所不知，为我们五花八门的问题提供N解；网上可以搜出许多冠以“密法”抬
头的仪轨；“直指人心”更多被当成某种有力的表达，或试图一劳永逸的人生感悟，而不是必须具备
一定前提条件才可能理解，并需要亲身投入，参与其中的实践起点。
以往必须由质感得来的经验，被日趋汹涌无法抗拒的信息量所取代。
　　尽管如此，还是要感谢科技昌明，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向远在万里之外的善知识请益，除了区区
网费和时间，几乎不用付出任何成本。
与跃辰老师认识以及之后的大量交流，几乎全在网上，从藏汉显密各派宗见到禅修技巧，我的问题，
他的回答，在彼此不同的白天和黑夜里滚动，聊天记录累积下来百万字有余。
据我所知，同时还有很多朋友在跟跃辰老师学习，很难想象这么多年里如何应付下来。
仅以我个人学修而言，得自跃辰老师的好处，不是简单一声致谢能够说完的。
最近一次网聊，我提起十年间只见过五次面，除了语言风格，坐在一起吃饭，连对方的口味或禁忌也
没搞清楚，所以无法定位他算生人还是熟人。
跃辰居士，或被大家称作“麻叔”的这个人说：倒符合佛法，虚拟。
　　佛法建议我们应采取“如幻”的心态来观察对待一切显现，网络只是加深或者揭示了这重幻境。
观念上接受“一切虚妄不实”，感觉上甚至可以很浪漫，而表里始终如一地贯彻“如幻”，需要于此
有确凿无疑的经验。
禅师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既不满足也不愿依赖别人给出的答案，不要二手货，哪怕来自佛陀、先贤
或自己的老师，他们坚持生动鲜活的心量现行，排斥任何对真相的覆盖和扭曲，倾向于亲自承当。
他们用“传灯”来比喻同样的证悟在一代代宗匠、学人心续中接递，无有间断，生生不息。
《花出青嶂》讨论的正是这条漫漫长流中最有意思的事情。
　　跃辰老师和传明法师让我有这个荣幸，在他们讨论公案时参与其中，并在成稿初期先睹为快，过
后在出版前的漫长等待里，我可以和一些自己内心非常喜欢并尊敬的人，以这本书的名义，经常聚会
，聊天，吃饭，消磨掉不少愉快的时光。
愿将在此书中付出的微薄心力，供养师佛，回向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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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跃辰，笔名越尘，1952年生，浙江诸暨人。
1982年毕业于青岛海洋大学数学专业，获学士学位。
1986年毕业于中科院／国家地震局研究生院，获地球物理学硕士学位。
198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物理海洋学博士。
现居美国。

　　1988年皈依佛教，通达显密教理，特别是在密法与禅宗方面均有实修与实证。
2002年出版个人佛学文集《越尘集》，受到广泛的好评。
网络佛学文集《莲舟集》的重要编辑和主要作者之一。

    自1998年起，以网名“二麻子”在网络佛教社区与诸网友探讨佛法，是少数首先利用中文互联网论
坛和聊天室交流、讨论佛法的网友之一，在网络佛教圈广为人知，尤其擅长用今日大家熟悉的现代语
言方式来重新准确表达佛教的精深法义。

　　释传明，1968年生，广东惠来县人。
1986年出家于广东南华禅寺。
同年受戒于南京栖霞古寺，并就读于“南华禅寺僧伽培训班”。
1990年底毕业于闽南佛学院。

  　1991年至今任闽南佛学院法师，主讲禅宗专业方向等课程。
现为厦门南普陀寺西堂，闽南佛学院教务长，《闽南佛学》副主编，厦门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厦门市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教务教学之余积极从事弘法，在高等院校、各地寺院、佛教“夏令营”中，也时常应邀讲座弘法
；主持佛七、禅七；生命教育“临终关怀”培训；为企业界举办“一日禅”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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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读　　1.1　沿革大略　　谈公案自然要从禅宗讲起。
最初达摩西来，见梁武帝不契，留下一苇渡江的传说，继而入少林面壁。
经二祖神光断臂求法，五传至六祖慧能，至此禅宗在中国仍未大成，只是在少数人中传播。
从六祖起开枝散叶，通过六祖弟子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菏泽神会等禅师的弘扬，禅宗逐步从南向北
发展，展开了历时数百年的璀灿辉煌。
而后，随着整个中国社会逐渐衰落，禅宗也从极盛慢慢归于平淡，乃至衰落。
　　在数百年的辉煌里，禅师们创立了与教下不同的独特风格，留下了千古流传的大量故事：梁武帝
无有功德，达摩为二祖安心，南泉斩猫，船子坠水⋯⋯真可谓“鸟啼青嶂险，花落紫衣香”（贯休禅
师诗），并在传播过程里变得家喻户晓。
不仅如此，禅还与中国文化各个层面结合，在社会生活中留下无数痕迹，比如诗词里的禅意、品茶里
的禅茶一味、武术里的禅武合一等等，都是耳熟能详。
禅宗也远播到朝鲜、日本等中华文化辐射区，并在这些国家留下明显的文化影响，至今不绝。
　　禅宗留下的最宝贵财产是在宗门发展过程中记录下来的公案。
公案一词并非禅宗创造，本是古代衙门对未结案件的称呼，禅宗借来称呼禅师们的精彩故事，因为在
这些故事里面，禅师有大量的行为语言令外人不能理解，无法解释，而看似悬案。
公案的数量并元确切计算，说法上有一千则、一千五百则和一千七百则等等，相信这是在积累过程里
不同时代的不同数量，现今公案的数量不会少于一千五百则。
早期对公案的集结有《宝林传》、《祖堂集》等，后来有纯粹集结的《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
等，以及评唱为主的《碧岩录》、《指月录》等，是这些公案记录集合的代表。
实际上直到清代，对公案的增补、评唱、修订一直没有停止，但后期增加的内容主要是评唱，在精彩
与纯正上很难与早期公案以及《碧岩录》的评唱相提并论。
　　1.2 捧杀禅宗　　从六祖慧能以下到现在，禅在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与中华文化同荣共辱，
在参与中华文化辉煌的同时也同样承受着几千年积淀的糟粕。
而与南禅顿法最生死相关的，应该是打杀与捧杀。
　　与一切新生事物面临的处境一样，南宗禅最初面临的危机是打杀。
这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打压与威胁，刀剑曾实实在在地悬挂在头顶随时可以落下，只是机缘不巧，没有
造成很大后果罢了，例如六祖慧能曾长期面临着生命威胁。
直到安史之乱以后，菏泽神会禅师内依南禅六十年发展之深厚基础，外借当局平乱积累之政治强势，
自凭深厚的修证功底，乃以无遮大会形式定鼎南禅正统地位，南宗总算度过打杀危机被社会接受，成
为佛门正统核心，开始步人辉煌。
　　虽借神会“顿渐之别”而阐明正统地位，南禅却也因此留下了未来被捧杀的隐患，在接踵而来的
禅宗繁荣时期里这一隐患并没马上显现出威胁，但千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个隐患给禅宗带来不利，竟
然是导致禅门难以为继的几大因素之一。
本来，一个健康的学派必然包含各种引导后学的教学方法，所谓方便，以适应各种不同后学者的个性
。
禅宗之禅虽然不是人人能学会，如同现代的博士学位不是人人能读下来一样，但在学习过程里面，教
学方法多样化的重要性及其对学人的帮助无人能够否认。
多样性对引导更多的后学契入禅门宗旨上，同样有着无法否认的作用。
在禅宗的繁荣期里，早期的大禅师大都是极其透彻的人物，南宗虽以“顿法”为标志，却完全不妨碍
早期大师们在需要的时候，用一切方便，包括渐行的方法来引导后学者。
由于绝大多数学人不具备六祖慧能那样的夙慧利根，渐进的教学无论人数与时间上都是事实上的主要
部分。
何况作为方法，顿渐之间并无绝对界限，早期禅宗使用的主要方便往往极其猛利，但也并非一瞬间就
完成。
若依照后世极端的顿渐分隔，这些沩仰以前以及沩仰临济曹洞云门祖师们所用的方法，竟然都是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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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渐法的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禅宗成为中土佛教的主要宗派甚至成为中土佛教的核心，捧杀的威胁渐渐
明显起来。
禅师中间标榜自己门庭高峻的风气逐渐增加，对教下不屑一顾的态度屡有所见，对宗门不立一法的解
释也从“不执一法”渐渐偏向“不用一法”。
及至近代，对顿渐诸法的评判在长期以讹传讹之下，拼接出十分怪异而误导的论调，似乎是要将禅宗
彻底捧杀。
其颇为常见的格式大致如下——　　顿法无前行后续，不由修成，无修无证。
凡是有过程有作为之事都不是顿法。
　　禅至高至上至利至顿，唯是顿法。
凡非顿法，皆非禅。
　　故而，凡有过程作为之事，都非禅。
　　在如此洋洋自得的恶捧之下，一边把禅门捧得至高无上，一边排斥一切可行方便，禅被描绘成有
名无实，不可实践的抽象。
禅既然无门可入，那就只剩下断绝一途了。
按照此论，即便是六祖慧能，检点历史记录也有修学过程，所以也要被排斥在禅宗之外才是。
恶捧杀人，莫过于此。
　　当年神会禅师在无遮大会上所说顿渐之别，大意无非南宗有顿法在，是为诸乘之巅，而它宗有渐
无顿，不够完备，缺了皇冠上的明珠，不堪为达摩正传。
以此楷定正统，自然可行，但神会从来没有过“顿教之内，不含渐法，有渐即非禅宗”这样的谬论。
而禅宗初期的大师们，正是实行了“不执一法，亦不斥一法”，“方便并非究竟，离方便亦无究竟”
这样的实践，广含顿渐，因势引导后学，才开创出禅宗的繁荣与辉煌。
时至今日，禅传承危在存废之间。
我们实在应该好好反思这样的现状，明确可操作可引导的方便是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顿不能斥渐而独存，顿渐应机结合，才有禅的复兴之机。
　　1.3　误解禅宗　　现代人对公案的了解，大多都是误解。
　　首先，大众对禅宗与公案基本没有直接了解，一般印象大都来自各种媒介的宣传，诸如认为公案
或者禅宗就像脑筋急转弯，是来自动画片《聪明的一休》；有疑难问题时见到禅宗老僧说句不可解的
话作高深状，是来自武侠小说和电影。
这些都是文艺作品的作者为使作品显得有深度而做的想象，可与“子不语”、“天方夜谭”并列，不
可当作对禅宗的真实描述。
若干禅宗公案里禅师语言表面上看似不可解，颇似这类脑筋急转弯，实乃因为不了解公案真实含义所
成的错觉。
如果了解了真实含义，那些看上去似乎“竹头接木”，前后不搭的语言行为，实际都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是文化的各个次级层面在与禅的交互作用里产生的诠释。
比如诗词家对禅的理解大致是自然、自在、简约、人与环境的和谐等境界，这些境界实际上与禅宗引
导过程里面某些阶段的过渡手段比较接近，但如果将这些境界理解为“禅”，则远非禅宗宗旨；又如
从品茶家看来，茶禅一味意谓和谐、平静并且专注于眼下的冲茶品茶过程，这也与禅宗引导的某些过
程相近，但也只是某阶段的过渡方便，而非禅宗宗旨；武术大师眼里的禅则完全是另一个角度，注意
力与警觉心的维持、时机的掌握、意的控制，是武术家对禅的诠释，有趣的是，这的确也非常接近于
宗下在某些条件下借用的某些方便，当然这也并非禅宗宗旨。
上述这些对禅的诠释毕竟不是来自禅宗本身，而是来自其他层面，虽不符合禅宗宗旨，只要不把它们
真当作禅也就无害了。
　　最后，当然是考究当代宗门内对禅的诠释了。
近二十年来有关禅与禅宗的著作数量暴涨，作者包括了当代学者和教内大德。
坦率地说，在这些书里，能让现代人大致看懂公案，大致了解禅师们当年是在干什么的著作，笔者尚
未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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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大致是禅宗长期的传统，对公案从来不直接说白。
不仅公案本身，就连《碧岩录》这样的评唱，评唱者是极为通达的大禅师，也都是用隐语。
懂的人可以看出其提起评唱之处，都是公案里面极其紧要的关键点。
但对未能通达的人，实在不容易从这些评唱里直接了解公案的实质内容。
现在真正通达禅宗、明白公案里禅师们在干什么的明眼宗匠甚少，即或有个别宗匠在世，大概也无暇
顾及帮人解读禅宗公案这样的琐事吧。
禅宗兴旺时期，明白通达的禅门宗匠相当多，公案不明说问题不大，只要找明眼宗匠问就是了。
到宋朝前后，对公案不予明说尚可忍耐，毕竟这个时候明眼宗匠还常可找到，真有问题还是可以找到
明白人来问。
明清以来，宗门衰落，明眼宗匠日少，学人也参差不齐，宗门里依照传统继续不明说，形势就变得严
峻起来。
及至今天，佛教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历史最低点，宗门也衰落到存亡之间。
虽然近二十年佛教有所复兴，宗门有所恢复，但明眼人难寻的大局并未改观。
如果仍然保持对公案不直接说明白的传统态度，将来还有多少人能对公案保持一种最低程度的思维理
解、公案的价值以后还能保存多少、都会成为严肃的问题。
　　将公案的内情直白说出，到底利弊几何？
所谓禅宗无一法授人的说法，并不特别准确，至少后人的理解未必准确。
宗下所谓无一法授人，是指究竟处无一法可得，并不是说宗门没有引导的方便。
而公案里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些方便，若没学过这样的方便，就不容易看懂。
这些方便，如果无条件公开给大众，可能会给某些敏利的朋友带来极大利益，但恐怕也会给百倍的人
带来某些不利影响。
这里的利与害究竟是哪边更大，恐难精确权衡。
大致可以知道的是，随着宗门的衰落，不公开的弊病在日益增加，而在存亡续绝的时刻，不公开几乎
等于自我断绝；而将之公开带来的不利，比如断绝某些学人起疑情之路、增加某些以思维知解为事的
禅油子等，则并无改变。
　　1.4　别具只眼　　公案有解答吗？
毫无疑义，有。
公案可以任意解答或随便解说吗？
毫无疑义，不行。
公案有唯一的正确解答吗？
不，公案可以有很多正确的回答方式，但这些回答都具备内在共同关键点，具备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
性。
一个类似的数学例子是，N个方程式有N+1个未知数，此时解有无穷组，但是所有的解都被约束在一
条直线上。
这就是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并不是随便一组数拿来就可以作为解的。
　　禅师们在公案里的语义、行为有意义吗？
当然有。
其意义是禅师自己的还是学人联想的甚至是后人附会的？
禅师们在公案里的言语、行为有其明确的意义，而且明眼宗匠们往往是事先预估和判断了学人可能会
产生的联想而行动的。
后人——特别是明清以后人，对古禅师行为意义的判断确实有甚多附会，但这些附会是可以判断出并
扬弃掉的。
　　禅师们常说，要明白禅门宗匠的作略，需要别具只眼。
在今天，我们要知道公案的正解，也需要别具只眼。
判断是不是正解其实并不复杂，正确的解说必然符合某种协调性；如果把公案比做拼图游戏，拼对与
否并不难分别。
拼对的，必然具备全局的协调性，而胡猜乱拼的，即使在局部上获得某些相似，也无法在全局上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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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用一个极其著名的公案做例子——“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这个问题在公案集里出现过数十次，而有著名明眼宗匠回答过并记录下了的，也在数十次以上。
随便列出若干回答如下：　　马祖：我今日劳倦。
不能为汝说。
　　西堂智藏：我今日头痛，你找怀海问。
　　马祖：劈面就打，说：六耳不同谋。
　　马祖：如今是什么意？
　　临济：老僧正在洗脚，赵州做倾听势。
　　赵州：庭前柏树籽。
　　石霜：做咬牙齿状。
　　沩山：给我搬床子过来，然后打。
　　云门：长连床上有粥有饭。
　　汾阳：青绢扇子足风凉。
　　翠微：与我过禅板来。
拿来后就打。
　　翠微：凝视对方半天。
　　洛浦：以拂子击绳床，说：会么？
　　各位禅师的回答各不相同，看上去令人困惑。
后人对此所做的解释就更不相同，越发让人困惑。
但是，如果别具只眼，就能看到这些回答的后面，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的关窍。
　　宗下的基本训练有一个重要部分，是对自己内心的观察，主要是觉察自我欺骗，避免被心相骗了
而不自知。
比如，从心的角度看，过去心是根本没有的，有的只是现在的心在回忆，所谓法尘；未来心也是根本
没有的，有的只是现在的心在攀缘妄想，也是法尘。
唯有现在心，虽然归根结底也不实，却是做一切事唯一的可下手处。
所以，宗下对训练、学习中的人，有条件地接受现行心识流注，其余过去未来心一概是龟毛兔角，纯
粹是妄想，完全否定。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一问里，问的是过去祖师的意。
这个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在提问的学人心中出现，出现在学人心中的，是现在心识流注在对过
去进行攀缘。
所以，这个问题完全虚妄。
于是，几乎所有的禅师对此问题的回答都是断然阻止其妄想，同时相机将学人的心引导回眼前事物上
，也就是现行的心识流注上。
了解了这一点，就会看到上面罗列的禅师回答，竟然都是打断对方的问题，逼对方感受现在正在进行
的事情。
包括赵州著名的“庭前柏树籽”，也是要对方看着院子里柏树籽，回顾到自己现在正干什么而已。
至于直接就打的，是用痛让对方回到对现在的体会上来。
对此问题还有少数禅师的回答，不是引对方进入现行的心识流，而是痛骂对方胡思乱想。
这虽然打断了对方的妄想，但就引导后学来说，不如上类回答那么老婆心切。
　　其中特别有趣的是赵州和尚跑到临济那里，也问这个问题。
赵州与临济都是著名的大师，这两位都不可能不知道正解，于是其应对就特别说明问题。
当赵州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时候，临济没去校正赵州，双方都知道对方是明眼人有什么好校正
的？
于是临济就直接表述自己的现行：老僧正在洗脚!赵州的应对则是做倾听状，同样是表达正在进行的心
识现行。
于是临济就说：“要这第二勺子恶水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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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这是骂赵州。
实际上，临济是说，你表达的跟我表达的完全一样，重复有什么意思？
在公案记录里，这时赵州回头就走，离开了。
既然双方一致，彼此相印，赵州继续他的行脚是天经地义呀。
　　到此为止，“祖师西来意”公案已经完全没有秘密可言。
多数读者到这里都可以相当清楚的知道此公案在宗下的作用，绝非后人附会的那么神秘玄奥乃至怪诞
，对此公案不再有任何神秘感。
这个公案从此失去神秘性和吸引力，可说废掉了，这正是公开公案核心内容的弊病之一。
读者就此能获益吗？
实在难说。
因为思维的理解并不等于解决心行上的实际问题，明白了这个著名公案，并不等于就此可以把自己对
过去未来虚妄执着真的破除掉。
宗下对思维理解不看重，唯着重于行，就是这个原因。
这关系到认识的亲疏差别。
　　1.5　认识的亲疏　　现代人学习期长，从小到大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用在学习、积累知识上。
积累的知识里，大部分是别人的经验，记录在书本里。
别人积累的知识只能通过语言文字，用思维概念学来，这是人类的优点，是人类能从动物群落里脱颖
而出、迅速占据地球上生物进化顶端的重要因素。
不过禅宗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这样的知识没有更根本的直接经验为基础，则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无大作用的。
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基本知识已经有了，但这些知识要用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却还没法着力
。
这里缺的就是一些直接体验的经验。
　　直接的经验如其名，十分简单直接。
比如吃过糖就知道什么是甜，并不需要经过形容词或者概念群才能有所理解。
只有吃过糖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甜，否则甜就说不明白。
有了这样的经验做基础，然后谈糖与糖精味道的不同，其营养作用不同等等，才有了意义。
否则，如同给色盲讲颜色，即使对方建立了大量关于颜色的概念与名词，还是说不明白。
人生的一切知识，都建立在从婴儿时期开始积累的直接的经验上。
但是，随着通过概念思维来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我们往往会忘记直接经验的重要性。
　　禅宗的核心宗旨，仅用语言思维不能完全覆盖，特别是直接牵涉到解脱与否的部分，只有心行上
做到，才能有效达成。
所以禅师们几乎把以概念思维建立的知识视为无用，称之为“阴界里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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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花出青嶂》禅宗公案有解答吗？
有公案可以任意解读吗？
不行。
公案有唯一的正确解答吗？
不夺所、扯脱，禅宗实修核心方法披露，是得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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