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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认为冯学成居士是当今的维摩居士，是深入不二法门的人。
他很慈悲，为各地的祖师道场和佛学院奉送了不少禅悦和法喜。
尤其是近几年在云门佛学院送金送宝，讲了不少祖师的开示，如《三祖信心铭》、《禅林宝训》、《
中国禅宗史》等，去年又讲了《宝镜三昧》。
讲课前明向大和尚向大家作了介绍，但冯老师很谦虚，要我为之作序。
我自惭无力，对《信心铭》、《宝镜三昧》只能望而生叹，因为《信心铭》是禅宗不传之旨，《宝镜
三昧》则是曹洞宗的纲宗，领会也难，焉敢作序？
好在冯老师已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其中的奥妙，我们只要虚心学习，好好参究，有一个长远心，大家可
以有“信心”成为“主中主”的。
　　佛源　　2006年闰七月初一于云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心铭>>

内容概要

　　《信心铭》是三祖僧璨大师之作，它是禅宗的不传之旨，是关于心地功夫和心地法门的开示。
在本书中，冯学成居士以通俗浅易的语言对《信心铭》全文做了翔实的讲解和阐发，有助于读者全面
了解禅宗的心地法门和修持心要，尤有助于禅修之人明白思维语言与真如佛性的关系，越过理障和所
知障，将知见转为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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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学成，居士，1949年出生于成都。
1969年在四川江油当知青期间，认识了著名的海灯法师。
经其举荐，往参本光法师，后来更历参贾题韬老居士、离欲老和尚、遍能老和尚，并于2001年得到当
代禅宗尊宿佛源老和尚的传承。
近四十年来，冯学成居士于众多高明中殷勤参叩，饱览经史，深入禅观，从此意气风发，自在出入于
儒学之正大、佛学之精微和道学之幽玄间。
1992年起，先后在四川省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云门佛学院、河北省佛学院任教，往来于四川、
广东、河北和湖北等地讲学。
近几年在其开办的“龙江书院”开讲了大学、中庸、沦语、易经、老子、庄子等讲座，旨在以国学为
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曾出版禅宗等方而的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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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三祖僧璨禅师《信心铭》第一讲　学习《信心铭》的基础回到唐宋祖师的路数学好中国佛教史是
前提学法开眼的第一要义信心铭与证道歌丛林中流传的心要秘籍总有一天你会笑出来别在知见上周游
心地法门与念头功夫此心此念不离当下正念是修行的根本点第二讲　心地法门的关键至道无难小道难
你信得过祖师的话吗人生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老僧不在明白里反正都是你的错学会照镜子瞧瞧地球上
多热闹第三讲　建立人生的根本道场命根不断的问题张商英与德山托钵公案禅宗与唯识在天使与野兽
之问春熙路上看芸芸红尘美与丑、爱与恨第四讲　修行者的时节因缘心病还需心药医要经常把祖师爷
请出来高原农场里的佛法文采斐然只为空要认清自己的时节因缘山人自有妙计谁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第五讲　禅的智慧与思维陷阱迷悟就在一念之问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历史本身就是一剂清醒剂最高的法
还是这个禅给我们的思维挖了一个陷阱留下一个预警空间孔夫子不犯四种毛病第六讲　达摩禅法的手
段与力量我们精神的聚焦点修定即是止动盘点自己走过的路大行其道达摩禅坐脱立亡与当仁不让肉煮
烂了在锅里第七讲　在生死海中超越生死迷梦大海从不说自己能纳百川从逻辑怪圈中出离超越地平线
祖师们的擒龙手段书法与佛法临济三顿棒雪峰桶底脱落公案以智慧来抗衡自身的恐怖第八讲　祖师禅
的崇高境界祖师禅与如来禅让你品尝入定的甜头一念觉性即是菩提妄见息灭之后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要看功夫落不落堂转自己归山河国土开悟了的人怎么过日子从喂鸡中悟出的道理何妨以不了了之第九
讲　禅者的气魄与胆识传佛心印的人学佛所遇到的矛盾要在这些事情上考功夫原来尽在我心中待汝一
口吸尽西江水必须要过这一关住山修行的本钱是什么不向如来行处行第十讲　从诸法实相到万象森罗
真善知识的立场和原则历史演示的无常大法万变不离其宗振威一喝的神机妙用“黄龙三关”卖的是什
么关子能与境、尘与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用大道的眼睛看世界第十一讲　自在逍
遥的大安乐法门体会空与有的关系道眼不通被眼碍菩提会自己慢慢长大自然有度的妙处饥来吃饭困来
眠打妄想的好处汾阳善昭的非常手段自在与逍遥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最后要通通放下第十二讲　禅宗
对佛教的独特贡献庄子也指月这是贼都偷不走的东西不用你着半点力稳坐在般若船上三祖开示的精妙
之处禅宗的殊胜修行我们经常处于一种真如状态：折叶飞花皆利器六尘很可爱禅师们都会太极推手第
十三讲　悬崖撒手的承担精神马上吃个定心丸明心见性的考核指标破参的障碍在什么地方把这层纸揭
穿回互与照应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得失是非一时放却谁牵着谁的鼻子走一个修行者真正的气概第十四
讲　当下一念中转烦恼成菩提玩过了就放下老和尚请你来圆梦野鸭子与祖师像现在就是你成佛的时机
香严的石头击中了竹子在大风大浪中把颠倒的世界颠倒回来第十五讲　《信心铭》让我们信什么在动
静两端之间随方就圆的这颗心无原则就是最大的原则好好修习八正道请保持心路的畅通坐在飞机上看
长江还自我于真如日面佛与月面佛科学、佛法、老庄信这个不可得的东西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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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学习《信心铭》的基础　　回到唐宋祖师的路数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信心
铭》。
　　一些对中国汉传佛教现状比较了解的人，常常会对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提出这样的质疑：禅宗
到底有没有修证？
在信、解、行、证中，禅宗到底有什么切实的、对大家有益的一套法要？
现在，有些老和尚也不断地发出哀叹：汉传佛教可怜啊！
在世界上没有地位。
学佛的人想修证的都到西藏、东南亚去修；要学经论的都到日本、欧美去学；就连念佛都要到新加坡
净空法师那里去念，好像中国佛教徒念阿弥陀佛都念不好了。
中国汉传佛教这一百多年来的衰落，由此可见一斑。
　　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和中国佛教界打交道，也参学了一些老法师，与许多出家人打过交道。
1992年后，我在四川省内外的佛学院上课，看到各地的情况也有所感觉。
总的来说，目前中国佛教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
其实，在清朝中国佛教就开始走向衰微，有修有证的老法师已经很少了。
这一百多年来，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次断代，要想使中国佛教真正重现唐宋时期的辉煌
，确实需要几代人的时问与努力。
这也是时节因缘。
　　我对现在学佛的人有个感觉，那就是懒！
懒到什么程度呢？
一心只想找个大善知识。
好像每天跟着、守着善知识，即使自己不学不修也能成就。
当然，有善知识的引导，这是学修的前提。
但是，如今大善知识不好找啊！
中国佛教的道统、法统传承到现在，真正传承精纯的如凤毛麟角，明眼的善知识更是为数不多。
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和状况中，培植我们的信心，引导我们走上学佛的正轨？
我的感觉，是要回到唐宋祖师的路数上来。
　　中国是文化典籍非常丰厚的国家，佛教典籍同样留给我们极其丰富的遗产。
中国《大藏经》的丰富程度堪称世界第一，而且可信度极高。
这跟中国以史立国的传统有关。
中国历代的史学功夫都很高，无论是历史文化典籍还是佛教典籍，其真实可靠性强，怪力乱神的东西
少，的确是比较清晰，比较纯粹。
如果我们能认认真真地回到祖师们当年的成果上，认认真真地对珍贵的佛教典籍加以回顾、学习和消
化吸收，相信中国佛教的振兴大有希望。
　　学好中国佛教史是前提　　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佛教的历史，不清楚它经历的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对中国佛教的感觉和认识，就
会有点迷茫。
就像一个孩子要经历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之后才能长大成人、独立自主，佛教在中国也经历
了这样一个过程。
　　印度佛教典籍东传流人中国，经过汉魏南北朝，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南北朝的中后期，则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这时佛教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学说得到充分融合。
唐朝是中国佛教充分发挥的一个阶段，特别是盛唐兴起的禅宗，使其在体系和方法上都得到了充实和
提高。
到了宋朝，中国佛教已经完全成熟，走上了独立自主、挥洒自如、自由发挥创造的阶段。
印度佛学的介入，使华夏文化从秦汉以来的儒、道互补结构，转化为宋以来的儒、禅互补结构。
有人说中国佛教就是中国化的佛教，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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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解决的是人生解脱的问题。
这对于学修佛法的人而言，必然就有一个从知到行，再到知行不二的一系列认识和实践过程。
从汉代到唐代，以玄奘大师为代表，象征着中国佛教向印度佛教学习过程的结束，中国佛教开始走向
了新的发展阶段。
唐代以六祖大师为代表，则象征着中国佛教完全走上了自信自立的阶段。
　　我常强调学佛的人要学习佛教史，否则，面对现在的种种法，我们是迷茫的、不知所措的，不会
做出高明、正确的抉择。
今天见一个法师，你觉得好；明天有个喇嘛传你一个法，你也觉得了不起。
因为你对佛法的认识还处在幼儿园的水平，虽然每一个法本身是好的，你也会从中获得法喜，但哪一
个法是真正与自己相应的，就不知取合了。
你要学最好的法，要明心见性，要圆融无碍得一切智，进入大圆镜智的境界，那可不像获得一次法喜
那么容易。
依传统佛教的说法，那是要历经三大阿僧祗劫的修持与磨炼，才能最终成就。
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
　　佛教的法是对机的，禅宗所说“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不只是一种说法，更是一个实法。
怎样使自己进入这样的境界？
换句话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
怎样认识到自己的真如佛性呢？
严格地说，真如佛性它不是种种法，又不离种种法。
如果我们对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没有系统的感受，那么面对八万四千法门、三藏十二部，加上
藏传、南传的经典上万卷，还有两千年来歧义纷纭、莫衷一是的种种论说，我们该从何处人手呢？
　　所以我一直强调，要想学修中国禅宗，学好中国佛教史是必须具备的前提。
特别是有文化的人，以后能够传法、弘法的人，必须要有超越常规的胸怀和眼界，要有超越常人的境
界，才能和禅宗相应。
　　学佛是学大智慧的学问，学解脱的学问，学普度众生的学问，不是小打小闹地搞小名堂。
如果我们了解佛教史，了解佛陀及历代菩萨祖师们的行持，感受他们的境界，再回头看自己，应该有
很大的启发，自己的立意与境界也会更高。
　　学法开眼的第一要义　　佛教解决的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是人生与宇宙的问题，它是一个实践性
的宗教。
如果说它是科学或者是学问都不确切；说它是宗教也不完全确切。
佛法就是佛法，佛教就是佛教。
既然佛教讲教、理、行、果，讲信、解、行、证，单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不太准确。
　　有些老修行人说修净土是由“信门”入，学修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是从“解门”入，禅宗是
从“行门”入。
这种说法没有错，但也不完全对。
实际上，信解行证是一体的。
信解行证看起来有次第，实际上无次第；教理行果看起来有次第，实际上也没有次第。
有次第是从因位上讲，从果位上讲没有次第。
有因有果，那是因为我们的境界有迷有悟。
迷就有次第，悟就无次第，就无因无果。
　　学佛的过程，用达摩祖师的话来说，一方面是从理人，一方面是从行人。
如果没有理论上的指导，学修一切佛法都是盲修瞎炼，很容易走上歧路。
针对修行而言，需要完整严密的理论指导，但尽善尽美的理论经教，又很容易成为理障、所知障，妨
碍你实修实证。
　　俗话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有些徒弟跟师父学了一辈子，师父都合不得传给他真本事。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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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师父的真本事也就那么两下功夫，一学就会，但是，如果他不放心徒弟，徒弟经不住师父的考
验，师父是不会轻易传法的。
真正实践的法，与自己内心相应的东西，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实践是简捷明快的，它和尽善尽美的严密的理论体系既相矛盾又浑然一体。
由此，看中国佛教或者是我们自身的修行，无时无刻不是处在矛盾之中，无时无刻不是处于迷茫之中
。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落脚于实践，但这个实践又需要理论的指导，同时这个理论指导不能成为我们的所知
障。
这就是我们学法开眼的第一要义。
如果学佛不在这个方面用心，不在这个方面找窍门的话，那么我们生生世世学佛，都找不到入门处，
学得越久越是可悲可叹。
　　禅宗祖师们的功德很大啊！
翻开《五灯会元》，我们就可以看到祖师们把这些问题讲得非常清楚。
再看《六祖坛经》、《信心铭》等，祖师们对此的开示也是不露痕迹，干净利落，其教法立竿见影，
透顶透底。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看不懂《五灯会元》，不知道里面说了些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基本功
。
《五灯会元》是禅宗历代各个传承的传法汇集，是禅宗的史传性资料，里面没有那么多过程的铺垫，
没有那么多细腻的说教，其内容直往直来，直截了当。
如果你在修学中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一看就比较相应。
如果你平常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学养，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甚至连什么是佛教、什么是禅宗都不知
道，又怎么能读懂祖师的语录？
又怎么可能在《五灯会元》里找到与自己相应的、甚至激发自己开悟的祖师语录呢？
所以，基本功非常重要。
　　信心铭与证道歌　　在《五灯会元》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祖《信心铭》的全部内容。
当年，我学习《信心铭》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因为它是把佛教的理论，全部纳入到个人的行持和实
践之中了。
　　我拿它与《永嘉禅师证道歌》做了个比较。
当然，《永嘉禅师证道歌》是极美、极好的法本，但里面见地太多。
学禅宗需要见地。
见不正、眼不明怎么修行？
但是，见地多了，说的都是果位上的事情，在因位上的行持就很难达到。
很多喜欢佛法，喜欢禅宗的人，经常把《证道歌》挂在嘴边，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入
进去。
他把人家果位上的见地，当成知识来用了。
如果执著于祖师所言，自身又没有融人证道的实践中，那永嘉禅师的《证道歌》，就反而成了自，己
的所知障了。
　　我经常在佛学院说这样的话：经教的东西、祖师的东西，是精神食粮，多多益善。
但是，消化不良怎么办？
拉肚子怎么办？
对学佛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命的问题！
很多人满腹经纶，头头是道，但自己的实践又完全不能与之相应。
他没有把祖师的开示真正做到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能量。
在学修佛法的过程中，我们如何积极转变自己？
如何使自己在身、语、意三业方面向佛祖的开示靠拢，最后知道原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自己，
行住坐卧中都不曾离开“这个”，都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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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这样一种转换，当然需要过程，需要次第。
这是因位上的一种积累。
当积累到一定程度，资粮足够了，就可彻见佛心，明见自性。
这是我们在学修过程中需要明白的基本道理。
三祖大师的《信心铭》，恰恰在这一点上对我们的启发更大。
　　我们经常说，在学修过程中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正知正见。
什么是正知正见？
正知正见又从何而来呢？
如果没有正知正见你就是盲人瞎马。
一个人生下来眼睛并不是亮的，肯定有一个由迷到悟的过程。
这个过程对有的人来说很漫长，对有的人来说很短暂，甚至是刹那开悟。
那么在刹那开悟之前呢？
在这些方面需要我们留心、留意。
　　在我们说“留心、留意”的时候，你想过没有，是谁在留心？
是谁在留意？
这个“留心、留意”本身又说明什么呢？
当我们说“要警醒自己，随时提起正念”时，恰恰就是这个念头本身，它比前前后后所展现的种种想
法、念头重要得多！
在此，我提醒各位：就是这一念的发起——当我们提醒自己要留意时，这个留意本身，比留意的对象
，比我们前后所思所想的一切都要命！
　　我把这个关键处给各位点出来了。
如果我们经常性地、习惯性地关注自己的念头，就能慢慢地体会到什么是觉照力。
修密宗的要修明点，什么是明点？
离开了“这个”，哪里还有明点呢？
　　丛林中流传的心要秘籍　　今天我们所学的《信心铭》，是非常了不起的学修法本。
可以说在《景德传灯录》出现之前，《信心铭》就是在丛林之中秘密流传的一个禅修心要。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三祖以后，一直到五代时期近两百多年来，师师相授、秘密传承的一个法要。
三祖传四祖，四祖传五祖，传的是什么？
我们在相关资料上看不到。
五祖传六祖，传的又是什么？
在六祖《坛经》上也看不到任何信息。
历代祖师代代相传，到底所传的心要是什么？
后来，我们在百丈祖师那里看到了《信心铭》语句的痕迹，又在赵州禅师那里发现多次地、大量地引
用《信心铭》。
我们再仔细留心唐五代很多祖师的开示语录，他们都在用《信心铭》作为自己行持、修行、开示教化
的武器。
由此可见《信心铭》在宗门中的重要性。
　　百丈禅师、赵州古佛、云门大师等禅宗祖师，他们都是最伟大的禅师，是中国佛教的骄傲。
如果离开了这些中国禅宗开山立派的祖师，把他们从中国佛教中排除出去，那么中国佛教就暗淡无光
了，中国历史上也就很难再找出几位大菩萨了。
正是这些祖师支撑起了中国佛教的大局。
当然，这是从禅宗立场上来说。
如果从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的角度讲，其祖师也都是了不起的菩萨。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境界，也并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能够体会得了的。
　　即便纯粹从精神学的角度、逻辑学的角度，甚至是从现代物理学角度来说，智者大师（天台宗）
、贤首大师（华严宗）、玄奘大师（唯识宗）等祖师，他们所展现的思维空问的严密与细腻，也是不
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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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黑格尔等西方的大思想家未必能超越他们的境界。
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学习过中国唐代大师的法本、文献？
看过之后，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中外有不少学者，都说中国人的思维不行、理性不足，但像智者大师、贤首大师、玄奘大师等，他们
的理性思维所展现的境界，再过一千年，也未必有多少人能超过。
要学修祖师们的经论，诸位应该做个明眼人，不能像一般人学习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那样，脑子
学烂了都不明白其经论到底说的是什么，都看不出玄奘大师、智者大师、贤首大师所讲之法好在哪里
。
一般人最多记住一些名相，就像字典里的字词，完全是支离破碎、一块一块的，没有在自己的头脑里
连成片。
　　比如一个大活人，如果把他放在解剖室，在解剖刀和显微镜下他就是死的。
显微镜和解剖刀反映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昵？
是真实的，但它反映的毕竟只是局部，是无生命的东西。
只有自己开眼后，把零零碎碎的百千万亿个细胞、三百六十个骨节融为一体，连成一片，才是活泼泼
的一个生命。
现在很多人学习经教往往会走入误区，把我们自身血肉一体的、如此博大的、活泼的五蕴八识肢解得
莫名其妙，最后搞得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
这样很可怜。
　　以上算是学习《信心铭》的一个开场白。
有了这样一个开场白，有了学习《信心铭》的一些准备，大家再学习就会知道它的重要性。
　　书摘与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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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信那个不可得的东西。
　　——冯学成　　《信心铭》是禅宗的法典。
作者就是禅宗三祖僧璨大师，是中国禅宗修学指导的原则，也是佛门里面非常重要的文献之一。
在本书中，冯学成居士以通俗浅易的语言对《信心铭》全文做了翔实的讲解和阐发，有助于读者全面
了解禅宗的心地法门和修持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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