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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净慧禅师以禅学教义为基础，对众生人事，倡以“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使无数人走进禅
、了解禅，受用禅的智慧、禅的清凉、禅的慈悲、禅的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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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净慧法师，法号妙宗，近代禅门泰斗虚云和尚得法弟子之一，现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因敏悟过人，深受器重。
提倡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宗旨的生活禅，主张“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举办“生
活禅夏令营”等，使无数学人走进禅、了解禅，受用禅的智慧、禅的清凉、禅的慈悲、禅的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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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是平常心　  马祖开示说：道不用修。
道是不用修的，因为它是一切现成的。
什么是道呢？
祖师说：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在马祖来讲，是讲悟后的境界。
我们没有见性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在平常的生活中去体会道呢？
完全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话，道就距离我们很远。
什么叫做平常心呢？
马祖说：&ldquo;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
&rdquo;把一切对立的执着都扫除干净了，就是平常心。
上面所举的六个无，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心态上的执着。
这六件事，在我们凡夫看来，都是实实在在的。
你越是把这些本来不应该执着的东西坚执不放，你离道就越远。
　  什么叫造作心呢？
一切的构想，一切刻意的追求，不是纯任自然的心态和作法，都是造作。
　  何谓无是非？
认为道在神龛上，道在经书里，道不在生活中，道不在言谈举止中，把道完全看作是圣洁的，就有是
、有非。
这样来认识道，道就有了局限性。
实际上，道无处不在，没有局限性，没有是与不是的分别，所以叫无是非。
　  什么叫无取舍呢？
取一样，舍一样。
实际上取舍之心离开道已经有很大的距离，也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无断常。
断就是断见，常就是常见。
我们的法身、真如、佛性，离四句绝百非。
四句是什么？
有句、无句、亦有亦无句、非有非无句，这叫四句。
真如佛性不是常，更不是断。
常是什么呢？
以为从这一生到那一生，这就是我的佛性。
断是什么呢？
这一辈子完了，下一辈子没有了。
佛性是生灭法当中的不生灭。
太虚大师曾经说过：&ldquo;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缘生灭中，无生亦无灭。
&rdquo;生灭中的不生灭就是道。
生灭与断常是同一个意思，不过就对法诠释的角度不同，有时说断常，有时说生灭。
那就是道，要在这个地方好好体会。
所谓见道，就是要见因缘生灭当下的无生亦无灭。
见不到生灭当下的不生灭，不叫见道。
　  无凡无圣。
道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凡圣平等，不要有圣凡之心，认为这件事只有圣人做得到，我等凡夫无份，
这本身就是一种下劣之心。
存在这种下劣之心，要想见道，永远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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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常讲平常心，实际上平常心并不是那么简单。
只有在造作、是非、取舍、断常、凡圣等一切对立面完全统一了之后所显示的无分别智，才是平常心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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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禅是生命的自在解脱，净慧法师潜心之作，引领众生走进禅、了解禅、受用禅。
　  2.《禅堂夜话》中探讨了包括&ldquo;打禅七&rdquo;、&ldquo;人生的终极问题&rdquo;、&ldquo;呼
吸调引&rdquo;等修行入门者重点关注的问题，是个人修行入门必读书。
　  3.《禅堂夜话》内容通俗易懂，文字浅显顺畅，依照&ldquo;禅七&rdquo;的每个步骤与注意要点来
进行学佛修禅的指引。
　  4.《禅堂夜话》可作为每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修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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