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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资料来源而言，目前坊间最可靠之资料，当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刊行之十巨册《弘一大
师全集》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刊行之小册子《李叔同集》。
由李叔同编著的《李叔同谈艺录》之资料主要源于《弘一大师全集》，少量源自《李叔同集》。
此两书之外之一切资料，编者均存疑，故不录用。
此乃本书与坊间其他几种“谈艺录”之根本区别（坊间相关文集多有录用全集之外之资料又不注明出
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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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叔同，籍浙江省平湖县，一八八○年阴历九月二十日出生于天津一官宦富商之家，一九四二年圆寂
于福建泉州。
幼名成蹊，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意。
学名文涛，字叔同。

一九一八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法名演音，世称弘一大师。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李叔同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
被尊为南山律宗大师，律宗第十一世祖，享誉海内外。
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一“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
李叔同的一生是一个传奇，从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一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
尚，历尽荣、辱、悲、欢，遍阅人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脱离苦海。

佛曰：“众生皆苦”，李叔同以其大智慧、大慈悲、大觉悟重入“苦海”，度世度人度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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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文章与诗词
  一、言属心声多哀怨
  二、义取盖簪志收众艺
  三、空梁落燕庭草无人
  四、禅宗诗偈非思量卜度能了知
  五、不为俗习所溺
  六、致知在格物论
  七、非静无以成学论
  八、第论兴而八服废
  九、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
  十、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
  十一、推命必须由表察理
  十二、西湖夜游记
  十三、断食日志
  十四、辛丑北征泪墨
  十五、吾国旧学经传尚矣
  十六、国家之安危系于国语
  十七、黄帝经营之祖国或将断送于共和
  十八、勿再纵兵以殃吾民
  十九、强邻实逼四面楚歌
  二十、上海格致书院卷文存目
  二十一、欧洲反动力之新理想派
  二十二、众生与我体同
  二十三、朗月照临万物
  二十四、隐居求志
  二十五、瑟瑟寒风剪剪催
  二十六、落尽杨花红板路
  二十七、素心一瓣证前因
  二十八、田元十亩老烟霞
  二十九、纸窗吹破夜来风
  三十、沧海狂澜聒地流
  三十一、慢将别恨怨离居
  三十二、子女平分二十周
  三十三、故国今谁生？

  三十四、凤泊鸾飘有所思
  三十五、低弄双翘红晕浅
  三十六、沉溺于建安正始之际
  三十七、很佩服晚唐诗人韩僵的忠烈
  三十八、使用宣纸写下一笺
第二章  音乐与话剧
  一、吾国乐界方黑暗
  二、日本唱歌词意袭用我古诗
  三、乐经云亡诗教式微
  四、声音之道感人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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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西洋乐器分为四种
  六、唱歌法大意
  七、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
  八、有很深造诣的音乐大师
  九、他在东京创办话剧社
第三章  画图与绘画
  一、我国图画发达盖早
  二、西洋水彩画与吾国旧画法稍近
  三、石膏模型为学图画者最良之范本加
  四、日本画派有两种
  五、中西画法之比较
  六、泰西盛行之画具
  七、图画为一种专门之学问
  八、美术之定义与界限
  九、西洋画纯属于技术
  十、西洋画师每不授画法
  十一、他在美术领域的开拓贡献是多方面的钉
  十二、中画与西画有种种不同
  十三、出家以后绝不创作见
第四章  书法与篆刻
  一、文字之相本不可得
  二、研习书法自利利他
  三、气采为尚形质次之
  四、十数年来久疏雕技
  五、金石无今古
  六、篆刻诸品古气盎然
  七、汉长寿钩钩铭
  八、乐石社社友小传
  九、学字当先由篆字学起
  十、他对于书法用过苦功
  十一、出家以后唯书法不废
  十二、他独创一种自己的书体
  十三、他对篆刻造诣甚深
  十四、他治印冲淡质朴意致高远
第五章  出版与广告
  一、书刊之介绍
  二、天祸我民于甲乙之间
  三、诗钟春江花月社第一期诗钟钱水烟筒
  四、技进于道
  五、友人新撰一小册子
  六、以艺术作方便
  七、广告之意义分狭广两种
  八、破天荒最新式之广告
  九、收到各界广告数百通
  十、文美会之广告
  十一、城东女学之广告
  十二、日本文艺之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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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征求毛笔画之广告
  十四、征求滑稽讽刺画之广告
  十五、征求学生毛笔画新规则之广告
  十六、春柳社演艺部之广告
  十七、春柳社开丁未演艺大会之广告
  十八、春柳社文艺研究会之广告
  十九、音乐小杂志社之广告
  二十、李叔同书例之广告
  二十一、李漱筒重订书例之广告
  二十二、李漱筒润格之广告
第六章  谈艺随笔
  一、人间爱晚晴
  二、古人立言与立德立功并重
  三、书法古穆文字奥衍
  四、金石刻划垂二千年
  五、艺术之精极于无相
  六、老人之文如日月历天
  七、书画风度每随时代而变易
  八、观天地生物气象而兴起仁民爱物之怀
  九、唾弃利名轻贱鄙弃
  十、韩僵略能熏修佛法
  十一、贝多芬性不喜创作
第七章  谈艺书简
  一、不如意事常八九
  二、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
  三、一斗夜来陪汉史
  四、书法系于天才非学力也
  五、我自为众生作不请之友
  六、优美之作品能耐人寻味
  七、千寻瀑布如飞练
  八、所写之字应按画观之
  九、鄙人于十九日入学
  十、奉上素纸三叠
  十一、去年设专门音乐研究所
  十二、内有拙作数首
  十三、杨白民到天津参观学务
  十四、携印速来晤
  十五、久不晤为念
  十六、乞将画意详细注明
  十七、与同学数人泛舟湖上
  十八、乐石社研究印学
  十九、慕贺母校兴盛
  二十、友人有颇有愿读者
  二十一、暮云春树每切怀思
附录
  一、披发佯狂走
  二、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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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早已由艺术而升华到宗教
  四、起初教西洋画与美术史
作品欣赏
  祖国歌
  出军歌
  留别
  春郊赛跑
  送别歌
  隋堤柳
  忆儿时
  我的国
  哀祖国
  爱
  婚姻祝辞
  三宝歌
  化身
  男儿
  追悼李节母之衰辞
  直隶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歌
  大中华
  人与自然界
  初夜
  月
  朝阳
  落花
  幽居
  天风
  冬
  丰年
  长逝
  莺
  归燕
  西湖
  采莲
  梦
  悲秋
  晚钟
  月夜
  幽人
  春夜
  秋夜
  话剧《茶花女》剧照
  话剧《黑奴吁天录》剧照
  炭笔画《少女》
  油画《出浴》
  水彩画《山茶花》
  油画《郊野》及刊物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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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小杂志》插图及刊头画
  广告画
  佛像
  早年治印
  示夏丐尊印章五方
  西泠印社藏印及泉州开元寺藏印
  楷书临张猛龙碑轴
  楷书四言联及楷书七言联
  楷书四无量心铭页
  行书七言联
  行书念佛三昧诗轴
  楷书四言联
  楷书五言联
  篆书华严经句横披、楷书华严经句横披及行书华严经句横披
  草书佛号轴及篆书佛号轴
  篆书佛号并莲池语录轴
  华严经句及篆书长寿钩铭轴
“先识后艺”：李叔同文艺观辑评
李叔同年表
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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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日，晴和，五十度。
断食前期第二日。
七时半起床，晨起无大便，是日午前十一时食粥一盂、梅一枚、紫苏叶二片。
午后五时同。
饮冷水三杯，食橘子三枚，因运动归来体倦故。
是口舌苔白，口内粘滞，上牙里皮脱。
精神如常，但过则疲口口，运动微觉疲倦，头目眩晕。
自明日始即不运动。
 晚侍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
写字百三十二，是日鼻塞。
摹大同造像一幅，原拓本自和尚假来，尚有三幅，明后续口口（摹写）。
八时半眠，夜梦为升高、跳越运动。
其处为器具拍卖场，陈设箱柜机椅并玩具装饰品等。
余跳越于上，或腾空飞行于其间，足不履地，灵捷异常，获优胜之名誉。
旁观有德国工程师二人，皆能操北京语。
一人谓有如此之技能，可以任远东大运动会之某种运动，必获优胜，余逊谢之。
一人谓练习身体，断食最有效，吾二人已二日不食。
余即告余现在虎跑断食，亦已预备二日矣。
其旁又有一中国人，持一表，旁写题目，中并列长短之直红线数十条，如计算增减高低之表式。
是记余跳越高低之顺序者。
是人持以示余，谓某处由低而高而低之处，最不易跳越，赞余有超人之绝技。
后余出门下土坡，屡遇西洋妇人，皆与余为礼，贺余运动之成功，余笑谢之。
梦至此遂醒。
余生平未尝为一次运动，亦未尝梦中运动，头脑中久无此思想。
忽得此梦，至为可异，殆因胃内虚空有以致之欤？
 三日。
晴和，五十二度。
断食前第三日。
七时半起床。
是晨觉饥饿，胸中扰乱。
苦闷异常，口干饮冷水。
勉坐起披衣，头昏心乱，发虚汗作呕，力不能支，仍和衣卧少时。
饮梅茶二杯，乃起床，精神疲惫，四肢无力。
九时后精神稍复元，食橘子二枚。
是晨无大便，饮药油一剂，十时半软便一次。
甚畅快。
十一时水泻一次，精神颇佳，与平常无大异。
十一时二十分食粥半盂，梅一个，紫苏一枚。
摹普泰造像、天监造像二页。
饮冰、食物，喉痛，或因泉水性太烈，使喉内脱皮之故。
午后四时，饮水后打格笃，食小梨一个。
五时食粥半盂。
是日感冒伤风已愈，但有时微嗽。
是日午后及晚，侍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
八时半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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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山预断以来，即不能为长时之安眠，旋睡旋醒，辗转反侧。
 四日，晴和，五十三度。
断食前第四日。
七时半起床。
是晨气闷、心跳、口渴，但较昨晨则轻减多矣，饮冷水稍愈。
起床后头微晕，四肢乏力。
食小橘一枚，香蕉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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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叔同谈艺录》作者是“近代绘画的先驱”，“艺术教育的启蒙者”，“中国广告艺术的开创者”
，“第一个把西洋油画、音乐和话剧带回中国的”，“第一个把广告图案设计、现代木刻和西洋美术
史带回中国的”，“最早采用人体写生教学法的”，“第一个提倡改良中国画的”，“—位有多方面
贡献的先驱者”，“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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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
他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
而且每种都很出色。
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学习。
”“李先生多才多艺，一通酉通。
”“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自有学校以来，自有老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 ——丰子恺《为青年说弘一法师》（1943年） “他的艺术天才曾得到全面的发展，文章、诗词、金
石、书法、绘画、音乐、演剧等各方面的造诣极深。
”“艺术造诣上，对于书法用心最勤，致力最久。
自出家以后，诸艺俱疏，唯独书法不废，到了晚年，更独创一格，在我国书法艺术上表现出卓越的成
就。
” ——林子篱《漫谈弘一法师的书法》（1962年） “是在二十世纪初年即已蜚声艺苑的巨匠大师”，
“的确堪称为一位全能的艺术大师”，“在戏剧艺术上的造诣也是高超特出使人惊异的”，“是这样
一位全才兼擅的艺术家”，“在中国佛教夔上被尊为重兴南由律宗的一代高僧”。
 ——陈珍珍《一代艺术大师李叔同（弘一大师）》（1982年） “先生的沉默寡言，就是他内心的表现
。
⋯⋯他年轻时是喜欢说话的，所以沉默不是他原来的个性，是吁嗟默默，无言可说！
这种沉默正是他无时无刻不为寻找改变这个罪恶世界的途径和方法而苦闷。
先生以为造成这样悲惨罪恶的社会，完全是由于人们无穷的物质欲望和狭隘的自我执着所致。
” ——李鸿梁《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1983年） “他是一位无论在音乐、美术、戏剧、文学、
书法或篆刻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艺术太师。
”“他是我国最早从事乐歌写作的先驱者之一。
”“综观李叔同的一生，虽然从事艺术教育的时间并不长，但在近代中国音乐启蒙教育中，作为一位
先驱者，他所创造的功绩，将永载于音乐史册。
” ——孙继南《李叔同在中国近代音乐启蒙运动中的贡献》（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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