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 创 性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

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

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

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

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一飞里丛目一 日期:止丛选三二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

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

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

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鱼1业一导师签名:熙 日期:。‘.字，公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摘要

    任何一种宗教都是植根于现实生活，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而存在的，古代犹太

教(包括“圣经犹太教”和“塔木德”时期的“拉比犹太教勺和禅宗(主要指“南

宗禅")便是两个注重现实生活实践，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典型。古代犹太教把

自身完全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演化为犹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遵

行上帝的律法中生活，在生活中践履宗教，从而将生活与宗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禅宗强调反观白性，修得一种“无心”，并将这种“无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把

日常生活当作修行的道场，让人们以一颗“平常心”安于 “当下”本真的生活，

在自然无为中求得自身的解脱，同样也体现了“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

的特点，从而将生活与修行融贯为一。但是，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在处理与生活关

系的过程中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以说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路径，通向了两个

不同的宗教归宿。本文主要从古代犹太教和禅宗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与生

活相结合的方式以及所追求的宗教归宿等三个方面对两者作了比较。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挖掘和对比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各自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古代犹太教之所以将宗教与犹太人的生活紧密相连乃是基于其独特的“上帝”观

念，即古代犹太教有一个神性的基础，唯一的至上神“上帝”是犹太人信仰和生

活的源泉，而犹太人和上帝特殊又亲密的关系更将犹太人的生存与他们的信仰紧

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对主张“心性论”的禅宗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神性的基础.虽然它教导

信徒追求“解脱成佛”，但这里的“佛”不是像上帝那样的至上神，而是一种内心

的自觉，一种主观的意识。“成佛”就是“识心见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

与其说禅宗是一种宗教，不如说它是一种哲学，一种人生哲学。

    但是，不管是设立一个外在的至上神“上帝”，还是强调人的“内心白觉”，古

代犹太教和禅宗都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是通过对比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对待信仰对象、经教戒律和礼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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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以及体现在生活中的修行方式等方面来考察两者在与生活相结合的过程中

所采取的不同途径:古代犹太教因为有一个神性的基础，所以，它为人们提供的

生活方式也是建立在“上帝”观念这一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积极主动地用自己

的道德行为去亲证上帝的存在、完全以上帝的律法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犹太人的

生活本身就是在践履律法、修行宗教，而这种修行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由外向

内”的修行。而禅宗由于强调“心性”，注重人的内心自觉，所以不假外求、不俱

权威、不奉经典、不要戒律、不拘规范。禅宗的修行首先是反观心性，转变自己

的主观意识，修得一种“无心”，再将这种“无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在白然无

为中获得精神的解脱。所以，禅宗的生活修行方式是一种“由内向外”的修行。

显然，这与犹太教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各自与生活相结合的方式存

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它们在注重日常生活、把宗教与生活紧密结合的方面却是相

通的:它们都是实用的宗教，不重教义，也不诉诸于纯粹理性的思辨，相反却注

重日常生活的实践，主张立足于现实和现世实现人生的价值或获得个体精神的解

脱。

    第三部分是比较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各具特色的宗教归宿:古代犹太教将个体与

民族在一个神圣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着力培养犹太人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并为犹

太人设计了一种神圣而崇高的宗教归宿，强调道德生活的价值和“有意义”;而禅

宗则不同，它修行的目的是使人获得个体精神的解脱，追求一种“随顺万物任逍

遥”的审美境界。所以，它特别注重生活的情趣，鼓励人们用一颗 “平常心”在

“当下”寻常的生活中去体味自由超脱、宁静淡远的审美愉悦。

    当然，任何一种宗教都会带给人精神或心灵的超越。在这一方面禅宗最为典

型，因为它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的解脱。犹太教虽然并不强调人的精神超越，它

关注的主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但它客观上却存在着使人的心灵或

精神得以超越的因素。所以，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在“带给人精神或心灵的超越”

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

    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启示:犹太教是在借助“上帝厅这一神圣的强制力量和犹

太人“对律法的遵从”这种外在的形式赋予犹太人的个体生活以特殊的价值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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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使他们的生命从俗世中提升起来，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的修行，是一个“宗

教生活化”的过程:而禅宗则让人们反观白性，获得一种内心的自觉，并将这种

“无心”运用于日常生活，让人们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在白然而然地感悟

“当下”本真的生活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解脱，这是一个“生活宗教化”的过程。

总之，尽管古代犹太教和禅宗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与生活的关系，但却同样

实现了与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并因此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关键词:古代犹太教 禅宗 宗教生活化 生活宗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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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yrelisionis代幻tedinthe 代a】lifeande石StSforthe pe0ple’s韶tUalneedS.

Ancient】udaism (includingBiblicalJudaism andRabbinicJudaismd面ngthe Talm团

Period) andChanBuddhism(mainlyrefen℃dtothesouthemsect)are t认叼modelsof

the integIationofreligiOnandaCtualeveryday1ife.Anclent」udaismapPliesitselfto阮

dailylifeand吮comesaspecialmodeofjews ，Iife.ItmakesjewishpeoPlelive勿the

Law fromGodandactonjudaism ineve守daylife.Inthisway，Ancient 】udaism

closely combineslife and religion.But Cllan Buddhism emPhaS滋sthe

sel卜examin目tionofo咫，snatore and attains akind of no。一in忆爪ionalmind.It

encouragespeoPletoapPlythemindorP畔 soultothe everydaylifeand嫂 the daily

lifeasthe P恤etOP俄ticeBuddhismChanBuddhismletspeoPlekeePtheirmindon

thePresent溉Ilifeandobtainthcir6吧edomthroughinaction.SoChanBuddhism also

embodiesthecharacterof‘附cticing BuddhismineverydayIifeandlivingby

P献ticingBuddhism，.叨latistosay，like A邢ientjudaism， ChanBuddhismalso

integrateslifeandreligion，

    There眺 stillsomebigdiffere献sbetweenA飞ientjudaismandChanBuddhism

duringtheirProcessesofhand1ingthere1ationshiPbetweenlifeandreligion.Wecansay

龙hattheywalkinthe oPPOsitedi邝ctiOnS andleadtothecontraryreligiouSends.This

PapercomPa份sAncientJudaismandChanBuddhism inthreeaspects，1.e.(1)the

thcoreticalbasisonwhichtheycombinethemselveswitheveryday1ife，(2)themethods

勿whichtheycombinethetwo，and(3)thereligiousendstheyPursuing.

    ThuS，thisPaperincludesfourPartS.ThefiI’StPartdiscussesthecOmParison

be幻内eenlhedifl’erent theoretical basesthat Ancient Judaism aI1dChanBtIddhism

respectivelyintegra1ethemselveswitheverydaylife.Itisbecauseofthespecialideaof

GodthatAncieniJudaismcancloselycombineitselfwiththeJewishpeople，slife.The

soleandsuPremeGodisthe resource ofJewishpeoPle，s比ligious悦Iiefanddaily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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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uniqueandclose比lationshiPbelweenjewsandGod四motesthecombination

betweenthelifeandthe beliefofjews.Diffe份ntfromAncientjudaism， Chan

Buddhismhasn，tafoundationofdeity.Itsso-Called“beingfreeandbecomi吧Buddha’，

isonlyakindOfcognitiontothe believer，sinhe二ntquality.ltisactua】lyth。changeof

thebeliever，ssubjectivemind.Sotosomee劝ent，ChanBuddhismisnotareligio氏itis

akindofPhiIosoPhy，aPhilosoPhyofIife.

    Butnom血rwhetherthere云石ststheoeity， n̂cientjtldaismandchanBuddhism

alll盯atheoreticalfoundationforthe integrationofthemselvesandlife.

    Thesecond哪rteXa们口inesAncientjudaismand ChanB园dhism，sdifferent

attlludestotheobject ofbelie仁religiousdisciPlineandrites.AnditalsocomParestheir

waysofPracticingreligion.从七canseethatAncientjudaismoffers介wsa叭.yoflife

what isfoundedabovet卜eideaofGod.This叭IayoflifecentersontheLawfromGod

andl盯sst记ssonthe mora1deedsthroughwhichJewscan侧tnesstheexi雍nce ofGod.

T卜e」ews，lifeisreallyactingontheLaw fromGodandJudaism.Thisisakindof

religiousPractice彻moutsidetoinside.ButinChan Buddhism，the Buddha，the

religiousdi叨iPlineanddtes峨 notimportant.What ChanBuddhismemPhasizesi引hat

thebelievermustfirstlychan罗hisorhersubjectivemindand叹 hisorherrealnature

orPu把soultodealwiththe dailylife.ThenhisorherSPirit初Ilbefree加mthe

troubleoflife.SoinChanBuddhism，thewayofPracticingBuddhismis伽minsideto

OUtside

    ThoughAncientJudaismandChanBuddhismhavedifferentwaysofintegraIing

lifeandreligio氏theyare allconccrnedwitheve叮daylifea们demPhasi邓the Practiceof

religioninthe dailylife.

  The thi川，PartcomParesthe花1191OuSendsbetweenAncientJudaismand Chan

Buddhism.Ancient judaism isasPiritual mo由tocombineevc尽Jewwithhisorher

peoPle.hespeciallyintends仍cultivate Jews aholyandhistoricalsense Of

res卯nsibilityandemphasi邓the val璐andsi助ificance ofjews，morallife.Soit

血signsaholyandloftyendforjews.ButChanBuddhismisdifferent.ItPursue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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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freedo!nandthepleasu“oflife.Throughthep献ticeofBuddhism，the

bclievercanattainanaestheticstateand溉lizeatypeofaestheticPleas眼.

    ofcourse，every化ligioncanbringhumanatranscendenceofsPiritand soul.

ChanBuddhismistyPicalinthisPOinibecau哭ofitspursuit.ThoughAncient】udaism

doesn，tlays廿essonthe t份nscendenceandonlyP即closeattentiontothehuman，5

moraldeedsindailylife，there说 stillsomeobjective俪torstoinitiate transcendence

injudaism.SoAncientJUdaismandCI1anBuddhismbOthmakepeOPleobtainthe

tran义endence.

    Tl1efourthPartistheconclusionandlight these。刀oreligionsshedonus.晰ththe

aidofGod，asortofexternalforcedpo讹r，andthewayofjews，followingLaw from

God，Ancientjudaism entruststojews，dailylifethe specialvalueandsignificanc亡.

ThenAncientludalsmbeeomesa叭layofjews，eve卿daylifeandleadspeoPletoaholy

andlofty end.ButChanBuddhismencouragesthebelievertocha飞ehismindand

aPPIythiskindofnon-intentionalmindtothedaiIylife.Tllenthe believercanfeelthat

asawhoIealIkindsofthingsamsam eand叫ual，alldinthe 抽I’monyhe诚11洲

sPirilualfreedomalldease.We cansee d丽ngthisProcess，the即tua】lifeisregardedas

thelifewithreligiousmean ingItisintheeverydaylifethatpeoPleattainanaest腼ic

State.

    Inaword，thoughA飞ientjudai抓 andChanBuddhism havediffe化ntcharactersin

integratinglifealldreligio氏出eyare similarinsomeasPectsandthis诩 giveusma幻y

enlightenmenls.

K即Words:Ancientjudaism;ChanBuddhism;Religionaslife;LifeasarelIg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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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IJ 舌

    一般来说，任何一种宗教都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首先，它的存在应该是在

关注“人”的前提下为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而创立的;其次，它又不能总是高

高在上，相反地，它必须能够落实在现实生活中，与人的生活实践相结合。只有

这样，宗教才能得到维持和发展，也才能长久。历史上的几大宗教之所以历经数

千年的发展而不衰，正是缘于它们不断地革新自身以适应现实需要的结果。而起

源于印度的佛教却最先在印度消亡，除了伊斯兰教的入侵这一外部原因外，主要

还是因为印奋自身难以适应现实、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所致，这可以算作我们
所说观点的反证。而具有对照意味的是，印度佛教却在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国

落地生根，蓬勃发展起来。尤其佛教在中国，不断吸收儒道之精华，又不断探索

适合中国人需要的道路，终于开出了“禅宗”这一瑰丽的奇葩— 作为典型中国

化的产物，禅宗几乎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那么，禅宗是怎么满足文人士大夫

的需要而得以在上流社会流行?同时它又足怎样与生活相结合，提出简便易行的

修行方式，吸引了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从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一 这成为

人们竞相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前面已提到，任何一种宗教都有一套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方法与途径，只是程

度不同而己。在世界各大宗教中，最注重恭行践履的又当属犹太教。作为一个在

“多神教”的包围中艰难挣脱出的“一神教”，在那样一个命运多并的弱小民族中，

在几千年颠沛流离的历史长河里，能根深蒂固地成长于犹太人的心灵并成为他们

生命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犹太教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完成了这样伟

大的创举，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其实，稍作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不论是中国佛教的禅宗还是犹太教都不

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宗教，它们与生活紧密结合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借这

种生活方式获得了精神的解脱或道德的圣洁，而宗教本身则借这种生活化的途径

得到了维持和发展。很显然，禅宗和犹太教在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在如

何处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方面都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这当然也并不奇怪。处于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犹太人，在文化的很多方面与东方文明都是相通的。比如，它

们也注重人的情感因素，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这与中国人注重“心

性思想”、主张“天人合一”等都是相类似的。

    本文试图基于禅宗和犹太教在“宗教与生活”这一问题上的相似性，对两者

进行比较研究。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宗教多元”、“平等对话”、“增进理解”的

历史背景下，做这样一个比较研究应该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

对“宗教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这一比较研究，尤其能为“宗教在新时期应如何进

一步发展、应怎样与现实相适应”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一种理论的借鉴;同时，它

对于我们这些处于精神迷茫，不断寻求精神家园的现代人来说，如何端正对生活

的态度，在现代环境中如何得到精神的超越等实际问题的解决，无疑也是一个有

益的参考，所以进行这一比较研究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对两者比较的基点是:宗教与生活的关系。这里要略作说明:鉴于禅宗

发展虽然经过了从初祖达磨到五祖弘忍的前期发展历程，且又有“北宗禅”和“南

宗禅”之分，但前期禅宗和 “北宗禅”都只是过渡阶段，未能反映禅宗的根本教

义和特点，所以本文所说的“禅宗”主要指的是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南宗禅气

同样，犹太教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每一阶段、甚至每一派别的犹太教都有

着不同

期的 “

义和方式。本文主要从古代犹太教即“圣经犹太教”和“塔木德”时

犹太教”中探讨犹太教生活化的内容，借以与禅宗相比较。

    在宗教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古代犹太教和禅宗是非常类似的，因为它们两个

都是注重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典型:古代犹太教把自身

完全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演化为犹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遵行上

帝的律法中生活，在生活中践履宗教，从而将生活与宗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禅

宗强调反观白性，修得一种“无心”，并将这种“无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把日

常生活当作修行的道场，让人们以一颗“平常心”安于“当下”本真的生活，在

白然无为中求得白身的解脱，同样也体现了“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仔的

特点，从而将生活与修行融贯为一。但是，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在处理与生活关系

的过程中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以说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路径，通向了两个不

同的宗教归宿。本文卞要从古代犹太教和禅宗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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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式以及所追求的宗教归宿等三个方面对两者作了比较。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挖掘和对比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各自与生活相

结合的理论基础— 古代犹太教之所以将宗教与犹太人的生活紧密相连乃是基于

其独特的“上帝”观念，即古代犹太教有一个神性的基础，唯一的至上神“上帝”

是犹太人信仰和生活的源泉，而犹太人和上帝特殊又亲密的关系更将犹太人的生

存与他们的信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对主张“心性论”的禅宗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神性的基础。虽然它教导

信徒追求“解脱成佛”，但这里的“佛”不是像上帝那样的至上神，而是一种内心

的白觉，一种主观的意识。“成佛”就是“识心见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

与其说禅宗是一种宗教，不如说它是一种哲学，一种人生哲学。

    但是，不管是设立一个外在的至上神“上帝”，还是强调人的“内心自觉”，犹

太教和禅宗都为白身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是通过对比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对待信仰对象、经教戒律和礼仪形式

的态度以及体现在生活中的修行方式等方面来考察两者在与生活相结合的过程中

所采取的不同途径:古代犹太教因为有一个神性的基础，所以，它为人们提供的

生活方式也是建立在“上帝”观念这一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积极主动地用自己

的道德行为去亲证上帝的存在、完全以上帝的律法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犹太人的

生活本身就是在践履律法、修行宗教，而这种修行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由外向

内”的修行。而禅宗由于强调“心性”，注重人的内心白觉，所以不假外求、不惧

权威、不奉经典、不要戒律、不拘规范。禅宗的修行首先是反观心性，转变自己

的主观意识，修得一种“无心”，再将这种“无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在自然无

为中获得精神的解脱。所以，禅宗的生活修行方式是一种 “由内向外”的修行。

显然，这与犹太教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各自与生活相结合的方式存

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它们在注重日常生活、把宗教与生活紧密结合的方面却是相

通的:它们都是实用的宗教，不重教义，也不诉诸于纯粹理性的思辨，相反却注

重日常生活的实践，主张立足于现实和现世实现人生的价值或获得个体精神的解

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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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是比较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各具特色的宗教归宿:古代犹太教将个体与

民族在一个神圣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右力培养犹太人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并为犹

太人设计了一种神圣而崇高的宗教归宿，强调道德生活的价值和“有意义气而禅

宗则不同，它修行的目的是使人获得个体精神的解脱，追求一种“随顺万物任逍

遥”的审美境界。所以，它特别注重生活的情趣，鼓励人们用一颗“平常心”在

“当下”本真的生活中去体味一种白由超脱、宁静淡远的审美愉悦。

    当然，任何一种宗教都会带给人精神或心灵的超越。在这一方面禅宗最为典

型，因为它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的解脱。犹太教虽然并不强调人的精神超越，它

关注的主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但它客观上却存在着使人的心灵或

精神得以超越的因素.所以，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在“带给人精神或心灵的超越”

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

    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启示:犹太教是在借助“上帝”这一神圣的强制力量和犹

太人“对律法的遵从”这种外在的形式赋予犹太人的个体生活以特殊的价值和意

义，使他们的生命从俗世中提升起来，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的修行，是一个“宗

教生活化”的过程;而禅宗则让人们反观白性，获得一种内心的自觉，并将这种

“无心”运用于日常生活，让人们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在白然而然地感悟

“当一F”本真的生活的过程中获得精神的解脱，这是一个“生活宗教化”的过程。

    总之，尽管古代犹太教和禅宗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与生活的关系，但却

同样实现了与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并因此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它们之所

以将信仰本身与日常生活密切相联，乃是因为它们都注重人的现实需要，这一点

对于宗教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古代犹太教和禅宗都注重日常

生活实践，主张立足于现实和现世实现人生的价值或获得个体精神的解脱，这一

点对于我们如何端正对生活的态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它们所倡导的“天人合

一”精神、平等宽容的态度以及注重道德行为的倾向对于我们解决现时代的一些

实际问题有着极大的借鉴和指导的意义— 这种精神教导我们要用一颗包容、友

好的心去善待大白然，用“爱”和“行动”来支撑这个世界，用诚挚和平等的态

度实现民族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

    关于“禅宗与生活的关系”或“犹太教与生活的关系”，中外很多学者都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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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深入地研究，而且己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日本的铃木大拙先生所写的

《禅宗与生活》、《禅风禅骨》等文章便是阐述“禅宗与生活”关系的力作:而Rabbi

IrvingG茂cnbe唱的叮hejewishway，，则是介绍犹太教中圣日和节期的意义，体现

“犹太教与生活”关系的典范之作⋯⋯

    但是，对于禅宗与古代犹太教的比较研究却很少有人涉及，笔者愿意在这一

方面作一个尝试。当然，由于所参阅材料的不足，再加上笔者学识水平的限制，

未免会有一些纸漏。不当之处，敬请行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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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犹太教和禅宗都是注重人的生活并赋予日常生活以宗教意义的典型，但是，它

们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途径和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首先(也是根本上)

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形态的宗教，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挖掘

它们各自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它们对生活的态度

以及如何处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一)犹太教的“上帝”观念

    犹太教是犹太民族 (古以色列人)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信奉的世界上最

古老的一神教，也是一个以律法为中心的“启示”性宗教。犹太民族与他们的宗

教信仰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犹太民族就没有犹太教，没有犹太教也就没有犹

太民族。宗教渗透进犹太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都是建立

在他们独特的“上帝”观念以及犹太民族与“上帝”的特殊关系基础之上的。

    古代犹太教的发展经历了“圣经犹太教”与“塔木德”时期的“拉比犹太教”

两大阶段，不论“圣经犹太教”还是“拉比犹太教”都对以色列与“上帝”的特

殊关系作了阐述和发挥.

    圣经犹太教“用契约概念来描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选拔，并把所有律法建立

在上帝的意志中”。，在古以色列人眼中，上帝耶和华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是万

物的主宰，他不但创造了整个白然界，而且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当上帝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并用“鹰的翅膀”将他们带到西奈，向他们“启示”

下特定的律法，便是与以色列人立了约。于是，以色列人成了上帝的“选民”，以

色列便成了“祭司的国度”。“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

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

的国民.”。

①
②
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二联书店1卯4年版。第”或.
《圣经。出埃及记》19:卜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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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上帝的“选民”，并不意味着以色列民族居于比其他民族更优越的地位，

享有更多的权利和恩赐，相反，以色列却为此而承担了更重的责任，遭受了更多

的惩罚。“上帝赐予以色列人三件厚礼，并且全都是凭借苦难这一媒介赐予的:它

们是《托拉》，以色列的土地，以及来世。”①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中，上帝是他们唯

一的主，“契约”将上帝与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契约”是他们存在的唯一理

由。所以，他们有责任维护“契约”，捍卫“托拉”，遵守体现上帝意志的律法。

他们认为以色列民族之所以能得到上帝的“特选”，乃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托拉》，

一旦放弃《托拉》，上帝对他们的特殊恩宠也就不复存在了。义无反顾地遵守上帝

的律法是他们的义务，他们甚至把遭受放逐看作是对他们违反契约、不遵从上帝

律法的惩罚。因而，圣经犹太教特别强调，以色列人有责任忠贞不二地侍奉其唯

一的神、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并把遵守上帝所有的诫命作为与其订立契约的条

件。

    拉比犹太教则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拉比们认为，《托拉》是神的创世“蓝

图”，是先于世界创造的东西.但是，它的诫命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道德和宗

教目标。“天界托拉”是要在地上由人来实现的理想模型，需要有一个民族在所创

世界实现《托拉》，若没有“托拉”之民族，此世便毫无意义。上帝说:“如果你

们没有接受我的 ‘托拉’，我便会使世界恢复为虚空而毁灭。”。而以色列是通过尊

奉上帝的统一而接纳“上天之扼”继而接纳“诫命之扼”的唯一一个民族，与上

帝签约是以色列唯一的存在的理由:“因为如果你们所接受的不是为我的《托拉》，

那么我就不会承认你们或看待你们超过其他偶像崇拜者。”⑧从此，上帝成了以色

列人的上帝，以色列人成了上帝的“选民”。“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乃统治世上

众生的上帝。但是，我的名字只与你们相关联，不能称我为偶像崇拜者的上帝，

应叫我以色列人的上帝。”。

    以色列与上帝之间确立了一种亲密而又独特的关系。耶和华上帝是以色列独

一的主，无论在哪里，上帝(’’舍金纳”)总是与以色列在一起，甚至在地上对待以

① 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卯翻年版，第70页。
② 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玛玮 译，上海三联书店1卯4年版，第292页。
③转引自罗伯特.M。寒尔茨:《犹太的思想》，赵之行、玛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卯4年版.第294页。
④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进译，山东人学出版社1卯.年版，第68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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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人的态度都能反映到上帝那里，“凡反对以色列的人犹如反对神圣的上帝”。。而

上帝也必因以色列得荣耀，上帝创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圣名通过《托拉》获

得荣耀，以色列接受了《托拉》，那么，犹太人日常的行为便成了最重要的历史证

据。他们的行为“既在地上 ‘使上帝之名圣洁’，又 ‘裹读了上帝之名’。”正如亚

撤利亚拉比所说:“如果以色列遵从上帝的意志，他们便增强了上帝在天堂的力量。

当以色列不遵从上帝的意志时，可以这么说，他们削弱了上帝在天堂的伟大力量。”

。所以，没有什么比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服从更为关键的了:“‘耶和华说，你们是我

的见证，我也是神’，也就是，当你们是我的见证时，我是神，而当你们不是我的

见证时，我(似乎)不是神。”。而服从上帝就是接受“托拉”，遵守上帝所有的诫

命，“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④“我今日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正是基于犹太民族与上帝之间的这种亲密又独特的关系，犹太人的日常生活

便紧紧围绕着遵奉上帝的诫命、“显上帝的圣名”而展开，他们的宗教信仰因而也

完全生活化了。

(二)禅宗的“内心自觉”

    佛教是一个以“解脱成佛”为根本宗旨的宗教，禅宗也不例外。但是，在如

何 “解脱成佛”的问题上，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却高举起宗教改革的大旗，一反

传统佛教注重念佛诵经，精通佛理，格守戒律，苦修忏悔等修行方式的做法，把

“心”本身提到终极的地位，把自心的“清静”当作终极目标，提出“心性论气

为简便易行、回归日常生活的“成佛”路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慧能的“心性论”指出了“成佛”的可能性，并把“成佛”的根据放在了人

的“自性心”上。慧能的“自性心”又叫“真心”、“本心”、“本性”，是人之所以

为人的根本。而“佛者，觉也”，“佛犹如觉也”。。这里要特别指出，慧能所理解

①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拐页.
②转引自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玛玮译，上海二联书店1卯4年版，第295页.
③ 同上。
④《条经·利未记》18:，
⑥《圣经。中命记》6:6
⑥《圣纤.蔽言》4:13
⑦注:妞能所言均引自《六祖人师法宝坛经，，以下不再汁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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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的“佛”不同于犹太教的“上帝”，不是那种作为崇拜对象的外在的“神”，而是

宗教的“内心觉悟"o

    在他看来，宗教的觉悟是依赖于心性而产生的.“佛足自性作，莫向身外求”，

“此三身佛，从性上生”。觉悟既然是心性发生的一种作用，因而，人的“心性”

也就是“成佛”的根据。或者说，佛本来就包含在人的心灵之中，“我心白有佛，

自性是真佛”。既然佛由自性作，佛在自心中，因而可以说人的本性就是佛，“本

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人性就是佛性。人都有心，心皆有性，因而人人都天生地

具有佛性。正如慧能初见弘忍时所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这就是说，

人虽有不同的本性，但却有相同的佛性。每个具有个性化的“本性”、“自性心”

都是他们 “成佛”的根据。

    “自性心”本有，同时，“菩提自性，本来清静”，也就是指自性虚空，无形

相，无规定，正如慧能所写的褐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

处惹尘埃?”，就是强调本心或本性的“无相”(即“空”).既然“本心”和“本

性”都不是可见有形的实体，那么尘埃也就无处附着，也就不必像北宗神秀所说

的那样，要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了。

    另外，慧能认为“心”有“本心”和“妄心”的对立。“本心”是心的本来状

态，是本来清净的“净心”，它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有情识”的众生乃至菩萨、

佛普遍具有的“宇宙心”。这个众生普遍的“心”与众生个体的“心”是结合为一

体的，而众生个体的“妄心”是这个本体的“本心”的“用”。慧能强调这个普遍

的“本心”就在众生当前现实的个体的“心”中，就在自心中，也就是强调“净

心”就在“妄心”之中，“妄心”显现“净心”。所以，众生不应离“妄”另去找

“真”，而是要“即妄求真”或“即妄显真”。也就是说，众生不必刻意修行以“看

净”，而应“回归自性”。只要认识了清净本性，便是认识了佛性，也就“顿悟成

佛”了.慧能说:“我本元自性清静，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另外，这一自

性心又是能包容一切，“本自具足”的，“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万法尽在自心”。

既然人的白性心是清净的又是圆满自足的，“何不从白心中，顿见真如本性?”所

以，“成佛”不必苦苦地向外寻觅，只需向内探求白性，“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总之，慧能的“心性论”从人自身尤其是人心方面寻找宗教觉悟的本体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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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解脱的依据，高扬了人的自主性。它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

区别只在于心的“迷悟”，即“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而“迷

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众生心有觉悟即“成佛”，心有迷惑“佛即成众生”。所

以，只要心中获得“般若智慧”，言卜即可“见性成佛”。慧能特别强调:“成佛”

不必外求，要“识心见性”，回归自性而 “成佛”，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

觉，离世求菩提，恰如求兔角。”

    正是基于慧能的“自性即佛性”的“心性”理论，后来的马祖道一循着慧能

所开创的路径，将“自性心”让释为“平常心”，并提出“即心即佛”、“非心非佛”

和“平常心是道”的新理念，把日常生活当作修行的道场，从而使日常生活佛教

化。

(三)古代犹太教和禅宗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之比较

    从以上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可以看出:古代犹太教有一个

神性的基础，即犹太人信仰的唯一至上神— “上帝”，这是一种外在的主宰力量。

独特的“上帝”观念是犹太人信仰和生活的源泉。在犹太人看来，上帝是独一的、

万能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同时上帝又是一个完美、圣

洁、公正和慈爱的人格化的上帝。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上帝创世就是要

让上帝的“圣名”通过他的启示(《托拉》)获得荣耀，而以色列民族因接受了《托

拉》成为上帝的“选民”。从此，犹太人的生存便与他们的信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

起。

    而对禅宗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神性的基础。虽然它教导信徒追求“解脱成佛”，

但这里的“佛”不是像上帝那样的“至上神”，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一种“内

心的自觉”，一种主观的意识.所谓“解脱成佛”乃是让人们内求心性，认识到自

己的“真心”、本性，并用一种白然、“无心”的心态去看待外物，从而达到一种

圆融、逍遥和永恒的“悟”的境界。“成佛”也就是“识心见性”。正因如此，禅

宗倡导要依靠人内在主观意识的转变或自身的“般若”智慧来求得人生烦恼的解

脱，而不是像犹太教那样强调一切都以“上帝”为基础、为中心。所以，从某种

意义上看，与其说禅宗是一种宗教，不如说它是一种哲学，一种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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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管是设立一个外在的至上神“上帝”，还是强调人的“内心自觉”，犹

太教和禅宗都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宗教都要满足人的现实需要，注重人的生活实践。犹太

教和禅宗其实也不例外。既然上帝是犹太民族的上帝，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

民”，那么，服从上帝、“显上帝的圣名”便是犹太人义不容辞的义务。而要服从

上帝、“悦纳”上帝就要在日常生活中遵行律法，效仿上帝，谨守犹太的习俗和礼

仪，于是，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被完全宗教化了。

    禅宗注重人的“心性”，号召人们“识心见性”而求得解脱.而要“识心见性气

就需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无为，安于“当下”的生活，用一种平常心、“无心”去感

悟生活，这样精神才能从纷繁芜杂的尘世中解脱出来。可以说，“心性”论不仅为

佛教徒的“成佛尸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禅宗把日常生活当作修行的道场铺平了

道路。

    总之，虽然犹太教信仰的是一个外在的“至上神”，而禅宗追求的则是一种内

在的主观意识，但是，无论犹太教的“上帝”观念还是禅宗的“内心自觉”都为

它们宗教本身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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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生活相结合的方式

    正是缘于它们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犹太教和禅宗在将自身运用于日常生活、

与生活相结合时便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一)对待信仰对象、经教戒律和礼仪形式的态度

、犹太教:“冥想圣命”，谨道律法

    犹太教因为有一个神性的基础，所以，它为人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也是建立在

“上帝”观念这一基础之上的。“契约”将犹太民族与他们的“上帝”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而成为上帝的“选民”就意味着，犹太人要绝对地服从并服务于上帝，

要遵守上帝所有的“启示”“托拉》)和诫命。因而，犹太人的生活是严格地围绕

着《托拉》和“律法”展开的，同时，犹太人对待上帝和礼仪形式的态度也都体

现在他们对上帝律法的遵行中。

    在犹太人看来，要遵守上帝的“启示”和诫命，首先要了解《托拉》、正确认

识《托拉》，领会上帝的旨意。“圣经”时代的“申命派”就曾正式地训谕:“所有

以色列人均要冥想圣命并用它们教育每一个新的后代。上帝并不要求人们知晓天

界的秘密或要求人们跨洋过海去获求深奥的知识;他要求时刻服从 ‘律法书’中

清晰的法规，包括演讲者坚持的，不但与摩西的后代而且直接与以色列历史上的

每一代人所订立的契约。”。所谓“冥想圣命”就是要仔细地研读《托拉》，只有弄

清《托拉》的真义才能去遵行它。所以研读《托拉》成了犹太人至高无上的责任，

并且上升为重要的宗教义务。因为研读《托拉》本身就是“侍奉上帝气

    拉比们非常重视《托拉》在犹太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用朴实的语言

真诚地赞扬《托拉》，把《托拉》看作宇宙间秩序唯一可靠的基础，即世界的基础。

义人西缅过去也常说，“世界的基础有三:《托拉》、神的崇拜、人的善行。”。“若

①转引自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玛玮译，土海二联书店1卯4年版，第98贞.
②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大学出版杜1哪年版，第1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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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立的约(即《托拉》)，我便不会安排白日黑夜，和天地的定例。”。同时，

他们还认为《托拉》是犹太人道德的基础，是他们生活的支柱。在拉比们看来，

神圣的上帝在人身上创造了两种冲动，一种是“行养的冲动”，一种是“作恶的冲

动”。善的冲动是与人的道德意识相一致的，而邪恶的冲动则导致人的邪恶。所以

“人须时常以善的冲动去抵御恶的冲动”。。那么，怎样去抗击和征服恶的冲动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潜心研习《托拉》，“上帝对以色列人说，孩子们，我创造了邪恶

冲动，我也创造了《托拉》去制服它;如果你潜心研习《托拉》，你们就不会受其

所困。”。“假如冲动诱你做出轻浮的举止，你要用《托拉》上的话去涤除它。”。

    拉比们认为，“罪恶就是对上帝不折不扣的反叛。上帝将其意志显示在了《托

拉》之中，对其中任何一条律法的抗拒就是犯罪，顺从 《托拉》就是美德:漠视

《托拉》便是罪恶。”⑧所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托拉》，致力于《托拉》。因为，

“敬 《托拉》者，众人敬;轻 《托拉》者，众人轻。”⑥“致力于 《托拉》而无他

图的人功德无量，不仅如此，整个世界都对其感恩戴德。他被称作朋友，他受人

爱戴，他爱上帝，也爱人类。这赋予他敦厚与尊崇，使他成为公正，虔诚，正直

和守信的人，使他远罪恶，近善端。世界因他而享有了谋略，知识，悟性和力量，⋯⋯

《托拉》还赋予他治权和明察秋毫的判断力;《托拉》的奥秘向他打开;他像一股

永不枯竭的泉水，又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他变得谦恭，能忍受苦难，并宽容

别人的侮辱;这使他伟大并高于一切。”。

    拉比们还认为，反映了上帝旨意的《托拉》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托拉》

的话如水，如油，如蜜，如奶，如水⋯ ⋯像水从世界的一端延伸到世界的另一

端一样，《托拉》从世界的一端延伸到世界的另一端。像水为世界的生命之源一样，

《托拉》也是世界的生命之源。”⑧上帝绝不会再用另一部“启示”替代它。既然

“你口中的律法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⑧而“没有《托拉》便不会有得体

① ‘爷经·耶利米书》33:2，
②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水德》，盖逊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O5贝。
③ 同上，第，伪页。
④ 同上，第.07贞。
⑥ 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思:《大众塔术德，，盖逊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卯8年版，第."万。
⑥ 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进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贞。
⑦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息:《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人学出版社谈卯目年版，第.47互.
⑧ 同匕 第1引页。
⑨《圣经。诗篇)ng: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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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行”。那么，人们应该“疏于世俗的名利，勤于《托拉》的钻研。假如荒疏了

《托拉》，由此便招致许多的后果:但如果致力于《托拉》，上帝将给你丰富的报

偿。”。所以，学习《托拉》，研读《托拉》成了以色列人压倒一切的任务。“研习

《托拉》比重建圣殿都重要。”②

    任何事情都不得干扰了学习，无论因什么借口放弃了学习都是不能宽肴的。

“上帝每天都为三种人哭泣:能投身于 《托拉》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不具备研读

《托拉》的智商却去攻读的人;社区专横的统治者。”③所以，叹托拉》应反复研

读，因为它包罗一切;要对它反思，直到老去也要孜孜不倦。”④

    但是，学习 《托拉》不可以为了自我炫耀的目的，应为了学习而学习，即使

其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托拉》。“如果一个人为研习 《托拉》而研习 《托拉》，那

么 《托拉》便成为他生命的万应灵丹;但如果他为了别的目的而研习 《托拉》，那

么 《托拉》就变成他致命的毒药。”0

    学习要出于爱，要心地纯洁，不图功利。“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

专靠他。”@当然学习 《托拉》本身并不是目的，通过学习，人们可以获得正确生

活的本领:“凡专心研习《托拉》的人，《托拉》给他光明;凡不专心研习《托拉》，

对其无知的人，就要迷路。”⑦出于对上帝的爱来学习《托拉》，研读《托拉》，同

时也出于对上帝的爱来遵行 《托拉》，这成了以色列人行动的一条准则:“因爱而

遵行 (律法)比因怕而遵行它们的人更伟大.”。

    “上帝给了以色列两部《托拉》，一部成文，一部口传”，⑧形诸于文字的成文

《托拉》包括24卷书，有613条诫命，其中肯定性的条例占365条，否定性的条

例占248条，口传 《托拉》则包括上千条对成文 《托拉》的阐释和引申。

    犹太律法极为复杂，内容涉及宗教、道德、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可

以说，犹太教律法对犹太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事无巨细地作了种种规定。仅就 “利

①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思:《大众塔木德》，盖逊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卯忍年版，第146页.
② 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思:‘人众塔木德》，盖逊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日年版，第1洲页。
③ 间上，第157页。
④ 同卜，第.47页。
⑤ 同七，第157页。
⑥ 同上。
⑦ 同L，第15，贞.
⑧ 同上。第170贞。
⑨ 同上，第167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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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记”中所记载的各种“条例”为例就能看出犹太律法是如何的繁琐和具体。其

中，仅献祭的“条例”就包括“蟠祭的条例”、“平安祭的条例”、“为误犯的罪献

祭的条例”、“赎愈祭的条例”;祭司的责任包括“献素祭的责任”、“献赎罪祭的责

任”、“献赎愈祭的责任”、“献平安祭的责任”;其他还有“有关食物的条例”，“产

妇沽净的条例”，“有关皮肤病的条例”，“衣物发霉的条例”，“皮肤病后洁净的条

例”，“处理房屋发霉的条例”，“漏症患者洁净的条例””·⋯，另外，还有关于“圣

洁和公正的条例”，“祭司圣洁的条例”，“圣物的圣洁”，“如何处罚悖逆的人”，还

有“有关圣日、节期的律例”，以及“赎房地产的条例”，“借贷给穷人的条例”，“赎

回奴仆的条例”，“许愿的条例”·⋯ 。每一个“条例”又对形形色色的情况作了

非常具体的规定。

    在外人看来，这些广泛而又具体的律法规定实在是太繁琐了，简直就是对人

的束缚。而在犹太人看来，是“神圣的上帝乐于让以色列人获得荣誉;因此，他

为他们扩大了《托拉》和律法。”①所以，这种律法的生活非但不是一种束缚，相

反，却是一种殊荣和上帝恩宠的象征，应当报之以爱和感激。“无论我走到哪儿，

它都与我同在;我睡眠时，它陪伴着我。我从未放弃过它，哪怕是一丝一毫:因

为我从未放弃过它，所以它不是我的负担，而是我歌唱的源泉，如 《圣经》所说，

  ‘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

    犹太人把他们对 《托拉》的爱和对上帝的感激倾注在他们的“赞美词”里每

日诵读:“感谢你，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的王。你用你的律法使我们圣洁，命

我们致力于《托拉》的内容。·”·感谢你，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的王，你于

万邦之中，选中了我们并将你的《托拉》赐给我们。感谢你，主啊，赐给我们《托

拉》。"。

    正是出于这种对上帝的爱，犹太人严格地按照律法所要求的去做，并尽自己

的所能使律法得到最好的履行。“用《托拉》的律法美化你自己，在神面前造一座

美好的棚，拿美好的棕树上的枝子，新年要吹美好的角，做上美好的链子，还有

为向上帝表示敬意而用最好的墨，用最好的笔，用最胜任的写家写成，并包在最

①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思:‘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卯日年版，第1的页
②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人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卯8年版，第170页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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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的绢中的一轴 《托拉》。”。

    在他们眼里，“以色列人是被宠爱的，因为神圣的上帝将其围绕在律法之

中。”⑧所以，他们怀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心甘情愿地谨守着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

将自己的生活与律法紧紧相连。“他们的额头和手臂上有经文护符匣，他们的衣服

上有穗子，他们的门框上有圣卷。”。他们每天要做三次祈祷:早祷、午祷和晚祷;

他们孜孜不倦地研习《托拉》，每周还有到圣堂集会，听取拉比们的教导;他们守

安息日，遵守所有“圣口”和节期中的习俗和礼仪⋯ 犹太人对待“上帝”及其

律法的态度可见一斑。

2、禅宗:不惧权威、不奉经典、不要戒律、不拘规范

    与犹太教极力强调上帝的诫命和律法相反，禅宗则是一个不假外求、不惧权

威、不奉经典、不要戒律的反传统、反常规的典型。禅宗认为“自性即佛性”，“即

心是佛”，所以“成佛”不必外求，只要向内用功夫，借助自己的努力，“自悟自

修”即可。既然“成佛”只是自己“识心见性”，不必依靠外力，也不必拘泥于某

些规范和仪式。那么，神佛权威、佛法经典以及 “持戒”、“坐禅”等修行方式在

禅宗这里便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传统佛教将“神佛”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坚持“佛”为宇宙的主宰，

所谓“是知天上天下，唯佛为尊”。;佛法经典是佛教规范，乃佛教三宝之一:精

研佛理是成佛的关键。而禅宗却提出“即心是佛”，“心外无佛”，公然否认“神佛”

的存在;又坚持“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声称自己是在常规教法之外的一种别

样的传法，即“以心传心”，是不要任何经典规范、“不立文字”的，“诸佛妙理，

非关文字”。

    禅宗把“求佛读经”归结为“苦”，反对“求佛求祖”，如临济义玄禅师说:“求

佛求祖，看经看教，皆是造业。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你若求祖，即被祖魔

摄你;你若有求皆若，不如无事。”⑥他们把佛教经典视为“魔说”— 伪山灵佑

①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思:《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人学出版社1悯 年版，第1”页。
② 同七，第172页。
③ 同上。
④转引自徐庆束:《论禅宗的反佛祖崇拜倾向，，载“国际政治学院学报(京)”19“年第1期，第56贞·
⑥转引自徐庆束:‘论禅宗的反佛祖崇拜倾向》，载“囚际政治学院学报(京)”1984午第1期.第56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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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弟子仰山慧寂说:“涅磐经四十卷，多少佛说，多少魔说?”慧寂答曰:“总是

魔说。”①更有丹霞禅师烧木佛取暖:“⋯⋯主人或讥，师日:‘吾茶毗觅舍利。’卞

人日:‘木头有何也?’师曰:‘若然者，何责我乎?’·“·”.在禅师们看来，佛

像只是一尊木头，“真佛”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禅宗发展到后期，反佛祖现象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呵佛骂祖”、破斥经教的

地步。德山宣鉴禅师上堂曰:“我先祖见处即不然，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躁胡，

释迎老子是干屎撅，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磐

是系驴撅，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优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家鬼，

自救不了。”。其弟子雪峰义存也说:“三世诸佛是草里汉，十经五论是系驴撅，八

十卷华严经是草部头，搏饭食言语，十二分教是虾蟆口里事。”④

    禅宗这种对佛祖、经教肆无忌惮的讥讽，甚至谩骂，表面上是一种“大不敬气

其实正是体现了禅宗张扬人的卞体性，不惧权威，不拘泥于教义规范，处处透着

“洒脱自在”的特点。义会禅师曰:“道流，你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

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

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这里的“杀”不是真的去杀人，而

是指破除一切迷信和权威，不受其影响和束缚，使白我得以解脱。这其实也是禅

宗要人们不受外界影响，关注内心自性，“自悟自修”。

    禅宗不但排斥经典和佛教权威，而且也对传统佛教的“持戒”和 “坐禅”作

了重新的诊释.

    在传统佛教中，“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教徒安身立命、修行解脱的基础。

它是佛教徒日常行为的准则，分“性戒”和“遮戒”两种，所谓“诸恶莫作，众

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教戒律非常复杂，规定也非常详细，是佛教徒

必须严格遵守的。“戒学”成了“戒定慧”中重要的一部分.

    而到了禅宗时代，慧能则提出“受无相戒”，“得悟白性，亦不立戒定慧。”。在

禅宗看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持戒”、“礼忏”皆是“著相”，无益于解脱。

转弓
转弓

自徐庆束:《论禅宗的反佛祖崇拜倾向》，
自杨咏邓:《禅语今释》，社苏人民出版社

转引自杨咏褚:《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载“囚际政治学院学报(京)，1984年第1期，第56贞。
2佣3年版，第248臾.
2加3年版。第250贞。

转引自徐庆束:《论禅宗的反佛祖米拜倾向》.载“闹际政治学院学报
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什20(日年版。第246灭.

(京)二 984年第1期，第56页。

转引自吴炎:《庸代禅宗对我1日佛教的改革》，载“补会科学(沪).】984年第2期，第卯 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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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中有了“戒”与“非戒”的概念，便是生了妄念，破了戒。所以，保唐寺的

无住提出:“若见持戒，即大破戒。”①禅宗把“持戒”当作一种“著相”，加以取

消，并废除“念佛”、“礼忏”、“诵读”等一切外在修行方式，引导人们向内识心

性，修 “心”以解脱。

    如何修心呢?慧能说:“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

而不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在慧能这里，一

切“相”都是虚妄，不可执著。让你的意识自然运行，不停留在某种具体的对象

物上，即所谓“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

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②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解脱。

    而传统佛教中的外在修行方式其实就是一种“相’，，“著”了这个“相”，便不

可能获得白由和解脱.“持戒”是一种，“禅定”也是如此。

    “禅”，梵语“禅那”，意为“坐禅”或 “静虑”。“禅定”就是一种通过“结

枷跌坐”的方式，沉思凝心，息除妄念，而达到寂定的心境.慧能反传统抬高“定”

而忽视“慧”的倾向，转而抬高“慧”而贬低了“禅定”，认为“道由心悟，岂在

坐耶?”甚至教人“不定不乱，不坐不禅”。因为在他看来，心性“白净白定气

根本不用坐禅，而且“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所以，对

那些一味枯坐的人，他讽刺说:“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

功课。”极力反对人们只追求 “坐禅”形式，而不悟禅钾的片面作法。他也讲“坐

禅”，但是他的“坐禅”的含义与传统不同:“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对一切境上，

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那么，什么是“禅定”呢?慧能说:“外离相曰

禅，内不乱曰定。”

    很显然，慧能的“禅定”已不是单纯追求静坐不动、摄心息想，而是强调内

一观心性，“无念无住”，体悟“般若智慧”，而且修习时也不再受先后程序和固定形

式的限制，一“念”之间即可体验白由的状态。这样的“禅定”思想“为以后禅

宗的宗教实践不拘出家僧侣固有的修行形式而向着日常生活的广阔领域转移打开

了缺口”。⑧正如慧能所说:“一行三味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

① 转引白吴炎:《脚代神宗对找闪佛教的改革》，载.社会科学(b’.).，984年第2期，第00贞。
② 转引自邢东风:《禅悟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2年版，第74贝。
③ 转引自邢东风:《禅悟之道》，中囚人民人学出版社19，2年版，第83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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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无念无相无住”，一切“行住坐卧”，都是“禅定”.怀让

禅师以“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来告诫马祖道一:“坐禅”不能“成佛”。

而仰山慧寂禅师则曰:“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醉茶三两碗，意在撅头边。”。

禅宗就是要人们溶入日常的生活和劳动中，保持一种“清净心”，这样，一切自然

的寻常活动便都成了修行。

    在禅宗这里，确实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禅宗不奉经典却又不让信徒拘于“坐

禅’，、“诵经”、“礼忏”等外在的修行方式中。(l描济语录》中有一公案说:工常侍

一日访义玄禅师，陪他在僧堂前观看，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师云:“不看

经。”侍云:“还学禅么?” 师云:“不学禅。”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

竟作个什么?”师云:“总教伊成佛做祖去。”。这里的“成佛做祖”就是要自己彻

底解放，不受任何束缚.也就是说，在禅宗这里，不学经，不“坐禅”，就是要“成

佛做祖”，达到完全解脱。

(二)日常生活中的修行

1、犹太教:效仿上帝，“与上帝同行”

    在犹太教传统中，刻苦地研习《托拉》和严格地遵行《托拉》是对上帝的赞

美和爱。但是，犹太人认为，上帝所“悦纳”的不是人们仅仅机械地遵守《托拉》

所规定的仪式 (形式)，而是人们在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尤其当《托拉》的仪式在

某些情况下无法正常遵守和实践时，这一点便显得更为重要。

    在圣经时代，祭拜还是“五经”律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以色列人与上帝

保持联系的一种手段。人们通过奉献“牺牲”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感激和尊敬:

“敬奉礼物是服从行为，奉献者希望会受到上帝的青睐，并为自己获得上帝的赐

福。”③另外，还可以通过泼溅到祭坛上的血来实现“救赎”，即用动物牺牲的血象

征性地救赎奉献者所有的罪孽。所以，作为祭拜中心的耶路撤冷圣殿对整个民族

都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

①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加3年版，第33贞。
② 转引白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阅3年版，第284贞。
③ 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玛玮 译，上海二联卜店1卯4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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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些古典先知们却敏锐地觉察到了现实中人们的道德状况，并认真反思

了祭拜的真正价值，极力呼吁整个民族进行政治和道德选择，确立了“道德高于

祭拜”的原则，开始了宗教特性的变动。

    作为人民道德意识代言人的古典先知们激愤地谴责祭司、国工和民众的“败

坏、堕落和傲慢”。先知阿摩司认为是上层人破坏了日常的社会道德，“他们为银

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阻碍谦卑的人的道路。”“通过剥削穷人，

富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法庭中没有正义，·⋯ 领导者对上帝的谴责置若

周闻:投机商只顾自己获利而缺斤少两，最好的人归于沉寂。”。而先知何酉阿则

指控“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②他们认为这些上层阶级和民众即

使完成了祭拜的职责，耶和华还是不满意，因为他们的献祭、圣日和祈祷并没有

内在的价值.“当他们招手向上帝时，他看见了他们身上的血污— 不足他们奉献

物的血，而是他们的行为之血。”⑧甚至当以色列人用嘴唇来尊敬上帝时，他们的

心却远离上帝。

    这种祭祀非但不能获致上帝的祝福，反而平添了他的怒气，因为耶和华“悦

纳”的只是道德行为。“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

我献蟠祭、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得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

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

滔。”。

    先知们将耶和华与以色列的联系的条件性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认为

上帝的“救赎”是有条件的，假如民众未完成自己的义务，上帝将把给与以色列

的祭拜、圣殿、土地和国家等一并收回.所以，正如耶利米先知所说，百姓必须

实行彻底的道德改革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因为“如果只是热情地宣誓遵守契约，

耶和华并不满意;他要求的是道德白我的剧烈再创造。”。先知阿摩司认为“真正

的宗教的本质特征就是生活清白、公义和正直，而不足机械地格守一种表面上的

虔诚。”@因而，耶和华需要的不是祭拜性抚慰，而是人们一心一意的忏悔，是人

①转引白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玛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0页.
②转引自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众行、冯玮译，土海二联书店1994 年版.第84贞.
③转引白罗伯特·M·寒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玛玮译，土海二联书店199月年版，第86贞.
④转引自罗伯特·M·寒尔茨:《犹太的思想》，赵众行、玛玮译，卜海二联朽店1钟4年版，第51贞.
⑤转引自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土海二联!‘店.叫年版，第1的贞。
⑥(英)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丁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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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意向的彻底转变，这种自我转变包括对神正确的认识、对上帝坚定不移的爱和

绝对的忠诚，并消除傲慢⋯⋯“因为我喜爱良善，不喜欢祭祀，喜爱认识神，胜

于播祭。”。又如弥逸先知所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

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那么，主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

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总之，“只有产生正义和正直的转变方能愉悦

上帝。”0

    古典先知们对伦理道德的强调在犹太人被放逐以至圣殿被毁以后，更显出其

独特的意义;而拉比们又将古典先知的观点在 《塔木德》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

强调。拉比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是要让犹太人感到，虽然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和祭拜的场所，但是他们的宗教并未终结，走近上帝的道路依然畅通，因为“宗

教生活并不依赖有效的献祭崇拜，而是依赖于世间的道德行动和忏悔行为。”④所

以，除了献祭，他们还有其他的赎罪方式，那就是行公义、做善事、做一个义人。

    在拉比们看来，上帝是无形的，但又具有诸多人的品性。“人类的行为中应该

不可或缺的品质在上帝身上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一种人格化的上帝是可以接

近的，同时他又是仁慈和公正的、道德的和完美的。他不但为人类提供了正确生

活的律法，而且还为人类树立了可资效仿的榜样。“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

出来的，那么，人的生活也应该按照上帝的样子去塑造。人们应该效仿上帝，“行

他的道”。“行他的道”也就是模仿上帝的品德:“正如上帝被称之为行公义，你们

也应该行公义;正如上帝被称之为有慈爱，你们也应有慈爱。”“正如上帝有怜悯

和恩典，你们也要有怜悯和恩典。”。通过效仿来装点上帝，同时人才“可以称神

圣的上帝之名”，而“凡称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效仿上

帝，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时，才会获得上帝的赞许，也才能与他的创造者建立

一种亲缘关系。所以，拉比们告诫人们，不要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而应努力

① 转引自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 译，上海三联书店.卯4年版。第84亚。
② 转引自罗伯特.M.寒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 译，上海三联书店1卯4年版，第92贞。
③ 转引自罗伯特.M.寒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玛玮 译，上海三联书店.卯礴年版.第85亚。
④ 转引自罗伯特.M.寒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 译，上海三联书店.卯礴年版，第2匆页。
⑤ 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卯吕年版，第240页。
⑥ 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 译，山东大学出版杜1卯吕年版，第2叨页。
⑦ 同上，第241页。
⑧ 同上，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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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高尚的品德，这种财富不论在人的今世、死后还是来世都能保持其价值:“在

人离去的时刻，能陪伴他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 《托拉》和养行;如 《圣经》所

说，‘你行走，它必引导你，你躺卧，它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

    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合乎道德呢?拉比们认为“《托拉》所要求的和

所禁止的就是最可靠的向导，道德就存在于对其律令的遵行之中。”。“使你们记

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⑧只要遵行了律令，就能成为

圣洁，成为道德的人，成为义人。“你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上帝的宝座面前有七种品质:虔信、正直、公平、善良、慈悲、真实以及

和睦”，。另外还有博爱、谦卑、宽恕、节制、诚实等等，这些都代表了至高的美

德，也成为犹太人生活中要遵行的道德规范，它贯彻于犹太人的家庭生活、社会

生活和道德生活中。

    在犹太人看来，虔信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品性，他们凭借先辈们虔信的美德才

获得了上帝特殊的恩宠。而上帝赐给他们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将虔信注入到他们心

中，他们坚信“上帝将向忠信的以色列赐予各种各样的福，而干旱和瘟疫，恐慌

和恐怖，失败和放逐将光顾不忠的以色列人。”@所以，犹太人把虔信放在所有至

高美德的首位，并在向上帝真诚、恭敬的祷告中表现出来。拉比们强调:“祷告比

献祭更重要”。，比单纯地祈求物质上的需要更加高尚。因为通过祷告，人们可以

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与上帝亲密交流，也可以由祷告而获得一种安宁的心灵，完善

人性中至纯至高的品质。所以，虔诚的祷告是犹太人道德和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除了虔信的美德，拉比们还崇尚谦卑。他们认为“神圣的上帝只让起神灵降

落在勇敢、富有、聪慧和谦卑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只有谦卑的人才会使神灵

与地上的人同在;而傲慢的人却会站污大地，使神灵离去.“凡心里骄傲的，为耶

① 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即灭。
② 同上，第239页.
③ ‘圣经。民数记》巧:40
④《圣经·申命记》6:25
⑤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卯吕年版，第91页。
⑥ 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打、冯玮译，上海二联转店1卯4年版.第呢贞。
⑦ 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进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卯翻年版，第仍页。
⑧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思:《人众塔木德》，盖进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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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所憎恶。”。因而，人们要极力做到卑微低卜，“在众人面前要谦卑”。.

    《塔木德》中所强调的很多道德规范都足运用于社会生活中，有助于处理人

际关系的。如:《圣经》律令中有一条“要爱人如己尸，拉比们将它作为人际关系

中唯一真正的标准加以弘扬，并告诫犹太人:“《托拉》带给以色列人什么样的信

息?挑起天国的重担，竞相敬畏上帝，彼此施行仁爱。”⑧所以，“对待同胞的名誉

要跟对待白己的一样”。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塔木德》中所倡导的“金

律”。除了“博爱”，拉比们还强调慈善，把怜悯穷人，周济贫穷看作是捐赠者的

一种义务，是赎罪的手段。并特别提出要“施善行”，“赠人以爱的行为”。他们认

为“人如施慈善、行公义则犹如让世界充满了慈爱。”“慈善是了不起的，因为它

能使(弥赛亚的)拯救靠近。”。此外，拉比们还把生意场上的诚实作为昭示道德

生活的美德之一;告诫犹太人要学会宽恕，“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要“爱

和睦，求和睦”，。因为社会的稳定与幸福只有在和睦的基础上才能得以保障。拉

比们还指出保持和睦的要旨便是诚实和正义，“世界因三件事得以保存:诚实，公

断以及和睦尸⑧井特别强调正义远远胜过圣殿里的献祭。

    总之，对犹太人来说，只有遵照律法中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去行动，才能在日

常生活中博得上帝的赞许，才能“因行称义”，成为上帝所“悦纳”的有道德的“义

人”，

2、禅宗:“平常心是道”

    当古代犹太教教导人们积极卞动地用白己的道德行动和忏悔行为来博得上帝

赞许的时候，禅宗虽然也让人不拘形式，自立白主，白悟自修，但它所强调的这

种个人的努力并不是有意识的追求，而是一种无所作为，所谓“无心无修，’o

    马祖道一被问及如何修道时，答曰:“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

① 转引自(英)亚伯拉罕
② 同上，第24忿页.
③ 问1:.第242贞。
④ 同卜，第2朽贞。
⑤ 转引自(英)亚伯拉罕
⑥ 《子纤。利未记》1，:5
⑦ 转引自(英)业伯拉罕
⑧ 同上，第2”贝。

·柯恩:《大众塔木德》，孟逊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卜撼启年版，第247贞。

·柯恩:《人众塔木德》，盖逊 译，山东人学出版社.9翎年版，第254页，

·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 译，山东人学出版社.卯习年版.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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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①道不属修，又不能不修，这就是禅宗独特的修行

方式，所谓“无修之修气

    禅宗认为，人心即佛心，人性即佛性，而众生的白心本具一切，只要“识心见

性”，不假心虑，不瑕修持，当卜一悟，即成佛道。所以，“成佛”根本不是众生

后天努力的结果，它不需要人们有意识的作为。“任何对心的思索或执著，都会远

离本心，失却本来面目。”因为，起心即妄，“动念即乖”，只有于“无念无忆无著”

之中，本心才会自然显现。那么，什么是“无念”呢?慧能说:“无念法者，见一

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识从六门中走出，

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白由。”禅宗以“无念为宗”，认为只有顿悟“无念”

之法，方可成佛。显然，这里的“无念”就是对一切事物都不起心、不执著，即

  “无心”。禅宗所谓“识心见性”，就是要做到去除妄念，达到“无念”或“无心”，

  “妄念都尽，即是修成”。。

    “成佛”不必有意识地修持，但又不是不修，修即修“无心”。希运禅师在其

  《传心法要》中说:“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何故?无心者，无

一切心也。”⑧这个“无心”就足不执著之心。又说:“无心是道’，，“但能无心，便

是究竟。学道人若不直卜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系，不得解脱。”④

所以，悟道、得道都没有必要去修外在的功夫，只要凡事不执著，达到“无念气

  “无心”便是体现了道，“无心”也就与“道”相契合了。“学道人直卜无心，默

契而己。”。

    “无心之修”井非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为，而是把修行当作日常活动中的寻

常事，是一种完全自然而然的活动，不假思索，不须计较。文堰禅师说:“得道之

人，道火不能烧口，终日说事，未曾挂著唇齿，未尝道著一字。终日著衣吃饭，

未曾触着一粒米，挂一缕丝。”⑥有源律师来问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

否?”师日:“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

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日:“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

① 转引白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叮年版，第89贝。
② 转引自杨咏裕:《神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汁2以】3年版.第92灭.
③ 转引自卢升法、何青:《佛光禅髓，。华夏出版社.卯5年版，第109贝。
④ 转引自卢升法、何青:《佛光禅盆》，华夏出版社1卯5年版，第1的血
⑤ 间1几，第110贞。
⑧ 转引自卢开法、何青:《佛光禅髓，，华夏出版社.995午版.第88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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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禅宗认为这种“无心之修”就是一种白然无为的修持。马祖道一又进一步将“无

心”阐发为“平常心”，提出“平常心是道”，更将这种白然无为的修持贯彻到日

常生活中。“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

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

河沙妙用，不出法界。”.可见，“平常心”就是无取无舍的不执著之心、白然的心。

    也正是有了这种回归自性的“平常心”，日常生活便成了修行的道场。“行住坐

卧”其实都是修行，因为生活中的一切都体现着佛法、禅道。禅宗还往往把禅描

绘成生活中的点滴事情，如，吃的食物，穿的布衫，日用的针线，不离身的拄杖

等。僧问:“如何是三宝?”(总印禅师)曰:“禾、麦、豆。”日:“学人不会。”

师曰:“大众欣然奉持。”@传统佛教中的“佛、法、僧”三宝在禅师们这里成了大

家喜欢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禾、麦、豆”。有僧人问景岑禅师，禅宗的最本质要

领，景岑禅师日:“一口针，三尺线。”僧人又问:“如何领会?”师曰:“益州布，

扬州绢。”④其实，禅就如日常生活中的东西那样，普通而又具体.所以，要修持

禅道，只须在日常生活中持一颗平常心，自然而然地做你该做的事，不去刻意追

求或执著，你就获得了自由和解脱.

    临济义玄禅师曰:“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心，所屎送尿，着衣吃饭，困

来即卧。·”·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禅”就是平常的生活，

穿衣、吃饭、喝茶、劳动⋯⋯处处存在着禅，禅就在人世间，在人们的寻常生活

中，若向外寻求，只是徒劳。

  有僧人问文僵禅师什么是他在规定时间以外接引人所应格守的一句话时，文僵

禅师曰:“早朝牵犁，晚间拽把。”@在禅师们的眼里，禅法就在日常的生活和劳动

中，要得解脱，只需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去用功夫。怀海禅师的“一日不作，一

日不食”更是成为禅林中重视劳动的佳话。

    禅宗讲“平常心是道”，是要人们在积极参与生活的过程中慢慢体悟禅，该做

① 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阅3年版，第37页。
② 转引自卢升法、何青:t佛光禅翻》，华夏出版社1的，年版，第”1页
③ 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佣3年版，第46贞。
④ 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佣3年版，第47页。
⑥ 同上，第2，贞。
⑥ 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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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就做什么。僧人问景岑禅师:“如何是平常心?”师曰:“要眠即眠，要坐即

坐。”僧人依然不能领会其中的意思，景岑禅师便说:“热即取凉，寒即向火。”①禅

的生活就如吃饭、睡觉一样平常，不必刻意去寻，该怎样就怎样，热了就去乘凉，

冷了就去烤火。

    阐释“平常心”的一个典型的言论就足赵州从德禅师的“吃茶去”。无论对来

过或没有来过的僧人，禅师都要说:“吃茶去，”这其实正是赵州对禅的描绘，不

管是来过或没来的人都要从日常生活中去体悟禅。

    有僧人初入寺院，请教赵州如何修禅时，赵州从德禅师问:“吃粥了也未?”

曰:“吃粥了也。”师日:“洗钵盂去。”这位僧人忽然领悟。。吃完粥，自然便是洗

钵盂。修禅也如洗钵孟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在禅宗这里，真正的禅就是生活，

生活处处显露着禅机，只需踏踏实实、自自然然地生活，便会领悟到禅的境界。

明觉禅师上堂曰:“直得动地雨花，何如归堂向火!”⑧纵然把禅讲得天花乱坠，那

也不是真正的禅，而回到僧堂，天冷烤火，这才是禅。

    所以，禅宗不主张出家，而重视在家修行。《坛经》中说:“若欲修行，在家亦

得，不由在寺。”慧能的“无相颂”便对“在家如何修行?”作了一个精辟的回答。

  “颂”曰:“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

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莲花。苦口的是良药，逆耳

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

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在慧能看来，禅不离人世，就存在于生活中，所以禅的修持也要紧扣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做应该做的事，讲究忠孝仁义，尊重伦理道德，常行利他之事，与

他人和睦相处，同时讲究谦让、忍辱，健全自身人格，提高自我境界。只向自我

内心寻觅，从而达到坚持平等心、行为正直的禅的境界。

    总之，禅宗将修行与日常的生活融为一体，从日常生活中寻求入禅的道路.

它把寻常生活当作修行的道场，号召人们以一颗“平常心”融入当下的生活，自

然无为而悟得佛法真谛。所谓“在日常行住坐卧中返观自照，体悟白性，忏悔罪

① 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佣3年版，第37贞。
② 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1刃3年版，第41灭.
③ 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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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就是修持禅道。”0

(三)古代犹太教和禅宗与生活相结合的方式之比较

1、综合上述可以看出，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在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过程中表现出不

同的特点:

    (1)它们对待信仰对象的态度截然相反

    在犹太人眼中，上帝耶和华是他们信仰的唯一的神。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又无所不知;它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又是圣洁的、公正

的、仁慈的，是人们效仿的榜样。而犹太民族与上帝的特殊又亲密的关系，使犹

太人不仅笃信上帝的存在，而且对上帝充满了源于谦卑的敬畏、虔诚的热爱和绝

对的服从。

    而禅宗则不然。它一反传统佛教将“神佛”置于“唯佛为尊”的地位，却提

出“即心是佛”，“心外无佛”，公然地否认“神佛”的存在;并反对人们“求佛求

祖”，认为佛祖是“魔”，如果求佛祖，会被“佛魔”或“祖魔”摄住:甚至到后

期，竟发展到“呵佛骂祖”的地步。虽然其用意是表现禅宗不俱权威，追求洒脱

自在的特点，但禅宗对佛祖所表现出的“大不敬，在犹太教那里却是大逆不道，

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2)经教戒律在古代犹太教和禅宗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在犹太人看来，上帝是他们信仰和生活的源泉，而作为上帝的“特选子民"，

就要永远无条件地遵守上帝所有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这些诫律是上帝的神圣“启

示”，体现着上帝的旨意;而且它们是完美无缺的，“是世界的生命之源”，也是犹

太人道德的基础，是他们生活的支柱。所以，“所有以色列人均要冥想圣命”，了

解和正确地认识上帝启示的《托拉》，要出于对上帝的爱来潜心研习《托拉》，致

力于《托拉》。犹太人把研读《托拉》看作是他们的基本义务，是他们侍奉上帝的

表现，而且他们还把严格地遵守烦琐的诫命和律法的生活当成一种特殊的荣耀，

一种上帝的恩宠.

    而在禅宗这里，正是因为它强调人的“心性”即内心自觉，主张“以心传心".

①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桂2003年版，第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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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坚持“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也就是不要任何经典规范。它把“求佛读经”

归结为“苦”，把佛教经典视为“魔说”，并最终破斥经教.因为“法无定法”，所

以各宗派没有统一的经典规范，却各有一套打破“执迷不悟”、接引学人的灵活方

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南宗的发展中会有那么五彩纷呈的禅风存在的原因。禅宗

的不奉经典与犹太教对律法的严守谨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它们对礼仪形式的重视程度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犹太教中，礼仪形式、祭祀条例也是上帝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了

犹太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对犹太人来说，宗教的习俗和礼仪是他们借以与上

帝交流、走近上帝的途径:犹太人用“献祭”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感激和尊敬，

用发自内心的虔诚的祷告与上帝交流，用忏悔行为去赢得上帝的“拯救”⋯⋯犹

太教的礼仪形式被规定得具体而烦琐，但犹太人却心甘情愿又严肃谨慎地去遵行

这些律例和仪式。

    在禅宗这里，情况却大不相同.禅宗把持戒看作一种“著相”而加以取消，

并废除念佛、礼忏、诵读等一切外在形式。禅宗认为，这一切外在形式不仅不是

成佛的关键，而且正是因为拘于这些外在的修行方式才导致不能获得自由和解脱，

所以需破除这个“相”.另外，传统佛教的“禅定”在禅宗这里也得到了新的淦释.

禅定已不是单纯追求静坐不动、摄心息想，而是强调内观心性。只要“无念无相

无住”，一切“行住坐卧”，都是禅定。因此，与犹太教相比，禅宗不但不重视礼

仪形式，反而要极力取消和废除这些修行的外在形式。

    (4)它们体现在生活中的修行方式也迥然相异

    古代犹太教因为有一个神性的基础，所以，它为人们提供的生活方式也是建

立在上帝观念这一基础之上的。“契约”将以色列民族与他们的上帝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而成为上帝的“选民”就意味着，犹太人要绝对地服从并服务于上帝。他

们要严格地遵守“契约”，就要正确地认识《托拉》，细致地研读《托拉》，愉快而

严肃地遵行《托拉》，并通过宗教习俗和礼仪与上帝交流，走近上帝;另外，还要

依据律法效仿上帝，用自己的道德行为侍奉上帝，“显上帝的圣名”。很明显，这

是一种积极主动地用自己的道德行为去亲证上帝的存在、完全以上帝的律法为中

心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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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禅宗由于强调“心性”，注重人的“内心白觉”，所以不假外求、不惧权威、

不奉经典、不要戒律、不拘规范。它教导人们在一种完全自由、无拘无束的状态

中发掘“自心”、“本性”，并自然地融入寻常、“当下”的生活，培养和转变自己

的心态，做到“无心无念无住”，在“无心”、“无修”中达到修行的目的，获得精

神的解脱。它不像犹太教那样号召人们积极主动地用自己的道德行动和忏悔行为

来博得上帝的赞许，相反，它告诫人们要用一种“无心”融入日常生活，强调自

然无为、“平常心是道”。

    另外，犹太教因完全融入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而成为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犹

太人的生活本身就是在践履律法、修行宗教，而这种修行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由

外向内”的修行。犹太人严守谨遵律法的方式是建立在其独特的“上帝”观念的

基础之上的。至高的“上帝”是他们信仰的中心，是律法的绝对立法者、颁布者，

是律法遵行的监督者和最终的审判者。可见，犹太人的修行是受外在力量的限制。

这种外力的强制慢慢地渗透进犹太人的血液里，成为他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用虔诚的内心感受上帝，用道德的行为来回应上帝。这表明

犹太人的生活完全是为着一个神性的目的而展开的，是一种神圣又崇高的生活。

    而禅宗的生活修行方式则是一种“由内向外”的修行.它强调“修心”，修一

种“无心”，即自然无为的不执著之心。实际上也就是让人们转换一种心态，顺其

白然，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当下”，不去刻意地、人为地制造某种障碍。修得了这

种“无心”，再以这种心态去看待万物和处理事情时，一切便都简单了。所以，禅

宗的修行首先是反观心性，获得一种内心的自觉，再将这种“无心”运用在日常

生活中，在白然无为中达到精神的白由。显然，这与犹太教是完全不同的。

    2、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尽管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各自与生活相结合的

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它们在注重日常生活、把宗教与生活紧密结合的方面

却是相通的。

    (1)首先，如前所述，无论犹太教的“上帝”观念还是禅宗的“内心自觉”

都为它们宗教本身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

上，犹太教为虔诚的犹太人提供了一种“以上帝律法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让人

们在遵行律法中生活，在生活中践履宗教，从而将犹太教完全地融入犹太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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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使他们的生活与信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禅宗也将挤常生活当作修行的道

场，号召人们以一颗“平常心”安于“当下”本真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入

禅的道路，同样体现了“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的特点，从而将生活与

修行融为一体。可见，古代犹太教和禅宗都是强调并实现了宗教本身与日常生活

紧密结合的典型。

    (2)其次，它们都是实用的宗教，不重教义，也不诉诸于纯粹理性的思辨，

相反却都注重日常生活的实践，主张立足于现实和现世实现人生的价值或获得个

体精神的解脱。

    在禅宗看来，“佛”或“道”不是一个对象化的“物’，，而是内在于人的心性当

中的。只要人们用智慧观照内心，认识到本性，也就“成佛”或“见道”了。但

是，这种“观照”不是理性的思考，它是“不立文字”、超越名言概念的一种“般

若直观”。它要“观照”的是人的“真心”、“赤子之心”，把这种“真心”运用到

生活中便是“平常心”、“无心”。

    正因为禅宗强调修一种 “无心”、“平常心”，获得内心的白觉，所以，一切外

在的形式在它看来都是“相”，都是障碍，均需破除。因而，禅宗不假外求、不惧

权威、不奉经典、不要戒律、不拘规范。佛法在它这里己不再是人们顶礼膜拜和

规范行为的空洞的标准，禅宗把这种纯粹理论的东西拉到生活中，将抽象的佛法

理论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赋予了佛法新的含义。认为能运用佛教观点于日用处才

是佛法.“佛法在日用处，行住坐卧处，吃饭吃茶处，语言相问处，所作所为处。

举心动会，却又不是。”0

    在禅宗看来，真正的佛法是“超佛越祖之谈”，是回归日常生活能实践应用的

佛法。它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如生活中的常用事物一样简单、普遍、平常。有僧

人问文惬禅师:“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师云:“蒲州麻黄，益州附子。”②有僧

人问法常禅师:“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云:“蒲花柳絮，竹针麻线。”.有僧人

问赵州从德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庭前柏树子。”④禅宗告诫人们

不要沉醉于那些抽象的经典和佛法，应多关注日常生活，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应用

①转引自吴炎:《庸代神宗对我L闷佛教的改革).
②转引自杨咏裕:《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③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④ [u]匕 第45爽，

载“社会科学 (沪)，19别年第2期
2003年版.第49贞。
2003年版，第49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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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才能找到真正的佛法。所以，在禅宗这里，生活重于教义，它不像传统佛教那

样完全遵教义而行，而是遵生活而行，号召人们用一颗“平常心，去体味生活，

感悟永恒。

    有人说，禅宗的最大贡献，就是“把‘真心户溶化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使真如

不再是一个可观的对象，从而实现了本性之心的既内在又超越，即是把般若学说

及悟道密切地灌注于生动活泼的生命实践中。，。禅宗正是让人们在这种“当下”

的生活实践中，展现自我的本来面目，并用一颗无分别的、包容的心去看待外物，

将一个真实的自我与外界融为一体，去自由地慢慢体会那个永恒的存在。

    再来看看犹太教。古代犹太教同样重视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这一传统的形成

是与古典犹太教时期的犹太先知们的思想分不开的。那些犹太先知们“既不沉溺

于敏锐的论辩，也不热衷于学术上的构造。他们并不企求对经验的最高原则刨根

问底。总起来说，他们与思辨无缘。”他们诚信“启示即，内心完全“为一种不可

抗拒的真理所慑服”，。他们凭借感觉把握上帝对他们显现的一切，所以他们的思

想都是他们内心体验的产物，具有重直观和实践的特征。他们确信上帝的存在，

但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上帝赋予给人的道德戒律，

是人如何“行”才能博得上帝的赞许。正是犹太先知们的这些思想奠定了犹太教

成为伦理一神教的基础，也阻止了它通向理性思辨的道路。

    正因如此，犹太教没有确定的教义和教条，它的律法也主要是一些指导生活的

道德规范。犹太教强调“因行称义”，注重人的道德行动和忏悔行为，要求犹太用

日常生活中的恭行践履去亲证上帝的存在，用自己的善行和忏悔去接近上帝。因

为在犹太教中，宗教和生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宗教通过生活被证明，生活

为宗教所充盈，宗教信仰不在生活的日常行为中得到确证就没有虔诚。同样，也

只有在宗教戒律被忠实地践履的地方，才有合法有效的日常行为。”。

      “犹太教的特性表现在宗教领域和道德领域的统一之中。·⋯ 善行就是让世

界充满上帝，真正侍奉上帝就是把上帝拉入生活。”。而上帝就是“在与世人共同

瓦

”

① 转引自卢升法、何青:《佛光禅翻》，华夏出版社1卯，年版，第122页。
② “《犹太教的本质》译者序，.利奥。拜克著.傅水军、于健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加2年版。第，页。
⑧ .《犹太教的本质，译者序气利奥.拜克著，傅水军、于健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的2年版，第12wel3
④ 马丁。布伯:《论犹太救》，刘杰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万泊2年版，第100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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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和相互依存中向世人走来并显现自身的”。。所以，正是在现实的“当卜，的

生活中，人们才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也正是通过人们的道德行为和有效的行动，

人们才与上帝沟通，将上帝显现在现实里。显然，在犹太教中确证上帝的存在，

不是靠理性的思考，而是凭借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的道德行动和忏悔行为。犹太教

让人们在生活中体味神圣，在行为中显现上帝。

    总之，无论是犹太教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来确证上帝的存在，还是禅

宗把“真心.溶化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以求解脱，它们都不重教义，也不诉诸于

理性的思辨，而是将宗教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① 气犹太教的本质》译者序一利奥。拜克若，傅水军、于健译，山东大学出版杜2的2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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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具特色的宗教归宿

    古代犹太教将宗教完全生活化，并最终演化为一种生活方式，让犹太人在这

种生活方式中获得一种神圣而崇高的宗教归宿;而禅宗则将生活宗教化，赋予日

常生活以宗教的意义，并引导人们安于寻常的生活，转变一种心态，从而在随顺

自然中获得 “顿悟成佛”的逍遥境界。

(一)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与个人的精神解脱

1、犹太教:民族的历史贵任感

    犹太民族是一个有着独特信仰的民族，唯一神祟拜是他们信仰的基础，所以

这个民族的一切都是与神圣的上帝相关联的。承认并接受上帝的“启示”是犹太

民族存在的唯一理由，而承诺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和律法又使这一民族以上帝“选

民”的特殊地位和“神圣民族”的身份区别于周围其它的民族。之所以神圣，是

因为犹太民族的存在是基于一个神圣的目的— 用白己的道德行为见证上帝的存

在，使上帝的“圣名”得以显现;同时，犹太民族还肩负着一个“用自己的信仰

和道德行为为外邦人树立榜样”的重要使命。所以，犹太民族就生活在他们神圣

的信仰当中，生活在上帝律法为他们提供的特殊方式中。

    作为神圣民族的一员，犹太人的一生都紧紧地环绕在律法的周围，充满了浓

郁的宗教色彩。犹太律法规定，男婴在出生的第八天就要接受“割礼”(实行“割

礼”是犹太民族成为上帝“选民”的标志，也是犹太教徒必须遵守的特有习俗):

男孩长到13岁，女孩长到12岁时，要参加成年礼;结婚时要在犹太圣堂里举行

结婚仪式:一对新人在受到祝福后，新郎要用右脚把酒杯踢碎，表示即使在其大

喜的日子里，也不忘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耻辱。在建立的家庭中，写有“经训”

(Shema)的羊皮纸被放在一个称作“麦朱扎”(Mezuza )的镜框里，被虔诚地诵

读并庄严地钉在门框上，这就是有名的“门柱(框)经卷”;每一个家庭都要备有

一个小型的图书室，有祈祷书、节日书、“逾越节”书和“摩西五经”等;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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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食物禁忌，甚至在一个犹太家庭中的一顿饭也“不只是一个满足饥饿的场
合，而是一种生活和精神的行为”，.一

    以律法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将犹太民族同周围的其他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的

生活变得神圣;而特殊的犹太历法更将犹太人封闭并团结在他们共同的信仰当中。

    犹太历法是根据自然规则来制定的，既不同于穆斯林也不同于基督徒的历法。

它规定一年只有354天，这样每年就会有11天的剩余，19年中会有7个多出来的

月，犹太历法将这些多出来的月份按照阳历的名称穿插进它的阴历月份中.这样

特殊的历法在犹太人被逐和散居的环境中，仍保持着完全的独立性，而由这种历

法所规定的圣日和节期则将不同环境中的犹太人团结在他们共同的信仰中— 不

论他们身居何处，都能在节日或“圣日”的同一天、同一时刻共同缅怀过去，共

同聆听上帝的“启示气

    因为犹太人的所有节日都与整个的犹太民族相关联，而且都是宗教性的节日。

它们大多与谢神、感恩、忏悔和历史事件有关。如:犹太教的三大朝觑节日中的

“逾越节”是与古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摆脱作奴隶的命运的历史事件相联系的，并

暗示上帝是“救赎者”，古以色列人因上帝的“救赎”成了上帝的仆人:“五旬节”

则是纪念上帝在西奈山传授“十诫”并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历史事件，它告诫犹太人:

只有精神境界达到在西奈山获得的“托拉”启示后，才能实现彻底的拯救·一喻以，

不论犹太人处于怎样的环境中，但是相同的圣日和节期却使他们走在共同的历史

回忆中，走在他们共同的信仰和特殊使命里。

    犹太历法所规定的圣日和节期几乎占据了每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也就是说，

犹太人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庆祝他们独有的节日和“圣日”。犹太“新年”

是他们站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的“敬畏的日子”，也是忏悔十日的开始，接着是他

们的“赎罪日”，被称为安息日中的安息日:“赎罪日”后是三大朝勤节日之一的

“住棚节”，以纪念上帝在沙漠中保护古以色列人;之后是“圣会节”、“光明节气

阿达尔月初七的“摩西诞辰日”;接下来还有“普洱节”、“新年植树节”以及三大

朝规节日中的“逾越节”和“五旬节”;另外，还有每周一次的“安息日”和其他

一些小的节日··⋯

①参阅(英)诺曼·所罗门:《当代学术入门— 犹太教，。辽宁教育出版社.995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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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节日的庆祝活动中，通过唱歌和讲故事，他们重现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事件。

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在西奈山下接受上帝的律法等等。而置身于一些特

定的仪式中，聆听着先辈们的事迹，使每一个犹太人都仿佛回到先辈们特定的生

活环境中，与他们一起经历“出埃及”、一起聚在西奈山下接受上帝的契约。宴席

中吃一些无酵面包、芫姿或苦菜，也使每一个犹太人体会到先辈们的艰辛和顽强，

从而平添一种崇敬和信心，同时通过节日中对《托拉》的学习和阅读以及一些祈

祷仪式，他们会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救赎，并增强了一种将这种救赎变为现实的

强烈信念。在犹太传统中，至少有十个男人才可以一起读《托拉》，而这个阅读和

学习《托拉》的群体犹如古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接受上帝最初启示的那个伟大事

件的重演，让每一个学习 《托拉》的犹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与历史上那些先辈

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领会到自己就是那个实现理想目标的无穷链条中的

一员，从而产生一种坚定的历史责任感。

    一年又一年的“圣日”和节期的循环，不断地加深着犹太人这种群体的记忆。

他们一遍遍地重温着犹太民族的历史，一次次地接受着民族和宗教传统的教育，

犹太的思想和传统模式己深深地渗透进每一个犹太人的血液里，并时时地提醒他

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其实都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圣目的相联系。这种强化了民

族意识和宗教意识使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不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整个

犹太民族的，属于犹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

    同时，他们把这种在不断重复的“圣日”和节期中所获得的经验和力量延伸

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他们的每一天都有了特殊的意义— 每一天，他们都活

在他们神圣的使命里:用他们的行为见证一个永恒的上帝的存在，显上帝的荣耀;

并通过他们的行为逐步地改变现实世界，促成那个理想的“最终救赎”的目标的

实现。这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种行为都被赋予了伟大的意义。而 ‘救

赎’就弥漫在这些微小的行动中，这些行为会慢慢促成一个新天地。犹太教在一

朵花中摘取来世，在一粒沙中把握无限。”①因而，他们的生命在努力变得“圣洁”

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价值，他们的生活在遵从上帝的律法中有了更深的意义。

①R吐‘1四吨C~阮‘1、J翻ishway，F议不叭‘hslo鹅E曲劫.1993，第22血，笔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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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禅宗:个人的精神解脱

与古代犹太教追求一种民族的、集体的历史责。感不同，，宗。蘸却是要人
们在“识心见性”的基础上“顿悟成佛”，获得白身精神的解脱。而“成佛”实际

就是“识心见性”，“顿悟”则是一种“识心见性”的形式。慧能说:“我于忍和尚

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识心见性，

白成佛道。”只要内心实现“顿悟”，当即就可达到识心见性、觉悟解脱、成佛的

境界。因为“一念若悟，即众生成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是佛，，所以，“顿

悟”又是众生上升到佛的关键步骤。

    禅宗的悟道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辨推理认识，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直观。它所观照

的是人的“心性”、“自性”、“本心”。而本性“白足清净介，“自有般若之智，自用

智慧观照，不假文字。”。所以，对它的观照，无需文字语句的描摹，也不需逻辑

的推演，需要的只是用白己的“无念”、“无心”去契合那个真如“本性”。“学道

人直下无心，默契而已.”。黄菜希运禅师说:“论这个法，岂是汝于言句上解得

他?亦不是于一机一境上见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这一门名为无为法门.若欲

会得，但知无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拟学取，即转远去。”⑧他指出，心性只能依

靠默契心会，如果求知求解，反而迷失大道。可见，“顿悟”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形

式，它追求的只是对“本心”、“本性”的一种感性直观，是一个证悟默契、非思

量的过程。一天，药山惟俨禅师正端坐时，有僧人问他:“兀兀地思量什么?”师

日:“思量个不思量底。”日:“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师曰:“非思量。”。“非思

量”不是思量，也不是“不思量”，是超越了分别心，不受任何限制的根本思量。

在这种“非思量”中，去除一切“我知我见”(无执)，才能实现“无心”，不为外

物所缚，也才能顿见到本心常性。

    同时，禅宗的“顿悟”其实只是一种卞观的心理体验，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外物对它来说是“空”，它所悟所念的只是人的“自性”、“本心”，它“不染万境”

  “不于法上生念”。所以，“顿悟”、“见性”足主观意识的自我表现，它“不同于

①转引自邢东风:《禅悟之道》.中囚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页·
②转引自杨味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贝.
③转引自邢东风:《神悟之进》，中囚人民大学出版社1卯2年版，第85贝·
④ 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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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那种主体置身于对象之外的静观式认知，而是主体参与其中.或者是主体达

到客体所具有的那种状态的活动体验，它要求通过主体自身的活动来‘证明’自

己所信奉的最高实体或终极存在— 对禅宗而言，就是指所谓的心、性— 的真

实存在，要求主体通过白身的活动达到自己期望的目标，进入理想的境界。”①“顿

悟”就是这种“证悟”本心存在的“主体自身的活动”。在顿悟的“自我意识”中，

没有主客之分，“而主体就是客体，客体就是主体。” (铃木大拙:《禅学随笔》)

所谓“见性”，“性即是见，见即是性”，“见”或“领悟”都是心性的作用和表现，

或者说是一种心的作用和功能的发挥。通过“见”或“悟”的活动，人们可以感

受到或体验到自己本心的存在，这样就足够了.“顿悟”并不需要“悟”什么，它

仅仅是有“悟”的活动而己。由于“心性本来清静，体不可得，因而所谓 ‘顿悟’

  ‘见性’实际上是无得无见。”。也就是所谓“悟无所得”。虽然“悟无所得”，但

这个“悟”本身就已经证明“悟”之本体的存在了。

    禅宗的“顿悟”或“解脱”往往是一念间的事，“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迷

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即南宗的“顿悟”不是渐变的过程，而是一个瞬间的突

变或“质变”。其实，说到底，顿悟时的“一念”转变就是一种心态的转换，这种

心态就是“无念”。南宗的“无念”不是像北宗那样“百物不思，念尽除却”，而

是在意念的不断流动中使意识无所执著，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自在地发挥作用，

所谓“于念而不念”，“于相而离相”，“心不住法”等。心不住于一法，“不离不染”，

“不取不舍”，便进入了一种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境地，这时那个真如本性才会自

动的显现出来。

    南宗正是让人们在“直下把握当前的一念”即“无念”中，得以“见性成佛”、

自由解脱.因为真如本性，即人的本性，是超越具体规定、无所分别的绝对实体，

“佛性是不二之法”。要想“识心见性”，必须超越对事物差别对待的认识，泯除

对事物对待的规定性的主观分别，即所谓“离二相”.而只有在“无念”中，意识

才处于一种非此非彼得不确定状态，“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

切处。”无所执著，才能“内外明彻”，“通达无碍”，也才能直接契合那个无差别

的真如本性，如马祖道一所说:“理事无别，尽是妙用，更无别理，皆由心之回转”。

① 转引自邢东风:《禅悟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卯2年版，第的页。
② 转引自邢东风:《禅悟之Ja》。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卯2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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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顿悟”时的“一念”转变就是由对事物的差别对待的“心”转为“不离

不染”的“无心”、“无念"。

    以这种“无念”、“无住分之心看事物，便在自己的意识中彻底地泯除了分别，

从而物我两忘，超脱生死，这是一种瞬间的高峰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修行者便

会亲身感受到自己就是那个绝对的永恒终极的真实存在，所谓“识心见性”了。

在南宗眼里，只有这种瞬间的体验感受才是真实的，一切永恒、无限、绝对，只

不过是这感受体验的一瞬间而已，“瞬间即永恒气

(二)生活的“有意义”和生活的 “有意思”

1、犹太教:神圣而崇高的宗教归宿

    由于与一个神圣的目的相联系，犹太人的生活便不仅是神圣的，而且是崇高

的。《圣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②因为上帝

是圣洁的，具有一种任何人都不能企及的完美。作为上帝的特选子民、上帝名誉

的卫士，犹太人应该极力维护上帝这种最完美的圣洁不受堕落行为的裹读。因而，

犹太人有责任也有义务让自己也变得圣洁，用高尚的行为为上帝增光，显上帝神

圣的名。

    变得圣洁是犹太教的一个中心目标。要变得圣洁，就是要“行上帝的道”，要

在最高形式上效仿上帝，努力变得像上帝一样，真正成为上帝的影像。而上帝是

道德的、完美的，侍奉上帝是高尚情操的源泉。所以，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努力

地遵行上帝的律法，谦卑地侍奉上帝;不断积累自己的善行，施慈养、行公义，

爱人如己;用虔诚的祷告和真心的忏悔与上帝交流，用自己的道德行为赢得上帝

的赞许。

    在异教徒看来，犹太律法繁琐而又无理性，不仅束缚了犹太人的白由意识，

而且使他们违背理性而生活。比如:在犹太教的饮食诫律中，人们的食物分“合

乎诫律要求”、“洁净的”、“可吃的”和“不合乎诫律要求的”、“不洁净的”、“不

可吃的”:动物的宰杀有严格的规定;准备食物的方法也有固定的程序;手的清洗

①转引自卢升法、何青:《佛光禅翻》.华夏出版社199，年版，第.12页.
②‘圣经.利未记》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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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吃饭时的祈祷也有详细地说明，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祷告内容··一

    但是，面对这样严格而又具体的诫律，犹太人却认为“《圣经》中的任何律例

均非无由或轻率而立，但其目的是使我们能在一生中和所有行为中在所有人面前

行义，不忘万能的上帝。这整个系统如此介意不洁之肉与物，爬行类和野兽，它

把目标盯在了正义及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关系上。”①因为，在犹太人眼里，食肉的

野兽对其他动物“施以暴政，，而驯良的动物则以谷类为生。所以他们认为，律法

中把食肉野兽作为“不洁净的”，把驯良的动物作为“洁净的”，这一规定是非常

合理的，它体现了上帝的公正和理性;同时，它对现实的人也有教化和警戒的作

用，“律例为其而定的人必心中行义，不要自恃己力施人以暴虐，不掠夺他人之物，

以正义之舵操纵自己的生活道路，就像前述的驯良之鸟，只吃地上长的各种谷物，

并不施虐残害自己的同类。”。

    在犹太人看来，律法禁止他们食用某些食物，其实正是在用上帝启示的理性

来压制他们的食欲，考验他们的自我节制之心。“当我们感到渴望吃水产类、鸟类、

兽类和各种肉类，而律法禁止食用时，我们便通过理性的优势来戒绝。因为我们

的胃口的嗜好要受节制之心的检验和禁止，而且我的身体的所有运动均遵守理性

的约束。”⑧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但没有像异教徒所批评的那样违背理性而生活，

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在遵循上帝的理性，走一条正义之路。‘因为律法使我们懂得

了自我控制，使我们成了自己所有快乐和愿望的主人，并把我们培养成真正的男

子汉，从而使我们乐意忍受所有痛苦:而且它教给我们公正，使我们在所有性情

下均行事公正;它教给我们正义，使我们以应有的敬意来崇拜唯一上帝。因此，

我们不会吃不洁之肉:因为我们信奉上帝订立的律例，我们也知道，创世者又是

立法者，它正按照我们的特性感知我们.”。

    同时，这种特殊的饮食律法也是在提醒犹太人对所有的生命均以崇敬和关切

的心态来看待。比如，在犹太律法中规定“肉和牛奶不可同食”，就体现了犹太人

对生命的重视。这其实也是对上帝的效仿。“变得圣洁意味着从一种常规的、同质

转引自罗伯特.M。寒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二联书店1994年版，
转引自罗伯特.M.塞尔庆:‘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妈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卯4年版，
同L。

同 上，第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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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转向一种完全不同的、充满价值的生命经历中。”①即:不但要通过自己的

善行和忏悔不断地完养白己的生命，同时还尊重和关心其他生物的生命。所以，

犹太人的“吃”己不再是单纯地满足人的营养需要的物质活动，而是一种渗透了

宗教和文化因素的精神活动了。

    总之，犹太人极力地维护着独属于他们的律法，井无怨无悔地用善行和忏悔

谨守着一个神圣的“契约”，因而，以律法为中心的生活对犹太人来说非但不是一

种负担，一种束缚，反而是一种荣耀，一种崇高。通过遵行律法，他们效仿上帝，

走近上帝，圣洁而谦恭地与上帝同行。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何等的荣耀!是上

帝的宠爱才让他们得以能够遵行这一神圣律法:“以色列是受宠爱的，因为他们

被赐予了所盼望的契约 (即《托拉》);然而，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爱才让他们知道

世界赖以被创造的这部契约是属于他们的，如 《圣经》所说，‘因我给你们的是好

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托拉》，。”。

    犹太人认为，“上帝把成文《托拉》给他们是让他们胸怀律法，以便能获得功

德。上帝赐予他们口传《托拉》是要让他们有别于其他民族。”⑧犹太律法向人们

反复灌输了勤劳、勇敢、刚毅、自我牺牲、正义、真理、诚实、友爱、慈善、忍

耐等道德规范。而正是通过遵行这些成文的和口传的律法，犹太人才不断地丰富

和完善了自己的生命，提高了自己的道德水准，既显了上帝的名，也成为其他民

族的榜样。同时，这种伦理一神教的生活方式犹如一种“坚皇和铁墙”，将犹太人

围于其中，使他们以一种道德的优越感和生活的崇高感从其他民族中“区别为圣"o

    在犹太人看来，他们这种遵行律法的生活才是最有价值、最神圣、最高尚的

生活。他们白豪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像异教徒那样沉溺于放荡和劣行，他们用这样

的“祷告词”来表达对犹太教赐予他们崇高理想的感激:“主啊，我的上帝!感谢

你让我与坐在研习所内的人们为伍而不是与常去剧院和马戏场的人做伴;因为我

和他们虽都早起— 我去学习《托拉》，而他们却是去忙于虚空;我和他们虽都劳

动，但我劳动能获得奖赏，而他们劳动却一无所获;我和他们虽都步履匆匆—

我是走向来世的生活，而他们却是走向毁灭的深渊。”。

①肋比ilry吨。叹姆n吮电，、Je*ishwa丫FirstTouchstone Edit加1993，第145页.
②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进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姗 年版.第14，贞.
③转引自(英)业伯拉罕·柯思，《人众塔木德》，孟逊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的9年版，第1‘7页。
④转引自(英)业伯拉罕·柯思:《人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人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禅宗:“随顺万物任逍遥”的禅境

‘、~ ~~一

    不同于犹太教追求神圣而崇高的生活意义，禅宗却着眼于一种白由白在、任

性逍遥的生活乐趣，向往“顿悟”和“解脱”的禅的境界。那么，这种“顿悟”

后的禅的境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它对佛教徒的生活和生命又有怎样的意义

呢?

    我国唐代的青原惟信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常被人看作参禅的三种境界:“老僧

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 (即“善知识"，

指有道行之人)，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

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里的第一个阶段是僧人未习禅时的见解，“在此阶段

中，惟信通过自己的意识 (‘心’)把山和水从万物中分离出来而客观化为 ‘山是

山，水是水’。”这是“有我”的“妄自分别”，是一般世俗人的认识。及至第二阶

段，消除了“妄自分别”，达到“诸法皆空”，所以便看到了“山不是山，水不是

水”。。第三阶段是将“无分别”和“空”本身也破掉，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无

分别之分别斤的境界:“山只是山，水只是水。”这时的山和水不同于第一个阶段

主观化了的山、水，而是真山、真水，是山水的本来面目。当我们看到山水以其

“如实”的样子展现着，也就见到“万物皆如其本然”，皆有其独特的个性，且万

物平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而此时的“我”也不是那个第一阶段中全客二分的

“自我”，而是“真我”，是与万物一体，相互平等又相互融合的“真如本性”，见

“山只是山，水只是水”，就是“真心”的显现。

    第三个阶段被称为“禅悟”的最高境界，即超越了主客观的对立，物我统一，

一切如如，充满生机。在这个境界里，你会感到一切的区分，如:有无、色空、

善恶、是非、荣辱、贫富、贵贱等等，都完全失去了意义，一切平等，“如其本来

面目”。因之，万物与你完全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永恒的存在，这就是“真如本性气

也是真正的佛性。这一瞬间你会感到，“我即是佛，佛即是我”，瞬间便会得到永

恒，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刹那间既成终古。这时，你的心由于无所执著而

自由自在，自然逍遥，从而获得了一种超脱。

    有人说，禅宗的这种最高境界就是一种审美境界。主体“禅悟”后所体验到

①参阅卢升法、何青:《佛光神盆，，华夏出版社弓卯，年版，第1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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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如如，、“物我一体”、“意象浑融”、“生死两忘”、“瞬间永恒”等等都是

极具审美意味的意象群;而“禅悟”后的主体也在这种超越一切有无分别、与万

物的合一中体会到某种终极的合目的性的存在，从而获得一种自由超脱、宁静淡

远的审美愉悦(有人称之为“禅悦”)o

    说到底，“禅悟”的境界其实就是主体“体验”的世界，是人心态转换后所体

验到的理想境界。经过这样的“顿悟”或心态转换后，再去看外面的世界，意义

便完全不同了。依然是吃饭、睡觉、喝茶，但一“悟”之后，这些便不再是单纯

的吃饭，睡觉了，而是佛法的“妙用”和体现，是含有禅意的生机勃勃的与“我”

一体的世界。“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①“我”所需要做的

只是将自己融入这个“如其本真”的世界，“随顺天地万物之本性”，不滞一物，

任心而逍遥即可。

    正如希运所说:“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头上安头，

嘴上加嘴。但莫生异见。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

辰，总不出汝心。大千世界，都是汝自己，何处有许多般。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虚空世界，皎皎地，无丝发许与汝作见解。”②只要“莫生异见”，以一种“无分别

智”去看待万物，则“身心一如，身外无物”，“十方世界，只在目前。”。又以一

种不执著心 (“无心，’)去体味日常生活，任运自然，你便会获得“逍遥”的禅境:

  “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若得此中意，逍遥何所论?，④在一切时中，“要行

即行，要坐即坐”、。“饥来吃饭，睡来合眼”、“随时及节”，⑧便可体会到“日日

是好日”，从而实现生命的真谛。石头禅师说:“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

名异体一。汝等当知，白己心灵，体离断常，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齐同，

应用无方，离心意识。三界六道，唯白心现。”。

    后期禅宗的禅师们尤其强调这种禅境，他们将这种心态渗透进日常生活，形成

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所谓“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④这种心态也就是一种

① 转引自杨咏祖:‘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阅3年版，第197贞.
② 转引自卢升法、何青:《佛光禅做》，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③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加3年版，第1的贝。
④转引自卢升法、何背，《佛光禅翻》，华夏出版社.995年版，第110贞。
⑤转引自杨咏祁:《神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刁贞.
⑥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的3年版，第2劝贞。
⑦转引自卢升法、何青:《佛光禅髓》，华夏:1乍版衬1叨5年版，第113页。
⑧ 转引自卢升法、何青:《佛光禅翻》，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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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心”，慧开禅师所作的“平常心是道项”中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冷

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在南宗这里，禅是什么?禅就

是生活，禅就是实践。铃木大拙先生说:“禅是大海，是空气，是高山，是雷鸣与

闪电。是春花，是夏日，是冬雪。不，它在这一切之上。它就是人。”。一个“无

闲事挂心头”的人，一个“顿悟"的人。

    日用处处是禅，只有这种“顿悟”了的人、“无心”的人才能领略那种“云在

青天，水在瓶”的高远境界;才能“身处闹市也寂静”:才能在看似枯燥的日常生

活里活得满怀激情和乐趣，而且洒脱自在、悠然自得— 有僧人问省念禅师:“如

何是道?”师曰:“炉中有火无心拨，处处纵横随意游。”又问:“如何是道中人?”

师曰:“坐看烟霞秀，不与白云齐.”⑧才能像百丈怀海禅师在诗中所云:“放出伪

山水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白由。”④做得一个“有

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的“无事僧”、“自在人”;或如云、水一样不为

外物所累，自由自在，如:慧南禅师上堂云:“入海算沙，空自费力。磨砖作镜，

枉用功夫。君不见，高高山上云，自卷自舒，何亲何疏?深深涧底水，遇曲遇直，

无彼无此。众生日用如云水，云水如然人不尔。若得尔，三界轮回何处起?”。也

才能真正体会那种与万物浑然交融、空灵宁静的审美愉悦，过一种淡泊却绚烂的

人生，如唐明宗时僧人可止有一首《精舍遇雨》诗云:“空门寂寂淡吾身，溪雨微

微洗客尘。卧向白云情未尽，任他黄鸟醉芳春。”。

    有了这种随缘任运的心境，就是由“迷”而“悟”，由凡人成了解脱之人，即

成“佛”、成了“圣人”了。而圣人的生活也无异于平常人的生活，圣人所做的事

只是平常之事，但只因圣人的“无心”、“平常心”、“不雕琢之心”，寻常的劳动抑

或休闲都成了一种禅的境界。慧寂禅师在夏末去问候老师伪山灵佑时，伪山问他:

“子一夏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务?”师曰:“某甲在下面锄得一片舍(即一片

地)，下得一箩种。”伪(山灵佑)曰:“子今夏不虚过。”师却问:“来审和尚一

夏之中，作何所务?”伪曰:“日中一食，夜后一寝。”师曰:“和尚今夏亦不虚过。”

①转引自卢升法、何青:《佛光禅翻》，华夏出版社1卯5年版，第110贞。
② 间上。第.71页.
③ 转引自杨咏裕:《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欢6贞。
④ 转引自卢升法、何青:《佛光禅谧》，华夏出版社1卯5年版，第”0贞。
⑤转引自杨咏福:《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吕贞.
⑥转引自洪毛澳、姜玉珍:‘佛教生活风情，，中囚国际广播出版社.卯3年版.第113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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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伪山灵佑与慧寂禅师师徒二人不管是种地还是吃饭、睡觉，他们认为都没有白过。

所以顺其自然、寻常生活，就是坦坦荡荡、活泼白然的禅的境界。所谓“神通并

妙用，担水及砍柴”，担水砍柴也是妙道。

    总之，禅宗正是让圣人“由圣入凡”，在寻常日用中体味妙道，真正达到超脱。

“但尽凡心，别无圣解”气 所以，禅宗的超越不足脱离现实的超越，而是一种日

常感性经验上的超越。任何人只要“无心”、“无分别”地看待事物，白然而然地

生活，皆可成为圣人。

(三)古代犹太教和禅宗所追求的宗教归宿之比较

1、综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古代犹太教和禅宗所追求的宗教归宿有极大的不同:

    (1) 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个人的精神解脱

    有人说，“犹太教是一种将个体与民族在一个神圣的基础上联系起来的精神

方式”，③确实如此。是共同的信仰将每一个犹太人凝聚成一个坚强、勇敢的民族，

而这个民族又是一个有着神圣来源的特殊民族。之所以神圣和特殊就是因为它是

一个有着独特的犹太教信仰的民族。犹太民族存在的本身就是基于一个神圣的目

的:承认并接受上帝的“启示”是犹太民族存在的唯一理由，而且它还肩负着用

道德行为见证上帝存在、为外邦人作出榜样的伟大使命.所以，正是犹太教使犹

太民族以上帝“选民”的特殊地位和“神圣民族，的身份从其他民族中区别开来;

也正是犹太教这种共同的信仰尤其在那些犹太人被逐和四处流散的艰难岁月里把

每一个犹太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从而成了维系民族生存的伟大力量。犹太人坚

信上帝与其民族的特殊关系，他们在虔诚地遵从上帝的律法、庆祝犹太习俗和礼

仪的过程中重温民族的历史，体味上帝的恩宠，并由此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产生

一种神圣的历史责任感。

    与古代犹太教将个体与民族相结合，培养人们神圣的历史责任感不同，禅宗

追求的主要还是个人的精神解脱。虽然，“禅和任何其他宗教一样具有社会倾向，

不过，由于它强调个人体验，这种社会倾向是在一种比较个人主义的方式下表现

① 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贝。
② 转引自卢升法、何青:《佛光神髓》。华皇出版社1卯5年版，第.”贝。
③Ra比ilrvingG“笼”be落11坦J，ishw娜F政Touchsto理Edi:咖1993，第.引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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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而己。”①在禅宗看来，“度他”首先要“自度”，而不论“自度”还是“度他”，

都要依靠信仰者自身的“顿悟”。所以说到底，在禅宗这里关键的还是个人主观意

识的转变，也就是转换一种心态，用“无心”或不执著的“平常心”去看待外物，

便会觉得万物平等，个性泯然，一切圆融，从而获得个体精神的自由和解脱，所

谓“顿悟成佛”。

    (2)生活的“有意义”和生活的“有意思”

    作为神圣民族的一员，每一个犹太人都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因而每一个犹

太人的生命都与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物相联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与那

个全能的上帝息息相关，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能有特权用自己的行为去亲证上帝的

存在，显上帝的“圣名”;也只有他们才能通过遵循上帝的律法成为外族人的榜样，

承担起世界“救赎”的重任。正因为每一个犹太人都为着一个神圣的目的，为着

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所以，他们的生命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变得更有价值，

他们的生活在践履上帝律法的过程中变得更有意义。

    不同于古代犹太教强调生活的价值和“有意义”，禅宗追求的却是一种生活的

乐趣。它教导人们把一种“无心”运用于生活，不去刻意执著，在详常生活中随

缘任运，这样便不会被外物所扰，相反地却与万物一体，于是精神自由、逍遥。

禅师们常常用不受任何牵累，自由飘飞的云、水等物描绘那种悠然自得的禅境，

如一首“溪云”诗云:“舒卷意何穷，萦流复带空。有物不累形，无迹去随风，莫

怪长相逐，飘然与我同。”②而有了随缘任运的心境，连寻常的生活也变得格外有

乐趣、有意思:挑水担柴皆成妙道，生活处处透着禅意。

    其实说到底，禅宗追求的就是一种境界，它不像犹太教那样让信仰者积极主

动地用自己的道德行为去亲证一个神圣的存在，而是主张在自然无为中展现本真

的自我，然后去契合那个“不可言说”的存在，获得瞬间永恒的高峰体验。所以，

有人说禅宗的境界其实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它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超越了时空、

因果，也超越了一切有无分别，自身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并在这种合一中体会

到宇宙的某种合目的性的存在，从而产生一种自由超脱、宁静淡远的审美愉悦.

2、从上面的比较中很容易看出，犹太教寻求的是一种神圣而崇高的宗教归宿，而

① (日)铃木大拙:《禅与生活》，刘大悲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贞。
②转引自杨咏祁:《禅语今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侧)3年版，第215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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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则倾向于一种逍遥白在的禅的境界.两者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但任何一种宗

教都会带给人一种精神或心灵的超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古代犹太教和禅

宗倒有相通之处。

    在这一方面禅宗最为典型，因为它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的解脱。正如前文中所

述的那样，“禅悟”的最高境界是超越了主客观对立、物我统一的境界。反观自性，

修得一种“不离不染”的“无心”、无所执著的“平常心”，便会在主观意识中泯

除了一切分别，感到万物平等，一切如如，主体与外界完全合为一体，成为一种

永恒的存在。在这一瞬间便物我两忘，超脱生死，获得一种“刹那即永恒”的高

峰体验。所以，禅宗的超越是主体内在的超越，也足植根于日常生活的感性经验

的超越。

    犹太教虽然并不强调人的精神超越，它关注的主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

行为，但它客观上却存在着使人的心灵或精神得以超越的因素。

    拉比们说，“制定律法只是为了使人类净化⋯⋯上帝颁定律法的目的是人的净

化。”。也就是说，《托拉》的全部目的就是使人的存在得到净化和升华。所以，犹

太人在践履律法、遵从宗教习俗和礼仪的生活中会使个体的生命从日常的现实中

提升起来，精神得到净化，灵魂得以升华。

    对这一点最具有佐证意义的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

    安息日是犹太教最重要的表征，是所有“圣日，中唯一一个被单独列入“十

诫”，既与创世又与自由有关的重要节日。在这一天，人们停止一切劳作，静静地

享受这份悠闲和放松。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的社会地位高低，不管你从事

什么样的职业，在这一天大家一律平等。安息日使每个个体不仅关注“自我”，同

时也关心他人，从而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安息日将家庭的成员们聚在一起。

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托拉》，一起祈祷，一起唱歌，一起喝酒，温馨和爱弥漫在

每个人心里。在安息日，没有一个犹太人是孤独的。神圣而快乐的生活将每一个

人融为一体，他们共同享受着家庭的温暖，感受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和谐，也

深深地体味着上帝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尽情地挥洒着上帝赐予给他们的白由、

平等和快乐。

①转引自(英)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盖逊译，山东人学出版社199.年版，第1”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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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每年要守52个安息日，比其他所有节日的总和还要多。而他们在每一

个安息日的感觉又充溢在每周的工作日中，使他们在工作的每一天其实都满怀着

希望。每天的繁杂对他们来说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重要的是那个比他们的生命

还宝贵的神圣的存在和伟大的使命。怀揣着一个对理想目标的美好撞憬，犹太人

的生命得以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超脱出来，奔向那个神圣的永恒的存在。所以，

拉比们普遍相信，安息日具有一种使人超凡脱俗的力量，尊崇它的人会获得一副

“额外的灵魂气

    除了安息日，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还要庆祝其他的许多节日和“圣日”。这些

不断出现的习俗和礼仪会时时地提醒每一个犹太人，他们的生命是与一个神圣而

崇高的来源相联结的，这样，他们的目光便不再紧紧地盯在现实中，心灵也不再

沉醉于现实的短暂快乐，或为现实的残酷和艰难所困扰。他们会觉得自己的灵魂

己从尘世飞升到一个超越的世界，并成为那个有价值有意义的宇宙的一部分，与

那个永恒的、神圣的来源融为一体，从而产生一种内心的宁静，获得一种不朽的

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超越”，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从现实中提升起来，见证了一个

永恒的存在，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总之，尽管有“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之别，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即:

无论是禅宗还是古代犹太教都能带给人一种精神或心灵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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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综合上述关于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在“与生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与生活相

结合的方式”以及它们“所追求的宗教归宿”等三个方面的不同，可以看出:

    犹太民族将犹太教完全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演化为他们独特的生活方

式，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在践履律法、修行宗教。于是，犹太人在敬拜神、听从

神、履行神的律法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精神也得以超越和

净化，生命随之变得“圣洁”。可以说，犹太教是在借助“上帝”这一神圣的强制

力量和犹太人“对律法的遵从”这种外在的形式赋予犹太人的个体生活以特殊的

价值和意义，使他们的生命从俗世中提升出来，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的修行，

是一个“宗教生活化”的过程:而禅宗则让人们反观自性，获得一种内心的白觉，

达到“无念无相无住”。也就是改变白身的主观意识，转变一种心态，修得“无心”，

再将这种“无心”运用到生活中，即成为“平常心”。禅宗教导人们要深入俗世生

活，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用一颖“平常心”去体悟生活，用一种“无分别

智”来看待外物。于是，在顿悟者眼里，一切 “行住坐卧”便都成了禅境，生活

处处显露着禅机，外界被完全佛教化了，日常生活被赋予了宗教的意义。人们就

在自然无为、安于“当下”的生活中与万物融为一体，从而获得一种自由和超脱。

显然，这是一种 “由内向外”的修行，是一个 “生活宗教化”的过程。

    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尽管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在与生活相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但在某些方面还是相通的，并因此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首先，不论是古代犹太教还是禅宗都注重与生活的结合，这一点对于宗教的存

在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宗教就是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它应该与不断

变化的生活紧密相联以适应人们的要求。比如，有的禅宗流派在现代的发展中便

适时地提出“生活禅”、“安详禅”等，就是将“禅”完全地融入生活中，既陶冶

了人的精神，又实现了将自身发扬光大的目的。

    其次，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强调日常的生活，主张立足于现实，注重“当下”，

这对于现代人来说也应是个很好的启发.现代人大多面临着精神危机，生活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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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打采，更有心情抑郁、精神苦闷者，仄倦现实，急欲摆脱世俗的束缚，一味地

去追求解脱。而犹太教和禅宗却告诉我们，不必去寻找“世外桃源”，真正的“超

脱”就在现实中。白然而然地融入生活，积极地去付出自己的努力，逐步地改变

现状，慢慢去接近你的理想。你的生命会在寻常生活中获得价值和意义，你的生

活也会充满活力、自由和乐趣。

    再次，禅宗消除了“二元对立”，号召人们以一颗包容的心去对待外物，以一

种“无分别智”去融合整个世界:而古代犹太教则用崇高的道德行为和切实的行

动去沟通人与上帝的关系。禅宗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包容的态度和古代

犹太教注重道德行为的倾向对我们解决现时代的一些实际问题有着极大的借鉴和

指导的意义。

    一直以来，人们的思想普遍遭受着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控制和现代西方工业社

会的冲击，精神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西方理性主义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人

们以敌视和征服的态度对待大白然，却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大自然越来越多的报复，

人与世界的关系被割裂了:不仅如此，人白身也陷入了人格分裂的境地:程式化

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社会压力的剧增，使人“身心俱疲”— 肉体受到更大的

限制，精神也更加紧张甚至恐惧，人几乎体会不到轻松和快乐。这种机械的、抽

象化的生活让人渐渐失去了情趣，人简直成了“行尸走肉"o

    而禅宗和古代犹太教为我们所提供的这种圆融精神、平等宽容的态度以及注重

道德行为的倾向却为我们解决当前的这些问题指明了方向:人应该有一种万物一

体和“世界环保”的意识，以一颗包容、友好的心去感悟大白然，真正地爱护大

自然，善待大自然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因为人与白然本来就是一体的;人们应该

彻底地改变这种抽象化的生活，用 “爱”和 “行动”来支撑这个世界，增加生活

的情意因素，让和平和正义充满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人们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

趣;不但能善待自己，还要平等地对待别人，友好地接纳别人，接纳别人的文化、

接纳别人的思想。这一点对于我们目前所倡导的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宗教间的平

等对话都足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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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记得三年前在中学教书的时候，我的同事大多因学校繁重的工作压力，不科学

的教育体制以及领导阶层不尽人意的管理水平而整日牢骚满腹，几乎没有多少真

正出自内心的工作热情。我的感觉虽然并没有他们的那么强烈，可也极力地想跳

出那个“牢笼气

    但当真的有一天拿到了山大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对这个曾经极想挣脱的

学校却有了异样的感觉。离校前的那几个月是我从教十年最难忘也最珍惜的一段

美好时光。每天我满怀希望地去上班，曾经感觉刻板的上下班考勤制度对我己不

再是一种苛刻和束缚，相反却变得极为必要和正常;上课时看着那些活泼可爱的

学生心里陡增了许多热情，虽然识破了他们故意捣乱的小伎俩也只足笑一笑，不

再计较··⋯经过一段时间，我忽然意识到:其实学校还是原来的学校，当我用一

种珍视、欣赏的眼光去看它时，曾经厌倦的一切却变得温馨、可爱起来。我于是

想到那些只知一味抱怨的同事。正如有人说的那样，如果你不能改变现状，那么

就改变你白己。所以，对他们来说，也许改变一种心态就会改变一切。

    当重入大学校园接触到禅宗的“顿悟成佛”时，我又想起了这段经历。我欣喜

于自己一时的感悟竟在这里找到了相似的“论点”和“论据”，同时也体会到宗教

对人们生活的指导意义，因之便对禅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除了佛教，我们还陆

陆续续地学习了其他的宗教。这些宗教仿佛为我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看到了一

个别样的天地，心中尤其为那个弱小却坚强的犹太民族在生活中严格地践履民族

信仰的矢志不渝的精神与坚忍不拔的毅力而震惊和赞叹。所以，当我的导师陈坚

老师热心推荐这个关于古代犹太教和禅宗如何与生活相结合的比较课题让我做一

篇毕业论文时，我真的非常高兴。虽然已写成的这篇论文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

题，但我在搜集材料、组织全文的过程中却感觉自身增长了很多的见识，精神上

也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三年的学习生活转瞬即逝，我也从最初对宗教的无知甚至“抵触”转变为对它

的理解和喜爱.我深知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师们的辛勤培育，心中充满了无限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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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激:感谢傅有德老师和陈坚老师为我的毕业论文提出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并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中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帮助:感谢刘新利老师和赵杰老师绘

声绘色的授课和谆谆的教诲激发起我对宗教的学习兴趣;感谢平易近人的牛建科

老师多年来不仅在我的学习上给予激励和必要的指导，而且在生活中也提供了许

多方便。另外，我们的外教M.AvrumEhrlich也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沦文的写作，

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三年来，老师们严谨的治学风格、渊博的学识和热情朴实的为人都给我留卜了

极深的印象，为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老师们真诚的鼓励和无私的帮助也必将

化为我学习的动力，催我奋进，促我成长。

    最后，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

20064.12

于山大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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