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zO卷  第 2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Vol.20,No。 2

1993年 4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而 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priI,1993

马祖道 洪州宗禅学

宗美

皮

及其在禅 学思想史上的意义

中国禅宗美学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 以自己独特的美学范畴及其思想体系 ,丰富了

中国美学的理论宝库。慧能提出的
“
道由心悟

”
的命题 ,不仅是禅宗禅学思想的纲骨 ,而且是禅宗

美学思想的纲骨。这个命题把
“
道

”(禅 )、
“
心”

、
“
悟

”
等重要范畴有机地组合在一起 ,呈现出禅宗美

学思想体系的逻辑结构 ,展示出禅宗美学是生命美学的丰富内容G。 中国禅宗美学思想史就是这

些重要范畴不断发展、演变从而使生命美学不断丰富、变化的历史。在中国禅宗及其美学思想发

展史上 ,马 祖道一所创立的洪州宗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翻检中国禅宗史 ,就会知道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 ,北方地区出现动荡不定的局面 ,由 于武宗灭

法与唐末农民起义的冲击 ,从根本上摧毁了佛教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因 而北方禅宗日趋衰落。

可是 ,出 自慧能门下的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两大系,这时却在南方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是由于 :南

方地区所受战乱的破坏 ,与 北方比较而言 ,相对要小一些 /lTx让 与行思两系的禅法更加简便易行 ,

接机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因 而使南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分别出自南岳门下与行思门下的马祖道

一与石头希迁 ,创建了洪州宗与石头宗。他们从不同方面发展了慧能的禅学思想 ,是从慧能禅过

渡到五家七宗禅之间的重要环节 ,并且为后期禅宗奠定了理论基础。马祖弘法于江西 ,石头传禅

于湖南 ,可谓盛况空前。据《五灯会元》卷三《江西马祖道一禅师》引国子博士刘轲语 :“江西主大

寂 ,湖 南主石头 ,往来憧憧 ,不见二大士 ,为无知矣。
”

马祖道一(709-788)° ,俗家姓马 ,后 人尊为马祖。汉州什邡(今 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县)人 。幼

年依资州处寂出家 ,从渝州圆律师受具戒。开元中(735年顷)至刂衡山结庵而住。时南岳怀让住般

若寺 (′ lTx让于先天二年往衡岳居般若寺),见其不凡 .“知是法器
”
,加 以开导 ,“密受心印

”
。马祖侍

奉怀让十年 ,才 离南岳。后在江西开堂说法 ,起 初住建阳(今福建省)佛迹岭 ,既而迁临川,之后又

迁南康龚公山,所至聚徒说法。大历中住钟陵(今江西进贤县)开元寺 ,四 方学者 ,云集座下 ,其
“
入

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 ,转化无穷
”
。°

值得注意的是 9马祖
“
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

”°,必然受过唐和尚的某些影响。
“
资州唐和

尚
”
即处寂(648— 734)j· q系 智诜(539-618)° 的法嗣 ,“俗姓唐 ,承后

”°。智诜出自弘忍门下 ,在四

纲朝



40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 ) 总第 91期

川弘化 ,建立资州智诜系。据《历代法宝记》所载 ,智 诜曾作《般若心匚经彐疏》一卷 ,其禅学思想是偏

于般若无所得思想的。智诜传处寂 ,处 寂门下有净众寺无相 (680-756)⑧ ,无相以下又有保唐寺

无住(714— 77逐 )。 净众寺与保唐寺都是当时影响较大的禅宗流派。而
“
无忆无念莫妄

”三句⑨
代表

了他们的禅学主旨,这 与慧能在《坛经》(敦煌本 )中提出的
“
无念无相无住

”
的思想是一致的。虽然

禅宗典籍没有记载处寂为马祖说法的事 ,但作为慧能的再传弟子 ,马 祖在继承和发展慧能的禅学

思想中必然吸收了处寂门下某些与慧能-致的思想。

马祖道一是南岳怀让的法嗣 ,受南岳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他是在南岳磨砖作镜及以
“
女口牛

驾车
”
为喻的开示之下而悟入的

t。 。南岳明确反对坐禅坐佛 :“若学坐禅 ,禅非坐卧。若学坐佛 ,佛

非定相。于无住法 ,不应取舍。汝若坐佛 ,即 是杀佛。若执坐相 ,非达其理。
”
他以

“
女口牛驾车

”
为喻 ,

指出 :“ 车若不行 ,打车即是 ,打牛即是 !”
1。 按世俗的观点 ,如 以牛驾车 ,车 若不行 ,当 然应该打牛◇

但在禅门宗师看来 ,打牛并非正确的答案。困为 .打牛即使可以行车 ,那么 ,不打牛的时候 ,车子不

是照样不走么!坐禅即使可以修道 ,那么 ,不 坐禅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因此 ,打车不对 ,打牛也不

对 ,因 为驾御牛车的是赶车之人 ,悟道成佛的根本在参禅求道者的心上 ,应返现 自心 ,自 心是佛 9

因为
“
心地法眼能见乎道

”1-。 马祖在南岳的开示下 ,悟 出了
“
即心即佛

”
之理—— 当下直指人心 ,

见性成佛。南岳关于
“
说似 -物即不中

”1吝 的著名公案 ,成为禅宗史上的千古佳话。自J眭妙道 ,本体

大全 ,其性质不可言说、正如马祖所说的 :“ 法身无穷 ,体无增减 ,能大能小 ,能方能圆 ,应物现形如

水中月”滔滔运用不立根栽 ,不 尽有为 ,不住无为。
”Θ马祖的再传弟子黄檗希运则明确指出 :“ 此

心无始以来 .不 曾生 ,不 曾灭 .不青不黄 .无形无相 ,不属有无 ,不计新旧 ,非 长非短 ,非大非小 ,超

过一切限量名言纵迹对待。
”1讠 而且 ,南 岳十分强调这个不可言说的 自性 ,应 当保持其光明纯洁 ,

不可污染 :“ 修证则不无 ,污 染即不得。
”
所以慧能加以

“
印可

”
而指出 :“ 只此不污染 ,诸佛之所护

念。汝既如是 ,吾亦如是。
”1忄

南岳的思想在马祖身上有着深刻的烙印。马祖继承、修正、发展了南

岳的思想。南岳主张 自性不可η亏染
”
,但并不反对

“
修证

”
,而 马祖则明确反对

“
修道坐禅

”
。他指

出
“
各信 自心是佛 ,此心即是佛心

”ti,佛 是
“
自家本心

”
,“ 自家本性

”
,因 而

“
本有今有 ,不假修道坐

禅 ,不 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
”1ˉ 又说 :“道不用修 ,但莫污染c,并具体解释了

“
污染

”
的内涵 :“ 何

为污染?但有生死心 .j± 作趣向 ,皆 是污染
”t。 。也就是说要保持 自性的光明圆满纯洁。他更明确

提出了
“
平常心是道

”
.Ⅱ 行住坐卧、应机接物 ,尽 是道

”2∶ 的命题 ,主 旨在使人的生命川流不息 ,永

葆青春。

禅宗美学是生命美学。突出地体现在
“
禅

”
的内涵上。

作为达摩学说的《少室六门集》中的《Jll^脉 论》曾说 :

佛是西国语 ,此土云觉性。觉者 ,灵觉。应机接物 ,扬眉瞬目,运手动足 ,皆是自己灵觉之性。性即是心 ,

心即是佛 ,佛 即是道 ,道即是禅 ,禅之一字 ,非 凡圣所测。

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分析了
“
禅

”
之

“
源

”
:“源者 9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 ,亦名佛性 ,亦 名心

地。⋯⋯此性是禅之本源 ,故云禅源⋯⋯。
”
可见,在禅宗那里 ,“禅

”
的内涵已不是传统禅学所说的

只是
“
静心思虑

”
之意 (《 慧苑音义》卷上 :“ 禅那 ,此云静虑 ,谓静心思虑也。

”
),他 们认为禅是众生

之本性 ,是众生成佛的因性。禅宗又把它称之为本地风光、自己本分、本来面目,乃指人人本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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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自性。禅宗所追求的就是那个
“
父母未生时

”
的本来面目,也就是生命的原型本色。铃木大拙

指出 :“本来面目乃是一个人最深的内在或自我或本来生命明
,“禅即生命

”
,“禅是生命的本身②。

在慧能禅学那里 ,心与性都不离现实的、具体的人们当下的心念。慧能所言之
“
心”

,比较多的

是指
“
妄心

”
、
“
邪心”

,实际上指的是人们当下的一念之心。若于此心上除却各种邪心、执著之妄

心 ,就称之为
“
净心

”
。净心之后 ,心不起任何执著之心(包括对佛道、对净心的追求、执著之心),便

能
“
心地常自开佛知见吻 ,就是获得了开悟与解脱。慧能所言之

“
性

”(一般用
“
本性

”
、
“
自性

”
、
“
人

性
”),具有真如、佛性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意义 ,它既是一切众生的本性 ,又是众生得以解脱成

佛的依据。但慧能对
“
本性

”
、
“
自J眭 ”

、
“
人性

”
的具体解释 ,已不同于传统的佛性—— 如来藏的思

想 ,他用般若实相说融摄涅檗佛性义 ,而将
“
性

”(真 心)引 向了人们的当下之心 ,因 此他所说的本

净的本性、自性、人性 ,主要是指众生之心念念不起妄心执著之本性 ,是众生之心不起妄念的一种

自然状态 ,一般并不是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那种抽象的精神实体。总之 ,慧能注重的是当下的鲜

活之人心(本来面目),而不是去追求一个抽象的精神实体。慧能着力否定一切可执著的东西 ,留

下人们当下的心念 ,这在实际上把活生生的每个人自身推到了最重要的地位 ,把活泼泼的人之为

人的本性、活泼泼的人的生命放到了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地位②。

马祖道一对慧能禅学的重大发展 ,就是将活生生的
“
人

”
突出到十分显著的地位。在洪州宗禅

学那里 ,已把慧能注重
“
心

”
发展到注重

“
人

”
。在他们看来 9“ 人

”
就是

“
佛

”
:“全心即佛 ,全佛即人 ,

人佛无异 ,始 为道矣。吣十分强调从当下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去证悟 自己‘本来就是佛 ,佛

就是人的自然任运的自身之全体。在马祖禅看来 ,生机勃勃是人之为人之所在 ,是人之本质之性

与表现出来的现实之相的统一 q而其性相都是没有实体性的。正象宗密在《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

承袭图》中评价洪州宗的主张时说的 :

洪州意者,起心动念,弹 指动目,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作用,更无别用。全体贪嗔痴,造善造恶,受 乐

受苦,此 皆是佛性。

这指出了洪州
^宗

不仅把现实的具体的当下之人心作为佛 ,而且把现实的具体的当下之人的全体

作为佛。

洪州宗强调
“
入佛无异

”
的同时 ,十分强调在日常的举动言行中去发现自我 ,去认识自身的价

值。马祖道一的再传弟子、百丈怀海的法嗣长庆大安禅师就指出:每个人自身就是
“
无价大宝

”Θ。

马祖特别注意启发学人去发现和认识
“
自家宝藏

”
。大珠慧海初参马祖 ,为求佛法 ,马祖曰 :“我这

里一物也无。求甚么佛法?自 家宝藏不顾 ,抛家散走作么 !”大珠不解其意 ,问 :“ 阿那个是慧海宝

藏?”祖曰 :“ 即今问我者 ,是汝宝藏。一切具足 ,更无欠少 ,使用自在 ,何假外求?”大珠于言下有省 ,

“
自识本心

”。。可见,在 马祖那里 ,现 实的具体的人就是
“
宝藏

”
,它

“一切具足 ,更无欠少
”
,这无疑

是把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现实之入 ,也就是把人的生命的全体 ,视为无价之宝。为此 ,他常采用

扭鼻、耳掴、拳打、脚踢的手段 ,去 启发学人返观自心 ,发现与认识自我。马祖野鸭子的公案 ,就是

典型的例子。据《五灯会元》卷三《百丈怀海禅师》记载 :马祖和弟子百丈怀海在郊外行走 ,见一群

野鸭子飞过。马祖问 :“是甚么?”百丈说 :“野鸭子。
”
马祖又问 :“甚处去也?”百丈答 :“ 飞过去也。

”

马祖于是狠狠拧了百丈的鼻子 ,百丈
“
负痛失声

”
。马祖提示说 :“ 又道飞过去也。

”(意思是说 :怎 么

样 !E自 我彐并没有到什么地方去呵!)百丈
“
于言下有省

”
,从而开悟。又如洪州水潦和尚初参马祖 ,

问 :“ 如何是西来的的意?”马祖叫和尚∵礼拜著 !”当和尚
“
才礼拜 ,祖乃当胸蹋倒。师大悟 ,起来拊

掌呵呵大笑硒。马祖的扭鼻、脚踢 ,无非是要斩断学人的思维 ,剪除其分别心 ,刹 那间痛感自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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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存在的同一。禅师开悟后都会进入一种从未经验过的满足、平和与喜悦之境。马祖在南岳怀

让的开示下有所悟入 ,“ 一蒙开悟 ,心意超然
”

,“ 女口饮醍醐
’’a。 “

醍醐乃五味之一 ,制 自牛乳 ,味 中

第一。《涅桨经》三曰 :“醍醐者名世间第一上味。
”
获得开悟

“
女口饮醍醐

”
,乃是获得佛性后的一种

十分舒适的审美感受。所以圆悟克勤说
“
若参得透 ,见得彻 ,自 然如醍醐上味相似

’’cO。 他还具体描

述了这种审美的愉悦之境 :只 要
“
绝气息 ,绝笼罗 ,一念不生 ,蓦地欢喜 ,如 暗得灯 ,如贫得宝 ,四大

五蕴 ,轻安似去重担 ,身心豁然明白 ,照了诸相 ,犹如空花 ,了 不可得 ,此本来面目,现本地风光 ,露

一道清虚 ,便是自己放身舍命安闲无为快乐之地 啕

在慧能那里 ,禅被视为人人所具有的本性 ,是人性的灵光 ,是人性之美的集中体现。在马祖禅

这里 ,随处都采取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 ,禅就是现实的具体的当下之人的
“
全体作用

”
,也就是

人的活泼泼的生命之灵光 ,这样 ,现实的具体的人及其鲜活的生命这个无价大宝 ,就成了美的最

集中的体现。

禅宗追求一种随缘任运、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境界—— 禅境 ,

它既是禅宗所追求的人生境界 ,又 是禅宗所讴歌的审美境界。禅宗是把建构健全的人生 (力 图在

禅境中完成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格 )、 光明的人生 (自 由自在的理想人格),从而建构起一种理想的

人生境界作为自己的最高宗旨。马祖关于
“
平常心是道

”
、
“
行住坐卧 ,应机接物 ,尽是道

”
的命题 ,

不仅把慧能所说之心为当下现实活泼泼的人心的特点表现得更加突出 ,而且 ,非常突出地表现了

禅宗任性逍遥 ,随缘放旷 ,注 意对流动的人生的把握 ,对圣洁的生命的追求 ,重视从 日常普通的生

活中获得解脱 ,其解脱也就充满了自然的情趣和诗意。马祖对他的命题是这样说明的 :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

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于今行住坐卧 ,

应机接物,尽是道。扌

可见,道 一的
“
平常心

”
,乃是排除了

一切分别的、无对立的、绝对的般若直观 ,而这一般若直观只

能是 日常生活的 自然流露 ,是 人身的 自在任运 9因 为
“
著衣吃饭 ,长 养圣胎 ,任运过时 ,更有何

事。
”茁马祖的弟子大珠慧海进一步说明了连吃饭睡觉这种最平常、最普通的生活 ,只 要是极为 自

然 ,毫无造作 ,也就是解脱成佛境界。他十分强调
“
自然逍遥见道

’’c9。 他与源律师的一段对话对此

作了十分生动的表述 :

源律师问:Ⅱ 和尚修道,还 用功否?”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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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 何故不同?”师曰:“ 他吃饭时不肯吃饭 ,百 般须索;睡 时不肯

睡,千般计较:所 以不同也。
”
律师杜口。寓

大珠慧海道出了
“
任其 自然

”
是禅宗解脱成佛境界的实质 ,因 为

“
解道者 ,行住坐卧 ,无非是道 ;悟

道者 ,纵横 自在 ,无非是法
獭 ,否 则 ,终 身

“
吃饭睡觉

”
只是污染造作 ,还是不能解脱成佛。

总之 ,在禅宗那里 ,禅就是众生之本性 ,是生命之灵光 ,是美的集中体现 ;是解脱成佛之圣境 ,

是生命的自由境界 ,是审美的最高境界。马祖道一所开创的洪州宗 ,对禅宗的禅法及美学思想展

开了新的局面 ,补充了新的内容。

洪州宗门人对于自然审美和艺术审美的看法 ,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禅宗美学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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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然的审美 ,无论是玩月 ,还 是赏雪 ,还是观花 ,禅宗都强调从大 自然的欣赏中获得超越

与领悟 ,强调人与大 自然打成一片 ,人之本性与 自然之法性打成一片 ,以 追求一种 自然适意的生

命情调。

马祖曾对他的三位高足—— 西堂智藏、百丈怀海、南泉普愿的
“
玩月

”
态度 ,进行了评价 ,表现

出马祖的自然审美观—— 注重
“
独超物外

”
的审美观照态度。据《五灯会元》卷三《马祖道一禅师》

记载 :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随侍玩月次。师问:“恁么时如何?”堂曰:“ 正好供养。”丈曰:“ 正好修行。”泉拂袖

便行。师曰:“ 经入藏,禅 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

虽然西堂、百丈、南泉三人都从明月体验到了真如佛性 ,但是 ,马祖却特别称赞南泉
“
独超物外

”
的

审美态度。西堂的回答是
“
正好供养

”
,其意是说高挂天上的朗月 ,既光明又圆满 ,是具足一切的禅

境的显示 ,应该小心护持 ,不要破坏了这 自然之美。马祖认为西堂智藏的见解合乎经教。但是禅

道是不可言说的 ,一落言筌 ,就是第二义 ;而且这仍属于心有所执著 (供养护持 ),并未真正进入解

脱之境 ,使 自己的自性与自然的法性融为一体。百丈的回答是
“
正好修行

”
,其意是说应该积极进

取 ,参禅修习 ,使之达到如朗月这种圆满境界。马祖认为他的看法符合禅理。但是 ,禅道不可言说 ,

百丈落于言筌 ,已 属第二义 ;而且 ,“道不用修
”
,有意为之 ,则为执著 ,并未真正进入解脱境界。而

南泉普愿的回答则十分干净利落 :“拂袖便行
”
。这说明南泉对朗月⊥一 禅境持无所执著的观照 ,

明月按 自己的生命节奏 自然任运 ,而观照者按 自己的生命律动 自在任运 ,净 心与朗月共振 ,从而

使 自性与法性融而为一。南泉不落言筌 ,无任何执著 ,获得了独特的般若体验 ,“拂袖便行
”
正是这

种体验的显示。所以马祖特别称赏南泉的超脱 :“独超物外
”
。时过若干年后 ,南泉 (俗家姓王 ,自

称王老师 )在一次
“
玩月

”日寸,还 向别人提起过这次
“
玩月

”
的事 :

师玩月次,僧 问:“ 几时得似这个去?” (按 :意思是说:几 时才能修行到心如朗月的程度)师 曰:“ 工老师二

十年前!亦恁么来。
”(按 :崽思是说:在二十年前就曾达到了这样境界)曰 :叩卩今作么生?” (按 :意 思是说:你

今日的境界又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师便归方丈。Θ

可见 ,南泉对朗月仍然采取了不落言筌、独超物外的态度。
“
独超物外

”
无疑是一种无所执著 ,无所

用心 ,不计利害得失的审美观照态度。

庞居士
“
好雪片片

”
的典故 ,又 表现出洪州宗门人在对 自然美景的审美观照上 ,重视看 (审美

主体的内在生命 )与被看 (审美对象的内在生命 )之 间的心灵共振—— 审美共鸣。

庞蕴乃马祖法嗣 ,他以居士身分入世学习佛教。他曾在药山惟俨禅师处修行 ,不久便告辞云

游。《五灯会元》卷三《庞蕴居士》作了如下记载 :

因辞药山,山 命十禅客相送至门首。士乃指空中雪曰:“ 好雪!片 片不落别处。”有全禅客曰:“ 落在甚处?”

士遂与一掌。全曰:“ 也不得草草。”士曰:“ 恁么称禅客,阎 罗老子未放你在。”全曰:“ 居士作么生?”士又掌曰:

“
眼见如盲 ,口 说如痖。

”

在庞蕴看来 ,美丽洁白的雪花 ,一 片片都落到该落的地方 ,使大地穿上银妆 ,一片白色。圆悟克勤

在《碧岩录》第四十二则《庞居士好雪片片》的
“
评唱

”
中,把雪花飞舞、片片飘落在应飘落之处的自

然美景作了描述和概括 :“ 目艮里也是雪 ,耳里也是雪 ,正住在一色边 ,亦谓之普贤境界一色边事 ,亦

谓之打成一片。
”
克勤之意在强调人与大自然打成∵片,人 之本性与自然之法性打成一片。而庞蕴

正是以自己的自性清净心 (内 在心灵)去观照雪花世界的法性 (宇 宙的内在生命),而且是一种不

计利害得失、主客两泯、无所执著的般若观照 ,从而发生了生命的共鸣。而
“
全禅客

”
却以分别识、

执著心去看这雪花的飘飞 9“ 眼见如盲 ,口 说如痖
”
,因 而不能以未被污染之清净心与大自然的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第 91期

性打成一片 ,所 以庞蕴给以当头棒喝。

庞蕴有此般若体验 (审美体验 ),是得 力于马祖的开导 。据《五灯会元 》卷三记载 :

(庞蕴)后参马祖 ,问 曰:“ 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祖曰:“ 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 ,即 向汝道。”士于言

下顿领玄旨。乃留驻 ,参承二载。

不与万法为侣 ,即 不在万法变化之中,只有
“
自性

”
能包容万法 ,能不与万法为侣者 ,即 是见性成佛

之人。在禅宗看来 ,未见道之人是不能吸尽西江水的 ,而见性成佛之人 ,就能使自我的心性与宇宙

法性 (大全)融合为一 ,当 能一口吸尽西江水 ,所谓一毛吞巨海、芥子纳须弥是也。

南泉普愿
“
见花如梦

”
的论断 ,也表现出洪州宗门人在对自然美景的审美观照上 ,重视透过事

物外在的形相直透事物内在生命的本源 ,从而使自性与法性合一的审美原则。据《五灯会元》卷三

《南泉普愿禅师》记载 :

陆大夫 (陆 亘)向 师道 :“ 肇法师也甚奇怪 ,解道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
师指庭前牡丹花曰 :“ 大

夫 !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
”
陆罔测。

“
肇法师

”
指僧肇 ,东晋时代著名佛学家。他在融会中外思想的基础上 ,用 中国化的表达方式 ,比较

准确完整地发挥了非有非无的般若空义。他在《肇论 ·涅檗无名论》中引用、解释了庄子
“
万物皆

一”
的论述 ,而且把应子

“
万物皆一”

的齐物论发展为
“
齐万有于一虚

’’a的虚无论。他是从万物非

真、法我两空的般若空观引出
“
物我为一”

的 ,他的
“
物我为一

”
是

“
相与俱无

”
的主客泯灭——“

彼

此寂灭 ,物我冥一呐。但在禅宗这里 ,认为万物与我为一的基础乃是主体的无心无我 ,是 自性清

净心与自然法性的同一。陆亘不解僧肇的言论 ,南泉才借观赏牡丹花为喻。在他看来 ,迷眼人(持

分别智、执著心的人)观赏牡丹花 ,只 能见其外在形相 ,虽然牡丹花以她艳丽的形态吸引人 ,这是

美的象征 ,然而外在形相是因缘和合而成 ,有生有灭,虚幻不实的 ,因 而如梦幻空华 ,徒劳把捉 ;只

有明眼人(解道者)才 能透过花的外在形相直达牡丹花的生机勃勃的内在生命的本源——美的本

性 ,从而使自我的自性 (内在生命)与万物的法性合而为一 ,从而进入审美境界。

洪州宗人在对待自然美的评价上 ,特 别推崇朴素自然 ,不饰雕琢之美。他们常常从大自然的

欣赏中获得一种浑然天成、自然适意的诗意般的生命情调。《五灯会元》卷四《长庆大安禅师》记

载 :

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木 ,其形似蛇 ,于背上题曰 :“ 本自天然 ,不 假雕琢。
”
寄与师 (按 :长 庆大安 ,百丈怀

海法嗣 )。 师曰 :“ 本色住山人,且无刀斧痕。
”

这充分表达了洪州宗门人推崇性自天然、不加刀斧的自然素朴之美。 °

总之 ,洪州宗人在对待自然美的问题上 9总是注意在对自然的静默观照中,发现宇宙生生不

息的内在生命 ,领悟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底蕴 ,从而形成个体之心与宇宙心的交流与合一。

在艺术的审美方面 ,洪 州宗人也表现出一种特殊的风貌。对绘画艺术 (特别是人物肖象画),

他们认为 ,无论作品画得怎样逼真 ,已 不是绘画对象(特别是人物)本身 ,而人是个活泼泼的、一切

圆满具足的整体 ,而 画像只是无生命的、表象的、符号化的象征物 ,它 只不过是整体的局部、表象、

抽象的反映 ;而且他们认为 ,“ 心
”
所显现的一切事物(包括绘画在内)皆如梦幻泡影 ,虚幻不实。据

《五灯会元》卷三《盘山宝积禅师》记载 :

师(盘 山宝积)将顺世 ,告 众曰:“ 有人邈得吾真否?” 众将所写真呈上,皆不契师意。普化出曰:“ 某甲邈

得 "。 师曰:“ 何不呈似老僧?” 化乃打筋斗而出。师曰:“ 这汉向后掣风狂去在 !”师乃奄化。

众僧的画像无论画得如何逼真 ,“ 皆不契师意
”
,囚 为画像是

“
心

”
所呈现的虚幻不实的梦幻泡

影,只 有普化
“
打筋斗而出

”
,以 他活泼泼的生命存在,整体的、直接的、具体的作了回答,显示了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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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宝积的生命存在的整体 ,因 而盘山宝积予以首肯 ,安然奄化。

无独有偶 ,马祖的弟子北兰让禅师也以自己的存在替代绘画的写真 :

江西北兰让禅师,湖塘亮长老问:“ 承闻师兄画得先师真,暂请瞻礼。”师以两手擘胸开示之。亮便礼拜。

师曰:“莫礼!莫礼!”亮曰:“ 师兄错也,某 甲不礼师兄。”师曰:“ 汝礼先师真那!”亮曰:“ 因甚么教莫礼?”师曰:

“
何曾错?”

°

让禅师
“
以两手擘胸开示

”
,乃是以自己的生命存在 ,整体地具体地显示先师的生命存在 ,亮 长老

与让禅师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

这种对待绘画艺术的审美观 ,在六祖慧能那里已露端倪。
“
又有蜀僧 ,名 方辩 ,来谒曰 :‘善捏

塑。’祖 (慧能 )正 色曰 :‘试塑看。’方辩不领旨,乃塑祖真 ,可高七尺 ,曲 尽其妙。祖观之曰 :‘ 汝善塑

性 ,不善佛性。’
”o方

辩这位艺术家的塑像
“
曲尽其妙

”
,慧 能却冷漠视之 ,就是因为在禅宗看来 ,

塑出来的人物像无论如何逼真 ,已 不是活生生的、一切圆满具足的慧能本身 ,只 不过是一个无生

命的象征物 ,而且是虚幻不实的象征物而已。

这种把绘画与雕塑艺术看成为如梦幻泡影般虚幻不实的审美观点 ,对后来的禅宗门人有很

大的影响。出自南岳系下、黄龙慧南禅师的法嗣、宋代僧人仰山行伟禅师就用十分明确的语言说

过 :“ 大众见么?开眼则普观十方 ,合 眼则包含万有。⋯⋯若道不见 ,与死人何别?直饶丹青处士 ,

笔头上画出青山绿水、夹竹桃花 ,只 是相似模样。设使石匠锥头 ,钻出群羊走兽 ,也 只是相似模样。

若是真模样 ,任是处士石匠 ,无你下手处。
”
他还 自题其像曰 :“吾真难邈 ,斑斑驳驳。拟欲安排 ,下

笔便错。
”您坌在仰 山行伟看来 ,无论绘画还是雕塑 ,都

“
只是相似模样

”
,而不能表现出宇宙万有的

内在生命 ,其生命存在—— “
真模样

”
是任何绘画家和雕塑家都没有下手处的 ,否则 ,“ 拟欲安排 ,

下笔便错
”
。

综上所述 ,可 见禅宗在 自然审美和艺术审美方面 ,特别关注 自我内在生命的存在与展示 ,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禅宗美学是生命美学的特质。而洪州宗门人在丰富禅宗美学—— 生命美学方面 ,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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