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齋絮語] 人物篇-文士與禪機

唐宋文人作家中，諳通佛理者莫如蘇軾。平生與方外往還的不可勝數。單在熙寧四年

（公元一〇七一年〉，受到彈劾，京官外放，出任杭州通判，在錢塘間交往的名僧，

便有惠勤、惠思、惠詮、清順、可久、惟肅、義詮等，可以見微知著了，至於緇素間

的酬唱，梵宇僧樓的題記，在東坡的作品裏確實佔有極大的比例。其中〈法惠寺橫翠

閣〉中的

「……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橫

翠憶峨眉。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襴人易老。百年興廢更堪哀，

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找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

更是千古傳誦的名句。

二十年後，東坡於元祐五年（公元一〇九〇年），以龍圖閣學士的身分，重來杭

州，任太守職，路經潤州。按顔中其所編《蘇東坡軼事匯編》所載：東坡的方外知己

佛印禪師在當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因此以便服到方丈室去探望他。

佛印對禪理頗有機鋒，遠見東坡到來，打算用禪語跟他交鋒一下，所以説道：「内翰

何來？此間無坐處！」

東坡聽了，知是禪機，因此回敬一句：「暫借和尚四大（的身軀），用作禪床。」

沒處坐而要坐到禪師的法體之上，這雖是戲語，可是在言陳方面來聽，卻是很不莊敬

的話。佛印正好把捉機緣，再來難他一難，便對東坡説道：

「山僧有一轉語，内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把四大所成的身體借
予 你 東 坡 暫 作 禪 床 ） 。 如 稍 涉 擬 議 （ 猶 豫 思 慮 ） ， 所 繫 玉 帶 ， 願
（你把它）留（下來）以鎮山門。」

時東坡也年過五十，對佛理禪機多所涉獵，加以聰敏過人，「致君堯舜」，尚覺「此

事何難」，自以為佛印三言兩語，又怎可能把自己難倒；因此許之，解下玉帶，置諸

几上。這時佛印便開始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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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按：身軀在五蕴中，是由色藴的地、
水、火、風四大元素組成，本性是空，不是實有），内翰欲於何處
坐？」

東坡雖然在概念上也懂得「緣生性空」、「諸法無我」的道理，從他所作《琴詩》及

樂府《臨江仙》中「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等等文句，都可為證。可是缺

少了修證功夫，面對佛印這個砍頭一問，擬議支吾之間，便無法即時當機作出回應。

佛印立即急呼侍者：「收此玉帶，永鎮山門！」東坡倒也大方，笑而與之。佛印也取

衲裙相報，並賦二絶；東坡次韻：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
衣。」

一時傳誦，成為美談。

從東坡與佛印這段軼事，可見禪悟之道，聰敏穎達、讀書明理固然重要，不過，假若

祇從語言概念上用功，不求真修實證，所得的也惟是「口頭禪」中的戲論，實在進不

到「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的真正禪悟境界。

往期《山斋絮語》精彩文章：
藝文篇：春到人間；琴詩；
生活篇：逃避與面對；插了梅花便過年；初雪；仁者心動；
思想篇：悲與智；
憶舊篇：情理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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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生著 2000年4月出版

作者李潤生居士，早年從事中國語言學及文學研究；自進新亞研究所後，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及

佛學家羅時憲先生，轉向思想的探索，經三十餘年的鑽研，對佛家的因明學、中觀學及唯識學都極有

成績，所發表的專書著作，不下十種。

但在學術研究之餘，作者對其宗教生活，亦極其重視；此佛家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儒

家所謂「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與世間天地相感通，發而為文，雖片文隻字，都是作者直抒

胸臆，真性情、新思維的流露。

由是作者就其十八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思，以其敏銳的筆觸，感人的文辭，分成遊履、人物、懷

舊、藝文、思想、生活等六大範疇，撰著成佛學小品凡一百一十七篇，都能如實反映出一個現代知識

分子，在古今中外文化沖激下所行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真正精神面貌。

讀者可以透過每一短篇的內容，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分享作者的獨特感受，開啟個體生命所涵蘊著

的無限悲情與智慧。

随缘点“在看”，都是爱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