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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头 法 融 禅 师 ，俗 姓 韦 ，润 州 延 陵 人

（今江苏镇江市）。法融禅师十九岁时，便

学 通 经 史，不 久 开 始 阅 读 大 般 若 经，对 般

若真空之旨，有所悟人。他曾感叹道：“儒

道 世 典 ，非 究 竟 法 。 般 若 正 观 ，出 世 舟

航。”于是产生了出家的念头，后隐居于茅

山，依 三 论 宗 学 者 炅（jiong）法 师 落 发，并

从他学习般若三论（《中论》、《百论》、《十

二门论》）和禅定。

二十年后，法融禅师离开了茅山，在牛

头山（今南京市中华门外）幽栖寺北岩下的

一个石室中专习禅定。他的禅定功夫很好，

有很多灵异之事。原来这一带经常有老虎

出没，连樵夫们都不敢从这里经过。自从法

融禅师入住后，再也没有老虎了。有一天，

法融禅师正在打坐，突然来了一条丈余长的

大蟒，目如星火，举头扬威。那蟒在石室的

洞口呆了一天一夜，见法融禅师没有任何动

静，于是就自动走开了。更为奇特的是，经

常有群鹿伏在石室的门口，听他讲经，甚至

还有百鸟衔花来供养他。

贞观年间，四祖道信禅师正在蕲州黄

梅双峰山弘法。有一段时间，四祖经常遥

望 金 陵 一 带，发 现 那 儿 紫 气 缭 绕，知 道 必

定有奇异之士在那儿修行，于是亲自前往

寻访。

一天，四祖来到幽栖寺，问寺院里的僧

人道：“此间有道人否？”

那位僧人不耐烦地回答道：“出家儿那

（哪）个不是道人？”

四祖反问道：“阿那（哪）个是道人？”

被四祖这一喝问，那僧无言以对。

这时，别外有一位僧人出来，告诉四祖：

“此去山中十里许，有一法融，见人不起，亦

不合掌，莫是道人么（离这儿十多里路的深

山里面，有个叫法融的禅师，终日坐禅，见有

人来，既不合拿问讯，更不起来接待。莫非

他是个道人）？”

四祖听了，于是策杖入山，来到石室跟

前，只见法融禅师正在打坐，神情自若，目不

他顾。

四祖于是问道：“在此作甚么？”

法融禅师回答说：“观心。”

四祖又问：“观是何人？心是何物？”

法融禅师一下子被问得无言以对。于

是便站起来，向四祖作礼，并非常客气地问

道：“大德高栖何所？”

四祖道：“贫道不决所止，或东或西。”

法融禅师问：“还识道信禅师否？”

四祖道：“何以问他？”

法融禅师道：“向德滋久，冀一礼谒（我

仰慕这位大德很久，希望能有机会前往礼拜

参访）。”

四祖道：“道信禅师，贫道是也。”

法融禅师非常惊喜，问道：“因何降此？”

四 祖 道 ：“ 特 来 相 访 ，莫 更 有 宴 息 之

处否？”

法融禅师于是指了指屋后，说道：“别有

小庵”。

说完，便引四祖来到小庵前面。四祖发

现，庵的四周尽是虎狼之类，于是，顺势举起

两手掩面，作出害怕的样子。

法融禅师道：“犹有这个在。”法融禅师

的意思是说，没有想到你这位大名鼎鼎的祖

师，还有恐怖心或者说执相的心在。

四祖反问道：“这个是甚么？”四祖的意

思是想提醒法融禅师注意当下，看看现前一

念究竟是个什么？

法融禅师于是默然无语。

过了一会儿，四祖在法融禅师打坐的石

头上写了一个“佛”字。法融禅师见了，心里

畏怕，不敢上坐。

四祖趁机点拨道：“犹有这个在。”四祖

的意思是说，你学佛那么久，还没有达到无

相的境界，还有佛相在。

法融禅师不明白个中的妙旨，于是向四

祖顶礼，并请他宣说法要。

四 祖 道：“ 夫 百 千 法 门，同 归 方 寸；河

沙 妙 德 ，总 在 心 源 。 一 切 戒 门 、定 门 、慧

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

烦 恼 业 障，本 来 空 寂 。 一 切 因 果，皆 如 梦

幻 。 无 三 界 可 出 ，无 菩 提 可 求 。 人 与 非

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

是 之 法，汝 今 已 得，更 无 阙 少，与 佛 何 殊？

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

澄 心，莫 起 贪 嗔，莫 怀 愁 虑，荡 荡 无 碍，任

意 纵 横，不 作 诸 善，不 作 诸 恶，行 住 坐 卧，

触 目 遇 缘，总 是 佛 之 妙 用 。 快 乐 无 忧，故

名为佛。”

法融禅师问：“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

者是心？”

四祖回答道：“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

（离开了心，不要谈佛；谈佛，不能离开心；心

即是佛，佛即是心）。”

法融禅师问：“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

时，心如何对治（既不许作染净、善恶等二边

分别观照，那么请问，当境界起来的时候，如

何用心对治）？”

四祖道：“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

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

任遍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

住法身，无有变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

今付于汝。汝今谛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后

当有五人达者，绍汝玄化。”

四祖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一切好丑

善恶等二边差别，完全是心的妄想分别所

致，并不是实有。只要我们的心一落入二

边 分 别，我 们 就 会 产 生 取 舍 心 理，作 种 种

对 治，而 这 恰 好 是 跟 解 脱 之 道 相 违 背 的。

因 此 观 心 的 最 要 紧 处，就 是 要 作 平 等 观，

不 取 不 舍 。 这 种 平 等 观 源 于 对 诸 法 性 空

的体认。

四祖将祖师禅的顿教法门传给法融禅

师之后，随即返回了黄梅双峰山，再也没有

出来过。从此以后，牛头法融禅师的法席大

盛，学者云集。法融禅师因此而被尊为牛头

宗的初祖。显庆二年（657），法融禅师入寂

于江宁建初寺，春秋六十有四。

牛头禅师接引人的方式比较平实，多

从教下入手。《五灯会元》卷二记载了牛头

禅 师 接 引 学 人 的 部 分 法 语 。 此 外，《景 德

传灯录》还收录了牛头禅师的《心铭》。这

是 一 篇 非 常 有 价 值 的 修 行 指 南 。 不 知 道

什 么 原 因，千 百 年 来，却 并 没 有 得 到 人 们

的 重 视 。 除 了《景 德 传 灯 录》将 它 收 入 之

外，其它的灯录几乎是只字不提。这是非

常可惜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它跟三祖的

《信 心 铭》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只 不 过 它 比

《信心铭》要冗长些罢了，也许这正是它被

人忽视的真正原因。现将它附录于后，供

读者参考：

心性不生，何须知见。本无一法，谁论熏炼。

往返无端，追寻不见。一切莫作，明寂自现。

前际如空，知处迷宗。分明照境，随照冥蒙。

一心有滞，诸法不通。去来自尔，胡假推穷。

生无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净，无心用功。

纵横无照，最为微妙。知法无知，无知知要。

将心守静，犹未离病。生死忘怀，即是本性。

至理无诠，非解非缠。灵通应物，常在目前。

目前无物，无物宛然。不劳智鉴，体自虚玄。

念起念灭，前后无别。后念不生，前念自绝。

三世无物，无心无佛。众生无心，依无心出。

分别凡圣，烦恼转盛。计校乖常，求真背正。

双泯对治，湛然明净。不须功巧，守婴儿行。

惺惺了知，见网转弥。寂寂无见，暗室不移。

惺惺无妄，寂寂明亮。万象常真，森罗一相。

去来坐立，一切莫执。决定无方，谁为出入。

无合无散，不迟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

心无异心，不断贪淫。性空自离，任运浮沉。

非清非浊，非浅非深。本来非古，见在非今。

见在无住，见在本心。本来不存，本来即今。

菩提本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

灵知自照，万法归如。无归无受，绝观忘守。

四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对境，分别非识。

一心无妄，万缘调直。心性本齐，同居不携。

无心顺物，随处幽栖。觉由不觉，即觉无觉。

得失两边，谁论好恶。一切有为，本无造作。

知心不心，无病无药。迷时舍事，悟罢非异。

本无可取，今何用弃。谓有魔兴，言空象备。

莫灭凡情，唯教息意。意无心灭，心无行绝。

不用证空，自然明彻。灭尽生死，冥心入理。

开目见相，心随境起。心外无境，境外无心。

将心灭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不拘。

境随心灭，心随境无。两处不生，寂静虚明。

菩提影现，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亲疏。

宠辱不变，不择所居。诸缘顿息，一切不忆。

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顽嚣，内心虚真。

对境不动，有力大人。无人无见，无见常现。

通达一切，未尝不遍。思惟转昏，迷乱精魂。

将心止动，转止转奔。万法无所，唯有一门。

不入不出，非喧非静。声闻缘觉，智不能论。

实无一物，妙智独存。本际虚冲，非心所穷。

正觉无觉，真空不空。三世诸佛，皆乘此宗。

此宗豪末，沙界含容。一切莫顾，安心无处。

无处安心，虚明自露。寂静不生，放旷纵横。

所作无滞，去住皆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

照无相苑，朗涅槃城。诸缘忘毕，诠神定质。

不起法座，安眠虚室。乐道恬然，优游真实。

无为无得，依无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

心若不生，法无差互。知生无生，现前常住。

智者方知，非言诠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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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但行好事，莫

问前程。

——索达吉堪布

如同佛陀亲自所应允的：“任何人忆

念我，我就在他面前”。当我们对佛陀与

他的教法生起忆念心或虔敬心的那一刹

那，他就会与我们同在一处，而该处也就

会成为神圣之地。

——宗萨仁波切

尔时太子问沙门曰：剃除须发，法

服 持 鉢 ，何 所 志 求 ？ 沙 门 答 曰 ：夫 出

家 者，欲 调 伏 心 意，永 离 尘 垢，慈 育 群

生，无所侵娆，虚心静寞，唯道是务。

——《长阿含经》佛教常识

天 上 天 下 无 如 佛 ，十 方 世 界 亦 无

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

——《佛本行集经》

佛教徒为什么吃素？

佛陀在世时僧团的生活方式是托钵、

日 中 一 食、树 下 一 宿 。 托 钵，人 家 给 什 么

就吃什么。现在泰国、斯里兰卡的出家人

还 是 托 钵，他 们 不 吃 素，施 主 给 什 么 就 吃

什么。全世界的佛教，只有中国的佛教徒

吃素。除中国之外，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是

吃三净肉 - 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这

是 佛 在 戒 律 里 说 的 。 中 国 佛 教 徒 吃 素 起

源，是 梁 武 帝 读 楞 伽 经「菩 萨 大 慈 大 悲 不

忍 心 吃 众 生 肉」，他 很 受 感 动 ，发 心 吃 长

素 。 他 是 佛 门 的 大 护 法 ，希 望 出 家 人 响

应，演变成中国佛教素食的特色。

除了中国佛教（以及直接从中国传入的

台湾佛教）外，其他如藏传佛教、东南亚一带

的南传佛教、日本佛教等等，并不忌讳吃荤。

吃素和吃斋一样吗？

我们平常所说的吃素，是不吃一切肉

食，仅吃植物类食物，还要不吃五辛，五辛

就是大蒜、茖葱、慈葱、兰葱、兴渠这五种辛

辣食物。吃素可以培养我们的慈悲之心，

吃素也不会与众生结下恶缘，吃素会远离

一切恩怨，吃素会逐渐消业障，吃素会净化

因果纠缠。

菩 萨 戒 云 ：“ 若 佛 子 ，故 食 肉 ，一 切

众 生 肉 不 得 食 。 夫 食 肉 者 ，断 大 慈 悲

佛 性 种 子 ，是 故 一 切 菩 萨 ，不 得 食 一 切

众 生 肉 ，食 肉 得 无 量 罪 ，若 故 食 者 ，犯

轻 垢 罪 。”

菩萨戒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

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

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

杀我故身。”

而佛门中的吃斋不仅是吃素的意思，

吃斋有过午不食之意，吃斋包含吃素，但吃

素未必包含吃斋；这是一般人把吃素说成

吃斋的语病；吃素是吃素，未必有吃斋；吃

斋一定有吃素，所以吃素与吃斋我们不能

等同而看。

法师与信众的对答

◆ 禅 茶 一 味

心灵篮球

一位研究生来拜访我，不理解地问：为

什么好多人见到你都要磕头？这是不是有

点迷信？我没有拜过任何人，我只拜我自

己！

师：你一定打过篮球，或者羽毛球，或

者乒乓球吧？

青年：是的，打过！

师：打篮球干什么？不打篮球，篮球会

难受吗？而且那么多人打一个球，是为了

快点把篮打烂吗？

青年：不是，是为了锻炼身体和娱乐。

师：不用篮球也可以像打篮球一样运

动嘛！

青年：那样多没意思。而且旁人看到

还以为是神经病呢！

师：说得好！篮球只是一个道具，一个

锻炼和娱乐的道具。那么，身体需要锻炼，

心灵就不需要锻炼吗？

青年：按理应该。可心灵怎么锻炼呢？

师：人在崇拜的时候，五体投地，表现

出谦卑、服从、忏悔、求助、感恩和接受，同

时也是将自己的心灵融化，与被崇拜者在

心 灵 上 合 一 与 连 接 。 这 就 是 心 灵 的 锻

炼。别人礼拜我，我也是一个道具，就像一

个篮球，让人打来打去。只不过我不是真

的篮球，是一个心灵篮球。同样，拜祖宗是

为了培养自己的孝心，用心灵承接祖宗累

积的能量；拜土地是为了感恩珍惜土地，我

们生长在大地，大地给我们很多的食物和

物品，而我们回馈的都是垃圾；拜龙王是珍

惜感恩水，因为人体有 70-80%是由水组成

……中国人拜的学问深了，里面有大智慧

妙作用。虔诚礼拜的时候，拜和被拜是一

个整体，哪有什么你我高低呢？有些人搞

不懂就大加诽谤，是没有实践过和用心体

验过。妄加诽谤就是痴狂！

青年：太高深，太智慧了！请受我三拜！

师：感觉到心灵锻炼的美妙了吗？

青年：嗯！很伟大！

如果世人都出家

一个对佛教有兴趣的女教师对师说：

如果世人都像你一样都出家，人类还能延

续吗？

好像没有听到这个问题，师平和而关

怀地问到：你的小孩多大了？男孩女孩？

女教师：17 岁了，女孩。

师：要准备高考了。

女教师：是的。正在加紧复习。

师：你一定希望她考个好大学吧？

女教师：是的，要考就考北京的大学，

其它的大学没什么意思。

师：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想，那还有

人种田吗？其它省的大学不是只有都关门了？

女教师：……

师：你注意到没有，你已经回答了你自

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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