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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以无事为兴盛。修行以念佛为稳当。

精进以持戒为第一。疾病以减食为汤药。

烦恼以忍辱为菩提。是非以不辩为解脱。

留众以老成为真情。执事以尽心为有功。

语言以减少为直截。长幼以慈和为进德。

学问以勤习为入门。因果以明白为无过。

老死以无常为警策。佛事以精严为切实。

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山门以耆旧为庄严。

凡事以预立为不劳。处众以谦恭为有理。

遇险以不乱为定力。济物以慈悲为根本。

导语：每年一进入农历十月，禅宗古道

场高旻寺又开始了长达百日的禅七修行。佛

教素来有“冬参夏讲”之说，意为夏日天气炎

热，适合僧众们一起研讨佛法，以增进自己的

佛法知识与正见。冬天天气寒冷，适合在禅

堂静坐观想，并且把夏季学习得来的佛法知

识复习领悟，提高修为。这样的规矩并非是

约定俗成，而是来自于禅宗祖师的要求，这便

是禅门行为守则《百丈清规》中所规定的内

容。今天编者就为大家揭开《百丈清规》的神

秘面纱，去探究禅宗千年来遵循的古来守则。

佛教改革家百丈禅师

《百丈清规》的作者百丈怀海禅师是中

国禅宗六祖慧能三世徒，师从马祖道一禅师。

百丈禅师对禅宗发展的最重大贡献，在

于大胆进行了教规改革。当时，禅宗的发展

遇到两大重要问题。第一是禅僧日益增多，

却无独立的禅院，仍然与律寺杂居，于说法行

道诸多不便。第二是唐中叶后，僧侣面临着

如何适应社会历史变动生存下去的严峻形

势。有许多佛教宗派，如法相宗、天台宗等，

由于贵族色彩太浓，解决生活来源的能力太

差，都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迅速没落下去。

百丈禅师认为，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

成佛，不需要太依靠豪华奢侈的堂殿、经像、法

物，加上自六祖慧能以来，诸大师都不排斥生

产劳动，甚至许多开山祖师都亲自参加了生

产劳动，所以比其他各宗派较能适应新形势，

故而在诸宗衰歇时禅宗反而获得了大发展的

机会。但禅宗僧徒的实际生活、生产状况与

旧的教规、戒律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旧教规

和戒律极端轻视和排斥生产劳动，认为掘地、

斩草、种树等活动都是“不净业”，僧徒若从事

此类活动是违犯佛律的。这样，旧教规旧戒

律就成为禅宗发展的重大障碍。

百丈禅师面对僧团在发展过程中日益

暴露的问题，决心实行教规改革，为禅宗的

发展扫清障碍。他提出：“我们修行的是大

乘法，岂能受属于小乘系统的戒律、教规所

束缚？”有人建议说：“《瑜伽论》、《璎珞经》是

大乘戒律，我们何不奉行这两部经典的规

定？”怀海对于这种完全照搬印度教条的意

见也不赞同，他说：“我们应该博采大小乘戒

律规制的合理部分，根据需要，自己制定一

套尽善尽美的新制度！”于是，他根据实际情

况制订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新规制。

百丈禅师首先创意别立禅居，即创立独立

的禅院、禅寺，不与律寺混杂。禅院(寺)中不立佛

殿，唯树法堂，表示佛法不依赖言象，只靠师傅的

启发和僧人自身的体认。这是将慧能“不立文

字，教外别传”的主张制度化了。又调整丛林中

师徒、同学间的关系，打破旧寺院中尊卑、贵贱分

明的等级结构，令僧徒不论高下，尽入僧堂。堂

中设长连床，施横架挂搭道具。僧徒睡觉的姿

势规定为斜枕床唇，称为带刀睡，旨在保证僧徒

的身心健康。又规定悟道最深、德高望重的禅

僧为化主，称为长老；独住一室，称为方丈。长老

说法，僧徒在法堂分列东、西两行立听，宾主问

答，激扬宗要。僧徒排列的次序，唯由出家时间

即僧龄而定，不问出家前的贫富贵贱。上述内

容，属于生活和修行参学方面。

在生产方面，百丈禅师倡导“普请法”，即

自长老以下不分长幼普遍参加生产劳动，提出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并身体力行，“凡

作务执劳，必先于众”。负责管理生产的僧人

见怀海年迈仍带头参加劳动，于心不忍，暗暗

把怀海的生产工具收藏起来。怀海到处找不

到工具，就不吃饭，以贯彻“一日不作，一日不

食”的原则。“普请法”的提出以及怀海带头实行

这一制度，彻底否定了旧戒规轻视劳动、反对

僧人劳动的内容，使僧徒参加劳动变成必要和

光荣的事，从而开辟了一条农禅结合的道路，

使禅宗迎来了更大的发展，也使我国各地禅僧

分布的丘陵地和浅山区得到了很好的开发。

此外还有关于禅院事务的其他种种规

定，怀海将它们编为一书，称为《百丈清规》，

或称《禅门规式》。这一清规在百丈丛林推

行开后，天下禅僧纷纷仿效，很快风行于全

国。可惜《百丈清规》在宋代就已失传，当时

禅林行用的是宗颐编的《禅苑清规》。元代

朝廷令百丈山禅僧德辉重编清规，题名为

《敕修百丈清规》，共 8 卷，但已非百丈清规

的原来面目了。怀海因时改制不仅为禅宗

当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禅宗未来

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出家人不仅要学会参

禅悟道，同时还是在家人的楷模，学会在家

人的本领，真正担当起社会文化领导人的角

色，以实现教化众生，觉我觉他，究竟佛法。

《百丈清规》都讲了什么

通行本《百丈清规》的九章中，前四章主要

规定关于祝圣、国忌（帝王、王后忌日）、祈祷、佛

诞节、涅槃节、达摩忌、百丈忌以及各寺历代诸

祖忌等仪式。这些都是律所未定，古规没有的

（古规是以僧徒受戒或住持入院开始的）。从

此以下，才算是丛林本身的规章制度。第五章

“住持”，是关于住持上堂、晚参、普请、入院、退

院、迁化、荼毗、议举住持等一系列的规定。第

六章“两序”，是关于丛林东西两序的头首、知

事。包括西序：首座、知藏、知客、书记、衣钵、侍

者、汤药等。东序：都监、维那、副寺、典座等。

列职：寮元、化主、园主、水头等各职事的规定。

第七章“大众”，是关于沙弥得度、登坛受戒、道

具形式、游方参请、坐禅、普请及料理亡僧后事

等的规定。第八章“节腊”，是关于大众入寮、建

楞严会、四节念诵茶汤、结制礼仪、朔望巡堂、月

份须知等的规定。第九章“法器”，是关于钟、

板、鱼、磐、椎、鼓等号令法器的说明及其打法的

规定。这九章的规定极详细，但关于僧众的一

般行事，现代丛林仍另订有《共住规约》，为全寺

所共同遵守；又丈室、库房、客堂、禅堂等各处，

也另有规约，明定办事的细则。

在《百丈清规》中，对僧团不同季节所应

做的事情有明确的规定，大略如下：

一、结夏与结冬

丛林每年以结夏（即结夏安居，亦称结

制）、解夏（亦称解制）、冬至、年朝为四大节，极

其重视。结夏、解夏，系遵印度原制；冬至、年

朝，则依中土风俗。结夏七日原为四月（前安

居）或五月（后安居）的十五日，解夏则在七月

或八月的十五日，但从元代以来，各提前一日

讲习礼仪，以便期内得专心修道。另外，在每

年从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的九旬期

间，丛林中也结制安居，称为结冬。这是仿照

结夏制度集合江湖衲僧来专修禅法的，故名

为“江湖会”。清代以来，丛林曾有只结冬而不

结夏的反常现象，后经纠正，仍以结冬坐禅、结

夏讲经学律等为惯例。近代著名丛林如宁波

天童寺等，都实行这样“冬参夏讲”的制度。

二、安单

丛林的成员通称清众。凡曾受具足戒的比

丘，衣钵戒牒俱全的游方到寺，都可挂搭（亦称挂

单），暂住于旦过寮（又称云水堂）。如挂搭已久，

知其行履可以共住的，即送入禅堂，名为安单，从

此成为清众，随同结夏。一般丛林都从四月一

日起，照规入夏，禁止游方，锁旦过寮。至八月一

日，始开寮重新接众。又丛林安单亦分春冬两

期，春期自正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冬期

自七月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五日止。在正

月、七月期头进禅堂者，名为大进堂。

三、大请职

此即一寺的人事安排，为丛林冬期的重

要行事，一般于每年八月十六日举行。事先

半月，由客堂开具新进堂禅众和旧住的名

单，送住持查阅。至八月十四日，住持召集

客堂、禅堂、库房诸头首共议请职。十六日

大众齐集大殿月台，知客点名，依次进殿，宣

布职事名单并讲清规，新请职事即到法堂谒

住持，又到禅堂行十方礼，再依职送位。

四、贴单

此为一寺职事及常住人员名单的公布，

例于每年十月十五日举行。事先客堂与维那

将閤寺人员戒腊久近开具清单，送与住持、写

成单票（每条四字，职序在上，法名在下）。十

四日，客堂挂“贴单”牌，到十五日，住持入堂

说法，为首座贴单，其余由维那贴，以职事大

小，戒腊先后为序，再各按名位顺次送单。凡

单上有名的，都是一寺常住的成员。

五、打七

此是结冬中的重要行事。丛林坐禅通例

从九月十五日起加香，即延长坐禅时间。又

从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七日举行禅七，每

七天为一期，谓之打七。此为禅众克期取悟

的禅会，或打七七，或打十七，不定。每一禅七

的起解，称为起七和解七，各有规定仪式。

六、普请

即普遍邀约大众劳作的制度，亦称出

坡。此制在唐代即已行于各地，如开成四年

（公元 839 年）九月二十八日，日僧圆仁入唐

巡礼至山东赤山院，记载目睹的情形说：当院

始收蔓菁萝卜，院中上座等尽出拣叶；如库头

无柴时，院中僧等不论多少，尽出担柴去。不

过此种制度原来由于倡导农禅，凡耕作摘茶

等作务都以普请为之。后世普请只限于轻微

劳动，如四月佛诞摘花、六月晒藏、晒荐、平时

园中摘菜、溪边搬柴以及节前寺舍扫除等，皆

偶一为之而已。直到今天，始见恢复原来的

精神，已有丛林以劳动为佛事之一的新制。

七、岁计

是丛林岁末的会计报告。在现存的唐

代文献中还有此种记载。如开成三年（公元

838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僧圆仁至扬州开

元寺，记云：众僧参集食堂，礼佛上床坐，有库

司典座僧于众前，读申岁内种种用途账，令众

闻知。岁计原行于岁末，由住持审查各种簿

册，但现在丛林的会计报告，多每月举行一次，

由住持召集禅堂班首、维那、客堂知客、僧值、

库房都监、监寺等，于丈室行之，称为算账。

八、肃众

即对僧众违犯清规的处分。古规，清众中

生事违规者由维那检举，抽下挂搭衣物，摈令

出院，以安清众。或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

众烧衣钵道具，遣逐从偏门出，以示耻辱（见《景

德传灯录》卷六末附《禅门规式》）。后世遵此，

对于三业不善不可共住的禅僧也以香板相责，

并迁单摈出。在《清规》中还明定肃众办法，除

刑名重罪例属官厅处置外，若僧中自相干犯，

都以清规律之，随事惩戒，重则集众捶摈，轻则

罚钱、罚香、罚油，而榜示之。又摈出犯规者，还

要将摈条实贴山门，鸣大鼓三通，以杖攻出。

九、榜状牌示

丛林行事通知的方法，通常有知单、贴

榜、书状和牌示等。如住持宴请首座或远来

尊宿等茶汤，皆开列名单，由侍者报知，谓之知

单。方丈、库司招待大众茶汤的请柬则用榜，

首座请柬用状。方丈请首座，榜贴于僧堂前

东边牌上，库司请首座，榜贴于西边牌上。首

座请下头首茶，状贴于僧堂前下间板上。丛

林从来最重茶礼，有谢茶不谢食之说。又丛

林行政性的通知，用挂牌方式传达，名为牌

示。用挂牌地点随各种行事而不同。如结

夏、诵戒、请职、贴单、普佛等牌示，皆挂斋堂

前；上堂、秉拂、祈请、祷雨，挂大殿前；起七、解

七，挂禅堂前；升座、免礼等，挂内韦驮殿前。

十、钟鼓法器

此为丛林号令所寄，鸣扣各有常度。凡

禅堂坐参、佛殿诵念、食堂斋粥、升堂集众、

普请巡寮、入浴送亡等一切行事，都依钟鼓

等号令进行。如集众上殿则僧堂鸣钟，长老

升堂则法堂击鼓，报众同赴。普请则开梆、

催板，新住持入院则钟鼓齐鸣。凡止静、开

静、念诵、斋粥等行事，从朝到暮，钟鼓交参，

遂形成丛林一定的礼法。 （王源源）

《百丈清规》节选

高高旻旻寺禅堂寺禅堂

高高旻旻寺寺

宁波天童寺宁波天童寺

金山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