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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影响乔布斯心灵的禅学经典

◎禅文化的普及读物，以通俗明了的方式告诉人们禅是什么

◎铃木大拙禅学经典之作，简单、直接、实用

◎作者铃木大拙，不仅是日本当代禅学大师，更是世界禅者，他使得禅学成为世界范围
内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思想潮流

 

内容简介

《铃木大拙禅学入门》集中在禅宗思想意义的阐发，也是铃
木大拙研究*具时代特色的作品，深入浅出的 笔触下，让其成为禅学入门*经典的*作。
《铃木大拙禅学入门》三大特色： 1.反映铃木大拙禅学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大
体面貌，可作为铃木大拙其他*作的“索引”。
2.内容的阐述具有普及性，兼顾禅学研究 者和一般读者，篇幅适中，深入浅出。
3.集中于禅宗思想意义的阐发，避免了通 常所见的历史材料的冗长叙述和学术性考证。

作者简介

铃木大拙，日本佛教学者。日本现代*名的禅学思想家，也是因向西方介绍禅学而*称的
世界文化名人，曾师事临济宗圆觉寺派宗演学禅。曾在美、英等国工作和生活长达二十
五年，对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又有精熟的了解。由于他自身具备的这些条件，因
而既可以自如地用英文向西方介绍佛教禅学和东方文化，又可以深入地了解西方的文化
和思想。他本人因介绍东方的禅学和文化而闻名于西方的人文学界，比之同时代的其他
日本佛教学者*具有世界性，所以在日本被誉为“世界的禅者”。主要*作有《禅的研究
》、《禅的诸问题》、《禅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佛教与基督教》、
《华严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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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我的学识渊博的朋友——前日本京都大谷大学教授铃木大拙博士，近30年来，一直都在
做着向西方人士解说和介绍禅的工作⋯⋯ 作为他的一个朋友和研究中国思想的历史学者
，我一直以热烈的兴趣注视着铃木的著作。
——文化巨匠 胡适

铃木大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想表达的。
——哲学家 马丁�海德格尔

《大学》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
止静定即天台之止，禅家之定，铃木谓之禅那。虑是天台之观，禅家之慧，铃木谓之般
若。
——当代著名国学大师 钱穆



——文化巨匠 胡适 

铃木大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想表达的。

 

——当代著名国学大师 钱穆 

铃木大拙只手将禅带到了西方，这个移植的历史重要性，可媲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

——美国禅宗研究者 理查德�贝克 

铃木大拙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一位思想家。作为一个现代人，他是一位少见的坚持到底
的人物。他用九十年的生涯专注于把握人的整体性，这不是一般哲学家、思想家所能做
到的。他通过自己的局部探究，完成了他的人生任务，走完了他应走的历程。他不是所
谓的学者。但是，他按照自己的意图，从根本上彻悟了一般学者所不能做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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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突破“是”与“非”的对立，才能体会真正自由的生命
用读者比较习惯的抽象方式来说，其理念是要得到更
高的肯定，而不是肯定和否定的逻辑对立命题。一般来
说，正因为我们以为自己无法超越对立，所以始终不敢去
逾越它。逻辑一直在恐吓我们，一提到它的名字，我们就
觳觫不安。自从知性觉醒以来，心智就一直被规定在逻辑
二元论的严格训练下运作，而拒绝抖落它想象中的枷锁。
我们从未想到可以摆脱这个自己设定的知性限制。的确，
除非我们突破“是”与“非”的对立，否则就不可能去体
会真正自由的生命。而灵魂一直在哭喊着它，却忘记了要
达到更高的肯定形式，而没有否定与肯定的矛盾分别，其
实没有那么困难。而由于禅，我们终于经由禅师手里的竹 篦达到这个更高的肯定。
  不消说，禅师所举的竹篦，也可以是这个森罗万象
的殊相世界里的任何一种东西。在这竹篦里，我们看到
了所有可能的存在，也看到了我们所有可能的经验。我
认识到它，这不起眼的竹篦，也就认识了三干大干世界。
我握在手里，也就握住整个宇宙。当我谈论它时，也是
在谈论宇宙万物。得一隅即得一切。诚如华严哲学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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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摄一切，一切摄于一；_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入
一切，一切入于一。一一微尘亦复如是。但是要注意，
这不是什么泛神论，也没有什么同一性理论。因为当竹
篦被举到你面前时，它就只是竹篦；竹篦里不曾吸纳宇
宙，没有一切，没有一；才要举似“我见到竹篦”或“它
是竹篦”就已经乖离。禅已经鸟飞无迹，更不用说什么 华严哲学了。
  我在前面几章的某处谈到禅的不合逻辑，现在读者可
以明白为什么禅反对逻辑，无论是形式逻辑或非形式逻
辑。禅自己也不想不合逻辑，它只是想让人们明白，逻辑
的一致性并非究竟，而单纯的知见是无法得到某些超越性
的语句的。当一切都上轨道时，“是”与“非”的知性窠
臼还蛮管用的。但是一旦临到终极的生命问题，知性就捉
襟见肘了。当我们说“是”时，我们是在肯定，并因而限
制了自己；当我们说“不是”时，’我们是在否定，而否定
是一种排斥。排斥和限制，它们毕竟是同一回事，都是在
戕害灵魂。灵魂的生命不是应该完全自由且和谐的吗？在
排斥或限制里，是不会有自由或和谐的。禅很明白这点。
因此，基于我们内在生命的需求，禅带领我们到一个没有 任何对立的绝对领域。
  生命要拥有自由，就必须是一种绝对的肯定
然而我们要记得，我们是活在肯定里，而不是在否定
里，因为生命本身是肯定的，而这个肯定不能有否定的伴
随或制约；因为那样的肯定就是相对的，一点也不绝对。
有了那样的肯定，生命会失去其创造性的泉源，变成如没
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般的机械运转。如果生命要拥有自
由，就必须是一种绝对的肯定。它必须超越一切会阻碍自
由行动的可能的制约、限制和对立。首山对弟子举竹篦，
无非是要他们明白这种绝对肯定的形式。任何从一个人的
内在存在流出的答案都可以，因为那总会是绝对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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