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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印顺法师(1906—2005)，当代*名高僧、百科全书式的佛学泰斗。1930 年出家，追随太虚
法师投身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在当时便以学问精深享誉佛教界。二十世纪四十年
代末赴台湾，创建了多所*名佛学院。
这本《平凡的一生(重订本)》是“印顺法师佛学*作系列”之一。
《平凡的一生(重订本)》即以2005年正闻版《平凡的一生》(重订本)为底本。为了让一般
读者便捷地了解印顺法师的学思生涯，正文后附有“印顺法师*作年表”、“印顺法师略
传”、“印顺法师略谱”。附录内容均由台湾财团法人印顺文教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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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九二五年(二十岁)，我读到《庄子》的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
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
一九二八年清明后八日——闰二月二十三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引起
我内心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九月(附注：本文的年月，都是农历)里，住在同
一祖宅的叔祖父士淦公死了。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终日
安详的睡眠中去世(极可能是肺癌) 。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办理丧事，似乎人生
只是为此而忙碌。内心的沉闷抑郁，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引发我出家的决心。
“出家难”，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到哪里去出家。我一直生
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有的
是香火道场，有的是经阡应赴。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我
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而且，离家过近，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我在书本上，知道
些名山古刹的名字，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我是内向的人，不会找机会，主动
地与人淡话，扯关系，所以没有熟人，是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像中，一个外来的
年轻人，没有介绍，有谁会留他出家呢！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缘
终于来了！一九三。年(廿五岁)五月，报上刊出大幅广告——“北平菩提学院招生”。
主力堵大愚法师；筹备处是“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 ”；秋季开学，远道的可以通信
考试；资格是男性；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僧俗兼收。这一消息，如昏夜明灯，照
亮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学中，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介绍到那里去出家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
试题是“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得到的复信是：“考试及格，准予入学。”但又
附带说：“开学时间，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报，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而
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我越等越不耐烦，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当时的天真想法，横
竖要开学，迟几天也没关系，不如到北平再说。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
离家(浙江省海宁县)出家，充满．光明远景，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轮船到天津，再搭火车到北平。那时，正是召开扩大会议，中央空炸怀仁
堂的时节。我到“齐宅”去探问，回答是：“筹备还没有就绪。开学没有确定期间，远
道的应等通知再来。”这一下，我可有点惶惑了。在卧佛寺(也许是卧龙寺)佛经流通处
，选购了几册佛书。谈起菩提学院，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
愚法师，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地被人遗忘了
)。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而我寄于无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
踪。我该怎么办呢？办法是没有的，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不曾
出过远门的我，对于北平方言，听来异常别扭，连“前门外”都不能顺利地听懂。这里
是不能住下去的，回到南方再说。这样，又坐火车、搭轮船，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 
一九二五年(二十岁)，我读到《庄子》的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
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 一九二八年清明后八日——闰二月二十三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引



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九月(附注：本文的年月，都是农历)里，住在
同一祖宅的叔祖父士淦公死了。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终
日安详的睡眠中去世(极可能是肺癌) 。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办理丧事，似乎人
生只是为此而忙碌。内心的沉闷抑郁，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引发我出家的决心。 “
出家难”，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到哪里去出家。我一直生活
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有的是
香火道场，有的是经阡应赴。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我不
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而且，离家过近，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我在书本上，知道些
名山古刹的名字，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我是内向的人，不会找机会，主动地
与人淡话，扯关系，所以没有熟人，是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像中，一个外来的年
轻人，没有介绍，有谁会留他出家呢！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缘终
于来了！一九三。年(廿五岁)五月，报上刊出大幅广告——“北平菩提学院招生”。主
力堵大愚法师；筹备处是“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 ”；秋季开学，远道的可以通信考
试；资格是男性；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僧俗兼收。这一消息，如昏夜明灯，照亮
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学中，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介绍到那里去出家，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 试题是“佛法以离苦
得乐为目的论”。得到的复信是：“考试及格，准予入学。”但又附带说：“开学时间
，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报，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
有。我越等越不耐烦，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当时的天真想法，横竖要开学，迟几天也
没关系，不如到北平再说。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离家(浙江省海宁县)
出家，充满．光明远景，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轮船到天津，
再搭火车到北平。那时，正是召开扩大会议，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我到“齐宅”去
探问，回答是：“筹备还没有就绪。开学没有确定期间，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这一
下，我可有点惶惑了。在卧佛寺(也许是卧龙寺)佛经流通处，选购了几册佛书。谈起菩
提学院，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在阎冯战争的逆转
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地被人遗忘了)。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
无关，而我寄于无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我该怎么办呢？办法
是没有的，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不曾出过远门的我，对于北平
方言，听来异常别扭，连“前门外”都不能顺利地听懂。这里是不能住下去的，回到南
方再说。这样，又坐火车、搭轮船，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 上海是那样繁忙，那样尽
情欢乐的都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里，除了对经书出神而外，却没有事可做，没有地方
可去，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呆住了几天，想起宁波的天童寺，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
。问起天童寺，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先要搭小船，还要步行两小时。天童寺交
通不便，我的希望又动摇了，消失了。无事可做，无地可去，无话可说，又在旅馆里呆
了几天。呆着不是办法，但没有一个熟人，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有什么办法
呢！忽然想起，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这样，我又到了普陀
山。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我以香客的身份，坐了兜子，前山后山地去逢佛敬香。
普陀山寺庙多、和尚多、香客多，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心里一片茫然。第三天下午，
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一位青年香客见我所看的是佛书，就自我介绍：南通白蒲人，
姓王，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我听了，几乎失声地叫起来。我说：“同道，同道—
—王先生！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这是我离家以来，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
密。这样的志同道合，片刻问成为知己，成为茫茫人世的良伴，商量着到哪里去出家—



—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王君随身带来的，有一本《普陀山指南》。仔细检阅，从大寺到
小庙，从小庙到茅蓬，发见在“般若精舍”下，写着“藏书极富，主持者有道行”几个
字。当下商量决定，第二天上午，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 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
茅蓬。我们到了目的地，见房屋不大，双门紧闭。好久，才有一位(只有这一位)严肃而
安详的老和尚出来开门。听说我们想研究佛法，就为我们略说佛法大意。我们说：锡麟
堂香客往来太多，我们想找一处僻静的所在，安住几个月，对佛法作初步的参研。他向
西南角一指说：“有，离这里不过一里路，有个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当家是福建人，
香客也都是福建人，一年不过三四次，平时非常的安静。我也不用介绍，你们说般若精
舍老法师指导来的就得了。”我们向他谢别，就向福泉庵来。出来招呼我们的，是一位
叫宗湛的知客师。我们说明来意，他就去征求当家的意思。当家的来了，是一位白发白
须的老和尚。当家的只是点点头，说了两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话(原来是带有闽南语韵
味的宁波话)，大意是好的，好的。这样，我们下午就移到福泉庵来。我与王君同住(楼
上)一室，在宗湛的隔壁。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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