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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佛终生说法，都是为救济众生，弘一大师正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出世入世名垂青史，俗家佛家皆为大家。

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溥海同饮者，当推弘一大师为**人。 －－赵朴初
佛终生说法，都是为救济众生，他正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 －－朱光潜
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原使然，而且都是希有的福德。 －－夏丐尊
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
的。 －－丰子恺
 

内容简介

《禅理禅外悟人生》是弘一法师一生人生体悟和学佛心得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著作中
弘一法师以大才子、大学者、大艺术家的俗家修为向常人揭示出佛门的真谛和人生的真
义。书中除了弘一法师的著作之外，还包括他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这些内容被梁实秋
、林语堂等名家誉为“一字千金，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慢慢体味、用一生的时间静静
领悟”。
本书还配有弘一大师的照片、画像、亲笔手书的格言、佛教造像等，让读者在领悟人生
真谛、佛学思想的同时从多侧面、多角度领略一代文化巨人和佛学大师的风采。本书收
录有《弘一大师讲演录》、《弘一大师晚情集》以及弘一大师的众多讲演稿，很多内容
是**次整理出版。是较为全面的反映弘一大师人生境界、佛学思想体系的经典著作。弘
一大师平生注重实践，本书内容也要言不烦，其慈悲心怀，溢于言表，堪称启悟世人的
经典巨著。

作者简介

    李叔同，籍浙江省平湖县，一八八零年阴历九月二十日出生于天津一官宦富商之家
，一九四二年圆寂于福建泉州。幼名成蹊，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意。学名文涛
，字叔同。
一九一八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法名演音，世称弘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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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篇 执象而求
佛法大意
我至贵地，可谓奇巧因缘。本拟住半月返厦。因变、住此，得与诸君相晤，甚可喜。
先略说佛法大意。
佛法以大菩提心为主。菩提心者，即是利益众生之心。故信佛法者，须常抱积极之大悲
心，发救济一切众生之大愿，努力作利益众生之种种慈善事业。乃不愧为佛教徒之名称
。
若专修净土法门者，尤应先发大菩提心。否则他人谓佛法是消极的、厌世的、送死的。
若发此心者，自无此误会。
至于作慈善事业，尤要。既为佛教徒，即应努力作利益社会之种种事业。乃能令他人了
解佛教是救世的、积极的。不起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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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疑经中常言空义，岂不与前说相反。
今案大菩提心，实具有悲智二义。悲者如前所说。智者不执着我相，故曰空也。即是以
无我之伟大精神，而做种种之利生事业。
若解此意，而知常人执着我相而利益众生者，其能力薄、范围小、时不久、不彻底。若
欲能力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者，必须学习佛法，了解悲智之义，如是所作利生
事业乃能十分圆满也。故知所谓空者，即是于常人所执着之我见，打破消灭，一扫而空
。然后以无我之精神，努力切实作种种之事业。亦犹世间行事，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
推翻，然后良好建设乃得实现也。
今能了解佛法之全系统及其真精神所在，则常人谓佛教是迷信是消极者，固可因此而知
其不当。即谓佛教为世界一切宗教中最高尚之宗教，或谓佛法为世界一切哲学中最玄妙
之哲学者，亦未为尽理。
因佛法是真能说明人生宇宙之所以然。
破除世间一切谬见，而与以正见。
迷信，而与以正信。
恶行，而与以正行。第一篇 执象而求 佛法大意
我至贵地，可谓奇巧因缘。本拟住半月返厦。因变、住此，得与诸君相晤，甚可喜。
先略说佛法大意。 佛法以大菩提心为主。菩提心者，即是利益众生之心。故信佛法者，
须常抱积极之大悲心，发救济一切众生之大愿，努力作利益众生之种种慈善事业。乃不
愧为佛教徒之名称。 若专修净土法门者，尤应先发大菩提心。否则他人谓佛法是消极的
、厌世的、送死的。若发此心者，自无此误会。 至于作慈善事业，尤要。既为佛教徒，
即应努力作利益社会之种种事业。乃能令他人了解佛教是救世的、积极的。不起误会。
或疑经中常言空义，岂不与前说相反。 今案大菩提心，实具有悲智二义。悲者如前所说
。智者不执着我相，故曰空也。即是以无我之伟大精神，而做种种之利生事业。 若解此
意，而知常人执着我相而利益众生者，其能力薄、范围小、时不久、不彻底。若欲能力
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者，必须学习佛法，了解悲智之义，如是所作利生事业乃
能十分圆满也。故知所谓空者，即是于常人所执着之我见，打破消灭，一扫而空。然后
以无我之精神，努力切实作种种之事业。亦犹世间行事，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推翻，
然后良好建设乃得实现也。 今能了解佛法之全系统及其真精神所在，则常人谓佛教是迷
信是消极者，固可因此而知其不当。即谓佛教为世界一切宗教中最高尚之宗教，或谓佛
法为世界一切哲学中最玄妙之哲学者，亦未为尽理。
因佛法是真能说明人生宇宙之所以然。 破除世间一切谬见，而与以正见。
迷信，而与以正信。 恶行，而与以正行。 幻觉，而与以正觉。
包括世间各教各学之长处，而补其不足。 广被一切众生之机，而无所遗漏。 不仅中国，
现今如欧美诸国人，正在热烈的研究及提倡。出版之佛教书籍及杂志等甚多。 故望已为
佛教徒者，须彻底研究佛法之真理，而努力实行，俾不愧为佛教徒之名。其未信佛法者
，亦宜虚心下气，尽力研究，然后于佛法再加以评论。此为余所希望者。
以上略说佛法大意毕。 又当地信士，因今日为菩萨诞，欲请解释南无观世音菩萨之义。
兹以时间无多，惟略说之。 南无者，梵语。即归依义。 菩萨者，梵语，为菩提萨埵之省
文。菩提者觉，萨埵者众生。因菩萨以智上求佛法，以悲下化众生，故称为菩提萨埵。
此以悲智二义解释，与前同也。 观世音者，为此菩萨之名。亦可以悲智二义分释。如楞
严经云：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约智言也。如法华经云：苦恼众生一
心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名观世音。约悲言也。



*本文系弘一大师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子漳州七宝寺所做讲演。 *弘一大师受漳州各方
邀请，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七日抵达漳州，四天之后，日寇即侵占厦门。弘一大师因此滞
留于漳州弘法。 *菩提：梵文音译，意为“觉”“智”，等，指对佛教真谛的觉悟，这
是狭义的解释。若从广义上理解，则凡能断绝世间烦恼而成就“涅盘”之“智慧”，均
可称作“菩提”。 *空：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皆是虚幻不定的，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刹
那生灭的，即无质无体，假而不实，故谓之“空”。 *菩萨诞：相传夏历二月十九日是
观世音之生日，夏历六月十九日是其成道日。弘一大师此次讲演作于夏历六月十九日，
实际上系观世音之成道日。 *“南无”是佛教信徒一心归依于佛的用语，除“归依”之
义外，还含有“致敬”、“归敬”、“归命”等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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