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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悟的认识论意义* 

作者：楼宇烈 [2001-9-29 17:40:08] 

    佛教以悟为修行的根本目的，所谓“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

（《坛经》）[1]，充分道出了悟的重要性。悟，指生起真智，扫却迷妄，断除烦恼，证得

佛法的真理。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从开悟方面讲，是指能证的智慧，如菩提

（bodhi）等；而从证悟方面讲，是指所证的真理，如涅槃（nirvāna）等。通常则是合两者

而言悟。 

    禅宗言顿悟，也包含开悟与证悟两个方面，前者谓“顿悟菩提”，“知本性自有般若之

智”；后者谓以此“般若之智”，“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即“识心见性，自成佛

道”（同上）。禅宗六祖慧能反复强调，“世人性本自净”，“自性能含万法”，所以，他

的得法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同时，慧能又强调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因此，所谓悟即在于：“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

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或者说：“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

性。若识本性，即是解脱。”若以一言赅之，则禅宗顿悟的根本精神可归结为：“本性自

悟”或“自性自度”[2]。 

    这种本性“自悟”、“自度”的禅悟，强调的是个人的体验和自我的直接把握。换句话

说，别人的体验不能代替你的悟，自我的体验无法以概念推理来获得。在禅宗的《灯录》

中，许多禅师得悟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唐末香严智闲禅师，先事百丈怀海，聪明灵利，问一答十，问十答百。百丈死后，

他去大师兄沩山灵祐禅师处参禅，灵祐问了他一个问题：“请你说一说生死的根本，父母未

生你时是怎么会事？”谁知道这位原先问一答十，问十答百的聪明禅师，竟被问住了，而且

遍查平时读过的书，也找不到可回答的话。于是，他反复要求灵祐为他说破。然而，灵？对

他说，如果我告诉了你，你将来是会骂我的。再说“我说的是我的，终不干汝事”。后来，

有一天香严智闲在田里除草时，随手把一片碎瓦扔到田边的竹子上，这时碎瓦击竹发出的声

音，忽然使他有所醒悟。因此，他十分感激灵祐，说：当时他如果为我说破的话，那里还会

有今天的醒悟[3]！又如，南宋著名禅僧大慧宗杲的弟子开善道谦，参禅二十年，没有个悟

入处。一次，宗杲派他出远门去送信，他怕耽误了参悟，很不愿意前去。这时，他的一位朋

友宗元说，我陪你一起去。他于是不得已而上了路。一路上，他哭着对宗元说：我一生参

禅，至今一点收获也没有，现在又要长途奔波，到什么时候才能入门啊！这时宗元对他说：

你现在暂且把从各方参来的，自己体会到的，包括宗杲给你讲的都放在一边。旅途中凡是我

可以替你的事，我全部替你去做。只有五件事我替你不得，必需你自己去做。那就是：你身

上寒冷，我不能替你穿衣；你腹中饥渴，我不能替你吃喝；再有，拉屎、撒尿、驮着自己的

身体走路，我也无法替你。道谦听完宗元的话后，忽然大悟，不觉手舞足蹈起来[4]。这两

则故事均说明，任何别人的悟都不能代替自己的悟，只有靠自己去亲身体验一番，才可能获

得真正的悟。 



    有一则故事讲，唐代禅师龙潭崇信有一天对他的老师天皇道悟说：自从我到了老师您这

里，还没有得到过您关于禅悟要旨的指点呢！道悟回答说：那里话，自从你到了我这里，我

无时无刻不在向你指点禅悟要旨！崇信不明白地问道：您在那里指点了？道悟说：你端茶

来，我接了；你送饭来，我受了；你行礼时，我也回礼了。我那一处不在向你指点禅悟要

旨！崇信听后，想了很久也没有领会过来。此时，道悟又说道：如果要把握禅悟要旨，那就

应该当下直接把握，若是用心去细细推敲，就完全错了。崇信于此得到解悟[5]。这是比较

明确地点明，禅悟不能用推理，而只能直接把握的一例。在禅宗《灯录》中，人们随处可以

看到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问答，而禅师们则都是在这种看来违背常识、不合逻辑的希奇古怪

的问答中获得解悟。这些不胜枚举的例子，集中起来说明一点，即禅悟不是理智合逻辑推理

的结果，而是内心直接把握的自我体验。 

    正是由于禅悟的这种特性，长期以来禅悟被视作一种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神秘主义（佛教

中人则有自许为超理性者），而为哲学上的理性主义者和唯物主义反映论者所否定。无可否

认，禅悟作为佛教禅宗的一种解脱理论和方法，必然地包含有浓厚的宗教性体验和某种神秘

主义的东西。但是，随着本世纪以来，人们对于人类自身精神（心理）分析的深化，以及对

于禅宗理论和方法了解的增加，许多学者注意到，在禅宗关于禅悟的理论和方法中，相当充

分地揭示出了那些无法用理智分析或逻辑推理给以圆满解答的人类精神（心理）活动，如潜

伏在每个人意识深处的，那些突然迸发出来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随意的自由联想。同

时，禅悟在充分调动和发挥这种自由联想的意识的作用，来求得对天地万物和人生自我的忽

然贯通，彻底了悟时，运用了各种各样不合常理的奇怪方法，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有意义的心

理分析和认识方法。因此，人们应当有可能透过禅悟的宗教体验和神秘主义，去把握其中那

些有意义的心理分析和认识方法。这里须要声明一下，我以上的叙述绝没有否定佛教禅宗信

仰者在禅悟中获得的宗教体验方面的喜悦心情之意，而只是想让那些非佛教禅宗信仰者也能

了解禅悟在心理和认识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由于篇幅的关系，以下仅就禅悟中的主体实践经验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禅悟中的

辩证思惟方法这两方面，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禅宗认为，一个人的悟解，大善知识或老师的点拨是需要的，但从根本上来讲，“悟不

由师”。因此，禅悟是一种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自我体验，在禅悟过程中，离不开个人主体

的实践经验和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所谓主体实践经验，就是强调一个禅者的悟，必须通过亲身的体验去获得，而不是简单

地接受或模仿他人的经验和体验。有一则故事讲，俱胝和尚向他的师父天龙和尚参问，天龙

和尚向他竖起一个指头，俱胝和尚当下大悟。此后，凡有向他参问的，他都只竖起一个指

头，而不说别的。他在晚年总结说：自从悟透了天龙的一指禅，一生都受用不尽。在俱胝和

尚处，有一个做杂事的童子，他每次遇到人问事时，也总是竖起一个指头作回答。于是，有

人告诉俱胝和尚说，您这里那位童子也参透了佛法，凡有人提问题，他总与和尚您一样竖起

一个指头。有一天，俱胝和尚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刀，把该童子叫来问道：听说你也参透了佛

法，是吗？童子回答说：是的。俱胝又问：那你给我说说，怎样才是佛？童子竖起一个指

头。俱胝乘其不备，挥刀将其手指砍掉。童子痛得大叫而走。俱胝又把他叫回来，还是问

他，怎样才是佛？童子又习惯地举起手准备伸指头，但一看手指没有了，于是豁然大悟

[6]。随便砍掉人的指头是十分残忍的行为。但这则公案要想借此对俱胝和尚的竖一指与童

子的竖一指，作出一种强烈鲜明的对比。前者是在经天龙和尚的指点后，有了自身的深切体

验和觉悟，才以竖一指头来解答问学者的各种问题的；后者则完全是形式上的模仿，那个童

子根本没有什么自身体验可言。因而只有在被砍去手指后，发现无指可举时，这位童子才从

自己这一痛彻心肺的切身体验中得到了觉悟。 

    禅悟也只有通过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才可能获得。这类事例在禅宗公案中俯拾



皆是，相传南宋著名禅师五祖法演，有一天对他的徒弟们说，你们可知道我这里的禅是一种

什么样的情况？打个比喻说，有一个贼，他的儿子一天跟他说，您老了以后我怎么来养家

呢？我需要学点本领才行啊！贼说，这好办。于是，一天夜里，贼把他儿子带到一有钱人

家，撬开柜门，叫他儿子进去偷取衣物。可是当他儿子刚一进去，他就把柜门锁上，并且故

意弄出很大的声音，好让主人家听见，而自己则偷偷先溜回家了。这家人听到声音后，立即

起床点灯找贼，然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以为已逃走了。这时，贼儿子在柜子里正纳闷，心想

我老子要干什么？突然，他心生一计，学老鼠咬东西的声音，这家人以为柜子里有老鼠，就

打开柜寻找。贼儿子趁此机会，推倒开门者一溜烟地逃走了。这家人一路紧追不舍，此时正

路过一口井，贼儿子又心生一计，拣了一块大石头扔下井去。当这家人围着井找他时，他已

逃回了家。到家后，贼让他儿子把逃出来的过程讲一遍。贼听完后说，行了，你完全可以独

立做事了[7]。这个教儿子做贼的故事，乍看有伤风化。然而，如果人们能得其意而忘其

言，去领会其中所寄的精神，那末它正是指示人，只有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面

对所处的现实环境开动脑筋想法子，才有可能使自己获得解脱。 

    禅宗所指的顿悟，并非轻易就能达到，而是需要经过自我的刻苦磨练才能获得的。元代

著名禅师中峰明本就说过：如果没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没有坚持二三十年寒冬酷暑的劳苦，

是不可能获得禅悟的[8]。他还引用了一句禅门名言来说明这种自我刻苦磨练的精神：“不

是一番寒彻骨，争（怎）得梅花扑鼻香。”（《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五《示海印居士》）

禅师们这种为了追求佛教真理而刻苦自我磨练的精神，难道不值得一切追求真理者效法吗？ 

    禅悟中包含着不少的辩证思维方法。南宋黄龙派禅僧青原惟信有一段叙述他禅悟体会的

话，是很值得回味的。他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

亲见知识（指他的老师黄龙祖心禅师），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

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他并且问大家，这三种见解，是相同还是有区别。

（《五灯会元》卷十七）在这段话中，禅悟后的“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与参禅前的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两种见解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其中经历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

程，即“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见解。为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禅师们根据自己的

体会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 

    如，有的禅师从“万物一体”、“物我一体”的角度来体会，就说，青原惟信参禅前，

只是就山见山，就水见水，当他从“万物一体”的观点去看山和水时，那么山就不再是山，

水也不再是水了，再当他有了“物我一体”的体验后，领悟到山、水在我之中，我也在山、

水之中，这时他又会认识到山是山，水是水了。这种解释，似乎艺术心理体验的味道更浓一

些。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想可以作这样的解释：青原惟信参禅前，只是从一般的现象上来

认识山和水，所以“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经过老师指点后，他才明白自己原有认识的肤

浅，于是，对以前的认识提出了极大的疑问：我见的山是山吗？我见的水是水吗？[9]所

以，此时的青原惟信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等到他真正领悟了佛法后再去看山、

水时，虽说“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然此时所见到的再不是山、水的一般现象

了，而是它们的“实相”（本质）了。这种通过否定的过程，而达到认识的深化，是一种辩

证的思维方法。 

    再有，对这个例子似乎也可以作另一种的体会和解释。比如说，禅认为一切事物原本都

是十分平常的，因此，人们也只须用平常心去对待它。可是，要以平常心去对待一切事物谈

何容易，一般人的智慧总是把那些本来极平常的事物看得很复杂，结果是“见山不是山，见

水不是水”。而当他走过这段曲折的探求之路后，突然发现山和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一切也还是它们平常的本来面目，于是当下落到实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从而悟到“平常心”的意义。“平常心是道”，这是禅悟的又一个重要观点。从普通人的

“平常心”（有分别心）上升为禅悟的“平常心”（无分别心）同样也是一个通过自我否定

过程，而达到一个更高层次认识的一种辩证思维方法。 

    禅宗大师们常以“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来教导参禅者，来比喻平常心，来作为参禅的

一种修养功夫。在一般人看来，“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人人都能做到，算什么功夫？当一

位和尚以此问题请教大珠慧海禅师时，他断然地告诉这位和尚说，这两者是根本不相同的。

他说，一般人吃饭的时候不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总是东思西想，要这要那的。这和我

不用其心，顺其自然的“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是完全不同的[10]。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本来

是很简单而平常的，可是常常被人为地搞得复杂而神奇。人们要认识表面的平常是比较容易

的，要认识事物本来（内在）的平常则殊非易事，禅提倡“平常心是道”，在强调按事物的

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禅悟最忌执着、认死理。如，南岳怀让参六祖慧能八年后，一日忽然有悟，于是

就告诉六祖说：我有个省悟的地方。六祖问道：你所说的省悟是个什么样的？怀让说：要说

它象个什么就错了[11]。这是最为典型的反执着的问答。又如，德山缘密圆明禅师（云门文

偃法嗣），就明确强调要“但参活句，莫参死句。”（《五灯会元》卷十五）大珠慧海禅师

也说：“经有明文，我所说者，义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越于浮言，悟理者

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

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总之，禅师们认为，任何的执着

或参死句，都可能成为一种错用心，即使象追求“悟明见性”、“成佛作祖”，或者把“平

常心”的“行住坐卧”、“吃粥吃饭”存之于心，那也是会妨碍人的参禅的[12]。 

    还有，禅师们对同一个问题常常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回答，如关于“祖师西来意”，“佛

法大意”等问题，自古以来可能不下百十种答案。这些都是禅师针对当时不同问话对象的认

识水平或所处环境的具体情况，作出的随机应答。另一方面，禅师们对同一问题或许多很不

相同的问题却又常常给予同一个答案，但禅师们是绝不允许参问者以同一个意思去体会它，

而是要根据你自己的疑问去体会它。于是，表面上相同的语言，会有很不相同的体会话解

释。马祖道一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

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同上卷五）石头希迁的嗣法弟子，药山惟俨禅师

就在马祖这番话的启发下得到了契悟。这些地方也都表明，禅悟中有着极大的灵活性的丰富

的辩证法，是值得人们去用心探讨的。 

*  原载于《法音》1991年第1期。 

[1]  本文所引《坛经》原文均从敦煌本。部分误字、佚字，则随文据日本兴福寺本和敦煌

博物馆本校改，恕不一一出注说明。 

[2]  如说：“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人，闻其顿教，不信

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当时尽悟。”又如说：“何名自

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将正见度。既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

妄，众生各各自度。”（《坛经》） 

[3]  “邓州香严智闲禅师，青州人也。……在百丈时，识性聪敏，参禅不得。洎丈迁化，

遂参沩山。山问：‘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问一答十，问十答百，此是汝聪明灵利，意解识

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师被一问，直得茫然。归寮，将平日看过底文

字，从头要寻一句酬对，竟不能得。乃自叹曰：‘画饼不可充饥。’屡乞沩山说破。山曰：

‘我若说似汝，汝已后骂我去。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师遂将平日所看文字烧

却。……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省悟。遽归沐浴焚香，遥礼沩山，赞



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五灯会元》卷九） 

[4]    “建宁府开善道谦禅师，本郡人……后随妙喜（宗杲）庵居泉南，及喜领径山，师

亦侍行。未几，令师往长沙通紫严居士张公书，师自谓：‘我参禅二十年，无入头处，更作

此行，决定荒废。’竟欲无行。友人宗元者叱之曰：‘不可。在路便参禅不得也去？吾与汝

俱往。’师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语元曰：‘我一生参禅，殊无得力处。今又途路奔波，如何

得相应去！’元告之曰：‘你但将诸方参得的，悟得的，圆悟、妙喜为你说得的，都不要理

会。途中可替的事，我尽替你。只是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须自家支当。’师曰：‘五件者何

事？愿闻其要。’元曰：‘著衣吃饭，屙屎放尿，驼个死尸路上行。’师于言下领旨，不觉

手舞足蹈。”（同上卷二十） 

[5]“龙潭崇信禅师……，一日问曰：‘某自到来，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来，

吾未尝不指汝心要。’师曰：‘何处指示？’皇曰：‘汝擎茶来，吾为汝接；汝行食来，吾

为汝受；汝和南时，吾便低首。何处不指示心要？’师低头良久。皇曰：‘见到直下便见，

拟思即差。’师当下开解。”（同上卷七） 

[6]  “金华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时，有尼名实际来，戴笠子执锡，绕师三匝，曰：‘道得即

下笠子。’如是三问，师皆无对，尼便去。……逾旬，果天龙和尚到庵，师乃迎礼，具陈前

事。龙竖一指示之，师当下大悟。自此凡有学者参问，师唯举一指，无别提倡。有一供过童

子，每见人问事，亦竖指祗对。人谓师曰：‘和尚，童子亦会佛法，凡有问皆如和尚竖

指。’师一日潜袖刀子，问童曰：闻你会佛法，是否？’童曰：‘是’。师曰：‘如何是

佛？’童竖起指头，师以刀断其指，童叫唤走出。师召童子，童回首，师曰：‘如何是

佛？’童举手不见指头，豁然大悟。”（同上卷四） 

[7]  “五祖和尚一日云，我这里禅似个什么？如人家会作贼。有一儿子，一日云：我爷老

后，我却如何养家？须学个事业始得。遂白其爷。爷云：好得。一夜，引之巨室，穿窬入宅

开柜，乃教儿子入其中取衣帛。儿才入柜，爷便闭却，复锁了。故于厅上扣打，令其家惊

觉，乃先寻穿窬而去。其家人即时起来，点火烛之，知有贼，但已去了。其贼儿在柜中私自

语曰：我爷何故如此？正闷闷中，却得一计，作鼠咬声。其家遣使婢点灯开柜，柜才开，贼

儿纵身吹灭灯，推倒婢走出。其家人赶至中路，贼儿忽见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其人却于

井中觅。贼儿直走归家问爷。爷云：你休说，你怎生得出。儿具说上件意。爷云：你恁么尽

做得。”（《宗门武库》） 

[8]  “苟不奋废寝忘餐之志力，又不肯操三二十年冲寒冒暑不敢怠惰之勤劳，安有自然超

越之理？徒见古人悟入之易，而不知其未悟之难。”（《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五《示海印

居士》） 

[9]  按，起疑是禅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所谓“信有十分，则疑有十分，疑有十

分，则悟有十分”的说法。元代高峰原妙把能否起“大疑情”作为参禅必需具备的条件之

一，他的嗣法弟子中峰明本也说，：“当知正信亦有疑。于正信中未有证得，所以致疑，疑

念益深，久远不退，忽尔洞明，一念开朗，是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同上卷十二之下，

《信心铭辟义解》下） 

[10]如有僧问长沙景岑招贤禅师：“如何是平常心？师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那位

僧人还不明白，曰：“学人不会，意旨如何？”师曰：“热即取凉，寒即向火。”（《五灯

会元》卷四）又如，“源律师问：‘和尚（大珠慧海）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

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

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

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律师杜口。”（同上卷三） 

[11]“（怀让参六祖）遂经八载，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个会处。’祖曰：‘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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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师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同上）   

[12]  如，大珠慧海说：“执空执有者皆愚，寻文取证者益滞。苦行求佛者俱迷，离心求佛

者外道，执心是佛者为魔。”（同上卷三）又如，天童应庵昙华禅师上堂云：“参禅人切忌

错用心。悟明见性是错用心，成佛作祖是错用心，看经讲教是错用心，行住坐卧是错用心，

吃粥吃饭是错用心，屙屎送尿是错用心，一动一静、一往一来是错用心。”（同上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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