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 

                             文化教育的精神 

    自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信仰佛教中的出家僧众，

独坐孤峰，或个 

别的隐居水边林下，过他隐居专修的生活方式，大概还保有印度当

时佛教僧众的形 

。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间，这种不事生产，以乞食自修的生活方

式，不但不受以 

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甚之，引起知识分子与朝

野的反感，同时， 

佛教徒中出家的男女僧尼，愈来愈多，势之所趋，便自然会形成团

体生活的趋势。 

到了盛唐之际，经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及他的得意弟子百丈

海禅师的创制， 

不顾原始印度佛教的规范与戒律，毅然决然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

制度，集体生产， 

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

致使佛教各宗 

派与佛学，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宋代开

国以后，宋儒理 

学家们，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受到禅宗的影响，而建立理学的门庭，

而且在讲学的 

风格，书院的规范，与人格教育的规模上，无一不受丛林制度与禅

宗精神思想的影 

响，甚之，唐、宋以来，帝王朝廷的经筵侍讲与侍读等职位的制度，

也是受到佛教 

开堂说法制度的影响。所以禅宗丛林制度，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教

育的书院制度， 

以及宋、明以后的教育精神，关系实在太大，而且 为密切。只要

详细研究禅宗丛 

林制度的所有清规，以及详读《禅林宝训》与宋、元以后禅宗高僧

的史传，配合比 

较中国历史上，有关文化思想，与教育史实的演变，便可了然知其

所以了。现在为 

了节省时间，只有提出足供研究的资料，以供参考，不能做更深入

的研究。关于丛 

林制度的大略，以前我曾有过一本《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特殊社会》

的书，述说其 

大要，现在只能摘取其中的一部分，做为本题的总结。 

                        （一）佛教原始制度的简介 

    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它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见性成佛为 



宗旨，因为不一定需要文字，所以传到中国以后，就成为中国文化

式的佛教了。如 

果说它是佛教的革新派，那也并不准确，因为它既没有革个什么，

也没有新兴个什 

么，它的宗旨和修行途径，既没有变更本来佛法的面目，也不是中

国自己所创造的， 

只是把印度传来原有的佛教制度，确实痛快地改变一番，即可适合

中国文化的民情 

风俗，又从此建立一个新型的中国佛教气象，而且影响后世各阶层

的社会规范。可 

是它正如佛陀所教的寂默一样，虽然在中国社会里，作了一番伟大

的事业，却仍然 

默默不为人知，但就中国禅宗所创立的制度来说，它对佛法，果然

作了一件不平凡 

的事，同对对于中国的各阶层社会，也奠定了后世组织的规模。 

    释迦出家以前的印度，本来也有很多其他宗教信仰，和离俗出

世专修的人们， 

这些人都叫做沙门，等于中国古代避世的高士，我们普通称他作隐

士，史书上又称 

为隐逸的。不过我们的隐士们，不一定绝无家室之累的，至于印度

的沙门，都是出 

家避世的人，释迦创立佛教以后，凡是正式出家，皈依佛法的弟子

们都须剃除须发， 

身披袈裟，离情绝俗，绝无家室之累，男的就名为“比丘”，女的

名为“比丘尼”。 

“比丘”这个名称，是包含有乞士、怖魔、杀碱等意义，所谓“上

乞法于佛、下乞 

食于人”，便名“乞士”，同时含有能杀烦恼之贼，使魔众怖畏的

威德之意。所以 

严格遵守佛制的比丘们，大都是修习苦行，立志精勤的，其中专门

注重苦修的，特 

别又称为头陀行者。原始佛教的比丘们遵佛的戒律和制度，同时也

须修习头陀的苦 

行，除了应当遵守心性修养，和行为上等等的戒律外，他又定下个

人生活上衣食住 

行的各种制度： 

    衣。不过三衣，多的就要布施了，甚之，拣始人们抛弃了的旧

布和破布，一条 

一条的凑成衣服来穿，这便叫做粪扫衣。传到中国以后，便改穿中

国式的大袍，也 

有乞化百家衣布，补破袖杂而成的，就名为破袖衣，或补袖衣。 

    食。日中一食，至多是早上、中午两餐，过了午时，便不再吃

了，因为他把饮 

食，只看作为维持生命，和医治饿病的药物罢了。 



    住。随遇而安，屋檐、庙廊、树下、旷野、荒冢，铺上随身携

带的坐具一领， 

或草织蒲团一个，两足林跃（俗称为盘足），便心安理得的度此旦

暮了。 

    行。赤足或芒鞋、光头安详而走。昔在印度，至多上面打了一

把伞，晴遮太阳 

雨遮水，传到中国，雨伞换了箬笠，所以文学家们，便有“芒鞋斗

笠一头陀”的颂 

辞了。除此一身以外，大不了带一个净水瓶，供给饮料和盥洗之用，

一个钵盂。作 

吃饭之用，其余可能带些经卷而已。 

    他们这样的刻苦精勤，尽量放弃物欲之累，过着仅延残命的人

类的原始生活， 

就是为了专志求道，表示尽此形命，揖谢世间了。虽然，他们还存

有利世济物之心， 

但在行为上，却是绝对的离群出世之行，所谓头陀不三宿空桑之下，

就为了避免对 

事物的留恋，这在佛学名辞上，也可以叫做合，又可以叫做内布施，

他形似杨朱的 

为己，又同时具有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之心。但是，也有些

比丘们，同居在 

一起修持道业的，那便名为僧伽，僧伽是僧众团体的意义，其中足

为大众师范，统 

率僧伽的就称为大和尚，或简称和尚，以后传到中国，就把比丘们

统名为僧，以讹 

传讹，又优侗叫做和尚，其实一个僧与和尚，便概括了这些意义。 

    当汉明帝时， 初佛法传入中国的和尚，是从印度来的两位高

僧，摄摩腾与竺 

法兰，汉朝将他们安置在洛阳的白马寺，所以中国后来的佛庙和僧

居；就叫做寺和 

院了。其实在汉代，寺，本是朝廷（中央政府）所属政府机关的名

称，《汉书·元 

帝纪》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例如鸿肿寺、太常寺等。

汉、魏、两晋、 

南北朝之间，西城传道的高僧，源源东来，虽然不一定都是修习头

陀行的，但大都 

是严守戒律的比丘，严守戒律和遵守佛的制度，便是乞食于人。虽

然也有靠信仰皈 

依徒众们的供养，但是日久月长，到底还是一个问题：。 

    （1）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而且在中部南部一带，气候

温暖，野生果林很 

多，乞食不到，还可随地采而充饥，但在中国，便没有如此容易了。

（2）中国文化 



的民情风俗，与印度迥然有别，除了贫而无告，沦为乞丐的，即使

如隐士之流，还 

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3）中国素来以农立国，政府与

社会，都很重视农 

耕，仅靠乞食生活，便会被视作懒汉或无用的人了。（4）古代传

统文化的观念，认 

为人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比丘们既已剃除鬓发，

已经犯了大不敬 

和不孝，一般的人，已经存有歧视之心，何况还要乞食于人，那就

更不容易了。 

    由于上述的几种原因，隋唐以前的中国僧众，大半都靠帝王大

臣们的信仰供养， 

才得维持其生活，同时其中有一部分，还须靠自己募化，或其他的

方式维持，所以 

便包含有许多事故，引起历史政治上几次的大反感。不过，那时候

中国的僧众，因 

地制宜，已经不能完全遵照原来的佛制，有的已经建筑寺庙，集体

同居，只有少数 

专志修持，一心求道，单独栖息山林岩洞之间，过他的阿兰若（清

净道场）生活， 

其余就需要变更方式，才能适应环境。 

                        （二）禅宗丛林制度的由来 

    到梁武帝的时代，达摩大师渡海东来，传佛心印的禅宗法门，

便是中国初有禅 

宗的开始，那时信受禅宗的伯人，并不太多，据《景德传灯录》所

载，正式依止达 

摩大师得法的，也不过三、四人，其中接受大师的衣钵，传承心印，

为东土第二代 

祖师的，只有神光一人而已。以后历世的学人，虽然渐渐增加，但

接受祖位，都是 

一脉单传，传到六代祖师慧能，在广东曹溪大弘禅道。四方学者辐

辏，禅宗一派， 

可谓如日之方东，光芒万丈，衣钵就止于六祖而不再传了。从六祖

得法的弟子很多， 

能够发扬光大的，有湖南南岳 让禅师，江西青原行思禅师二支；

青原二支，不数 

传就渐呈衰落，南岳一支，便单祧道脉，此后就有马祖道一禅师，

大弘禅宗宗旨， 

因他俗家姓马，故称马祖。马祖门下出了七十二位大善知识，可为

禅宗大匠的，也 

不过数人，其中尤以江西洪州百丈 海禅师。称为翘楚，改变佛教

东来的制度，首 

先创立丛林制度的，就是马祖和百丈师徒，而且正式垂作丛林规范

的，尤其得力于 



百丈，所以相传便称百丈创立丛林，据《释门正统》载：“元和九

年，百丈 海禅 

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其实，百丈师徒，正当唐代

中叶（约当公元 

八、九世纪之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当在汉、魏两晋时期，其

中已经过四五百 

年蜕变，它被中国文化的融和，受到中国民情社会风俗的影响，制

度的渐渐改变， 

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在百丈以前，梁僧法云，住光孝寺，

虽已奉诏创制清 

规，但没有像百丈一样，敢明目张胆，大刀阔斧的毅然改制，定作

规范，在百丈以 

后，更无完美的僧众制度，能够超过丛林制度的范围，所以说者便

截定是百丈禅师， 

创建丛林制度了。 

    在百丈以前，禅宗的学风，大多只在长江以南一带流传， 盛

的区域，当在广 

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省，能够北入

中原的还不太多， 

至于黄河南北，还是停留在初期东来佛教的方式。禅宗以外的其余

宗派，以及专精 

佛教学理，讲习经论的法师，被称为义学沙门的，为数还是很盛，

大凡笃信研究经 

论学理的人们，不是过于圆通，便是过于迂执，尽管他自己本身，

也翻滚不出时代 

的潮流，如果有人要公开改变旧制，自然就会忿然动色的。所以当

百丈创建丛林之 

初，就被人骂作“破戒比丘”，这也是事所必致的了。马祖百丈等

辈，都是气度雄 

伟，智慧豁达之士，具有命世的才华，担当立地成佛的心印，他毅

然改制，固然由 

于见地定力的超群，也是适应时势机运的当然趋势。 

    百丈以后，晚唐五代之间，禅宗本身，又有五家宗派的门庭设

立，范围僧众的 

制度，大体还是遵守丛林的清规，可是在教授方法，和行为仪礼之

间，却因人、因 

地、因时的不同，就各有少许出入，这种不能算是异同，只能算是

出入的仪礼和教 

授法，便又名为家风。所以后世各个丛林禅寺，各有家风的不同，

一直流传到清末 

民初，严格地说，禅寺丛林所流传的规范，已经经过千余年的变易，

当然不完全是 

百丈禅师时代之旧观了。而且江南江北，长江上游和下游，各寺都

有各寺不同的家 



风和规矩，但推溯这个演变的源流，无论它如何变更形式，穷源探

本，可以得一结 

论： 

    丛林禅寺的宗风，是渊源于丛林制度的演变。禅宗的丛林制度，

是脱胎于佛教 

戒律的演变。 

    佛教戒律，是由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它为了范围僧众集体生

活，修证身心性 

命所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礼记》中的礼仪，以及法律、与社会法

规等的精神和作 

用。 

    1．丛林的规模 

    （1）住持和尚：他是职掌全寺的修持（教育）、寺务（行政）、

戒律和清规 

（法律）、弘法（布道）、经济财务等事权，等于政府的元首、社

会的领袖。他在 

寺内住的所在，叫做方丈，也就是佛经上说，维摩居室，仅有方丈

之意，所以普通 

便叫一寺的住持和尚作方丈，有时也叫作住持，就是佛经上住持正

法之意。《禅苑 

清规》称尊宿住持谓：“代佛扬化，表异知事，故云传法。名处一

方，续佛慧命， 

斯日住持。初转法轮；名为出世。师承有据，乃号传灯。” 

    （2）住持和尚的产生：住持是僧众们推选出来的，必须具有

几个条件：第一， 

是禅宗的得法弟子，要确有修持见地，足为大众师范，而且形体端

正，无有残缺。 

第二，要德孚众望，经请山长老和其他丛林的住持们赞助。第三，

得朝廷官府（中 

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同意。 

    他具备这些众望所归的条件，经过一次极其隆重的仪式，才得

升座作住持和尚， 

如果以上还有老师和尚的存在，在升座的仪式中，还有付法、嗣法。

人院、视箓等 

手续，才算完成接座的一幕，相等于现代的交替教育宗旨，和职位

上的移交。 

    （3）退院的和尚：前任的住持和尚退位，便称为退院老和尚，

他闲居养静，再 

不间事（或者闭关专修，大体都是功高望重，修持与德操，达到圆

满的程度。他与 

新任接位接法的住持和尚之间，视如父子，必须极尽恭敬供养侍奉

的能事，一直到 

了老死，务须尽到孝养，否则，会被诸山长老及僧众们所指责的，

甚之，还算是犯 



了清规，受到责罚，但是唐宋时代的退院高僧，多半是飘然远引，

从来不肯作形似 

恋栈的事。 

    （4）和尚与政府的关系：以前在中国的政治上，关于僧道制

度，虽然历代都有 

过不大不小的争议，但因中国文化的博大优容， 后决议，都以师

礼待遇僧道等人， 

虽然朝见帝王时，也不跪拜，只须合掌问讯，等于只有一揖了事。

东汉时，僧尼隶 

属于鸿肿寺管理。唐以后，改变自姚秦、齐、梁以来的大增正和大

僧统，设祠部曹， 

主管天下僧尼道士的度谋和道箓等事。祠部与僧箓司，等于现代政

府的宗教司，唐 

代是隶属于礼部的，《唐会会要》称：“则天延载元年五月十五日，

敕天下僧尼隶 

祠部。”全国僧尼的户籍，也隶祠部专管，并置有僧籍的专案，迨

唐宪宗元和二年， 

在帝都长安的左右街还置有僧录的职衔，相当于姚秦的僧正，后魏

的沙门统，南齐 

京邑僧官的僧主，那是选拔聘请有道德学术修养的高僧，人都作僧

官，主管天下僧 

尼道士等的事务。元代有一时期，还专设有行宣政院，以管理僧俗

喇嘛及边情等事 

务。明洪武时，置僧祭司，各直省府属置僧纲司，州属置僧正司，

清代因其职称。 

度碟，是政府给僧尼的证件，等于现代的文凭和身份证明书，唐代

又称为何部牒， 

它自尚书省祠部发出。道士们的度牒，又名为箓。 

    丛林住持的和尚，虽然由僧众推选产生，但是也须得朝廷或地

方官的同意聘任， 

如果住持和尚有失德之处，政府也可以罢免他的职位，甚至，还可

以追回度碟，勒 

令还俗，便变成庶民，像平常人一样接受政府法律的制裁，这种制

度，一直到清代 

以后，才渐渐变质，不太严格。因为清代在精神上，乃异族统治，

变相松弛，是另 

有他的政治作用。中国历代政权，虽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有宪法

规定宗教信仰的 

自由，可是向来都听任自由信仰宗教的，过去政府对于僧道的措施，

并不是严格的 

管理，只是严整的监督。 

    （5）住持和尚执行的任务：住持的职位上，是全寺首脑的住

持，由他选拔僧众， 



分担各种执事的职务，但是却叫作请职，并非分派。请职，等于说

以礼聘请，并不 

以命令行为。各种执事的职位，虽然由住持所请，但一经请定了，

便各自执行他的 

职掌，秉公办理，即使对住持，也不能徇私，因为他们有一 高的

信仰，尽心尽力， 

一切都为常住，才是功德。常住，就是指丛林寺院的全体代名辞，

也就是佛经所说 

佛法常住之意。所以几关于处理或决议全寺和大众的事，住持必须

请集全体执事公 

议以决定之，不能一意孤行，至少，也有两序执事长老，或少数重

要执事参加决定 

才行。因此，住持在职位上，并不像专制时代政府的主官一样，他

却像中国旧式教 

育的全体弟子们的严师一样，因为他所负的重要责任，便是指导全

寺僧众们的实地 

修行，和品行的督导，关于这一方面，他却有无上的权威，也有无

限的责任感，所 

以古代的丛林，有些住持，根本就不问事务，他认为执事的职掌，

已经各有所司， 

毋须他来多管，他只须自己努力修行，随时说法，行其身教就是，

要能不使学者走 

入歧途，这才是他应负的责任。 

    （6）住持和尚请两序班首执事：住持就位，就要选请全寺的

执事，所谓执事， 

百丈旧规，称为知事。班首，旧规称为头首。他要选拔僧众中才能

胜任，而且足孚 

众望的出任各种职司，虽然不经过选举，但是必是大众所谅解同意

的。他要发表各 

位执事职司的手续时，先要征求本人的同意，再把各执事职司的名

字职位，写在一 

个牌上（等于现代的公告牌），挂了出来，大家就得遵守之，须在

每年正月十五、 

或七月十五挂牌。在请职以前，先于三五天前方丈预备了茶果，就

命侍者去请某某 

师等同来吃茶，经过住持向他们当面请托，得到了同意，才一一由

书记写好名字职 

位，挂牌示众。然后在就职那一天，午斋的时候，先送到斋堂，依

次就座用膳。饭 

后再绕佛经行，送到大殿上，依次排列位置，再礼佛就位。晚课以

后，各请新的执 

事，便到方丈礼座就职，住持便当面加以训勉，告诫尽心职务，遵

守清规。退而再 



至各老职事房中，一一拜候，便叫作巡寮（巡寮这个名辞，在戒律

上又作别论）。 

这样便是简单的请职程序。请职的时候，也有请二人同任一职，互

为副助，或数人 

同任一职的，偶也有之。但各职执事职司，虽由住持请出，却不像

上下级官吏的组 

织，他是平行的，可以说，只有圆的关系，既不是上下，也不是纵

横的隶属，他们 

有弟子对老师的尊敬，却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班行观念。 

    2．丛林的风规 

    （1）身份平等，集团生活：唐、宋时代，正当禅宗鼎盛的时

候，大凡出家为僧 

的，不外四种情形：①部分研究佛学经论的称为义学比丘们，有的

是因政府实行佛 

经的考试既经录取，便由朝廷赐给度碟出家的。②自动发心，离群

求道，请求大德 

高僧剃度的。③朝廷恩赐，颁今天下士庶，自由出家的。唐时，政

府有几次为了财 

政的收入，还有鬻卖度碟，听任自由出家的。④老弱鳏寡，无所归

养而出家的。在 

这四种情形当中，如有未届成年想求出家者，依佛的戒律，还须得

父母家族的同意， 

才能允许出家。 

    既经出家受戒，取得度碟以后，就可往丛林讨褡长住，讨褡大

约分作两种，各 

有不同的手续：①普通少住数日或一短时期的，便叫做挂褡（俗作

挂单或挂搭）。 

挂褡的僧众，为慕某一丛林住持和尚的道望，远来参学，或是游方

行脚经过此处， 

但都须先到客堂，依一定的仪式，作礼招呼，依一定的仪式放置行

李，然后由知客 

师或照客师依礼接待，并依一定的禅门术语，询问经过，既知道了

他挂褡的来意， 

便送进客房，招呼沐浴饮食。普通僧众住的客房，术名叫寮房。接

待游方行脚僧的， 

又叫做云水寮，唐宋时代，旧称通叫做江湖寮。 普通的过路挂褡

也要招待一宿三 

餐，等于归家稳坐，绝无歧视之处。如遇参学游方的，有些比较大

的丛林，在他临 

行时，还要送些路费，叫做草鞋钱。倘要久住些的，便要随大众上

殿念经，参加作 

事，虽然居在客位，劳逸平均，仍然不能特别。②要想长住的，使

叫作讨褡。要住 



进禅堂内修学的，便叫作讨海褡。讨了海褡，就算本寺的正式清众

了，这必须要先 

挂褡，住些时日，经过知客师及各执事们的考查，认为可以，才能

讨得海褡长住， 

旧制称为安褡．常住的僧众，每年春秋两次，各发一次衣布，或衣

单钱，以备缝制 

衣服之用。除了施主的布施以外，常住每季，还发一次零用钱，也

叫做衬钱。 

    凡是已经受戒，持有度碟，而且是常住的大众，身份与生活，

便一律平等，上 

至住持和尚，下至执劳役的僧众，都是一样。对于衣、食、住、行

方面，都要严守 

佛家的戒律，和丛林的清规。如果犯了戒律和清规，轻则罚跪香或

执苦役，重则依 

律处罚或摈弃，便是俗称赶出三门了。 

    衣。普通都穿唐、宋时代遗制的长袍，习禅打坐也是如此，作

劳役时便穿短褂， 

这些就是留传到现在的僧衣。遇有礼貌上的必要时，便穿大袍，现

在僧众们叫它为 

海青。上殿念经，礼佛，或听经，说法的时候，便披上袈裟。中国

僧众们的袈裟， 

都已经过唐、宋时代的改制并非印度原来的样式，到了现在，只有

在僧众的长袍大 

褂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雍容博大的气息，窥见上国衣冠的

风度。僧众们的 

穿衣，折叠，都有一定的规矩。都是训练修养有素，就是千人行路，

也难得听到衣 

角飘忽的风声。 

    食。依照佛教的戒律，每日只有早晨、中午两餐，为了种种正

确的理由，过午 

便不食了。食时是用钵盂，以匙挑饭，并不像印度人的用手抓饭来

吃，但到了中国， 

已经改用碗筷，和普通人一样。不过，完全实行大乘佛教，一律终

生素食，而且是 

过午不食的，除了少数担任劳役的苦役僧，因恐体力不济，晚上一

餐，还只是作医 

治饿病之想，才敢取食。凡吃饭的时候，一律都在斋堂（食堂），

又叫作观堂，是 

取佛经上在饭食时，作治病观想，勿贪口腹而恣欲之意，这个规矩，

大家必须一致 

遵守，虽上至住持和尚，也不能例外设食，这就名为过堂。如有外

客，便由知客陪 

同在客堂吃饭，住持和尚于不得已时，也可以陪同客人饭食。大众

食时都有一定的 



规矩，虽有千僧或更多的人，一听云板报响，便知已经到了食时，

大家穿上大袍， 

顺序排列，鱼贯无声的走入膳堂，一一依次坐好。碗筷菜盘，都有

一定次序放置， 

各人端容正坐，不可随便俯伏桌上。左手端碗、右手持筷，不得有

饮啜嚼吃之声， 

添饭上菜，都有一定的规矩，另有执役僧众侍候，不得说话呼喊。

斋堂中间上首， 

便是住持和尚的坐位，住持开始取碗举模，大家便也同时开始吃食

了，等到全体饭 

毕，又同时寂然鱼贯回寮。住持和尚如有事情向大众讲话，正当大

众饭食之时，他 

先停止吃饭，向大众讲说，这便名为表堂。每逢月之初一、十五便

加菜劳众，或遇 

信众施主斋僧布施，也要加菜的。’ 

    住。在禅堂专志修习禅定的僧众，便名为清众，旦暮起居，都

在禅堂，其余各 

人都有寮房，有一人一间，或数人一间的。依照佛教戒律和丛林规

矩，除早晚上殿 

念经作功课，以及听经法以外，无事寮房静坐，不得趱寮闲谈，不

得闲游各处，无 

故不得三人聚论及大声喊叫。如遇住持和尚或班首执事，以及年长

有德者经过，就 

必肃然合掌起立，表示问讯起居。 

    行。各人行走，或随众排列，必须依照戒律规矩，两手当胸平

放，安详徐步， 

垂脸缄默，不得左顾右盼，不得高视阔步。如要有事外出，必须到

客堂向知客师告 

假，回寺时又须到客堂销假，不得随便出外。即使住持方丈，或班

首执事出寺人寺， 

也须在客堂说明，告假几天，同时还须向佛像前告假和销假。其余

生活各事，如沐 

浴、洗衣，各有规定。病时大丛林中，自有药局处方，告假居房养

息，不必随众上 

殿过堂。倘若病重，进住如意堂，便有自甘执役护病的僧众来侍奉，

如意堂，也就 

是旧制的安乐堂。死了，便移入涅槃堂，举行荼毗（俗名迁化），

然后收拾骨灰， 

装进灵骨塔（即俗称骨灰塔）。 

    总之，真正的丛林集团生活，绝对是作到处处平等，事事有规

矩，由一日而到 

千百年，由管理自己的身心开始，并及大众，都是循规蹈矩，至于

详细细则，还不 



止此。所以宋代大儒程伊川，看了丛林的僧众生活，便叹说：“三

代礼乐，尽在是 

矣。” 

    （2）劳役平等，福利经济：百丈创制丛林， 要紧的，便是

改变比丘，不自生 

产，专靠乞食为生的制度。原始的佛教戒律，比丘不可以耕田种植，

恐怕伤生害命， 

那在印度某些地方，可以行得通，到了中国，素来重视农耕，这是

万万行不通，而 

且更不能维持久远的。所以百丈不顾别人的责难，毅然建立丛林制

度，开垦山林农 

田，以自耕自食为主，以募化所得为副。耕种收获，也如普通平民

一样，依照政府 

法令规定，还要完粮纳税，既不是特殊阶级，也不是化外之民。平

日于专心一志修 

行求证佛法以外，每有农作或劳动的事情，便由僧值师（发号司仪

者）宣布，无论 

上下，就须一致参加劳动，遇到这种事情，丛林术语，便名为出坡，

旧制叫作普请。 

出坡的对候，住持和尚，还须躬先领头，为人表率，百丈禅师到了

晚年，还自己操 

作不休，他的弟子们，过意不去，就偷偷地把他的农作工具藏了起

来，他找不到工 

具，一天没有出去工作，就一天不吃饭，所以禅门传诵百丈高风，

便有：“一日不 

作，一日不食”之语，并且以此勉励后世，由此可见他人格伟大的

感召了，现代的 

虚云和尚年届一百二十岁，还是身体力行，终生奉此不变的。 

    丛林的经济，一切收入与支出，要绝对公开，术名便称为公众。

收入项月、悉 

数都为全寺大众的生活，尽量为大众谋求福利，还有盈余，便添购

田地财产，希望 

供养更多的天下僧众。一班执事等人，多半公私分明，绝对不敢私

自动用常住一草 

一木，因为僧众们在制度以外，更是绝对信仰因果报应的，乎时经

常传为宝训的， 

便有：“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被毛带角还。”

因此，他们对于 

在禅堂里真实修持的僧众，都是极力爱护，不肯使他们受到丝毫惊

扰，希望他们成 

道，以报天下、国家、社会上和施主们的恩德。从前有一位宝寿禅

师，在五祖寺库 

房执事，那时的住待和尚戒公偶然因病服药，需用生姜，侍者就到

库房里取用，宝 



寿便叱之使去，戒公知之，令拿钱去回买，宝寿才付给他。后来洞

山缺人住持，郡 

守来信，托戒公找人住持，戒公便说：那个卖生姜的汉子去得，他

便去作洞山的主 

持，所以后世有“宝寿生姜辣万年”的句子，相传为禅门的佳话。

一九四一年，笔 

者在成都的时候，见过一位新都宝光寺的退院老和尚，其人如苍松

古柏，道貌岸然 

可敬，住持大寺数十年，来时只带一个衣裳包袱，退位的时候，仍

然只带这个破包 

袱，对于常住物事从来不敢私用分毫，自称德行不足以风众，背不

起因果，相对数 

言，便令人起思古之幽 ，这便是丛林大和尚的风格。 

    （3）信仰平等，言行守律：所谓丛林，顾名思义，是取志在

山林之意，其实， 

它具有此中明道修行者，有如麻似粟、丛集如林的意思。他们都坚

定地信仰佛教的 

佛法，尤其信仰禅宗心地成佛的法门，要住丛林，便是为了专心一

志的修证心地成 

佛法门，所以他们除了恪守丛林的清规以外，在寺内更笃守佛教的

戒律。相传过去 

天台国清寺有一得道高僧，已经有了神通，有一天晚上，在禅堂里

坐禅，下座的时 

候，他偷偷问隔座的僧众说，你的肚了饿了吗？大家不敢答话，有

一僧说：饿了怎 

么办，规定大家过午不食，谁又敢去犯戒？即使要吃，厨房里都没

有东西，哪里有 

吃的呢？他说：不要紧，你要吃，我替你弄来，厨房里还有锅粑呢！

他说了，便伸 

右手人左手的袖子里，一会儿，就拿出一大把锅粑来请这僧吃。这

时，那个住持和 

尚也有神通的，他严守戒律，决不肯轻现神通，到了次日清晨，住

持和尚便向大众 

宣布，昨天夜里，禅堂里有两位僧人犯戒，依律摈斥出院，那个有

神通的僧人便伸 

手拿起包袱，向住持拜倒，自己承认犯戒，由此就被赶出山门了。

南宋时，大慧宗 

果禅师，他未经得法时。依止湛堂禅师，有一天，湛堂看了他的指

甲一眼，便说： 

近来东司头的筹子，不是你洗的吧！他便知道师父是责他好逸恶劳，

立即剪去养长 

了指甲，去替黄龙忠道者作净头（清除厕所）九个月，由于这些例

举的一二操行， 

就可知他们的规矩和戒律，言行和身教，是多么的自然和严整啊！ 



    （4）众生平等，天下为家：佛教的宗旨，不但视人人为平等，

它确要做到民胞 

物与，视一切众生，都是性相平等的，为了适合时代和国情，他创

立了丛林制度， 

从表面上看，丛林的清规与佛的戒律，似乎不同。实际上，清规是

以佛的戒律作骨 

子的，所以他的内部，仍以严守戒律为主，既如举足动步，也不敢

足踏蝼虫蚂蚁， 

何况杀生害命。因为他的信仰和宗旨，是慈悲平等的，所以丛林便

有天下一家的作 

风，僧众行脚遍字内，不论州县乡村，只要有丛林，你能懂得规矩，

都可挂褡安居。 

此风普及，及至乡镇小庙，或是子孙私产也都可以挂褡从前的僧众

们，行脚遍天下， 

身边就不需带一分钱，即使无寺庙可住，大不了，树下安禅也可过

了一日。元、明 

以后，佛道两家好像各有宗教信仰的不同，在某些方面，又如一家，

例如道士，到 

了没有道观的地方，可以跑到和尚寺里去挂褡。和尚也是如此，必

要时可以跑到道 

观里去挂褡。每遇上殿念经的时候，也须随众照例上殿，不过各念

各的经，只要守 

规矩，便不会对他歧视的。僧尼之间，事实上，也可以互相挂褡，

不过，其中戒律 

和规矩更要严些，例如男众到女众处挂褡，清规严格的寺院，就只

能在大殿上打坐 

一宵。稍稍通融的，也只能在客房一宿，决定不可久居。女众到男

众处，也是如此 

的。俗人求宿寺院，便不叫做挂褡，佛门从慈悲为本，有时斟酌情

形，也可以收留 

的。唐、宋时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大都是寄居僧寺读书，

例如邺侯李泌等 

辈，为数确也不少。至于唐代王播微时，寄读扬州僧寺，被主僧轻

视，故意在饭后 

敲钟，使他不得一餐，便题壁写诗云：“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囗

黎饭后钟。”后 

来他功名成就，复出镇是邦，再过此处，看到昔日的题句，已被寺

僧用碧纱笼罩起 

来，他便继续写道：“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这些

事情总有例外的， 

也不能以偏概全，便视僧众都是势利的了。 低限度，也可以说：

有了丛林制度以 

后，确实已经替中国的社会，做到收养鳏寡孤独的社会福利工作，

使幼有所养，老 



有所归，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宋仁宗看见丛林的生活，不胜羡慕

它的清闲，便亲 

自作有《赞僧赋》。相传清代顺治皇帝，看了丛林的规模，使兴出

家之想，他作了 

一篇《赞僧诗》，内有：“天下丛林饭如山，钵盂到处任君餐。朕

本西方一袖子， 

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等句，也

有人说，这是康 

熙作的，真实如何，很难考证，但由此可见禅门丛林，是何等气象

了。 

    3．丛林以修持为中心的禅堂 

    （1）禅堂的规模：百丈创立丛林， 重要的，他是为了真正

建立了禅宗的规范， 

由于这种制度的影响所及，后世佛教的寺院，不论宗于何种宗派，

大多数都有加上 

禅寺名称的匾额，而且因为禅增们的简朴，一肩行脚，背上一个箱

四，芒鞋斗笠， 

就可走遍天下名山大川，大家景仰他们的苦行，所以青山绿水之间，

不断地建筑起 

禅寺了。但真正的禅门丛林，它的主要目的，不止在于创建寺院，

都在于有一座好 

的禅堂，可以供养天下僧众，有个安身立命、专志修行的所在。唐、

宋、元、明、 

清以来，国内有的丛林里的禅堂，可以容纳数百人到千余人的坐卧

之处，每人一个 

铺位，可以安禅打坐，又可以放身倒卧，各个铺位之间，又互相连

接，所以古人又 

叫它作长连床。但每一座位间，必须各记自己的姓名，张贴于坐席

之间。全寺的僧 

人，常住经常也备有登记簿，俗名叫作草单，术名叫作戒腊簿，也

等于现代的户口 

簿。整个禅堂光线明淡，调节适中，符合简单的生活起居，适应方

便。只是古代的 

建筑，不太注重通风设备，对于空气的对流，比较差些。禅堂四面，

都做成铺位， 

中间完全是个大空庭，需要作大众集团踱步行走之用，这种踱步，

便是佛经所说修 

禅定者的适当活动，叫作经行，丛林里便改作行香与跑香了。所以

禅堂中心的空间， 

便要能够容纳内部数百或千余人的跑步之用，行香与跑香，都照圆

形活动，不过必 

要时，还有分成两个圈子或三个圈于来跑，老年体弱的，不可以走

外圈。少壮健康 

的，就走外面的大圈子。 



    （2）禅堂里的和尚：禅堂既然为禅宗丛林的中心，等于现代

语所说的，是个教 

育的中心了，那么，应该是 富于佛教色彩的所在，事实上，并不

如此，它却正正 

真真表示出佛法的真精神，不但完全解脱神秘和迷信，而且赤裸裸

的表出达摩大师 

传佛心印的宗旨。原来禅堂里，不供佛像，因为禅宗的宗旨，“心

即是佛”。又是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又“不是心，不是佛，也不是物”

的，那它究竟 

是个什么呢？可以说：它是教人们明白觉悟自己的身心性命之体

用，所谓本来面目， 

道在目前，就在寻常日用之间，并不是向外求得的。后世渐有在禅

堂中间，供奉一 

尊迦叶尊者的像，或达摩祖师的像。禅堂的上位（与大问正对的），

安放一个大座 

位，便是住持和尚的位置，和尚应该随时领导大家修行禅坐，间或

早晚说法指导修 

持，所以住持和尚一定要选任曾经悟道得法的过来人，确能指导大

家修证的大善知 

识了。心即是佛，和尚便是今佛，住持也便是中心，所以有时称他

作堂头和尚。如 

住持和尚因故不能到禅堂参加指导，辅助住持的督导修持，就是禅

堂的堂主，与后 

堂西堂等，这几个位置排在进门之首的。此外，还有手执香板，负

责督察修持的， 

叫做监香，他和禅堂里的悦众，都是负责监督修持用功之责的。悦

众和监香，也有 

数人任之的。香板，古代乃是竹杖，一端包了棉花和布，做为警策

之用，这是佛的 

旧制，称谓禅杖，后世改用为木版，作成剑形，叫做香板。其余，

还有几位专门供 

给茶水的执役僧，有时或由新出家的沙弥们任之。 

    （3）禅堂的生活：顾名思义，所谓禅堂，就是供给僧众们专

门修持坐禅的地方， 

他们为了追求实现心地成佛的 高境界，一面离尘弃欲，决心绝累，

一面又须苦志 

精勤，节操如冰雪，甚之毕生埋首禅堂，一心参究，纵然到死无成，

仍然以身殉道 

而不悔者，比比皆有。凡是住在禅堂里的人，饮食起居生活，一律

都须严守清规的 

纪律，清晨三四点钟就要起床、盥嗽方便以后，就要上座坐禅。因

为古代没有时钟， 



每次坐禅，就以长香一炷为标准，大约等于现在时钟的一点半钟左

右。下座以后， 

就须行香，大家依次排列，绕着禅堂中间来回行走，身体虽然松散，

心神却不放逸， 

这样又要走完一炷香，就再上座。饮食、睡眠、大小便，都有划一

的规定。如此行 

居坐卧，都在习样，每日总以十支以上长香为度。如逢冬日农事已

了，天寒地冻， 

更无其他杂条，便又举行克期取证的方法，以每七日为一周，叫做

打禅七或静七。 

在禅七期中，比平常更要努力用功参究，往往每日以十三四支长香，

作为用功的标 

准，大约睡眠休息时间，昼夜合计，也不过三四小时而已，后世各

宗，鉴于这种苦 

修方法的完美，也就兴起各种七会，如念佛七等等。他们有这样苦

志劳形，精勤求 

道的精神，日久月长，无疑地，必能造就出一二超格的人才。每逢

举行禅七的时期， 

和尚要请职担任禅堂里的监香职位时，也和请丛林班首执事一样的

过程，茶聚商托 

以后，挂牌送位，都如请执事一样的仪式，不过送位只是送掉堂里

的坐香位子。因 

为重心在于禅堂。监香也有同时请七八位，轮流担任，以免过于疲

劳。禅宗虽然只 

重见性明心，立地成佛的顿法，并不重禅定解脱的修行法门。但是

远自印度的释迦 

牟尼，以及传来中国以后，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位祖师和禅师，不

从精勤禅定，专 

志用功中得成正果的。每年初夏，便依律禁足安居三月，又谓之结

夏，到了旧历七 

月十五日圆满，或称谓解夏。所以从前问出家为僧的年龄若干，便

请问他夏腊多少。 

所以丛林禅堂，制立如此风规，恰是佛法的真实正途，俗话说：“久

坐必有禅”， 

这也不是绝无道理的。到了两宋以后，许多大儒，都向往禅堂规模

和教育方法，抽 

梁换柱，便成儒家理学家们的静坐、讲学、笃行。实践等风气了。

禅堂的门口，帘 

幕深垂，一阵阵的飘出婀娜的炉香，当大家上座坐禅的时候，普通

叫作收单，门口 

便挂上一面止静的牌子，这时，外面经过的人，轻足轻步，谁也不

敢高声谈论，恐 

怕有扰他们清修。到了休息的时一候，门口换挂一面放参的牌子，

才可以比较随便 



一点，普通又名为开静。 

    （4）禅堂内外的教育方法：丛林既以禅堂为教育的中心，那

就天天必有常保了？ 

诚然，他们的常课，便是真参实证，老实修行本分下事，却不是天

天在讲学说法的， 

因为在禅宗门下，认为讲习经论，那是属于义学法师们的事，他们

重在老实修行。 

遇到晚上放参的时候，住持和尚莅临禅堂，说些用功参禅的法门，

或者有人遇到疑 

难，请求开示，便随时说法指导，这样就叫做小参。后世风规日下，

有时住持和尚 

偷懒，便请堂主升座说法，这也叫作小参。倘有正式说法，在禅堂

以外，另外还有 

一座说法堂，简称法堂，依照一定的仪式，礼请住持和尚升座说法，

这时大都是鸣 

钟击鼓，依照一定的隆重仪式，通知全寺的僧众，临场听法的。仪

式的庄重，和大 

众的肃然起敬，恰恰形成一种绝对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可是禅宗

住持和尚说的法， 

却不如讲经法师们，一定要依照佛经术语的法则来，也不是只作宗

教式的布道，他 

是随时随地，把握机会教育的方针，因事设教，并无定法的。弟子

和书记们，老实 

记载他的说法讲话，便成为后世的语录一类的书了。如果有时讲解

经论，又须另在 

讲堂中举行，对于专门讲解经论的法师，便称为座主。丛林的修行

教育，固然以禅 

堂为中心，但作为导师的住持和尚，对于全体笃志修行的僧众们，

却要随时随地注 

意他们修持的过程和进度，偶或在某一件事物，某一表示之下，可

以启发他智慧的 

时候，便须把握时机，施予机会教育，这种风趣而轻松的教育法，

在高明的排师们 

用来，有时会收一到很大的效果，可能对于某一个人，便由此翻然

证悟的。即或不 

能达到目的，有时也变成很幽默的韵事了，后世把这种事实记载下

来，便叫作公案。 

理学家们便取其风格，变称学案。那些奇言妙语，见之于后世的语

录记载里的，便 

叫做机锋和转语。由此可见作一位住持丛林的大和尚，他所负的教

育责任，是何等 

的重要，佛经所谓荷担如来正法，正是大和尚们的责任所在，所谓

荷担，也就是说 



继往开来，住持正法眼藏，以继续慧命的事，唐、宋之间，有些得

道高僧，自忖福 

德与智慧、才能和教导，不足以化众的。便往往谦抑自牧，避就其

位了。 

    （5）禅堂的演变：元明以后，所谓禅寺的丛林，渐渐已走了

样，同时其他各宗 

各派，也都照禅宗丛林的规矩兴起丛林来了。在其他宗派的丛林中，

禅堂也有变成 

念怫堂，或观堂等，所谓真实的排堂和禅师们，已如凤毛麟角，间

或一见而已，令 

人遥想高风，实在有不胜仰止之叹。民国以来，研究佛学的风气，

应运而兴，所以 

禅门丛林，也多有佛学院的成立，禅宗一变再变，已经变成了禅学。

或是振衰革弊， 

或是重创新规，唯有翘首位候于将来的贤哲了。 

    4．丛林与中国文教 

    丛林的制度，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品，如果认为佛教传来中国，

便受到中国文 

化的融化，产生了佛教革新派的禅宗，这事已略如前论，不必重说。

严格地说来， 

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交流，却有两件大事，足以影响佛法后来的命

运，而且增强它 

慧命的光辉。第一，在佛学学理方面的整理，有天台、华严两宗严

整批判的佛学， 

天台宗以五时八教，贤首宗以五教十宗等。概括它的体系，这便是

有名的分科判教。 

第二，在行为仪式方面，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它融合了传统文化

的精神，包括懦 

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适合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而且早在千余年

前，便实行了中 

国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规模。它的制度，显然不相同于君主制度的

宗教独裁，只是 

建立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 

    除了中国以外，接受南传原始佛教文化的，如泰国、高棉、寮

国、锡兰和缅甸， 

传续到了现在，虽然已非旧时面目，但多少总还存有一些原来方式。

可是它所仅存 

的生命，不过是依赖政府与民间信仰的残余，与丛林制度比较起来，

有识之士，便 

不待言而可知了。和这相反的，就如北传佛教在我国西藏，它以神

秘色彩，衬托出 

宗教的恣 ，千余年来，却赢得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权区域，虽略有

类同西洋教会和 



教皇的威权，而无西洋教会一样，具有国际和世界性的组织，讲政

治，没有博大悠 

久思想作基础，讲宗教，仍被封固在文化落后的地区。如果深切了

解释迦牟尼的全 

部教义，对于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两种方式，便会知道不是他

原来的初衷。只 

有中国的丛林制度，确能与他的本意不相违背，由此可见无论南传

北传的佛教，都 

没有像东来中土的伟大成就，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了解，凡

是自己没有悠久 

博大的文化之民族，纵然佛光普照，它的本身，仍然无力可以滋茂

长大，所以说， 

当达摩大师在印度的时候，遥观东土有大乘气象，不辞艰苦，远涉

重洋，便放下衣 

钵，把佛法心印传留在中国了。 

    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历史剩遗在山川名胜的背景，已经足以

表示整个文化的 

光辉，何况它的精神，还是永远常存宇宙，正在不断地继往开来呢！

仅以丛林创建 

的制度来说，它给全国的山光水色，已经增加了不少诗情画意，表

现出中国文化的 

风格，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还只是描 

写南北朝以来的江南佛教事迹，到了唐朝以后，因为丛林寺院的兴

盛，可以说：率 

土之滨，莫不有寺，名山之顶，何处无僧，所以后人便有。天下名

山僧占多”之咏 

了。加上以唐人气度的雄浑，宋人气度的宽廓，二者融会在寺院建

筑之中，我们在 

全国各地，到处都可见到美仑美奂，壮丽雄传的塔庙，只要你翻开

各省的省志，各 

州、府、县的地方志，要查名胜古迹，僧道寺院，便已占去一半。

缅 先哲，追思 

两三千年的留传至今的事物，岂能不令人痛恨这些一知半解，妄自

蔑视中国文化的 

人们！须知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建设起来，是经过多少时间，和

多少哲人的心血 

所完成。要想改变，以适应世界的趋势而争取生存，那也要学而有

术，谋定而后动， 

岂是浅薄狂妄，轻举妄动所能做得到的吗？ 

    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是以儒家为主流，儒家高悬大同天下的目

的，是以礼乐为 



主道政治的中心，由于礼乐的至治，就可以实现《礼运》的天下为

公的目的，但是 

经过数千年的传习，一直到了唐代。才只有在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

里，实现了一个 

天下为公的社会。它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佛教僧众的集团，然在

精神上，它是融 

合礼乐的真义，和佛教戒律的典型，”礼失而求诸野”，如果讲到

一个真善美的社 

会风规，恐怕只有求之于丛林制度了。但是也还不能做为治国平天

下的规模，因为 

国事天下事，与丛林社会相比，其艰难复杂，又何止百千万倍。人

是一个有情感和 

理性的生物，无论性和情，只要偏重在那一面，就不能两得其平，

结果都不会安定 

人生的．丛林制度它能普及流传，不外四个原因：第一，因为出家

了的僧众，已经 

发自内心的，抑弃了世事人欲的情感牵扰，虽然住在丛林里，过的

是集团生活，又 

是绝对自由追求自我理想的境界。第二，宗教的信仰，和发自因果

分明的观念，已 

经不需要外加的法律管制。第三，各人由内心的自净其意，发为规

矩，便是 高自 

治的原理。第四，维持生命生活的经济制度，早已做到福利的要求，

所以他们只要 

管自己的身心修养，其余的一切就都可以放下了。因此他们可以做

到，像儒家礼乐 

高 目的，和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要求，如果是普通人的社

会呢？男女饮食 

和物欲的权利，只有日益向外扩充和发展，人事和世事的推排，相

互间便有争执， 

许多在学理和教育上决定是正确的道理，一到人情和人欲的要求

上，便完全不是那 

样一回事了，即如完美的丛林制度，他在教导以外，再没有刑责可

行，假使没有  

高道德作为依持，要想求其安然垂范达千余年之久，绝对是不可能

的事。南宋时代， 

杭州径山大慧宗果禅师，与温州龙翔竹庵大珪禅师，恐怕后来丛林

衰落，便合力记 

述历史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留作后世的准绳，作了一部《禅林宝

训》的书，其中 

高风亮节，以及敦品厉行的典型，足以与《宋儒学案》，比美千秋，

如果去掉它僧 

服的外层，做为为人处世的修养范本来看，一定别有无穷受用，可

以启发无限天机。 



    百丈禅师创建丛林以来，他的初衷本意，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

众，不为生活所 

障碍，能够无牵无挂，好好地老实修行，安心求道，他并不想建立

一个什么社会， 

而且更没有宗教组织的野心存在，所谓“君子爱人以德”则有之，

如果认为他是予 

志自雄，绝对无此用心，尤其是他没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

施，自然而然的， 

便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如果他有世务上的希求，那便

会如佛经所说： 

“因地不真，果遭纤曲”，岂能成为千古宗师，在他当时，一般人

之所以责骂他是 

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死执著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认为出家为僧，

便不应该耕种 

谋生，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如果他当时不毅然改制，还

让僧众们保持印 

度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传流到达现在吗？禅宗

重人们确有见 

地，佛教称佛为大雄，时移世变，时代的潮流，由农业社会的生活

方式，已经进到 

工商业科学化的今天，追 先哲，真有不知我谁与归之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