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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rt of Awakening

Master Ji Qun

Abstract
Besides creating works of art, artists should further care about how
to create a life. The Art of Awakening builds a life as if it was a
work of art. “Awakening”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mely the Middle Way, the School of
Consciousness-Only, and the Chan School. When we find a way
out by the art of awakening, we can bring this awakening into our
works, and truly settle down our minds. In this way, the art is not
only a secular subject, but also a way to spread wisdom and
enlighten the mind in much the same way that the ancients
advocated that “Works can present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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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Buddhism art; awakening; art of awak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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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觉醒的艺术①

济群法师

内容提要：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之外，应进一步关注生命的

创作。“觉醒的艺术”是把生命当作艺术品来打造。“觉醒”

可从中观、唯识、禅宗三种途径来领会。当我们通过觉醒的艺

术找到人生出路，再将这种体证融入创作，就能真正令心安住。

那么，艺术不仅是世间的事业，还可以像古人推崇的文以载道

那样，用来传承智慧，启发心智。

关键词：艺术 佛教艺术 觉醒 觉醒的艺术

①
本文原是题为《觉醒的艺术》的讲座记录，为使其与本期刊论文体例相同，改

为《论觉醒的艺术》，由编辑添加了论文的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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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是佛教的重要法义，为“三法印”之一。所谓“三法

印”，即简别是否佛法的三大特征。一是诸行无常，说明一切

有为现象是无常变化的，破除我们对恒常的设定；二是诸法无

我，否定凡夫对自己的错误认知，引导我们认识自己，找回自

己；三是涅槃寂静，彻底平息内心的迷惑、烦恼，回归生命内

在的寂静安乐，也就是觉醒。

觉醒，离不开对无常无我的认知。所以这个因缘本身也在

说法，是万物在说无常法。虽然世间刹那生灭，迁变不定，但

我们感觉迟钝，且总在选择性地忽略，还是会无常执常，无我

执我。藉由这座美妙建筑的即将消失，让人产生无常的幻灭感，

相信对每个人都有触动。

一、佛教与艺术

本文的主题涉及佛教和艺术，二者都是人类重要的精神活

动，关系密切，彼此成就。

（一）无相和有相

虽说佛法是无我无相的，但为了“令十方瞻仰慈容者，皆

大欢喜，信受皈依，广种善根，潜消恶念”，从印度到中国，

乃至佛法所至的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大量造像。所以，佛教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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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如果说艺术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助缘，

那么佛教也使艺术得到了极大发展。

因为信仰的需求，印度出现了阿育王石柱、桑奇大塔、菩

提伽耶、阿旃陀石窟等集雕塑、建筑于一身的艺术珍藏。而佛

教传入中国后，信众为表达虔诚纷纷造像。从早期的克孜尔、

炳灵寺等石窟，到此后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造型

经历本土化的演变，地域更是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它们既是

佛教史的重要组成，也是艺术史的辉煌篇章。很难想象，如果

没有佛教，我们今天的艺术史会是怎样。

除了造像，为使广大信众理解佛教法义，大量经变图应运

而生。所谓经变图，就是将抽象的经文以图像方式呈现，如《西

方净土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维摩经变》《涅槃经

变》《药师经变》《观音经变》等。这种寓教于形的生动展现，

不仅作为壁画出现在佛窟、寺院，还被绘制为各种长卷。它们

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也成为珍贵的艺术遗产，被各大博物馆珍

藏。

此外，为抄写佛经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有著名书家的墨

宝，也有无名信众的手迹。而中国传世的古建中，塔寺等佛教

建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可以说，它们都是佛教

传承中留下的副产品。我们在继承这些文化遗产时，也要了解

它们出现的渊源，了解有形之物背后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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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意境为先导

除了直接服务佛教外，佛法的思想高度，也对中国传统艺

术产生了全面影响。对重写意而轻写实、重表现而轻再现的中

国画来说，作者有什么心境，对世界有什么认识，都会不同程

度地体现在作品中，故有画品即人品之说。这个人品不仅指道

德修养，更包括眼光和境界。正因为如此，古人才会格外推崇

文人画，强调作品的立意和神韵，而不以形似和技巧论高下。

佛法无我无相的空性思想，可以让人修养心性，在作品中

呈现寂静、超然的意境。被尊为文人画鼻祖的王维，就是虔诚

的佛教徒。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提升，充满世俗心和对相的执

著，如何传达空灵的境界？

此外，源于中国而盛行日本的茶道，最初也是出自寺院。

因为与修行结合，使得这项日常行为得以升华，成为以茶修身

的方式、生活美学的典范。包括由此衍生的花道等，内成于心，

外化于形，都是承载佛法内涵并代代传承的文化。当这些行为

被赋予禅的意境，喝茶不再是普通的喝茶，插花不再是普通的

插花，而是成为悟道助缘，并起到表法作用，使人安住其中，

收摄妄心。

（三）法无定法论自由

虽说佛教留下了大量文化遗产，但在全面现代化并盛行西



论觉醒的艺术 7

方艺术的今天，这种古老的东方智慧还能给我们带来养分吗？

会与现代人崇尚的自由相悖吗？

西方艺术自文艺复兴后，从神本转向人本，赞美人的价值，

倡导个性解放，带来科学、文化的全面繁荣。但随着工业革命

的到来，及一战二战的爆发，艺术家们发现，人性并不是那么

美好，反而存在种种问题。所谓的个性解放，在开发人类潜能

的同时，也极大助长了贪婪、仇恨、对立等负面心理，给社会

和生态环境带来种种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艺术家们开始寻找新的突破，作品中

出现更多的质疑和反思。相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从审美到表

现方式有了极大的，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改变。如果说传统艺术

追求的是美，那么当代艺术更追求的是真。而在表现手法上，

在作为分水岭的印象派出现后，野兽派、立体派、表现派、超

现实主义等新兴流派层出不穷，并从架上绘画发展到装置艺术、

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等，甚至直接使用了现成品。

当创作形式被不断突破，技巧功力也不那么重要时，艺术

不再局限于某种边界，而有了无限的可能。甚至有评论家提出，

“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这一观点看

似激进，却与禅宗有某种契合。在佛教中，禅宗以法无定法、

打破一切形式，有别于教下各宗的修行。比如有人问禅师“什

么是禅”，回答往往出人意料，可能是麻三斤，是庭前柏树子，

也可能什么都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禅宗修行是直接打破

能所，着力点因人而异，并不顺应修学常道，才会看起来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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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但这种做法只有明眼人才能拿捏得当，否则就会流于狂

禅和口头禅，所以禅法不在形式，不在公案，而在禅师的证量

和善巧。当代艺术也有类似特点。究竟是垃圾还是艺术，区别

在于眼界。你是什么，就能赋予作品什么内涵。

西方文化追求自由，但总体是社会性的，如信仰自由、言

论自由、环境自由、财务自由等。但在佛法看来，心的自由最

为重要。这就必须摆脱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如果没有这个

前提，外在自由反而会助长负面心理，使人失去约束，陷入癫

狂、混乱、极端。事实上，从整个社会到艺术领域，我们都能

看到这样的乱象。自由带来的不是自在，而是自大和自嗨，是

假自由之名的争名夺利，群魔乱舞。

二、觉醒艺术的提出

觉醒的艺术，正是针对这一乱象提出的。它和普通艺术的

根本区别在于——把生命本身作为创作对象。

（一）次品还是艺术品

企业家生产产品，重视设计和做工；艺术家创作作品，重

视构思和表现。我们是否想过，自己的生命也是作品，也需要

规划？它是次品、合格品还是艺术品？

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是文化教育、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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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验共同造就的。从小，我们接受家庭影响和学校教育，

进而走上社会，为人处世。在此过程中，观念和身口意三业相

互影响。观念会决定行为，行为又会影响观念。同时，一切的

所思、所言、所行都会在内心留下记录，形成习惯、心态、性

格，并最终成为生命品质。

学艺术的人应该对天赋很有体会。我们之所以走上这条道

路，往往是来自内心的召唤，且从小就表现出相关的爱好和能

力。为什么会有天赋？佛法认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一张

白纸，而是以过去生的积累为起点，今生的积累又会成为未来

起点，所有努力都是功不唐捐的。如果今生从事艺术，并对这

个选择心无旁骛，乐此不疲，来生可能还会继续，至少学起来

比别人更快。古人说“书到今生读已迟”，正是说明生命的不

同积累。但不论起点是什么，关键还在于今生的努力。佛法重

视人身，视之为六道枢纽，就是因为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生命

积累，调整未来方向。

当我们认清构成生命的要素，确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要对生命进行主动规划，自觉管理。否则往往会被世俗同化，

不知不觉地形成某些观念，然后依此生活。如果这样，我们的

生命最多只是普通产品，还会因为各种失误沦为次品。我常说，

你是什么比你拥有什么更重要。不仅重要，而且重要百千万倍。

因为拥有只是暂时的，而你是什么，关系到整个一生，乃至生

生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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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认知到创作

觉醒的艺术，是把生命当作艺术品来打造。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但什么才是更好的自己？是相貌美一点，

心情好一点，知识多一点，还是地位高一点，财务自由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从佛法角度来说，是取决于生命品质

的提升。

这就要有人生的大智慧，才能看清“我是谁”，了解人为

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否则，我们只能在迷惘中凭感

觉摸索。不少艺术家虽然有了专业成就，却无法解决生命的迷

思，甚至会走上绝路。因为他们生性敏感，看到了世俗生活的

荒谬，不甘于日复一日的重复，却看不到希望所在。

如何打造觉醒的生命？和艺术创作同样，离不开认知和创

作两方面。简单地说，就是知道做什么，怎么做。西方哲学也

关心人生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提出“认识你自己”。但哲

学是从理性认识人生和世界，是对现象的探索。即使能在逻辑

上自洽，也缺少对本质的透彻。所以哲学关于自由、独立、生

死、终极价值、世界本质等问题的思考，几千年来不断提出新

的观点，又不断被质疑、被推翻。而佛法不仅重视闻思正见，

更要通过禅修开启本具的无限智慧。这种解决是直接从根本悟

入，而不是立足于现象。

至于创作层面，就是通过什么手段成就，相当于艺术中的

不同表现手法。在这个问题上，佛陀应机设教，针对众生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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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差别，从各个角度予以教化，所以在不同时期留下了众多教

法，有八万四千法门之说。以下，从唯识、中观、禅宗三个角

度作简要介绍。这是大乘佛教的三种主要见地，也是迈向觉醒

的三种途径。

三、从唯识谈觉醒

佛法认为，心有真妄两个层面。唯识修行是从妄心入手，

对心理的分析最为深入。玄奘三藏求法归国后，就翻译了大量

唯识经典。

（一）种子

在唯识思想中，将心理现象归纳为八识五十一心所。八识

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

其中，前六识属于意识范畴，即我们可以感知的部分。而潜意

识虽然感觉不到，却时时都在产生作用。相比之下，眼耳鼻舌

身的作用需要一定外在条件，比如眼识九缘生，说明眼识必须

具备九种条件才能产生。意识虽然覆盖范围很广，但在晕厥等

特殊时刻也是不起作用的。

而潜意识就不同了。我们为什么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就是

第七末那识的作用。因为它不能正确认识第八阿赖耶识，视之

为恒常不变的实体，以此作为“我”。当这种潜意识进入意识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1, Issue 1 (2022)

12

领域，就会本能地对自我产生执著。为什么末那识把阿赖耶识

执以为“我”？因为它是生命延续的载体，虽然刹那生灭，却

相似相续、不常不断，储藏着我们无始以来的生命信息。即使

我们死去，并在轮回中改变生命形态，信息依然不会消失。

这些信息就是唯识所说的“种子”。我们所有的言行和想

法，都会在阿赖耶识播下种子，得以保存。一旦条件具备，种

子就会产生活动，即“种子生现行”。但这种活动并不是简单、

机械的复制，还会介入意识活动，所以我们才能对身口意加以

选择，才有改变生命的可能。当行为形成后，又会在内心进一

步熏习种子，即“现行熏种子”。

生命延续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过程。我们

所有的学习、做事，乃至艺术创作，都离不开“种子生现行”。

在做的同时，相关能力会得到强化，为“现行熏种子”。然后，

我们再带着这种能力继续做事，又会使种子得到增长和强化。

艺术工作者对这点应该深有体会：我们的技巧和眼光，就是在

日复一日的练习中得到培养的。即使有天赋，也离不开今生的

训练，只是起点比别人高而已。这个起点并不是天生的，只是

因为你在过去生训练得更多，储存的种子更多。

我们的生命同样如此，由所思、所言、所行形成种子。什

么种子被重复得最多，什么就会成为生命的主导力量，还会由

内而外的显现出来。比如“相由心生”，其实就是生命积累的

外化。当一个人充满慈悲，不仅会传达这种气息，相关表情也

会不断重复，看起来慈眉善目。古人说“一日不读书，尘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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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也是

这个道理。尤其是缺乏对智慧文化的学习，不仅乏味而可憎，

还会因为无明落入贪嗔痴串习，造作种种不善业。

生命是复合的存在，在五十一心所中，有遍行心所五种、

别境心所五种、善心所十一种、根本烦恼六种、随烦恼二十种

和不定心所四种。其中，对人生影响较大的是善心所及烦恼心

所。究竟是发展善心，还是纵容烦恼，在于自己的选择，而选

择来自观念。虽然每个人内心有很多负面种子，但如果我们能

看清真相，不为此创造条件，它们就会停止发展。进一步，可

以通过修行来消除这些力量。反之，我们也能通过种子和现行

的相互作用，培养良好的心态和习惯，完成生命的正向成长。

（二）三性

除了对心理现象的剖析，唯识宗还以三性思想阐述了认识

和存在、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这也是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唯

识宗认为，我们认识的世界包含三个层面：一是遍计所执相，

即主观错觉的世界，是被我们的情绪、观念、好恶之心处理后，

呈现在认识上的影像。二是依他起相，即如实显现的世界，是

因缘因果的存在。三是圆成实相，即一切现象的空性本质。

了解三性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正确看待世界，不被我法二

执左右。所谓我执，是对自我的错误认知和执著；所谓法执，

是对现象世界的错误认知和执著。这些错误认知就是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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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进一步引发烦恼障。面对同样的问题，因为认知不同，产

生的影响大相径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的就是

这个道理。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看世界往往有独到的眼光和

感受，可以见常人之未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正产生影响

的不是现象本身，而是我们对现象的认识。当然，这种独到眼

光并不是佛法所说的如实见，只是一种经过专业训练的法执。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智慧还是错误？关键在于对依他起相

的认识，这是一个决定方向的中介点。如果正确认识缘起，就

能在现象的当下通达空性，为当体即空。反之，就会对现象产

生错误认知和执著，进而引发烦恼，导向生死和轮回。关于三

性的关系，唯识经典有个著名的比喻：就像有人在月光下看到

绳子，将之误以为蛇，惊恐不已。事实上，造成惊恐的对象并

不存在，只是我们附加其上的误解。中国古代的杯弓蛇影也是

说明这个道理。人生中，我们因为误解制造了无尽烦恼。所以

要学习缘起的智慧，更要通过禅修开启观智。只有通达空性，

才能如实了知一切，不被幻象所迷、所转、所束缚。

（三）转依

唯识修行的关键在于转依，这是佛教和哲学的根本区别所

在。依，即生命存在的依托。凡夫的存在其实是“被存在”，

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造就的。就像现在常说的“被控”，控制我

们的，不仅是手机、游戏、购物，而是自己培养的串习。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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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大权旁落，成为欲望、情绪的

奴隶。

生而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有理智，可以主

动选择，转变生命依托。如果放任自流，等于放弃了做人的优

势。怎么通过选择来转变？唯识的转依有两种，即迷悟依和染

净依。

一是迷悟依。凡夫代表迷惑，佛菩萨代表觉悟，成佛就是

转迷为悟的修行。凡夫之所以迷惑，是由无明造成的。因为看

不清生命和世界的真相，就会迷失方向。我们一方面要看到，

众生本具觉醒潜质，在这个层面，众生和佛菩萨是无二无别的，

由此对修行生起信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本质相同，但

破迷开悟并不容易。尤其在当今社会，外在诱惑越来越多，我

们的执著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找不到自己。这样的人生会走向

哪里？迷悟依的重点，是认清生命现状，通过有次第的修行，

逐步去除迷妄，开启觉性。

二是染净依。染是杂染，佛法认为生命中有三种污染源，

分别是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这是迷惑产生的心理力量，

也是凡夫现前的生命系统。除此之外，生命还有清净本质，只

是被层层遮蔽。所以要学习智慧文化，树立正确观念。进而通

过戒定慧的修行，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当杂染种

子被彻底清除，清净觉性就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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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唯识的认知和修行理路，也是觉醒生命的创作方式。

其特点在于循序渐进，层层深入，是立足当下的生命状态，由

迷妄转为觉悟，由杂染转为清净。

四、从中观谈觉醒

中观思想的特点在于否定，以此扫除障碍，直达本质，代

表经典有我们熟悉的《心经》和《金刚经》等。

（一）不、空、无

《心经》中，不、空、无三个字反复出现。开篇就是“色

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指出现象和本质

的关系，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生命和世界的公式。其中，色代

表一切物质现象；空说明这些现象是缘起的，由众多因缘构成，

本质上是无自性空的。

所谓自性，即不依赖条件产生，且独立不变的存在。从缘

起的眼光看，世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一切都是条件决定

它的存在。比如房子、桌子乃至任何现象，只有条件具备才会

出现，反之则趋败坏，所谓“缘聚则生，缘散则灭”。离开条

件和关系，房子是什么？桌子是什么？乃至一棵树、一朵花，

如果离开缘起，一切现象都了不可得。

接着，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说诸法空相，是“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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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说明在空性层面，是没有差别

和对待的。所以《心经》接着又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

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

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没有六根，

没有六尘，没有六识，没有无明到老死的十二缘起，可谓一无

到底。告诉我们，在空性层面是超越一切差别的，没有生灭、

垢净和增减。

（二）假和幻

需要注意的是，空和有并不是对立的。《心经》的“色不

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告诉我们，空和有是

不二的。有是一种假相，当下就是空的。但这种空不在有以外，

只是否定我们对现象产生的自性见，并不否定现象的存在，也

就是佛法所说的毕竟空、宛然有。虽然本质是空的，可现象又

是有的。对于这样的显现，佛法用了两个经典的字来概括，一

是假，一是幻。

所谓假，说明一切现象既不是真实、恒常、不变的有，但

也不是没有。凡夫对世界的认识容易落入两个极端，一是常见，

执著它是永恒的；一是断见，觉得它消失就彻底没了。为了纠

正这种偏差，龙树菩萨在《中论》指出，对现象的认识要远离

生灭、来去、一异、常断的八不，所谓“不生亦不灭，不来亦

不出，不一亦不异，不常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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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都是缘起的显现，无所谓生，也无所谓灭。比如我们

建了一座房子，是房子产生了吗？离开构成房子的种种条件，

有没有房子？它的产生和消失，只是条件的聚散而已。从这个

意义上说，生就是不生，因为没什么是无中生有的，不过是条

件具足后产生的现象。当条件败坏，房子就消失了。除了现象

的显现和消失，并没有什么真正产生，也没什么真正消失。包

括来去的一切行为，我们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其实是四大的

显现，通过解构，根本找不到来和去的主体。

凡夫容易机械地看世界，在缘起现象上生起常见，以为是

实实在在的有，从而心生贪著，希望占有，甚至产生永恒的期

待，烦恼也就在所难免。而看到无的时候，又以为它彻底消失

了，就会担心、害怕、没有安全感。可见，一切烦恼都是庸人

自扰。因为对世界缺乏智慧认识，我们处处分别，执著美丑、

善恶、自他、能所……其实在空性层面，一切都是条件关系的

假相。只是因为看不清，才会执著美就是美，丑就是丑，你就

是你，我就是我，使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世界产生对立。

人类共存在这个地球，本该是平和相处的命运共同体，却

因为我执，产生民族、国家、地区的分别。有了这些界定，就

会引发冲突甚至战争，带来伤害和仇恨。可以说，人类一切问

题都来自我执。因为执著，我们被卡在二元对立的世界，对所

爱起贪，对非爱起嗔。如果能看清这些不过是条件假相，撤除

执著，一切存在都是和谐的，本质都是空性。

所谓幻，说明一切现象都是幻化的，既不是真实不变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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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没有，即《金刚经》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当我们具备缘起的智慧，就能摆脱现象带来的束缚。既然都是

幻象，还有必要为它们的变化忽喜忽悲吗？

（三）三句式

《金刚经》每讲一个问题，不论是修行，还是圣者果位、

佛菩萨功德，都要加上“所谓，即非，是名”的三句式。如“庄

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等，既是对所说内容的总结，

也是提供中观的观察模式，避免我们落入常见，产生恒常的执

著。比如有人学佛后会执著善行，执著功德相，觉得我做了什

么好事，如何如何。其实对修行来说，这同样会带来挂碍，障

碍对空性的证悟，所谓“金屑虽珍，在眼为病”。

经中反复以三句式，引导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扫除

执著，但又不落入断见。比如对桌子的认识，世上本来没有桌

子，不过是一大堆非桌子的条件组合而成，本质上是无常无自

性的。但也不能说没有，桌子的现象存在，功能也存在，所以

我们给这个众缘和合的现象安立了“桌子”的假名。

这是中观的认知和修行理路，也是觉醒生命的创作方式。

如果我们对生活中的一切都能如此观察，知道它是幻化的假有，

就能超然物外，不被任何变化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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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禅宗谈觉醒

禅宗最重要的见地，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观点出自

《涅槃经》。前面说过，唯识是从妄心着手修行，而禅宗是直

接契入真心；中观由否定证悟空性，而禅宗是“直指人心，见

性成佛”。所以对禅宗修行来说，信心和承担非常重要。很多

人知道佛法说人生是苦，其实这只是一方面，是从凡夫的现状

而言。在这个层面，生命是以迷惑和烦恼为基础的。不论物质

条件多好，地位多高，都是不断制造痛苦的永动机。但禅宗告

诉我们：“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

悟。”在迷惑背后，还有本来具足的觉性潜质。就像乌云下的

虚空，是湛然澄澈、圆满无缺的。所以从究竟而言，生命又是

充满光明的。那么，禅宗是如何修行，如何改造生命的呢？

（一）利和钝

虽然禅宗认为众生皆有佛性，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但当下

的根机有利钝之别。利根就像锋利的宝剑，能在妄念起时当机

立断，截断众流；而钝根是被心垢包围，就像又锈又钝的刀，

必须不断打磨，才堪起用。

《坛经》中，将心喻为虚空，烦恼心垢喻为云层，若邪见

障重，“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如何去

除心垢？必须打破对能和所的执著。对凡夫来说，能是生起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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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我”，所是执著对象，包括一切心物现象。对修行者来

说，能是观照力，所是观照目标。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能所，

而是生起执著，生命就会卡在能所的二元对立中。至于被卡到

什么程度，是直接卡死，还是能适当活动，主要取决于执著程

度。禅宗修行所说的“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就是让我

们在起心动念处，打掉当下的妄想和执著，由此体悟本心。

当我们带着迷惑和烦恼看世界，就会进一步制造迷惑和烦

恼，使生命成为迷惑和烦恼的载体。然后带着更多的迷惑和烦

恼看世界，继续制造迷惑，制造烦恼。所以佛陀用惑、业、苦

三个字，对凡夫生命作了总结。众生因为迷惑而造业，因为造

业而产生痛苦，然后又带着迷惑看待痛苦，继续造业，继续产

生痛苦。就像人拿着火把画圈，一圈一圈，循环反复，最终使

自己困入其中。

如何挣脱束缚？首先要以智慧看清生命现状。如果没有开

放的胸怀，而是带着有色眼镜，再好的智慧进入我们的认知系

统，也会面目全非，成为“我”的认识。所以佛教不仅重视善

知识，也重视弟子相。如果学人是垢器，就会使接收到的法义

通通变味，改造成自己需要的味道。我们要用佛法改造生命，

就必须把自己变成法器，带着清净心而不是我执我见闻法，这

样才能完成心相续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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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顿和渐

因为众生根机不同，所以禅宗修行有顿渐之分。神秀的“时

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属于渐修，是由下至上的常规道路。

即使我们当下的心垢很厚，但只要不断扫尘除垢，就会越扫越

少。这一生没修好，可以为来生打下基础；来生没修好，还可

以继续。只要持之以恒，根机也是会变化的。

当然方法也很重要，将直接决定修行效率。我常说，《普

贤行愿品》是成佛的第一生产力。因为其中的每个修行，都是

以尽虚空遍法界的无限所缘为对象，使心恢复到虚空般的状态，

再修礼敬诸佛、供养如来乃至普皆回向，可以迅速积累资粮。

其实，这种虚空般的心才是我们的本心，只是凡夫被执著所困，

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二元对立中。所以在扫尘除垢的同时，更

要打开心量。当心真正打开，尘垢是无处藏身的。

顿悟的修行，就是让我们直接认识本心。教下修行是通过

闻思法义建立正见，以此指导禅修，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而禅

宗源于世尊在灵山会上的拈花微笑，由佛陀和迦叶尊者的印心

而传法。为什么拈花也是说法？因为对佛陀来说，身口意三业

都有无穷妙用，关键在于你懂还是不懂。

不仅佛陀如此，对于一个明眼宗师来说，所有举动同样是

法性的呈现，指示你由此悟入，所谓“随拈一法，无非法界；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而当你执著现象时，就会落入尘劳妄

想，去道远矣。禅宗公案记载，赵州在天台遇到寒山，寒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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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牛脚印说：这是五百罗汉游山留下的。赵州说：既然是罗汉，

为什么是牛脚印？寒山说：苍天！苍天！赵州哈哈大笑。寒山

问他笑什么，赵州答：苍天！苍天！在二元对立的世界，罗汉

脚印是罗汉脚印，牛脚印是牛脚印，是全然不同的。但从禅宗

见地来看，这种认识已经著相了。在空性层面，罗汉脚印和牛

脚印是无二无别的。

这些禅师们的对答，处处以本分事相见，只看你会不会拖

泥带水，会不会落入对待。所以禅宗的教化方式不落窠臼，著

名的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赵州茶，都是围绕见性的随机

应变。师父和弟子的往来问答，“曾到也教吃茶去，不曾到也

教吃茶去”，于一碗茶普接三根。又或者，“道得也三十棒，

道不得也三十棒”，以棒打为接引之法。这并不是祖师故弄玄

虚，而是要藉此打掉你的妄想，打掉你的名言概念，打掉你对

形式的执著。对禅宗祖师来说，重要的不是方式，正是打掉执

著烦恼的着力点，将人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解放出来，当下认清

自己的本心。通过对心的认知，清洗无始以来的烦恼串习，常

行正法，是名真学。

这是禅宗的见地和修行理路，也是生命创作的独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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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觉醒生命的美妙

学艺术的人会大量观摩名作，以此提高审美，开阔眼界。

学佛同样要了解佛菩萨品质，以此为学习榜样，常随佛学。那

么，佛菩萨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精神特质是什么？

（一）佛菩萨之美

现在制作佛像的人很多，主要有两类。普通工匠将之当作

商品，造型往往流于俗气。即使其中的上乘之作，也不过是材

质和做工精良而已，形象上却不能体现佛菩萨的出世、寂静和

慈悲。有些甚至俗不可耐，面相连常人都不如，根本起不到化

世导俗的作用。而艺术家往往将之视为创作，所造佛像虽有一

定艺术性，但只是体现作者的想法和个性，属于借像抒情，也

和佛菩萨品质相距甚远。

我曾在《生命的美容》中说到佛菩萨的美：他是无限的安

静，他是无限的空旷，他是无限的喜悦。这种安静不是没有声

音，而是觉性散发的力量。我们想要安静时，会去寻找没有声

音的地方。结果常常是，外面的声音没了，内心依然热闹非凡，

使我们没能力去享受环境的安静。而佛菩萨已平息生命内在的

所有躁动，这种安静是由内而外、无所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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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空旷不是空间上的，而是心无所住带来的开阔。凡夫

心是有住的，就会有指向，有粘著。而佛菩萨的心就像虚空一

样，虽含藏万物，却不着一尘。

这种喜悦不是情绪流露，而是本然如此的呈现。凡夫的笑

只是一种表情，是来自某件事，某个人，是某种情绪的外化。

有时还会流于躁动，如欣喜若狂、喜不自禁、欢天喜地，甚至

因为过于躁动而乐极生悲。但佛菩萨的笑是举身微笑，是深层

的喜悦，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祥和的欢喜，使生命得到滋养。

佛菩萨的美，来自无限的智慧和慈悲。这种慈悲以法界一

切众生为所缘，无所不包。平常人能对亲朋好友慈悲就不错了，

但佛菩萨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种慈悲是无限平等、通天

彻地的，没有一个众生是他不能接纳的，也没有一个众生是他

不能慈悲的。

这就是觉醒生命展现的人格特质，已经摆脱所有的迷惑、

烦恼和束缚，是觉性的全然呈现，是无限的自由自在。当然，

仅仅通过文字是无法表达这种特质的，需要我们在修行中去认

识，去体会。

（二）生命的创作

佛陀意为觉者，是觉醒的典范，也是生命创作的榜样。说

到成佛，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佛陀成道时发现，一切众生

都有觉醒潜质，只需通过修行去开发。可能有人会说，觉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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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精神追求。就像对

有些人来说，会觉得艺术是可有可无的，不能理解艺术家的不

懈追求，以及从中得到的内心满足。

丰子恺曾把人生比作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

活，三是灵魂生活。普通人物质丰裕就能满足，再有一点爱好，

已属锦上添花。艺术家站在第二层，以精神生活为重，通过创

作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感受，也以此滋养自己的心灵。但对另一

部分人来说，仅仅这样还不够，必须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知

道我是谁？活着究竟为什么？否则就不能安心。这就必须导向

更高的目标。

各位从事艺术工作，比大众有更多的精神追求。但如果只

是停留于术的层面，不论有多大成就，只是术业有专攻而已，

既不能解决内在迷惑，也不能让生命品质得以提升。近年来，

禅意设计深受欢迎。从建筑、空间到生活用品，人们借助设计

表达自己理解的禅意，以及内心的向往，给喧嚣世间带来一阵

清风。但没有安心之道的话，这种禅意往往是表面的，还是在

相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空间简约了，设计空灵了，心依

然会躁动。

希望大家在艺术创作之外，进一步关注生命的创作。立足

于这样的追求，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活得明白，活得有意

义。当我们通过觉醒的艺术找到人生出路，再将这种体证融入

创作，就不只是形似的禅意，而能真正令心安住。那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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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世间的事业，还可以像古人推崇的文以载道那样，用来

传承智慧，启发心智，成为自己和大众的修行助缘。

以生命的觉醒为目标，把生命作为创作载体，成就圆满的

智慧和慈悲。这样的创作远比任何艺术创作更有价值，而且是

尽未来际的价值。不仅对自己有意义，也对众生有意义，对世

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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