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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话禅画(的-人间佛教.思想
与-人本主义.美学
!

王一帆

摘
!

要!$禅话禅画(是高僧星云与美学家高尔泰的一次图文合作*这次合作之实现是建

立在星云-人间佛教.与高尔泰-人本主义.美学的思想共识之基础上的*二者的思想共性

主要体现在-革新意识.'-人道主义关怀.'-追求自由.与-启蒙精神.四个方面*同时)该

文本具有先述后论的写作结构'-对话体.叙述模式等文学特征)反映了-以文弘法)以艺诠

佛.的宗教文艺观*

关键词!$禅话禅画(+星云大师+高尔泰+人间佛教+人本主义

$禅话禅画(一书)是由星云大师与高尔泰夫妇合作完成的一部图文并茂的-禅学教科

书.*早在
!3%&

年)星云应高雄$新闻晚报(之邀以-星云禅话.为题)选取-古今富含意趣

的禅门事迹.

!

)以禅话这一文学样式将之描述出来)供社会大众阅读学习*自专栏开辟

至$新闻晚报(停刊)星云大师共在$晚报(上发表了五百多则禅话*之后联经公司'皇冠出

版社等出版公司先后将$星云禅话(整理结集出版*-有鉴于现代人因生活的动荡'纷乱)

造成焦虑'紧张等诸多病症)而禅法是最能安定身心的力量)禅画可广收寓教于乐的效

果.

"

)星云大师决定从其$星云禅话(中)拣选一百则作品)再由高尔泰'蒲小雨夫妇根据

这一百则禅话的内容绘成一百幅图画)辑成$禅话禅画(一书*该书以左文右图'两相对照

的形式)实现了弘传佛法'普利大众的目的*

一'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与高尔泰-人本主义.美学思想共识

星云大师这位禅门大德与高尔泰先生这个著名美学家的这次合作)除了机缘凑合之

外)更与二者在思想意识上的呼应'联通分不开*

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于宗教革新)倡导-人间佛教.*他弘法传教不遗余力)让-人间佛

教.真正走入人间)成为俗世大众的生命体验)并最终建构了以-人间佛教.思想为内核的

佛光山模式*

关于-人间佛教.的意涵)星云大师在其$人间佛教语录(中表述为!-佛说的'人要的'

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之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

#这段话包含了三

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佛说的.)即佛陀所言三皈五戒'四摄六度'缘起中道'无常苦空等*

星云说过!-人间佛教就是佛陀本来的教示)佛陀本来的教化就是人间佛教+佛陀当初说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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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年00完全是针对人间而说)对人所说的佛法)当然叫做2人间佛教3*.

!第二层意思是-人要

的.*追求-真善美.是人之本性)所谓-人要的.自然是个体自由)家庭和乐)生活美满)社会安定)从心理

角度说即是一种解脱自在'欢喜融和的境界*也就是说-凡是实践以后)能够给人利益)能够让大家欢

喜'受用的佛法)就是人间佛教.

"

*第三层意思是-净化的'善美的.*这其实是在说前两层意思所具有

之作用!-佛说的.均是可以-净化.人心'-善美.人性之义理)这是人间佛教所要弘扬的+-人要的.则是一

个-净化'善美.的人间社会)这亦是人间佛教所主张的*

由此可见)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是要佛教落实于人间)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佛教*人本主义

也是高尔泰美学思想的立论基点*高氏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号$新建设(上的$论美(一文)宣告了其

-人本主义.美学的主张!-客观的美并不存在.)-美底本质)就是自然之人化.)-2美3是人对事物自发的

评价*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主观)就没有美*因为没有了人)就没有了价值观念*价值)是人的东西)

只有对人来说)它才存在.

#

*他指出!-研究美)也就是研究美感)研究美感)也就是研究人*美的哲学

是人的哲学)它的目的是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种美学的规律*所以它的主要的和根本的任务不

是指导艺术创作)而是证明一种有价值的'进步的生活理想和人格理想)以及我们对于这些理想的渴望

和追求何以是正确的和必要的*通过这种证明)它也推动历史前进*.

$在$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的前

言里)他更开宗明义道!-本书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2人3的问题+一个是2美3的问题*而主要是

2人3的问题*.

%关于此他具体解释说!-审美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审美的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的

需要*所以美的本质)基于人的本质*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中一个关键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美而

不研究人)或者研究人而不研究美)在这两个方面都很难深入*.

&

-人本主义.可以说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与高尔泰美学思想的共同基点*至于其具体的相通点则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新意识下的人道主义关怀

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的创立有着宗教革新的思想背景*-星云受戒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佛

教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一批僧人倡导教制改革'教理改革和教产改革)兴办佛教

教育)以期实现佛教的新生*这一大时代精神无疑对星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赴台后)星云面对前途

堪忧之台湾佛教深感焦虑*他意识到只有通过宗教改革)破除守旧观念)革除积习弊病)才能还佛教以

本来面目)让大众认识真正的佛教)才能逐渐实现佛法普传'佛门光大的愿景*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倡导

宗教革新)并最终形成了-人间佛教.的宏伟蓝图*

与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之提出相类似)高尔泰先生的人本主义美学理论也是在-破旧立新)

探求正解.的思想下催生的*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实现)各种西方现代美学思潮陆续引入

中国大陆*面对缤纷多样的西方理论)高尔泰先生秉持了冷静客观的态度*他一方面借鉴西方美学的

科学主义方法论'内在价值体验论等创新理念*一方面也精警地指出了现代西方美学的不足!

他们仅仅在描述的意义上科学地指出了事实)但是没有哲学地解释它!!事实上近代现

代的许多美学流派!!基本上都放弃了对美的本质问题的宏观讨论)而纷纷转入对具体现象

的微观考察!!但是这条道路并没有使科学家们比哲学家们更接近于了解美是什么*

)

有鉴于此)高尔泰接受了马克思$

!%$$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个命

题)提出!-美的本质)基于人的本质.)-美是人的人化程度的标志)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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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一逻辑理路)他最终推导出-美学是人学.的论断)并声称!-这一深刻的论断为现代美学的研究提

供了一把揭开理论之谜的钥匙*现代美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解决问题的门

径*.

!对于-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朱光潜也表示赞同说!-这种实践观点必然要导致美学领域里的

彻底革命*.

"可见)高尔泰的人本主义美学思想也具有明显的革新特质*

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与高尔泰先生的人本主义美学都充满革新精神)革新又都是以人道主义为

基点*

星云大师曾明确说)真正的人间佛教是-现实重于玄谈'大众重于个人'社会重于山林'利他重于自

利00所谓人间的佛教)是希望用佛陀的开示教化)作为改善我们人生的准绳)用佛法来净化我们的思

想)让佛法作为我们生活的依据)使我们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

*-人间佛教.在传承'弘扬经典教

义的同时)坚持与时俱进)关注现世'关注人生)既指导现代人获得幸福的生活)更帮助现代人实现精神

的升华)是以人为本的'具有人道主义特性的佛教理念*

高尔泰在建构其美学思想体系时也是一直以人道主义为立足点*他指出!-人道主义与现代美学都

着眼于人的解放*不过前者的着眼点是人从社会中获得解放+后者的着眼点)是人从2自我3获得解放*

换言之)人道主义是宏观历史学)现代美学是微观心理学)二者之间有其深刻的内在联系*.

$检索一下

高先生发表过的论著!$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现象近观('$异化及其历史考察('$美的追求与人的解

放('$美是自由的象征('$现代美学与自然科学(等等)将这些学术成果按时序排列起来)无疑展示了其

长期关注美与人的问题的学术思想轨迹*正如邹华教授所言高氏是在向美的本体的沉潜和在使命感的

催动下对人的问题作出了的艰苦的探寻)并最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二/以实现自由为终极目的

人道主义力求实现的人之本质即自由*这也是-人间佛教.与-人本主义美学.共同的旨归*

在星云大师这里)人之自由的实现是通过修行禅法)最终达到了生脱死*这与-人间佛教.之生命观

密切相关!-能够透视人生的真相)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当下活得自在+并且认识死亡后的世界)对未

来充满信心与希望而无惧于生死'超越生死)这就是2了生脱死3*.

&在佛家而言)获得了生脱死的自由)

自然就体验到了生命的-喜乐.*星云说!-佛教是提倡喜乐的宗教)从自身轻安的法喜)到自他二利的禅

悦法喜*.

'他引用$维摩诘经(-吾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的教义)主张-要有乐观喜悦的说法.)诱导信

众从五根感官所能获取的俗世喜乐)一步步深入去体会-参禅者有禅悦)诵经者有法乐)拜佛者有法

喜.

)的智慧之乐*传统佛教讲-苦.是人生的实相)是学道的增上缘*对此星云大师也是认可的)但他

强调!-苦是增上缘)不是真目的.

>

)信众要正视人间之苦)把苦看成是自我修炼过程中的一种试炼)勇

于承受苦痛)克服困苦)最终把-苦.转化为增上缘+同时学会以-喜乐.来中和-苦.)明确快乐是世人共同

追求的目标)以苦为乐)化苦为乐才是学佛修道的-真目的.*

-美是自由的象征.则是高尔泰-人本主义.美学的核心命题*他认为!-人的本质的最基本的规定性

就是人类的有意识的'万能的'自由的活动*要言之)人的本质是自由*.

?@A他进而指出)劳动创造了人和

人的自由)创造了人的感觉和需要)-感觉必然地从那些暗示着'或者象征着人的本质的事物的形式)体

验到一种特殊的快乐)这种体验)就是美*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

?@B

高尔泰在论证美的本质的同时)也规定了审美活动的本质是对自由的体验)也就是通过感觉把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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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与整体)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在审美活动中)人体验到自由解放的快乐)-通过审美感觉)物进入

人)人进入物)有限进入无限)无限进入有限)从而消灭了我与外间世界的对立)不再存在与我对立的他

物*这种境界的出现)就是他所体验到的自由的证明*.

!

既然-美是自由的象征.)审美是对自由的体验)那么美学自然应当-揭示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的一

致性.

"

*朱存明关于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的意涵分析十分准确!-高尔泰论述的审美过程中人的

解放)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体的+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不是现实的而是心理的!不是永恒的而是瞬间

的+不是实用的而是超功利的00它是对中国美学中长期以来不重视主体的辩证)有着极大的解放思

想)解放个性)解放情感的作用*.

#

,三/利生度人的启蒙精神

-人本主义.所谓以人为本之-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世间大众*所以-人本主义.思想是立足世

间)关怀大众的思想*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具有-人本主义.关怀)讲求自利利人'普度众生+高尔

泰先生的美学理论是-人本主义.思想)所以倡导对人的启蒙*

$华严经(有云!-但为永灭世间苦)利益世间而发心*.

$佛教本来就是关注人间'造福人间的*因此

星云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首先要有-人间性.)要-思想言行人间化'发心发愿人间化'净土极乐人间

化'福乐财富人间化'修行实践人间化'戒律规范人间化*.

%最终要开创-普世和谐.'-现证法喜安乐.的

-人间净土.*

& 也就是说)人间佛教不只是存在于佛堂寺院当中)信众修行也不一定要入山住庙'闭关

遁世)只要发心勤修)家庭也可成为佛堂)社会即是寺院*星云指出!-人间佛教所重视的是!人际之间关

系的和谐'人和世俗尘劳的净化'人与自然万物的调和'人和日用生活的满足+只要能够增加人间幸福和

乐的佛法)无一不是人间佛教*.

'

星云大师倡导通过-菩萨道.的实践)把出世与入世的佛法调合起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

业.*-以菩萨为目标)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自觉觉人)把人我的关系看成是分不开)是一致的+继而把五

乘佛法调和起来)这就是人间的佛教*.

)他描述的人间佛教最高的境界就是-自他一如'同体共生'法界

圆融'通达无碍.

>

*他认为佛教不仅是出家人的佛教)而且是人间大众的佛教!-没有大众)就没有个

人*佛光人应尊重大众)不可忽视大众+应容纳大众)不可排除大众*.

?@A他强调-人间佛教要有2菩提

心3)菩提心就是2上求佛道)下化众生3*.

?@B

-佛法要靠修行)才能体证*但是)如果只重自我修行)没有社

团活动)则佛教不容易走向人群)走入社会*.

?@C所以星云倡导的-人间佛教.就是普济天下众生的佛教*

前文所引朱存明的一段话中谈到高尔泰美学思想中所谓-人的解放.-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体的.)这

并不与人本主义以广义的人为关注对象的特征相矛盾*高尔泰所扬弃的-集体.)是一味与-个体.相对

立)抽象地强调集体利益)并以绝对的集体利益排斥和否定个人利益)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的-集体.*

这种集体是与人道主义思想相背离的-集体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极端集体主义.*其追求的-个体.

的解放)则是指每一个个体的解放*这-每一个.之总和即是人本主义所关怀的广义上的人*

高尔泰曾参与过王元化倡导的-新启蒙.运动)其美学思想一直富含启蒙精神*所以)他的美学思想

常被称为-启蒙美学.*-启蒙美学是以感性解放或者感性启蒙为出发点*欲望与情感系启蒙美学的2原

动力3之所在*.

?@D在情感原欲与社会制度规范及道德伦理之间必然存在冲突)高尔泰非常重视这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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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帆!$禅话禅画(的-人间佛教.思想与-人本主义.美学

突)认为这种冲突就是启蒙美学的原动力*他称这种原动力为-感性动力.!-只有变化和发展)才是作为

主体的人的感性动力)通过创造活动不断批判地超越历史成果)不断实践地扬弃历史2积淀3而争取自由

解放的现实的运动*.

!高尔泰认为-所谓启蒙)就是扫盲)即启发自觉性)扫除盲目性*.

"启蒙美学就是

要让人-自觉.到自身的-感性动力.)并将其激发出来)经过-冲突###调和.的过程)最终实现人的自由)

也就体验到美的本质*简言之)高尔泰美学的启蒙性就是把-人.作为出发点与归宿点)强调感性动力结

构)把人的解放与美的自由连接起来)努力通过对于美的体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这与星云大师-人间

佛教.的普度精神是殊途同归的*

二'以文弘法)以艺诠佛

在$禅话禅画(中)星云大师开篇即发问道!-禅的境界)固然无法言诠)但如果全然不说)一般人怎能

领会禅门胜义6.-禅)是不见不闻的世界)然而00生活在世间的人们离开世间的见闻觉知)如何求得禅

法的门径6.继而他列举佛祖以呗比丘劝退波斯匿王入侵祖国)马鸣菩萨作-赖咤和罗.使五百王子出家

等实例)认为-凡此清凉六根)进而感动心灵深处)激发本有佛性的方式.均-是禅理的体现.*

#

星云大师对自己抛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解答!-禅)不限任何形式.)-人间佛教.是要取-佛法为

体)世学为用.的路向)将佛法与世学巧妙糅合)以大众易于接受的传播形式)方便说禅)普度人间*-僧

众与信众共有)慧解与行持并重)传统与现代融和)佛教与艺文结合.

$的弘法策略)就是他方便说法之

有效一途*$禅话禅画(一书则是-佛教与艺文结合.的成功范例*

,一/以文弘法!!!星云禅话的文学特色

星云大师自青少年时期即开始学习文学'热爱文学)直至今日仍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他曾言!-我

这一生)除了与佛教的关系特别的殊胜)其它的学术文化)就要算我与文学的因缘最为深厚00除了寺

院的教育)让我获得佛学的一些知识以外)应该就是我个人喜爱阅读文学的著作了*.

%正是由于禅学的

修炼与文学的研习同时展开'相互影响)才让星云对于佛学与文学共通性有了超乎一般禅僧的深刻体

认)遂以实例为证论述了佛学与文学联袂的可行性)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文弘法.的策略!-佛经给我的

影响最大*如$维摩诘经()两万多字的文体如新诗般优美+如$华严经()叙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像

$儒林外史(的故事一样)重重叠叠'意境非凡+而$大宝积经()就像由许多的短篇小说结合而成)精简扼

要)特色鲜明+至于$百喻经()就如童话寓言的故事)涵义深远)发人深省00佛教传到中国)不但增加了

中国哲学的内涵)也为中国文字增添不少语言词汇)例如因果'缘起'涅?'真如'自性等*佛教的通俗文

学)如$地藏菩萨本愿经('$八相成道变文(所叙述的因果故事)不但增添了民间文学的趣味)犹对世道人

心的教化)多有裨益*当初我把佛经比喻成文学的著作)在佛教界里是很难获得认同的)长老们认为我

的话亵渎了佛法)不应该用佛经去迁就世俗)但从一个喜好文学者的心理来看)同样是真善美的作品)为

什么佛学就不能和文学结合呢6.

&

$星云禅话(是以记述禅门事迹为主的)通俗地说即是叙述故事*星云大师是采取-先以欲勾牵)后

令入佛智.的方便说法)借一个个生动有趣的禅宗故事来引起读者的兴味)继而诱导其透过这些故事)体

味背后的禅法精义*这些故事往往带有很强的隐喻色彩)如$古镜未磨(

'一则)讲述了有道禅师与茶坊

主人关于-古镜未磨.的机锋问答*实际是-以镜喻性.)说明自性清净)无谓磨否)进而教导受众看顾好

自性)即是修行*这样的写作模式与禅门传统的公案是十分接近的*不同之处在于)星云在每则禅话之

后)都缀有一则评语)用以明示这则禅话的深意*这就形成了-先述后论.的写作结构*这一结构)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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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史书写中时有出现)逐渐形成一种范式*

$星云禅话(之所以谓之-禅话.)是因为这些叙述主要以对话的形式编织而成*星云大师设计的-对

话体.叙述充满着隐喻'明喻'神话'讽刺'甚至插科打诨*他运用这种生动的文艺形式来进行形象地哲

理论证)折射出悲天悯人的激越情怀*这种-对话体.的叙述模式便于诗性想象力之展开)在那看似随意

的一问一答中)塑造出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并营造出生动活跃的对话场景)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出禅门

机锋问难的-实况.)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这种现场感有助于读者与禅话中的人物或者叙述者

达成-对话.)更深刻地体认到其中的禅理要义*

,二/以艺诠佛!!!高尔泰-禅画.的宗教意义

高尔泰先生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美学家)亦是绘画造诣颇深的画家*恰如星云大师所言!高先生出

身书画世家)-自幼随父学画)先后师承吕凤子'乌淑养'颜文梁'吕斯百等名家)融汇各家所长)中西画法

互补)独辟蹊径)不拘一格00又因博览群集)画作内涵丰富)加以在敦煌十余年)临摹历代真迹)技艺越

臻化境.*

! 他为$星云禅话(所绘的一百幅配图)从风格上来说)可谓中西并蓄!其对人体解剖规律'结

构比例之精准把握显然是承西方写实主义风格而来+其人物造型之设计'用线之笔法变化以及构图习惯

则不难看出对古代中国人物画尤其是佛教画像长期临摹'钻研所受到的影响*

高先生自述这些作品的绘制时说自己是秉承了中国画学-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把文字的东西

变相为具体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他肯定-画这些画的过程00既是弘扬佛法)也是学习佛法.*

"

-弘扬佛法'学习佛法.也的确是这批绘画作品的宗教意义所在*

一直以来佛教禅宗就有-以艺诠佛.###主张以艺术为佛事的审美取向*许多禅门僧人非常重视艺

术创作在宣扬佛法中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鼓励开展-以书经画佛为日课.

#的佛教文艺活动*如清代

临济宗破山海明有诗云!-古卷呈来索笔书)毫端说法令人苏*图成一具风流骨)时与老僧圆戒珠*.

$破

山明言-毫端.可以说法令人省悟###书画作品可以在满足个人审美愉悦的同时宣扬禅理)开悟后学*

纵然是-图成一具风流骨.###丽人图)也能转化为禅僧用以破除色相)作-粉骷髅.观想的-戒珠.*

星云大师继承了禅宗这种积极通达的文艺观)并将之吸收为人间佛教-佛教与艺文结合.)方便说法

的一种理论依据*他之所以要请高尔泰为自己的$禅话(配图)就是从-以艺诠佛.的角度考量后作出的

决定!-禅法是最安定身心的力量)禅画可广收寓教于乐的效果)所以00将高尔泰'蒲小雨夫妇的百幅

禅画和我的$星云禅话(两相对照)排版出书)订名为$禅话禅画()以普利社会大众*.

%

要之)$禅话禅画(是用-以文弘法.'-以艺诠佛.的宗教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

念与高尔泰美学思想共通的-人本主义.的基盘上)完成了对禅宗-假言见义)接鹿现形.的一次创作实

践*它为当代佛教的社会化传播)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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