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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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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謝群，教授，成都人。

研究方向為舞美藝術與宗教哲學。

國家級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道藏源流考》整理出版的主要參加人，著有《女丹經典》

（中醫古籍出版社，2019）、《坐進此道：〈悟真篇〉研究與實踐》（臺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2023），發表《漂浮在絲綢之路上的祥雲》等論文三十餘篇。

學佛於圓照法師、元音老人；學道於臺灣西派宗師馬炳文；在朱越利先生悉心指導下，系

統地研讀宗教經典。

全真道華山派祥真曹師關門弟子。

全國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大自然環境保護委員會會長。

（香港青松觀）《道教學譯叢》編委。

提    要

中國禪宗把紀元定在了靈鷲山上的「拈花一笑」，然後佛陀指定摩訶迦葉接班。

有意思的是，在佛教在印度流傳時期，並沒有形成一個類似「禪宗」的流派。

迦葉是印度禪第一祖，一直傳到達摩祖師，是為第二十八祖，同時是中國禪的初祖。

可以說，「禪文化」在印度時期，雖然被收入了佛教，但直到佛祖「拈花一笑」，才產生

了「禪宗」的雛形。而在達摩東渡之前，中國流行的是格義佛學，是印度佛學與中國玄學相結

合的產物。同時，佛教自東傳起，就經歷著一個與中國本土文化吸引和抗詰的適應過程。其間，

既有僧肇的「造論」（《肇論》），也有道生的「說法」（《頓悟成佛義》），已經為中國禪宗的產

生奠定了基礎。齊梁間寶誌的《大乘贊》已接近後世禪宗的「頓法」，善會的禪修則開啟了「中

國禪」的先河。

於是在達摩東渡、六祖開壇之後，禪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

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胡適博士說：「中國禪（宗）並不是來自印度的瑜伽或禪那，

相反的，卻是對瑜伽或禪那的一種革命。」所以季羨林先生說：「禪宗甚至可以說幾乎完全

是中國（叢林祖師）的創造，它實際上已經走向佛教的反面。」所以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說：「唐代的禪師才是真正繼承了莊子思想影響的人。」所以日本學者（鈴木大拙）說：

「像今天我們所謂的禪，在印度是沒有的。中國人把禪解作頓悟，是一種創見。中國人的那種

富有實踐精神的想像力，創造了禪，使他們在宗教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禪宗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它深諳老莊的）見地之高──以此高度的法義、道理為標杆，

修行人不會偏掉。如果說老莊的根本精神就是禪的核心，不同的是，莊子只研究「學問」，而

禪宗開始實踐「道術」了：在得意忘言上溈山與莊子沒有區別，曹洞宗以自忘來找到了自我，

臨濟宗把自我命名為無位真人，雲門宗一面逍遙於無極，一面又回返人間，法眼宗完全植根於

莊子的「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所以吳先生總結得好：「禪宗可以說是道家結合了

佛家的悟力和救世的熱情所得的結晶。假如佛學是父親，道家是母親，那麼禪宗這個寧馨兒不

可否認是比較像他的母親了。」（寧馨兒，晉宋口語，原指「這樣的孩子」）

本書選取了禪宗史書和燈錄文獻中的一些精彩「話頭」，予以本參、直解，以饗同好、讀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