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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禅师对天童的贡献及对后世的影响

密云禅师对天童的贡献及对后世的影响
诚　信

【内容提要】密云禅师一生说法二十六年，六坐道场。其驻锡天童寺期间，正

是其思想最为圆熟、社会声望最为鼎盛的时期。其饮水思源的品性、行履高洁的操

守，以及一丝不苟的临济手段，农禅并重的学修思想，使得“天童宗风，洋溢海宇，顶

礼者自中华以至外域，海涌云归，近古未有也。”（《新编天童寺志》，宗教文化出版

社，1997 年 3 月版）本文将以禅师驻锡天童十一载之行持为基，辅之以禅师悟道因

缘及禅法特点，概略地谈谈密云禅师对天童寺的贡献及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密云禅师　临济手段　农禅并重　天童宗风

【作者简介】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宁波市佛教协会会长、宁波天童禅寺方丈

宋元以来，佛教各宗皆呈衰弱趋势。明末，这种衰弱趋势渐渐呈禅净合一、禅

密合一、禅净戒密相融合的倾向，其中以明末四大高僧最为著名。当时，像隋唐时

期以正法眼藏接物济人者寥寥无几，为此，谨守禅宗法要，以凌厉手段接引初级者

就显得难能可贵。密云禅师便是这可贵之人中的佼佼者。据史书记载，密云弘扬禅

法于闽浙苏一带，他一生说法二十六年，六坐道场，晚年驻锡太白山天童禅寺，提

振临济家风，倡导农禅并重，广收门徒，广传法脉。经过他及门下弟子的努力弘传，使

一度衰弱之极的临济禅法得以恢复，并在江南、西南以及日本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史

称“临济中兴”。

一、密云禅师悟道因缘及禅法特点

现存的资料中，关于密云禅师的传记颇多，在《五灯会元续略》《五灯严统》《祖

庭嫡传指南》《高僧摘要》《续灯存稿》《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宗门拈古汇集》《佛

祖正传古今捷录》《祖灯大统》《宗门宝积录》《续指月录》《续灯正统》《五灯全书》《宗

鉴法林》《南岳单传记》《揞黑豆集》《新续高僧传》等佛门典籍中皆有其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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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密云禅师语录·密云年谱》记载，禅师俗姓蒋，生于明嘉靖丙寅。名讳圆

悟，字觉初，自号密云，宜兴人氏。师生八岁，知世相无常；年二十六，发宿慧；二十七

负薪有省 ；三十弃家，又四岁为僧。四十铜官悟道 ；又六岁，得受记别 ；五十二开

化龙池。于是，六建法幢。示寂之年，七十有七。然生不为家，四海归之 ；老不奉

诏，朝廷慕之；及不忘慈，今古戴之。从这简短的介绍中得知，禅师三十出家，四十

悟道，五十二开堂说法，从此法筵大开，广接门徒，致使“窣堵不虚尊，人天共享之”。

（一）密云禅师悟道因缘

根据《密云禅师年谱》及相关塔铭、碑记，密云禅师的悟道因缘可分为出家前

和出家后两个阶段。禅师幼年时期即“气度庄重，不妄言动，终日静坐沉思”。八

岁时自然发意念佛，“念过三日觉得梦中无念非佛，过三月后此念渐轻。”十五岁，“不

知本命元辰立地处 , 故入佛门来”，此为禅师正式成为佛教徒的原因。二十一岁，“染

伤寒甚剧”，一意念佛，梦一神人施药而“霍然病愈”。二十六岁时，农耕之余，偶得《六

祖坛经》阅之，开始对禅宗产生兴趣。从此时时处处，以参究禅法为事。二十七岁，上

山挑柴，经过山湾时，“忽见积薪，恍然有省”，于是收摄心意，终日保任，决意出

家。二十九岁时，听说幻有正传禅师在荆溪龙池山禹门禅院开演禅法，深具宗旨，于

是离家前往参学。万历二十三年（1595）正月，三十岁，在显亲寺拜幻有正传为师，春

天随正传禅师住龙池山禹门禅院。

密云禅师拜师后，幻有正传见其是法器，在身心两方面对密云禅师加以严格勘

验。正传禅师首先令密云禅师为众人执劳服役，“身任众务，以至鬻薪陶器，负米百

里之外”。同时，正传禅师还经常以恶毒钳锤对密云禅师进行严格要求。每有所问，密

云禅师若不能相契，正传禅师便厉声诟骂，丝毫不留情面。天长日久，密云禅师苦

事参究而不得，惭闷交感，终于病倒，经过十数天才醒过。密云禅师在正传禅师座

下严酷的勘验四载后，也就是在他三十三岁的时候，才获许受戒。第二年，密云禅

师开始闭千日关，发誓克期取证。 

一天，龙池正传禅师经过关前，密云禅师言及有心无心之旨，龙池禅师说 ：“汝

既有心，把将心来。”他呈偈说 ：“自心本自心，心不自自心，心不非自心，心心即

自心。”龙池说：“心不自心，自心非心，有无既非，无自心耶。”密云禅师又呈偈说：“心

心即自心，有无皆自心。有无皆自心，无心无自心。”龙池说 ：“今日张渚买两把青

菜来，无个大萝卜头。”密云禅师说 ：“我在关房不知，谢和尚三拜。”龙池言 ：“终

未大悟。”这段公案讲的是师徒二人对“心”的不同含义加以解释。一般来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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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心”有六义，而密云偈语中的“心”是围绕实相心、灵知心和肉团心这三个

含义而展开的。肉团心是指心脏，属有为法，可坏灭 ；实相心就是自性清净心，属

无为法，亘古不坏 ； 灵知心是修行者对实相心的体证和悟入。密云偈语中“心心即

自心，有无皆自心”，是说能否体悟实相（转凡入圣）关键在于修行者的肉团心是

否有能动作用（灵知）； “有无皆自心，无心无自心”，是说修行者一旦体悟实相（转

凡入圣），则处处皆是肉团心的妙用。这是密云禅师对“心”的见地。但是幻有认

为光有见地还不够，还需要实践的印证，所以幻有正传认为密云“终未大悟”。密

云闭关三年中，时时与龙池禅师往复问答，当机不让，但龙池最终也未给予印可，密

云本人也自觉心中不得决定。

密云禅师三十八岁那一年，偶然登上铜官山顶，见树木葱茏，境界开阔，忽悟

情与无情焕然等现，觅纤毫过患了不可得。当时正传禅师移住京师普照寺。密云禅

师遂前往省觐，请求印证。

密云禅师见龙池正传。龙池问 ：“老僧告别汝等三年，汝等有什么新的领会处

么？”密云禅师站出来说：“有。”龙池问：“有什么新的会心之处？”密云禅师道：“一

人有庆，万民乐业。”龙池又问 ：“那你又做什么？”密云禅师即问讯龙池，道 ：“我

特地来省觐和尚。”龙池于是说 ：“念子远来，放汝三十棒。”密云禅师便出。又有一

天，龙池问：“如果忽然有人问你，你如何酬对？”密云禅师即竖拳。龙池亦竖拳说：“老

僧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密云禅师说 ：“莫道和尚不晓得，三世诸佛也不晓得。”龙

池问 ：“那你又怎么说？”密云禅师便喝。龙池说 ：“三喝四喝后，又如何？”密云

禅师即连喝而退。龙池为之心折，赞叹说：“宛有古人之作。”经过如此的反复勘验，龙

池正传嘱密云说 ：“汝离我此去，但适意处，断不可住。不适意处，作急走过。恁

么行去，不要记岁数。须待十字路口，有个跛足阿师，与汝印证了。不要汝来见我，彼

时我自相见，汝也宜悉之。”龙池亦果然遵守诺言，万历三十九年（1611）回禹门，召

密云禅师回，集众上堂，以衣拂付密云禅师，龙池认为“付拂得人，终能光大法脉”。

（二）密云禅师禅法特点

密云圆悟是在其师龙池正传的棒喝交叠下开悟的，为此，其悟后接引学人的特

色就完全体现在棒喝法门上。他“以一条白棒，撑天拄地，直指当人本元命派。契

其旨者既多，会其元者亦盛”。在禅师所遗的语录中，亦多有棒喝打骂的痕迹，举

凡不契问答机缘者，都要被逼仄责难一番，“掀翻露布，洞示真源，当门踞坐，只

以一棒接人；如大火聚，触者便烧；如太阿剑，备不濡缕。办真实心，行真实行，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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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道，说真实法，化真实众，折旋俯仰，咳唾掉臂，乃至挑砖运瓦，搬土拽石，或

笑或骂，有烹有炼，无事而非真实法门，大矣哉！”

密云对此棒喝家风甚有心得，并强调其妙用为 ：“棒喝急切要密，开人正眼，脱

人情解。所以老僧生平，不解打之绕，唯以条棒，一味从头棒将去，直要人向棒头

拂着处，豁开正眼，彻见自家境界，不从他得。”“老僧拈条白棒，问着便打，直教

一个个迥然独脱，无倚无依，者便是老僧的宗旨。”不过，密云禅师所尊崇的“白棒”心

得并不被他的弟子汉月法藏认可。汉月认为 ：“法道可怜极矣，不可不救也。可怜

者何？盖以文字禅没溺于语言，一棒一喝禅没溺于无言。无言，则颟顸乱统。有言，则

摘句寻章。摘句寻章，但堕外而未易堕魔。颟顸乱统，易堕魔而又复堕外。”汉月

禅师敏锐地意识到：文字禅执着语言文字，参究字面意思而不解其理，易堕入外道；而

棒喝禅胡乱地打骂苛难，既能使人堕入外道又能使人堕入魔境。在汉月看来，“棒

喝”法门的缺陷更甚于文字禅。为此，汉月指责“棒喝”法门为“一橛头禅，硬做

主宰”。汉月的弟子潭吉弘忍更是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棒喝”的禅法加以破斥：“况

今乱统之病，方炽然于丛林。师家头破额裂而不能禁，对打还拳而不能辩，是犹疾

患满门而叱医却药。”

为此，密云解释其棒喝做略是“一棒不为一棒用”，并极力阐释“一棒不为一

棒用”的妙用，“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一切本形耳”，“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直

指一切人，一念回机，自醒本得，唯我独尊也”。并且着重言明 ：“以一棒不作一棒

用，直指当人自悟者，正明人外无别物、无别理。故曰‘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

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始契马祖谓庞公‘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之旨。”

针对汉月及其门人将棒喝法门“斥为癫狂”，“诬为撒泼”，“妄称狂打泼骂”，密

云进一步强调棒喝打杀之法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全体妙用，是“生杀予夺，正

法眼藏”的本分家事，绝无胡乱棒喝的嫌疑。其辩称 ：“老僧即据黄檗打临济，大觉

打兴化，暨马祖扭百丈鼻，负痛失声，以迄见僧入门便棒。诸大老，本分草料接人。天

下万世，未有指为狂打者。又如‘噇酒糟汉’‘尿床鬼子’，‘是恶知识，敢裨贩我’之类，往

往极其诟辱。所以古人致疑曰 ：‘骂岂慈悲法施耶？’ 答曰 ：‘汝作骂会那！’遂于言

下有省。天下万世，未有指为泼骂者。何以故？全机大用，不涉廉纤。狮子咬人，壁

立千仞。即临济一喝不作一喝用，老僧一棒不作一棒用。棒头有眼，喝下知归。”

可见，密云是善用棒喝家法的，其“一棒不作一棒用”可说是有的放矢，观机

施教，并非胡喝乱棒。他始终本着“见性”之道而行棒喝大法 ：“山僧出家将及四十

载，别也无成得什么事，只明得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着子。”并且指明：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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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有眼明如日，要识真金火里看”。以上皆说明，密云禅师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

启悟方法论，完全精简为“棒喝”一法。以打骂为师家，不近人情，令人得悟 ；以

棒喝为契机，断人命根，见人本来。

二、密云禅师对天童寺的贡献

万历十五年（1587），天童禅寺毁于山洪，“殿宇尽圮，础砾无存”。当时住持

因怀禅师勉强重建了法堂，不过是“因陋就简者四十余年”。此状况直到崇祯四年

（1631 ）密云禅师晋院天童景德禅寺后才大有改观。密云禅师从崇祯四年的六十六

岁到崇祯十五年的七十七岁，在天童禅寺弘法十一载。这十一载正是禅师禅学思想

日臻纯熟、社会声望日渐隆起的时期。老禅师一面高举“农禅并重”大旗，推行“一

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普请法，使天童道场迅速恢复昔日荣光 ；一面又广演临济家

风，接引化度诸多青年才俊，使得以禅师而闻名的明末“天童禅”远播海内外。

（一）倡导农禅并重，重兴天童丛林风范

崇祯四年四月三日密云禅师晋院天童景德禅寺。是时，天童禅寺自洪水漂没，“晋

殿唐宫不能与丹崖翠壁磨岁月，强半湮没，仅余甲乙相传之子院者五，然皆苔藓生

房，荆榛满院。古先列宿之风陵。夷至此极矣”。面对满目疮痍的天童旧址，禅师

发愿作兴修偈语 ：“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漂流殿如洗。普告四众诸檀那，大家出

手共扶起。”禅师利用自己的声望多方筹募，大兴土木以期恢复天童旧貌 ；在复建

修葺等诸多作务中，又躬身亲践普请法，使“作则同其劳，饭则同其食”“农禅并重”的

丛林规矩得以推行和深化。

关于禅师复建天童殿堂楼阁的情况，《密云年谱》有如下记载 ：

崇祯六年（癸酉）夏四月，建通堂九楹。深六十尺，延袤一百四十尺，于

大雄宝殿之西偏，前容方轨，内受千人应供，与逵廊半分之。复遣僧三十

辈，航海入闽，伐山市木于建瓯高阳之墟。

崇祯七年（甲戌）春，建诸寮十九楹于方丈后山之麓，复于善法堂之

西偏，建屋一十四楹。秋，殿材至，自闽挟六舶，泛鲸波，浮江塞港而入。

崇祯八年（乙亥）秋，建天人师殿（佛殿），高百尺，纵广如故。建

殿九楹为演法之堂（法堂），高六十尺，广如殿之百三十尺，纵如殿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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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尺。建阁而藏佛菩萨之语（藏经楼），于善法堂西庑之右，高

五十六尺，三十尺皆同时建立焉。冬，于朝元宝阁之基，复建护世四神王

殿（天王殿），正与天人师殿相雄峙。更于明楼叠翠间，建寝堂一十三楹，中

五为丈室，西五为楼为燕闲，其三之在东者，则设开山与说法本寺者之位

号而祠奉之（先觉堂）。未几天，供厨复成，左达西涧，右抱九楹。

崇祯九年（丙子），东建左序修廊（云水堂），西建两司于法宝藏、天

供厨之间（延寿堂）。复于护世四神王殿之右，覆屋四周，通二十楹为涅

槃之居（往生堂）。又自天厨供之西，循涧而北，隆者屋之，洼者楼之，延

联至于钵盂峰下。

崇祯十年（丁丑），建屋于寝堂之前，及先觉司香之室，以楼计者十

有三楹 ；以室计者则四十有四楹 ；以明堂计者，则前后左右有五（禅堂及

东西客堂）。犹以伽蓝祖师未有宁宇，乃于殿之左右翼建堂二区而奉安之。

崇祯十一年（戊寅）春，建下院于古拦路庵之前，殿堂斋库，凡丛林

所宜有者咸备焉。

崇祯十二年（己卯）正月，修天童列祖塔。二月，遣唯一润率诸禅，复

航海入闽市材。

崇祯十三年（庚辰），山中建置，告厥成功。

以《天童寺志》及禅师的塔铭、碑记概括，禅师于崇祯六年（1633）建应供堂，七

年建罗汉堂，八年建佛殿、天王殿、藏阁、法堂、先觉堂、大小方丈殿 ；九年建云

水堂、延寿堂；十年建禅堂、东西客堂； 十一年建下院；庚辰建东禅堂、新新堂、镜

楼、回光阁、返照楼。其居于天童十一载，殿、阁、堂、室次第耸起，并扩而广之，寺

宇为之一新。并整理山地。自是，奠定天童寺永久之规模。密云禅师的复建之功不

可谓不大矣。这与禅师始终坚持“农禅并重”，注重“普请法”的禅修风格密不可分。

“普请法”，即集体出坡劳动，方丈班首也不例外。在践行“普请法”时，密云

禅师不辞劳苦，以身作则。如《密云年谱》中，“崇祯七年夏，雨甚，时西涧湮夷，无

复故岸，山水暴涨，啮及平原。师乃躬率徒役，日持畚锸筑长堤，首起钵盂峰下，尾

属外万工池，通计一千三百五十尺，皆用巨石垒砌”，“崇祯十一年冬，浚外万工池，师

亲自率众，凿涧置堤，以杀壅阏之灾”。

密云禅师不仅自己奉行普请法，而且若有普请不赴随喜者即“力摈之”。在《密

云年谱》中同样记载密云摈僧众事例。“师住天童，日有十余众，普请不赴随喜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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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之玲珑岩，师力摈之。时，啸雪闻公亦在其数，而摈牍偶遗其名。公述偈，自结

束去云：“大家同上玲珑岩，人逐忙兮我独闲。抚臆此心欺不得，不如自摈出松关。”连

当时宗门著名耆德啸雪闻公亦摈出松关，足见密云禅师普请法令之严峻，临济手段

之凌厉。

这种“作则同其劳”的“普请法”，与密云禅师认为参究开悟须付诸日常生活

的禅修思想息息相关。密云说 ：“我这里没有什么工夫做，只要抬树抬石，挑砖瓦

挑柴，穿衣吃饭，屙屎放尿，至于行、住、坐、卧。只是不可唤作抬树抬石，乃至

行、住、坐、卧，亦不可唤作工夫。”并常言：“老僧三十一上侍先师，参禅学道，都

在作务里办。汝辈要安坐修行耶！老僧不愿丛林遗此法式。”可见，密云强调禅修

须融入日常生活，其根本意旨在于：作务不碍禅修，禅修不碍作务，作务即禅修，禅

修即作务。作务与禅修间的“不二”关系，正是宗下“农禅并重”思想的集中体现。通

过历史资料可知，在复建金粟、天童等诸多作务中，密云禅师身边的一大批青年才

俊，作务不碍禅修，禅修不碍作务，终于成就为通圆万众、灯传四方的佛门龙象。

（二）广传临济家风，天童禅法远播宇内 

密云禅师为临济下第三十世，世称“临济中兴之祖”。因其晚年居住在天童寺，其

所传的禅法亦被称为“天童禅”。禅师门下弟子众多，其驻锡寺院，即使冬安居，食

堂常聚万指（千人）。“禅师剃度弟子三百余人 ；嗣法者十有二人，皆亲承炉鞲 ；其

未及付授者，又若干人。王臣国士，参请皈依者，不可胜数。”而嗣法的十二人中，以

汉月法藏、费隐通容、木陈道忞、破山海明等四支最为隆盛，法众遍于海内外。下

面就略谈之。

汉月法藏（1573—1635），俗姓苏，江苏无锡人。出生于儒学世家，少年时期

受过良好教育。十五岁，辞父母在德庆院出家，五十三岁时拜密云圆悟为师。密云

授予法藏“第一座”的殊荣，而且“手书从上承嗣源流，并信拂付嘱和尚”。汉月

禅师嗣法密云前，已经是名满教界的宗师，其禅法被人尊为“三峰宗”，其开堂讲法，常

有数百人跟随学习。其嗣法密云的目的是想“在正统宗门中找寻名师为其印证”。尽

管由于师徒间在佛教基本义理上有分歧，出现了“密汉之诤”，但是密云给汉月印

证，给其崇高的荣誉却是不争的事实。清初至雍正年间，汉月一系的“三峰宗”已

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法脉。由于汉月一系的禅法在思想上有对文字禅以后中国禅宗

史否定的倾向，所以对中国当时以禅寺为主流的佛教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导致了

皇权的介入。雍正下诏曰：“法藏一系所有宗徒，着直省督抚详细查明，尽削去支派，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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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复入祖庭。”以皇权干涉宗派内部的义理之争，足见汉月一系的“三峰宗”规

模之大，影响之深。

木陈道忞（1596—1674），俗姓林，茶阳（广东潮阳）人。明天启二年（1622），从

憨山德清受具足戒。后嗣法天童圆悟。明崇祯十六年（1643），继席天童。三年任满，开

法平阳。顺治十四年（1657）应众请再住天童。十六年福临（顺治）召师入京，留

住斋宫，结冬万寿殿，赐号“弘觉禅师”。次年辞京还山。福临赐御书唐诗、御画及“敬

佛”两字，亲送登程。禅师回寺后，新建奎焕楼藏御书。不久离任天童。其法嗣有

远庵丰、山晓皙、天岳昼、大云莹等，弘法足迹遍布江南各地。

费隐通容（1593—1661），俗姓何，福建福清人。天启二年（1622），参密云于越

之吼山寺。顺治年间住持天童，其间，清理了南山塔院，恢复东谷，并赎还了被侵占

的田地三百余亩。此外，在禅师培养的六十四位法嗣里，以被尊为“日本的文化恩人”隐

元隆琦最为著名。按《天童寺志》记载，隐元隆琦（1592—1673），嗣法天童费隐通容，主

持福州黄檗山十七年。日本兴福寺僧超然闻其盛名，邀其东渡弘法。清顺治十一年七

月，禅师率弟子大眉性善、慧林性机、南源性派等东渡。日本明历元年（1655）受妙

心派之邀，进富田普门寺。顺治十五年（1658）到江户谒将军德川家纲，接受大老酒

井忠胜等人皈依。次年，领得山城宇治赐地，创建黄檗万福寺，开创黄檗宗，康熙

十二年（1673）圆寂，敕赐“大光普照佛慈广鉴国师”谥号。隐元隆琦禅师对推动中

日文化交流、促进中日佛教友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破山海明（1596—1666），一作通明，字万峰，俗姓蹇，传为明初忠定公蹇义

的后人。他十九岁在故乡四川大竹县出家。后遍访川内禅师，不能解其疑惑。于是

出川东行，经湖北至浙江，参密云圆悟禅师，得授印可。破山海明于 1633 年自浙江

回到四川，先后在万县的广济寺，梁平的太平寺、万年寺讲经说法，刊刻经书，振

兴禅院。1653 年，在梁平县万竹山始建双桂堂，众多门徒欣然景从，双桂堂被尊为

西南各大丛林之首。作为著名禅院双桂堂的开山祖师，破山当时被称为“小释迦”。破

山相续培养了如丈雪通醉、圣可德玉等八十七名大弟子，其再传弟子至清代嘉庆时

期已近 600 人。他们分赴西南各地，传播禅法、恢复道场，促成了川、渝、滇、黔

之地佛法的兴盛，其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破山法系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川滇黔佛教的结构变化”，“使那里沉寂了数百年的禅学重新兴起”。

从上述事例来看，密云禅师的接引化众是不择亲疏、无所不包的。只要有向佛之

心，密云禅师即一视同仁，“自王公、长者，以至阐提辈，统以慈光摄受，共登正觉”，此

为禅师海量包容的慈悲胸怀。为此，圣严法师在《明末佛教研究》中赞叹密云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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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临济宗的禅匠，如密云圆悟，接法弟子之多，是当时的第一位，所住道场有龙池、通

玄、金粟、黄檗、育王、天童等六处，每处禅众，动辄上千上万，法缘之盛，也堪称

为当时的第一人了。”密云禅师这种海纳百川的心量吸纳了无数的佛门龙象，而这些

佛门龙象在各化一方时，也推广和光大了因密云而闻名的“天童禅”。

三、密云禅师对后世的影响

密云禅师出生农家，家境贫寒，为生计故，从事过耕田打柴、捕鱼制陶等业，“老

僧渔也渔过，樵也樵过，耕也耕过，牧也牧过，只为不知本命元辰立地处，故入佛

门来”。艰苦的早年生活，不仅造就了禅师饮水思源的品质，更坚强了其随缘度化

的意志。考禅师语录，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其饮水思源、随缘度化的僧家本色。

（一）饮水思源，不忘祖恩

在《年谱》中，万历四十二年（1614），密云的恩师龙池正传示寂，师“心伤，伴

柩龙池三年”。崇祯二年（1629）二月，“命门弟子王朝式及昌侍者申状于周少常伯，乞

传和尚塔上之铭”，“九月，扫传和尚塔，还礼先茔”。同年，“至善权扫乐庵祖塔”；“过

姑苏邓蔚山天寿圣恩禅寺，扫万峰、宝藏两祖塔”，“过虎丘，扫隆祖塔”。

崇祯四年（1631），“扫应庵、密庵两祖塔”。

崇祯十年，兴修中塔院，并留偈语 ：“当年屋塔护全身，一夕火光真歇了。”

崇祯十二年正月，“修天童列祖藏骨之塔。奉衣盂资为龙池传和尚营岁祀之田，善

卷乐庵祖田如之”。

为师守灵、扫塔、祭祖以及为师营岁祀之田，这些日常琐事，充分说明了密云

禅师作为宗门巨匠“饮水思源、不忘祖恩”的本色情怀。

（二）操履严峻，随缘度化

密云一生事必躬亲，严于律己。无论是早年的身任众务，“鬻薪陶器，负米百

里之外”，还是六坐道场，“功成万础，连云蔽壑”，都是在苦役事众、磨砺心志的

同时，不忘精进用功，参究本分大事的。密云言：“三十岁乃出家，只觉生死到来，毕

竟不稳当。于前境界愈加照顾，愈加不稳当。二六时中，看得心境两立。古人道‘天

地同根，万物一体’，越看越成两个。”常感慨道 ：“念己事不明，岁月飘忽，于是

积劳成疾。”足见密云对自己要求的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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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一生说法二十六年，六坐道场，但也只是随缘入住。对于因缘不具足之道

场，密云常常是辞却不赴，如会慈永乐禅院、杭州灵隐寺、荆溪禹门禅寺、雪窦寺、报

恩禅寺等。而对于自己造殿修宇，密云亦表示是随顺因缘而已。他说 ：“老僧尤愿

吾徒为众，当以直心直行本色本分，不可私有别法加于众，是老僧之所望也。而老

僧于天童虽有造殿之举，盖因天童旧僧请。老僧之意无他，惟为佛殿空虚故，不得

已而为之。至于成与不成，亦随缘分，岂敢固必也哉。”这是密云禅师操履严峻、随

缘度化的品性写照。

而禅师曳杖离天童，也是因为化缘已尽的缘故。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寺邻徐氏之族，以师所修祖山为己茔兆，啧有烦言，师

径曳杖去。按《梅溪语录答诸郡县留行书》，其略曰：“贫道滥主天童法席，诚非其人，但

既身处此地，不得不任其责。山中一切宜问，况历代祖师之塔。法道有今日者，以

有历代祖师也；有历代祖师，故天童斯有今日。饮水尚当知源，学道人可以忘本乎？然

则贫道初入天童，即当以修塔为第一义，所以迟迟至今者，于中良有不得已也。一

则念久弊不可顿革 ；一则念己于天童无丝发之功，骤举难行之事，人必不谅 ； 一则

念徐宅万一不能以道义自持，或有烦言，则贫道唯有一去。如此则天童有再兴之机，而

某宅实败之。上辜诸檀信，下陷某宅。以无量罪过，非利生本愿也。今辛苦九年，百

废粗张，自揣于诸檀相唤初心，稍可无愧，故敢为是举。然自知无德，不足以化人，又

不忍坐视祖塔终于毁坏，其势亦惟有一去而已。”

缘聚则不辞劳苦，缘散则随风飘逸，这是一个禅者应有的境界。密云禅师严于

律己，随缘度化，一生践行“直心直行本色本分”的做人准则，以出世之心做入世

关怀，于无为中行化缘法，于有为中做空花事。这是禅师留给我们后世的宝贵财富。

结 语

今年是密云禅师诞辰 450 周年，我们天童禅寺举办的“密云禅师诞辰 450 周年禅

学研讨会”也是众缘和合的产物。一是本次盛会得到了省民宗委，市、区民宗局及各

级佛协的重视和协助才成办的 ；二是希望通过参会者的集思广益，为天童山的禅宗文

化提供打造更好的建议和平台。我们初步打算以“五院”为基础对天童山进行整体的

打造，具体是：禅修院、养心院、祖师院、博物院、专修院。希望我们在探讨传统，研

究祖师的过程中，能够像密云禅师一样，以本色本分为基础，行真实行，悟真实道，说

真实法，化真实众，随缘度化地将天童山打造成名副其实的综合性禅宗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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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密云圆悟禅师之禅法，是继承临济棒喝禅的传统，以本分接引、启

发禅人自悟为特色，以无宗旨为宗旨，以不离不即、无争而莫能与之争为善巧方

便，凸显了一代禅师、人天之师的独特风范，纠正了明代以来禅宗修持和法脉传承的

一些误区，拨正了禅宗弘传的航向。他门下的十二弟子中，其高足五峰如学及其法孙

慧山海对于沩仰宗的中兴、旋转沩运有卓越的贡献，尤应予以关注。

【关键词】密云圆悟　棒喝禅　临济宗　宗旨　沩仰宗

【作者简介】徐孙铭，男，湖南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原所长，兼任湘潭大学

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湖南师大公管学院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泰国国际佛教大

学客座教授。著有《禅宗宗派源流》《船山佛道思想研究》《湖南佛教史》《海峡两

岸人间佛教改革方向的辩证思维》《道安法师法脉传记》等。

   　　　　　　　　　　　　 一 

密云圆悟是明末著名禅师。其禅法被宗门誉为正法眼藏。清雍正皇帝（圆明居

士）对其评价甚高，更是从禅宗修持与皇权鉴定（敕定）之特殊方式奠定其人天之

师、著名禅师的历史地位，堪称与云栖祩宏、德清憨山、灵峰藕益、紫柏真可相媲

美的明末五大高僧。

圆悟禅法，是继承临济棒喝禅的传统，以本分接引、启发禅人自悟为特色，以

无宗旨为宗旨，以不离不即、无争而莫能与之争为善巧方便，凸现了一代禅师的独

特风范。圆悟《天童和尚辟妄救略说缘起》说：“惟愿天下后世以古人为榜样，慎

勿堕汉月圈套，方识达摩西来，只为觅个不受惑的人；亦见老僧初不与汉月辈争竞

胜负，惟为发明佛法的的大意，使人人自证自悟而已。”

佛者，觉也。禅者，佛心。教者，佛语。禅宗祖师达摩到中土传法，“只为觅

个不受惑的人”，就是发明佛法大意，教人做一个有觉悟、不受迷惑的人。禅宗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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