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置身于喧闹的都市中，面对川流不息的人群，你是否有过迷失的

感觉，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何去何从。或许你想逃走，想回归自

然，去寻找那份久违了的清醒。或许你总是感觉到心灵的空虚，一种

物质与浮华无法弥补的苍白，这是你就需要一种平衡，一种让自己快

乐的源泉。 

纵观历史，自从有人类有文明以来，佛教就如同一颗闪耀的明星

照耀着大地。释迦摩尼通过 6 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也

是想得到生命的真谛，最终他在菩提树上修的正果，开启了佛教的先

河。在之后漫长的千百年中，佛教又由若干条河流汇成大江，形成大

海。这如同海洋般宽广的智慧滋润了千万人的心灵，它让人们看到真、

善、美的曙光，相信因果报因的轮回，用正义的眼光去面对邪恶的丑

陋。当你置身于佛教中的海洋中，能够体会到更多的人间疾苦，心胸

自然的宽广，更加包容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人与事，让心灵得到安慰，

或许这正是佛教对于平常人最大的贡献。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沧海桑田中不知道你是否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或许在你的心中没有一个具体的实物，可仍然在相信着什么。又不知

道你对佛教了解多少，或许你认为那是虚幻故事中的一部分，存在于

现实社会中，只为迷惑人心。或许你相信那是高等智慧的产物，是无

数智者思想的结晶，并让他贯穿于你的生活中。无论怎样当你翻开这

本书时，就与佛结缘了。 

“暮鼓城钟的优雅”正是一股清泉滋润着人们的心房。书如其名，

这不是一本和你讨论高深佛教道理的读物，它好像一个讲故事的人，

娓娓的向你道来佛教的历史，或浅显易懂的小故事，或高僧的生平，



 

 

或佛教中的一个闪光点，当你在阅读时会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其中的奥

秘。体会密宗的精华，知道释迦摩尼的修行成佛，了解若干高僧为佛

教鞠躬精粹的一生。通过这些会让你会对佛教有新的诠释，它不需要

你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的烧香磕头，只是希望这股暮鼓城钟优雅的

清泉渗进你的心房，净化你的心灵。 

或许你仍然在为琐碎的事情烦心，或许生活仍然不尽人意，或许

你仍然在苦苦寻找人生的答案，请给自己一点时间、一个机会、一个

理由，打开这本书启发你的心灵，用佛祖的眼镜看世界。社会依旧复

杂，生活依旧忙碌，而你的心却如明镜一样的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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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深谷幽兰中的佛学起源 

在喧嚣的都市中人们寻求内心的平静来获得心灵上的安慰。而暮

鼓晨钟的佛学精华正是这颗深谷中的幽兰，来滋润着你我的心房。院

门深处的幽静、木鱼清脆的回音，如同一股明净的清泉水净化着人们

的心灵。在佛中我们体会人生、获得感悟。那究竟什么是佛，以及它

的产生与发展你又了解多少？请现在就跟随着我的字迹来认识这门博

大精深的文化。 

一、佛教鼻祖释迦摩尼生前事 

1、万象生新，祖出世 

关于佛教的起源，要从一个美丽、古老的故事说起。相传二千五

百多年前，在古印度西北部的喜玛拉雅山脚下，有位叫迦毗罗卫(今

尼泊尔境内)的王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平原

盛产稻米，草原适合畜牧业，是个富饶的地方。在这里居住着释迦族，

统治释迦族的国王姓乔达摩，名字叫首图驮那。因为这个名字的含义

是纯净的稻米，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净饭王。净饭王的王后叫摩诃摩耶，

是邻国天臂城善觉王的长女。相传净饭王和摩耶王后之间的十分恩爱，

可结婚多年都没有生育儿女，因此长久以来净饭王都为没有王位继承

人而苦恼，直到他年已 50 岁的时候，45 岁的摩耶王后才第一次怀孕。

传说，摩耶王后这次怀孕，是由于睡眠时梦见一头六牙白色大象腾空

而来，接着这只大象从右肋进入王后的腹中，等皇后一觉醒来就怀孕

了。自从王后怀孕之后，心情就非常的愉快，再没有忧虑和烦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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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再没有发过怒气，并断绝了所有贪欲与虚伪的心情，每天她只是

喜欢到幽静树林与水溪旁散步。 

摩耶王后怀孕期满，净饭王为摩耶王后备了由两头大象载的轿子，

并派了很多的宫女与侍臣护送摩耶王后回娘家天臂城去。因为按当时

印度的风俗，妇女头胎分娩必须回到娘家去，丈夫不能同行。摩耶王

后在回娘家天臂城分娩的途中，经过迦毗罗卫城和天臂交界处的兰毗

尼花园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些旅途疲乏，于是就下轿到花园中休息。

当摩耶王后走到一棵葱茏茂盛的无忧树下，伸手去抚树枝时，不慎惊

动了胎气，于是太子就在这颗树下生产了。太子诞生的时间是公元前

565 年，中国农历的四月八日，后来佛教上就将一天定为“佛诞节”，

又称“浴佛节”。佛经上说：太子降生的时候，天空仙乐鸣奏、花雨

缤纷，诸天神拱卫。一时间宇宙大放光明，万物欣欣向荣。天空直泻

下两条银链似的净水，一条温暖，一条清凉，来为太子沐浴，这也是

佛教定为浴佛节的由来。相传太子一出生后就能自己行走，他连走了

7 步，他每走一步时他的脚下就涌现出一朵莲花，后来印度人就把荷

花视为圣洁的佛教之花。并且太子在出生时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大

声宣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与太子同日降生的孩子，母子也

都十分健康。产生的牛、马也十分健壮，连一根杂色鬃毛都没有。 

在太子诞生后的第 5 天，净饭王请来全国很多有名望的学者来为

太子取名。经过几番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太子应取名叫乔达摩•悉达

多，因为悉达多的含义是“吉祥”和“成就一切”的意思。并且在摩

耶王后生下太子之后，迦毗罗卫全国就不断的出现吉祥的事情。先是

浑浊的江河水变得清澈见底，五谷丰登，花木繁茂，而且人与人之间

关系也变得更加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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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在悉达多太子出生后不久，有一位号称阿私陀的仙人的，很

有名望的预言家来到王宫为太子占相。阿私陀看到太子后先是非常惊

喜，然而又悲伤地流下了泪水。净饭王问他为何又喜又悲?阿私陀仙

人回答：“太子的相貌太好了，人间找不出第二人来!将来如果继承

王位，一定是位“转轮王”(印度古代称能以威望统一四方天下的君

主)，因此我为国王高兴。但据我的观察，太子必定要出家学道，并

能得到最高成就，成为人天至尊的导师，拯救世人离苦海。可惜我已

经老了，今生是听不到太子的教诲了，所以我为自己悲哀。”净饭王

听到占相仙人的话，也是又喜又忧。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统一

天下的转轮王，但那个父亲又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家呢，于是国王从此

千方百计防止太子出家修道。 

太子的母亲摩耶王后在生下他的 7 天后就因病去世了。因此幼年

时代的悉达多太子是由姨母——摩诃波阁波提王妃抚养长大的。波阁

波提王妃是在姐姐摩耶王后去世后续嫁给净饭王的。波阁波提王妃容

貌端庄秀丽，性格温柔、娴静。她对悉达多小外甥精心抚育，并且非

常的钟爱。 

在释迦族传统的“王耕节”上，国王要亲自耕种土地，于是这一

天净饭王带领着悉达多太子来到田野，当太子看见在田地里的农夫赤

背裸身在烈日下吃力地劳作，耕田的牛被绳索鞭打皮破血流，被犁铧

翻出来的小虫蚯蚓又被鸟雀竞相啄食，鸟雀再被蛇鹰吞食的情景时，

使他感到无比的痛苦，这一幅幅生存斗争，弱肉强食的景象，让他无

心游玩，就走到一棵阎浮树下静坐沉思。悉达多太子坐在树下沉思，

有时能自然升空许久，这让净饭王和太子的姨母波阁波提王妃十分惊

奇，不由得就朝太子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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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达多太子在幼年时，就有沉思的习惯，世间许多现象在他看到

之后，都容易引起感触与深思。净饭王发觉儿子对人世间的苦难情景

思虑太重，深怕太子产生厌世出家的念头，于是就为他建造了三座豪

华宫殿，它们冬天防寒，夏天避暑，雨季防潮的宫殿被称为三时殿，

又选来上百名美丽的少女随时为太子歌舞。在悉达多太子 16 岁时，

国王又为他娶了他的表妹——耶输陀罗公主为妃子，企图让生活的享

乐上束缚太子，让他放纵情欲，沉迷娱乐。但是这一切并未能引起悉

达多太子的兴趣，反而让他感到尘世的喧嚣与骚扰，使他更加的厌烦。

更引起他深远的思考：“人世间有数不尽的苦痛和忧虑都未能解决，

一味的追求享乐就能解脱吗?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享乐又能到几时呢?”

因此，悉达多太子经常躲避开喧哗的歌舞，独自到幽静的树林与河边

去散步思考。 

2、悟人生真谛，出家修行 

乔达摩•悉达多太子的天资十分聪慧，相貌奇伟。他的父亲净饭

王对他期望很大，希望他继承王位后，建功立业，成为转轮王。从太

子 7 岁开始，父亲就让他学习当时王族应具备的一切学问和技艺。到

了 12 岁时，太子就已经掌握了印度当时最高的学术，即五明与四吠

陀。其中五明即是：(1)、文学的声明。(2)、工艺学的工巧明。(3)、

医药学的医方明。(4)、论理学的因明。(5)、宗教学的内明。而四吠

陀即是：(1)、养生之法的梨俱吠陀。(2)、祭祀祝词的搓马吠陀。

(3)、兵法研究的夜柔吠陀。(4)、咒求文献的阿闼吠陀。四吠陀是当

时婆罗门教的经典，被奉为至高无上，贵族必读的圣书。悉达多太子

也向武士们学习武术，练成了一位骑马、射箭、击剑的能手。在净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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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举行的每一次武艺竞赛大会，贵族子弟们都参加比赛。就数太子骑

射出众，夺得冠军，万人敬仰。 

当由于悉达多太子喜欢沉思，这让净饭王时刻关心儿子的情绪变

化，一见到儿子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时候，就要设法让太子高兴起

来。世间凡是做父亲的人，无论是国王还是平民百姓，都怕自己的孩

子贪图享乐，放纵情欲。但净饭王却怕太子清心寡言，产生了厌世的

情绪，从而有出家的念头。他除了为太子修建豪华的宫殿，为太子娶

了美丽的妻子外，还时常让他去郊外游玩。一旦净饭王发现太子对宫

里的歌舞感到喧骚烦嚣的时候，就让太子坐马车去游玩，并告诉驾车

的驭者，一定要带太子到有欢乐的人群和有美丽的景色的地方去，可

悉达多太子偏偏喜欢幽静的环境，每次他都让驾车的驭者把他带到城

外去。 

当太子来到京城的东门，看见一个须发全白，弯腰驼背，行走艰

难还不断呻吟的老人时，他就想：衰老是人人都逃避不了的命运。人

在儿童时受父母宠爱，青年时英俊萧洒，壮年时精力充沛，但到了晚

年，人就要在许多痛苦中度日了。这样的想法让他心情十分的难过，

于是就叫车匿调转马车，驱车向京城南门走来。刚到南门，他又见一

个满身生疮流血的病人。病人一边走，一边不断痛苦地呻吟着。悉达

多太子心想：疾病也是每个人都不能避免的。人的一生要害多少次疾

病，要遭受多少痛苦，真是难以想象的啊!接着，悉达多太子又调转

车来到京城的西门，到了西门他看见两个人抬着一个死人迎面走来，

随行的亲属悲痛地嚎哭着。悉达多太子叹息地自语：死亡是可怕的，

每个人又都难免一死，当死亡来临时给每人带来的恐惧，让人多么难

以忍受啊!自己的死亡又造成很多亲朋的无限悲痛。这些痛苦，永无

休止，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这是多么苦闷与烦恼啊！于是他又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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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最后，悉达多太子驱车来到了京城的北门，在这他看见一个出

家修道的人(印度当时称出家人为“沙门”)从对面走来。这沙门身穿

袒右肩的黄色法衣，一手持法杖，一手托钵，态度十分的严肃与安详。

于是悉达多太子想道：这出家人是一定不会有俗人那么多的痛苦和烦

恼的。 

不久后，悉达多太子美丽的王妃——耶输陀罗为他生下了一个儿

子，这样净饭国王十分的高兴，命全国举行盛大的庆贺，为出生的孩

子庆祝。但悉达多太子的内心却十分的沉重，因为这时悉达多太子就

已经有了出家修行的念头，他怕因为有了儿子而增加他留恋家庭的感

情。他给自己的儿子所取的名字为罗侯罗，“罗侯罗”这个名字的意

思也有解释为“圈子”，就是说有了儿子要受到束缚，就像被圈子套

住了一样。 

终于，在悉达多太子 29岁(也有说法是 19岁)那年，他郑重地恳

求父亲净饭国王允许他出家修行。当净饭王听到儿子要出家的想法时

就如同霹雳轰顶，他流着泪要求悉达多打消出家的念头，将来好继承

他的王位。接着悉达多就向父王提出四个要求，如果他都能满足这些

愿望就不出家，一是没有衰老的现象，二是没有疾病的痛苦，三是没

有死亡的恐怖，四是所有的东西不损不灭。净饭王一听就知道儿子出

家的决心已坚定，没有能力说服儿子，只好多派人看护悉达多太子，

防止他离开皇宫，还命令宫女时刻不离太子，演奏着美妙的音乐，跳

着优美的舞蹈，竭尽媚力讨太子欢心。 

一天半夜当悉达多太子醒来，看见歌舞一天的宫女们都疲倦地睡

在周围，每个人都是披头散发，脂粉残脱，袒胸露胯，有的还说着梦

话，有的流着涕涎，有的发出鼾声，有的姿态丑陋，平时那妖艳姿容

荡然无存，这样太子不由的心中一惊，感叹道：“这世界上有许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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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是虚假的啊!我要解脱掉这一切，我不可再踌躇、再犹豫了。”

此时他的心情就如同这整个宫殿燃起了熊熊大火，他必须要立刻逃出

去这一切。 

二月初八日(中国农历)的午夜，在整个皇宫里的人都在梦乡的时

候，悉达多太子起身先来到他妻儿的卧室，他凝视着熟睡中的耶输陀

罗公主和儿子罗侯罗，并默默地向他们告别。悉达多太子又来到马厩，

唤醒了名叫车匿的马夫，叫他牵出一匹名叫犍陡的白色骏马，备上马

鞍，太子跨上马背，由车匿伴随，毅然转身离开了父亲为他修建的豪

华的宫殿。太子跃马出了京城的北门，在白茫茫的月色中，朝山林奔

驰而去。拂晓时分，悉达多太子已来到了离京城百多里路的阿拨弥河

边罗摩村山林中，他拔剑斩断了自己的头发，改扮成出家人的模样，

然后命车匿回王宫去告诉父亲净饭王说自己已经出家修行去了。 

现在看来，悉达多太子毅然决然地舍弃王位出家修行，有社会方

面的影响，也有他个人的认识。悉达多太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古印度各

国之间互相讨伐与并吞的年代，阶级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他

所属的释迦族只是一个较为弱小的民族，到处受到邻国强权的威胁，

朝不保夕，时刻有着被灭亡的危险。这让悉达多认为，世间一切事物

和概念都在生与灭中变化着，没有永恒的幸福，而种种痛苦却是无休

止的。此外，他又目睹人自有生以后，接踵而来的老、病、死的情景，

联想到自己也摆脱不了同样的命运，从而产生了人生难脱苦难的烦恼。

因此，他为了在精神上获得解脱，终于选择了出家修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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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除万难，立地成佛 

悉达多的父亲净饭王听到儿子出家的消息后十分的悲伤，他见派

人劝说无效，便在亲族中选派了阿若鞒侨陈如、阿说示、跋提、十力

迦叶、摩诃男拘利等 5人时刻伴随在儿子左右。 

出家后的悉达多太子最先到了跋伽仙人的苦行林，那里的修行者

有的披着草衣，有的身着树皮，有的躺在泥土里，有的卧在荆棘上。

他们以种种的苦行折磨肉体，来追求精神上的解脱。悉达多很不满意

这种做法，只是滞留一宿就离去了。接着悉达多带着他的五个随从渡

过恒河，来到了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国王频婆娑罗会见了他们，

并对悉达多说“如果得道，请先来度我频婆娑罗”。悉达多还寻访了

隐栖在王舍城附近山林的数论派信奉者阿罗逻•迦罗摩和郁罗迦•罗摩

子，跟他们了学习禅定。但悉达多发现他们的教义并不是真正的人生

解脱之道，于是便离开了他们。 

悉达多带领五个随从来到尼连禅河边的加阁山苦行林中，和那里

的苦行人一起实行极端刻苦的修行。为能寻求解脱，他静坐思维，身

不着衣，不避风雨，每日仅食一颗麦子来充饥。就这样他坚持了六年，

虽然他的身体已极度消瘦，但仍没有找到真正解脱的方法。这让悉达

多悟到：自己只是一味的苦行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当时在印度的哲学

思想中，还没有真正能使人达到大彻大悟的道理，于是他决定结束苦

行。 

悉达多结束苦行后，先到尼连禅河中洗去了他身上堆积了 6 年的

积垢，并接受了河边牧羊女供养的牛奶，来恢复虚脱的体力。跟随悉

达多的 5 个人见他这样的举动，都以为他放弃了信心和努力便离开了

他，前往波罗奈城的鹿野苑去继续他们的苦行，剩下悉达多独自一人。

悉达多走到一棵枝叶繁茂的毕钵罗树下，拾了一些草叶铺成了一个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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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他坐在座位上面向东方，盘腿静坐，当时发下誓愿：“我若不能

证到无上大觉，宁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他静思冥索，总结过

去修行的经历，重新调整思维的方法，由此来深究宇宙间一切现象的

规律和人生解脱之道。 

佛经上说，就在悉达多得道之时魔王害怕他真正的觉悟，就派了

他的三个魔女女儿来殷勤献媚诱惑太子，这三个魔女分别代表着爱欲、

乐欲和贪欲。但悉达多对魔女淫荡的挑逗视而不见、毫不动心。魔王

见魔女们的引诱没有得逞，就带领众魔鬼亲自来到悉达多太子座前。

魔王威胁悉达多说：“如果你不立即回到皇宫去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就让你粉身碎骨死在树下。”悉达多只是专心修行思考，对魔王的威

胁就如同没有听见一样。接着魔王命众鬼刀箭齐发，一起杀向他。但

魔鬼的刀箭却不能挨近悉达多的身体。此时只听见天空一声巨响，这

是护法天神来帮助悉达多，将魔鬼全部的驱散。终于在十二月初八日

(中国农历)的凌晨，悉达多 35 岁之时战胜了他最后的烦恼，获得了

彻底的觉悟而成了大智慧的释迦摩尼。因为悉达多是坐在毕钵罗树下

成佛的，所以毕钵罗树从此就都叫做菩提树了，菩提也就是“觉”的

意思。悉达多成佛的地方，称为菩提伽耶，又称菩提道场和释迦摩尼

伽耶。 

4、鹿野苑讲经，建立佛教 

得道后释迦摩尼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在附近的树下踱步，反复品

味着自己觉悟到的真理，这种获得真理，得到解脱的快乐，使他忘记

了时间忘记了自己，就这样他一连在树下呆了 21天。在这 21 天里他

只是感到他的思维在扩大，在升腾，已经和宇宙融为一体了。成佛后

的释迦牟尼无比喜悦，这种得到彻底解脱的愉快，是无法用几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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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得。成佛后释迦牟尼就以大慈悲的心情，博大精深的智慧，不畏

艰苦的精神，开始了 40年不间断的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活动。 

最初释迦牟尼是在波罗奈城的鹿野苑说法他，最先化度随侍过他

的 5 个寺者：阿若侨陈如、摩诃男拘利、跋提、阿说示、十力迦叶。

当时他所宣讲的佛法是法印、四谛、八正道、缘起论等内容。这些只

是佛教初期佛法的基本内容。侨陈如等 5 人听到释迦牟尼的教说，心

悦诚服，都皈依释迦牟尼，成为最初出家的佛家弟子，后人称这 5 人

为五比丘，这是世间有比丘的开始。在佛家中比丘是指出家的男人，

梵语中比丘的原义是指以乞食以生活的人，比丘也俗称为僧人。世俗

也称比丘为“和尚”，这是印度的俗语，意思为亲教师，与称师傅相

同。在佛家中会讲经说法的和尚被称为“法师”。 

佛教上，称释迦摩尼在鹿野花苑的第一次说法为“初转法轮”。

讲说佛法为什么叫做转法轮呢？这是因为“轮”是印度古代战争中用

的一种武器，它的形状像是个轮子。印度古代有一种传说，征服四方

的大王叫做转轮王，并且在转轮王出世时，空中就出现此轮，预示着

他所向无敌，因此这里用轮来比喻佛所说的法。当佛的法轮出现在世

间时，一切不正确的见解，不善的法都将破碎无余，所以人们把说佛

法叫做转法轮。 

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的这件事，是佛教的一件具有重大意

义的事件，因为它标志着佛教的建立。从那时起，佛教就开始具备了

组成宗教团体中领袖、理论、参加人员的三个要素。这三个重大的要

素佛教称为三宝，即为：释迦摩尼是佛宝；佛所说的佛法是法宝；佛

的出家弟子的团体——僧伽是僧宝，之所以称之为宝，是因为它能够

令大众止恶行善、离苦得乐，是极为尊贵的意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