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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半生致力于禅学思想和传统文
化的传播，编写、出版了《巴蜀禅灯录》、《云
门宗史话》、《赵州禅师语录壁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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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部
著作。 近年来，有感于国学之凋敝，世风道德
之日下，先生开创以弘扬国学为己任的龙江
书院，开始系统讲授传统文化经典。 几年间，

先生陆续开讲了《大学》、《中庸》、《论语》、

《易经》、《老子》、《庄子》等课程，受到了国内
各界及海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开当今民间人
士致力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
育之一代风气。

近日，东方出版社将推出冯学成先生新
作《禅说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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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部，以全新的禅宗视角，

探究中华古老文明中蕴含的宏大深邃的智
慧。禅宗与庄子有怎样的关系？现代人读《庄
子》意义何在？传统文化该如何复兴？带着这
些问题，新华网记者专访了冯学成先生。

新华网：《禅说庄子》一书，从禅出发重
新解读《庄子》，为什么要把看起来是两个系
统的思想学说放在一起阐释？

冯学成：在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思
想互有关联又各有侧重： 儒家重视社会性，

道家追求自然性，佛家关注精神性。 其中道
家学说站在代表正统思想的儒家学说的反
对面，针对其负面阴暗地带进行了批评。 进
而对自然、人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这种
思考在《庄子》中阐释得非常详尽。

黄老学说中有很浓厚的隐士情怀，提倡
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庄子的人生价值观凌驾
于社会性的功名富贵之上，首先是对自然的
尊重；再则是提倡内修，超越狭隘的社会利
欲的束缚，建立对生命、精神的自由；进而达
到个人与社会、自然的平衡与谐和。

这种理念在佛教中也存在，不过是以更
加严密的形式存在。 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
不难发现，佛教中很多概念和内修方式都可
以在《庄子》中找到相通之处。 佛教并非起源
于中国，它的一些思想、规定并不能直接为
中国人所接受。 为了让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
相适应，古代高僧借用本土学说对其进行了
疏通式的翻译和诠释，当然被借用最多的必
然是《庄子》。

百年来阐释《庄子》的著作不在少数，他
们往往从文学、哲学、美学等角度对《庄子》

进行“肢解式”的解读，甚至试图用西方现代
学说理解老庄学说， 这样就很容易曲解、误
读庄子。 其实，庄子对生命、精神和社会的认
识，有其独有的价值观和情怀，这种价值观
和情怀是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
形成的，这不是现代学说所能阐述的，更是
西方思维模式难以破译的，而中国古代禅师
的风范则恰恰与《庄子》相默契。 通过多年的
参学， 我对禅宗和庄子有了一种贯通的感
受，我认为，只有在思想、理念、修行程序等
诸多方面体现着《庄子》神韵的禅宗才能最
好地表达庄子对人生、生命、宇宙的感悟和
自在。

新华网： 禅宗和道家都追求大智慧，您
怎样理解“智慧”这个词？ 这两家所理解的
“智慧”与儒家有何异同？

冯学成：爱因斯坦说，与知识相比较，智

慧更重要。 它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知识的
源泉。智慧是体，知识是用。智慧创造知识，甚
至可以创造万物。 所谓的“聪明”、“机巧”并
不能准确地说明智慧。 智慧是精神的纯粹自
由，是精神的自在和无碍。 简单地说，智慧就
是通达无碍。

儒家的智慧致力于社会性理想的实施，

力求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道家则提倡融入自然，它的智慧是致力于人
生与自然的谐和。 佛教的智慧与道家类似，

但它是由历代众多高僧积累起来的庞大精神
体系，这就比道家更加宏大、严谨和细密。

中国是一个不缺乏智慧的国度，我们的
思想也曾经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 然而，就
《庄子》精神体系而言，因儒家的大一统和佛
教的传入和兴盛，除禅师外，士大夫们除了在
外在形态上作些效仿，或反复搞些文字训诂，

对《庄子》再无精神文化上突破，不能不说是
一种遗憾。 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新华网：这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每
个人都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将自己掌握的知识
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 但是，庄子却是一个
反对“功利主义”的人，您认为在这个时代读
庄子的意义何在？

冯学成：庄子并不绝对否定功利。 他反
对的是世间虚幻的物欲。 其实庄子也有自己
的功利，那就是对大道、对优美人生的追求。

现代人的功利就是追求经济发展。 我们
的确不能不发展，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呢？

难道追求功利一定要建立在耗费地球资源，

乃至对生态系统进行摧毁式的掠夺的基础上
吗？ 庄子提倡“小国寡民”。 这种学说告诉我
们，功利必须放在一定的伦理之上。 这不是
简单的社会伦理，而是地球生态伦理。 如果
每个人都从个人贪欲出发，那么这种对功利
的追求就无异于自杀。 今天的地球已经明显
承载不了我们带给她的巨大压力了，我们必
须重拾古代圣人留下的这套道德伦理，为个
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由此可见，从地球生命史的角度来看，庄
子的思想是非常珍贵。 道家伦理能够承载一
个民族的命运，一个在道德上缺乏高尚情怀
的民族是很可悲的。 我希望可以通过传统文
化的重建，呼唤人们重新审视和优化道德价
值观，给民族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新华网：当下解读《庄子》、《论语》等经典
的著作很多，有附会旧说的，也有结合现实另
立新解的。 您认为现代人该如何重读经典，

才能做到既不误读经典，又将经典为我所用？

冯学成：现在的文化跟古人隔了很远，我
怀疑很多解读的人是否真的理解经典。 如今
很多所谓的经典讲读，多是让小孩死记硬背。

其实这样做反而会阻碍孩子的智慧之门。 每
个孩子都有他自己发育成长之路，他会用自
己的方式接受、消化和重组所听到、看到的东
西，这是大人无法干预的。 我们应该给孩子
足够的空间，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生命和精神
去消化、吸收和排泄所接触的知识和文化。

重读经典不能从功利出发，否则就会南
辕北辙。阅读经典的根本目的不是学习知识，

更不是“术”，而是修养心性。我们通过心性的
修养，建立优秀、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
就是拥有一颗“圣贤心”。 每个人都需要拥有
圣贤心，如果没有这种心性，人人私心自用，

斤斤计较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对立，那么社会
就不能达到太平祥和。 如果每个人都自觉优
化自己的心性，社会就会变得更好。心性的修
养不是具体的技能和知识， 但是有了这个基
础，你会与环境融为一体，做任何事都能做得
很好。

新华网：如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习
惯越来越西化，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

开始有选择的恢复传统文化， 比如恢复节庆
仪式，毕业生穿汉服等。但是这些活动往往流
于表面形式， 并不一定能够抓住中华传统文
化的精神实质。 您创立的书院对传播传统文
化能产生哪些实质作用？ 您如何看待传统文
化流失与恢复的问题？如果要恢复，应该恢复
的是什么？

冯学成：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
中国的。西方的科学技术便利了我们的生活，

扩展了我们的思想，就应该为我所用。但是作
为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的根，这
是决不能丢弃的。所以我提倡中学为养，西学
为用。

我认为，这种所谓的“恢复”，其实就是一
场古今心灵的对话， 重要的是重建对圣贤心
性的修养。 汉服、仪式不过都是形式，过分执
着于形式，无异于舍本求末，孔夫子尚不固执
于此，道家对此更是不屑。传统文化要求我们
做高尚的人，如果你已经是了，那穿不穿汉服
有什么关系呢？传统礼仪应该与时俱进，服饰
的变化毕竟只是外在的， 我们不应该被这些
外物所拘束。 上善若水，君子不器，在恢复传
统文化的过程中， 我们不能把自己固化于某
一个角落，而应该在道德上成就自己，否则就
很容易流于虚伪、造假。

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他们有学历有能力，

但是他们不追求名利， 而是心甘情愿在寺院
做义工，为圣贤精神服务，致力于将中国优秀
文化传播给更多人。 在我看来， 这些人都是
“士”，他们的精神就是“士”的精神。“士”是一
个文化道德概念， 是面对社会责任义不容辞
的担当，与地位和经济无关。 有了这种精神，

公务员会廉洁奉公，商人会为社会服务，普通
民众也会骄傲于自身的本分。 当今社会非常
需要这种“士”精神。

中国文明的建设者不是皇帝，而是士，他
们担当起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 “士”精神
是我们该有的自觉，有了它，社会就会更加光明，

有了它，中华民族的文化就会有新的希望！

新华网：您的人生哲学是怎样的？ 对这个
浮躁社会的年轻人有何忠告？

冯学成：我提倡在心性修养中“养和气，

养喜神”。 人有喜神，心态才能阳光；待人和
气，才能融入社会。 有了和气和喜神，走到哪
里都没有人排斥你，路就是通的。年轻人首先
要学习知识和技能，要有创造力和谋生之术，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 之后就要不断美化
道德，优化智慧，强化力量，努力成为一个有
圣贤心的、高尚的人。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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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冯学成出生于四川成都
,1969

年在四川江油当知青期间，他认识并师从虚
云禅师传人、著名禅师、一代武术家海灯法师；后经海灯法师举荐，往参太虚大师侍者本
光法师；后来又亲近贾题韬先生和佛源老和尚。 “文革”后期冯学成因“现行反革命”罪入
狱服刑，尽管饱尝艰辛，备受磨难，但其仍一直坚持钻研儒释道文化，逆境中修心，矢志
不改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