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四大高僧（18） 

紫柏大師對佛教文化普及貢獻 

近藏法師講於2016年8月21日／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上人，各位法師、居士：阿彌陀佛！ 

 

今天，是近藏繼續來為大家介紹明末四大

高僧之一的「紫柏大師」，紫柏大師也就

是前三天各位聽義法師介紹內容當中的

這位真可大師。 

 

「紫柏大師」是這位法師的號，他的名呢

其實叫「達觀」，就是很豁達、很樂觀，

他的法名是「達觀」，號叫「紫柏」，「真

可」這個號是他晚年他給自己取的。所以

無論是「真可大師」或者「紫柏大師」，

或者是「達觀大師」，其實我們指的都是同一位人、同一位法師，也就是

大家現在屏幕上看到的這尊肖像。 

 

如果大家有聽完前三天義法師為大家介紹紫柏大師的一生呢，應該有留一

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紫柏大師的個性如何？（有人回答：剛烈、剛猛

。）不論你說這位大師是剛烈、或者這位大師是剛猛、或者這位大師是剛

強、或者這位大師是剛毅，總之都有一個「剛」就對了。 

 

那麼一個人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做到一個「剛」呢？孔子說過一句話：「無

欲則剛。」所以我們知道這位紫柏大師他的個性是非常的剛猛剛烈，也同

時就說明這位大師他的欲望是非常的少。什麼的欲望呢？（有人回答：五

欲。）五欲：財、色、名、食、睡。我們知道大師出家的第一個晚上就怎

麼樣？（有人回答：沒睡覺。）有睡覺啦。（恒義師說：不倒單。）大師

出家的第一個晚上就不倒單，就是坐著睡，他的這個脅就不靠這個床，終

其一生都是脅不著席，終其一生都坐單的。可見大師對於睡的這個欲望是

非常非常的少的。 

 

但是講到最最最根本的，大師對「名」跟「利」的這兩件事的欲望，幾幾

乎是無欲的。那麼大家前三天聽到義法師介紹紫柏大師的一生，略略的可

以感覺到紫柏大師這一生，無論是為佛教或者是為眾生，或者是為他的同

參道友所做的這一切事情，都不是為了名，也不是為了利。為什麼？不是

為名不是為利，那是為什麼？（近育師說：為道。）近育師說是為了道。



為了求道，為了了生脫死。我簡單的說，就是他覺得就是「該做的」。 

 

那麼接下來的這四天，我會就大家前三天所聽紫柏大師的一生這樣子的一

個約略的印象，我做一些重點的加強，讓大家更能深刻的感受到紫柏大師

的剛、紫柏大師的無欲、紫柏大師的淡泊名利。 

 

 

 

在畫面上如果大家邊聽邊看的話，已經先讀過了一遍這個文字，大約的意

思就是：這位法師的個性是非常慷慨激烈的，他的相貌是非常雄偉異於常

人的。「弱不好弄」，在這裡我個人的解讀是他不喜歡弄文武墨，不喜歡寫

文章這些東西的；打從出生就不喜歡看到女人。究竟到什麼程度呢？就是

他如果要洗澡的話，不准女人在他前面先洗過。 

 

有一天，姊姊不小心在他前面先用過了那個浴室以後呢，這個紫柏大師就

大發脾氣，大發雷霆。從此以後，所有他親戚裡面的女人都不敢靠近他；

長大以後父母更管不動。所以這樣的人會有兩種下場，哪兩種下場？（有

人說：大好跟大壞。）一個是大好的人，一個是大壞的人。 

 

我們來看看，前幾天近康法師為我們介紹哪位法師啊？（有人說：蕅益大

師。）蕅益大師，他給我們後人開示就說：「你學道的人，學佛的人，你

要具備三件事情，有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你要真為生死；第

二件事情你要具足剛骨，你要有骨頭；第三件事情你要開發見識，你要有

正知正見。」 

 



大家看第二段，如果你沒有真正的為了脫生死而發心，就算你有志氣、你

有力量，怎麼樣？了不起做個世間豪傑，絕對不會成為出世的聖賢。如果

有，「我真的要了生脫死」，可是你沒有真正的剛骨，你絕對會被情欲所牽

，你沒有辦法抵擋這個情欲的誘惑，也沒有辦法抵擋名利的誘惑。見到了

名、見到了利，你就改變了你的志向，最後還是被魔王拉去當眷屬。那麼

，如果前面兩個都有，「有！我真為生死！有！我有硬骨頭！」可是你沒有

正知正見，你沒有遇到善知識，最後你的心也用錯了，力也用錯地方了，

最後你是被邪知惡友拉去當眷屬。 

 

所以請問：紫柏大師是具足幾個？（有人說：三個。）三個全部具足；他

為生死、他有剛骨、他有正知正見，所以能夠做出世的聖賢，做人天的師

表。 

 

那麼明末四大師，是哪四位呢？ 

 

屏幕上四尊的肖像，紅色的是我們前兩個禮拜聽過的。第一位是蓮池大師

，由近育師和近殊師為我們介紹的。第二位是蕅益大師，在屏幕的右下角

，是由近康師、近育師以及近志師為大家介紹的。紫柏大師是由恒義師和

近藏來為大家介紹，在左下角。下個禮拜就是第四位德清憨山大師，是由

恒鐘師和恒懿師介紹。 

 

現在圖上的這四尊肖像旁邊都有很多很多字，前面都不重要，重要的你看

，每位大師在這個世上活多久？最長命的是哪一位？（有人說：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可能他放生又念佛。第二位就是德清憨山大師，世壽78歲。

住世最短的是哪一位？（近康師說：蕅益大師。）蕅益大師。（近康師又問

：為什麼他住世那麼短？他也修念佛法門。）每一位大師住世都有他的因

緣的。我們這位紫柏大師住世多久？（恒義師說：61歲。）61歲，也不算

很長。 

 



大家看，蕅益大師在明神宗萬曆28年就是1599年出生，他出生沒多久，紫

柏大師就往生了，他是在清世祖順治的年間往生的。所以真正論起來，對

整個經歷明代末年這個佛教的變化呢，應該說就是前面的這三位大師。所

以可以說蕅益大師是前面這三位大師的晚輩。前面三位大師中，住世最短

的是哪一位法師？（有人說：紫柏大師。）所以這三位大師裡面住世最短

是紫柏大師。 

 

下一張投影片，又是四尊肖像，下面列出來是這四位大師的著作。大家就

自己這樣從頭這樣讀一遍。 

 

蓮池大師以及蕅益大師生前的這些著作，介紹的法師都已經略略的跟大家

有了一些簡單的介紹。大家來看，下個禮拜要講的憨山大師的著作也不少

，幾幾乎著作了三大部經，《華嚴經》、《法華經》、《楞嚴經》全部都有註

解。所以這三位大師都著作豐富，學識淵博。那麼這位紫柏大師，目前遺

留在世上的著作就有：《長松茹退》上下兩卷；以及弟子為他匯集《紫柏

尊者全集》，一共有三十卷；及《紫柏尊者別集》四卷。 

 

《長松茹退》，可以說是紫柏大師他唯一自己親筆所寫的，裡面蒐羅開示

有一百一十九則，這樣的著作量算多還是少？（有人說：多。）少！所以

跟明末四大師的其他三大師相比較的話，第一、紫柏大師的住壽世間是短

的，他的著作量也不多；但是為什麼可以同時並列為明末四大師呢？後人

的學者做了一些的分析。 

 

第一個原因，是紫柏大師的禪悟經驗是非常深的，所以他禪定的功夫是非

常深刻，而且個人的行持十分的嚴謹。我想：這是作為一個出家人，他要

成為人天師表，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原因，是紫柏大師對於當時的仕宦階級，也就是做官的；做學者的

，就是讀書人，對這兩個階級的影響非常的大。在紫柏大師這一生，最為



後人所敬重的兩件事情，就是刻這個《嘉興藏》以及復興了十五座的寺院

，在這兩件重要的工作上面，這些做官的還有這些讀書人，他們都給了百

分之百的護持。 

 

第三個原因，就是紫柏大師他對續佛慧命這件事情有廣大使命感，他提倡

「方冊藏」，也就所謂《嘉興藏》的刻印；對於佛教文化普及貢獻非常的

多。 

 

我想要針對這一點，對大家來做一些比較深入的介紹。因為透過這件事情

的介紹，大家從這個過程裡面，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紫柏大師他的這種德

行、修持，還有他的這種心量。 

 

第四個原因，當然大家昨天已經都看過了，就是紫柏大師在入了冤獄以後

，打入死牢，他仍然能夠從容的來度化眾生，在牢獄裡面還是留下了很多

的開示法語，最後是無疾的自己坐化。充份地表現出一個修行人的生死自

在。 

 

現在就很簡單的來介紹《嘉興藏》， 

 

《嘉興藏》的別名非常的多，是所有藏經裡面的冠軍。它有哪些名字呢？ 

 

第一個《嘉興藏》、《楞嚴寺藏》。這個名字由來就是因為《嘉興藏》刻好

，它所發行流通的地方就是在嘉興縣的楞嚴寺，所以我們一般世間人就稱

《嘉興藏》或者是《楞嚴寺藏》。 

 

再來一個又叫《方冊藏》，所謂的《方冊藏》就是按照《嘉興藏》這部藏

經裝訂方式來命名的，所以它是以一種方冊的方式來裝訂。 

 

又有一個名字叫《萬曆藏》，《萬曆藏》是用它刊刻的年代。萬曆就是明朝

神宗的年號。 



 

還有《密藏本》。密藏什麼意思？以主事者來命名的。所以《嘉興藏》在

開刻的時候，整個的刻廠，刻經廠負責的法師就是一位叫密藏道開禪師。 

 

這位道開禪師跟紫柏大師的緣也非常的深。他其實是在別的地方出家，後

來因為仰慕紫柏大師的名聲，所以來親近紫柏大師。這位密藏禪師因為他

修行很精進，可是有一點點驕傲；所以他來見紫柏大師的時候呢，就跟他

問了很多很多的問題，紫柏大師也都沒有回答他，就一直聽他這樣子一直

講、一直講。那麼紫柏大師就這樣讓他講講講，講完了以後紫柏大師說：

「我還以為你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大丈夫，不過就只是會口沫橫飛的一個

人而已。」紫柏大師就這樣折服了這位道開禪師的傲氣。那麼道開禪師，

也就是這位密藏法師，他也就終身這樣子留在了紫柏大師的身邊。舉凡是

紫柏大師在刻這個藏經或者復興寺院，乃至度化眾生，種種的一切，道開

禪師都幫了非常大的忙。 

 

最後又有一個名稱叫《支那藏》，支那就是China，或者叫《明藏》。這個

名字一定是外國人取的。哪個外國人？就是日本人取的。因為這部藏經後

來傳到了日本，所以日本人就稱這部《嘉興藏》叫《支那藏》China或者

是《明藏》 Ming Dynasty。 

 

介紹完了《嘉興藏》這麼多的別名之後，我們來談一談它歷史價值。當然

我們不是學歷史的，我們也不是歷史學者，我就簡單的講。 

 

這部藏經歷史價值就是，宋代第一部大藏經叫《開寶藏》，從宋代到清朝

，收書最多的一部大藏經就是《嘉興藏》，其中有288部是沒有被其他藏經

所收的，所以這部藏經一直到今天都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海內外的學者

認為：它是研究明、清禪宗史的「敦煌發現」，它的這種珍貴的價值就像

敦煌所發現的這些佛像、法寶一樣。 

 

 

 



 

現在大家圖上看的這一套《嘉興藏》，就知道那個數量之多的。這套是在

2008年，由我們現在的人重新來影印編輯整理的。上面有這些數據：收錄

了2294種佛教典籍，一共有2586冊，卷數一共有12600多卷。所以這一整

個牆面，就是這整套的《嘉興藏》。 

 

大家如果有看照片，約略地看出裡面的藏經它所裝訂的方式，它是用一函

一函的，有點類似我們法總出版的《佛祖道影》那樣子的一種線裝書，外

面加一個木函。 

 

我們就來談一談為什麼會在那個朝代，會要重新來刻這一套《嘉興藏》？

事實上，從宋代開始就一直不斷的都有在刻藏經。但是大家剛剛也看到，

這個數量之大，不是普通民間可以負擔來的。所以一般應該來講，從宋朝

開始的第一套的藏經，幾乎都是由官方朝廷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嘉興藏》還沒有出現世間之前，明朝其實已經有流通政府刻的《

南藏》跟《北藏》，是永樂大帝他所刻的，就是明成祖他所刻的《南藏》

跟《北藏》；還有民間自己私刻的所謂《武林藏》。可是雖然有這三大部藏

，但是它的流通並不廣。比如《北藏》來說，它是官刻版，基本上都是鎖

在這個朝廷裡面，一般的寺院要請出來複印是不容易的。那麼《南藏》雖

然也是官刻，也有流通到一些地方去，但是經文有很多的錯字；而且它裝



訂的方式採用梵冊板，它不是用方冊的方式，所以它的造價是非常昂貴的

。至於私刻的《武林藏》應該流通方便，但是卻已經都不流傳了，因為沒

有官方的護持。這個是屬於外部的原因，就是現存的這些經都有它不圓滿

的地方。 

 

關於我們佛教內部的原因，就是有感於明代禪宗是以臨濟宗為最盛，但是

，臨濟宗從義玄禪師以下就非常排斥經典三藏，他們認為對經教的這種鑽

研，是有礙於自心的一種體悟。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前面介紹的蓮池大師跟蕅益大師，他們都特別強調

經教的重要。因為在當時有這樣子一個錯誤的觀念：這些修禪的人他們認

為不要讀經教，因為經教會妨礙我們自心的體悟。所以到最後有一點放任

自己的心，去做他們想要做的事。他們用自己的這種凡夫心來揣測佛心，

用自己的知見來揣測佛的知見。 

 

紫柏大師希望能夠透過這種看經研教的風氣，來倡印這個《大藏經》，大

家就有機會投入這個工作；然後借由這種方式來挽救明末禪門裡面大家很

狂妄的這種弊病。 

 



所以我們來看看，紫柏大師他怎麼樣認為說研究經教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紫柏大師他曾經說過：「一切的文字語言，都是自心的變現。」一切的文字

、一切的語言都是我們自心的變現；就是你晚上作夢說的夢話，也是潛意

識裡面的東西。就像在水面上「畫水成紋」，在水面上畫水，就會有波紋

。這個波紋是水嗎？是，這個波紋是水。所以成紋是水，不成紋也是水；

合是心，廢也是心，所以一切的文字語言，你離這個文字相也是心，你合

這個文字相，它也都是我們的自心。因為這是一種自心的變現。既然都是

心，怎麼會有心取心或者心不要心的這種道理？因為同樣都是同一源的，

都是我們的自心。 

 

紫柏大師又做了一個譬喻：「文字就像花，自心就像春天。」我們知道春天

是百花齊開的，對不對？所以春天如果沒有開花，春若礙花，這叫春天嗎

？那就不叫春天。「花若礙春，不名為花。」就是這個花堅持：我不要在

春天開。你該開的時候不開，你也不叫花。該開的時候不開，過了時間你

就不是花了。所以花若礙春，你若錯過了應該開花的這個春天的時候，你

也不能叫做花了，根本就不是花，就是一朵沒開花的花。所以花跟春天應

該要合作。「惟相資而無礙。」就是要互相的幫助，不要彼此妨礙、障礙，

這樣子，花就是春，春也可以是花。所以看到花，就知道什麼時候來了？

春天到了，就知道花園要開花了。 

 

所以看到經書等於看到什麼？看到佛經等於看到佛心，就是佛講的；所以

看到佛經，佛的這種經教，你看到的是佛心。那麼你既然坐禪就要悟這個

自心，怎麼會去捨棄佛說的文字呢？所以研究經教跟禪坐應該要相知，要

互相的幫助，而不是彼此的障礙。 

 

從這麼簡短的一段文字裡，我們真的可以充份的感受得到紫柏大師的這種

圓融跟自在，當然還有他的智慧。 

 

 

當時為什麼必須要有刻《嘉興藏》的因緣，一定要這麼做？我們的結論就

是，第一個要滿足寺院的需求，寺廟裡面不能沒有藏經，不然大家都學什



麼？同時也順便校對了這個《南藏》跟《北藏》的這些錯誤。另一方面就

是要通過經教的研讀這種風氣，來挽救明末禪門的衰敗。 

 

那麼最早提議要刻藏經的是誰？袁了凡。他可能要提三千善，如果禪師叫

他做善事，他可能就想到一定要刻藏經。所以最早提議要刻藏經的是袁了

凡。他的這個想法立刻就得到一位叫幻余法本禪師的贊同。 

 

後來紫柏大師是怎麼加入的呢？這個我們就留在明天再繼續；以及紫柏大

師加入了以後，整個《嘉興藏》刻印的這個過程又有了什麼樣的一個發展

。我們明天再繼續。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