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裡
特
別
有 

駱
玉
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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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從
詩
走
進
禪
，
一
路
好
風
光

平
日
教
書
或
者
和
朋
友
聊
天
，
談
到
中
國
的
文
學
與
歷
史
，
經
常
說
到
禪
，
也
經

常
被
問
起
：
到
底
甚
麼
是
禪
。

這
個
問
題
不
容
易
回
答
。
古
代
禪
師
對
此
會
給
出
很
奇
怪
的
答
案
，

譬
如
﹁
一
寸

龜
毛
重
七
斤
﹂
，
或
者
索
性
給
你
當
頭
一
棒
。
他
們
認
為
禪
不
可
說
，
不
能
用
文
字
來

定
義
。
他
們
所
說
的
種
種
奇
怪
的
話
，
都
不
過
是
個
由
頭
，
是
一
種
引
導
的
方
式
。

現
在
談
禪
的
書
也
很
多
，
但
要
麼
只
是
把
它
當
作
思
想
史
的
材
料
，
要
麼
就
說
得

很
玄
奧
，
雲
裡
霧
裡
，
讓
人
摸
不
著
頭
腦
。

禪
是
那
麼
深
奧
玄
虛
而
難
以
把
握
的
東
西
嗎
？
其
實
不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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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
是
一
種
哲
學
、
一
種
宗
教
，
但
禪
更
是
一
種
體
驗
，
一
種
生
命
形
態
。

禪
遠
看
似
乎
虛
無
縹
緲
，
不
可
捉
摸
，
但
真
的
走
進
去
，
它
卻
平
平
實
實
，
真
真

切
切
。中

國
古
代
詩
歌
中
有
許
多
從
具
體
的
人
生
體
驗
來
感
悟
禪
的
佳
作
。
詩
和
禪
一
樣
，

不
提
供
定
義
，
只
是
顯
示
鮮
活
流
動
的
情
感
狀
態
，
你
細
心
地
體
會
它
，
能
感
受
到
禪

的
趣
味
，
看
到
禪
悟
的
境
界
。

蒼
山
空
寂
，
明
月
清
朗
，
幽
潭
澄
澈
，
野
花
自
開
自
落
，
浮
雲
時
聚
時
散
，
這
裡

面
都
有
禪
意
。
詩
人
流
連
於
自
然
的
美
景
，
寫
出
自
由
的
心
與
天
地
造
化
相
融
的
平
靜

與
快
樂
。

當
然
並
不
是
好
詩
就
有
禪
，
禪
有
它
的
特
別
之
處
。

我
們
先
來
看
一
個
簡
單
的
例
子
，
了
解
下
甚
麼
樣
的
詩
裡
有
禪
。

魏
晉
詩
人
阮
籍
常
常
駕
車
外
出
，
走
到
無
路
可
走
，
便
慟
哭
而
返
，
留
下
的
成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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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作
﹁
窮
途
慟
哭
﹂
。

他
的
詩
常
常
也
是
表
現
這
種
人
生
困
頓
的
焦
慮
，

比
如
﹁
徘
徊

將
可
見
，
憂
思
獨
傷
心
﹂
。

窮
途
慟
哭
不
是
禪
，
它
是
用
一
種
固
執
的
態
度
看
待
人
和
世
界
的
對
立
，
在
這
種

對
立
中
感
受
到
生
命
遭
受
外
力
壓
迫
的
緊
張
。
阮
籍
改
變
了
中
國
的
詩
歌
傳
統
，
使
它

的
內
涵
變
得
沉
重
，
但
這
樣
的
詩
不
合
於
禪
意
。

同
樣
以
行
路
象
徵
人
生
，
陸
游
的
名
句
﹁
山
重
水
複
疑
無
路
，
柳
暗
花
明
又
一
村
﹂

給
人
以
更
多
的
愉
悅
，
它
讓
人
對
生
活
抱
有
信
心
：
在
看
似
無
路
的
地
方
，
可
能
有
一

片
新
的
天
地
出
現
，
只
要
能
夠
堅
持
，
希
望
總
是
有
的
。

但
這
也
不
是
禪
。
這
兩
句
詩
描
寫
的
是
單
線
的
變
化
，
是
對
預
期
目
標
的
等
待
。

人
生
的
道
路
受
各
種
不
可
知
因
素
的
影
響
，

預
期
的
目
標
往
往
很
難
實
現
。
如
果
﹁
山

重
水
複
﹂
之
後
並
非
﹁
柳
暗
花
明
﹂
又
會
怎
樣
呢
？
是
不
是
仍
舊
回
到
﹁
窮
途
慟
哭
﹂
？

王
維
詩
﹁
行
到
水
窮
處
，
坐
看
雲
起
時
﹂
是
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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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著
山
溪
走
到
了
水
的
盡
頭
，
但
這
僅
僅
是
水
的
盡
頭
。
你
倘
若
並
不
曾
預
設
一

個
固
定
的
目
標
，
就
會
看
到
世
界
充
滿
著
奇
妙
的
變
化
。
在
遠
處
的
山
谷
，
在
跟
你
走

過
的
路
毫
不
相
干
的
地
方
，
雲
漸
漸
湧
起
，
升
向
高
敞
的
天
空
，
景
象
如
此
動
人
，
視

野
無
比
廣
闊
。

如
果
你
在
﹁
水
窮
處
﹂
沮
喪
不
已
，
心
境
閉
塞
，
就
看
不
到
﹁
雲
起
時
﹂
。

這
是
一
個
很
小
的
例
子
，
卻
牽
涉
禪
學
中
重
要
的
道
理
：
倘
能
消
弭
固
執
和
對
立
，

消
弭
貪
慾
與
妄
念
，
消
弭
緊
張
和
焦
慮
，
便
能
以
空
靈
玄
妙
的
智
慧
，
樸
素
自
然
的
心
情
，

隨
緣
自
適
的
態
度
，
求
得
本
應
屬
於
你
的
完
美
的
生
命
。

在
本
書
中
，
我
們
將
解
讀
和
欣
賞
一
系
列
體
現
禪
理
與
禪
趣
的
詩
篇
；
同
時
我
們

也
以
此
為
中
心
線
索
，
談
說
禪
的
人
物
、
禪
的
知
識
和
禪
的
歷
史
。

禪
不
可
說
，
但
可
以
藉
詩
來
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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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到
了
幽
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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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許
每
個
人
都
曾
在
生
活
的
某
個
時
刻
體
會
到
幽
靜
又
深
長
的
意
味
。

各
種
各
樣
的
聲
音
在
這
個
世
界
中
響
起
，
喧
囂
嘈
雜
的
、
清
朗
悠
揚
的
、
氣
勢
宏

大
的
、
悲
切
低
迴
的
，
然
後
逐
一
消
退
下
去
。
在
此
起
彼
落
之
間
，
你
聽
到
深
邃
的
幽

靜
，
莫
可
名
狀
，
令
人
心
動
。

換
一
個
角
度
來
說
，
世
界
像
一
個
熱
鬧
的
舞
台
，
各
色
人
物
你
來
我
往
，
推
推
搡

搡
。
有
的
自
命
不
凡
，
躊
躇
滿
志
；
有
的
身
敗
名
裂
，
灰
心
喪
氣
。
然
而
一
切
都
會
過

去
，
在
一
切
變
化
的
背
後
仍
然
是
一
個
深
邃
的
幽
靜
。

我
們
常
說
的
﹁
安
靜
﹂
，

有
時
指
一
種
單
純
的
物
理
意
義
上
的
狀
態
：
聲
音
愈
是

低
微
愈
是
安
靜
。
它
也
許
會
讓
人
感
到
幾
分
寂
寞
或
枯
燥
，
但
終
究
跟
人
的
心
情
沒
有

多
大
關
係
。
而
另
一
種
安
靜
，
或
者
換
一
個
詞
，
幽
靜
，
卻
更
富
於
精
神
性
和
情
感
意

味
的
。
那
是
脫
離
了
虛
浮
的
嘈
雜
之
後
，
面
向
生
命
本
源
和
世
界
本
源
的
一
種
感
受
。

這
種
幽
靜
得
之
於
自
然
，
同
時
也
得
之
於
內
心
，
物
我
在
這
裡
並
無
區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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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鳴

山

更

幽

在
詩
歌
裡
如
何
能
夠
把
它
表
現
出
來
？
最
早
是
南
朝
的
王
籍
作
了
傑
出
的
嘗
試
。

王
籍
，
字
文
海
，
在
南
朝
齊
、
梁
兩
代
做
過
官
，
詩
歌
學
習
謝
靈
運
。
他
的
名
氣
沒
有

謝
靈
運
那
麼
大
，
留
下
的
詩
作
也
很
少
，
但
有
一
首
︽
入
若
耶
溪
︾
非
常
有
名
。

艅
艎
何
泛
泛
，
空
水
共
悠
悠
。

陰
霞
生
遠
岫
，
陽
景
逐
回
流
。

蟬
噪
林
逾
靜
，
鳥
鳴
山
更
幽
。

此
地
動
歸
念
，
長
年
悲
倦
遊
。

若
耶
溪
在
今
浙
江
紹
興
市
東
南
，
發
源
於
若
耶
山
，
沿
途
匯
聚
眾
多
溪
水
後
流
入

鑒
湖
。
詩
題
﹁
入
若
耶
溪
﹂
，
表
明
作
者
是
從
城
內
經
過
鑒
湖
進
入
溪
流
。
在
王
籍
那

個
年
代
，
鑒
湖
和
若
耶
溪
相
連
的
水
域
非
常
廣
闊
，
兩
岸
竹
木
豐
茂
，
景
色
優
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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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中
﹁
艅
艎
﹂
是
一
種
比
較
大
的
船
，
﹁
泛
泛
﹂
是
任
意
漂
蕩
的
樣
子
。
王
籍
是

在
遊
覽
，
不
是
要
趕
路
，
心
情
很
放
鬆
。
天
氣
也
好
，
眼
前
的
景
色
顯
得
格
外
清
朗
、

開
闊
。
所
謂
﹁
空
水
共
悠
悠
﹂
，
寫
出
天
水
一
色
、
相
互
映
照
，
一
片
遼
遠
恬
靜
的
樣
子
，

而
﹁
悠
悠
﹂
二
字
，

也
體
現
了
心
境
的
清
朗
和
從
容
。
遙
望
遠
處
的
山
峰
縈
繞
著
淡
淡

的
雲
霞
，
近
處
陽
光
伴
隨
著
水
波
的
流
動
而
閃
耀
。
這
是
一
個
生
動
的
自
然
，
它
有
美

妙
的
韻
律
。

偶
然
間
注
意
到
有
些
聲
音
響
起
來
。
是
蟬
鳴
，
是
鳥
啼
，
但
蟬
鳴
和
鳥
啼
卻
更
令

人
感
覺
到
山
林
的
幽
靜
。
說
得
更
確
切
一
些
，
是
把
人
的
靈
魂
引
入
到
山
林
的
幽
靜
，

融
化
在
自
然
的
美
妙
韻
律
中
。
這
時
忽
然
想
到
在
官
場
、
在
塵
俗
的
人
世
奔
波
太
久
了
，

如
此
疲
倦
，
令
人
憂
傷
。

﹁
蟬
噪
林
逾
靜
，
鳥
鳴
山
更
幽
﹂
是
中
國
詩
史
上
不
斷
被
人
提
起
的
名
句
。
︽
梁
書
．

王
籍
傳
︾
中
特
別
提
到
這
兩
句
詩
，
說
﹁
當
時
以
為
文
外
獨
絕
﹂
。
怎
麼
叫
﹁
文
外
獨
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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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鳴

山

更

幽

呢
？
就
是
在
文
字
之
外
，
別
有
意
蘊
，
奇
妙
之
處
，
世
人
不
能
及
。
當
然
，
後
代
類
似

的
寫
法
很
多
，
但
在
王
籍
的
時
代
，
這
樣
的
寫
景
筆
法
卻
是
首
創
，
所
以
有
這
兩
句
，

王
籍
足
以
名
垂
千
古
了
！

一
般
人
分
析
這
兩
句
詩
的
妙
處
，

總
是
歸
納
為
﹁
以
動
寫
靜
﹂
，

認
為
這
樣
比
單

純
地
寫
靜
更
為
生
動
，
錢
鍾
書
先
生
在
︽
管
錐
編
︾
中
也
說
：
﹁
寂
靜
之
幽
深
者
，
每
以

得
聲
音
襯
托
而
愈
覺
其
深
。
﹂
這
當
然
不
錯
，
但
是
還
可
以
追
究
得
更
深
一
些
。
在
這

首
詩
裡
所
寫
的
﹁
靜
﹂
，

不
是
物
理
意
義
上
的
靜
，

而
是
體
現
著
自
然
所
內
蘊
的
生
命

力
的
靜
，
是
人
心
中
摒
除
了
虛
浮
的
嘈
雜
之
後
才
能
體
悟
到
的
充
實
瑩
潔
的
恬
靜
。
這

種
靜
自
身
沒
有
表
達
的
方
式
，
而
蟬
噪
鳥
鳴
，
正
是
喚
起
它
的
媒
介—

你
聽
到
聲
音
，

然
後
你
聽
到
了
幽
靜
。

沒
有
資
料
證
明
王
籍
在
佛
學
方
面
的
修
養
情
況
，
但
從
時
代
大
背
景
來
說
，
南
朝

正
是
佛
教
在
上
層
文
士
中
開
始
盛
行
的
時
代
。
王
籍
這
首
詩
使
人
感
覺
到
一
種
禪
的
趣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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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
靜
之
幽

深
者
，
每

以
得
聲
音

襯
托
而
愈

覺
其
深
。

清
．
馬
荃
．
畫
眉
牽
牛
圖
︵
局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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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鳴

山

更

幽

不
管
怎
麼
說
總
是
和
時
代
背
景
有
關
聯
。

到
了
唐
代
，
佛
教
在
中
國
進
入
全
盛
階
段
，
而
禪
宗
也
走
向
成
熟
和
興
旺
，
於
是

出
現
了
透
徹
參
悟
禪
門
妙
法
而
又
具
有
卓
越
詩
歌
才
華
的
王
維
。
他
被
稱
為
﹁
詩
佛
﹂
，

享
有
極
高
的
榮
譽
。

王
維
與
佛
教
、
禪
學
的
關
係
非
同
一
般
。
他
名
﹁
維
﹂
，
字
﹁
摩
詰
﹂
，
兩
者
合

起
來
就
是
﹁
維
摩
詰
﹂
，
那
是
借
用
了
佛
教
創
建
階
段
一
位
偉
大
的
居
士
的
名
字
。

王
維
本
人
就
是
中
國
禪
宗
史
上
的
核
心
人
物
之
一
，
而
說
到
詩
和
禪
的
關
係
，
王

維
的
重
要
性
也
是
無
可
比
擬
的
。
他
運
用
禪
宗
的
哲
理
和
觀
照
方
法
，
為
中
國
的
詩
歌

創
造
了
新
的
境
界
。

如
果
說
，

王
籍
那
一
首
︽
入
若
耶
溪
︾
最
早
嘗
試
通
過
描
寫
自
然
的
幽
靜
來
表
現

禪
趣
，
那
麼
在
王
維
的
筆
下
，
這
種
表
現
方
法
達
到
了
堪
稱
精
微
美
妙
的
程
度
。
這
種

類
型
的
詩
王
維
寫
得
很
多
，
我
們
單
以
一
首
︽
鹿
柴
︾
為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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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山
不
見
人
，
但
聞
人
語
響
。

返
景
入
深
林
，
復
照
青
苔
上
。

王
維
在
長
安
遠
郊
置
有
一
座
莊
園
式
的
輞
川
別
業
，
﹁
鹿
柴
﹂
是
其
中
的
一
處
小

地
名
︵
﹁
柴
﹂
通
﹁
寨
﹂
︶
，
顧
名
思
義
，
這
地
方
應
該
常
有
野
鹿
的
蹤
跡
，
是
相
當
僻

靜
的
地
方
。

整
首
詩
沒
有
完
整
的
景
物
畫
面
，
沒
有
遊
覽
者
的
行
動
過
程
，
它
只
是
擷
取
了
兩

件
事
項—

聲
音
與
光
的
變
化
，
便
恰
好
地
呈
現
出
﹁
空
山
﹂
的
靜
謐
與
幽
深
，
以
及

含
蘊
於
其
中
的
深
長
意
味
。

如
果
說
，

世
界
根
本
是
個
﹁
無
常
﹂
，

海
也
會
枯
石
也
會
爛
，

但
那
種
過
程
不
是

某
個
人
在
某
個
當
下
可
以
體
會
到
的
，
它
有
賴
於
知
識
和
推
理
。
而
聲
音
和
光
，
則
無

時
不
在
變
化
之
中
，
無
時
不
在
演
示
無
常
，
只
是
它
太
平
凡
，
人
們
未
必
能
注
意
到
。



2 3

清
．
石
濤
．
千
古
論
同
方
︵
局
部
︶

聲
音
與
光

的
變
化
，

便
恰
好

地
呈
現

出
﹁
空
山
﹂

的
靜
謐
與

幽
深
，
以

及
含
蘊
於

其
中
的
深

長
意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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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維
在
這
首
詩
中
用
了
一
個
特
殊
的
選
擇
，
將
它
凸
現
出
來
了
。
這
裡
寫
到
的
聲

音
是
不
見
其
人
而
但
聞
其
聲
，
它
是
虛
渺
的
，
若
有
若
無
的
，
好
像
浮
動
在
一
個
不
能

確
切
把
握
的
地
方
；
而
光
，

是
黃
昏
時
透
過
樹
林
投
射
在
幽
暗
的
青
苔
之
上
的
陽
光
，

它
也
是
虛
渺
的
、
若
有
若
無
的
。
你
凝
聽
著
那
個
從
虛
空
裡
傳
來
的
聲
音
，
想
要
確
認
它
、

捕
獲
它
，
可
是
它
已
經
消
失
了
；
你
凝
視
那
個
浮
動
的
光
影
，
想
要
感
受
它
、
體
會
它
，

可
是
它
已
經
黯
淡
下
去
。
聲
音
和
光
處
於
﹁
有
﹂
和
﹁
無
﹂
的
邊
界
，
把
人
心
從
﹁
有
﹂

引
入
到
﹁
無
﹂
。

在
一
瞬
間
，

你
也
許
能
夠
對
世
界
的
真
實
與
虛
幻
獲
得
一
種
生
動
的

體
驗
和
深
刻
的
理
解
。
你
如
果
知
道
佛
家
所
說
﹁
五
蘊
皆
空
，

六
塵
非
有
﹂
的
理
念
，

這
一
刻
難
免
會
想
起
它
。

不
過
王
維
寫
的
是
詩
，
不
是
佛
學
講
義
。
詩
止
於
感
性
，
它
給
出
了
提
示
，
讓
人

受
到
感
染
，
然
後
停
留
在
意
味
深
長
的
瞬
間
。
終
究
，
禪
的
本
質
是
悟
，
不
是
一
個
依

賴
言
說
的
道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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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鳴

山

更

幽

如
果
還
要
再
選
一
個
相
似
的
例
子
，

我
們
不
妨
到
東
瀛
去
找
。

禪
宗
思
想
在
南

宋
就
流
傳
到
日
本
，

廣
泛
影
響
了
日
本
思
想
文
化
，

用
鈴
木
大
拙
的
話
來
說
，
﹁
禪

深
入
到
了
國
民
文
化
生
活
的
所
有
層
面
中
﹂
︵
︽
禪
和
日
本
文
化
︾
︶
，
這
當
然
也
包
括

詩
歌
。日

本
有
一
種
形
式
特
別
短
小
、

極
富
特
色
的
詩
體
，

稱
為
﹁
徘
句
﹂
。

它
包
含

十
七
個
音
節
，
分
為
五
、
七
、
五
三
句
。
由
於
日
語
的
單
詞
大
多
是
多
音
節
的
，
一

首
徘
句
實
際
所
使
用
的
詞
彙
量
可
以
說
精
簡
到
了
極
點
。

在
日
本
俳
句
詩
人
中
，

最

有
名
的
要
數
江
戶
時
代
的
松
尾
芭
蕉
︵
一
六
四
四—

一
六
九
四
︶
，

他
被
尊
為
﹁
俳

聖
﹂
，
就
像
杜
甫
在
中
國
被
尊
為
﹁
詩
聖
﹂
。
而
芭
蕉
傳
誦
最
廣
的
一
首
俳
句
，
題
為

︽
古
池
︾
：

古
池
や
蛙
飛
び
こ
む
水
の
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