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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鐘聲振醒禪心

李蕭錕居士和佛法結緣是因為曉雲法師。民國六十五年就讀研究

所，聽聞曉雲法師講「佛教藝術」結下法緣，至民國八十五年，受聘

為華梵大學美術系主任後，得緣於《華梵鐘聲》月刊，撰寫曉雲法師

禪畫欣賞專欄，為期六年，每期撰寫一篇曉雲法師禪畫欣賞專欄，介

紹他的禪畫作品、研究他的禪畫，後集結成書，書名《禪話》。

他原從事一般文人水墨畫創作，接觸禪畫後，

展開了禪畫之路。目前在臉書上常有禪畫貼文，

已有舊作一百多篇，如「打坐」篇的內容說：

「僧：『打坐』何用？師：『打─ 打掉妄

念，坐─坐見本性。』」又「人生之路　

就是　一條　修行之路　路的盡頭不是死亡

　而是　智慧」，意謂禪就是要開悟，要透析

生命的意義，了然於心，往生的時候，才不會有

遺憾或執著。

小沙彌帶您悟入禪境

李居士的畫作多以小沙彌串場，如《小沙彌日記》或《小沙彌讀

經》裡的〈不求甚解篇〉─「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結  何須懼」

等。畫中文字改自佛經，是長久累積的讀經心得，將之轉成趣味的白

話，讓年輕人較易接受，在臉書中用這種方式弘揚佛法，傳達正面的

訊息。李居士笑著說：「我們需要更多年輕人來學佛、學禪，對他的

生命有意義，相對地也影響他周遭的人；就如同丟下一粒種子，它遲

早會發芽、茁壯，又如同儒家百年樹人的意涵，相互影響深遠。」

「小沙彌是純潔的象徵，是人的本來面目，因此以小沙彌表徵

初心，就是了無污染的心─佛性。」李居士如是說道。為什麼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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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菩薩像？李居士回答：「因為小沙彌是天真的小朋友，任何人看他都會覺

得可愛，即便是基督教、回教人士，也對他沒有戒心。」例如，有幅禪畫的

內容是描繪小沙彌看魚，僧問：「魚為何自在？」師曰：「你心自在！」雖

是李居士自做的公案，但一般人很容

易就能契入畫境。李居士另有抄經之

作，其中也有小沙彌─「僧：師父

為什麼要用毛筆抄經？」「師：柔軟

你的心！」「僧：啥？」「師：柔軟

的筆寫出柔軟的心！」

在李居士的作品裡，禪話、禪畫

二者是互相融通的，某幅禪畫內容是

小沙彌等公車，題文為「禪者　性空

名無住　雲水生涯心傳心　隨緣去來

　住無住」。我們在世界上是借住一

宿，一宿就是南柯一夢，數十年就是

一個夢，用畫面來吸引人，讓人看到

小朋友很可愛，進一步去看文字，畫

就是一個導引，這個文字就是禪話。

李 居 士 分 享 ： 「 以 小 沙 彌 做 為

創作的素材，是為了順應時代。佛法

沒有偶像，只是一個悟的念頭，契機

可 能 是 一 句 話 ， 也 可 能 是 聽 到 鳥 叫

聲，無所規範，是對生命存在意義的

回應。當我們感受到生命原來是一場

空，可是我們又不需要去珍惜現在這

個看來是空的現象，就會覺得自在。

但許多人不敢面對空的現象，就變成執著，執著無形的感情、執著有形的資

產都是痛苦，執著『放空』也是執著。」

〈讀經圖〉（李蕭錕居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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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畫的特色

李居士認為，佛畫與禪畫最大的差別，佛畫一定有位佛或菩薩，是畫

的重心，置於畫作正中央，而且有很多的背景。禪畫較佛畫自由，沒什麼背

景，菩薩可畫可不畫，沒有任何局限，隨緣自在地呈現。

一般佛畫沒有多少留白，基本上比較世俗化，這是為了讓一般人感受到

圓滿、莊嚴、豐富，但禪畫畫面的布局留白卻很大。禪畫留白，意在沒有實

體之物，精神上則是無占有欲、無執著，大量的留白讓人沒有視覺上的負

擔，進而轉化成為沒有精神上的負擔，猶如登高遠眺，神清氣爽，沒有障

蔽。

李居士的一幅禪畫所附文字，「夜之月　將光　照亮路人　卻將整個

　暗空　留給自己」，以文字點出菩薩行，畫中亦呈現大片的留白。李居士

說：「很多人看到我的畫，整個心就安定下來。有禪修的人看禪畫，不需要

文字輔助，但初機者欣賞禪畫，需要藉由淺顯的文句，指引他了解畫中意

境。」又如李居士的一幅禪畫中，只有一把茶壺、一雙鞋，搭配的文句是

「縱使你擁有　整個世界　你還是得　空手而歸　還它整個世界」。人人忙

於爭名奪利，想擁有一切，但到最後都不屬於自己，什麼都帶不走，畫中沒

有人像，禪畫與禪話在畫中相輔相成。

李居士說道，曉雲法師有一幅禪畫作品〈到頭終是一堆泥〉與此有異

曲同工之妙。畫中僅有一把茶壺，全文是「彎彎壺嘴似蛾眉，手做泥壺為阿

誰？隨手捏來隨手碎，到頭終是一堆泥。」詩文是中古波斯詩人奧馬珈音

（Omar Khayyam，1048~1122）所寫。

佛經中，李居士最相應的是簡潔的《心經》，經文內容澈透空性義理，

無所執著。空性二字所傳達的義涵，表現在他的畫作、藝品之中，形式繁

複，不勝枚舉。此外，他還有陶瓷印章刻有「洗心」、「花開花落」、「無

一物」、「心經」、「大悲咒」等，內容豐富，令人讚歎。

李居士的禪畫，用色、布局無所設限，濃淡皆宜。李居士畫的夕陽紅得

豔麗，附文為「黃昏山外　一抹橙紅夕暉　像慈母溫暖的手　撫慰歸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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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履艱辛的遊子」。他說，禪畫就

是現成的公案，不必參。禪畫是不

能下定義的，只能用心體會，以禪

心畫出禪畫，人人不同，無法歸納

類別。

靈感泉源─生活處處有禪機

李居士認為廣義的禪畫，即是

創作者對禪有所體悟所作的畫；狹

義而言，內容較形式化，例如，畫

中有禪字，或依既有公案、禪詩而

作出的畫即是。佛陀一直強調「與

時俱進」、「方便善巧」、「觀機

逗教」，眾生隨類各得其解，李居

士也隨著生活中的點滴心得，以文

字或圖形融入畫作中。

李居士畫「草」，他說「草」

總是卑微地任人踐踏，菩薩度人之

行就如水、如草，只要能度人，就

相隨眾生之性。這幅禪畫的附文為

「我若能說天空的語言  我便合掌

感恩  蜷曲在大地間的  小草  『妳的謙下卑遜  我受教了』」。李居士又畫有

「花言花語─讀一下」，此則以「花」為主角，附文是「何須　待　零　

落　然後　始　知　空」，禪畫的標題或注解並沒有固定的形式，可以相互

換用，自由性高。

李 居 士 分 享 ， 作 畫 不 會 特 意 尋 找 靈 感 ， 而 是 了 無 罣 礙 地 接 收 各 種 訊

息，依著迸出的意念再以畫筆顯現於繪畫之中，就如同〈雙法輪自行車〉

〈簷下聽松圖〉（李蕭錕居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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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附文是「晨起　上市場買菜　騎著　師父加持過的　☆雙法輪☆常轉

車…………糟糕！　鈴子壞了　只好　邊踩　邊大聲持咒　唵…嘛…呢…

唄…咪…吽…　代替鈴子」。他笑著說：「年輕人看了這幅畫、這幾個字，

覺得有趣，就不會拒絕佛法！我從生活中最常見的事物入手，以它們最平常

的姿態入畫。」

自身情緒不夠寧靜時，不會作畫。他平日以書法為定課，讓自己進入定

境，再拿起畫筆開始創作。心緒起伏會影響作畫，但他不以為忤，起心動念

是正常的，只要清楚察覺自己當下的心理狀態就好。

李居士為華梵大學美術系創系系主任，他回憶起曉雲法師曾對他說：

「藝術家應有悲心，對生命要有所體會，藝術到最終仍是要了悟生命，所以

須將佛法融入藝術教育之中。」因為聽到這席話，激勵、支持著他，讓他遠

從澳洲回到臺灣，一生奉獻於美術教育中，為國家培養眾多頂尖人才。此

外，在華梵大學美術系任教時，他也特別安排抄經課，全臺灣的藝術系所只

有華梵大學有這一門課程，意在以佛法為生命教育的依歸。

李 居 士 認 為 ， 我

國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文 化

就 是 書 法 ， 以 柔 軟 的

毛 筆 書 寫 ， 顯 示 華 人

對 柔 軟 的 東 西 似 乎 特

別 有 體 悟 。 佛 法 也 教

人 身 段 要 柔 軟 、 心 要

柔 軟 ， 這 是 李 居 士 個

人 的 詮 釋 ， 也 是 他 研

究曉雲法師畫作多年，所得到的正面力量。曉雲法師曾說：「禪畫下筆時，

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妙」字。」李居士解釋，就是指傳統的書法基礎要扎

實，讓手和心可以同步，手妙筆就妙。萬法唯心，妙心與煩惱心是同一個

心，念頭由煩惱轉換成智慧，世間唯心所造，我們的心發出正念，宇宙就回

報我們心靈的芬多精。

〈牧牛圖〉（李蕭錕居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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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中的禪畫

禪，就是隨時都在修行。李居士不會特意堅持選擇心平氣和的狀態時作

畫，這分別心是另一種執著。李居士閱讀許多公案後，體悟何謂執著，這也

相應於他不愛受拘束的心性。

學禪畫之前，李居士勤於抄經，在研究曉雲法師禪畫的那段時間，他

大量研讀禪宗典籍，因為繪畫本身是文字的另一種形式，有上款、落款、提

字，李居士必須知道這些字句的出處，了解文字如何與圖畫產生連結，並深

入該畫內涵。過去從事研究所獲得的知識與經驗，在往後創作時也一一成為

創作的素材，使他創作的範圍得以由佛經中跳脫出來，於禪畫中隨性表現，

呈現平日生活悠然自得的意境。

李居士認為，禪畫的核心是佛理，而世間諸法變化萬千，可能一花一

木，草鳴鳥啼，都是佛在說法，單看自身如何轉念，禪畫中任何一個元素都

可能是佛理的表徵。再看一幅在法雲寺寫生的花，提字為「春天　即將帶著

她的花兒離去　而我只能用畫筆　寫下它的容顏　寄給　永恆」。李居士感

歎生命無常，這同時是身為修行人兼藝術家的表達方式。李居士感性地說

道：「如何把永恆留下來？用繪畫，以畫筆將瞬間展現在畫紙上，這個時

刻，當下的美得以無限延伸。這是一種現代式的詮釋，花代表永恆的一個媒

介，花留下來了，實物已經走了。」先看看禪畫，再體會文字呈現的意境，

兩相融合，禪畫、禪話也可以這麼欣賞！

創作者因當下的生活體驗而深受感動，用簡潔的文字語言，搭配禪畫的

意境，再藉由網路社群迅速傳遞訊息，廣度眾生，傳布佛法的方式順應時代

潮流而轉變，這也是禪法流傳的另一種方式。李居士對《心經》「空性」的

詮釋，如「認真的活在當下  便是一種修行  修什麼？  修一無所有」。李居士

分享，禪的獨特性，是不「立」文字，但不是不要文字，而是不要看文字的

表象，須深化並思惟文字背後蘊含的意義。除此之外，他善巧運用各種不同

媒介，將禪畫創作呈現在陶印、陶瓷器具等創作素材上，期望能向不同年齡

層的「當機眾」介紹禪法，激發青年學子對佛法產生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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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禪畫以外，李居士的禪話亦值得吾人反覆玩味，某幅以《心經》為素

材的作品，題文為「去年　暮秋　菩提的　天空　閃爍著　黃金的晚霞　忽

的　飛進　我　般若　象形的　心經裡」。又譬如作品中對貪瞋癡的詮釋：

「貪是因為你跨過了知足的紅線，瞋是因為你忽視了愛與悲憫的力量，癡

是因為你忘了你身上藏有一把能斬斷無名的慧劍。」真是一刀致命，立竿

見影。

李 居 士 認 為 ， 禪 畫 的 線 條 與

文字基本上都很簡要，禪法有謂：

「一即一切。」〈點一盞心燈〉這

幅禪畫，題文則是「在人生的修行

路上  別忘了  為自己也為別人  點

上一盞☆心燈☆」。無常心燈，就

是 智 慧 之 光 。 又 如 李 居 士 畫 小 沙

彌灑掃的情景，題文為「掃地  掃

地  掃心地  掃無明煩惱  還本來面

目」，禪畫與禪話相互配合，相輔

相成，呈現出寧靜安祥的意境。

李居士有一幅禪畫，並針對畫

作內的留白立文─ 留白  才聽得

到  靈魂的呢喃」。他說：「留白才能體會禪畫中的寧靜淡泊，但願看畫的人

能領會，太忙而沒有留白的時空，是無法靜下來好好認識內在的自己，反而

隨波追逐於外在的迷茫世界，忘了所來為何，痛苦卻不知原因。」李居士是

畫家又是教育者，他期望所有欣賞他的畫作的有緣人，能心生體悟，了知生

命實相。禪畫創作的靈魂，代表創作者對空性、禪意的理解，也必須對佛教

的教義、禪宗的核心思想以及個人的生活實踐，全部融會貫通，達到創作題

材俯拾皆是的境界，禪畫表現的意義才更加深邃、動人。

受訪者李蕭錕居士現任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松下午后〉（李蕭錕居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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