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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 早已经融入中华文

明的发展进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漫长的

发展中! 涌现出大量的经典以及阐述佛理的文献和为数众多

的诗文作品!这些文献一方面是重要的宗教史料!同时其中的

很多篇章也是精美的文学作品! 它们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活力!丰富了古代文学的思想内涵#表现手

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

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不了解这些!也就无法真正了解中

国古代的文化和文学" 很多作品在今天读起来!也仍然具有生

命力!富有情趣!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加深对博大精深

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理解" 为此!我们面向广大具有中等文

化程度以上的读者! 编撰了这套试图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中国

古代佛教文学发展面貌的作品集" 作品收录的范围基本上涵

盖了整个古代时期!个别文集下限到民国前期"

这部中国佛教文学作品集总名为$佛语禅心%!由天津大

悲禅院智如方丈担任总策划! 南开大学文学院张培锋教授担

任主编! 参与作品集编选工作的主要是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

!



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 #佛语禅心$系列共计六册%

具体编选注释者分别为&

!"

'佛典撷英集(%张培锋选注

#"

'佛经故事集(%王芳!王虹选注

$"

'佛教美文集(%张培锋选注

%"

'佛禅歌咏集(%孙可选注

&"

'禅林妙言集(%吕继北!罗丹选注

'"

'高僧山居诗(%张培锋整理

天津大悲禅院积极支持社会慈善和文化事业% 为这部佛

教文学作品选的编选和出版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除智如方

丈担任全书总策划并亲自写了#总序$之外%大悲禅院还为本

书的出版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书稿在编辑过程中%经过国

家权威部门的审定%并几经刊校%我们相信%它定将成为一部

面向广大读者的优质的佛教文学读本"

编 者

!"#$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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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佛法浩瀚精深!微妙广大" 在佛教近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传入中国以后的两千余年中! 涌现出数量巨大的经典

文本和演绎佛法宗旨的文学作品! 皆演说佛教精深广博的思

想!抒发超尘越世之情怀!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汉传佛教的宝

藏!而佛教文学则是这座宝藏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佛教文学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 从狭义上说!

只有佛教经典之中的文学创作才能叫做佛教文学作品! 收于

#大藏经$中的诸多佛陀本生%譬喻!乃至诸多大乘经典都堪称

精美的文学作品&而从广义上说!既包括那些直接宣扬佛教教

义的文学作品!也包括那些受到佛教某种影响!或者利用佛教

题材以至在某些方面和佛教有关联的作品! 都可以视为佛教

文学创作'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不仅历代高僧们翻译了大量富

有文学价值的佛经!其他诸如古代高僧名士之间的诗文酬唱%

论辩演说乃至一句一偈甚或禅门之一棒一喝! 皆包含深厚的

文学意蕴! 是中国古代文学遗产中价值巨大的无数瑰宝中不

可忽视的一部分" 中土的佛门龙象% 历代大德以及广大的信

徒! 继承并发扬了佛教本有的文学传统! 在中国文化的背景

!



下!创造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佛教文学作品!其

创作和传播之所以经久不衰! 主要原因在于教团内外的广大

信众对三世诸佛"诸大菩萨和佛陀教法有着强烈"热诚的信仰

之心!文学创作则是表达这种信仰的极其方便"有效的手段#

用这样的心灵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必然是杰出的作品!因为

它是从吾人真心自然流现出来的!所谓$心光朗照%!$法喜充

满%# 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作品!较之那些矫揉造作的

作品要高明很多# 历史上很多高僧似乎并没有在文学方面投

入太多精力!但是他们写出的作品却相当高明!甚至可以说难

以企及!其道理即在于此#

比如佛典翻译文学中艺术水平相当高的$本生%$譬喻%故

事经典!不仅生动&风趣!而且具有普遍的训喻意义!它们赞

美&宣扬了佛陀在无量的时空中自利利他&大慈大悲的伟大精

神和勇于牺牲&济度有情的动人业绩!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大

乘佛教经典的翻译更不乏 '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首楞严

经(等语言典雅&义理丰厚的精彩译笔!这些佛典本身已成为

中国古代语言艺术的经典和宝库# 唐宋以来!禅宗丛林以及好

佛士大夫之中更有许多文学修养非常高的人# 他们本来就能

诗善艺!运用佛门偈颂等形式以及中国传统诗文手法!演说佛

法!表达志向!即使从一般诗文艺术角度看!他们的文字也达

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堪称清新隽永!字字珠玑!列于历史上优

秀的文学作品之中而毫无逊色# 佛门中的论辩&说理文字更是

文字晓畅!析理透彻!议论滔滔!颇有气势!显示出高超的论辩

技巧)禅门语录则随机说法!头头是道!也显示出禅门大德高

超的语言技能# 明清以来的清言小品乃至名山古刹之楹联对

!



句!皆渗透着"超以象外#的禅意!参悟人生!得意忘言!灵犀一

点!心照不宣$ 总之!佛教文学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和佛

教自身发展中占有双重的重要地位!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

遗产之一!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珍惜$

天津大悲禅院近年来在扩建寺院%营造%建设良好的寺院

环境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精神文化的建设!力求为弘扬祖国传

统文化% 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奉献$ 有鉴于佛教文学的重要作用!我们诚

邀长期致力于佛教文学研究% 成果卓著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博

士生导师张培锋教授担纲! 主持编辑一套中国佛教文学作品

丛书!定名为&佛语禅心#!参与编写者为南开大学主攻佛教文

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 按照全书的设计体例!本套丛书共

包含
!

册!分别为'

"#

(佛典撷英集)

从佛教藏经中选择出最精彩%最精华的佛经全文或段落!

体现佛教经典文辞之精%义理之美$ 一册在手!了解最基本的

佛法佛理$

$#

(佛经故事集)

精选譬喻类%本生类%传记类等佛教典籍!揭示其中体现

的佛理!阐扬大乘佛教之菩萨精神!同时体现翻译佛典对于中

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深刻影响$

%#

(佛教美文集)

精选历代僧俗阐发佛教之散文作品!包括论%序%记%赋%

传%疏等各类文体!体现中国古人对佛教之深刻理解与发挥!

展现佛教文道合一之精神$

%



!"

!佛禅歌咏集"

精选历代僧俗阐发佛理之韵文作品#包括诗词$偈颂$歌

赞等各类文体#以见佛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歌的完美融合#展

现佛教诗禅一体之精神%

#"

!禅林妙言集"

精选禅门语录$灯录及格言$楹联等体裁作品#阐发其中

的佛理禅意#既有明心见性之道#亦有为人处世之法#展现佛

教真俗不二之宗旨%

$"

!高僧山居诗"

以民国时期忏庵居士所编!高僧山居诗"为蓝本#对历代

高僧山居诗详加注释#揭示其中深刻佛理#突出高僧大德绝尘

离俗同时又融修行于日常生活之精神%

以上六册作品#基本涵盖了中国佛教文学的主要体裁和

经典作品% 编者对所选文本皆做了精细校勘和注释#力求简

明扼要$准确无误而又深入浅出% 通过文本的注释和解读#一

方面揭示中国佛教文学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起到宣传和普

及佛法的作用% 本套丛书的这种设计$编撰思想应该说是很

有新意的#期待它的出版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精美的精

神食粮#也为促进和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有益

的帮助借鉴%

我们一向认为#佛教信仰是一种理智的信仰#绝非盲从迷

信% 要做到智信而非迷信#将佛教文学融入到佛陀教育之中是

其中重要的一环% 学佛必须明理#明理就需要逐渐提高学佛者

的文化层次#让人们浸润其中#陶冶性情#潜移默化#选读佛教

文学中这些精华的作品则是发挥这种作用的一种良好而有效

!



的途径! 张培锋教授和各位编写者为这部丛书的完成付出了

巨大的精力和不懈的努力"在此深表谢意# 是为序!

湛山门下 智如

!"#$

年
#%

月
&

日农历九月初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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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

释贯休#

$%&!'(&

$%唐末五代时期诗僧&画家' 俗姓姜%

字德隐%号禅月大师%婺州兰溪
)

今属浙江
*

人%生于官宦世家%

+

岁出家( 唐末居杭州灵隐寺( 钱镠称吴越王时%往投贺诗%有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 钱镠有称帝野心%

要他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才肯接见%贯休回答说+)州亦难

添%诗亦难改%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 *当日裹衣钵拂袖而

去( 至蜀%受到王建的礼遇( 前蜀建国%赐号)禅月大师*( 贯休

善书法%工篆隶%尤以诗著名( 善画佛像题材%所画罗汉像对后

世影响巨大( 有-禅月集.

&,

卷%补遗
(

卷( -全唐诗.辑录其诗

为
(&

卷%存诗近七百首(

!"#$%

序曰!愚咸通四五年 !"#中"于钟陵 !$#作#山居诗$二十四章%

放笔"稿被人将去"厥后或有散书于屋壁"或吟咏于人口% 一首

两首"时时闻之"皆多字句舛错%洎乾符辛丑岁!%#

"避寇于山寺"

偶全获其本%风调野俗"格力低浊"岂可闻于大雅君子&一日抽

毫改之"或留之除之"修之补之"却成二十四首% 亦斐然也"蚀

木也"概山讴!&#之例也% 或作者气合"始为一朗吟之可也%

"



!注释"

!"#

咸通为唐年号#咸通四五年即公元
$%&

$

'()

年#时贯

休三十余岁%

!*#

钟陵&唐宝应元年'

+(*

年(因避代宗李豫讳#以江西豫

章县改名为钟陵#治今江西省南昌市#属洪州%

!&#

乾符年号始于公元
'+,

年#共计六年#辛丑岁为
''-

年#

其时已为中和元年#贯休
./

岁% 由此知)山居诗*二十四首#非

一时之作#是历经多年修改而成%

!,#

蚀木即朽木#山讴即山歌#皆言自己作品+风调野俗,之意%

!!!

一
"

休话喧哗事事难!山翁只合住深山" 数声清磬是

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

!#"绿圃空阶云冉冉!异禽灵草水潺潺"

无人与向群儒说!

!$"岩桂枝高亦好攀"

!注释"

!-#

+数声,两句&磬的声音清冷#与世间的纷扰是非隔绝#

一个独立于天地之间的+闲人,实为最清醒冷静之人% 许浑)送

郑寂上人南行*&+儒家有释子#年少学支公% 心出是非外#迹辞

荣辱中% ,在乱世之中#本来以儒为宗的士人们转向佛门#回归

自然#求得心地的安宁%

!*#

这一句)唐诗纪事*作+无人为向君王道,#+君王,与+群

儒,皆指世俗之道%

!!!

二
"

难是言休便即休!清吟孤坐碧溪头"

!%"三间茆屋无

&



人到!

!"#十里松阴独自游"明月清风宗炳社!

!$#夕阳秋色庾公楼"

!%#

修心未到无心地!

!&#万种千般逐水流"

!注释"

!"#

人是有发表欲的#有时不让人说话$言休%是很难的事

情#但是此刻已无话可说#那就不说了$便即休%#只是独自坐

在溪水边吟诵诗篇#难言之言&言外之意皆在诗中而已' 此句

道尽山居诗所由起之根源(

!$#

)茆*同)茅*( +二十四诗品,典雅-.)玉壶买春#赏雨茆

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贾岛+过杨道士居-.)先生修道处#

茆屋远嚣氛( *陆游+冬夜读书-.)茆屋三四间#充栋贮经史( *

茆屋是简陋的#但有了僧人&道士&文人们的这种文化趣味#就

有了一种雅意#儒道佛皆然(

!%#

宗炳$

%&'!((%

%#南朝时著名佛教居士#工画善琴#结庐

于山中( 曾作+明佛论-#宣扬佛理#入慧远庐山莲社#修习净

土#为)庐山十八贤*之一( 宗炳社即后世传说之莲社#代指共

同修习佛法之友侣(

!(#

庾公楼又名庾楼#相传为晋庾亮镇江州时所建( +世说

新语,容止-.)庚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

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

是庾公( 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 公徐云./诸

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 0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

坐#甚得任乐( *

!'#

)修心*句.佛教认为#有心修行仍属有为法#并非究

竟#只有达到无心的境界#方为真修行( 参看+成唯识论证义#

'



卷四!"若就真实义门#则唯无余依涅槃界中$诸心皆灭$名无

心地$余位由无诸转识故$假名无心% 由第八识未灭尽故$名

有心地% &

!!!

三
"

好鸟声长睡眼开!好茶擎乳坐莓苔"

!#"不闻荣辱

成番尽!只见罴熊作队来"

!$"诗理从前欺白雪!

!%"道情终遣似婴

孩"

!&"由来此事知音少!不是真风去不回"

!'"

'注释(

!"#

擎乳!举着乳糜%当年释迦牟尼受善生女供养后而觉悟

成佛$经中有)擎乳糜钵&的记载$好茶亦如同乳糜$有无尽法

味%贯休*春游凉泉寺+!)云堑含香啼鸟细$茗瓯擎乳落花迟,&

又 *书倪氏屋壁+ 诗之一!"茶烹绿乳花映帘$ 撑沙苦笋银纤

纤% &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满瓯似乳堪持玩% &皆可参%

!$#

罴熊!*诗-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古人认

为梦见熊罴是吉祥的征兆, 这两句的含义是!人们不懂得性空

之理$常常做着荣华富贵等美梦$陷于梦中而不能觉悟,

!%#

欺!胜过, 又如齐己*夏日作+!.竹众凉欺水$苔繁绿胜

莎, &白雪$谓阳春白雪$代表高雅,

!&#

道情!修道的心, *老子+第十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

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大般涅槃经+有*婴儿行品+$谓!

.云何名婴儿行/ 善男子$不能起0住0来0去0语言$是名婴儿$

如来亦尔% 不能起者$如来终不起诸法相1不能住者$如来不著

一切诸法1不能来者$如来身行无有动摇1不能去者$如来已到

大般涅槃1 不能语者$ 如来虽为一切众生演说诸法$ 实无所

&



说!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安法师传%&'竺法汰者(体器弘

简(道情冥到! "

!"#

真风&淳朴的风俗!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自真风告

逝(大伪斯兴! "

!!!

四
"

万境忘机是道华!

!#"碧芙蓉里日空斜"幽深有径通

仙窟!寂寞无人落异花"掣电浮云真好喻!

!$"如龙似凤不须夸"

!%"

君看江上英雄冢!只有松根与柏槎"

!&"

)注释*

!$#

忘机&忘掉机心+ #庄子,天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

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 "

!%#

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幻(用很多比喻来说明! 如#维摩

所说经,方便品%言'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举十种喻&

'如聚沫(如泡(如炎(如芭蕉(如幻(如梦(如影(如响(如浮云(

如电+ "

!&#

如龙似凤喻世间富贵之人(以佛法观之(没有什么好夸

耀的+

!'#

槎.

!"!

/&同'茌"! 最后两句通过抒发历史兴亡之感(

进一步揭示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空的思想! 这种写法在古代

诗歌中非常普遍(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的'人世几回伤往

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包佶#再过金陵%中的'江山不管兴亡

事(一任斜阳伴客愁"等等!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乃至松根与柏

槎这些大自然无情之物(反衬着人世间争斗的无谓!

'



!!!

五
"

鞭后从他素发兼!

!#"涌清奔碧冷侵帘"

!$"高奇章句

无人爱!澹泊身心举世嫌"

!%"白石桥高吟不足!红霞影暖卧无

厌" 居山别有非山意!莫错将予比宋纤"

!&"

!注释"

!"#

鞭后#$庄子%达生&#'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

鞭之)威公曰#何谓也*田开之曰#鲁有单善豹者(岩居而水饮(

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

而食之) 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

病以死) 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 此二子

者(皆不鞭其后者也)+素发(白发)钱起$省中春暮酬嵩阳焦道

士见招&#,流年催素发(不觉映华簪) + 这一句是说#无论多么

善养生的人也避免不了头上生白发(所以只能,从他+即随缘

而已) 修习佛法不是以养生为根本目的的原因即在于此(因为

这些不能真正决定生老病死)

!$#

,涌清+句#是说时光如流水奔逝(即所谓,逝者如斯+)

!%#

,高奇章句+两句#是说佛教的义理高深(学佛者不与世

事(很难被一般人所理解)

!&#

,居山+两句#宋纤为晋代隐士) $晋书%宋纤传&载(宋纤

隐居不仕(太守马岌造访不见(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

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把宋纤比

喻为人中龙(说他虽然隐居(但胸怀大志) 后宋纤在八十岁时

出山为太子太傅) 这句诗是说( 虽然我表面的行迹与宋纤类

似(但是内心完全不同(从而揭示了两种隐居的不同内涵(故

说,居山别有非山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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