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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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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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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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喻道论"#节选
!!!!!!!!!!!!!

$

!

晋
"

孙绰#

#

$

!十二门经序
!!!!!!!!!!!!!!

"

!

晋
"

道安#

$

$

!沙门不敬王者论"#节选
!!!!!!!!

$

!

晋
"

慧远#

%#

$

!答桓玄劝罢道书
!!!!!!!!!!!

"

!

晋
"

慧远#

#&

$

!肇论%物不迁论
!!!!!!!!!!!

"

!

后秦
"

僧肇#

%'

$

!维摩诘经序
!!!!!!!!!!!!

"

!

后秦
"

僧肇#

()

$

!明佛论"#节选
!!!!!!!!!!

$

!

南朝宋
"

宗炳#

*+

$

!究竟慈悲论
!!!!!!!!!!!!!

"

!

梁
"

沈约#

,+

$

!童蒙止观"#节选
!!!!!!!!!!!

$

!

隋
"

智顗#

-.

$

!破邪论"#节选
!!!!!!!!!!!!

$

!

唐
"

法琳#

-+

$

!辩正论"#节选
!!!!!!!!!!!!

$

!

唐
"

法琳#

&(

$

!内德论"#节选
!!!!!!!!!!!

$

!

唐
"

李师政#

&/

$

!大唐三藏圣教序
!!!!!!!!!!

"

!

唐
"

李世民#

+.

$

!大唐西域记"#节选
!!!!!!!!!!

$

!

唐
"

玄奘#

+&

$

!顿悟入道要门论"#节选
!!!!!!!!

$

!

唐
"

慧海#

+/

$

!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序
!!!!!!!!!

"

!

唐
"

澄观#

',

$

!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
!!!!!

"

!

唐
"

权德舆#

''

$

!三如来画像赞#并序$

!!!!!!!!!

"

!

唐
"

梁肃#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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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止观统例序"#节选
!!!!!!!!

$

!

唐
"

梁肃#

#$

$

!原人论"#节选
!!!!!!!!!!!!

$

!

唐
"

宗密#

#%

$

!裴相劝发菩提心文序
!!!!!!!!!

"

!

唐
"

宗密#

&'&

$

!东海若
!!!!!!!!!!!!!!

"

!

唐
"

柳宗元#

&'(

$

%附录&!东海若解
!!

"

!

唐
"

柳宗元著
!

清
"

实贤 注解#

&')

$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

"

!

唐
"

柳宗元#

&&#

$

!新收一切藏经音义序
!!!!!!!!

"

!

唐
"

顾齐之#

&$$

$

!宗镜录"#节选
!!!!!!!!!!!!

$

!

宋
"

延寿#

&$%

$

!永明寿禅师垂诫
!!!!!!!!!!!

"

!

宋
"

延寿#

&(&

$

!法藏碎金录"等#节选
!!!!!!!!!

$

!

宋
"

晁迥#

&((

$

!改祭修斋疏文
!!!!!!!!!!!!

"

!

宋
"

遵式#

&()

$

!中庸子传#上$

!!!!!!!!!!!!

"

!

宋
"

智圆#

&*$

$

!净土十疑论序
!!!!!!!!!!!!

"

!

宋
"

杨杰#

&*+

$

!与苏轼书
!!!!!!!!!!!!!!

"

!

宋
"

了元#

&%'

$

!黄州安国寺记
!!!!!!!!!!!!

"

!

宋
"

苏轼#

&%$

$

!东坡志林"#节选
!!!!!!!!!!!

$

!

宋
"

苏轼#

&%*

$

!梦斋铭#并叙$

!!!!!!!!!

"

!

宋
"

苏轼'苏辙#

&%+

$

!翠岩真禅师语录序
!!!!!!!!!

"

!

宋
"

黄庭坚#

&%,

$

!示禅人"#节选
!!!!!!!!!!!!

$

!

宋
"

克勤#

&+'

$

!禅本草
!!!!!!!!!!!!!!

"

!

宋
"

慧日雅#

&+$

$

!炮炙论
!!!!!!!!!!!!!!!

"

!

宋
"

文准#

&+(

$

%附录&!净土本草
!!!!!!!!!!

"

!

明
"

曹学佺#

&+%

$

!林间录"#节选
!!!!!!!!!!!!

$

!

宋
"

惠洪#

&++

$

!智证传"#节选
!!!!!!!!!!!!

$

!

宋
"

惠洪#

&+,

$

!题让和尚传
!!!!!!!!!!!!!

"

!

宋
"

惠洪#

&)'

$

$



!示莫宣教"润甫#

!!!!!!!!!!!

$

!

宋
"

宗杲"

#$%

#

%云卧纪谈&"节选
!!!!!!!!!!!

#

!

宋
"

晓莹"

#&'

#

%罗湖野录&"节选
!!!!!!!!!!!

#

!

宋
"

晓莹"

#()

#

%和渊明归去来兮
!!!!!!!!!!!

&

!

宋
"

冯楫"

#(*

#

%西归口颂
!!!!!!!!!!!!!!

&

!

宋
"

道济"

)(&

#

%识山堂记
!!!!!!!!!!!!!!

&

!

宋
"

宝昙"

)(+

#

%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序
!!!!!!!!

&

!

宋
"

绍嵩"

)+%

#

%楞严外解序
!!!!!!!!!!!

&

!

元
"

耶律楚材"

)+,

#

%云谷号说
!!!!!!!!!!!!!!

&

!

元
"

明本"

)+(

#

%无念字说
!!!!!!!!!!!!!!

&

!

元
"

明本"

%--

#

%云居庵铭并序
!!!!!!!!!!!!

&

!

元
"

明本"

.-.

#

%宗乘要义&"节选
!!!!!!!!!!!

#

!

元
"

惟则"

.-/

#

%三教平心论&"节选
!!!!!!!!!!

#

!

元
"

刘谧"

.-0

#

%重刻护法论题辞
!!!!!!!!!!!

&

!

明
"

宋濂"

%)%

#

%净土指归集&"节选
!!!!!!!!!!

#

!

明
"

大佑"

%)1

#

%六度解
!!!!!!!!!!!!!!!

&

!

明
"

李贽"

%)+

#

%往生集序
!!!!!!!!!!!!!!

&

!

明
"

袾宏"

%%)

#

%竹窗随笔&"节选
!!!!!!!!!!!

#

!

明
"

袾宏"

%%*

#

%长松茹退&"节选
!!!!!!!!!!!

#

!

明
"

真可"

%/-

#

%石门文字禅序
!!!!!!!!!!!!

&

!

明
"

真可"

%/*

#

%紫柏老人全集序
!!!!!!!!!!!

&

!

明
"

德清"

%/0

#

%云栖莲池宏大师塔铭
!!!!!!!!!

&

!

明
"

德清"

%*-

#

%西方合论叙&"节选
!!!!!!!!!

#

!

明
"

袁宗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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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
"

孙绰!#"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异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

而无不为者也# 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 万物

之求!卑高不同!故训致之术!或精或粗# 悟上识则举其宗本!

不顺者复殃!放酒者罗刑!淫为大罚!盗者抵罪!三辟五刑!犯

则无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 若圣王御世!百司明

达!则向之罪人!必见穷测!无逃形之地矣# 使奸恶者不得容其

私!则国无违民!而贤善之流必见旌叙!"#矣# 且君明臣公!世清

理治!犹能令善恶得所!曲直不滥!况神明所莅!无远近幽深!

聪明正直!罚恶祐善者哉# 故毫厘之功!锱铢之衅!报应之期!

不可得而差矣# 历观古今祸福之证!皆有由缘!载籍昭然!岂可

掩哉$

!$#

何者%阴谋之门!子孙不昌!三世之将!道家明忌!%#

!斯非兵

凶战危!积杀之所致邪% 若夫魏颗从治!而致结草之报!&#

"子都

守信 !'#

!而受骢骥之锡"齐襄委罪!故有坠车之祸 !(#

"晋惠弃礼!

故有弊韩之困!)#

&斯皆死者报生之验也#至于宣孟愍翳桑之饥!

漂母哀淮阴之惫 !*#

!并以一餐!拯其悬馁"而赵蒙倒戈之祜!母

荷千金之赏&斯一获万!报不逾世# 故立德暗昧之中!而庆彰万

物之上!阴行阳曜!自然之势!譬犹洒粒于土壤!而纳百倍之

收!地谷无情于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

+



!注释"

!"#

孙绰#

$%&!$'%

$%东晋中期思想家& 太原中都#位于山

西$人'字兴公&少有高志'博学善诗文&初抱栖隐之志'居于会

稽'广游山水& 后入仕途'官至廷尉卿'喜与高僧交游'笃信佛

法&永和九年#

$($

$参加兰亭之会&好老庄之学'且精通佛(儒'

其文章被评为一时之冠& 著有)论语集解*)老子赞*)喻道论*

)道贤论*)天台山赋*)遂初赋*等& 事迹见)晋书*卷五十六&

)喻道论*是中国较早的系统阐发佛理的著作'收于)大正藏*

第五十二册)弘明集*卷三'主张佛(儒一致'序文首先说明佛(

儒之不同'佛教为超俗'而儒教为世俗之教& 正文则叙说我国

古圣贤亦有报应之说'与佛教报应说仅说法有异'并主张出家

为大孝&

!)#

旌叙%表扬而录用为官& )宋书+刘真道传*%,宜蒙旌叙'

劳慰存亡& -

!$#

这一段阐述明报应之理'可以有助于人心和教化&

!&#

道家明忌%)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

家之所禁& 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

!(#

结草之报%)左传*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无

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

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 -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

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 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

人之父也& 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

!*#

子都守信%)太平广记*卷一六六)义气*%,魏鲍子都'暮

行于野'见一书生'卒心痛& 子都下马'为摩其心& 有顷'书生

卒&子都视其囊中'有素书一卷'金十饼&乃卖一饼'具葬书生'

!



其余枕之头下!置素书于腹旁" 后数年!子都于道上!有乘骢马

者逐之" 既及!以子都为盗!固问儿尸所在" 子都具言!于是相

随往" 开墓!取儿尸归!见金九饼在头下!素书在腹旁!举家感

子都之德义" 由是声名大振" #

!"#

坠车之祸$%史记&齐太公世家'$(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

人) 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厘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

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

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

下车则死矣" 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 **冬十

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猎沛丘) 见彘!从者曰+彭生,) 公怒!射

之!彘人立而啼) 公惧!坠车伤足!失屦) -

!$#

弊韩之困$%史记&晋世家'$.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

诛七舆大夫!国人不附) 二年!周使召公过礼晋惠公!惠公礼

倨!召公讥之) 四年!晋饥!乞籴于秦) 缪公问百里奚!百里奚

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国之道也)与之),邳郑子

豹曰$+伐之),缪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0,卒与粟!自雍属

绛) ** 六年春!秦缪公将兵伐晋) 晋惠公谓庆郑曰$+秦师

深矣!柰何1 ,郑曰$+秦内君!君倍其赂2晋饥秦输粟!秦饥而晋

倍之!乃欲因其饥伐之$其深不亦宜乎0 3晋卜御右!庆郑皆吉)

公曰$+郑不孙) ,乃更令步阳御戎!家仆徒为右!进兵) 九月壬

戌!秦缪公4晋惠公合战韩原5 惠公马騺不行!秦兵至!公窘!召

庆郑为御6郑曰$+不用卜!败不亦当乎0,遂去6更令梁繇靡御!

虢射为右!辂秦缪公6 缪公壮士冒败晋军!晋军败!遂失秦缪

公!反获晋公以归6 -

!%#

宣孟愍翳桑之饥!漂母哀淮阴之惫$%左传'宣公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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