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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武教授与佛教文化研究
!

!!!以"中国佛教文化史#)"禅思与诗情#为中心

张培锋

摘
!

要$孙昌武教授的"中国佛教文化史#和"禅思与诗情#%充分体现了孙先生治学的主

要观点)贡献和特色%其佛教文化的研究视角%既是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深化%也是对中国

佛教文学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孙昌武*佛教文化*中国佛教文化史*禅思与诗情

孙昌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佛教文学)佛教文化研究专家%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先

后出版"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
!*"&

年*台湾谷风出版社
!*"'

年/)"佛教与

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修订再版/)"诗与禅#.台湾

东大图书出版公司
!**#

年/)"中国文学中的观音与维摩#.高等教育出版社
!**(

年*天津

教育出版社
$%%&

年修订再版/)"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
!**'

年*中华书局
$%%(

年修订

再版/)"文坛佛影#.中华书局
$%%!

年/)"游学集录#.南开大学出版社
$%%#

年/)"汉译佛

典翻译文学选#.南开大学出版社
$%%&

年/)"祖堂集#.中华书局
$%%'

年/)"中国佛教文化

史#.中华书局
$%!%

年/等
$%

余部著作%并发表数百篇论文&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心无旁

骛%勤勉治学%其论著自成一家%成就之高)影响之广%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孙昌武教

授的佛教文学)佛教文化研究是全方位的%恢弘博大而又深邃精细%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先

生两部最能代表其学术成就的著作"禅思与诗情#和"中国佛教文化史#为例%对其在佛教

文学)佛教文化领域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些介绍&

一)对诗禅关系的精辟阐释

除了对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作出一般性的描述之外%孙昌武教授治学的一个主要

核心是探讨禅宗思想与古代文学之间的交互影响&禅诗关系是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一个

热点问题%有关论著颇为丰硕%孙昌武教授的"禅思与诗情#独辟蹊径%以对历史清晰确切

的把握%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而引人注目&该书
$%%(

年的修订本%较之
!**'

年版增加

了近
(

万字%反映了孙昌武教授多年来在这一学术领域辛勤耕耘的新创获&

孙昌武教授是国内最早关注诗)禅关系的学者之一%早在
$%

世纪
"%

年代初期即开始

这方面的研究&经过
!%

余年的艰辛探索%至"禅思与诗情#的出版%形成了全面系统的认

识%本书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研究成果的水准&"禅思与诗情#不是泛泛地

谈论诗)禅关系%而是从大量具体的历史事实入手切入主题&具体来说%它选取了从唐代

初期东山法门兴起至北宋年间江西诗派兴起大约
&%%

年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

禅宗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通过细致的疏理)精辟的阐析%令人信服地揭

示了这两个黄金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没有像某些理论著作那样%人为地构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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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全书的章节条目显得极为质朴%增订本也并没有在这方面作大的调整&全书是紧紧围绕禅)

诗各自发展的历史进程来寻绎其内在的深层联系和历史规律的&从禅宗史上的东山法门到南宗禅)洪

州禅)分灯禅与诗歌史上的盛唐诗)中唐诗)晚唐五代诗和北宋诗%各自形成两条明晰的发展线索%两条

线索之间又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彼此映照%交互影响&全书在以下两个层次的经纬向度上获得了历

史的)逻辑的统一%显示出作者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视角和敏锐的目光&首先是禅史与诗史的关系%其次

是思想与情感的关系%前者属于'事(%后者属于'理(%但它们并非两个不同的东西%而是一个东西的两个

方面%联系)交错在一起%处理不好%很容易形成'两张皮($考索具体'微观(的历史事件%容易流于琐屑)

穿凿*作出'宏观(的理论概括%又容易流于空疏)武断&以"禅思与诗情#命名%就是在揭示两者的内在统

一%力求达到佛禅所谓'理事圆融(之境&

孙昌武教授善于把研究的问题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涉及面非常广%举凡文学)历史)哲学)宗

教乃至风俗习惯等不同领域)学科%皆不拘一格地在其考察之下&"禅思与诗情#直接分析和涉及到的人

物有上千人%引用的著作近
)%%

部%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可以说都涉及到了%而这些内

容又并非那种一般性的'铺垫(%而是融入在细致的描述之中%共同构成全书恢弘的背景&因此%书中所

作出的大量概括性论断避免了空疏)武断之病%也绝无穿凿附会之处&

"禅思与诗情#的结构看似质朴简单%实际上非常巧妙地运用了点)面结合的方式%既严格按照历史

顺序展开%又注意对不同历史侧面作出细致的描述%真正做到了体大思深&如书中一)二章分别介绍达

摩禅法和东山法门以及南宗禅后%第三章选取王维和杜甫两个重点人物进行分析*第四)五章在介绍了

洪州禅和当时文人的好禅和习禅风气后%第六章选取白居易作出重点分析*接下来七)八)九)十)十一共

五章%则分别从喻禅与喻诗)默契与言句)玄思与乐道以及以王梵志)寒山和中晚唐诗僧创作等几个方面

展开%皆属于对洪州禅一章的具体推进&第十二章介绍了宋代以后形成的分灯禅%接下来第十三)十四)

十五章则分别通过'以禅说诗(以及苏轼和江西诗派几个方面%对宋代诗风的形成与禅宗的关系作出分

析&这样%全书既脉络清晰%又层次分明$有总有分%有理有事%有事有人%有俗有僧%相当全面而深刻地

反映出这一历史时期禅)诗之间的交互影响)中国文人对佛教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信仰层面等等&

孙昌武教授在"禅思与诗情#中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对诗禅关系%他

开宗明义地指出$禅宗的发展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相互间产生过重大影响&可以研究作为佛教宗派的

禅宗的文学%这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研究文学中的禅%这在中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上都有独特的)重要的表现!

&中国禅宗文化更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它的浓厚的文

学性质就是这种特色之一&应该说%把'浓厚的文学性质(视为禅宗的特质之一%就为将大量的禅宗文献

放在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对深化中国禅宗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观

点出发%他提出许多极富新意的见解%如指出$中唐之后%诗与禅的结合也更密切%禅偈与诗的交流给宋

以后诗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禅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是应予以肯定的"

&流传或记述禅宗历史

与禅宗人物的人%是具有强烈的艺术创作的自觉的&禅宗资料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一大批有特色的人物

形象&研究达摩%考证其人的本来面貌是一个课题%但考察不同时期被创造的达摩的面貌从而探究其意

义%在对这个禅宗祖师的研究上确实是更重要的#

&以禅说诗是诗歌普遍繁荣的一个结果%很多禅诗%

其价值是远远超越其宗教意义的*我们既要注意到禅对诗的影响%也要注意诗的繁荣对禅宗发展的促

进&假如没有唐代写景诗的普及与繁荣%就很难形成禅宗中以诗句对答的风气$

&

孙昌武教授治学%一向坚持以揭示历史事实真相为出发点%注重对历史过程作出准确)精细的描述%

而不刻意人为地构建体系%抛开史料作题外的'批判()'发挥(&早在
!*"$

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学术专

著"柳宗元传论#中%他就指出$'这种研究%不应是实用主义地以古人去牵合几个先验的教条%也不是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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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潦草地去总结几个公式%而应当是对柳宗元的时代)生平)思想)创作进行具体的)细密的分析%这样就

会得出许多于我们有益的东西&(

!这一治学原则可谓坚持了一生%即建立于微观研究)融汇众长基础上

的弘通博大&'不把看似1微观2的情况弄得很细致%对涉及全人)全部作品的1宏观2规律也就难以把握&

而且客观地说%如果只解决1微观2课题%达不到1宏观2规律的把握%终归还算弄清了点滴情况*但如果没

有1微观2的研究为基础%凭空去构想1宏观2的规律%则只是毫无价值的臆想&(

"

"禅思与诗情#一书中对

'寒山诗(的研究可以视为作者宏观微观结合%由一系列'小结果(推导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大判断(的范

例&关于'寒山(其人%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观点%也做过不少考证研究%却很难获得统一的认识&本书没

有陷在那些难以实证和印证的'考据(之中%而是通过对寒山传说及其作品存在的种种矛盾情况的研究

分析%将寒山诗作为中唐时期在禅门偈颂影响下通俗诗繁荣的一种表现来阐述%得出'只能肯定中晚唐

确曾流传一批通俗诗%其作者被称为1寒山子2或1寒山2*在诗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寒山这个

人物的传说%00也不能排斥当时确有过叫做1寒山2的人%他也可能是寒山诗的作者之一(的结论#

&

尽管这个观点并非由孙昌武教授首先提出%尽管它也属于一种推测和假说%但认真研究一下'寒山(其人

及其有关研究成果%感到本书确实已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也最充分的论证&将'寒

山(视为一个创作群体的观点%一下子开阔了研究思路%使全书对寒山的论述新意叠出%比如通过对"寒

山诗集#流传过程的考察%指出$寒山诗本来就是经过晚唐到北宋几百年间一直不断被创作出来的%从这

个意义上讲%也就没有所谓'真伪(的问题&通过这些精辟论证%'寒山(这一创作群体的独特现象以及寒

山传说本身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也就被充分地揭示出来了&

"禅思与诗情#的重点并不在禅思想与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的关系方面%但书中'喻禅与喻诗()'默契

与言句()'以诗说禅()'活句与活法(诸章%实际上已经勾勒和描绘出唐宋诗学一些最重大的理论概念的

发生和发展轨迹%妙在本书说理从不离事%总是做到言外有境%境中有人%不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去空洞

地作出什么'理论(或'审美(上的'升华(&而且%其切入角度也很巧妙%比如'喻禅与喻诗(章通过'明镜(

与'泉流(两个禅宗譬喻在诗歌中不同的表现所作的精深研究%具体研究了南宗禅影响于诗的一个侧面%

同时也非常透辟地揭示了一个宗教概念是如何转化并生成为一种艺术概念的实际过程%这可以视为本

书重视'描述(的一个范例&

二)对中国佛教文化的深入开掘

在"禅思与诗情#修订本中%孙昌武教授以"关于佛教)禅宗与中国关系的研究#为题%补写了一篇"增

订说明#&在这篇文章中%孙先生高屋建瓴地对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作出宏观

分析%指出$'佛教文化的内涵远远大于佛教本身&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精

神面貌%如此深刻地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中%无论如何都是不容忽视的&(这段话绝非一时兴到之

语%而是孙先生多年研究中国佛教与文学关系后%得出的一个具有总结意义的结论&当时%他多年来孜

孜不倦构思)写作的一部多卷本著作"中国佛教文化史#也基本杀青&又经过艰辛的审阅)修订过程%

$%!%

年中华书局推出了他的五卷本"中国佛教文化史#%这部著作揭示了外来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逐

步融入中国文化传统并发扬光大的规律%标志着国内学术界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方面登上了一个新的

高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标志着孙昌武教授的研究重心由'佛教文学(转向'佛教文化(&当我们细

读这部鸿篇巨制后%方恍然大悟$孙先生的这次'转向(%并非放弃对佛教文学的研究%而是将佛教文学研

究放到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视角下观照%如此%中国佛教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特色和成就才更为明晰)精细

地显现出来%这也正是他关于'宏观()'微观(的辩证思考的一种体现吧&

之所以要将中国佛教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研究%孙昌武教授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见解&他

指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佛教在与中华文化长期的相互磨合)吸纳和借鉴的基础上%形成成就辉煌的中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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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成为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三大支柱之一%更重要的还在于$尽管宗教的核心是信仰%但是在中

国这样具有浓厚理性精神和人本观念的传统中%佛教文化的许多内容已超越了纯粹的信仰意义%取得了

独立的价值%中国佛教文化的成就和价值就特别重大%影响也更为深远和巨大&基于这样一种源自深思

熟虑的深刻文化信念%作者阐述了他的一个精辟观点$'中国佛教的核心和特色不在其信仰层面%而在于

其文化层面&(

!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将佛教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国佛教的发展

放到中华文化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恢弘博大)纷杂繁复的佛教文化便'山河无隔碍%世界掌中

观(

"了&

比如关于中国佛教宗派的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史#在综合)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指出$在中国佛教宗派的所谓'八宗(中%三论宗)法相宗)密宗可以归为一类%

它们基本对应印度大乘佛教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它们把这三个阶段的内容移植过来%当然也作了或多

或少的改造和发挥%从而形成中国佛教的三个宗派&而天台宗)华严宗可以归为第二类%这是两个具有

丰富理论内涵又有机融合了外来教理和本土思想而自成宗义体系的宗派%是外来佛教在中土环境中被

改造)发展并作出独特发挥的产物&禅宗)净土宗和律宗可以归为第三类%共同特点是理论色彩都比较

单薄%重在修持实践%因而更富于群众性%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传播%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

用&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乃是中土民众真正需要的宗教%是体现民族精神的佛教%这是二者后来成为

中国佛教的主流的根本原因#

&这些分类和分析%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佛教的发展轨迹和特征等具

有重要价值&又如在评价天台宗判教思想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时%给予了充分肯定%

指出$中国佛教史上的判教%是依据判教者的理解对于佛教思想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安排%实际反映了

对于教理发展的总体认识&这种工作是只有在对于佛教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充分的分析)批判)整理

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的&智靑的判教%不只表现出对于佛教及其在中国的情形相当全面)深入的理解%更

充分显示出他思维境界的开阔与思维方式的统摄精神&智靑判教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贡献%可以比

拟先秦"庄子3天下#)"荀子3非十二子#和经学中董仲舒)新儒学中的朱熹等人总结学术的工作%在总

结前人各家学术方面是集大成的工作%又给后期宗派提供了借鉴%开拓了方向$

&僧团的建立乃是印度

佛教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在佛教输入以前%中国没有定型的宗教.即所谓'历史宗教()'教团宗教(等/%外

来的佛教正填补了中国这种宗教的'空白(状态&宗教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广大民众的生活实践之

中%即使是在宋)元以后佛教已经衰落的情况下%强大的信仰潮流仍在民众间涌动并持续地发挥巨大的

社会作用&同时又指出$沿袭中国古代'社(这种宗族)地域性组织的传统%中国佛教建立起名目各异的

法社%这又是中国佛教的创造&中国佛教更多接受大乘居士思想%又受到本土伦理观念的影响%'居士佛

教(十分发达%从而僧团外围的法集结社也相当兴盛%

&在分析中国佛教法集结社由宗教性质转向文化

性质时指出$由南北朝的社邑发展到明清的香会%这种群众性佛教组织与活动的演变%正描绘出中国佛

教在民众中传播)发展的轨迹&社邑的建立与活动本来具有单纯的信仰动机%民众为了实现福利动员)

组织起来%而到明清时期%赴庙会)赶香市%已是万众欢腾的民众聚会%佛事与商贸)游艺结合在一起%民

众在这里既拜佛)上供%祈求福佑和济度%又得到交易和娱乐的机会%成为一般劳动者平凡生活中少有的

欢乐节期&这一点也正体现着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特点%即生活化和现实性&

&

全书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观念等问题从文化角度给予了全面解读%从信仰到制度)礼仪乃至风气等

诸层面%都提出很多独到见解%即使是从一般的佛教史或佛教思想史研究角度看%这些考察也都是非常

深刻的&如$中国佛教兼容大)小乘经典的态度和做法%使得更全面地接受这些经典所承载的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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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锋$孙昌武教授与佛教文化研究

成为可能%也让不同阶层)不同观点的人得以从中选择自己能够接受的部分!

&佛教就其根本教义说%

不承认人的特定的等级身份%因而信仰是向广大民众开放的&在中国传统的等级专制制度下%这种观念

对于一般民众培植信仰心更增加一份吸引力&特别是佛教把树立信仰归结到每个人当下的心态%既不

问这个人的等级身份%也不管他的前世因果%只需当机立断%回头是岸&这样%信仰让每个平凡个人得到

从现实苦难解脱的出路%真正体现了依靠'自力(解救自己的精神"

&宋代之后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援儒入释(%这是宗派佛教体现外来佛教适应本土思想)文化传统的大趋势#

&称'心学(一派

为'狂禅(%显然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认为这一派学说杂糅禅而非醇儒%另一方面则是不满于发扬禅的任

性而为)狂放不拘)蔑视传统)独立自主的性格&因为这不只是以禅乱儒%更叛离了禅学矩?%所以从禅

学正统立场看也是异端&'心学(的主要弱点也渊源于禅思想的空灵虚幻而缺乏建设性$

&皆分析透

辟%一语中的&没有这些对佛教自身研究的深化%也就谈不到佛教文化)佛教文学研究的深化&

正是基于佛教中国化所带来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上的影响和变动%孙先生作出一个具有文化史价

值的大判断$'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贡献%集中体现在文学艺术方面&(佛教与文学有着深刻的'缘

分(&孙先生指出$文学创作属于佛教中极其重要且成就突出的'外学(之一&这一方面与佛教的固有传

统有关$自佛陀创教伊始%就注重利用文学创作来阐扬教义)教理%翻译佛教典籍里有大量文学成分%包

括艺术性很高的文学作品&同时%中国的文化传统又促进和增强了这一点%中国是一个有着浓厚的崇文

尚艺传统的国家%许多有文学才能的人参与僧团%文学创作也成为僧团的重要活动%利用各种文学样式

来弘法%对于推动佛教传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使得中国的佛教文学尤其发达%

&将佛教文学艺术

的发展放到中国佛教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无疑将极大地深化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由此得出的一些

结论就平实而弘通%令人信服&

在"中国佛教文化史#第
$$

章'佛教义学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中%孙先生系统考察了佛教思想对

中国文学深刻的影响和贡献%也探讨了所谓'佛教文学(的本质内涵%指出$佛教义学对于中国文学思想

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注入了许多全新的观念%丰富了文学理论%推动了文学思想的发展&

&他特

别强调$不是所有涉及到佛教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佛教文学(%考察'佛教文学(要着眼于它对于中

国文学作出的独特贡献&推崇原创%珍视最初的具有原创意义的宝贵观念)思想%是贯穿先生全部治学

生涯的一个宗旨&书中对佛教义学'真实(的观念如何输入中国文学%作出详密深入的研究%同样是'描

述(方式的一个范例&中国文化自古有重现实)重人生)重伦理)重教化的传统%这些也成为中国文学创

作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实录()'征实()'诚实(等等概念中&这种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一方面也对艺术虚构和想象空间造成了很多限制&而佛教所追求的'真实(与中土传统的'真实(在观念

上是截然不同的&就教理内涵说%佛法的真实是绝对)超越的'诸法实相()'真谛(*就思维方式说%这是

基于宗教玄想的绝对境界%与现实的现象界完全无关*而达到这个境界的途径%则要靠内心的觉悟%需要

全然摆脱常识&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则要追求超越客观实际的另一种'真实(&著作引用了"文心雕龙3

论说#的一段话$'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机神之区%夷甫裴輎%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

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又对照了

刘勰重要的佛学论文"灭惑论#中的一段文字$'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

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指出这里所

体现的文学精神%正是来源于佛教的'真实观($刘勰明确指出玄学'贵有()'贵无(两派的不足%认为都是

'偏解(而非'正理(%而真理的极致则是佛教的般若思想%实际上是把它当做文学创作表达的最高境界%

而刘勰所提出的这些文学思想%即在中国'征实()'实录(的文学传统中注入另一种'真实(%实际上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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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等重大文学理论问题&这一点对于后来中国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推进了中国文学思想的演进!

&这种观念对于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联系本书中

另一段论述$六朝人已受到佛)道二教影响%'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

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鲁迅语/(

"可以认为%'佛教义学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一章确实

探寻到文学发展中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于我们解读佛教文学有着重要价值&

文字的通达典雅也是这部著作的突出特点%这一方面由于孙昌武教授长期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

究%文字功力深厚%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它同样也是源于孙先生对'文字(的一层深入思考$'禅史)语

录)灯录体制不同%但其重在纪录祖师言句的特点则一&从发展状况看%不同时期著述表现形态是不一

致的&大体说来%中唐以前%即洪州)石头所代表的南宗禅极盛以前%写法比较质朴%还是多作正面的陈

述&洪州)石头之后到晚唐)五代%参问请益之风盛行%学人往来憧憧%朝参昔聚%激扬宗要*禅门间形成

派系%相互争胜*禅客较量禅解%互斗机锋&这是禅门学风十分活泼)富于创造力的时代&师弟子间对答

商量%相互测度%相互争胜%努力出对方一头地&入宋以后%禅门则严重地贵族化了%禅的表现也逐渐形

式化了&虽然仍流行貌似前人的机锋语句%但已徒具形骸%失去了活泼泼的创造精神&以后佛门中几乎

人人有语录%动辄数十卷%大多只是徒灾枣梨而已&(

#这一节文字以准确精练的语言对禅宗语录的发展

过程作出概括%可谓入木三分%既肯定了早期禅宗语录思想)文学)文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也批评了后

期禅宗语录流于形式)千篇一律的作风&从文化史角度通观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学%可以说%任何离开了

创造性思想的文字%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好文字%而任何独创)精辟的思想见解也离不开恰当)精美的语

言&文字的典雅)通达亦是来自于把握之准确)理解之精深&孙先生这段话又可谓本地风光%其则不远%

整部著作处处体现出这一点&这些细微之处%也正是其治学境界之体现&

!#

作者简介$张培锋%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天津
)%%%'!

&

!#

责任编辑$何坤翁

$

3

%%!

3

!

"

#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
)

册%第
!#!&

(

!#$!

页&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
&

册%第
$&!#

页&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
#

册%第
$%!$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