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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佛教与坚守礼教
!

!!!以明清黄州士绅为例

赖玉芹

摘
!

要"晚明出现了佛教的短暂复兴%而士绅的佛教信仰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士绅

以佛教居士自称%醉心于信仰生活%热心于佛教事务%一定程度上越出了礼教的规范&但

是%到清代康熙朝以后%随着佛教复兴思潮的退去%士绅对佛道二教的信仰热情减退%重申

礼教的地位%本阶层意识增强&本文以黄州士绅为例来探讨士绅的信仰生活与本阶层意

识之间的关系%并回应卜正民所言)士绅社会*的问题&

关键词"晚明'士绅'佛教信仰'黄州

自明代嘉靖中后期开始%阳明心学广泛传播%三教合一的浪潮兴起%不少儒士学者在

思想上融合儒释道%而行为上也杂禅杂道&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佛教界%四大高僧倡导改

革%佛教逐步世俗化%士绅亦参与其中%共同促成了佛教复兴思潮&但这种复兴是短暂的%

到了清代%尤其是康熙朝以后%便出现了消歇&目前%对于晚明佛教的研究成果不少%如陈

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

!

(释圣严的#明末佛教研究$

"对明末佛教做了概括性的研究%指

出了佛教各派的发展状况'江灿腾#着力研究了晚明佛教的改革'荒木见悟$

(陈永革%等

从理学家和佛教思想的角度作了深入的论述'另外%还有一些关于佛教与文学(狂禅等的

研究在逐渐增多&晚明众多思潮同时涌现%值得关注%那么佛教复兴思潮为什么如此绚烂

而短暂+ 此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其原因何在+ 这一问题还有待揭示&

关于士绅佛教信仰的研究%卜正民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

成$

&一书%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来研究士绅%认为士绅通过捐建寺庙获取地方舞台上的

权力%掌握地方社会的威权%形成了与国家政权抗衡的)士绅社会*%对晚明士绅佛教信仰

的研究极具启示意义%但其结论目前仍受到质疑&那么%晚明士绅是否因为佛教信仰出现

了)自治空间*+ 江南士绅之外%其它地区是否如此呢+

笔者从目前研究较少的黄州来看%发现晚明黄州士绅热心佛教事务%游移于佛教和道

教信仰中%并乐在其中%对于儒家的正统礼教有所忽略&但是%清代康熙朝以后%士绅佛道

信仰的热忱减退%似幡然醒悟%重申儒学的正统地位%坚守礼教&所以%本文想通过对晚明

黄州士绅的佛教信仰来看他们是否形成了自治空间%并通过清初以后的变化来探讨是什

么因素导致了士绅阶层正统意识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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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

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
!."#

年&

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
#$$"

年&

江灿腾"#晚明佛教改革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

荒木见悟"#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陈永革"#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年&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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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明黄州士绅的佛道信仰

从明代嘉靖时期起%黄州的佛教信仰风气浓厚%禅林寺观不断兴建%大小佛寺僧人众多%外地僧侣也

纷纷前来筑庙而居&同时%本地又崇信方术%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方士%士绅不仅相信神灵的庇佑功

能%以神权来威慑民众(劝化向善%还崇信佛道%借以养身体道%构筑自己的心灵空间和生活方式&这样%

士绅静心修禅(修炼方术(结交僧道%以居士自称%在当时可谓蔚然成风%其中著名者主要有"蕲州的顾

问(顾阙兄弟%麻城的梅国祯(梅之焕(曹胤昌%黄梅的石?玉(汪可受%蕲水的官应震等&

-一.参禅静修

晚明黄州士绅祝发为僧或耽于仙道者不乏其人%诸如黄冈诸生袁文炜-释心死.(麻城士子周之首

-释道一.(广济诸生游明-僧彻崖.(增生饶定中-禅号海门.及黄陂的方一麟等&不过%最为普遍的不是

出家%而是归隐静修"要么是宦游归来%参禅静修%体道养生'要么因仕途不顺(厌倦世俗而归隐&

以梅国祯为首的缙绅之家!!!麻城梅氏%该家族中无论男女均崇信佛教%深受侨居此地(被后世称

为异端学者的李贽的影响%当时李贽祝发于麻城芝佛寺%不拘礼节&梅国桢尚在驰骋疆场时就将李贽(

公安三袁等引为知己%与无念禅师书信往还%并产生)归而与其徒醉酒逃禅*的念头!

'其姊梅国晋%即

梅喜佛%法名)南无欢喜佛*%姊夫陈楚产宦归后数十年%即宅为庙'其女梅澹然落发为尼%建绣佛寺居住%

拜李贽为师%书信往还'其子梅之誮%曾是复社成员%)晚且祝发披缁%粗衣砺食*

"

'其侄梅之焕号信天居

士%从无念禅师信佛%在麻城建造多处寺观&

黄梅的汪可受致仕后%建挪步园%静修其间%并以宰官身护法黄梅老祖寺&他捐建巢云庵%延请名僧

万辉住庵%请石门(憨山二大师前来讲法&他还研究佛经%曾)依释*#楞严经$%与门人刊刻宋僧道肯的

#集篆金刚经$%付梓流布&

士绅除了崇信佛教外%还研习道教方术%置身其中%兴趣浓厚&黄陂诸生方一麟%自号湛一%曾到太

和山习摄心术%岩居数年&时人劝导他归于理学%他执迷不悟%振振有词")吾侪方外学亦有秘诀%待人而

传%谈圣学何容易耶+*后来还吸引儒士%)偕之入山习静*

#

&曾经因传播王学颇有影响的蕲州二顾!!!

顾问(顾阙%晚年却深居简出%养生节食&顾问)暮年不复聚讲%求隐居%好服食丹砂*'顾阙)辟谷五十日%

神益旺*%当地的樊山王朱翊 曾向其请教)不死之道*

$

%顾阙还著有#楞严解$(#楞伽解$(#方外记$等

著述%可谓深入理学而出入佛道二教'麻城的曹胤昌亦是如此%为官不事吏治%对上司谩语讥诮%被遣归

后%)益放浪于佛仙*

%

%归家后构筑立浪园%读书其中%精研佛理&

&

-二.为方外交

明代中后期黄州士大夫一般都曾涉足寺院%前往游览观赏(拜谒大师(聆听禅师讲经%甚或曾在寺里

读书备考'僧人也乐于结交士绅%因此士绅与僧侣道士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彼此仰慕%谈心论道%作诗品

茶%士绅为僧人提供衣食居处%建立庵寺%作传记碑铭%并帮助解决佛教事务&

黄州士绅所交僧友众多%其中不乏海内名僧&麻城梅之焕%)于禅宗彻心抉髓(单刀直入%早岁李龙

湖深器之%与无念(道一(愚庵诸师游%各有相入%而究无一字*

'

'黄梅汪可受与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德清

交往%为其修建庐山五乳峰法云寺捐资%德清曾前来黄梅拜访他'蕲水的官应震多结僧友%延请僧云峰至

竹影楼%啖以酒肉%死后为之作寿僧传%又与班道人)为烟霞泉石之盟%居竹影园小楼十有五年%晨昏礼

佛%坐卧一蒲团*%又与行脚入蕲的浙江僧人秀峰辩难%为方外交6

&

士绅在与僧人探讨佛理时%往往因禅机而大开眼界%别见洞天&蕲州的顾景星记述与言锋禅师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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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国祯"#梅国祯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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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郑
!

重(余晋芳"#麻城县志前编$卷九%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十六#里中三异人传$%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

集&

顾景星"#白茅堂集$卷四十五%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

集&

曹胤昌"#蔬堂文集$卷四%民国三年重刊&

郑
!

重(余晋芳"#麻城县志前编$卷一%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梅之焕"#梅中丞遗稿$卷首#行状$%清顺治卫贞元刻本&

多
!

琪(王鸿举"#蕲水县志$卷之末%光绪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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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说")丁巳春%访予窥园%相见倾倒%随以语录见寄,,余大叫拍案%酒盏振落%因书为言峰禅师语录

序&*

!梅国桢对无念禅师的指教深表叹服%并再三请教%书信往来"

&明清之际%有些士绅因不愿仕清而

削发%如黄梅四祖寺的戒显%本是太仓诸生%因)国变为诗哭文庙%祝发为僧*%)素工书%有求者%写经藏偈

语以赠*

#

&这样%士僧之间有着共同的兴亡感怀%友谊因此加深&

士僧还共结文社(善社%一同参与社会活动&蕲州士人)雨湖七子*与东山寺僧鸣庵共结雨湖
*

社%

徜徉山水(吟诗作画%成为诗友'蕲水浴莲庵住持道惺著#秋影楼诗$%顾景星为之作序%四明的周斯盛选

其中
#"$

多篇刻印$

&士僧还结善社%共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万历间蕲州乡官袁世振迎归宗禅师住

持宗远庵%结十斋社%

'蕲州王珙(卢
+

延请石平禅师至真慧寺%缔结广岩社%同社的还有洪天擢(张登衡

等%顺治时他们共同收瘗骸骨%扩大此前石平禅师独自收骸的行为&

&

-三.捐修寺庙

晚明士大夫捐建寺庙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寺庙%或是为僧友主持而建%或为自己修禅而建%或即

宅为庵&如麻城大雄洞%由周思敬建%后来其婿曹胤昌曾读书其中'芝佛寺%由周思久构楼%作为李贽振

锡著述之所'蕲州的宗远庵%由袁世振为僧归宗建'水如是庵%官应震为高僧无空建&到明末之际%不少

士人又建寺隐居或祝发修行%如麻城进士陈儒朴建泊石庵隐居'诸生沈必超清初不肯从辫发之令%建石

磬庵隐居'戴益吾归宦而卜隐于伏龙庵%并置祀田五斗'蕲水诸生周君敬在甲申变后遁入空门%养静于乐

香庵'

&

对于一些历史悠久的寺庙%士绅积极参与修缮(维护%使之能继续传承(光大&在僧人提出请求和建

议后%士绅倡导捐资%募集香火田%并监督管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六祖受衣钵的黄梅东禅寺%

万历时%六祖殿由汪可受建%五祖殿由石?玉建'黄莲镇的黄莲庵%由汪可受建%贡生汪方长重修'黄梅西

关外的武当宫%万历十年-

!1%#

.推官曾维伦建%倾圮后由汪可受重建6

'蕲水圆通庵%万历间由僧秀峰

建%阎民球捐资倡首%李应运襄助%官应震立碑记事7

&

在晚明特殊的氛围下%士绅往往乐于与高僧探讨心性问题%慷慨捐资修建寺庙%士僧既有共同的兴

趣爱好%又共同参与僧俗事务&这样%在对佛教道教的浓厚兴趣中%在与僧人密切的交往中%士绅的生活

重心不免向信仰的世界倾斜%原本心中应有的儒家圣人形象难免被冲淡%也不免时而无视礼教规范%所

从事的社会事务则相对减少&

二(清初士绅信仰的变化

-一.佛道信仰热情减退

黄州士绅对佛道信仰的浓厚情结%主要集中于晚明%延续到清康熙初年%此后%士绅之于佛道二教热

情大减%风气悄然移易&

清初时许多寺庙高僧仍然人气旺盛%如慈翁森-圆照国师.于黄梅老寺开堂说戒%其)门风高峻%当其

说法%万善殿中金紫缁白俱集%出游五台%?旗扈从%王公贵戚而下皈诚礼足,,*

89:当时的盛况可见一

斑%从游者如云%其中当不乏士绅&

黄梅蔡山寺的情形则清晰地显示了变化%黄利通记述到")康熙初年%僧交朗主席兹山%以禅门耆宿

名重诸方%堂殿修洁%竹树阴森%一时贤士大夫往往从之游%余亦尝一至其室%二十年来%星移物换%梵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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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十六#言锋禅师语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

集&

梅国祯"#梅国祯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

年%第
!#!

页&

覃翰元(袁
!

瓒"#黄梅县志$卷三十九%光绪二年刻本&

多
!

琪(王鸿举"#蕲水县志$卷之末%光绪六年刻本&

封蔚秖(陈廷扬"#蕲州志$卷三十%光绪十年重校本&

顾景星"#白茅堂集$卷四十四%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

集&

多
!

琪(王鸿举"#蕲水县志$卷之末%光绪六年刻本&

覃翰元(袁
!

瓒"#黄梅县志$卷十四%光绪二年刻本&

多
!

琪(王鸿举"#蕲水县志$卷之末%光绪六年刻本&

覃翰元(袁
!

瓒"#黄梅县志$卷三十九%光绪二年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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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缁素罕到%非独嗣法无人%亦以岁比不登%民力竭而僧缘悭%竿灯暗淡%佛亦末如之何矣2*

!可见%

从康熙二十年-

!"%!

.后%寺庙变得冷清%士大夫从游亦减少了&

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士僧关系上&明代那些与士大夫交谊深厚的僧人%往往都有让人倾心折服的智

慧和品德%又精通佛理%士绅与之参透玄机(谈心论性或吟诗作画%乐在其中%所以往往特地为其建造寺

观%作为驻锡之所%或为共同交往场所&其时%士绅有一定信仰上的诉求%士僧之间有一种心灵的契合&

而清代的僧人道士则由讲道(悟禅而转变为立坛乞雨(驱治邪魅和做佛事道场%日益世俗化%僧人素质降

低%不再受士绅的敬仰%原有的亲密关系随之消失%同时%在明清之际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士绅也不再有

建筑心灵苑囿的雅致%不得不埋头于实际的生活%重建自身的地位&从此时的士绅书信(交谈中很少看

到探讨佛理心性等内容'佛教的著述较明代大为减少%明代除顾阙的三部之外%尚有黄梅瞿九思的#佛

钥$%汪可受的#道心亭说$%清代的则只有麻城汪锡朋所撰#心经解$(#一贯录$

"

&

而修建寺庙的情况更能说明士绅热情的转移&晚明黄州缙绅往往将财力用于投建寺观%而清代的

士绅大多投向一些公共的(实用性的工程和事务%诸如学宫(考场(水利(边防等社会工程%以及族学(义

学(育婴堂(讲会(文社等公共活动场所&如麻城义合区的宋家庙%鲍鹏尝于此授徒%从游者众%程德楷(

袁铣皆受业于此'天齐区大士庵%光绪时陈富林建%庙与田已全部立案捐入陈氏开办族学#

&而麻城的

寺庙作区公所的相当多%清代多达数十个%如八里畈区的沙堤寺%光绪间本区西村人筹款修葺%为办公会

议之地&蕲州广缘寺%同治九年-

!%0$

.太学生龚蓔兄弟
0

人于寺中设育婴堂%并置田作收养费用$

'蕲

水长庚庵%康熙年间张屏公等在其旁建辅仁义学%为会文讲肆所'罗田的紫云台%道光初年%庠生江启泰

等募建庙宇并置田%议倡文会%

&

清代士绅修缮和维护寺庙%其心态也发生了变化&雍正时黄梅岁贡喻化鹄表白自己为东山寺捐香

火田")先君生平嗜善%度力稍可济物者靡弗为%康熙丁亥以一天门庄田一所入东山禅堂斋僧一事也%余

以先泽所在未敢忘东山,,余曰")然功德几何%余宕有幸心顾先君既已为僧食计%而食今无所是%亦先

君未完事也%余小子何敢辞+*

&可以看出%清代士绅是为了承续祖辈先人的遗志%或者是出于士大夫的

责任感将寺庙作为一种名胜古迹(文化传统来保护和传承%而不再是出于对自身信仰因素的考虑&

-二.寺庙变为香火庙

明代以士大夫个人出资兴建的小型寺观%到清代大大减少%绝少专为某位高僧而建%而阖族建庙或

全区公建的明显增多%麻城的这种变化尤其显著%#麻城县志前编$)寺观*编有清楚的显示&黄梅新寺%

即道镜庵%明代建造%到清朝石仙朗(桂寅初(徐国鼎(吴天相(程国治(柳焕眉(王瑞卿等七姓重建'黄梅

高塔寺%为唐朝古寺%明永乐五年僧永恭置佛堂(廊房%乾隆年间僧德珍募化重建%邑人石灿曾为之作记%

咸丰四年-

!%1&

.寺被兵毁%由唐姓复建后重佛堂'

&

清代%那些晚明士绅捐建的佛寺往往转变成了由宗族供奉的香火庙-又称家庙.

6和村庙%庙中供奉

祖先%或兼供神佛%或只供佛像%甚至具有历史渊源的寺庙到清代转变为香火庙也较普遍%或因士绅附会

说是自己先祖所建%或因由某个家族维护重建而转变&如天池庵%前明宋氏建%乾隆年间张文清祖承买

重建%永为香火&那些祖先所建庙宇或读书处往往由后代直接变为家庙%如黄梅巢云寺%)旧名挪步园%

汪可受建&可受解组归静于此%后改建为寺%内有可受祠%塑像祀之%有山场课米三斗%汪户完纳%乾隆二

年-

!0/0

.监生汪抡等重建*'龙坪镇的梅源寺%系廪生石纯若山场%内建墨庄书院%康熙六年-

!""0

.重

建7

%石府为了纪念其先祖石?玉%还在墨庄书院旁边又修建了一座宗祠)梅源寺*&明代陈楚产以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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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的陈家庙%到
!./1

年时%其后裔仍为香火奉祀之!

&

-三.对礼教的坚守

从明代开始%黄州的佛教世俗化%各种民间宗教大行其道%香火兴旺%士绅亦间杂释道信仰%这让儒

家伦理思想的正统的地位受到冲击%孔庙及一些正祀贤祠不受重视&不过%在清政府的控制和引导下%

在重建儒家社会秩序的需求中%士绅崇圣道(固根本的观念复苏%重申礼教维护纲常的重要作用&嘉庆

年间黄梅的喻元鸿分析夫子庙不如其它诸庙香火兴旺的原因是"鬼神能福善祸淫(消灾免害%所以人们

乐于佞佛求仙&但他坚信")然而五经四子之书至今具在也&五经四子之书一日不废%则虽贪生求富贵

之徒日充满于天下%必有一二志士间出其间%必有一二大贤倡明其后%其为被圣人之泽者自不待言%即不

然%农工商贾百家技艺之术%其先莫不从事诗书文字也%功名之士莫不藉是为进身之阶也%因诗书文字进

而稍识礼义廉耻%其为被吾夫子之泽者%又不待言&*最后他得出)此吾夫子所以生则冠百王%没犹冠百神

也%此吾夫子之所以大也*的结论"

&

士绅认为礼教的作用至重")正一身以正家国天下者%其惟礼乎*%)苟试绳之以人亲人长(天秩天叙

之大原%彼必无能与吾道抗%而吾儒之说乃可常伸于宵壤*

#

%相信人伦亲情的优势%以之与其它神佛争

长角胜&

士绅们响应官员的倡导%积极修建夫子庙和学宫&雍正十一年%蕲州文庙修建时%)时州牧会同学官

集乡城绅士议论修建并举分任专责%蕲士人服其议%合志劝捐*%由庠生陈于座(王銮(张?(李时可(国学

生王镇(黄载安等捐修文庙的儒学头门$

&乾隆年间黄梅的太学生喻于智)任邑事如其家事*"建文昌阁

时%)亦属督修%费不足%独捐银一千七百两有奇*%县令薛乘时捐俸倡修文庙学舍%喻于智偕同陈士元等

!#

人督修%工程浩大%喻于智任劳独至%

&蕲州的张石潭在孔庙重修时%以为己任%专任其事%)垂三年而

后成%共费白金一万有奇*%自称并非为了获取名声%而是为自尽其心&

&黄梅喻氏世代尽力修建夫子

庙")吾梅夫子庙初修于乾隆某年%曾王父韦斋公董其事&兹嘉庆元年%吾父与叔偕邑人续修之%事成%吾

父既为文以记%故不敢复有赘说&*

'

由倾心于佛道信仰到为礼教争正统%由捐建佛教寺庙到以修建文庙为己任%士绅发生了由任凭自身

兴趣到肩负社会责任的变化%本阶层的意识逐步回归&

三(士绅信仰变化的原因分析

-一.政治环境的影响

明初%太祖设计了一套以儒家礼教为正统的思想秩序%对各种宗教信仰进行严格规范的管理%将各

种信仰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打乱了明初统治

者所设计的理想的统治秩序%对于财货的追求%冲破了礼治规范%风俗的奢靡%人们思想陷入多元和混

乱%理学思想失去控制力和影响力%导致统治危机日益显露&世宗沉迷道教%神宗数十年不问朝政%政治

腐败%及至晚明%阉宦弄权%东林人士蒙冤%边患侵扰%明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思想上的迷惑(对朝政的失

望无助%以及人生的失意%使一些正直的士绅在努力抗争的情况下陷于苦闷和沉寂%隐迹山林&正所谓)海

内荐绅多廉退之士%晦迹林壑%怡养性命*%当时的黄州就不乏返归乡里(隐居山林(逃禅避世的官宦&

明世宗迷信方术%尊崇道士&方士争献秘法仙药&神仙之说%风动朝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麻

城的陶仲文深受皇帝宠爱%极一时之盛%势必诱惑一些黄州人追求方术奇技(崇尚轻侠%以邀恩宠(以为

世用%以至于在名儒门下方士间出&正所谓")方是时%四方承平禁网疏阔%海内蓄食客招方士法所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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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者流自王守仁而下门墙充禼%稍杂异端%布衣之雄则颜铎梁汝元%聚讲动数百人%何其盛也%然而末

年不免于祸&*

!同时%晚明黄州本地佛教兴盛%活跃在蕲州(黄梅的著名僧人%如四祖戒显(千仞冈等%延

请高僧%开堂讲道%又不断联络士绅%深深吸引士绅参与宗教活动&

及至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张献忠来犯%黄州官绅士民组织抵抗%士绅筑堡御敌%亦有全家潜入寺院避

祸而步入佛门的%易代之时%又有一部分士绅因守节不仕%不得不遁入空门%剃发为僧&

清初%顺治帝颇爱佛法%乐参释理%不断召见高僧%因此佛教继续兴盛%信士众多&但康熙帝开始崇

儒重道%将程朱理学定于一尊%整个统治进入儒家伦常的正常轨道%对佛道等宗教信仰管理趋于规范&

这样%随着清朝统治渐稳%思想教化的政策加强%控制逐步严格%士绅为获得社会地位亦开始注重承担其

社会责任%教化乡里%或受朴学风气影响%宣喻圣贤%研经证史%佛道信仰因此逐渐淡出&

-二.学术思想的转变

明代中后期%王阳明的心学兴起%其在黄州的传播声势猛烈%在理学家顾问(顾阙和耿定向(瞿九思

等的带动下%士绅在地方官员的支持下开办书院%授徒讲学%吸引四海学者名家如李贽(何心隐(焦等

前来&黄州的心学家包括耿定向在内%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被归于泰州学派%基本上都属于王门左

派%他们的思想中明显地掺杂着释道二氏的思想%理学禅学的边界模糊&圣严的#明末佛教研究$)居士

佛教*一章%探讨居士与理学家的关系"

%其中的居士!!!李卓吾(管志道(焦(袁中郎%均是与黄州的

士绅有很深交往的%且都曾来到黄州&其中%李贽因与耿定向和定理兄弟讲学投缘而来黄安居住%后移

居麻城周思久(思敬兄弟处'管(焦系耿氏门人%袁中郎与李贽及梅国祯关系甚洽&

李贽在信佛的路途上走得更远%在黄州掀起了波澜%极大地影响了黄州士绅&)卓吾遣妻女反温陵%

独携一仆%祝发于敝县石潭芝佛寺%收徒百余人%以僧深有谓为首座&*

#耿定向因担心从学者对李氏靡

然从风%苦口匡救%而他自己则)于佛学半信半不信*%而麻城梅氏家族信仰佛教无疑都是深受李氏的影

响&另外%李贽与公安三袁关系甚笃%都信仰佛教%而黄梅的石?玉(汪可受为师徒%他们与三袁(麻城梅

氏都有交往%袁宏道与石?玉曾先后在苏州任太守(知县%汪可受曾参与袁氏兄弟在京城所结的蒲桃社&

所以%黄州的众多佛教居士相互交往%形成一种讲学修禅的风气&

在学理上%心学与禅学有相通之处%居黄梅老寺的香林和尚%尝对众人说")汝等但信自心即佛%更莫

外求*

$

&士绅认为)心即理*%也接受)自心即佛*%所以他们乐于与禅师交往%讨论佛理%甘心乐意地参

禅静修&

清初蕲州的顾景星对晚明黄州的理学家杂禅的情况很了解")万历中%海内晏然%风俗霨粹学者喜谈

性命%颜山农(何心隐之徒间窃佛氏参吾儒%李宏甫逃儒而释%智辨皆足移人%于是佛儒其辨如线&先大

夫中岁谒部得郡判%病足不仕%侍曾大夫-按"顾阙.处林下%所从游多颜何弟子%故间取佛氏以广情而远

俗焉&*

%顾阙的从游者多为颜山农(何心隐之类%讲学的方式类似于禅门的棒喝(顿悟%因器重颇有道术

的王化醇%被人评价为)排异端而爱灵石*%与朱熹)辨二氏而注伯阳*相提并论&

在当时的黄州%还出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麻城的士子周之首%号道一%他认为天下万世同归于混

元之道%只因儒释道三教教门一开而渐起藩篱%他倡导三教合一%)拟标三教像%合事一堂之上*&梅之焕

作#募铸三教像$

&

%为之阐扬&这都表明黄州的理学具有很浓厚的释道色彩&三教相通的观念%儒释道

之间没有鸿沟和明显的边界%因此士子认为探讨理学即探讨心性(佛理(道术%均属探讨学术&

但是%王学自身尤其是左派王学的杂禅引发了理学界各派的攻击%开始)由王返朱*%随着康熙帝将

程朱理学定于一尊%王学走向了沉寂%致使深受其思想影响的黄州士绅之佛道信仰也渐渐冷却&另外%

学术风气发生转变%学术界出现了辟佛的倾向%乾嘉时期%文人学士开始转向研经考古%由尊德性而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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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不再心驰于心性的辨析%而埋头于经典的考证%从事实际的学问%儒释相通之处无人问津&

-三.士绅群体的变化

据林济对黄州宗族的研究!

%明中后期%黄安耿氏(麻城的周氏(刘氏(蕲州顾氏等为中心的士大夫

集团%他们活跃于地方社会%具有巨大社会特权%甚至以地方保护者自居%把持地方事务&而到清代%士

大夫集团因为受到打击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下层士绅居多的状况&

随着明清全国各地宗族的兴盛%黄州的宗族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起步%到清代渐渐兴盛&这些下层绅

士努力营造宗族%通过宗族集体来扩大影响%提高声望&而且%)低级士绅作为一个由儒家政治所造就的

社会阶层%他们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本身就富有政治色彩%低级士绅中不少人往往具有通过自己政

治实践来达到/安邦济世0的政治理想%他们/穷则)寓治于教*0%热衷于在村垸社会推行文教礼治&*

"他

们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不能凭一己之力兴建%而只能靠团结族人%举全族之力以筹集寺庙的修

建费和香火费&而且为了凝聚族人%加强对族人或地方的控制%他们兴建香火庙或土神庙%或者将原来

的传统寺庙和其祖先所建的寺观转化成本族的家庙&罗田王葆心对其家庙的描述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吾族在明代多喜立庙%入清代多喜结集神会&惟立庙多一人独割产为之%神会则合本地附近同族及他

姓人为之&此可见一时风气%即可瞻全县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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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士绅热心于佛教道教信仰%热衷于佛教事务%在对理学的探讨中%将心灵游移于神佛的世界%此

时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有微妙的变化%生活情趣致使其越出了礼教的规范&但到了清代康熙朝

以后%佛道信仰热忱消失%关闭了别有洞天的心灵空间%重新回到现实世界%本阶层意识增强%主张以礼

教教化民众%走上既有的建功立业之路&

晚明士绅游移于佛道信仰和礼教之间%是借心学和佛教兴盛的东风%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氛

围基础上%对官场时局的不满和自身境遇的感怀中而出现的&笔者认为"士绅热心于佛道事务%醉心于

心性探讨%是基于该阶层的特殊需求"一是精神的追求%即借神佛来安慰自己的心灵%寻求公正%丰富自

身的精神世界%增加自己的生活情趣'二是事业的追求%士绅在俗世的功利追求之外又开拓了一个事业

空间%即经营佛道等宗教信仰的事务%帮助佛教复兴%利用神道设教的传统%和僧友一道共同致力于挽救

现世危机%救助苦难的民众&这是其建功立业的又一个途径%同样可以实现其人生的价值&

晚明这类具有佛教信仰的士绅为数不少%连同众多文学居士和僧人形成了一个社会网络%具有较大

的声势和影响%但并非就如同卜正民所说的形成了具有一定)自治空间*的)士绅社会*&士绅热心佛教

事务%也掌握了一定的地方社会威权%但是他们并不是仅仅因为靠捐建佛寺而获得地方社会的威权的%

而是其士绅身份本身固有的%以及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众多活动中形成的&士绅倾心佛教%只是心灵空

间里添入了神佛的内涵%丰富了生活情趣%但其本阶层的责任感和对文化趣味的注重是深入骨髓的%他

们找到儒释的契合点!!!济世利民%来实现自身的抱负'他们与地方政府是相互配合的%甚至官员还要

仰仗士绅的威望和协助%所以%士绅没有必要通过捐建佛寺来形成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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