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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江映月———星云说偈》的选偈范围

与特征探微
　
罗　凌

摘　要：佛教诗选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可以提供一个立足宗教本位立场来探讨中国诗

歌史的重要维度。《千江映月———星云说偈》属于佛教诗偈的选评本，涉及选偈的范围和

标准，并建构出其诗选学的特征。其选偈范围，体现在时空、宗派信仰和体式三个方面；其
选偈特征方面，除了外在显性的宣教文学特征，亦存在内在隐性的宣教体系，仔细分析每

一则偈颂所呈现的核心旨归，不难见出个中星云法师所援据的信解行证四门方便法；至于

其语言风格层面，则表现为选偈标准上和阐释层面上的语言通俗性而非典雅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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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来，佛教偈颂和传统诗歌逐渐融合，拾得和尚这样说：“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

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①因此，对于诗与偈，不再强调其分别，而混称诗偈，而且

随后出现了大量僧俗创作的诗偈作品。佛教的诗偈，本来是活泼自在的诗性文字，其能指

导后学直指人心，见性悟道。然而现代人在阅读这些直润心田的诗性文字时，在悟解和阐

释层面会出现比较大的障碍。诚如星云法师所说：“传及后世，因时空隔阂或个人体验不

足，使得初学者往往欲一窥堂奥，却不得其门而入。”②１９８９年元月，佛光山电视弘法委员

会邀请星云法师在台湾电视公司主持“每日一偈”单元，节目延续长达两年之久。后整理

结集，便是《千江映月———星云说偈》（下文省称《千江映月》）成书的由来。《千江映月》共

选取诗偈１００首，并予以言简意赅地解说。既然其属于佛教诗偈的选评本，就涉及选偈的

范围和标准，并建构有其诗选学的特征。

一、选偈范围

唐代以来的僧人诗偈，可谓诗界之奇葩，同时，文人士大夫以及民间诗人在体验佛教、

玩味诗意的过程中，也撰著有大量涉及佛教主题的诗偈，共同构成洋洋大观的佛教诗偈别

集、总集和选集。如《唐音癸签》卷三十之“方外部”中收录唐代诗僧的作品集，计有２６部

之多，另如宋僧有雪窦重显编《颂古百则》、子升等编《禅门诸祖师偈颂》、慧湛等编《禅门拈

颂集》、无准师范撰《偈颂》，尤其是南宋法应集、元代普会续集《禅宗颂古联珠通集》，为现

存最早的诗偈作品总集，汇集了５７００多首诗偈，可谓花繁锦簇。
《千江映月》出版２０年以来，随着佛光山佛教推广的深入人心，这个诗偈选本在海内

外产生深远的影响力，可见星云法师的选偈范围和标准，亦有用心独到之处。《千江映月》

①
②

项楚：《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８４４页。
星云法师：《千江映月———星云说偈·序》，佛光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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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偈范围，具体可以从时空、宗派信仰和体式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则为时空范围。严格学术意义层面的诗偈，其发生较早，佛经翻译文学中就已经出现了诗偈的雏

形。随着佛教的中国化，佛经翻译文学与传统诗歌相互影响、融汇，发展到唐代，诗偈逐渐生成为一种颇

具特色的诗歌文学体式。
《千江映月》所选诗偈，主要以撰作时间为顺序进行编次。其中有三则诗偈署名为“古德”，分别是第

２则“人生难得今已得”、第３则“佛在世时我沉沦”和第４则“向前三步想一想”。经考订，第２则当为近

现代高僧德森法师所作，第３则选自宋代永明延寿禅师之《三时系念仪范》，第４则文献无征，笔者怀疑

当为明清以后的作品。另外，第５则当为唐代印度高僧阇那多迦所译《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中“第六

跋陀罗尊者”之颂，而非原署名晋代之跋陀罗；第９则“终日寻春不见春”当判断为元代无名比丘尼的作

品。从选偈的时间范围来看，唐以前的诗偈，星云法师不予收录；清代佛教中衰，名僧名偈不多见，亦不

予选录。《千江映月》所选编的诗偈大致可以分作唐五代时期、两宋时期以及元明时期三个大的时间段。
具体唐五代时期，选偈２６则；两宋时期，选偈３６则；而元明时期，选偈３６则，另有２则，一则为近代，一

则不能确知时代。唐宋时期是诗偈的创作高峰阶段，《千江映月》所收录的诗偈则达到６２则，占据绝大

多数。宋代以后，包括禅宗，也开始逐渐衰微，故元代仅仅选录了４则。明代虽说选录了３２则，但是除

去所录憨山德清２２则诗偈的这种偏爱之外，其他人仅仅收录１０则。因此，从时间层面观照，星云法师

尊重了诗偈本身的时代发展规律，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对唐宋时期有相应的强调。
从选偈的地域角度来看，《千江映月》并不局限于国内的高僧大德，也包含了国外如印度、朝鲜的几

位高僧。印度高僧所传译的诗偈，共有２则：即第１则，为实叉难陀所译八十卷本《华严经》中的１则偈

子；第５则，为阇那多迦所译《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之“跋陀罗尊者”颂。朝鲜高僧则选录１则，即第

１５则，作者为后世尊为地藏菩萨的金乔觉。
国内范围是选偈的重点。其选偈的地域，我们不拟分具体省份进行区别，而采用川蜀、山陕、江浙等

大区域予以归并，文人居士等以其籍贯为地域之准，禅师则以其住山限域为准。有姓名可考的诗偈作者

共计５５人，其中川蜀之地有知玄禅师、性空妙普禅师、张无尽、苏轼等４人；山陕地区有杜牧、白居易、孚
上座等３人；河南河北有赵州从谂禅师、圆泽禅师、长灵守卓禅师、怀志禅师、枯木法成禅师等５人；江西

湖广有石头希迁禅师、洞山良价禅师、龙牙居遁禅师、五祖法演禅师、兜率从悦禅师、云盖智本禅师、同安

常察禅师、佛印了元禅师、黄龙慧南禅师、天如惟则禅师、王安石、朱熹等１２人；皖闽地区有黄檗希运禅

师、白云守端禅师、龙门清远禅师、此庵守净禅师、慈受怀深禅师、憨山德清禅师、朱元璋等７人；江浙地

区有德森法师、永明延寿禅师、鸟窠禅师、大梅法常禅师、布袋和尚、寒山禅师、瞎堂慧远禅师、无门慧开

禅师、天童正觉禅师、浙翁如琰禅师、石屋清珙禅师、净土惟正禅师、雪窦重显禅师、晦山愿云禅师、浮峰

普恩禅师、恕中无愠禅师、楚石梵琦禅师、呆庵普庄禅师、莲池大师、于谦等２０人；另外还有零星的区域，
如陇右的李翱、山东的宗渊禅师、北京的耶律楚材以及不明属地的张拙秀才等。个中不难见出，江西湖

广与江浙之地占据了绝大多数，尤其是江浙地区，占１／３强。江西湖广是禅宗兴起的重要区域，禅宗五

家宗派多与此地相关；而江浙则是宋代以后禅宗发展的中心，历代高僧辈出，兼之星云法师籍贯江苏，故
选录诗偈相对较多。

二则为宗派信仰范围。中国佛教有所谓八大宗派之说，星云法师的选偈并不强调宗派信仰范围属

性，故《千江映月》收录有不同宗派信仰传承的诗偈。但是，鉴于禅宗在佛教史上的强势地位，《千江映

月》所录１００则诗偈，其中８７则与禅宗有关联。具体从禅宗不同宗派的角度分析，与临济宗相关的诗偈

达５７则。最令人注目的是，选录了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禅师２２则诗偈。憨山德清禅师（１５４６
－１６２３），安徽全椒人，号憨山，法名德清，谥号弘觉禅师。其人辩才无碍，具足菩萨行，曾经卷入朝廷政

争而获罪，发配广东，但在苦厄中，中兴曹溪南华禅寺，多年弘法护教，为当时佛教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契

机与空间，是明代佛教史上杰出的内护。从宗门角度说，憨山德清禅师为临济宗门下，而星云法师则为

临济宗第四十八代法嗣，故 这 种 偏 爱，也 颇 能 体 现 出《千 江 映 月》以 禅 宗、甚 或 以 临 济 宗 诗 偈 为 主 体 的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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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禅宗，与其他宗派相关的诗偈，如华严宗：第１则偈子选自《华严经》，其为华严宗的宗经，则与

华严宗有所关联。净土宗：第２则偈子出自德森法师，德森法师追随印光大师，是净土宗的大德；第３则

偈子源出永明延寿禅师，则相对复杂，因为永明延寿主张禅净融合，既被尊为禅宗法眼宗三祖，又被推尊

为净土六祖；第４２则偈子语出净土惟正；第７６、７７、７８则偈子出自莲池大师云栖袾宏，其为净土八祖，故
皆当与净土宗存在关联。天台宗：《千江映月》选录的第２５和第２６两则寒山的偈子，寒山隐居天台国清

寺，虽没有明确的宗门派性，但是多少与天台宗建构有联系。
除了不同宗派，佛教内还有一些菩萨信仰范畴。星云法师选录的第１５则，是金乔觉的一首偈子，金

乔觉即后世所尊之地藏菩萨，则与地藏信仰相关；又选录了布袋和尚四则偈子，分别为第２１至第２４则，
布袋和尚即弥勒菩萨的化身，其中展示出与弥勒信仰的关系。

居士佛教是佛教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唐宋以来的居士佛教有长足进展，故星云法师选录了一部

分士大夫居士的诗偈，如李翱、白居易、张无尽、王安石、苏轼、耶律楚材等。
以上是佛教宗派信仰范畴的选偈。比较有特色的是，《千江映月》还选录了一些佛教界外人士，如第

８则杜牧、第１０则张拙、第３８则朱熹、第６８则于谦和第７０则朱元璋，这些人众，与佛教有一定的联系，
但是并非佛教宗派人士，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星云法师不专主一家的选偈范围。

三则为体式范围。《千江映月》所选一百则诗偈，体式较为规整，其中９９则为七言四句，唯有一则为

七言八句，即第１５则金乔觉的偈子。但是我们发现星云法师在体式选择层面，并没有一定之规，举凡长

颂短偈，只要能够进入星云法师的法眼，与其选偈标准相应，则予以简择。因为我们发现一部分偈子，其
本身并非仅有七言四句，而星云法师在选偈过程中，为了保持全书整体体例的一致，对这些偈子有相应

的截取。最典型的例证即第１则偈子：“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常处此

菩提座。”《华严经·如来现相品第二》所载全首偈颂原文如次：“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

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法界周流无不遍。一切剎土微尘数，常现身云悉充满，普为众生放

大光，各雨法雨称其心。”①原偈颂是一首长颂，有四十句，而星云法师只是选取了其首四句。又第２则，
为近代高僧德森法师在灵岩山寺述偈：“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

度此身。西方急急早修持，生死无常不可期，窗外日光弹指过，为人能有几多时？人命无常呼吸间，眼观

红日落西山；宝山历尽空回首，一失人身万劫难。一句弥陀最方便，不费工夫不费钱；但教一念无间断，
何愁难到法王前。”②星云法师亦仅取前四句。第３则，语出《三时系念仪范》：“我等自从无量劫，不知不

觉染诸尘。佛在世时我沉沦，今得人身佛灭度。懊恼自身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我今对佛法僧前，
一一披陈皆忏悔。”③所述诗偈为七言八句，星云法师所选诗偈为截取中间四句。第５则，为《十六大罗

汉因果识见颂》卷一“第六跋陀罗尊者”之偈，④《千江映月》所选四句，仅仅只是这首二十八句长颂的中

间四句。第１０则，《五灯会元》所录为七言八句，《千江映月》仅选取前四句。因此，从体式范围来看，星

云法师遵从的是从不规整中见出规整的原则，但是，选偈内容在整体上却没有明显的割裂之感。

二、选偈标准中的宣教文学特征

更仆难数的文学作品，如何甄辨出优秀典范而且能够作为后世楷式指导后学的精品？因时契机，产
生选本。诗选学堪为狭义范畴的选学，当然也有自己的选诗标准和特征，其应对的是鱼龙混杂的诗人群

体和良莠不齐的诗偈作品，选家的工作是披沙拣金，其“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⑤，故选本的

集萃功能便得以凸现。
如何编选出一部建构有自己特色的佛教诗偈文本？诚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课题。必须注意的是，

《千江映月》作为诗偈的选本，与世俗文学的选本有差别，星云法师并不强调通过评选某类典型的文学作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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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实叉难陀译，载《大正藏》卷十，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１９３４年，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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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寿述：《三时系念仪范》卷一，载《新纂卍续藏经》第７４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２００６年，第７０页。
《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卷一，阇那多迦译，载《新纂卍续藏经》第２册，第８９３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６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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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藉文本的品评来申张自己的文艺观点和诗文审美情趣，以此游声求胜，而是以诗偈的特殊性质来弘

扬佛法，诱人取信开悟，强调选本的宣教功能，诗偈只是一种方便的宣教文学载体。我们可以分析《千江

映月》在宣教层面的显性构成要素：节目主办方为佛光山电视弘法委员会，具有佛光山的宗教弘法背景；
节目主讲人为星云法师，则本是佛光山的开山长老；而其所讲解的内容为诗偈，诗偈是带有浓厚佛教特

征的一种诗歌文学体式；最后，它面对的对象亦当为佛教信众以及对佛法有兴趣的社会人群，仍然与佛

教信仰建构有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千江映月》显性的宣教文学特征。
除了外在显性的宣教文学特征，《千江映月》亦存在内在隐性的宣教体系。从学理而言，内在的宣教

体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则为星云法师在讲解过程中的内在宣教逻辑体系；一则为星云法师所选一

百则偈颂本身所体现出的内在宣教体系。我们主要从诗选学角度探讨《千江映月》的特征，故前者不在

本文研讨的范畴之内。
《千江映月》的宣教体系是怎样建构起来的？细心具体分析每一则偈颂，根据其内容呈现的核心旨

归，不难见出星云法师所援据的信解行证四门方便法，这也是宗门大德宣教的根本法。
信解行证四门直接指示出修学佛法的进程和步骤。所谓信，就是对佛法僧三宝具有正信，对正法拥

有信心，不怀疑正法；同时对生命本体应生起信心，相信自性能够觉悟成道。如《千江映月》所选的第１
则偈子：“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常处此菩提座。”“佛身”指佛的法身，还
可以指佛所具有的种种理想的德性，与宇宙真理的“法性”同义。“佛身充满于法界”，说明佛身、佛法充

溢遍在于世界，在一切众生周边眼前都可以得到呈现。但是佛身法性有变又有常，它既可以随缘化现，
“靡不周”指没有不遍及的地方；又可以如如不动地待在金刚菩提座上。诚如星云法师的解说：“你如果

懂得这个道理，世间一花一叶、一沙一石都是如来法身的显现，都能‘普现一切群生前’。”①因此，对于佛

身、佛法，应该生起正信。至于对生命本体生起信心，确信自性能够成佛这个层面，星云法师强调自性成

佛，选取偈颂甚多。如第２则：“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是佛经中的常用语，东汉安世高所译《佛说阿难同学经》已经有“人生难得”②的表

述，强调人身的难得，应该在此生知闻佛法，方能得解脱自在。因此，星云法师这样阐释：“生而为人，要

懂得修持；即使是天人，若只知道享福，而不知道修持，福报享尽时也会堕落。我们已得人身，如果不趁

早精进修持，在这一生消逝前求得度脱的话，将来要向何 处 超 度 此 身 呢？”③其 主 旨 在 引 导 众 生 生 起 信

心，精进向佛。
除了第１、２则偈颂，另外如第７、１７、２３、２４、２６、３２、３８、６８、７３、７４、７５、７８、８６、９５、９７等１５则偈颂，主

旨都对修学佛法的正信有所强调。确信自己本有佛性、本来成佛，坚信自己真性被染污，去掉染污即可

以恢复清静本性，同时信佛法为正法，先信“自”，后信“他”。对于佛教，能够生起这样坚定的信心，是佛

教信仰的基础，否则其他所谓知解、渐悟、顿悟等都是无本之末，是空中楼阁。
解，指理解与阐释，是对佛法义理获得正解。仅仅有对佛法的正信还不够，在正信的基础上求得佛

法的正解，才能不为外道所迷，才能够破执断惑，才能生起法喜快乐，才能逐渐一切通达明了。如第１１
则所选白居易的诗偈：“特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苦空”
指人世间一切皆苦，名相法我俱空。佛法解说短暂的人生，有三苦、八苦以及无量诸苦；空指缘起性空，
缘起即世间诸法众缘和合而生，性空即众缘和合的诸法，其性本空，唯有空性自体。星云法师这样解说

白居易的困惑：“世间万种苦，有身体的苦、精神的苦，我和人相处不好也苦，物质不调和也苦，求不到想

要的东西也苦，身体老病死时也苦，内心被贪瞋痴驱使也苦……，真是众苦泛滥，苦海无边。”“‘空’是一

种正见，一种缘起，一种般若，一种真理。空有空的背景、内容，空是建设性的。因为空即是色，有空才有

有，有空才有万物，万物亦是空。”④幻梦与人生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人生如梦，却不知浮生是梦中！

·３７·

①
②
③
④

星云法师：《千江映月———星云说偈》，第２页。
《佛说阿难同学经》，安世高译，载《大正藏》卷二，第８７４页。
星云法师：《千江映月———星云说偈》，第５页。
星云法师：《千江映月———星云说偈》，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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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懂得人生如梦的话，梦中何必争人我？就 不 会 太 计 较 人 我 是 非 了。”①人 生 如 幻 如 化，短 暂 如 朝

露，如果体悟到“无生”的道理，超越时间、“去”、“来”的限制，生命就能在无尽的空间中不断的绵延扩展，

不生亦不灭。又如第１３则鸟窠禅师的偈子“来时无迹去无踪”，解说人生的生灭断常；第１４则知玄禅师

的偈子“生天本自生天业”，阐释业报缘起；第１５则金乔觉的偈子“空门寂寂汝思家”和第１６则赵州从谂

禅师的偈子“四大由来造化功”等，都是解释四大皆空的道理；第１８则洞山良价禅师的偈子“不求名利不

求荣”，表面上是说戒贪破执，但其主旨重在第二句“只么随缘度此生”，强调缘起性空之佛理；第２７则龙

牙禅师的偈子“朝看花开满树红”，分析空性与无常，诸如此等，不烦赘述。另有第８、３１、３４、４０、４３、４４、

５１、５３、５５、５９、６０、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６９、７７、８０、８１、８３、８４、８７、９１、９２、９４等共３３则偈颂，个中皆透漏出对

佛法教义的阐释解说。

行即修行，是依据佛法修正自己行为的过程，是一个面对自己心灵、剖析自己灵魂而回归空性的过

程，在这种进程中，逐渐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佛教在修行层面有专门的对治手段，最常见的有所谓灭

贪瞋痴三毒、忏罪、四摄、六度等。如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循此阶次，做到一念清

静，进而打成一片，念念清静，就可以获得般若智慧。星云法师在选偈的过程中，注意到了不同修行阶次

的宗教诱导功能，故《千江映月》中选编了大量与修行法门相关的偈颂。第３则偈子“佛在世时我沉沦，

佛灭度后我出生；忏悔此身多业障，不见如来金色身”，主要是说对于业障的忏悔。第４则偈子“向前三

步想一想，退后三步思一思；瞋心起时要思量，熄下怒火最吉祥”，瞋恨之心生起，一定得三思而后行，是

对治瞋恨之毒的偈颂。第５则偈子“不结良缘与善缘，苦贪名利日忧煎；岂知住世金银宝，借汝闲看几十

年”，指出对名利的贪婪执着会结恶缘，所有的金银财宝，只是临时保存几十年而已，那么，布施而三轮体

空，则是对治贪婪执着的最好手段。第２２则偈子“若逢知己宜依分，纵遇冤家也共和；宽却肚皮须忍辱，

豁开心地任从他”，虽说是知己，也应有个限度；即便是冤家，其实也是逆增上缘，由此诱导众生多隐忍，

则可以豁开心地，亦显示出容人的雅量宽怀。另外如第１９、２０、２１、２５、２８、２９、３３、３６、４２、４６、４７、５７、６７、

７６、７９、８２、８８、８９、９０、９３、９６、９８等２２则偈颂，皆与修行法门联系紧密。

证，就是由修行而证得果位、证得第一义谛。在信解修行的基础上，通过参悟，如果修行得力，有内

在的体验，达到一心不乱、能所双亡，便能亲见自性，当下证得解脱。星云法师在证悟层面所选的偈颂达

２４则，如第６则所选偈子“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馀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这

则偈子尽管是李翱所作，但是其中最核心的句子“云在青天水在瓶”，却是药山惟俨禅师开示李翱的话。
《宋高僧传》卷十七云：“初见俨，执经卷不顾，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倡言曰：‘见面不似闻

名。’俨乃呼，翱应唯。曰：‘太守何贵耳贱目？’翱拱手谢之，问曰：‘何谓道邪？’俨指天指净瓶曰：‘云在青

天水在瓶。’翱于时暗室已明，疑冰顿泮。”②佛教注重开悟，什么是道？断除一念无明现行，消除烦恼执

障，解脱分段生死，道就是青天上的浮云和净瓶中的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道并非神秘的玄义，道
就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无私呈现，关键是我们应该把握当下，有明道之心，各安本位，洞见自己清静本

性，就是解脱证悟。《千江映月》第９、１０、１２、３０、３５、３７、３９、４１、４５、４８、４９、５０、５２、５４、５６、５８、６６、７０、７１、

７２、８５、９９、１００等２３则偈颂，都涉及到见性证悟。佛教的一切修行方法和修行阶次，无非希望修行者摆

脱烦恼执着，其终极目标是获得智慧，解脱成道，这也是《千江映月》编纂的本旨。

三、选偈标准中语言的通俗性特征

佛教诗偈选本与经论注疏和佛家说法的高头讲章大异其趣，《千江映月》的成书，受电视传媒谈话节

目的性质以及受众的市民阶层特征影响，我们能够得知其语言风格上的特点，即选偈标准上和阐释层面

上语言的通俗性特征。

语言的通俗性特征首先体现在选偈标准上。诗偈的创作，在语言上可以呈现出典雅和通俗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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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星云法师：《千江映月———星云说偈》，第３页。
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七，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２４页。



罗　凌：《千江映月———星云说偈》的选偈范围与特征探微

特点。什么是典雅？《二十四诗品》这样阐释：“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

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至于通俗，郑振铎先生

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

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的，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①依此类推，诗偈语

言的通俗性，也就是关注其民间性和大众性，其语言表达更生动、更灵活、更贴近生活，更为大众所理解。

当然，通俗并非典雅的直接对立面，雅与俗本质上属于一种相对的辩证审美关系，是相互依存并可以互

相转化的一组审美矛盾心态：雅到通脱即是俗，俗到极致亦堪雅。《千江映月》的选偈，能够符合语言上

典雅标准的偈子，相对甚少。唐宋时期的诗僧包括执着于文字禅的僧人亦构成一个诗偈创作群体，其创

作雅俗俱存。但是，我们注意到，星云大师在选偈时，似乎有意回避了典雅类作品。知名诗僧，唐代诗僧

以皎然、灵澈、贯休、齐己、寒山、拾得等人为代表人物，宋代亦有参寥子道潜、觉范慧洪、圜悟克勤等杰出

诗僧，但是，星云法师仅仅选取了一个寒山。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禅宗六祖都有传世的偈颂，尤其是

慧能与神秀大师的开悟偈等等，在禅门中影响深远，星云大师却一无所取。包括禅宗的五家开宗祖师，

遗留下不少经典的诗偈，但是，星云法师只选取了洞山良价禅师一则相当浅显简明的偈子：“不求名利不

求荣，只么随缘度此生。一个幻躯能几时？为他闲事长无明。”除了禅僧之外，《千江映月》选偈的诗作者

中不乏学问僧和文人士大夫，学问僧如实叉难陀、阇那多迦等，士大夫居士如李翱、苏轼、王安石、张商

英、耶律楚材等。亦录有文人的诗歌，如杜牧之《赠猎骑》诗、朱熹之《活水亭观书有感》诗等，甚至还选录

有唐代秀才张拙、明太祖朱元璋以及明代名臣于谦等世俗人士的诗歌，可谓林林总总。但是这些诗偈，

并不以语言上的典雅见长，相反，所选录的诗偈，往往以语言的通俗性见长。

语言的通俗性特征还体现在星云法师对诗偈的阐释层面上。一则为用浅近通俗的语言阐述佛教深

奥的概念或义理。如解说唐朝鸟窠禅师的偈子，其云：“有人在旷野中，被狮子追赶，无处可逃，刚好看到

一口枯井，就攀着井中树藤想躲到井里求生，爬到半途，看到井底有四条毒蛇咻咻吐舌，头上又有黑、白

两只老鼠啮咬他攀附的树藤。万一树藤被咬断了，不跌死，也会被井底的四条毒蛇咬死。正在万分惊慌

恐惧时，飞来五只小蜜蜂滴下五滴蜜，蜜刚好滴入他的口中，满嘴香咧咧的甜蜜滋味，使他忘记了生死边

缘的可怕。这寓言显示了人生。人生，被无常的狮子逼到枯井里，井下是生老病死、地水火风四蛇正在

盘踞吞噬，而生命的藤枝又被象征昼夜的黑白二鼠啮食着，多么危险啊！五只蜜蜂比喻五欲财、色、名、

食、睡，一点点甜头，就使我们忘记了危险，如此愚昧的人生很不值得。”②鸟窠禅师的偈子“来时无迹去

无踪”语涉玄妙，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但是星云法师以人求生之譬喻故事进行阐释，将浮生与幻梦

进行通透地阐述。又如在解释四大时，星云法师这样说：“像花草树木的生长，需要土壤，是地大；要有水

分滋润，是水大；要有阳光，是火大；要有空气，是风大。有了土地、水分、阳光、空气，花草树木才能成长。

人也一样，人的身体骨头、毛发，是坚硬的地大；人的大小便、汗、痰是潮湿性的水大；人的体温、肝火，是

火大；风大，是指人的呼吸，要是一口气不来，人也不能活下去。四大因缘聚就成，四大因缘散则灭。”③

四大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但是星云法师通过日常生活的现象，以“花草树木的生长”和“人的生长”进行类

比，对四大予以简洁明了地解释。

一则为尽量选用民众常用的一般性的口语，即俗语。如其解释石头希迁的偈子第一句“从来共住不

知名”，这句偈子看似浅显平淡，但是实际上指向禅家汲汲追求的真如佛性、自性清静心。法师这样阐

释：“‘从来共住不知名’，久远以来，我们就和一个跟我们最亲近的人住在一起，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字罢

了！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如佛性！人，最可悲的就是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家本来面目，每

天对着别人都叫得出张三李四，却不知自己是何等人物！”④口语是一种生动活泼、灵动不拘、充满生活

气息的语言，运用这样的语言进行佛法的宣讲，当然明白流畅、轻松自然。而且星云法师的解说，不故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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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页。
星云法师：《千江映月———星云说偈》，第２７页。
星云法师：《千江映月———星云说偈》，第３３页。
星云法师：《千江映月———星云说偈》，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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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虚，不做作买弄，没有酸腐气，完全如同邻里熟友拉家常，娓娓而谈，真切随意，又通俗易解，故能达到

很好的佛教传播效果。同时，口语特征表现在句子长短参差，尤其是多短句，其结构松散，关联词少，语

序灵活，整散结合，这些都和书面语有比较大的区别。如其解说慈受怀深“若能闭口深藏舌”偈句：“所谓

闭口，是要我们不说是非、不传是非、不听是非、不理是非，而不是如哑巴似地不开口。一般人常犯的毛

病是赞己毁他，把我的一分好夸成十分，把他的一分坏毁成十分，炫己抑人，徒然多招反感。少说人家的

是非，少论他人的短长，‘便是修行第一方’了。诵经念佛，固然是修行；实行佛法，更是大修持。能真心

赞美人，对人说好话，向人行注目礼，给人欢喜，对人恭敬，不记恨，不起瞋心，心口合一，这些都是第一方

的修行妙法了。”①其语言组织以短句为主，杂有长句，节奏参差，朗朗上口，但都平白如话。

传统诗学理论的系统建构，有其诗之道、诗之法、诗之格、诗之思以及诗之艺等范畴，从其本质探讨

到功能阐释，从诗学体验到师古创新，从审美范畴的传释到理想风格的追求，从构思表达的精思妙悟到

天然浑成，从结构的张力到语词声律的魅力，诸如此等，前贤已经有系统精到的理论著述。佛教诗偈的

生成，其中佛教义理以及宗教审美情趣的渗透和援入，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创作范型，
增进了传统诗学的审美特征与艺术功能。《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由此建构出文选学的研

究范式。《诗经》堪称最早的诗歌选集，作为诗歌的顶峰时期，单纯有唐一代，开元年间即出现唐人选唐

诗的《正声集》，到清末，古典文献载录的唐诗选本就达６００多种，兼之不同时代的选诗，各擅胜场，共同

形成传统诗选学。佛教诗偈的选本有其论述话语，亦衍生出佛教诗选学，作为传统诗学内在构成中的有

机部分，其宗教文学的内核，决定有相应的诗选学特征的建构和审美意识的体认，这种建构和体认可以

充实传统的诗学理论和内容。《千江映月》已然是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性的成功的佛教诗偈选本，星云法

师的选偈范围，在时空层面，尊重了诗偈本身的时代发展规律，鉴于唐宋阶段为佛教诗偈的高峰时期，故
亦有相应的强调；地域层面，江西湖广与江浙之地为禅宗发源地和发展中心，故选偈亦占据了绝大多数。
信仰层面，其以禅宗诗偈为主，同时兼收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以及地藏信仰、弥勒信仰等的诗偈。体

式层面，星云法师遵从了从不规整中见出规整的原则。同时，作为佛教诗偈选本，《千江映月》除了外在

显性的宣教文学特征，亦存在内在隐性的宣教体系，即星云法师所援据的信解行证四门方便法。语言风

格层面，则表现为选偈标准和阐释层面上的通俗性，用浅近通俗的语言阐述佛教深奥的义理，尽量选用

民众常用的一般性的口语。通过上述分析及阐述，《千江映月》选偈的范围和标准，推进了中国宗教文学

的复兴，是宗教实践的文学层面映现，体现出佛教诗选学不同一般的艺术特征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佛教诗选学是值得研究的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周裕锴先生说：“中国诗歌阐释策略的选择，与其对

应的文本类型、或阐释者判定的文本类型密切相关，二者互相制约。”②佛教诗偈有其特征，故与其文本

类型对应的佛教诗选学也建构有自己的审美特征。吴光正、何坤翁两位先生主张建构中国民族诗学：
“即通过对中国宗教文学史实和相关评论的梳理，揭示宗教到底给文学的表达（叙事和抒情）提供了一些

什么样的要素，并进行理论提炼，建构民族诗学。”③佛教诗选学是民族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宗教特

征为民族诗学注入独具特色的灵性。诗言志是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从宗教角度的言志，或可以提供

一个立足宗教本位立场来探讨中国文学史的关键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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