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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汪娟教授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中心林智莉教授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吳靜宜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賴霈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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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佛教文學研究中心 

「中國佛教文學史工作坊」第 3 次講論會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年 2 月 25 日（週日）10 時起 

地    點：中研院文哲所二樓會議室 

主  席：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蕭麗華教授                 

出席人員：見簽到表 
記    錄：佛光大學中文系許聖和教授 
 
 
 
 
主席報告：今天很感激廖肇亨教授長期經營的讀書會團隊一同辦理這

次的講論會，廖教授是台灣佛教文學研究的重要學者，今

天的專題報告勢必會對本工作坊提供全新的視角，以利未

來中國佛教文學史的編纂。現在有請廖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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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專題報告： 

廖肇亨教授：「新文獻、新視角、新方法：佛教文學何以不

能略過明清」 

 

今天的講題主要由中文系的學術訓練與範疇而發，現場總計有三個佛

教文學研究團隊：中研院文哲所、佛光大學人文學院、與佛光大學佛

學中心，今天除了我本人報告之外，我也商請佛光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的簡凱廷先生一同報告。 

 

 

當代佛學研究因為受梵文與巴利文的霸權視角影響，致使佛學研究的

主導權不在華語文圈，但作為佛學研究最重要的文獻，就是「大藏經」

與「卍續藏」卻都是漢語，顯示出漢語系統的佛學研究其實還大有可

為。 

 

但現在所看的藏經都是現代人整理的，由中文系研究方法中對於版本

的訓練可以發現，只用現代人所編的《大正藏》是危險的，因為你覺

得現代人對古文的斷句都是對的嗎？ 

 

又如《嘉興藏》的文獻來源是日本駒澤大學的藏本，而不是明代原始

的《嘉興藏》。又如《卍續藏》也是重刻本，但復刻的資料來源都藏

在京都大學，我們現在使用的文獻都已是後人整理的成果，卻都沒看

文獻的原始樣貌，這其實是很危險的。 

 

從中文系的專業訓練角度出發，佛教研究者以前都受到日本學界的恩

澤，但這樣會沒有自己的主體性，傳統對於明清佛教研究的批評，其

實都有各自的價值預設，這樣的研究是真的能進入到明清時代的背景

中嗎？隨著新出土的文獻，我們現在終於到了可以擺脫日人宰制，而

建立自己的主體性的時候。中文系的文獻學研究訓練，可以對近世佛

學研究產生新成果。 

 

佛教研究範式開始轉移： 

(1) 即從過去的「梵文抬頭/漢文失勢」，轉變為以漢文主體性的現代化

的理解，重新探究明清佛學的現代性根源何在？從古代文獻中即可

找到許多這方面的資料，如金聖嘆的點評、袁中郎的作品。 



 

6 
 

 

(2) 現代人文主義的脈絡-即權威的解崩，隨著新文獻的出現，新類型的

文獻要有新觀點以建構其新價值。如「山志」這種文獻是從明代開

啟─新文體就有新視角。又如柳存仁教授就曾批評過《四庫提要》

中的「釋道」部分，內容乃由儒批釋之偏頗。而當代的我們，於佛

學研究上都受到「五四」與「儒家」的制約，造成視角受限。 

 

(3) 「印可」的研究-儒家心學的頓悟與真正禪家的頓悟不同，佛家的戒

律、講會、雲水餐學等方面的研究，在儒家知識背景系統是無法理

解體會的，解決的辦法要親自深入佛典。 

 

(4) 「護法論」-對治明清佛教世俗化的批評-本是為了保護佛教材與世

俗結合 

 

(5) 福州的鼓山湧泉寺-鼓山志-「寺志」的開山史與中國歷史書寫的聯

繫-歷史是爭正統，那寺志呢？ 

 

(6) 仁王護國經疏在晚明從日本重新傳回來 

 

研究明清佛教可關注之新議題： 

1 文人出家風氣 

2 各體兼備的文學-形式等於內容，文體會影響內容—覺浪道盛用小說

說法--明代小說就是一種勸善書—小川陽一：《明代小說與善書》 

3 心理學與佛教 

4 罪惡感與佛教 

5 佛教文學文化史研究的各種可能性 

(1)新出文獻地整理 

(2)從文化史重新認識佛教 

(3)擴大各種文體的內容 

(4)民俗文化與宗教 

(5)東亞漢文佛教資料的深入掌握： 

a 嘉興藏、卍續藏、徑山藏、龍藏； 

b 三峰派文獻出土—雍正曾打壓三峰派； 

c 弘儲繼起、漢月法藏、具德弘禮、晦山戒顯、檗庵正志； 

d 黃檗宗—隱元隆琦—皆屬藏外資料； 

e 明代月川鎮澄 

6 藏外文獻看漢傳佛教研究的熱點 

(1)敦煌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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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古寫經 

(3)文人與僧人交友的作品，ex《龍太常全集》 

(4)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 

(5)大庭脩舶載書目 

(6)錢謙益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 

(7)袁宏道：宗敬攝錄 

 

新文獻、新視角、新方法：
佛教文學何以不能略過明清

中研院文哲所 廖肇亨

 

佛教研究進化史上一個被忘卻的環節

廿世紀以來，佛教研究的話語權一直不在華語圈中，連漢傳佛
教研究的發言舞台都沒有，遑論印度佛教。所致之由，犖犖大
者大概不外二者：

一乃研究方法完全被西方的觀念與方法所宰制。

二為文獻資料框架全為日本學界編纂的《大正藏》、《卍續藏》
所壟斷。

研究方法範式涉及層面太廣，非大力金剛掌不為功，余力所不
能及，權且俟諸賢者。但無論如何，都要建立在嚴格的文獻基
礎上說話。

敦煌研究對禪學史、佛教史的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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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對明清佛教文化的批評

1.庶民化（亞洲佛教史）

2.雜糅（三教傾向）

3.禪道變衰（忽滑谷快天）

4.沒有新的宗派

5.教理發展的停滯不前

 

護法論

1. 觀察佛教與世俗倫理交涉的絕佳場域

2. 斷裂與接續

◎《傳戒正範》

◎般舟三昧：見月讀體

◎石門文字禪：紫柏真可、漢月法藏

◎聖山道場的再形塑：

普陀山、鼓山湧泉寺、

從三名山到四大道場（加上九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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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論

3.新教派產生的方式不同

4.文獻的消失與重現

◎從《相宗八要》到清末法相宗

◎智者大師《仁王護國經疏》由日本回傳

◎《華嚴懺儀》（西夏 一行慧覺）

◎從〈清涼傳〉到《清涼山志》

（從時間感覺到空間感覺）

 

明清文學與佛教的相互交映

一、文人出家的最高峰
二、各體兼備的宗教文學之深化與拓展
三、心理層面的發現
梁啟超「佛教就是心理學」
四、罪惡感（不懂佛教，就不能理解張岱的懺悔觀）
五、解脫的期盼與真我的發現
*三、四、五與儒教價值理想隔岸相望
六、聖者形象建構的完成：從詩詞到小說、戲曲的

發展，小說故事對現實宗教信仰的影響（例如
《封神演義》、《醉菩提》（神異僧）、世本
《西遊記》（帶有丹道色彩的宗教身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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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學文化史的各種可能性

1. 挖掘、發現、校對佛教相關文獻（不限明清，但
明清現在是新出資料大寶山）

2. 從文化史的角度重新認識佛教

3. 擴大各種文體的內容，並就其著作加以收集、整
理（例如各種《靈驗記》）

4. 民俗文化（一部份的戲曲）與宗教（佛教、道教）
的重新梳理

5. 東亞漢文佛教資料的深入掌握

 

大量出土的明清佛教新文獻

1.明清傳統藏經《嘉興藏》、《卍續藏
經》、《龍藏》

2.《嘉興藏》、《徑山藏》

3.三峰派相關文獻

漢月法藏（雲月之諍起爆劑的《提智證傳》
已發現）、弘儲繼起（多種語錄收入《徑
山藏》）、具德弘禮（一卷本收入《徑山
藏》 ）、晦山戒顯（《詩文集》、《語錄》
已在日本發現）、檗庵正志（《語錄》已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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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佛教教家文獻的新發現：以月川鎮澄為例

 

 藏外文獻角度看漢傳佛教研究的熱點：

1)敦煌文獻 2)日本古寫經

 ｢就佛教文獻而言，敦煌遺書、日本古寫經是百年來新開發的兩大

學術園地，對此他（指定源法師）都有深度涉獵，並取得不俗的

成績。｣方廣錩序，收入王招國（定源）《佛教文獻論稿》（2017）

 其實還有另一值得開發的區塊：

3)近世東亞佛教文獻

1.明清 2.朝鮮 3.越南 4.江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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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重心

中文系文獻學知識及工具＜──＞近世佛教研究

 以｢晚明五臺僧空印鎮澄及其思想研究｣（2017）為例

 1.石刻史料 2.方志（含寺志） 3.文人別集 4.藏外佛教典籍

*誰是空印鎮澄(1547-1617)？

 晚明時期五臺山重要僧人。

 此前學界的研究關注：

 批評僧肇〈物不遷論〉引起的大論諍（《物不遷正量論》）

 萬曆二十四年本《清涼山志》的編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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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別集的運用一

 釋德清〈勅賜清涼山竹林寺空印澄法師塔銘〉（《憨山大師全集》

卷14）

 龍膺，〈臺山竹林寺空印大師塔銘〉

1.傅斯年圖書館藏本《龍太常全集》

2.梁頌成、劉夢初點校本《龍膺集》（2011）

 壬子，靈境寺會諸刹請住南臺頂，適直指蘇公訪師，云：｢法師一肚子經。｣師默示之，公不

契。後歸并州日，舍利放光，蘇引昌黎〈佛骨表〉中｢佛光非青黃赤白黑｣等語為問，師答偈

曰：｢韓公祇解排邪法，不覺舌頭倒廣長。｣公書謝之。

文人別集的運用二

 蘇惟霖

字雲浦，江陵人，萬曆二十六年(1598)進士，
官至監察御史，曾巡按山西。與袁宏道、黃
輝交好，曾參與北京之葡萄社活動。亦為佛
教居士。

 《西遊日紀摘抄》，《西遊續稿》（北
京：北京國家圖書館藏明刊本）

妙峰來顧，貽我丸藥少許，尚方所賜也。
月川呈行實一紙，索傳，備載生平所著述。
余咲曰：｢註了許多經，還未諦當須彌山落
處。｣妙曰：｢註也是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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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塔院，暝色起矣，大方迎至浴池，且相

之浴，予以寒甚辭，至則地潔而煖，遂振

衣焉，歸而大方已下榻矣，且出錦茵寢處

之，作禮而退。明日出，遇月川、幻愚二

衲子，方在精廬修《清涼志》，予讀其詩，

兼愛其人，約遊晉陽。

 

鎮澄已知著作的檢討舉例（*版本研究為什麼重要）

 印光法師再修的《清涼山志》

 明成祖〈五臺感應序〉「善信之士，果能誠心向善，日積月累，念念不已，將見生享榮華，

世臻福慶；歿則往生人天，受諸快樂。」

一般稱萬曆二十四年本《清涼山志》

，應改稱為萬曆二十四年序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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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涼通傳》才是鎮澄編修的第一部山志。

北京圖書館藏萬曆十三年本《清涼通傳》，李盛鐸舊

藏。

 乃與晉陽法明、武塘幻余二師詳校，削繁秩亂，勒
門為十。

 竊觀二子本傳，知燾貞其曇鸞後身信矣！鸞自釋而仙，雖遇

流支勉旃出世，彼術已染，未能頓舍而卒，為天仙焉。曇陽

子稱真君，且有神遊之事，非陶先生之術猶在耶！嗚乎！異

習之障道也遠矣！一念之差，浩劫長驅，為道者可不慎哉！

使鸞師不為陶術，安知今日不為無事人耶？

 

藏外文獻新視域一（*傳統書誌目錄的運用）

 中國藏書可分為私人收藏、寺院收藏、公立圖書館收藏。最後一類又可區分為公
立圖書館與高校圖書館兩大系統。

 近代以來，公立圖書館的收藏，若有專業的人才掌管，編目及出版書目的工作並
未中斷。從這些古籍書目中我們可以看到佛教相關典籍的蹤跡，可惜利用者少。

 《中國古籍總目》(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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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外文獻的利用二（*書誌整理的新進展）

 北京國家圖書館附屬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正在進行境內大
規模的古籍普查工作。

 具體成果呈現方式

1) 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數據庫

2) 紙本書目出版。

 ｢按照規劃，到2020年，完成古籍普查登記的古籍收藏機
構數量達2000家，出版《普查登記目錄》的古籍收藏機
構數量達200家，古籍普查資料的發佈達72.6萬條，珍藏
古籍的修復數量達350萬葉。｣

 

小結

 過往明清佛教研究仰賴的主要是大日本續

藏經、新文豐版嘉興藏等，往後研究的新

趨勢則是此一舊框架的突破。

 中野達慧(1871–1934) 為了刊行大藏經而生的
男人。

 野口善敬『蔵経書院本』稀覯禅籍目録」『第
六回中国域外漢籍国際学術会議論文集』(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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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中野達慧的努力，清末民初中國藏書家兼佛教居士的心力必須

接續。

 如王培孫(1871-1952)之於上海圖書館、李盛鐸(1859-1937)之於北京大學圖書館、
余重耀(1876-1954)之於浙江圖書館、周肇祥(1880-1954)之於首都圖書館。

中文系文獻學知識及工具＜──＞近世佛教研究

一則文獻學知識及工具有去處，一則可以堆高近世佛教研究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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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討論 

 

中山大學紀志昌教授：中文系龐大的文獻要如何對佛教文學重新設置？

如何對佛教文學的本質進行設定？佛教文學、宗教文學是什麼？ 

 

廖肇亨教授：其實拆解框架才有互涉的機會，談宗教文學最關鍵的問

題是神聖與世俗的問題，應該無法先用一種價值預設的框架來定義，

我們應該是要反省現在研究成果的價值預設對原始文獻的解讀對不

對。 

 

蕭麗華院長：佛教文學的定義是必要的，但不要用傳統的方式，而是

應該已與佛教文學有關聯的文獻，都可以作為佛教文學研究的參考。 

 

亞東技術學院林智莉教授：文藝與義理的結合、文藝的情與理和佛經

中的情與理、很多文人的文集中「理」不見得是宋明理學，而是佛理、

明清「三教合一」的視角如何影響佛教文學的呈現？ 

 

廖肇亨教授：三教合流是一種時代性的議題，本來就不是一種客觀的

存在，是很主觀的預設，學術研究是有策略，未來可就此發掘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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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討論事項: 

1. 籌備日本東京本栖寺國際研討會。 

發函單位：東京本栖寺 

時間：暫定 10 月 

臺、日、馬、韓 

各自申請出國補助，8 月交稿。 

2. 向科技部人文司申請讀書會。 

      決議：不申請 

3. 辦理佛教文學研習營。 

       決議：未來努力目標 

4. 佛教文學史參考書目增補辦法 

   決議：委請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賴霈澄先生整理。請各位

老師於群組中提供資料。 

5. 下次講論會時間、地點、發表人與主題 

決議：邀請東吳大學中文系林伯謙教授演講，於台北道場。

3~4 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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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臨時動議 

   1 未來可邀請的學者名單：黃東陽教授 

   2 邀請紀志昌教授發表專題演講 

肆、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