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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文學史》建構計畫成員 

計畫主持人：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蕭麗華教授 

計畫贊助人：胡素華女士 

協同主持人：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許聖和 

目前成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涂豔秋教授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黃敬家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林仁昱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周玟觀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黃東陽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紀志昌教授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梁麗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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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邱婉淳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胡素華 

 觀察員：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宣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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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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講論會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8 日（週日）10 時-12 時 

地    點：佛光山台北道場 6 樓智慧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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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議程主要有二，首先感謝梁麗玲教授以「歷代高僧

傳記的夢徵研究 」為題舉行演講，為本團隊的佛教文學

史寫作計畫中的僧傳部分提供許多重要的材料與觀點。第

二個議程主要討論本團隊將於 10/19-10/22 前往東京本栖

寺舉行佛教文學史學術發表會之事宜。時間寶貴，事務繁

雜，我們趕緊把時間交給梁教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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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專題報告： 

梁麗玲教授(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歷代高僧傳記的夢徵研究 

歷代高僧傳記的夢徵研究

梁麗玲

銘傳大學 應用中文系 教授

2018.07.08

 

 

報告大綱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貳、研究成果

•參、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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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做夢的契機

•夢是一種徵兆，即諸天、神佛等給予的
預示，依據夢象的吉、凶、正、逆，可占
卜現實狀況或預測未來。

•占夢是古代的方術之一，印度自古即占
夢術，中國歷代流傳占夢書多達二十餘種
，史籍亦有不少夢兆應驗的例證。

 

 

•佛典記載不少與夢有關的經典：

•（一）與佛傳有關者

•佛傳經典在佛陀入胎、出家、得道、涅
槃之前，會以夢作為徵兆，預示將有重
大事蹟發生。

•誕生前：摩耶夫人夢菩薩乘白象入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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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出家前：

•淨飯王做日出復於東沒等四夢；

•耶輸陀羅做吉祥座破、牙齒墮落等八夢
；

•佛陀入滅前：摩耶夫人作須彌山崩、四
海水竭等五大惡夢。

 

•（二）預見未來先兆者

•《阿難七夢經》阿難曾夢日欲落、自己
頂戴須彌山而行，預示佛將滅度等。

•（三）探討夢的成因與本質者

•巴利經典《彌蘭王問經》，說明夢的原
因有風病、胆汁病、痰病、神鬼之誘引
、習慣、前兆等六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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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占修行階次及罪行清淨者

•《過去現在因果經》，佛自言其宿世為
善慧比丘時得五個奇夢，普光佛為其解
說，如夢見手持月亮，表示將以清涼佛
法化導眾生，令離熱惱等。

 

•這些奇特的夢兆，表面上雖難以理解
，實際上皆各有其象徵意義，其目的無
非是充分利用夢象來闡釋教義。

96 、97年度執行科技部計畫

•漢譯佛典的夢兆研究（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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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成的論文有：

•〈敦煌寫本《十夢經》初探〉

•根據現存P.2668及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
圖書館藏編號188104V的兩件《十夢經》
寫卷，參佐佛典中十夢系統的相關文獻，
藉以考訂敦煌寫本《十夢經》的內容及所
根據的經典來源，並釐清這兩件《十夢經
》寫卷與《解夢書》之間的關係，進而瞭
解敦煌地區如何運用夢象作為譬喻來宣揚
佛法，以及在宗教宣傳上所發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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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佛母經》中的夢兆探析〉

•《佛母經》一卷，又名《大般涅槃經佛母
品》或《大般涅槃經佛為摩耶夫人說偈品
經》，為中國人假托佛說所撰經典，作者
不詳。

•敦煌寫本依釋迦牟尼將入涅槃前，摩耶夫
人所作六種夢兆的不同，分成四個系統。

 

•依據《佛母經》撰造的夢兆內容，

•參佐與這些夢象有關的佛教典籍及文獻資料
，考察這些夢兆雜糅其他經典的可能線索，
藉以釐清各異本夢兆之間的關係，

•進而瞭解偽經在佛教中國化、通俗化的發展
過程中，

•為適應本土文化所做的改造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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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佛傳經典中的夢兆研究－以
入胎夢為例〉

•以佛傳經典中的入胎夢兆為對象，分作
「母作奇夢」與「相師解夢」兩部分進
行探析，討論各部佛傳經典的運用情形
及所賦予的宗教意義。

 

•在佛傳經典中敘述佛陀入胎、出家、得
道、涅槃前，皆出現了夢兆以預示將有
重大事蹟發生，使佛陀的生平更充滿神
奇色彩。

•僧傳作者受到佛傳敘事內容的啟發，在
刻畫高僧的誕生瑞兆、捨俗出家、求道
得證、度生利他、臨終示寂等特殊宗教
事蹟時，經常藉由這些神異的夢徵情節
，將高僧生命予以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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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執行

•「歷代高僧傳記中的夢徵研究」計畫

•研究材料與對象

•從佛傳 僧傳

 

•僧傳作者除了以史實和時代背景為依據，撰
述每位高僧最具代表性的生平事蹟外，

•也運用一些神異、夢徵等感通能力或事蹟，
來暗示高僧某些特殊的出身經歷或特質，透
露其走向修行之道的特殊因緣，進而使僧侶
生命產生一種聖化效果。

•高僧傳記中記載不少與夢徵有關的神異事蹟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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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瑞兆：為了顯示高僧的秉賦才識異
於常人，歷代僧傳將「感夢而孕」的敘
事模式進一步發揮，特別是母親懷胎、
誕生等，往往有特殊的夢徵可尋，顯示
其具備宿世善根與不平凡的根器，並暗
示其必將走向修行之路。

•除了日、月、彩雲等瑞相之外，誕生前
出現「梵僧」示夢，強調高僧善根深厚
，或預示其為再來人。

 

•唐代律師釋道宣，其母夢月貫其懷，又
夢梵僧語曰：「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律
師，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
出家崇樹釋教云。凡十二月在胎，四月
八日降誕。」

•作者運用追溯高僧出胎的種種異相，強
化其人與眾不同的降生因緣，以彰顯日
後成為高僧其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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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奇特的夢徵，雖然不是成為高
僧成道的必要條件，但是藉由追溯
高僧出生、出家、求道、度生、示
寂歷程的種種夢徵，強調高僧修證
的功夫，或形塑聖化的特質，或能
激發一般信眾向道的信心，以及引
起讀者高山仰止的希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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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夢徵

•在高僧生命實踐歷程中有何宗教意涵？

•神奇的夢徵是否集中於某類型的高僧？
不同時代僧傳夢徵主題和內容有何差別
？

•僧傳作者如何利用夢徵塑造修行典範？

•皆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貳、研究成果

• 〈歷代僧傳中「感通夢」的書寫與特色〉

• （《臺大佛學研究》第30期，2015年12月）

• 〈歷代僧傳中「示寂夢」的書寫與特色〉

• 「第四屆佛教文獻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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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僧傳中「感通夢」的書寫與特色〉

•一、前言

•二、感通夢的義界與範疇

•三、感通夢的書寫類型

• （一）入道夢—捨俗出家

• （二）弘道夢—弘法得助

• 1、開啟智慧

• 2、音聲妙語

• 3、講經說法

• 4、法脈傳承

 

• （三）證道夢—解除困惑

• 1、驗證注疏

• 2、指引去處

• 3、疾病治癒

•四、僧傳感通夢徵的特色

• （一）彰顯虔誠所感，非依神異外力

• （二）強調啟示功能，而非預示作用

• （三）感召佛教祥瑞夢象的敘事手法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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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僧傳示寂夢徵的特色
•（一）面對死亡的神色自若

•僧傳作者以示寂夢徵的死亡書寫，取代
了令人害怕的死亡敘述，營造出一種祥
和寧靜的氣氛，讓往生過程在莊嚴肅穆
的氛圍中進行。

•尤其是傳主在身染重病、體力衰竭之際，
夢中感召往生訊息之後，不但沒有瀕臨
死亡的慌張失措、忐忑不安，反而能以
悠然自在的態度安排後事。

 

•僧傳作者以「和顏悅色」、「神色平
平」、「神識恬愉，了無痛惱」、「吾
五藏已崩，無有痛所」、「神彩了亮」、
「不以為慮」等詞彙，描寫傳主臨終前
安然自在的種種神態，展現高僧超越生
死的修養與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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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傳主能沈著鎮定的面對生死大事，
除了畢生精勤念佛、老實修行鍛鍊出來
的內在功力之外，透過示寂夢徵所傳遞
的往生祥瑞，似乎也成了安定人心的重
要關鍵。

 

•特別是夢見聖者來迎及蒙佛接引等瑞相，
一方面預知時至提早做好心理準備，

•一方面預示傳主即將往生淨土，

•可見示寂夢徵彷彿讓傳主吃了定心丸一
般，面對死亡無有怖畏，

•因此，當傳主從示寂夢境醒來之後，可
以信願堅固且充滿希望地安排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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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示往生去處的祥瑞

•僧傳作者書寫不少臨終前夕夢感神聖顯
現，預示傳主往生的種種瑞兆，

•其中以夢見聖者來迎而預知將往生勝處
的徵兆最多，

•圓寂時刻往往伴隨著白光照空、異香滿
室、天樂盈空、幡花齊飛等吉兆瑞徵，
作為傳主往生的證明。

 

•從感夢意象的角度來看，傳主預示往生
之處，多與其修行、發願有關。

•所有示寂夢中，比較特別的是《續高僧
傳》撰寫釋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眾
生，便夢感閻羅王使來來迎赴地獄說法。
其次，修持彌勒法門者，夢徵預示往生
兜率內院，

•著墨較多的往生去處，當屬修持往生彌
陀淨土法門，夢感聖者來引的祥瑞，預
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情節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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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以上論述可以發現，雖然許多傳記
無論所修法門、所屬宗派，均呈現共推
念佛求生西方淨土的傾向。

•歷代僧傳作者示寂夢徵的書寫，仍呈現
多元而豐富的內容，發願往生勝處，還
有閻羅地獄和彌勒淨土，並不僅限於彌
陀淨土法門興起之後，多以蒙阿彌陀佛
或西方三聖前來接引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為主。

 

•（三）夢通虛實的寫作手法

•從傳記文學的角度來看，僧傳作者為了
增加夢徵的可信度，特別安排了臨終前、
往生後兩段情節的對比來強調所夢非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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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藉由曇遷法師臨終之前，弟子夢見
禪定佛殿東傾樑柱陷地，曇遷法師寮房
恰好位於拔不出的東北角，來預示法師
即將往生的徵兆；圓寂之後，弟子關心
其往生處所，夢見曇遷法師往生淨土聖
地，並登上金臺為眾說法。

•這兩段前後相續的弟子之夢，為曇遷法
師的修持成就做了最忠實的見證。

 

四、結語
•雖然就每一部僧傳的篇數而言，示寂夢徵
題材所佔的比例並不太高，但是從信仰傳
播的角度來看，最能驗證傳主虔心向佛使
其功德圓滿的修行，當屬傳主臨終示寂的
夢徵。

•當修行有成的高僧透過示寂夢徵接收到往
生的訊息之後，能夠以泰然自若的態度，
誦經念佛，交代遺囑，安祥往生，這些修
行典範成為信徒仿效與學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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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夢見蒙佛接引得往生淨土的示寂
徵兆，更是許多信徒欣羨嚮往的理想境
界。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傳記作者透過傳主
自身、弟子及道友等不同身份的示寂夢
境的書寫，將傳主圓寂過程渲染得如此
祥悅，又運用夢通虛實的交叉呼應，讓
讀者從高僧圓寂的過程中，體會一種崇
高的死亡美感，而此種修行證道的書寫
模式，亦能發揮極佳的傳教功能。

 

貳、 討論事項: 

(1) 本栖寺會議時間為 10 月 19 日(五)~22 日(一)。 

(2) 9/1 繳交論文全文最後期限。 

(3) 下次講論會時間與主講人由林仁昱老師主講，講題待訂。 

附件一 

中國佛教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議程表 

       時間：2018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 

       地點：佛光山本栖寺（山梨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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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 

8：50 

報到 

8：50 

│ 

9：00 

 
開 幕 式 

日本佛光山總住持  滿潤法師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  蕭麗華院長 致詞 

與會學者合影 

          主題演講 

時間 主持人 演講人 題目 

9：00 

│ 

9：40 

滿潤法師 

(日本佛光山

總住持) 

黃啟江教授 

(美國威廉史密斯學

院亞洲語言文化系

教授) 

東西方所認識的「寒山」 

9:40－9:50 休息時間 

第一場 佛教文學中的高僧形象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綜合

討論 

9：50 

│ 

11：00 

林仁昱教授 
(中興大學中

國文學系副

教授兼系主

任) 

涂艷秋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

系教授兼主任) 

論慧皎如何型塑高僧形象 

與 會

人 員

自 由

發 言

與 交

流 

黃文青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中國文學系助理教

授) 

論慧遠僧團石門詩的觀想與

詩境 

梁麗玲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

系教授) 

高僧圓寂徵驗書寫的演變 

林明昌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

與應用學系副教授) 

《六祖壇經•行由品》的小說

筆法研究 

11:00－

11:10 
休息時間 

第二場 佛教文學中的佛理演示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綜合討論 



 

25 

 

11：10 

│ 

12：05 

黃啟江教授 

(美國威廉史

密斯學院亞

洲語言文化

系教授) 

蕭麗華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

與應用學系教授兼人

文學院院長) 

論中國佛教文學的起源 

與會人員

自由發言

與交流 

吳靜宜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系兼任助理教授） 

由白居易示病詩談病維摩示

苦與解脫之道 

陳昱廷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

與應用學系博士生) 

黃庭堅的茶禪研究 

12：05－

13：30 
午 餐 

第三場 佛教文學與生命關懷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綜合

討論 

13：30 

│ 

14：40 

涂艷秋教授 

(政治大學中

國文學系教

授兼主任) 

邱琬淳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系博士生) 

念彼觀音力——《觀世音應驗

記》之靈感與驗應 

與 會

人 員

自 由

發 言

與 交

流 

林智莉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

中心副教授) 

元明佛教戲曲類型析論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研究員) 

牧齋僧詩觀論析 

黃昱 

(日本國文學資料館

研究員) 

動物故事中的殺生與救贖

----以《太平廣記》、《夷堅志》

為例 
14:40－

14:50 
休息時間 

第四場 中國佛教文學文獻學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綜合

討論 

14：50 

│ 

16：00 

游鎮維 
(佛光大學外

國文學系副

教授兼系主

許聖和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

與應用學系助理教

授) 

論《藝文類聚》〈內典〉門與

六朝佛教文學的關係 

與 會

人 員

自 由

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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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黃庭頎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

與應用學系助理教

授) 

說「執事」 

與 交

流 

賴霈澄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系博士生) 

商人、僧侶與逸民─論毛晉

《明僧弘秀集》選詩 

林仁昱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

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現代臺灣佛教歌曲的儀式意

義與實際作用初探 

 

16:00-16:10 休息時間 

第五場 人間佛教的文學實踐 

時間 主持人 發表人 題目 
綜合討

論 

16：10 

│ 

17：25 

蕭麗華 
(佛光大學中

國文學與應

用學系教授

兼人文學院

院長) 

游鎮維 
(佛光大學外國文學

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以圖像和文字為喻：兒童文學

《百喻經圖畫書》裡佛教「空

無」概念的呈現 

與會人

員自由

發言與

交流 

釋永東 

(佛光大學宗教所教

授) 

星雲大師《迷悟之間》譬喻運

用之研究 

許鶴齡 

(佛光大學宗教所教

授) 

試探華嚴因陀羅網與世界咖啡

館的翻轉教學模式 

胡素華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

與應用學系博士生)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文學

實踐 

17:30-17:50 綜合座談 

18:00－

20:00 
晚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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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