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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報導】 

「佛學與文學的交匯」研討會會議實錄 

 

心端 

日本佛光山本栖寺職事 

 

一、前言 

二○○四年五月十一、十二日，由美國德維文學協會籌畫、主辦，人間福報社、日本佛

光山本栖寺協辦的「佛學與文學的交匯」研討會議在本栖寺召開。此次的研討會議有別於往

常的學術性交流，而是結合了知識性的學術研討，以及藝文性的感性交流，經過主辦單位別

出心裁的巧思與安排，讓這一場會議增添了不少的人文色彩。 

此次因緣聚會，乃美國德維文學協會會長黃美之女士，去年春天在張錯教授的陪同下，

前往美國西來寺拜謁該會名譽顧問星雲大師，大師除了對協會所舉辦的各項藝文活動表示推

崇，也邀請會長前往日本富士山旁之本栖寺道場參訪，經文友的建議之下，決定藉此機會邀

請學者、作家，假本栖寺舉辦一場佛學與文學的交流會，讓更多的人來分享交流彼此的寫作

成果。會中邀請了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暨南華

大學執行董事依空法師、國立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李瑞騰教授、東華大學民族語言

與傳播學系副教授向陽（林淇漾）教授、國立政治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尉天聰先生、元智大

學人文學院院長暨中文系主任王潤華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及東亞系教授張錯（張

振翱）先生、人間福報社社長永芸法師、中央日報副刊中心主任林黛曼女士及楊錦郁、方梓、

周芬娜、王渝、張鳳、鄭愁予、叢甦、石麗東、于疆、伊犁、黃美之、陳銘華等來自美國、

香港、台灣等二十餘名知名學者、文學作家參與會議之發表及交流。 

開幕典禮當天，德維文學協會黃美之會長首先指出：感謝星雲大師及佛光山對協會這次

所舉辦的會議所提供的大力支持，正如同大師所云：「世間最好的東西，是歡喜；世間最貴

的善舉，是結緣。」感謝各位學者們遠道而來分享個人的成果與心得，以及作家們的所思所

想作一番賞析。此次的緣遇雖然短暫，對中國的佛學與文學卻是作了一次很好的關照與分享，

在個人的生命中就如同一道美麗的彩虹，也希望這一份善緣能繼續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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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學與文學的交匯 

第一天的議程共分兩個場次，由八位學者發表個人在佛學與文學的相關研究成果。首場

主持人王潤華教授表示，當前的世界正走向全球化、國際化、多元化的主流時代下，如何用

東方的思想來思考我們當前的問題，是走向現代化很重要的第一步。國際化的同時如沒有自

己的文化為本，就會完全被西方化，而這也是此次會議的意義所在。以下便依學者們的發表

場次及順序作重點式敘述： 

(一)〈隱元書札流露的故國情懷〉── 
鄭培凱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當前對日本佛教影響最深遠的兩個僧人，一是唐朝的鑑真和尚，二是明末清初的隱元禪

師。有關高僧隱元隆琦（一五九二－一六七三）的事蹟，中國學者少有著墨，但在日本卻討

論得不少。隱元禪師在六十三歲那一年帶領一眾僧徒東渡赴日，其目的為傳佈佛法，效法鑑

真和尚，但為何選在耳順之年？當時他已是身膺福清黃檗山萬福寺住持，一舉捨棄經營多年

的禪林基地，決心東渡日本，則是學界爭論的問題。東渡之時，正值明清易代，江山易主之

時，東南沿海與西南邊陲反抗清兵入主的聲浪方興未艾，赴日船隻又是鄭成功部的國姓爺船，

不免有人猜測，隱元乘桴浮於海的動機，是否與稍晚的朱之瑜（一六○一－一六八二）相似，

寧願流亡海外，不作亡國之奴。作為出家人，隱元從未明白顯示反清復明的意圖，也不曾公

開談論過本人的政治傾向。而他在日本的言行舉措，也不曾逾越佛門範圍，主要是闡揚佛法，

並在京都南郊開山建剎，仿福建的黃檗山萬福寺，興建了一座新禪林。不論隱元心底是否有

「遺民」的意識形態，然其濃厚的故國之思卻也經常在信札中流露出來。鄭教授從日本黃檗

山萬福寺所藏的〈隱元中土來往書信〉中探討，此一代名僧寄居日本的故國情懷，以見四大

皆空的大和尚仍有不能忘情的因緣。 

(二)〈稼軒詞中的佛學情境〉── 
依空／台灣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教授 

中國詞曲大家顧羨季評論中國詩學與佛學關係時，詞家中獨舉辛稼軒，指明其中心思想

與禪學全無關涉。然考諸禪宗史，兩宋士大夫少有不涉獵佛學者，尤其北宋中葉以後，由於

「儒門淡薄，收拾不住，皆歸釋氏」。士大夫有意識地將禪學帶進文學藝術領域，影響宋詩

學的發展。綜觀稼軒一生事蹟，大部分都在江西、湖南、浙江、福建擔任官職，杜牧〈江南

春絕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樓臺煙雨中。」這些地方從六朝以來佛教一向鼎盛，江

西、湖南更是南宗禪一花五葉的發源地，禪門素有「走江湖」之美談。尤其稼軒曾三次出仕

江西，二十年間更投閑置散於上饒和鉛山，均與江西佛教洪州宗有密切關係。幼安自稱為「稼

軒居士」，喜作禪林之遊，經常至博山寺、鵝湖寺、崇福寺等古剎參訪，甚至掛單、靜坐。

晚年更是「心似孤僧」（〈漢宮春〉）、「但淒涼顧影，頻悲往事，殷勤對佛，欲問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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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園春〉）。依空法師在這篇文章裡試著將稼軒詞中蘊涵之禪意佛境略加爬梳，期對辛

詞理解有另一側面補助作用。 

(三)〈重禮天台七卷經：龔自珍《己亥雜詩》的佛教色彩〉── 
李瑞騰／國立中央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為中國近代詩學啟蒙者的角色已毋庸置疑，其詩文突破

傳統，在近代文學史上也早有定評；對於他寫在道光十九年（一八三七）的《己亥雜詩》（七

絕，三百十五首），咸認是晚清詩壇的巨構。這組詩寫在龔自珍辭官出京之後，足履所及，

回首生平，可想而知會是一片什麼樣的詩境。他自幼習佛，晚學天台，自稱「震旦佛弟子」、

「天台裔人」，在反思生命的過程中，佛光煜煜，因此而有三十餘首鋪染佛教色彩的作品，

李教授從這些詩作中考察其思想與心境。 

(四)〈從《安住亂世》說起〉── 
向陽（林淇瀁）教授／國立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向陽教授從學者的研究中透視中國禪師的根本悟力與老子、莊子的見地一致。禪強調明

心見性，與莊子所強調的「坐望」、「心齋」、「朝徹」是如出一轍，而兩者最高的境界皆

是達到「真人」之境地。禪無定法，透過公案，有助於學者通過學習和研究公案把握禪理。

而從參公案的過程中更可幫助學人打破語言文字的障礙，找到出路。西方當代哲學與社會學

論述，多半反應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及現代人的問題，進而到工業革命之後人的異化問題，

資本主義霸權的宰制，導致每個個體的無力，而這與東方的哲學與宗教所關注的「人」與「心」

的問題仍有相當的隔閡與距離。作者以個人在中年後，接觸禪學的過程中，透過佛典及禪公

案的啟發，得以突破人生旅途及學術研究的迷障，將禪心與文學作絕佳的契合，而當時正是

寫作《安住亂世》的階段，讓個人在各種心境上得到自由與解脫。 

(五)〈唐代以來中國詩人、畫家與禪宗的關係〉 
尉天驄教授／國立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禪思想到了唐代而發揚光大，並發展出特有的中國禪，影響後世中

國詩畫的風格甚巨。此一發展，不僅是中外文化之一大融和，中國文化在佛學的演進中也獲

得了文化的主體性，在文學界和藝術界而言，也就隨之有了新的提昇。最明顯的事實，便是

從皎然的《詩式》、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到宋人嚴羽的《滄浪詩話》等一系統的發展。至

於由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賈島等詩人所建立的風格，更使中國人的審美態度有了

新的開拓。這些影響到中國文人畫的建立，也一直影響到石濤、八大等畫風的展現。這些在

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高度的膨脹中，也對世人有了新的啟發。 

(六)〈《西遊記》的飲食話語〉── 
焦桐教授／國立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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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桐教授以小說《西遊記》裡的飲食文化談起，並認為這一部小說恐怕是最早提倡「生

機飲食」觀念的小說。小說家經過情節的鋪排，賦予生機飲食權力的象徵，使生機飲食結合

了修行、醫療，強化身體及精氣神的功能。故事中大致可粗別為葷、素兩類，葷食多是邪魔

妖道所吃，往往是墮落的象徵；仙佛則茹素，代表了正義。無論如何，葷食者的法力總不如

茹素者。男主角孫悟空即是明顯的例子，自迸出石頭以來，入口無非草木、澗泉、山花、樹

果之屬，這些潔淨的天然飲食使他快樂、耳聰目明，即使吃得再豐盛，也盡是奇花異果，從

不沾葷。後來在天庭偷吃瓊漿玉液、仙桃、仙丹，不僅使法力倍增，也變成一個美食家。在

這篇論述中列出各種不同的飲食描述，考察小說作者吳承恩先生所身處的明代，養生、食療

風氣很盛，也受李時珍、孫思邈著作的影響，在這些時代背景之下，自然擴大了作者的想像

空間。 

(七)〈晚唐「日想觀」下的夕陽：以王維為例〉── 
王潤華教授／台灣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日本學者小川環於一九六二年所發表的一篇短文〈落日的觀照：王維詩的佛教成分〉裡

提出，王維的詩經常出現描寫夕陽、返景、斜日、落暉的情景，這與《觀無量壽經》中的「日

想觀」信仰所帶來的思考有關。王潤華教授從閱讀《觀無量壽經》的十六觀當中，進一步印

證王維的整個山水田園詩，是從「十六觀」之淨土宗信仰所看出去的淨土風景。在這一篇論

文中主要探究的方向有二：一、「日想觀」下王維詩中的佛教淨土：夕陽中寧靜快樂的田園

山水；二、「日想觀」下王維詩中的變色的淨土：感傷的夕陽。 

(八)〈從侍奉者到保護者：漢陶俑演變及唐三彩天王的佛教淵源〉── 
張錯（張振翱）教授／美國南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  

張錯教授分別從文化藝術、哲學、神話與宗教等角度探討秦漢到唐代三彩陶俑演變與它

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及功能。陶俑在文化層面而言，隱含著人類進化史內神話與宗

教相互影響。中國自秦漢以來，隨著國勢富強、經濟穩定、政治精明與兵力發展，造成大一

統局面，文化藝術亦隨之輝煌燦爛。陶瓷方面工藝技術演變燒製成功，無論低溫釉的生活用

陶或建築用陶，到墓葬用的陶俑群塑，都顯示出一種繼往開來的民間文化特徵。其中尤以厚

葬風氣需求，陶俑形象幾凡數變，大放異采。及自漢到唐，陶俑不但間接顯示出社會演進，

更在人文思想上，牽涉到從器物具象祟拜進展入抽象宗教哲義。 

 

三、佛心與文心的相逢 

緊接著第一天的學術性探討，第二天的議程是由十四位藝文作家針對「佛學與人生」的

議題進行分享與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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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芸法師／人間福報社社長 

永芸法師認為文學擴大了佛學的美，而文學也因佛學更深更廣。然文學有時為了要擴大

張力而有誇大的手法，讓史實承受了不白之冤。為澄清小說對唐僧不當的陳述，介紹玄奘大

師當時西行求法，「寧向西方一步死，不向東土一步生」的精神與氣魄。此行不僅將中華文

化發揚光大，返國時並帶回上千百部的經典，為中國佛教奠定深厚的基礎，梁啟超並喻之為

千古留學生的楷模。永芸法師並舉過去在山居歲月中的心得，以蘇東坡參禪三境、青原禪師

對「見山」與「見水」的三種心境，到王國維「人間禪話」所提出的人生三境與大家分享，

個人在生命中與禪心交會的體悟。 

林黛嫚／現任中央日報副刊中心主任兼中央副刊主編 

林黛嫚女士表示個人經驗中曾經參訪過多所名山古剎，然在參觀時皆與心裡的那一座山

有所印證。小時候母親曾經帶我去一座山中的寺院禮佛，對佛教的生活有了初次的接觸。母

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而在她生命中的最後一段路是和念珠、佛號聲為伴。因此長大後再

來看名山、古剎，是懷有對母親的思念及感恩的心情。 

楊錦郁／聯合報副刊組文字編輯召集人 

楊錦郁女士自述在個人成長的過程中，由於是大家庭，經常要面對很多生命的消失，當

時對生命一直是採取悲觀的態度。近年來從悲觀的生命態度漸漸感受到生命無常，因而產生

了「活在當下」的自覺。在寫作的過程中以一顆柔軟心、活在當下的精神來經驗並追求人生

的價值，希望將來有因緣可以進入更廣大的佛學世界，親近佛教的寶庫。 

方梓／自由時報副刊主編 

方梓女士說她個人經驗是將佛學當作文學來欣賞的。十多年前曾採訪傑出女性的宗教觀

時，發現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信仰佛教，而宗教可幫助人類度過人生的起起落落。過去也曾

在佛教出版社做過一年的工作，藉由策畫宗教及佛教相關書籍，對禪宗公案特別喜愛，但仍

以文學的角度來欣賞。她表示，前年第一次來本栖寺參加華文作家協會，第一天晚上，大師

帶大家出去散步，看到富士山、月亮、流星，感觸特別深刻。第二天早上開會時，大師忽然

邀請大家一同去看風景，心裡很感動。佛學的東西談不完，既然談不完，那麼就建議大家去

看風景。 

周芬娜／自由文化工作者 

佛教主張「諸法無常，有求皆苦」，而在《金剛經》也有提到「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周芬娜女士說自己非常喜愛文學，尤其是李商隱的詩。晚唐大詩人李商隱以寫艷情詩

著名，但他對人生痛苦的體驗，在精神實質上有時竟與佛學不謀而合。對諸法無常，李商隱

的體驗特深，並譜成了感人的詩歌。如：「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是表達對

生命無常的無奈與悵惘；而「相見時難別亦難，東風無力百花殘」，是對愛別離苦的詠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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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年對佛有所體悟，看月亮有感「初生欲缺還惆悵，未必圓時即有情」，是說即使理想實

現，美夢成真，因諸法無常，最後仍不免歸於失望與幻滅。對佛法的體驗，可謂高人一等。 

王渝／曾任紐約美洲華僑日報副刊主編 

王渝女士說自己早期喜愛古詩，自高中時代即開始學現代詩、寫詩，從偶然的機緣接觸

現代傳奇詩人周夢蝶先生的詩，閱讀他的詩發現有很多佛教的趣味，也開展了個人對人生的

另一種體悟。 

張鳳／北美華文作家常務理事 

張鳳女士自稱從少年，就有著老成圓熟之想。隨著時間的流逝，從體認「生也有涯，知

也無涯」的無力感，到中年後體會生、老、病、死的苦，心中深有「如不徹破生死，如何突

破生死」的感觸。後因家庭背景及大學教授的引導，讓她得以親近佛學、經驗佛理，漸能接

受老年凋零以及人生無常之體悟。人生軌跡，難免有步履踉蹌處，也多有不為人知的無奈和

苦澀，若能淡然視之為生命必然的處境，則於繼續的生命意義中向上臻於圓滿，且期生生不

息，因此，無妨人情練達。從對生命的虛無感，落實到人間的體會，慢慢地將整個人生的的

苦難溫和地承擔下來，並將苦難作為人生的修煉。大師、大德皆曾說「專心就是禪」。對於

每一刻，都可以用「破生死」的態度來參悟。 

叢甦／曾任紐約洛克菲勒家族辦公室圖書館主任 

叢甦女士提到佛學與人生，就自己的經歷而言，是從西方回歸到東方。七○年代末期對

神奧學有興趣，然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仍是與佛教有關。佛教與其他宗教比，如同海洋和宇宙，

佛教如宇宙，太浩瀚了。大悲大憫是佛學中一個極重要的觀念。大悲有別於小悲，小悲局限

於自我一己的自怨自哀、自我憐憫。大悲則跳出自我中心的繭子，將關愛擴展到芸芸的「非

我」世界。小我與大我原本是同胎同體。去珍愛悲憫淒苦中的芸芸眾生，也就是去珍愛發揚

人心中共有的神明佛光。 

石麗東／曾服務中央通訊社 

石麗東女士介紹自己是從事新聞寫作工作，要談它與宗教佛學的關係，乍看之下，好像

沒有什麼牽連，如果翻開二十世紀後半葉的歷史，大眾傳播資訊發達之後，宗教和媒體相互

推助的關係日益明顯。關鍵是：一個社會逐漸安定富裕之後，人們逐漸有餘力追求靈性的世

界，媒體是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宗教需要媒體廣為宣揚，媒體也有賴宗教活動充實並淨化

它的內容。如：晚近中、西宗教的宣教中心思想，不再強調眾生是罪人（或犧牲者），進而

積極入世，並以改善生活環境，幫助貧苦者為志業，在台灣的佛光山、慈濟功德會和美國加

州的西來寺所舉辦的宗教與慈善活動，皆有目共睹，因此成為媒體報導的上好素材，它對社

會人心的影響至為深遠。 

于疆／北美作家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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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疆先生說：由於本身成長於共產勞改時代，而共產主義主張鬥爭，認為宗教是負面的

唯心主義，因此對宗教毫無概念。然父親是古典文學教授，母親也是文學家，父母皆極力推

崇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如從兩宋山水詩到唐五代的禪，詩與禪是不可分割的，而詩與禪

皆是講悟，悟無我、空。在勞改隊二十幾年的時光，當時對監獄很不適應，認識一位文人，

對佛學很有體悟，不論被打罵都不為所動，現在回想起來，他已經做到身心自在，這是我對

佛學略有小悟的開始。 

伊黎／德維文學協會顧問‧自由文化工作者 

伊黎女士表示：過去未接觸宗教，以為信佛的人都是很消極、避世的。一般人平時認識

的佛門是遺世獨立，對世事不聞不問，否定人間的一切成就。由於本身對佛教認識不多，最

近為了參加這次的會議而寫了一篇「放下」，再加上近年來有機會聽佛教演講錄音帶，以及

參加佛光山的講座等，讓我有所改變，「放下」，給了我很大的啟發。學佛可以教導我們學

習慈悲喜捨，與當初所想像的不同，希望未來能多多學習。 

黃美之／德維文學協會創會暨現任會長         

黃美之女士感性地說：研讀佛經如同跋涉，但我越讀越覺趣味無窮，好似咀嚼橄欖，終

能覺到其清爽雋永的味感。這因為佛經是以哲學為質，文學為飾的緣故。歷代的中國知識分

子又把佛教推向禪的境界，故禪學成了中國佛學的特質。禪在梵文中，是「禪那」，意即「定

慧」，在中文字典中解為「思惟靜慮」。我一向希望自己能有禪思、禪語，卻又總覺得自己

無此夙慧，只是體會到禪學是透視人生的美學。 

陳銘華／德維文學協會祕書長 

陳銘華先生表示念書時喜歡禪宗的公案，但卻無法在生活中做到。山居寺院的期間，看

到路旁處處寫著「落石危險」的標語，心有所悟。 

鄭愁予／耶魯大學駐校詩人 

鄭愁予先生說自己十六歲寫詩時，不自覺中以僧人的意象入詩。詩中貫穿的是無常觀，

因此個人在思惟的歷程中，對自我認定有三個階段：覺、醒、悟。中年後的詩有兩種表現，

靜的與動的，即疏離的、歡喜的，這是透過無常觀而對生命有透徹的觀想，是拜「醒」與「悟」

之所賜。 

四、結論 

「佛學與文學的交匯」研討會在學者、作家們歡喜融和的氣氛下圓滿落幕。鄭培凱教授

在閉幕儀式中提出，二十世紀以來，人類意識形態中負面的東西很強，對人的看法普遍缺乏

包容性。而佛學能提供我們回歸自我本性，透過文學也是要找到我們最善美的東西。尉天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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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表示，科技越發達，人類對宗教的期盼越高。佛教的思想可以提供我們正面、積極進取

的態度，而二十一世紀以光明、積極、開闊、包容的態度來開創中國人的世紀是最重要的。

沒有宗教淨化我們的靈魂與社會，前途是盲目的，有了宗教的智慧則可以讓社會更有活力。

依空法師進一步指出，兩天一夜的議程，囊括了知性的學術分享與感性的藝文交流，讓原本

清新靈秀的本栖寺山水更增添了不少的人文氣息。宗教所要解決的是「人」的問題，而佛學

與文學是心理層面的，期盼將來有因緣也能結合生理方面的醫學，讓類似有意義的研討會能

夠再繼續擴大舉辦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