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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禅宗是带有浓郁艺术意味的宗教，禅是一种与艺术思维相通的佛教修行方式。
禅境与诗境具有异质同构的关系，而禅家自性与禅门直觉都对诗歌意境的创造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之核心的意境理论在每个时期的发展变化，也都与禅的因素息息相关。
禅与文学艺术水乳交融，为中华审美文化增添了无尽的神韵。
本书通过研究禅与诗歌意境创造的新变、禅与诗歌意境理论曲发展等问题，力图揭示审美现象的历史
复杂性，以及整体文化背景中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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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僧家亦有芳春兴，自是禅心无滞境。
君看池水湛然时，何曾不受花枝影？
”②美妙的诗篇为禅家的修行增添了无尽韵味，禅也变得越来越灵动迷人起来。
诗歌是禅家最常运用的明禅的文体，但却不仅限于诗歌，时代的文学风尚也体现在佛教文本的创作中
。
赋是自汉代之后一直比较流行的文体，有的禅师就以赋来明禅，如石门元易、大洪法为等人都是如此
③。
禅家“代别”、“颂古”等专用于宗门内的文体也体现着禅宗文学化的倾向。
“代别”是禅宗弘扬禅理的一种文体。
它指的是公案语义未尽，需要加以“代语”或“别语”，对之作进一步的揭示。
代别的代表作是宋代禅师善昭的《公案代别百则》、《诘问百则》。
作为一种文体，代别对后世的文学与学术都有深刻的启示，如明清时期特别盛行的批点，以及通过批
点让古人的著作代自己立言，就是代别形式的发展。
“颂古”是以韵文对公案进行赞誉性解释的语录体裁。
善作代别的禅师善昭是颂古的发明者。
颂古是对宋代禅学发展的一大促进，自北宋以后，颂古因为形式的生动、具有较强的艺术性，易于普
及和流传，而比代别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特别喜爱。
善昭曾选择百则公案作《颂古百则》。
后来，云门宗的雪窦重显也善于作颂古。
重显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他上堂小参、举古堪辩，都非常注意辞藻修饰，颂古这种体裁在他的手里走
向成熟。
后来的禅僧纷纷效仿，使禅宗渐渐走上注重华丽一途。
宋代，江西诗派的诗人们喜欢学习古人，写诗寻求“来处”、寻求“点铁成金”，这种思维方式与当
时禅宗代别、颂古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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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在十年前于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诗与禅的关系作为研究方向的。
那时我对佛教还所知甚少，只是觉得自己选了一个有意思、有价值的内容。
因为在文明冲突论引起广泛关注的时代，研究禅这种中外多元文化共同促生出来的精神成果，以及这
一精神成果对平衡民族心灵、丰富艺术创造所作的巨大贡献，对思考今日之民族文化建设和东西方文
化交流都有启示意义。
当相关的学习和研究初步展开之后，我才感受到重重的困难与压力。
佛禅是很深奥的学问，禅、诗关系也千头万绪并难以言说，所以对此课题的研究非短时间可以奏效，
而需要有一个缓慢的知识积累与体悟的过程。
读博士的阶段，导师引领我初步建立起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和研究兴趣。
待到博士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我还继续着这一方向的学习与探索，并于2004年申请到了以“禅境与诗
境”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这是个很生动的题目，却仍然难以深入展开，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甚至一筹莫展。
除了努力读书和思考，我别无选择。
因为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近，所以绝大多数的夜晚我都会到办公室工作，而这本书，就是在无数个夜
晚的苦读和写作中一点点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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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禅境与诗境》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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