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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而且禅宗在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程中，还逐渐形成了它的地域文化色彩，如禅宗有南宗、北宗之分
，南宗禅又有五家七宗之说。
唐宋时期的江西，就以临济禅、曹洞禅而著称于全国。
赣鄱大地何以蕴藏那样丰厚的禅宗文化信息？
究其历史渊源，魏晋时期的庐山就以慧远的到来而种下了日后极为昌盛的江西禅宗文化的种子。
正如著名学者胡适所说：庐山东林寺代表了早期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因此，破译江西禅宗文化之谜，必始于东林寺慧远创立的净土宗及此后的“禅净合一”。
　　中土禅宗本身的历史可回溯到公元526年，也就是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释迦牟尼弟子摩诃迦叶所
开创的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宗主菩提达摩（又称西天二十八祖），于此年得法后奉师命前往“震旦”
（即中国）传播禅法。
这位西天二十八祖，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东土禅宗第一祖”。
　　菩提达摩六传至慧能，由慧能而开始了“纯粹中国化佛教”的历程。
慧能下开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二系，史称“南岳系”与“青原系”。
自此，江西禅宗文化揭开了序幕。
　　怀让下传马祖道一，行思下传石头希迁。
其实，怀让与行思正是由这两位天才的弟子而著称于世的。
其时，“道一主江西，石头主湖南”，俗称“走江湖”，指的就是当时马祖与希迁各在江西、湖南传
法，双方弟子互串师门辗转求法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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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而且禅宗在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程中，还逐渐形成了它的地域文化色彩，如禅宗有南宗、北宗之分
，南宗禅又有五家七宗之说。
唐宋时期的江西，就以临济禅、曹洞禅而著称于全国。
赣鄱大地何以蕴藏那样丰厚的禅宗文化信息？
究其历史渊源，魏晋时期的庐山就以慧远的到来而种下了日后极为昌盛的江西禅宗文化的种子。
正如著名学者胡适所说：庐山东林寺代表了早期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因此，破译江西禅宗文化之谜，必始于东林寺慧远创立的净土宗及此后的“禅净合一”。
　　中土禅宗本身的历史可回溯到公元526年，也就是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释迦牟尼弟子摩诃迦叶所
开创的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宗主菩提达摩（又称西天二十八祖），于此年得法后奉师命前往“震旦”
（即中国）传播禅法。
这位西天二十八祖，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东土禅宗第一祖”。
　　菩提达摩六传至慧能，由慧能而开始了“纯粹中国化佛教”的历程。
慧能下开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二系，史称“南岳系”与“青原系”。
自此，江西禅宗文化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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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必须看到的是，慧远作为一位佛学大师与净土宗的创始人，不仅在佛理传播、佛典翻译上功劳巨
大，而且他领导的庐山僧团也代表了一种退身隐逸的理想与智慧，并体现了一种欲与大自然对应的士
大夫文化的特性。
莲社的启建，就以庐山那多少有些神秘氛围的隐逸载体为基础。
庐山，确以它那“隐逸文化名山”而著称，溯其源，乃由周代匡续（相传为老聃的弟子）于虎溪结庐
，修道七百余年，后白日升天，留下一间茅庐，人称其为匡庐。
庐山也因此而名声大噪。
自此，隐者不断，千古贤哲如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自居易、周敦颐、朱熹、归宗、常聪、憨山
、刘遗民等，都深受这座隐逸之山的滋养。
　　像刘遗民这样的汉朝开国皇帝幼弟的后裔，曾历任宜昌、柴桑的地方官，竞也辞官离职，在庐山
西林寺附近建起了一座“禅坊”，渡过了他一生最后15年的宗教生活。
而慧远的其他俗家弟子，也几乎都是一些“隐士”。
终生拒绝为官，当然体现着他们身上那种隐者的内在精神特征；而让人难解的是，这些才子们竟然很
多人都很年轻。
在向阿弥陀佛像集体发愿的那一刻，雷次宗年仅16岁，周续之也不过25岁，而宗炳也只有27岁。
事实上，当年慧远欲与儒家隐士范宣结伴归隐之时，也没有超过20岁。
在特定的文化精神圈中，莲社，果真也成为超越性宗教的另类文化表征——隐逸。
　　风云际会，庐山东林寺的莲社，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人们。
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无不为慧远的学识名望、气度魅力所倾倒。
慧远则营造龛室，执经登座，诵朗畅颂，讲经不断而多有灵验。
故不仅饱学之士、官宦弟子，就连权要人士，也告别官场，弃置荣华富贵而步人隐逸之场，聚集慧远
身边。
而仰慕慧远的达官贵人，更争相一睹慧远其人，如东晋名臣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与当时的韩康
伯齐名，自谓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言谈不适。
连他也慕名专程拜访慧远，共论《易经》。
然在拜见慧远后，深为感叹地说：“识信深明，实难为庶。
”当时也有个年轻气盛的法师，总想一试慧远深浅，但不料未近慧远，便心悸身颤，汗流浃背而不敢
发问。
在聆听慧远讲经后，则大为敬服地感叹道：“此公定可讶！
”最能说明问题的，当然是陶渊明、谢灵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西禅宗文化>>

编辑推荐

　　赣鄱大地，钟灵毓秀。
禅宗东土始祖达摩所说的“一花开五叶”，日后全部印证于江西。
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与江西均有极深渊源这里，禅脉清晰、禅意深致、禅风通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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