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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给这本小书写个序，因为，自己最了解自己所走过的学术道路。
　　我对禅学，并无宗教方面的兴趣。
如果从宗教的意义上讲，我可以说基本上是个“门外汉”。
我对禅，却有很浓的哲学的、美学的乃至于诗学的兴趣。
　　1985年，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硕士毕业的助教，收到“第一届全国严羽学术研讨会”的请柬，非
常珍视这个学习机会，便非常认真地准备会议论文。
从何入手呢？
于是研读严羽的诗学代表著作《沧浪诗话》。
从中找到了一个角度，那就是诗与禅的比较。
因为严羽自己就说得非常清楚：“以禅喻诗，莫此亲切。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见郭绍虞著《沧浪诗话校释》附录）这是对严羽诗学思想研究的最
佳提示。
我由此得到憬悟，写成了《诗与禅：似与不似之间》，后来收在《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鹭江出版
社1987年版）中，这是我探索诗禅关系的起点。
　　我从小就喜欢诗，古诗、现代诗都拿来读。
在“上山下乡”那段不堪回首却又是记忆犹新的日子里，一天艰辛的劳作之余，是一部《唐诗三百首
》和一些旧的《诗刊》，伴我度过寒冷的冬夜。
硕士期间读的是唐宋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唐宋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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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禅是超越的，但却并不脱离世俗生活。
“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
”(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在现实生活中即世超越，这正是禅的精神。
《维摩诘经》中有着颇为有趣的譬喻：  “譬如不下巨海，终不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
不能得一切智宝。
”作为禅宗的精神宝典，这种“烦恼即是菩提”的命题，深深地影响着唐宋时期士大夫们的生活态度
。
    禅学思想中的“任运自在”、“随缘自适”，是文人士大夫度过人生困厄、消解心理焦虑的“良方
”。
尤其是身处贬谪境遇之中，禅的“随缘自适”、“任运自在”的思想，帮助士大夫们度过那些饱经坎
坷的岁月，也使他们的诗词创作冲融怡然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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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晶
    1955年9月生，满族，吉林省四平市人。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点带头人。
国家二级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
市高评委、北京市学科评议组成员。

    学术兼职有：中国辽金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元好问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学学会理
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等；在中国人民大学、黑龙江大学、河北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佳木斯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十几所
大学任客座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与古典美学、文艺美学。

    出版有：《美学的延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神思：艺术的精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
版)、《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学术专著十余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
《哲学研究》《文艺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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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禅：中国佛教之花　　要洞见禅的真谛，把握禅与诗风的内在相契之处，有必要大致了
解禅宗的发生发展过程。
　　禅宗是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宗派之一，也是佛教中国化的终极产物。
禅宗的创立与兴盛，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最后完成。
禅宗之所以能大畅于中国，原因就在于它是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之中的。
禅宗的基本教义为：“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这十六字真言，一方面有印度佛学基本理论的种子，另一方面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产物。
　　第一节　禅宗的渊源与理论先导　　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是六祖慧能，他最重要的思想是“即心是
佛，顿悟见性”。
“顿悟成佛”说，并非是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长的渊源。
　　从印度禅学到中国禅宗，禅的内涵有了很大的改变。
禅的原意是“禅定”，是佛教的一种宗教修养活动。
“禅”是梵文“禅那”(Dhyana)的略称，意译为“静虑”、“思维修”等。
实际上从六祖慧能开始，禅宗即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废弃禅定的修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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