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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閒漢傳佛教的世界史：

卣廖肇亨教授《倒吹無孔笛》後

王啓元

復旦大學

自從早年學界開展佛教史研究以來，中古以後的明清時代便長

期被作為佛法衰落時期來看待，典型的論斷可見諸梁啟超《中國佛

法興衰沿革說略》裡的觀點。由此，後人關於明清佛教的研究，亦

處於被動地圍繞或回應這一｀｀衰落＂預設，證明或者反對此陳說，

而陷於棄臼之中無法自拔。此種觀念上的束縛，一定程度上影響了

明清佛教研究的視野及方法的更新。因之，即便近年以來嘗試反擊

明清佛教｀｀衰落＂說的研究頻頻出現，內容亦局限於高僧懿行、宮

廷護法或者義學學術復興、社會生活等層面略盡補闕之力；然從宏

觀學術的視角來看，明清佛教領域依然稍嫌邊緣。筆者治學選題明

清佛教的歷史與文獻，摸索十餘載，深感久困於此一時期海量文獻

及複雜人物圈之屯平H無非繁瑣考證，畫地為牢、亦即新近所謂學

術｀｀內捲＂之屯無可自渡；然仍以明清佛教所函內容之寬廣，遠非

今日學界所揭示的範圍。比如近世佛教除中土僧俗互動之外，還有

向外拓展的｀｀兩翼＂，亦由學界漸次闡發。其中一翼，為近世漢藏佛

教與明清佛教的內亞性，即印藏及西域佛教對明清王朝的影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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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沈衛榮教授及其團隊對元明以來中原宮廷尊奉《大乘要道密集》

的考察為代表，開啟了明清｀｀漢藏佛教＂話題的研究範式。另一翼則

為近世佛教的東亞性及其與海洋的關係，其中尤以研究近世渡H僧

等群體研究為代表，這其中海內外研究成果亦已不少。然而，真正

將明清佛教東亞性話題推向佛教研究主流的學者仍不甚夥，台灣中

研院文哲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當為此領域之代表。

廖老師硏究明清佛教及文化，自方外詩文戲曲至文學表現，久

為學界所重，又因親炙H本荒木見悟教授之門，視野遊於東亞諸國

佛教變遷，早已關注到明清東亞海域間基於佛教交流的文化互動。

除了對於隱元隆琦、高泉性激、深草元政等中日僧眾的詩文研究外，

廖老師也對朝韓、琉球、越南與明清佛教的互動性也有相當的論述。

新近廖老師出版的《倒吹無孔笛——明清佛教文化研究論集》（臺北：

法鼓文化， 2018 年）即在明清佛教的東亞性上展示出相當深厚的功力，

並將明清佛教文學、文獻與歷史的研究推向更深層的維度。

一、佛教東亜性的｀｀無孔笛',

書名中的｀｀無孔笛''因其不能吹，后人用以譬公案之難，無著手

之處。集名之中｀｀倒吹無孔笛＂則出自南宋靈隱瞎堂慧遠大師語錄｀｀倒

吹無孔笛，促拍舞《凉州》＂，亦謂事出大不易之間。廖老師在全書導

論之中略陳明清佛教文化所存｀｀雜多性'\ `'入世性＂與｀｀互文性＂等

顯著特征，因之而有全書的三大部分：｀｀明清佛教在東亞'\ `｀文化話

語中的佛教'\ `｀禪林文化論述'\包括明清佛教東亞性討論在內的諸

多話題，先前學界討論皆多有如遇無孔之笛，如今在廖老師書中始

聞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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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吹無孔笛》一書中最先登場的內容，就是關於明清佛教東亞

性的討論，收入四篇長文《聖境與生死流轉——日本五山漢詩中普

陀山文化意象的嬗變》《曹洞宗壽昌派在東亞的流衍傳佈——以東皋

心越與石濂大汕為屯心》《百川倒流——日本臨濟宗五山禪林海洋論

述義蘊試詮》《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從內容來看，《聖境與生死流

轉》與《百川倒流》討論的是日本五山文學與佛教意象，另兩篇則為

明清東亞佛教交流的個案。日本五山文學所受中土漢文化影響的討

論，在中日比較文學研究界已有一定成果，但佛教視野下的五山詩歌

討論尚不多見。廖老師分別討論了五山文學中｀｀普陀山意象＂與｀｀海

洋義蘊＂，兩個話題本身又有相當的聯繫。觀音信仰不僅在中土，在

整個東亞範圍內都有相當廣泛的信仰基礎，已廣為人知。正如《倒吹

無孔笛》中所言，浙東舟山群島中的梅岑島一躍而成為觀音菩薩道場

普陀山，其中充滿了不可思議之處；對其中神聖性塑造的塑造，除了

龜茲僧人盛熙明《普陀洛伽山傳》一書外，最著名的要屬H本高僧慧

鍔事跡。正是慧鍔從五臺山請得一尊觀音佛像回國，途經舟山因風

浪受阻而登梅岑島建｀＇不肯去觀音院＂，遂有普陀洛迦山。日僧慧鍔

不僅造就了普陀山的神聖空間，而且勾連起了新興聖地與中古以來傳

統佛教屯心五臺山的關聯，又通過他H本高僧的身份，將普陀山信仰

帶向東亞海域，廖老師認為，這些線索都暗示了近世佛教信仰逐漸

由中土向東南沿海及東亞流衍傳佈的過程。同時文中還指出，早期印

度佛教中觀音菩薩形象，的確與海洋與保佑人們出海平安有關，但

自漢傳佛教華嚴系經典及玄奘《大唐西域記》記載的印度｀｀布呾洛伽

山＂，已存在有海洋浩渺、路程遙遠的意象，似乎又與現實中東海普

陀山指H可達的航程不太符合，這種地理上的偏差，則需要當時東亞

僧俗精英尋找一合理的解釋，彌補其記載與現實空間的合理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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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屯最早有韓國華嚴祖師義湘法師，因山頂雙竹湧生而建高麗珞

珈山，後又有高麗敏藏寺觀音救濟海商傳說（俱出高麗僧一然《三國

遺事》）。同為中古時期的越南與琉球等地，亦出現過相似的觀音與

海洋聯繫的建構，不僅解決了普陀山未必需要地處濱海的邏輯，也

強化了觀音道場、華嚴思想與五臺山信仰的紐帶，這些在日本五山時

期觀音信仰上，有更為典型的體現。據書中所舉，五山詩僧圓伊仲

方所記文殊化身、日本僧人行基(668—749) 創立小松原東觀音寺經過，

雖然相去時代久遠，真實性未必盡如其意，但某種程度上正好展示

了五山時期對觀音信仰的某種特點觀念；比如五山詩僧對觀音的海

洋性格已有相當的認可，並融合了原來本地舊有的五臺山信仰元素，

逐漸成為整個日本中世佛教觀的主流。

由於江戶幕府成立之前，五山僧人一度承擔了幕府與諸藩大名

間的外交溝通角色，五山僧人的信仰知識體系，無疑可以部分反應

中世日本佛教生態，而五山僧詩中關於觀音意象的嬗變，同樣對整

個近世東亞佛教文化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倒吹無孔笛》所舉天章

澄彧、中巖圓月、別源圓旨、虎關師煉、古劍妙快諸家五山詩僧所

涉及觀音及普陀的文字，皆有其東亞海洋性的體現。而基於這一深

厚的菩薩信仰傳統， H本也誕生了其特有的｀｀補陀落渡海＂的習俗，

即某種出海登船的燒身儀式，自中古時代綿延不輟。儀式中不僅體

現信仰者的末法意識，另一方面也使得海洋成為了生命解脫的人口，

即便波濤兇險亦不為懽。同時，中古以來入華日僧與渡日華僧共同

留下的史料作品之屯共同留下了許多海洋論述的史料；作者隅注到，

五山詩僧之所以對於海洋書寫別有會心，並非完全出於海洋所激發

的哲學思辨，而是多有其親身參與大海航行的經歷。五山禪林之中

保留下來詠海的作品，不計其數，文字亦多氣魄跌宕雄渾，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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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五山禪法對其所本臨濟禪所進行的繼承與再創造。（《百川倒流》）

其餘兩篇東亞明清佛教交流個案的文章，則為讀者展示了另一

種圖景。明末清初中土禪師多有赴東亞諸國傳法的舉動，最為人知

的無疑是臨濟下的福清黃藥山隱元隆琦的僧團。除此之外，明末復

興的禪宗曹洞宗的高僧們，也曾向東亞域外傳法弘教，並產生相當

的影響，學界之前討論尚不多見。如書中除舉在日本水戶傳法的束

皋心越及於越南順化發展的石廉大汕之外，還有一段未曾相見的異

域知音：獨庵玄光與為霖道霈（《曹洞宗壽昌派在東亞的流衍傳佈》）。

為霖道霈是晚明曹洞宗中興名僧永覺元賢的弟子，繼永覺後主鼓山

湧泉寺，曹洞宗壽昌派開山祖師無名慧經再傳弟子。在乃師永覺元

賢悉心經營下，鼓山湧泉寺名聲大躁，江戶時期日本曹洞學僧獨庵

玄光殊為仰慕，將永覺元賢與｀｀萬曆大三師＂之一的雲棲株宏並稱

為當世高僧。然而，日本獨庵禪師並沒有來過中國，他應該是通過

往來福建與長崎的商人及書籍交流逐漸接觸鼓山系高僧的，所以他

最終繼續通過那些往來商人帶信湧泉寺上座，希望為自己的語錄求

序。彼時永覺元賢已圓寂，弟子為霖禪師滿足了獨庵的要求，留下了

《獨罨獨語序》。二人之後亦頗有書信往還，然為霖禪師最終未曾渡

海扶桑，而獨庵禪師亦未東來，二人始終不曾見面，也成為這段明

清佛教跨海交流的遺憾。

前論壽昌無名慧經禪師，曾傳博山無異元來與鼓山永覺元賢，｀｀壽

昌派＂由此分成曹洞博山系與鼓山系兩支，傳承皆有眾多名家紛至輩

出。博山系再傳天然函昰、祖心函可兩位著名遺民詩僧，而另一位

嗣法無名慧經的再傳弟子覺浪道盛，更是明清之際遺民僧領袖，因

其曾駐南京大天界寺，故被稱為曹洞｀｀天界系＂。天界系下除了有知

名的逃禪名宿方以智（法名無可弘智），還有兩位積極向外傳法的東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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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越與石廉大汕。東皋禪師渡日與明清鼎革之際政治身份取向有關，

他無疑是一位堅定的遺民僧，絕不與滿清政府合作。東渡後，東皋

一度接受過渡H臨濟黃槩宗的幫助，但在對方提出希望他改宗黃槩

的建議並斷然拒絕後流落目本，終在水戶藩主德川光國的協助下在

本地安頓，水戶另一位東渡而來的名宿便是著名的餘姚朱舜水，且

與東皋是浙江同鄉（東皋為金華浦江人）。東皋不僅為曹洞高僧，同

樣精通藝術，詩文書畫廣有涉獵，與隱元大師無異。東皋禪師最有

代表性的藝術成就，一為篆刻，二為琴學，尤其還將所藏數把古琴，

一同帶去了日本，大開江戶琴學之風；東皋心越所著琴譜，於H本多

次翻刻出版，被後人奉為江戶琴學之祖。

東皋心越的同門，同樣嗣法覺浪道盛的石廉大汕，也是位著名的

海外弘法名僧。儘管身後評價不一且傳說豐富，然而石廉禪師弘法安

南時所著《海外紀事》一書極受後世史家重視。石廉所在的安南會安

一地，曾是十七世紀東亞的西洋人聚集地與天主教重要的傳教點，中

西交流的要衝之地，石廉在這一十字交匯之地，展示出宗教家之外

強大的社會活動能力，不僅為越南阮氏政權的宗教需求服務，還曾為

｀｀大越國＂赴大清請封，最終導致了自己的殺身之禍。與石廉禪師一

樣自中土赴越南傳法的僧人，於明清之際不在少數，如元韶、拙公等

中土禪師遠道而來，融人當地社會，並對越南的政治、宗教、社會等

方面發揮過各自的作用，頗有可以挖掘的方面；他們同樣是晚明佛教

海外弘法重要的代表，與東渡日本的黃槩宗僧團一樣，組成明清佛教

東亞交流的圖景，值得學界標出。

在中土高僧積極向外傳法的同時，東亞各國之間基於佛教傳播的

交流往來同樣頻繁， H本薩摩地方｀｀薩南學派＂傳人南浦文之，便曾

赴琉球弘法，並聲動一方。由於日本戰國期間僧人多掌外交文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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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無疑還可以視作薩摩藩一方大員，其對包括琉球在內的這個東亞海

域諸國事務如大明、呂宋、安南及遠道而來的葡萄牙，都有相當程度

的參與及影響（《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南浦禪師所作琉球相關詩

文書寫屯不僅廣涉《四書》、《周易》等儒學著述，也保留不少薩摩

侵佔琉球的軍事外交記錄，可謂包羅萬象。這些關乎江戶時期的政

教關係的話題，同樣是明清佛教東亞視角的珍貴視角，從中可以窺探

多維度的宗教｀｀東亞性＂可能。

全書除第一部分著力討論明清佛教東亞性的話題之外，廖老師

在書中其餘章節，同樣多次涉及明清佛教外展交流的圖景。如討論

《醒世姻緣傳》中反復討論運河水道及河湖氾濫等意象及其在東亞

宗教中的意義（《脫軌、錯位、歸返：〈醒世姻緣傳〉中的懺罪書寫

與河川文化的相互投影》），抑或本土三教、西來天主教及日本華嚴

對於｀｀夢境＂、｀｀夢學＂的態度比較（《欲識玄玄公案，黃粱未熟以前：

從《谷響集》看明季滇僧徹庸周理的思想淵源與精神境界》），更有

明清之際遺民僧的佛教倫理觀中的｀｀護國＂觀念，在日本及日後近

代的嬗變的討論（《覺浪道盛〈原道七論〉義蘊試析：從三教會同

看近世佛教護國思想》），還有當代具有東亞甚至世界影響的佛教學

者聖嚴法師及其《禪門修證指要》的研究（《禪門修證指要》與明清

禪學》）。這些所選話題本有各自的出發點與學術旨趣，仍無不體現

作者對於宏觀東亞視角的關照，並不簡單束縛於傳統佛經版本文獻

或義理推敲。此處筆者並非抹殺本書之中在新見佛教文獻、考訂教

史以及禪觀義學方面的成就；相反，作者久已因這兩方面成就而享

譽學林。前述東亞日韓越漢籍中的明清佛教，以及作者所考徹庸周

理師從密藏道開事跡，及補聖嚴法師《神I＇]修证指要》所舉明季禪

僧史料等方面，便可略窺功力。而作者在全書中體現出的或顯或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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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教東亞性視角，仍是當今佛教史學界尤其是大陸學明清佛教界

所缺少的，則本書《倒吹無孔笛》不僅是本領域重要的研究成果，

亦可成為未來明清佛教與中外交流研究的範式性代表，更好的把視

角放諸四海大洋。

二、漢傳佛教的世界史

本文中所及｀｀漢傳佛教的世界史＂這一觀念，得自清華大學聖凱

教授的講座點評時，針對國內明清佛教研究現狀而有的觀感。聖凱

教授認為，漢傳佛教的｀｀東亞性＂是之前研究非常匱乏的一面。就如

同早期佛教學者討論印度佛教和漢傳佛教的關係，話題始終圍繞在

末法、末世等觀點之屯這些現象顯然是線性史觀導致的。事實上，

印度大乘佛教正是因為漢傳佛教，而得以在亞洲及世界範圍彰顯和

流傳，否則今天大乘佛教只能停留在文本和觀念中。漢傳佛教不僅

使得源自印度的佛教具有了世界性，中華文明也因為漢傳佛教擁有了

世界性——我們本土的儒道傳統，同樣借助了佛教才得以在東亞圈

中傳播，日韓越南的儒學文化圈就是明證。聖凱教授以此推論，漢

字文化圈的世界性存在，最早正是由漢傳佛教所塑造的。因此，硏

究者必須關注明清佛教的世界性圖景，即佛教在中國以外地區的傳

播和互動。

宗教的巨大流動性，充分反映了閉關鎖國不是明清王朝的唯一形

態。｀｀漢傳佛教的世界史＂無疑也將成為明清佛教研究中的新命題。

作為近世中國通向東亞甚至世界的重要媒介與手段，漢傳佛教研究

中的教理觀念、高僧大德以及典籍傳印等傳統話題，將被賦予全新

的價值。比如之前在論及明清佛教文獻傳播及高僧地位確立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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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晚明佛教復興及清中葉衰退為基本敘事結構；每論及清初薄益智

旭大師時，多目之為明清佛教最高峰與總結者的評價，此後中士漢傳

佛教頓人衰境。如今把視角擴大到整個東亞，則清中棻起的漢傳佛

教不振，並不妨礙東亞漢字文化圈內諸地佛教蓬勃發展的史實。據

簡凱廷兄的研究，瀍益智旭的作品在江戶時代曾風靡日本禪林，其

傳本及註疏本在日本流傳極廣，歷時亦甚久，清末推崇淨士的而尊

奉藕益大師的有識之士如印光大師等人，未必沒有受到日本佛教傳統

的影響；而在漢地早已湮滅的晚明唯識學的修學傳統，同樣在 H本

得到保存與傳承。如此看來，接續在｀｀晚明佛教復興＂與｀｀晚清佛教

復興＂之間的佛教史敘述，既可以傳統視角目為清代漢傳佛教的衰

落，亦可以被視作東亞佛教佛發展在清中葉的暫時缺位，直到楊文會

與南條文雄的努力才重新將本土的漢傳佛教發展，納人到東亞／世

界的軌道之中。

漢傳佛教的世界史視角，同樣還是研究明清以降中土與亞洲及

歐美交流的全新嘗試，近代以來日韓、東南亞與中原高僧、護法

的交往與成就，也將會被賦予全新的意義。如民初三次赴日求法

傳回 H本所存唐密、在上海弘法的持松長老，便不僅是上海等地

的密教領袖，而是東亞漢傳密教復興的有力推動者；於二十世紀初

葉的密教復興中，不僅有中日漢密的傳授，更有漢藏、中印佛教的

互動，這是更大的佛教全球史的範疇了。而從今天學界頗為關注的

太虛大師年譜新編及全集整理的研究中已經可以看出，民國以來

佛教的全球史敘述亟待成型，對於實際影響遍及全球，跨文化種

族存在的佛教人物及信仰，以往單一的｀｀近代佛教'\ `｀漢傳佛教＂

的敘述已不足以表達太虛這一時期弘法成就及其影響的實際面貌，

漢傳佛教的世界史、｀｀全球史＂視角適逢其時。業師李天綱教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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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到，近代思想史上曾出現過對印度文化的強烈興趣，除了是由

於 1917 年章太炎等人發起｀｀亞洲古學會'\1920 年梁漱溟出版《東

西文化及其哲學》和 1924 年上海、北京學界接待泰戈爾訪華等原

因之外，近代佛教復興運動同樣是這種思潮的重要推手，這其中

便有為人熟知的中外佛教改革人士如楊文會、李提摩太、南條文雄

等人及其推重的｀｀梵學＂運動，提倡｀｀人間佛教＂的中外僧侶南下

印度及斯里蘭卡重新求法，新開當代佛教發展之門。佛教復興運動

最終影響了世俗社會中外交流的思潮與旨趣，無疑也是近代佛教世

界史話題中頗有份量的組成部分。

廖肇亨教授執教鞭于中研院文哲所與台大中文系，久治明清佛

教及東亞佛教交流史，為漢語研究界本領域公認的翹楚。正如廖老

師在《倒吹無孔笛》導論中提到，他已有一本明清黃槳宗硏究的專

書待出版；本書中東亞佛教交流僅為黃槩之外的成果。然即便如此，

書中展現的渡H曹洞僧眾及越南、琉球等地佛教僧眾的修為見聞，已

足見作者於此領域的功力。同時，廖老師座下門生之中也擁有一強

大的束亞佛教研究學術共同體，如簡凱廷兄的江戶時期佛教文獻學、

劉家幸博士對於渡田曾及日本禪宗的研究等等，皆已有相當成績，學

術活力同樣羨煞吾儕。我輩大陸明清佛教研究者，雖屢有個中拾遺

補缺之得，但於東亞佛教整體關懷，實闞硏究基礎。廖老師《倒吹

無孔笛》無疑是本領域重要的基石，更可開日後明清佛教研究新聲，

以啟兩岸明清佛教研究全新的學術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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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己亥孟冬，與廖老師、家幸博士，聚於福清黃槳山定明大和尚

席前，得奉杖屢，講文論學。然月餘疫起真空，音聞相隔已迄二載；

至今H海內紛擾，岸波不寧。憶昔隱元長老東渡時遇風浪大作，則

書｀｀免參＂二字貼船頭，遂有巨鱗數萬護送，一帆順風。今論及廖

老師新書中東亞佛教交流故實，仍靜待｀｀免參＂貼出，兩岸潮平，早

日再扣台灣、日本佛教界前輩同仁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