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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洞宗歸宗青原一系的原因初析 

 

徐文明 

北京師範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提要：曹洞宗上承藥山，本屬南嶽，後來卻被劃歸青原。本文分析了曹洞宗改宗青原的原因，

指出其改宗具有某種合理性，對整個禪宗的發展是有利的。 

關鍵詞：曹洞宗 南嶽 青原 

 

  曹洞宗屬於藥山一支，本為南嶽系，後來卻被劃歸石頭，成為青原一系的正傳，其間是

非恩怨，曲折幽微，年代久遠，難以明辨，然此事非小，不應無言，意非厚此薄彼，刮翻案

風，而是澄源引流，知其變遷，解其原委，不屈古人，不負來者。 

  杜繼文先生認為，石頭宗系傳承上的種種問題，皆與「晚唐、五代間刮起的一股貶道一、

抬石頭的風潮有關，而以《祖堂集》反映得最為集中」，「嚴格說，石頭系興起，實應從《祖

堂集》為石頭大造輿論開始」。[註 1]石頭系的興起，也是以藥山一支的曹洞宗的加盟為重要

標誌的。輿論的作用與現實的力量相配合，使得原來人所罕言的石頭宗系成為堪與洪州宗並

肩的一大派系。 

  據現有資料，曹洞宗至曹山本寂、雲居道膺止，對於上代宗承只追述到藥山，並未明言

自己的歸屬，而到雲居道膺下一代，皆稱己宗為石頭傳人，可見宗門之改換始於此時。據崔

彥撝撰〈高麗國彌智山菩提寺故教諡大鏡大師元機之塔碑銘并序〉，「曹溪門下，首出其門

者，曰讓，曰思。思之嗣遷，遷之嗣徹（當作「儼」），徹之嗣晟，晟之嗣价，价之嗣膺，

膺之嗣大師」，「大師法諱麗嚴，俗姓金氏」。此碑明確地抬出讓與思並列的兩大法系，並

將曹洞宗歸入青原一系。此說不孤，又據〈有唐高麗國海州須彌山廣照寺故教諡真澈禪師寶

月乘空之塔碑銘〉，曹溪門下，「秀出者唯二，曰讓，曰思。實繁有徒，繁衍無極。承其讓

者大寂，嗣其思者石頭。石頭傳於藥山，藥山傳於雲巖，雲巖傳於洞山，洞山傳於雲居，雲

居傳於大師。……大師法諱利嚴」。雲居門下高麗僧人有麗嚴、利嚴、慶猷、迥微，號稱海

東四無畏大士，他們都承認自己是青原一系，這是雲居一派已然改宗青原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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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換宗系不是一件小事，若非絕大因緣，不會輕易為之。首先，藥山應當有從石頭參學

的經歷。依《祖堂集》，藥山「謁石頭，密領玄旨」，與馬祖無涉；依唐伸〈藥山碑銘〉，

則其「居寂之室垂二十年」，與石頭無關。其實這些或出於宗派之見，或述事不全，不能作

為定說。依理論之，藥山應當與丹霞天然、江陵道悟一樣，是往來於二大師門下的。沖虛大

概只看重乃師的主要經歷及馬祖一門的鼎盛，故對藥山參學石頭之事未曾道及，但碑文明言

「南嶽有遷」，表明對於石頭一派也是很尊重的，這在當時馬祖門下實不多見，若非藥山有

此經歷，何以將當時影響甚微的石頭一系與馬祖、北宗並列？ 

  正是由於有往來參學的經歷，藥山大概也與道悟、天然一樣，並未對後世明確宣布自己

的宗承。據《祖堂集》，有問藥山承嗣何人，藥山並未明說，而是答云：「古佛殿裏拾得一

行字。」再問是什麼字，藥山答道：「渠不似我，我不似渠，所以肯這個字。」從「一行字」

可以推測為馬祖道一，一行者，道一也。但從「渠不似我，我不似渠」又可以推出一個「遷」

字。不似者，變遷也，故也可解釋為承嗣石頭希遷。而且藥山當時的名氣不如道悟，雖然他

在馬祖門下垂二十年，大得賞識，但論起年資，他與百丈懷海、南泉普願一樣，都是屬於小

字輩，聲名、地位都不高，無論是權德輿的〈道一塔銘〉，還是歸登所撰的懷讓碑文中都沒

有藥山的名字，宗密與白居易也未提及他。準確地說，除了唐伸所撰碑文之外，在當時找不

到藥山的影子，這並不是藥山不存在或水平不高，而是說他當時的影響並不大，也不像江陵

道悟那樣，明確被宣布為馬祖的大弟子。正是由於藥山在馬祖門下並無突出的地位，他又有

從學石頭的經歷，他本人大概也未明確告知弟子自己屬於何宗，是故雲巖、洞山、曹山等追

述上代傳承，也只到藥山為止，如此為後世改宗石頭準備了條件。 

  藥山不僅有從石頭參學的經歷，其本人及後世也確實從石頭一系那裏汲取了不少東西，

是以曹洞宗的理論體系中分明有石頭的影響。石頭《參同契》中的「回互」說以及理事、明

暗、清濁、母子、本末、尊卑、功位（處）等概念明顯地影響了洞山一系，在曹洞宗的理論

建構中起了相當重要的作用。石頭指出，回互就是相涉、相互關聯；不回互即是各依本位（自

性）而住，即各守自性，不相妨礙，事物之間既存在回互的關係，又有不回互的一面。曹洞

宗對此既有繼承，又有創新。 

  曹洞宗將事物（境）的回互相涉轉換為概念語言（智）對如如正理的表達，即通過曲折

回繞的方式表達正理，以啟發學人自悟，儘量避免單純的直白和正面的宣示，也就是說將回

互與不說破結合在一起，有敲有唱，正按旁提，偏正結合，賓主激勵，建立了一套頗具特色

的教學體系，成為曹洞宗的主要特徵之一。在修行方面，曹洞宗又以兼帶（回互）為最高境

界，強調從非兼帶（不回互）即有偏有正、有尊有卑到兼帶，即非染非淨、非正非偏的依次

進益。如此將石頭的回互說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使之更加完善和深入。 

  石頭希遷已經有借用世法和本土文化傳播佛法的跡象，其借用魏伯陽的「參同契」為文

名即是一例，其用「大仙」表佛祖，言「聲元異樂苦」暗用嵇康《聲無哀樂論》之義，以「參



《普門學報》第 2 期 / 2001 年 3 月                                               第 3 頁，共 7 頁 

論文 / 曹洞宗歸宗青原一系的原因初析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玄」喻學佛，都表明了這一跡象。曹洞宗亦是如此，其以君臣父子喻本末體用，以五相示五

位，更以卦象示之，都表明了這一特點。 

  一個重大事件的發生，總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中華民族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但在

文化及體質方面，南北差異都是一個長期存在的不爭的事實，現代甚至用基因分析方法表明

南北族群之間確實存在明顯的差別。可以說，道儒之爭就是南北文化不同的體現，南方重清

虛自然，故有老莊之說；北方尚剛健有為，故有孔墨之道。君子仁者之風有別，樂山樂水之

道不同，由來已久矣。而東晉以來，持續將三百年的政治上的南北對立又加劇了南北文化的

差異。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也不可避免地受到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使佛教也產生了南宗與

北宗之別。 

  荊溪湛然在《法華玄義釋讖》卷十九將佛教分為南北二宗，認為「南宗初弘《成實》，

後尚三論」，並稱「今時言北宗者，謂俱舍、唯識」。[註 2]北山神清亦於《北山錄》中謂「南

宗焉，以空假中為三觀；北宗焉，以遍計、依他、圓成為三性也」[註 3]。是以南宗重性空之

說，故專弘般若空宗，《成實》、三論俱說空也；北宗尚性有之論，故專重唯識、如來藏有

宗，《俱舍》、唯識俱說有也。具體到禪宗，則北宗以佛性如來藏之說為主，重視《楞伽》；

南宗特重般若性空之說，偏重《金剛》。六祖惠能將兩系學說融貫為一體，立自性是佛之義，

以自性通貫二說，然他本人悟道的經歷和弘法的方式又頗帶有南人的色彩，如聞《金剛經》

悟道，大講摩訶般若，授無相戒等，這表明他在南方傳教，必須尊重南方佛教的傳統。 

  六祖之後，其諸大弟子各自承襲並發展了其學說的一個方面，南嶽懷讓重視如來藏之說，

強調自性涅槃；青原行思與荷澤神會則重視其般若之說，強調自性菩提。懷讓弟子馬祖道一

再次強調《楞伽經》在禪門的地位，以對抗神會《金剛經》傳宗之說。行思弟子石頭希遷則

重視作為三論宗鼻祖的僧肇之說，繼承了南方佛教重視般若的傳統，強調自性靈智。馬祖為

不世出的大宗師，其門下又人才輩出，故能逆風而行，抗俗獨立，使得南方風氣幾為之變，

即心即佛，言滿天下。牛頭石頭，皆不能顧視其肩。然而逆水行舟，力小莫為；頂風疾步，

莫能持久。馬祖雖然天下獨步，其後世卻未能在南方獨領風騷。溈仰宗曇花一現，臨濟宗大

行北方，並非偶然。 

  藥山惟儼往來於二大師之間，雖然他從馬祖學法時間較長，其弟子沖虛等以其為馬祖嫡

傳，但他於石頭宗旨也非毫無汲取。石頭一宗雖然在初期根本無法與洪州宗相比，卻符合南

方的佛教傳統，具有持續發展的潛力。曹洞宗雖以馬祖宗旨為主流，卻又大量吸收了石頭的

思想理論。隨著馬祖系主流力量的北移，客觀上被壓制已久的石頭一支開始抬頭，本來就包

含著石頭法乳的曹洞宗改宗，就變成依時順世的自然而然的行為了。不光曹洞宗如此，就連

早已被明確宣布為馬祖弟子的道悟後世，都急著宣稱自己是石頭的後人，這不能不說是風氣

使然，環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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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還有一個曹洞宗人不願道及的原因，即藥山在兩系的地位問題影響了曹洞宗的選

擇。馬祖門下龍象輩出，且諸大弟子早有定評，就連後世名聲顯赫的百丈懷海、南泉普願都

無法擠入大弟子的行列，何況入門在百丈之後的藥山呢？因此，雖然有唐伸的舉揚，沖虛的

尊禮，藥山在馬祖門下如孔門之洙泗的地位，根本得不到時人的承認。 

  而在石頭門下則完全不同，石頭本來門庭冷落，弟子無多，一轉到石頭門下，藥山則頓

時身價倍增，成為嫡傳大弟子。這是因為藥山的後人創立了曹洞宗，在南方成為繼溈仰宗之

後的影響最大的宗派，而天皇道悟由於被公認為是馬祖的弟子，傳承上存在爭議，且其傳人

德山的弟子雪峰義存又先從洞山受學，不好抹殺洞山的祖師的影響，故使藥山成為石頭門下

第一人，壓倒了名聲顯赫的道悟和天然。 

  原來兼學兩家，而且更應視作馬祖傳人的道悟、天然、藥山三大家均被後人宣布為石頭

的傳人，馬祖一門好像並未反擊，而是予以默許，這也是比較奇怪的事。崔彥撝〈有晉高麗

中原府故開天山淨土寺教諡法鏡大師慈鐙之塔碑銘并序〉在言及禪宗傳承時也，稱「能其後

分而為二，其一曰讓，其一曰思，其下昭昭，此則何述焉」，承認思與讓分立的地位，雖然

未曾明言，似乎也等於默認了藥山等三家的改宗，若非如此，思與石頭下無傳人，何以與南

嶽並肩！ 

  這位法鏡大師法名元暉（八七九－九四一），為麻谷法孫，屬於江西一派。或許馬祖一

派人才太多，不在乎有幾個人改換門牆。或許馬祖後人樂得他們改換門庭，以免與自己爭正

統。但這些似乎都是靠不住的理由。向來一派之興盛，既要有實力為基礎，又須有輿論之舉

揚，而輿論文字之作用，愈是後世，愈得以顯現。因為實力要受一定社會歷史條件的局限，

未必能長期保持；而一旦形成文字資料，就會發生長久的影響。這是不立文字的禪宗熱衷於

修宗史、作燈錄的原因之一。與洪州宗的興盛相應，南嶽一系的智炬作《寶林傳》，為之大

加鼓吹，使之成為曹溪的正傳。 

  智炬特意借上代祖師之口，作了不少讖語，以預示後來南嶽系的正統地位，其中借二十

七祖般若多羅之口作一讖語：  

  

震旦雖闊無別路，要假侄孫腳下行。 

金雞解銜一粒粟，供養十方羅漢僧。 

  

  以「金雞」喻懷讓出生地金州，以「十方」喻道一出生地漢州什邡，表明懷讓一系才是

六祖正傳。然般若多羅又有一讖語說菩提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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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行跨水又逢羊，獨自恓恓暗渡江。 

日下可憐雙象馬，兩株嫩桂久昌昌。 

  

  其中「日下」《祖堂集》釋為京都，「雙象馬」釋為寶志和傅大士，「兩株嫩桂」釋為

「少林」。但這種解釋不能說是唯一的，「日下」也可以釋為「日後」，「雙象馬」也可釋

為後世的兩大傳人，同樣，「兩株嫩桂久昌昌」也可釋為後世兩大支派並行不悖，長久昌盛。 

  在智炬作《寶林傳》的時代，既有南宗與北宗的相互抗衡，在南宗內部，又有洪州系與

荷澤系的並立。故「雙象馬」初期可能喻指惠能與神秀，後來北宗漸衰，也可以此喻指南宗

門下的懷讓與神會，故「兩株嫩桂」可能先是喻指南宗與北宗，後來又指南嶽派與荷澤派。

但在會昌法難之後，形勢大變，不僅北宗勢力衰微，就連靠攻擊北宗起家的神會一系也法系

不明，難以為繼了，只有南嶽一系仍舊保持著繁榮興盛的勢頭，這就和祖師所預言的「兩株

嫩桂久昌昌」不符了。 

  雖然智炬可能是拉大旗作虎皮，但他打的是祖師的旗號，後世雖然知道他不過是假傳聖

旨，也不得不加以承認，如今祖師的預言有落空的危險，這是一件不得不趕緊解決的大事。

《寶林傳》（後為《祖堂集》襲用）借那連耶舍之口所預言的六祖弟子只有四人，一是懷讓，

二是神會，三是印宗，四是慧忠，沒有行思的影子，卻有石頭希遷，這可能是因為智炬住錫

南嶽，對希遷有所瞭解。說印宗大概是因為他與六祖有大因緣，言慧忠是因為他被尊為國師，

對當時禪宗影響頗巨。然至後世，四大弟子中只有懷讓一支獨盛，其他三人傳承不繼，無法

承擔與南嶽並傳的重任，在曹溪門下，也找不到另外一支。數來數去，只有希遷的名字在那

連耶舍的預言中出現過，並且也算得上是有些影響的一家，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中述禪

門十家時提到過他，雖然宗密將之列為第二等，認為其不足以代表曹溪，但在南宗門下，算

是江西、荷澤之外的第三家，既然荷澤宗已然衰落，就只有讓石頭一支補缺了。 

  只是讓石頭一支補缺，還不能解決問題。因為石頭門下有影響的弟子太少，雖然其弟子

道銑有意抬舉，道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來憧憧，不見二大士為無知焉」，好

像石頭處於與馬祖並列的地位，門下皆相互參訪，但真正屬於石頭的卻寥寥無幾，其中毫無

爭議且為時所重的更是屈指可數，除潮州大顛有些影響外，再難覓其人。而後世影響較大的

江陵道悟、丹霞天然、藥山惟儼三大家，全是與馬祖關係密切，或者說被認為是屬於馬祖一

系的。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將此三家轉入石頭一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使之力量大大

增強，成為與南嶽系並列的一大門派。因此，三家的後世不約而同地宣稱自己是行思的後人，

而馬祖一派也加以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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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宗事件正好發生在會昌法難及荷澤宗衰落之後，並非偶然。然三家後人的意見也不是

完全統一的，道悟一支以雪峰義存為代表，明確宣布自己屬於青原系，藥山一支則不太明瞭。

這一方面是由於已經有唐伸碑文的存在，對於改宗是一個不小的障礙；另一方面，洞山之後

誰代表藥山一支的問題也未解決，石霜慶諸影響不小，傳說洞山卒後學徒雲聚石霜山，而慶

諸卻避入深山，而洞山門下也有雲居道膺和曹山本寂兩大家，嫡庶難分。從洞山的意旨，當

時宗門的影響和理論上的創建來看，曹山無疑應當是洞山的嫡傳，曹洞宗之名自有來歷。但

從法系的延續、後世的地位及當時的社會作用來看，雲居無疑佔有更為突出的位置。 

  兩位大師的對峙對於改宗也有一定的影響。曹山全承洞山，不僅接續雲巖法系，對於南

泉的思想也汲取甚多，從其禪法理論中看到的更多是南嶽的法乳，故其本人及弟子可能還是

自認為是南嶽的傳人。雲居道膺先從丹霞天然弟子翠微無學三年，後於洞山得旨，實續兩家

之學，雖然從其本人的語錄看不出他有多少傾向於青原系的因素，但其弟子異口同聲，都稱

自己屬於青原一派，這不能說其中沒有他的影響。雲居弟子或其本人大概受到曹山一派宗承

南嶽的激勵，宣稱自己是青原的傳人，以表明只有自己一派才是洞山正傳。 

  由於史料的缺乏，難於悉知是否從雲居時便已明確改宗，但雲居弟子輩皆已自稱屬於青

原已有多種碑文為證。為了強化這一觀點，《祖堂集》大作文章，不僅完全抹去了藥山在馬

祖門下近二十年的參學經歷，還讓藥山弟子道吾充當了攻擊馬祖、抬高石頭的急先鋒，讓道

吾宣揚什麼「石頭是真金鋪，江西是雜貨鋪」，並且還讓百丈懷海表示承認，言「灼然是生

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又一再地抬高道吾，貶低雲巖。這不過是說明雲巖在百丈門下二

十年，雜學「墮根」，故不如道吾純正，從側面暗示馬祖弟子百丈不如石頭弟子藥山。這些

顯然都是毫無根據的編造，目的是給人一種藥山門下帶頭攻擊江西的印象，以掩飾雪峰義存

不顧江陵道悟早被視為馬祖弟子的事實，有意抹殺這段歷史，反過來攻擊馬祖的行為。 

  不過「雜貨鋪」與「真金鋪」之喻倒是煞費苦心，江西門下人才鼎盛，石頭一支無論如

何是比不了的，只好宣稱自己是真金，重在質量，不求數量；對方是雜貨，多而無益。如果

藥山門下真認為江西是雜貨鋪，為什麼從藥山到洞山，直至曹山，都多與江西門下往來，不

見與石頭一支結交，看起來真是真金難覓，雜貨易尋，藥山一派只好退而求其次了。 

  無論改宗的動機及原因如何，這次改宗還是給禪門注入了一股新氣息，導致了兩大門派

相互激勵、相互促進的千年盛況。禪宗自五祖之後，便形成了諸師並傳，特別是南北對峙的

局面，促進了各個流派的自由競爭與各自發展。會昌滅佛改變了這種百花齊放的形勢，使天

下禪門萬馬齊喑，唯江西一支獨盛，這在客觀上是不利於佛教的發展的，因為沒有對立、沒

有矛盾、沒有競爭，也就沒有協調、沒有激勵，形不成發展的動力。三家的改宗使原本衰落

的石頭一支異軍突起，驟然成為堪與江西比肩的一大支（也許抬高石頭、貶低江西是不得已

的，不如此就不能形成兩家對峙的局面），不僅豐富了禪門理論，也使禪宗內部形成了以協

調為主、以對立為輔的良好局面，促進了禪宗的長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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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後來在兩派的基礎上形成五家七宗，使禪宗越來越興旺。事實證明，宗派的出現有

利於宗門的發展，只有百家爭鳴，才能導致百花齊放，一個主義必然造成萬馬齊喑。從這一

意義上說，曹洞宗的改換門庭也是一件好事，雖然這對於南嶽一系從表面和暫時利益上看並

不公平，但對其長期發展及整個禪宗  的興盛是有利的。 

 

【註釋】 

[註 1]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第二八○頁，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年。 

[註 2] 大正藏第三十三冊第九五一頁上、中。 

[註 3] 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五八一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