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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人，哲學博士。日本國立東

北大學宗教學博士畢業並留校任

教，博士論文曾獲得日本宗教學會「學會

獎」，為該學會創立以來獲得此獎的第

一位外籍學者。研究方向為東亞禪學思

想史、近現代東亞宗教、日本佛教、道

元禪學。專著有《道元與中國禪思想》

（日文，法藏館），譯著有《日中佛教友

好二千年史》（道端良秀著，商務印書

館）、《正法眼藏》（道元著，宗教文化

出版社）等。

湖

何燕生
郡山女子大學宗教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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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
近
代
在
禪
學
建
構
上
表
現
出
的
最
大
特
徵
，
是
把
﹁
文
本
﹂
作
為
唯
一
選
向
的
﹁
文
本
研

究
﹂
範
式
。
然
而
，
令
人
特
別
饒
有
興
趣
的
是
，
在
這
種
﹁
文
本
研
究
﹂
範
式
中
，
我
們
似
乎
可
以
看

到
普
遍
存
在
著
一
種
所
謂
﹁
現
代
化
敘
事
﹂
的
學
術
傾
向
。
比
如
，
關
於
臨
濟
義
玄
的
研
究
，
臨
濟

有
名
的
﹁
呵
佛
罵
祖
﹂
的
言
行
，
在
胡
適
歷
史
學
視
域
中
被
解
讀
為
一
種
﹁
方
法
﹂
，
認
為
臨
濟
的

﹁
喝
﹂
旨
在
破
除
偶
像
，
並
非
反
對
理
性
；
臨
濟
的
﹁
無
位
真
人
﹂
、
﹁
無
依
道
人
﹂
，
在
鈴
木
大

拙
、
柳
田
聖
山
等
人
的
禪
學
研
究
中
，
被
看
作
是
一
種
渴
望
﹁
自
由
﹂
的
吶
喊
者
形
象
，
甚
至
被
理
解

為
試
圖
擺
脫
傳
統
﹁
體
制
﹂
的
近
代
理
性
主
義
者
。

本
文
擬
對
近
代
以
來
，
關
於
臨
濟
及
其
︽
臨
濟
錄
︾
的
研
究
作
為
例
子
，
對
近
代
禪
學
建
構
中
，

表
現
在
方
法
論
上
的
﹁
現
代
化
敘
事
﹂
傾
向
進
行
反
省
性
檢
討
。
其
中
，
具
體
擬
以
胡
適
和
柳
田
聖
山

的
研
究
作
為
主
要
討
論
對
象
。
同
時
期
望
通
過
本
文
的
探
討
，
能
夠
對
人
間
佛
教
研
究
的
未
來
發
展
提

供
一
些
思
考
。

胡
適
雖
然
涉
及
臨
濟
和
︽
臨
濟
錄
︾
的
文
字
不
是
很
多
，
但
問
題
意
識
十
分
鮮
明
，
而
且
胡
適
似

是
漢
語
禪
學
界
最
早
從
學
術
的
語
境
論
述
臨
濟
禪
的
學
者
。
至
於
柳
田
聖
山
，
雖
然
在
臨
濟
義
玄
思
想

的
論
述
方
面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他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受
到
鈴
木
大
拙
等
人
的
相
關
研
究
的
影
響
，
但
並
不

是
﹁
照
著
講
﹂
，
而
是
﹁
接
著
講
﹂
，
體
現
了
柳
田
本
人
的
一
種
問
題
意
識
。
柳
田
對
︽
臨
濟
錄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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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現
的
﹁
普
化
﹂
這
位
帶
有
符
號
性
人
物
給
予
特
別
的
關
注
，
同
一
時
期
還
對
一
休
的
︽
狂
雲
集
︾
進

行
研
究
，
在
柳
田
的
筆
下
，
臨
濟
、
普
化
和
一
休
，
似
乎
構
成
了
柳
田
版
的
﹁
現
代
化
敘
事
﹂
的
一
種

符
號—

禪
思
想
的
﹁
原
型
﹂
。

胡
適
著
手
禪
學
的
研
習
，
也
是
始
於
上
世
紀
二○

年
代
。
上
世
紀
二
、
三○

年
代
，
中
國
學
術

界
處
於
學
問
新
舊
交
替
的
﹁
改
良
﹂
時
期
，
對
舊
學
進
行
﹁
革
命
﹂
，
宣
導
新
的
學
問
。
胡
適
從
文
學

方
面
著
手
，
撰
寫
了
著
名
的
︽
文
學
改
良
芻
議
︾
，
反
對
八
股
，
宣
導
白
話
國
語
運
動
。
正
是
因
為
處

於
學
問
新
舊
交
替
的
﹁
改
良
﹂
時
期
，
胡
適
的
學
術
研
究
的
﹁
現
代
化
敘
事
﹂
傾
向
顯
得
更
加
強
烈
，

他
對
禪
宗
的
研
究
，
其
實
就
是
為
了
完
成
他
撰
寫
一
部
﹁
中
國
思
想
史
﹂
而
展
開
的
，
應
用
性
和
目
的

性
很
強
。
這
是
時
代
的
要
求
，
學
術
上
的
需
要
，
不
僅
僅
是
歷
史
學
方
法
論
層
面
的
問
題
。
他
介
紹
禪

學
的
方
法
，
把
臨
濟
義
玄
的
﹁
呵
佛
罵
祖
﹂
視
為
一
種
﹁
困
學
﹂
的
教
學
﹁
方
法
﹂
，
其
實
與
當
時
胡

適
所
處
的
中
國
學
術
背
景
不
無
關
係
。
而
且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胡
適
論
述
禪
學
方
法
的
那
篇
講
演
稿

︽
中
國
禪
學
的
發
展
︾
，
就
是
一
九
三
四
年
胡
適
在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
為
學
習
教
育
的
在
讀
學
生
撰
寫

而
成
的
。

胡
適
在
演
講
中
曾
明
確
指
出
，
從
七
世
紀
到
十
一
世
紀
這
一
派
禪
宗
學
人
的
方
法
與
教
學
，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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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學
習
教
育
的
人
來
說
，
多
少
也
該
有
點
啟
示
。
1

當
然
，
胡
適
對
﹁
方
法
﹂
的
關
注
，
是
他
長
期
以

來
的
一
項
工
作
，
不
僅
僅
限
於
禪
學
方
面
。
2

總
之
，
胡
適
把
臨
濟
義
玄
的
﹁
呵
佛
罵
祖
﹂
的
言
行
視

為
一
種
﹁
困
學
﹂
的
教
學
方
面
，
對
此
我
們
需
要
結
合
當
時
的
話
語
對
象
和
時
代
背
景
去
理
解
，
去
評

價
。
與
此
同
時
，
對
於
胡
適
始
終
強
調
通
過
歷
史
學
的
方
法
論
以
揭
示
禪
宗
的
歷
史
，
去
其
神
話
化
，

從
而
對
日
本
學
者
﹁
只
是
相
信
，
毫
不
懷
疑
﹂
的
研
究
態
度
，
持
以
批
判
態
度
，
我
們
同
樣
也
應
該
結

合
當
時
的
時
代
背
景
去
理
解
，
去
解
釋
，
去
評
價
。

臨
濟
義
玄
禪
學
，
在
歷
史
學
家
胡
適
的
筆
下
，
成
為
了
一
個
現
代
化
敘
事
的
對
象
。
在
胡
適
看

來
，
臨
濟
自
始
至
終
是
一
位
歷
史
人
物
；
其
禪
學
，
是
中
國
佛
教
史
中
的
一
個
﹁
運
動
﹂
，
是
一
個
可

以
解
讀
的
對
象
；
作
為
中
國
思
想
史
中
的
一
個
﹁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
其
禪
學
的
出
現
，
並
不
是

一
個
孤
立
的
事
件
；
它
的
形
成
自
有
其
歷
史
背
景
和
思
想
脈
絡
，
我
們
可
以
用
歷
史
學
的
眼
光
去
研
究

註
解
：

1
柳
田
聖
山
編
：
︽
胡
適
禪
學
案
︾
，
中
文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五
年
，
第 506

頁
。

2
關
於
該
問
題
，
小
川
隆
在
︽
語
錄
的
思
想
史—

解
析
中
國
禪
︾
︵
何
燕
生
譯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一
五
年
︶
一
書

第
三
章
︿
胡
適
與
大
拙—

二
十
世
紀
的
禪
學
﹀
中
進
行
了
較
為
全
面
的
論
述
，
可
參
考
。
見
該
書
第240

頁—

第246

頁
，

日
文
版
︽
語
錄
の
思
想
史—

中
國
禪
の
研
究
︾
第366

頁—
373

頁
︵
岩
波
書
店
，
二○

一
一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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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

胡
適
認
為
，
臨
濟
的
偉
大
之
處
，
在
於
他
把
﹁
知
性
的
解
放
視
為
中
國
禪
的
真
正
使
命
﹂
；
臨

濟
的
﹁
呵
﹂
等
粗
暴
性
言
行
，
其
實
是
一
種
﹁
新
的
教
學
方
法
﹂
，
目
的
在
於
讓
學
人
自
己
通
過
自
己

的
努
力
，
去
發
現
事
物
的
真
相
。
胡
適
用
﹁
困
學
﹂
一
詞
來
表
達
這
種
方
法
。
因
此
，
作
為
一
種
﹁
方

法
﹂
的
臨
濟
禪
學
，
在
胡
適
的
歷
史
學
敘
事
中
被
合
理
地
表
述
出
來
了
。
儘
管
從
佛
教
徒
的
眼
光
來

看
，
胡
適
這
種
歷
史
學
的
禪
學
研
究
似
乎
缺
乏
同
情
心
的
理
解
，
而
鈴
木
大
拙
最
不
能
認
同
的
，
似
乎

也
是
這
一
點
。

與
上
述
常
盤
和
胡
適
不
同
的
是
，
柳
田
聖
山
是
一
位
科
班
出
身
的
禪
宗
學
者
。
柳
田
擅
長
禪
宗
文

獻
的
梳
理
，
特
別
是
在
初
期
禪
宗
文
獻
的
歷
史
研
究
方
面
，
取
得
了
許
多
令
人
矚
目
的
重
要
成
果
。
與

此
同
時
，
柳
田
又
是
一
位
富
有
思
想
個
性
的
禪
宗
思
想
史
學
者
，
他
關
於
臨
濟
以
及
︽
臨
濟
錄
︾
長
達

二
十
餘
年
的
﹁
尋
夢
﹂
，
可
以
說
如
實
地
反
映
了
他
在
禪
宗
思
想
史
研
究
方
面
的
奮
鬥
歷
程
。
然
而
，

正
如
上
述
常
盤
和
胡
適
關
於
臨
濟
敘
述
帶
有
鮮
明
的
時
代
烙
印
一
樣
，
柳
田
關
於
臨
濟
和
︽
臨
濟
錄
︾

的
敘
事
，
我
們
同
樣
可
以
從
中
窺
知
其
時
代
的
影
子
。

柳
田
正
式
發
表
關
於
臨
濟
和
︽
臨
濟
錄
︾
的
研
究
成
果
，
主
要
集
中
在
上
世
紀
六○

年
代
至
七○

年
之
間
，
但
開
始
著
手
研
究
，
似
乎
時
間
更
早
，
可
以
追
溯
到
五
十
年
代
。
他
回
憶
自
己
研
究
臨
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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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機
時
曾
說
：

將
臨
濟
義
玄
︵
？-866

︶
的
說
法
與
唐
末
五
代
河
北
這
一
特
定
歷
史
地
理
環
境
相
結
合
重
新

進
行
解
釋
，
我
的
這
一
祕
藏
多
年
的
想
法
和
方
法
，
毋
庸
諱
言
，
由
來
於
我
對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一
切
為
了
抬
高
戰
意
的
一
種
反
省
…
…
︵
中
略
︶
鈴
木
大
拙
的
︽
臨
濟
の
基
本

思
想
︾
，
執
筆
於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末
期
，
先
在
︽
哲
學
季
刊
︾
上
連
載
，
後
來
至
昭
和

二
十
四
年
，
由
中
央
公
論
社
出
版
。
現
在
回
想
起
來
，
鈴
木
大
拙
的
臨
濟
解
釋
，
是
戰
後
民

主
主
義
的
第
一
步
，
並
不
是
什
麼
臨
濟
的
思
想
，
但
與
以
前
的
傳
統
式
訓
讀
相
比
，
斷
然
新

穎
，
我
的
臨
濟
研
究
，
長
期
以
來
受
到
該
書
的
影
響
。
更
者
，
大
大
地
改
變
以
前
的
傳
統
式

訓
讀
的
，
是
陸
川
堆
雲
的
︽
臨
濟
及
び
臨
濟
錄
の
研
究
︾
。
該
書
於
昭
和
二
十
四
年
由
位
於

長
野
縣
岡
穀
的
喜
久
屋
書
店
出
版
。
喜
久
屋
是
作
者
陸
川
堆
雲
居
士
的
事
業
，
位
於
信
州
味

噌
工
廠
的
一
角
。
我
們
反
復
地
閱
讀
這
本
書
，
以
擺
脫
戰
爭
中
的
咒
符
。
臨
濟
以
及
︽
臨
濟

錄
︾
，
是
人
性
解
放
的
一
種
票
據
。
3

註
解
：

3
柳
田
聖
山
譯
︽
臨
濟
錄
︾
︵
中
央
ク
ラ
シ
ッ
ク
ス
︶
中
央
公
論
社
，
二 ○

○
四
年
，
頁1

、
頁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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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似
的
文
字
，
還
見
於
柳
田
其
他
的
著
述
。
柳
田
說
他
結
合
河
北
的
歷
史
地
理
環
境
，
試
圖
重
新

解
釋
臨
濟
義
玄
，
是
出
於
﹁
對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一
切
為
了
抬
高
戰
意
的
一
種
反
省
﹂
，
閱
讀
︽
臨

濟
錄
︾
，
目
的
是
﹁
以
擺
脫
戰
爭
中
的
咒
符
﹂
，
而
且
還
說
，
﹁
臨
濟
以
及
︽
臨
濟
錄
︾
，
是
人
性
解

放
的
一
種
票
據
﹂
等
等
。
由
此
，
我
們
不
難
知
道
，
柳
田
關
於
臨
濟
的
﹁
自
由
理
想
人
格
﹂
的
敘
事
，

其
批
判
宋
代
臨
濟
禪
的
﹁
格
式
化
﹂
，
重
唐
輕
宋
，
強
調
應
該
把
臨
濟
義
玄
視
為
一
個
歷
史
人
物
，
還

原
到
唐
末
的
歷
史
語
境
中
去
理
解
，
其
實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
與
當
時
日
本
國
內
的
政
治
和
社
會
環

境
有
著
千
絲
萬
縷
的
聯
繫
。
因
此
，
臨
濟
義
玄
到
底
是
不
是
一
個
﹁
自
由
﹂
的
吶
喊
者
，
赤
裸
裸
的

﹁
人
﹂
思
想
的
表
達
者
，
不
能
不
說
多
少
也
參
雜
著
柳
田
對
臨
濟
的
一
種
想
像
；
就
像
他
評
價
鈴
木
大

拙
的
臨
濟
解
釋
是
﹁
戰
後
民
主
主
義
的
第
一
步
，
並
不
是
什
麼
臨
濟
的
思
想
﹂
一
樣
。

柳
田
對
臨
濟
義
玄
如
此
情
有
獨
鍾
，
把
臨
濟
義
玄
與
有
著
戲
劇
性
色
彩
的
普
化
相
提
並
論
，
是

因
為
在
柳
田
看
來
，
臨
濟
義
玄
赤
裸
裸
的
﹁
人
﹂
思
想
和
普
化
的
﹁
瘋
狂
﹂
敘
事
，
其
實
反
映
了
一
種

禪
思
想
的
﹁
原
型
﹂
。
柳
田
的
這
一
觀
點
，
我
們
可
以
從
︽
禪
思
想—

そ
の
原
型
を
あ
ら
う
︾
︵
中

央
公
論
社
，
中
公
新
書
，
一
九
七
五
年
︶
一
書
中
窺
其
一
斑
。
該
書
雖
然
是
一
本
小
冊
子
，
但
從
章
名

﹁
髑
髏
の
章
﹂
、
﹁
鏡
の
章
﹂
、
﹁
輪
迴
の
章
﹂
、
﹁
風
癲
の
章
﹂
這
些
文
字
，
我
們
不
難
瞭
解
，
柳

田
對
於
﹁
禪
思
想
﹂
的
理
解
，
有
他
自
己
的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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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該
書
﹁
風
癲
の
章
﹂
中
，
柳
田
著
重
論
述
了
作
為
﹁
瘋
癲
的
臨
濟
﹂
和
作
為
﹁
瘋
狂
的
普
化
﹂

的
形
象
，
認
為
他
們
﹁
破
格
﹂
的
言
行
，
其
實
就
是
禪
思
想
﹁
原
型
﹂
的
一
種
赤
裸
裸
的
表
達
。
4

﹁
無
拘
無
束
﹂
、
﹁
自
由
奔
放
﹂
的
臨
濟
和
普
化
的
形
象
，
用
柳
田
自
己
的
話
說
，
就
是
一
個
﹁
去
體

制
化
﹂
的
﹁
人
﹂—

﹁
無
位
真
人
﹂
、
﹁
無
依
道
人
﹂
。
柳
田
通
過
對
臨
濟
的
﹁
尋
夢
﹂
，
找
到
了

禪
思
想
﹁
原
型
﹂
的
存
在
。
因
此
，
柳
田
關
於
臨
濟
以
及
︽
臨
濟
錄
︾
的
一
系
列
研
究
，
可
以
說
其
實

就
是
為
了
尋
找
禪
思
想
﹁
原
型
﹂
的
一
次
思
想
歷
程
。
在
這
裡
，
我
們
看
到
了
不
同
於
把
臨
濟
的
﹁
呵

佛
罵
祖
﹂
視
為
一
種
﹁
方
法
﹂
的
胡
適
歷
史
學
敘
事
的
思
想
史
論
述
的
誕
生
；
柳
田
的
臨
濟
敘
事
，
有

他
本
人
獨
自
的
問
題
意
識
。

註
解
：

4
柳
田
聖
山
譯
︽
臨
濟
錄
︾
︵
中
央
ク
ラ
シ
ッ
ク
ス
︶
中
央
公
論
社
，
二 ○

○
四
年
，
第163

頁–

第178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