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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游寺诗及其禅悟的进阶

222兼论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三种类型

李舜臣Q高Q畅

摘Q要! 苏轼平生行迹#几半天下#所至之处#尤喜游寺( 所作游寺诗#集中在他外任或贬谪之时#即凤翔*杭州*黄州*岭
南四个时期( 苏轼这四个时期的游寺诗的书写旨趣*格调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颇为鲜明地反映了他禅悟的进阶#亦典
型地体现出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三种类型#即纪实绘景型*阐理写心型*明心见性型(
关键词! 苏轼+Q游寺诗+Q禅悟+Q进阶+Q北宋
作者简介! 李舜臣#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佛教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 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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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佛寺"又称伽蓝/精舍/兰若"既是彰显宗教文
化的重要场所"亦是迥异于俗世的#另类空间$.
东晋以还"文人酷爱悠游佛寺"亲近禅侣"抒写禅
悦风致"名篇秀句"郁起迭出"诗苑遂有#游寺诗$
一门.!

爰至北宋"佛寺林立"文人公假尤多"自放
闲适"游寺之风更显炽盛"游寺诗数量亦度越

前朝.
赵德坤/周裕锴先生曾考察过北宋文人的游

寺之风"探析了他们寺院书写的模式及其意义"不
过他们研讨的对象是#散体之文$"未涉诗歌."

事

实上"文人佛寺文多因#僧人请托$而作"写作行
为未免带有#他性$"而游寺诗则是诗人的主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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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游寺诗及其禅悟的进阶

写"最直观地呈现出他们接受佛禅的心理和程度.
北宋游寺诗的作者/数量相当繁复"稍具声名者几
乎皆涉之. 这其中尤以苏轼最为典型"据现存资
料统计"他至少游历了 V[U 所寺院"游寺诗达 YWW
首"近其诗总数的十分之一.#

若仔细分析"苏轼
游寺诗的创作明显存在阶段性! 他居汴京前后虽
达八年之久"却只有 YU 首(而外任凤翔/杭州"贬
谪黄州/岭南之时"游寺最为频繁"游寺诗数量亦
最为突出. 更为重要的是"这四个时期的游寺诗
不仅颇为鲜明地反映了苏轼习佛的进阶"而且基
本涵括了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几种类型.

一$ 外任凤翔$杭州时期!
从(不知禅味深)到(久参白足知禅味)

QQ苏轼很早就与佛寺结有不解之缘"传说他少
时即读书于连鳌山的栖云寺及实相寺/华藏寺.$

嘉祐初"苏洵携苏氏兄弟进京赶考"抵渑池"#过
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 %苏辙 VY&此
或为苏轼的第一首游寺诗"可惜后来#老僧已死
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Za&嘉祐五年二月"
苏氏兄弟随父至京应制科考"于西冈赁一宅"常游
临近精舍. 苏辙0和子瞻宿临安净土寺1忆及此
事曰!#昔年旅东都"局促吁已厌. 城西近精庐"
长老时一觇. 每来获所求"食饱山茶酽. 尘埃就
汤沐"垢腻脱巾韂. 不知禅味深"但取饥肠餍.$
%苏辙 aU2aV&末两句表明他们只是寄食佛寺"
尚不知玄远之禅味.

苏轼现存最早的游寺诗是他陪侍苏洵自蜀至

荆州"途经峡州时所作0寄题清溪寺1和0留题峡
州甘泉寺1. 王十朋将二诗归为#寺观类$"然前
诗评鬼谷子/苏秦/张仪的命运"后诗则凭吊姜诗
之纯孝"纪昀还批评说#纠缠姜诗"牵强无味.$
%纪昀 V^Ta&因此"与其说它们是#游寺诗$"毋宁
说是#咏史诗$.

嘉祐六年十二月"苏轼签判凤翔"至治平二年
二月还朝. 四年间"苏轼游历了 VV 所寺院"作游
寺诗 V^ 首. 著名的0凤翔八观1"乃记凤翔#可观
者八$"其中的#三观$即天柱寺维摩像/开元寺王
维吴道子画/真兴寺阁. 嘉祐七年二月"苏轼分往
属县减决囚禁"数日间"游宝鸡龙宫寺"题诗于中
兴寺/郿县横渠镇崇寿院(次年七月"祷雨磻溪"先
宿僧舍僧阁"又宿青峰寺下院翠麓亭"再宿南山蟠

龙寺. 凤翔期间"苏轼对佛寺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嘉祐七年重阳节"他甚至不预府会而独自出游普
门寺. 因此"梁银林先生说!#叙写佛寺之作"成
为他凤翔期间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些诗歌实际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像
0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10记所见开元寺
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题画文殊/普贤1"着
重描写寺中的壁画/雕塑"要旨则评赏二公之技
艺"虽用了#双林$ #祇园$等佛语"但皆是叙写佛
像故事"别无深意. 0是日自磻溪"将往阳平"憩
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1一诗"恰如查慎行
所评#俱是祷雨之作$ %0苏轼资料汇编1 VaaV&"
其余游宿寺院之作"则皆只记游踪"甚至连寺院的
景观都很少着墨"基本与佛教无关. 因此"苏轼自
称嘉祐末#予始未知佛法$ %0文集1 VZWT&"应是
如实之语.

熙宁四年六月"因政见不合"苏轼通判杭州.
杭州佛寺林立"甲于天下"章衡撰于元祐三年的
0敕赐杭州慧因教院记1中记杭州寺院多达 T\Y
所.&

公务之余"苏轼常探幽揽胜"访僧寻寺"曾自
言!#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0诗集1 W[[&倅
杭三年"他共游历寺院 [V 所"游寺诗凡 aZ 首"占
此期诗歌总量的 YY<\Yb"并呈逐年递增之势! 熙
宁四年十一/十二月 T 首"熙宁五年 YU 首"熙宁六
年 \\ 首"熙宁七年正月至八月 V^ 首. 更为重要
的是"他与佛禅的关系也随着时日增加而愈加
密切.

初至杭州"苏轼游寺的初衷是#名寻道人实
自娱$%0诗集1 \V^&"因此诗中皆描绘寺院清音/
僧侣风致和内心体验. 例如"写双竹湛师房!#羡
师此室才方丈"一炷清香尽日留.$%0诗集1 TY[&
写与海月辩公#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
解"形神俱泰.$ %0文集1 W\^&听僧昭素弹琴后"
自觉#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 %0诗集1 TaW&
等"似乎暂忘了尘烦热恼"觅得了自适平和的心
境. 苏轼甚至还体认到俗世与佛寺之间的巨大反
差"并重新审视自我. #自知乐事年年减"难得高
人日日闲$%[a[&/#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
依然$%T[^&等诗句"皆意在凸显方内/方外之别"
表达了他对此岸与彼岸意义的重新考量.

随着时日的增加"苏轼对佛禅的理解渐次深
入"自言#久参白足知禅味.$%T[^&于山水清音"亦
始#别具只眼$"故诗中每含禅味/禅境. 例如"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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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八月作0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
韵1云!#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 幽人行未已"草
露湿芒屦. 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U2^V&
首句即进入非有非无之境"复自称#幽人$"更添清
幽之味(末句拈出#当空之月$"又具有空寂之感"故
周紫芝0竹坡诗话1以#清绝过人$%周紫芝 \TU&
评之. 作于熙宁七年的0游鹤林/招隐二首%其
一&1"亦清腴拔俗"#古寺满修竹"深林闻杜鹃$二
句"纪昀赞曰 #不减 *曲径通幽+之句.$ %纪昀
V^^a&

自嘉祐末#喜佛书$至熙宁四年末"历时八
年"佛禅文化潜移默化于苏轼的精神世界"他的游
寺诗还常流露出#空观$#无常$之思. 例如0游灵
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1"原是追怀建寺者钱镠"
但并没有循着一般怀古诗的思路"而是用#佛家
法眼$抒写了#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
纡$%\Y\&的旷达"用#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 是
身如电"念念不住$%0维摩诘经1 \W&的理论消解
内心的执念. 另如#废兴何足吊"万古一仰俯$
%\[T&/#荣华坐销歇"阅世如邮传$%\[a&等诗句"
皆是言说无常世事(而#入门空有无"云海浩茫
茫$%Taa&/#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
%\\V&等诗句"则直接陈说#诸色皆空$的思想.
需指出的是"苏轼在演绎这些佛教思想时"多出之
以概念/术语"明显未臻至圆融无迹之境.

苏轼此期的游寺诗还略具禅偈之风. 例如
0游灵隐寺戏赠开轩李居士1!#推倒垣墙也不难"
一轩复作两轩看. 若教从此成千里"巧历如今也
被谩.$'%YTYT&该诗仿偈颂体"出以粗浅/直白之
语"故纪昀评有#禅偈气$ %纪昀 V^^\&. 又如著
名的0书焦山纶长老壁1"以长鬣人为喻"言心无
所住之理"纪昀评曰!#直作禅偈$ %纪昀 V^^a&"
赵翼0瓯北诗话1亦曰!#绝似0法华经1/0楞严
经1偈语.$%赵翼 VV[a&不过"这类仿偈颂体的诗
歌仍显得比较生硬"模仿之迹明显"因此赵翼批评
道!#摹仿佛经"掉弄禅语"以之入诗"殊觉可厌
,66-此等本非诗体"而以之说禅理"亦如撮空"
不过仿禅家语录机锋"以见其旁涉耳.$ %赵翼
VV[W2[a&

综上可见"苏轼倅杭时期的游寺诗渐有禅味"
屡用佛典"兼及佛理"甚至略具#禅偈味$"但总体
未臻圆融之境"更像是应特定场域而作. 这反映
出他与佛禅的关系仍处于认知的阶段. 熙宁六

年"苏轼循行富阳"作0自普照游二庵1中云!#我
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 不如西湖饮美
酒"红杏碧桃香覆髻.$ %[\[&表明了他仍眷恋红
尘"难耐孤寂. 这是以典型的文人#用舍行藏$的
处世方式对待佛教"佛寺于其意义只是暂时的遁
世之所.

熙宁七年九月"苏轼去杭"历任密州/徐州/湖
州. 五年中"因客观环境/个人境遇之变"游寺诗
的数量急剧减少"仅有 YZ 首"所占比例约为
W<Zab"游历寺院 VV 所. 他在密州/徐州创作的
诗歌总量与倅杭大致相当"但游寺诗却从 aZ 首下
降至 V[ 首. 此中原因"乃在于密州等地佛教不
昌/寺院稀疏之故"而且兹地临近邹鲁"诗礼簪缨"
儒家的济世思想占据其心. 这些游寺诗总体更接
近凤翔期间"无太多佛禅色彩. 元丰二年"苏轼致
信久上人说!#北游五年"尘垢所蒙"已化为俗吏
矣$%0文集1 YT\U&"体现出他在密州/徐州期间
与佛禅的疏离. 后赴湖州"相伴者乃旧友/高僧"
苏轼游寺诗创作热情高涨"占此时期诗歌总量为
YU<Yab"内容上也出现某种程度的回归. 例如
#虚明中有色"清净自生香$ %Z[[&言说佛教色空
理论(一些诗作亦富有禅机"如#清风偶与山阿
曲"明月聊随屋角方$ %Z[\&/#我行本无事"孤舟
任斜横. 中流自偃仰"适与风相迎$%Z^T2^W&等
等"暗含着佛家随缘任运的思想. 无论从内容还
是格调看"与倅杭时期颇为接近.

二$ 黄州时期! 洗心归佛,以求安心

元丰二年八月"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贬谪
黄州. 数月#魂惊汤火命如鸡$的牢狱生涯"不仅
使其备受摧残"更增添了内心的#无常$/#幻灭$
之感"从而促发了他重新省思原有的价值观念和
行为准则. 抵黄州后"他常杜门却扫"反躬自省"
#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
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0文集1 \ZY&从此觅得
锄其本/耘其末的自新之方222归诚佛教"并自号
#东坡居士$"且#常着衲衣$%惠洪 YYU[&"开始了
#如实修行$的习禅生涯.

苏轼因文字而坐狱"至黄州后仍如惊弓之鸟"
忧谗惧祸"#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0文
集1 VaTY&又为待罪之人"不便随意行游"#恐好
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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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京师"非细事也.$%0文集1 VTWa&因此"黄州四
年诗歌数量仅 V^[ 首"游寺诗 Va 首"分别为元丰
三年 V\ 首"四年 \ 首"七年 V 首.

元丰三年的 V\ 首游寺诗"有 ^ 首为初至黄州
所作"呈现出苍凉/悲寂的格调. 这些诗歌写景的
笔墨明显减少"寄怀抒慨的成分增加"即便是寺中
赏花"寄寓的也是身世感慨!#看花叹老忆年少"
对酒思家愁老翁$ %VU\T&/#忽逢绝艳照衰朽"叹
息无言揩病目$ %VU\a&. 但苏轼绝非自我沉沦
者"为摆脱内心的困顿"他归诚佛教"涤除是非"安
顿身心. 作于赴黄州途中的0游净居寺1"他反复
陈说归佛之愿! #稽首两足尊"举头双涕挥$
%VUYT&/#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 %VUYW&. 他
甚至叹闻道之晚! #嗟我晚闻道"款启如孙休$
%VUV^&"#失途既难追"学道恨不早$ %VVaU&. 值
得注意的是"苏轼归诚佛教的初衷并非为解脱生
死"而是期获静达之心"他在0答毕仲举二首1中
言!#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 为出生死/超
三乘"遂作佛乎' 抑尚与仆辈俯仰也' 学佛老者"
本期于静而达.$%0文集1 VWaY&因此"他#逢人欲
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VVU^&"着眼于佛教
#安心$之用.

如果说倅杭时期"苏轼游寺诗中表达的#空
观$#无常$思想多指向他者或外物"那么黄州时
期则是慰藉心灵"指向自我. 例如"0杜沂游武
昌"以酴醿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其二&1曰!#寒泉
比吉士"清浊在其源. 不食我心恻"于泉非所患.
嗟我本何有"虚名空自缠.$ %VU[T&以#寒泉$自
比"用0易经1#井渫不食"为我心恻$谓寒泉本自
清净"而我本空无"何以自缚于虚名' 用#诸色皆
空$之理"劝诫自我. 又如0游武昌寒溪西山寺1
一诗"先写孙郎石/陶公柳皆如飘渺云水"消散于
历史时空之中"弥漫着浓厚的空幻意识(继而转向
自我!#买田吾已决"乳水况宜酒. 所须修竹林"
深处安井臼.$%VUTU&相比于倅杭时期"他的归隐
之志也更为坚决"所言佛理也更注重于自我心灵
境界的构建.

黄州时期的苏轼对佛禅义理的参悟"较以往
也更进一层. 例如"他的游寺诗多次写到寺院澡
浴"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意趣. 熙宁五年七月的
0宿临安净土寺1云!#晚凉沐浴罢"衰发稀可数.$
%\[T&只写沐浴的行为"无关佛理. 熙宁六年八
月的0宿海会寺1曰!#杉槽漆斛江河倾"本来无垢

洗更轻.$%[Za&用0维摩诘经1#八解之浴池"定水
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 %0维摩诘经1
VTT&之意"言澡浴兼具洗身/洗心之功用. 而元
丰三年所作0安国寺浴1云!

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 衰发不
到耳!尚烦月一沐+ 山城足薪炭!烟雾蒙
汤谷+ 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 披衣
坐小阁!散发临修竹+ 心困万缘空!身安
一床足+ 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 默
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 $VU\[%

苏轼由#洗身$而悟出的#洗心$之法"实际就是洗
去#净秽$/#荣辱$之念. 然身垢易洗"心垢难除.
#心困$两句用0维摩诘经1 #唯置一床"以疾而
卧$%Za&典故"阐明#洗心$之法应心无所住"彻悟
色空不二/无待至乐之理. 此诗之意"恰如同年所
作0胜相院经藏记1云!#愿我今世"作是偈已"尽
未来世"永断诸业"客尘妄想"及事理障. 一切世
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 %0文集1
\^Z&这三首游寺澡浴诗"随着时间/境遇的变化"
阐发的意趣明显不同"从洗身之垢到洗心之垢"再
到洗净垢/荣辱之执"这种变化体现了苏轼对于佛
教义理渐次深入的事实.

黄州游寺诗虽仅有 \ 首诗援引佛典"但侧重
于佛教义理的阐说"且较多用事典"更显精确/圆
融. 例如"0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1云!#送行无
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 何处低头不见我'
四方同此水中天.$%VU^T&纪昀评曰#竟是偈颂.$
%纪昀 VZVa&#何处$句实脱化于0楞严经1卷五!
#月光童子,66-我有弟子窥窗观室"唯见清水"
遍在室中"了无所见.$ %Y\W&是借月光童子修习
水观之事"言己谪黄而得清净之心. #四方$句则
契合0楞严经1#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
习水观"入三摩地$%Y\W&之#水天$"不着痕迹.

黄州时期"苏轼运用佛禅文化来反观自省"用
是身如幻/一切皆空的理论来洗心"以求心不染
物"断除妄念. 安国寺五年的暮旦往还"似乎使他
终获#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
%0文集1 \ZY&的心境. 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言!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
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
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0文集1 VWaV&"他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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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诗也反映了内心#杂草$旋去旋生的事实. 例
如"作于元丰七年的0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
,66-1一诗"先写#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
雨如许$%VVZU&"继而发出#平生所向无一遂"兹
游何事天不阻$%VVZU&的哀叹. 苏轼虽努力忘净
秽/洗荣辱"欲臻至无心之境"但这个过程并非一
蹴而就.

黄州之后"元祐之前"一年之多"苏轼辗转多
地"诗作共计 YU[ 首"游寺诗 YW 首"游览寺院 VW
所. 游寺诗关涉佛禅虽不多"但明显更显圆融/成
熟. 例如0赠东林总长老1"#溪声便是广长舌"山
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
人.$%VYV^2VZ &首二句"用 0法华经1! #世尊
,66-现大神力"出广长舌$%0法华经1 [[Y&中
的意象"阐述佛教义理无所不在"暗合#郁郁黄
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之意. #八万
四千偈$出自 0楞严经1! #八万四千烁迦罗首
,66-八万四千母陀罗臂,66-八万四千清净
宝目.$ %YWU&言佛家法轮日月运转"浩荡无垠.
再如0题西林壁1"亦是书写游寺之悟"纪昀评!
#亦是禅偈"而不甚露禅偈气"尚不取厌.$ %纪昀
VZY[&相对于此前的禅偈诗而言"这两首诗从借
佛语说理"转化成以禅悟达理"更富理趣.

元祐时期的八年内"苏轼作诗 TaU 首"游寺诗
\U 首"所占比例为 T<YWb"游历寺院 VT 所. 游寺
诗数量急剧下降"而实际当时汴京的寺院并不
少.(

究其原因"苏轼此期#七典名郡"再入翰林(
两除尚书"三忝侍读$ %0文集1 WZZ&"王事鞅掌"
无心游寺"自言#老病不复往日"而都下人事"十
倍于外.$%0文集1 V^aU&因而所作之诗主要以应
酬/唱和/赠答为主"#交际性的诗歌占其此时期
作品总数的 ^Ub以上$. %#诗可以群$ V\V&此
期的游寺诗亦多唱和之作"较少涉及佛禅"甚至在
杭州一年余"所作仅 VU 首"也基本属于游玩赏物
之作"其中最具佛禅色彩的0观台1一诗"则被纪
昀讥为#五六九僧一派.$ %纪昀 VZ[T&无论是数
量还是与佛禅的融摄程度"都远不及倅杭时期.
正如苏轼自云!#经年不闻法音"径术荒涩"无与
锄治.$%0文集1 V^aU&苏轼与佛禅的关系似乎又
回到了凤翔时期"但实质上更表明了他的禅悟进
阶充满着法缘与俗缘的反复纠葛"顺/逆之境深刻
地影响着他与佛禅的距离.

三$ 岭海时期! 即心即佛,无思之思

绍圣元年"苏轼谪知英州军州事"后累贬建昌
军司马"惠州安置. 已近耳顺之年的苏轼"再贬至
#九死南荒$之地"对佛禅又有了新的领悟"游寺
诗的创作亦呈现出新的特征.

绍圣元年八九月间"苏轼过大庾岭龙泉寺"题
诗于寺钟曰!#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
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
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YUTa&一念顿悟"本性
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正"这是南宗禅倡导的
#佛性即自性$的诗意呈现. 黄州时期"苏轼执着
于觅求#安心法$"实则为#逃世之机$"而此时他
#身世永相忘$"已无是非之想. 不久"苏轼再入
曹溪"礼六祖惠能真身"作0南华寺1诗云!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
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
一电+ 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
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
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
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YUWV%

首二句点明礼佛之意在于#识本来面$(次用0坛
经1#惠明求法$ %Ya2\U& 0楞严经1 #指月眩目$
%W\&典"言己了知万法"不为外物所迷(#我本$以
下诸句"触境寄感"既抒写了笃实修行的宏大誓
愿"又表达#今是昨非$之恨. 全诗情真意切"表
明他的习佛进阶已逐渐从洗净秽/去荣辱"上升到
对#本来面目$的觅求. 绍圣元年十月在惠州嘉
祐寺"苏轼立有#思无邪斋$"且作0思无邪斋铭1"
其并叙曰!

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
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0 于是幅
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
摄心正念!而无所觉+ 于是得道+ $.文
集/ TaT%

所谓#有思而无所思$"即#无思之思$"心无外物"
是一种抛去功利/拟议/作用/语言之思. 这与沩
山灵祐开示门人之语!#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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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 事理不二"真佛如
如$%普济 TYa&之意"颇相契合. 沩山灵祐认为"
#思无思$可返观自我之#灵焰$"识得本心"从而
达到理事不二的真如境界. 次年"苏轼又作0虔
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1云!#以无所思心会如来
意"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0文集1 \ZU&究其
实"#无思$乃佛家#无念$之意"即去除妄念"摆脱
相念之执"性相一体"圆融无碍.

苏轼觅得以#无思之思$之法来探寻#本来面
目$"游寺的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 岭南蛮荒"九
死一生"但他的游寺诗却极少悲愁/孤寂之象"反
而呈现出怡然自得/随缘任运的情调!#二年流落
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YVVY&/#我行无迟速"
摄衣步孱颜,66-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
%YUW\2W[&他俯仰人生/天地/宇宙"无不以一种
#无思$#无待$的态度视之!#嬉游趁时节"俯仰了
此世$%YUZZ&"#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66-
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YVZT2ZW&

值得注意的是"此期苏轼的寺院书写还有一
个重要的变化"即 YZ 首中有近 YU 首纯写游赏之
乐. 他不再刻意使用佛经语汇和经教义理"而是
将佛教的思想经义内化为一种生活情调/价值取
向"将佛理融摄于诗中"书写#无思之思$的精神
状态"表达主体的精神自足. 表面上看"这与凤翔
时期写景记游的游寺诗很相近"但实有本质之別"
是他#即心即佛$后的大彻大悟"寺院纯为客体景
观"不着半点主观色彩"这颇类于青原惟信#见山
是山$的第三重境界.

绍圣四年苏轼再谪儋州"三年中诗作共 V\\
首"但游寺诗仅0入寺1V 首. 揆其原因"盖儋州地
区寺院较少之故. 据刘正刚先生考察"宋代海南
佛寺凡 YW 所"而儋州仅开元寺/光孝寺/凌霄庵 \
所.)

不过"这首0入寺1亦值得注意!

曳杖入寺门!辑杖挹世尊+ 我是玉
堂仙!谪来海南村+ 多生宿业尽!一气中
夜存+ 旦随老鸦起!饥食扶桑暾+ 光圆
摩尼珠!照耀玻璃盆+ 来从佛印可!稍觉
魔忙奔+ 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 敛
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 $YY^\%

首四句"先述入寺礼佛"转言自己为#玉堂仙$"流
露出道家思想. 次四句"返观自照"从佛教角度言

己宿业已尽"习以道家养生之法. #光圆$以下四
句"王文诰案#谓光明透彻"无所不了也$"言己参
透佛禅"心魔消散. 末四句"写自我心境"无欲无
求. 此诗融摄佛道"以道家养生之法而达无思无
欲的佛禅境界"可谓#仙山佛国本同归$%YYWa&.

绍圣四年七八月间"苏轼至儋州"#无地可
居"偃息于桄榔林中$"名曰#桄榔庵$"并摘叶书
作0桄榔庵铭并叙1. 在这篇铭文中"苏轼澄怀观
道"#神尻以游$"跳脱#百柱屃屭"万瓦披敷$草庵
之缚累"无顾于#海氛瘴雾$ #蝮蛇魑魅$之侵凌"
俯仰宇宙"#以动寓止"以实托虚$"不仅抒写了豁
然旷达的情怀"更表达了识得#本来面目$的体
验!#东坡非名"岷峨非庐. 须发不改"示现毗卢.
无作无止"无欠无余. 生谓之宅"死谓之墟. 三十
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濛之都乎'$ %0文
集1 TaU&苏轼用了禅家常用的#非非$句式"破除
了对名实/动止/虚实/欠余的知解执著"认识到万
事万物皆平等如一"从而达到心不住相"永息诸
念"回归到最初真如佛性之状态"由#即心即佛$
而达到#非心非佛$的境地.

元符三年五月"苏轼再移廉州安置"后北归"
作诗 Z[ 首"游寺诗 VW 首. 此期的游寺诗很明显
的表征是频用佛典"占此期游寺诗比例的 aTb.
所用佛典多出僧传/灯史"其中0景德传灯录1 ^
次"0五灯会元1\ 次"涉及禅宗公案多达 V\ 处.
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苏轼对灯录/佛经了熟于
心"信手拈来(另一方面这些诗歌多为与僧人/习
佛之士的赠答/戏和之作"故常用佛典以切合赠答
对象. 例如0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1"除#道人有
句借宣扬$外"其余 a 句皆引佛典"广涉0景德传
灯录1中诸多禅宗公案"如鹫岭善本禅师#水浴无
垢$%道原 VY^W&"古灵神赞#蝇子投窗$/#佛放
光$%道原 TZV&"石霜庆诸#遍界不曾藏$ %道原
VU^T&"南泉禅师#寸丝不挂$等公案%道原 [Z[&"
以及0楞严经1中文殊师利法王子说圆通偈一事
%0楞严经1 YW[2WZ&"跋陀婆罗并同伴十六开士
于浴堂忽悟水因"于熏笼焙浴具"得大安乐之典.
%0诗集1 Y[[^2[Z&皆信手拈来"足见其对僧传/
语录的谙熟程度. 苏轼前期的游寺诗援引佛典多
为言说佛法"而此期或为戏赠他人"或抒写自我心
境"或延及万事万物"这可谓游戏圆通"左右逢源"
故查慎行评曰!#尽用禅家语形容"可谓善于游戏
者也.$%0苏诗补注1 V\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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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海时期"实质也是苏轼人生历程的最后阶
段. 数十年的游寺/参禅/悟道"不仅使他获得了
精神慰藉"炼明心志"更使他能以一种#无思之
思$如实修行"彻见#本来面目$"对佛教达到了一
种高度的认同. 这种认同首先体现在身份上的认
同. 苏轼#前世为僧$之说"始于元丰七年. 是
年"他赴筠州省弟"与云庵禅师/聪禅师说梦"#自
是常衣衲衣.$%惠洪 YYU[2YYUT&绍圣元年谪英
州"苏轼遣书佛印"中云#戒和尚又错脱也$%惠洪
YYUY&"视己为戒和尚. 绍圣二年"于惠州作0答
周循州1曰!#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
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YVTV&绍圣
三年"0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其四&1中言己!#萧然
行脚僧"一身寄天涯.$ %YYU^&后再贬琼州"又称
自我是#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苦行僧$
%0文集1 V^[V&. 北归游灵峰寺"#前世德云今我
是"依稀犹记妙高台$%Y[UV&"以得道高僧德云自
比. 后复官"监玉局观"作偈曰!#却着衲衣归玉
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惠洪 YYUY&尽管都是述
说自我是僧"但皆随苏轼对佛禅的体悟程度而变
化"从最初的自疑为僧"着衲衣"进而认定为#卢
行者$#行脚僧$#苦行僧$"最后自比为得道高僧
#德云$"#自疑身是五通仙$"可见苏轼佛禅境界
的渐次上升.

四$ 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的类型

综上所述"苏轼对佛禅的接受/领悟的进阶"
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他的游寺诗之中! 凤翔时期"
因#不知禅味深$"游寺诗基本未涉佛禅(倅杭期
间"因彼地浓郁的佛禅氛围以及文人禅悦之风的
兴盛"苏轼积极地访僧寻寺"所作之诗开始营构禅
境"演绎佛理"甚至带有#禅偈气$(贬谪黄州"因
身心俱创"终日宴坐佛寺"归诚佛教"游寺诗处处
言禅(岭海时期"苏轼已逾耳顺之年"转而内求本
来面目"游寺诗常以#无思之思$书写自我对佛禅
的感悟"最终完成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寻.

苏轼思想融摄儒/道/释三家"历来被视为北
宋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作诗文最能凸显彼时的文
化风尚. 他的游寺诗不仅直接反映了熙宁/元祐
间文人极盛的禅悦之风"更饶有兴味的是"其不同
阶段的游寺诗亦基本代表了北宋文人游寺诗创作

的风貌. 根据诗人的创作心态及诗歌自身的特

质"综括言之"北宋游寺诗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类型.

!一" 纪实绘景型
此种类型与苏轼凤翔时期的游寺诗颇为相

类"寺院往往纯为文人游赏的客观场域"宗教意涵
非常薄弱. 这是游寺诗最基本的创作类型"贯穿
于北宋各个时期"尤以北宋初期最为突出.

宋初文人尽管身份殊异/思想有别"但他们的
游寺诗除了极少数书写羁旅之情/寺院历史/集会
宴饮外"绝大多数以摹绘景物为主"率皆等同于通
常的山水游览诗"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程式化特征!
首联一般叙写行程"中二联着力绘景"末联言归
隐/恋景之意. 例如林逋0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1
云!#底处凭阑思眇然"孤山塔后阁西偏. 阴沉画
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 秋景有时飞独鸟"夕
阳无事起寒烟. 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重来看雪
天.$%0全宋诗1 VYV\&所写茂林/良田/孤鸟/夕
阳/寒烟诸景"皆寓目所见"真实可感"但与佛禅并
无直接关联"诗题中的#孤山寺$"完全可以置换
为某个亭台/楼观"而诗意/诗境不会有太大变化.
再如"田锡0题天竺寺1/潘阆0秋日题琅琊山寺1/
赵湘0题国清寺1/寇准0游花岩寺1诸作"亦皆如
此. 尽管有的文人如潘阆/赵湘等"诗中之景颇含
空寂/幽静之味"但究其实"这并非因之于佛教精
神的影响"而是山水清音洗郁的结果.

宋初文人游寺诗的这种风貌"直接反映了他
们与佛禅的关系. #会昌法难$"像教陵夷"唐末
五代虽逐渐走上复苏"但宋初奉佛文人并不普遍.
清人彭绍昇0居士传1仅辑有杨亿/李遵勖晁迥/
王随四位宋初居士"而且他们亦未认真思考诗与
禅的相通机制"诗与禅实际仍处于一种疏离状态.
杨亿堪称宋初最著名的佛教居士"曾刊定了0景
德传灯录1等禅门文献"深悟禅观"0五灯会元1甚
至将他列于广慧元琏禅师法嗣. 但读他仅有的 [
首游寺诗"像0留题南源院1 0留题黄山院1 0题显
道人壁1皆无关佛理"而0大中塔1则纯为绘景"舂
容典贍"犹未脱台阁之气. 其余像徐铉/钱惟演/
张咏等诗人的游寺诗"更与佛禅精神相距甚远.
此正如周裕锴先生所言!#直到北宋文化发展到
鼎盛"出现文化整合思潮时"诗歌和禅宗相融的潜
在可能性才变为现实性"诗人才真正从参禅活动
中受益.$%0文字禅1 [^&

这种#以寺院作为客观场域$的创作类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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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出自受佛禅浸染不深的诗人之手"在北宋中/
后期仍比较普遍"例如曾巩/欧阳修/范纯仁/毕仲
游等人的游寺诗.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寺院除
供奉三宝/安禅弘法等宗教功能之外"因其遍布于
通都大邑/山林爽垲"还兼具避难/读书/客宿/雅
集等功能"这些功能大大地拉近了它与世俗之间
的距离. 文人游寺或为消除劳顿"或因读书修业"
或是奔赴雅集"寺院的宗教功能反而被遮蔽"他们
的游寺诗关注的焦点自然不会是宗教本身.

!二" 阐理写心型
庆历年间"儒学复古思潮兴起"文人皆倡道

统"辟佛老. 契嵩作0原教1/0辅教编1等文"明儒
释之道一贯"护法辅教"厥功至伟. 尝诋佛教为
#夷教$的欧阳修亦尊礼之"并在居讷中敏的循诱
下"最终潜心向佛"自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前
后态度的变化"意味着宋代居士佛教发展的重要
转向. 自此之后"儒释互渗互融的局面渐开"文人
耽于释典"禅悦之风大盛. 寺院的宗教意义逐渐
突显"游寺诗的书写亦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方面
是以禅入诗"阐发佛理(另一方面是书写游寺参禅
的内心体悟"有两种表现途径"一是通过营构禅
境"表现禅悦之思(二是书写参禅后的心境及以佛
安心的愿望. 这种特征"与苏轼在杭州/黄州时期
的游寺诗创作比较接近.

宋初的游寺诗基本不涉佛典. 但至北宋中后
期"禅门语录/僧传/灯史频出"#文字禅$渐盛"文
人们谙熟于各种佛教典籍"在游寺诗中援引佛典/
公案的现象就显得比较普遍"甚至一诗中用多个
佛典"像秦观0圆通院白衣阁%其一&1/李廌0少林
寺诗1/黄庭坚0题吉州承天院清凉轩1/苏轼0虔
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1等诗. 这些文人对于佛典
的运用"还不止停留泛化的层面"而逐趋深层次地
诗禅一体"形式上也非常接近禅偈. 像黄庭坚
0戏题葆真阁1!#真常自在如来性"肯綮修持祗益
劳. 十二因缘无妙果"三千世界起秋毫. 有心便
醉声闻酒"空手须磨般若刀. 截断众流寻一句"不
离兔角与龟毛.$ %黄庭坚 VW\W&此诗句句用佛
语/佛典"涉及0传灯录1 0楞严经1 0法华经1 0长
阿含经10维摩诘经1诸经"于语言文字中"游戏三
昧"横说竖说"不可纯以诗格绳之. 此外"王安石
0题半山寺壁二首1/李复0题大圆庵二首1/彭汝
砺0云盖寺谈空亭10法轮院1等"亦皆通篇用佛典
明理"弥漫禅偈之气"充满禅机禅趣.

除了表达禅学见解外"文人们还经常书写游
寺时的感悟. 一种表现即在诗中营构禅境"表达
法喜禅悦. 这类诗歌表面上看与#纪实绘景型$
相类似"旨趣却不尽然. #纪实绘景型$的游寺诗
歌重点是表现#自然$"乐景闲适(而此类诗歌虽
通篇绘景"但实为#写心$. 这些诗歌多出于那些
虔诚向佛的文人之手"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王安石.
王安石早年为官时"即频游寺庙"广交禅僧(晚则
退居金陵"遍游钟山诸寺"且舍宅为寺"注0楞严
经1/0华严经1等经"深通禅理. 其晚年所作游寺
诗常藉景抒怀"营构清幽/空寂之境"书写禅悦的
风致. 例如0定林院1!#漱甘凉病齿"坐旷息烦
襟. 因脱水边屦"就敷岩上衾. 但留云对宿"仍值
月相寻. 真乐非无寄"悲虫亦好音.$ %王安石
TVa&诗中既描写了寺中清景"#枕石漱流$之中"
更表现出诗人物我两忘游憩之乐和旷达的胸襟.
再如0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其二&1云!#独寻飞
鸟外"时度乱流间. 坐石偶成歇"看云相与还.$
%王安石 TaZ&似有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
时$之禅境. 另如王安石0游草堂寺1 0台城寺侧
独行1/文同0吉祥院1/张耒0寺西闲步1等诗"皆
寓禅味于自然景物之中. 另一种表现则是抒发游
寺参禅后内心的超脱及以佛法安顿身心的愿望.
例如"郭祥正0游鹿苑寺1#烦心沃醍醐"顿悟超十
地$%0全宋诗1 ^^[a&"李复0周巨寺1#金篦刮病
膜"清冰沃烦肠$%0全宋诗1 VY[V\&等"都肯定了
游寺参禅涤除心垢的功用. 正如张方平0游琅邪
山寺1所云#俗游殊不意"僧话粗宽心$%0全宋诗1
\^TW&"文人们游寺不再是#俗游$"而是一种#精神
之游$"期望通过参禅问道来澡雪精神"清净内心.
然而"这种希冀从高僧言语中开悟的安心之法"仍
是以佛为用"向外觅求"此正如0五灯会元1卷十二
守芝禅师所言!#向言中取则"句里明机"也似迷头
认影$%普济 aU^&"终非第一义谛.

!三" 明心见性型
这种类型主要是通过游寺诗书写识得本来面

目后的自适及对生命终极意义的领悟"类似于苏
轼岭海时期的游寺诗. 表面上看"寺院在诗中仍
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诗人游寺的目的既非礼佛
赏景"亦非借佛洗心"而是返诸自我"省察内心.
例如"#鹿门居士$米芾的0登米老庵呈天启学士1
云!#我居为江山"亦不为像法. 劫火色相空"未觉
眼界乏. 屹然留西庵"使我老境惬$ %0全宋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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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YWV&"米芾参悟了#万法皆空$#像法$亦空"故所
求惟自性之惬意"而非佛法. 其游润州甘露寺"作
0净名二首%其一&1云!#依静家如寺"游频寺是家.
何须傅大士"芰制著袈裟.$%0全宋诗1 VYYTV&禅
家常以#家$比喻#自性$"此处#家$亦象征#自性$"
#寺$则指代佛法"米芾以为只要#自性清净$"家即
是寺"寺即是家"非家非寺"这与苏轼在0桄榔铭1所
说的#无作无止"无欠无余$是同一层意思.

北宋中后期的居士文人参悟佛法日益精深"
一些游寺诗开始书写彻见真如本心的体悟"非常
接近禅家的悟道偈. 例如李之仪0浴南寺园头求
诗1曰!#一重洗尽一重生"尘垢昏人不自醒. 会
得栽茄种瓜意"始知松竹本来青.$ %0全宋诗1
VVVZ^&前两句是针对神秀禅偈#身是菩提树"心
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而言%0坛
经1 VU&"否定向外求法"渐悟成佛的可能(后两
句中的#栽茄种瓜$则隐含#触类是道而任心$之
意"#松竹本青$则暗喻人自性清净. 此诗之意即
向外求佛实是逐物迷己"应向内明心见性.

这种借助于澄明物象/禅宗公案"以呈现触目
菩提/即心即佛的禅悟"是游寺诗的最高艺境. 黄
庭坚可以说此方面的代表. 元丰六年"黄庭坚游
泰和普觉寺"作0题息轩1云!#僧开小槛笼沙界"
郁郁参天翠竹丛. 万籁参差写明月"一家寥落共
清风. 蒲团禅板无人付"茶鼎熏炉与客同. 万水
千山寻祖意"归来笑杀旧时翁.$ %黄庭坚 VY[W&
前四句绘寺院之景"勾勒出法界一体的澄净圆融
之禅境(后四句援引龙牙向义玄/翠微问祖意的禅
宗公案"阐说#祖意$乃是悟道见性"在于本心.
另如0题学海寺1!#炉香滔滔水沉肥"水绕禅床竹
绕溪. 一段秋蝉思高柳"夕阳原在竹阴西.$
%V[\Z&末句与法眼文益0金刚经1!#举头残照在"
元在住居西$之意相同%V[\Z&"皆是言佛法在真
如自性. 明代袁衷等编0庭帏杂录1载!#黄/苏皆
好禅"谈者谓子瞻是士夫禅"鲁直是祖师禅"盖优
黄而劣苏也.$+,7

盖指黄庭坚诗歌中始终贯穿#明
心见性$这一主题"较之苏轼的禅悟境界更进
一层.

游寺诗书写明心见性的感悟多集中于北宋后

期"这一方面是他们涉佛之深的体现(另一方面"此
一时段党争愈发激烈"促使文人转向对自我命运和
生命价值的思考. 同时"理学蓬勃发展"与佛禅互
渗互融"与传统儒学相比更注重道德/心性的内省

来澄明生命的意义"这也深刻地影响着文人对自我
心性的省察"这种种机缘"促进了文人对真如本性
的体认"也从整体上提升了北宋游寺诗的品格.

总之"从时段上看"北宋文人游寺诗大体经历
了这三种类型的发展过程! 即宋初以#纪实绘景
型$见多"中后期则以#阐理写心型$为主"同时也
出现了#明心见型$. 需要指出的是"这几种类型
发展仅是一个粗略的轮廓"并非严格的线性发展.
就具体的诗人而言"情况更为复杂"就像苏轼一
样"随着其习佛进阶的提升"这几种类型可能皆涵
括在他的创作之中.

余L论

寺院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大抵
相当于西方社会中的#教堂$"都是导人信仰/传
播教义的#宗教场域$.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寺
院还兼具读书/客宿/雅集/游赏/救济等功能"实
为连结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公共场域$. 处
身于这种#场域$之中"不管是宗教徒"还是非宗
教徒"因受宗教力量的感召"都会或多或少获得一
种不同于世俗生活的情调和境界. 他们常将这种
情调/境界诉之于诗歌"表达自我对宗教精神的认
知和体悟. 本文通过梳理苏轼不同时期创作的游
寺诗"不仅可以窥见其禅悟的进阶"而且表明游寺
诗的创作风貌实质取决于诗人对佛禅体悟的程度.
可以说"游寺诗是探讨个体文人甚至某个时段的文
人奉佛的绝佳视角"其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重视.

注释&H,(*%'

! #游寺诗$一词"最早见于释皎然0诗议1!#如游寺诗"

鹫岭鸡岑"东林彼岸.$ 0文镜秘府论1南卷引释皎然0诗
议1%人民文学出版社"VZaT 年&V[[2[T. 目前学界尚无
对#游寺诗$的统一界定. 我们认为"诗题中凡出现#止
宿$#游览$#过$寺院/僧舍/招提/精舍者(诗题中有#访
僧$#题寺壁$等字眼者(诗题虽未出现以上字眼"但明显
写寺院风物者"皆可视为游寺诗.

" 赵德坤/周裕锴#济世与修心! 北宋文人的寺院书写$"
0文艺研究1^%YUVU&! W\2WZ. 目前关于苏轼游寺诗的
论文有! 施淑婷#苏轼参访寺院之因缘$"0新竹教育大学
人文社会学报1V%YUUZ&! \V2WW"主要探讨苏轼游寺之因
缘(贾晓峰#苏轼黄州寺院诗的新变$"0内蒙古大学学报1
T%YUVW&! VUU2VUT"将黄州寺院诗与前期寺院诗对比"探
究苏轼黄州寺院诗在内容上/情感强度上及意象营构上

)VWY)



苏轼的游寺诗及其禅悟的进阶

的变化.
# 本文数据统计以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0苏轼诗集1
%北京! 中华书局"VZ^Y 年&为蓝本"除去卷四十六帖子词
口号 WT 首.
$ 孔凡礼0苏轼年谱1卷二"#传尝读书连鳌山栖云寺及
三峰山/实相寺/华藏寺$%北京! 中华书局"VZZ^ 年&[U.
% 梁银林0苏轼与佛学1"YUUT 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 YU.

& 李翥纂辑0慧因寺志1卷六"白化文/张智主编0中国佛
寺志丛刊1第 TW 册%扬州! 广陵书社"YUVV 年&WZ.

' 此诗在外集编卷四倅杭诗中"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皆从
之. 王文诰注本删去不收"底本补编于卷四十七. 王文
诰删此诗并无根据"本文据外集/查注/冯注移至倅杭
时期.

( 黄启江0北宋汴京之寺院与佛教1一文考察后认为!
#宋室南渡之前"汴京寺院约有九十所$"载0北宋佛教史
论稿1%台湾! 台湾商务印书馆"VZZa 年&VUU.
) 刘正刚#宋明海南佛寺与佛教世俗化研究$"0古代文
明1\%YUVa&! Za2VU^.
* 袁衷等录"钱晓汀! 0庭帏杂录1卷下. %北京! 中华书
局"VZ^T 年&VV.

引用作品&+,#E%7$(*''

道原! 0景德传灯录译注1"顾宏义译注. 上海! 上海书店
出版社"YUVU 年.

,R0+;60,<!&1:/'12-%: 1:( P::%212-%: %5O"0,1:%11%+, +9.7#
G0:8<O"0,<N6 D+,-;%<I70,-70%! I70,-70%>++&1.+"#
/6(2%17%,-D+61#" YUVU<-

傅璇琮等编! 0全宋诗1.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VZZT 年.

,!6" l60,*+,-" #.02<" #$1<3+:82#.#/+#.";9"+:.7#I+,-
R;,01.;<>#%H%,-! /#&%,-B,%4#"1%.;/"#11" VZZT<-

黄庭坚! 0黄庭坚诗集注1"任渊等注"刘尚荣校点. 北
京! 中华书局"YUU\ 年.

, D60,-" O%,-H%0,< P: P::%212#( R%''#.2-%: %5;+1:J
!-:J?-1:X/=%#2&8OS$1<F#, h60," G%6 I70,-"+,-" #.
02<>#%H%,-! 7̀+,-760>++& 3+:80,;" YUU\<-

惠洪! 0冷斋夜话1"0宋元笔记小说大观1"上海古籍出版
社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YUUV 年.

,D6%7+,-<@-J"2!1'0/%52"#R%'( 92+(-%OT#:#&1'̀ -#D/%:
2"#9%:J 1:( E+1: A8:1/287-2#&1&890#2."#/<S$<
I70,-70%),*%#,.>++&1/6(2%17%,-D+61#<I70,-70%!
I70,-70%),*%#,.>++&1/6(2%17%,-D+61#" YUUV<-

纪昀! 0苏文忠公诗集1"0苏轼资料汇编1"四川大学中文
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 北京! 中华书局"VZZ[ 年.

,d%" h6,<R%''#.2#( =%#2&8%59+ 9"-OP9%+&.#,%%0%59+
9"-OS$<I%*760, B,%4#"1%.;O0,-0,$ I+,-G%.#"0.6"#
F#1#0"*7 R#80".:#,.< >#%H%,-! 7̀+,-760 >++&

3+:80,;" VZZ[<-Q
孔凡礼! 0苏轼年谱1"北京! 中华书局"VZZ^ 年.
,A+,-" !0,2%<P4-%J&1*"-.1'R"&%:-.'#%59+ 9"-<>#%H%,-!

7̀+,-760>++& 3+:80,;" VZZ^<-
普济! 0五灯会元1"苏渊雷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VZ^[

年. Q
,/6H%<PR%G*#:(-+G%52"#<-6#71G*/<S$<I6 h60,2#%<

>#%H%,-! 7̀+,-760>++& 3+:80,;" VZ^[<-
苏轼! 0苏轼诗集1"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

华书局"VZ^Y 年.
,I6" I7%<R%''#.2#( =%#2&8%59+ 9"-<S$1<=0,-=#,-0+

0,$ A+,-!0,2%<>#%H%,-! 7̀+,-760>++& 3+:80,;"
VZ^Y<-Q

苏轼! 0苏轼文集1"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VZ^W 年.

,I6" I7%<R%''#.2#( F//18/%59+ 9"-<S$<A+,-!0,2%<
>#%H%,-! 7̀+,-760>++& 3+:80,;" VZ^W<-

苏辙! 0苏辙集1"陈宏天"高秀芳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VZZU 年.

,I6" 7̀#<R%''#.2#( $%&0/%59+ _"#OS$1<37#, D+,-.%0,
0,$ N0+l%690,-<>#%H%,-! 7̀+,-760>++& 3+:80,;"
VZZU<-Q

0坛经1"赖永海主编"尚荣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YUVU 年.

,!"#='125%&G 9+2&1OS$1<G0%h+,-70%0,$ I70,-F+,-<
>#%H%,-! 7̀+,-760>++& 3+:80,;" YUVU<-

0法华经1"赖永海主编"王彬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YUVU 年.

,!"#9+2&1 %591(("1&G1*+:(1&-01OS$1<G0%h+,-70%0,$
=0,->%,<>#%H%,-! 7̀+,-760>++& 3+:80,;" YUVU<-

0楞严经1"赖永海主编"刘鹿鸣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YUVU 年.

,!"#9+2&1 %59+&1:J1G1OS$1<G0%h+,-70%0,$ G%6
G6:%,-<>#%H%,-! 7̀+,-760>++& 3+:80,;" YUVU<-

0维摩诘经1"赖永海主编"高永旺/张仲娟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YUVU 年.

,!"# 9+2&1 %5 -̀G1'10-&2-O S$1< G0%h+,-70%" N0+
h+,-50,-"0,$ 7̀0,- 7̀+,-H60,<>#%H%,-! 7̀+,-760
>++& 3+:80,;" YUVU<-

王安石! 0王荆文公诗笺注1"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YUVU 年.

,=0,-" ),17%<P: P::%212#( R%''#.2-%: %5$1:J P:/"-X/
=%#2&8<S$1<G%>%0,$ N0+A#?%,<I70,-70%! I70,-70%
),*%#,.>++&1/6(2%17%,-D+61#" YUVU<-

赵翼! 0瓯北诗话1"0清诗话续编1"郭绍虞编选"富寿荪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YUUW 年.

, 7̀0+" h%<=%#2&8R%GG#:21&-#/%53+,#-OP9#K+#'2%Y-:J

)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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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1/28R%GG#:21&-#/%: =%#2&8OS$1<N6+I70+;6 0,$
!6 I7+616,O I70,-70%! I70,-70% ),*%#,. >++&1
/6(2%17%,-D+61#" YUUW<-

查慎行! 0初白庵诗评1"0苏轼资料汇编1"四川大学中文
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 北京! 中华书局"VZZ[ 年.

, 7̀0" I7#,@%,-<=%#2&8R%GG#:21&-#/-: R"+,1-X/;+2OP
9%+&.#,%%0%59+ 9"-OS$<I%*760, B,%4#"1%.;O0,-0,$
I+,- G%.#"0.6"# F#1#0"*7 R#80".:#,.< >#%H%,-!
7̀+,-760>++& 3+:80,;" VZZ[<-

222! 0苏诗补注1"王友胜校点. 南京! 凤凰出版社"
YUV\ 年.

, <9+**'#G#:21&8P::%212-%:/2%9+ 9"-X/=%#2&8OS$<
=0,-h+617#,-<K0,H%,-! /7+#,%@/6(2%17%,-D+61#"
YUV\<-Q

周裕锴!#诗可以群! 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0社会

科学研究1T%YUUV&! VYZ2\[.
, 7̀+6" h6&0%<#/+#:1O#0*7 .7#)".+9I+*%0(%2%.;! )>"%#9

R%1*611%+, +, .7#3+::6,%*0.%4#!6,*.%+, +9h60,;+6M
1.;2#/+#:1<$ 9%.-1'9.-#:.#)#/#1&." T % YUUV &!
VYZ2\[<-

222! 0文字禅与宋代诗学1"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YUVa 年.

, <7-2#&1&8_#: 1:( 2"#=%#2-./%52"#9%:J A8:1/28<
I70,-70%! !6$0, B,%4#"1%.;/"#11" YUVa<-

周紫芝! 0竹坡诗话1"0历代诗话1"何文焕辑. 北京! 中
华书局"VZ^V 年.

, 7̀+6" %̀L7%<=%#2&8R%GG#:21&-#/%5_"+*%O!"#=%#2&8
R%GG#:21&-#/ !"&%+J" PJ#/< S$< D# =#,760,<
>#%H%,-! 7̀+,-760>++& 3+:80,;" VZ^V<-

附表一! 苏轼游寺诗数据统计

时间 诗歌总量 游寺诗数量 寺院数量
游寺诗

所占比例

援引佛典

诗歌数量

援引佛典诗作

数量占游寺诗比例

凤翔前期 a^ Y Y Y<TWb U U

凤翔时期 V\^ V^ VV V\<U[b \ VW<Wab

凤翔后

杭州前
VZ U U U U U

杭州时期 \T[ aZ [V YY<\Yb V[ Va<aYb

密州时期 V[Y T T \<TYb U U

徐州时期 YUT Z V [<\Zb V VV<VVb

湖州时期 a[ VT T YU<Yab W [Ub

黄州时期 V^[ Va W Z<Y[b \ Va<WTb

黄州后

元祐前
YU[ YW VW VY<aTb [ VT<\^b

元祐时期 TaU \U VT T<YWb T VW<Wab

惠州时期 VZZ YZ V\ V[<Tab T Va<Y[b

儋州时期 V\\ V V U<aTb U U

北归至金陵 Z[ VW VY Va<UYb VY aTb

补编/辑佚/他
集互见

\W[ VZ VY T<YYb V T<YWb

诗歌总量 YaT^ YWW V[U Z<W[b T[ YU<\b

%注!本文以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0苏轼诗集1"中华书局 VZ^Y 年为蓝本. 诗歌总量除去卷四十六帖子词口号 WT 首. 据0苏轼年谱1"
0苏轼诗集1补编/辑佚/他集互见部分移动情况! 0题李景元画1/0游灵隐寺戏赠开轩李居士1/0题双竹堂壁1/0会双竹席上"奉答开祖
长官1均移至倅杭时期(0宿资福院1移至黄州后元祐前(0惠州灵隐院"壁间画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隐峦所作"题诗于其下1移至惠
州时期.&

&责任编辑! 程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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