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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禅关系研究的开拓与深化

— 喜读程亚林著《诗与禅》

罗 立 乾

禅学
,

是印度佛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所 同化与改造而演变成的中国化佛学
。

它对中国古代

诗歌和古代诗论的发展
,

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

在中国诗学史上
,

形成了一种诗禅相通的奇特

现象
。

早在 40 年代
,

美学大师宗白华就 已提出
,

要考察这种奇特现象
,

要研究诗禅关系
,

才能

深入理解中国古代诗学及中国艺术精神
。

然而
,

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
,

诗禅关系研究一直很薄

弱
。

近几年来
,

在
“

双百
”
方针的指引下

,

诗禅关系研究
,

已 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
,

而

且已发表了一些论此课题的文章
; 不少文化史丛书中

, 一

也有论此课题的篇章
。

但全面研究诗禅

关系而写成专书的
,

程亚林同志所著《诗与禅 》 (江西人 民出版社 1 9 8 9年 10 月出版 )
,

还是国

内大陆头一本
。

而我在细细读完它以后
,

则更感到
:

此书首次采取 比较文化和文化思想史的

视角
,

通过考察印度佛学怎样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与改造而成为中国化佛学—
禅

`
、

势的全

过程
,

对诗禅关系作出了溯其本而追其源的论述
,

确实是一部取得了开拓与深化诗禅关系研

究之成果的力作
。

首先
,

它依据对印度古代早期的一些古籍和一些印度佛经的分析
,

概括出印度传统文化

的特点
,

是
“

偏重人生 问题
,

为了
`

我
,

的生命的超脱而厌弃 自然
、

社会
,

尊崇以我为中 心 的

信仰意志
” , “

重视内心体验
” ,

因而
,

印度佛学虽有不 同派别
,

但共同的根本特征
,

都是重视

对超世间的
“

涅桨
”

境界
,

作纯粹精神性的
“

入定
”

体验
, “

强调这种体验和生成这种体验 的 人

的出世性
,

完全以出世的
`

涅桨
’

作为人生的归宿
” ,

彻底地将人生和世界虚无化
。

但中 国 传

统文化的特点
,

则是
“

力图协调人与 自然
、

人与社会的关系
” , “

是一种
`

天人合一
’

的观念
。 ”

此书在作出这些比较的基础上指出
:

印度佛学正是主要在这种
“

天人合一
”

观念的孵育下
,

才

产生了中国化的蜕变而成为了中国佛学的禅学
;
并且对它究竟是怎样被

“

天人合一
”

恐钻孵育为

禅学的问题
,

作出了深入的探究
,

提出了独到见解
。

它认为
,

上古原始的
“

天人合一
”

观
,

是

以人和 自然的关系为基点
; 它发展到春秋战国时则演变成了四派

:

一为孔孟儒学—
“

天 人

合 一 ”

于社会伦理道德派 ; 二为《易》学

—
“

天人合一
”

于宇宙规律结构派
; 三为老子道学—“

天人合一
”

于
“

无为而无不为
”

的宇宙功能派
; 四为庄学

—
“

天人合一
”

于
“

无待
”

境界派 ; 前

三派属 于社会学
,

其主题是以
“

直观外推
、

内向反控
”

的思维方式
,

把社会伦理理想
、

结构秩

序或个体意志的欲求
,

解释成是同
“

天
”

相通又与
“

天
”

和谐一致的东西
; 后一派则属于人格精

神哲学
,

它建立在对精神和生命 自由的体验上
,

其主题是探讨个体精神如何超越
“

有待
”
而达

到在
“

无待
”

的
“

天人合一
”

境界中
,

作非常 自由的
“

逍遥游
” 。

但庄学
“

天人合一
”

观的 这 个 主

题
,

从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
,

也从不将 世界和人生虚无化
,

而只是追求建立一种排除了知

性与功利干扰而能出世而入世的超然心态
,

并强调应以这种超然心态去
“

观照
”

世界
,

在超然
“

观照
”

中与
“

真原
”

世界合一
,

使个体精神
“

在万物展示出真原面貌的环境里
,

与天地之精神
、

宇宙之生气融为一体
,

周游无极…… ” 。

因此
,

庄学的
“

天人合一
”

学说
,

既实际上建立了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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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然
”

的人生态度
,

又实际上确立 了一种超然地
“

观照
”

世界的方式
。

本书以 《庄子》中的思想

资料为依据
,

在作出这个结论之后
,

又论述了庄学对魏晋玄学的渗透 和对印度佛学的同化与

改造
。

它认为
,

魏晋玄学的
“

体用不二
”

说和
“

适意会心
”

人生观
,

是对庄学的发展 ; 而这种发

展则经 由要享受
“

适意会心
”

人生的一批东晋文人之手
,

特别是经 由精于庄
、

玄之学和印度佛

学的东晋佛学家僧肇
、

道生之手
,

改造了印度佛学
,

使之在擅变为中国化佛学的禅学的进程

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 其后

,

经过僧璨
、

道信
、

弘忍等人
,

把这种改造更加以发展
,

终 于由

慧能创立了合超然心态本体论与
“

平常心是道
”

生活观为一的禅宗
,

使以出世
“

涅桨
”

为人生归

宿的印度佛学
,

最后擅变成了对世界与人生采取超然
“

观照
”

态度的出世而入世的中国化佛学

的禅学
.

因而
,

形成了庄学
、

玄学
、

禅学都强调以超然心态
“

观照
”

世界和人生的一脉相承的

逻辑系统
,

使庄学
、

玄学
、

禅学在越来越普及化的情况
一

「
,

有向诗学渗透的可能
。

本书的这

些论述和结论
,

既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烈的同化
、

改造功

能
,

又较为准确地说明了印度佛学经由这种功能的淘洗而转化为禅学的过程
,

以及禅学与印

度佛学的不 同特点
,

并探寻到了其不同特点正是它向诗学渗透的内在原 因
,

从而
,

不仅开拓

出了诗禅关系研究的新领域
,

而且深化了对诗禅关系的研究
。

本书还全面地从
“

以禅入诗
” 、 “

以禅助诗
” 、 “

以禅喻诗
”

三个方面
,

具体地说 明了禅向诗

的渗透
。

它指出
:

把禅理的字句和经禅学浸淫而形成的人生观
、

生活观写入诗中
,

是
“

以 禅

入诗
” ; 移植和改造禅宗的超然心态观照理论

,

使之成为说 明诗歌创作心理现象的直觉 性 审

美观照理论
,

突出
“

以物观物
”

的观照方式在审美派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

并以此相标榜形成与
“

言志派
” 、 “

缘情派
”

鼎足而立的审美诗派的理论
,

就是
“

以禅助诗
” ; 用禅学理论来比喻诗学

理论
,

贝U是
“

以禅喻诗
。 ”

据我所知
, “

以禅入诗
”

和
“

以
,

禅喻诗
”

两个方面
,

都 已有研究者作过

深浅不同的论述
。

但
“

以禅助诗
”

这一禅学在更深层次
_

L向诗学渗透的诗禅关系
,

则为本书作

者
一

首次提出
,

并作出了深入的探索
。

它依据对中国古代诗学史的宏观考察指出
: “

中国化的佛

学启发 了诗人对市美观照的注意
,

禅学提高了这种观照的自觉性
,

并为理解审美直觉
、

艺术

直觉提供了相应的解释
。 ”

这一见解富于独创性而又十分深刻
。

总之
,

诗禅关系研究的课题
,

素来被认为是一个难度很大的
“

硬果
” “

酸果
” 。

而《诗与禅》

则确实是取得了开拓与深化诗禅关系研究之丰硕成就的力作
。

写出这样一本力作
,

需要作者

具有比较丰富
、

坚实的文化思想史
、

宗教哲学史
、

文学史
、

文艺学
、

美学诸多学科的知识
。

而本书作者程亚林 同志
,

还只是一位 中年学者
,

但却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
,

实在是令人鼓

舞的
。

荀卿曾有言日
: “

不猜硅步
,

无 以至千里
。 ”

程亚林 同志之所以能写出这部力作
,

之所 以

能对诗禅关系研究能作出具有开拓与深化之功的学术贡献
,

首先是由于他平 日能脚踏实地去

做学问
,

不搞凌空蹈虚的所谓
“

宏观
”

(其实是
“

空观
”

)
,

而先搞深入分析的微观研究
。

例如
,

在写作本书之前
,

他已发表了一 系列对中国古代文论
、

美学作微观研究的论文
,

其中
,

比兴

与妙悟之辨的专题论文
,

对庄子
“

通而不失于兑
”

的命题中的
“

兑
”

字词义的考释论文
,

都为他

写作《诗与禅》打下 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

但金无足赤
,

人无完人
,

书亦无完书
。

本书对儒家建

立在情感 授现说基础
_

L的功利主义诗学观
,

未作出公允的评价 ;
充分肯定禅学

“

以物观物
”

的

观照方式
,

则认为
“

以我观物
”

方式是非审美方式等等
,

都是有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的问题
。

( 本文责任编拜 张炳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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