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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禅，梵文“禅那”(Dhyana)的音译，意译为“静虑”、“思维修”、“弃恶”等，原指静坐默念
，心注一境。
但“禅”之含义非止一种解释：可表示与佛教相关的种种事物，如“禅子”、“禅众”泛指佛门中人
，“禅宇”、“禅林”概称佛教寺院，“禅灯”、“禅椅”皆言僧人日用杂物，等等；也可专指禅宗
。
自唐代慧能后，禅宗主张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经不必念，禅不必坐，虽然以“禅”命宗，但是字义
已转，可见此“禅”非彼“禅”。
　　如此说起来，则“禅诗”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命意造境倾向于禅宗旨趣者，乃狭义之禅诗；否则，不过是涉佛涉禅，统属广义之禅诗。
　　禅诗，禅与诗的有机结合。
倘精选标准从严的话，应该做到：有禅思而无诗情者，哪怕是禅师所做，不选；有诗情而无禅思者，
即便是僧诗，亦不选。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元好问《答俊书记学诗》)禅味、诗味具足、妙合者乃上品。
　　考虑到对“禅诗”的习惯认知，今广义与狭义兼容。
于是，上起东晋高僧慧远，中历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下迄近代情僧曼殊，于作
者98101人中，计选诗109题115首，成此《禅诗百首》。
作者中，有佛门中僧尼，有世俗中官民。
作品中，有五七言律绝，也有古风歌行。
　　关于禅诗，据其内容、手法等方面的特点，略分三类。
　　禅言诗——不离文字之禅。
禅言，犹言言禅、论禅。
其特点是引经据典，正面谈佛论道，而非绕路说禅。
或者直接讲论佛禅之理，或者叙写佛事活动，或者抒发对佛禅的崇信与感悟。
这类诗的缺陷在于好发议论，轻者拖着“玄言的尾巴”，重者通篇佛教概念，徒有诗的外壳，教化色
彩很浓。
　　禅境诗——不立文字之禅。
这一类诗的特点是寓思想于形象中，禅意不在字面上，而在境界中。
作者设象寄意，读者舍象取意，皆惟在“妙悟”。
其艺术效果是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正所谓羚羊挂角，无
迹可寻，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禅趣诗——不立文字亦不离文字之禅。
这一类诗介于禅言诗与禅境诗之间。
诗中不乏“悟空”、“解脱”之类字眼，禅意有迹可寻。
但言禅理而避免理胜于辞，藉重形象，更突出禅趣。
所以说是不立文字亦不离文字，称得上是有禅的机锋、禅的睿思、禅的理趣、富于艺术美感的、用诗
写成的禅话。
　　诗言志，诗缘情，换言之，诗是心境的外化。
禅诗，则是禅者心境的外化，乃以诗美传达禅悦。
明代知空和尚评陈佐才诗曰：“今山僧与居士评诗，居士与山僧谈禅，何耶？
自古诗情半个禅，以诗为禅，以禅为诗，无可无不可也。
”(转引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苏轼说得好：“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以禅人诗，是诗家禅悟之所得。
古人参证公案，今人解读禅诗，不妨都唤作“文字禅”，可以视之为“默照禅”的补充。
禅在生活中，禅在身边，禅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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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人而言，读点儿禅诗，有益于放松的疲惫身心，提高生活的质量。
　　禅家为避免落于言筌，往往绕路说禅，常常设象寓意。
然而，形象大于思想，所以用文字解读形象，本身就是愚蠢的行为，因为言不尽意，说似一物即不中
。
聪明的做法是舍象取意，得意忘言。
“安心元有法，不语即为禅。
”(吴宽《次韵沈启南僧斋夜坐》)　　再则，佛陀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
⋯⋯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一)禅，不立文字，本不可说，开口便错。
禅，不离文字，不能不说，闭口则丧。
这是个矛盾。
如今担惊受怕的是，我们强作解说，更何况是门外说禅，等着挨大师们的棒喝吧！
　　临交稿时还有担忧。
这本小册子是藉力于霍贵高、李朝杰、冯淑然、张立华、阎玮、卢萌诸君子共同完成的，倘封面尽署
六君子不便，我无疑是欺世盗名了。
六君子语我曰：“五蕴非有，四大皆空，胡不悟若斯！
随缘吧。
”　　姜剑云　　2008年3月于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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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禅诗百首》上起东晋高僧慧远，中历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下迄近代情僧曼
殊，于作者98101人中，计选诗109题115首，成此《禅诗百首》。
作者中，有佛门中僧尼，有世俗中官民。
作品中，有五七言律绝，也有古风歌行。
关于禅诗，据其内容、手法等方面的特点，略分三类。
禅言诗——不离文字之禅。
禅言，犹言言禅、论禅。
其特点是引经据典，正面谈佛论道，而非绕路说禅。
或者直接讲论佛禅之理，或者叙写佛事活动，或者抒发对佛禅的崇信与感悟。
这类诗的缺陷在于好发议论，轻者拖着“玄言的尾巴”，重者通篇佛教概念，徒有诗的外壳，教化色
彩很浓。
　　禅境诗——不立文字之禅。
这一类诗的特点是寓思想于形象中，禅意不在字面上，而在境界中。
作者设象寄意，读者舍象取意，皆惟在“妙悟”。
其艺术效果是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正所谓羚羊挂角，无
迹可寻，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禅趣诗——不立文字亦不离文字之禅。
这一类诗介于禅言诗与禅境诗之间。
诗中不乏“悟空”、“解脱”之类字眼，禅意有迹可寻。
但言禅理而避免理胜于辞，藉重形象，更突出禅趣。
所以说是不立文字亦不离文字，称得上是有禅的机锋、禅的睿思、禅的理趣、富于艺术美感的、用诗
写成的禅话。
　　诗言志，诗缘情，换言之，诗是心境的外化。
禅诗，则是禅者心境的外化，乃以诗美传达禅悦。
明代知空和尚评陈佐才诗曰：“今山僧与居士评诗，居士与山僧谈禅，何耶？
自古诗情半个禅，以诗为禅，以禅为诗，无可无不可也。
”(转引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苏轼说得好：“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
”(《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以禅人诗，是诗家禅悟之所得。
古人参证公案，今人解读禅诗，不妨都唤作“文字禅”，可以视之为“默照禅”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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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剑云，笔名吉云，1960年生，江苏东台人。
1980年中文专科毕业（盐城师专），199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山西大学），200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河北大学），2003年获“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南开大学）。
现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河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后）导师。
2007年任河北大学工商学院人文学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九三学社社员，国家社科基金成果通讯鉴定专家。
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并有成果被《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或摘要，在中华书局、东方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3部，
主持国家级基金项目2项。
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人选，河北省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人选，教育部、国家社科规
划办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与鉴定专家，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理事，河北省文化产业创意家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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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禅是智慧自序第一章　禅言诗——不离文字之禅1　庐山东林杂诗2　游石门诗3　登石室饭僧
诗4　展敬上风林寺5　观影元非有6　左手握骊珠7　题大禹寺义公禅房8　投道一师兰若宿9　饭覆釜
山僧10　过香积寺11　庐山东林寺夜怀12　游龙门奉先寺13　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14　喜鲍禅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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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32　秋夜闻梵33　禅悦二首第二章　禅境诗——不立文字之禅34　题僧房35　辛夷坞36　滁州西
涧37　赠药山高僧惟俨38　江雪39　大林寺桃花40　船居寓意41　长安逢江南僧42　山居诗43　播秧
诗44　杂诗45　狮子峰46　小溪47　登宝公塔48　题西林壁49　西斋昼卧50　题梵隐院方丈梅51　绝
句52　晚春53　庵居54　锦镜池55　野望56　茄子57　松58　山中杂言59　青山60　咏云61　小吴轩62
　悟道诗63　游天竺64　晓过西湖65　游幻住庵留赠月千江上人66　落叶67　寄太虚上人68　赠博也
上人第三章　禅趣诗——不立文字亦不离文字之禅69　侬家暂下山70　终南别业71　题破山寺后禅
院72　题道虔上人竹房73　与虞沔州谒藏真上人74　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75　过仙游寺76　寄韬光
禅师77　赠日本僧智藏78　戏赠灵澈上人79　赠胡僧80　寄太白无能禅师81　题万道人禅房82　寄禅
师83　题昭州山寺常寂上人水阁84　题汤泉壁85　金山寺86　和子由渑池怀旧87　口占绝句88　处州
水南庵89　学诗诗90　咏石僧91　山寺92　宴坐庵93　庵中自题94　住天台山95　访益上人兰若96　题
川无竭寄傲窗97　送存书记98　山居99　游灵鹫寺100　宿灵岩101　南峰宴坐僧102　白云深处为天平
圭上人赋103　禅舫为顺上人赋104　空舟为宝林寺僧题105　过云栖见莲池上人有狗丑韭酒纽诗戏
作106　己亥杂诗(其一六五)107　暑月访龙潭寄禅上人108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109　住西湖白云禅院
作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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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首诗名为记游诗，实际上是写庐山诸道人游山水时，面对山水领悟佛理，由此而生的欣悦之情
，是当时庐山诸道人同题共赋中的一篇。
　　“超兴非有本，理感兴自生。
忽闻石门游，奇唱发幽情。
”超然的兴致是因游山水、感佛理而生的。
“超兴”是指诗人虽在游山水，并不在意美丽的景致，而在于在山水面前体会佛法的心态。
有了这种心态，就会产生一种美妙的感受，诗人称之为“超兴”。
　　“褰裳思云驾，望崖想曾城。
”“曾城”，古代神话中昆仑山最高处，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诗人看到自己衣衫飘飘，就想到自己在腾云而走；看到山崖，就想到自己正在仙境之中。
　　“驰步乘长岩，不觉质有轻。
”诗人在山岩上快步行走，觉得身体慢慢轻了许多，好像正在脱胎换骨变成仙人。
　　“矫首登灵阙，眇若凌太清。
”昂首登上灵阙山，恍若在凌空虚度。
　　“端坐运虚论，转彼玄中经。
”这两句描写诸道人谈玄论佛的情状。
他们在议论什么呢？
他们在议论如何是人间的至道。
　　最终的结论是：“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
”神仙的生活虽好，但终究要与物同化，还不如物我俱冥，体证终极的涅般境界。
　　涅粲境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梁启超在《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中说：“（涅境界）大概是绝对清凉无烦恼，绝对安定无
破坏，绝对平等无差别，绝对自由无系缚的一种境界。
”按照禅宗的教义，这种境界说不得，一说便错。
有道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去说，不去想，断绝了言语、思维、意识的当下，就得到了涅佛
果。
这种境界存在于名相之外，是心之本性与自然之道的冥合。
它并不否定有情人生，也不是消极厌世，而是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淡定从容的心理状态，远离得失
荣辱，远离是非成败，直接从纷繁的矛盾跳出来，直接领会生命、生活的本质，把握终极的大道。
从佛教中汲取智慧，体证涅之道，会让我们的心灵更自由而坦然，充满快乐和甜美。
　　3登石室饭僧诗　　迎旭凌绝嶝，映泫归溆浦。
　　钻燧断山木，掩岸瑾石户。
　　结架非丹甍，藉田资宿莽。
　　同游息心客，暧然若可睹。
　　清霄飓浮烟，空林响法鼓。
　　忘怀狎鸥鲦，摄生驯兕虎。
　　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
　　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
　　谢灵运（385-433年）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是矛盾痛苦的一生。
他出生的时候，家族中赫赫有名的谢安、谢玄相继去世，谢灵运的父亲谢焕是个弱智，家族中不幸的
事一件接着一件。
　　谢灵运一出生就很聪明，被全家寄以厚望，长到三四岁的时候，被送到钱塘杜明师道馆中寄养，
想借助宗教的力量祓除谢家的不祥，直到十五岁时，杜明师去世以后，才回到家中。
由于长期在外客居，谢灵运又被称作“客儿”。
　　返乡以后，本可以立致公卿的，但是，门阀土族的势力正在衰退，谢灵运郁郁而不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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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刘裕建立宋朝，加强了对门阀士族的排挤和打压，谢灵运怀着一颗孤苦郁闷的心，“肆意游遨
，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以至于“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
（《宋书·谢灵运传》）。
他只有把自己放任于山水之间，才能减轻心灵的痛苦。
因此，在他的诗中，既可以见出寄情山水、暂得超脱的欣悦，又　　折射出潜藏于生命深处的痛苦。
　　该诗作于景平元年（423年）夏秋之际，谢灵运初次归隐家乡始宁后参加的一次佛教活动——向僧
人施舍粥饭。
全诗基调平静淡泊，既有野逸之趣，又有出世情怀，以体悟佛理为旨归，是谢诗中玄思较深的一篇。
　　“迎旭凌绝嶝，映泫归溆浦。
”早晨，诗人迎着初升的太阳，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又在流水朝阳的辉映中，来到小溪的岸边
。
　　“钻燧断山木，掩岸瑾石户。
结架非丹甍，藉田资宿莽。
”诗人目睹了僧人清苦的生活。
僧人仍用古老的方法钻木取火。
在岸边的高地上，是他们石砌泥封的小屋，掩盖屋顶的是采自田野的宿莽。
僧人远离人寰，息心去欲，过着简朴苦寂的清修生活。
此时诗人又把视线转向林中。
　　“同游息心客，暧然若可睹。
清霄飚浮烟，空林响法鼓。
”只见他们闲散无拘，任心漫游，在幽暖的山林中时隐时现。
晴空之中，浮烟轻飚，法鼓声声，林寂心静。
　　“忘怀狎鸥鲦”，狎，亲近。
此用《列子》典：“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其父日：‘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
”倘生捕捉之心，鸟便舞而不落于地，倘泯灭了机心，则鱼亦视之如同类。
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小溪中，鱼儿随意畅游。
诗人此时也忘怀尘世烦恼，身心沉浸在自由观照的快意之中，同时也感悟到了养生之道：“摄生驯兕
虎。
”摄生，即养生。
此句典出《老子》：“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
”善于养生的人，行路的时候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进入军中也不会遭到杀戮，总之不会自蹈死地。
在老子看来，人没有求生之念，没有畏死之心，泯灭了自身和外物的界限而归于玄同，就达到了全身
之道的极点，任何东西也不能伤害他了。
这两句诗描写了诗人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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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禅在生活中，禅在身边，禅在当下。
对于现代人而言，读点儿禅诗，有益于放松的疲惫身心，提高生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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