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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尚勇编写的这本书名曰《佛教文学十六讲》，实则不仅涉及佛教、文学两个方面。
大略来说，主要借鉴了西方口头学派关于程式的理论，讨论了印度佛教文化史的一些重大问题，思考
了相关印度佛教经典形成的机制，探讨了佛教思想之于中国古典诗歌自然观的影响。
本书涉及印度佛教经典、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散文等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多种文体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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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道安首创的佛经科判之学，简言之就是分别章段，以利于宣讲，这与此前两
汉经学中的章句之学是相通的。
隋唐佛教学者尝以经学章句之体譬况他们的经疏科判之作。
吉藏《金刚般若疏》卷一云：“流通实是大章，还依小段之例，亦所不可。
其间碎分章句，爰至异言语目，于经论并秽。
”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序》云：“今为解释，冀遐方终古，得若面会。
然繁则倦于章句，简则昧其源流。
顾此才难，有惭折中，意夫后学，其辞不枝矣。
”这表明在古代佛徒眼中，科判之学与经学章句的体例相同。
　　既然我们无法从文献上为道安科判找到异域的渊源，那么，是否可以作一大胆的设想，道安的科
判是接受了两汉经学传统中的章句之学的启示呢？
这一设想应该有其成立的可能。
　　关于道安本人的传统文化修养，典籍阙载。
道安虽然反对“格义”，但其“本无”思想受到魏晋玄学贵无论的重要影响①，可证他对本土思想文
化是有深切了解的。
这可从侧面说明其科判之学曾接受本土文化的影响。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佛经科判自道安以后，到刘宋时期始流行开来，至梁陈表现出了与两汉章
句之学末流一样的琐碎之弊。
唐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一上引唐东阳永安寺旷法师《法华疏》云：“自梁陈已来，解释《法华》，
唯以光宅独擅其美，后诸学者，一概雷同。
云师虽往，文籍仍存，吾钻仰积年，唯见文句纷繁，章段重迭，寻其文义，未详旨趣。
”佛经科判与经学章句相近的发展历程，无疑从内在理路上证明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渊源关系。
　　道安科判与经学章句的渊源关系，于中古佛教文献中亦可考见。
道安之前，东汉灵帝光和年间，临淮人严佛调曾撰《沙门十慧经》章句。
严佛调《序》末云：“创奥博尚之贤，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启蒙焉。
”①这～撰著出发点与前论经学章句为问学的第一步相吻合。
《十慧章句》今不传，不得知其著述之详尽体例，然由严佛调之注释《十慧》采用汉代流行的章句为
名，以及其《序》所云“启蒙”之说，可以相信其体例必与经学章句相近。
　　大约晋成帝之世，沙门支敏度分别合抄诸译本《首楞严经》、《维摩诘经》，于二本分别作了“
分部章句”和“分章断句”的工作②。
这是载籍所记外国僧人以经学章句体例整理佛学经典的著作，时间稍前于道安③。
　　严佛调和支敏度的上述工作理应对道安佛经科判有所启发。
道安《十法句义经序》云：“昔严调撰《十慧章句》。
”④由此可知，道安亲见严佛调之书，他的科判三分之说至少接受了严佛调的直接影响。
换言之，道安不过是将之前佛学章句著作的实践整合为“三分”的固定程式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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