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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北宋僧人道原所撰。
因“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慧能灭万年愚”（《六祖坛经》），故禅家每以能照暗之灯来喻禅法，谓
禅宗法系相承，犹如灯火辗转相承，师资正法永不断绝，故而将记载禅法传承历史之著作称为“传灯
录”，简称“灯录”。
“景德”为宋真宗年号（1004～1007年）。
因道原此书进呈于景德年间，故书名上加“景德”之年号。
道原的生平未详，但颇有令名，被时人誉为“乃觉场之龙象，实人天之眼目”（杨亿《武夷新集》卷
七《佛祖同参集序》）。
据《天圣广灯录》卷二七、《传法正宗记》卷八与《五灯会元》卷十载，道原为天台德韶禅师之法嗣
，即大法眼文益禅师之徒孙，并称作“苏州承天永安道原禅师”。
据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道原禅师为余杭（今属浙江）人，住苏州弥勒院。
弥勒院“在承天寺垣中”。
宋太宗时“以藏经镂板本”，道原便“诣阙借板印造”。
景德年中，宋廷“又以太宗御制四帙及新译经一十四帙并赐之道原。
既归，藏于此院”。
至大中祥符年间《景德传灯录》编修完成进呈，故特敕赐院额日永安院，“每岁度一僧，至今为禅院
”。
又据杨亿《佛祖同参集序》云，道原于太宗及真宗朝前期“乃驻锡辇毂，依止王臣；购求亡逸，载离
寒暑”，以撰修《传灯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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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德传灯录》为北宋真宗朝，吴僧道原所作为禅宗灯史。
内容叙述禅宗师徒相承的语录和事迹。
从过去七佛，至五代文益的法嗣，凡一千七百零一人，附有语录者九百五十一人。
道原称，灯能照暗，祖祖相授，以法传人，譬犹传灯，故以此作为书名。
本书问世以来在佛教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它不仅引出了禅宗一系列的灯录著述，为禅宗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实，而且为宋代以及以
后有关学术思想史的撰述提供了可借鉴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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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矣哉！
禅师之用心，盖述而不作者矣。
⋯⋯新集既成，咨予为序，聊摭梗栗，冠于篇首云耳。
参之杨亿《景德传灯录序》所云：道原“披弈世之祖图，采诸方之语录，次序其源派，错综其辞句，
由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日《景德传灯录》”。
可知，《佛祖同参集》与《景德传灯录》两者实指一书，即道原之著原题名《佛祖同参集》。
又杨亿之序文称其奉敕“刊削”道原之书，并称“言以行远，非可以无文”，推知杨亿以为原书名“
无文”，故改称《传灯录》以进呈天子。
此为其一。
其二，道原因“慨然以为祖师法裔，颇论次之未详；草堂遗编，亦嗣续之孔易”，而发奋撰著《佛祖
同参集》。
在当时禅宗五家中，道原所在的法眼宗主要流行于文化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开山祖师文益亦特好文
词，其宗风也较带文化色彩。
当北宋初期社会政治渐趋稳定，宋廷即逐步展开文化事业的重建，整理编纂了以《太平广记》、《太
平御览》、《文苑英华》与《册府元龟》四大类书为代表的一批文献典籍。
《景德传灯录》的编撰，正好既显示出法眼宗对经典的尊崇与对文词的偏爱，亦与宋廷重建封建文化
的需求相符合，因此当道原将本书呈献朝廷时，立即得到宋真宗的重视，敕命翰林学士杨亿等人加以
裁定。
其三，道原“乃驻锡辇毂，依止王臣；购求亡逸，载离寒暑”而著述，可知《景德传灯录》实撰修于
京城“辇毂”之下；亦因为得到名公文臣等有力“外护”的吹嘘，故书成得以顺利进献，并即获得天
子的重视，“人藏”刊印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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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景德传灯录译注(套装全5册)》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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