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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与禅宗论略

刘  铁  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 娄底 417000)

[摘  要 ]  在中唐士人普遍尚佛的大环境下, 元稹与禅宗也有着较密切的关系。他好游禅寺、广交禅僧、感悟禅理、寓禅

于诗、以禅悟感发来观照社会与人生。特别是在调适贬谪心态与谪居情绪的过程中, 在调整自己生命价值取向时,禅宗对他

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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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稹生活的中唐时代,参禅奉佛,是当时一项重要的

活动内容。 /中唐士人普遍信佛, 他们的成长、学习、生活都

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有与僧人酬唱的

诗篇和为僧人撰写的碑铭、僧赞、经序等文章,其文学创作不

同程度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0 [ 1] /中唐的僧侣们, 不过是

披着袈裟的诗人, 有些文人外服儒风、内修梵行。0 [ 2]元稹也

是一位与禅宗渊源较深, 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仕宦文人, 白

居易就曾以 /身委5逍遥篇6,心付5头陀经60 (白居易5和答

诗十首6 )评价其人生。但是, 前人研究元稹时, 很少关注他

与禅宗的关系。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此做一简要探讨。

一  元稹涉禅活动及对禅宗的知解

/元稹很早即接触佛教。0 [ 3]虽然,元稹自己并没有谈到

过他何时接触佛禅, 但根据他 /况我早师佛, 屋宅此身形 0

( 5续遣病6 )的自述来看,元稹接触佛禅应该在他入仕之前。

如他在5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并序6中回想少年时代的

游乐生活云: /九岁解赋诗, 饮酒至斗余乃醉,时方依倚舅族。

舅怜, 不以礼数俭, 故得与姨兄胡灵之之辈为昼夜游。0而他

们游玩的一项内容就是 /尽日听僧讲, 通宵咏月明。0 [4] 124据

元稹十六岁寓居西京开元观 (清都观 )时所作的 5清都夜

景6、5秋夕怀远6等七首诗来看, 青年时代的元稹不仅较早

地接触到了禅宗, 而且对禅宗的义理, 也有初步的知解。如

七首之一的5与杨十二李三早入永寿寺看牡丹6云: /色见尽

浮荣, 希君了真性0, 颇有一种因色悟空, 直了真性的佛禅意

味, 而据元稹5清都夜境6的自注,此诗为元稹 /十六至十八

岁时诗。0 [4] 49元稹在作于入仕之前的5象人 6也称: /被色空

成象, 观空色异真。自悲人是假, 那复假为人。0它同样表达

了一种佛禅感悟启示下的人生观。因此说, 元稹在青少年时

代就接触了佛禅,并受到了佛禅思想的影响,应该是可信的。

到元稹走上仕途之后,特别是在他贬谪江陵、通州期间, 他的

涉禅活动,诸如与寺庙僧侣的交游等就更主动和广泛了, 对

禅宗思想的感悟也更主动和深入, 这在他的诗歌中有明确表

现。当然, /与禅师们的交往酬唱, 参禅悟道, 是唐代文人的

时尚。0 [ 5]从现存的元稹诗作来看, 他在入仕之前虽然在诗

作中已有佛禅语和佛禅味,但硬要说他此时对佛禅有很独到

的见解或很自觉的感悟, 恐怕也言过其实,果真如此, 他就不

会对入世理想与功利追求那么坚定而执著了。他此时或许

是自己真的对佛禅有了一些见解,或者是受世风影响, 他开

始接触到了佛禅,这在中唐时代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从佛禅对唐人的影响来看, /唐代诗人之佛教因缘, 在诗

作中最明显的呈现, 大抵是游览僧寺和交往僧人两端。0 [ 6]

元稹也是如此。他在任秘书省校书郎期间, 常与白居易听庾

七玄师讲经。白居易5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6有云: /儒风爱

敦质,佛理尚玄师。0在贞元二十年, 元稹于 /二月三日春社,

至华岳寺,憩窦师院, 未曾踰月, 又复徂东, 再谒窦师0 ( 5华

岳寺并序6 ); 同年,元稹在洛阳结识了弃武入佛门的智度师

( 5智度师二首6 )和志坚和尚 ( 5志坚师6 ) ;元和四年元稹奉

旨出使东川时,在梓州结识了清闲上人;在谪居江陵时, 常与

诗僧如展禅师往来唱和,他与如展唱和的诗作至今仍有三首

留存;元和九年, 元稹在潭州结识了卢头上人 ,并作诗5卢头

陀诗并序6和5醉别卢头陀6为记; 元和十二年在司马通州

时,又结识了智藏诗等人。从元稹诗文来看, 在当时与他交

往的僧人还有: 昙上人、寂上人、嵩上人、如寂上人、白寂然

等。如果元稹当时的作品都能保存下来, 这个僧人名单可能



还要延长。

元稹与禅僧交游 ,并不局限于一门一派。例如这其中的

志坚和尚, /他是普寂的弟子。而根据5楞伽师资记6, 普寂

禅师修行于洛阳嵩高山, 是北宗第八代禅师, 乃大通神秀和

尚之后。0 [3]而那个清闲上人, 据白居易5赠僧五首# 清闲上

人6自注所说,他 /自蜀入洛,于长寿寺说法度人。0他是神照

的弟子, 而神照却是南宗神会一系。这种与禅门僧寺不分门

派广泛交往的记载, 也大量出现在元稹的诗作中。如: /遐思

玉泉寺, 久闻岘山亭0 ( 5思归乐 6 )、/闲行曲江岸, 便宿慈恩

寺0 ( 5与吴十一兄端公崔二十二院长思怆曩游因投五十

韵6 )、/北祖三禅寺, 西山万树松0 ( 5度门寺 6 )、/现身千佛

国, 护世四王军0 ( 5大云寺二十韵6 )、/梁王开佛庙, 云构岁

时遥0 ( 5和友封题开善寺十韵 6 )、/乘兴无羁束, 闲行信马

蹄0 ( 5诮卢戡与予数约游三寺戡独沉醉而不归6 )、/南堤衰

柳意, 西寺晚钟声0 ( 5遣行十首 6 )、/羞见窦师无外役,竹窗

依旧老身闲0 ( 5华狱寺6 )、/春来日日到西林, 飞锡经行不可

寻0 ( 5寻西明寺僧不在6 ), 此外还有 5漫天岭赠僧6、5华岳

寺雪后望山6、5雪后宿后同轨店上法护寺钟楼望月6等等。

从元稹对禅宗思想的感悟与其人生反应来看,南宗禅对

他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元稹所处的中唐时代,正是马祖道

一禅派 ) ) ) 洪州禅兴盛的时期。道一禅学是建立在 5楞伽

经6、5金刚经6、5般若经6和5维摩经 6等禅宗经典与老庄思

想相交融的基础之上的,它有一个著名的观点, 即 /平常心是

道0。5马祖道一禅师语录6云: /道不用修, 但莫污染。何为

污染? 但有生死心, 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 平

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 无造作, 无取舍, 无断常, 无凡无

圣。经云: 非凡夫行 , 非圣贤行, 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

卧, 应机接物,尽是道。0它主张人们不要过分执著自我,不要

过分在意身外的得失,要以一种无执、无我、无相、无物的超

然态度, 顺应社会与人生,在一种平常自然的心态观照下, 随

缘尽化, 调适自我。它与佛家普遍认同的 /空0/无0观点, 有

本质相通之处。它对唐代士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是对宽

解士人的精神重负与心境重建,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

为那些在仕途中陷入困顿与茫然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化

的生活状态与心灵家园模式。如中唐诗人李翱5赠药山高僧

惟俨二首# 一6云: /炼得身形似鹤形, 千株松下两函经。我

来问道无余说, 云在青天水在瓶。0好一个 /云在青天水在

瓶0,这简直就是一种委运乘化、万物融和的禅化境界, 与王

维在5终南别业6中所说的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0有异

曲同工之妙, 人身心之外的所有附着, 在此都被云水般的任

意自然消化解脱得干干净净了。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 必

须以对禅的感悟知解的程度为前提。因为, /禅宗就是觉悟

的修行。0 [7]没有对禅宗的知解觉悟, 也就难以以禅宗指导

自己的人生。在唐代, /文人礼佛与方外僧徒过往频繁,诗作

中多涉禅语、用禅典、示禅机、以禅入诗, 进而以禅喻诗

等。0 [8]虽然,有些 /禅喻诗的作品, 本身并不谈禅论佛, 主旨

也不在表现理趣, 而是在对自然景物或人的心境的描绘表现

之中或之处, 寓有禅意0 [ 8]但可以肯定地说, 它们也反映了

诗人对禅宗的觉悟与知解程度。在元稹的作品中,我们也不

难看到他的禅观表示,并由此而可以觉察到他对禅宗思想的

知解程度。

在元稹早年寓居长安时,在他的诗歌中就流露出一种似

水流年般的人生感喟: /满眼流光随日度, 今朝花落更纷纷0

( 5与吴待御春游6 )、/时节催年春不住, 武陵花谢忆诸郎0

( 5清都春寄胡三吴十一6 )。在这种事物盛衰消长、生命轮

回不息的直接感受中, 表现出一种亦佛亦道的哲学思辨色

彩。禅宗主张的平常心是道、无执无我的空观导向, 对于人

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人事代谢, 迷幻而虚无的现实困

惑,具有较直接的消解劝悟功效。因此,元稹以禅宗的色空

之说观照世事,所谓 /色见即浮荣,希君了真性0 ( 5与杨十二

李三早入永寿寺看牡丹6 )、/门前本是虚空界, 何事栽花误

世人0 ( 5杏园6 )。在元稹看来, 世间万相, 相 (存在 )乃幻

觉,不论是牡丹、是杏花还是别的其它事物, 它们都只是昙花

一现的存在, 在这短暂的出现之后, 便是永恒的虚空无有。

因此,当人民以无执无念、不妄不变之心来体察和感知到这

种空与实的关系本质时, 也就是明白了天地自然的实质本

真,这便是 /真性0所在。正如5金刚经6所说的: /凡有所相,

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0 [ 9]元稹说的 /不是眼

前无外物,不关心事不经心0 ( 5赠乐天6 )就是从佛禅空无观

出发,追求心外无物, 以求心性发现的理念探求。在元稹谪

居江陵时期,历经丧妻之痛和贬谪之苦的他, 在坚持以儒道

济世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向佛禅中录求心性的自我宽释

与解脱,就如他在5思归乐6中所说的: /闲穷四声韵, 闷阅九

部经。身外皆委顺, 眼前随所营。此意久已定, 谁能求苟

荣。0在困顿的现实生活启示下,元稹比往常更能感悟禅宗所

说的本空无有的内在意义, 在他漫长而苦闷的谪居生活中,

他感叹道: /结念心所期, 返如禅顿悟。觉来八九年, 不像花

回顾。浮生转经历,道性尤坚固0 ( 5梦游春七十韵6 )。因感

悟现实生命的空无而录求悟道,希望在道的启示之下来思辩

现实和生命解救,这道, 与他在5离思五首6中所说的 /取次

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0有内在相通之处。因此有论

者认为 /这里的-道 . ,指的不是道教,而是佛教。0 [ 10] /从-返

如禅顿悟 .这句, 可推知元稹参的是佛教的南宗禅。0 [ 10]

其实,元稹所参悟的是南宗禅还是北宗禅, 并非问题的

关键,关键的是, 元稹对禅知解觉悟程度, 以及在禅观启示之

下,他对社会人生的感观表达和心态情绪表现。白居易在写

给元稹的5和梦游春诗一百韵# 序6中说: /况与足下外服儒

风、内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后, 非觉路之返也, 非空门之

归也,将安返乎? 将安归乎? , ,欲使曲尽其妄,周知其非,

然后返乎真,归乎实。亦犹5法华经6序火宅、偈化城, 5维摩

经6入淫舍、过酒肆之义也。0 [ 11]这则诗序提供了关于元稹内

心真实世界的宝贵材料,可视为他以佛学思辨来感悟人生的

证据。元稹在谪居期间的诗歌中, 常常表达出一种功名理

想,如梦如幻的认识倾向 ,在似水年华的老大之叹中, 表现出

一种年景不再,流光已逝 ,欲向空门求, 空空无所有的禅悟味

道,与南宗禅 /自性自悟,顿悟顿修0 [ 12]的主张相契合。如元

稹5酬窦校书二十韵 6云: /但喜添樽满, 谁忧乏桂然。渐轻

身外役,浑证酒中禅。0如此快意自我, 似乎人生的无限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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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在酒中, 俨然一种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 0的淡化超

然。他在5饮致用神曲酒三十韵 6等诗中, 也有与此相同的

禅化情韵的蕴含与表达。

当然, 从本质上说,元稹的功利之心,远比他对佛禅义理

的知解要自觉和执著, 这使得他对佛禅的感悟知解也达不到

白居易、王维那样的通脱自觉。但在现实的挫折面前,或者

说他在连续的仕途沉浮影响之下,使他的人生思想与生命价

值取向, 很明显参进了禅宗的思想因子。如其5悟禅三首寄

胡果6云: /晚岁倦为学, 闲心易到禅 0。5酬窦校书二十韵 6

云: /渐轻身外役: 浑证饮中禅 0, 甚至还以 /近来逢酒便高

歌0 ( 5放言五首# 一6 )来自放与自适, 这都说明了他对禅宗

义理是有一定的知解感悟并在事实也接受了禅宗影响的。

二  禅宗对元稹贬谪骚怨情感的消释与启示作用

/禅宗之所以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化

的佛教, 而且是因为它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整

套非常有效的疗心方式, 这种以修禅来化解心理问题的方

式, 简单易行,风格高尚, 超越物我。0 [13]如果说元稹专意修

禅, 似乎有点勉强,但元稹在中唐习禅世风的影响之下, 在对

人生意义与谪居命运的反思与应对上,禅宗对他痛苦心态的

宽释与骚怨情绪的化解作用是明显的。

元稹心中有一个难解的结,那就是对功利的追求。元稹

自德宗贞元九年授官左拾遗以来, 终其一生, 皆投身仕途。

仕途中的元稹, /生性激烈,少柔多刚, 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

甚强。屡屡上书论事, 指谪时弊, 或实地纠劾, 惩治滑吏, 也

因此而多次遭遇贬谪。0 [ 14]贬谪, 使元稹常常陷入灾难体验

的痛苦之中。那种穷途绝路、沉沦僚倒、负屈含恨的悲恸感,

常常流露在他的诗文中。例如 :

/至于升朝,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党为臣援庇, 莫非苦

已, 实不因人, ,便至今日窜逐, 臣自离京国, 目断魂消 0

( 5同州剌史献上表6 ); /雨滑危梁性命愁,差池一步一生休。

黄泉便是通州郡, 渐入深泥渐到州0 ( 5酬乐天雨后见忆 6 );

/秋茅处处流虐疟, 夜鸟声声哭瘴云 0 ( 5酬乐天寄生衣 6 ),

/阴深山有瘴, 湿垫草多虻。众噬锥刀毒, 群飞风雨声 0

( 5虻6 ) ; /羸骨不胜纤细物, 欲将文服却还君0 ( 5酬乐天寄

生衣6 ); /残灯无焰影幢幢, 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

坐起, 暗风吹雨入寒窗0 ( 5闻乐天授江州司马6 )。

从他这 /羸骨不胜纤细物0的形象自叙中,从他 /垂死病

中惊坐起0的情绪反应中, 我们不难觉察蕴藏在元稹内心因

贬谪造成的巨大痛苦与悲伤。也正因如此, 5旧唐书6本传

说 /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0 [13]

与所有被贬谪者一样,元稹 /一方面, 他背负着过去的包

袱, 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着他; 另一方面, 他必须面对现实,

适应新环境, 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选择的能

力。0 [15]那么, 元稹在其反复的谪居生涯中, 又是怎样来消解

骚怨, 调适自我,解决他贬谪情境下生存的两难选择的呢?

白居易在5和微之诗二十三首# 和知非6中, 曾建议元

稹用禅宗思想来缓解仕途落拓沉沦的痛苦,说 /因君知非问,

诠较天下事。第一莫若禅, 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 醉可

忘荣粹。, ,劝君虽老大, 逢酒莫回避。不然即学禅, 两途

同一致0。从元稹谪居期间的情感反应来看, 他在一定程度

上接受了白居易的建议,开始有限地从先前执著的功利立场

上向关注现状、调适自我的禅观立场偏移。即在对生命现实

状态的自我省视中, 借助于禅宗思想的空净无有, 来自觉消

解对功利的执著与粘滞,尝试着以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导向

来调适失落之心,这在他不同的贬谪时期, 有各自不同的表

现,但以谪居江陵和通州时期最为典型。

元和五年春,在出使东川期间取得了优异政绩的元稹,

不但无功,反而以 /失宪臣体0 [16]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其心

中失落与负屈感受,可以想知。因此, 在他谪居江陵期间,人

生短促、生命飘忽的现实感受与人生认知, 成为他诗歌创作

的一个重要内容。如: /身名判作梦,怀盏莫相违0 ( 5酬友封

话旧叙怀十二韵6 )、/翳翳林上叶, 不知秋暗生。回悲镜中

发,华白三四茎0 ( 5解秋十首# 一 6 )、/往岁学仙侣, 各在无

何乡。云色日夜白, 骄阳能几何?0 ( 5解秋十首# 四6 )、/岂

念百草死,但念霜满头。头白古所同, 胡为坐烦忧。茫茫百

年内,处身良未休 0 ( 5解秋十首# 四6 )、/华发不再青, 劳生

竟何补0 ( 5遣病十首# 二6 )、/今来渐讳年,顿与前心别。白

日速如飞,佳晨亦骚屑0 ( 5遣病十首# 三6 )。

这种逝者如斯、镜花水月般的禅化感悟, 启发元稹对生

命本质的思考,也促使他从原有的儒道济世理念上退缩, 转

向关注自我,追求现实满足, 注重个体感受。于是, 一种立足

眼前、淡化执著, 抓住既有、享受今生的情绪, 开始出现在他

的诗文创作中。如 /但喜添樽满, 谁忧乏桂然。渐轻身外役,

浑证酒中禅0 ( 5酬窦校书二十韵6 ) ,就表达出了一种 /酒肉

穿肠过,佛主心中留0禅派风味。而在 5饮致用神曲酒三十

韵6中, /诗人于酒中见真性, 发现酒中也别有洞天, 于是无

限情致与神思都诞生于刹那之间。0 [ 10]

在江陵期间, 元稹与禅门交往比往常更加主动, 在参禅

悟道中,他检讨过去, 反思自我, 关注现在。佛禅思想, 成为

了他在此期间进行自我调适的有效良方。在5醉别卢头陀6

中他说: /醉迷狂象别吾师,梦觉观空始自悲。尽日笙歌人散

后,满江风雨独醒时。心超几地行无处, 云到何天住有期。

顿见佛光身上出, 已蒙衣内缀摩尼。0在这里 ,既有禅者的觉

悟,又具人之常情; 既有空幻的苍凉,又有顿悟的超然。而这

种基于对现实幻化认定下的超然, 到元稹在谪居江陵的后

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如组诗 5遣春十首6、5表夏十首6和

5解秋十首6所表现的诗境与流露的情感, 其悠然自适的淡

泊与从容,就很难在他前期诗作中见到。又如5酬李甫见赠

十首6 (其六 )云: /莫笑风尘满病颜, 此生元在有无间。卷舒

莲叶终难湿,去住云心一种闲。0好一个 /此生元在有无间 0、

/去住云心一种闲0,这与王维的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0

( 5终南别业6 )堪称同调。这种豁达闲适,好比庭前看花,宠

辱不惊的情态表达,表现出了明显的禅悟导向。

元和十年三月,元稹被贬通州司马。当时的通州, 环境

恶劣,元稹初来此地, 心中充满了惶恐绝望之感。所谓 /黄泉

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0 ( 5酬乐天雨后见忆6 )、/自怜

才命俱困,恐不能复脱于通0 ( 5上兴元权尚书启6 )。但最终

他还是在友人劝慰和佛法指引下,向禅悟中寻求启示,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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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调适自我的方法。其5和乐天赠恒寂僧6云: /欲离烦恼三

千界, 不在禅门八万条。心火自生还自灭, 云师无路与君

销。0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南宗禅的 /自度0说对他的影响。

5坛经# 第一 # 行由品6云: /迷时师度, 悟了自度, 度名虽

一, 用处不同。0在此,元稹似乎在告诉自己, 在人的本性具足

而又无法可得的时候,只有鉴明自己的心性, 在佛禅般若智

慧的启示下, 把握人间万相本空无有的实质, 才能真正平息

内心因得失沉浮而引发的挫辱、苦痛与忧愁。因此, 他在5酬

知退6中写道: /终须修到无修处, 闻尽声闻始不闻。莫著妄

心销彼我, 我心无我亦无君。0有即是无,无即是有, 只要心境

清净, 自会通脱。所以,到了他谪居通州后期, 关于谪居生活

中凄苦之叹与惶恐之感的表达, 与其先前相比, 要轻缓了许

多。一种随缘尽化、顺时而安的心态流露 ,成为了他此期诗

歌的情感基调。如 /以此方我病,我病何足惊? 借如今日死,

亦足了一生。, ,前身为过迹, 来世即前程 0 ( 5续遣病 6 )、

/饮罢醒余更惆怅,不如闲事不经心 0 ( 5和乐天仇家酒 6 )等

等。一种看破世情、放逐功利、任意自我、随缘尽化的禅悟之

情, 蕴涵在心境与诗境中。与他在5遣病 6组诗中对生命流

逝、叹老嗟卑的幽幽之情相比, 心境要轻松和空灵许多。

在谪官通州后, 元稹又经历了两次贬谪, 对人世沧桑的

生命体验, 又加深了许多。如他在诗中所表达的: /浮生未到

无生地, 暂到人间又一生。0 ( 5哭小女降真 6 ) /明朝又向江头

别, 月落潮平是去时。0 ( 5重赠 6 ) /犹应更有前途在, 知向人

间何处行。0 ( 5寄乐天6 )他早年那种因贬谪而产生的不平、

悲怨、凄苦、孤寂、落拓之情,很少在他的诗文中表露,更多的

是以一种务实的态度, 或遗落自我, 或心游禅境, 大度而超

然。例如, 元稹在武昌任上时,就广结善缘, 并以诗劝戒僧人

云: /劝尔诸僧好护持,不须垂钓引青丝。云山莫厌看经坐,

便是浮生得道时。0 ( 5修龟山鱼池示众僧6 )他把自己对佛旨

的领会示于众僧, 诗中充满了护生之意, 慈悲之心。又如5游

云门6云: /明月自随山影去,清风长送白云归。0诗歌宁静而

淡定, 表现出一种随缘任运, 随遇而安的禅化意境。而元稹

作于大和四年的 5题法华山天衣寺 6诗云: /马踏红尘古塞

平, 出门谁不为功名。到头争似栖禅客, 林下无言过一生。0

世间一切犹如虚空花 ,虚而不实, 聚散无常,充满着入世与出

世的矛盾, 现实人生与精神世界不能统一的矛盾。欲想求得

/真如0之境, 佛法只是一种手段, 而不是最终的目的, 所以

它也在放弃之列。可见, 此时的元稹在对生命本体意义的体

认上又进了一层。

因此说,元稹受中唐禅风的影响,一方面游历禅寺, 广交

禅僧;一方面又接受禅宗影响,使自己在调适贬谪骚怨心态

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消解与平和。禅宗思想, 也因此成为了

他调适自我贬谪骚怨心态的一剂良方。

[参考文献 ]

[ 1]  张维民.论中唐士人的心理建构 [ J]. 西北第二民族学

院学报, 2004( 2).

[ 2]  孙昌武. 佛教与中国文学 [ M ]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5: 88.

[ 3]  何剑平.元稹的宦海浮沉与禅心消长 [ J] .四川大学学

报, 2005( 1): 72- 78.

[ 4]  元稹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  刘人杰.中国文学史 (二 ) [ M ].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公司, 1999: 278.

[ 6]  张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化 [ M ]. 南昌: 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 2002: 65.

[ 7]  伍世文、李丽芸. 禅之悟 ) ) ) 略论禅宗的生存智慧

[ J]. 惠州学院学报, 2006( 5).

[ 8]  都洁婷.论禅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与影响 ) ) ) 以

唐代诗歌为考察中心 [ 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 4): 35- 36.

[ 9]  钟明译注.金刚经 # 第五品 [M ].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

社, 2001: 24.

[ 10]  赵缈缈. 他生缘会此生休 ) ) ) 试论元稹诗歌与佛教

[ 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 2005( 3): 67- 69.

[ 11]  顾学颉. 白居易集 (卷 14 ) [ M ]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96.

[ 12]  钟明译注. 坛经# 顿渐品第八 [M ]. 太原: 山西古籍

出版社, 2001: 165.

[ 13]  李迎春.论禅诗的禅疗及其心理保健意义 [ J]. 河南

教育学院学报, 2005( 4): 126- 128.

[ 1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第 2卷 ) [ M ]﹒北京: 高等教

育出版社, 1999: 338﹒

[ 15]  [美 ] A sherM ilbauer.超越流亡 [M ]. 迈阿密 # 佛罗里

达国际大学出版社, 1985: 133.

[ 16]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 [ M ]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16.

On Yuanzhen and Zen

LIU T ie- feng

(H unan university of H umanities , Science and Techno logy Loudi 417000, China )

Abstrac t:  Under the great env ironment o fw idespread be lief in Buddh ism in M idd le Tang Dynasty, Yuanzhen had a c lose re la-

tionship w ith Zen too. H e liked v isiting the temp les, kept companyw ith m onks as a g roup, comprehended the Zen theo ries, b lended the

Zen insight w ith poetry and trea ted the society and lifew ith Zen ins ight. P articu la rly, Z en had effect on h im obv iously in ad justing att-i

tude and m ood tow ard ban ishm ent and regu la ting h is own life va lue.

K ey words:  The L ite rature of Tang Dynasty;  The Poetry o f Tang Dynasty;  Yuanzhen;  Ban ishment;  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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