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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三

者之中，儒家、道教源自本土，佛教源于古印度。由

于佛教本身具有的鲜明的异域文化特色及其经历的

漫长曲折的中国化过程，它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作
用、影响较诸儒家、道教都更为复杂。自佛教入华不

久，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与互动性就引起了中

土士人的关注。不过，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文学

研究，则始于 20 世纪之初。先有梁启超、胡适等学

者的首倡，后有郑振铎、陈寅恪、季羡林等学者的发

明，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佛教文学逐渐成为中国

文学研究中一个颇为热门的领域。
虽然佛教文学研究已经历近两个世纪，但关于

“佛教文学”的内涵长期以来存在争议。普慧先生

认为，佛教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范围，要远远超出时下

“文学”所规定的界限。不但“从文学的角度、以文

学的方法研究佛教典籍”属于文学范畴，而且“以佛

教文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审视中国文学中的佛教因素

以及僧人的文学活动”，也当“属于佛教文学的研究

范畴”。故而，在有关佛教文学的“诸多问题和现象

尚未探察和考究”之前，不宜过早对“佛教文学”下

定义。基于这一理念，普慧主编的《中国佛教文学

研究》( 中华书局，2012 年) 对中国佛教文学领域的

诸多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此书由西北大学文学院佛教文学研究团队的 9

位学者撰写，全书以问题和现象为经纬，按专题组织

编排，结构上分为佛教典籍与中国文论、佛教视野中

的文人创作、僧人创作与文学发展、佛教文化与小说

创作、佛教文献考释与补正等五编。研究内容从汉

魏六朝一直延续到清代。共计 50 余万字。全书内

容大多以单篇论文在相关学术期刊发表，其中相当

一些成果被复印、转载，引起过学界的关注、思考。
此次整理、修订出版，令人对此一研究团队的整体科

研能力有了更新的认识。
第一，重视文献的学术作风。西北大学的中国

古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视文献的优秀传统。从傅庚

生先生的杜诗研究到薛瑞生、韩理洲、阎琦、房日晰

等的唐宋文学研究，始终贯穿着以文献为依据的良

好学风。佛教文学研究团队秉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

学风。如，该书作者之一的李芳民教授穷多年之力

撰成《唐五代佛寺辑考》一书，按照唐代的行政区划

考察唐代佛寺的修建、沿袭、变更。该书第二编和第

五编中由李芳民教授撰写的几节一方面对前著的内

容不断补充、拓展，以期拥有更为完备的文献资料，

如《唐代佛寺杂考》一文; 另一方面，则将佛寺放在

唐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下，将与之相关的文人活动、文
学创作与传播、僧俗文学互动等贯通起来，探讨唐代

诗人游居寺院习尚的缘由、寺院之游居对诗歌创作

的影响以及寺院在唐人小说叙事中的功用，从更为

宽广的文化层面上探讨唐代文学构成、发展、演变的

诸多文化因素，形成《佛宫南院独游频》《山寺水亭

长年吟》《红叶寺游诗兴多》《唐人小说中佛寺的艺

术功能与文化蕴涵》等成果。基于扎实的文献功

底，李芳民教授的唐代佛寺与文学研究，将具象的宗

教活动场所与情感化、性灵化的文学创作打通，突破

了佛寺的时空限制，拓展了唐代文学研究的疆域。
此外，第五编中赵阳阳撰写的僧人碑铭考释、王松涛

撰写的《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同样也浸透着这一学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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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佛教与文学密切结合的研究路径。佛教

与文学，一为宗教，一为艺术，两者学科门类不同，研

究路径也不同。佛教文学研究，要实现宗教与文学

的结合。但两者的结合、沟通、互动并非都是直线

的，其历史痕迹也极少显性表现，这种研究的技术路

径、方法学理要高于单纯的佛教研究或者文学研究。
因此，有些佛教文学研究者总容易偏向佛教研究。
但《中国佛教文学研究》一书，总体上体现出了以文

学研究为核心的学科特色。书中第四编贾三强教授

撰写的几节，注重从佛教入手解读小说。如《禅门

心法———也谈〈西游记〉主题》，从小说的情节演进、
人物性格、回目题名等方面力证《西游记》的主题为

“渐修顿悟”的禅门心法。《凌濛初“二拍”中的因果

报应观》《凌濛初之从佛与〈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中

的佛教平等观》，从佛教价值系统出发，或者考察佛

教价值对官僚机构和民间非道德倾向的不同整肃，

或者考察作品的主题倾向。《析〈红楼梦〉的宿命结

构》，则从佛教色空观入手，分析作品的情节和中心

人物宝玉的归宿。成明明的僧诗与诗僧研究，杨遇

青的佛教与明清文学思想研究，同样体现了中国佛

教文学研究团队的学科定位特色。
第三，准确敏锐的问题意识。佛教文化博大精

深，既有经、律、论等佛教典籍，又有中、印文化的差

别，不同学派、宗派修行观念的不同，更有上层社会

与下层民众对佛教知识、信仰、思想、仪轨等不同接

受。如此复杂的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自然有明

有暗、有亲有疏。故而，从事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必

须具有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浩如烟海的宗教

文献中发现文学学科问题的能力。西北大学佛教文

学研究团队的研究，恰恰在这一方面非常出色。张

文利教授从禅学、理学关系进入宋代诗学研究，李芳

民教授从佛寺的历史地理文化入手研究唐代诗文，

贾三强教授从佛教价值的考察进入明清小说研究。
而孙尚勇教授的佛经偈颂研究，更能突现其敏锐的

问题意识。他认为，佛经偈颂是在佛经汉译的实践

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文体，既有

源自印度的文化根底，更受到中土文化尤其是中土

诗歌的影响。由此，他从偈颂翻译的程式入手，考察

佛经偈颂对于中古诗学的研究价值，并由佛经偈颂

翻译的程式推及敦煌文学创作程式，如《中古汉译

佛经偈颂诗学价值述略》《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

及其来源》等成果。他的《论〈大唐西域记〉所载佛

说〈毗摩罗诘经〉遗址》《释僧祐〈经呗导师集〉考

论》，更能从常见文献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
第四，细致严谨的学术态度。如前所论，佛教文

学的研究跨越两个学科，出入文学、宗教，存在一定

的难度。目前国内研究中国佛教文学的学者虽然人

数众多，但由于对这一领域缺少长期关注，有相当一

部分学者的研究恰似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如此导

致学术研究出现两个极端: 一是重复研究成果，一是

有“大胆设想”而无“小心求证”，从而使研究陷于空

疏。《中国佛教文学研究》一书立足文献推理论证，

其结论大多客观可信。如普慧先生《佛典汉译及汉

译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按照中国诗

学理论范畴与汉译佛教哲学关系的亲疏，将其分为

三种情况: 直接从汉译佛教哲学中引用范畴，运用到

诗学之中，如真实论、现量说、境界说等; 用佛教的思

想改造中国原有范畴，使之成为具有浓郁佛教特色

的诗学审美范畴，如虚境说、言意说等; 根据佛教思

想结合某些中土原有思想创造新的适合诗学的审美

范畴，如性灵说、神韵说等。这种研究，从实际出发

进行学理分析，不夸大佛教的影响，充满了严谨的学

术态度。又如孙尚勇的《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

魏六朝文学理论》，在考察传统经学的章句之学、佛
学传统中的科判之学基础上，认为经学章句启发了

佛经科判，佛经科判又反过来在义解和术语两方面

影响了六朝隋唐的经学义疏。此一结论可能比直接

说佛经科判影响了汉魏六朝文学理论，更有说服力。
经过 30 年的建设，西北大学佛教文学研究已经

逐渐形成年龄构成相对合理、学术研究方向相对稳

定的研究团队。《中国佛教文学研究》是这一研究

团队学术实力的集体亮相。20 世纪以来，中国佛教

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以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

学为核心的三大研究重镇。《中国佛教文学研究》
的出版，将预示着又一个佛教文学研究重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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