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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本無著道忠禪學研究

著作整理與研究芻議

雷漢卿

内容摘要 ： 日 本無著道 忠 （

—

禪 師 一 生致力 於禅 學文獻的

研究 ， 内 容主要包括封禪錄 的 注释 、
俗招

■

的 解说和禪語 辭當编 幕兩方 面
。

但總體 而 言 目 前 中 日 學者對無著學術 箸作的研究 還僅僅伴 留在 總结 某一部

或 某幾部著作學術價值的 晻段 ， 還未觸及對文本的 整理和校勘
。 我們想 為

從無著 的禪 學研究著作整理入手並進一 步對其漢 學研究成果给予 系 统整理 ，

無疑是域外漢學研究一項十分必要而有意義的 工作 。

關鍵詞 ： 無著道忠 點校 文獻校勘

説到禪宗文献和語言的研究 ， 不能不首先提到 日本學者的研

究成果 。 在江户 時期訓釋禅籍蔚然成風 ， 廓 門貫徹禪師有 《 注石

門文字禅 》 。 尤其值得 關注的是 日 本江户 時期臨濟 宗妙心寺主

持無著道忠 （

—

， 他一生著述不 輟 ， 注解有關禪門 之

經典 、 祖錄 ，
並作清規法式之整理注釋 ， 内容包含禪門 要典之注

釋 ， 清規法式之整理
，

以及禪語 、 史傳考證、 俗語之探究 ， 及詩

文 、 雜篇等 ， 共計 種 ， 卷 。 柳 田聖 山 《 無著道忠的學術

貢獻 》
一

文説過
“

他一生研究 的 中 心課題
， 主要是從文獻學角

度來解明唐宋時期的禪宗典籍 。

”

他有關禪學 的著述流傳至今的

有 ： 《 葛藤語箋 》 《禪林象器箋 》 《 象器續餘 》 《禪苑藻言 》 《禪林

句集辨苗 》 《 句聚引 證 》 《 禅林方語 》 《禪錄用 語 》 《金鞭指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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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汀布囊 》 《風流袋 》 《百丈清規左鱅 》 《 虚堂錄犁耕》 《盌雲靈

雨 》 《佛祖三經把燭 》 《 五家正宗赞助桀 》 《 臨濟錄疏瀹 》 《 敕修百

丈清規左躺浦 峭餘錄 》 《 大慧書栲栳珠 》 《正法眼藏僧評》 校訂

《定本臨濟禪師語錄》 《 校寫宋本古尊宿語要 》 《 校寫大宋名藍圖 》

《宗鏡錄助覽 》 《佛祖通載略釋 》 《黄檗外記 》 《小叢林略清規 》
，

共計 種 。 《盌雲靈雨 》 《金鞭指街 》 《 長汀布囊 》 三種起初命名

為 《 牝帱錄 》 （ 卷 ）
， 後經改编和修訂又命名 爲 《南面百城三

種 》 。 從内容而言主要包括禪語醉書编籑和對語錄 的注釋 、 禅語

的考辨兩大類 。 其中有些著作的内 容涉及到對漢譯佛典和中土僧

人佛學著作的考訂和辨誤 。 日 本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從 世

紀 年代起陸續出版了
一

批 無著的著作 ， 為整理和研究提供 了

便利 。

一 研究概況

目 前國 内外對無著道忠的研究主要是介紹他的學術成就 ， 對

其著作 的整理遺没有着手開展 。 正如柳田 聖山在 《 無著道忠的學

術貢獻》
一文所説 ：

“

他不僅僅是研究禪宗或江戶 時代臨濟宗妙

心寺派教義的學者 ， 甚而可以説是在整個佛教史乃至東方人文史

上留 下最大功縯的學者之一

。 他留下 的巨著的數量與品質就雄辯

地證明 了 道一贴…… 到 了近年 ， 雖也有人暗中 利用他的遺著 ， 但

充其量也不過是利 用少败常見 的本子 ， 還未曾 出 現與無著 的立

場 、 觀贴持有深切共鳴 ，
並能佔有 、 發展他的全部學術成果的學

者 。 這是因為 ： 無著 的衆多著作大部分是手稿 ， 衹有少數幾部經

抄寫而流傳 ， 很少有對一般學者公 開的機會 。

”
（見 《 俗語言研

究 》 創刊號 ） 日 本學者飯田利行 《 學聖無著道忠 》 對其平生著述

和學術成就給與了詳細介紹和評價 。

人矢義高 《 無著道忠的禪學 》

一

文通過 《 臨濟錄疏瀹 》 《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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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語箋 》 髙度評價了 他治學的方法 ， 指 出 ：

“

他決不是讀完 了就

放在一邊完事 ，
而是精心地作筆記 ， 而且一定把這些筆記逐項分

類 ， 然後做成術語彙編… …他不僅精心 製作 了那個術語窠编 ， 而

且遺幹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 逭就是他在 自 己 讀過的書褢 ， 凡是重

要的地方 ， 都做了涉及本文和 内 容 的校訂 。 埴些校訂有下 面幾

種 ： 校訛 、 考證 、 校正 、 補脱 、 弊脱 。

”

（ 見 《 佛學研究 》

年 期邢東風譯文 ） 同時通過 《 虚堂錄犁耕 》 舉例説明無著做學

問的批判精神 ， 在無著道忠 以前 《虚堂錄》 巳經有十個人以上的

抄 ， 也就是注 。 但是
“

在 《 犁耕 》 亵雖然也適時地引 用這些 舊

注 ， 但並不祇是生拉硬拽地引用 ， 而是在當作錯誤加 以批判時 ，

把前人的注釋全都列 舉出來 ， 遺要全部打上重點號 ， 並在明確地

對逭些錯誤提出批評之後再提出 自 己 的説法 。

”

（ 同 上）

《 俗語言研究 》 编輯部在該刊第四期專 門介紹 《 盌雲靈雨 》

並選錄 了 《 糾謬解 》 和 《 語解 》 中 的七則條 目 以饗讀者 。 王鍈

《 諫 〈 葛藤語箋 〉 隨劄 》
一文從兩方面對 《葛藤語箋 》 在俗語詞

研究方面的成就加 以總結歸納 ：

一是揭示近代新詞新義 ， 如
“

落

節
”

、

“

分疏
”

、

“

描邈
”

、

“

捏怪
”

、

“

成褫
”

、

“

著精采
”

、

“

不易
”

、

“

合殺
”

等 ， 國内語文醉書或研究著作或未收錄 ， 或釋義有缺漏 。

二是揭示近代 口 語詞的語源 。 如
“

巴鼻
”

、

“

脫卯
”

、

“

毛病
”

、

“

生

受
”

、

“

良久
”

、

“

不審
”

等等俗語詞語源的探索足 以補闕匡謬 。 雷

漢卿 《禅籍方俗詞研究 》 第六章 《禪籍新詞新義例釋 》 引 用 無著

對俗語詞的考釋成果揭示新詞新義 ， 凸顯了其俗語研究方面的價

值 。

梁曉虹 《 試論無著道忠對近代漢語虚詞研究的貢獻 》
一文總

結了 《葛藤語箋 》 《禪林方語 》 《 禪錄用語》 等辭書 和注釋耆中大

量的虚詞解説對近代漢語虚詞研究 的貢献 。 《 靈雨除病
——

讚無

著道忠 〈 盌雲 雨 〉 》
一文例舉大量考 證寊例總 結了其在樸學 、

訓詁學與佛學 、 襌學研究和佛語與俗語研究三方面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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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關研究項 目 注 意吸收和採納無著道忠 的學術觀點 。

雷漢卿主持的
“

唐宋禪宗詞 彙研究
”

（ 和 四川 省社科規割

項 目
“

禪宗俗語詞考釋
”

（ 充分吸收了 無著道忠在禅籍俗

語研究方面的成果 ， 在研究方法上更有所借鑒 。 年 麗水學

院王閏吉副教授申 報成功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 目
“

無著道

忠禅語考釋集錄與研究
”

， 課題將對無著禪宗語言研究 中有關禪

宗詞語及俗語詞進行系統研究 。

總體而言 ， 目前 中 日學者對無著學術著作的研究還停留 在從

某一部或某幾部著作著眼總結其在學術研究 上令人嘆服的成就 ，

逍未觸及對文本的整理和校勘 ， 我們認為現在中 日 學者應該聯手

對其學術著作進行系統整理並加以 利用 。 從無著的禅學研究著作

整理人手 ， 進
一

步對其漢學研究成果給予系統整理無疑是域外漢

學研究
一項十分必要而有意義 的工作或者説是當務之急 。

二 研究價值和意義

域外漢籍從其來源 來看略可分作兩類 ：

一是 中國 原創的 圖

書 ， 其中有些是中國的刻本 ， 有些則是域外翻刻或重抄本 ， 部分

圔 書在中 國已經失傳
；
二是域外文人用漢字書寫 的著作 ，

這是域

外漢籍的 主體部分 。 無著道忠的禅學著作絕大多數都是漢語文言

手寫本 ， 内容主要是對禪籍的校訛 、 考訂和補脱 。 目 前 《禪林象

器箋 》
一書國家圖 書館

“

全國 圃書館文獻縮微複製 中心
”

有影印

本 。 臺湾佛光出 版社 年有電腦排版本 （ 收入佛光大藏經雜

集部 。 《小叢林略清規 》 有排印本 。 其他著作據調查迄今無任何

校注本問世 ， 不能不説是禪學研究的一大缺憾 。 逭一整理校勘工

作需要中 日 學者聯手進行 。 其意義在於 ： （ 〉 有利於中 日 文化交

流 。 中國典籍特別是禪宗典籍在 日 本多有保 留 ， 這些禅宗文默往

往有多種版本 ， 國内 已經失傳 。 通過搜 羅不同版本進行對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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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禪籍中的許多 問題 。 （ 對禅宗文献的整理和校訂功莫大

焉 。 從無著道忠的著作可以看出 ， 他閱讀時不僅精心製作術語彙

编 ， 而且凡是重要的地方都做了 涉及本文和内容的校訂 。 這些校

訂包括校訛 、 考證 、 校正 、 補脫等等 ，
埴些考訂文字對將來全方

位整理禪宗文獻具有 良 好示範和借 鑒價值 。 如 《 盌雲靈雨 》 卷
—

、 二 《教貼 》 （ 上下 ） ， 卷二 《禅籍 》 、 卷三 《 僧史 》 （上下 ） 集

中對漢譯佛經 、 中土僧人撰著的佛典進行 了校訂 。 古人在佛典注

疏和講説的過程中存 在着削字解經和妄改古疏 文字 的現象 ， 因

此
， 域外的傳本就更顯珍贵

，
正如無著所說 ：

“

若 日 本非有舊本

之傳 ， 則烏得見法藏深解耶
”

《從唐人妄改經疏文字 》 。 （

禅宗文献保存 了 唐宋時期大量 的 口 語资料 ， 是研究 近代漢語方

言 、 詞匯 、 語法 的
“

活化石
”

。 無著旁徵博引 的考釋成果全面地

展現了唐五代以後漢語詞匯尤其是口 語詞的面貌 ， 有助於全面了

解近代 口 語詞的來源和意義生成的理據等 ， 是構建漢語 口 語史和

修訂字典醉書不可多得的域外考釋资料 。 （ 不論是從漢語史研

究的角度還是從禅宗其他方面研究的需要出 發 ， 我們迫切需要编

寨一部 中國人 自 己 的 《 禅宗語言辭典 》 ， 它應當突 出 語文醉耆 的

特點 ， 排除在佛教辭書 中已 有解説的佛教 專門語彙 （佛教術語 、

人物 、 寺 、 塔 、 山與典籍等 ）
， 儘量窮盡性地搜羅並解釋禅宗文

默中的俗語 （包括成語 ） 、 俗諺 、 禅宗行業語等 。 無 著的俗語詞

考釋成果將為禪宗語言辭典的编纂提供語料上的支撐 。 （ 無著

道忠的學術研究所昭示的 出典主義的樸學研究方法和
“

鍛煉一家

之言
”

的學術追求有助於矯正時下的 空疏學風 。 他在 《 盌雲靈

雨 》 卷七 《 著耆忌早 》 條指出 ：

“

古今人著書草草流世 ， 上者欲

疾益人 ， 下者欲疾顯己矣 。 然躁流布者必有悔改者
……

故草草流

通者 ， 不若久久鍛煉者也 。

”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 ， 探討無 著的學

術研究道路以及他已經指出 但未能解決的 問題 ， 自 然也是我們研

究的課題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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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 内容和方法

無著的禪學研究著作大致可 分為辭書 和注釋校 勘 兩大類

《 小叢林略清規 〉 除外 ）
， 其主要做法是校訛 、 校疑 、 疑誤、 考

證 、 語 箋 、 助覽 ，
目 的是幫助人們讀懂古書特別是禪宗文獻 。 因

著作性質不同 ， 採取的整理方式也會随之有别 。 本課題包括對文

本的整理和 以禅學為主的漢學研究成縝的 總結兩部分 ：

― 贴校 。 第
一步是標點 。 無著的著作都是用文言文手寫

本 ， 文 中 引 用内典 、 外典大量文献 ， 需要謹慎而認真地加 以準確

標點 。 但如上所述 ， 他的著作 目 前除 《禅林象器箋 》 等有整理本

外 （塞灣杜曉勤有 《 〈禅林象器箋 〉 釋譯 》
， 佛光出 版社 ，

其他都未進行過整理 。 手寫稿如不加 以標贴 ， 利用 起來很不方

便 。 更何況 目前國内流傳的無著道忠的禪學著作還不到前面所述

的
一半 ， 研究者難得見到 ， 遑論參考 ， 窗為學術界之憾事 。 因此

整理工作刻不容緩 。

第二步是校訂和疏證 。 需對無著著作當 中 的刊刻錯誤或作者

偶而失誤之處給予校訂 。 就辭書 《葛藤語箋 》 來説 ， 百慮一失之

處也在所難免 。 如卷四 《 言詮》

“

底裹
”

條云
：

“

言語深理也 。

”

張

相 《詩詞曲語辭匯釋 》 卷一已 指出
“

底
”

、

“

裹
”

為同義複合詞 ，

引 申指本質 、 真相 。 又卷四 《虚詞上 》

“

要且
”

條 ：

“

要 ， 約也
，

權要也
， 要且有畢竟意 。

”

按
“

要且
”

有 兩 種用法 ：

一 為副 詞

畢竟 ，
二為轉折連詞 （然 而 、 但是 。 再如 《 禪林句集辨苗 〉

《禅林方語 》 等祇有簡要解釋 ，
絕大多數没有書證 ， 或有書證但未

注明出處 ， 或只引 書名而 無例證 。 整理時需要給予補充完善 。 再

如元代臨濟宗楊岐派虎丘系禅僧一山 一寧 在 日 本建仁寺的 時候經

常就 《 傅燈錄 》 和 《 五燈會元 》 之類禪語錄中難慷 的詞語對提問

的僧人進行回答 。
一

山所作的筆答 ， 通有相當数世保存下來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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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道忠在他的著作亵每每以
“
一 山 曰

”

的形式加 以引 用 ， 但没有

具髓例證 。 入矢義高認為
“
一 山 的回 答裹 ， 令人感到 奇怪 的例子

相當多 。 明顯的錯誤
——

怎麽説呢
——隨便想起來就答的情況也

是有的 ， 可是道忠在引用一山的時候差不多都是不加批判地引用
”

《 無著道忠的禅學 》 。 可見
“
一

山
”

的説法是根據一個 中國學者

對母語的敏感隨 口而講説的 ， 整理時就需要給予疏通證明 。

二 ） 清理並總結無著道忠禪學研究的總成績 。 梁啟超 《 清

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縝 》 總結了 有清一代經 學 、 小學及音韻

學 、 校注先秦諸子及其他古籍 、 辨偽書 、 輯佚書 、 史學 、 方志 、

譜牒學等八個方面的成鎖 。 本課題將通過無著道忠禅學著作的整

理總結漢學 （ 主要是禅學） 研究成縯 ， 初步内容包括 ：

文献校勘研究 。 柳 田 聖山在 《 無著道忠的學術 貢献 》
一

文説過 ：

“

他一生研究的 中心課題 ，
主要是從文献學角度來解明

唐宋時期的禪宗典籍 。

”

柳田 聖山總結説 ：

“

他的學問從正確閲讀

禪錄之意圃 出 發……

由 這樣的文献考據 ， 進
一

步發展到禪錄的考

據及訓詁 。 從寫本及刊本中選取最有價值的古本 ， 根據其他異本

校訛補缺 ， 作為定本 ， 這樣的工作 ， 是禪文獻研究務必進行的基

礎工作 ， 由此產生出 正確的訓詁 。 無著一生的著作幾乎始終進行

了逭兩項工作 。 當然不是僅指禪書 ， 大藏的佛典 自 不必説 ， 他讀

過的所有古籍大多都附上了和漢經籍史書原文的校勘記 。 以此獨

立成書的校部 ： 、 校疑 、 疑誤 、 考證 、 語箋 、 助覽 （ 目錄 ） 等書極

多广 （ 《 無著道忠的學術貢献 》） 《 五家正宗赞助桀 》 《 虛堂錄犁

耕 》 《 臨濟錄疏渝 》 等著作随文校勘文字 ，
《怨雲靈雨 》 《 金鞭指

街 》 《 長汀布囊 》 等著作則是專門校訂佛典的研究心得粲编 。 《盌

雲靈雨 》 的 《 〈 華嚴疏抄脫文 〉 》 《 〈法華經 〉 脫文 》 《 〈 心地觀經 〉

脱文 》 等通過校勘改正 了佛典之脫誤 ， 《 僧史 》 部分糾 正了 《 傅

燈錄》 《五燈會元 》 之錯誤 ，
指出 了古人削字解經之弊病 ， 將改

祖師語錄者斥之為
“

宗門奸賊
”

。 這些校訛 、 考證以 及補 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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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理禅宗文献不可或缺 的珍貴资料 ， 更是正確釋讀佛教及禪宗

文献的鎖鍮 。

近代俗語詞研究 。

“

無著學問的最新成果之一

， 是近代俗

語的研究
”

（柳 田聖山 ） 。 對俗語的研究集中體現在 《葛藤語箋 》

和 《 禪林象器箋 》 兩部辭書中 ， 又散見於絕大多數著述的字襃行

間 （ 《校寫大宋名 藍圔 》 和 《 小叢林略清規 》 除外 ） 。 柳 田 聖山

説 ：

“

無著學問 的最新成果之一

， 是近代俗語的研究 。 為 了 閲讀

禅錄 ，
必須精通唐宋的 口 語文學 ， 道是衆所周知的 。 但是歷來的

研究 ， 卻極其贫乏 。 如前所述 ，
這受到 日 本 中世禪林密參 、 秘傳

傅統的阻携極大 。 仿佛象秘參一樣 ，

一味主親臆説 ， 搞得神秘莫

測 ， 至少從語義的角度講 ，
這是完全荒謬的 。

”
（ 《 無著道忠的學

術貢献 》） 做為域外漢學家的 無著道忠的俗語研究貫穿於他幾乎

所有的學術著作當 中 ， 其引 證之富 ， 考辨之精 ， 創獲之多 ， 令人

折服 。 所以人矢義高認為
“ ‘

禅學者
’ 逭個詞對道忠來説不太貼

切 ， 我覺得他是一個語言學者
”

， 這寅在是公允的評價 。

訓話學研究 。 在江户 時期甚至於在之前和之後的 日 本學

者中
， 將訓詁學方法充分運用於佛學 、 禪學研究中並取得非凡成

就的偉大學者毫無疑問就是無著道忠 。 柳 田 聖山 總結説 ：

“

尊崇

祖述的東方學問 ， 把訓詁看得極重 ， 解釋三 、 五個字的句子 ， 往

往是達數千言的注疏 ， 如此叠床架屋的繁瑣哲學是太過分 了 。 但

以揭示聖資精神為 目 的的學問必然把古籍定本的作成和正確的訓

詁放在首位 ， 仁齋 、 徂徠的古文辭學如此 ， 清代的考證學也是如

此 ， 祗有訓詁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學術研究 。

”

《 無著道忠的學術

貢献 》 ） 無著在 《 敕修百文清規左鯛 》 序文 中説 ：

“

余今解此書 ，

累舉古解紕讓者而斥破之 ， 舉支離者判決之 ， 覺太繁絮 。 雖然 ，

若徑舉正義 ， 不指其謬 ， 則或有人執他以 為異説 ， 故逐一舉所斥

義 ， 不顧繁雜 。

”

無著晚年定稿的 《 盌雲靈雨 》 對佛典和禅籍中

有疑 問的内 容加以注解和解説 。 在 《言 行 》 《 糾 謬解 》 《 訂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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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解 》 《字解 》 中時時提供參考用例並提出本人見解 。 更為可貴

的是他的著作充滿批判精神 ， 按照人矢義髙的 説法 ， 《 盌雲靈雨 》

首先將 《祖庭事苑》 作為批判對象 ， 同 時也對契嵩的 《正宗論 》

及 《 輔教编 》 ， 覺 範 的 《 林間 錄 》 ， 赞寧 的 《 僧史略 》 ， 義楚 的

《釋氏六帖 》 ， 道誠的 《釋氏要覺 》 ， 法雲的 《 翻譯名義集 》 ， 劉證

的 《 三教平心論 》 以 及 《 嘉泰普燈錄 》 、 《 五燈會元 》 、 《佛祖統

紀》 、 《 雲臥紀談 》 等史書 ， 還有長水子澹 、 元照律師 、 憨 山德

清 、 雲棲珠宏 、 靈峰智旭 、 蓮庵大祐 、 永覺玄賢等人的訛誤提出

質疑 。 還對 日 本人虎 關 師鍊及 《寂照堂從響集 》 的學説展 開批

判 。 進而對與他同時代的獨庵玄光 、 山道 白 、 面山瑞方 、 義諦等

也被放上解剖 台 。 《 虚堂錄 》 在道忠以前 已經有十個人以上的抄

注 ） 。 在 《 舉耕》 亵雖然也適時地引用這些舊注 ， 但並不衹是生

拉硬拽地引 用 ， 而是把前人的注釋全都列舉出來 ， 並在明確地對

這些錯誤提出 批評之後再提出 自 己 的説法 （《 無著道忠的禅學 》 。

〔注釋〕

①本書已 由 張伯偉 、 郭醒童 、 卞東波貼校 ， 中 華書局 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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