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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天台宗僧诗辑佚 77 首 

张 艮 

--------------------------------------------------------------------------------------- 
摘要：在当前佛教文学研究中，研究者目光多聚焦于禅宗文学，在宋代，除了禅宗诗歌特别发达以外，天台

宗诗僧在当时也颇有影响。本文参考了学界的辑佚成果，从《乐邦文类》、《法华经显应录》、《释门正统》和

《佛祖统纪》中共辑得 77 首诗歌，28 位作者均为天台宗僧人，亦皆为《全宋诗》所未收。根据现存材料，为他

们编写了小传，略考其身世，以期人们能对天台宗诗僧有更多的了解，也进而希望学界能对天台宗文学有更多的

关注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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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佛教除了禅宗极为发达，天台宗在宋初经

过四明知礼等人的努力也再度中兴，在京城的士大

夫中亦颇有影响，如晁迥、杨亿、夏竦等均与天台

宗有较密切的联系，而天台宗在浙江地区势力犹大，

庙宇众多，僧团亦广。天台宗的僧人也有很多著述，

诗文亦多。有名的如山外派诗僧孤山智圆《闲居编》

卷 37 至卷 51 收录诗歌 400 余首，数量颇为可观。

山家派慈云遵式在当时诗名亦高，《佛祖统纪》卷

10 称他“幼善词翰，有诗人之风，其诗集曰《采遗》，

曰《灵苑》，其杂著曰《金园》，曰《天竺别集》，

皆行于世。”契嵩称遵式“闲雅词笔篇章，有诗人

之风。”《佛祖统纪》卷 10 江州太守许端夫序遵式

诗，认为其诗在贯休和智圆之上。可惜遵式之作后

多散佚，今《全宋诗》册二卷 98 所收含偈颂亦仅

66 首，残句四联，当非原貌。又如释可久，苏轼以

“诗老”呼之，亦可见对其诗其人之推挹。又如辩

才元净，同苏轼、秦观往来甚密，诗文唱和亦多，

在当时颇有影响。天台诗僧远不止上述数人，又如

宋初的九僧就有不少属于台宗僧人，这一点今日治

文学史者皆未予以留意，吉广舆已考证其中文兆、

行肇、惟凤为台僧，实际尚不止此，笔者将另有专

文进行考证。又如南宋诗文僧文珦，四库馆臣“从

《永乐大典》裒辑得诗尚近九百首，宋元以前僧诗

之工且富者，莫或过之矣。”而其亦为台宗僧人，

《佛祖统纪》卷 18 载其为桐洲怀坦法师法嗣。 

目前，相比较学界对禅宗文学研究的热度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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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言，宋代文学研究者对天台宗诗僧及其创作关

注明显不够，这当然和天台宗僧人作品的散佚过多

也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本文希望能通过对天台

宗诗僧的发掘以及对其诗歌的辑佚，也能够引起学

界对天台宗文学的重视。 

本文所辑诗歌都来自《乐邦文类》、《法华经

显应录》、《释门正统》和《佛祖统纪》。《乐邦

文类》和《法华经显应录》为南宋天台宗僧人释宗

晓所编，《乐邦文类》共有 5 卷。卷 1 为大藏中专

谈净土之经论，卷 2 为序跋、文、赞，卷 3 为记、

碑、传，卷 4 为杂文，卷 5 为赋铭、颂、诗、词。

其中所收诗歌都与弥陀信仰有关，大多未为《全宋

诗》采录，而作者以天台宗僧人为多；《法华经显

应录》上、下两卷，记录的是天台宗僧人或居士念

诵护持《法华经》而最终修得的果报，多是一些奇

异的宗教现象，其中也保留了不少诗偈。《释门正

统》和《佛祖统纪》均为天台宗的僧史，其中也有

不少台宗僧人的作品。 

本文对所辑诗歌作者按时代先后为序排列，在

辑考之时，笔者参考了学界的辑佚成果，以防重出，

同时亦尊重《全宋诗》的体例，收录了偈颂类的作

品。本文共辑得 77 首诗歌（含句 6），28 位作者均

为天台宗僧人，亦皆为《全宋诗》所未收。本文试

根据现存材料，为他们编写了小传，略考其身世，

以期人们能对天台宗诗僧有更多的了解，也进而希

望学界能对天台宗文学有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宋代

僧诗远非只有禅宗僧人的作品，天台宗僧人在当时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创作群体，他们的诗歌也是宋

代僧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文学这个繁华

大花园中也绽放出了自己独特的色彩，这些都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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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今学界所忽略。 
一、释文备 

释文备（926—985），字昭本，俗姓郑，福州

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幼事师太平寺，晋天福间

裹囊游浙中。后登慈光因师之门，学止观法。师气

度沉厚，终日如愚，洎后学询疑，同俦立难，击蒙

辨惑，旨远辞文。三十余年坐忘一室，陶神妙观，

介然自得。雍熙二年秋逝，寿六十，腊四十九。见

《释门正统》卷 5、《佛祖统纪》卷 10。 

偈 
嗟彼浮世人，问我西方信。其信早纵横，

群迷自不认。一水百千波，波波皆佛印。举动
真弥陀，诲尔常精进。（《释门正统》卷五《文
备传》） 
二、释仁岳 

释仁岳（992—1064），字寂静，号潜夫，俗姓

姜，霅（今浙江湖州）人。十九进具，学律于钱唐

择悟，后从知礼学天台教观，凡十余年，悉其蕴奥。

后因知见与知礼背驰，著《十谏书》、《雪谤书》

等与知礼往复诘难，被斥为后山外派。后造天竺慈

云遵式，遵式待之如子。历住石壁、灵芝等寺，后

徙永嘉净社。年老归乡，主祥符寺，胡宿为请净觉

法师号。晚岁专修忏摩，治平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留偈而终，寿七十三，腊五十四。著述凡 55 卷，《楞

严经熏闻记》、《十不二门文新解》、《金刚錍科》

等多种，皆存。见《释门正统》卷 5，《佛祖统纪》

卷 21。 

献遵式师 
十载事游历，兹辰窃自矜。爱山逢鹫岭，

问道得牛乘。贝叶秦翻偈，莲华晋社僧。如何
稚川子，向此学飞升。（《释门正统》卷五本
传） 
三、释梵臻 

释梵臻，初名有臻，真宗特改（《武林西湖高

僧事略》称“师名道臻”，不知所据，或误）名梵

臻，钱唐（今浙江杭州）人。具戒之后，即问道四

明，见法智最为晚暮。皇佑三年，初居上竺，明年

有旨迁金山。熙宁五年，杭守迎住南屏兴教。尝与

净觉辨论教门。东坡初来杭与师最厚，与语，凡经

史群籍有遗忘，即应声诵之。崇宁中，谥实相法师。

四明知礼法嗣。见《释门正统》卷 6，《佛祖统纪》

卷 12，《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六即颂 
（一） 

佛许六即辨，蛣蜣何不通。知一不知二，
失西又失东。 

（二） 
三千若果成，一切皆常乐。蛣蜣不究竟，

诸佛断性恶。（见《释门正统》卷六，又见《竹
庵草录》，《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四、释可久 

释可久（1020—1099），字佚老 ，俗姓钱，钱

塘（今浙江杭州）人。天圣覃恩得度，学教观于仁

岳。喜为古律，造于平淡清苦，东坡以诗老呼之。

晚年杜门养浩，送客有界。辟谷燕坐者十余年，窗

外唯红蕉数本，翠竹数百，观练熏修裕如。元符二

年春于祥符寺寂灭，寿八十。事见《释门正统》卷

5、《芝园集》卷上《杭州祥符寺久阇棃传》。 

临终偈 
生老病死，乐在其中。已矣乎，传语风华

雪月。（《门正统》卷五本传） 
五、释有严 

释有严（1021—1101），字昙武，号樝庵，俗

姓胡，临海（今浙江临海）人。六岁依灵鹫从师，

十四受具戒，阅寿禅师《心赋》若有所悟，即往东

山从神照法师学天台教观。绍圣中，郡请主东掖，

不赴。隐居故山东峯，庐于樝木之旁，因自号曰樝

庵，二十余年专事净业，以赡养为故乡。建中靖国

元年孟夏卒，寿八十一，腊六十八。师淹贯藏经，

该通书史，著《法华经玄籖备检》4 卷、《法华经

文句记笺难》4 卷，《摩诃止观辅行助览》4 卷，今

存。见《释门正统》卷 6，《佛祖统纪》卷 13，《新

续高僧传》卷 2。 

十六观颂 
落日之形似鼓悬，加趺端坐面西边。身虽

未到华池上，先送心归极乐天。 
水观 

想水为氷彻底清，表瑠璃地宝幢擎。光明
照曜如千日，此号禅心水观成。 

地观 
宝地庄严华雨时，幢旛楼阁好思惟。地平

况是心千法，托境明心不可移。 
树观 

宝树重重相倚高，庄严珠网几层霄。若能
了得唯心境，虽在西方路不遥。 

池观 
八德澄渟号德池，金沙为底曜光辉。水流

又说无生偈，闻是观心敛念时。 
总观 

宝严国土七珍成，楼阁之中天乐鸣。玉树
华池名总观，观明灭罪事非轻。 

华座观 
莲华八万四千叶，众妙庄严无数光。以此

莲华为宝座，开敷待坐法中王。 
佛菩萨观 

观佛真身慧未开，先令想象坐华台。佛菩
萨身满彼国，须了像从何处来。 

无量寿观 
彼佛巍巍尊胜身，光明遍照数如尘。众生

蒙照心归佛，便是西方净土人。 
观世音观 

菩萨名为观世音，十方普覆大悲心。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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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聚威神力，接引众生誓海深。 
大势至观 

无上力名大势至，净妙明号无边光。若人
观念此菩萨，不处胞胎臭秽囊。 

普往生观 
普观成时便有功，想身西入妙华丛。莲华

开合分明见，菩萨如来满碧空。 
杂想观 

佛现威光大小身，观音势至以为邻。若令
杂观今成就，此又名为清净因。 

上辈三观 
上辈分三品以深，命终诸佛赐光临。华台

迎接生赡养，知是圆宗十信心。 
中辈三观 

中辈生为五品人，外修戒检内修真。命终
五道横超出，便作西方无漏身。 

下辈三观 
凡夫虽造业多端，落日池边曾想观。名字

即人生净土，当知非易亦非难。 
观佛三昧颂 

若人愿得生赡养，智者令人修观想。弥陀
真身难以观，初心且观雕画像。想成相起心眼
开，黄金色身如指掌。一念横截五恶道，谁谓
无人令易往。 

怀赡养故乡诗并序 
余以赡养为故乡，乃即心净土，虽久思归，

且步覆未至，可不哀哉！因作是诗焉。读者幸
无以取舍为诮。 

一 
达士身心非迩遐，虽云四海尽为家。争如

故国游琼树，况得通衢御宝车。屈指多年不归
去，论情凡事杳无涯。空烦父母倚门望，待孕
池莲九品华。 

二 
几年衣袂惹京尘，志气陵云莫自伸。南雁

数声乡梦断，秋风终夕泪痕频。此回若不怀归
计，向后从谁结善邻。请看路傍埋朽骨，其中
多是未归人。 

三 
西方真净本吾家，今忆归程十万赊。客路

竛竮都已困，风尘孤苦最堪嗟。七重树耸千般
乐，八德池深四样华。莫怪近来乡梦切，柰何
荣辱事无涯。 

四 
昔年容易别琼楼，本也无心作远游。岂意

而今发垂雪，片怀长挂月西钩。枕中忍思飞归
鸟，槛外频惊落叶秋。一炷檀烟一声磬，等闲
遥望泪横流。（以上《乐邦文类》卷五） 
六、释择瑛 

释择瑛（1045—1099），字韫之，俗姓俞，桐

江（今浙江桐庐）人。幼随父入杭，始出家于南山

之瑞峯，后礼寿宁院处邦为师。熙宁中从神悟谦师

于宝觉，深悟止观之道。后来往苏、杭、湖、秀，

历二十余处。中年多病，遂居祥符古刹。元符二年

春于祥符寺寂灭，临终以所著撰对众火之。寿五十

五，腊三十二。神悟处谦法嗣。见《芝园集》卷上

《杭州祥符寺瑛法师骨塔铭》，《释门正统》卷 6，

《佛祖统纪》卷 14。 

劝修净土 
苦哉苦哉实苦哉，底事竛竮不肯回。慈父

悲思玉堂上，欲传家业待君来。（《乐邦文类》
卷五） 

赞佛偈 
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端严无等伦。白毫

宛转五须弥，绀目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
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
咸令登彼岸。（《释门正统》卷六） 
七、释良弼 

释良弼，永嘉人，俗姓柯，学天台教，曾访本

如于白莲，从之者甚众，住香积寿安，又住白莲。

神悟处谦法师法嗣。处谦入灭后，良弼曾请杨杰为

其师撰塔铭。 

净业佛魔 
弥陀礼弥陀，步步绝娑婆。佛尚不得佛，

魔从何处魔。（《乐邦文类》卷五） 
八、释蕴齐 

释蕴齐（1054—1130），字择贤，锡号清辨，

俗姓周，钱唐（今浙江杭州）人。为僧专习台教，

深入法华堂奥。尝主南屏日，人称南屏清辩法师。

早岁涉六籍百氏之学，喜为言句，晚岁自觉于此下

语亦无愧也。因揭二十八品，各赋一颂。时有印本

流行。历主钱唐道林、常熟上方、姑苏东灵、钱唐

南屏、姑苏广化、三衢浮石，政和中复归上方，闲

居于方丈，述菩萨戒记，世号顶山记。建炎四年正

月卒，年七十七。法明会贤法嗣。见《释门正统》

卷 6、《佛祖统纪》卷 14、《法华经显应录》卷下。 

二十八品颂 
序品 

一多深妙昔年稀，云影飞华景像奇。弥勒
文殊两饶舌，始知躬禀旧威仪。 

方便品 
重关无键叹难入，妙手敲开处处通。密叶

残枝顿零落，卓然高格战清风。（以上《法华
经显应录》卷下） 

颂 
宝剑未施藏玉匣。七星寒影已荧荧。殷勤

说向傍人道。内有龙泉不可轻。（《法华经显
应录》卷上） 

临终偈 
七十七年机关木。逢场作戏任纵横。如今

线索俱收了。北斗藏身即便行。（《释门正统》
卷六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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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释择卿 

释择卿（1055—1108），天台（今浙江台州）

人。天资聪敏，博学强记，受教于上竺慈辩从谏法

师。后主车溪寿圣，二十年不屈节豪右。大观二年

（1108）仲冬，书偈而化。慈辩从谏法嗣。见《释

门正统》卷 6、《佛祖统纪》卷 14。 

临终偈 
自古幻化三世佛，至今幻化五道人。人幻

佛幻谁假真，东西南北孰疏亲。五十四年沤已
灭，澄清大海无等伦。（《释门正统》卷六本
传） 

〇一 、释齐璧 

释齐璧（1061—1129），原名齐玉，以避时讳

改今名，字复圭，赐号慧觉，俗姓莫，霅川（今浙

江湖州）人。四岁父死，母使依开元鸿敏出家，十

九进具，学教于祥符神智，次依慈辩。后凡十年间

主杭之超化、湖之宝藏、苏之观音、秀之寿圣，靡

不服从。宣和六年（1124）翁师(彦国)邀迎主天竺。

建炎三年八月卒，寿五十九，谥妙辩。著《尊胜忏

法》、《普贤行法经疏》等。慈辩从谏法嗣。见《释

门正统》卷 6、《佛祖统纪》卷 14。 

失题 
之子四明去，令余忆四明。释天千载照，

教海一番清。（《释门正统》卷六本传） 
一一、释应如 

释应如，生卒年不详，俗姓胡，婺之浦江（今

浙江浦江）人。受业龙德，依慈辩于天竺。博闻强

记，议论轶群，时人目为虎子。绍圣初，主越之圆

通，绍兴三年迁上竺。五年九月，赐万岁香山供养

大士。师临文即讲，不尚著述。慈辩从谏法嗣。见

《释门正统》卷 6、《佛祖统纪》卷 14。 

传法偈 
告传智者，一性之宗。三千实相，妙空假

中。一念法界，生佛体同。凡圣一如，善恶理
融。毗卢身土，湛若虗空。若晓斯旨，法法圆
通。左之右之，受用无穷。（《释门正统》卷
六本传） 
一二、释宗利 

释宗利（1055—1144），俗姓高，会稽（今浙

江绍兴）人。七岁受业于天华。既具戒，往姑苏依

神悟处谦。后入普贤忏室，三载忏毕复往灵芝谒大

智律师，增受戒法。寻诣新城碧沼，专修念佛三昧，

经历十年。复游天台、雁荡、天封，皆建净土道场。

晚归受业天华，建无量寿佛阁，接待云水。建炎末

入道味山，题所居曰一相庵。绍兴十四年正月卒，

临终偈自谓九十。神悟处谦法嗣。见《佛祖统纪》

卷 14。 

临终偈 
吾年九十头已白，世上应无百年客。一相

道人归去来，金台坐断乾坤窄。（《佛祖统纪》
卷一四本传） 

一三、释道琛 

释道琛（1086—1153），字符常，赐号圆辩，

俗姓彭，乐清（今浙江乐清）人。传教观于息庵渊，

后见圆照光于延庆。住广济十二年，移广慈。建炎

三年（1129）吕丞相请师主资福院。绍兴十二年

（1142），圆照告老迎师主延庆。绍兴二十三年十

二月卒，寿六十八，腊五十一。息庵道渊法嗣。见

《释门正统》卷 7、《佛祖统纪》卷 16。 

临终偈 
唯心净土，本无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

住。（《释门正统》卷七本传） 
一四、释道因 

释道因（1090—1167），字德固，一云亦宗，

号安住子，俗姓薛，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十七

具戒，从宝云明智习天台教，宣和中又徧窥禅室。

历永明、宝云、广寿，后主延庆，高宗绍兴丙寅（1146

年）退居城南草庵，因以自号。乾道三年卒，年七

十八，腊六十一。明智中立法嗣。著《草庵录》10

卷（已佚）。见《释门正统》卷 6，《佛祖统纪》

卷 21，《释氏稽古略》卷 4。 

念佛心要颂并序  
释迦如来说阿弥陀佛是法界身，天台智者

又言实相为体，凭兹二说，以为心要，则十万
亿剎，若临明镜矣。聊成拙颂，自印其心，或
有知音能随喜否？ 

一 
无边刹海海涵空，海空全是莲华宫。莲宫

周遍遍空海，空海独露弥陀容。 
二 

阿弥陀佛不生灭，难觅难拈水中月。绝非
离句如是身，如是感通如是说。 

三 
我与弥陀本不二，妄觉潜生忽成异。从今

扫尽空有尘，父子天然两相值。 
四 

誓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业无瑕玷。我今
以此念弥陀。不见弥陀终不厌。（《乐邦文类》
卷五，又见《释门正统》卷六，《佛祖统纪》
卷二一） 
一五、释思梵 

释思梵（？—1168），号丘山，赐号圆通，俗

姓湛，杭之临平（今浙江杭州）人。七岁师广严神

应。志慕台道，事普明靖于净社，后升为首座。普

明迁觉悟，师偕行，继普明主觉悟，行道十年，大

振法道。后退居西山归云庵，乾道四年卒。著《会

宗集》，四川制置晁公武序之，刊于成都。普明如

靖法嗣。见《释门正统》卷 7、《佛祖统纪》卷 15。 

偈 
汝谓六月亡，我且八月往（《佛祖统纪》

卷一五本传、卷二七《往生高僧传》，又见《释
门正统》卷七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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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释有朋  

释有朋（1069—1168），字育才，号牧庵，金

华（今浙江金华）人。受业善因，学于能仁圆觉，

见车溪择卿得记。尝主数刹，晚主延庆，道尊行满。

乾道四年十二月卒，年八十。车溪择卿法嗣。见《释

门正统》卷 7、《佛祖统纪》卷 15。 

临终偈 
住世八十，为蛇画足。寄语方来，响传空

谷。（《释门正统》卷七本传） 
一七、释智连 

释智连（1088—1163），字文秀，俗姓杜，鄞

（今浙江宁波）人。幼师叔父惠宗于崇寿，十八进

具，明智目为僧中凤雏。初从圆照光，年三十依智

涌了然法师，靖康后更主五刹。隆兴元年十二月卒，

寿七十六，腊五十八。智涌了然法嗣。见《释门正

统》卷 7、《佛祖统纪》卷 16。 

偈 
十方无碍人，一道出生死。（《释门正统》

卷七本传） 
一八、释如杲 

释如杲，生卒年不详，钱唐（今杭州）人。曾

主天竺，所述教义名《指源集》，已佚。法宝从雅

法师法嗣。见《佛祖统纪》卷 11。 

真不守自性，照分能所起。随缘染净熏，
复性方可止。真妄一体即，故说无终始。迷悟
自情分，始终宛然理。达此真妄源，谁复受生
死。（《佛祖统纪》卷一一本传） 
一九、释希颜 

释希颜，字圣徒，自号痴绝道人、雪溪，四明

奉化（今浙江奉化）人。幼试经得度，从久无畏亲

受观法。性刚果，通内外学，以风节自持。无畏亡，

撰铭文以寄得法之意，《释门正统》卷 7《法久传》

谓撰挽歌七章，今仅存其一。其游历罢，归隐故庐，

迹不入俗，常闭门宴坐，诸方屡举出世，皆固辞不

就。清修法久法嗣。散见《佛祖统纪》卷 16、《人

天宝鉴》卷 1 及所撰《四明法智大师赞》、《忆佛

轩诗并序》。 

忆佛轩诗并序 
自古有言，人生百岁，七十者稀。(予)十

六祝发，叨预僧列，今幸七十，处世非久，朝
夕人耳。平居非不诵经称佛，犹恨未为专注，

•遂取《首楞严 势至章》“若人忆佛念佛，见
前当来必定见佛”之语，命小轩曰忆佛，庶几
以为临终见佛光容耳。且作山偈以系于右。 

一 
多年逃逝鬓如丝，忆佛难忘十二时。咄咄

自嗟为荡子，几番华发路边枝。 
二 

自怜忆佛暮年深，除佛无能写我心。谁道
万金为客好，终非一饭在家林。 

三 

随波逐浪去翩翩，弹指声中七十年。岂不
向来知忆佛，欲从老去更加鞭。 

四 
扫除意地空空已，焕发心华粲粲然。决定

此身如许见，风埃蝉蜕笑谈边。 
五 

有盟晚景欲重寻，唯是拳拳忆佛心。数缕
香消春坞冷，一龛灯映夜窓深。 

六 
破畦蔬雨滋香积，落涧松风发妙音。自恨

不归甘自弃，既归安用越人吟。 
七 

三椽老去许安贫，佳处无如忆佛真。万事
了知犹堕甑，百年唯此可书绅。 

八 
岩间静寄蒲团夜，松下聊供茗怨春。闭户

不忘常忆佛，愿常终似影随身。 
九 

平日丛林见祖师，还如忆佛在今时。但安
谷底三椽地，不挂胸中一缕丝。 

十 
幽径落华浮涧水，小窓斜日下松枝。寂然

真境知谁见，唯佛常多入梦思。 
十一 

早寻史汉学为文，自许平生在博闻。弃置
寸阴随逝水，思量于我竟浮云。 

十二 
闲中自识藏身稳，胜处谁知忆佛勤。沈谢

曹刘今底处，草莱三尺但荒坟。 
十三 

我欲今身见佛来，佛今于我岂悠哉。但能
一念心无倦，不假三祇眼便开。 

十四 
紫燕黄鹂啼妙旨，清溪白石示珍台。要知

成现还家路，谁道无人为挽回。 
十五 

名利毛绳截骨仇，漆园犹自比蜗牛。浮生
最是无双处，忆佛须知第一筹。 

十六 
母子但能同室住，风埃安用远方游。前程

罢问从今始，纸帐蒲团稳坐休。（以上《乐邦
文类》卷五） 

悼明州无畏法师 
纱龛明灭篆烟残，七轴莲经在舌端。槁木

身支窗几冷，流泉声落齿牙寒。险夷一节终无
变，伏腊三衣更独难。犹恨犀枝从此始，谈玄
无复口澜翻。（《法华经显应录》卷二） 

〇二 、释法和 

释法和（？—1134），俗姓江，不知何许人。

幼岁离俗，毓性平易。常诵妙经，旦暮不息，由此

人以法华呼之，居奉化广济。绍兴四年（113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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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十四日夜，合掌跏趺于火中，其前设香灯供莲

经，又安辞世颂、发愿文。后有舍利若干。法系不

详。见《法华经显应录》卷下。 

辞世颂 
急水装舟，到岸不流。残雪已随红焰尽，

清身足步圣前游。（《法华经显应录》卷下） 
二一、释妙云 

释妙云，自号慈室，俗姓杨，四明（今浙江宁

波）人，清修久法师法嗣。绍兴十九年（1149），

无畏没，众请师为继。淳熙初，迁慈溪永明。后郡

请居南湖，居二年以疾辞，居溪口吴氏庵。后就座

合掌而化。诗颂翰墨，妙绝一时。清修法久法嗣。

尝述《圆觉直解》。见《佛祖统纪》卷 16。 

偈 
得珠七颗梦分明，天晓逢人劝诵经。未动

齿牙先感应，方知妙法本圆成。（《法华经显
应录》卷下） 

遣丐村市 
山环湖水水环山，短艇白鸥窗几间。野外

更将供给至，饱参著得十僧闲。（《佛祖统纪》
卷一六本传） 
二二、释善荣 

释善荣（1107—1183），号悟空，俗姓潘，乌

程（今浙江湖州）人。十六学教，得记于清辨道忻。

绍兴末以祥符席端，主太湖宝林，移慧通，迁车溪。

淳熙十年（1183）董越圆通，其年五月卒，年七十

七，腊七十四。清辨道忻法嗣。见《释门正统》卷

7，《佛祖统纪》卷 16。 

临终偈 
要死便死，要活便死。万里清风，一轮明

月。（《释门正统》卷七本传） 
二三、释惠询 

释惠询（1119—1179），字谋道，自号月堂，

俗姓陈，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八岁出家宝印院，

十四岁造延庆，依澄照子先法师，继师圆辨。出住

华云，移住奉川，迁净居、普和。干道五年主延庆。

淳熙六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圆辩道琛法嗣。见《释

门正统》卷 7，《攻媿集》卷 110《延庆月堂讲师塔

铭》，《法华经显应录》卷下，《佛祖统纪》卷 17。 

明州岳林寺莲经  
玉轴金文起梵宫，信知妙偈亦难同。几层

楼阁随烟墨，一部莲经出火红。香捧瑞光分宝
鉴，月含真色射寒空。可怜法末人骄慢，重显
摩腾筑范功。（《法华经显应录》卷下） 

偈 
身绕祖庭香火，心与魔佛同游。《释门正

统》卷七 
二四、释端信 

释端信，生卒年不详，字孚叟，号正庵，永嘉

（今浙江温州）人。从一庵处躬学天台教观，又兼

习诸宗。尝主南湖。一庵处躬法嗣。见《释门正统》

卷 7。 

临终偈 
生既恁么，死也恁么。云散天一碧，日轮

恰当午。（《释门正统》卷七本传） 
二五、怡云平 

怡云平，生平不详，当为可观法师友朋辈。 

寄可观法师 
一筹已胜招提老，行李真堪赴洛阳。（《释

门正统》卷七《可观传》） 
二六、释宗晓 

释宗晓（1141—1214），字达先，自号石芝，

俗姓王，四明（今在浙江）人。十八受具戒，先从

具庵强公游，次谒云庵洪公。后主昌国翠萝，参秀，

居延庆第一座。弘传教观四十余年，晚益韬晦。嘉

定甲戌（1214）八月入灭，年六十四，僧腊四十七。

月堂惠询法嗣。编著有《法华显显应录》、《乐邦

文类》、《乐邦遗稿》、《四明尊者教行录》、《三

教出兴颂注》、《宝云振祖集》、《金光明经照解》、

《施食通览》（皆存）。见《佛祖统纪》卷 18。 

和龙牙禅师 
念佛人多成佛多，谁云岁久却成魔。清珠

浊水喻亲切，唤不回头争奈何。（《乐邦遗稿》
卷上） 

临终偈 
清净本来不动，六根四大纷飞。扫却云霞

雾露，一轮秋月光辉。（《佛祖统纪》卷一八） 
二七、释文节 

释文节（1197—1282），字通叟，自号操庵，

俗姓夏，四明慈溪（今浙江慈溪）人。出家于邑之

永明寺，后从柏庭月法师十三载。年五十一，始出

世定海观音寺。先后住象山玉泉、天竺集庆寺。十

年间讲钟法鼓震动湖山。至元十九年二月卒，寿八

十六，腊七十三。柏庭善月法嗣。见《佛祖统纪》

卷 19 卷末。 

观心观佛偈 
春到上林浑似锦。不须寻访卖华翁。 

句 
半月偷闲解梦书。（《佛祖统纪》卷一九

卷末本传） 
二八、释可誴 

释可誴（？—1146），俗姓杨，鄞（今浙江宁

波鄞州区）人，居城广福院。七岁出家，诵通《法

华》，二十二策经落发。课诵佛书，日有常度；余

闲则披阅外典，善诗章，工草书。绍兴十六年，床

足产芝草一本，色白，纹如莲华。师见而书偈，投

笔跏趺而逝。法系不详。见《法华经显应录》卷下 

临终偈 
无经可诵，无佛可念。今日临行，大家证

验。（《法华经显应录》卷下）  
 

（责任编辑：闫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