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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唐宋文化 ①

向　丹，刘新华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佛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宋两代是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时
期。从文学、哲学、艺术和风俗四个方面，详细叙述佛教对唐宋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本土化、社会

化和习俗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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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于隋唐时兴起，对我国唐宋时
期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　佛教与唐宋文学
在唐宋时期，宗教与文学相得益彰。禅和诗都需要

内心的感悟，都追求见微知著的言外之意。禅宗的特性

和诗歌创作实践的相似性，为二者之间的沟通提供了媒

介。在唐代，诗人和僧侣相互应和、交流，使禅与诗相互

渗透。用诗来表达禅趣禅理，为唐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

一种新的思路。以禅入诗，为唐诗注入了特有的禅趣，也

使唐诗的发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代著名诗人、

画家王维字摩诘，平生长斋信佛。他通过对田园山水的

描写，宣扬了隐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如“空山不见人，但闻

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隐隐而来的人语衬

托着山的空寂，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照在密林深处的青

苔之上。这其中包含着禅宗的“返照”“空寂”的义理，通

过描绘鹿柴深林中的傍晚景色表现寂灭无常的心境［１］。

纵观王维的作品，他对佛教禅理的领悟使他获得了一种

无牵无挂、悠然自得的心态，以此来忘怀世事烦扰。唐代

的许多著名诗人如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他们的诗

歌作品中都有佛理与情境的交融。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有

名的诗僧，如寒山、拾得。

宋代时禅宗继续流行，文人士大夫拜佛参禅，或与名

僧相交厚，深受影响。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

万里等人做诗多掺杂佛理，甚至取材于佛教语录。以禅

入文比唐诗更加执着于理境，多有议论，这其中的代表人

物当推苏轼。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在《和子由绳池怀旧》

中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

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

题。往日崎岖君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２］诗中所体现

的人生无常、虚空悲凉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再如

黄庭坚，他在《奉答茂衡惠纸长句》中说“春草肥牛脱鼻

绳，菰蒲野鸭还飞去”，将自己的心比作牛，在修道之初，

需时时束缚，而到后来，心就可以无拘无束，这是黄庭坚

对自己参禅悟道的心路历程的真实描绘。到了宋末元

初，因为亡国之恨，身世浮沉，南宋遗民词人对人生无常

的感受比以前的文人更加沉重和细微。张炎在《台城

路·游北山寺》中“进竹惊秋，穿萝误晚，都把尘缘消却”

一句有着明显的佛教思想的痕迹。佛家认为色、声、香、

味、触、法为六尘，是人生嗜欲的根源，张炎要把尘缘都消

却，无异于遁入空门。我们在南宋遗民的词作中读到大

量的世事无常、人生如寄的话语，想必也是词人们寻求禅

境和自我解脱的心路历程。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和小说的

影响其实远比诗词更为显著、巨大。我国古代的变文、宝

卷、弹词、鼓词等通俗文学中的说唱文学，都是直接源于

佛教的。唐代流行一种叫做“转变”的说唱艺术，“转”是

说唱，“变”是变易文体。中唐以后，寺院僧侣为了更加通

俗地传教，经常举行以变文为话本的通俗说唱，即所谓的

“俗讲”。变文的故事多取材于佛经，目的是宣扬佛教义

理，如《维摩诘经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３］。变

文的内容不断发展，由单一的说唱佛教故事扩大到中国

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以及当时人或历史人物的专题故

事，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董永

变文》。

佛教对唐宋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原有的文学或注重人事、或富于玄思、或描绘

山川风物，而佛教则观人生之无常，从而知宇宙的变幻，

为文人的创作开拓了新意境。其次，中国文学缺少想象

力，很少有穿越时空、超出现实的幻想，即使是一些列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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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神仙传，也往往让人觉得简单刻板，但佛教的经文中，

往往用极为夸大的想象力来表现佛祖的全智全能、十八

层地狱、三十三层天、三千大千世界、一花一世界，这些无

边无际的想象表现了浓烈的浪漫色彩，极大地推动了中

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２　佛教与唐宋哲学
唐朝是我国佛教最繁盛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佛教、

儒学与哲学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佛教各家对传统哲学的吸取利用，二是佛教融

合儒、道的趋势，三是儒家学者对佛教的反对和支持、排

斥和借鉴。

唐代几个重要宗派的学说，都可谓是心性学说。禅

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并把心性论和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

来。这种心性论和本体论的密切联系是一大特色，是对

中国古代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也有着深远影

响。唐代佛教宗派唯心主义本体论有两大类型：一是法

相唯识宗，宣扬主观意识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现象都是识

的变化体现，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

二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主张以众生共同具有的真心

（自心、本心）为世界万物的本原，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典

型的客观唯心主义。这几个宗派都以真心为万物的本

原，但在论述真心如何产生、显现万物方面则说法相异，

形成不同宗派。唐代佛教宗派客观唯心主义和道家以道

为万物本原的客观唯心主义又有所不同，因而也丰富了

中国古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

南宋理学家朱熹对佛教的心性多有批评，他特别斥责

佛教心性不分。但他本人也大谈“人心至灵”：“此心本来

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其体虚灵而不自

未，其用鉴照而不遗。”他还曾经说过：“人之良知，本所固

有。”［４］这种说法和禅宗的人心本性是灵知不昧的思想极

为相似。然而，佛教对唐宋哲学也有消极影响。自汉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两千余年，

单一的模式造成了物极必反，形成专制政权，禁锢了思想，

可谓是思想史上的悲剧，而佛教教义的“空”，逃避现实、沉

迷想象的虚有空间更是加重了人们思想的封闭和控制。

３　佛教与唐宋艺术
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佛教建筑、雕

像、绘画艺术灿烂辉煌，登峰造极。唐代的佛教画像，尤其

是壁画的发展，可谓是空前绝后、盛极一时。当时寺庙的

壁画多由名家绘制。曹不兴、顾恺之、展子虔、阎立本、吴道

子都以画佛画闻名于世。其中最为出众的是吴道子，号称

为古代佛画第一人，有“画圣”之称，他在长安、洛阳寺观作

佛教壁画３００余间，笔法磊落，凝练劲爽，生动而富有立体
感，更因为用状如兰叶的线条来表现人物的衣褶，使人物

有飘举之势，后人称之为“吴带当风”。唐中叶以后，禅宗

流行，提倡顿悟，直指人心。以王维为代表的画家将禅宗

的任运旷达的人生哲学和浓淡墨色的山水画融合，开创了

超然洒脱、高远淡泊的画风。北宋初期，李成、范宽画派善

于从幽远重山、浩渺江川雾霭的意境入手，给人一种类似

悟道玄幽旷渺的禅家情趣。佛教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

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在形象上独树一帜，而且也丰

富了绘画题材。虽然这些题材的内容都是宗教性的，对人

民也有消极影响，但也应当发现艺术家们以丰富的想象力

用佛教绘画表现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苦难与希望，表现

了人们坚强、忍耐、牺牲的高贵品格。

佛教音乐简称“佛乐”，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

入中国的。我国僧侣用民间乐曲或宫廷乐曲改变传入的

佛曲，或直接创造新的佛曲，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佛教

音乐。后来，一些擅长音乐的僧人不断吸收并改进传入的

音乐，补充新的佛曲，从而使中国佛教音乐获得了长期的

发展。佛教音乐对当时的音乐舞蹈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一

定程度上为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佛教

音乐对于保存和发展民间音乐也有相当大的贡献。

４　佛教与唐宋社会风俗
佛教的传人对唐宋时期的茶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教寺院不仅提倡饮茶，也重视种植采制茶叶。如碧螺

春茶原名为“水月茶”，就是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制作

出来的。乌龙茶的始祖“武夷岩茶”，在宋元以来以武夷

寺僧制作的最佳［５］。佛寺的饮茶之风蔓延至民间成为普

遍习俗，宋代著名的浙江余杭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

主、香客参加的茶宴，对各种茶进行品评鉴定。宋代还发

明了将幼嫩的茶叶碾成粉末，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这

对于民间的饮茶习惯有着进一步的普及作用。

相传佛祖于腊月初八悟道成佛，僧侣们便在“腊八”

这一天诵经纪念，并熬粥供佛，所以腊八粥又有“佛粥”之

称。后来，这种习俗逐渐传到民间，成为固定的习俗。农

历七月十五日是“盂兰盆会”即中元节，俗称鬼节，据说是

为纪念目连救母而产生的，民间说法在这一天以百味饮

食供养十方僧众，能使现生父母和七世父母都得以逃脱

苦厄。到唐代，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皇家就送盆到各个

官寺，献贡各种杂物，民间也有人到寺庙献盆，非常壮观。

到了宋代，盂兰盆会的庄重和供佛的意义大为减弱，其主

要意义在于使死去的人得到超度。

总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不

仅逐渐本土化、社会化和习俗化，而且也对中国本土文化

产生了刺激，创造出了更为绚丽丰富的唐宋文化，成为中

国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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