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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境文心

— 试论佛学对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影响

师稚惠

[提 要 ]作为明末清初著名文人
、

学者
、

居士
,

钱谦益的文学思想与其佛学修为之间

有着多方面的联 系
。

《楞严经》 中
“
六根互用

”
理论

,

为钱谦益诗歌鉴赏之
“

弃观
”

说提供

了认识论基础 ; 以 自由
、

广 大
、

圆满 为特 色的华严 法界观
,

影响到 了钱谦益 对
“
平 ” 、

“
淡

” 、 “

质
” 、 “

简
” 、 “

变
”
的宏畅博大文风的追求

。

明末清初佛学界注重经典 阅读与源流辫

析的修学方式
,

与钱谦益
“

反经
”
的文学改革观亦有相通之处

。

【关键词 】钱谦益 六根互用 华严法界观 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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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明末清初的佛教史
,

钱谦益是一个不

能绕过的名字
。

他虽 不是出家人
,

但与佛教因

缘颇深
。

晚明东南地区佛教颇为兴盛
,

钱谦益

便出生于一个具有佛教信仰传统的家庭
,

自幼

接触到佛法与僧人
。

成年后
,

又与当时佛教界

的重要人物如紫柏真可
、

云栖袜宏
、

憨山德清
、

蒲益智旭
、

雪浪洪恩
、

苍雪读彻等
,

保持着或

师或友的良好关系
。

晚年世事的巨变
,

内心的

悲苦
,

使他对佛法义理有了更为真切的体认
。

关于钱谦益与佛教界人士的具体交往
,

台湾学

者连瑞枝在 《钱谦益的佛教生涯与理念 》① 一文

中已有详细考证
。

钱谦益的佛学思想
,

在连瑞

枝文以及孙之梅
、

王琳 《钱谦益的佛学思想 》②

中亦有论述
。

本文拟选取一个侧面
,

即钱谦益

佛学思想与其文学理念之间的联系
,

来窥测牧

斋老人的佛学修为
,

以及佛学对他的文学造境

的影响
。

一位
“

隐者
”

之 口
,

发出了
“

鼻观
”

的议论
:

夫诗也者
,

疏渝神 明
,

淘汰秽 浊
,

天

地间之香气也
。

目以色为食
,

鼻以香为食
。

今子之观诗 以 目
,

青黄赤 白
,

烟 云 尘雾之

色
,

杂陈于 吾前
,

目之用 有时而 穷
,

而其

香与否
,

目固不得而嗅之 也
。

吾废 目而用

鼻
,

不 以视 而以嗅
。

诗之 品第
,

略与香等
。

或上妙
,

或 下 中
,

或研锯 而取
,

或煎节而

就
,

或 熏染而得
。

以嗅映香
,

触鼻 即 了
。

而声色香味 四 者
,

鼻根 中可兼举
,

此观诗

方便法也
。

③

“

鼻观
”

一词
,

最早见于北宋苏轼的 《和黄

鲁直烧香二首 》 : “
四句烧香褐子

,

随香遍满东

南
。

不是闻思所及
,

且令鼻观先参
。 ”

据周裕错

一
、 “

鼻观
”

说与
“

六根互用
”

馨
③

在 《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 》 中
,

钱谦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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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考证
,

此处
“

鼻观
”

的说法受到了 《楞

严经 》 中
“

六根互用
”
的身体哲学的影响

。

① 钱

谦益的
“

鼻观
”

说
,

也与 《楞严经 》 中独特的

认识论有关
。

《楞严经 》 是对钱谦益影响甚大的一部佛

经
。

他 18 岁时曾夜梦佛祖授 《楞严 》
,

晚年又

著有 《首楞 严蒙抄 》
,

对这部 号称
“

性 相总

要
” 、 “

成佛正印
”

的经典非常熟悉
。

而对
“
目

视
”
的怀 疑

、

对
“

六 根互用
”
的阐释

,

恰是

《楞严经 》 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

此经开首
,

佛祖引导阿难
“

征心
” 、 “

辨见
” ,

即着重宣说

了 目见之
“

色
”

的虚妄
,

指 出凡人所看到 的
“

种种相
” ,

只不过是眼根与色尘因缘聚合的幻

象
,

并非真实的世界本体
。

此经卷 3
、

卷 4
,

进一步指出
,

世间种种虚妄因缘
,

来源于
“

六

根
”

即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六种 感 官与
“

六尘
” 即色

、

声
、

香
、

味
、

触
、

法六种外界

环境的接触
。

一方面
, “

六 为贼媒
,

自劫 家

宝
” ,

正是
“

六根
”

的存在使得凡俗之人为世

间因缘所缠缚
,

认识不到自己清静的本心 以及

世界 的清明本体
。

但另一方面
, “

根尘同源
,

缚脱无二
” , “

六根
”
又是 通向智慧菩提的途

径
。

认识本来心体的方法
,

就是从六根以及六

识
、

六尘这
“

十八界
”

中随意择取一门悟人
,

“

人一无妄
,

彼六知根
,

一时清净
” 。

为何择取

一门悟人即可 ? 因为
“

是根非一非六
” ,

六根

本质皆为对外界的颠倒妄想
,

只不过外在表现

形式不同而已
。

如果能悟得其中一根之虚妄
,

便可随之 而得其它 五根亦为虚 妄之理
,

也即
“

随拔一根
,

脱粘 内伏
; … … 诸余 五粘

,

应拔

圆脱
。 ”

在此种悟得六根本质皆为 虚妄的心 理

状态下
,

六根便可 以实现
“

互相为用
” ,

如此

经卷 3 所言
: “
今此 (楞严 ) 会中

,

阿难律陀
,

无 目而见
;
跋难陀龙

,

无耳而 听 ; 兢伽神女
,

非鼻闻香
;
裔梵钵提

,

异舌知味
;
舜若多神

,

无身觉触
。

…… 如此会 中摩诃迎 叶
,

久灭 意

根
,

圆明了知不因心念
。 ”

这便是
“

六根互用
”

的典范境界
。

“

鼻观
”

在 《楞严经 》 中
,

是成佛的重要

法门
,

此经卷 5 记述
,

香严童子
“

见诸 比丘烧

沉水香
,

香气寂然
,

来人鼻 中
。

… … 由是 意

销
,

发明无漏
” 。

香严由
“

观香
”

而得无漏智
,

由鼻根清净而最终达致六根清净
。

钱谦益描述

诗文鉴赏的
“

鼻观
”

法时也说
: “

香严言烧沉

水香
,

香气寂然来人鼻中
,

非此观也耶 ? ” ② 又

说
: “

少陵之诗 曰
: `

灯影 照无睡
,

心清闻妙

香
。 ’

韦左司 日
: `

燕寝凝清香
。 ’

之二公 者
,

于香严之观
,

其几矣乎 ?
”

可见他的
“
以鼻观

诗
” ,

与佛家修行法 中的
“

观香
” ,

都建立在

,’, 合清
”
的特殊心理状态之上

,

是一种
“

六根

互用
”

之法
。

他又提到
“

盗香
”
的典故

: “

昔

比丘池边经行
,

闻莲花香
,

鼻受心著
。

池神呵

曰
: `

汝何 以舍林 中禅净
,

而偷我香 ? ” ,

流连

于世间之
“

香
”

而忽略心体之
“

禅净
”

的修行

者
,

只能算 是
“

香
”

之盗 贼
。

同理
,

在 文界
“

偷科句为盗贼
”

者
, “

应以盗香结罪
” 。

因此
,

“

鼻观
”
法优于

“
目视

”

之处
,

就在于鉴赏者

拥有
“

六根互用
”

之时 明净无碍的心 灵境界
,

能够更好地摆脱字词句法的干扰
,

体味文字的

精神气质
、

内在之
“

香
” ,

从而得 出与诗文本

来面 目更为贴近的理解
。

中国传统哲学 中
,

有
“

虚静
”

之 说
,

如

《老子 》 中的
“

涤除玄览
” ,

《庄子 》 中的
“

心

斋
” 、 “

坐忘
” ,

都认为在
“

虚静
”

状态下
,

人可

以
“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
,

无听之以心 而听

之以气
” ,

不用感官而纯以心灵去感知外物
。

这

与
“

鼻观
”
法中

“
心 清

”

的状态
,

实有相同之

处
。

又有
“

通感
”

之说
,

《列子
·

黄帝 》 中描述

心无所念的状态为
“

眼如耳
,

耳如鼻
,

鼻如 口
,

无不通也
,

心凝形 释
,

骨肉都融
,

不觉形之所

倚
,

足之所履
,

随风东西
,

犹木叶干壳
” 。

钱钟

书先生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这一类
“
眼如耳

,

耳如鼻
,

鼻如 口
”

的修辞方法称 为
“

通感
” 。

“
以 鼻代 目

” ,

亦有
“

通感
”

意味
。

但 与
“

虚

静
” 、 “

通感
”

不同
, “

鼻观
”

说的提出
,

主要受

周裕错
: 《诗中有画

:

六根互用与出位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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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佛家
“

六根互用
”

理论的启发
,

强 调由
“

一

根
”

人手
,

到达
“

六根
”

明澈清静的状态 ; 又

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

不仅呼唤起时人对流

行的评诗标准
、

对昏昏之
“
目 ”

的警惕
,

而且

借用佛教特殊的认识论
,

对诗文鉴赏的主体条

件做出了新的规定
,

可以说是佛学思想与文学

批评相结合的一个有趣之例
。

二
、 “

平
” 、 “

淡
”

之文与

华严法界观

在 《读苏长公文 》 中
,

钱谦益提到苏轼文

章创作与 《华严经 》 的关系
:

吾读子瞻 《司马温公行状 》
、

《富郑公

神道碑 》 之 类
,

平铺 直序
,

如 万 解水银
,

随地涌 出
,

以为古今未有 此体
,

茫然莫得

其涯埃也
。

晚读 《华严经 》
,

称性而谈
,

浩

如烟海
,

无所 不有
,

无所不尽
,

乃 唱然 而

叹 曰
: “

子瞻之文
,

其有得 于此乎 ?
”
文而

有得于 《华严 》
,

则事理法 界
,

开遮涌现
,

无门庭
,

无 墙壁
,

无差择
,

无拟 议
。

世 谛

文字
,

固已荡无纤尘
,

又何 自而窥其深浅
,

议其工拙乎 ?①

在钱谦益看来
,

苏轼流畅奔涌的文风
,

得

益于对 《华严经 》 经文本身及华严
“

法界
”
观

的理解
。

《华严经 》 经文繁复华美
,

气象宏阔
,

依 《华严经》 立教的华严宗
,

视世界的本原面

目为
“

一真法界
” ,

此
“

一真法界
”
又包含事法

界
、

理法界
、

理事无碍法界
、

事事无碍法界四

个不同层面
。

其中
“

事事无碍法界
”
中

,

不仅

世间万物与真如理体互融无碍
,

而且每一世间

法都可作为其他一切法之缘 ( 即起因 )
,

其他一

切法也 可作为此法之缘 ; 每一法都是一个独立

自足个体
,

但又与其他一切法圆满相融
。

这种
“

事事无碍
”
的法界景观

,

正如台湾学者邓克铭

所言
,

是对证悟之理境的一种形象描绘
, “

其所

欲传达者似为一种完全 自由之意境
,

所谓佛或

解脱者
、

成就者之心境以及其所处之时地
、

所

接触之任何对象
,

均是一种广大自由的状态
。 ” ②

1 2 0

而对心灵广大 自由状态的追求
、

表达与探讨
,

正是文学的主要命题之一
,

因此历代喜好佛禅

的文人多重视 《华严 》
,

苏轼对此经也十分感兴

趣
,

曾写有
“

凭君借取 《法界观》
,

一洗人间万

事非
”

的诗句
。

华严法界观对苏轼的人生观念

有着重大影响
,

如其 《前赤壁赋 》 中
“

自其变

者而观之
,

则天地 曾不 能以一瞬 ; 自其不变而

观之
,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 ,

便蕴含着华严法界

理论中的时空
、

物我并存无碍而 又相互交融的

思想
。

但华严思想对苏轼文风的潜在影响
,

苏

轼本人则没有说明
。

钱谦益却在苏轼的史传文

字中体会到了苏轼文字的
“

事事无碍法界
” 。

万

法的
“

互遍相资
” 、 “

俱存无碍
” ,

对应到文字

法
,

就是文章事理的丰富
、

连贯
,

词句的前后

呼应
,

流畅通顺 ; 世法与理体的
“

体用双融
” ,

对应到文字法
,

就是文章词句与事理的紧密融

合
,

行文的开阖自如
,

随心所欲
。

钱谦益所言

读苏文的感受
“

事理法界
,

开遮涌现
,

无门庭
,

无墙壁
,

无差择
,

无拟议
” ,

与苏轼 《 自评文 》

中
“

吾为文如万解源泉
,

不择地而 出… … 常行

于所当行
,

常止于不可不止
”

的论述
,

是相一

致的
。

钱谦益对苏文与华严法界思想相通处 的敏

锐感受与真心倾赏
,

其深层原因
,

在于华严法

界观与钱氏 自己的文风理想有着某种共鸣
。

钱

谦益曾提出文章的
“

真
” “

伪
”

之别
:

文章途辙
, .

千途万方
,

符印古 今
、

浩

劫不变者
,

唯真与伪二 者 而 已
。

~

一 真文

必淡
,

而 陈羹瞪 酒
、

酸薄腐败者亦 日 淡
。

真文必质
,

而磐木焦桐
、

卷 曲枯朽者亦 日

质
。

真文 必简
,

而断丝折线
、

尺 幅窘窄者

亦 日 简
。

真文必平
,

而浮蹄牛踪
、

行潦迂

余者亦 曰平
。

真文必变
,

而飞 头歧尾
、

乳

目脐 口者亦 日变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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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境文心— 试论佛学对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影响

“

真文
, ,

的
“

平
, , 、 “

淡
” 、 “

简
” 、 “

质
, , ,

不

是
“

行潦迁余
”

的冗缓
,

不是
“

磐木焦桐
”

的

枯寂
,

亦不是
“

陈羹酸酒
”

般寡淡无物
,

而是
“

风行水决
、

英气勃发
’ ,① 的

、

与
“

变
”

结合在

一起的
、

包藏着奔腾万象的厚重平实
。

这一关于
“

真文
”

的意见并非无谓而发
。

明末文坛
,

复古派对秦汉文的字规句摹
、

亦步

亦趋已引起普遍的反对
,

但弃秦汉而学唐宋
,

又容易产生新的浮华空疏的弊病
。

在 《新刻震

川先生文集序 》 中
,

钱谦益 即表达 了对此的忧

虑
: “

参之 《孟 》
、

《荀 》 以畅其支
,

参之 《谷

梁 》 以厉其气
,

参之太史 以著其洁
。

其畅也
,

其厉也
,

其洁也
,

学者举不能知
,

而先生独深

知而 自得之
。

… … 轻材小生
,

艘闻 目学
,

易其

文从字顺
,

妄为可以几及
,

… …则先生之志益

荒矣
。 ’ ,

② 归文以平实委曲见 长
,

而钱谦益却特

别指出其中的深厚学养
,

认为世人所称赏的
“

文从字顺
” ,

并不是归文的精髓
。

并且指 出
,

归文的成就
,

与其对内典的研习有关
: “

先生儒

者
,

曾尽读五 千四十八卷之经藏
,

精求第一义

谛
,

至欲尽废其书
” 。

大乘佛教的
“

第一义谛
”

即
“

真如
”

理体
,

是 一种既离万相
,

又不离万

相
,

既泯除万 虑
,

空 明清澈
,

又万象映现
,

生

气充盈的存在
。

归 氏文风的平实与 生动并存
,

正与
“

真如
”

的品质有相似处
。

联系他对苏轼文章的评价来看
,

苏轼畅达

而又内涵丰富
、

生气蓬勃的文章可谓真文之典

范
。

而 苏轼所得益 的华严法界 观念
,

正是对
“

真如
”

理体的 一种精妙 阐释
。

因此可 以说
,

钱谦益对
“

平
” 、 “

淡
”

之文 的提倡
,

与他对佛

家
“

真如
”

理论
,

包括对
“

真如
”

自由圆满状

态的阐释— 华严法界观的体悟有着内在的相

通处
,

反映了他
“

援释入文
”
以提升文章品质

的设想
。

《书西溪济舟长 老册子 》 中对此清形进行描述

说
: “

一庵院便有一尊祖师
,

一祖师便刻一部语

录
。

吟诗作褐
,

拈斤播两
,

盲聋暗哑
,

互相赞

叹
。

架大屋
,

养闲汉
。

展转牵 动
,

慧命断绝
,

同陷于泥犁狱中
,

披毛戴角
,

宿业未艾
,

良可

悯也
。 ’ ,

④ 他认为
,

要改变这一状况
,

当务之急

是
“

反经
” : “

今欲折伏魔外
,

必先昌明正法
。

孟子曰
: `

君子反经而 已矣
,

经正则庶民兴
,

庶

民兴斯无邪匿矣
’ 。 ” ⑤ 这与他师长辈的紫柏真可

重视
“

文字般若
” 、

云栖株宏
“

学佛者必以三藏

十二部为楷模
”

的用意相似
,

即是要通过对经

典的研习来坚定正信
,

在纷杂的流派
、

学说中

保持清醒的头脑
,

得出合乎教义而 又经过 自心

亲证的见解
。

在这方面
,

钱谦益可谓身体力行
。

他的文集中载有多封与当时佛教界人士讨论佛

学义理 的书信
,

从这些信中可 以 见出
,

他对

《金刚 》
、

《楞严 》
、

《华严 》
、

《法华》
、

《大乘起信

论 》
、

《瑜伽师地论 》 等重要佛教经典以及历代

关于他们的注疏都有过研究
。

人清后
,

他还以
“

残年老眼
” ,

克服种种困难
,

撰成 《般若心经

略疏小钞 》 与 《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 》 两

部注释经典的著作
。

他自言这两部
“

疏钞
” ,

除

对词句意义进行阐释外
,

还十分注重对
“

古人

师承宗旨
”

的辨析
,

以求达到对经典义理的全

面
、

深人的理解
。

⑥

“

反经
”

之外
,

钱谦 益还特别关注对佛门

特别是禅宗的传承统绪的重新整理
。

公认的禅

门权威史书 《五灯会元 》 只记录到南宋末
,

因

此明末不少人发愿续修 《传灯 》
,

以对抗 当时

禅宗内部关于师承统绪的不当记载
。

其中包括

与钱谦益有着师徒之谊的紫柏真 可 与憨 山德

三
、

正本清源
:

钱谦益佛教
改革观与文学变革思路

的相似性

晚明佛教界内部
,

最大的弊病是义学不振
、

戒行不修
、

狂禅盛行
、

宗风衰微
。

③ 钱谦益在

⑤

⑥

钱谦益
: 《顾端文公文集序 》 , 《牧斋初学梁 》 卷 30

,

第 9 01

页
。

钱谦益
: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 , 《牧斋有学集 》 卷 16
,

第 7 3 0 页
。

参见江灿腾 《晚明佛教改革史 》 ,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1 1~ 2 0 页
。

钱谦益
:

《书西澳济舟长老册子》
,

《牧斋初学集 》 卷 81
,

第 17 3 2 页
。

钱谦益
: 《复邓中乾老》

, 《牧斋有学集》 卷 40
,

第 1 3 7 4 页
。

钱谦益
:

《寄内衡法师书》 , 《牧斋有学集》 卷 40
,

第 13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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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也在 与友人 书信 中多次提及续修

《传灯 》 的工作
,

认为修 《传灯 》 的意义在于

昌明正学
,

平息宗门内部之争
: “

今世魔外交

作
,

狂替横行
,

宗师如林
,

付拂如苇
,

如公所

云校 正五家宗派
,

判定一书
,

作录 以继 《传

灯 》
,

作传 以继 《僧宝 》
,

使纲宗决定
,

眼 目分

明
,

一切僧窃裨贩
,

无所忌惮之徒
,

如坚冰之

人沸汤
,

不 日消残
。

则永 明之教
,

再 见于 斯

世
,

诸佛正法眼藏
,

不优沉没无 日月墨穴世界

中矣
。 ” ① 认为 《传灯 》 的撰写可 以 为修行方

法
、

标准都十分混乱 的佛教界树立准则
。

又

指出
, 《传灯录 》 的人选范围不应只局限 于禅

宗内部
。

明末一方面狂禅流行
,

另一方面 许

多习禅之人得不到禅师印证
,

无法进入禅门

正式谱 系
。

紫柏
、

憨 山 便都属 于这 种状 况
。

钱谦益认为
,

在众人
“

艳禅 门而薄宗教
”

的

情势下
,

狭隘的宗 门观有失偏颇
,

真正得道

的修净土
、

讲义学的学人
,

要 比那些徒慕禅

名
,

只会看两句枯 禅或棒 喝几声
,

实则对禅

之指归
、

证悟境界茫然无知的禅 门中人更接

近
“

禅
”

的本 旨
, “

收其不禅而禅者
,

正以拒

其禅而不禅者
。 ” ② 可见钱谦益重建宗 门历史

的目的
,

亦是要凸现被原有的不恰当的历史记

载所埋没的宗教本 旨
,

建立一种合乎
“

原 旨
”

的新的佛学
。

与佛教界相类似
,

明末文坛同样存在着正

学不明
、

源流不辨的状况
。

一方面
,

复古派 的

影响依然很大
, “

文必秦汉
、

诗必盛唐
”
的主

观性极强 的
“

复古
” ,

使得古学传统的真正 面

目模糊不清
。

另一方面
,

受心学思想的影 响
,

对个人
“

性灵
”
的提倡成为新的风潮

,

而对个

体独创能力的过分强调
,

容易带来学者对创作

传统的漠视与无知
。

对这两种文坛 主流取向
,

钱谦益均持反对态度
,

认为
“

七子
”

之流不分

真伪
、

不辨源流的
“

俗学
” ,

直接导致 了文学

创作上的
“

家为总粹
,

人集大成
,

数行之内
,

苞孕古今
。

只句之 中
,

牢笼风雅
” ,

③ 千篇一

律
,

缺乏个人特色
; 而公安 派末流师心 自用

、

目中无人的
“

自是
” ,

又带来 了文学创作
、

评

赏中
“

榷史则烨
、

寿
、

庐陵折抑 为皂隶
,

评诗

则李
、

杜
、

长吉鞭挞如群儿
”
的 盲 目打击 古

1 2 2

人 ④自大狂妄的风气
。

他对此开 出的药方
,

也

是
“

反经
” : “

今诚欲挽回风气
,

甄别流品
,

独

撑孤树
,

定千秋 不朽之业
,

则惟有反经 而 已

矣
。

… …吾之于经学
,

果能穷理析义
、

疏通证

明
,

如郑
、

孔否 ? 吾之 于史学
,

果能 发凡起

例
、

文直事核如迁
、

固否 ? 吾之为 文
,

果能文

从字顺
、

规摹韩
、

柳
,

不俪规 矩
,

不 流剿贼

否 ? 吾 之为诗
,

果 能缘 情 绮靡
,

轩有 《风 》

《雅 》
,

不沿浮声
、

不堕鬼窟否 ?
” ⑤ 由这份

“

反

经
”

名单可看出
,

首先
,

钱谦益所要
“

反
”

的

经典
,

不仅有纯粹 的诗文作品
,

还包括经学
、

史学的典范著作
。

其次
,

他所选择 的诗文经

典
,

是 《史记 》
、

《汉 书 》
、

唐代古文 与 《诗

经 》
、

汉魏六朝诗赋
。

这与当时文坛上的
“

七

子
”

派
、 “

唐宋派
” 、 “

六朝派
”

所崇奉的文学

典范都不尽相同
。

在文章学方面
,

他推崇前代

史学著作
,

曾回顾 自己的学文经历是先读欧阳

公 《五代史记》
, “

以为真得太史公血脉
” ,

后

来读 《史记 》
、

《汉书 》
, “

深悉其异同曲折
,

前

此皆茫如也
” 。

老来重读 《左传 》
、

《 国语 》
,

“

划然眼开
,

始知七十年来
,

读书皆沉埋握雾

中
,

乃今心朗目舒
,

自具手眼
。 ” ⑥ 钱谦益的诗

文气势宏大
,

在 当时独树一 帜
,

虽有驳杂之

嫌
,

却无纤巧
、

板滞之病
,

不得不说是得益于

史著的宏大规模
、

曲折丰富的内容与笔法
。

在

诗学上
,

他将 目光直接回溯到 《诗 》 之源头
,

对汉魏唐宋各家
,

也持
“

转益多师是我师
”
的

态度
。

因此可 以说
,

钱谦益 的
“

反经
” ,

一方

面
,

注重学问本原的探寻
,

另方面
,

强 调对传

统的全面继承
,

避免了竟陵派之流对
“

古人真

诗
”

的狭窄理解之误
。

“

反经
”

又 和
“

体 源
”

的辨 别联 系在 一

起
。

钱谦益曾 以佛典 中的
“

多乳
”

为喻
,

来

①

③

③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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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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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雅惠
:

佛境文心— 试论佛学对钱谦益文学思想的影响

说明根源性经典与后 继之作之 间的关系
:

诗

之源 头 《三 百篇 》
,

好 比牧 牛 女 初 得之 乳
,

《三百篇 》 以下之诗
,

好比倒卖到各处的掺水

之乳
。

好的尝乳者
,

须对乳 中掺水量 的多少

有精准 的判断
,

才能避免为
“

牧牛之女
”

所

讥
。

学诗之人
,

也应 明晓各家诗作对经典所

确立的审美原则的运 用与拓展程度
,

才谈得

上对经典的真正理解
。

因此辨别
“

体源
” ,

是

认识
、

重建文学传统的 重要工作
。

而 《列朝

诗集 》 的编撰
,

可 以看作是钱谦益
“

别裁伪

体
”

的具体实践
,

在为各位诗人所作
“

小传
”

中
,

除了生平史料 的纪录
,

还有对其诗作特

点
、

源流派别 的分析评判
,

力图 通过
“

追源

溯流
” ,

表达编者
“

言志永言
,

有物有则
,

宣

导性情
,

陶写物变
” ,

以 《风 》
、

《雅 》 为依归

的诗学理念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 以看到
,

作为晚明佛教

界与文界的重要人物
,

面对这一时期佛界
、

文

坛相类似的经典缺失
、

流派纷争的状况
,

钱谦

益提出 了思 路相似 的
“

正本清源
”
的改革方

案
。

陈垣先生在 《明季滇黔佛教考 》 中
,

曾提

及明末儒释两家在学术转向上的相似性
: “

明

季心学盛而考证兴
,

宗门 昌而义学起
,

人皆知

空言面壁
,

不立语文
,

不足以相摄也
。

故儒释

之学
,

同时王变
。 ’ ,

①钱谦益佛学改革方法与文

学革新方案在思维方式上 的相通
,

亦可作为明

末世间
、

世外之学
“

同时巫 变
”
的一个补充

证明
。

〔导师党圣元教授点评〕

本文选题新颖
,

关注到 了钱谦益 文学思 想

研究乃至 明
、

清诗学思想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而

又长期被学界忽视的 问题
,

有助 于我们更加深

入而细致地 了解和把握明
、

清诗学思想生成和

嫂变中的一些环节
,

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就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这一范 围而 言
,

该文具

有弥补以 往研究之不足乃 至空 白的意义
。

论文

论点 突 出
,

文献资料翔 实
,

论证严 密
,

理论性

强
,

表述清晰
,

结构合理
,

是一篇相 当具有学

术功 力的学术论文
,

特此推荐
。

本文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文学

系 2 0 0 6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样
:

马 光

① 陈垣
: 《明季滇黔佛教考 》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 00 年版
,

第

3 0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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