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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以筆硯作佛事」，是宋代禪宗最顯著的特徵。北宋文字禪運動的流衍，不只是禪宗思想發展的過程，與當時社會文化的變遷更是息息相關。自宋初官方就大抵確定的右文策略，首先引導北宋重文的社會風氣，同時也將政教關係籠罩於其下。太祖、太宗、真宗皆與佛教關係良好，宋帝的崇尚斯文也反映在中央僧官考試當中。


       到北宋中期，古文運動替僧侶與士大夫打開一條通往同一個文學場域的道路，儘管排佛論調時有所聞，但士大夫之間愈發興起禪悅之風，能夠創作雄文雅句的禪徒也更加趨向文士化。至北宋晚期，雖有徽宗以揚道抑佛為主要訴求的諸多措施，但惠洪、克勤等文字禪大師仍在此期活躍，並製作出極具代表性的文字禪文本。同時，在北宋印刷技術的普遍之下，禪僧公案語錄大行於世，士大夫紛紛受請為禪籍作序，以廣流傳。這些文字禪文本不只令公案的運用滲入宋代的詩禪關係，對於當時尚意的書法、追求傳神的畫論，以及遍及士僧之間的茶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兩宋之際，此前文本裝幀方式的進步促使公案考據更為便利，公案鑽研之風由是而起，禪門對此逐漸產生反動；另一方面，禪僧口語對話式的語錄也成為一些理學家語錄學習模仿的範本。


       南宋以後，為數可觀的禪詩文集相繼問世，至明代尚有一卷題為「文字禪」的輯稿出現，而惠洪的宗門地位也在明代被重新標舉，凡此皆北宋文字禪的流風餘韻。總的說來，文字禪運動無疑是一個複雜的文化現象，本文嘗試在宗教哲學氛圍之外考察它的流衍過程，對於理解北宋禪宗文化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乃至與文人士大夫互動等諸多層面，應是有所幫助的。
	摘要(英)	“Implementing Buddhism through Writing,”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 Buddhism in the Su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valuing culture in the Early Sung, which also aff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the government. Take T’ai-tsu, T’ai-tsung, and Chen-tsung for example, they were all friendly with Buddhism. Sung emperors’ supporting culture development also reflected in the exam of central monkish officials.


       During the mid-term of the Northern Sung, monks and literati debated in the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While some literati were against Buddhism, whereas others enjoyed Ch’an. Some Ch’an monks were more like literati. In the late Northern Sung, Hui-tsung favored Taoism and resisted Buddhism. Despite difficult situation, Hui-hong, K’o-ch’in and other masters of Wen-tzu Ch’an were still active at that time. They even produced many renowned works of Wen-tzu Ch’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valence of printing technology made Ch’an masters’ Gong-An and quotations more popular. Literati wrote prefaces for Ch’an books which also made them more widespread. These texts of Wen-tzu Ch’an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Gong-An, such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etry and Ch’an Buddhism, discussion on calligraphy through Ch’an as well as the assimilation of tea and Ch’an in the Sung Dynasty. The late Northern and early Southern Song, the progress of binding technology made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Gong-An more convenient, so the climate of studying Gong-An were risen and developed. However, some Ch’an monks despised it. In the meantime, Ch’an masters’ quotations became the model for Neo-Confucians’ quotations.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plenty of anthologies and collected works of Ch’an were produced. A roll of manuscript called " Wen-tzu Ch’an " even appeared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Hui-hong’s status was raised again. Those were the reverberation of Wen-tzu Ch’an. On the whole, Wen-tzu Ch’an movement in the Northern Sung is undoubtedly a complex cultural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movement of Wen-tzu Ch’an beyond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which will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an culture, politics, society, and even other aspects such as interaction with the literati in the Northern 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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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淨善重集，《禪林寶訓》，臺北：新文豐，大正藏本，冊48。


[南宋]悟明集，《聯燈會要》，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79。


[南宋]道融著，《叢林盛事》，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6。


[南宋]善開等錄，《松源崇嶽禪師語錄》，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70。


[南宋]師皎重編，《吳山淨端禪師語錄》，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73。


[南宋]普濟集，《五燈會元》，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0。


[南宋]文素編，《如淨和尚語錄》，臺北：新文豐，大正藏本，冊48。


[南宋]曇秀輯，《人天寶鑑》，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7。


[南宋]宗鑑集，《釋門正統》，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75。


[南宋]師明集，《續古尊宿語要》，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68。


[南宋]妙源編，《虛堂和尚語錄》，臺北：新文豐，大正藏本，冊47。


[南宋]道璨著，《柳塘外集》，臺北：臺灣商務，1985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86。


[南宋]志磐著，《佛祖統紀》，臺北：新文豐，大正藏本，冊49。


[南宋]紹曇記，《五家正宗贊》，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78。


[元]行秀評唱，《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臺北：新文豐，大正藏本，冊48。


[元]明本著，慈寂編，《天目中峰和尚廣錄》，臺北縣：彌勒出版社，1989年禪宗全書本，冊48。


[元]宗寶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臺北：新文豐，大正藏本，冊48。


[日]師鍊著，《元亨釋書》，東京：經濟雜誌社，1901年國史大系第十四卷。


[元]德煇重編，《敕修百丈清規》，臺北：新文豐，大正藏本，冊48。


[明]居頂編，《續傳燈錄》，臺北：新文豐，大正藏本，冊51。


[明]如巹集，《禪宗正脈》，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5。


[明]本瑞註，道霖編集，《煢絕老人天奇直註雪竇顯和尚頌古》，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67。


[明]袾宏輯，《緇門崇行錄》，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7。


[明]德清閱，《紫柏尊者全集》，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73。


[明]福善錄，通炯編，《憨山老人夢遊集》，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73。


[明]朱時恩著，《居士分燈錄》，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6。


[明]元賢集，《建州弘釋錄》，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6。


[明]明河著，《補續高僧傳》，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77。


[明]夏樹芳著，《名公法喜志》，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8。


[明]如惺著，《大明高僧傳》，臺北：新文豐，大正藏本，冊50。


[清]道忞編修，吳侗集，《禪燈世譜》，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6。


[清]淨柱輯，《五燈會元續略》，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0。


[清]真哲說，傳我等編，《古雪哲禪師語錄》，臺北：新文豐，嘉興藏本，冊28。


[清]道霈重編，《永覺元賢禪師廣錄》，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72。


[清]紀蔭編，《宗統編年》，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6。


[清]超永編，《五燈全書》，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1-82。


[清]彭際清著，《居士傳》，臺北：新文豐，卍續藏本，冊88。


[清]聞性道、德介著，《天童寺志》，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中國佛寺史志彙刊本，第一輯，冊13-14。


[清]法緯著，《西禪長慶寺志》，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中國佛寺志叢刊本，冊100。


喻昧庵輯，《新續高僧傳四集》，1923年北洋印刷局本。


(二) 史書類


[北齊]魏收著，《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八冊本。


[唐]李延壽著，《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六冊本。


[後晉]劉昫等著，《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十六冊本。


[北宋]王堯臣等編次，[清]錢東垣輯釋，《崇文總目》，臺北：臺灣商務，1967年國學基本叢書本。


[北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二十冊本。


[北宋]程俱著，《麟臺故事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


[南宋]李燾著，《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二版2刷。


[南宋]尤袤著，《遂初堂書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冊32。


[南宋]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臺北：臺灣商務，1984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432。


[南宋]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本。


[南宋]王象之著，《輿地紀勝》，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71年，二版，影印咸豐五年刻本。


[南宋]李心傳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李心傳著，《舊聞證誤》，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陳振孫著，《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集成初編本，冊44-48。


[南宋]王栐著，《燕翼詒謀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羅濬著，《寶慶四明志》，臺北：臺灣商務，1984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487。


[元]脫脫等著，《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年影印中華書局本，九版。


[明]余之禎總修，王時槐纂修，劉元卿、羅大紘考輯，《(萬曆)吉安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本。


[明]不著撰人，《樂清縣誌》，1964年上海古籍書店影印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清]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四冊本。


[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臺北：臺灣商務，1984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519-526。


[清]張廷玉等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二十八冊本。


[清]趙翼著，《二十二史剳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集成初編本，冊3543-3552。


[清]徐松著，《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清]丁丙著，《善本書室藏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冊926。


馬蓉等點校，《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五冊本。


 (三) 子書類


[劉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朱鑄禹彙校集注，《世說新語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華要籍集釋叢書本。


[唐]陸羽著，《茶經》，1927年左氏百川學海本，冊28。


[唐]楊曄著，《膳夫經》，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宛委別藏本。


[北宋]黃休復著，[明]朱衣、姚汝循校，《益州名畫錄》，收於王氏畫苑卷之九，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明金陵徐智督刊本。


[北宋]錢易著，黃壽成點校，《南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6月。


[北宋]歐陽修著，《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司馬光著，《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宋敏求著，《春明退朝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張載著，《張子語錄》，北京：書同文，電子版四部叢刊續編，193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景印本。


[北宋]徐積著，《節孝語錄》，臺北：臺灣商務，1985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698。


[北宋]王闢之著，呂友仁點校，《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沈括著，胡道靜、金良年、胡小靜譯注，《夢溪筆談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北宋]蘇軾著，《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蘇轍著，《龍川別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蘇轍著，《龍川略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朱長文著，〈續書斷〉，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歷代書法論文選本。


[北宋]謝良佐著，《上蔡語錄》，京都：中文出版社，1985年近世漢籍叢刊思想初編本，冊6。


[北宋]陳師道著，《後山談叢》，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楊時著，《龜山先生語錄》，北京：書同文，電子版四部叢刊續編，193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景印本。


[北宋]邵伯溫著，《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趙令畤著，孔凡禮點校，《侯鯖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方勺著，《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何薳著，《春渚紀聞》，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葉夢得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吳處厚著，《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魏泰著，《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蔡絛著，《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北宋]黃伯恩著，[明]毛晉訂，《東觀餘論》，津逮秘書明刻本。


[南宋]朱弁著，《曲洧舊聞》，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張邦基著，《墨莊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高宗皇帝著，〈翰墨志〉，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歷代書法論文選本。


[南宋]曾敏行著，《獨醒雜志》，臺北：臺灣商務，1985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039。


[南宋]洪邁著，《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陸游著，《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陸游著，《避暑漫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叢書集成初編本，冊2863。


[南宋]莊綽著，《鷄肋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王明清著，《揮麈後錄》，臺北：新文豐，1980年學津討原本。


[南宋]岳珂著，《桯史》，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趙彥衛著，《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羅大經著，《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劉昌詩著，《蘆浦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南宋]王應麟著，《小學紺珠》，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叢書集成初編本，冊176-178。


[南宋]王應麟著，《困學紀聞》，北京：書同文，電子版四部叢刊三編，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景印本。


[南宋]陳世崇著，孔凡禮點校，《隨隱漫錄》，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唐宋史料筆記叢刊本。


[明]李贄輯，袁宏道校，如德閱，《大雅堂訂正文字禪》，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本，冊35。


[日]山上宗二著，橫井清譯注，《山上宗二記》，東京：平凡社，1994年日本の茶書本，19刷。


[明]袁宏道著，張五教編，《珊瑚林》，明萬曆刻本，兩卷。


[明]張萱著，《疑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集成初編本，冊340-341。


[清]卞永譽纂輯，《式古堂書畫彙考》，鑑古書社影印吳興蔣氏密均樓藏本。


[清]梁巘著，〈評書帖〉，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歷代書法論文選本。


[清]劉熙載著，袁津琥校注，《藝概注稿》，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本。


[清]藍浦、鄭廷桂著，連冕編注，《景德鎮陶錄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5月。


 (四) 集書類


[唐]劉禹錫著，《劉夢得文集外集》，北京：書同文，電子版四部叢刊初編，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景印本。


[唐]柳宗元著，《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四冊本。


[北宋]柳開著，《河東先生集》，北京：書同文，電子版四部叢刊初編，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景印本。


[北宋]林逋著，沈幼征校注，《林和靖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兩浙作家文叢本。


[北宋]孫復著，《孫明復先生小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宋集珍本叢刊(冊3)影印清鈔徐坊校跋本。


[北宋]宋祁著，《景文集》，臺北：臺灣商務，1985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88。


[北宋]梅堯臣著，《宛陵先生集》，北京：書同文，電子版四部叢刊初編，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景印本。


[北宋]石介著，陳植鍔點校，《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7月。


[北宋]張方平著，《樂全集》，臺北：臺灣商務，1985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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