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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雲門宗的崛起和“活句”的思想 1 

 
土屋太祐（新潟大學經濟科學部准教授） 

 

１ 前言 

 

唐末福建禪僧雪峰義存（822-908），曾在洞山良价、德山宣鑑等禪師下修

行。後於 866年回到福州，並在福州郊外雪峰山上創建新教團。此教團的勢力在

南方割據政權王閩的庇護下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此後，作為雪峰法嗣的玄沙師備

（835-908），以及他的後代漸趨獨立，最終分立出了法眼宗。法眼宗在南唐及吳

越的庇護下得到了繁榮。與此同時，雪峰的另一位法嗣雲門文偃（864-949）則

在南漢的支持下，在廣東形成了雲門宗。 

960年宋朝成立後，唐末五代的分裂狀態逐步走向終結。到 970年代，與法

眼宗關係甚深的南唐、吳越兩國滅亡，法眼宗的重要人物天台德韶、永明延壽兩

位禪師亦相繼離世，從此圍繞禪宗的局勢大變，禪宗也開始逐漸形成了與唐五代

不同的宋代特色。本報告著眼於宋初禪宗主流從法眼宗到雲門宗的交替，以及在

此過程中雲門宗的語言思想所發揮的作用，並以此來探討宋代禪宗的特點。 

 

２ 雲門宗與“活句” 

 

２．１ 大慧宗杲與朱熹的禪宗史觀 

 
宋初時，法眼宗在南唐、吳越的舊領土上繼續保持著較大勢力，仍然可以說

是禪門主流，但以後的禪學思潮漸漸發生了變化。四卷本《大慧普說》卷一《淨

恭園頭請普說》
2以及《朱子語類》卷一二六《釋氏》3中的記載皆可為其佐證。 

                                                   
1 筆者受到漢學獎助金的資助，自 2022 年 6月至 9月在台灣進行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回國

後，在 2023 年 1月 28、29 日舉行的京都 FORUM“作為世界哲學的禪佛教”研討會上進行了

學術報告，因報告內容包含了訪台期間的研究成果，故將此內容摘要作為訪台期間的研究報

告提交於漢學研究中心。另，本報告為未定稿，並有今後正式出版的計劃。 
2 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禪學典籍叢刊》第四卷，170頁。 
3 3017-3018頁。參野口善敬等譯註《〈朱子語類〉譯註卷百二十六》（上），175-183頁。 



2 
 

大慧宗杲（1089-1163）與朱熹（1130-1200），一佛一儒，雖然立場不同，

但對宋代禪學的發展有著相同的看法。上述記載表示，當時法眼宗的思想一般被

認為注重“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佛學理論，但正因如此，其思想也存在著

“有理路，落窠臼”，缺乏靈活性的問題。然而這種對理論的執著，可以用“麻

三斤”、“乾屎橛”等自由的語言來克服，而這種自由語言就是大慧宗杲“看話

禪”的特點。可見他們認為，宋代禪宗思想從“注重理論的法眼宗”，發展到了

“通過自由的語言，追求覺悟的看話禪”。 

 

２．２ 薦福承古與“三玄” 

 

２．２．１ “三玄” 
關於宋代禪學思想的動態，薦福承古（970-1045）的思想，尤其是他的“三

玄”理論是更為直接的資料
4。 

“三玄”是用“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的三個範疇來對禪學思想進

行分類的理論，其形式與判教頗為接近 5。這個理論的內容大致如下： 
體中玄：講述“三界唯心”理論的階段，相當於法眼宗的思想。 

句中玄：用無法確定意義的語言來消除對理論的執著的階段。相當於雲門宗、

臨濟宗的思想。 
玄中玄：拒絕所有語言，保持“沉默”與“無心”的階段。代表承古自身的立

場。 

  法眼宗原本在唐代禪宗史的最後階段才出現，但在承古“三玄”裡它已成為

禪學思想體系的出發點，而雲門宗、臨濟宗的思想便被賦予了克服法眼宗思想的

功能。 

 

２．２．２ 承古生平及其嗣法問題 

 

                                                   
4 土屋太祐《北宋禪宗思想及其淵源》，93-117頁。 

5 土屋太祐《教判から看話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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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古，俗姓未詳，西州人，生卒年為 970-10456。先於大光敬玄下出家，後

至南嶽福嚴寺良雅會下參禪。一日閱讀雲門《對機》有悟，因此宣布嗣法於雲門

文偃 7。景祐四年（1037），受此時出知饒州的范仲淹所邀，而住饒州薦福寺。 

承古事蹟之中引人注目的，是其對雲門文偃的嗣法。承古雖然自稱繼嗣了雲

門之法，但此時距雲門之死已過約一百年，故承古自然沒有直接受過雲門的教

導。而這一破格嗣法舉動，實際上隱含了其對當時雲門宗僧人的批評態度。 

《古禪師語錄》中承古批評當時最有名聲的四位雲門禪師，即德山緣密、洞

山守初、智門師寬、巴陵顥鑑，說他們“只悟得雲門言教，要且不悟道見性”，

並特別舉出了巴陵顥鑑的“三轉語”。顥鑑“三轉語”是針對僧人之提問所作的

三個回答，即“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銀椀裏盛雪。’問吹毛劒，答曰：

‘珊瑚枝枝撑著月。’問佛教祖意是同別，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顥鑑

說：“我此三轉語，足報雲門恩了也。”
8承古對此加以批評，認為禪宗真諦不在語

言之上，這些禪師只有言說技巧而已。 

顥鑑的作風代表了當時雲門宗內部的思想動態，而這一思想傾向正好對應了

“句中玄”的內容。 

 

２．２．３ 慧洪對顥鑑的辯護 

 

慧洪（1071-1128）《禪林僧寳傳》引用了承古的以上言論，但慧洪對他的

觀點並不贊同，認為顥鑑的語言是“活句”，因此不應批評。 
“活句”是雲門宗語言思想中的關鍵詞。慧洪說明“活句”時說：“謂之

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皆赴來機”，這句話出自洞山守初的語錄 9。與此同

時，承古的主要批評對象也是洞山守初。也就是說，批評者和辯護者都在利用守

初的言論來展開自己的討論。 
宋初雲門僧人為了避免為理論所束縛，便開始了對自由語言的追求。洞山守

初是在此潮流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而“活句”一詞就代表了他的觀點。 

                                                   
6 永井政之《雲門》，205頁。 
7 《禪林僧寳傳》卷十二《薦福古禪師》，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禪學典籍叢刊》第五

卷，36 頁。 
8 《禪林僧寳傳》卷十二《薦福古禪師》，柳田聖山、椎名宏雄共編《禪學典籍叢刊》第五

卷，38 頁。 
9 《襄州洞山第二代初禪師語錄》，《古尊宿語要》卷四，柳田聖山主編《禪學叢書》之一，

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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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這個“活句”思想被援用到了禪宗公案的闡釋之中。宋代公案禪的代表

作《碧巖錄》便是一個重要案例。日本學者小川隆認為這個“活句”就是圜悟克

勤在《碧巖錄》中闡釋公案時的核心概念 10。宋代臨濟宗禪師通過繼承雲門宗對

自由語言的追求而形成了“公案禪”，而這“公案禪”後來又演變為大慧宗杲的

“看話禪”。上文所見大慧宗杲和朱熹對禪學發展的理解正反映了這樣的演變過

程。反過來看法眼宗，即可知起在宋初便已漸漸開始脫離禪學的潮流。 

 

３ 士大夫與文學 

 

３．１ 法眼宗與雲門宗的交替 

 
台灣學者黃庭碩對八世紀到十一世紀禪僧活動地點的分佈做了詳細統計，研

究了禪宗諸派的興衰過程。這一俯瞰式研究對我們掌握禪宗的整體情況很有幫

助。據黃的研究，入宋以後法眼宗的勢力發生了如下變化
11。 

宋朝成立後，朝廷雖然對南方禪宗教團加強了管理力度，但尚未直接介入寺

院住持的人選，因此宋初法眼宗仍在浙江、江西等南唐、吳越舊地維持著以往的

勢力。另一方面，雲門文偃弟子中的一部分人離開廣東，在外地尋找發展空間，

其中最為成功者當屬進軍湖南、湖北的幾位禪師
12。上面承古批評的“具大聲

價”的四位禪師都在湖北、湖南出世的事實也能證明此事。因為這些地區都不在

法眼宗曾活躍過的南唐、吳越舊領土的範圍之内。 

這種情況大約在 1030年代至 40年代之間發生了變化。我們能夠觀察到此時

雲門宗在浙江、江西等南唐、吳越舊境內，代替法眼宗擴大勢力的多數例證。黃

庭碩舉出明州天童寺、明州阿育王寺、廬山棲賢寺，以及雲門宗僧人自寶（978-

1054）在洞山、廬山的事蹟等實例，再加上自己的考證，分析了在這個時期雲門

僧人的活動。 

此期間推動雲門宗崛起的則是士大夫的支持，而在雲門僧人和士大夫的交流

當中發揮了很大作用的，便是詩文應酬等文學性活動 13。以下要具體觀察在雲門

宗崛起初期活躍的兩位禪師。 

                                                   
10 小川隆《語録の思想史》、308頁。 

11 黄庭碩《禪運與世緣》，321-326 頁。 
12 黄庭碩《禪運與世緣》，253 頁。 
13 黄庭碩《禪運與世緣》，341-3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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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雪竇重顯 

 

在雲門宗的發展中做出突出貢獻的是雪竇重顯（980-1052），重顯，遂州

（現四川遂寧市）人，俗姓李，法嗣智門光祚。先在翠峰山出世，後來受到明州

知州事曾會的推薦住持雪竇山資聖寺。 

關於重顯活動的時間，後來的臨濟宗僧人心聞曇賁（生卒年未詳）說：“天

禧間（1017-1022）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変弄，求新琢巧，継汾陽為頌古，籠

絡当世学者，宗風由此一変矣。”
14。曇賁大約活動在兩宋之際，可知這條資料較

為晚出，但曇賁所言和上文所見黃庭碩的考證並無矛盾，可見在雲門宗擴大勢力

的前夕，重顯已經開始受到了矚目。 

正如曇賁所說，重顯的活動對當時的禪學潮流產生了重大影響。重顯《頌古

百則》在禪林大為流行，後來臨濟僧人圜悟克勤（1063-1135）對此加以評唱，

其記錄最終被編為公案禪的經典作品《碧巖錄》。如果將這個作品的風格與法眼

宗的思想進行對比，則可知其“宗風”確實有了極大的變化。 

以上所見雲門僧人的發展模式，與唐末五代的禪宗截然不同。過去，如雪峰

教團與閩國、法眼文益與南唐、天台德韶與吳越等，與地方割據政權的特殊關係

為當地禪宗集團帶來了壟斷式發展的機會，宋初法眼宗就是這種勢力的殘餘。但

宋朝統一中國後，這種發展就無法複製。在宋代的政治、文化領域中，士大夫官

僚才是核心力量，對禪院住持人事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禪宗集團能否發展就

完全取決於士大夫的支持與否。能文善墨的重顯通過取得士大夫的支持，進而在

法眼宗的勢力範圍掌握了發展的契機，這可謂是一件富有宋代特色的事例
15。 

 

３．３ 洞山曉聰與“活句” 

 
在江西的雲門宗先驅洞山曉聰（？-1030）也以與士大夫的交流，以及善於

“雲門宗式語言”而聞名。《禪林僧寳傳》卷十一《洞山聰禪師》云：“在雲居

時，傳僧伽在維揚，於是禪者立問曰：‘既是泗州僧伽，因什麼揚州出現。’聰婆

娑從旁來，眾戲使對之。聰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眾目笑之。蓮花峯祥庵

                                                   
14 《禪林寶訓》卷四，《大正藏》第 48卷，1036 頁中。 

15 黃庭碩《禪運與世緣》，327頁，342-3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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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聞此語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耶。’夜敷坐具，望雲居拜之。叢林遂知名。” 曉

聰後來在洞山出世，果然繼承了雲門宗文殊應真之法 16。 

對此，作者慧洪在此傳《贊》中，先稱讚蓮花峯祥庵主通過兩句話就知道曉

聰是雲門僧人的慧眼，再介紹慧洪閱讀曉聰語錄的經驗，說他的語言“皆赴來

機，而意在句語之外。”此處慧洪所說的“皆赴來機”一句，在他辯護巴陵顥鑑

“三轉語”時也曾用過，可見慧洪欣賞的還是“雲門式語言”。 

後來士人許式走過蓮花峰時，祥庵主勸說許式訪問曉聰。因此許式到任後，

便把自己的詩文送給了曉聰。曉聰的自由語言受到很高的評價，並且使用詩文和

士大夫進行交流，這一事例也呈現了宋代禪宗的特色。 
 

４ 小結 

 

皇祐元年（1049），在東京開封創建禪寺十方淨因院
17。據《佛祖統紀》記

載，此前開封只有義理學，而沒有禪宗。翌年，雲門宗僧人懷璉被招為住持（黃

庭碩將此事件評價為在開封流行禪宗的先河 18）。關於懷璉，蘇軾在《宸奎閣碑》

中說：“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

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説。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

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戸外之屨滿矣。”
19 

這段話反映了士大夫在佛教思想上的喜好與期待。據《佛祖統紀》，這裡所

謂“北方之為佛者”當指義理學僧人，但如果返觀禪宗內部，就可了解被認為是

講述“三界唯心”道理、有義理學傾向的法眼宗已經開始偏離士大夫的喜好。與

佛教義理學中的複雜議論相比，宋代士人更喜歡與自己的文化習慣相近的詩文，

以及與中國本土思想有共通點的話題。 

雲門宗僧人，一方面作為禪僧，用“活句”的思想來改變禪宗的語言觀，另

一方面，通過詩文應酬與士大夫展開交流，來擴大自身勢力。“活句”與詩文之

間不能簡單地劃等號，兩者的關係自然應當慎重討論，但可肯定雲門宗有著在語

言上下功夫的特徵，而這一特徵應當來自於雲門宗宗祖雲門文偃本人 20。雲門宗

的語言觀改變了禪宗的語言，這一潮流最終催生出了公案禪、文字禪，以及看話

禪。 

                                                   
16 《禪學典籍叢刊》第五卷，33頁。 

17 《佛祖統紀》卷四十五，《大正藏》第 45卷，412頁中。 

18 《禪運與世緣》，292 頁，348-351頁。 
19 《蘇軾全集校注》，1821頁。 
20 土屋太祐《北宋禪宗思想及其淵源》，120-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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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碩指出，我們能夠看到的最後的法眼宗僧人是《建中靖國續燈錄》卷二

六中所收錄的四位，黃由此推測，法眼宗法系應該在《建中靖國續燈錄》成書的

十二世紀初以後，最晚在十二世紀中葉以前斷絕 21。但我們不能認為，法眼宗在

禪學思想上的貢獻從此掃地而盡。由薦福承古的“三玄”理論可見，法眼宗的思

想成為了宋代禪宗新思想的基礎和出發點。永明延壽《宗鏡錄》在宋代再度流

行，而對此作出關鍵性貢獻的也是雲門僧人慧林宗本。這一點也證明了法眼宗對

宋代禪學的影響。但與此同時，宗本要等到熙寧年間（1068-1077）才“重新發

現”《宗鏡錄》
22，之前該書在禪林中曾經一度被遺忘，因此我們也不能否定，五

代的法眼宗和宋代的雲門宗之間的確存在著一個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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