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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禅宗文化给予枯寂之美的影响

一一以五山禅僧的诗为中心展开一

顾春芳顾文

【摘要】中国的禅宗文化在其本土，虽说影响很大，但在佛道儒二教合流的情况下，它不可

能占统治地位，也因此而不可能影响所有的生活艺术。而日本则不同，日本的.fi山文学是禅僧

的文学，而它在日本中世纪的文坛上不仅享有盛誉，而且还给了日本的生活艺术极大的影响，

而茶道中的"枯寂"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五山的禅僧将禅法与禅文化一起带到了日

本，并将之融入于日本本士的文化中，同时又在生活艺术中体现这种禅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实

质就是枯寂。本文主要通过五山文学的形成及中严圆月、雪村友梅、寂室元光、义堂周信、

绝海中津等禅僧的诗来看禅宗文化是如何渗入到五山文学中去的，又是如何将枯寂引向生活

艺术的。

【关键词】禅宗文化枯寂之美生活艺术五山文学禅僧的诗

在这一章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日本的禅宗是如何创建五山文学的。

五山文学的命名源自这些文学家都出自五山。在日本被叫做五山的有镰仓的五山和京都

的.fi山两处。前者有建长、圆觉、寿福、 J争智、净妙五寺，后者在天龙、相国、建仁、东福、

万寿五寺上再加上南禅寺。两者都系禅宗一脉。在日本，自遣唐便的制度被废弃之后，主要由

五山的僧人担负起把宋·元·明的文化传到日本的重任。因而在五山文学中登场的自然都是

禅宗的诗僧了。他们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一直抱着渴求禅法之心，历经千辛万苦去禅宗的

发源地中国学习。而中国的高僧也为了弘扬佛法，历经千难万险，远渡重洋，来到了东癫，将禅

宗的佛法与优秀的中国文化传到了日本。几百年来，这种交流从未停止过。五山的诗僧中，有

的在宋朝，有的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渡海去中国留学，他们与中国的禅僧和文人交往，接触

当地的风物，其中有的人在中国居然住了有五十年之久。 诗僧中自然也有从中国来的高僧，

正是这些高僧将禅宗的佛法与禅文化一起带到了日本，并给了日本的生活艺术的发展以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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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镰仓时代的统治者是新兴的武士阶层，这时佛教界又再一次同中国开始了频繁的往来，

其中明庵荣西 (1141-1215) (永治元年到建保 3 年)和道元 0200-1253) (正治 2 年到建长

5 年)的入宋，兰溪道隆 (1213-1278) 和无学祖元 (1226-1286) 的来日，不仅扩大了日本

的禅宗的影响，而且门下还出了好多杰出的僧人，巩固了禅宗的地盘。

明庵荣西在 1166 年入宋，在天台山学临济宗的禅， 1191 年回朝。 1199 年受镰仓幕府的

邀请，到镰仓做了寿福寺的住持。 1202 年，在京都建了建仁寺，并为复兴东大寺出了力。道

元也在入比睿山之后，在建长寺拜荣西为师。 1222 年入宋，在天童山学曹洞宗的禅， 1227 

年回朝， 1243 年做了永平寺的开山。另一方面， I[伍济宗的兰溪道隆在 1278 年从宋来到日本，

第二年入了镰仓的常乐寺。 1253 年，依北条时赖的请求，做了建长寺的开山。建长寺是日本

最早的宋朝式的禅宗寺庙，在这以后一直受到镰仓幕府的保护，成了镰仓五山的第一位。道

隆在这以后又上京都住在建仁寺，后来又回到建长寺， 1278 年圆寂。第二年p 应幕府的邀请，

无学祖元来日，入了建长寺。 1282 年，北条时宗重建了因觉寺，无学祖元做了住持。

在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足利义满治政时的至德三年(1386) ，他将禅宗的寺院作为官寺，

并建立了五山制度并将禅宗的寺院分为五山·十刹·诸山兰层来管理。而五山制度的确立巩

固了禅僧的地位，也使隶属于五山禅寺的禅僧们创作诗文的热情高涨，促进了文坛的形成，而

五山派的诗文就此一跃而成了五山文学也是由于这一契机。

而明庵荣西自宋朝归来后的另一重大意义是使禅院生活的内部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中

之一就是禅僧作诗。因为禅宗不同于密宗和净土宗等佛教，是不立文字的，所以不用学习佛

经，就靠坐禅和内观来达到无我的境界，达到悟。由于受到宋元文学的影响，在禅僧中，有一

部分人在坐禅之余，就用笔写诗或用画笔作水墨画来寄托自己的心境。五山文学中的 I[伍济宗

诸派与曹涧宗宏智派的禅僧们的诗文随着时代的变迁，从宋元的禅学大师的语录集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诗文集，并称之为"外集"。而这一时期，外集可以说是空前繁荣。特别是进入了日

本的南北朝时期，立足于中国·日本的现实相，对自身的遭际抒发感受的诗文开始崭露头角，

产生了中严圆月、雪村友梅、寂室元光等优秀的诗僧。

总之，禅宗在镰仓幕府与室町幕府的庇护下进入了最兴旺的时代，入元·明的僧人和从元

朝·明朝来的僧人的人数一下子猛增。五山的僧人们坐着商船来往于江南和日本，经过交易，

大量的经卷、书籍、中国绘画、瓷器、丝绸、各种器具等被运了过来。其中自然还有禅僧们

从师僧那里得来的顶相赞、法语、倡颂之类的东西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茶叶了。

如果把这一时期作为五山文学的初始阶段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发展阶段了。而绝海

?" Fhu 



中津和义堂周信则是这一阶段禅僧的代表作家，他们已经开始下意识地把禅宗文化的内涵与

生活艺术结合在一起思考。可以说他们不仅把五山文学发扬光大并使之登上了巅峰，而且还使

五山的诗具有了"枯寂"的美感，这种美感在以后的儿百年里形成了日本文化中所特有的"枯

寂"的美学。

在这一章里我们就五山诗僧中的杰出代表中严圆月、雪村友梅和寂室元光的i寺来展开论

述。

我们先来看一看寂室元光的诗。寂室元光(1290-1367) 是一个以漂泊和隐遁著称的禅僧，

他于三十一岁入元朝，在天目山参拜了中峰明本(幻住老人)。天目山的禅宗体制是极其严格的，

寂室元光在山中潜心修禅，成了一个独立孤高的得道高僧。他学成禅法后回到日本，一直是到

处漂泊，定无所居。直至七十二岁时，因却不过近江守护佐佐木氏赖的盛情相邀，作了永源寺的

第一代住持。有《寂室和尚语》传世。

我们先来看一首题为《书金藏山壁》的诗:

风搅飞泉送冷声，前峰月上竹窗明。

老来殊觉山中好，死在岩根骨也请。 1

诗中的金藏山壁乃是现属日本兵库县北东的但东町附近山中的金藏寺，这是临济宗妙心

寺派的寺院。寂室很喜爱这里周围的环境，曾在此寺住了一年多。这首诗是他离开金藏寺时所

题的两首诗中的一首。

我们从诗中可以看到寂室对美的认识，松风明月、竹林清泉是他的最爱，山中才是最好的

居所。如果能死在岩石的下面，那将是何其有幸，因为死后的骨头也能变得清纯。可以说这首

诗里表现了寂室对"清"的世界的向往，而其中的"清"也可以说是枯寂的一支。

再看一首题为《寄灵受和尚》的诗:

五更起坐昕松风，算故人来半作雪。

不识何时埋臭骨，烦凡闲梦入荒丛。 2

诗中的灵吏和尚是镰仓长胜寺的第二代住持，他圆寂时的《入塔文》系寂室所撰。这首诗

的诗意直白，然却是画出了一种萧瑟凄冷的景象。诗人五更就起床了，因为老人往往早起，他什

么也不做，而是坐着昕松涛的呼啸。屈指算来，故人己有一半离开了尘世。也不知何时自己的

这把臭骨也要埋在地下了，这时还要劳驾兄长闲来来这荒草丛中托梦给我。

我们再来看寂室的一首《白赞一日进禅人请一》诗:

一 153 一



退而忘进，默尔泯玄。寥寥终日，孤榻偏然。

生平誓不游人世，只在白云峰下眠。 3

这首诗是弟子日进拿着一张师傅的肖像画来请师傅题词。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坚持，取其

弟子名字"日进"之反义，以告诉世人自己隐遁的决心。在诗中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终日

在修身养性，他己经习惯了那种寂寥，白云峰下便是他的天地。这便是寂室内心深处的写照。

下面我们来看中岩圆月(佛种慧济禅师) (1 300-1375) 的诗。中岩是在 1324 年(正中元

年)渡海去元朝的。在中国，他拜喝了天宁的灵石芝、吉林清茂、济川桔、雪严钦诸长老。

并于天历元年登上了百丈山，参拜了东阳德辉和尚，在那壁和尚授予他真诀。在元朝的至111页

3 年即 1332 年(正庆元年)回到了日本的博多。有《东海-1区集》传世。在这里我们举中岩

圆月的两首与朋友酬答的诗为例。一首是《和答别源·二首》中的其二:

窗问吐月夜沉沉，壁角光生藤一寻。

穷达与时俱有命，行藏于世总无心。

梦中谁谓彼非此，觉后方知古不今。

自笑未能除僻病，逸然乘兴发高吟。 4

诗题中的别源即是别源圆旨，别源圆旨(1294-1364) 也是五山文学中的杰出诗僧之一。诗

的首二句是写诗人所见的屋中之景，沉沉深夜，月光透过窗间照在了屋角的一根藤杖上，用久

了的藤杖被磨得发亮，在月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而第三句则笔锋一转开始抒怀，诗人认为仕

途的穷达及机会都是命中注定的，出仕也罢，隐退也罢，都不必挂在心上。梦中谁还在说彼非此，

醒来后才觉得这一切都是那样的可笑。最后两句则既是自嘲，又是为自己能够觉悟而感到高

兴。

另一首是《和酬东臼·二首》中的其一:

坡上青青松树间，浩然之气傲齐桓。

好诗应是穷中得，玄义方宜静处看。

脱粟乏储心自足，寒床早起梦常残。

志高不肯尝姜杏，蒙养功成最可欢。 5

诗题中的东臼是东臼圆曙，他是镰仓人。入元朝后拜古林清茂为师，回国后与中岩圆月和

别源圆旨交厚，经常诗词酬唱，乐此不彼。我们可以看到，中岩圆月是以盖过春秋战国时代的

霸主齐桓公的气势开首，来赞对方的诗作。而后的"好诗应是穷中得"则源自宋代文学家欧阳

修的"诗穷而后工"。而第四句"玄义方宜静处看"可以说是对得非常工整，这也许是禅僧修

禅时的境界吧。玄妙高深的禅义只有在静静的修炼中才能领悟。第五句"脱粟乏储心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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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七句"志高不肯尝姜杏"则体现了禅僧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无所求。而第八句"蒙养功成

最可欢"则取自《周易)) r蒙卦 j 章里的"以蒙养正，成圣功也"之意，强调了对精神修为的重

视。

中岩圆月在中国的时间很长，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深，在他的诗作中也有当时中国诗人

经常吟唱的怀古和寄怀之作。他有一首《金陵怀古》的诗:

人物频迁地未磨，六朝咸破有山河。

金华旧址商渔宅，玉树残声樵牧歌。

列整云连常带雨，大江风定尚生波。

当年佳丽今何在，远客苍茫感慨多。 6

金陵乃是六朝古都，不少文人墨客都留下了诗句。中岩圆月也和他们一样，发出了似曾相

似的感慨。

中岩圆月还有一首《题雪寄怀》的诗:

蟹步先闻窗外竹，梦敲寒枕响跺睐。

红难宿处知灰死，白易生时觉室虚。

群玉府开通远近3 假银城卖莫乘除。

高楼厌厌谁知冷，肯管寒江独钓渔。 7

在这首诗里面有对雪的描写，首二句是先是写在梦中昕到螃蟹在沙滩上爬的沙沙声，醒来

后才知道是雪落在竹叶上的声音。阵阵寒气袭来，连枕头也冻得硬梆梆的。第三句"红难宿处

知灰死"出自杜甫的"冥心若死灰"句之意，一语双关，既写身体的冷的感觉，又写出了当时

的心境。而后面那句"白易生时觉室虚"则取《庄子)) r人间世篇 J 中的"虚室生白"之意。

在这里既是写白雪，也暗喻自己那空虚的心里又开始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可谓寓意深远。而紧

接着的"群玉府开通远近，假假城卖莫乘除"这两句诗，又转到了雪景的描写上，铺满了自玉的

府邸向四方延伸，一直通往远处，到处是一片洁白，就像一座银子堆成的城池。最后两句则是抒

怀，结句"肯管寒江独钓渔"取自柳宗元的诗《江雪》中的"孤舟衰笠翁，独钓寒江雪"句。

而"高楼厌厌谁知冷"则取自《诗经)) r湛露j 里的"庆厌夜饮"句。从中可见中岩圆月对中

国文学的造诣是非常之深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虚室生臼"见于《庄

子》中的孔子和弟子颜回的一段对话中，以下引这段对话: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昕之以

心而昕之以气。昕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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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 "夫子

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

而寓于不得己则几矣。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

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

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伺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

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伏戏、几莲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 8 

在这段对话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对景物的描写，可以说都是一些哲学方面的问题，是对人生

的思考，而中岩则用"虚室生臼"来写雪景，可见他的人生观因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和修禅而达

到了与常人所不一样的境界。

在谈到入元的禅僧时，我们不能不提到雪村友梅(1290一1346) 。雪村友梅在十八岁时就去

了元朝，在长安，这位聪敏俊秀、文才出众的异国青年，深受文人们的欢迎。他们诗词酬唱，互

相切磋，雪村友梅真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可是好景不长，雪村友梅被卷入到了一场政治事件

中，先是入狱，获释后又在长安被软禁了三年，接着就被流放到了四川。当时的四川还是蛮荒之

地，生活条件是非常之艰苦，雪村友梅并没有因此而沮丧和颓废，放弃来中国时求学的初衷，

他还是那样地刻苦好学，一直等到大赦才回到了长安。这次是迎接他回长安的翠微寺做住持的，

元皇朝还赐予了他禅师的封号。他在四十岁时才回到了日本，当上了京都的建仁寺的住持，并

在那里圆寂。有《由民峨集》传世。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又历经了磨难的日本禅僧，流传下来的诗作中有很多是他被

放逐在四川时作的。在这里我们举几首为例，来看他的诗风。

先看一首序为《八月十四日夕·口占寄鉴堂》的诗:

半岁冷交情若水，折铛聊共煮新葵。

绝怜笔底无尘津，不道胸中有町哇。

寂寂岩房同夜月，看看烟艇别山溪。

应知巴峡啼猿晓，梦在龙混竹崎西。 9

这是一首即兴诗，鉴堂是和尚的名字，只是不知何许来历。首句"半岁冷交情若7水1\."乃取

白《庄子.山木篇》中的"君子之交淡若7水k

锅煮的野菜，其乐也融融。而从"绝怜笔底无尘淳，不道胸中有町哇"这两句诗里可以知道这

时诗人心中想的还是如何写诗。而后面的"寂寂岩房同夜月"是说鉴堂和尚在寂静的岩房里

与自己看到的是一样的夜月，这是作者在写自己的想像。后一句则笔锋一转，又写眼前之景了，

诗人看到在暮色的烟蔼里，一只小船已经离开了山溪。最后两句则是虽有断肠人在天涯的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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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却并没有因此而伤心，因为还有在龙混竹崎西的梦。

再看一首序为《十九·至重庆·舟中苦热》的诗:

嘉川、|七月愁伏雨，渝州八月困残暑。

山川何处异乾坤，造物戏人逮如许。

炎凉态度何足云，江上风波尝险阻。

长啸推篷玉宇浮，眼明白鸟横烟浦。 10

诗前序中的"十九"是八月十九日诗人到了重庆，可船中闷热难挨。诗的首二句是写天

气的，后面的四句则是作者发出的对世态炎凉、造物弄人的感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自

己所遭到的不幸并不在乎"何足云"三个字道出了作者的心声，也让读者们看到了作者那宽

广的胸怀。生在天地间，又何必在意世人的"炎凉态度"又何惧那江中的惊涛骇浪与那险阻

的丛山峻岭。而后的"长啸推篷玉宇浮"则更是诗人不甘于沉沦的呐喊， ，至于结句"眼明臼

鸟横烟浦"则是作者当时所见的江上之景，没有悲苦之声，有的只是一片清朗的情色，和作者

对未来的信心。这就是作者在经历了苦热的煎熬之后的所发之声。

从上面所举的中严圆月、寂室元光、雪村友梅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禅僧所受的

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而且由于他们都系禅宗一脉，因此所吸收的更多的是中国哲学方

面的东西3 他们所追求的是对天地宇宙，四季循环，万物生生不息的悟。又由于禅宗文化的注重

修行，摒弃一切艳俗之物的特性，使之自然而然地蒙上了枯寂的色彩。因此在上述所举的这些

诗中，诗人们在抒发自身的情怀和抱负时所描写的景色，也都是以枯寂为美。只是由于这些都

是怀古、抒怀、·答友人的诗，与生活艺术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展开五山的

禅僧是如何将枯寂之美融入生活艺术的论述。

在这一章里，我们拟将对被称为王山文学双壁之一的绝海中津的诗作展开论述，来探索五

山的禅僧是如何将枯寂之美融入生活艺术的。

在上一章里，我们谈到在中严圆月、寂室元光、雪村友梅的诗作中，己经可以看到禅宗文

化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而且这些诗中大多都有描写景色的诗句，这些景色都没带有艳丽

的色彩，可以说是来自禅宗文化中的枯寂的美学。只是由于这些诗的性质所限，所以其中的生

活气息还不甚浓厚，因此还不能说是走进了生活艺术。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些禅僧没有将枯寂

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诗作，事实上，中严圆月、寂室元光、雪村友梅这三位禅僧都曾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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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类诗。但我们知道在日本文化中将枯寂之美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就是千利休所创的茶

道了，而在五山文学中自觉地将生活艺术中的茶与枯寂之美结合在一起的莫过于被称为五山

文学双璧之一的绝海中津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绝海中津是如何在他的诗中将枯寂之美融入

生活艺术的。

我们先来看看绝海中津的经历。

绝海中津(1336-1405) ，是土佐人。入京后就在天龙寺服侍梦窗疏石，而在过寺院生活时他

受到了梦窗的高足春屋妙晤的熏陶。春屋曾在镰仓的净智寺拜元朝来的僧人兰仙梵仙为师。

而这位壁仙僧人在文学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以短小精悍，格调高雅的倡颂而闻名于世。而绝

海则通过春屋得到了丝仙大师的真传，再加上他本身所具有的诗人的天赋，对诗的语言有着十

分敏锐的感觉。在三十三岁那年 1368 年(应安元年) ，绝海渡海去明朝留学，拜i蜀中天堂寺

的季潭宗油井深得器重。绝海不仅遍访江南的名刹古寺拜见有名的得道高僧向他们讨教佛法，

还乐于与各地的文人居士们诗词酬答。他的诗风温柔敦厚，没有丝毫的造作。在追求学问上绝

海对自己是非常之严格，在与中国的文人雅士结交时并不因为自己来自异国而要求有所优待，

而中国的文人们也没有将他当作异国之僧来特别对待，只是把他当作一个高雅渊博的诗人加

以礼遇。

绝海的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的诗迹，在明朝可以说是诗名远播。由于绝海运经常去当时的

京城南京，所以其名天子也有所耳闻，洪武九年 (1376) 太祖皇帝召见了他。在英武楼，绝海应制

作了一首熊野三山的诗，题名《应制赋三山)) : 

熊野峰前徐福寺，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11

当时洪武帝朱元璋海赐和一首:

《御制赐和》大明太祖高皇帝

熊野风高血食祠，松根玻用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 12

从上面所引之诗我们可以看到，绝海的诗只不过是一首很直自也很一般的应制诗，但从被

洪武帝的召见这件事中，可以想见绝海在当时的诗名之高。

绝海于此年四日本，受到足利义满与其子义持的眷顾，从京都的等持院升到相国寺六世住

持。绝海把明代纯文学的诗风及禅林四六文的作法带到了日本并将之广为传播。他在建仁寺

广招弟子，传授学业。在他圆寂后，他的弟子罢仲道芳、太白真玄、惟肖得岩、江西龙派、西

j乱俊承、仲方圆伊等人一直活跃在应永至永亨期的文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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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将五山文学发扬光大的禅僧留有诗文集《蕉坚高)) ，→说其名取《维摩经)) "方便品"

中的"是身如芭蕉"句之义。'一说是取《维摩经)) "观众生品"中的"如芭蕉之坚"句之义。

表现了作者在编撰《蕉坚蔷》时对自己所作诗文的筛选是非常严格的，而剔除的作品的数量之

多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而在这些仅存的诗中却有好多首都写到了生活中的茶，使我们可以看到

绝海是如何把禅宗文化中的枯寂之美与茶结合在一起的。

下面我们就绝海中津的诗文集《蕉坚高》中有关茶的诗来展开论述。为了便于论述，下面

所举之例按照在《蕉坚茜》中的先后顺序并加以编次。

我们先来看第一首题名为《题野古岛僧房壁》的诗:

绝岛一蝶、翠，扁舟数夜维。

偶来幽隐地，似与老僧期。

脱袖挂松树，煎茶烧竹枝。

重游定何日，临别怅题诗。 13

这里的野古岛是日本南面博多湾的→个小岛，又被叫做残岛，自古以来就是出港船只的停泊

处。诗人来到这儿，似乎是与一老僧有约在此相会。诗的开首是描写野古岛的，一说是岛的形

状就像妇人的螺形发暑一样，然而却是暗绿色的，但也可以认为是描写岛上的山峦。一些扁舟

就停泊在港湾，偶然来到这幽隐之地，等待相约在此见面的老僧。在这寂静的松林里面，将僧袍

脱下挂在松树上，然后烧着竹枝煎茶。而告别时不知何时才能到此重游，自有一种惆怅，于是在

野古岛的僧房壁上题i寺，来抒发自己当时的感受。

我们可以看到茶是诗人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会友时烧着竹枝煎茶，而相见之地乃是幽

隐之地，可见枯寂已经进入了诗人的心中。诗中所出现的颜色也只限于"翠"。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首序为"南山新居故人持笋若见赠，遂留之宿"的诗:

绿树排檐午影低，北山故 1日问新栖。

林泉养拙交无道，笋茬多情愧所携。

虚阁空廊云冉冉，疏烟小雨晚凄凄。

对床话尽十年事，迢递乡关梦欲迷。 14

在这首诗里，并没有具体的煎茶和喝茶的描写，只是写了在南山新居里，故人拿着竹笋和茶来

相赠。但我们一边读诗一边可以想像:南山的新屋在一片绿荫下，北山的故人到新居来访。可

是山林与清泉已经把我养得笨拙了，连与朋友的交往之道都不会了。因此不免为自己的不善待

客而觉愧对笋若中所包含的深重情义。而后两句则是描写景色，白云朵朵环绕着虚阁空廊，小

雨蒙蒙好似疏烟，使那一晚显得好生凄凉。而最后两句则是写两人床挨着床整晚都在叙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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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久别的故乡。

我们可以看到在诗中，所有出现的景物都带有枯寂的色彩。屋檐前成排的绿树，还有它们

的影子。寂寞的山林和小泉，还有那虚阁空廊四周的那缤纷的臼云和那朦胧的烟雨。哪一样都

有一种凄离之美，把最后的"对床话尽十年事，迢递乡关梦欲迷"推到了至高的境界。

从上面的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禅僧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和茶结下了不解之

缘。在松树林里等候老友时茶也是不可缺少的，为了煎茶，将僧袍脱下捡竹枝，然后烧竹枝煎

茶。而在禅僧之间，茶也是礼尚往来的赠答礼品，而且是一份情意厚重的礼品。而围绕在茶的

周围的却是充满了枯寂之美景与物，这使茶也在禅僧们的心中一开始就具有了枯寂的美感。

我们再来看第三首 《山居十五首·次禅月韵》诗之十一:

黄精紫术绕春哇，爱此葛洪丹井西。

传法未能同祭可，垂名何肯羡夷齐。

寒山寂寂茶人少，修竹冥冥谢豹啼。

有客纵令若陶令，相携一笑懒过溪。 15

这首诗中的黄精和紫术都是壮阳健身的中草药，而春回圭的囚周都长满了这些草药，诗人深爱此

处，因为这里是晋代葛洪的炼丹井之西。葛洪是道士，著有《抱朴子》一书，内容多为成仙得道。

而"祭可"则是指继承了达摩祖师佛法的慧可和他的弟子僧祭。"夷齐"则是伯夷和叔齐，二

人为殷之孤竹君之子，周灭殷后，不食用粟饿死在首阳山中。而茶人可以理解为采野生茶叶之

人，唐末的陆龟蒙有题为《茶人》的诗。"修竹冥冥谢豹啼"句中的"谢豹"是杜鹊的别名。

"有客纵令若陶令相携一笑懒过溪"句则是引用了"虎溪三笑"的故事。此处的"陶令"是

指陶渊明，说的是陶渊明和陆修静去拜访住在庐山的慧远，慧远在送他们时，不知不觉地过了

平时从未渡过的虎溪而正在此时传来附近老虎的吼声，三人听了都大笑起来。而这里则是反

其意而用之。而诗中的"寒山寂寂茶人少"旬，似乎另有一层意思，寂静的寒山， f可以只写茶

人少了呢?那是因为修禅与品若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禅僧和茶人也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从而

也引出了结尾的"有客纵令若陶令，相携一笑懒过溪

的竹林而不愿离去的心情。

这首诗中有着好多中国文学的典故，可见绝海对中国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可是在这些典

故的背面，却有着好多作者的人生抱负。作者的心境是复杂的，他既羡慕得道成仙的葛洪，又对

自己身负的传道使命念念不忘，可见作者的责任感很强。然而作者所爱的是绕满春哇的黄精紫

术和那寂寂的寒山，还有那冥冥的修竹。诗中没有具体描写饮茶的场面，然而诗人与茶人在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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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的寒山里，在那茂密的修竹下煮若品饮的画面却己跃然纸上。而这一切又都有着枯寂的背

景。

再看第四首《古河杂言五首》之四:

懒拙惭吾成性癖，休居幸免A时疑。

熏炉若碗招人共，蒲荐松床留客迟。

工部惟应怜北崎，赞公甘欲老西枝。

溪山未尽登临兴，江海谁同汗漫期。 16

这里的"工部惟应怜北崎"说的是曾做过工部侍郎的杜甫登上北山的欣喜之情，源于杜甫的《秋

野1î首》中的"吾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秋风吹几杖，不厌北山薇"句。"赞公甘欲老西枝"

是杜甫的《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士室二首》中的《寄赞上人》诗，其中有:

近闻西枝西，有谷杉泰稠。

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

柴荆具茶若，迂路通林丘。

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 17

"工部惟应怜北崎，赞公甘欲老西枝"句中所表现的是绝海非常欣赏杜甫在诗中的生活态度。

在柴荆煎茶品若，又沿着小运去林丘散步，自由自在，不受拘束。而最后的"溪山未尽登临兴，

江海谁同汗漫期"两句则是绝海发自内心的感慨，登临之兴犹未尽，可又有谁来与我一起在这

宽广无垠的天地江海之中悠游同乐呢?杜甫能与赞公成二老 (i来往亦风流"而我呢?

这首诗的前半也可以说是绝海为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所绘。懒散及不善应酬己经成癖，虽然

这是自谦，但也表明了不愿入流俗之真心。引退下来隐居在此避开了所有的世俗纷争。"熏炉

若碗"是为了与友人共享的，友人来访时，在熏炉里燃香，在茶碗里注入若茶，让友人留宿，睡在

铺着蒲草的松床上。

这首诗里的一部分景物描写是作者通过"工部惟应怜北崎，赞公甘欲老西枝"这两句诗，

借用了杜甫诗中的描写来展现的。作者觉得就是自己在柴荆煎茶品若，然后去那山林的小径漫

步，信步走去，无拘无束，好不自在。杜甫诗中那暖和的太阳，那柴荆、林丘、小径所具有的也

只是一种平和之美，是枯寂的一种表现。而最后的"溪山未尽登临兴，江海谁同汗漫期"中的

"溪山"是写作者所登临之处，也可以说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感慨，绝海的抱负所在不止于"溪

山，而在江海。而诗中的"熏炉若碗"与"蒲荐松床"则是禅僧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说禅

僧的生活本身就具有枯寂的美感。熏炉里燃着香，在袅绕的香烟里，主人煮若烹茶，招待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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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起睡在散发着松香味的松床上。

再看第五首题名《次韵壶隐亭》的诗:

诸生多是口谈天，壶隐高人爱说禅。

竹径邀僧鸣履出，林亭遣客枕书眠。

花吹红雪香浮座，若起雷云春动毡。

还似退藏机未密，己观文彩映时贤。 18

题名《次韵壶隐亭》是因为义堂周信的《空华集》里也有题壶隐亭的诗。这首诗中的壶隐高

人是指仙人壶公。而"口谈天"则出典后汉的邹衍因口出狂言而有"谈天口"的别号。从"壶

隐高人爱说禅"引出了一幅禅僧在山林之中的生活画卷，禅僧们有的在竹林中的小径漫步，有

的在林亭中枕着书打瞌睡。花瓣犹如红色的雪花在风中飞舞，那香气向四周飘散满座皆是。茶

烟冉冉犹如祥云瑞气，似乎在说引退的时机还未到来。

这首诗中所写的禅僧生活也自有一种枯寂的韵味，在竹林中小径漫步的禅僧是那样地悠

闲自得，看书乏了就在林子里的亭中枕着书打个盹。在禅僧们看来，飞落的花瓣就像那在风中

飞舞的雪花，而那袅绕的茶烟就像飘忽的云彩。也就是说，世间的一切都会变化，人生就是那样

地无常，这就是枯寂的真谛。

再看第六首题名《读杜牧集》的诗:

赤壁英雄遗折载，阿房宫殿后人悲。

风流独爱樊川子，禅榻茶烟吹鬓丝。 19

这首诗是绝海读了《杜牧集》后的有感而发。首旬出自杜牧《赤壁》诗中的"折就沈沙铁未

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第三句则是出自杜牧的《阿房宫赋》。第三句则表明自己爱杜牧的风

流惆悦。"樊) 11 "乃杜牧之号。末句"禅榻茶烟吹鬓丝"出自杜牧《题禅院》中"今日鬓丝禅

榻畔，茶烟轻阿落花风"之句飞其中的禅榻茶烟也自有一丝枯寂的情思。

我们再来看第七首题名为《次明绝侍者雪中韵》的诗:

积雪山中昼掩扉，营茶烟起湿林军。

为怜云外松巢鹤，清映时时刷绢衣。 21

题名中的明绝侍者的传不详。这首诗是描写在积雪的山中尽管是白天柴扉也掩着，煮若的茶烟

冉冉升起打破了树林里的雾气。可怜云外松巢里的鹤，它在一面鸣叫一面用嘴梳理着它那洁白

的羽毛。诗中那山中的积雪，还有那冉冉在林中升起的茶烟，都是枯寂之美的表现。

上面所举的第四、五、六、七首诗，后三首都有茶烟的描写，在诗中没有具体地描写品若

的情景，然而我们却可以想像在飘渺的茶烟下，禅僧们煮若的情形，也可以想像他们一边品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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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悟道的情形。而第四首则是写了"慧炉若碗"等茶具和香炉，但这些用具是"招人共"的，

也就是用来与客人一起品若闻香的，虽说只见器具，然而主人煮若焚香待客之场面已跃然纸

上。因此可以说这些诗都在某种程度上描写了禅僧的日常生活，而诗中所具有的枯寂之美就自

然而然地与之结合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枯寂之美在不知不觉中己经融入到了生活艺术里面。

在五山的禅僧中，除了绝海中津之外，其他禅僧也留下将枯寂与生活艺术联系在一起的诗

作。如寂室元光就有一首题名为《忆友人》的诗:

山院春深客不来，空庭花落没苍苔。

欲留流景怕无策，犹等佳人念未灰。

身老尤宜居世外，云闲只合卧岩限。

午眠一觉茶三碗，望断千峰推阅开。 22

这首诗中所写的是，春己深深，可寂静的山院却没有客人来访，空空的庭院，落花己盖没了苍

苔。这是一个孤独的禅僧的生活，他所喜爱的就是这种"午眠一觉茶三碗，望断千峰推阔开"

的世外生活。在孤独的禅僧看来，枯寂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也是世上最美的情趣。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绝海中津及其他的禅僧，已经在他们的诗中，将枯寂之美

融入到了生活艺术里的茶之中。

中士~li
F口 b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五山文学中的代表作家中严圆月、雪村友梅、寂室元光、绝海中 P

津，他们不仅将禅宗文化带到日本，而且还用禅宗文化的精神写下了好多流传千古的诗篇。这

些曾在中国禅宗的名山古刹里修行的留学僧，在他们的心里己经将禅宗文化中的枯寂视为美，

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枯寂的情思，枯寂的韵味是无所不在。而绝海中津在他的诗中写茶烟，

写煮若，写品茶，而诗中又充满了枯寂之美，两者就这样结合到了一起。而枯寂之美就是这样走

进了生活艺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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