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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濂生活阶段分入仕前、仕宦南京和致仕后三个时期。师从黄蟳、结交千岩禅师作为入仕前佛门交友

圈，仕宦南京以大天界寺形成交游圈，致仕后则以地缘及名望形成交游圈。这三个佛门交游圈呈现网状互

相交织状态。宋濂与僧人的交游互动，形成了他以儒者立命、旁涉佛教的儒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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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濂（１３１０—１３８１年）字景濂，号潜溪，无相居
士等，浙江金华人。宋濂是元末明初的文章家之首，

其作品中有大量的涉佛文章。以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宋濂全集》统计，约１４８５篇，涉及佛教文
章约１８８篇，涉佛作品占作品总数约百分之十三。［１］

明初应诏高僧见心来复曰：“今太史宋公学周、程之

学者，文足以贯道，才足以用世，智足以周身，治生之

暇，乐于吾徒游，隽永禅悦，竟日忘倦，是能不异其教

而同其道，不外其迹而内其心，非独知人而又知言者

矣。”［１］２５６６宋濂旁涉佛教，以文辞为佛事，为僧徒所

信向，明朱时恩《居士分灯录》将其列为千岩元长禅

师法嗣，明万历间高僧莲池大师辑录其涉佛作品，曰

《皇明护法录》。

宋濂佛门交游研究是宋濂佛学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亦是整个宋濂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儒释交

游，对宋濂佛学思想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亦影

响了宋濂的创作和思想。

一、佛门交游圈的形成

宋濂佛门交游网络，随其仕宦南京，交游圈也随

之发生变化。入仕前主要由两个网络圈形成：其一

是授业师黄蟳的释门交游圈；其二是地缘关系的千

岩禅师交游圈。入仕后，主要以南京大天界寺为缘

而形成交游圈。其致仕后，退居浦江，因地缘与名望

而形成儒释交游圈；年年朝京，由浙江浦江至江苏南

京，旅途登临古刹而结交高僧，形成交游圈。

（一）黄蟳圈

黄蟳（１２７７—１３５７年），字文晋，又字晋卿，元时
为翰林侍讲学士，浙江金华人。宋濂“从先生游垂二



十年，知先生为最深”［１］３１１。黄蟳涉及佛教的作品数

量很多，其与浮屠氏的交往直接影响了宋濂。如宋濂

《别峰同公塔铭》中曰：“永康胡公长孺、吴兴赵文敏

公孟瞓、巴西邓文肃公文原、长沙欧阳文公玄、乌伤黄

文献公蟳、武威余忠宣公阙，咸乐与公交，函诗往来无

虚岁……公（别峰同公）以濂为文献公门人，时相过

从，慰劳者甚厚。”［２］６１０－６１１因师生关系，黄蟳的方外友

也成了宋濂的方外友。再如与黄蟳交游的灵隐寺朴

隐净公，与宋濂也是友人。（《护法录》之《朴隐净公

塔铭》有：他若黄文献公蟳、蒙古忠介公泰不华、翰林

学士危公素，其同辞称师。师殁后一年，译请虎丘大

师仁公疏为事状，以某（宋濂）与师友也，来征

铭。［２］６１３）也有如季蘅若公与黄蟳交游，宋濂“事文献

公时，每闻扬法师（若公）之善，固以窃识之矣”［２］６３５。

宋濂受教于黄蟳，所以影响其亦与释氏结缘。再以宋

濂作品中提及黄蟳释门交游作一例证（见表１）。

表１　宋濂《护法录》之黄蟳涉佛记录
序号 出处 记述

１ 《东溟日公碑铭》 （下竺灵山教寺）大雄宝殿成，……黄文献公蟳实为之记

２ 《别峰同公塔铭》 乌伤黄文献公蟳、武威余忠宣公阙，咸乐与公（别峰同公）交，函诗往来无虚岁

３ 《朴隐净公塔铭》 他若黄文献公蟳、蒙古忠介公泰不华、翰林学士危公素，其同辞称师无异于虞公

４ 《文明海慧塔铭》 一时士大夫若赵文敏公孟瞓、黄文献公蟳、周内翰仁荣、李著作孝光、张炼师天雨，皆结法师为方外交

５ 《若公塔铭》 黄文献公蟳为序其首

６ 《无用贵公塔铭》 黄文献公为记其事云

７ 《广智全悟迁塔铭》 黄文献公为撰碑铭

８ 《广利禅寺碑铭》 黄文献公蟳为之作记

９ 《径山悦堂禅师四会语序》 先师黄文献公现宰官身，敷宣般若，与禅师为方外交

１０ 《重刊寂照和尚四会语题辞》 元叟端公既示寂，金华黄文献公为铭其塔

１１ 《用明禅师文集序》

先师黄文献公游浙水西，用明橐其所作来见，复成诗八十韵以为贽。黄公读已，大加称赏，遂日与黄

公游。及其东还乌伤，用明又赋诗饯之，黄公因造序文一篇以遗用明。独念及黄公之门三十余年，

知用明受知为深，幸与用明交，亦似无间

１２ 《水云亭小稿序》 黄文献公皆尝参叩及交游云

１３ 《朽室偈》 材仲禅师尝名其室为朽，而征辞于韩庄节公、黄文献公

　　从师承来看，宋濂与佛门的因缘主要受黄蟳影
响，黄蟳交游的僧人许多亦是宋濂的方外友［３］。

（二）千岩元长圈

千岩元长（１２８４—１３５７年），名元长，号千岩，
越之萧山人（杭州）。千岩禅师乃元末大浮屠，建

道场于乌伤伏龙山，宋濂为其作塔铭云：“濂初往

伏龙山见师，师吐言如奔雷。时濂方尚气，颇欲屈

之，相与诘难，数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往见

焉。师问曰：‘闻君阅尽一大藏教，有诸？’濂曰：

‘然。’曰：‘耳阅乎？抑目观也？’曰：‘亦目观尔。’

曰：‘使目之能观者，君谓谁耶？’濂扬眉向之，于是

相视一笑。自时厥后，知师之道超出有无，实非凡

情之可窥测。因缔为方外之交垂三十年。其激扬

义谛，往来尺牍之在箧衍者，墨尚湿也。虽缠于世

相，不能有所证入，而相知最深。铭非濂为，而孰

宜为之？”［２］６３２－６３３

宋濂参访千岩禅师，扬眉瞬目之顷，心领神

会，结为方外友垂三十年，宋濂屡屡称扬禅师“予

壮龄时，与千岩长公为方外交”［２］６４４。“往予家居

时，尝谒千岩禅师于乌伤伏龙山”［２］６４４。千岩禅师

是得道高僧，弟子众多，宋濂因与其交游，得以结

交众多方外之友。如天龙禅师无用贵公是千岩禅

师嗣法弟子，又与宋濂是同乡，宋濂曰：“余与千岩

结方外之交，挥麈谈玄，无月不会，而师（天龙禅

师）又与余同乡里，故于师之传授行业，知之实

详。”［２］６３８再以宋濂与清欲了庵弟子祖潜、海寿结

交为例：［２］６６４

予壮龄时，与千岩长公为方外交。千岩以

南堂禅师偈赞示余，余读之，惊曰：“是有所证

悟者之言也……。”千岩以余言为然。……自

时厥后，或吴或楚，或梁宋或鲁卫，名僧开士，多

有谒余浦阳江之上者，余既见，辄问：“见南堂

否？”……心慕之为愈。至及来京师，其弟子祖

潜、海寿复持《三会语》畀余，而求为之序。

以千岩禅师之因缘，宋濂心慕南堂禅师（清欲

了庵），从而结识祖潜禅师、海寿禅师。诸如此类，

宋濂结交众多方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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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大天界寺圈

宋濂仕宦南京，随事于朱元璋，出入大天界寺，

抵蒋山广荐法会，结识了很多高僧硕德。如大天界

寺主僧宗泐、觉原禅师、楚石禅师、东溟日公、愿证、

见心来复、白云度公等等。此时的宋濂随事朱元璋

左右，既以文章道德鸣世，复具佛学厚养，加之朱元

璋崇兴佛教的社会环境，许多高僧以得宋濂文为荣。

如东溟日公曰：“吾死，非宋学士不可以铭吾

塔。”［２］６０８众多僧人与宋濂结交，及有日本僧人范堂

仪公也成为宋濂方外友。

（四）其他

宋濂致仕后，归家浦江。虽退居静轩，闭门谢客，

但以宋濂的声誉与名望，想结交宋濂或求文者摩肩擦

踵，如金华有源禅师与宋濂之结交，“有源征予为之

记，予年逾七十，凡索文者皆峻斥。见有源素发垂领，

道貌渊雅，言语悃?无华，不觉心许之。因为敷坐而

倡言”［２］６５２。宋濂致仕后，年年朝京，由浦江至南京，

南京回浦江，行途中登临净慈寺、天龙寺等名刹古寺，

许多僧人与之结交。如月舟禅师与行满禅师与宋濂

之结交，“濂自休致以来，颇一至杭，憩永明慧日峰下，

天龙寺与永明相去不五里而近。其主僧月舟、禅师行

满，邀濂出游”［２］６５１。再如东溟日公曾应诏南京，与宋

濂相识，后辞归杭之上天竺寺，宋濂曰：“濂前年幸谒

师，见师精神浮动眉宇间，戏谓师曰：‘法力所摄，师之

四体当益强。濂岁岁上京师，必过虎林，必与师谈辨

如今日也。’师曰：‘学士固未艾，老身石火电光尔，乌

能久乎？’遂一笑而别。”［２］６０８－６０９

从宋濂活动范围来说，他从浙江金华浦江一路

向北，经绍兴、杭州、苏州、至南京，再从南京回浦江，

足迹所及主要是这些地区；从师承关系上来说，宋濂

授业师黄蟳与僧人的交游圈，成为宋濂方外交游的

部分；从方外参学来说，千岩禅师及其法系弟子，成

为宋濂方外交游的部分；从仕宦来说，宋濂在南京任

职十九年，南京大天界寺等处又成为宋濂方外交游

的圈地。宋濂声望日重，其结交众多，从而有多个交

游圈。而同乡、行旅、仕宦三者形成的交游圈往往交

织在一起，如无用贵公与宋濂都是浙江金华人，千岩

禅师与宋濂曾同在浙江金华，大天界寺住持宗泐与

宋濂既是同乡又是同僚。宋濂的佛门交游圈围绕着

这些因素而形成。

二、佛门交游活动

（一）互动例析

　　以下从《护法录》涉及宋濂与方外交游的互动
作出分析，详见表２。

表２　宋濂与僧人互动情况
序号 出 处 例 证 僧 人

１ 《觉原遗衣塔铭》《李大猷传》 濂尝与师游，而与愿、戒交尤洽；濂与愿证交 觉原禅师、愿证、净戒

２ 《佛日普照慧辨禅师塔铭》
予慕师之道甚久，近获执手护龙河上，相与谈玄，因出《?语》

一编求正
楚石禅师

３ 《东溟日公碑铭》 执事尝与先师游 东溟日公

４ 《别峰同公塔铭》 始获识公；以濂为文献公门人，时相过从，慰劳者甚厚 别峰同公

５ 《朴隐禅师净公塔铭》 以某与师友也 朴隐净公

６ 《白云禅师度公塔铭》 予尝接师护龙河上；予颇知师 白云度公

７ 《径山和尚及公塔铭》 师在天界时，濂颇获闻其绪论 以中及公

８ 《辅良大师石塔碑铭》 持示其友金华宋濂曰…… 季潭泐公

９ 《竹庵渭公白塔碑铭》 濂长清远八岁，虽屡承容色，官守所拘，不暇以宗乘相叩 清远渭公

１０ 《仁公塔铭》 濂与师交颇久 德隐仁公

１１ 《妙果禅师塔铭》 及来秣陵，与师诸孙似杞交 似杞

１２ 《若公塔铭》 濂事文献公时，每闻扬法师之善，固以窃识之矣 季蘅若公

１３ 《桐江大公行业碑铭》 濂昔见师于金华山中，共蝇头细书，戏问之…… 桐江大公

１４ 《大用才公行业碑》 濂之方外友具庵法师
)

公 具庵
)

公

１５
《无用贵公塔铭》《南堂禅师语录序》

《千岩禅师语录序》

余与千岩结方外之交，挥麈谈玄，无月不会；予壮龄时，与千岩

长公为方外交；往予家居时，尝谒千岩禅师于乌伤伏龙山
千岩长公

１６ 《〈裕公三会语录〉序》
濂颇获与公游，尝以《?语》三卷质正于公，公不鄙而题识之，

许其可以入道
约之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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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出 处 例 证 僧 人

１７ 《杭州天龙寺石佛记》 濂自休致以来，颇一之杭……主僧月舟、禅师行满，邀濂出游 月舟、行满

１８
《径山愚庵禅师四会语序》《水云亭小

稿序》

介吾友用堂螰公请文以题其首；及来南京，获与用堂会于护龙

河上
用堂螰公

１９
《〈用明禅师文集〉序》《送用明上人还

四明序》

余奉诏来京师总修元史，适与用明会于护龙佛舍；今年之春，与

余胥会南京
用明

*

公

２０ 《送觉初禅师还江心序》
余奉诏总修元史来南京，觉初亦振锡自江心而至，握手共语，情

盖欢如也
觉初恩公

２１ 《送季芳联上人东还四明序》 有若季芳上人，其盖有以起余者 季芳联上人

２２ 《送天渊禅师?公还四明序》 余与天渊相知尤深也 天渊?公

２３ 《赠定岩上人入东序》 会余词林，请书首简 定岩戒师

２４ 《惠香寺新铸铜钟铭》 濂近迁居寺东五里青萝山中，与僧崇侃游甚洽 崇侃

２５ 《柳庵偈（并序）》 予谒同庵南屏山中 同庵禅师

２６
《恭题赐和〈托钵歌〉后》《题金书〈法华

经〉后》

（上）问近者高行僧为谁，臣以前住持开元文康对；介旧友穆庵

康公请补书其亡
开元文康

２７
《〈复公禅师三会语〉序》《〈复公文集〉

叙》《蒲庵禅师画像赞》
予知师颇详 蒲庵复公、昙?

　　通过以上例证，从僧人方面来说，彼此以宗乘相
叩，兼及请文于宋濂。宋濂与方外之人交往，对其佛

学修养的影响显而易见。首先向高僧大德请教问

学，辨正解疑，如千岩禅师、楚石禅师、约之裕公等；

其次与释子们切磋相叩，如觉原禅师、愿证、净戒、天

渊?公、桐江大公、蒲庵复公、昙?等；最后，宋濂以

理学传人、朝廷文学侍从的身份旁涉佛教，其能结交

众多的方外友人，亦是其佛学正识的见证，非双方曲

意迎逢。此可以朱元璋与宋濂之对话见证：

朕知僧之意，有所精学，卒无扬名之处，故

特求名儒以改益之，由此而扬名，欲出为我用。

濂曰：“恐无此乎！”［４］

僧人结交宋濂，宋濂否认其借宋濂扬名，以宋濂

之身份地位更无取悦僧人之意。所以，宋濂与僧人交

游，一方面是其心慕宗乘，为了增长佛学识见。宋濂

深知佛理高深，修学所得，必以得大识见之人的验证，

才能避免误入歧途。另一方面，宋濂交游僧人，能够

不存儒释之异的偏见，而取佛理与儒学相通之处；不

取佛学出世，儒学入世之轨迹不同，而取佛学明心见

性，儒学修心养性，二者于教化人心有相同之处；宋濂

与僧人交游，不独仰慕大师高名，而是取佛氏导人为

善之理，摄心归正，从而内修佛智，外补教化。

（二）交游统计

为了更清晰展现宋濂佛门交游情况，兹将宋濂方

外交游作了具体统计（见表３）。从宋濂一生的三个
大致时间段———入仕前、仕宦南京及致仕后为分期，

涉及僧人的里籍、修习教乘和资料出处等几方面。信

息来源依据《嘉兴藏》（新文丰版）２１册收录之《护法
录》，表中留有空白地方，系无从考证而阙如。

表３　宋濂佛门交游统计

序号 僧人 里籍 教乘 出处

入仕前／
仕南京／
致仕后

１ 似桂 禅宗、天台宗 《孚中信公塔铭》 仕南京

２ 觉原禅师 浙江天台 禅宗、天台宗 《觉原遗衣塔铭》《李大猷传》 仕南京

３ 愿证 苏州 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４ 净戒 禅宗 《觉原遗衣塔铭》 仕南京

５ 证传 苏州 《李大猷传》 仕南京

６ 净觉 同上 仕南京

７ 楚石梵琦 浙江宁波 禅宗、净土宗 《佛日普照慧辨禅师塔铭》 仕南京

８ 景骔 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９ 文晟 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０１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８月



续表３

序号 僧人 里籍 教乘 出处

入仕前／
仕南京／
致仕后

１０ 行中仁公 《佛日普照慧辨禅师塔铭》《朴隐禅师净公塔铭》 仕南京

１１ 祖全 禅宗 《壁峰金公塔铭》 仕南京

１２ 逆川顺公 浙江温州 天台宗、禅宗 《逆川顺公塔铭》 仕南京

１３ 行圆 天台宗、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１４ 白庵金公 苏州 禅宗 《白庵金公塔铭》 仕南京

１５ 保宁敏机 浙江湖州 禅宗 《白庵金公塔铭》《冲默斋记》《孤峰德公塔铭》 仕南京

１６ 东溟日公 浙江天台 天台宗、净土宗 《东溟日公碑铭》《送慧日师入下竺灵山教寺受经序》 仕南京

１７ 妙修 天台宗、净土宗 《东溟日公碑铭》 仕南京

１８ 别峰同公 浙江绍兴 华严宗、禅宗 《别峰同公塔铭》 仕南京

１９ 总该 华严宗、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２０ 约之崇裕 江苏常州 禅宗 《新刻楞伽经序》 仕南京

２１ 师秀 禅宗 《育王裕公塔铭》《广利禅寺碑铭》 仕南京

２２ 朴隐净公 浙江绍兴 禅宗、天台宗、净土宗 《朴隐禅师净公塔铭》 仕南京

２３ 白云度公 浙江丽水 禅宗 《白云禅师度公塔铭》 仕南京

２４ 用堂螰公 禅宗 《无梦和尚碑铭》《径山愚庵禅师四会语序》 仕南京

２５ 虚白杲公 江苏丹阳 禅宗 《无梦和尚碑铭》《重兴太平万寿禅寺碑铭》《夹注辅教编序》 仕南京

２６ 以中及公 苏州 禅宗 《径山和尚及公塔铭》 仕南京

２７ 道衍（姚广孝） 苏州 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２８ 华克勤 浙江绍兴 天台宗 《原璞璋公碑铭》《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 仕南京

２９ 仁性 禅宗 《宁公碑铭》 仕南京

３０ 祖玟 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３１ 德随 禅宗 《杰峰愚公塔铭》 仕南京

３２ 道达 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３３ 处仁 华严宗 《古庭学公塔铭》 仕南京

３４ 法慧 华严宗 同上 仕南京

３５ 季潭宗泐 浙江台州 禅宗 《辅良大师石塔碑铭》《广智全悟大禅师迁塔记》 仕南京

３６ 智晓 天台宗、净土宗 《瞽庵示公碑铭》 仕南京

３７ 文妥 《大千照公碑铭》 仕南京

３８ 清远怀渭 江西南昌 禅宗 《竹庵渭公白塔碑铭》 仕南京

３９ 道谦 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４０ 德琼 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４１ 德隐普仁 浙江金华 禅宗 《仁公塔铭》 入仕前

４２ 门郁 禅宗 《无旨授公塔铭》 仕南京

４３ 范堂仪公 日本 禅宗 《日本古先原碑铭》《赠令仪藏主序》《日本瑞龙山重建转法轮藏禅寺记》 仕南京

４４ 似杞 禅宗 《妙果禅师塔铭》《观音大师观瀑像赞》 仕南京

４５ 慧月 《妙果禅师塔铭》 仕南京

４６ 千岩元长 浙江杭州 禅宗 《普利大禅师塔铭》《无用贵公塔铭》《南堂禅师语录序》 入仕前

４７ 演福 天台宗、净土宗 《文明海慧塔铭》 仕南京

４８ 季蘅若公 浙江绍兴 天台宗 《若公塔铭》 入仕前

４９ 友奎 浙江绍兴 天台宗 《若公塔铭》 仕南京

５０ 桐江大公 浙江金华 禅宗、净土宗 《桐江大公碑铭》 入仕前

５１ 戒茂 禅宗 《桐江大公碑铭》 仕南京

５２ 具庵
)

公 浙江宁波 天台宗、净土宗 《大用才公碑铭》《夕佳楼颂》 仕南京

５３ 无用贵公 浙江浦江 禅宗 《无用贵公塔铭》 入仕前

５４ 德盛 禅宗 同上 入仕前

５５ 圆伊 禅宗 《竺源远公塔铭》 入仕前

５６ 清守 禅宗 《佛光普照大师塔铭》 仕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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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序号 僧人 里籍 教乘 出处

入仕前／
仕南京／
致仕后

５７ 妙期 《重兴太平万寿禅寺碑铭》 仕南京

５８ 仲纶弥公 《奉圣禅寺兴造碑铭》 仕南京

５９ 匡弘 《重建绳金宝塔院碑》 仕南京

６０ 如海 《毗卢宝藏阁碑》 致仕后

６１ 德岩 华严宗 《重塑释迦文佛卧像碑铭》 致仕后

６２ 普安 《官岩院碑》 入仕前

６３ 用晦熙 《明觉寺碑》 入仕前

６４ 见心来复 江西丰城 禅宗、净土宗 《跋蒋山法会记后》《蒲庵禅师画像赞》 仕南京

６５ 苇舟上人 《又云跋蒋山法会记后》 仕南京

６６ 雪山成上人 《又跋蒋山法会记后》 仕南京

６７ 行原 《佛陇禅寺兴修记》 仕南京

６８ 静山仁公 《重建证果寺记》 致仕后

６９ 月舟 《天龙寺石佛记》 致仕后

７０ 行满 同上 致仕后

７１ 象先舆公 浙江台州 禅宗 《广利禅寺涂田记》 入仕前

７２ 用庵照 禅宗 《重建幻住庵记》《栖云室记》 入仕前

７３ 有源 浙江金华 禅宗 《法海精舍记》 致仕后

７４ 无闻聪公 禅宗 《栖静精舍记》 致仕后

７５ 弥坚 禅宗 《金华安化院记》 致仕后

７６ 永 禅宗 同上 致仕后

７７ 允真 禅宗 《金华永宁禅庵记》 入仕前

７８ 良亮 禅宗 《宝盖山实际禅居记》 入仕前

７９ 唯庵然 上海松江 禅宗 《松隐庵记》《跋德禅师船居诗后》 入仕前

８０ 慧开 禅宗 《松隐庵记》 入仕前

８１ 可传 同上 入仕前

８２ 静庵恬 《松风阁记》 致仕后

８３ 南翁凯公 《金刚经新解序》 仕南京

８４ 夷简 禅宗 《新注楞伽经后序》《净慈寺新铸铜钟铭》 仕南京

８５ 那道辉 天台宗、华严宗、禅宗 《善财南询序》 仕南京

８６ 雪山成公 《大般若经通关法序》 入仕前

８７ 祖杲 浙江舟山 禅宗 《传法正宗记序》 仕南京

８８ 端文 江西南昌 禅宗 《重刻护法论题辞》 仕南京

８９ 永寿 《释氏护教编后记》 入仕前

９０ 一林桂公 《三经小引》 仕南京

９１ 恕中无愠 浙江临海 禅宗 《瑞岩和尚语录序》 仕南京

９２ 居顶 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９３ 月径满公 禅宗 《雪窗禅师语录序》 仕南京

９４ 祖潜 禅宗 《南堂禅师语录序》 仕南京

９５ 海寿 禅宗 同上 仕南京

９６ 一庵邻上人 禅宗 《千岩禅师语录序》 入仕前

９７ 径山悦堂 浙江宁波 禅宗 《径山悦堂四会语序》 入仕前

９８ 南峰?公 禅宗 同上 入仕前

９９ 昙? 禅宗、净土宗 《复公三会语序》《声外?师字说》 仕南京

１００ 用明
*

公 浙江宁波 禅宗 《永明文集序》 仕南京

１０１ 祖阐 浙江宁波 禅宗 《恭跋御制诗后》 仕南京

１０２ 觉初恩公 天台宗、禅宗 《送觉初恩公还江心序》 仕南京

１０３ 用明上人 浙江诸暨 律宗 《送用明上人还四明序》 仕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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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僧人 里籍 教乘 出处

入仕前／
仕南京／
致仕后

１０４ 璞原 浙江绍兴 《送璞原师还越中序》 仕南京

１０５ 季芳道联 浙江宁波 《上季芳联上人东还四明序》 仕南京

１０６ 天渊?公 浙江台州 禅宗 《送?公还四明序》 仕南京

１０７ 定岩 浙江湖州 禅宗 《赠定岩上人入东序》《大慈山虎跑泉铭》 仕南京

１０８ 迪中允 浙江天台 《送允师省母序》 仕南京

１０９ 清源 福建泉州 《赠清远上人归泉州觐省序》 仕南京

１１０ 弘畅 《重刻金刚经序赞》 致仕后

１１１ 宥悌 《金刚经灵异赞》 致仕后

１１２ 竺源远公 浙江兰溪 《新刻法华经序赞》 致仕后

１１３ 智光 律宗 《八支了义净戒序赞》 仕南京

１１４ 无授上士 《写经为像及血书心经赞》 致仕后

１１５ 东山禅师 《十八大罗汉赞》 仕南京

１１６ 龙门海公 《达摩大师赞》《般若松赞》 致仕后

１１７ 大禅安公 禅宗 《南堂禅师画像赞》 仕南京

１１８ 良杞 禅宗 《般若松赞》 致仕后

１１９ 崇侃 《惠香寺新铸铜钟铭》 入仕前

１２０ 大基丕 浙江宁波 《清净境亭铭》 仕南京

１２１ 法咸 《圆具图颂》 入仕前

１２２ 材仲 浙江宁波 《朽室偈》 入仕前

１２３ 本然净 浙江湖州 禅宗 《柳庵偈》 致仕后

１２４ 义中胜 《清斋偈》 仕南京

１２５ 云巢丈人 同上 仕南京

１２６ 道陵 《云谷偈》 致仕后

１２７ 无闻 浙江天台 《报恩说》 致仕后

１２８ 文康 浙江宁波 禅宗 《恭题赐和托钵歌后》《跋金刚经篆书后》 仕南京

１２９ 惟肇 《跋新刻圆觉经后》 仕南京

１３０ 香严仲模 《题四十二分金刚经后》 仕南京

三、宋濂与佛教

宋濂与佛教之因缘，兹以宋濂自我表述和他人

说辞来看与佛教的关系，进而分析宋濂以儒学为本，

旁涉佛教的多元化特点。

（一）《护法录》［２］之宋濂自述例证

１．濂自幼至壮，饱阅三藏诸文，粗识世雄氏
所以见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颇以文辞为佛

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顺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

铭为嘱。衰迟之余，诸习皆空，凡他有所请，辄峻

拒而不为。独于铺叙悟缘，评骘梵行，每若不敢

后者，盖欲表般若之胜因，启众生之正信也。２．
我如来设教。３．我佛如来４．濂也不敏，早岁从
诸老游，欲假般若为宅心之地。５．某虽不敏，每

以文辞为佛事。６．予早岁屡阅一大藏教，晚独
慕乎心宗。７．我佛如来；予也不敏，尽阅三藏，

灼见佛言不虚，誓以文辞为佛事。８．我释迦文

佛。９．我大雄氏。１０．濂幼龄时，辄读《金刚感

应传》。１１．我释迦如来。１２．予幼时颇见正平

张戒集三译之长（译《阿跋多罗宝经》）。１３．昔
我三界大师；濂不敏奥，自壮龄颇阅三藏诸文

……裁成《文句》一卷。１４．濂阅大藏者凡三。

１５．昔者濂读《涅?经》及《智度论》，颇知释迦文

佛以正法受迦叶，世世相传，具有明证。１６．予

本章逢之流，四库书颇尝习读，逮之壮龄，又极潜

心于内典，往往见其说广博殊胜，方信柳宗元所

谓与《易》、《论语》合者为不妄，故多著见于文辞

间……；儒释之一贯也。１８．吾达摩大师。１９．

闻予颇究内典。２０．以予颇究内典。２１．予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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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也，四库书册，粗尝披阅，三藏玄文，颇亦玩

索。２２．吾佛之学。２３．以濂信向佛乘。２４．余
尝宴坐般若场中，深入禅定。

宋濂自述与佛教因缘共 ２４处之多，其屡用
“我”“吾”之语气，将佛氏引为同调。宋濂自幼时即

触及佛教，直至壮年三阅大藏，积累了深厚的佛学根

基。其不仅从教理上深究佛学，而且注重实修，深入

禅定。宋濂在《血书华严经赞》中提及其母妊娠时

梦到异僧，由此可知，其与佛教的因缘有家庭的影

响，年幼即读《金刚感应传》，也应有长辈指引所致。

从宋濂曰正法具有明证、佛言不虚等语可以推断，其

于佛教之态度，随年岁增长，愈加敬信。

（二）《护法录》之僧人说辞例证

１．（僧似桂）居士深究内典，为吾徒之所信
向。２．（释宗泐）子通吾宗，其言当见信于世。
３．（僧月舟）明公以文辞为佛事。４．（日范堂仪
公）先生自通一大藏教。

从僧人之口评价宋濂来看，宋濂以儒涉佛，具真

知灼见，所以为教内所认可。

（三）从刘基、方孝孺看宋濂与佛学的关系

以下仅选取与宋濂联系紧密的二位，通过其视

角看宋濂与佛教的关系。刘基与宋濂同乡，又是宦

阁同僚；方孝孺则是宋濂最得意门生。

刘基（１３１１—１３７５年），字伯温，浙江青田人。
其《〈潜溪后集〉序》称宋濂“上究六经之源，下究子

史之奥，以致释老书之书，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

为文则主圣经而奴百氏，故理明词腴，道得于中，故

气充而出不竭。至于其驰骋之余，时取老、佛语以资

嬉戏，则犹饫粱肉而茹苦荼、饮茗汁也”［１］２４９１。

宋濂曰：“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

之文”，“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宣之，

本建则其末治，体著则其用彰，斯所谓成阴阳之大

化，正三纲而齐六纪者也。呜呼！非知经天纬地之

文者，恶足以语此”［１］１４０３－１４０６。宋濂以文贯道，其文

的范围经天纬地，所以释、老书亦在其列，其道乃圣

贤之大道，从六籍，从孟子之文，从韩子之文，从欧阳

子之文，可以直趋其圣贤大道。其又曰：“天生东

鲁、西竺二圣人，化导蒸民，虽设教不同，其使人趋于

善道则一而已。为东鲁之学者，则曰我存心养性也；

为西竺之学者，则曰我明心见性也。究其实虽若稍

殊，世间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２］６６２宋濂将释

教之理统一于其“圣贤之道”中，也即刘基认为宋濂

“主圣经而奴百氏”。刘基将佛教作为宋濂养气，涤

除玄鉴，澄心味象，继圣贤之任旅途之中的怡情养性

法门。

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年），浙江宁海人，字希直，
号逊志。方氏《学士亭记》曰：

时乌伤圣寿寺有千岩大师者，磊落善谈论，

喜与吾儒游。公时时过，与之语，辄连日夜不

休。当其适意时，或携薘陟崇陵，看云起，卧石

床，听泉瀑声，久则大笑而别，别已复会。人见

其然，以为公乐闻其道，岂知公者哉？及乎真人

御极，僭乱平而四海定，公应聘而起，居朝廷者

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年六十有八，

致其政而归。［１］２５８２

方孝孺认为，世人以为宋濂喜与浮屠氏游，且

“乐闻其道”，就认为宋濂信向佛乘，崇信佛道，是没

有真正了解宋濂。其以宋濂应聘而起，居朝十九年

为证，认为宋濂的志向是儒家的修身俟命，建功立

业。如宋濂作《送方生还宁海》曰 “真儒在用世，宁

能滞弥文？”［１］１６２６

小结：宋濂与佛学的关系，其《龙门子凝道记》中

有：“儒与浮屠，其言固有同者，求其用处，盖天渊之不

相涉也，岂可混而为一哉？”［１］１７８７宋濂自称“予儒家之

流也”，其名分既正之，则宋濂与佛教之关系，无论其

曰“儒释一贯”，亦无论人称其“佞佛”，都是其“天下

有道，出辅明君，以兴一王之治，使三代礼乐复见当

今”志向［１］１７６１为主导，佛学为之辅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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