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中唐著名詩人白居易，其交遊、思想、詩文都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

以白居易的文本為研究對象，將其置於中唐儒、釋、道三教並行以及中國的佛禪

思想最為盛行的文化歷史語境下，以比較文學的方法，從主體性選擇、宗教心理

學、文本的分析、詩學思想等方面來論述白居易最終選擇佛教信仰的歷程和其人

其詩與中國佛學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全文共分為引論、正文和結語三個部分。引論部分簡單回顧了中國學界白居

易研究的發展概況和現狀，簡述了本文的寫作構想。 

正文部分由六章組成。第一章探討白居易對佛教的主體性選擇，即從白樂天

到晚年自封「香山居士」、「佛弟子」，白居易在歸依的漸進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思

想選擇的過程：從早年對佛教的隨性接觸與認識到因貶謫江州等生活變遷對佛教

有親身的體認並產生了居士情懷；隨著他對大乘佛理的深刻領悟、居士情懷的日

愈深厚，他又將儒、道（老莊與道教）思想融合到自己以佛教指導生活、嘗試居

士修行的生活實踐中；晚年重修香山寺的完成也成就了其居士之名。而這個轉變

過程都在白居易的詩文中得到了反映。

第二章從宗教心理學的角度結合白居易的生平及其創作來分析探討白居易皈

依佛教的過程中其宗教意識的發展過程以及他在以佛教為「個人信仰」的過程中

對傳統的儒、道（老莊與道教）思想所作的選擇。從艱難多故的童年、「三登

科第」到「志在兼濟」十年仕途生活（公元 772 年～ 815 年冬），從貶謫江州、忠

州量移的仕途轉機到離京外任（公元 815 年冬～ 826 年），從再次短暫的歸朝擢

任到求分司東都以終老（公元 827 年～ 846 年），白居易經歷了抽象意義上的「外

在宗教意識的形成──遵守型宗教意識──內在型宗教意識──自決型宗教意識」

這一發展模式；同時，表現詩人錯綜複雜的情感和思想的詩文則呈現了白居易作

為個體人所經歷的與時代、社會、文化、個人性等密切相關的具有「個人特性」

的歸依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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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和第四章以白居易的文本為立足點來探討其詩文中所蘊含的「主體意

識及其自覺」與佛學之間的關係。第三章從白居易詩文中所經常表現的感逝歎老

的主題出發，對詩人強烈的生命意識、自我意識與自省意識進行解讀。白居易的

生命意識與自我意識使他在詩文中反覆表達了自己對時間流逝、生命短暫、命運

蹉跎的感慨與執著自我的苦痛；與此同時，其自省意識與自我意識又促使他在感

傷、痛苦中表現出對自我執著的超越。在與佛教逐步深入的接觸中，白居易的「主

體意識的自覺」和自我反思得以強化，這促使他在肯定自我生命經驗的同時也超

越了對自我的執著並在詩中表現了閒適逸老之情。這一轉變是在佛學思想的啓悟

下完成的。第四章對白詩中所蘊藏的「主體意識的自覺」進行了深入解讀。對自

我的極度關注和對人生無常的親身體悟使白居易在詩中表現出中唐詩人普遍所共

有的對外物的「詩性佔有」。宇文所安所說的這種「個體意識」作用下通過詩文體

現「個人特性」和風格的話語層面的「佔有」與白居易較早具有的人生無常的思

想密切相關。「中人」意識與親身體認後形成並加深的人生偶然無常的思想使白居

易更易於接受佛教思想。在佛禪之理特別是南宗禪的明心見性、「平常心是道」等

思想的引導下，白居易以不同於傳統的「形式化（詩）」的表達方式對佛禪之理作

出了個人化的詮釋。

第五章從佛學思想的角度探討白居易淺切平俗的詩風和他的「根情」思想。

在佛禪啓發主體性思維和自主性意識的思想作用下，白詩所謂的「淺切平俗」的

風格，其實是詩人主動自覺地追求實踐個人風格（即具有任性率真「特性」的真

切自然）的外在表現；在此基礎上，其「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的詩

學觀點中所包含的對詩人主體意識的關注及對詩歌創作整體、辯證的認識等思想

也表現出白居易的「根情」說與佛教整體、辯證的思維方式之間的聯繫。

第六章在分析白居易的情理觀的基礎上，探討了其被稱為「廣大教化主」的

深層原因及由此而顯現出的白居易對佛教的本質和實用性的深切把握。白居易的

「廣大教化主」之名不僅表現在其詩中所展現出的包容豁達的品格和開闊詩境的創

新，更為重要的是在於詩人於詩中所表現的以佛理指導人生，在反思自我、直面

人生問題時流露出的「情」「理」交融的真實感悟和在實踐中領悟佛理而獲得的人

生智慧。在挖掘佛教的內在價值和實用性的同時，白居易的人生也逐漸進入了全

新的境界，而他對儒釋道思想的擇取與吸收並用也體現出中國文化深層的辯證理

性思維方式的作用。

結語部分進一步強調了白居易以實用性為原則融通儒、釋、道的思想，並運

用中國佛學圓融無礙、方便任運的思想打通了文學創作與佛教信仰之間的界限。

這不僅為唐以後的崇佛文人將佛教思想融入個人生活提供了範本，而且也標誌著

佛學思想在整體上已經逐漸溶入中國社會和意識形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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