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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勝利 著

佛教文學視域中的楚石梵琦詩歌研究（上）



提    要

元明之際的臨濟宗高僧楚石梵琦被譽為「國初第一等宗師」，他禪淨雙修，而最終歸心蓮宗。

在元代禪林紹承宋代文字禪流風餘韻的背景下，楚石梵琦修行的重要方式自然是以筆硯做佛事。

楚石梵琦在不同修行階段創作出主題各異的佛教詩歌：求法時期，楚石北遊大都、上都，寫出記

錄開悟歷程與兩都風物之《北遊詩》。主持寺院時期，楚石禪師因機施教，弟子們記錄了他那縱

橫恣肆又詩意盎然的說法語錄。歸隱西齋至入明時期，楚石梵琦首次全篇庚和天台三聖詩，成為

後世禪宗重要寫作傳統之一；同時，楚石梵琦專注修行淨土，他在筆端又將西方極樂世界之莊

嚴殊勝詩化呈現；在此期間，楚石梵琦又專力和陶，成為釋子中惟一和陶且和詩能被結集刊刻

的僧人。本書擬針對楚石梵琦的高僧身份，運用近年來學者在佛教文學研究中的新觀念與新成

果對楚石大師現存詩集逐一探討，從而闡發其詩歌之佛教文化意蘊。

「元明之際的著名禪僧楚石梵琦及其詩歌創作是中國宗教文學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內容，近

年來引起學界的不少關注，尤其他的《西齋淨土詩》和《北遊詩》，其中不乏從佛教視角進行解

讀者，但較之楚石梵琦現存的大量作品而言，相關的研究還顯得薄弱，故此，無論從佛教文學的

角度還是從一般文學史的角度而言，本文的選題都適當和頗具學術價值的。這篇論文的精彩之處

頗多，如將楚石梵琦的詩歌創作置於「天台三聖」的詩歌文化傳統與生態中進行分析解讀；又如

將《西齋淨土詩》的解讀與楚石梵琦的修行和豐富的佛學思想相結合，從中解讀其藝術特色和主

要內容；尤其論文對大量文獻的熟稔和分析，顯示了作者紮實的文獻基礎和駕馭、運用文獻解決

問題的學術能力。整體而言，這篇論文結構合理，論證嚴謹，語言流暢、運用準確，引文規範，

是一篇優秀的碩士學位論文」。──某論文盲審專家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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