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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宏哲 著

金代詩文與佛禪研究



提    要

金源一代文學植根於漢文化與北方民族文化的交叉點，金代作家染佛習禪，其文學創作受

佛禪浸淫的程度，並不遜於兩晉以來任何一個朝代。不研究金代文學與佛禪的關係就不能正確

認識和評價金代文學。深深浸染佛禪的金代文學已經不僅僅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表現方面，更

是中國北方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並最終成為中華文化組成部分的重要表徵。

《金代詩文與佛禪研究》從文化、社會的角度，運用文學的外部規律與內部文本細讀相結合

的方法全面研究金代詩文與佛禪之間的關係，將共時性與歷時性相結合，按作家身份將其放置

在世俗與宗教兩個不同的社會，分別分析上至皇室貴族下至文人士大夫，再到詩僧、道士的涉

佛詩文創作，全面考察不同時期的金代作家、作品，深入細緻地分析金代作家的佛禪情結以及

作品的佛禪意蘊，展現佛禪對金代作家心靈的浸潤，金代作家對佛禪的獨特解讀及其現實性期

待，從而揭示出佛教禪宗影響了金代作家的思想，豐富了金代文學表現的內容和方式，催發了

金代重要的文學批評觀念，對金代文學乃至整個中國文學以及文學思想的建構與發展具有重要

意義。著作將為佛禪與金代詩文的進一步研究提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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