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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韩愈对佛教的排斥与接受 

学生姓名：蔡依雯 

指导老师：余暦雄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由于学术界对韩愈的研究多着重在韩愈的文学、古文运动、儒家思想等等，较

少研究韩愈的佛教观，而研究韩愈佛教观的学者又多注重研究韩愈对佛教的排斥，较

少研究韩愈对佛教的接受。为了全面了解韩愈对佛教的态度，本文将分别探讨韩愈对

佛教的排斥和接受态度。在韩愈对佛教的排斥态度方面，本文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探讨，

即韩愈的排佛观以及元和十四年的排佛事件。在韩愈对佛教的接受态度方面，本文将

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探讨，即韩愈与僧人们的交往以及韩愈与佛教寺庙。 

本文主要采用三种研究方法。第一，文献研究法。本文将从韩愈的作品中分析

韩愈的佛教观。由于韩愈的作品集有众多版本，本文将以整理得较完善的版本，如

《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韩愈全集校注》等等作为主要参考。第二，交叉研究法。

如果只从韩愈的作品看韩愈的佛教观，而忽略了唐代的佛教背景、社会背景等等，那

么所得的研究成果必然不够全面。因此，本文除了从韩愈的作品中研究韩愈的佛教观，

也会探讨唐代的佛教背景、社会背景等方面，旨在对韩愈的佛教观有更深的认识。在

这方面，本文将参考斯坦利•威斯坦因的《唐代佛教》、范文澜的《唐代佛教》等等，

以说明唐代的佛教背景，本文也将参考《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以说明唐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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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背景。第三，本文将采用经验总结法。例如，本文将参考卞孝萱、张清华、阎琦的

《韩愈评传》、陈克明的《韩愈述评》等等所提及的韩愈佛教观的相关资料。在分析

前人对韩愈的佛教观的看法的同时，也从中整理出韩愈对佛教排斥和接受的态度。 

通过本文的探讨，本文发现韩愈对佛教并不只有排斥的态度，同时也有接受的

态度。在不同的情况下，他对佛教的态度是不同的。当佛教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时，

他采取排斥佛教的态度。相反，当佛教不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时，韩愈则接受佛教。

因此，可以看出，韩愈对佛教持有理性的思考，不是一般人们所想象的那种极端排佛

分子。 

 

【关键词】韩愈对佛教的排斥与接受、韩愈的排佛观、元和十四年排佛事件、韩愈与

僧人们的交往、韩愈与佛教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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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完成这篇毕业论文之际，有不少人给过本人帮助和支持。在此，本人献上最

真挚的感激之情，感谢所有帮助过本人的人。 

首先，特别感谢指导老师余曆雄师。本人曾上过余老师的四门课，对于余老师

的教学方式十分欣赏。余老师不仅会跟我们分享许多教材书，还会鼓励我们在作业上

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可以在课业咨询时间去见他。对于我们在课业咨询时间给余老师

过目的作业，余老师总能在短时间里发现作业的问题，并且给予许多建议。若有多余

时间，余老师还能和我们聊上一个小时左右。此外，余老师也会邀请我们参加学校讲

座，让我们获得更多知识。正是余老师这份愿意帮助人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本人，让本

人决定选余老师为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此也非常感谢余老师在其他学生中选中了本

人为指导学生。本人的毕业论文原想以韩愈和柳宗元之间的异同为主题，但余老师认

为此研究范围太大，建议本人缩小范围，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探讨韩愈对佛教的排斥与

接受态度。对此，本人也非常感谢余老师的建议，让本人减少了课题范围太大的负担。

犹记一次，本人正为找不到一本参考书而烦恼，没想到余老师竟帮本人找到了那本书，

还分享给本人。对此，本人感到十分惊喜，同时也为自己是余老师的学生为荣。 

其次，本人想感谢学术顾问许文荣老师。本人曾上过许老师的三门课，对于许

老师以谈笑风生的教学方式十分欣赏，也十分感谢许老师从本人入学以来对本人的支

持和鼓励，而且总会在本人遇上瓶颈时倾听本人的烦恼，并且做出建议，让本人茅塞

顿开，顺利走出逆境。 

此外，本人也想感谢本人的家人和同学。感谢父母无条件支持本人升学，也经

常邮寄饼干和麦片给本人，让本人在无数个深宵能填饱肚子。也感谢妹妹时常与本人

视频通话，带给本人许多快乐。通过家人们的关爱，让本人无论遇上什么挫折都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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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惧，能够坚持到底。身边同学对本人的支持，也让本人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力量。他

们总会邀请本人一起参加有趣的活动，让本人暂时忘却课业的烦恼，享受一时的快乐。 

最后，本人想感谢本人在实习期间的实习工作同伴。感谢他们愿意在本人实习

之后，给予本人兼职的机会，让本人以线上工作的方式半工读，减少本人经济的负担。

当本人因为学业而无法兼顾工作时，他们也会体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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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韩愈，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故后人多称他为“韩昌黎”。他是唐宋八大家

的一员，代表作有《师说》、《论佛骨表》、《进学解》等等。当中的《论佛骨表》可谓

韩愈排佛的代表作品。单看这篇作品，便可感受到韩愈对于佛教的极力排斥，有不少人也

因此对韩愈有了“崇儒排佛”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对佛教并非只有排斥的态度。

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分析韩愈对佛教的排斥和接受态度，以对韩愈对佛教的态度有更全

面的认识。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由于韩愈对古文运动有着重大的贡献，又因他的作品（诗歌、文章、墓志铭等等）

皆有特色，因此学术界都对此做了许多研究。然而，想要研究韩愈并不是非得把范围局限

在文学观。因为有关韩愈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确实是存在的。学术界对韩愈的政治观、教

育观、对三家思想等等皆有深入的研究。对于韩愈的三家思想，虽然学术界对韩愈的道教

观和佛教观有不少的研究，不过由于韩愈极力推崇儒家，所以更多的学者都着重研究韩愈

的儒家观。 

有关韩愈的佛教观，前人早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崔文静的《韩愈的反佛主

张及其影响》、崔胜强的《韩愈与佛教关系研究——韩愈反佛的原因、结果及其影响》、

梁倩筠的《论韩愈的佛教观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已对韩愈作品中的佛教思想、韩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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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间的关系、韩愈反对佛教的影响等等做出分析。尽管如此，前人的研究成果还是未

能准确的反映韩愈对佛教的排斥和接受的态度。 

另外，在学术界里，有不少学者分为几个阶段（早年、中年、晚年；在某个地方当

官、在另一个地方当官等等）研究韩愈的佛教观，有些只集中在某个阶段研究韩愈的佛教

观。例如，陈友财的《贞元年间韩愈与佛教关系探微》、阎琦的《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

系之探讨》、陈家红的《韩愈贬潮后思想转变之辨》等等，皆是以一个阶段研究韩愈的佛

教观。然而，韩愈对佛教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并不是在某一个阶段排斥佛教，某一个阶段

接受佛教，而是在某一个阶段同时接受和排斥佛教。因此，本文将把韩愈对佛教的排斥为

一个章节，将韩愈对佛教的接受为一个章节，以对韩愈对佛教的排斥和接受态度有更清楚

的认识。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韩愈在学术界的研究备受关注，形成了大量有关他的文学、思想以及文化地位等方

面的丰富研究成果。有关韩愈的生平事迹，最早可见于韩愈死后，韩愈身边的人为了纪念

韩愈而写的祭文和碑文，例如，张籍的《祭退之》、李翱的《行状》、皇甫湜的《神道碑》

等等。在稍后的后晋，刘昫等人撰写了《旧唐书》亦简述了韩愈的生平事迹。宋代的欧阳

修等人在《旧唐书》的基础上补充了有关韩愈生平事迹的内容。而后世学者对韩愈的生平

事迹更有进行不同的研究分析，例如，吕大防所撰写的《韩愈年谱》、陈克明所撰写的

《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等等。 

除了韩愈的生平事迹之外，当然还有更多关于韩愈的研究成果，例如，以韩愈为研

究对象的著作有钱基博的《韩愈志》、孙昌武的《韩愈散文艺术论》、卞孝萱、张清华、



3 
 

阎琦的《韩愈评传》等等；以韩愈和柳宗元并列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黄云眉的《韩愈柳宗

元文学评价》、蒋凡的《文章并峙壮乾坤－韩愈柳宗元研究》、卢宁的《韩柳文学综论》

等等。 

再者，由于韩愈是唐宋八大家的其中一员。因此，有许多学者以唐宋八大家为主题

研究韩愈，例如，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赵维平的《唐宋八大家人品·文品·诗

品》、周楚汉的《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等等。也有些学者只将韩愈作为其中一个章节

来研究，例如，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陈弱水的《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罗

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等。 

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对韩愈颇有研究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国

家的学者除了从传统的中国文学领域研究韩愈，也从其他方面对韩愈进行了研究。例如，

在台湾方面，柯万成的《屏东内埔昌黎祠之创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台湾人对韩愈的接受。

黄旭贤和李胜雄的《六堆客家韩愈文化祭之身体文化》研究六堆客家人对韩愈的接受。在

韩国方面，陈蒲清、权锡焕的《韩愈〈毛颖传〉与韩国的「假传」》研究韩愈的《毛颖

传》，而崔善娥的《<吴熹常琴谱> 之〈进乐解〉研究》研究韩愈的《进学解》。在马来

西亚方面，郭莲花的《韩、柳作品在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的编选》研究马来西亚教科书

对韩愈作品的接受，而林水檺的《由韩愈的潮州治绩探讨他在槟城韩江学校之地位》研究

槟城韩江学校对韩愈的接受。 

由此可见，有关韩愈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随着研究韩愈的学者们的增多，韩

愈佛教观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虽然暂时未有论述韩愈与佛教的专书，但前人对韩愈的

佛教观的研究成果已作为一个章节收入在各大专书中，例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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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广东省汕头市文化局主编的《韩愈研究第二辑》、张清华和陈飞主编的《韩愈与中原

文化》、陈克明的《韩愈述评》等等皆有记载韩愈佛教观的研究成果。 

 

第三节 预计成果 

由于本文有篇幅限制，因此在引用韩愈的作品的时候，不能把作品的全部内容写进

来，只能选一些较为重要的句子作为例子。此举难免令人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未能

让人准确明白韩愈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本文将尽量对句子做补充说明，希望让人

明白句子的原意，并且从韩愈的作品中了解韩愈的佛教观。 

此外，由于本文有撰写时间的限制，故未能搜集学术界有关韩愈佛教观的所有资料。

本文在参考文献的部分主要是以韩愈作品为主，并且将辅以当时的社会背景说明韩愈所处

的环境，并且从中找出与韩愈佛教观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离题，对于不涉及韩愈佛教观

的内容，如韩愈的儒家观、道教观等等，本文将选择性的略提，不会有过多的说明。 

本文预计达到的成果，即拓展学者对韩愈的佛教观的研究资料。正如上节所说，虽

然学术界有不少对韩愈的佛教观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只作为一个章节收入在各

大专书中，而暂未有论述韩愈与佛教的专书。因此，本文希望所整理的韩愈对佛教态度的

资料能给学者们带来启发，希望学者们在考虑研究韩愈的时候，可以考虑研究这一方面，

发掘更多关于韩愈的佛教观，出版一本论述韩愈与佛教的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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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韩愈与佛教的事迹 

想要对韩愈的佛教观有更全面的认识，单看韩愈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得看韩愈所经

历的事情以及他身处的社会背景。因此，本文将在第一节探讨韩愈的生平事迹，并且将依

据屈守元和常思春在《韩愈全集校注》中整理的诗文系年，整理出韩愈在该年所写的与佛

教有关的作品。在第二节，本文将探讨佛教的发展事迹，以了解佛教在韩愈所处时代的六

位皇帝对佛教的态度，以及佛教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第一节 韩愈的生平事迹 

韩愈经历了六次皇帝的交替，分别是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和敬宗。由于

韩愈在代宗时期并没有做过太重要的事情，而在顺宗和敬宗时期的所做的事情并不多。因

此，本文将把韩愈的生平事迹根据皇帝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以对韩愈在该皇帝时期所做

过的事情有更清楚的了解。第一个阶段为早年时期，即代宗和德宗时期，也就是韩愈一岁

至三十七岁之间。第二个阶段为中年时期，即顺宗和宪宗时期，也就是韩愈三十八岁至五

十三岁之间。第三个阶段为晚年时期，即穆宗和敬宗时期，也就是韩愈五十四岁至五十七

岁之间。 

大历三年，韩愈生于长安。大历五年，韩愈“三岁而孤”，而他的哥哥韩会和嫂

嫂郑夫人肩负起了照顾韩愈的责任。大历九年，韩会调任至长安当官，韩愈也跟随哥哥和

嫂嫂去到长安。大历十年，韩会被贬至韶州当官，韩愈也跟着去到韶州。大历十四年，韩

会病死，郑夫人带着嗣子韩老成和韩愈，把韩会的灵柩运回河阳安葬。建中三年，因为躲

避战乱，韩愈跟随嫂嫂移居到江南。贞元二年，韩愈到长安应进士试未第，直到贞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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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才登上进士，不过未能考上吏部博学宏词科。韩愈在贞元九年和贞元十年再次应试未

中，便在贞元十一年离开长安，回到家乡河阳，此年作文《上宰相书》。贞元十二年，韩

愈得到董晋的推荐，在汴州当观察推官。贞元十四年，韩愈仍在汴州，此年作文《答张籍

书》、《重答张籍书》。贞元十五年，董晋逝世，韩愈将董晋的灵柩送到洛阳，到徐州与

家人团聚，后和好友张建封到长安朝正。贞元十六年，韩愈回到徐州，后移居洛阳，之后

又到长安从调选，此年作诗《送僧澄观》。贞元十七年，韩愈回到洛阳，此年作《洛北惠

林寺题名》。直到贞元十八年，韩愈才到长安任职为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贞元十九年，韩

愈被贬为阳山县令。贞元二十年，韩愈在阳山作诗《送惠师》、《送灵师》。 

永贞元年，韩愈离开阳山，待命郴州，后到江陵担任法曹参军，此年作诗《谒衡岳

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别盈上人》、《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元和元年，韩

愈回到长安就职国子学博士，此年作诗《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送文畅师北游》。元

和二年，韩愈到洛阳教学，此年作诗《嘲酣睡二首》。直到元和五年，韩愈才由洛阳调任

到河南当县令。元和六年，韩愈被调到长安担任方员外郎，此年作诗《送无本师归范阳》。

元和七年，韩愈再次担任国子博士。元和八年，韩愈担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此年作文

《进学解》。元和九年，韩愈升为考公郎中，继续担任史馆修撰，后又改为知制诰。元和

十一年，韩愈改任太子右庶子，此年作诗《听颖师弹琴》。元和十二年，韩愈参与淮西之

战，大胜而归。元和十三年，韩愈担任刑部侍郎，此年作《福先塔寺题名》。元和十四年，

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改为袁州刺史，此年作诗文《题临泷寺》、《论佛骨表》。元和

十五年，韩愈回到长安担任国子祭酒，此年作诗文《题秀禅师房》、《游西林寺题萧二兄

郎中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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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元年，韩愈改任兵部侍郎。长庆二年，韩愈到镇州担任宣慰使，后回到长安担

任吏部侍郎。长庆三年，韩愈先担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改为兵部侍郎，再后改为吏部

侍郎。长庆四年，韩愈因病请假，假满百日，被罢官，之后便逝世了。 

 

 

第二节 佛教的发展事迹 

《旧唐书》中记载：“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1，可见代宗早期对佛教是不

感兴趣的。然而，由于朝中的元载、杜鸿渐、王缙等大臣十分信奉佛教。一次，代宗和他

们谈起佛教的报应说，他们举出国家曾遭遇敌人的扰乱，但最终还是顺利度过了难关，以

此证明佛教确实存在报应说2；不空高僧亦曾多次向代宗进言信奉佛教的好处，例如，不

空曾向代宗请求重译《仁王经》，以让代宗免于灾难。他在给代宗上书时，也多次强调佛

教能保护国家,3 所以代宗受了他们的影响，渐渐信奉佛教。他曾花费过亿在五台山上建

造金阁寺、在法令上规定不得殴打僧人4、为《仁王经》和《密严经》撰写序文等等。尽

管朝中有不少大臣反对代宗积极支持佛教，例如卫州的一名进士高郢曾上《谏造章敬寺书》

和《再上谏造章敬寺书》，说明百姓因造寺而饱受苦难，希望代宗停止建造章敬寺。不过

代宗也并未因此而停止支持佛教，导致朝中大臣们也纷纷信奉佛教，而日益荒废朝政。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 2320。 

2
原文参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

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页 2088。 
3
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 85。 

4
 原文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二：“乃诏天下官吏不得棰曳僧尼”、“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

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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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代宗为了支持佛教而耗费了国库，德宗为了改善国家经济，于是早期的时候开

始采取排佛政策。例如，他在大历十四年六月曾下令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又在建中元年

七月取消公众的盂兰盆会、解散内道场。5 朝中有不少大臣也纷纷支持排佛。例如，李叔

明作《请删汰僧道疏》、彭偃作《删汰僧道议》、裴伯作《汰僧道议》以表示对排佛的支

持。然而，建中元年发生的泾原兵变导致社会动荡，德宗为了安抚叛军，而在兴元元年下

诏罪己，说是因为自己的过失，所以才导致兵变的发生。正是因为这一场兵变，让德宗意

识到自己不应该再继续打压深得民心的佛教，以避免弄巧反拙，导致佛教中人发起抗争。

于是，德宗一改早期的排佛政策，渐渐支持佛教。这点可从他曾作《修葺寺观诏》下令修

葺寺观，频造访寺庙如章敬寺和安国寺、将凤翔法门寺的佛骨请到长安寺院供奉等事件中

看出。 

顺宗在位期间，把专注力放在了“永贞革新”。纵观顺宗的革新政策，只有一项对

佛教产生了影响，那便是解放宫女。由于德宗时期的宫中乳母人手不足，因此便下令挑选

寺院婢女到宫中当乳母，而顺宗则废除了此政策。6 

如果说德宗对佛教态度是因为经过社会的动荡而转变，那么宪宗对佛教的态度就是

因为稳定了社会的安宁而转变。且看早年时期的宪宗是如何排斥佛教——他在元和二年下

诏提醒人们要以耕织为本，不能假冒道士僧人以逃避徭役。若有人大兴土木建寺，必将受

到处罚。7在元和六年，他也接纳宰相李吉甫的谏言，罢免了僧人免税的权利。8 然而，中

年时期的宪宗做了许多带领唐朝走上正轨的政策，例如讨刘辟、除李琦、收魏博、平淮西、

                                                           
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 222。 

6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北京：中华书局，

2019），页 1600。 
7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 1032。 

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 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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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讨李师道等等。眼看江山已安定，宪宗便日渐放纵自己，甚至一改往日的排佛态度，对

佛教做出了种种支持。他曾多次到安国寺拜访僧人端甫，和端甫有深厚的交情。9 又在元

和十四年将凤翔法门寺的佛骨迎入宫中。 

穆宗在位四年期间，对于佛教多是慷慨的赏赐，并未积极推广佛教。例如，他在元

和十五年盛饰了许多寺庙，如安国寺、慈恩寺、千福寺等等。长庆二年，他在咸阳善因寺

赏赐给僧人百万钱。长庆三年，他赏赐持盂僧二百匹绢。同样的，敬宗在位的两年期间也

并未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第三章 韩愈对佛教的排斥 

历来学者研究韩愈对佛教的排斥，多以《原道》和《论佛骨表》为主。然而，韩愈

在作品中所表现对佛教的排斥，远远不止于这两篇作品。为了对韩愈的排佛思想有更全面

的认识，本文将在第一节探讨韩愈的排佛观，通过韩愈的各种作品以及时代背景找出韩愈

的排佛原因、排佛方法以及排佛影响。由于元和十四年的排佛事件最能体现韩愈对佛教的

排斥，故本文将在第二节独立探讨此事件，以了解《论佛骨表》的创作背景、韩愈的上书

原因以及当时韩愈上书后的影响。 

 

 

 

 

 

                                                           
9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 : 中华书局, 1987），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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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韩愈的排佛观 

韩愈最早表现自己的排佛思想，是在贞元十一年的《上宰相书》中的其中一句：

“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10 然仅凭这一句话，尚未能对

韩愈的排佛思想有更多的认识。其后，韩愈在贞元十四年和张籍的书信往来，才对自己的

排佛思想做了更多的说明，如:“然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

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也！”11 “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12 之

后，韩愈也陆续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排佛思想。值得思考的是，韩愈究竟表现了怎样的排

佛观呢？对此，本文将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为何韩愈会产生排斥佛教的想法。第二，韩

愈如何排斥佛教。第三，韩愈排斥佛教带来了什么影响。 

首先来解答第一个问题——为何韩愈会产生排斥佛教的想法，其中有两个原因。第

一，佛教带来了负面影响。从汉代至唐代以来，一直都有不少人反对佛教，列举了许多佛

教带来的负面影响。身处佛教盛行时代的韩愈，也亲眼目睹了佛教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由于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的国力由盛转衰，虽然之后又有一段“元和中兴”时期，但却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13 例如，在经济方面，朝廷允许僧人们享有不交税和

不从军的权利，导致发生了人民逃税、农民不耕种的现象
14
， 影响了国家的税收以及农

物业失收。在政治方面，藩镇割据的局面日益严重；在经济方面，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15 由于佛教徒只注重个人精神，缺少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16，因此有不少本应为国家现状

                                                           
10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58。 
11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29。 
12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33。 
13
梁倩筠，《论韩愈的佛教观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页 1。 

14
 原文参见韩愈《送灵师》：““齐民逃赋役”、“耕桑日失隶”，【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

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11。 
15

 罗克典，《论韩愈》（台北：国家出版社，1971），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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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人们因信奉佛教而纷纷出家，不理政事。因此，韩愈便意识到自己必须挺身排斥佛

教，让人们弃佛还俗，以改变国家的现状。 

第二，为了复兴儒学。韩愈曾表示自己：“人生七年而学圣人之道” 17 当中的

“圣人之道”指的正是儒家学说。他在一生中都贯彻着儒家思想——修身、治学、行仁政。

在修身方面，韩愈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会反映在文章中，所以他提出“气盛言宜”的创作

主张，以鼓励李翊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治学方面，韩愈提出了学习应注意的四大患，

劝勉人们应该多读书，多思考、不自满、多实践。18 在行仁政方面，韩愈在《潮州请置

乡校牒》请求朝廷在潮州兴办学校，又在《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叙述他解放奴婢的

事情。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和韩愈排斥佛教并没有联系，实则这些事情都在反映韩愈以儒

学作为他的个人心志以及政治立场，表明了韩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者。然而，儒释道之

间的斗争从南北朝至唐朝，儒家的地位已比不上佛老了。19眼见儒家的地位已比不上佛教，

担心佛教的盛行会导致儒家的传统中断的韩愈便致力排斥佛教，以重振儒家的地位。韩愈

在《进学解》中所说的：“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20 正是他致力复兴儒学的真

实写照。 

既然韩愈产生了排斥佛教的想法，那么就必然用行动实践他的想法。对此，韩愈通

过两种方法排斥佛教，即口传和著书。关于口传的排佛方法，在韩愈和张籍的四封书信往

来已有提及。当时张籍希望韩愈著书以发扬儒家学说21。不过韩愈却坚持用口传的方式宣

                                                                                                                                                                                           
16

 方介，《韩柳新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9），页 343。 
17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58。 
18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392。 
19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页 837。 
20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33。 
21

 原文参见张籍《与昌黎书》： “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唐】张籍撰，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

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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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儒家思想，排斥佛教。这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和民间都十分信奉佛教，而韩愈又只是一个

小人物。就算著书宣传儒家思想以抵制佛教思想，又有谁会认同韩愈呢？而且韩愈在信中

表示：“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哓哓”22，可见当他通过口传的方法宣传儒

家思想，排斥佛教的时候，已经惹来人们对他的非议。若韩愈还著书宣传儒家思想，排斥

佛教，说不定还会因此惹怒了高官，让自己自身难保。须知道韩愈一生最大的志向就是当

官，他在经过屡试不第后，好不容易才得到董晋的赏识来到汴州，准备一展抱负。要是因

为著书而断送自己的仕途，岂不是弄巧成拙吗。因此，韩愈拒绝著书，坚持用口传的方式

教化当世的人。 

然而，虽然韩愈表示自己不愿著书，也没有编撰过“排佛传记”之类的书籍，但是

韩愈却以“文以明道”的方式排斥佛教学说，建立儒学道统。23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所提

出的“文以明道”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了宣传儒家道理，更重要的是为了用儒家道理改造和

完善现存社会的秩序。因此当韩愈在排斥佛教之时，所着重反对的并不是佛教的学说内容，

而是这些佛教学说如何影响当时的社会24，以突显佛教的危害以及儒家的重要性。例如，

他在《华山女》里指出“广张罪福资诱胁”的现象25，批评佛教中人用危言耸听的话迷惑

人们。此外，自魏晋以来，人们为了提高自己所信奉的三家的地位，便对儒释道三家谁为

师尊有了热烈的讨论。有人根据《庄子》中的：“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

见老聃”，指出孔子是老子的学生，又有人根据《广弘明集》中的：“儒童菩萨彼称孔丘”

指出孔子是佛教中的菩萨。身为儒家派的韩愈便在《原道》提出了从“禹、汤、文、武、

                                                           
22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33。 
23
卞孝萱、阎琦、张清华，《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 387。 

24
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 29。 

25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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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孔子”这样代代相传的传承关系，以说明儒家比道教和佛教更早存在，不可能是道

教和佛教的学生，以澄清此谣言。26  

韩愈如此积极的排斥佛教，是否能成功感化人们，掀起排佛的热潮呢？且韩愈排佛

的对当代和后代的影响。首先是当代影响，在韩愈的积极排佛下，师从韩愈的学生们也意

识到了佛教对国家带来的危害，于是继承了韩愈的排佛思想，纷纷开始排斥佛教。然而，

尽管韩愈和学生们高唱着排佛的声音，却依然阻拦不了人们对佛教的沉迷。就连韩愈的好

友柳宗元、白居易也是好佛之人。在韩愈所处时代，即大历三年至长庆四年期间，历代皇

帝都器重如不空、圆照、澄观等高僧，许多佛门中人也在这段期间撰写了如《大唐贞元续

开元释教录》、《止观辅行弘决》、《华严经疏》等佛教经书。由此可见，尽管韩愈带动

了身边的人一起排斥佛教，但是他们并未成功打压佛教的势力。 

其次是后代影响。从儒学的角度看，韩愈的排佛是胜利的。27 韩愈以儒排佛的行为

得到不少后人的认可，并且效仿韩愈排佛。但是，也有人对韩愈排佛持有批评的看法。尽

管后人对韩愈排佛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韩愈致力宣扬儒家这方面却一致获得后人的推崇，

他通过推行以“文以载道”为主旨的古文运动，带动了儒家思想的复兴28，并且成为宋代

儒学的学习榜样，启发后人迈入新儒学的思潮。29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的

“道济天下之溺”正是韩愈在儒学衰退的佛教盛行时期致力振兴儒学最好的写照30，也是

至今以来对韩愈最著名的评价。可惜的是，由于佛教已深入民心，故韩愈排佛的愿望到了

                                                           
26

 刘林魁，《三教论衡与唐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页 489。 
27

 隗芾，<韩愈壤斥佛教的动机与效果>，《汕头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2 期，页 78。 
28

 沈秋雄，彭楚行，罗宗涛，蓝吉富，张特生，杨树藩，郑素春，《王通,，玄奘， 惠能，法藏，韩愈， 罗

隐，杜光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页 288。 
29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418。 
30

 【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页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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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还是没能实现，宋代儒学家也没有采取像韩愈那样只推崇儒家而排斥道教和佛教的态

度，而是在儒家的基础上吸取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发展成宋学。 

 

第二节 元和十四年的排佛事件 

元和十四年正月，可谓韩愈对排斥佛教最辉煌的时期。当唐宪宗恭迎佛骨的时候，

他却写了这篇《论佛骨表》，请求唐宪宗不要恭迎佛骨，甚至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

根本”。31对此，有三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第一，韩愈在怎样的环境下而写了这篇作品。

第二，韩愈为何敢痛斥批评唐宪宗迎佛骨的事情。第三，韩愈上书后的影响。 

要解答第一个问题，必须了解唐代的社会背景。其实在唐宪宗之前，有几位唐代皇

帝也曾将佛骨迎入宫中。例如，唐肃宗曾在至德元载将凤翔法门寺的佛骨迎入宫供奉。32

唐德宗曾在贞元六年（公元 790 年）到岐州无忧王寺恭迎佛骨。33唐代宗曾在大历二年

（公元 797 年）供奉释迦佛牙和肉舍利。34 如此看来，唐宪宗只是遵守了前人恭迎佛骨的

行为，为何韩愈会有如此大的不满呢？韩愈在《论佛骨表》提到了三个论点。第一个论点

是“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于君王都希望国家的繁荣昌盛能够长期延续，故唐代文

人常将前代六朝的国运短暂的原因归于君王信奉佛教，以此展开排佛论说。35 韩愈也效仿

前人，列举了没有信奉佛教的君王，如黄帝、少昊、颛项等人，说明他们尽管没有信奉佛

教，但是能够长命百岁。同时，韩愈列了信奉佛教的君王如汉明帝、宋、齐、梁、陈、元

                                                           
31

 本文引用的《论佛骨表》参见【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

昌黎集》，页 1464-1467。下文有关《论佛骨表》的原文不再做脚注。 
32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页 123。 
33

 【后晋】刘昫，《旧唐书》，页 369。 
34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页 330。 
35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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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皇帝、梁武帝等人，说明他们虽然信奉佛教，但是却没有得到佛祖的庇佑，只换来不好

的下场。韩愈对此总结佛教不足以供奉，这是他反对恭迎佛骨的第一个要点。然而，且看

唐代从唐高祖至唐宪宗时期，唐玄宗在位时间最长（公元 712-756年）。根据斯坦利·威

斯坦因所言：“唐玄宗比任何一位帝王都更有决心地采取了抑佛的措施，把佛教牢牢地掌

控在朝廷之手。”36 然而，唐玄宗的抑佛也并未成功，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禄山之乱

正是发生在玄宗时期。由此可见，并非所有不信奉佛教的君王都能得到好的结果，韩愈所

言“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不可尽信。 

韩愈提出的第二个论点是“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

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儒家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韩愈考虑到

如果百姓过于沉迷拜佛，可能会导致他们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也要供奉佛祖。此外，想要

国家富强，经济是最重要的条件。百姓们必须紧守工作岗位，国家的经济才会发达。韩愈

考虑到如果每个人都为了恭迎佛骨而丢下自己的工作，不仅会扰乱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会

导致国家经济衰退。这是他反对恭迎佛骨的第二个要点。根据《旧唐书》记载：“王公

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37；《新唐书》亦有记载：“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

肤，委珍贝，腾沓系路”38，足证韩愈此言非虚。 

韩愈提出的第三个论点是“夫佛本夷狄之人”佛教有许多事情都和中华传统不相

符，例如“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然而，若只是因

为佛教从外地传入中原，便说佛教“与中国言语不通”未免过于片面。早在汉晋时期便

                                                           
36
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 55。 

3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 315。 

38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 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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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始进行佛经翻译，39 至唐宪宗时期，佛经翻译更加盛行。《全唐文》亦有收录唐代宗

为翻译的两篇佛经撰写了序言，即《新翻护国仁王般若经序》和《密严经序》。由此可见，

当时有不少人已通晓梵文，即便不懂梵文，亦能读懂翻译的佛经。不过，“与中国言语

不通，衣服殊制”尚算其次，毕竟言语和衣服的相异并不会对人们造成多大的影响，韩

愈在这里反对佛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佛教“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崔文静对此表

示，儒家所提出的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能够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然而佛教为了追求个

人解脱而违反了这种关系。在韩愈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可能因此造成社会的

混乱。40 此外，除了《论佛骨表》，韩愈也在《原道》中提及“今也举夷狄之法”、在

《进学解》中提及“觝排异端”，可见“夷狄”是韩愈攻击佛教的重要武器。41学术界中

有一些学者对韩愈用“夷狄”一词比喻佛教是外来者，指出韩愈带有排斥外族的民族歧视。

42然而，将佛教比喻为“夷狄”并非韩愈个人所独有，裴垍也曾用“夷狄”一词比喻佛教，

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夷狄”的佛教凌驾于“华夏”的儒家的不满，所以用“夷狄”一

词批评佛教。43另外，如果注意到引发唐朝的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是外族人，便可

知韩愈是担心来自异族的佛教势力过大，会影响国家的和谐。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异族宗教

对主流思想威胁44，韩愈才会特意用“夷狄”一词，以提醒朝廷借鉴前代事迹，不要重用

外族，以免国家再度陷入混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愈所提出的“夷狄”是有他的考量，

                                                           
39
余大山，《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页 1。 

40
 崔文静，《韩愈的反佛主张及其影响》（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页 17。 

41
陈克明，《韩愈述评》（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 108。 

42
 成复旺，《韩愈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页 37。 

43
崔胜强，《韩愈与佛教关系研究 --韩愈反佛的原因、结果及其影响》（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1），页

9。 
4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页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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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当时的佛教早已完成了中国化的转化，形成中国本土佛教了。45因此韩愈用“夷狄”

一词形容当时的佛教，批评他们不懂得中国文化是有所不妥的。 

看了韩愈所处的环境后，再进一步解答第二个问题——韩愈为何敢痛斥批评唐宪宗

迎佛骨的事情？阎琦表示，韩愈上《论佛骨表》的原因有三46。首先是韩愈对宪宗日渐骄

纵感到失望。以往的宪宗十分欣赏勇于进谏的臣子，曾称赞吕元膺“有谠言直气，宜留

在左右，使言得失”47，又十分乐意接受臣子的进谏，当一向好进谏的李绛不向他进谏的

时候，他便责怪李绛怎么不向他进谏。48 有一次，李绛曾因向进谏而惹宪宗不满，但在听

了李绛的解释后又原谅他 49，可见宪宗是个虚心接受进谏的君王。但是，在平定淮西后，

宪宗却不再轻易接受臣子的进谏。当张奉国和李文悦劝谏宪宗不宜修缮麟德殿的时候，却

惹来宪宗大怒，贬二人的官职。50 当裴度和崔群劝谏宪宗不要让皇甫鎛担任宰相；当谏官

劝谏宪宗不要让柳泌担任台州刺史，宪宗都不接纳他们劝谏。于是，韩愈便借着恭迎佛骨

的事情，作了这篇《论佛骨表》，希望宪宗能够反思自己，别再继续放纵下去。然而，如

果注意到宪宗在贬韩愈去潮州后，有意将韩愈召回京城，便可发现其实宪宗并非人们所想

的那样骄纵。因为如果宪宗真的骄纵的话，便不会原谅冒犯他的韩愈了。因此，不能只看

宪宗晚年做过不好的事情，便产生“宪宗晚年是骄纵的”的偏见，而应该看见注意到宪宗

对自己行为的反省，对宪宗做更客观的评价。 

                                                           
45
潘昱州，《韩愈反佛思想溯源 --“惠民”的“有为之道”》（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页 29。 
46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广东省汕头市文化局，《韩愈研究第二辑》（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

社，1998），页 25。 
4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 2791。 

48
 【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页 2227。 

49
 【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页 2225。 

50
 【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页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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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韩愈对被磨掉的平淮西碑的情绪爆发。元和十三年，朝廷为了纪念平淮西的

事迹，便让韩愈撰写平淮西的碑文，不过韩愈所写的碑文内容多记载裴度，少写李愬，所

以引来李愬妻子和部下石孝忠不满。李愬部下石孝忠向宪宗控诉李愬在淮西之战中的功劳

很大，但碑文却少提李愬的战绩，认为这对李愬不公平，所以便推倒那块立在蔡州的石碑；

李愬妻子也因为自己是唐安公主之女，可自由出入宫中，便向宪宗控诉碑文记载的和事实

不符。由于当时还有其他战事需要借重武臣，为了尽快平息这场风波，于是宪宗便下令磨

掉韩愈的石碑，让段文昌写过一篇新的碑文。51 值得注意的是，阎琦认为李愬是磨掉韩愈

平淮西碑的幕后主使人，而康震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根据李愬对裴度拜相示尊的事件，

认为李愬是个谦卑的人，不会因为碑文少记载他的事迹而感到不满。不过在被磨碑的事件

上，毕竟下令磨掉石碑的人是宪宗，因此韩愈借着《论佛骨表》的事情，把被磨碑的屈辱

发泄在宪宗身上。52 

最后是韩愈的个性使然。阎琦认为韩愈的性格褊僻，容易和人发生冲突，故写《论

佛骨表》亦是出于一时冲动。不过，若用“不平则鸣”来取代“褊僻”一词更为适合。正

如韩愈所说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53，“不平则鸣”是韩愈的真性情，亦是他写文

章的原因之一。虽然韩愈也有不勇敢的时候。例如，他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指出当史

官的人都遭受了人祸天刑54，表明了自己害怕当史官的心情，《唐语林》中亦有记载韩愈

登华山后害怕下山的情景。55 尽管如此，韩愈在面对不平的事情的的时候却能挺身而出，

抱打不平。正如当初他为自己屡试不第鸣不平而三次上书给宰相、为好友李贺因名字不能

                                                           
51

 罗联添，《韩愈传》（台北：国家出版社，1998），页 93。 
52
康震，《康震讲韩愈》（北京，中华书局，2018），页 74。 

53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957。 

54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543。 

55
【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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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考试鸣不平而作《讳辩》、为灾民的苦难鸣不平而作《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那般，

《论佛骨表》也是为社会的安宁鸣不平的作品之一。由于是给朝廷上的书，所以在这些

“不平则鸣”的作品中，韩愈的个人情绪抒发仅是他的写作原因，而他的写作目的，就是

希望让朝廷接纳他的意见，请求宪宗不要恭迎佛骨，以免人们因为恭迎佛骨而不务正业，

甚至伤害自己的身体，破坏原本和谐的生活状态。 

看了韩愈为何敢痛斥批评唐宪宗迎佛骨的事情后，最后再解答第三个问题——韩愈

上书后的影响，此处有两位被影响的对象，即韩愈个人与韩愈家人。在谈韩愈上书后的影

响之前，且看当时朝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元和十三年，宪宗想要任用皇甫鎛和程异为同

平章事，但是遭到裴度的强烈反对，甚至用“罢相”来反对此事。不过宪宗却不理裴度的

反对，执意任用皇甫鎛和程异为同平章事，还认为裴度结成朋党，对裴度说：“人臣当

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56虽然裴度为自己辩护，但是宪宗显然对此并没有释怀，并于

元和十四年，韩愈上书之后将裴度贬官。由此可见，在韩愈上书之前，宪宗已对裴度和裴

度的“朋党”有所不满。尽管宪宗在此处并无明说“朋党”是谁，但是显然是指着和裴度

有深厚交情的人们，而韩愈正是其中一位。由于此前已有裴度用“罢相”来反对他任用皇

甫鎛和程异为同平章事，如今又有韩愈用“信奉佛教的帝王没有好下场”来反对他信奉佛

教。邓潭州对此指出，由于宪宗迎佛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希望得到佛祖的庇佑，以消灾

解难，享国长久57，而韩愈却指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这两件事情串联在一起，让

宪宗感到帝王的尊严被冒犯，故大怒道：“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58 和韩

                                                           
56
【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页 2244。 

57
 邓潭州，《韩愈研究》（长沙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页 119。 

5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 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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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有交情的裴度、崔群马上为韩愈求情，但是宪宗不听。所幸朝中上下纷纷为韩愈求情，

韩愈才免于一死。不过，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宪宗将韩愈贬至遥远的潮州。 

由于韩愈被贬，而当时朝廷规定被贬官的官员的家人不可留在京师59，于是韩愈的

家人也被逐出京师。不过，韩愈到了潮州后，却说：“其妻子男女并孤遗孙侄奴婢等，

尚未到官。”60可见韩愈的家人们并没有和韩愈一起去到潮州。那么韩愈的家人们究竟在

哪里呢？且看韩愈所写的：“我既南行，家亦随谴。扶汝上舆，走朝至暮。”61 可见在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的时候，韩愈还和家人们在商南山，并且惨遭丧女之痛。
62
在这之后，

韩愈并未在作品中确切的透露家人们的下落。张清华指出韩愈在去袁州的时候，本可不必

经过韶州，选择较近的距离走，但韩愈却舍近求远，选择经过韶州并且在韶州逗留了一段

时间，张清华便对此推测韩愈的家人在韩愈在潮州的期间，应是寄居在韶州。
63
 那么，韩

愈是只身一人抵达潮州吗？非也。根据韩愈所写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和《宿曾江口

示侄孙湘二首》，可见韩愈在去潮州的路上有侄孙韩湘相伴，因此可推测韩愈应当是在韩

湘的陪同下抵达潮州。64 

 

 

 

 

                                                           
59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396。 
60
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 3045。 

61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107。 

62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396。 

63
 具体路线参见本文附录一，张清华，《韩学研究》（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页 381。 

64
 王德保，《韩愈研究》第 8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页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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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韩愈对佛教的接受 

虽然在上一章，可以看见韩愈对佛教持有排斥的态度，但是，这并不代表韩愈对佛

教是完全排斥的。事实上，韩愈对佛教还是有接受的一面的。毕竟韩愈身处的是佛教盛行

的时代，要完全排斥佛教，不接受佛教的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最早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根

据，证明韩愈受过佛教影响的学者是陈寅恪。65他在《论韩愈》中提及因韩愈在早年时期

住在禅宗的发祥地韶州，因此接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如韩愈所提出的道统论是因为受了

禅宗的启发而提出来的。66值得思考的是，除了道统论之外，韩愈是否还有接受佛教的其

他方面呢？为了更加了解韩愈对佛教的接受，本章将分为两个节题论述，第一节将分析韩

愈与僧人们的交往，第二节将分析韩愈与佛教寺庙。 

 

第一节 韩愈与僧人们的交往 

韩愈曾与不少僧人有过交往，而当中韩愈和大颠的交往更是引起学术界的讨论。然

而，却少有学者研究韩愈和其他僧人交往的原因。67对此，有三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第

一，为何积极排佛的韩愈会与佛门中人交往。第二，为何韩愈与大颠的交往会引来众人的

关注。第三，韩愈与僧人们的交往是否对他的排佛思想产生影响。 

根据《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的目录，可见除了大颠之外，韩愈还和澄观、惠师、灵

师等僧人有过交往。68 本文参考了历届学者对韩愈与僧人们交往的分析后，整理出韩愈与

僧人交往的四个原因。第一，韩愈希望说服僧人还俗。韩愈在《送浮屠文畅师序》写道：

                                                           
65
周勋初，《周勋初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页 371。 

66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 年第 2 期，页 106。 

67
 张清华，陈飞主编，《韩愈与中原文化》（北京：学宛出版社，2005），页 299。 

68
 具体僧人参见本文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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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69。这表明了他不仅排斥佛教，更想要用儒道说服僧人还

俗。这并不只是他写诗给文畅的目的，也是他写诗文给其他僧人的目的。韩愈主要通过两

种方法说服僧人还俗。第一种是明示性的说服，即在诗文中直接表达自己希望僧人还俗的

想法；第二种是暗示性的说服，即在诗文中宣传儒道或是指出佛教不好的一面。孙昌武对

此指出韩愈对僧人的说服，通过前后的转折增强了文章的韵味，引导人玩赏追索，大大增

强了文章的表达艺术技巧70，而王昌昊将此两种方法归纳为“外援式辟佛”。71 例如，对

于澄观、灵师和贾岛，韩愈选择用明示性的说服劝他们还俗；对于文畅、译经僧和文约，

韩愈选择用暗示性的说服。72在这六位僧人当中，仅有一位僧人听从韩愈的规劝，弃佛还

俗，那就是贾岛。73 不过其他僧人并没有被韩愈影响，继续坚持从佛，有者最终在弘扬佛

教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例如澄观致力传播佛学，门下弟子多达一百人，并且还著

有《随疏演义》、《法界玄鉴》、《三圣圆融观》等著作74，最终被封为华严宗的四祖。

总的来说，韩愈对待佛教始终抱有不加宽贷的态度。75即使在和僧人们交往，他也不忘坚

定自己排佛的立场，对佛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希望说服僧人们弃佛还俗。 

第二，韩愈所交往的僧人多属有才能的禅宗僧人。杨丕祥指出，由于韩愈曾经历自

己的才华不被赏识，使他容易和其他有才能的人产生共鸣。76 所以韩愈经常强调爱惜人才

的重要性，他曾在《上宰相书》中表示爱才的重要性，又在《马说》中强调伯乐的重要性。

当韩愈有能力后，也唯才是举，向朝廷推荐了许多有才的人。因此，对于有才的僧人们，
                                                           
69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981。 
70

 孙昌武，《韩愈散文艺术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页 146。 
71
王昌昊，《韩愈辟佛的两种路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页 30。 

72
 具体方法参见本文附录三。 

73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页 4078。 

74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页 107。 

75
 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页 201。 

76
王德保，《韩愈研究第八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页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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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当然也乐意与他们交往。值得注意的是，这群有才的僧人们多属禅宗门派之下。自从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便衍生了许多宗派，如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等等，而禅宗便是其

中一门佛教宗派。范文澜指出禅宗普遍的四种表现行为，其中两种为“主张不坐禅，行事

自由”及“不像传统佛教那般遵守僧律，行为与俗人大同小异的蜕化僧”。77 在韩愈所交

往的僧人中，表现其中两种行为的僧人便有八位，即“好山水”的惠师、“能缀文、好

围棋、赌好博、好斗诗、好饮酒、好唱歌”的灵师、“善为文”的令纵、“好睡觉”的

澹师、“好吟诗”的澄观、“好山水”的诚盈、“善为文”的贾岛、“善弹琴”的颖师，

当中有才又属于禅宗门派下的便有五位，即“身怀多技，写文章、下棋、赋诗、唱歌都难

不倒他”的灵师、“文章写得十分典丽，并且勇于批评别人的文章”的令纵、“擅长吟诗”

的澄观、“写作方面大胆”的贾岛、“琴艺高超”的颖师。78  

第三，盛行儒释交友的时代背景。儒释交友的风气在晋宋时期便已盛行79，而此风

气延续到了韩愈所处时期。例如韩愈的好友柳宗元在被贬到永州之前，曾在长安和三位僧

人有过交往80。郭绍林对士大夫和僧人的交往总结出“只有有内涵的僧人才能得到士大夫

的喜爱，而没有内涵的僧人只能得到士大夫的嘲笑”81，以文畅为例。除了韩愈以外，他

还和柳宗元、白居易、吕温等人有交往。82另外，郭绍林又对僧人和士大夫的交往总结出

“僧人常以有名望的人作为攀附的对象”，以广宣为例。除了韩愈以外，他还主动和刘禹

                                                           
77
范文澜，《唐代佛教》（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页 70。 

78
 具体才能参见本文附录四。 

79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 1667。 

80
陈弱水著，郭英剑，徐承向译，《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2010），页 58。 

81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页 13。 

82
 详见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白居易《送文畅上人东游》、吕温《送文畅上人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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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白居易、李益等许多有名望的人交往。83 由此可见，韩愈和僧人的交往，并非只有韩

愈主动结交僧人，也有僧人主动结交韩愈。 

第四，韩愈对事不对人。韩愈是个好交友的人，虽然有些人与他的立场不同，但是

韩愈还是乐意与他们结交。例如韩愈和柳宗元，虽然韩愈和柳宗元对永贞革新的立场不一

样、对抗颜为师的态度不一样、对佛教的态度不一样，但是二人却对古文运动有着相同的

理念，因此有着深厚的交情，就连柳宗元的墓志铭也是韩愈所写的84；又如韩愈和白居易，

虽然韩愈和白居易的诗歌风格不一样85，但是二人都有着共同的好友张籍，所以韩愈在和

张籍出游时曾邀请白居易，但是白居易却没有应约。86韩愈对僧人们亦是如此，虽然他排

斥佛教，但是也不会因此而断绝和僧人们的来往。由此可见，韩愈是个对事不对人的人，

不会因为一些事情而断绝和别人的来往。 

在上文中可见韩愈在和大颠交往之前，也曾与多位僧人有交往。不过韩愈和他们的

交往并未引起众人的关注，那么为何当韩愈和大颠交往的时候，竟会引起当时人们，甚至

是后人的关注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韩愈是因为排斥佛教而被贬至潮州的，而韩愈却在

潮州与当地高僧有深厚的交情，又在《与孟尚书书》赞美大颠。这一举动，自然会引起人

们的议论。在《祖堂集》和《佛祖统纪》等佛教经书，记载了韩愈向大颠学习佛理的经历。

                                                           
83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页 18。 

84
 对于永贞革新，韩愈保持中立，而柳宗元则是支持。对于抗颜为师，韩愈选择勇敢，而柳宗元保守。对

于佛教，韩愈大部分排斥，柳宗元大部分接受。有关柳宗元的墓志铭，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85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页 358。 
86

 详见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

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662。 



25 
 

87杨国安对此表示，在佛教徒所编写的传记中，很有可能为了宣传佛教而对韩愈和大颠交

往的事迹进行了虚构，故不应相信这类的记载。88  

对于韩愈是否曾作《召大颠和尚书》，欧阳修、苏轼、朱熹等宋代人们也引起了热

烈讨论。欧阳修根据书中表达的《易经》的思想，认为此乃韩愈所作89，苏轼则根据此书

的用词简陋，认为不是韩愈所作。90 朱熹对二人的观点总结为欧阳修注意到此书的真实之

处而忽略了可疑之处，苏轼注意到此书的可以之处而忽略了真实之处，并且表示他认为此

书是真的，不过可能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91近人杨木芳对此表示，即使《召

大颠和尚书》真的出自韩愈之笔，也只是反映了韩愈对大颠感兴趣而已，并不代表韩愈信

奉佛教。92 纵观此书的内容，当中提及：“缘昨到来，未获参谒”。可见此书是在未见

大颠之前所写的。韩愈尚未得见大颠，绝不可能被大颠所感化而信奉佛教。若说韩愈是因

为到潮州后，对佛教感兴趣，所以写信给大颠，但是在《召大颠和尚书》中，只表示韩愈

对大颠道德崇高的敬意：“久闻道德、侧承道高”，并未表示韩愈对佛教感兴趣，所以

此说法也难以让人相信。93由此可见，此问题仍有许多讨论的空间，至今依然是一个备受

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若将《召大颠和尚书》和《与孟简尚书书》进行对比，

便可发现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大颠“道”的称赞。不仅如此，韩愈也在《与孟简尚

                                                           
87

 原文参见【南唐】静、筠二师编撰，孙昌武，衣川贤次，西口芳男点校，《祖堂集》卷五，页 240-242 

；【宋】释志磐，《佛祖统纪》（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2），页 1725-1727。 
88
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 145。 

89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 2274。 

90
【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页 7372。 

91
 【宋】朱熹，《昌黎先生考异》（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页 229。 

92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广东省汕头市文化局，《韩愈研究第二辑》（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页 63。 
93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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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称赞大颠“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94  此处的“外形骸”源于

《庄子》95，本指身体表现的行为，此处言生死祸福、荣辱穷通等一切事物。96 孙昌武对

此指出这是禅宗所提倡的“无心、无念”境界，可见大颠受了禅宗的思想影响97，而本土

化的禅宗的教义和儒家传统思维有相通之处，故大颠能理解儒道。98 所以韩愈所仰慕大颠

的“道”并不是佛教的“道”，而是儒家的“道”。 

对于第三个问题，韩愈已在《与孟简尚书书》明确表明自己排斥佛教的立场：

“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由此可见，尽管他与僧人们有交往，且

又饱受贬谪之苦，他的排佛思想依然没有改变。有许多学者也肯定韩愈的排佛立场。例如，

刘国盈表示韩愈即使和僧人来往也并不影响他的排佛思想。99但是，有些学者却认为韩愈

与僧人的交往对他排佛的思想有所影响。例如，洪流表示自从韩愈和大颠交往后，对佛教

的排斥态度并不像以前那么激烈了。100不过，在第二章第二节中，已有提及穆宗和敬宗二

人对佛教的兴趣并不大，佛教并未对当时社会带来太大的危害，故韩愈在这两个时期的作

品中少有表现自己的排佛思想纯属正常，并不表示韩愈因和大颠或其他僧人的交往而改变

了他的排佛思想。朱熹则认为韩愈因在潮州无聊，所以在和大颠结交后便被大颠的道理打

动了。101 然而，如果韩愈真的因为和大颠或是其他僧人的交往而改变了他排斥佛教的立

场，那么他就不会在《与孟简尚书书》解释自己并没有信奉佛教：“有人传愈近少信奉

                                                           
94
本文引用的《与孟简尚书书》参见【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

韩昌黎集》，页 929-931。下文有关《与孟简尚书书》的原文不再做脚注。 
95
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 75。 

96
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页 106。 

97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 111。 

98
 冯念华、邵宗艳，<再论韩愈排佛及其与僧人交往的诗文>，《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页 

7。 
99
刘国盈，<韩愈与僧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4 期，页 104。 

100
洪流，《韩愈》(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页 85。 

101
 【宋】黎靖德主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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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更不会在此书中多次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排斥：“进退无所据，而

信奉之，亦且惑矣”102，并且经常提醒张籍、皇甫湜等学生要遵行儒道，而不信奉佛教。

由此可见，韩愈确实没有因为和僧人们的交往而影响了他的排佛思想。 

 

第二节 韩愈与佛教寺庙 

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教寺庙日益增多。直到唐代，佛教寺庙的数量最少有四

万所。103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佛教寺庙对韩愈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

韩愈对佛教寺庙的接受，即韩愈游览佛教寺庙的时代背景、韩愈游览寺庙之作的类型、寺

庙壁画对韩愈的影响。 

唐代诗人多有以寺庙为主题的作品，即便他们对佛教学说不感兴趣，但也热衷于

游览寺庙。104纵观这些游览寺庙的作品，以描写慈恩寺的数量最多，约有 94 篇。起初，

慈恩寺乃唐玄奘翻译佛经的地方。唐太宗曾通过为唐玄奘在慈恩塔举办盛大的入寺仪式，

以宣扬自己的教化理念，后来因为民间娱乐活动的繁盛，所以人们也喜爱到慈恩寺游览。

105因此游览寺庙的风气盛起，唐代文人也多有游览寺庙之作。例如，在景龙二年（公元

708 年），唐中宗驾临慈恩塔，而随行的群臣当中便有三十多人作诗描写登塔情景。106天

宝十一年（公元 752年）又有杜甫、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五人在慈恩塔唱和之作。

和韩愈同时期的诗人也有独自吟咏之作，如韦应物的《慈恩寺南池秋荷咏》、白居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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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930。 

103
 何沛雄，《韩文撷论》（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6），页 119。 

104
陈引驰，《佛教文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页 83。 

105
 朱怡雯、柏红秀，<佛寺、权利与文学：论唐代慈恩寺诗的生成及诗史价值>，《中州学刊》2020 年第 11

期，页 132。 
106

 严纪华，<论唐代慈恩寺塔题名>，《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2020 年第 10 期，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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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等等。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有游览寺庙之作已是常见之事。韩愈

也有不少游览寺庙的作品，除了慈恩寺之外，他也去了不少其他的寺庙，如： 

 

序 作品 去寺庙的

目的 

类型 友人 

1.  《洛北惠林寺题名》 借宿 与友人 

同游 

李景兴、侯喜、尉迟汾 

2.  《福先塔寺题名》 游览 与友人 

同游 

处士石洪浚川、 

吏部员外王仲舒宏中、 

水部员外郑楚相叔敖、 

洛阳县令潘宿阳乾明、 

前试左武卫胄曹李演广文、 

前杭州钱塘县尉郑纮文明 

3.  《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 

（以下简称游青龙寺） 

游览 与友人 

同游 

崔群 

4.  《长安慈恩塔题名》 游览 与友人 

同游 

李翱、孟郊、 

柳宗元、石洪 

5.  《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

宿有题因献杨常侍》 

游览 与友人 

同游 

杜侍御 

6.  《题临泷寺》 路经 独自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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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题秀禅师房》 拜访秀禅

师 

独自一人 - 

8.  《游西林寺题萧二兄郎中

旧堂》 

游览 独自一人 - 

9.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

楼》 

借宿 独自一人 - 

 

 

从上表中可知韩愈不仅游览寺庙，而且也在寺庙借宿。除了韩愈以外，也有不少文

人曾在寺庙借宿，如李白《夜宿山寺》、杜甫《游龙门奉先寺》、韦应物《寄恒璨》皆记

载他们曾借宿寺庙。由此可见，唐代寺庙的用途极多，不仅是佛教徒敬拜佛祖的地方，同

时也是可游览以及借宿之地。 

唐代文人在游览寺庙时的作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宫廷游宴之作。正如

前文所提到的，景龙二年时有三十多位文人创作了描写登塔情景的诗歌，多数是描绘寺庙

内的宴会场景，如“御酒调甘露”、“吹花散御席”、“仙杯菊蕊薰”等等。第二种是

借景抒怀之作，例如，杜甫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中借寺庙景物表达了“哀鸣何

所投”的忧国之情。107第三种则是表达对寺庙生活的向往。例如，韦应物在《慈恩伽蓝清

会》中写道：“宿昔心已往”108，而韩愈游览寺庙之作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由景生

情，即被所见的环境触动了情感。韩愈在此类作品中并没有对佛教进行负面的叙述，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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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页 131。 
108
【唐】韦应物撰，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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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面的心态观察寺庙的环境，并且在诗中表达了他在游览寺庙时的心境。例如，他在青

龙寺外面看见了“赫赫炎官张火伞”的一片柿林，便在想起忙于工作的友人，还想邀请

友人前来观赏柿林的美景：“汲汲来窥诫迟缓”109；第二种类型为直抒胸臆，即带着主观

的情绪来到寺庙。韩愈在此类作品中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为主，而少写寺庙环境。例如，韩

愈从京城被贬至潮州的时候路经临泷寺，便写下自己“仍将衰病入泷船”的赶路之旅，

又感慨前路茫茫：“海气昏昏水拍天”110。总的来说，韩愈的游览寺庙之作，不仅生动

的刻画了寺庙的环境，亦把寺庙当做抒情之地，抒发个人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韩愈的诗歌除了在创作上继承《诗经》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又继承了屈原、庄子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而韩愈在对寺庙壁画的观察中，也形成了自己

诡怪恢谲的艺术风格。111由于寺庙中多有关于地狱的壁画，韩愈看见寺庙的地狱壁画后有

所启发，在其作品中直接描写地狱的场景，比如在《嘲鼾睡》描写人死后长期在地狱里受

罪的场景：“有如阿鼻尸，长唤忍众罪”112，又在《送无本师归范阳》描写鬼魂被囚禁在

地狱里感到黑暗的场景：“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窞”113。不仅如此，他也在其作品中描

写“地狱变相”的壁画里常见的“火”和“行刑”画面。114 比如在《陆浑山火和皇甫湜

用其韵》（以下简称“陆浑山火”）里描写火烧四周的场景：“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

鬼烂无逃门”115，又在《元和圣德诗》中描写一段行刑的场景：“牵头曳足，先断腰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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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222。 
110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644。 
111
吴振华，《韩愈诗歌艺术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 205。 

112
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 3045。 

113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930。 

114
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页 141。 

115
本文引用的《陆浑山火》参见【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

昌黎集》，页 240-241。下文有关《陆浑山火》的原文不再做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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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点评《游青龙寺》的时候，认为此诗对柿林的描写是《陆浑

山火》的缩本。117且看《陆浑山火》中对火焰的描写：“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

原”，以及《游青龙寺》对柿林的描写：“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118，二者

皆以夸张渲染的手法写作。由此可知沈曾植所说的“缩本”是指在刻画火的画面而言的。

另外，沈曾植在点评《陆浑山火》的时候，说此诗和“曼荼罗画”有所关系。119当人们把

韩愈《南山诗》的研究视角放在写作技巧上，指出此诗中用了 51 次“或”是借鉴了《佛

所行赞》用了 30 多次“或”字而形成的的时候120，陈允吉则把此诗的研究视角放在壁画

影响上，也指出此诗和“曼荼罗画”有紧密的关系。陈允吉对此指出，“曼荼罗画”是指

供密宗信徒供拜的图画，常辅以莲花、宝珠、伞盖等物品作为装饰，图画四周布满了火焰

图案、有着鬼牛蛇神等象征魔性的形象，还有神佛等坐在屋内的画面。121 例如，《陆浑

山火》中的：“红帷赤幕罗脤膰，衁池波风肉陵屯”刻画的是神明举办宴会的丰盛；

《南山诗》中的：“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则刻画“曼荼罗画”中常见的剑戟和美

玉。122由此可知此二诗皆吸取了“曼荼罗画”常见的画面而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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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22。 
117

 【清】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外一种》（上海 : 中华书局, 1962），页 280。 
118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221。 
119

 【清】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外一种》，页 281。 
120

 最先提出此说法的是饶宗颐。详见饶宗颐，《梵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 316。 
121
陈允吉，《佛经文学硏究论集》（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页 391。 

122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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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总的来说，韩愈之所以会排斥佛教，是因为佛教对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以及为了复

兴儒学。深受儒家影响的他，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佛教的实力继续扩大，所以才致力排斥

佛教。韩愈排斥佛教的方法有两种，即口传和著书。虽然他曾在和张籍的书信往来中提及

自己不愿以著书的方式排斥佛教，但是他还是写了许多排斥佛教的作品。尽管如此，韩愈

未能成功打压当时的佛教实力，不过他的排佛行为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直到宋代儒学家

开始在儒家的基础上吸取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韩愈所排斥的佛教便和儒家和道教融为一

体，成为中国哲学的其中一门学派——宋学。 

在元和十四年的排佛事件中，韩愈基于信奉佛教的君王没有好下场、恭迎佛骨影响

国家经济，伤害百姓身体、佛教违反中国伦理关系的三大原因，而写了《论佛骨表》请求

宪宗不要恭迎佛骨。韩愈之所以把这篇《论佛骨表》公诸于世，是因为对宪宗日渐骄纵感

到失望、被磨掉的平淮西碑的情绪爆发、不平则鸣的个性使然。虽然宪宗对此大怒，想要

杀了韩愈，所幸朝中上下为韩愈求情，韩愈才免于一死，但却在前往潮州的路上痛失爱女。 

在接受佛教方面，韩愈之所以和澄观、惠师、灵师等僧人们交往，是因为想对他们

施加影响，让他们还俗、他们是有才能的僧人、当时盛行儒释交友、韩愈对事不对人。韩

愈和大颠的交往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韩愈在《论佛骨表》排斥佛教，却又在被贬到

潮州后与当地高僧有深厚的交情，且在《与孟尚书书》赞美大颠，因此佛教僧人对此大做

文章，在不少佛经记载了韩愈向大颠学习佛理的事迹。韩愈是否曾作《与大颠师书》，更

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可惜至今仍是个解不开的谜团。尽管有不少学者对韩愈和僧人们

的交往有所非议，但是韩愈早已明确表示自己与僧人们的交往并未改变他的排佛思想。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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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在晚年时期少有排斥佛教的作品，是因为穆宗和敬宗并不热衷于佛教，佛教并未对当时

的社会带来太大的危害，并未因为韩愈和僧人们的交往而改变了他在晚年时期的排佛思想。 

在佛教寺庙方面，由于唐代盛行游览寺庙，所以韩愈也常常游览寺庙。韩愈游览寺

庙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即由景生情和直抒胸臆。此外，韩愈在游览寺庙之时，不仅欣

赏寺庙周围的风景，也欣赏寺庙的壁画。通过对寺庙壁画的观察，让韩愈从中产生了启发，

形成了韩愈诡怪恢谲的艺术风格。 

经过上文的讨论后，可见韩愈对佛教并不只有排斥的态度，同时也有接受的态度。

若以两者进行对比，可见韩愈在佛教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的时候，他是排斥佛教的。相反，

在佛教不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的时候，韩愈是接受佛教的。由此可见，韩愈对佛教是持有

理性的思考，并非一般人们所想象的是一个排佛的极端分子。故未来学者若想研究韩愈，

不妨对韩愈对佛教的接受态度进行研究，而非局限于研究韩愈对佛教的排斥态度，以拓展

学术界对韩愈对佛教态度的认识。另外，韩愈排斥和接受佛教的作品，是有矛盾之处的。

他在某些作品中表示自己接受与僧人的交往，却又表现自己排斥佛教的态度；在某些作品

中表示自己排斥佛教，却又接受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未来学者可对韩愈在作品中所

表现的对佛教态度的矛盾之处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对此有更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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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韩愈本可选择较近路线： 

潮州  虔州  吉州  袁州 （一千零五十多公里） 

但是韩愈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线： 

潮州  广州  韶州  袁州 （一千六百公里） 

 

（韩愈去袁州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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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序 僧人 诗文 

1.  惠师 《送惠师》 

2.  灵师 《送灵师》 

3.  令纵 《送浮屠令纵西游序》 

4.  澹师 《嘲鼾睡》 

5.  澄观 《送僧澄观》 

6.  诚盈 《别盈上人》 

7.  贾岛 《送无本师归范阳》 

8.  颖师 《听颖师弹琴》 

9.  文畅 《送浮屠文畅师序》 

10. 广宣 《广宣上人频见过》 

11. 文约 《和归工部送僧约》 

12. 秀禅师 《题秀禅师》 

13. 译经僧 《赠译经僧》 

14. 大颠 《与大颠师书》 

 

（韩愈与僧人交往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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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序 僧人 方法 具体表现 

1.  澄观 明示性的说服 我欲收敛加冠巾。 

2.  灵师 明示性的说服 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 

3.  贾岛 明示性的说服 欲以金帛酬。 

4.  文畅 暗示性的说服 宜当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 

5.  译经僧 暗示性的说服 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 

6.  文约 暗示性的说服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学因循到白头。 

 

（韩愈希望说服僧人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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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序 僧人 才能描述 所表现的禅宗行为 

1.  灵师 简述灵师身怀多技，写文章、下棋、

赋诗、唱歌都难不倒他。 

能缀文、好围棋、赌好博、好斗诗、

好饮酒、好唱歌。 

2.  令纵 讲述令纵好写文章，文章写得十分典

丽，并且勇于批评别人的文章。 

善为文 

3.  澄观 简述澄观擅长吟诗。 好吟诗 

4.  贾岛 称赞贾岛在写作方面的胆大，讲述贾

岛的写作艺术。 

善为文 

5.  颖师 从弹琴节奏的快慢写起，后描述韩愈

被琴声感染，最后赞叹颖师的琴艺高

超，让他感受到强烈的情绪波动。 

善弹琴 

6.  惠师 - 好山水 

7.  澹师 - 好睡觉 

8.  诚盈 - 好山水 

 

（韩愈所交往的僧人多属有才能的禅宗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