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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北宋朝廷对佛教发展的支持 

学生姓名：胡婧怡 

指导老师：方美富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论文关注北宋时期朝廷对佛教支持促使佛教的流传与发展境况。论文第

一章作为文章开篇，绪论陈述包括前人文献研究，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围及方法。

第二章探讨北宋王权与佛教的关系，以多位皇帝和文人士大夫的态度来看佛教的

传播与排佛。第三章则以北宋朝廷政策下的佛教即僧人和寺庙来探讨佛教的流传。

第四章以朝廷支持下的北宋佛教各宗派发展和宋太宗时期译经的过程来观察佛教

的发展史。第五章结语。北宋时期，佛教盛行，信众甚多，其中包括赵宋皇帝直

至平民百姓。禅宗里的云门宗被广泛推崇，很多僧人来到北宋进行传法。北宋寺

庙的数量也远超前代，深深影响了宋人。本文选择以朝廷为切入点来探讨众多皇

帝对佛教的支持与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僧人来到中国传教与寺庙的林立，

佛教各宗的发展以更加了解当时佛教的传播的状况，加上佛教宗派与译经的过程

的探讨更能了解到当时佛教的流传情形，同时也探讨当时佛教流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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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宗教自古以来都扮演着人民心灵寄托的角色。儒家与道教精神特质在春秋战

国时期已经存在，而延续至中国的历届朝代，佛教的传入也是情势所趋。当时汉

代丝绸之路的推行使胡人来到中国经商，佛教也由此传入中国。在宋代以前，佛

经已不断地涌入，其中唐玄奘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也广为流传，更多佛教梵语的典

籍翻译成中文的佛教典籍。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儒、释、道三教鼎立，三教信众

甚多的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废除后周，建立宋朝，开启了北宋时期，而在北宋前经历了五

代十国、五胡乱华等的动乱，并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即辽国的虎视眈眈，经济遭

到破坏等，这使当时的佛教轮落到凋零的地步。直至北宋的成立才出现了复苏的

情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思想方面如佛教的流传1。北宋佛教能如此兴盛，其

中的因素包括了北宋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平民对佛教的拥护， 尤其是禅宗更是

被广大地推广,使北宋大多数权贵、文人及百姓所接受。相对的，当然也存在一些

皇帝、士大夫等排佛, 不支持佛教，他们认为佛教来自夷狄外邦，且佛教的理论与

思想上与儒学和道家有所出入，而佛教在印度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传入中国

的佛教更是慢慢本土化，与印度佛教的教义存在着不同之处，参合了道教和儒家

的学说，不断地改善佛教及辩驳其他学说对佛教的误解及批评。 

                                                           
1.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页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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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禅宗是最备受欢迎的佛教宗派，而接着是天台宗和净土宗2。其中各宗派

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如各宗开始融合深入进行，禅宗变成了融合型的主体,证

实了佛教的快速发展如朝廷支持佛教的译经3。宋太祖时期，《大藏经》的刊印、

外僧来中国等使佛教的受众程度提高。而到了宋太宗时期，译经院的设置使译经

的任务得以展开，加上众多僧人的到来使译经的过程更加顺利，译出来的经书与

原文也较贴切，创造了北宋历史上译经的篇章。 

      本研究将以北宋时期朝廷对佛教的支持，包括北宋诸多皇帝、文人士大夫对佛

教的态度和排佛争议，北宋僧人和寺庙、北宋佛教各宗派和译经的过程来探讨北

宋佛教的传播和流传。本研究以此题目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意识到佛教在北宋

时期的传播是存在些许困难的。当时佛教的流传情况也鲜少被人所知，但僧人却

能克服困难地传教，北宋人们也能接受外来的佛教，与道教和儒家所宣传的不同

思想的氛围下进行磨合，而创造了全新的, 属于中国的佛教，实属难得。接着，国

内外学术界对北宋佛教的传播的研究尚少。通过本文能知道北宋佛教流传与传播

的境况，给予较为全面的研究，进而促进学者们对北宋时期佛教的发展的状况的

理解。 

 

第一节  前人文献研究 

 

       在撰写北宋佛教的流传的论文时，我借助了很多学者所作的北宋时期佛教的

历史的书籍作为我的论文参考资料之一。其中，杨曾文的《宋元禅宗史》记载了

                                                           
2.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 2。 
3.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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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禅宗包括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等与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尊崇，让

本研究得以借鉴及参考，对当时的佛教产生了更深的了解，但是其中对于北宋皇

帝的支持的部分较少。 

        此外，赵伟《北宋文人与佛教》也是记载了北宋历代皇帝对佛教所做的贡献、

其中含有不少对本文启发很大的参考资料，但所写的资料太杂、引用太多不同的文

献，资料也不是很全面及较主观。宋朝正受所撰的《嘉泰普灯录》则以长篇的文章

来叙述众多禅师，在研究禅师方面的资料是全面的，但实则对本研究所写的内容帮

助不大，本研究也只引用了序文里对北宋皇帝对待佛教的举动进行描述。中村·元等

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记载了译经的过程，解释得相当详细、对北宋皇帝支持佛

教的举动也有所记载。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对北宋时期佛教传播的描述篇幅较

短，其中也有记载北宋皇帝对待佛教的态度。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的第二、三、四册和第五册提供了大量关于北宋时

期的佛教的资料，对本研究来说是最好的参考资料，书中提及了北宋寺庙、僧人、

文人等较为全面的信息。这几册书都是提供了很多关于宋代寺庙、北宋僧人、北宋

历代皇帝对佛教的态度、文人士大夫的尊佛与排佛的资料，清晰地描述了北宋佛教

史。 

       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提及中国佛教的概念、中国佛教中古早期的传播和适

应的情形，士大夫佛教、汉代佛教的传入直至东晋末年的佛教，其中并未提及唐、

北宋之后的佛教。 



8 
 

        陈振《宋史》里对北宋历史的阐述是较多的, 其中也有提及儒、佛、道三教的

相互融合、佛教各宗派如禅宗、临济宗、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等的发展、

北宋僧尼剃度、考试、度牒等内容, 但篇幅较短。 

        张培峰的《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里对宋代文人士大夫佛学的政治、社会及

思想背景和针对各别的士大夫被佛教的影响的个案进行研究，其中还包括士大夫佛

学诗文及著述的篇章做出的分析与所提供的士大夫佛学的资料相对来说来说是很完

善的。魏道儒的《宋代禅宗文化》对宋代社会与禅宗及其发展阶段的描述分析也是

写得很详细，其中有些内容都是在其他参考资料没有找到的。此外，望月信亨作，

释印海译的《中国净土教理史》中有很多关于宋代的净土宗的资料,也有提及宋仁宗

及僧人的描述, 可谓是净土宗相当详细的资料。 

       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对宋代禅宗概貌、思想、禅史、士大夫禅学等

的叙述也是详细周到。姚瀛艇的《宋代文化史》里有提及宋代佛教的流行和儒、佛、

道三教思想的融合，是一部较为合适的参考资料。蒋義斌的《宋儒与佛教》里对宋

代的文人与佛教的对话，其内容跟我所写的相关内容比较少。牟钟鉴和张践著的

《中国宗教通史》里对宋朝佛教及宗派所提供的资料很充足，如北宋佛教各宗派的

事迹及僧人的阐述很多，译经和刻藏的过程及记载的事迹也非常详细，提供了一些

对我有所帮助的资料。闫孟祥的《宋代佛教史》对北宋佛教宗派、历史背景、佛教

的管理及其在北宋的基础地位也都有描述，与我的章节的分配相似。 

     

第二节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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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北宋时期佛教的流传作为我毕业论文的选题的主要因素是我想探讨佛教

在北宋时期的流传情况，以此了解佛教在传播及流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此

外，北宋佛教的传播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中佛教史与现今佛教的发展有所借鉴与好

处。通过北宋朝廷的支持为切入点、以北宋多位皇帝及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支持

及排佛争议的情形、北宋寺庙的建立及经济和僧人来华传教的描述、佛教各宗派

的发展、译经的过程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其中研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北宋的

撰写者所写的有关北宋佛教书籍资料较少，大多数是各宗派及历史的概述，资料

的形式也太杂，要找出对应的资料确实有些困难。因此，本文所引用的资料来自

南宋至现代的研究材料，史书也对佛教的记载甚少，况且北宋年代久远而致使参

考资料面对的真实性的问题也是我在筛选资料时需考虑的问题。 

 

第三节 研究范围及方法  

 

      本研究范围定于北宋时期佛教的流传。通过一番研究，我发现佛教在北宋的事

迹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其中北宋多位皇帝都以包容和尊佛的态度支持佛教的发展。

同时，由于定于北宋时期而不是两宋时期，研究范围就不会太广，正好适合我做

研究。我以多位北宋皇帝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和徽宗为例，加上我

参考的资料让我确定我所列出的这些北宋皇帝是适合来探讨北宋佛教的流传。文

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如资料里最常提及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例来探讨他

们的学佛态度与一些文人如孙复、石介的排佛也置入内容里。我还以朝廷对寺庙

和僧人的支持的角度来看北宋佛教的传播，其中寺庙的普及化和僧人的传法也是

大大地提高佛教传播的效率。然后是以佛教各宗派发展作为探讨对象，来看朝廷

对各宗派的态度。最后则详细提及北宋太宗时期的译经的过程及之后译经的废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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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过程中，我翻阅了很多北宋时期与佛教的相关资料，加上毕业论文导师的

建议，才得以顺利完成此论文。 

       本论文主要采取宗教史作为研究方法，即以史学来研究宗教。 宗教史中对佛

教的发展有着详细的记载，与我所撰写的论文息息相关。以北宋时期朝廷对佛教

发展的支持为定题，我把研究方法即宗教史的范围定在中国北宋时期的佛教。在

撰写这篇论文期间， 我翻阅，参考及引用宗教史的书籍中的资料，从中了解中国

佛教历史的发展、演变的流程，如我到拉曼大学图书馆寻找宋朝至现代相关佛教

史的书籍及阅览该资料如《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文化史》、《佛祖统纪》、

《嘉泰普灯录》、《中国宗教通史》等书籍作为参考，对其中的内容进行研究，

其中包括了佛教各宗派的历史与发展、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尊佛与排佛的态度等，

让我对北宋时期的佛教有了清晰的认识，使我在撰写论文期间能够获得充足的宗

教史资料，顺利地完成此论文。 

 

 

第二章 北宋朝廷与佛教的关系 

 

 

 北宋年间，朝廷对佛教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其中包括了佛教经书的印刷，如

太祖时期，印刷技术盛行，佛教的典籍从手抄至印刷出版，可见北宋时期的印刷

技术已经超越唐代，《大藏经》的印刷更是为中国历史的添上一笔色彩。佛教到

了宋太宗时期佛教的译经达到最盛。朝廷里的士大夫对佛教具有不同的态度，有

些士大夫包容佛教、对佛教如对待道教与儒家般尊崇，而有些士大夫研究了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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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后，对佛教思想产生一些误解或本身存在偏见，而进行排佛的举动，但也有

一开始排佛的士大夫最后信奉佛教。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而能在中国发展极好，

尤其是北宋时期，佛教的复兴使众多中国人成为佛教信徒，也摒弃周世宗打压佛

教的观念，可见朝廷的支持起到关键的作用。 

 

第一节 北宋多位皇帝对佛教的态度 

 

 本章将以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徽宗对待佛教的态度为例展

开叙述。宋太祖赵匡胤是北宋开国皇帝。经历了前朝战乱后的佛教开始复兴，而

宋太祖在振兴佛教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宋太祖废弃、终止后周世宗

排斥、打压、毁佛的指令4。相对的，宋太祖对佛教显示了尊崇的姿态，其中赵匡

胤的母亲与夫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5，在这种信佛的家庭因素影响下，赵匡胤也受

其影响，如太祖于建隆元年六月诏各个寺院，不毁坏后周世宗时期废弃的寺院，

而不幸毁坏的寺院里还有遗留下的佛像则下令保存起来6，可见太祖不想重蹈后周

世宗的覆辙，并引以为鉴，有意扶持佛教。宋太祖遣使内官张从信至蜀地益州负

责雕刻造出大藏经，而该大藏经是以“开元録”为依据，预备出版一千零七十六

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大藏经，以四川省特别生产的十三万片版木来雕刻经文7。这

个雕刻过程耗了十二年方才完成，之后把这些雕刻的经文即称为《开宝藏》，送

去汴梁，并复印于太平兴国寺的印院，复印完成之时就分发给大宋的寺院8。从宋

太祖自发地想印刷佛教的大藏经的行为来看，宋太祖是非常笃信佛教的，以至于

                                                           
4
.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页 253。 
5
.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页 9。 
6
.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3。 
7
.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台北：天华出版，2005），页 400。 
8
.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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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惜耗费人力、物力、钱财和时间来打造印刷版的大藏经。由于印刷的大藏经

在北宋时期是首次大量地出版，因此，这北宋的大藏经显得弥足珍贵，寺庙里通

常把印刷版的大藏经当成法宝来对待，并把大藏经收藏于藏经楼中9，常人也没机

会阅读。由于唐朝以前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还有五代十国的动乱，佛教于那时

起渐渐衰颓，而北宋的立国使佛教得到了缓和及复兴的机会，加上宋太祖的鼎立

支持，大藏经才不负众望出版了。北宋最早的官版大藏经是于太平兴国八年发行。

这北宋官版大藏经成为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参照物10，可见北宋官版大藏经的珍

贵与重要，也是开辟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 

 到了宋太宗时期，宋太宗继承了宋太祖的对佛教的伟业，下诏立太平兴国寺

为先皇帝寺，还设置了完善的组织机构的译经院11，延续二百多年停滞的官刻译经。

译经院也建立在太平兴国寺，并开设三堂12。译经院于六月建成，宋太宗下诏让天

息灾等人住下，参与译经的活动。宋太宗下诏僧尼们“作诗送”，当中仅有陈彭

年的诗留下来。宋太宗还能辨识僧人所写的书法，如点评钱昱的翰牍“体格服软，

其失乃俗，独此儿不类”13，足可见宋太宗非常熟悉及认识这些僧人的字体，从而

也显示了宋太宗与僧人的来往及对佛教的尊崇。宋太宗亲自撰写《新译三藏圣教

序》，并把此序刻在碑上，以期能流传下来14，可见宋太宗对译经的支持，把序刻

在碑上也使其能流传得更久远，也透露着宋太宗对此序的看重。朝廷中不免有些

大臣是排佛的，当宋太宗让苏易简撰碑文并赏赐给西域僧法，朝中一些大臣认为

苏易简所撰的含有“鄙佛为夷人之语”，对佛教不敬而太宗为此也相当不愉快而

                                                           
9
.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00。 
10
. 姚瀛艇，《宋代文化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页 116。 

11
.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4。 

12
. [宋]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 398。 

13
. [宋] 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 58。 

14
.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页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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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朱昂来撰写15，从中可见宋太宗对撰碑文的严谨看待，不想以此辱佛，以表达

宋太宗对佛教的敬意。 

  宋真宗赵恒对佛教也是相当崇信的，即开设七十二所戒坛16，展开登坛受戒的

制度，规定满十八岁的僧和满十五岁的尼才可剃度受戒17， 可见受戒制度的条规下

的僧尼年龄有所限制而《佛祖统纪》里记载宋真宗 “是岁度僧二十三万百二十七

人18”的情形显示了僧人数量之多，意味着当时佛教的兴盛。宋真宗对佛教有了

透彻的认识，如真宗曾经撰写和佛教有关联的文章如《法音集》、《崇释论》、

《注四十二章遗教》等19，可见真宗熟读佛教典籍与对佛教理论的理解非常深厚，

以至于能创作出这些与佛教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也达到了极高的标准。

宋真宗在《崇释论》提及佛教与儒家都是有着相同的“道”，只是 “迹异”20、儒

家是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继承其志，是在远古时候的中国产生的，

而佛教却是来自印度，而非中国产生的，这也是宋真宗想要表达的儒家与佛教的 

“足迹”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却怀有共同的目标与宗旨，那就是引人向善，对人类有

益、对社会及国家有益的宗教。宋真宗还曾下令“淮、浙、荆湖治放生池，禁渔

采”21，可见宋真宗对佛教的禁止杀生的戒规及食素的看重, 以致于下达开启放生

池和禁止捕鱼的诏令。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任皇帝，对禅宗极其提拔。天息灾当时仍在朝廷，他提

议让宋仁宗选择大约五十人的两条街的童子来学习梵字，以致后代能持续译经。

                                                           
15
. [宋]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 97。 

16. [宋] 志磐，《佛祖统计》卷四十四，页 402。 
17
. 陈振，《宋史》，页 733。 

18
. [宋] 志磐，《佛祖统计》卷四十四，页 402。 

19
. [宋]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四，页 402。 

20
. [宋]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四，页 402。 

21
. [元]脱脱等撰，《宋史 》卷八《真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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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僧的遥相间隔也是导致译经的工程废绝的因素22，而天息灾的提议正好避免这种

状况发生。此外，宋仁宗也与众多禅师探讨禅宗的理论，现留下记载的是与德章

和怀琏的交谈。其中宋仁宗和德章禅师认识较早，交往甚密23。宋仁宗对禅的理解

也有了一定的基础，怀琏较晚与宋仁宗交谈禅。宋仁宗意欲建成十方净因禅寺，

而召见怀琏出任方丈，促使禅宗在京城和北方的快速传播24。从宋仁宗对禅师尊崇

的态度来看，宋仁宗能与禅师交流禅的观念，可见其对禅的理解颇深，是绝对的

佛教徒。《佛祖统纪》还记载宋仁宗“迎六祖衣钵，入京阙供养，及至奉安大内

清净堂。敕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钵记》”25的事迹，仁宗迎接记供养禅宗六

祖慧能的衣钵，还令晏殊记载此事，这显示了仁宗对禅宗的尊崇与欣赏，有意提

拔禅宗，让禅宗得以迅速流传。 

      宋神宗曾经发下诏令把相国寺六十寺院改为八院即两所禅院和六所律院。两所

禅院分别是慧林禅院和智海禅院。宋神宗下诏令云门宗僧宗本为慧林禅院的住持，

云门宗本逸为智海禅院的住持并下诏让云门宗僧法秀入入住法云禅寺传法26。由此

可见，宋神宗对佛教也是非常尊崇，想让相国寺发挥最大的作用，还让云门宗宗

僧担任两院的住持，可见其相当看重佛教的传播、外来僧人与寺庙的建成。 

       宋徽宗由于崇信道教而对佛教相当不友善，其中他也听信一个名为林灵素的

道士的谗言而做出了毁坏佛教的行为如下令在寺院置放孔子和老子像，还把道士

的地位提高，贬低了佛教僧尼的地位等27，可见佛教在当时是如此岌岌可危，只剩

                                                           
22
.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5。 

23
. 林语涵，《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知识-佛教基本信仰与常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页 12。 
24
.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 3。 

25
. [宋] 志磐，《佛祖统纪》卷 45，页 539。 

26
.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页 3。 

27
.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六，页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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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与净土宗盛行，其余的佛教宗派开始没落。在宣和元年正月，宋徽宗发下诏

令让佛教与道教合一，佛教可以免除被废弃的下场，但应以中国礼义为重中之重，

不得不改革28，称佛为大觉金仙，让佛穿上天尊的服装，称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

德士、尼为女德士，穿上古代的“巾冠”。寺被称作宫、院被称作观29。由此可见，

宋徽宗非常尊崇道教而对佛教起到了相当大的约束与不好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不

尊重佛教。虽然之后灵素道士被严惩，佛教也逐渐恢复，但是不能否认徽宗所作

的毁坏佛教的举动，庆幸的是徽宗的排佛时间段不长，道士林灵素的骗局被拆穿。

宣和二年六月及九月, 宋徽宗下旨恢复寺额和僧称30。宋徽宗会做出对佛教不敬的

举动也是因为其对佛教的义理不理解，也可见宋徽宗不如北宋其他皇帝对佛教的

典籍那般理解，而造成其听信别人的谗言后就对佛教有所误解，处处贬低佛教。

宋徽宗后来也醒悟自己被林灵素欺骗了，才下旨恢复佛教。 

 总而言之，北宋大多数的皇帝都劳心劳力地扶持佛教，虽也有像宋徽宗对佛

教不敬的皇帝，但大致上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患与影响。佛教在太祖、太宗、

真宗及仁宗时期的发展可谓如鱼得水，逐渐复兴繁盛，超越了唐朝及前几朝的佛

教。 

第二节 北宋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和排佛性 

 

         北宋时期， 文人士大夫摆脱以往唐、五代那般与禅僧交往的少数各别现象而

转为与僧人们经常联系、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与社会风气。北宋中后期出现了大量

的文人士大夫如王安石、苏轼、苏辙、周敦颐和黄庭坚等人对北宋朝廷做出的贡

                                                           
28
.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六，页 421-422。 

29
. [元]脱脱等，《宋史》卷 22《徽宗纪四》，页 403。 

30
. 杨曾文, 《宋元禅宗史》,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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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是为人所知的，而他们与佛教的渊源极深，他们陷入官场之争使他们对佛教禅

法产生了兴趣并展开研究，从他们的著作也可见其中的端倪，也透露出他们各别

的尊佛方式与思想。本文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信佛为例与孙复、石介、欧阳

修般排佛为例来探讨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 

        王安石是宋神宗时期推行变法改革的重要的人员之一，王安石在文学方面的

著作也是颇为人知的。王安石热衷于佛法，如其注释《楞严经》、《金刚经》、

《维摩经》等及研读佛教经典，并与僧徒有所结交郊游31，如早年与黄龙派禅师瑞

新、大觉怀琏等来往32，可见王安石对佛教典籍相当熟悉，也与多位僧人结交来往，

互相交流佛教的课题，并从中更快速学习及了解佛学。王安石晚年也“好观佛

书”，也与佛印了元有所来往33。由此可知，王安石晚年时也阅读佛教典籍，还结

交僧人，可以说王安石晚年远离朝政，过着淡薄名利的生活。王安石也把自己的

房子捐施出而成禅寺, 自称为半山道人34,可见晚年的王安石追随佛教, 过着如僧侣般

淡薄寡欲的生活。王安石曾与宋神宗讨论佛教的理论，如王安石认为佛教“乃与

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35”，可见王安石对佛教的宽容豁达

与不存在偏见，他能把佛教与儒家经典平等看待，并认为佛教与儒家学说是相通

的，不能把二者完全区分开来，而此二者都是对国家、社会及百姓有益的，虽然

他们的道不同，但终究是善教。 

                                                           
31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页 2407。 

32
.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页 161。 

33. 孙昌武 ，《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314。 
34
.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页 164。 

35
.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 17 册卷 233（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 5659-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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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的家族成员中有信佛的36，其父母、妻子及弟苏辙都是信佛的。之后苏轼

受其友王大年影响下而深研佛书，也被宋仁宗时期社会的礼佛敬僧的风尚习气影

响37，在经历“乌台诗案”贬官期间，苏轼在佛寺寄居，随僧吃斋，经历此次磨难

让他更加深入学习佛教义理如“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

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38，可见苏轼对儒释道三教涉略之

深，官场的不顺使他对佛教的义理有所探求。苏轼在学佛教的时候较能理解佛教

的“荡相遣执”、“遗世脱俗”的精神39，与其所学的其他学说进行融会贯通，也

从道家所提及的“相生相待”的学说引以为鉴，并以此联接佛教的相对主义，在

思想与理解佛教的理论的同时，也突破他所学的佛教的理论40，可见苏轼的佛学是

集道家的学说融入佛学，苏轼所表现的不再是墨守成规的佛学，而是“创新”的

佛学。苏轼时常和佛印的交流探讨禅41，，由此可知苏轼对禅有了一定的理解，才

能与佛印相交。苏轼对禅、律各宗派的理解与融合贯通的观念，如“禅律相攻。

我见大海，西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事理皆融”，“遇物而应，施

而无穷”42等显示苏轼对佛教各宗派的见解。苏轼曾作《水陆法像讚》以赞赏水陆

法会的普遍流行43，可见苏轼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成就，在佛教方面也有一番心

得。苏轼对大乘经如《维摩》、《圆觉》、《金刚》有所研究，了解禅的自性清

净、明心见性和华严宗的事理圆融，无碍自在的教义，在其诗里往往含有佛教因

                                                           
36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 页 2393。 

37
.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 页 2393。 

38
. [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苏辙集》（北京：中华书

局，1990），页 1117。 
39
.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415。 

40
.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398。 

41
.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23。 

42
. 苏轼，《祭龙井辩才文》，《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 2032。 

43
. 苏轼，《水陆法像赞》，《苏轼全集》卷 22，页 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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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44 ，可见苏轼对佛教义理的理解之深及其所遭遇的经历促使他追求佛教的义理，

从而显示其对佛教的尊崇、向往并以此寻求慰藉。 

       黄庭坚出生的地方，洪州是临济宗演化出来的黄龙派盛行之地45。黄庭坚早期

与黄龙派的祖师慧南相交甚好46。黄庭坚为母办理丧事期间，曾住在黄龙山寺，并

与悟新、祖心和惟清禅师结交，祖心禅师曾教导他参禅，而悟新禅师则使他入悟47，

使他对佛教的禅宗有更深的理解。黄庭坚对悟新和惟清十分欣赏，还把惟清推荐

给其外甥，让他向惟清学习禅法48，可见早期的黄庭坚身处在佛教氛围的环境中，

经常接触佛教，并结交了多位禅僧，而佛教对他的影响可以从他的诗风及他所创

作的佛教元素的作品中看出来。黄庭坚在学习佛教修行的见解也与其在儒家的修

养理论的表达是相呼应的，如黄庭坚认为以佛学的修身养性能帮助参透儒家中的

一些义理如《论语》,49由此来说儒家与佛教的学说是有些关联的。黄庭坚对儒、释

的研究也创造了其独门的佛教见解。此外，黄庭坚曾撰写《发愿文》50, 即“痛戒

酒色与肉食，但朝粥午饭，如浮屠法”51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可见黄庭坚身处的环

境影响其对佛教的理解程度，如他当时肯为了佛教戒荤、戒酒等，养成一个健康

的饮食习惯，加上他能坦然接受佛教的道理，并与儒家学说结合，实属难得。 

         北宋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如孙复、石介、欧阳修、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

博等排佛的，其中有些文人一直把佛看作是异端、是外来的宗教，排斥及打击佛

                                                           
44
.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页 2398。 

45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8。 

46
.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412。 

47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530。 

48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528。 

49
.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页 190。 

50
.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页 191。 

51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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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52，排佛的争议从没间断。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打击就是“奉夷狄之教的僧尼们

恣意暖衣饱食而不工作”的观点，其中也有辽国、西夏等国的虎视眈眈，再加上

王安石提出的变法中的青苗法改革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骚乱，他们认为佛教影响

了富国强兵的宗旨，甚至提出要禁绝佛教，还道出佛教的十个害处： 

  

      “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行正常之婚姻而紊乱风俗，多余的布施、斋会等

皆耗殚财力，无限制地营缮寺观而夺去农耕的时间引诱人家子弟出家以致根绝孝

养双亲之路，有的甚至使以家人陷入贫困之中”53 

 

佛教确实是认为布施的行为是非常神圣的，这与中国儒家提倡的自食其力有所冲

突，但宋儒的批评未免有失偏颇，缺乏公允及包容心。此外，一些主张排佛的士

大夫当中也与一些禅僧有所来往，甚至与禅僧建立良好的关系如欧阳修虽对外来

的佛教有排斥之心，但他也会与圆通居讷交好，也会欣赏及接纳信佛的苏氏兄弟54，

可见其虽然不信佛教，但不阻碍他与僧人和支持佛教的文人士大夫们来往。 

       如上文所述，可见宋朝士大夫的尊佛与学佛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有些士大夫

是纯粹的学佛、有些文人把佛教与儒家学说合二为一、有些文人则把佛教和道教

融汇贯通等。排佛的文人士大夫们出于对佛教提出的观念不赞同而产生了对佛教

误解或偏差的想法是难以避免的，因当时北宋时期流传的宗教不只是佛教，也有

                                                           
52
.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303。 

53
.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五册，页 2305。 

54
. 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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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和儒家的学说，三教并立的局面，那些排佛的文人士大夫更偏向于其他宗教

也是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做出诋毁或排佛的举动是不应该的。 

 

 

第三章 北宋朝廷支持的政策下的佛教僧人与寺庙 

 

 

 从北宋朝廷支持下的佛教的僧人于寺庙也可探讨佛教的兴盛的原因，其中僧

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僧人不远千里传教与译经的举动也使北宋的佛教更广为

人之，流传久远。寺庙的林立也是北宋皇帝的支持下得以建立及香火鼎盛。宋朝

有僧官体制，分成两个机构即俗和僧。从俗官来看，北宋朝廷进行多方管制如鸿

胪寺、中书和门下省、尚书祠部、开封府都各别负责佛教的事务，而僧官则设有

左、右街僧录司，也是中央级僧署，提供多种职位如僧录、僧正、首座、副僧录

等，而这些僧官负责处理僧团具体的事务，55可见北宋朝廷对佛教的管理与掌控。 

 

第一节 北宋朝廷支持下的僧人的境遇 

 

      北宋初期，道圆从天竺回来后带着使者、佛舍利和贝叶梵经觐见宋太祖，去

西行取经的同时也能顺道扩大中国的国威。因此，中国僧人到印度取经是得到大

宋皇帝的支持的56。志磐在《佛祖统计》对此有所记载： 

                                                           
55. 牟钟鉴，张践， 《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57。 
56
.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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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闻支那国有大天子，至圣至神、富贵自在。自惭福薄，朝谒无由，遥礼

皇恩，蒙赐金刚座释迦如来袈裟一领，即披著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寿命延

长、一切有情，度诸沈溺。谨付沙门光远以释迦舍利进上57” 

 

北宋皇帝赠送袈裟给释迦如来的举动显示皇帝极其看重佛教，促进了中印宗教与

文化交流。北宋时期出现多位僧人如太平兴国五年正月，三藏法天被召进京师，

开始了译经的盛举，而二月时，北天竺伽湿弥罗国三藏天息灾和乌填曩国三藏施

护被召进行翻译佛教典籍的任务58，可见佛经的翻译被视为非常重要与神圣的任务，

北宋皇帝对僧人的召见也是印证了皇帝信佛及愿接纳佛教的传法与教理的缘由。

  

       宋太宗曾赐天息灾为明教大师、法天为传教大师、施护为显教大师的称号，

让这些大师各别翻译梵文的佛教经书，下诏梵学僧法进、常谨、清沼等负责笔受

缀文的任务，而被奉命为右街的僧录光禄卿杨说和兵部员外郎张洎负责润文而殿

直刘素则负责监护59，可见宋太宗对译经的看重，委任合适的人选进行译经。 

        宋太平兴国三年，赞宁进京后，宋太宗授予紫衣，并赐他“通慧大师”法号。

在左街讲经首座，史馆编修，还掌管了洛京宗教诸事，之后担任了汴京右街僧录，

左街僧录，其著作包括了《高僧传·三集》、《内典集》、《三教圣贤事迹》、

                                                           
57
.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03。 

58.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 398。  
59
.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页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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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集》、《僧史略》等书60，可见宋太宗对赞宁等僧人的支持，当时佛教在儒

家与道教的并驾齐驱的情况下要维持并发展下来是非常具有挑战的，而让北宋佛

教得以立足的最好方法是与皇帝及高官等有所来往。契嵩对佛，儒二教知之甚多，

认为佛教和王道及儒家的纲常的理念是相同的，曾两次上书吁请宋仁宗对佛教的

流传进行扶持61，以使佛教的流传更广泛化及顺利。众多僧人的到来对北宋的佛教

传播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佛法的传播更广泛、众多佛教经书的翻译，更多百姓、

文人等对佛教经书的理解也会加深，从而消解对佛教的偏见与误解。 

       北宋虽然对佛教给予支持的态度，但还是有所限制如正式剃度出家受戒必须

有祠部给的度牒和空白戒牒，如若没有度牒与空白戒牒，则只能以童行或长发沙

弥的身份暂居，等朝廷依据比例发放一定数量的度牒，并以合格的成绩通过考试

才能正式剃度62。出家者必须获得家长的同意，并且没有犯罪记录和“文身”的人

才能出家，男的出家人称为行者，而女的出家者称为尼童，只有剃度了才能正式

称为比丘和比丘尼63，这显示北宋政府对剃度出家者所定的制度，以度牒和空白戒

牒的方式来确认僧人的身份及控制僧人的人数等，还设置了考试，可见朝廷对僧

人的管控及用心，以此表达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出家的。 

      以马端临《文献通考》来看，宋真宗天禧五年，僧人的人数高达三十九万七千

六百一十五人，尼姑则达六万一千两百三十九人，是当时全国人口的二点三巴仙64，

可见僧人及尼姑的人数如此庞大。由此可见，僧人的增加使朝廷不得不管制以免

发生“只想当僧尼，不想工作”或“犯人混进寺庙，冒充僧尼，逃避刑罚”的社

                                                           
60
.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4。 

61
.[宋]正受，《嘉泰普灯录》序一，页 4。 

62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2。 

63
. 陈振，《宋史》，页 732。 

64
. [元]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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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风气。宋朝发生了大量度牒的贩卖，宋神宗时期，朝廷由此规定度牒的数量从

一万到三万，师号的泛滥买卖65也败坏社会风气，这也是朝廷须严管僧尼度牒产量

的原因，避免被任何人随意滥用度牒。 

 

第二节 北宋朝廷支持下寺庙的建立与经济 

 

  北宋寺庙可分成禅寺、教寺和律寺，由各宗派的僧人形成66。北宋寺庙的林立

也是北宋朝廷的支持而成立并复兴，其中北宋众多皇帝、文人士大夫、百姓都对

佛教相当尊崇。由于获得朝廷的支持，寺院里拥有数量庞大的田产67，寺院也以此

为生，可以说田产是寺院的经济来源之一。宋朝寺院经济规模的庞大也包括了出

租空房、商店、长生库、碾硙等的营生让寺院的收入相当充足，而这些有营生的

僧人也如地主般与普通百姓有了商业上的竞争，而这也引发了一些朝中大臣排佛

的争议68，引起他们对佛教不满和误解。寺院也参与了公益和救济活动如赈济饥民

等69，大大帮助了北宋百姓和社会的发展，使百姓获得心灵上的慰藉。通过寺院的

公益活动，百姓也得以过上安稳的生活。 

 由于多方的支持，寺院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变得普及化。上至高官权贵，下

至黎民百姓都有信奉佛教者70，可见宋代佛教的普及化，这是因为佛教所提出的观

                                                           
65
.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15。 

66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4。 

67.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57。 
68.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57。  
69.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页 1151-1152。 
70.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页 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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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理论是能被北宋多数人所接受的，也没有阶级之分。寺庙的林立与发展也是

有赖于当时佛教信众如皇帝、士大夫、文人、皇亲贵胄、商人、百姓的供奉的香

油及香火钱等，与大众的信仰需求相呼应71，进而使寺庙的经济得以延续，寺庙的

数量也与日俱增。苏辙《和子瞻宿临安净土寺》提及“四方清净居，多被僧所占。

既无世俗营，百事得丰赡”72，可见北宋时期佛教寺庙的真实写照，虽然没有世俗

的营利，寺庙经济也充足，显示朝廷对寺庙的支持，同时也透露出僧人的庞大数

量。 

宋太宗曾经下令在开宝寺建三百六十尺高，十一层的舍利塔，耗时八年建成。

舍利塔建成的那天，宋太宗亲自放上舍利73，可见宋太宗对佛教舍利级其塔的看重，

耗费巨大资金及时间建造舍利塔。北宋时期约有四万余所寺院，僧人尼姑的人数

也高达四十三万74，可见其数量之庞大，这也是北宋政府的支持与允准下才能使寺

院的数量如此之多，也能经营得很好，没有面临经济困难。 

    北宋朝廷对佛教的支持少不了寺庙的建立，其中宋仁宗、宋英宗的家属及皇

亲贵胄和宋神宗为佛寺的建立可算是出一份力的。宋仁宗曾于京城建立禅宗寺院，

从宋仁宗对禅宗的了解及扶持来看，宋仁宗于京城建立禅宗寺院的做法是无可厚

非的，这也显示宋仁宗非常看重禅宗的发展。法云禅寺的建成也是有赖于宋英宗

之三女、神宗之妹历封冀国、秦国、越国大长公主与驸马都尉张敦礼于元丰五年

请求建成法云禅寺75。宋英宗和宋神宗及其家属要求建立佛寺的举动无疑透露了当

                                                           
71.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页 2200。 
72.  [宋] 苏辙，《栾城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 88。 
73
.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页 456。  

74
.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页 456。 

75
. [宋]正受，《嘉泰普灯录》序一，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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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佛教在皇亲贵胄之间的盛行，以致于让他们也想建立佛寺。宋神宗元丰三年

时，神宗下令把江州东林律院改成禅宗寺院，还让临济派黄龙系僧人常总担任住

持76，可见禅宗的教义被朝廷认可，禅宗在北宋的发展是比其他宗派来得好的。这

也意味着佛教从外来的观念转变而成中国佛教了，也可看出佛教慢慢被大众接受

而深入人心的过程，其中也有与儒家教义或道家理论结合的趋势。 

    

 

第四章 北宋朝廷支持下的佛教各宗派的发展及译经 

 

 

 佛教在宋代可列为三教，即禅、教、律，也被称作三宗77。禅是禅宗，是最

盛行的，可分成云门、临济和曹洞三宗。教则是禅宗外的诸宗，如天台宗、华

严宗和净土宗。律是律宗78。中国禅宗来源于达摩祖师，之后发展成中国禅，

其中也显示了中印文化的交融下产生的禅79。禅宗相较其他宗派来说更具有积

极的入世精神和实践品格80。经过代代相传，禅宗逐渐兴盛而演变成五宗七宗，

即五家七宗。云门宗便由此产生。宋初时期，云门宗相当兴盛，这种风气已传

至大江南北，横跨中原各地81。本文以北宋佛教各宗派如禅宗的云门宗、临济

宗及曹洞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为例探讨北宋时期佛教各宗派的

发展与流传。 

                                                           
76
.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五，页 550。 

77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4。 

78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4。 

79
. 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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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宋朝廷支持下的佛教宗派的发展 

 

      北宋时期佛教的复兴使当时的佛教宗派也进入了兴盛的阶段，这其中也包括了

宋朝的重文轻武现象的渲染，而北宋人们较注重文史的发展下，文字禅得到了发

展的空间，出现了不少多样化体裁、浩大繁多的卷佚的文字著述如传法语录、拈

古、颂古、评唱等82，这对北宋佛教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文字禅为北宋

划上了与其他朝代的佛教不同而特别的色彩。 

      禅宗中有五宗，其中最盛行的宗派是云门宗，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而位列

第二和第三的是临济宗和曹洞宗。83禅宗专门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其宗派

的原则，更倾向于师承即了解先师的言行，这也是“禅祖之语要，不以华藻为事，

需为常谈直说，侍者小师随之笔录，名为语录
84
”。文偃禅师是禅宗之云门宗的创

始人，创立于五代十国。文偃禅师之弟子大约八十八人，其中有些弟子活跃于宋

初年间太祖与太宗时期的传法85。云门宗从岭南地区到湖南、江西、浙江扩大发展

86，云门宗僧雪窦重显曾以偈颂的方式来赞颂前人所作的公案，并撰写《雪窦颂古》

百则流传至今87。北宋云门宗在宋仁宗至宋徽宗初期发展迅速，云门禅僧在寺院传

法或担任皇家寺院的住持，并与士大夫来往甚密，时常探讨一些天道、性命等的

                                                           
82
.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序二，页 4。  

83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2。 

84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21。 

85
. [宋]正受撰，《嘉泰普灯录》，页 3。 

86. 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四册，页 2313。 
87. [宋 ]正受撰，《嘉泰普灯录》序二，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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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扩大民间佛教的影响88，可见云门宗人才辈出，加上朝廷的扶持使其能迅速

流传与发展。 

       临济宗最早成立，与北宋的云门宗有着相同发展的盛势、流传久远。据说临

济宗创始人为义玄，于镇州临济院聚集徒弟传授佛法。临济宗的能长久地传播主

要是出现弟子兴化存奖法系。临济宗于宋真宗和宋仁宗初期较为活跃，社会的稳

定、经济和文化日益繁盛，加上中央朝廷和各州县政府给予的支持使临济宗得以

推行。临济宗的多数传法在北方，以期得到振兴，但到了他的弟子时，很多禅师

传法于南方地区，扩大了临济宗传法的范围89，也便于临济宗的复兴。善昭师从省

念，传法时特别注重语言文字的表达，还时常引用过往禅师的语录，之后撰写了

《颂古百则》影响了宋代的文字禅的发展90，可见其在传教时的严谨和负责任。临

济宗之后分成杨岐派和黄龙派91。黄龙派在北宋江南地区促进传播佛教的进度，他

们经常与文人士大夫交往, 互相结交并探讨佛法，从而获得文人士大夫对佛教的支

持。杨岐派复兴时已经是北宋末期，而黄龙派迈向衰微的地步。北宋末临济宗的

传承由杨岐派接手92，替代黄龙派发展。 

       北宋曹洞宗在宋初时较衰微，随州大洪山作为曹洞宗的基地93，虽本寂法系四

传后断绝，但靠云居道膺一脉才延续下来。到了警玄时期，曹洞宗也出现衰落的

现象，甚至们没有合适的法嗣，托临济宗法远的协助下才让其弟子义青传承警玄

的曹洞宗。之后义青弟子大洪报恩和芙蓉道楷在禅法得到发展94，可见临济宗与曹

                                                           
88.  [宋 ]正受撰，《嘉泰普灯录》序二，页 3。 
89.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8。 
90.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8。 
91.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8。 
92.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9。 
93.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9。 
94.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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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宗的势力相差甚大，曹洞宗从一开始谨小慎微到发展得越来越好的地步，已实

属不易。 

        北宋的天台宗是较为流行的一派，盛行于江浙地区。北宋天台宗著名僧人是

知礼，其被誉为天台宗的中兴者，宋真宗对知礼是相当欣赏的95。宋仁宗时期，天

台宗的典籍也被列入大藏经中96，可见宋仁宗认可天台宗的典籍。北宋天台宗面临

“山家”与 “山外”的争论。此争始于晤恩《金光明玄义发挥记》而《金光明经

玄义》广本的真伪成为争论的话题。知礼是山家派，支持传统天台宗教义，认为

《金光明经玄义》的广本是真的，反驳了山外派的认为《金光明经玄义》广本是

伪的观念，认为晤恩一派有教而无观，有违天台宗的并重的观点97及对山外派接纳

华严宗的教义颇为不满，而山家派的势力相较晤恩一派来说较大，这场争论是山

家派占上风。晤恩一脉的孤山智圆等人则属山外派，山外派不久也没落了98，可见

知礼一派影响力之深，势力之大，也与其强调的观心法门更与士大夫及社会的想

法更加贴近，也使天台宗的流传的范围更加广阔。 

       此外，律宗在北宋时期相当盛行在江浙地区，而元照和允堪是其中的著名的

名僧，与天台宗的渊源颇深。99各宗派的佛教传播情况存在着不同的状况与发展。

律宗的僧人被称为律师。宋仁宗在位时，律宗僧人建戒台度僧，其中地区包括了

苏州开元寺、杭州大昭庆寺和秀州精严寺，这让律宗得以复兴100，可见宋仁宗对佛

教律宗的支持才使律宗渐渐为人所知，朝廷对佛教的允准起到一定的作用。律宗

                                                           
95.  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页 55。 
96.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5。 
97.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68。 
98. 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页 55。 
99.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5。 
100. 陈振，《宋史 》，页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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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称为“会正宗”，这是源自于律宗的著作《会正记》，而律宗的僧人赞宁也

奉诏撰写《大宋高僧传》，延续唐代的《续高僧传》101，可见律宗在北宋的发展还

是很好且备受朝廷支持的，加上律宗人才辈出如赞宁、元照等的出现也使律宗得

以兴盛发展。 

       北宋时期的华严宗的流传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后有些没落，而当时华严宗的

子璿和晋水净源力图重新扶持华严宗。宋真宗时期，宋真宗曾让子璿修法华忏，

为国祈福102，当时没落的华严宗能被宋真宗注意，并委派子璿来修法华忏，可见当

时子璿的名声远扬甚至连宋真宗都知晓他，而让他修法华忏的举动也意味着宋真

宗相信他的造诣和能力。在宋神宗时期，杭州慧音禅院的净源推广华严宗。在元

佑元年时，师从净源的原高丽皇子把流失已久的经疏带回北宋，慧音禅院易名为

教院，由此成了华严宗的传播之地，净源也被称为华严宗的中兴教主103，可见华严

宗在北宋神宗时期开始被推广及流传，而首当其功的是净源，因华严宗在唐末时

已迈向衰微的地步，宋神宗时期净源的传播又使华严宗得以延续，并能流传至高

丽地区，实属不易。 

        净土宗在北宋是各宗派僧人承认的信仰，包括多位知名的云门宗禅僧。他们

当中也有主张禅净双修的，还有净土宗与天台宗的台净融合。净土宗在北宋是普

遍流行的，已经流入民间104，可见净土宗的有效的传播，受百姓欢迎。北宋太宗时

期时，杭州昭庆寺的僧人省常结“莲社”于杭州西湖边，结“莲社”的活动之后

易名为“易行社”，这活动也吸引了众多僧众及信徒前来并入社，开启了结社传

                                                           
101. 陈振，《宋史 》，页 727。 
102.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69。 
103. 陈振，《宋史 》，页 727-728。 
104. 望月信亨作，释印海译，《中国净土教理史》（台北：正闻出版社，1989），页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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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风105。净行社集结一百二十三人专修净业，刻阿弥陀佛像，刺身血写华严净行

品106，可见净土宗的传教方式与其他佛教宗派传教方式稍微有些不同，且具有特色，

开创了以结社的方式来传教的风气，具备新意，是为净土宗带来更好发展的方式。

宋真宗时期的净土宗有办起念佛施戒会而仁宗时期,在京师成立的净土会召集十万

的僧人和群众一起唱佛号107，可以想象当时的浩大场面。当时还有白莲社、净土道

场等。宋神宗和哲宗时期有净业社、湖州八圣寺的万人结社、莲花胜会。徽宗时

也有钱塘净土会、兴净业社。108这显示净土宗在北宋时期的活跃程度，即净土宗在

北宋的每个不同时期都有类似结社的活动。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佛教的各个宗派如禅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净土

宗等都有其不同的特色，即拥有不同的复兴时期、传法区域、经书、宗义、但终

归还是引导人们向善、宣扬佛法的宗教。朝廷对佛教宗派的支持也使这些宗派得

以快速流传，发展得更加顺利。 

 

第二节 北宋时期朝廷支持下的佛教译经 

 

 译经对中国佛教的传播来说是极其重要，不容忽视的，佛教的译经也是为中

国历史做出贡献的，北宋佛教的译经延续了唐朝翻译佛经的盛举。上文有提及北

宋皇帝支持译经的举动，其中宋太宗时期的译经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译经院在

都城的建立也使当时成为了新的佛教中心，也奠定了禅宗的发展。 

                                                           
105. 陈振，《宋史 》，页 727。 
106. 望月信亨作，释印海译，《中国净土教理史》，页 264。 
107. 望月信亨作，释印海译，《中国净土教理史》，页 264。 
108. 闫孟祥，《宋代佛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页 65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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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对译经过程的描述如下：  

 

          “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

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

书成华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

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

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

从官给”109。 

 

译经院以中堂为译经处，东序为润文处，西序为证义处110。这三堂的设立使经文的

翻译更加的严谨和完善即主译为专才们讲解经史并与这些专才们讨论、翻译之后

把讲解与讨论的记录送放到东序的润文，而东序润文把这记录翻译成汉字的初稿，

并送到西序的证义以审查这些译文是否能表达原意，如若发现译文与原文有出入

的地方，修改后则遣送回东序，东序依据西序的修改而作文字的润色，这是证义

所作的修改是基于原文义理，用字方面欠缺典雅。润色后的文章又传给西序审查

是否有违原意，这过程持续至双方对译文满意才停止，可见北宋时期的佛教经文

的翻译相当复杂与耗时，其中严谨的佛教仪式感与对佛教经典的尊敬也显现出来，

                                                           
109
.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4。 

110
.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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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的描述也可见译经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也促进了东西佛教的交流

与传播。经文翻译的成功也是以靠这些对佛教典籍相当熟悉与了解的大师与人才

们才能做到。梵文的翻译绝对是艰巨的任务，这也是继承前朝的佛经翻译工作，

也开启了中国佛教的重要历程。 

    这些译经的过程是天息灾建议的，《佛祖统纪》中对译经的过程记载如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

木坛，布圣贤名字轮。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设香华灯水肴果之

供。礼拜违旋，所请冥佑，以殄魔障”111。 

 

从上文的描述可见译经是非常神圣及仪式感的，并不是直接且快速地译经，而是

需有所准备，代表了僧侣们对译经的看重与对佛教的虔诚。译经的成就也是取决

于朝廷的支持，僧侣们才能获得机会以如此严谨的过程与完善的部门分配与执行

译经的任务，使翻译的经文更加的准确。 

         虽然宋朝佛经的翻译只是唐代的四分之一112，但它却塑造了宋代佛教及社会文

化，对当时与后来的佛教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从它对佛教史的影响来说其实并

不大。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是派遣高官主持译经的举动。北宋在译经中设置了润文

官的制度，初期只是派遣朝廷官员担任此润文官，而到了真宗晚年才以“宰辅

                                                           
111
.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页 254。 

112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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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高官来担任译经和润文的职位113，这样表示对译经的看重和尊崇。宋仁宗

时期的译经最辉煌，大小乘佛典达两百四十三部五百七十四卷。宋神宗于熙宁四

年废止译经院，罢黜译经史、润文官的职位，译经事业也由此告一段落114。宋徽宗

时期仍然有少数的译出来的佛典115。译经终止于夏竦奉命撰写《传法院碑铭》的六

年后，由于缺乏译主而遭到废止下场116，译主在北宋时期的佛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佛经的翻译都是他们操办的，而缺少译主的后果就是译经的过程的终止，可见译

经的过程极其繁琐与严谨，也开创了大宋佛教的译经的盛举。 

 

第五章 结论 

 

    北宋时期佛教兴盛的流传可从朝廷中多位皇帝与文人士大夫的支持、朝廷支

持下的僧人传教与寺庙的建立、佛教各宗派发展和译经的过程中看出。宋太宗时

期的译经是最兴盛的，其中不乏外来僧的传佛教的善举与毅力、朝廷的支持等的

重要因素才使佛教译经的过程得以顺利进展。译经的过程也是得到朝廷的支持才

能请外僧来北宋太平兴国寺译经，并以众多僧人及部门的分配布局来用较为准确

的词句来书写及翻译经书，这也保证了经书的准确性与让北宋皇帝、文人士大夫

和人民更加明白经书的内容，可以说是为中国历史、宗教及文化上添上了佛教色

彩，实属珍贵及难得。 

                                                           
113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3。 

114
.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下卷)》，页 458。  

115
. 杨曾文，《宋元禅宗史》，页 3。 

116
. 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页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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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时期的寺庙数量高达四万。这也是由于北宋朝廷的支持及众多信仰佛教

者的需求下而产生的。从众多皇帝对佛教典籍熟悉程度及对佛教僧人的了解来看，

北宋多位皇帝都有研读佛教经书，加上皇帝与僧人的频繁来往让他们可以进行交

流，加深对佛教的认识。这种情况也是发生在文人士大夫身上，他们也与僧人交

往甚密，彼此探讨佛教，这也无疑形成了北宋时期独特的佛教社会风气，从而影

响民间百姓信佛的风气。 

      北宋佛教的传播也是有赖于前人一代一代地保留与流传，使中国佛教独具特色。

北宋佛教的流传值得更多学者去研究，其中包含了弥足珍贵的北宋佛教的发展过

程及历史，是极具意义的。通过我所用的理论分析法、比较调查法、文献研究法

等，我才更有效地搜集关于北宋时期佛教的流传的资料，筛选适合放在本文的内

容，并核实内容的真实性，以助我完成此论文。从中，我也发现到研究北宋佛教

的学者较少，有关北宋佛教寺庙的书籍也是少之又少，一些研究方面的成果还不

够完善，北宋历史学家或僧人所记载的北宋佛教发展史的内容是比较少且杂的，

也不够详细，这为我寻找论文相关资料上增加了些许难度。 

       北宋佛教各宗派如天台宗、律宗、净土宗等的发展也是相当好的，尤其禅宗

受到很多皇帝的大力扶持，也是北宋最兴盛的佛教宗派。北宋多位皇帝对佛教的

支持无形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让更多僧人得以来到中国进行佛教的宣传等活动。

北宋政府还设置了剃度及度牒制度，让僧尼参加经文考试等的措施也是防止更多

人冒充僧尼及逃避刑罚等。虽然其中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不满佛教，认为佛教是

外来的，而不是中国自身的宗教等观念而引发排佛的争议，及做出排佛的举动，

但他们还是没法阻止佛教的发展，所幸佛教得到皇帝及许多文人士大夫和百姓的

支持，才不至于像五代时期那般没落，发展得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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