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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撰述的影响   

作者：曹刚华    

 

 

 

     摘要：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

颇丰，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念的拓展上，都发展到一个繁荣阶段。本文主要从文献编

撰、史学观念两方面探讨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编撰的影响，以阐明宋代佛教史学在中

国佛教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Abstract:   effect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Song Dynasty   

 

     关于宋代佛教史学的影响问题，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但前辈学者或多或少有所讨

论，如陈垣先生就曾认为宋代灯录体佛教史籍对后世学案体史书编撰有重要的影响，[1]

苏渊雷先生则对宋代灯录体佛教史籍及其后续之作做过概述，[2]陈士强在《佛典精解》

中解题明清佛教史籍时候，也曾提及部分宋代佛教史籍在编撰上对后代佛教史籍撰写的影

响，[3]邓子美讨论中国佛教史籍在历史编撰上贡献时候，也提及宋代灯录体、僧传对后

世史书编撰的影响。[4]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看，对宋代佛教史学影响问

题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现有研究成果多注意灯录体的影响，忽略宋代志乘

体、年谱体、僧传等其它佛教史籍对后世文献的影响。二是忽视宋代佛教史学观念对后世

文献撰写的影响，无论是编撰史学思想，还是外在编撰形式，都没有引起研究者充分的重

视。本文主要从二个方面讨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的影响。 

 

一、对后世文献编撰形式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籍发展的完善时期，许多撰述的体例、体裁、儒释史学观念的结合

在这一时期趋于完备，[5]这一切都对后世佛教史籍的撰述有着深远的影响。宋代以后，

佛教总的发展是由高峰向下衰落，呈现衰弱之势。[6]尽管如此，佛教史籍的著述却并没

有停止，相反还有增加。可以说，许多后世佛教史家是以撰述佛教史籍为己任，编撰了

《佛祖历代通载》、《明高僧传》、《清凉山志》、《居士传》、《释氏稽古略》、《续

传灯录》、《五灯会元续略》、《五灯严统》、《居士分灯录》、《续灯正统》、《五灯

全书》等一大批佛教史籍著述。总的来说，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佛教史籍撰述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许多后续之作的佛教史籍在编撰体例上明显具有宋代佛教史籍的痕迹。自梁僧

慧皎创建“十科”僧传体，经唐僧道宣传承，至宋代赞宁《高僧传》方为完备，这一分类

体例也被后世僧家所采用。明代僧人明河撰述的《补续高僧传》即是如此，该书按行业将

僧人分为十科，除了《读诵》科改为《赞诵》外，其余各科名称与《宋高僧传》皆相同。



在赞颂形式上，明河撰述的《补续高僧传》虽然在赞颂的结构上与《宋高僧传》有所不

同，[7]但他在某单个僧传中加以“系曰”，阐述撰者的思想，这一作法则还是沿袭宋僧

赞宁。另外，在题目立意上，《补续高僧传》也具有《宋高僧传》的痕迹，正如时人周永

年所说：“传列宋元以逮明世诸高禅西，乃冠以大明，若止为一朝僧史则不从所记载之人

立号，而从编篡之家受名，亦循赞宁师之例，不称续而称宋之意也。”[8]认为《补续高

僧传》之所以取名为续，也是仿效《宋高僧传》立意所致。再如明代袾宏的《续武林西湖

高僧事略》、清代自融、性磊《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在编撰体例上也都与《武林西湖高

僧事略》、《禅林僧宝传》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都充分显示宋代僧传对后世僧传撰写的

影响。 

    僧传固然如此，灯录体佛教史籍也不例外，无论是撰述意图，还是在撰述体例上与宋

代灯录体都有莫大的关联。可以说，后世许多灯录体著述就是直接受到《五灯会元》、

《景德传灯录》等佛教史籍影响而出现的，如明僧居顶就是因为对《五灯会元》的不满，

推崇《景德传灯录》才撰述了《续传灯录》。“会元为书，其用心固善，然不能尊《景德

传灯录》为不刊之典，复取而编入之，是为重复矣。今臣遇圣明，光赞佛乘，遂忘其僭

冒，篡《续灯录传》。”[9]清代僧人自融在总结灯录体发展时也说：“会元之出，灯史

定矣，……适明季，英灵一时杰出，复有继续统灯之”，[10]对这种后续之作的兴起与宋

代灯录体之间的关系给予充分认识。在这些续作著述中，虽然出现一些了新的变化，[11]

但也有不少灯录体史书在编撰体例上仍然沿袭着宋代灯录体史籍的传统。如明代僧人明净

柱所辑的《五灯会元续略》，该书在撰述体例上有明显受到《五灯会元》影响的痕迹。

“《会元》所载曹洞终於十四卷，临济终於二十卷，先尽者宜先续，后竟宜后书，故以洞

宗置第一卷，不敢絮绝续之次也。又《会元》载圆悟法嗣，首大慧，次虎丘，是书亦以大

慧法裔居先，虎丘法裔居次，俱循旧典。”[12]在续传之中，不仅禅宗各家的先后顺序严

格按照《五灯会元》的样式来排序，而且连宗师的承嗣顺序也以《五灯会元》为准则。再

如，清僧性统的《续灯正统》、僧通问《续灯存稿》等在编撰中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宋代

灯录体的影响。[13] 

年谱体佛教史籍是宋代新出现的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如前所述，两宋时期现存的年谱体佛

教史籍只有僧祖祙编撰的《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一书，这种体裁多是以谱主生存年限为

准，按照世俗时间，以年为单位，将谱主生平事迹、语言、诗歌等一一记载，偶尔也兼记

相关史事。这种体裁史书在后世也有一些影响，出现了仿效之作。如明代僧人德清就编有

《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二卷，从世宗肃皇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憨山老人出生之

时，一直记载到其死亡时候，以年代为准，逐年记载其生平事迹。[14]再者如清代僧人性

统编撰《高峰三山来禅师年谱》亦是如此，从明神宗皇帝万历四十二年甲寅来禅师出生开

始，逐年记载其生平事迹，一直至圆寂之时，[15]撰述方式与《大慧普觉禅师年谱》大致

相像。在撰述意图上，后世年谱体佛教史籍多为门人为了补充谱主事迹、语录之作。正如

清人至善在《高峰三山来禅师年谱》序言中所说：“（今高峰来禅师）而复有年谱，何

哉？此盖门人记而次之，统论其始终，条理以补其平生广语之未备。”[16]与《大慧普觉

禅师年谱》为其后世门人所撰述也较相同。这些都反映了宋代年谱体佛教史籍对后世的影

响。 

       宋代志乘体佛教史籍的编撰在后世佛教史学家中也有很大的影响。明清时期佛教

寺院山志的编撰之风蔚然兴起，出现了一大批名篇佳作。如《武林梵志》、《金陵梵刹

志》、《武林理安寺志》、《增修云林寺志》、《清凉山志》等。在编撰内容与体例上，

这些寺院山志的编撰可以说正是在《庐山记》、《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等宋代志乘

体佛教史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有记载山寺古迹、山水、艺文、僧传等内容也被后世

佛教史家所接受，如《光孝寺志》在《凡例》中说：“古迹为志乘所必录。”[17]再如明

僧镇澄清也是在宋代《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的基础上感慨“（《续清凉传》）传虽



再出，而於文殊应迹、志士感通，班班遗诸群籍而尤未备焉”，于是“削繁秩乱，勒门为

十”编撰而成《清凉山志》。[18] 这些认识都显示后世佛教史家对宋代志乘体佛教史籍

的继承。 

      除此之外，宋代佛教史籍的编撰对后世佛教史家的影响还表现在编年体等佛教史籍

的撰述上，元僧熙仲的《历朝释氏通鋻》、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僧觉岸《释氏稽古

录》、明僧幻轮《释氏稽古录续集》等编年体佛教史籍无论在记年形式，还是在议论方式

上，都明显具有宋代编年体佛教史籍的影子。按照年、月、日时间概念记载史事是编年体

佛教史籍的最大特点，宋僧本觉撰述的《释氏通鉴》就严格执行这一标准，他以天干地支

为总的时间概念，统以各代年号，有事则记载，无事可记者也要列出甲子帝年，真正做到

了每年必录。这一作法也为后世编年体佛教史籍所接受，元僧觉岸撰述的《释氏稽古录》

即是如此，完全仿效《释氏通鉴》的方法，做到每年必录，有事记事，无事也要列出甲子

帝年。再如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中东汉到五代部分的内容主要从宋僧祖秀《隆兴编年

通论》抄录而来，其编年方法也是仿效了《释氏通鉴》中的天干地支的纪年方法。[19]这

些都表现了宋代编年体佛教史籍对后世佛教史籍编撰的影响。 

      以上从编撰形式，论述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佛教史籍撰写的影响。但实际上，宋代

佛教史籍对后世文献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典的撰写，同时也表现在对外典撰述的影响

上。 

      陈垣先生就曾对灯录体与儒家学案体史书之间关系有作过高屋建瓴的论断，认为

“自灯录盛行，影响及於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州之《明儒学案》、万季野

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20]陈先生此言是从一个较高的理论角度来总结灯

录体在撰述创意上对儒家学案体的影响，可谓精辟之至，惜其并没有详加考证，且没有注

意到二者体例之间的少许差异。因此，笔者从撰述创意与体例二方面对此问题稍加考证，

以更好的了解灯录体对后世儒家学案体的影响。 

      宋代灯录体是以禅宗历代法系源流为主线，以记言语为主，兼记僧人传行的一种佛

教史籍。它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南岳、青原法嗣为线记载后世僧人，不再重新各分小

宗，如《景德传灯录》、《续传灯录》等；另一种则是在以南岳、青原法嗣为线记载后世

僧人后，又重新分类小宗，如《普灯录》、《五灯会元》即是如此。在撰述方法上，皆是

撰者采集禅宗各家语录、传记融会而成，撰者并没作主观评述。而宋朱熹所撰述的《伊洛

渊源录》则是首次以道统为主线，记载当时理学家言行、语录的一部史书，同时也并没有

像后世学案体各分小类。“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门而言行无所表

现，甚若恕之反相挤害者，亦具录名氏以备考。……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

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21]另外，在融会语录、碑铭、传记等史料的方法上，《伊

洛渊源录》也是与灯录体是一样的，都只是“类聚众文，裁剪而成传”汇集史料而已，并

没有对其分析评述。[22]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在撰述创意，还是在体例上，《伊洛

渊源录》倒确实与第一类传灯体佛教史籍颇有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洛渊源录》

的产生是受到宋代灯录体佛教史籍的影响是符合情理的。 

      至于明代黄宗羲《明儒学案》与佛教灯录体之间，则又是一种间接继承的关系。何

谓是间接继承呢？即是指《明儒学案》的创意、体例在一定程度上与宋代灯录体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自《伊洛渊源录》产生后，后世以儒学道统为主线撰述学术史书的著作纷纷

而出，如刘元卿《诸儒学案》、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周海门《圣学宗传》、孙钟

元《理学宗传》等，这些著作皆受《伊洛渊源录》撰述创意的影响。如李清馥就是仿效朱

子，按照地域划分记载闽中一带理学传授源流考。又如《圣学宗传》则是以伏羲为圣学之

开始，记载历代儒家人物之言语行状。正如陶望龄在《圣学宗传》序中所言，“统不一则

大宝混於沌兮，宗不明则灵真奸於曲学。”[23]充分显示其重视宗统的传承，这些思想与

《伊洛渊源录》的开山之功应该说是分不开的。 



   《明儒学案》也正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出现的，“从来理学之书前有周海门《圣学宗

传》，近有孙钟元《理学宗传》，诸儒之书颇备。”[24]因此可以说，《明儒学案》中以

道统为主线的做法，是近学《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远承《伊洛渊源录》，而源头

则又是在宋代灯录体。 

在题名称呼上，学案一名，前有《诸儒学案》、《论语学案》，今有《明儒学案》，这种

称呼正如陈祖武先生所言，之所以用学案之名，实取公案之意，一方面有考察各家学术的

含义，另一方面或者是由禅宗惯用的公案一语演化而来。[25]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宋代

佛教灯录体对世俗史书的间接影响。 

    另外，在体例上，《明儒学案》也有一部分是在《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等基础

上有所变化，而《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的作法则又很可能与灯录体有关。“海门主

张禅学，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26]这段话语虽然

是黄宗羲针对《圣学宗传》的弊病而言，但却也确实从反面表现了禅宗灯录体对当时《圣

学宗传》等世俗史书在体例上的影响。那《明儒学案》在具体的体例撰述上又是如何变化

的呢？全书共分崇仁学案（吴与弼）、白沙学案（陈献章）等十七个学案，每个学案下面

记载案主及其相关传人或相近学者的传记言语。这种各个分案作法颇与宋代《五灯会元》

分小宗派作法相似，也是以宗主为首，记载其传授法嗣的传记言语。如若联系当时《五灯

会元》在后世士大夫很受欢迎以及黄宗羲对佛教也有一定的研究而言，[27]说《明儒学

案》这种作法与《五灯会元》颇有相似之处，则似乎并不是一种巧合所能解释的。因此从

上述两个角度来说，《明儒学案》与佛教灯录体之间存在着是一种间接继承关系也不为

过。 

     但《明儒学案》并没有一味的仿效，而是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则又来源于宋代佛

教僧传《传法正宗记》的影响，也是本文谈及的另一个问题，即宋代佛教僧传对后世世俗

文献的影响。案周海门受佛学影响甚深，《圣学宗传》一书编撰也是如此，[28]其书列有

自伏羲到罗汝芳八十人传记，每传后有按语，这种作法则与《传法正宗记》每卷后有“评

曰”颇为相似。而如上所述，《明儒学案》编撰是在《圣学宗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处

理按语、评述的时候，《明儒学案》则是对《圣学宗传》稍加改变，在各个学案之前多有

小序，评述每个学案的特点，阐明立案的宗旨，这则与《传法正宗记》在每个类传前有

“序曰”相仿。[29]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传法正宗记》对《明儒学案》编撰的间接影

响。 

 

二、宋代佛教史观对后世佛教史学的影响。 

     史观是史书编撰的灵魂，佛教史籍也不例外，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文献编撰的影响

不仅仅表现在外在层次，也表现在佛教史观的传承，许多在宋代时期得到宋代佛教史家诠

释、融合的史学撰述理解，也为后世佛教史家所接受。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是宋代佛教史家在司马迁《资治通鉴》的认识基础上所赋予

佛教史籍的又一种理解，这种劝鋻精神也已经成为宋代佛教史家一种自觉探讨的行为。这

种对佛教史籍劝鋻功能的理解在后世佛教史家中也有继承。如元代承事郎福州路福宁州判

官薛天佑为《释氏通鋻》序言中所说：“房峰和尚心捿禅那，神游史籍，摘捿实，疏其

迹，如资观览，如鉴目前。”[30]一语道破僧熙仲劝鋻时世的真实想法。又如元僧觉岸所

撰《释氏稽古录》，其劝鋻之心也是昭然若现，该书“本之内典，参之诸史，旁及于传

记，而间以事之著显者为之据，将以侈历代之际遇而寓劝戒于其间，岁月先后，考核精审

无所遗阙，可谓瞻且详矣。”[31]这些不能不说是与宋代佛教史家的劝鋻认识有着一定的

关联。 

 

    又如，佛教史家运用天命、人事、时势、兵力等世俗观念来思考世俗社会的发展变



化，也是被宋代佛教史家逐渐完善、融合的，这种史学理解对后世佛教史观也有一定的影

响。不少后世佛教史学家在阐释世俗社会变化时，已经自觉的运用这些观念来考察世俗社

会。明僧如惺在评论明代政权变迁及总结国家昌盛时说：“建文君既继大统之二，应与贤

佐之臣兢兢格守太祖之成法而补其未逮，则文皇帝亦安于藩邸矣。乌有靖难兵破金川门

哉？为其一旦误用方、黄辈，讲周官，行井田，变更旧制，威逼亲王。文皇乌能坐视大宝

隳于侏儒而束手待缚耶。今数百年国家之鼎盛，天下之治平者诚赖靖难之一旅耳。”[32]

这段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僧如惺对明代政权更替的看法，在他看来，建文帝之所以失败

逃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错用贤人，“误用方、黄辈”，才导致兵变兴起，政权丧失。从

而总结出“今数百年国家之鼎盛，天下之治平者诚赖靖难之一旅耳”这样一个结论。应该

说，僧如惺完全是以人事、兵势的力量来决定政权的更替，这种观点与宋代僧人志磐、本

觉的作法颇为相似。[33] 

     另外，运用天命观点来阐释世俗政权变迁也经常出现在后世佛教史观中，如《续稽

古录》在评价明代朱元璋时说：“帝生于濠州，龙光烨炎，人咸惊异。元顺帝壬辰三月起

兵，后代郭子兴将兵渡江，取太平集，庆为兴王之基，次灭陈友谅、张士诚等为吴王，后

北定中原，混一天下即皇帝位，在位三十一年，崩于西宫，寿七十一。上徽号曰圣神文武

钦明启运骏德成功统天大孝皇帝，庙号高祖，葬孝陵。帝以天纵之资，不阶寸土、一民，

卒成大业，虽曰天命人归，要亦神武不杀之所致也。”[34]这里撰者认为朱元璋之所以能

占有天下，天命、人心是最主要的原因，充分表达明代僧人运用天命、人事观来思考世俗

政权更替的这一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宋代佛教史家的史观影响是分不开的。 

 

    宋代佛教史籍作为佛教文献的一种，它对后世佛教史籍编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

论是在编撰方法、还是在佛教史观上，后世佛教史籍都具有宋代佛教史籍的痕迹。另一方

面，宋代佛教史籍对后世世俗文献的编撰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尤其是灯录、僧传的盛

行，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世俗文献的编撰。总而言之，宋代佛教史学在继承魏晋隋唐佛教

史学之优秀传统、创新自己的同时，对元、明、清文献撰述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是中国佛

教文献史上一颗重要的奇葩，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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