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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永觉元贤出自曹洞宗无明慧经门下，早年嗜好宋儒之学，后由儒入释，其思

想具有融合儒释的特征。《寱言》作为会通儒释之作，比较能够反映元贤思想的

特色。元贤在《寱言》中对佛道二家的思想也有所融通。通过对《寱言》的研究，

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到元贤对于儒释道三教的看法。本文以《寱言》为文本

依据，着重研究元贤的三教思想。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元贤的生平及《寱言》的

写作主旨。第二部分阐述了元贤的佛学思想。元贤通过根与尘的关系来展开他对

佛教要义的论述。在修行工夫上，元贤则以无念为主。第三部分阐述了元贤的儒

佛会通思想。元贤对儒佛两家的心性论进行会通，认为性体从根本上是不可以文

字来言说的。元贤还从本体论、工夫论、天命观、鬼神观等方面来会通儒佛两家。

元贤认为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两者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并在此基础上融通儒佛

两家。第四部分阐述了元贤的佛道之辨。佛道两家在文字上多有相同之处，但不

能由文字上的相同来推定两家在义理上并无不同。元贤从道论和工夫论两个方面

来具体分析佛道两家在义理上的差别。第五部分阐述了元贤的三教合一思想。儒

释道三教虽然立教不同，但都归于同一个理。同时，三教的重心都落在无我之上。

元贤在对儒释道三教进行比较时，终究还是有其佛教的立场。他对儒道两家的评

判始终是以佛教为根据的。他没有把儒释道置于相同的地位，而是力图用佛教统

摄儒道两家，显示佛教相对于儒道两家的优越之处。 

关键词：三教思想；永觉元贤；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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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anxian is the disciple of Huijing, who belongs to the Caodong Sect 

of Zen. He was interested in 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Dynasty in his early 

years. And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Buddhism afterwards. So his thought 

is the un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s a work of un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e book of YiYan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 

of his thought. He also unites the thought of Buddhism and Taoism. Through 

study of the book of YiYan,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his three religions 

thought. Based on the book of Yiyan, this article studies his three 

religions thought.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his lifetime 

and the tenet of Yiyan. In the second part, this article expatiates his 

thought of Buddhism. He discusses his Buddhism thought through the 

connection of faculties and objects. In practice, he centers on 

no-mindfulness. In the third part, this article expatiates his union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He unites mind-nature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nd he thinks the mind-nature cannot be 

expressed by words. He also unites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rough 

ontology, practice, fate and ghost. He thinks supramundaneness and 

mundaneness is united, and he unites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rough 

this way. In the fourth part, this article expatiates his refutation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There are a lot of the same words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but this doesn’t indicate the same implications.

He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implications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through Tao and practice. In the fifth part， this article expatiates 

his union thought of three religions. Though different in religions, they 

belongs to one Li. In the meantime three religions are all centering 

around selflessness. When he compares three religions, he has his 

position of Buddhism. He estimate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s based 

on Buddhism. He doesn’t put three religions in equal position. He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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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bsorb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hrough Buddhism and then he can 

exhibit Buddhism’s advantages relative to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Key Words: Three Religions Thought; Yuanxian; Yi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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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禅宗作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佛教宗派，一直受到佛学研究者的热切关

注。自上世纪初敦煌文献出土以来，学界对禅宗的研究多半集中于唐朝，对于宋

元以后的禅宗则少有触及。明清时期一般被视为禅宗的衰落时代。通常的佛教通

史类著作虽然对明朝禅宗有所提及，但一般着墨不多。而学界对明朝佛教人物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末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

对明朝佛教的其他人物则少有涉及。 

永觉元贤出自无明慧经门下，是明末曹洞宗寿昌系支下的一位重要传人，所

开创的鼓山系一直延续至今。元贤早年嗜好宋儒之学，后由儒入释，其思想具有

融合儒释的特征。明末不仅是儒学衰微的时期，也是禅门颓败的时代。元贤临终

有“顽性至今犹未化，刚将傲骨救儒禅”①之偈语，可见他是以救儒、禅之弊病

为使命的，把自己的一生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出世乃是为了入世。 

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永觉元贤的著作，但佛教通史类著作对元贤多有涉

及。忽滑谷快天的《中国禅学思想史》是日本近代以来的首部禅学思想史专著，

从三玄三要说、五位图说、儒释一致说、格物论、老庄观等方面来论述元贤的思

想，资料详实，但偏重文献的梳理，缺少对义理的深入分析。洪修平的《中国禅

学思想史》指出元贤的禅学思想表现出调和禅教、圆融儒释的特点。刘果宗的《禅

宗思想史概说》从自性戒、禅净一致、儒释一致、对老庄虚无主义的批评这几个

方面对元贤的思想作简要分析。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用救儒禅概

括元贤的思想，介绍了元贤的生平、著作及对治经的看法，指出元贤在注解经文

上既重视前人成果，又强调个人创新。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主要依

据《寱言》与《续寱言》来分析元贤的思想，认为元贤是以禅的绝对超越之心来

会通儒、释、道三教及禅、教、律三宗。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认为元

贤的思想特点在于会通三教和调和禅净。他在后期出版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中论述元贤的思想时以《寱言》与《续寱言》为文本依据，指出元贤是以心性问

题为核心来证明儒、释的统一性，突出佛教心性思想的优越性，而其禅学心性论

的本质是回到本来清净觉悟的自由境界。 

①林之蕃：《福州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永觉贤公大和尚行业曲记》，《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末，《卍新续藏》

第 7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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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朋的《中国佛教思想史》认为《寱言》与《续寱言》比较能够体现元贤思

想的特色，从佛教的有无二义、真如、禅教律等方面来展开对文本的分析。赖永

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对元贤的论述比较分散，涉及到对禅学流弊及慧洪“文

字禅”的批评、禅净调和、疑情工夫、华严禅思想、以自性戒为重点的律学思想、

儒释孝行观之辨等多个方面。该书有专门章节讨论佛道之辨，指出元贤从道气论、

有无论、生死观等方面来评述老庄道家思想，着重辨明佛道两家的差异。 

元贤在法系传承上属于曹洞宗。毛忠贤的《中国曹洞宗史》着重阐发元贤对

曹洞宗思想的发明及《寱言》的般若性空思想。蔡日新的《南宋元明清初曹洞禅》

指出元贤以五位禅法来发掘曹洞宗教理，禅教灵活踏实，注重宗门内部及禅宗与

其他宗派的整合，认为元贤是以禅宗为出发点来论述三教一致。 

任宜敏的《中国佛教史：明代》是国内首部关于明代佛教的断代史专著，但

仅简要叙述元贤的生平与著作，对元贤的思想未作专门的分析。圣严的《明末佛

教研究》简要介绍了元贤《净慈要语》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元贤的净土思想，指

出元贤把参禅与念佛都作为方便法门，并未判别二者的优劣。王荣国的《福建佛

教史》除了介绍元贤的生平与著作，主要从禅教律融合与互通儒释两个方面来阐

明元贤的思想特征。 

在论文方面，林明珂的《永觉大师》着重叙述元贤的生平，指出起疑情对于

参禅的重要性。李霞的《论明代佛教的三教合一说》认为元贤的三教一理说以教

必归理的宗教观为指导，一方面用佛教义理来解释儒道的人性论，另一方面又用

儒家的孝道和庄子的人生如梦思想来改造佛学。纪华传的《永觉元贤〈鼓山志〉

及其文献价值》考证了元贤《鼓山志》的撰写时间及流传过程，认为元贤《鼓山

志》在收录内容、校勘与印刷等方面都优于通行的黄任本《鼓山志》，具有较高

的文献价值。李鸿的《永觉元贤的禅净思想探略——以〈净慈要语〉“信愿行”

为要点》以《净慈要语》为文本依据，从信、愿、行三个方面来阐释元贤的禅净

思想。马海燕的硕士论文《鼓山禅研究》把元贤所创立的鼓山禅作为一个佛教宗

派来研究，认为鼓山禅在禅学方面有两大成就：其一，讲究真心实参；其二，提

倡宗门融合与三教合一。杜保瑞把《寱言》划分为两个部分，其《永觉元贤禅师

援禅辟儒道之基本哲学问题探究》一文对前半部分作全文解释，指出元贤是以禅

学思维来融通儒道二家的理论；而其《永觉元贤禅师讨论禅修方法的意旨疏解》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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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重点放在后半部分，着重梳理元贤的禅修观点。 

虽然元贤在明末禅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以元贤为主题的专著尚未见

到。佛教通史类著作多半只是对元贤思想中的某些方面作简要阐述，分析不够深

入。本文则拟以《寱言》为文本依据，着重研究元贤的三教思想。杜保瑞虽对《寱

言》作了全文解释，但未对原文进行整合，偏重语义上的解释，对于义理则未有

太多发挥。 

《寱言》作为会通儒释之作，比较能够反映元贤思想的特色。元贤在《寱言》

中对佛道二家的思想也有所融通。通过对《寱言》的研究，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

了解到元贤对于儒释道三教的看法。元贤虽然强调三教一理，但反对混淆三教的

差别。他以佛教来会通儒道二家，对儒道二家的理论都有所改造。同时，他的佛

教理论中也渗透了佛道二家的因素。 

元贤在《寱言》中引用了儒释道三教的许多文献。本文拟考察每一引用文献

的出处，把它放在原始文本中去理解，避免脱离具体语境而作随意发挥。对于元

贤未作深入阐述或阐述不清晰之处，本文拟结合元贤的其他著作来作深入阐发。

禅宗作为一种佛教宗派，是以个人解脱为最终指向的，并不专注于理论体系的构

建。所以对元贤的文本诠释不能仅仅限于文字上的表面含义，还要弄清其文字背

后所隐藏的行动意图。为此，本文拟结合元贤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等，通过他

所处的时代来理解他的思想。当然，本文在作文本诠释时也会注重元贤的思想在

明末禅宗思想史中的位置，通过对思想史的考察来理解他的思想。 

永觉元贤三教思想研究——以《寱言》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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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永觉元贤及《寱言》 

“佛教作为一种重要的宗教，它的目标是引导人远离以至扬弃人生的种种烦

恼，得到觉悟与解脱，臻于宁静寂灭的境界。要达致这个目标，关键在对宇宙人

生的真理有正确的、如实的理解，把它体现出来，在生活中落实。”①佛教的真

理并不是停留在文字表相里，并非单纯通过概念解析而能完全理解，而是要落实

到实际生活中去，其种种理论都是以实践为指向的。禅宗作为中国化程度最高的

一个佛教宗派，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尤其能够体现佛教的这种实践旨趣。永觉

元贤作为禅门中人，其思想与其生平经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要理解元贤的三

教思想，在文本上，《寱言》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依据。但要把握其思想的内核，

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其生平有所了解。毕竟，作为一个宗教徒，他的思想最终是通

过他的实践活动来体现的，文字只是教人悟道的一种方式而已。如果我们仅仅只

是以一种纯理论的视角去审视他的思想，只是在概念里兜圈子，就仿佛是用眼睛

听声音，全不相应。 

第一节 永觉元贤其人

灯录是记载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著作，集有偈颂、公案、古则、机语、传记

等，是我们了解禅宗人物生平言行的重要依据。“由于那些灯录的编集者，均有

他们宗派法系及传承的观点，对于人物的取舍，也都有他们主观的尺度，也可以

说，正由于受了宗派立场的限制，被选录的对象，就难免没有厚此而薄彼的情

形。”②而依《卍新续藏》所载，记载元贤言行的灯录总计有七种，即《宗鉴法林》、

《五灯会元续略》、《五灯全书》、《续灯正统》、《续灯存稿》、《正源略集》、《揞黑

豆集》，由此可见元贤在当时佛教界的影响范围之广，其禅门正统的地位得到了

较为广泛地认可。不过严格来讲，灯录并不是我们了解禅宗人物生平言行的最直

接的文本材料。灯录所载一般都是取材于传记，相比较而言，人物传记更具原始

性、真实性，也更为全面。《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末载有两篇关于元贤的传记，

一篇是林之蕃的《福州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永觉贤公大和尚行业曲记》，另一篇

①吴汝钧：《佛教的概念与方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 416页。 

②圣严：《明末佛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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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潘晋台的《鼓山永觉老人传》。依文字而言，潘传大体上取材于林传，较林传

更简略，只在某些具体细节上可作林传之补充。 

依林之蕃所作传记，元贤字永觉，姓蔡，初名懋德，字闇修，为福建建阳人，

父亲名云津，母亲姓张，生母姓范，元贤是其名讳。元贤生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

年），是南宋大儒西山先生蔡元定的十四世孙。蔡元定是理学家朱熹的弟子，在

当时颇有影响力。虽然传记对元贤父亲未有任何具体的记载，但从其先辈与朱熹

的关系来看，至少我们可以推知他自小生活在一个具有儒家氛围的家庭里，深受

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元贤是县里有名的秀才，少时学习宋代大儒周敦颐、程颐、

程颢、张载、朱熹等人的思想，有着较为扎实的儒学功底。相较那些自小受佛教

思想薰陶的宗门禅师而言，元贤对儒家的理解更为透彻。 

万历三十年（1602年），元贤二十五岁。那一年，有一次他在山中寺院读书，

听闻寺中的僧人诵读《法华经·法师品》中的偈语：“我尔时为现，清净光明

身。”①，忽然意识到“周孔外，乃别有此一大事”②，由此开始对佛教思想产生

兴趣，并师从同县赵豫斋学习《楞严经》、《法华经》和《圆觉经》。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禅师无明慧经在董岩讲法，元贤前往拜见，慧经

劝勉他参究干屎橛话头。元贤后因南泉斩猫的公案而有所省悟，作颂：“两堂纷

闹太无端，宝剑挥时胆尽寒。幸有晚来赵州老，毗卢顶上独盘桓。”慧经对他说：

“参学之士，切不得于一机一境上取则，虽百匝千重，垂手直过，尚当遇人。所

谓身虽已在青云上，犹更将身入众藏，是参学眼也。”另外作一颂：“大方家之

手段，遇物一刀两断。赵州救得此猫，未免热瞒一上。若是有路英灵，毕竟要他

命换。”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元贤四十岁。那一年，父母相继逝世（生母仍在

世），元贤师从慧经出家。一天，元贤问慧经：“如何是清净光明身？”慧经“挺

身而立”。元贤追问：“只此更别有？”慧经便离开了。元贤此时豁然大悟。慧

经对他说：“向后不得草草。”仍作一偈：“一回透入一回深，佛祖从来不许人。

直饶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自翻身。” 

①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三，《大正藏》第 9册。 

②林之蕃：《福州鼓山白云峰涌泉禅寺永觉贤公大和尚行业曲记》，《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末，《卍新续藏》

第 72册。本节未注明引文均出自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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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慧经圆寂。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元贤生母

逝世。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元贤乘船经过剑津，听闻通行的僧人吟唱《法

华经·如来神力品》中的一段经文：“一时謦欬，俱共弹指，是二音声，遍至十

方诸佛世界。”①，方才真正悟道，并作一偈：“金鸡啄破碧琉璃，万歇千休只

自知。稳卧片帆天正朗，前山无复雨鸠啼。”此时，元贤四十六岁。随后三年，

元贤在瓯宁金仙庵阅读大藏经。 

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年），元贤应师兄无异元来之请，作《建州弘释录》，

另又作《寱言》。崇祯四年（1631年），元贤前往故乡建阳，整理蔡氏诸儒遗书，

可见其对儒学之重视。崇祯五年（1632年），作《诸祖道影赞》。崇祯八年（1635

年），为净慈庵作《净慈要语》。同年冬天，元贤因机缘成熟，在泉州开元寺开坛

讲法。 

崇祯九年（1636年），作《楞严经略疏》，崇祯十一年（1638年），作《诸祖

道影传》。崇祯十五年（1642 年），修《开元志》。崇祯十六年（1643 年），刊印

《禅余内外集》。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 年），作《金刚略疏》，修《鼓山志》。

顺治三年（1646年），作《四分戒本约义》、《律学发轫》。顺治四年（1647年），

作《洞上古辙》及《续䆿言》。顺治六年（1649年），作《补灯录》。顺治七年（1650

年），“收无主遗骸千余瘗之”。顺治八年（1651年），作《继灯录》。顺治九年

（1652 年），刊印《晚录》。同年，元贤建报亲塔，以报父母养育之恩。顺治十

一年（1654年），作《心经指掌》，“收遗骸二千八百余”。 

顺治十二年（1655 年），“兴化、福清、长乐罹兵变，饥民男妇流至会城南

郊，竛竮之状，人不忍见。师乃敛众遣徒，设粥以赈，死者具棺塟之，凡二千余

人，至五十日而止。”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元贤八十岁。这年元宵节，元贤传法于弟子为霖道

霈，说传法偈：“曾在寿昌桥上过，岂随流俗漫生枝？一发欲存千圣脉，此心能

有几人知？潦倒残年今八十，大事于兹方付伊。三十年中盐酱事，古人有语不相

欺。逆风把柁千钧力，方能永定太平基。”②。同年九月，元贤说临终偈：“老汉

生来性太偏，不肯随流入世廛。顽性至今犹未化，刚将傲骨救儒禅。儒重功名真

①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六，《大正藏》第 9册。 

②潘晋台：《鼓山永觉老人传》，《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末，《卍新续藏》第 7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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