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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很有分量，对《周易》《尚书》《论语》和老庄之学均有涉猎，特别是庄禅、释道智慧更是丰沛多彩，反复为世人称

道。两宋之交的文人叶梦得，有深厚的景苏情结，对苏轼的经子之学多有追慕。这些踵继能够看出叶梦得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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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宋代杰出的文人，不仅文学创作堪称

中国文学史一流，且学术思想亦相当丰赡，同样为

大家。苏轼平时交游人颇多，难以集中时间作学

术研究，唯贬谪期间，赋闲较多，故有时间从容于

其间。苏轼现存的几部专著，基本上都是在贬官

黄州和海南时作的。

叶梦得生当两宋之交的特殊时期，由于“嗜学

蚤成，多识前言往行”[1]10219，故“通悉古今，所论著皆

有根柢”[2]1041，“犹存北宋之遗风”[3]1349，诚为“南北宋

间之巨擘”[4]1783，在南渡之初，“岿然耆宿”[2]1041。作

为苏轼的追慕者，叶梦得的学术兴味在诸多方面

受其影响，表现出不少相似或相近的特点。

本文拟通过文献钩稽，梳理苏轼的经子之学

特色，并以之为参照，剖析作为追慕者的叶梦得在

这些方面与苏轼相同、相似、相近的诸多旨趣。

一、关于《周易》之学

苏轼对易学的爱好，应该说源于父亲苏洵的

影响。苏辙在苏轼《墓志铭》中说：“先君晚岁读

《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

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

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

言，焕然可知也。”[5]1127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也云：

“盖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汩而不明者，

诸儒以附会之说乱之也，去之，则圣人之旨见矣。’

作《易传》未成，而卒。”[6]514两条材料，可以互证。

苏轼作《易传》，是在黄州，后来贬官岭南，又

重操旧业，不但进一步修订之前的著述，还计划著

《志林》（史论）一百篇，惜乎仅完成十三篇即病。①

贬谪期间，由于不允许他过问政事，因此，他能集

中精力，了却自己的心愿。他曾说：“某闲废无所

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

《易》。”[7]1482在给文潞公的信中又说：“到黄州无所

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

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

《论语说》五卷。”[8]1380

另据陆游讲，《东坡易传》初遭元祐党禁，不敢

① 邵博撰, 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云：“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

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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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题轼名，故称毘陵先生，以轼终于常州故也。①

东坡易学偏重义理之阐释，较少象数之发

挥。苏轼自己在《易论》中说得很清楚：

《易》者，卜筮之书也。挟策布卦，以分阴阳而

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圣人之道也。圣人之

道，存乎其爻之辞，而不在其数。数非圣人之所尽

心也。然《易》始于八卦，至于六十四，此其为书，

未离乎用数也。而世之人皆耻其言《易》之数，或

者言而不得其要，纷纭迂阔而不可解，此高论之士

所以不言欤？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开言于其

间，以尽天下之人情。使其为数纷乱而不可考，则

圣人岂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无用之数哉！[9]52

不是说不能言“数”，而是不要以“数”乱言。

苏轼如是说，也如此做。如阐释《乾》卦九三“君子

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元咎”：

九三非龙德欤？曰：“否。”进乎龙矣，此上下

之际，祸福之交，成败之决也。徒曰“龙”者，不足

以尽之。故曰“君子”。夫初之所以能潜，二之所

以能见，四之所以能跃，五之所以能飞，皆有待于

三焉。甚矣，三之难处也！使三不能处此，则乾丧

其所以为乾矣。天下莫大之福，不测之祸，皆萃于

我而求决焉。其济不济，间不容发。是以终日乾

乾，至于夕而犹惕然。虽危而无咎也。②

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

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媮。强

则日长，媮则日消。③

《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六引晁氏说:“坡自言

其学出于父洵，且谓卦不可爻别而观之。其论卦

必先求其所齐之端，则六爻之义未有不贯者，未尝

凿而通之也。”[10]1521由以上所引两则可见，此论不

诬也。

苏轼对自己花在《周易》上的功夫颇为自重，

曾说：“《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11]2252

因此，对它的价值颇有自信：“所喜者，在海南了得

《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

目也。”[12]1540临终前，又将这三部书托付给钱济明，

并说：“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

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13]2415

叶梦得对易学也十分喜爱。有趣的是，叶梦

得对《易》之钟情，实源于一次偶然的发现。他从

小即患有哮喘，当发作时，睡不下去，一切均需要

他人扶持。一次随其父亲做官上饶，游鹅湖回寝

室。半夜喘病发作，随身所带行李没有药物，只有

一册《易》书。于是随手翻阅数十板，不觉遂平

息。自此，每喘疾发作，用《易》书平息胜于药物。④

这种偶然的发现，使叶梦得爱上《易》，终身爱不释

手。据韩元吉《南涧甲乙稿》诗中小字注，叶梦得

作《周易传》未完，即归道山。⑤尽管这部《叶氏周

易传》未能完工，但叶梦得关于《周易》的论述还是

散见于各类著述中，甚至有人将苏轼与叶梦得的

观点进行比较：

苏东坡云：“自一至五，天数三，地数二，明数之

止于五也。自五以往，非数也，皆相因而成者也。

故曰‘倚数’。”叶石林云：“阴阳天道也，非人之所能

进退也。天地之正数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

而止矣，此正数。至于六，则各有所配，已非正数

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数，而不用成数。故孔

子曰‘参天两地而倚数’。此数之理也。”⑥

看来，在这一点上，叶梦得与苏轼的观点是相

通的。

二、关于《尚书》之学

苏轼著有《东坡书传》，是现存宋人《尚书》全

释中最早的一部。据苏辙言，苏轼《书传》作于海

南，“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5]1127。从后

人的评论看，此并非虚言。

《朱子语类》有云：“或问：‘《书解》谁者最好？

莫是东坡《书》为上否？’曰：‘然。’又问：‘但若失之

简。’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14]1986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其于《胤征》，以

为羲和贰于羿，而忠于夏；于《康王之诰》，以释衰

服冕为非礼。曰予于《书》见圣人之所不取而犹存

者有二。可谓卓然独见于千载之后者。又言昭王

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之意，哀痛恻怛之语；平

① 陆游撰《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苏氏易传》，四部丛刊初编本，又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东坡易传提要》，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6页。

② ③ 苏轼《东坡易传》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参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⑤ 韩元吉《叶少保挽词六首》之二，《南涧甲乙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王宏撰《周易筮述》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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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当倾覆祸败之极，其书与平康之世无异，有以知

周德之衰，而东周之不复兴也。呜呼！其论伟

矣。”[15]29-3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轼究心经世之学，

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

他经独为擅长。”[16]90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轼《易传》或偶涉玄

谈，此书则于治乱兴亡，抉摘明切。盖轼究心经世

之务，又长于议论，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轼

如水火，而不能不取此书，则大略可知矣。”①

叶梦得对《尚书》也颇有心得，曾著《石林书

传》十卷②。该书现在已经亡佚，但现在尚能从《文

献通考》《经义考》等书看到不少引文，不计重复，

至少也有几十条，完全可以辑佚成书。叶梦得在

其《自序》中云：

自世尚经术，博士业《书》者十常三四，然第守

一说，莫能自致其思，余窃悲之。因参总数家，推

原帝王之治，论其世，察其人，以质其所言，更相研

究，折衷其是非，颇自纪辑为书二十卷，十二万有

余言。[17]1534

由其《自序》可知，叶梦得的《书传》博采诸家

之说而折衷其是非，与苏轼《书传》的写法虽不完

全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独辟蹊径，重

在创新。所以，朱熹在谈到当时举学校者治经不

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先儒之传注，而但取近时科举

中选之文讽颂摹效的毛病时，举出学习诸经所应

参考先儒之传注，云：“《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

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

吕祖谦。”③这充分说明，苏轼、叶梦得等人的《书

传》，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关于《论语》之学

如前所引，苏轼在黄州和海南颇究心于儒家

典籍，曾撰《论语说》五卷，他在给王定国的信中

说：“某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

五卷。今又下手作《书传》。迂拙之学，聊以遣日，

且以为子孙藏耳。”[18]1519在给文潞公的信中他感叹

道：

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

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

以为凶衰不祥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

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

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

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

也。[19]1380

可知这部《论语说》曾献给文彦博收藏。苏辙

在苏轼《墓志铭》中说苏轼之《论语说》“时发孔氏

之秘”[5]1127，可知这部书价值当不菲。据《四库全书

总目》，宋余允文撰《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

《别录》一卷，曾有“辨苏轼《论语说》者八条”[20]293，

知苏轼《论语说》当时曾流传。惜这部书现在已经

亡佚，今只存辑本。

叶梦得对《论语》也有心得，曾著《论语释言》

十卷，《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

志》《文献通考》均著录，而《文渊阁书目》以下诸书

目均不载，估计亡于元末明初。尽管如此，叶梦得

的《论语释言》还能从别的著述引述中看到部分内

容，如宋戴溪《石鼓论语答问》卷中、宋王应麟《困

学纪闻》卷七等。

四、关于老庄之学

据苏辙言，苏轼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

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5]1126

可知，苏轼对《庄子》相当喜爱，但苏轼著述中除

《广成子解》外，并无其他专门阐释《庄子》的著作，

不过，苏轼在其著作中却经常引用《庄子》，如解释

《周易·系辞上》中的“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眀

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这句话时，有云：“《庄子》

曰：‘贼莫大于德有心而心有眼。’④夫能洗心退藏，

则虽用武而未尝杀，况施德乎？不然，则虽施德，

有杀人者矣，况用武乎？”⑤又用《庄子》阐释《尚书》

中的“五皇极”和“曰王省惟岁”⑥。此外，还专门写

有一篇《庄子祠堂记》，对《庄子》的认识多体现于

此：

①《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有十卷、十一卷、二十卷等说法。参潘殊闲《叶梦得研究》第三章“叶梦得的经学与子学阐释”第一节“经学阐释”，巴蜀

书社，2007年版，第71页。

③ 朱熹《晦庵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出自《庄子·列御寇》，原文为“贼莫大于德有心而心有睫”。

⑤ 苏轼《东坡易传》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苏轼《书传》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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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

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

以为记。

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

学无所不窥，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

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

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

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

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

“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

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

可。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

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

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

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

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

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

得其《寓言》之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太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

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

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

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

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

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

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

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元丰元年

十一月十九日记。[21]347-348

从这篇作于元丰元年（1078）徐州任上的文章

可以看出，苏轼对庄子颇多正面认识，其“庄子盖

助孔子者”的观点，颇异于常论。但结合北宋学术

思想发展实际，此论并非遗世独立。宋初太宗、真

宗等皇帝都曾得道士助力，甚至真宗亲为《道德经

集注》撰序，并大力支持编撰《大宋天宫宝藏》，所

以，后世儒者儒道并修，儒释道并尊，成为时代的

潮流。在这种背景下来看苏轼的言论，当不足为

奇。

苏轼对老子也颇多钟情，在他的思想中，老学

与庄学同样不可或缺。苏轼曾援《老子》以释《易》

和《尚书》①，其弟子由尝作《老子新解》，苏轼曾这

样慨叹：“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战国时有此书，

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

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22]207-208苏辙此书合

儒释道三家杂糅而并之，颇能令苏轼快意。

李伯时曾作《老子新沐图》，苏轼见之，赞曰：

老聃新沐，晞发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

夫子与回，见之而惊。入而问之，强使自名。曰：

岂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于人，而丧其天。其人

苟忘，其天则全。四肢百骸，孰为吾缠？死生终

始，孰为吾迁？彼赫赫者，将为吾温。彼肃肃者，

将为吾寒。一温一寒交，而万物生焉，物皆赖之，

而况吾身乎？温为吾和，寒为吾坚，忽乎不知，而

更千万年。葆光志之，夫非养生之根乎？[23]639-640

真是见出大智慧，崇道扬道之意溢于言表。

苏轼还有一篇《众妙堂记》，将其道学思想作了很

好的阐扬：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

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谪居海南，

一日梦至其处，见张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

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诵《老子》者曰：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

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

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

复视之，则二人者手若风雨，而步中规矩，盖焕然

雾除，霍然云散。予惊叹曰：“妙盖至此乎！庖丁

之理解，郢人之鼻斫，信矣。”二人者释技而上，曰：

“子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与道相半，习

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者也。子亦见夫蜩与鸡

乎？夫蜩登木而号，不知止也。夫鸡俯首而啄，不

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蜕与伏也，则无视无

听，无饥无渴，默化于荒忽之中，候伺于毫发之间，

虽圣智不及也。是岂技与习之助乎？”二人者出。

道士曰：“子少安，须老先生至而问焉。”二人者顾

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见蜩与鸡而问之，可

以养生，可以长年。”广州道士崇道大师何德顺，学

道而至于妙者也。作堂榜曰“众妙”。以书来海

南，求文以记之。予不暇作也，因以梦中语以示

之。戊寅三月十五日，蜀人苏轼书。[24]361-362

虽托之于梦，但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理

解却相当精深，颇能启人心智。

众所周知，苏轼贬官黄州以前，就曾用道家清

① 见《东坡易传》卷七、卷八；《书传》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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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无为的思想反对新法的扰民。在熙宁二年

（1069）《上皇帝书》中，曾以道家的养生说喻政：

“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

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

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

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

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

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25]737

除道家之外，苏轼对道教亦多有信仰。而苏

轼对道教的信仰，恐怕要追溯到他的父母。苏洵

二十二岁时游成都玉局观，在一卦肆中见一画像，

笔法清奇，卖者云张仙，有感必应，遂解玉环易

之。当时苏洵“尚无子嗣”，于是，“每旦必露香以

告，逮数年，既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乃知真人

急于接物，而无碍子之言不妄矣。故识其本末，使

异时祈嗣者于此加敬云”[26]416。苏洵的灵验与笃

信，似乎给苏轼很深的影响。所以，苏轼八岁入小

学，就以眉山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师。同学上百

人，张易简独称苏轼和陈太初，而陈太初后来也成

了道士。①苏轼在任凤翔签判时曾到终南山太平

宫研读《道藏》：“嗟余亦何幸，偶此琳宫居。宫中

复何有，戢戢千函书。盛以丹锦囊，冒以青霞裾。

王乔掌关钥，蚩尤守其庐。乘闲窃掀搅，涉猎岂暇

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心闲反自照，皎皎

如芙蕖。千载厌世去，此言乃蘧蒢。人皆忽其身，

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27]181-182

关于苏轼对道教的崇敬，还可以《避暑录话》

所记为证：

苏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东人乔仝，自

言与晋贺水部游，且言贺尝见公密州道上，意若欲

相闻。子瞻大喜。仝时客京师，贫甚。子瞻索囊

中得二十缣，即以赠之，作五诗，使仝寄贺，子由亦

同作。仝去讫不复见，或传妄人也。晚因王巩又

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为李太白所化，赠诗数

十篇，待之甚恭。姚本京师富人王氏子，不肖，为

父所逐。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慧，因取《道藏》

遍读，或能成诵。又多得其方术丹药。大抵有口

才，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

浮沉淮南，屡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后复其姓

名王绎。崇宁间余在京师，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

矣。出入蔡鲁公门下，医多奇中，余犹及见。其与

鲁公言从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宫阙，吾皆能以

说致之，可使空中立见。”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编

置楚州。梁师成从求子瞻书帖，且荐其有术。宣

和末，复为道士，名元城。力诋林灵素，为所毒，呕

血死。②

上述文字，提到两人：一是乔仝，一是姚丹元

（王绎）。关于乔仝，苏轼确与之有联系，《送乔仝

寄贺君六首》之《叙》云：

旧闻靖长官、贺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

死。章圣皇帝东封，有谒于道左者，其谒云：“晋水

部员外郎贺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阅谒，

见之，大惊，物色求之不可得。天圣初，又使其弟

子喻澄者诣阙进佛道像，直数千万。张公安道与

澄游，具得其事。又有乔仝者，少得大风疾，几

死。贺使学道，今年八十，益壮盛。人无复见贺

者，而仝数见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仝来京师十许

日。余留之，不可，曰：贺以上元期我于蒙山；又

曰：吾师尝游密州，识君于常山道上，意若喜君

者。作是诗以送之，且作五绝句以寄贺。[28]1551-1552

而姚丹元，苏轼称之为“丹元子”，的确“奇

之”，从这首《丹元子示诗飘飘然有谪仙风气吴传

正继作复次其韵》的诗题亦可以看出。诗云：“飞

仙亦偶然，脱命瞬息中。惟诗不可拟，如写天日

容。梦中哦七言，玉丹已入怀。一语遭绰虐，失身

堕蓬莱。蓬莱至今空，护短不养才。上界足官府，

谪仙应退休。可怜吴与苏，骯脏雪满头。雪满头，

终当却与丹元子，笑指东海乘桴浮。”[29]1969“终当却

与丹元子，笑指东海乘桴浮”，可谓道出了苏轼的

心声。

叶梦得对老庄思想也十分欣赏，除有专著《老

子解》一书外，有关老庄思想散见于他的诸多著述

中。叶梦得的老庄思想常常融儒释二家于一体，

儒释道互参互证，在苏轼等前人的基础上，更加从

容不迫，洋洋洒洒。苏轼言庄子为助孔子，而叶梦

得则认为庄孔之志一也：

庄子言“举天下誉之不加劝，举天下非之不加

沮”，又曰“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其

① 苏轼《众妙堂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1－362页；又见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

志林》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②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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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注：见《庄子·外物》，后一句应为“不若两忘

而闭其所誉”。）自我言，虽天下不能易；自人言，虽

尧舜无与辨处。毁誉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

非忘毁誉之言，不胜毁誉之言也。夫庄周安知有

毁誉哉？彼盖不胜天下之颠倒反复于名实者，故

激而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

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毁誉之来，不考其

实，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当，虽三代无是法

也。进九官者，视其所誉以为贤，斥四凶者，审其

所不与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

也。至于所不能胜，则孔子亦无可奈何，置之而不

言焉。置而不言，与夫无所劝沮而忘之，皆所以深

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庄周激言之，其志则一

尔。叔孙、武叔毁孔子于朝，何伤于孔子乎。①

在解释《老子》第十五章“豫兮，若冬涉川；犹

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

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时，叶梦

得把孔子拉出来：“孔子享礼有容色，退而燕居，不

可以不舒，故涣。孔子居不容燕居，申申如也，夭

夭如也，弛之也。”②解释《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时，叶梦得搬出《周易》，有云：

《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则“生两仪

者”，《易》也。然不直言《易》而设为太极于中者，

盖言《易》之生，物不可以正名，故假太极以见，则

《易》与太极固未之有分也。谓太极为生两仪，则

有《易》居其上；谓太极为生于《易》，则未见太极之

有间，故寄之曰有，则《易》为无也。《老子》曰：“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则天地生于混成，而混成者亦

自有所生也。然不显言其生而虚生生者于上，亦

以生生者不可以正名。③

这种阐释法，显示了叶梦得多元的思维特性

和兴趣爱好，在宋人三教合一的阐释路径中起到

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五、关于佛禅之学

苏轼对佛禅甚感兴趣，这与他家庭浓厚的佛

教氛围有很大的关系。苏轼的父母对佛教都相当

敬奉，苏轼在《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一文中，曾说

他的父母都很仁慈宽厚，对佛教的“三宝”崇信不

疑，且家里藏有十六罗汉像，经常设茶供养④，以祈

福佑。也许是受父母崇信佛教的影响，苏轼在其

父母去世后，曾将他们生平喜好的赏玩之物都施

舍给寺庙，并令人画佛像，以求父母之冥福。⑤另

外，苏轼的弟弟苏辙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

关于苏轼的出生，还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

里。苏轼说他母亲在怀孕时，曾梦见五祖戒禅师

求宿。且他稍大（七八岁）时，还经常梦见自己是

五祖戒禅师。言外之意，五祖戒禅师就是他自己

的前身。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七《梦迎五祖戒禅

师》有载：

苏子由初谪高安时，云庵居洞山，时时相过。

聪禅师者，蜀人，居圣寿寺。一夕，云庵梦同子由、

聪出城迓五祖戒禅师，既觉，私怪之，以语子由，未

卒，聪至。子由迎呼曰：“方与洞山老师说梦，子来

亦欲同说梦乎？”聪曰：“夜来辄梦见吾三人者，同

迎五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间果有同梦

者，异哉！”良久，东坡书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

相见。”二人大喜，追笋舆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

寺，而东坡至。坐定无可言，则各追绎向所梦以语

坡。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

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

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

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

时年四十九矣。后东坡复以书抵云庵，其略曰：

“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

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自是常衣衲

衣。[30]56

无独有偶，苏轼去世前两天所作的绝笔信，是

写给五祖戒禅师的隔世弟子怀琏的弟子径山维琳

的。且苏轼去世时维琳仍在身旁。苏轼一生与佛

的渊源可谓从始至终。

这种渊源，决定了苏轼对佛教的浓厚兴趣，这

可以从苏轼自号东坡居士、戒和尚、眉阳居士，以

及人称东坡道人、海上道人等称呼能够看出其追

求和影响。[31]2

苏轼好动，热衷游览，诸多的贬谪，一方面让

他身心倍受摧折，但另一方面，又给他提供了饱览

①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② ③叶梦得《老子解》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④ 详见苏轼《十八大阿罗汉颂》之《跋尾》，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1页。

⑤ 如苏轼《阿弥陀佛颂》云：“眉山苏轼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遗留簪珥，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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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河山和名胜佳迹的机会。检读苏轼仕履可以

发现，苏轼几乎每到一处，只要有寺庙，一定要造

访；只要有名僧，一定要交往。因此，苏轼一生到

过不少寺庙，与不少僧人禅师有密切的关系。检

索苏轼的这一行踪，其实颇有意味。

据现有文献记载，苏轼游历过的寺庙有近百

处，如：

棲云寺、宝相寺、华藏寺、大圣慈寺、兴国寺、

宝梵寺、相国寺、戒坛院、法云寺、开元寺、天柱寺、

真兴寺、大秦寺、中兴寺、普门寺、灵隐寺、明庆寺、

吉祥寺、灵感观音院、法喜寺、净土寺、功臣寺、水

陆寺、盐官南北寺、吉祥寺、祥符寺、海会寺、净慧

寺、多福寺、法惠寺、净慈寺、寿星寺、六和寺、慈严

院、龙华寺、昭庆寺、南屏寺、七宝寺、净住院、报本

禅院、景德寺、本觉寺、普照寺、延寿院、国清院、治

平寺、太平寺、虎丘寺、西菩山明智院、甘露寺、南

禅寺、资福寺、石经院、厄台寺、开元寺、定惠院、安

国寺、师中菴、清泉寺、承天寺、大别寺、圆通禅院、

简寂观、慧日寺、无相寺、真如寺、资福寺、宝云寺、

延洪禅院、石塔寺、龙兴寺、崇因禅院、崇庆院、建

封寺、月华寺、寿圣寺、峡山寺、蒲涧寺、嘉祐寺、大

云寺、佛迹院、香積寺、三山庵、净行院、净慧寺、龙

光寺、显圣寺、景德寺、南塔寺等。

而与苏轼交往过的僧人也相当多，如惟度、惟

简、怀琏、荣长老、维琳、惠勤、惠思、澄慧、文及、辩

才、法芝、梵臻、宗本、惠觉、恵勤、恵思、清顺、可

久、惟肃、义诠、法通、法言、契嵩、怀立、明雅、祖

印、久上人、仲渊、佛印、模上人、道潜、惟胜、法明、

法秀、有聪、法照、继连、广惠、宝觉、圆宝、择老、承

皓、了性、法涌、本觉、佛慧等数十位。

由于与禅宗的密切联系，苏轼还被纳入禅宗

临济宗黄龙派东林总法嗣。《五灯会元》卷十七《内

翰苏轼居士》有云：“内翰东坡居士苏轼，字子瞻。

因宿东林，与照觉论无情话，有省。黎明献偈曰：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浄身？夜来八万四

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未几抵荆南，闻玉泉皓禅

师机锋不可触，公拟抑之，即微服求见。泉问：‘尊

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长老底秤。’泉喝

曰：‘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尊礼之。

后过金山，有写公照容者，公戏题曰：‘心似已灰之

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琼

州。”[32]1146

由于与佛禅有如此多的缘分和交往，苏轼的

佛学素养相当深厚，可谓深得佛教义理的精髓。

这一点连排佛甚力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苏轼对佛

理“曾下功夫”，能把事理说得透彻[33]3116。这种佛禅

意趣渗透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他的文学创作、

他对佛禅义理的阐释、他的行为处世等，都有浓郁

的佛禅痕迹。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较多论述。

与苏轼一样，叶梦得也自号“石林居士”，这对

宋人来说，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叶梦得与一般

士大夫还有诸多不同。在叶梦得的身上，更能看

到苏轼的影响。比如：

一些与苏轼交游的僧人，也得到叶梦得的关

注。如杭州祥符寺僧可久、清顺。熙宁六年

（1073），苏轼于正月十五到祥符寺九曲观元宵灯，

曾路过可久的房，惜无灯，为此，苏轼曾有诗吟之：

门前歌鼓斗分朋，一室清风冷欲冰。不把琉

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34]427

苏轼与清顺、可久多有往来，熙宁六年（1073）五
月十日，曾与可久等僧人、文人泛舟西湖游北山[35]453。

清顺新作垂云亭，苏轼为之赋诗一首《僧清顺新作

垂云亭》，又尝与人一同登览[36]1681。

对这二位僧人，叶梦得评价亦高，多有关注，

《避暑录话》曾云：

钱塘西湖旧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诗，其最知名

者，熙宁间有清顺、可久二人。顺字怡然，久字逸

老，其徒称顺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胜处，而

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无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

多往就见。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过数斗，以瓶贮

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有，故

人尤重之。①

不妄与人交的清顺、可久，与苏轼成为朋友，

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苏轼的人格魅力和影响。

叶梦得对佛禅也非常感兴趣，跟苏轼一样，叶

梦得每到一处，也往往要拜访寺庙及其僧人。据

现有文献所载，叶梦得到过的寺庙有几十个，其中

有不少是苏轼曾经到过的，同时，与不少僧人关系

密切。叶梦得交游非常广，门生众多，其中包括僧

人。比如梵隆，久居卞山，擅白描人物山水，高宗

极喜其画，为叶梦得创作、摹写不少画。还有一位

僧人宗义，曾为叶梦得守家。不仅如此，叶梦得还

①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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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寺庙，据知叶梦得曾在福州建“怀隐庵”“普光

明庵”“东禅院”。在卞山，建有积善寺、教忠寺。

叶梦得的佛学造诣相当深厚，现存著述（文

章）中有关佛学的比较多。如这篇《胜法寺轮藏

记》：

佛法自汉入中国，即与其言皆来，然未尝若是

侈也。至晋、宋、周、隋之间，鸠摩罗什之徒出，更

相传译，转相付授，于是其书之至者日以广。源流

既远，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时，始有言心法者，

一切以廓然无我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学遂判为

禅、律两岐。其后更数百年，学心法者虽益盛，然

其书未尝卒废。自隋开皇至唐开元、贞元以来，凡

列于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论，剖分甲乙，鳞

次栉比。虽假托疑似谬妄之辞，苟不叛其说，亦莫

不具在，其传至于今不绝。昔吾儒者之言仅出于

中国，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

虽六经不得为全书。残编断简出于屋壁邱墟之

余，与一时遗老所诵习，虽幸而获存，然颠倒错谬，

固已不胜其弊。其它诸子百家各以其艺自名于时

者近数十年，远或百年，皆已湮没无闻。而佛氏去

中国数万里，其言率一译而后见，乃全而有之，愈

久而益著，何也？岂其言皆足以示后行远，使人欲

废而不可欤？盖为之学者，皆知信其所习而尊其

所闻，相与谨守严奉，手传口诵而不敢慢，非有意

于借资取便，阶梯所欲，尝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

熟，姑苏别邑，梅里镇又在邑之东北海上，有寺曰

胜法。故无藏经，崇宁二年，长者道渊始募众缘为

之。渊强力明果，学心法者也。居胜法二十一年，

与始至之日无异。工既成，见余霅上，曰：“并海之

民，不耕而渔，其习以多杀为事，而不畏罪。与之

言吾理则惑，教以其书则怠。惟转轮藏侈极雕刻

彩绘之观，以致其庄严之意，可使凡徼福悔过者一

皆効诚于此。吹蠡代鼓，机发轴运，神象设骇于

目，而音声接于耳，不待发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

所向矣。然邑民瘠而艰施，岁且多潦，有欲成其事

者而屈于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于岁。盖竭吾

勤而后能成，不有记其略，无以慰此志也。因请余

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

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遍天下，不能

尽有其传，而佛氏独能持久若此，是必有当其责

者。因推其所以然，书以遗之，非特志渊之勤而已

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记。缙云叶梦得记。①

将佛法东传的神奇之旅与诸子百家的盛衰作

比较，于平和叙述中，见出功底。

叶梦得的佛学思想与苏轼近似，或者说受苏

轼影响，都是善于将儒释道三教思想打通。苏轼

曾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

我见大海，有北东南。江河虽殊，其至则同。”[37]1961

在回复毕仲举的信中，苏轼对佛老，亦颇多个人的

阐释，且很有趣。[38]1671

叶梦得对苏轼的禅学思想评价甚高，称其“论

理超胜，出入大乘诸经，无所留碍，诚为闳妙”②。

叶梦得自己也颇有素养。《岩下放言》卷中云：

“孔子以治《诗》《书》《礼》《乐》《春秋》六经而一君，

无所钩用。老子③谓‘六经先王之陈迹’……世语

吾儒之言，《易》则达语，佛氏之言禅，则眩，殆其不

自了而惑于名，故为佛氏者亦不以其情告之而待

其自悟，使人人知孔子之得于老子，而老子肯之，

世岂复更有禅哉？吾尝谓古之至理有不谋而冥契

者，吾儒之言《易》，佛氏之言禅，是也。夫世固有

不可言而终不可免于言，吾儒不得已则命之曰

《易》，以其运转无穷而不可执也；佛氏不得已而命

之曰禅，以其不传而可以更相与也。达其不可执

而眩，其更相与者，禅与《易》，岂二道哉？但不知

二氏初何以不相为谋，而表里如此，惟其道之一

尔。”又说：“删书断自尧舜，而《易》独及伏羲、神

农、黄帝，然后知尧而上盖有其人。六经存而不

论，尝试会之以心，则其说曰《易》。无思也，无为

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

孰能与？于此然后知伏羲、神农、黄帝至于尧舜，

世而相传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质诸老氏，则与

《易》异者无几。又曰《论语》记‘窃比于我老彭’。

后孔子者孟子，孟子之于儒，盖秋毫不以少乱也。

其拒杨墨，排仪秦，过于桀纣，终不及老氏。乃其

言‘尽心知性以至于命’，则老氏之所深致意也。

然后知老氏之书，孔孟所未尝废。又曰老氏之书

其与孔子异者，皆矫世之辞，而所同者，皆合于

《易》。后老氏数百年，复有佛氏者出，其辞益荒远

① 郑虎臣编《吴都文粹》卷九，范成大撰《吴郡志》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上，清光绪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刊本。

③ 应为庄子,见《庄子·天运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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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妙，而要其至到，与老氏殆相为表里。”①

的确，叶梦得对儒释道三教多所究心，正如他

在谈及自己儒释道三教的心路历程时坦言：“吾少

受《易》，先君知为传注之学而已。中岁求老庄，而

后知《易》之外有不谋而默契者。……晚复为佛氏

学，读大乘诸经，始廓然洞彻，知前所闻，无一非真

实语。既信之不疑，则日用践履，无适而不与心

会。”②这种由《易》（儒）而老庄，由老庄而佛氏的读

书三阶段又与苏轼竟是这样的暗合：“（苏轼）初好

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

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

《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

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5]1126-1127

叶梦得的禅学思想颇受后人推重。释祖观道

光二十五年（1845）在《避暑录话》的题识中即云：

“余谓此老信口说禅，牙颊间，别具一副鑪鞲。宋

世士大夫喜学禅，苏、黄、晁三君子皆以文字般若，

随喜法门。无咎《齿臼佛》一赞，深得慈心三昧。

石林为无咎甥，而见地超妙如此，可谓酷似其舅。”

所谓的《齿臼佛》，即《猪齿臼化佛赞》，其序有云：

猪齿臼化佛者，崇宁二年三月一日，卫州获喜

县民职氏杀猪祭神，而民刘氏猎犬得其弃首骨，衔

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齿臼中

得肉如拇，色酣酣由醉玉，谛视之如来像也。髻有

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隐然，庄严毕具，观者万

人。补之从弟新乡令载之目睹其事，记于石，以示

补之。补之耸然，曰……夫以不可说劫无日不杀

万死万生之中，而佛之威神才得一现，而乃独动于

职氏之猪与刘氏之犬。现已应传，而若睹若不睹，

若信若不信，至千万人。夫于千万人中，而我兄弟

两人者又独得而记且赞之，则凡职氏与所祭若神，

所使若屠，所杀若猪，与刘氏所衔若犬，所析若子

与记者吾弟，赞者补之，于过去世是一段事本末，

轻重皆有因缘，惟有佛眼悉知悉见次第，显出终始

圆成。令四天下与未来世因此希奇与此文字，辩

意不杀，决定自知，如利宝刀断多罗木，意已断，故

业不复萌，无始怨仇，俱为眷属，由是增长深般若，

因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岂不胜哉！岂不大哉！③

类似这样神奇的故事，叶梦得也曾经历。《韵

语阳秋》曾云：

大观中，吴兴郡有卲宗益者，剖蚌将食，中有

珠现罗汉像，偏袒右肩，矫首左顾，衣袂毕具。僧

俗创见，遂奉以归慈感寺。寺临溪流。建炎间，宪

使杨应诚与客传玩之次，不觉越槛跃入水中，亟祷

佛求之，于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获。噫，亦异

矣！叶少蕴有诗云：“九渊幽怪舞垂涎，游戏那知

我独尊。应迹不辞从异类，藏身何意恋穷源。归

来自说龙宫化，久住方惊鹫岭存。此话须逢老摩

诘，圆通无碍本无门。”曾公衮云：“不知一殻几由

旬，能纳须弥不动尊。疑是吴兴清霅水，直通方广

古灵源。月沉浊水圆明在，莲出污泥实性存。隐

现去来初一致，莫将虚幻点空门。”一时名公和篇

甚众，今藏慈感寺。[39]580

叶梦得与其舅氏都有感于物之圆通灵异，作

诗作赞，确实可谓“深得慈心三昧”，渊源有自。

要之，苏轼作为宋型文化的冠冕人物，不单文

学创作独步天下，其学术思想也富赡绝伦。苏轼

的学术思想中，经学与子学思想很有分量，也很有

特色，单独成书的即有《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

语说》和《广成子解》，而在诸多诗文及笔记著述中

蕴含的经子思想，在人生事履及其交游中体现出

的经子智慧，特别是庄禅、释道智慧更是丰沛多

彩，反复为世人称道。作为两宋之交在文学、文

化、政治等多方面有广泛影响的文人叶梦得，有深

厚的景苏情结，表现在其经学与子学方面也多对

苏轼的追慕。这些踵继既体现了叶梦得与苏轼的

诸多“缘结”，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苏轼文化、苏门

文化、蜀学文化、宋型文化的特质、品味及其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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