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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原禅系“曹洞”宗名发微
习罡华 1，刘云鹤 2

（1，2.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西 南昌，330038）

[摘要]曹洞宗注重多方面的思想义理之间调和融会,善于兼收并蓄、长于理论整合。 它对禅宗、佛教内部其他宗派，

甚至于外典其他各种文化都颇有研究，自然涵养出别具一格的思辨气质，这在当时禅界是别开生面地勾连、呼应传

统佛教的内在理论线索，是更宏观更宽阔的高层次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所进行的内在自觉整合，从而在文化

上和理论上使佛教彻底中国化。曹洞宗名乃合其创立者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之名而来，这不但符合佛教宗派命名之

传统，更彰显其学理建设之特点。若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由皈依曹山本寂而改宗云居道膺，这不但模糊了曹洞宗

的特色，也抹杀了长久以来大批高僧大德捍卫曹洞宗名的历史。 因此，曹洞宗名不仅是一个称谓，它还是一段历史，

更是一种品质，不仅关乎着禅宗派别特征的确定，也与我国佛教健康发展有重大关系，其名称最好坚持沿袭传统。

[关键词]曹洞宗；洞云宗；有理焉；有行焉；理论涵养；文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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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研究名家徐文明说：“曹洞宗的正式名称，应该从清凉文益《宗门十规论》开始。 洞山一派，
最初名为洞上宗，因为洞山门下人才很多，难分高下，洞上宗是当时共许的名称，而且一直沿用到
后世。 曹山本寂对曹洞宗的理论构建贡献很大，其门人在唐末五代时影响也最大，但其法系传承不
久，宋中期以后都是云居道膺的法系，因此曹洞宗的名称虽然也得到认同，但更愿意将‘曹’理解为
‘曹溪’（这一理解倒符合曹山立名的本意）。 文益之所以如此立名，一则是曹山确实光大了洞山宗，
二则是当时曹山系在洞山一派影响最大，三则是他本人长期住持曹山崇寿院，与曹山有关联。 无论
如何，曹洞宗的名称得到了后世的公认，成为洞山系的正式名称。 ”①徐文明关于曹洞宗名的论述是
有道理的。 长期以来，曹洞宗是我国禅宗的两大派别之一，它具有浓厚的理论开创色彩，为中华文
化作出突出贡献。 近来有人主张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下文试对此问题略作分析，聊抒浅见，以
就正于方家。

一、洞曹宗与洞云宗

明洁禅师说：“道膺是洞山良价禅师的嗣法弟子，曹洞一宗的法脉实际上是由道膺祖师这一支
发扬光大的，云居山因而成为曹洞宗的重要祖庭。 鉴于道膺祖师在弘扬洞上宗旨方面功劳卓著，所
以，有人提议将‘曹洞宗’改为‘洞云宗’。这里的‘云’，既指云居道膺禅师，也指云居山真如寺。 ”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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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禅师对主张曹洞宗更名的人说得含糊笼统，纪华传则明确指出，是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主张曹
洞宗更名为洞云宗：

曹洞宗开创于青原下五世洞山良价和他的弟子曹山本寂，二人先后在江西高安县的洞山
和吉水县的曹山传授禅法，后世称为曹洞宗。 此宗虽云“曹洞”，而曹山以来的法脉四传以后即
中断，唯洞山法嗣云居道膺一脉，得以传承。 所以近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主张将此宗名字改
为“洞云宗”。 ①

纪华传所言不虚。 戒毓法师 2008年在中国佛学院求学，对虚云老和尚主张将曹洞宗更名为洞
云宗有较详细的考证：

曹洞一名出现的比较早，也显现出曹山及其弟子对他们一派禅法在当时之影响。 但是曹
山本寂一脉法系传到第三代后就没有传人，而曹洞宗真正流传到今天的，是洞山良价的另一
个大弟子云居道膺法嗣。 因此就曹洞的宗名上，当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晚年在江西云居山
曾提起此事，认为曹洞宗的宗名，今天当叫洞云宗比较贴切。 这也许是虚云老和尚振兴云居山
时，一时之感慨吧！ 这是根据本院副院长传印长老之口述，传印长老早年亲侍虚公。 笔者曾就
曹洞宗宗名和传老提起，传老说出这一段公案。 道膺禅师为洞山门下第一长老，在洞山语录中
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因此我们今天来看曹洞僧团，不能忽视云居道膺禅师的地位。 就此问题，
笔者请教本院曾在云居山住过多年的一位法师，法师告知笔者现云居山的现任方丈就是接的
洞云宗之法。 此问题看是小问题，但在曹洞宗的发展史上，也可以说是一件比较有意识的小插
曲。 因现在的云居山在当代的佛教地位，为佛教所作的贡献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②

据以上考证，虚云老和尚主张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当为确切之事。 虚云与太虚并称为影响
中国 20世纪佛教发展的两大高僧。 虚云更因其坚持苦修和注重传统而赢得大量信徒，一些僧人对
他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他主张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的观点，甚至在实际中已经得到贯彻。 据
《传开法师对江西佛教的贡献》记载：“传开法师（1923—2010）是我国当代高僧、禅宗洞云宗第五十
一世传人。 ”③

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这是一件关系到禅宗各派宗旨确定的重大问题，宜谨慎行事方好。禅宗
内部早期史书中，《祖堂集》未见有曹洞宗名称之说。 离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生活不久的法眼文益同
为青原行思的法孙，曾对几个南禅宗派进行分析说：“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则函盖
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如谷应韵，似关合符。 ”④可见，曹洞一名至少在法眼文益时即已确定。

《传法正宗记》对南禅五家在北宋时期的情况有记载：
正宗至大鉴传既广，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天下于是异焉，竞自为家。 故有沩仰云者，有

曹洞云者，有临济云者，有云门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数。 而云门、临济、法眼三家之
徒，于今尤盛；沩仰已熄；而曹洞者仅存，绵绵然犹大旱之引孤泉。 然其盛衰者岂法有强弱也，
盖后世相承得人与不得人耳。 ⑤

《五灯会元》卷第十三《洞山良价禅师》袭用上述的说法，并有所发挥：
师自唐大中末于新丰山接诱学徒，厥后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权开五位，善接三根。大阐

一音，广弘万品。 横抽宝剑，剪诸见之稠林；妙叶弘通，截万端之穿凿。 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
唱嘉猷。 道合君臣，偏正回互。 由是洞上玄风，播于天下。 故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
宗”。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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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睦庵善卿：《祖庭事苑》，《续藏经》，第 64 册，第 414 页 C。

② （明）语风圆信、郭凝之：《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大正藏》，第 47 册，第 520 页。

③ （明）觉浪道盛：《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卷十二，《禅宗全书》，第 59 册，第 321 页。

④ [日]玄契：《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大正藏》，第 47 册，第 536 页中。

⑤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341 页。

⑥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11 页。

北宋睦庵善卿《祖庭事苑》卷七中记载：“曹山即洞山之嗣子，今不言洞曹言曹洞者。 亦犹慧远
即慧持之的兄，但言持远而不言远持，盖由语便而无他。 丛林或指曹为曹溪，盖不知世裔来历之远
近，妄自牵合。 ”①从睦庵善卿的论述来看，曹洞宗名之“曹”，除了被认为得自曹山本寂之外，还有一
种观点认为得自于曹溪慧能，但被他所否定。

上述资料显示，曹洞宗是由洞山良价开创，而最终由曹山本寂完成。 前人虽多以“曹洞”之名称
呼良价和本寂师徒创立的青原禅派别，但以“洞曹”来称呼此宗者亦不在少数，试举几例以证明之。
明代语风圆信、郭凝之编《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说：

师讳良价，会稽俞氏子……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 由是洞
上玄风，播于天下。 故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洞曹宗”。 ②

明末高僧觉浪道盛乃曹洞法裔，维护曹洞宗旨之心甚切，为此曾经长期与临济宗进行辩战。 其
《传洞上正宗三十三世摄山栖霞觉浪大禅师塔铭并序》说：

灵鹫拈花，首传叶祖。少林溟泛，始辟东土。五叶二株，天撑地拄。几危之间，岂不握吐。卓
哉洞曹，声振寰宇。 ③

日僧宜默玄契《重集曹山元证大师语录自序》说：
洞曹语录之于支那，郭黎眉所辑录也，是亦今而古则未也。 虽然非全璧，光润亦非燕石之

属也。 于是不佞，拔出荷玉之教于《五宗录》中。 取其所取，舍其所舍，或陈编以补其阙，语录成
矣。 ④

综上所述，曹洞宗主要是由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合作创立的，改名称乃和他们二人驻锡地首
字而来，这符合禅宗派别定名的传统。 在曹洞宗五位君臣理论的创建过程中，云居道膺并未有什么
贡献。 除本名之外，曹洞宗在历史上有还有洞上宗、洞曹宗等名称，但并没有洞云宗的叫法。

二、“活人剑”与“杀人刀”

禅宗内部向来有“杀人刀”和“活人剑”之说，用以形容不同宗派和各个禅师的禅法之高下和功
能之差异。 下面试举几例来说明。

《祖堂集》卷第七《岩头和尚》：
夹山有僧到石霜。 才跨门，便问：“不审。 ”石霜云：“不必，闍梨！ ”僧云：“与摩则珍重！ ”
其僧后到岩头，直上便云：“不审。 ”师云：“嘘！ ”僧云：“与摩则珍重！ ”始欲回身，师云：“虽

是后生，亦能管带。 ”
其僧却归，举似夹山。夹山上堂，云：“前日到岩头、石霜底阿师出来，如法举著！ ”其僧才举

了，夹山云：“大众还会摩？ ”众无对。夹山云：“若无人道，老僧不惜两茎眉毛道去也。 ”却云：“石
霜虽有杀人之刀，且无活人之剑。 岩头亦有杀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剑。 ”⑤

《祖堂集》卷第九《落浦和尚》：
师问：“久响宗风，请师一言。 ”夹山云：“目前无法。 ”师云：“莫错！ ”夹山云：“缦缦阇梨，山

溪各异，任你截断天下人舌头，争奈无舌人解语何？阇梨只知有杀人之刀，且无活人之剑。老僧
这里亦有杀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剑。 ”师进问：“如何是和尚活人之剑？ ”夹山曰：“青山不挂剑，
挂剑勿人知。 ”……师闻此语，莫知所从，便止夹山。 抠衣数载，不惮劳苦，日究精微。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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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95-496 页。

②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86-487 页。

③ （日）福岛庆道：《禅是无的宗教》， 高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85-86 页。

④ （宋）普寂：《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46 页。

《祖堂集》卷第十《长庆和尚》：
僧到参次，师便把住，云：“莫屈著兄弟摩？ ”对云：“不屈。 ”师推出僧，云：“如许多时，虚踏

破草鞋作什摩？ ”又一日，僧参，师拦胸把住，云：“莫成相触忤摩？ ”僧无对，师便托出。
有僧举似安国，安国云：“招庆今日有杀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剑。 ”僧举似保福，福云：“招庆

杀活俱备。 ”中招庆云：“与摩则首者无过。 ”演侍者云：“赖得和尚与摩道。 ”师进云：“是也，不
与摩道时作摩生？ ”侍者无对。 师代云：“和尚若不与摩道，百杂碎！ ”①

什么是杀人刀，什么是活人剑？ 《祖堂集》卷第十《安国和尚》说：
问：“如何是活人之剑？ ”师曰：“不敢瞎却汝。 ”“如何是杀人之刀？ ”师云：“只这个是。 ”因

举《西域记》云：“西天有贼，盗佛额珠，欲取其珠，佛额渐高，取不得。 遂啧云：‘佛因中有愿，我
成佛果菩提，愿济一切贫乏众生。 如今何得违于本愿，不与我珠？ ’佛遂低头与珠。 ”师拈问众：
“向这里须得作主，又不违于本愿，合有济人。 作摩生道？ ”众无对。 师代云：“有愿不违。 ”②

日本著名高僧和禅学大师福岛庆道说：“禅同时被称为‘悟的宗教’。 所以，如果换个别的说法，
那就是‘悟无的宗教’，用更加易懂的说法，可以说‘禅是教大家如何以无的境界来生活的宗教。 ’”③

因为禅宗是一种“无的宗教”，不能落入“有的境地”，故此禅师们都用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言语来
表达这一主旨。 其实，禅宗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公案，可以鲜活地解释什么是杀人刀和活人剑。

《五灯会元》卷第三《大梅法常禅师》：
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郑氏。幼岁从师于荆州玉泉寺。初参大寂，问：“如何

是佛？ ”寂曰：“即心是佛。 ”师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旧隐缚茆燕处。
唐贞元中，盐官会下有僧，因采拄杖，迷路至庵所。 问：“和尚在此多少时？ ”师曰：“秖见四

山青又黄。 ”又问：“出山路向甚么处去？ ”师曰：“随流去。 ”僧归举似盐官，官曰：“我在江西时
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 ”遂令僧去招之。 师答以偈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
逢春不变心。 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 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 刚被世
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 ”

大寂闻师住山，乃令僧问：“和尚见马大师得个甚么，便住此山？ ”师曰：“大师向我道：即心
是佛。 我便向这里住。 ”僧曰：“大师近日佛法又别。 ”师曰：“作么生？ ”曰：“又道：非心非佛。 ”
师曰：“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 任他非心非佛，我秖管即心即佛。 ”其僧回举似马祖，祖曰：
“梅子熟也！ ”④

《五灯会元》卷第十三《洞山良价禅师》：
师辞云岩……临行又问：“百年后忽有人问，还邈得师真否，如何祗对？ ”岩良久，曰：“祇这

是。 ”师沈吟，岩曰：“价阇黎承当个事，大须审细。 ”师犹涉疑，后因过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
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 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应须恁么
会，方得契如如。 ”

他日，因供养云岩真次，僧问：“先师道‘祇这是’，莫便是否？ ”师曰：“是。 ”曰：“意旨如何？ ”
师曰：“当时几错会先师意。 ”曰：“未审先师还知有也无？ ”师曰：“若不知有，争解恁么道？ 若知
有，争肯恁么道？ ”……师自唐大中末，于新丰山接诱学徒，厥后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 权开五
位，善接三根；大阐一音，广弘万品。 横抽宝剑，剪诸见之稠林；妙叶弘通，截万端之穿凿。 又得
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 道合君臣，偏正回互。 由是洞上玄风，播于天下。 故诸方宗匠，咸共
推尊之曰“曹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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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普寂：《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778-779 页。

②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86-487 页。

③ 上海古籍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9 页。

④ 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60 页。

⑤ 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28 页。

⑥ 陈垣：《清初僧诤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⑦ （明）方以智：《青原志略》，张永义点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年，第 107 页。

师因云岩讳日营斋，僧问：“和尚于云岩处得何指示？ ”师曰：“虽在彼中，不蒙指示。 ”曰：
“既不蒙指示，又用设斋作甚么？ ”师曰：“争敢违背他！ ”曰：“和尚初见南泉，为甚么却与云岩设
斋？ ”师曰：“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祇重他不为我说破。 ”曰：“和尚为先师设斋，还肯先师也
无？ ”师曰：“半肯半不肯。 ”曰：“为甚么不全肯？ ”师曰：“若全肯，即孤负先师也。 ”①

马祖道一教授大梅法常之禅法是杀人刀，而云岩昙晟传授洞山良价之禅法为活人剑。 曹洞宗
宝典《参同契》说：“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 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 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
……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 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住。 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 ”②杀人刀，依
《参同契》所言是“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用现在话说填鸭式教育，使学人是“一根筋到底”；活
人剑，依《参同契》所言是“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用现在话说是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让学人
能灵活地适应环境。

禅宗早期典籍谈剑之处甚多。敦煌文献 P.3591卷甲本录有一首《洞山和尚神剑歌》：“异哉神剑
实标奇，自古求人得者稀。在匣为言无照耀，用来方觉腾光辉。破由预，除狐疑，壮心胆兮定神姿。六
贼既因斯剪拂，八万尘劳犹自挥。 扫邪徒，荡妖孽，生死魔云齐了决。 三尺灵蛇赴碧潭，一片晴光映
寒月。 愚人忘望剑克舟求，奔他浊浪徒游游。 抛弃尘源逐浑湃，岂知神剑不随流。 他人剑带血腥，我
家剑兮含灵明。 他之有剑伤物命，我之有者救生灵。 君子得之离彼我，小人有者倾其生。 他家不用
我家剑，时向高低早晚平。 须知神剑弘难比，慑魔怨兮定生死。 展即周游法界中，收乃还归一尘里。
不逢斯剑异成难，得剑之人难成异。若将此剑镇乾坤，四塞终无陈云起。 ”③这首歌辞因为是手抄本，
有些错讹字，可以根据其他文献来校正。前引文所谓的“活人剑”，当即洞山良价所言的神剑。从《神
剑歌》的内容来分析，所指并非一般意义的宝剑，而是一种超度俗人安定社会的良策。

禅宗青原系眼界胸襟十分开阔，对禅宗内部其他派别、佛教内部其他宗派，甚至于外典其他各
种文化都颇有研究，自然涵养出别具一格的思辨气质，这在当时禅界是别开生面地勾连、呼应传统
佛教的内在理论线索，实际上在后期禅宗如火如荼、洪水泛滥般的文化氛围之中，始终起着一种内
在约束、整合和自我规范的可贵作用。 ④由此往下一路，行思子孙们与唐代特别是宋代儒学复兴运
动的某种亲切的理论互补，这种超越佛教之外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勾连、呼应，是更宏观更宽阔的高
层次上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所进行的内在自觉整合。 总的思路上都是不但自信，而且注重多
方面的思想义理之间调和融会,始终涵养着一种善于兼收并蓄、长于理论整合，而稍拙于实践以及
自我宣传的整体气质。 ⑤历史上不断有高僧大德奋起捍卫青原禅系高雅的文化品质，引发了禅宗历
史上长期的僧诤，现代史学巨擘陈垣对此考证甚详，⑥兹不赘述。 基于此，我颇疑前面引文所言“洞
上宗”之“上”，乃“形而上者谓之道”之略写，“洞上宗”为“洞山形上禅宗”的简称。 一管之见，还请方
家裁正。

三、有理焉与有行焉

明末清初高僧啸峰大然说：“五家宗派，虽同出曹溪，以共衍灵山一派，而子孙既多，未免不有
令兄弟交相为瘉者。 是故近代以来，如中兴临济天童密云圆悟禅师之贤，而犹不免反唇而讥吾祖之
圣谛不为、不落阶级与庐陵米价之句，则其他可知矣。 ”⑦禅宗各派别在本质上虽说殊途同归，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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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文明：《曹洞宗归宗青原一系的原因初析》，《普门学报》第 2 期，2001 年 3 月，第 3 页。

②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97-198 页。

③ 徐文明：《青原法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2 页。

式上还是有些区别。 六祖慧能去世之后，其诸大弟子各自承袭并发展了其学说的一个方面，南岳怀
让重视如来藏之说，强调自性涅槃；青原行思与菏泽神会则重视其般若之说，强调自性菩提。 怀让
弟子马祖道一再次强调《楞伽经》在禅门中的地位，以对抗神会《金刚经》传宗之说。 行思弟子石头
希迁则重视作为三论宗鼻祖的僧肇之说，继承了南方佛教重视般若的传统，强调自性灵智。 ①

青原行思临终前，曾经派嗣法弟子石头希迁前往衡山给师弟南岳怀让送信。 《祖堂集》卷第四
《石头和尚》说：

思曰：“你去让和尚处达书得否？ ”对曰：“得。 ”思曰：“速去速来。 你若迟晚些子，不见吾。
你若不见吾，不得床下大斧。 ”师便去到南岳让和尚处。书犹未达，先礼拜问：“不慕诸圣不重己
灵时如何？ ”让和尚曰：“子问太高生，向后人成阐提去。 ”师对曰：“宁可永劫沉沦，终不求诸圣
出离。 ”师机既不投，书亦不达，便归师处。 ②

这段公案在早期禅宗史书中多有记载，《景德传灯录》卷第五《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五灯会
元》卷第五《青原行思禅师》中的记载基本相似。 由此可知，石头希迁前往衡山给南岳怀让送信，在
早期禅宗内部是广为承认的。 对于这则公案，禅宗研究名家徐文明将其解读为：

上不慕诸圣，下不重己灵，于外离佛，于内无我，无上无下，无内无外，两边俱不立，这正是
青原系的宗风。 怀让对此当然是清楚的，不过这种境界高则高矣，若是初机，恐怕落空，于是他
让希迁注意向下一路，有理有行。 希迁觉得与怀让机缘不契，便道宁可永劫遭受沉沦之苦，也
不向诸圣求取解脱，这与行思‘圣谛亦不为’的宗旨一致。 怀让见希迁十分自信，不愿向自己求
教，便休去。 希迁个性很强，觉得与怀让无缘，书信亦不给怀让，就径直回来了。 行思觉得希迁
回来得太快了，问其原委，希迁据实禀报，然后向行思要求临行时许给他的‘鈯斧子’，行思只
是垂下一足，希迁大悟，遂礼拜，而且不久辞行，重回南岳，向怀让求教。 行思垂示一足，与怀让
‘向下问’意旨不二，有目有足，有理有行，有慧有福，方可成就大事。 希迁知二师之苦心，得其
旨趣，终成大器。 ③

徐文明的解读具有一定的道理，所言“怀让对此当然是清楚的，不过这种境界高则高矣，若是
初机，恐怕落空，于是他让希迁注意向下一路，有理有行”，则为人提供一种认识禅宗内部不填派别
分野的路径，即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角度来分析禅宗内部不同派别的不同。 禅宗后来演变成两大
派别曹洞宗和临济宗，也可以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原则来进行判别。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
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 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澈数，定学高

之。 悲此边隅，以法相导。 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 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
讲授……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
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行入四行，万行同摄。 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 今虽无犯，是我
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忤。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
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 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 得
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 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 道
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
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 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诰，卷流于世。
唐代圭峰宗密《禅那理行诸诠集》（亦名《禅源诸诠集都序》）是对禅宗诸家学说的总论，该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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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赞宁：《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18－320 页。

②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永乐北藏》，第 153 册，第 247 页。

③ （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卷中，光绪观古堂影宋本。

④ （宋）释惠洪：《注石门文字禅》，[日]释廓们贯彻注，张伯伟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970、447、457－458 页。

⑤ （宋）赞宁：《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08 页。

禅源亦名禅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禅理，忘情契之是禅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诸家述作，
多谈禅理少谈禅行，故且以“禅源”题之。 今时有但目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旨，又不辨华
竺之音也。
宋代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三《禅论》说：

达磨立法，要唯二种，谓理也行也……禅有理焉，禅有行焉。 脱或戒乘俱急，目足更资。 行
不废而理逾明，法无偏而功兼济。 然后始可与言禅已矣。 ①

据道宣、宗密和赞宁等人的论述可知，从六朝到两宋时期，禅宗内部修行一直存在理入、行入
二路。 禅宗起初派别众多，经过历史长期的淘汰，最后只剩下青原系曹洞宗和南岳系临济宗两派即
是此一规律的体现，其中曹洞宗侧重理论风格，而临济宗则偏向实践路数。

《景德传灯录》卷十四《南岳石头希迁大师》说：“师著《参同契》一篇，辞旨幽濬，颇有注解大行
于世。 ”②《南岳总胜集》卷中《南台禅寺》说：“至唐天宝初，有六祖之徒希迁禅师游南寺，见有石状如
台，乃庵居其地，故寺号南台……石头和尚著《参同契》、《草庵歌》，善圆师刻于石。 寺西有甘泉，透
入僧厨，名之洗钵池。 我朝太宗、真宗、仁宗三圣御书百余卷，石曼卿书‘释迦文佛’四字在寺前石崖
上。 ”③

宋代学问僧德洪觉范，曾经长期在衡湘地区活动，熟稔南岳历史掌故，其所著《石门文字禅》对
石头希迁多有涉及，试举三列如下，《石头庵主居南岳仅三十年忽思还江南龙安作此寄三首》之三：
“闹中抛掷亦奇哉，句里藏身活路开。生铁心肝含笑面，不虚参见作家来。 ”再《次韵游南台寺》诗言：
“青原生下一角麟，单丁住山须底物。 试垂一语传不朽，阿师鈯斧成乾没。 凭栏小立与僧语，浮云卷
尽千峰出。永怀倔强韩退之，南迁正坐讥诃佛。山云开遮良偶然，自诧精神费诗律。阎侯爱山得云
饶，胜处迟留多记述。 慕韩每每手加额，见诗未读壁先拂。 此公文不数班杨，微词天姿含宋屈。 ”
又《次韵偶题》说：“钝拙无人着眼看，一庵睡快如梁端。那知高轩肯过我，终日笑语成盘桓。畏公笔
力不可敌，坐令三峡回奔湍。 威棱王节照湘楚，夸声众口锋刃攒。 此篇意气更倾写，句法超绝风格
完。 ”④

石头希迁所著《参同契》和《草庵歌》是禅宗历史上两篇重要的文献，不仅论义广博，哲理深刻，
而且文笔优美，唐代便“注解大行于世”，他本人到宋代还以“作家”名世，与大文豪韩愈、班固、扬
雄、宋玉和屈原相提并论，甚至被誉为“释迦文佛”，其文章被叹为“畏公笔力不可敌，坐令三峡回奔
湍。 威棱王节照湘楚，夸声众口锋刃攒。 此篇意气更倾写，句法超绝风格完”。

由青原行思和石头希迁开创的青原禅法，通过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联手创立曹洞宗，最终得
到完善。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十三《梁抚州曹山本寂传》：

咸通之初，禅宗兴盛，风起于大沩也，至如石头、药山，其名寝顿。 会洞山悯物，高其石头，
往来请益，学同洙泗。 寂处众如愚，发言若讷。 后被请住临川曹山，参问之者堂盈室满。 其所詶
对邀射匪停，特为毳客标准。 故排五位以铨量区域，无不尽其分齐也。 ⑤

清代三山灯来《五家宗旨纂要》说：
洞山悟本良价禅师，会稽俞氏子……于唐大中末，届新丰山接引学徒，厥后盛化豫章。 住

筠州洞山，权开五位，善接三根。 大阐一音，广弘万品。 横抽宝剑，剪诸见之稠林；妙叶弘通，截
万端之穿凿。晚得曹山本寂，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正偏回互。由是洞上宗风，播于天
下；诸方宗匠，咸推尊之。 盖洞山之宗，因曹山而显，故名曹洞宗。 立此一宗，自洞山为之始也。

曹山耽章禅师，讳本寂。 咸通初，访洞山悟本……山深器之，密印所证。 遂乃依栖十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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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日]京都藏经书院编：《智证传·重编曹洞五位显决等》，书林书局，2015年，第 55页。

③ 齐贤口述，明尧整理：《回忆虚云老和尚点滴》，载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第七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 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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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佛源口述，叶瑸整理：《佛源法师对虚云老和尚的会议》，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第七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446 页。

⑥ 齐贤口述，明尧整理：《回忆虚云老和尚点滴》，载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第七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476 页。

年，洞以类己，堪任大事。 寂将辞去，洞云：“三更来，当授汝曲折。 ”果中夜至方丈，洞授以先云
岩《宝镜三昧》、《五位显诀》、《三种渗漏》。 毕，再拜趋出。 曹洞家风，君臣道合，正偏相资；鸟道
玄途，金针玉线；内外回互，理事混融；不立一法，空劫以前；自己为宗，良久处明之。 ①

曹洞宗门人广辉禅师《重集洞山偏正五位曹山拣语并序》说：
偏正五位者，洞山大师之所作也。 大师法界医王，宗门化生。 凡有一言一句，皆为入髓入

神。 略开方便之门，爰制偏正之位。 其言约，其理深。 天不高，海不阔。 若不曾参祖室，谁能测
彼津涯？ 次有曹山大师者，新室之人也。 早通真理，复遇明师。 亲授其文，密传其旨。 不欲坠于
师道，见示学徒。 上智之人，一隅易晓。 中庸之士，三复难明。 于是制颂排章，若获神珠出海；随
文解释，如窥明镜照人。 盖谓父作之，子助成其事也。 ②

由此可见，曹洞宗的理论建构，主要由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最终共同完成，云居道膺在这方面
没有什么贡献。 后世曹洞宗脉传承虽然由云居道膺一系传承下来，主要是从师承角度而言，其禅法
理路还是坚持曹山本寂的精神。 所以，曹洞宗名具有特殊含义，不宜轻易更改。

上文已经考证，主张将良价法派名称由曹洞宗改为洞云宗的是虚云老和尚。齐贤法师是江西广丰
人，1956年上江西云居山依虚云老和尚出家。 因其年小，动作灵利，书法很好，被虚云老和尚收为侍者
兼真如寺书记。 齐贤法师认为，虚云德清晚年卓锡云居山并圆寂于此，实乃属殊胜因缘。 他说：

虚云和尚在来云居山之前，曾去过宝峰寺，宝峰寺是马祖的道场，他为什么不修复宝峰
寺，而选择了云居山？ 这里面有很多曲折情况，一般人都不清楚。 首先，1953年，虚老从北京召
开完佛教协会成立大会之后，南行经过武汉，原来想去湖南修复沩山祖庭，没有如愿；其次，五
三年那次朝宝峰寺，虚老一行最终并没有去成，后折回庐山，住在大林寺休养；最后，在庐山大
林寺休养期间，得知云居山的情形，虚老才决定去云居山的……云居山本来是曹洞宗的祖庭，
但是，虚老修复云居山时，没有挂曹洞宗的钟板，而是挂了沩仰宗钟板，原因跟这个有关系。 虚
老认为，五宗当中，除了沩仰宗之外，其他各宗都有自己曾经修复或存在的祖庭，唯独沩仰宗
没有，为了延续沩仰宗的法脉，所以虚老便想出了这样一个权宜的办法，而且凡在云居山虚老
所传出的法卷，绝大多数都是沩仰宗的法系。 ③

虚云老和尚的末任侍者、庐山东林寺前任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传印长老说：“虚云老和
尚觉得这个山的名字与他有缘，云居两个字，他个人的名字叫虚云嘛，虚空的云要找个住的地方，
这个云彩居住的地方，他非常投缘对这个地方。 ”④据上述考证可知，虚云老和尚主张将曹洞宗更名
为洞云宗，不能排除具有个人情感因素在起作用。

虚云老和尚的高足、前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广东云门寺和南华寺方丈佛源法
师说：“虚云老和尚会讲经、会说法，实际上他在家时读书不多，现在来讲，最多只有高中程度，出
家了到处参学。 ”⑤齐贤法师也说：“在虚老身边，传印是书记兼衣钵，我是书记兼侍者……在虚老
身边，普通信件由传清二知客和传印处理、回复，一般经虚老看过然后寄出。重要的信件，如给李
济深、叶恭绰等人的信件，则由传士大知客师代笔起草。 ”⑥据佛源法师和齐贤法师所言，虚云老
和尚对洞山禅法特质以及曹山本寂在其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未必有深刻理解，他若对此二者有深
刻认识，凭着他对中国文化和佛教禅宗的热爱和忠诚，他必定会坚持维护曹洞宗名而不改用洞
云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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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曹洞宗名乃合其创立者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之名而来， 这不但符合佛教宗派命名之传统，更
彰显其学理建设之特点。 若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由皈依曹山本寂而改宗云居道膺，这不但模糊
了曹洞宗的特色，也抹杀了长久以来大批高僧大德捍卫曹洞宗名的历史。 因此，曹洞宗名不仅是一
个称谓，它还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品质，不仅关乎着禅宗派别特征的确定，也与我国佛教健康发
展有重大关系，其名称最好不要更改。

《禅林僧宝传》卷第一《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说：“《宝镜三昧》其词要妙。 云岩以受洞山，疑药山
所作也。 先德惧属流布，多珍秘之。 但《五位偈》，《三种渗漏》之语，见于禅书。 大观二年冬，显谟阁
待制朱彦世英赴官钱塘，过信州白华岩，得于老僧。明年持其先公服，予往慰之。出以授予曰：‘子当
为发扬之。 ’因疏其沟封，以付同学。 使法中龙象，神而明之，尽微细法执，兴洞上之宗，亦世英护法
之志也。 ”①慧洪觉范是临济宗黄龙派门徒，却坚持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合创了曹洞宗，还将曹山本
寂列为其书卷首，并孜孜于“尽微细法执，兴洞上之宗”。

慧洪觉范乃博学多识之高僧。 其同时代人侯延庆说：“余索其书而观之，其识达，其学诣；其言
恢而正，其事简而完；其辞精微而华畅，其旨广大空寂、窅然而深矣；其才则宗门之迁、固也。 ”②慧洪
觉范有“迁、固之才”，故而能整肃宗门道统。

（责任编辑：宋庆梅）

Exposing the Implication of the Name of Caodong Z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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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odong zong is an important religious sect of Qingyuan Zen system which has been good at constructing
theory and integrating different cultures into one all the time. Caodong zong was founded by Dongshan Liangjia and
Caoshan Benji who was good at constructing theory and integrating different cultures into one all the time. In recent time,
some people propose changing the name of Caodong zong into Dongyun zong, making this religious sect of Qingyuan Zen
system loyal to Yunju Daoying from true to Caoshan Benji，and this is a wrong assertion because of Yunju Daoying’s
faultiness at constructing theory and integrating different cultures into one. The correct way for the religious sect of
Qingyuan Zen system is keeping using the old name, but not changing into a new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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