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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诗与苏非文学

郁龙余

 内容提要〕 中国文化将印度禅法改造成中国禅宗
,

反过来它又极大地影响中国文化
。

禅诗是

这种影响的重要体现
。

苏非是伊斯兰 教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思想派别
,

苏非文学是其重要产物
。

禅

宗
、

禅诗与苏非
、

苏非文学有极大的相似性
,

又存在明显的差异
。

本文通过介绍与比较
,

从一个新

的角度来审视和认识禅宗
、

禅诗和苏非
、

苏非文学
,

为比较文学
、

比较文化研究提出一个新的课

题
。

禅诗
,

是当今中国的热门话题
,

但存在诸多误读与 曲解
。

苏非文学
,

对不少人来说
,

大概

还比较陌生
。

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来认识
、

了解这两者
。

一
、

禅宗与禅诗

禅宗
,

是最典型 的中国佛教
,

是中国文化改造印度佛教的产物
。

禅在印度古 己有之
。

从

达摩东渡到五祖弘忍
,

禅宗在 中土不断发展壮大
。

然而
,

使禅宗发生根本变化是六祖慧能
。

慧

能是文盲
,

少数民族
,

地处边远
,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

他获得衣钵
,

标志着禅宗向更广大的民

众开放
。

慧能对禅宗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改革
,

被称为
“

六祖革命
” 。

这场革命由他的子弟不断

引 向深人
,

终于使禅宗从
“

见性成佛
”

发展到
“

呵佛骂祖
” ,

从
“

即心即佛
”发展到

“

即人即佛
” ,

从
“

佛性清净
”

发展到
“

无依道人
” ,

从
“

道不在 坐
”

发展到
“

随缘任运
” ,

从
“

不假文字
”发展到

“

应机接化
” 。

这场革命
,

使印度佛教完全改造成了中国佛教
,

禅宗本身获得极大发展
,

在各宗

派中具有压倒优势
,

几乎成了中国佛教 的代名词
。

禅宗最显著的特点是世俗性
、

简易性和 神秘性
,

其实质是追求 自我
,

追求个性 的自由与

解放
。

世俗性
,

迎合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和王道政治
,

是佛教在中国求取生存的必然结果
!
简易

性
,

迎合了中国各阶层广大 民众求快求易的心理
,

目的是获得自身的发展 !神秘性与世俗性
、

简易性相辅相成
。

正是这种神秘性
,

使禅宗经久不衰
、

充满魅力
。

追求自我
,

作为禅宗的自的
,

又是其发展的原动力
。

小乘佛教
,

通过三十七道 品的修持
,

使一部分人获阿罗汉果
!
大乘佛教

能普渡众生
,

经过六度 的修持
,

便是菩萨行
!
禅宗

,

从渐悟
、

顿悟到立地成佛
、

人人皆佛
,

彻底

抛弃了宗教的负罪感和恐惧感
。

这种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
,

反过来又对 中国哲学
、

政治
、

思想
、

文学
、

艺术
、

民俗等等
,

产生 了深刻 的影 响
。

禅诗
,

是在禅宗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特殊文学类别
。

严格来讲
,

应称为
“

禅文学
” ,

除了诗之

外
,

还有充满禅味的散文
、

小说
、

戏剧等等
,

但禅文学之名并不通行
。

禅诗
“

禅文学
”

中最大宗
、

最具活力
、

最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
,

所以
“

禅诗
”
实际上成了

“

禅文学
”
的代名词

。

从作者构成上说
,

禅诗包括两大部分
,

禅僧的禅诗和文人的禅诗
。

禅诗是中国诗苑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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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部分
,

数量相 当丰富
,

据不完全统计
,

共有 ∃ 万首左右
。

从内容上分
,

禅诗又可分为禅理

诗和禅意诗两类
。

禅理诗
,

又可分为示法诗
、

开悟诗
、

赞颂诗等
,

这类诗富于禅家的哲理和智

慧
。

禅意诗
,

包括山居诗
、

佛寺诗
、

游方诗等
,

此类诗充满禅家超尘脱俗
、

淡泊宁静的情趣
。

禅属宗教
,

诗属文学
,

是不 同的意识形态
。

但两者有相通之处
,

都追求言外之意
,

都注重

启示和象喻
,

都需要深切而敏锐的感悟
。

禅通过内省体验
,

产生妙语
!
诗则将妙悟形诸文字

。

禅与诗结合
,

使禅从不立文字到文字禅
,

禅师们寻章觅句
,

常在文字上下功夫
。

诗与禅结合
,

使诗别开生面
,

充满理趣
,

言有尽而意无穷
。

两者相得益彰
,

互为相长
,

真所谓
“

诗为禅客添花

锦
,

禅是诗家切玉刀
。 ’

, ∀ 〕但不能一概而论
,

不是所有的禅诗都好
。

今天
,

我们从审美角度来

看
,

有些禅理诗缺乏美感
。

所谓禅理诗
,

就是将禅理引人诗 中
,

弄得不好往往只有诗的外壳
,

禅的筋骨
,

而缺乏血脉灵魂
。

只有两者结合得好的禅理诗
,

才具有诗趣
,

如苏轼的《琴诗》
%

若言琴上有琴声
,

放在匣中何不鸣 &

若言声在指头上
,

何不于君指上听 &

真正好的禅诗
,

是那些句不言禅
,

诗外有禅的禅意诗
。

如王维《辛夷坞》
,

令人 回味无穷
%

木末芙蓉花
,

山 日发红曹
,

涧户寂无人
,

纷纷开且落
。

诗中无一字言禅
,

但禅言溢于辞表
,

读后令人
“

身世两忘
,

万念俱寂
” 。

布袋和尚也有一首通俗浅近而禅理深蕴的诗
%

手把青秧插满田
,

低头便见水 中天
。

心地清净方为道
,

退步原来是 向前
。

禅诗的 出现与兴盛
,

是 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

影响深远
。

为禅宗的发

展推波助澜
,

锦上添花
!
不仅改变 了一代诗风

,

而且影响到人们的审美意识
。

历史上著名禅家诗僧不少
,

如王梵志
、

寒山
、

拾得
、

皎然
、

贯休
、

德清
、

敬安等等
。

他们写下

了大量禅诗
。

其中一些名作广为传颂
,

如神秀的示法诗
“

身是菩提树
,

心如明镜台
。

时时勤拂

拭
,

莫使有尘埃
。 ”以及慧能的示法诗

“

菩提本无树
,

明镜亦非台
。

本来无一物
,

何处惹尘埃
。 ”

流传千古
,

经久不衰
。

但相 比较而言
,

文人的禅诗影响更大
。

历史上
,

不少著名文人崇信禅佛
,

如谢灵运
、

王维
、

柳宗元
、

白居易 ! 苏东坡等
。

有些文人虽不信佛
,

但亦受禅诗影响
。

崇道的李

白也写下《庐 山东林寺夜怀》一诗有
“

宴坐寂不动
,

大千人毫发
”
之句

,

充满禅味
,

尊儒 的杜甫

也有
“

身许双峰寺
,

门求七祖禅
”

图之咏
。

禅诗对审美意识的影响
,

集 中体现在以禅家的妙谛

来论述作诗的道理
,

先后涌现出了不少以禅论诗的诗学著作
,

如皎然的《诗式》
、

司空图的《诗

品》
、

严羽的《沦浪诗话》等
,

在 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

二
、

苏非与苏非文学

苏非 �∋ () ∗+� 原指穿粗羊毛外衣 的人
,

后来称呼苏非派信徒
。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一

个思想派别
,

约出现于公元 , 世纪
。

但苏非思想和行为
,

在公元前 − 一 # 世纪即已存在
。

苏非

派的出现决非偶然
,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

首先
,

《古兰经 》多处提到
,

人类和世界将要毁灭
,

穆

斯林须苦修
,

不可沉缅于物质享受
。

其二
,

奥斯曼哈里发被杀后
,

伊斯兰社会动荡不安
,

伍麦

叶王朝的当权者沉溺于酒色
,

引起穆斯林们的愤慨
。

其三
,

由于伊斯兰的扩张
,

交往增多
,

受

到东方宗教
、

基督教
、

新柏拉图主义等的苦行主义
、

神秘主义思想的影 响
。

苏非派经历了不 同的发展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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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于公元 − 世纪末 # 世纪初
,

苏非派开始孕育
。

其内容为通过禁欲
、

苦行
,

达到个人与真

主的直接沟通
。

这种经验的取得不需理性思辨
,

只需神秘的内在直觉
。

所以
,

苏非 主义实质

上是对伊斯兰教的理性主义及形式主义的宗教礼仪的否定
。

女圣徒拉比亚
·

阿达维亚 �− ∀ −

一 # . ∀ �创立神秘的爱的教义
,

并终身不嫁
,

将终身奉献给安拉
。

他认为安拉是永恒的美
,

追求

美的道路是忘我的无限之爱
。

她 的神秘主义的爱构成苏非神秘主义的基础
。

以上是苏非主

义第一阶段
。

公元 # 世纪下半 叶到 , 世纪下半 叶
,

是苏非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
口

, 世纪初
,

苏非神秘

主义中出现了
“

神智
”

这一关键词
。

后来由埃及人祖奴 �& 一 # / .� 奠定了神智论
,

并成为苏非

派神秘主义的支柱
。

神智论认为只有
“

出神
”

才能真正认识安拉
。

知识是感官感觉的结果
,

确

信是通过直觉视见的结果
。

哲学家
、

辩证家
、

神学家无法用推理或证明求得有关安拉的知识
,

只有信徒才能获得
。

祖奴的神秘主义
,

被正统派视为异端
。

神智论逐渐发展为泛神主义
,

标志着苏非主义发展到了第三阶段
。

波斯人巴亚齐德
·

比

斯塔米 �& 一 # − 0 �创造
“

灭寂
”

论
,

通过出神将自身完全消融于安拉之中
。

另一位波斯人哈拉

智于 , .# 一 ,. , 年间广为布道
,

阐述了泛神主义见解
。

他的
“

我是真理
”

�意即
“

我是真主
”

�的

观点
,

触怒了一般教徒和当权者
。

他受到一系列最残酷的刑罚
,

最后被杀头焚尸
。

苏非派面

临危机
,

有被取缔的危险
。

在此形势下
,

苏非派 内部发生分化
,

其中大多数采取稳健作风
,

以

求得生存和发展
。

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
,

苏非派走上了与正统信仰结合的道路
。

作为向正统派靠

拢
,

苏非派在理论上将
“

陶醉
” 、 “

清醒
”

区分为不 同范畴
,

并 主张在陶醉 �出神 �情况下口 出狂

言
“

我是真理
”

是不作数的
,

只有在清醒状况下说的话才真正反映苏非思想
。

公元 ∀. 世纪末
,

出现了一批苏非学者
,

从理论上 阐明苏非 的正统性
。

1 世纪
,

波斯著名苏非侯吉维里 �& 一

∀ . − ∀� 将苏非分成 ∀2 支
,

∀. 支为正统
,

2 支为异端
。

将苏非思想与正统信仰结合的最后完成

者是安萨里 �∀ . 0 # 一 ∀ ∀ ∀ ∀ �
。

他享有
“

宗教复兴者
” 、 “

伊斯兰教权威
”

的盛誉
,

在经过长期亲身

体验之后写成《圣学复苏》一书
,

主张伊斯兰教应重建于个人信仰经验的基础之上
。

为了给正

统信仰增强活力
,

使教徒对安拉的信仰真诚而持久
,

安萨里将苏非神秘 主义引人以艾以什尔

里派神学为基础的官方教义
,

使苏非主义真正合法化
,

而且在伊斯兰教 中居统治地位达 0
、

/

个世纪之久
。

在伊斯兰教史上
,

出现了一个辉煌的苏非时代
。

苏非派走完 了从在野派到正统

派的全部路程
,

出现种种流弊
。

到 ∀# 世纪
,

终于在瓦哈布
“

一切回到古兰经
”
的复古旗帜下

,

苏非主义受到抑制
,

伊斯兰教进人新 的发展时期
。

苏非派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特征
%

一
、

虔诚苦修
。

苏非派摒弃物质欲望
,

追求道德升华
,

视

功课
、

爱主为最高精神享受
。

二
、

寂灭 自我
。

通过苦修追求 自我绝对真理 �真主�合一
,

即寂灭

自我
,

然后恢复 自我
,

更加坚信真 主的存在与全能
。

三
、

揭示认识
。

这是有别感性认识和理性

认识的第三种认识真理的方法
。

即在寂灭 自我过程中
,

真 主通过瞬间揭示
,

给他一种确信不

疑的认识
。

四
、

心宁气静
。

通过苦修
,

克服
、

抑制各种欲望
,

摆脱忧愁
、

恐惧
,

达到心宁气静
。

五
、

语言隐晦
。

苏非派在苦修中的各种感觉是特殊 的
,

非常人所能理解
,

非常言所能表达
,

所以通

常使一些双重念义
、

隐晦难懂的语言
,

常人需通过分析思考才能解析其真意
。

苏非的真谛是什么 & 一位有名的长老说
% “

头脑里装的
,

要摆脱
!
手头上有的

,

要施舍 !力

所能及的
,

要竭力做
。 ”

即是去非分之想
、

施舍钱财和行善济人
。

还有长老认为苏非是由
“

洁身

自好
” 、 “

乐善好施
” 、 “

勿扰他人
”

三泉汇成大海
。

圈两人的解释大体相同
,

基本上揭示了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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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质
。

苏非主义对文学的影 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

苏非文学是指苏非信徒或受苏非思想深刻影

响的诗人创作的富于苏非思想的作品
。

从类别上说既有诗歌
,

也有散文
、

故事
、

寓言
、

传说等

样式
,

但以诗歌为大宗
,

包括短小精焊的哲理诗
,

长篇巨制的叙事诗等等
。

从数量上讲
,

是极

其丰富的
。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
,

前后涌现 出一大批杰出的苏非诗人
。

正象苏非主义为伊斯兰

教增光添彩一样
,

苏非文学使伊斯兰文学大为增色
。

在相 当长的一个时期里
,

苏非诗人执伊

期兰文坛牛耳
,

苏非诗歌为伊斯兰文学主流
。

许多苏非诗人
,

不仅享誉伊斯兰世界
,

而且为世

界文学史谱写了重要的一章
。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

苏非主义哲学思想的表述与传播是通过

苏非文学来完成的
。

苏非诗人中许多人名声卓著
。

其中尼扎米
、

萨迪
、

鲁米
、

哈菲兹都是世界级大师
。

他们的

作品《五卷诗》
、

《果 园》
、

《蔷薇园》
、

《玛斯纳维》等都是世界文学名著
。

尼查米 �∀ ∀ 3. 一 ∀ 2 . 2� 自幼信奉正统的逊尼派教义
,

作品中多训诫格调
。

后来改宗苏非
,

诗风大变
,

文笔趋于简朴
。

他 的《五卷诗 》塑造了一系列离经叛道的主人公
,

对统治者和社会

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
,

对善良
、

正义
、

理想热情讴歌
。

思想深刻
,

人木三分
!笔法生动

,

刻划

人物呼之欲出
。

他是卓越 的叙事诗大师
,

继菲尔多西之后的第二个伟大的波斯古典诗人
。

萨迪 �∀ 2 . #一 ∀ 2 , 2� 被誉为哲理诗的翘首
,

是位名扬天下的百岁诗人
,

《果 园》
、

《蔷薇园》

是他的代表作
。

他语言准确
、

简洁
、

笔调轻松
、

幽默
。

不少评论家认为
,

他的作品有两大特色
%

一是 带着苏非派诗人常有 的冥想
、

神秘和乐天色彩
,

一是丰富纷繁 的
、

五光十色的人生经

验
。

 ‘4

哈菲兹 �∀ ∃2. 一 ∀ ∃ , ∀� 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

深受苏非思想影响
。

诗中不但有不少苏非

术语
,

而且用象征
、

讽喻等手法
、

批判假仁假义的伪君子
,

然而
,

他又不同于一般的苏非教徒
,

不甘于顺从命运
,

他放荡不羁
,

通过对美酒
、

美女和爱情的描写
,

抒发 自己的意气和众生的愿

望
。

鲁米 �∀ 2 . − 一 ∀ 2 − ∃� 是 神秘诗的集大成者
。

他的抒情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

被人称为苏非

诗歌的顶峰
。

六卷诗集《玛斯纳维》是他的代表作
,

以寓言
、

比喻
、

传说
、

故事等形式
,

表述苏非

思想
,

受到广泛欢迎
,

被誉为
“

波斯文 的《古兰经》
”

或
“

苏非派《百科全书》
” 。

 54 他是一位伟大

的神学家
、

精神导师
,

在苏非派穆斯林中享有显赫名声
。

以上仅是苏非诗人中的牵荤大者
,

但 已经能说明苏非文学广 阔而深邃的内涵
。

三
、

禅诗与苏非文学之 同

要弄清禅诗与苏非文学的相同之处
,

首先应明了禅宗与苏非主义的相 同之处
。

�一 �对宗教现实不满 的产物

禅宗和苏非的产生
,

都是宗教徒对当时的宗教现实不满的结果
。

其实
, “

禅宗现象
”

或
“

苏

非现象
”

是各种宗教发展史上普遍存在 的共同现象
。

一个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
,

必然会暴露

出各种弊端
,

这就会引起一部分宗教徒 �常常是中下层 �的不满
。

为了表达
、

排除这种不满
,

就

会产生有异于正统的
、

当权者的思想和言论
。

只要一成气候
,

这种思想和言论就会形成一种

思潮
。

禅宗就是当时对佛教现实 �繁琐哲学
、

繁文褥节 �不满的产物
,

南宗 �农禅 �是对北宗 �官

禅 �现实不满的产物
。

同样
,

苏非派是当时伊斯兰教 �当权者沉缅酒色
、

一部分信徒行乐享

受 �现实不满的产物
。

一 ∀ 2 ∀ 一



�二 �在社会动荡 中发展

禅宗和苏非主义 的发展
,

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关联密切
。

隋末唐初
,

战乱不已
,

社会动荡不安
,

人 民逃亡
,

给禅宗的发展造成大好机会
。

安史之乱
,

藩镇割据
,

南宗迅速壮大
,

终于压倒北宗
,

成了佛教主流
。

两宋 中央专制增强而 民族危机进一

步加剧
,

禅宗籍此机会获得新的发展
。

公元 / 0/ 年
,

奥斯曼 哈里发被刺
,

爆发伊斯兰历史上第一次内战
,

社会动乱
,

人民流离失

所
。

许多穆斯林不愿卷人政治斗争
,

虔诚拜主
,

专心苦修
,

便 出现了早期 的苏非
。

随着伊斯兰

教的扩张
,

西亚
、

中亚许多国家相继沦陷
,

民族经济
、

文化遭到摧残
。

亡国之 民被迫改宗伊斯

兰教
,

很容易与伊斯兰教中的反对派苏非思想一拍即合
。

后来蒙古人人侵
,

许多地区被征服
,

伊斯兰教失去官方信仰地位
,

而各种苏非教团坚持传道
,

不但使伊斯兰教没有 中断
,

而且发

展到许多新的地区
。

�三 �有一个相似的发展过程

禅宗和苏非开始时
,

都有一段隐伏期
。

形成一定势力后
,

都渡过漫长的非法期
,

经过不懈

斗争
,

终于取得合法地位
,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
,

处于统治地位
。

如禅宗从唐到

清
,

是中国佛教各宗的主导
。

苏非主义从 ∀ ∀ 世纪到 ∀− 世纪
,

一直是伊斯兰教的思想主流
。

禅宗和苏非都经过了一个产生一发展一成熟一衰落一回光返照的过程
。

初时他们都奉

行苦行
,

具有批判精神
,

富于生命力
,

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发展壮大
,

并在理论
、

组织等方面

走向成熟
,

最后又都放纵 自己
,

无可奈何地衰落
。

到现代
,

由于各种刺激
,

禅宗和苏非主义又

都出现了回光返照
。 “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禅在英
、

德
、

法
、

美等 国得到特别的发展
。 ”

 /4 中国近

十多年来
,

也掀起了
“

禅宗热
” 。

苏非主义进人近代虽然失去 了统治地位
, “

可是
,

苏非主义对

伊斯兰教 内在的影响再也难以剔除了
。 ”

 −4 跟禅宗一样
,

许多国家也 出了
“

回光返照式
”

的
“

苏

非热
” 。

正是这种
“

回光返照
” ,

增强了研究禅诗与苏非文学的实际意义
。

�四 �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禅理玄妙
,

非言语可表述
,

只有依靠感悟
。

这种感悟的获得
,

一靠他人的帮助
,

二靠 自己

行禅
。

他人帮助只能是启发
、

点拔
,

而不可道破
。

行禅造成心理畸变
,

产生种种幻觉
,

信之者

谓神通
,

不信者称禅病
。

对这种神通
,

禅宗主流采取信而不宣或不置可否 的态度
。 “

感悟
”

和
“

神通
”
都是思维的非常态

。

而语言是 常态思维 的表达工具
,

所 以感悟和神通就必然难于用语

言表达
。

这就是禅师们用喝斥
、

棒打来示意 的原因
。

这实际上更加重了神秘 的色彩
。

苏非主义的神秘性具有 自身的特点
。

苏非派认为
,

一切都是可以认知的
。

但不同的知识
,

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认知
。

世界上的知识可 以分为三类
%

理性的知识
,

情 况的知识
,

秘密的知

识
。

理性的知识
,

可以通过审视和论证获得
!
情况的知识

,

由理性通过感官获得
,

只有身临其

境的人才能知晓
!
秘 密的知识

,

在理性之上
,

非理性所能认识
,

只有靠真 主的恩赐才可以认

识
。

认识真主是最高的知识
,

只有体验
、

品味
、

倾向最高知识的客体
,

精神与之相倾
,

才能获得

这种认识
。

印度的
“

静坐视心
”

�与禅宗
“

坐禅观心
”

通 �对苏非派有直接影响
。

比斯塔米非常重视静

坐视心的实践
,

首先详细描述
“

与神合一
”的神秘体验

,

并把这种体验过程比作
“

登霄
” 。

 #4

除了上述四条之外
,

禅宗与苏非主义还有一些相同之处
。

如两者为 了取得合法地位
,

都

自认正统
,

将 自己 的历史与教主直接挂钩
。

禅宗追溯到
“

佛祖拈花
,

迩叶微笑
” ,

苏非派则将自

己和穆罕默德与《古兰经》联系在一起
。

两者的传播情况也有类似之处
,

禅始于印度
,

在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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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其道
,

日本
、

朝鲜
、

越南及近代西方
,

都有影响
。

苏非起于阿拉伯
,

大盛于波斯
,

南亚诸国

及近代欧美
,

都有波及
。

还有
,

两者都从张扬个性
、

解放自我 出发
,

禅宗说
“

我就是佛
” ,

苏非派

说
“

我即真主
” ,

最后都走 向了反面
。

宗教文学即是宗教载体
,

又是宗教的存在形式
,

所 以几乎每一个伟大宗教的经典
,

既是

教义的经典
,

同时又是文学的经典
,

象《圣经 》
、

《古兰经》
、

《吠陀》等等
,

莫不如此
。

所 以
,

以上

我们所分析的禅宗与苏非主义之 同
,

基本上也就是禅诗与苏非文学之 同
。

四
、

禅诗与苏非文学之异

禅诗与苏非文学之异
,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 �相辅相成与独领风骚

禅诗的相辅相成
,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

一是禅诗与其它文学之间的关系
,

是相映成

趣
,

相得益彰的
。

尽管禅诗影 响深远
,

但它毕竟象月夜潮涨一样
,

并无赫然声势
。

禅诗虽然数

量不少
,

但没有成为中国文学 的主流
,

而只是中国文学 中和谐而别具风格 的一部分
。

中国出

了众多禅诗人
,

其中包括诗僧和写禅诗的文人
。

写禅诗的文人
,

有崇佛参禅者
,

也有尊儒崇道

者
。

尽管禅诗人社会地位不同
,

宗教信仰各异
,

但总体而言
,

可谓同声相应
,

同气相求
。

二是

禅与诗的结合上
,

互相渗透
,

互为相长
,

所以有
“

以禅喻诗
”

之说
。

古人写 了不少 以
“

学诗浑似

学参禅
”
为乎句的诗

。

如《吴思道学诗》
% “

学诗浑似学参禅
,

竹榻蒲团不计年
。

直待 自家都了

得
,

等闲拈出便超然
。 ”

禅与诗所以如此投合
,

是因为两者都需要
“

妙悟
” 。

妙悟是禅与诗结缘

纽带
。

以上情况
,

和禅 �佛 �与儒
、

道成鼎立之势
,

又能长期基本上和睦相处的总体社会格局相

一致
。

苏非文学 的独领风骚是苏非主义在伊斯兰世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结果
。

苏非派经过

一个发展阶段
,

终于在安萨里时与正统信仰相结合
,

接着便成为伊斯兰教的主流
,

前后 长达

五
、

六个世纪
。

在这段时间里
,

苏非诗歌创作经久不衰
,

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

不仅苏非派诗人
,

就是一般诗人也受到他们的影 响
,

诗行中也往往带有苏非思想色彩
。

有一种观点认为
,

波斯

诗人中在菲尔多西以后
,

无不受到苏非思想 的影响
。

 .6 苏非文学得到充分发展
,

成 了文学主

流
。

在此期 间
,

最伟大
、

最有影响的诗人
,

是苏非诗人
,

或是有苏非思想的诗人
,

象阿塔尔
、

鲁

米
、

萨迪
、

萨迪伊
、

尼扎米
、

贾米
、

哈菲兹
、

加耶西等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大诗人
,

文坛泰斗
。

自

然
,

在这段时间里
,

第一流的作品也大都属于苏非文学
。

总之
,

从作者阵容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来看
,

禅诗与苏非文学有较大区别
。

�二 �小巧精妙与美轮美灸

由于汉语的特点及中国人崇 尚简洁
,

中国诗文大都短小
,

《孔雀东南飞》号称汉语长诗之

最
,

也只有 ∀ − . . 多字
。

禅家不以文字为诗
,

不以才学为诗
,

也不以议论为诗
,

而靠妙悟
。

妙悟

难得
,

悟后成诗更难得
。

所 以
,

由于中国诗歌传统与禅诗创作的特点
,

决定了禅诗的小巧与精

妙
,

不可能产生巨制宏篇
,

从现存的禅诗来看
,

绝大多数是五言律诗
、

五言绝句和七言律诗
。

苏非文学则不 同
。

从体裁上讲
,

除了诗歌
,

还有散文
、

故事
、

寓言等
,

但以诗歌为主体
。

象

印度一样
,

伊斯兰世界也很流行散文与诗歌相 同的体裁
。

萨迪的《蔷薇园》正是这种体裁
。

每

一则虽然都较短小
,

但数 目很大
,

有八卷之巨
。

其他一些苏非诗人的作品也大都篇幅巨大
,

如

加耶西 的《莲花公主传》有 ∀ 万多行
,

而尼扎米的《五卷诗 》有 ∀2 万行之多
。

可谓体大句丽
,

美

轮美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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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诗
,

一小部分禅理诗有说教之嫌外
,

从总体上说是诗
,

而不是教义
,

特别是文人们写的

那些禅诗
。

当然诗僧们当初作示法诗
、

开悟诗
,

意在传教
。

但时过境迁
,

现在人们再读禅诗
,

即使是说教味十足的禅理诗
,

也不会将它们作为顶礼膜拜的宗教经典
。

所以
,

总体上说禅诗

是有宗教味的文学
,

不是带文学味的说教
。

而苏非文学不同
,

其中一部分是有宗教味的文学
,

特别是受苏非思想影响的文人
,

象萨

迪
、

尼扎米的作 品
。

另一部分则是有文学味的说教
,

特别是那几位正宗苏非派诗人象萨纳伊
、

阿塔尔和鲁米
、

贾米等人的作品
。

萨纳伊的《真理之园》
,

他本人认为其教化作用可与《古兰

经 》相 比
。

阿塔尔的《百鸟朝凤》和鲁牧的《玛斯纳维》都被视作苏非派的经典
。

正因为如此
,

这类作品极受信徒喜爱
。

《百鸟朝凤 》以百鸟喻广大苏非信徒
,

朝凤旅途艰难喻修行之苦
,

历

经大漠高山
,

只剩下 ∃. 只鸟
,

但终不见凤凰
。

于是
,

这 ∃. 只鸟蟠然醒悟
,

他们 自己就是凤凰
。

以此揭示苏非教义
%

真主存于每个信徒心中
,

只要虔诚苦修
,

便能与真主合一
。

这样富于文学

性 的说教
,

百姓当然乐意接受
。

�三 �审美需求与宗教使命

中国禅诗的作者
,

主要是崇佛参禅的文人和一部分爱作诗的僧人
。

禅诗的欣赏者
,

比作

者队伍大许多
。

到今天
,

喜爱禅诗的人更广泛些
,

但是也仅限制在读书人这个范围内
。

工人
、

农民是不大欣赏禅诗的
。

这是 因为创作禅诗比较困难
,

有人捻断多少胡须也产生不了妙悟
。

同时
,

禅诗之妙
,

不是人人都能体悟到的
。

这也是禅诗较少具有说教功能的原因
。

苏非文学则不然
,

它具有鲜 明的教化目的
,

既要求寓意深刻
,

又要求语言准确 明快
、

通俗

易懂
。

这与苏非哲学常用艰深语言不同
,

因为苏非文学的接受者是全体信徒
,

其中绝大多数

是贫 民百姓
。

所 以
,

苏非文学具有很大普及性
。

这与苏非派起于民间基层有关
。

苏非文学一

开始就使用当时流行的韵文形式和民间内容
。 “

苏非派人士在宣扬他们的信仰与思想时
,

利

用 了新兴 的达里波斯语的民间创作
。

这种利 用包括信手拈来的移用
,

和 民歌形式的再创

造
。 ”

 ∀. 〕尽管后来苏非诗人也有非常讲究文采的
,

但与禅诗作者
“

得句如得仙
”

的境地相去甚

远
。

从上述可知
,

禅诗和苏非文学的作者群
、

爱好者 �接受者 �有很大不 同
。

禅诗的作者和爱

好者
,

基本上是 自发的
,

其动力主要来 自审美需求
。

苏非文学的作者往往为使命所驱
,

其创作

动力来 自宗教
!
信徒接受也都是宗教传播和灌输的结果

。

以上简单比较
,

只是涉及禅诗与苏非文学的几个基本 问题
,

是较宏观和外在的
! 至于较

微观和 内在的问题
,

如两者在审美情趣
、

典型语言
,

创作手法等等问题上的异同
,

尚未涉及
。

这是一个比较文学
、

比较文化研究的新课题
。

期待学术 同好作出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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