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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致文 
（收稿日期：110 年 10 月 20 日；接受刊登日期：111 年 4 月 28 日） 

 

 

 

 

                                                        
  本文初稿以〈試論俞樾的宗教認知與實踐――以《金剛經注》、《太上感應篇纘義》為中心〉為題，

於 2014 年 11 月 1-2 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儒道國際

學術研討會――（六）明清」宣讀。近時已見時賢撰文專論《太上感應篇纘義》，因而摘取拙稿涉及

佛教的論述修訂發表。拙稿曾承故友石立善教授（1973-2019）面教，此次又蒙兩位匿名審查者惠予

指正，謹此追念、誌謝。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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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曲園學案〉，《清儒學案》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卷 183，頁 7033。 
2  俞樾與日本漢學家往來的詳情，可參看劉佳芬：《俞樾《春在堂全書》中與日本漢文學者交往之研究》

（高雄：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09-144。 
3  馬曉坤：《清季淳儒――俞樾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66-287。 
4  近年，對俞樾學術的研究，除了曾昭旭《俞曲園學記》一書曾有全方面的觀照外，其餘研究都只對

俞氏學術的特定領域進行分析，難以呈顯俞氏成就。曾書篇幅雖不長，但對俞氏各領域之著作都有

概括性評述，或足概觀俞樾畢生著述的成果。見曾昭旭：《俞曲園學記》（臺北：中華書局，1971 年），

頁 48-170。 
5  上述兩種著作，皆收入俞樾《春在堂全書》中。本文所據《金剛經注》，係鳳凰出版社出版的《春在

堂全書》所收本。見清‧俞樾：《春在堂全書》第 7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南京博物館藏

清光緒末年增訂重刊本），頁 437-448。 
6  石立善曾據惠棟（1697-1758）《太上感應篇箋注》與俞樾《太上感應篇纘義》二書，撰文探討「清代

儒學家注解「善書」的特殊意義。石文先是充分鉤稽了清代《太上感應篇》在官方與學界的注釋與

刊刻情況，進而指出惠、俞二人著作的特點，最後指出：「惠棟、俞樾二人從儒家立場出發，認同

《太上感應篇》作為古書具有的普世價值，及其與儒家經典的共性，《箋注》與《纘義》體現了清代

儒家與道教、民間信仰交涉的一個清晰的面向。」石文的討論焦點在惠、俞二人著作的相互影響與

異同，論及俞樾撰作《太上感應篇纘義》之教化用心與注經方法值得參考。參見石立善：〈清代儒學

家與《太上感應篇》——惠棟《太上感應篇箋注》與俞樾《太上感應篇纘義》比較考察〉，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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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發表於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主辦「2012 年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倫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 年

3 月 16-17 日）論文尚未出版。筆者所見，為石氏所贈 2013 年 9 月修訂稿。 
  石文之後，劉祖國、桑萌春發表〈注釋學視野下的《太上感應篇》研究——以惠棟、俞樾對《太上

感應篇》的注釋爲例〉一文。劉、桑從惠棟、俞樾二人著作的體例、注釋內容、所注道教特色語詞、

引用道經次數等方式，探討惠、俞二人對《太上感應篇》性質認知的差異。該文指出：「俞樾很少採

用道家之說，甚至貶為無稽之談，更多的是一種化道為儒、尚儒排道的態度。」在思想方面，惠棟

的《箋注》「在以儒釋道之外，還有認道證道的一面」，至於俞樾的《纘義》「主要是肯定道教中符合

儒家的成分，對與儒家旨趣相異的內容，努力加以轉化、消解或者批判。」劉、桑對俞樾《太上感

應篇纘義》的的評述，與 2014 拙稿頗相呼應。見劉祖國、桑萌春：〈注釋學視野下的《太上感應篇》

研究——以惠棟、俞樾對《太上感應篇》的注釋爲例〉，《古籍研究》2020 年第 1 期（2020 年 11 月），

頁 273、274。 
7  曾昭旭：《俞曲園學記》，頁 169-170。 
8  杜正乾：〈俞樾《金剛經》研究析論〉，《青海社會科學》2004 年第 3 期（2004 年 5 月），頁 134-142。 
9  學者麻天祥以龔自珍為啟迪近代佛學理性思辨的先驅，視魏源為近代佛學經世致用的先導。參見麻

天祥：《晚清佛學與近代社會思潮》（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3-51；該書原為麻氏 1989
年於西北大學所撰博士論文，1992 年由臺北文津出版社刊布，本文所據為增訂版。 

  又，龔雋也曾觀察晚清、民初經學家研治佛典的不同取向。一如麻天祥的主張，龔雋也將晚清佛教

經典研究之風的興起，歸功於今文經學家龔自珍與魏源。參見龔雋：〈近代經史之學與佛典研究：一

種思想史的解讀〉，收入龔雋、陳繼東著：《作為「知識」的近代中國佛教學史論――在東亞視域內

的知識史論述》（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年），頁 40-78。 
  值得一提的是：學者葛兆光從學術與思想的連續性問題，對學界受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而視龔、

魏為晚清佛教復興先驅的論點，提出質疑。此一討論，與本文分析俞樾的佛教認知、實踐關係不大，

在此不作深究。葛氏的觀點，參見他 1998 年所撰〈關於近十年中國近代佛教研究著作的一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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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見葛兆光：《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附錄三，頁 242-256。 

10  以上各家之佛學觀點與學思歷程，除可參考前引麻天祥著作外，並可參閱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

史（第十四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33-125。 
11  不僅前引麻天祥、賴永海著作未曾提及俞樾，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1994），頁 17-124、李向平：《佛教信仰與社會變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頁 1-301、陳永革：《近世中國佛教思想史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年），頁 1-582，及日‧

沖本克己、菅野博史合編，辛如意譯：《中國文化中的佛教――中國Ⅲ宋元明清》，收入《新亞洲佛

教史》第 8 冊（臺北：法鼓文化出版，2015 年），頁 325-367，論及的晚清學界人物大致雷同，且皆

不曾提及俞樾。 
12  葛兆光：〈關於近十年中國近代佛教研究著作的一個評論〉，頁 251-252。 
13  美國學者 Holmes Welch（中文名：尉遲酣，譯名：霍姆斯‧維慈）撰成於 1968 年的 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 一書雖是以宗教社會學的方法討論中國近代佛教名著，但所論多重制度與組織；書

中雖有〈居士佛教運動〉一章，主要仍以居士組織及居士參與寺院活動為關注焦點，並未述及居士

的日常生活。見美‧霍姆斯‧維慈著，王雷泉、包勝勇、林倩等譯，《中國佛教的復興》，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61-72。 
14  除了《金剛經注》一卷，俞樾又撰有〈金剛經訂義〉一篇；但〈金剛經訂義〉考訂之內容，已在《金

剛經注》中體現。因此，本文逕以《金剛經注》為討論對象。見清‧俞樾：《俞樓雜纂》，收入《春

在堂全書》第 3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影印南京博物館藏清光緒末年增訂重刊本），卷

47，頁 76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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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光緒四年六月，俞樾為重刊王巨川《金剛經句解易知》一書所作序文曾言「余於西來大義一無所知，

姑舉其『無所住』一語比附於吾儒之學，使學者由是而進於程子所謂『活潑潑地』，則儒理、佛理一

以貫之矣。」見清‧俞樾：《春在堂雜文》三編，收入《春在堂全書》第 4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0 年，影印南京博物館藏清光緒末年增訂重刊本），卷 3，頁 12 下。 
16  六種譯本，分別是：（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姚秦弘始四年（402 年）鳩摩羅什譯。（2）《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元魏永平二年（509 年）菩提流支譯。（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陳天嘉三年（562 年）真諦譯。（4）《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隋開皇十年（590 年）達摩

笈多譯。（5）《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唐顯慶五年～龍朔三年（660-663）玄奘譯。（6）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唐長安三年（703 年）義淨譯。此外，宋版藏經另收錄一本署為

留支的譯本，與菩提流支譯本文句稍異，而留支本與羅什本又多相近。 
17  參見蕭玫：〈「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從梵文原義到禪學新詮〉，《正觀》第 68 期（2014 年 3 月），

頁 24。 
18  楊惠南：〈《金剛經》的詮釋與流傳〉，《中華佛學學報》第 14 期（2001 年 9 月），頁 210-211。 
19  據《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所載，慧能在嶺南

賣柴時，「忽見一客讀《金剛經》。慧能一聞，心明便悟。」。其後，於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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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為下文須陀洹諸文發端。自須陀洹

以至如來，即所謂「一切賢聖」也，而中間忽入「七寶布施」之文，則文

義隔絕矣。此後人附益之證一也。 

2.「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此是譬喻之詞；下文「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

波羅蜜」，乃正意也，而中間又入「七寶布施」之文，則文義隔絕矣，此

後人附益之證二也。 

 

                                                        
忍見慧能所作偈後，「夜至三更，喚慧能堂內說《金剛經》。慧能一聞，言下便悟。」參見新版唐‧

惠能著，楊曾文校寫：《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頁 7、15。 
20  清‧俞樾：〈序〉，《金剛經注》，收入《春在堂全書》第 7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影

印南京博物館藏清光緒末年增訂重刊本），頁 1 上。 
21  清‧俞樾：《金剛經注‧序》，頁 3 上。 
22  據馬振凱考辨《金剛經》三十二分應定型於五代時期，訂定者也很可能是五代人。參見馬振凱：〈《金

剛經》三十二分流變考〉，《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10 年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2。 
23  清‧俞樾：《金剛經注‧序》，頁 3 上。 
24  清‧俞樾：《金剛經注‧序》，頁 3 上。 
25  清‧俞樾：《金剛經注‧序》，頁 3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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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說經已」，申以贊歎之言，如《楞嚴經》末云「若有眾生能誦此經、能

持此呪，直成菩提，無復魔業」，固亦體例所有；乃此經則處處及之，經

文未半，佛旨未宣，須菩提輒問眾生信不，世尊輒侈陳是經福德，抑何急

遽乃爾。此後人附益之證三也。 

4.經文既訖，自表經名，如《巨力長者經》末云阿難白佛言：「此經當以何名，

我等云何受持？」佛告阿難「此經名曰《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是亦體

例所有；乃此經則於所謂第十三分中而即出之，未說經文，先說經名，須

菩提之問、世尊之答，皆失敘矣。此後人附益之證四也。26 

 

 

 

其附益之語，相沿既久，且亦自西土傳來，未敢芟薙，下一格書之。學者欲

誦習全文，全文具在；若欲推尋旨趣，則刊落繁蕪，真經自見。27 

 

28

 

                                                        
26  以上引文，見清‧俞樾：《金剛經注‧序》，頁 2 上-下。引文編號為筆者所加。 
27  清‧俞樾：《金剛經注‧序》，頁 3 下。 
28  見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著：《新譯梵文經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 2 冊（臺北：如實出版社，1996

年），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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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

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

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蓋以佛言無法可說，恐人因此不信佛法，故增益此文。其意謂眾生則不信，

非眾生則自能信，所以堅人之信，與侈陳福德，其意正同。皆佛弟子護法之

苦心也。29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

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

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

如來。」30 

 

                                                        
29  清‧俞樾：《金剛經注》，下篇，頁 5 上。 
30  清‧俞樾：《金剛經注》，下篇，頁 6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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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與諸譯不同。可否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上面已經論到，似乎毋須再說。

特別是：須菩提的答覆，上文已知『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怎麼這裡反

而說可以三十二相見？這是極難理解的！31 

 
32

 

 

世人見上篇須菩提已知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疑其何以先悟而後迷，因為

之說曰：前言不可以相見者，色即是空也；此言可以相觀者，空即是色也。

若然，則正合無實無虛之義，宜蒙印可，而反見駁詰，何耶？33 

 
34  

 

按此文自留支［按，應作「流支」］以下各譯本皆與秦本不同，蓋秦本之誤

也。余據秦本作注，故云然。以各本證之，則余所見，固與闇合矣。35 

 

 

                                                        
31  釋印順：《般若經講記》（新竹：正聞出版社，1992 年），頁 128。 
32  許洋主等謂：「此（指羅什譯本）與《金剛經》梵本和諸譯本完全不同。在梵本，須菩提對佛提出的

問題――能因如來的身體具有特徵而看見他嗎？――的回答是否定的，即不能因如來具有特徵而看

見他。所以，接下去佛稱讚他說，『答得很好。』」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著：《新譯梵文經典‧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第 1 冊，頁 225。 
33  清‧俞樾：《金剛經注》，下篇，頁 6 下。 
34  按，俞氏所引實是流支本，但文中皆稱「留支」。 
35  清‧俞樾：《金剛經注》，下篇，頁 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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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義本甚明，因「如來」下衍一「不」字，遂滋異說，今不取也。36 

 

37

 

 

1.  
38 39

40 41 42

43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德勝彼。何以故？須

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gāthā

                                                        
36  清‧俞樾：《金剛經注》，下篇，頁 7 上。 
37  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著：《新譯梵文經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 1 冊，頁 228。 
38  清‧俞樾：《金剛經注》，上篇，頁 4 下-5 上。 
39  清‧俞樾：《金剛經注》，上篇，頁 6 下-7 上。 
40  清‧俞樾：《金剛經注》，上篇，頁 7 上。 
41  清‧俞樾：《金剛經注》，上篇，頁 8 上。 
42  清‧俞樾：《金剛經注》，下篇，頁 5 下-6 上。 
43  清‧俞樾：《金剛經注》，下篇，頁 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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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360-1424

 

 

古今論「四句偈」者不一，或指聲、香、味、觸、法是；或指經中二偈是；

或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或云眼、耳、鼻、舌；或云「有為」句、

「無為」句、「非有為」句、「非無為」句；或云有諦、無諦、真諦、俗諦。

各執己見，初無定論。 

唯《銅牌記》云：「天親菩薩昇兜率宮，請益彌勒如何是四句偈。彌勒答云：

『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也。」 

六祖大師復以「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也。45 

 

1837-1911
46

 

 

自來解《金剛經》者，云經中四句偈有二：「若以色視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一也；「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二也。愚按，「若以色視我」四句，見二十六分；「一切有為

法」四句，見三十二分：佛說第八分時，尙無此四句偈，安得便使人受持乎？
47 

 

                                                        
44  朱慶之：〈梵漢《法華經》中的「偈」、「頌」和「偈頌」〉，收入《華林》（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卷 2，頁 27。 
45  明‧朱棣：《金剛經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影印明永樂內府刻本），頁 36 上-下。 
46  參見清‧楊仁山：〈《金剛經》四句偈說〉，《等不等觀雜錄》，收入周繼旨校點：《楊仁山全集》（合肥：

黃山書社，2000 年），卷 1，頁 327。 
47  清‧俞樾：《春在堂隨筆》，收入《春在堂全書》第 5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影印南京博

物館藏清光緒末年增訂重刊本），卷 7，頁 21 下-2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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徧

 

 

余按《楞伽經》云：「佛告大慧云：『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

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大慧，此

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然則四句偈當即指此。蓋佛門舊有此四句，

人人皆知之，故佛以告須菩提，而須菩提亦不問四句云何也。48 

 

 

 

 

惟四句中「有無非有非無」句最為明白，當即《金剛經》「無實無虛」之旨。

經中「即……非……」、「是名……」二句，凡十四見；「即非」者，非有也；

「是名」者，非無也。「常無常」，義詳見《六祖壇經》。其餘二句皆不可曉，

安得善知識人一問之。49 

 

50

 

                                                        
48  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 7，頁 22 下。 
49  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 7，頁 22 下-23 上。 
50  明‧智旭（1599-1655）《楞伽經義疏》：「言四句者，謂不達自心現量，心外無法，妄想分別諸法各有

自相共相。或言定一，或言定異，或言亦一亦異，名之為俱。或言非一非異，名為不俱。此是一種

四句。又或言有，或言無，或言亦有亦無，或言非有非無，復是一種四句。又或言常，或言無常，

或言亦常亦無常，或言非常非無常，復是一種四句也。若離此種種四句，則一切外道所不行，惟是

自覺聖智所行，以了達心外無法，實無自相共相可得，故得入於第一真實之義。」見明‧智旭：《楞

伽經義疏》，收入《卍續藏經》第 26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年），卷 2，頁 191。若據此

說，則此四句是修行須「離」的分別妄想，而不是追求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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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須菩提問「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此心即上文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也。住者，住此心；降伏者，降伏此心。非有二心也。能住則能有

矣，能降伏則能無矣；此一經之大旨也。俗解謂安住真心、降伏妄心，分而

二之，全失其旨。51 

 

 

 

(1) 須菩提問「應云何住」，而佛告以「應無所住」者，若心有住，則為非住，

故以不住為住，即住即降伏也。52 

(2) 此因不住於相而極言之，至於法相、非法相皆不可有，乃至法亦不可有。

故以法尚應捨終焉。法者，應如是住也；捨者，應如是降伏也。53 

(3) 「無」之至則清淨矣，清淨之至則湛然無物，而天下之理皆從此出。是

謂無所住而生其心。苟有所住，即不能生其心矣。故即住而即降伏之要，

在於無所住而生其心，然後可以成佛，然後可以滅度一切眾生。54 

(4) 無實者，非法也；無虛者，非非法也。上言如來於法無所得，明無實也。

此言如來所得法，明無虛也。無實者，降伏之功；無虛者，住之效。……

葢不住固不足以言降伏，而不降伏亦不足以住也。55 

                                                        
51  清‧俞樾：《金剛經注》，上篇，頁 1 下。 
52  清‧俞樾：《金剛經注》，上篇，頁 3 上。 
53  清‧俞樾：《金剛經注》，上篇，頁 4 上。 
54  清‧俞樾：《金剛經注》，上篇，頁 6 上-下。 
55  清‧俞樾：《金剛經注》，上篇，頁 1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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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

自去矣。57 

 

 

58 ‧  

 

以儒理譬之，［《論語‧衛靈公》］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應如是住」也。 

［《論語‧公冶長》］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所謂「應如是降伏」也。 

［《論語‧子罕》］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所謂「應如是住」也。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

道也，何足以臧。」所謂「應如是降伏」也。59 

 

                                                        
56  以上參見如實佛學研究室：《新譯梵文經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第 1 冊，頁 33-35。 
57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中華書局，1973 年，影印清光緒 20 年［1894］刊本），卷 1 下，

頁 21 上。 
58  語出俞樾：〈金剛經句解易知序〉，《春在堂雜文》三編，卷 3，頁 11 下。 
59  清‧俞樾：《金剛經注‧序》，頁 1 上-下。 
 



 

 181  

60

61

62

63

64 

 

 

――65

 

13

                                                        
60  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臺北：廣文書局，1991 年，影印清知不足齋叢書本），卷 3，頁 10 上。 
6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點校本），頁 78。 
62  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卷 5，頁 17 上。 
6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15。 
64  《春在堂雜文》六編〈張紹歐知足知不足堂記〉一文中，俞樾仍以《金剛經》「如是住」、「如是降伏」

的功夫闡釋《論語‧子罕篇》子路之事。見清‧俞樾：《春在堂雜文》六編，卷 1，頁 34 上。 
65  此二句出自《春在堂詩編》卷 9 己辛編〈余前出堪字韻詩，都中諸君子頗有和者。因四疊前韻寄馮

聽濤（崧生）、戴青來（兆春）、徐花農（琪）、蔡輔臣（世佐）諸館丈〉其二；其詩云：「自笑迂疏

百不堪，敢將時事付空談。厭聞瀛海九州九，喜誦菩提三藐三。（自注：時新成《金剛經訂義》一卷，

補入《俞樓襍纂》。）久向人閒稱冘物，新於墓下築茅庵。（時於右台山築屋三間。）異時倘過蘇隄

問，行到于墳再上南」。見清‧俞樾：《春在堂詩編》，收入《春在堂全書》第 5 冊（南京：鳳凰出版

社，2010 年，影印南京博物館藏清光緒末年增訂重刊本），卷 9，頁 11 下-1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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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8  

 

國朝許聯陞《粵屑》云：孝光寺有菩提樹，梁智藥三藏攜種植此。六祖慧能

自五祖傳衣鉢回，淨髮於菩提樹下，今髮塔尚存樹側。其樹枝柯拳曲，大數

圍，葉大如掌，寺僧採之，浸以寒泉，歷四旬，浣去渣滓，惟餘細筋，如紗

縠，如蟬葉，可作燈帷、笠帽以贈游客。乾隆乙卯，羊城颶風大作，將樹吹

倒，方伯陳簡齋率眾扶植，以稻榖十石覆其根而培養之，終亦萎化。寺僧於

德慶州得舊根真種，又樹於此，今婆娑繁陰矣。 

 

按，孝光寺在廣州府城南海縣舊治西北，乃虞翻故居，多植蘋婆、訶子樹，

故曰「虞苑」，又曰「訶林」。花農太史［按，指徐琪］視學廣東時，曾以

此葉十六片寄贈。67 

 

 

 

13  

 

                                                        
66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收入《春在堂全書》第 6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影印南京博

物館藏清光緒末年增訂重刊本），卷 13，頁 6 上。 
67  清‧俞樾：《茶香室四鈔》，收入《春在堂全書》第 6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影印南京博

物館藏清光緒末年增訂重刊本），卷 28，頁 11 下-1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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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十許年來，……每日清晨亦必至佛堂，但不能誦經至辰時，且不能竟與子

婦輩隔絕耳。68 

 
69 10

 

 

……舊築書城環堵室，新添梵課臥雲庵。金經日日清晨誦，誦畢晨曦度卯南。
70 

 

71

 

 

歲朝婦孺共團欒，八九衰翁強盡歡。未便衣冠都脫略，已於拜起倍艱難。明

窗試筆年規在，靜室焚香日課完。莫對屠蘇悲失歲，夕陽光景暫盤桓。72 

 

18 1892

 

 

 

甲子周來甫一齡，定知未改昔時形，人閒無物堪為壽，手寫《金剛般若經》。
73 

 

                                                        
68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 13，頁 11 上。 
69  誦念、抄寫、禮拜三種崇敬《金剛經》的行為，自唐代開始即普遍流行。禪宗的興起，則又是這種

崇經行為流行的重要原因。詳細考述，可參見楊君：〈《金剛經》與唐朝民眾崇經活動及其觀念〉，《西

華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 年第 6 期（2003 年 11 月），頁 29-33。 
70  清‧俞樾：《春在堂詩編》，卷 10，頁 16 下-17 上。 
71  參見清‧俞樾：〈曲園記〉，《春在堂雜文》續編，卷 1，頁 12 下。 
72  清‧俞樾：《春在堂詩編》，卷 14，頁 1 上。 
73  清‧俞樾：《春在堂詩編》，卷 9，頁 9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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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80 74 75

76

7  

 

《金剛經》靈異最著。余自姚夫人亡，手書《金剛經》數過，焚寄冥中，然

泉路茫茫，究未知有益否也。77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引《報應記》云：卭州人張政暴亡，見四人來捉，行，

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使者曰：「何不

依帖，亂捉平人。」及領見王，僧與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

來。」王曰：」待略勘問。」僧色怒，王判放去。僧自領政出，曰：「汝識

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 

 

其說雖誕，然此經佛實為須菩提說，唐以前小說家言，亦必根據本書，異於

後世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也。78 

                                                        
74  此題四首中，第三首末句謂「今年六十作生辰」。 
75  俞樾之妻姚氏，逝於光緒 5 年（1779），享年六十。姚氏卒年，俞氏詩文中數見；如《春在堂雜文‧

五編》〈孫婦彭氏傳〉有云「光緒五年，余婦姚夫人卒」見清‧俞樾：《春在堂雜文》五編，卷 3，頁

24 下，《春在堂詩編‧己辛編》亦有詩題作「光緒五年十月乙丑葬內子姚夫人於錢唐右台山之原」

云云，見清‧俞樾：《春在堂詩編》己辛編，卷 9，頁 1 上。至其享年，詩文中也數見；如《春在堂

雜文‧六編》〈女壻王康侯及長女雲裳合傳〉一文有云：「內子姚夫人，年六十而終」見清‧俞樾：

《春在堂雜文》六編，卷 3，頁 49 下。 
76  對「祝冥壽」一事，俞樾頗曾留意考察。《春在堂隨筆》有云：「俗有祝冥壽之説，達禮者非之。然

顧亭林先生有〈丁貢士亡考衢州君生日詩〉，其序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世俗乃又以父

母之生日設祭，而謂之生忌，禮乎？考之自梁以後，始有生日宴樂之事。父母之存固已嘗為之矣，

則於其既亡而事之如存，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丁君雄飛乃追數其考之年及其生日，而曰

「吾父存，今八十矣。」乃陳其酒脯，設其裳衣，如其存之事，而求詩於友人。其亦孝思之所推與。』

然則，祝冥壽之說，固亦君子之所許。亭林此序，知之者鮮，故為表而出之」。見清‧俞樾：《春在

堂隨筆》，卷 7，頁 13 下-14 上。俞氏援引前賢顧炎武之說，認為祝冥壽雖非古禮，卻有正面意義，

並不違禮。 
77  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 7，頁 23 上。 
78  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 7，頁 23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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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4

80

1

81 1862-1940

82

‧ ‧

83

                                                        
79  即據日‧池田溫編《中国古代写本識語集録》即可見隋仁壽四年（604）年楹惟珎抄寫《優婆塞戒經》

卷二（北大圖書館 D083）、卷三（S.4162）、卷六（S.4570）、卷十一（P.2276）的題記，其中 D083 寫

卷題記謂：「為亡父寫《灌頂經》一部、《優婆塞》一部、《善惡因果》一部、《太子成道》一部、《五

百問事》一部、《千五百佛名》一部、《觀無量壽》一部，造觀世音像一 ，造卌九尺幡一口。所造

功德，為法界眾生，一時成佛。」見日‧池田溫編：《中国古代写本識語集録》（東京：東京大學東

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頁 169。 
80  北魏‧菩提留支譯：《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

公司影印，1983 年），頁 336b。 
81  東晉（佚名）‧譯者佚名：《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4 冊（臺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83 年），頁 985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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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84

 

 

物命滿天地，何者不當惜？吾自去歲來，久擬斷葷血。苦從兒輩諫，兼采門

生說，謂已花甲周，未容肉食缺。姑為議食單，略使有區别。為我特殺者，

一槩從擯斥。羽族如鷄鵝，水蟲若魚鼈，一物有一命，忍以充肴核？閒或未

忘味，百錢付屠伯，易其肉一臠，亦足供餔啜。85 

 

 

 

獨念老孟光，遺言發垂絕，乃買豬一頭，厥狀頗肥腯，媵以鷄一尾，毛羽皚

如雪；載之如雲棲，縱之就欄栅，永遠免刀砧，逍遙在泉石。明知所見小，

區區誠無益；物固不勝放，放一而遺百。惟思臨死言，何忍付一吷。86 

 

 

 

爰將所因由，具為老僧述。略予芻豢資，年月登簿籍，既償逝者心，亦以免

吾孽。何肉尚為累，藉此庶稍釋。87 

 

37

                                                        
84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 13，頁 11 上。 
85  清‧俞樾：《春在堂詩編》，卷 9，頁 7 下。 
86  清‧俞樾：《春在堂詩編》，卷 9，頁 7 下-8 上。 
87  清‧俞樾：《春在堂詩編》，卷 9，頁 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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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12 卷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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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專科大師，如戴震、王念孫、段玉裁、孫詒讓；三是章句儒，如江永、程瑤田、金榜、俞樾。參

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社，1994 年），卷 5，頁 492。 
93  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卷 5，頁 492。 
94  查找俞樾著作，關於宋明心學「微危精一」的討論，竟毫無所獲；俞氏對理學家主張的評析，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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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清‧俞樾：《金剛經注》，下篇，頁 1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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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俞先生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211。 
98  日‧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明、清以後的佛教〉，《中國佛教史》（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

年），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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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相關研究，可參看何佳玲：《明清金剛經靈驗記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 年），

頁 31-48、61-66；張文卓：〈宋元明清時期《金剛經》的流傳及其特點〉，《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19 卷第 3 期（2013 年 6 月），頁 134-139。 
100  出生略晚於俞樾，而且精於目錄、版本著稱的學者葉德輝（1864-1927），似也有類近的表現。據學者

劉苑如的考察：以儒者自居的葉氏，宣稱自己「性不佞佛又不通內典」，卻大量翻印佛經，且主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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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劉苑如：〈地獄版權――葉德輝印經因緣考〉，《清華中文學報》第 11 期（2014 年 6 月），頁 299-
343。 

  又，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也曾指出：「從宗教社會學視角看，這種整個社會的失範無序

狀態與歷史性的動蕩變遷，造成了人們原先依宗法倫理保護的安全感的普遍失落；貧富分化加劇造

成的個人命運變化無常與功業追求無望之相續，使人們心靈慰藉的要求進一步強化。……以儒教起

家的達官貴人下野後亦多潛心佛學，以資心理補償。」見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頁 2-
3。 

101  「居士」一詞雖可泛指佛教的全部世俗信徒，但潘桂明指出，「居士」一詞在實際運用中，「往往僅

指在家信徒中較為富裕、享有一定社會地位」的部分人士。潘氏進一步歸結出這些人與佛教的關係

有四：一是予佛教以經濟方面有力的支持，二是以其政治、社會地位為佛教作政治上的外護，三是

以其文化素養闡述和弘揚教義，四是憑藉其社會關係深入傳播基本教義，並為全體信徒所接受。參

見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4。 
102  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第十二章〈中國居士佛教的改革時期〉是在「近代學術性佛教研究」視

域下看待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章太炎等人與佛學的關係。該書指出：康、譚、梁、章等人的

佛教研究「帶有居士佛教的理想色彩；他們中的多數人在研討、求取佛理時，往往借助內心的敬信，

並真誠相信佛學可以度世、救國。」另一方面，潘氏也指出：民初學者如熊十力、胡適、湯用彤、

梁漱溟等人的佛教研究，則屬於現代方法的科學研究，「他們多半以客觀的態度，從思想史的角度對

佛教及其學說進行全面系統考察。」見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頁 85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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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 Yue  (1821-1907), a famous Confucian scholar in late Chinese Empire, not only 

annotated Confucian classics, but also Buddhist scriptures. Yu Yue annotated the famous 

Buddhist scripture 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Diamond Sutra ) by annotating 

Confucian classics. He did not realize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translated tex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aily religious activities reflected in Yu Yue’s works show that his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t 

teachings does not originate from the classics, but from popular religious practices. Yu Yue’s 

knowledge system was based on Confucian classics, but that was not enough to solve the 

dilemmas of his life. Yu Yue is not a special case, many modern professional scholars may have 

the same situ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scholars who led the " Buddhist revival ", Yu Yue’s 

performance is another way of studying modern Buddhism that deserves attention. 

 

 

Keywords: Yu Yue , 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Diamond Sutra ), 

Buddhist scripture, Chinese Lay Buddhist, Chinese Classic in Late Qing 

Dynasty, Buddhist re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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