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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诗僧寒山的诗集中约有十分之一的诗歌涉及到女性! 这些女性的形象丰富多样"有世俗家庭生活

中的妻子#表情生动意态优美的游女#红颜易逝的美人"也有面目可憎的吝啬#贪吃#淫荡#长舌的愚妇!寒山笔下的女

性"都承载了诗人劝世宣佛#引导众生一心向善的意愿"只是劝化的方式不同"一种是感染"一种是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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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两位以写俗诗闻名的僧人"一是王梵志"一

是寒山$寒山"姓名不传"因长期隐居于天台山之寒岩"

故自名寒山或寒山子$寒山作诗"%多述山林幽隐之兴"

或讥讽时态&" 然而也有不少诗谈到人生经历和感悟"

而这类情感的表达" 好些是通过诗中的女性形象来完

成的$ 当代学人项楚先生'寒山诗注(以四部丛刊影宋

本为底本"校以日藏宫内省本)正中本)高丽本和四库

全书本"%堪称寒山诗最完整的定本&$该书收寒山诗三

百一十三首"佚诗十二首"其中有近四十首诗涉及到女

性$寒山诗中的女性群像具有何种面目*寒山书写女性

有何因缘* 这些问题应该值得关注$

一

人们于历来相关的传记序跋中所能见到的关于寒

山家世)生平的信息较少"但寒山诗本身"却往往透露

出一些线索$比如寒山有诗曰+%出生三十年"尝游千万

里$ 行江青草合"入塞红尘起$ 炼药空求仙"读书兼咏

史$今日归寒山"枕流兼洗耳$&年岁)时间言之凿凿"当

是谈论自身经历"具有自叙性质"所以据此可知寒山之

归隐在三十岁后$罗时进先生认为寒山%一生经历过儒

士) 隐士和编外僧三种身份转换的不同阶段$ 随着身

份的变化 &诗人的志趣亦发生改异 &其生命历程和精

神历程显得格外复杂和特殊$ &

'()然而寒山在一生的大

半时间里都没有脱离家庭生活" 所以他在诗中多次提

到妻子+

琴书须自随"禄位用何为! 投辇从贤妇"巾车有孝儿!

风吹曝麦地"水溢沃鱼池! 常念鹪鹩鸟"安身在一

枝! %五&

父母续经多"田园不羡他! 妇摇机轧轧"儿弄口 !

拍手摧花舞"支颐听鸟歌! 谁当来叹赏"樵客屡经

过! %一五&

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 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

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 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

书! %二七&

少小带经锄"本将兄共居! 缘遭他辈责"剩被自妻疏!

抛绝红尘境"常游好阅书! 谁能借斗水"活取辙中

鱼! %一一一&

昨夜梦还家"见妇机中织! 驻梭如有思"擎梭似无力!

呼之回面视"况复不相识! 应是别多年"鬓毛非旧

色! %一三四&

诗中之妇"种田织布"十分勤劳"不管寒山是求仕

还是归隐"都是从辇相随"不过有时困窘的生活难免引

起自己被妻子埋怨"然而正于此处"亦可见一活脱脱善

良)持家的家庭妇女形象$ 尤其在第一百三十四首中"

寒山以诗记梦"见其妻织布之时%驻梭如有思"擎梭似

无力&"思念深沉"其思绪飘飞)心不在焉之态"让人怜

悯"而诗之后四句"直似苏轼'江城子(%夜来幽梦忽还

乡$ 小轩窗"正梳妆&)%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

霜&之语"诗歌非只描画妻子的相思之态"更是倾述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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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对家人的爱恋柔肠# 项楚先生就说$%寒山是感情笃

厚的人&他也曾有过自己的家庭'亲人'朋友&他对他们

怀有深厚的情意&如(弟兄同五郡)!!!六"对乡国的

追忆&(去年春鸟鸣)!一八!"对兄弟的思念#*

&!'同时我

们也可从其中窥见%爱别离*之苦&这正是佛教%八苦*

之一#

寒山诗中!亦有多首描摹女子举止意态!录之如下"

三月蚕犹小!女人来采花# 隈墙弄蝴蝶!临水掷虾蟆#

罗袖盛梅子!金閁挑笋芽# 斗论多物色!此地胜余

家# $三五%

洛阳多女儿!春日逞华丽& 共折路边花!各持插高髻&

髻高花稦匝!人见皆睥睨& 别求!!怜!将归见夫

婿& $六!%

春女容仪!相将南陌陲& 看花愁日晚!隐树怕风吹&

年少从傍来!白马黄金羁& 何须久相弄!儿家夫婿

知& $六一%

群女戏夕阳!风来满路香& 缀裙金蛱蝶!插髻玉鸳鸯&

角婢红罗缜!阉奴紫锦裳& 为观失道者!鬓白心惶

惶& $六二%

昨日何悠悠!场中可怜许& 上为桃李径!下作兰荪渚&

复有绮罗人!舍中翠毛羽& 相逢欲相唤!脉脉不能

语& $一三一%

寒山此类诗歌&多写女子春日游出玩#采花女子非

为花&弄蝶戏水&摘梅挖笋+洛阳女儿逞华丽&插花高

髻&夫怜人睥+女子怀春陌独行&群艳飘香戏夕阳#复有

佳人&绮罗羽扇&脉脉柔情#总而言之&此等女子皆是青

春活泼&热爱生活&骄羞多情# 寒山作诗&通俗明了&不

失意趣&此类诗歌&与汉来乐府颇为神似# 寒山又有写

歌儿舞女的诗$%妾在邯郸住& 歌声亦抑扬# 赖我安居

处&此曲旧来长# 既醉莫言归&留连日未央# 儿家寝宿

处&绣被满银床# *!二三"或以为此诗是%在远居异乡

时&寒山曾与一些女子有过交往*

&('的情形&但据寒山诗

的收集整理过程而论& 此诗至迟当是写自寒山求仕受

挫隐居乡野之后& 不知此时的寒山要写诗追忆年轻时

狂浪之事&出于何种命意,所以我认为此诗不必是寒山

亲历之事的写照&而当与上引诸诗一样&乃摹拟女子之

态&不过一为良家子&一为邯郸伎罢了#

寒山在诗中塑造的这一群美女&娇柔多情'生动活

泼'充满情趣&她们就来自于生活之中# 隋唐五代诗僧

中& 贯休约有二十七首诗涉及到女性& 齐己约有十六

首&%贯休笔下&既有当时生活中的女性&如猎女'蚕娘'

东峰山媪&又有历史上的女性&如西施'绿珠'杞梁贞

妇+既有现实中的女性&如牛女'征妇&又有幻象中的女

性&如仙女'仙婢等等#齐己笔下也是如此&女性形象纷

繁&班女'谢女'巫女'婵娟'文君'湘娥'越溪女等等&异

彩纷呈# *

&%'与贯休'齐己诗相比&寒山诗中没有前朝名

媛和天庭仙女& 有的是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各色女

性&这与寒山是一位热爱生活的有情人是分不开的#寒

山的避世&就在于他对生活中的丑陋无法容忍&他对美

女的传神描画&寄托着一种对生活的审美理想&是其不

息生命力的体现# 寒山之前的王梵志也描写过不少女

性&但王诗中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正面形象&都是些

外貌丑陋&品性极端恶劣的丑妇人'妒妇人'懒妇人'凶

妇人'势力妇人'长舌妇人'自私妇人等形象&从内到外

都是让人感到-丑陋.# *

&)'王梵志只是把这些妇人作为

他劝善时的反面教材而已# 法宣和尚也有两首写女子

行动神貌的诗&不妨一观$

桂山留上客!兰室命妖娆& 城中画眉黛!宫内束纤腰&

舞袖风前举!歌声扇后娇& 周郎不需顾!今日管弦

调& $'和赵郡王观妓应教(%

朱鬣饰金镳!红妆束素腰& 似云来躞蹀!如雪去飘飘&

桃花含浅汗!柳叶带余娇& 骋先将独立!双绝不俱

标& )*爱妾换马(%

二诗写妓和妾&多从眉眼腰身和装束着笔&女子多

做作之态&诗歌有宫体遗风#寒山诗与之相比&有%天然

去雕饰*之美#

通观寒山此类诗作&它们全都在(寒山诗集)的前

半部分#关于寒山诗收集和整理的较原始的文献&主要

有两条$一是初唐人闾丘胤(寒山子诗集序)称他%令僧

道翘寻其!寒山"往日行状&唯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

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三百余首& 及拾得于土地堂壁上

书言偈&并纂集成卷*+一是(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引前

蜀道士杜光庭(仙传拾遗)曰$%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

//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

者随而录之& 凡三百余首//桐鯢征君徐灵府序而集

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 *余嘉锡先生所撰(四库提要

辩证)卷二十中对此详细考证后指出$%光庭之言&绝非

意造&较之闾丘伪序&可信多矣# *

&!'依杜氏文意&则%好

事者*之录寒山诗&还是颇为及时的&虽然我们不能据

此认为现在所见(寒山诗集)就是完全按照创作时间先

后顺序编排的&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现存的所有寒山

诗&当是其三十岁归隐寒岩之后的作品# 纵观全书&表

现生活经历和劝世的诗作多在前面& 反映寒岩风光和

寒山自己在山水泉林间参悟内证的诗作多居诗集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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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则美女之诗可和山水参悟诗可视为寒山由社会到

自然!由外视到内省的求道转变过程中的表征"这种转

变!与另一类表现红颜易逝的诗是紧密联系的"

玉堂挂珠帘!中有婵娟子" 其貌胜神仙!容华若桃李"

东家春雾合!西舍秋风起" 更过三十年!还成苷蔗

滓" #一三$

城中娥眉女!珠佩珂珊珊% 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

长歌三月响!短舞万人看" 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

寒" &一四$

璨璨卢家女!旧来名莫愁% 贪乘摘花马!乐采莲舟%

膝坐绿熊席!身披青凤裘% 哀伤百年内!不免归山

丘% &四二$

有酒相招饮!有肉相呼吃% 黄泉前后人!少壮须努力%

玉带暂时华!金钗非久饰% 张翁与郑婆!一去无消

息% &五三$

侬家暂下山!入到城隍里% 逢见一群女!端正容貌美%

头戴蜀样花!燕脂涂粉腻% 金钏镂银朵!罗衣绯红紫%

朱颜类神仙!香带氛氲气% 时人皆顾盼!痴爱染心意%

谓言世无双!魂影随他去% 狗咬枯骨头!虚自舐唇齿%

不解返思量!与畜何曾异% 今成白发婆!老陋若精魅%

无始由狗心!不超解脱地% &一七!$

花上黄莺子!官官声可怜% 美人颜似玉!对此弄鸣弦%

玩之能不足!眷恋在龆年% 花飞鸟亦散!洒泪秋风

前% &二九四$

胭脂画面娇千样!龙麝熏衣俏百般%今日风流都不

见!绿杨芳草髑髅寒% &佚五$

佛教认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在上举诸诗中!婵

娟子变得如甘蔗滓!娥眉女如花凋谢!卢家女不免身入

山丘!郑婆一去不返!妖娆群妇白发妪" #君看叶里花!

能得几时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谁扫"可怜娇艳情!年

多转成老"将世比于花!红颜岂长保"$%三!!&如花似

玉的娇娃转瞬即是一?黄土"以生命短促'人生无常为

主题的诗歌远在东汉文人五言诗形成之时就大量出现

过!如(古诗十九首)中有#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

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

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

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

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诗中有对

死亡威胁的深透理解和想要寻求尉藉和解脱的强烈愿

望*在对生命的深度体验中!寒山用诗歌传递出了一种

挥之不去的哀苦*#垂柳暗如烟!飞花飘似霰*夫居离妇

州!妇住思夫县* 各在天一涯!何时得相见* 寄语明月

楼!莫贮双飞燕* $%五十二&这是一首表现相思之苦的

诗!男女有情就难脱苦海* 寒山又有+#之子何惶惶!卜

居须自审*南方瘴疠多!北地风霜甚*荒陬不可居!毒川

难可饮*魂兮归去来!食我家园葚*$%一三三&(诗经)有

#之子于归$之语!屈子有(招魂)之篇*寒山此诗写的是

阴阳相隔的怀念之苦* 从(个是何措大)和(书判全非

弱)两首诗来看!寒山很可能曾去多次应试而落第!为

此他也写了很多反映各色人等丑陋面目的诗! 所以归

隐之后所写的这些美女容颜易逝的诗歌! 当蕴含着对

前期追求功名富贵行为的检讨! 也可能有对人生意义

的追问*寒山是喜欢自由的!他有一首诗是这样的+#鹦

鹉宅西国!虞罗捕得归*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帏*赐以

金笼贮!扃哉损羽衣* 不如鸿与鹤!!入云飞* $正是

不愿自己像金笼中的鹦鹉和庭帏中的美人一样! 所以

他选择了跳出浊世凡尘!问道求佛去了*

二

不管是作为隐士还是后来成为僧人! 寒山一直没

有脱离下层民众和现实生活*他常常写诗讥讽世态!劝

导民众!#力图用佛教的教条去感化民众$*作为一个沦

落民间的下层知识分子! 他在诗中扮演着民众导师的

角色!而这些诗中的女性形象!则能助成诗旨的表达和

对世人的劝化*

佛教的宗派很多!但法门有常!无非是#遮情$与

#表德$两类*所谓#遮情$!就是从遮闭排遣凡夫俗子的

迷情着手!把佛家的情智导入其心!使其了悟色空* #表

德$法门主要是依靠佛力加持!不断直接将自心的佛德

开显出来!这是从内得证*寒山子在他的诗中写了一些

面目可憎的妇女!此即是借#遮情$法门开示世人*

俗世中的芸芸众生通常会犯一种恶习!那就是#以

貌取人$* 寒山诗中的#邹公妻$和#杜生母$就是见证*

低眼邹公妻!邯郸杜生母% 二人同老少!一种好面首%

昨日会客场!恶衣排在后% 只为着破裙!吃他残 %

&四三$

二妇人年龄相当!色貌相似!只因衣作简陋!即被

置于别人之后!吃些残羹冷汁* 世人这种以衣取人!全

不顾#低眼顺眉$的德行的恶习!在此诗二妇遭遇的对

比之下暴露无遗!并受到强烈地批判*

佛教戒贪嗔痴!寒山训示世人道+#贪人好聚财!恰

如枭爱子*子大而食母!财多还害己*散之即福生!聚之

即祸起* 无财亦无祸!鼓翼青云里* $%八六&此诗中的

#母$!即可视为贪敛之人!而#子$则是财货!财多会聚

祸!若弃绝贪念!就可像飞翔在青天上的小鸟一般自

邹明军+论诗僧寒山子笔下的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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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贪财可能扭曲人的善良本性$ 让人变得没有同情

心# %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 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

蹰# 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 悭惜不救乏$财多为累

愚# &!一二六"在青黄不济的时节$诗中这对夫妇面对

来借%一斗&谷物以解燃眉之急的邻人$相互推诿$怜悯

之心丧尽#

释氏有五条基本的戒律'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

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 杀生在佛徒眼里有莫大

的罪过$凡杀生(吃肉都是在造孽$负债于彼$故此类人

不但不得超脱生死轮回$还会因为因果报应$下地狱受

无尽苦# 寒山有诗道'

买鱼肉!担归喂妻子" 何须杀他命!将来活汝己"

此非天堂缘!纯是地狱滓" 徐六语破堆!始知没道

理" #九五$

买肉血 !买鱼跳??% 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

才死渠便嫁!他人谁敢遏" 一朝如破床!两个当头

脱" &一八六$

买鱼买肉$杀生害命$口福享受归了妻儿$因果报

应施及己身#寒山在诗中明言$这种行为让人进不得天

堂$定会在地狱中饱受折磨#寒山还在劝化众人不要迷

恋家庭$犯不着因为妻子儿女而犯戒$自己刚死妻子就

改嫁$就犹如散架之后的两个床头架子$一点关系都没

有了# 寒山又有诗曰'%白鹤衔苦桃$千里作一息# 欲往

蓬莱山$将此充粮食#未达毛摧落$离群心惨恻#却归旧

来巢$妻子不相识# &!三九"诗意正与上相同# 对那些

%个个惜妻儿$爷娘不供养&的不讲孝道的迷途世人$寒

山也苦口婆心$以诗相诫#

五律中尤忌淫邪$所谓%万恶淫为首&也#吴支谦译

)佛说八师经*中佛即作颂云'%淫为不净行$迷惑失正

道$精神魂魄驰$伤命而早夭$受罪顽痴荒$死复堕恶

道$吾用畏是故$弃家乐林薮# &

&'(历史上因为沉溺于女

色而亡国败家的事例比比皆是#有鉴于此$寒山作诗称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驴#还解人言语$贪淫状若猪&$

又说%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贪财爱淫欲$心恶若豺

狼&$而此等淫若公猪(欲如豺狼的一等蠢人$其下场不

免%地狱如箭射&(%险鞻难可测&# 所以对于%贾婆如许

夫&句中所说的淫乱多夫的西晋贾太后之流的人$寒山

是%渠若向西行$我便东边走&$唯恐避之不及#

世人伪巧$时有挂羊头卖狗肉之事发生# %不行真

正道$随邪号行婆#口惭神佛少$心怀嫉妒多#背后!鱼

肉$人前念佛陀# 如此修身处$难应避奈何# &此在家修

行的老妇$口中有佛$心中无佛$着实可恶#不仅俗人如

此$佛门中的尼姑也有为稻粱谋的$宋代以来的比丘尼

僧团%基于信仰原因出家的女性所占比例已大为减少#较

多的是受礼法观念束缚$因寡居自愿选择出家守节$或因

生活贫困无着以此维生$故僧团的综合素质下降# &

&)(

寒山诗中还有多首涉及到婚姻的缔结问题# 婚姻

是人生中的大事$是构建良好人伦秩序中的关键环节#

)周礼+地官+司徒*中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

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之语$可见$先

秦时期就在制度上保证了男女自由欢会(择偶的权利#

虽然此种自由婚配的观念传之久远$ 但在中国漫长的

封建社会中$男女婚嫁一般都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权柄操于他人之手$婚姻的缔结就难免受到各

种利益的干扰$ 而封建妇女低下的经济地位也决定了

她们在的家庭中不能与丈夫处于平等地位$ 于是在现

实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婚姻关系#

柳郎八十二!蓝嫂一十八% 夫妻共百年!相怜情狡猾%

弄璋字乌虎!掷瓦名?礽% 屡见枯杨荑!常遭青女

杀% &一一五$

老翁娶少妇!发白妇不耐% 老婆嫁少夫!面黄夫不爱%

老翁娶老婆!一一无弃背% 少妇嫁少夫!两两相怜

态% &一二八$

诗中反映了老少配这一不协调的婚配现象# 我们

姑且不论男女双方的感情$ 单是老夫少妻不能同老就

能带来很大风险$ 女子很可能面临长期寡居和独自抚

养子女的困境$更何况多数老少配会受%老翁娶少妇$

发白妇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黄夫不爱&的情感折磨$所

以寒山对这种老少配是极不赞成的#他劝导世人要%老

翁娶老婆&%少妇嫁少夫&$ 这样才能有幸福的婚姻生

活#纳妾是古代婚姻生活中尤为丑陋的现象$寒山诗中

描绘了一种最不堪忍受的情况'%我见一痴汉$ 仍居三

两妇#养得八九儿$总是随宜手#丁防是新差$资财非旧

有#黄蘖作驴秋$始知苦在后#&!一二五"无什能力的痴

呆汉子也能娶二三妇$生八九子$但贫贱的生活给妻妾

儿女和自己带来的是无尽的困苦和折磨# 古人纳妾又

往往是老夫小妾$妻妾不和是常见的事$所以常酿出人

伦悲剧# 除此之外$寒山还提到一些无慈悲心肠(爱讥

笑人的长舌妇# %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 昔日贫于

我$今笑我无钱# 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 相笑傥不

止$东边复西边# &!三六"诗中的这个老婆子与%我&凭

着自己比别人富足而先后嘲笑对方$诗中有一种%冤冤

相报何时了&的感叹# 这也对骄横的富人作出了警示'

富不足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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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不仅凭藉那些关乎女性的各种丑陋恶习的诗

句将人们从迷途和罪孽的泥潭中导引出来! 让他们免

受外界诱惑对心灵的遮蔽和腐蚀而归于正道! 他还在

诗中为世人开启了"表德#法门$ "井底生红尘!高峰起

白浪$石女生石儿!龟毛寸寸长$若要学菩提!但看此模

样$%&佚二'石女指生殖器官构造有缺陷而不能人道的

妇女!所以(石女生石儿%乃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项楚

先生在注释此诗时引)百字论*云+(如兔角,龟毛,石女

儿,虚空花等!如是无法!终不可得$%

#!$所以寒山要人以

自身佛性观世体物!观空智慧增长了!自然明证菩提$

三

总而言之! 寒山子笔下的女性形象可分作正面形

象和负面形象两类$ 世俗家庭生活中的妻子,表情生

动意态优美的游女,红颜易逝的美人!这些妇女生命鲜

活! 其形象也蕴含着寒山个人情感经历和他对生命的

体认与超越$ 邹公妻,杜生母,吝啬贪财的愚妇,食鱼肉

的饕餮妇人,淫荡的贾太后,虚伪的行婆!这些泛化苍

白的人物形象是世俗生活中陋习和罪恶的化身$ 在寒

山诗作中呈现的女性!承载着诗人劝世宣佛,要人一心

向善的意愿$所不同的是!正面的女性形象凭藉其优美

的姿容和缠绵, 深沉的情思形成感人至深的艺术力

量-而另一群女性在诗中着墨不多!面目单调!是遮人

佛性的丑陋事物的注脚和诗僧阐理宣佛时的一组符号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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