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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后人

因汉代刘向著有同名书（已亡佚）而

改今名（约在宋代以后改名），主编

是南朝刘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

庆，是他组织当时一批文人集体创

作的结果，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

后期至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

事。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

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最早的文言志

人（有别于志怪）小说集，原有八卷，

被遗失后只有三卷。其依内容可分

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

十六类，分上中下三卷，每类有若干

则故事，全书有 1200多则，记及人

物 1500多人（含刘孝标注释），文字

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二

语，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人物，

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

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书中相当多

篇幅杂采众书而成，也有采自《史

记》《汉书》及其他前人记载者。从

此书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谈玄成为

风尚，而玄学正是以道家老庄思想

为根底，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

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

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但反映

了当时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

侣各个阶层人物社会活动，而且对

他们的描写，或重在形貌，或重在才

学，或重在心理，或重在言谈，把他

们的性格特点，都写得活灵活现，跃

然纸上，气韵生动。诚如明朝胡应麟

所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

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鲁

迅先生亦云：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

则高简瑰奇，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被他列入为许寿裳儿子许世瑛推荐

国学书目中。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为

此书作注解的刘孝标，名峻，南朝梁

学者兼文学家，山东德州人，流寓江

南，曾经到过剡中等地，在东阳紫岩

山讲学，以注释此书而闻名于世，其

注引证丰富，引用书籍达四百余种，

以裴松之注《三国志》办法，对原书

补缺纠谬，为时人所重，其文章也擅

美当时。但一生不得志，中年及老年

坎坷、淹蹇，死后门人谥曰玄静先

生。后世研究《世说新语》者均将其

注作为该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

如《三国志》之裴注。另外，现代学者

徐震堮先生也以毕生精力，为此书

逐条编号，分别注解，并按人名索引

附于书末，等于编辑了一部《世说新

语》辞典，极大地方便后人阅读，也

是功不可没。本文所引用资料，以此

三人著述研究为底本，敷衍成文。

《世说新语》所反映的时代风

尚，正是玄学以道家老庄为根本，融

合佛教教义，以言语清谈传播时风，

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过渡期，其中

高僧名士，当时因避中原战乱，纷纷

南下，不少隐居会稽及剡中山水间，

故有十八高僧十八名士云集沃洲之

雅集，而他们的中心人物，即是支道

林（遁）和竺法深（潜）等高僧，也包

括王羲之、谢灵运一流名士，关注并

梳理他们在剡中流风遗韵，对于当

时思想文化影响，意义深远而重大。

本文仅以高僧支遁竺潜为对象，辑

其轶事，以此抛砖引玉，求教于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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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以刘义庆《世说新

语》原文、刘孝标注与徐震堮注三部

分内容为依据，各以原文、刘注及徐

注表示，以中华书局 1984年 4月 1

版为底本。

其涉及支遁言行，为 49条，称

呼上有支道林、支法师、林公、林道

人、道林等，涉及该书言语、政事、文

学、雅量、赏誉、品藻、容止、伤逝、巧

艺、排调、轻诋等类别，为《世说》中

记述较多的人物之一。但本文以限

于其剡中言行为主，其中也有与竺

法深重合者。

言语 63（编号以徐震堮所注，

下同）原文有云：支道林常养数匹

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

重其神骏。此条，刘孝标注（下简称

刘注）云：《高逸沙门传》曰：支遁，字

道林，河内林虑人（徐注曰：此从旧

称，也作河东，非。）或曰陈留人，本

姓关氏。少而任性独往，风期高亮，

家世奉法，尝于余杭山，沉思道行

（徐注云：案《高僧传》云：沉思道行

之品，委曲慧印之经。）泠然独畅。年

二十五，始释行入道。年五十三，终

于洛阳。

按此条所言，刘注所引《高逸沙

门传》，唯终于洛阳之说，或当有误，

其它都与梁慧皎《高僧传》所言一

致。支道林养马之事，时间或在其入

剡以后，地点在剡中沃洲。嘉泰《会

稽志》有放马涧一条，其云：在（新

昌）县东三十二里，支道林放马之

所，并附注：世说或讥道林养马不

韵，答曰：贫道但赏其神骏。自此之

沃洲天姥皆有道林遗址。后人多有

以此写入诗文或图画中，如元丰二

年进士华镇（会稽人）有《放马涧》诗

云：春草茸茸涧水清，路人犹记昔时

名。金羁纵后双蹄逸，想见风前蹀躞

声。见于《宋诗纪事》卷二十七。

言语 76有云：支公好鹤，住剡

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

飞，支意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

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

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

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

去。刘注云：支公书：（东岇）山去会

稽二百里。

按，宋嘉泰《会稽志》云：东岇

山，在（新昌）县东四十里，晋僧法深

支遁皆隐居于此。世说：支道林好

鹤，住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养成

翮，便使飞去。同书沃洲山条称，其

西南有养马坡、放鹤峰，皆因支道林

得名。

排调 28有云：支道林因人就深

公买印山（徐注云：当作岇山，言语：

支公好鹤，住东岇山。刘注：山去会

稽二百里。）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

山而隐（刘注云：《逸士传》曰：巢父

者，尧时隐人，山居，不营世利，年

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号巢父。

《高逸沙门传》曰：遁得深公之言，惭

恧而已。）

按，沃洲因支遁买山，而名噪一

时。买山而隐成为成语典故，被历代

诗人写入诗中。如唐刘长卿《初到碧

涧招明契上人》诗有“沃洲能共隐，

不用道林钱”。

伤逝 11有云：支道林丧法虔

之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刘注：

《支遁传》曰：法虔，道林同学也。

俊朗有理义，遁甚重之）。常谓人

曰：昔匠人废斤于郢人 （刘注引

《庄子》故事，此略），牙生辍弦于

钟子（刘注引《韩诗外传》，此略），

推己求外，良不虚也。冥契既逝，

发言莫赏，心中藴结，余其亡矣。

却后一年，支遂殒。

按，据梁慧皎《高僧传》云：支遁

买山以后，俄又投迹剡山，于沃洲小

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

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

门，游心禅苑。乃注《安般》、《四禅》

诸经及《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

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晚出

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

为都讲。按，石城山即今大佛寺所在

之山，历代县志均有记载。沃洲及石

城山成为支遁研究著述讲经大本

营，法虔也即其堪称至交的同学之

一。

伤逝 13有云：戴公见林法师墓

（徐注云：戴公即戴逵。又刘注云：

《支遁传》曰：遁，太和元年(368)终于

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远，

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

俱尽耳（刘注云：王珣《法师墓下诗

序》曰：余以宁康二年(374)命驾之剡

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

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

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其为时

贤所惜如此）。

按，关于支遁之死及墓葬何处，

《高逸沙门传》曰终于洛阳，梁慧皎

《高僧传》亦有终于余姚坞山中和或

云终剡二说并存，但从《世说新语》

所引戴逵至石城山吊支遁之墓和王

珣授命到石城山经历来看，支遁卒

于石城山并安葬于此，当是没有疑

义的。戴逵隐剡中，其至石城山凭吊

支遁，虽称拱木已积，时间当不会很

久。戴逵生于晋咸和九年（344），死

于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即使以其

卒年计算，距支遁卒年也不过二十

多年而已。而王珣于宁康二年至石

城山，更是奉命而来，时距支遁去世

才六年。因此刘注所引资料，弥足珍

贵，足以成为支遁终于剡石城山并

安葬于此的确证。另据灌顶《智者大

师别传》，陈太建七年（575）秋九月，

智者大师初入天台，有“游历山水，

吊道林之拱木，庆昙光之石龛”之记

载。其路过石城山，亦曾到此缅怀支

遁遗踪和瞻仰墓址。昙光即新昌大

佛寺的创始人之一，今尚建有昙光

法塔。

《世说新语》关于竺道潜之记

载，称呼有竺法深和深公二说。见于

德行、言语、文学、方正、排调、轻诋

类别中。

其德行 30有云：桓常侍闻人道

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

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刘注云：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

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誉播山东，为

中州刘公弟子，值永嘉乱，投迹扬

土，居止京邑，内持法网，外允具瞻，

弘道之法师也。以业慈清净，而不耐

风尘，考室剡县东二百里岇山中。同

游十余人，高栖浩然。支道林宗其风

范，与高丽道人书，称其德行。年七

十有九，终于山中也。徐注云：僧法

深二句，引慧皎《高僧传》云：竺道

潜，字法深，姓王，琅琊人，晋丞相武

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

州刘元真为师。并注，年七十九，《高

僧传》作八十九。

按，东岇山，前已有介绍，刘注

作剡县东二百里，当为会稽东二百

里之误，今属新昌大市聚镇。

另排调 28支道林因深公买印

山一条，已见于前，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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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道林与竺法深以当时佛学界

领袖地位而隐居剡东，为朝野所重，

信徒追踪问道，络绎不绝，又著述宏

富，使剡东偏僻之地，禅风振起，为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处于举足轻重

地位，为汤用彤先生《两汉魏晋南北

朝佛教史》所关注，并予以浓墨重彩

记述，不是没有道理的。

日本学者镰田茂雄《简明中国

佛教史》（郑彭年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 1986年 10月版）则明确地说，公

元 317年东晋元帝即位至 420年共

11位皇帝 104年间，随着汉族的南

迁，中原流行的老庄学与清谈之风

也一起传到江南，汉译佛典，特别是

《般若经》与《维摩经》十分流行，以

建康、会稽为中心，迎来了南朝贵族

佛教的全盛期。竺道潜和支遁对江

南的清谈和玄学性贵族佛教作出了

极大的贡献。明帝和王导死后，竺道

潜隐居会稽的剡山（按即今新昌东

岇山）达三十余年之久，据说竺道潜

一死，孝武帝就他放弃成为宰相的

荣誉，宁愿出家隐居深山宣扬佛法

的行动，深表赞扬，特捐钱十万，以

治后事。孙绰在《道贤论》中将他比

作竹林七贤的刘伶，弟子竺法济为

他著有《高逸沙门传》。而支遁应王

羲之之请，住于会稽灵嘉寺。接着便

在剡山的沃洲小岭建造寺院，教导

僧众百余人。镰田茂雄进一步说，当

时会稽剡山也是竺道潜居住的地

方，是佛道修行者的中心地。后来支

遁又迁居石城山，建造栖光寺，进行

修禅和著述。作者以为，鸠摩罗什入

关以前，在中国佛教史上起了重要

作用的，华北是道安，江南是支遁。

通达《庄子》的支遁，以庄子的思想

为媒介，找到了理解佛教关于空的

思想的线索。与此同时，他又在中

国思想以佛教为媒介、谋求其本

身的扩展和深化上，起了很大的

作用。除此两人而外，于法兰被比

作阮籍，是居于江南剡县石城山

下的隐士，支遁曾经为他立像著

书，与支遁争论即色空之意义的

于法开，是于法兰的弟子，于道邃

也与支遁有交往，支曾著铭文赞

扬过他。般若学六家七宗，大多诞

生于此，这也是由当时特定历史

条件所决定的，决不是空穴来风

或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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