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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禅老庄思想与姚鼐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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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早年寝馈于儒 家 义 理 之 学，壮 年 入 仕 为 官，中 年 辞 官 为 文，晚 年 耽 爱 佛 学，研

习老庄。儒家的积极入世、志怀高远，释家的屏欲澄心、返求本性，道家的卓然自立、率性自然，都在姚鼐那

里实现了自觉的、圆浑的融合，共同构筑起姚 鼐 丰 赡 的 精 神 家 园。儒 释 道 三 种 思 想 合 流，自 然 对 姚 鼐 的 文

学创作具有启发引导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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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经历了鼎盛的康乾

盛世，到了乾隆后期，逐渐由盛转衰。为维护日渐式

微的封建统治，统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统治，试图控

制儒生的思想。因为儒学中“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思

想，并不利于专制统治，因而遭清廷压制。与此同时，

胸怀天下的儒家知识分子因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在现

实社会中屡遭碰壁。为排遣心中的抑郁之气，文人们

的眼光自然转向了清心寡欲的释老之学，而这恰恰是

统治阶级的意愿所在。

因而开放宽松的宗教环境应运而生，促进了宗教

间的兼容并包，形成了儒释道并举的局面。儒释道三

教合一，共同发挥其“羁縻百姓”之功用。作为清代文

坛主流学派“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亦颇受佛禅老

庄思想之浸润，“不拒异端，于佛典、道藏，时复涉猎，

谈言微中，不乏妙解。”［１］儒家的济世爱 民 之 心，释 家

的随遇而安之感，道家的回归自然之境，在姚鼐的作

品中一览无余，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屏欲澄心 返求本性”———姚鼐的佛禅思想

姚鼐出生于诗礼簪缨之族，是“先刑部尚书端恪

公之玄孙也”［２］。虽因家族衰落而贫寒，他却“嗜学澹

荣利，有超 然 之 志”［２］２０３。科 举 之 路 自 然 成 为 姚 鼐 光

耀门楣、实现抱负的必然选择。但对于身怀不世之才

的姚鼐，他的科举之路并不如预想的那般顺利，直至

第六次参加礼部会试，才终成进士，此时的姚鼐已三

十三岁。但很快，秉德温良、正直耿介的姚鼐深感官

场的 污 秽 与 昏 暗，为 官 者“有 士 之 名 而 实 为 士 之

蠹”［１］１３９，多是矜高自满、欺下媚上之辈，失望至 极 的

姚鼐四十四岁辞官引退。在与汪辉祖的书信中，姚鼐

自言“鼐性 鲁 知 暗，不 识 人 情 向 背 之 变，时 务 进 退 之

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窃好其

文辞。”［１］８９离别了官场，致力于文学的研究与创 作，

而这也宣告了他“为门户计”［１］８６的梦想破灭。

作为一个才德兼备、志怀高远的文人，姚 鼐 虽 远

离官场是非，但却不改忧国忧民之心，在他和挚友马

雨耕的书 信 中 即 可 见。“天 下 之 不 可 治 者，心 病 也。

若 吾 兄 之 心 病，乃 与 鼐 同，此 岂 药 饵 所 能 为 力

哉？”［２］１８０归 乡 不 久，好 友 左 众 郛、弟 姚 訏、继 室 张 宜

人、师长刘大櫆等相继离世，更让姚鼐感悟到人生无

常、生死别离之苦痛。姚鼐曾感慨：“人生幸得可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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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何其少？而 不 幸 可 痛 之 事 何 其 多 也！”［１］３７０参 禅 修

佛可谓姚鼐远离荣利、安于贫素，摆脱现实苦痛的最

好选择。姚鼐更是深谙此理，遂而感叹：“若夫佛氏之

学，诚与孔子异。然而吾谓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
豁然洞照于万事之中。”［１］１２６同时，姚鼐受至交好友王

禹卿的影响颇深，相似的经历和遭遇，使得二人志趣

相投。王禹卿“好浮屠 道”［１］４３“持 佛 戒”［１］３４５“默 然 禅

定”［１］３４５，姚鼐“宿其家食旧堂内，共语穷日夜，教以屏

欲澄心，返 求 本 性”［１］４３。好 友 的 潜 移 默 化 对 姚 鼐 的

参佛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佛后的姚鼐涵养心胸，用心宽平，在文 章 写 作

上“气流 转 而 语 圆 美”［２］７６，自 认 为 是“心 地 空 明 处 所

得”［２］７６。同时 与 众 好 友 纵 情 于 山 水 之 间，游 遍 名 山

古刹，留 下 诸 多 诗 篇。晚 年 因 “目 昏，都 不 能 读

书”［２］２４，姚鼐 常 于 书 房“终 日 默 坐”［２］２４“病 中 仍 昼 夜

危坐持诵”［２］８６，且“全戒肉食，真成一老头陀矣。”［２］４０

在与好友朱石君的信中，姚鼐自言：“老年惟耽爱释氏

之学”［２］８３“笃 信 释 氏，佞 佛 媚 道”［２］９。他 在 书 信 中 劝

诫四妹：“万事休道休念，努力学佛可耳。”［２］１４２在与友

人鲍双五的信中，对其子之病，姚鼐“劝之寻阅佛书，
与佳僧谈论，胜于服药，此急救心火妙方也。盖世缘

空，则心病必愈矣。”［２］６５由此可见，在姚鼐眼中，佛禅

思想具有保 身 护 命 之 功 效，亦 已 成 为 姚 鼐 的 思 想 寄

托。正 如 其 在 诗 中 所 云：“披 云 过 石 径，听 涧 到 僧

房”［１］５８５，“两忘身手与丝桐，真觉心同水月空”［１］６４２。
三、“卓然自立 率性自然”———姚鼐的老庄思想

姚鼐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对老庄学说亦有深入

的研究，晚年曾著《老子章义》两卷、《庄子章义》五卷。
在姚门子弟的评价中，梅曾亮言其“范宣宗经，亦知庄

子”［２］１９６，管同言其“上究孔、孟，旁参老、庄”［２］１９７。
庄子的《逍遥游》构象出一幅物我两忘、超然物外

的境界，文章想象纵横、恣意洒脱，但其中也体现了道

家淡泊名利、澄澈空明、逍遥自得的人生观。姚鼐的

诗文自然没有庄子那般奇幻诡谲的想象、神采飘逸的

言语，但其诗文中所蕴含的高格清气、平淡自然等特

点，却又是 与 道 家 思 想 有 着 相 似 之 处。作 为 古 文 大

家，姚鼐 认 为：“文 章 之 境，莫 佳 于 平 淡”［１］２８９，论 古

文，他最推崇归有光，以其“措语谴意，有若自然生成

者”［１］２８９。遍览姚鼐古文，清淡雅洁，高格清气，《登泰

山记》《快雨堂记》《游灵岩记》等皆是代表。《登泰山

记》有段描 写：“山 多 石，少 土；石 苍 黑 色，多 平 方，少

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
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１］２２１

多用短句，寥寥数句即概括了泰山的总体特点———多

石、多松、冰雪覆盖。在《与陈硕士书》中，姚鼐论述为

文 之 道，“大 抵 作 文，须 见 古 人 简 质，惜 墨 如 金 处

也”［２］１０３“但欲其精，不必其多”［２］１０４，其弟子更是赞其

文章“而内咀含其精蕴，而外沉浸其辞章”［２］１９７。
庄子曾在《齐物论》中谈到的“天地与我并生，而

万物与我为一”［３］，体现其思想中“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的思想，即用明净的心顺应自然并感知万物。这

一思想对之后的山水田园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山水

诗也可以 说 源 于 老 庄 哲 学。纵 观 姚 鼐 诗 文，纵 情 山

水、登临咏叹的诗文不在少数，特别是姚鼐在辞官之

后，先是携友人登泰山观日出，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

篇《登泰山记》，接着回归故里，先游双溪，再观披雪之

瀑，又往浮山一游，留下诗文数篇。摆脱了官场羁绊

的姚鼐可谓心情舒畅，游性大发。姚鼐曾在《送龚友

南归序》中 对 好 友 表 达 了 羡 慕 之 情，“龚 君 之 逸 才 旷

志，将 处 迹 乎 山 谷 之 间，歌 咏 乎 风 云，狎 友 乎 鱼

鸟”［１］１０８，如今也终于满足了自己览尽天下之奇、揽观

宇宙之大的“平生之志”了。
在姚鼐的一众好友中，王禹卿可谓其良 师 益 友。

在为王禹卿写的《墓志铭并序》中，姚鼐称赞他“自少

以文章、书法称于天下”［１］３４５，临死前王禹卿以佛教徒

坐禅入定的姿势，“趺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孙来诀，不
为动容；问身后事，不答”［１］３４６，姚鼐不禁感慨：“君殆庄

生所谓游方之外与造物为人者耶！”［１］３４６关于“游方之

外”，庄子在《齐物论》所云仙人者“乘云气，骑日月，而

游乎四海之外”［３］４０的境界，在姚鼐心中，王禹卿已经寻

求到了洞彻人生和安身立命的真谛，达到了自然之道

的回归。姚鼐本人也是对这种摆脱现实、回归自然、超
凡脱俗、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充满着无尽的向往，正如

《与杨春圃》中所云：“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贤豪

相遇于空寂光中，亦不必以长别离为憾矣”［２］２４。
四、“兼收并 蓄 有 得 为 快”———姚 鼐 佛 禅 老 庄 思

想的融合

在中国兴盛的八大佛教宗派中，最兴盛的当属禅

宗。禅宗糅合了老庄思想，最直接地体现佛教宗旨。
早期禅宗不主张拜佛，认为学佛重在“明心见性”“见

性成佛”，即通过修身养性以获得思想的觉悟，保持内

在的平常心，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着。这与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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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是相似的。姚鼐特别注重自身品德的修

养，在与方植之的书信中，他自言：“每日定养此心，令
一念不起”［２］１８４。对其子师古，他劝诫儿子多读经书，
认为“心既明理则寡欲少嗔贪，清静空明则为知道之

人”［２］１９３。对于学问，姚鼐一直倡导“尽收俱美”“必兼

收乃足为 善”［１］１０５。对 于 宗 教 信 仰，在 姚 鼐 的 身 上 亦

有此特点。姚鼐将佛家思想和老庄思想相融合，不论

是修身守道还是为学为文，都深受佛道思想之浸润。
（一）“自守定慧”的修身守道

“空”和“无”是佛家与道家对宇宙终极真理的不

同描述，实则殊途同归。佛说“万物皆空”，“空”可谓

万物的本质，但它并不否定一切，而把万物看成是不

真实、短暂的、虚幻的存在，即“凡有所相，皆是虚妄”。
故而佛教引 导 人 们 破 除 执 念，断 其 烦 恼，终 得 解 脱。
“空”可谓佛法的般若智慧，是佛法觉悟的表现。道家

的“无”即“虚无”，和“有”相对，老子认为万物生于无，
庄子指出有无并非对立。道家认为生死寿夭、苦乐悲

欢、高低贵贱、是非荣辱等皆无区别，皆为虚幻，主张

“清静无为、回归自然”，注重内心的修炼，最终“悟道”
以达到“身无所依”“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惜抱轩诗文集》的前言中，谈及姚鼐的立身处

世，刘季高先生言其受佛典、道藏浸润，“其立身清俭

寡欲，与人极和蔼，不为崖崖自高，殆多少受二氏思想

之影响。”［１］１姚鼐一生志不得舒、饱尝生活之艰辛，却

仍然坚守“君子”之风，这与他一直坚持自我品格的修

养有关。在书信中，他提到自己面对世故纷纭，悲怆

惊愕，“伏愿自守定慧，譬如皎日当空，下之阴晦清明，
皆无与吾 事，此 乃 是 本 分 实 在 受 用 处 也”［２］１６３。他 把

书房比作“僧 房”，在 此 抄 写 佛 经，诵 经 念 佛，终 日 默

坐，晚年 尤 其 喜 静，自 言“固 是 岑 寂 而 清 静，亦 可 喜

也”［２］９８，而且他认为 “心地空明”对 文 章 写 作 亦 有 益

处，因 为 “心 静 则 气 自 生”［２］７６，“气 流 转 而 语 圆

美”［２］７６，故而强调学文 “一 在 力 学 古 人，一 在 涵 养 胸

趣”［２］７６。纵观 姚 鼐 笔 下 的 一 众 好 友，也 多 是 此 类 超

凡脱俗之人，程 鱼 门 身 处 盛 名 之 下，却“超 然 万 物 之

表，有若声华寂灭、遗人而独立”［１］１１２；陈伯思有 圣 人

之德，“其行不羁，绝去矫饰，远荣利，安贫素，有君子

之 介”［１］１１３；朱 子 颖 “才 雄 气 骏，多 感 激 豪 荡 之

音”［１］２６０；等等。
姚鼐思想上的清静淡泊、自然洒脱也体现在文学

作品中。其弟子方东树称赞姚鼐文章“纡徐卓萦，樽

节檃 栝，托 于 笔 墨 者，净 洁 而 精 微，譬 如 道 人 之 德

士”［２］２０１。文章形 神 兼 备，笔 墨 精 练，在《朱 二 亭 诗 集

序》中，姚鼐将朱子颖、朱二亭兄弟二人作以比较，“子

颖承先世用武之余烈，尝思舍章句之业，奋迹戎马，建
立功名，使后世知其豪俊”“二亭以布衣放情山水，见

俗人辄避去，高吟自适，以至老死”［１］２６０，寥寥数 句 便

抓住并刻画出两人不同的形象特征。一个才雄气骏，
积极用世，建功立业；一个超然尘外，纵情山水，自在

洒脱。文末的议论“子颖虽富贵，而志终不伸；二亭虽

贫贱，而可谓自 行 其 志”［１］２６０也 表 明 了 姚 鼐 的 人 生 理

想和价值取向。
（二）佛道兼收的创作之道

姚鼐学佛学禅，并非要遁入空门或者求 道 升 仙，
而是摆脱尘世的干扰，求得心灵的宁静。姚鼐“不拒

异端，于 佛 典、道 藏，时 复 涉 猎，谈 言 微 中，不 乏 妙

解”［１］１，可见 他 在 学 佛 学 道 中 是 有 所 得，有 所 思 的。
作为古文大 家，姚 鼐 在 其 中 感 悟 到 了 文 学 创 作 的 方

法，并将其告知后来学者，以示启迪。学者周中明在

《姚鼐研究》一书中指出：“他虽然对儒、佛、道家思想

皆有所吸纳，但其主要目的不是要做这些思想家的传

声筒，而是借以充当思想武器或精神支柱，为他的古

文服务。”［４］

在《答翁学士书》中，姚鼐提出了作文之技。“诗

文皆有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
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

百世之后，如 立 其 人 而 与 言 于 此；无 气，则 积 字 焉 而

已。”［１］８４关于“气”，《庄子·至乐》有言：“杂乎芒芴之

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至

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３］１８７其中既揭示

了天地万 物 之 源，又 阐 明 了 生 死 无 变 之 理。姚 鼐 在

《古文辞类 纂》序 目 里 将 文 章 的 艺 术 提 炼 为“神、理、
气、味、道、格、律、声、色”，“气”即有气势，有正直、忠

义之气，如此 则 其 眼 界 必 然 开 阔，心 胸 必 然 博 大，即

“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１］５０。可见姚鼐所谈

的气势不仅在于语句、情感上的气盛，更是强调文章

内容和思想上对人的感染力。这既是姚鼐作文之方

法，也是做人之原则。后学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

指出：“吾辈苟从事兹学，必先涵养胸趣。盖胸趣果异

乎流俗，然后其心静，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然后可以

商量修、齐、治、平之学，以见诸文字，措诸事业。”［５］这

与姚鼐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５７

吴小琳：佛禅老庄思想与姚鼐文学创作



同样，禅家 的 义 理 也 对 姚 鼐 的 文 学 创 作 有 所 启

迪，有时姚鼐会用佛家禅理将深奥的创作理论形象直

观呈现。在他写给侄孙姚莹的信中，姚鼐强调诗文的

创作需要深读多思，并以“禅悟”作比，指出：“凡诗文

事与禅家相似，须由悟入，非语言所能传。然既悟后，
则反观昔人所论文章之事，极是明了也。欲悟亦无他

法，熟读精思 而 已。”［２］１３８所 谓“禅 悟”，是 佛 家 修 行 的

根本目的，即领悟教义、洞察禅理，从而达到“顿悟菩

提”的境界。姚鼐以此引入文学创作，认为经过熟读

精思获得的创作灵感，对于写作至为重要，而灵感的

获取并非易事，需要学习者的勤勉笃行。在《与陈硕

士》中，姚鼐指出做文章“语必要翻新”［２］１１３，文章贵在

创新，正如“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说，皆陈陈耳。达摩

一出，翻尽窠臼”［２］１１３，姚鼐借达摩将大乘佛教引入中

国带来的因缘，以此说明写作文章应有创新，不论是

语言或是思想，皆应言之有物，并认为“更搬陈语，便

了无意味，移此意以作文，便亦是妙文矣”［２］１１３。

五、结语

“纵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

活态度，无不 体 现 这 样 一 种 情 况：一 方 面 采 取 儒 家

所倡导的积极 入 世 的 生 活 态 度；另 一 方 面 又 采 取 道

家返璞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

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

会于一体，形成 了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亦 儒、亦 道、亦 释 而

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个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

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

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

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

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６］在 姚 鼐 身 上，我

们也可以看到儒释道三种思想的融合。儒家的积极

入世、志怀高远，释家的屏欲澄心、返求本性，道家的

卓然自立、率性自然，都在姚鼐那里实现了自觉的、圆
浑的融合，共同构筑起姚鼐丰赡的精神家园，并对其

思想认识和文学创作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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