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憨 山 德 清 書 禪 對 照 下 之 生 命 意 蘊  
 

摘要

 晚明時期，憨山德清承續唐宋以來心性與藝術相通的美學思想，貫通儒、釋、道
三教的心性說為指南，發展出精彩的書學理論與形神俱妙的書法風格。在本文的探索
中發現其書法承襲晉唐風流，尤其深得二王精髓，具中正平和之象，遺世書作中如：
〈書法鉤玄冊〉對書法藝術觀點論述精彩，〈六詠詩卷〉強調以「心」超脫「迷悟」
等等，其書寫內容蘊含生命的本性及價值，善於發揚生命意識及情感關懷，並透過書
法作品佐證，能更清楚理解禪宗思想和書法藝術間的交錯浸染問題。本文將透過禪宗
「心」本體的觀點，解析憨山德清的書法創作內容與禪學思想之間的關係，並探究在書
禪對照下之生命意蘊。

關鍵詞：憨山德清、高僧書法、禪宗、心本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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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佛教傳入中國後，儒佛之間藉由相互借鑒而成長茁壯。儘管多數儒者批判佛教出世的生活態
度，但佛學精緻的思辨理路成為慣用實踐理性的知識份子創新思想的重要來源之一。王陽
明 1  （1472‒1529）上承陸九淵（1139‒1192），以「心即理」立論，將程朱理學外化的「理」拉回到
人的「本心」，注重個體精神自由地發揮，他說：「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
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
聖之道。」 2 因此，心學在晚明形成開放與多元的態勢，進而推動晚明佛教的復興運動。

 禪宗心性論在晚明時期深入影響文藝思潮的建構，李贄 3  （1527‒1602）的「童心說」、公安三
袁的「性靈說」，旨在強調性情、抒寫心靈。李贄認為「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
念之本心也」 4  ，這種說法顯然受到了佛教真如思想的深刻影響，並成為文藝創作和鑒賞的標準。晚
明著名書畫家董其昌 5 （1555‒1636）即借鑒禪宗的宗派論提出「南北宗」說，並以禪喻書，提倡「以
淡為宗」、「熟後求生」、頓悟」 6  等。

 憨山德清 7  （1546‒1623）字澄印，號憨山，俗姓蔡，金陵全椒縣（今安徽全椒）人，晚明時期
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德清認為佛法的本質就是釋迦牟尼關於「心」的學說，並認定釋迦牟尼說法四十
餘年都是對「三界為心，萬法為識」 8  的解釋，故其修行也是對「心」的實踐。此外，憨山德清也受
到元朝中峰明本（1263‒1323）所說：「惟禪與心，異名同體」 9  的影響，對「禪即心」有深入理解，
他指出「禪者，心之異名也」 10  、「殊不知禪乃是自心」 11  等，並在這個基礎概念上提出「心」本
體之說：「然此般若，非向外別求，即是吾人自心之本體，本自具足。」 12 「以其吾人心體，本自靈
明廓徹，廣大虛寂，本無纖毫妄想情慮，清淨光明，了無一法，永離諸見，本無身心世界之
相。」 13  將禪宗的審美本源於「心」，並讚嘆「心」本體是靈明廓徹、清淨光明、廣大虛寂，是萬物
審美之源。

 著名的明代書論家項穆（生卒年不詳，約與憨山德清同時期）在他的《書法雅言》中強調「書者
心也」 14  、「書法乃傳心也」 15 ，在項穆看來，書法藝術本身就是人心的一種表現形式，「故心之
所發，蘊之為道德，顯之為經綸，樹之為勛猷，立之為節操，宣之為文章，運之為字迹。」 16  書法
和道德、經綸、勛猷、節操、文章等都是「心之所發」的一種具體的形式和內容。「書之心，主張布
算，想像化裁，意在筆端，未形之相也。書之相，旋折進退，威儀神采，筆隨意發，既形之心
也。」 17  在此以心為未形之相，相為形之心，即心即相，和憨山德清「心」本體的文藝觀不謀而合。

二、習法觀看性空的意境

 質樸率真是文藝創作的原則及審美標準之一，深具美學價值，其體現出一種自然渾成，更蘊藏拙
中藏巧，超越本體的生命智慧之美，是生命經由絢麗充實後的自由之美，為浮躁多慾的物質世界帶來
心靈的慰藉，更可創造不同生命意蘊的境界。憨山德清的書法以行草書為主，行草書強調自由無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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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表達真心所悟。這種率性的書寫，是質樸率真的一種自然表露，這種率性與禪宗的「一切自任本
心」契合，初似不經意，縱逸天真，終皆合度。

 〈六言偈〉（圖一）原為梁啟超所藏，現藏於臺灣何創時基金會。該偈全文為：「一念忘緣寂寂，
孤明獨照惺惺。看破空中閃電，非同目下飛螢。」 18  此偈與〈永嘉證道歌〉中一偈相類似：「忘緣
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真空的的，此用心之神符也。」 19  將兩偈相參照，
可知憨山德清強調一念的當下即是，當下一念乃因緣所成，呈現寂滅後空的恆常寂靜境界，此外還有
存在的靈知，是非意識的認知，是經由本心孤明獨照來達到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之境。基於此寂照之
念，看破諸常如閃電般無常，即是《金剛經》中的「如露亦如電」 20  ，即是從無常幻滅中超脫出來，
達到一念真實的「寂照」境界。

 此偈為條幅式作品，整體顯現出平淡天真，圓轉流暢之風，兼頌其偈，令人有遠離塵世之感。此
作特色是字距寬舒，布白清朗。當朝以疏朗見長的董其昌，一般皆認為效法五代楊凝式，據文獻紀
載，董其昌於萬曆十六年（1588）和憨山德清曾於龍華寺為「禪悅之會」 21  ，董其昌提倡以「淡」為
主的書風，其章法行氣明顯受到憨山德清的影響。

 〈法性寺菩提樹詩〉（圖二）內文為：「道種來西竺，雲根植上方。果成從釋梵，花發自梁唐；
葉覆慈雲密，枝垂法語香。歸依聊敬仰，五熱頓清涼。」前半段表達了法性寺的源流，佛法的傳佈也
在此地開花結果；後半段指出菩提樹下說法而開枝散葉，整首詩娓娓道來，如置身於法性寺菩提樹
下，受到法雲的庇蔭，清涼解脫自在。

圖一、憨山德清〈六言偈〉， 
取自《明清近代高僧書法展》， 

144×40公分，何創時基金會藏。

圖二、憨山德清〈法性寺菩提樹詩〉， 
取自《東方藝術》，2006年第4期， 
無尺寸資料，廣東省博物館藏。

圖三、憨山德清〈苦心放眼五言聯〉， 
取自《東方藝術》，2006年第4期， 
無尺寸資料，廣東省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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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性寺菩提樹詩〉用筆凝重、稚拙、圓融，顯出其深邃的思想和清高、正直的性格，潛意識中
悟透人生，情感淡定的顯露；間架寬和、平正，字勢溫和雍容，表露出為人謙和，質樸純真的童趣和
寬容的處事胸懷；整齊停勻的章法布白，顯現出一片安閒冥默的心境及其宏觀把握事物的能力。

 〈苦心放眼五言聯〉（圖三）已做到由巧返拙，由拙生奇，由奇返樸的境界。趙宧光說：「字無
百日功，非虛語也……又云：三阿僧祇然後成佛。需於此中參透，始知頓漸兩途即是一法。」 22 湯
臨初亦云：「禪學貴悟，詩學亦貴悟，唯書亦然。」 23  他們強調悟性，是積學功深才能超越頓進，
也是對獨創精神和空觀的領悟。如憨山德清〈苦心放眼五言聯〉的內容所示「苦心成白首，放眼看青
山。」書法與佛法都需經過漸修與頓悟的過程，是漸、頓反覆循環的歷程，由此才能達到心性的超脫
和覺悟。

 書法形象反映出陰陽和萬物變化與絢麗多姿的特徵，但如何創造書法之妙，虞世南《筆髓論》云：

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有態
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且如鑄銅為鏡，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非毫端
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
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苟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 24  。

 虞世南強調書法創作時的「神遇」與「心悟」，「神遇」賴於突發性的靈感，不是有意識地追求
所能達到的，而「心悟」是透過文字本身的形象、態勢、意趣而悟出書法藝術表現自然萬物之美的藝
術本質，到了「神應思徹」的境界就可達到自由創作的「化境」。雖書在妙悟，但不否認學習的重要
和手的靈巧作用，習法與學書者應妙悟其中至理。

三、表現看清世事的立場

 對於經書的書寫，憨山德清非常重視，曾說：「至於書寫經典。乃六種法師之一」 25 ，但書經
的心態則強調在一心不亂，他說：「則書經之行。妙在一心不亂。」 26  佛禪與書法皆本源於心，如《楞
嚴經》中所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圓含裹十方。 27  」［漢］揚雄《法言．
問神》提出：「書，心畫也。 28  」憨山德清在〈示惺初元禪人書經〉一文中說：

每於書寫之中，不拘字之點畫，大小長短，但下一筆，則念佛一聲。如是點點畫畫，心
光流溢，念念不斷不忘，不錯不落，久之不在書與不書，乃至夢寐之中，總成一片。由
是一切境界，動亂喧擾，其心湛然得一切境界。自在無礙解脫門，乃至一切見聞，無非
真經現前，以此證之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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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憨山德清提倡以抄經來幫助自心超脫情識的影響，達到「動亂喧擾，其心湛然」的寂照境界，而
達到此境界的關鍵在於一念之間，他說：「以如是經，海墨積書而不盡；以如是行，日用現前而有餘。
只在當人一念回光返照之力耳。 30  」只有通過當下的一念回照，才能開顯眾人本有的自性，以此達
到寂照之禪境，並運用於書法之中，以成就書法境界之究竟。當書法的創作處於禪定的無意識中，其
筆端所流露的便是生命的本源狀態，由身心至虛空大地實現自我的認識與精神解脫。

 形容詩中玲瓏剔透的境界或畫中留白以寓情寄意，妙在無中，稱之空靈，空靈就意味著捨棄、放
釋外象而求心源，是一種生命意象的抽象之美；沖和淡泊者為沖淡，沖淡並非淡而無味，而是沖而不
薄，淡而有味，所謂「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 31  書家以手寫心，若心靈沖和淡宕，素處
以默，清心自在，下筆自然妙契機微。憨山德清〈行草書卷〉、〈行書住山法語〉就有這種特點。

圖四、憨山德清〈行草書卷〉局部，取自《中國法書全集．明3》，

35×150公分，廣東省博物館藏。

 〈行草書卷〉  32 （圖四）寫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該文為憨山德清重遊故地，回憶往事，惦
念黃先太君，感慨人世之作。「昔年君來此地遊，依然草莽橫荒丘，今日與君再相見，分明樓閣空中
現。萬里流光水月明，與君相對毛骨清，世態翻復如風絮，安能得此山海情。」此卷綿密流動，風姿
英發。此書作中鋒用筆，萬毫齊力，線條神采煥發，可見當時操觚之時，心手雙暢，豪情勃發，一氣
貫之的情景。墨彩動人，縱橫變化發於豪端，奧妙絕倫有不可形容之勢。更具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強
勁態勢，把心中欲表達及抒發的情感融合於書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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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憨山德清〈行書住山法語〉局部，取自「書法空間」，

28.5×164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行書住山法語〉（圖五）此作談及去情解脫之道，如文中所述：「盡大地是寂滅場，唯在學人
肯放下處，便是休歇地耳，又何從他覓哉。古德云：不離真有立處，立處即真，良由自心生滅，一向
循情種種取捨，故頭頭障礙。」 33  此件書法在瀟灑地揮動中能含蓄收斂，筆力上，氣勢貫通，氣與
力貫注到指尖筆毫。筆勢上，欹側取勢，時而如勁弩筋節，時而如千里陣雲。結構佈局上，字體大小
錯落相間，自然流露。墨色上，乾、濕、潤、燥變化多端，酣暢淋漓。

 陸機《文賦》云：「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34  ，說明季節的變化會觸動人的情感而引
發悲、喜不同的感受。劉勰說：「物色之動，心亦搖焉」 35 ，春天悅豫、夏天鬱陶、秋天陰沉、冬
天矜肅，使得藝術和審美表現出「情以物遷，慈以情發」「物色相召」 36  。從審美主體來說：「寫
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採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37  在藝術的審美過程中，既是觸景生情，又
是緣情觀物。隨物宛轉而情生，與心徘徊而物現，情景交融，心物合一。憨山德清以「心」為主體融
攝了禪教、禪淨、儒釋道等，具有中國傳統「天人合一」思想的痕跡，也是融合佛學、哲學和書法的
宗教家。

四、體現得悟本心的境界

 自然者非人工雕飾而渾然天成，典雅則高雅而不鄙俗。劉熙載《書概》：「書當造乎自然」 38  即
是以自然為師，從萬事萬物來關照本心並融入書法創作是為禪悟，其書即可達到不凡的境界。郝經
說：「澹然無欲，翛然無存，心手相忘，縱意所如，不知書之為我，我之為書，悠然而化然，以技入
於道。凡有所書，神妙不測，盡為自然造化，不復有筆墨，神在意存而已。」 39  、「心不知手，手
不知心」 40  ，真正的「悟」乃是心手相忘，無我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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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晉時期是中國書法藝術的自覺階段，中國書法在宗晉師王的理想和追求中奮發前進，「書不入
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 41  此時已確立了美學思想的基本規律與原則，譬如王羲之
的「意在筆前」 42 、王僧虔的「心手相忘」、「神采為上」 43  等；而後書法藝術在唐代達到成熟，
以「道合自然」、「書為心畫」的本體觀縱橫交錯地把書法創作、鑒賞、學習、承繼、發展、成家構
築完成。

 憨山德清自述其書法淵源：「余平生愛書晉唐諸帖，或雅事之，宋之四家，猶未經思。及被放海
外，每想東坡居儋耳時，桄榔葊中風味，不覺書法近之。」 44  憨山德清的書法，考其淵源，精學於
晉唐諸家，從墨跡中可窺得王羲之、智永等晉人風流，兼具歐陽詢、虞世南等唐人法度。後因遣戌廣
東，思憶蘇軾當年貶謫黃州及身處海南荒島之情境，反思自己中年人生挫折，內心悟道精進，而有自
在達觀的境界，遂有宋人的尚意之風，並漸漸形成個人風格。

 在〈書法鈎玄冊〉 45 （圖六）一文中，憨山德清認為善書者如逢蒙之射、師文之琴、匠石之斤、
輪扁之斫，當其技、藝、人與道達到無間的境界，此所謂「以道而近乎技耶」，他說：

書雖小道，其理至焉。故古之善此者，亦揭出兩間，與天地參，非其至乎？且世稱技
者，率視以賤，及其至也，如逢蒙之射、師文之琴、匠石之斤、輪扁之斲，與夫百氏之
精者，咸妙不自測。所謂得于心而應于手，有不期而會者，是有聞焉，豈徒然哉？（見
〈書法鈎玄冊〉）

圖六、憨山德清〈書法鈎玄冊〉局部，《中國法書全集．明3》，

14.8x23公分，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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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與道達到心手相應，妙不可測，則如書寫過程中「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
矩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 46  ，又說：

意在筆先，神從思注，謹細戒粗，纖微不苟，目無遺視，心無異緣，不以得失干其懷，
不以勝負撓其慮，逍遙乎几席，遊刃乎太虛，天地之大，不移於一毫；萬物之多，不易
於芒芴。唯此之觀，曾無出其右者書之，取是亦近矣。豈非以道而近乎技耶。（〈書法
鈎玄冊〉）

 孫過庭《書譜》亦言：「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
不見全牛。」其技已合於道，達到純真的地步，此時如宗白華所言：「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
極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動靜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 47  」

 憨山德清認為書法的妙用並不執著於書法技巧本身，也不在臨書的相似，他說：

書法之妙，實未易言。古來臨書者多，皆非究竟語。獨余有云：如雁度長空，影沈秋水。
此若禪家所說，徹底掀翻一句也。學者於此透得，可參書法上乘 48  。

 因此對於憨山德清來說，書法的好壞不在於是否能臨摹出前人的作品，而在於是否達到空有不二
的寂照境界。如果只以臨摹水準來判斷，「古來臨書者多，皆非究竟語。」而真正有水準的書法是需
要超越情識、意識的意境，憨山德清認為書法不應停留在情、意的範圍，而應是自性的本然流露。又
言：「予知醒眼觀之，如寒空鳥跡、秋水魚蹤，若以文字語言求之，則瞖目空華，終不免為夢中說夢
也。  49  」因此單從文字、書法上觀習，終不免落入「雁度長空」、「瞖目空華」的生滅法，必須要從
內心出發，基於文字向上一參，體悟禪境。

 「妙悟」的出現，往往伴隨著某種機緣，禪家如此，書家亦如此，如因悟而修的「解悟」和因修
而悟的「證悟」。「解悟」有如石中取火，擊石冒火後須承之以艾，繼之以油，方能火苗延續；而「證
悟」則經過長期的修煉，悟後仍需繼之以躬行力學，禪家和書家的漸修或頓悟都有賴於平時的磨練和
累積，只有日積月累的辛勤努力，才能在創作時從容不迫、直抒胸臆，「翰墨之妙，通於神明，故必
績學累功，心手相忘；當其揮運之際，自有成書於胸中，乃能精神融會，悉寓於書。  50  」是「解悟」
及「證悟」的最好說明。

 〈書法鈎玄冊〉，現藏於上海博物館，寫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韶陽芙蓉江上。主要由前半部
書法文論和後半部信札所組成，其後附郭廷翎〈憨山大師清公小傳〉及大照、狄平子題記。此冊內容
的前半部以講述作書前和作書過程的心態，用聯想直接表達美感，比擬生動傳神，富於禪理：

書須明窗淨几，境與心合，精神瑩聚，而後從事，未即之先旨，使外累盡祛，胸次悠
然，如長空皎月，而臨巨浸，澄渟淵暎，萬象隱隱虛含，其照然安以定之。（〈書法鈎
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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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時的環境和精神狀態是影響作品成功與否的重大因素，孫過庭說：「若五乖同萃，思遏手
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  51  」書寫時，若「心與境合」、「胸次悠然」，身心處於清淨愉悅之態，
則下筆有如神助。憨山德清說：

徐以動之，臨帋之思，飄若雁度長空，影沉秋水，排布之方，如大將登壇，指揮在目。
操觚之狀，若羿之拈矢；運動之勢，若力士屈信；結構之規，若工輸之墨；疾徐之度，
若齊人之輪，縱橫點畫，不矜不恃；周廻宛轉，不緩不急。（〈書法鈎玄冊〉）

 「其解脫意境之創造，乃由心性的自由中開展而出，並時時與虛空、湛海、寒潭、明月、冰
雪、水中月、鏡中花等大自然空曠明淨的象徵相映，使得心性的寬闊明晰特質有著具體被感知、被想
像的意象。 52 」藉由意象的隱喻，體驗到一切法的空性而回歸真心虛空，表達心對境的感知，是禪
者對空境無我的參透頓悟，是心能轉境而不為境轉的行履過程。

 在此冊後半部有〈三界夢宅四生夢札〉（圖七），其書較〈書法鈎玄冊〉豪邁，書法特別強調橫
畫左右伸展，捺畫向右下角延長，開合誇張，如船夫撐槳，字形趨扁；又喜向下拉長最後一筆懸針
豎，呈現開朗舒展之勢；用筆方圓兼備，中宮緊密，間架開闊穩健，整體觀之神采飛動，姿態橫生，
得自然之妙。

圖七、憨山德清〈三界夢宅四生夢札〉局部，取自《中國法書全集．明3》，

14.8×23公分，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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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憨山德清在〈六詠詩卷〉（圖八）中，將深玄的佛理以淺俗的文字喻出，如〈詠心〉詩：

金翅鳥命終，骨肉盡銷散。唯有心不化，圓明光燦爛。龍王取為珠，照破諸黑暗。輪轉
得如意，能救一切難，如何在人中，日用而不見 53  。

 憨山德清提出「詩乃真禪」的主張，在〈雜說〉中記載：「昔人論詩，皆以禪比之，殊不知詩乃
真禪也  54  。」揭示了詩禪一如的審美境界，也是「詩乃真禪」的真諦。這首詩重點是以珠隱喻真如佛
性，世間凡俗之人皆懷摩尼寶珠（真如佛性）而不自知，辛苦流於六道輪迴之中，真是可惜可嘆啊！

圖八、憨山德清〈六詠詩卷〉局部，取自《中國書法全集60》，

無尺寸資料，北京故宮博物館藏。

 憨山德清在〈六詠詩跋〉中說：「佛法宗旨之要，不出一心，由迷此心，而有無常苦，以苦本無
常，則性自空，空則我本無我，無我則誰當生死者，此一大藏經。」 55 在此明白地講述了六詩的關
聯，強調不離一心，若迷此心，則有生死無常之苦，只有超脫迷悟，而達真空境界，才是正知正覺的
佛法。此件書法書寫自然，純心任運，頗得晉人「蕭散簡遠」之風神。

 玄覺禪師所作《永嘉證道歌》是一首樂府體的詩歌，長達一千八百餘字，文筆斐然，文思敏捷，
以證道的境界來闡釋佛理的奧妙，是禪宗文學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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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重頓悟，探求頓悟真如本性，是一本性的頓悟，所以《永嘉證道歌》開頭即說：「君不見，
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56  去除世間的一切俗學，
不作有為的修持，因而能不迷惑外在的形式，即當下自證本性。由「無為」進而體驗本種之空無實
性，是修證的主要目的。「一性圓通一切法，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
攝。 57  」以真如來關照萬物，達到全體大用的境界，此境界即自性圓通，即心即佛。

 憨山德清〈行書永嘉證道歌〉（見圖九）作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是其六十四歲作品，在書
法風格上相類於王羲之的《集字聖教序》，然取勢用筆頗具自我特色，與明末書家連綿不斷的行草表
現迥然有別。胡傳海說：「靜穆而不乏靈動，端穩而不乏妍美。字字獨立以倚側引勢，以大小錯落取
得變化，以粗細輕重顯現節奏。舒展處盡展其勢，內斂處不乏其韻。 58  」全篇章法有字重以醒目，
字輕顯靈動，款款書來極為自然，如一股清泉從山間緩緩而下，帶有溫潤平和之氣，讀來如行雲流
水，既富古意又有時趣。

圖九、憨山德清〈行書永嘉證道歌〉局部，取自《書法字帖》，私人藏。

 萬曆三十七年（1609）憨山德清因計畫修建曹溪南華寺大雄寶殿得罪原有封建莊園主式僧人的經
濟利益，南華寺許多僧人對憨山德清的行為提出質疑，聚眾鼓噪，憨山德清形容當時的情形為「亂如
叛民」 59  。憨山德清在騷亂中念誦《金剛經》，並悟得以前種種作為都太執著於表相，對重建南華
寺禪宗祖庭也是幻夢一場，了無所得，因而撰解《金剛經決疑》一書，寫成之時，躁亂也寂靜了。然
而，風波未定，幾個不法僧人捏造幾條罪狀，向南韶道提出訴訟，憨山德清奉命住在芙蓉江的船上候
審，誰知此案擱置兩年，憨山德清於芙蓉江上進退不得，盤纏用盡，惡疾纏身，可說是憨山德清最困
苦的時期。〈行書永嘉證道歌〉和〈書法鈎玄冊〉二件遺世重要書法作品即創作於此時期，〈書法鈎
玄冊〉落款處有「萬曆三十八（1610）年七月十有四日，常干沙門德清書於韶陽芙蓉江上一葉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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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永嘉證道歌〉款識為「萬曆辛亥（1611）九月望日憨山老人書于湞陽舟中」 60  可茲為證。強韌的
生命力總是在能最困頓與無助時發揮出來，蘇軾在黃州時期寫下書史上第三行書〈黃州寒食詩帖〉及
文學上的曠世名作〈前赤壁賦〉，憨山德清也在此困苦時期奠定了具有個人特色自然典雅的中和型書
法風格。

 禪宗藉由自然萬物的空化和心化，產生一種空靈、微妙又精緻的審美觀，青原惟信禪師言：「老
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
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 61  初見的山水是客觀實體，恆常所在，
觀者本身並未自覺，是粗淺表面的認知，憨山德清早期的質樸率真型書法具有這樣的特質，表現出純
真本性，不假修飾，一任本心，如「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62 ，是初期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的
階段，也是初期習法觀看性空的心境。而後經參禪修證後，表象已非實體，實像山水無時無刻在幻
化，非花非霧，此時進入心觀、執空之境，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63  ，這時的書法也精進而以
空靈沖淡為主，表現看清世事的立場。最後了悟空性，剎那頓悟，寓永恆於當下，自在解脫，見山只
是山，見水只是水，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64  ，有自然典雅、圓融中和之妙，體現得悟本心的
境界。

五、結語

 憨山德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理念，倡導禪教合一、性相一致、禪淨雙修及三教一源，
承續人間佛教的理想，成為晚明佛教復興運動的中堅人物。其宗奉以「心」為主的文藝觀，遊藝於晉
唐的風韻法度，孜孜不倦而能從容自在，藉由妙悟使技進於道，促使在書法理念和實踐上大有可觀，
成為晚明時期善書高僧的翹楚。

 憨山德清善行草，書法作品風貌件件不同。行書含蓄凝鍊、秀潤中和，平淡中透露出溫婉雅致的
風韻；草書飄逸灑脫、奔放恢宏，靈動中顯現出自然天成的氣勢。憨山德清的書法點畫秀逸淡雅，結
構端莊正直，章法疏朗空靈，墨色溫潤自然，源頭即在高深的禪學修養和淵博的學識，其富有禪意的
書法凝結天地間的靈氣，是可珍可寶的文化遺產。

 總之，憨山德清的書法具中和之象，且內容富有禪意，其書法理念有探賾索隱之思與精妙義理之
論。在僧人書法中獨樹一幟，深具審美價值，憨山德清飽讀儒、釋、道各家經典，卻不著迷於功名利
祿，入則注經寫書，出則為佛事奔波，其書法中透露出達觀的生命意蘊及自然圓融的精神氣息，在書
法內容中顯現出對生命的關懷，解脫往生極樂淨土的智慧，其人其書足為世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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