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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语》与《圣经》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基，过去我们只关注两种文化的差异性，文章通过道德教育这一 

平台寻求两书的共同之处。在道德教育内容、道德教育目的、道德实践、道德依归、道德情感、道德教育对象、道德典范等方面对《论 

语》和《圣经》若干的相似之处并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种古老文明最初都有着共同的道德观念，这正是我们现代人应当努力从先辈继 

承的宝贵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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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最深之根基，而西方文化的一个重 

要的源头则为希伯来文化。前者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为《论语》， 

后者则是《圣经》旧约部分。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建立起完善 

的道德体系，但是仁从何来?儒家认为上承于天，如孔子认为自 

己“五十知天命”，朱熹在所注《大学》里面说：“大(读 tai)甲日： 

‘顾提天之明命。”’。无独有偶，《圣经》作者认为人受造于 

天——也就是上帝，圣经中所有的道德基础也都来自于上帝。 

在人类道德建立的初期均对“天”有着共同的畏惧和认同，所以 

自然有基于“天”而来的共同的道德契约，也正因为此，我们发现 

代表中国文化根基的《论语》与代表西方文化根基的《圣经》有 

很多契合之处，虽然今天中西信仰差距悬殊，但在人类文明源 

初，对天的敬畏、寻求永恒的渴望，是人类童年期所共有的表现。 

今天当我们一再强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时，也不应该过于片 

面的认为只有中国才有这些美德。正如李光耀在《东西方文化 

与现代化》所示，所有的文化都尊重廉耻、诚实、善行和其他美 

德。 

李泽厚在他的《论语今读》中对圣经和论语有一些比较，但 

是他自己在《论语 ·为政》的“记”中说：“《论语》其实可与《新 

约》相比较，或同或异，或同异参半，其意义何在，大可研究，可惜 

本读尚无力作此工作。”笔者受此启发，又鉴于学人对此研究不 

多，再此拟通过道德教育这一平台来思考两书的共同之处。 

_-
、道德教育内容 

东西方道德内容的根源，可能追溯到论语和圣经并不算很 

晚。圣经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而论语则根深蒂固在每个中国 

人的心中，我们发现论语和圣经中涉及的道德 内容有诸多相似 

之处。 

1．诚实。《论语 ·为政》子日：“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 

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与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中说“你们 

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两书在强调人不说虚伪的话，做诚实的 

人上是非常相似的。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解读《论语 ·为 

政》时也觉得两书相似的地方颇多。 

2．守信。《论语 ·为政》子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 

车无鞔，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看孔夫子这句话，我们发现 

今天我们失落了老祖宗的“诚信”美德。圣经中常常强调要远离 

虚假、禁止说慌的口，西人在诚信上一直恪守这些教导。正如康 

德将“不说慌”作为普遍道德律一样，守信任大概是任何社会群 

体都必然要求个体遵行的普遍礼俗和道德法规。⋯ 

3．仁爱。《论语 ·为政》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 

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我们若只是给父母 

金钱、豪宅、美味，但是不爱他们，仍然不是孝敬!就如同保罗在 

《新约 ·哥林多前书》中阐明的“爱的真谛”(“我若将所有的周 

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讲的都 

不只是一个爱的礼节，而重要的是爱的实质。《论语 ·八佾》子 

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两书都强调了真正 

的仁爱是从心里发出的，而不单单是行为“秀”，或者只是无奈的 

遵守社会契约。 

4．忠恕。《论语 ·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这是最有名的圣 

经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两书在此达到了高度 

的统一。 

5．交友。《论语 ·李氏》孔子日：“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 

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在讲到 

交友时，《圣经 ·箴言书》也谈到“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 

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两书对交友的价值取向拥 

有着共通的智慧。朋友能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也能成就一个人的 
一 生，慎交朋友成了人活在世的一个重点话题。 

6．孝。《论语》中孔子论孝的地方很多，如：“孟懿子问孝，子 

日“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日“父母唯其疾之忧。”等等。但是如 

果以此来认为西方是很不注重孝道的，则未免眼界太过于狭隘。 

其实孝敬父母是每个民族都有的美德，圣经《十诫》可谓律法中 

的经典，前四诫都是讲论人和神的关系，而从第五诫开始讲人际 

关系，十诫的第一条人际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这是第一 

条带应许的诫命，意味着这样做的人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可见这 

条诫命的重要性。这种孝敬同时也演化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的境界：“在白发的人面前 ，你要站起来 ，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 

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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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伦理次序。《圣经》中是非常强调次序长幼，上下级关系， 

认为伦理次序不是不平等，而是使凡事都有秩序。《论语》更是 

注重伦理次序，《论语 ·颜渊》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日：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与《圣经 ·哥林多前 

书》14：40：“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圣徒保罗也教导 

提摩太要尊重在上掌权的，尊重父母等等。-4 但不同的是，圣经 

也给妇女极高的地位“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 

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 

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圣经中特别把 

女性和男性看作同样重要的经文还有很多，只是同样重要并不 

代表着没有次序。 

另外，《论语 ·为政》或谓孔子日：“子奚不为政?”子日：“书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齐家，才能治国!这与《圣经 ·提摩太前书》“人若不知道管理自 

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极其相似，事实上在圣经中提到 

的神的教会，也有国家的意思!总体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不 

管好小的家，就不能管好大的家。不只在伦理次序上相同，在处 

世原则上也禀呈一致的作风。 

8．中庸。《论语 ·雍也》子日：“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 

民鲜久矣。”我们一贯觉得西方文化是锐意进取的，甚至在十字 

军东征时，已经到了血腥暴力的偏激程度；但圣经原文中，在教 

人处事上中庸思想也非常深刻!中庸是东西方都极其注重的大 

智慧。《罗马书》“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 

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 

中道。不偏不倚!”然后就在12章后面讲了具体应该怎样行(爱 

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 

睦等等 )，这些行事的原则颇有论语中的温情气质。 

二、道德教育目的 

道德教育在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道德教育必然有 

其目的，两书在目的上是否也有相似之处，我们不妨举例来看一 

下，以管中窥豹而求可见一斑。 

1．君子不器。儒家道德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君子， 

但是君子的概念是什么呢?《论语 ·为政》子日：“君子不器。” 

《圣经 ·以弗所书》中谈到人都是上帝的作品，而不是一个器具! 

而君子不器最原始的层面是君子不单单是像一件器具，引申开 

来则是说君子不能仅凭一才一艺之长，沦为知识的工具。所以 

可见，君子首先自己就是一个在学问和知识背后，坦荡荡地生活 

在天地间的让人看了就觉得悦目的生命存在。只有基于人之为 

人的本身，只有摆脱了知识的束缚而以德为本。君子才真正具有 

了儒家文化中核心的个体意义，此处也与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 

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相契合。只有丰盛的生命才能理解 

人之为人的尊严。 

2．君子进而治理国家。既然教育可以培养出“君子”，那么 

“君子进而治理国家”是自然的事情。《论语 ·为政》子日：“多 

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 

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从孔子这段话，可以看出“学而优则 

仕”的痕迹，更何况儒家承担的现世的任务就是德化天下，所以 

君子要齐家，要治国，要平天下。但其实更高的境界不是学为了 

“仕”，而是“古之学者为 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能也。” 

专心学习的自然结果就是能够“仕”，故“学也，禄在其中矣。”自 

由在你自己，你想“仕”就“仕”，不想“仕”就不“仕”。而治国平 

天下最根本的基础是通过格物致知来修身，如果身不能修，一切 

皆为空谈。《圣经》中也有同样的道理，保罗说的看万事如粪土， 

“已经得了秘诀，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这道理的基础就是 

他首先要找到做人的真理，这也是所有“学”的最为根本的目的。 

所以他能做到，执著地去享受从事这件事情本身带来的快乐满 

足，不是先去问从事这件事情能不能让我升官发财；这与“学而 

实习之，不亦乐乎”极其相似。今天我们在大谈，为什么中国教 

育不能培养诺贝尔奖的人才，大概就是少了外国人这种为真理 

和兴趣而学问的精神，太追求成功和“仕”了，事实上忘掉了在孔 

子那里学习的乐趣 ! 

而作为当代处身于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中的中国的青年学 

生，则是“秋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立人才是关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以学问首先应以做 

人和追求真理为核心，如果一个国家到处是君子，那么整天担忧 

国家不发展的人可以算是杞人忧天了。这个智慧在《论语》和 

《圣经》中都可看出，国家进步的首要是立人。 

三、道德实践 

孔子主张以“礼”为道德规范，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凡 

符合礼的道德行为，都要以仁为精神指导，而孔子又是很强调道 

德的实践，由此中国儒家自孔子始便具有可贵的知行合一的传 

统。我们现在仍然习惯于把嘴上标榜高尚的道德，背后却行龌 

龊事的人称为“伪君子”，这与圣经中所说的“法利赛”人同意。 

正因为伪君子这里知行分裂，所以国人历来讲究“听其言，观其 

行”，还有孔子说要求的“言必信，行必果”，都是强调既要有道德 

准则，又必须身体力行实践道德。 

1．道德行为是“真道德”的自然表现：《论语 ·学而》子夏 

日：“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 

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为政子贡问君子。子日：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一处强调身体力行才是真知识。《圣经 
· 雅各书》中也提到：人要借着他的行为才能让人看到他有真知 

识。 光光是头脑里对道德知识的认同是不够的，两书都非常强 

调真知的实践性。而有善行未必心中有善，心中有善则必然导 

致善行。两者统一起来，才是真道德的表现。 

2．道德长进注重内省：儒家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向内用 

力为前提，由此产生君子慎独和君子求诸己的思想。孔子尚且 

每日三省其身，又如《论语 ·里仁》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 

内自省也。”同样，圣经中也没有忽略内省“只要存心谦卑，各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 

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9 两者都是 

强调要不住的内省，改变自己不美好的想法以使 自己的行为更 

完善。 

3．重行动少言语的务实精神：《论语 ·里仁》子日：“君子欲 

讷於言而敏於行。”“巧言令色，鲜以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 

不必有德。”(这里不必是未必的意思)圣经在箴言中一再强调多 

言多语难免有过。《约翰一书》4：20中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 

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 

看见的神。”这是两书都看重不要讲空话，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在 

行动中见品格的精神。 

四、道德依归 

道德行为必然有所依归，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很难终身 

行善。中国古代的性善性恶论之争的意义也在于此，表面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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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无论性善还是性恶，都为道德的存 

在寻找最初的依据。前者为了抵御外来之恶，后者为了约束先 

天之恶。那么东西方在道德的监督上，最终的依据是什么呢? 

通过对《论语》与《圣经》的比较，我们发现道德依归，都是来源 

于对天的敬畏。但不同的是圣经中的天是人格化的上帝。而论 

语中的天，更多的是难以捉摸的“道”。 

“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孔子普遍认为的态度。在圣经的旧约 

时代，以色列人就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中，对神的敬畏，使他们必 

须时常献祭 ，唯恐得罪神，不敢与天有任何亲近。对于以色列 

人，他们的好行为是源于他们对这位上帝的敬畏。而对于中国 

人呢?《论语 ·八佾》子日：“获罪於天，无所祷也。”李泽厚认为 

这里的“天”不同于基督教的人格化的上帝，但是，从字面上的意 

义，可以看出“我的行为得罪了天，我就没有办法祈祷了。”而且 

孔子生病，不但子路为他祈祷，而孔子也说“吾祷之久矣。”正是 

因为对天的敬畏，所以人们不敢轻举妄动，“天”是所有伦理道德 

在我们不断追问下的终极依据 。如果没有“天”作最后的依据 ， 

道德的善就很难持续，所以中国人说“天地良心”。 

《论语 ·李氏》孔子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同 

时，“敬畏”一词是圣经中多次提到的。一个人道德的最高水平 

是“慎独”，对于基督教国家来讲 ，他们的慎独是建立在“以马内 

利”(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基础上 ，虽然没有人看到你在做什 

么，但始终有上帝的眼睛注视着你。而中国人则知道“道”是“不 

可须臾离也”，即从孔子那里就有“道不远人”的思想 ，于是君子 

才能做到慎独，总之无论两者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提到多少道德 

内容和道德教育的目标，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让这个道德要 

有所依归。严格意义上说，没有依归的道德是没有根基的，人很 

难实现彻底的自我约束，因为没有依归的道德背后必然是虚无 

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深渊。 

五、道德情感 

1．喜乐观。论语和圣经都不否认人生有很多苦难，但却可 

以苦中作乐，苦中有喜乐。如此的喜乐观方能带给人生活的勇 

气和对真理的探求，才可以从容面对苦难。如《论语 ·述而》“子 

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还比如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 回： 
“

一 箪食一瓢饮，深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圣经 
· 传道书》一直在讲述人生的苦难虚空，但是到 1 1章里，仍然提 

到“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 

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 

事，神必审问你。”这种共 同的苦中有乐正是因为对于真理的坚 

信，对于人生的美好希望。 

2．不自满和盲目乐观。《论语 ·里仁》子日：“我未见好仁 

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 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尽有之矣，我未见也。”这段话对人的德行，人的道德处境描写得 

很是微妙，孔子清楚表示自己是没有见过真正的仁者。就如《圣 

经 ·传道书》7：20“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 

两者共同的基础就是认同人很难达到完美，承认人有各种先天 

而来的缺陷，在儒家那里是恶，在圣经里则表示为罪，而恶和罪 

又是最亲近的姻亲，恶必然会导致罪。正因为人性的弱点和后 

天的环境使然，人不应该盲目乐观的看待自身。 

3．君子心态的平衡。对于修身来说，《论语 ·颜渊》子日： 

“君子不忧不惧。”日：“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日：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 

的，是保全性命。”Do]所以圣经中的义人都对 自身生存状态有 

“平安”的认同。良心无愧，心中没有什么惧怕，坦荡荡的情怀表 

现在坦荡荡的生活上。《论语》和《圣经》中心态的平衡是有共 

同的特点的，那就是依靠真理和做人之本质，中国人历来讲究顺 

天而行，尽力而为，不成则是天意。所以孔子说“不怨天，不尤 

人”，而圣经中的义人就是靠信仰上帝，靠耶稣所说的话去做，至 

于是否成败也是放在上帝的手中。 

六、道德教育对象 

子日：“有教无类”的思想与圣经中的“人人都是神的作 

品”，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的思想 

是非常相像的。 

虽然是人人都可教育，但两书也都认同教育对象的品级不 

同。《论语 ·雍也》子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语上也。”而且，孔子心 中存有可与言之人和不可与言之人 

的分别：“可与言之而不言，失人，不可与言而言之，则失言。”比 

如颜回这样的人作学生的话孔子自然欢喜，而碰上个朽木不可 

雕的学生，孔子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而且孔子要求学生还要 

做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可见孔子对教育的对象要求还是很 

高的。而在德化百姓方面，孔子更是干脆了：“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这个和信仰方面很相似，那就是不必再问为什么了，去 

信然后去做就足够了。《马太福音》中关于好土的比喻，认为真 

理就像种子一样落在好土里就结实百倍，落在充满荆棘的坏土 

里，就收获不到什么东西。好土、浅土、荆棘土地就是指人的心 

而言，这三种土质地正好对应 了孔子的性三品把人的心智区分 

开来!承认人人都可教，但至于会出什么果子，还是要看种子种 

在什么地上，知识落在什么人的脑子中。 

七、道德教育的典范 

论语和圣经中都树立了一些模范性的人物，他们有着君子 

的特征，有着高尚的道德生活，是值得后人仿效的榜样。 

《论语 ·泰伯》子日：“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 

焉。”孔子的意思是舜禹自己并未把天下看得很重，他们只是尽 

职的做好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竟然得到了天下!这跟《马可福 

音》8：34—36“于是耶稣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 

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 

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的 

精义是很相同的。而旧约中大卫为王的经历就是这样，没有急 

功近利要作皇帝，反而就得到王位。这本身就和儒家的“内圣外 

王”之道不谋而合。 

《论语 ·泰伯》子日：“禹吾无问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 

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禹吾无间然 

矣。”耶稣活在世上可谓菲饮食、恶衣服，但却得了天下，在临死 

前为门徒洗脚，都是强调一种仆人精神!耶稣说：“只是在你们 

中间，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 

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 

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IU这种服侍人 

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一直强调的，所以我们说领袖是公仆，正在 

于领袖是要做众人的仆人!孔子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 

敢不正?”王者要在各方面做众人的榜样，保罗也这样劝勉领导 

人：“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 

样。’’ ‘ 

八、小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14 兰 州 学 刊 总第169期 

两种古老的文明最初都有着共同的道德观念，两种经典文 

化表面上相合的地方很多，追究原因可能要看成书的背景了。 

孔子的生平年代是公元前 551一前476年，而公元前200到300 

多年左右，旧约圣经全卷基本形成(这是最保守的数字)，很多经 

卷在公元前 1000多年就写成了。 1 有趣的是，在孔子的时代，周 

朝王室衰微，诸侯兴起而战乱频生，这也正值耶路撒冷失陷，以 

色列民族的诸先知在各个城市流泪规劝人悔改之时。春秋以来 

的华夏神州“大道既隐”，孔子鉴于“无道”已成事实，正如《诗 

经》所言“行麦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 

何求”，便“倡德”以行拯救，大有奔走相告的先知气势。孔子觉 

得“文王既没，其文在兹”，于是周游于列国，倡导回复先祖之礼， 

与《耶利米哀歌》中的哭泣有巨大相似之处，他们都为百姓沉沦 

的道德心急如焚。以色列诸先知提倡德行，回归到当年祖宗遗 

传下来的真理中，而孔子也提倡德化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 

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对于祖先的态度方面孔子说“浩浩 

然。吾从周”。 

这可能是为什么两书在道德内容上有非常相似之处。共同 

的时代背景和人性对于至仁至善的渴求造就了共同的道德反 

思 。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有一些貌似的地方，也会有差异， 

比如孔子的“孝”和《圣经》的“孝”在内涵上是一样的吗?都是 

孝敬父母，在孝的行为规范上，实践上一样吗?他们所面对的问 

题一样吗?这还需要仔细辨析。而更大的差异在于两者背后关 

于天的观念。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放弃对两种文化的仔细审 

视和认真清理，不管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好， 

还是李泽厚提出的“西学为体”也罢，对于前人对中西文化的思 

考，在中西联系 日益密切的今天，继承和继续这样意义的思考和 

实践仍然是我们刻不容缓的责任。 

在人们的物质欲望日益膨胀，而在精神世界 日趋沦落的今 

天，道德教育更加显出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道德教育一方面 

注重现代化的步伐，使日新月异的中国不至于在文化传承方面 

落后于西方国家，一方面则需要回到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和《圣 

经》的哲学智慧中，从两种文化的源流着手，以开阔的眼界和坦 

荡的胸怀来整合中西道德观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资源，感受 

和学习千年以前的先辈们道德的纯朴和智慧的闪光!真理和至 

仁至善的道德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干涸于遗忘的荒漠之 

中，对于我们，那恰恰是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永恒的坐标，随时 

标志出我们作为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格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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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熙宁八年八月苏轼于潜访晤道潜，实有其事 

论者说《咸淳临安志》所记苏轼于潜访晤道潜一事，是孤证， 

不足信。非也，尚有他证。 

《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五《接待普宁寺记》，成化《杭州府 

志》，戴燧撰。 

《咸淳临安志》卷八十四《接待普宁院》所载戴燧记文中云： 

“昔东坡居士与参寥道人，徜徉西菩群山中，其徒至今以为重，而 

名永长存。” 

因此，学界以秦湛记文中只说苏轼在西菩明智寺寻访辩才 

而不提道潜以否定方志所记的做法可以就此结束了。 

(三)苏轼，道潜初会还在熙宁八年八月于潜相见之前 

《东坡志林》卷二《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叙谪惠时期 

忆及吴越释门旧友十二人，一一写信托人转交，此十二人中为首 

者即为参寥。“妙总师参寥子，予友二十余年矣，世所知其诗文， 

所不知者，盖过于诗文也。独好面折人过失，然人知其无心，如 

虚舟之触物 ，盖未尝有怒者。” 

十二封信末了，落款为“绍圣二年三月二十三 日东坡居士 

书”。 

按，绍圣二年为1095年，东坡自云与参寥交游二十余年，则 

二人初次交往当在 1075年即宋神宗熙宁八年以前。如果二人 

于元丰元年(1078)初会，则至绍圣二年(1095)，尚不足二十年。 

又，自绍圣二年三月上溯整整二十年，即为熙宁八年三月， 

而熙宁八年三月苏轼、道潜二人尚未在于潜西菩山相见，而苏轼 

在绍圣二年三月的信中说“予友二十余年矣”，因此，二人的初会 

要比熙宁八年三月还要早。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提惠洪的《冷斋夜话》了。《冷斋夜 

话》记熙宁四年苏轼赴杭州通判任，途经临平(按《苏轼年谱》， 

在本年十一月)，见道潜《过临平》诗，大为称赏，遂写而刻石，并 

于莅任后相寻于西湖，一见如旧相识。 

学界都认为惠洪所记为伪造、传闻，经过笔者上面这番考 

辨，可知学界误解了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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