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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关于麓山寺建寺年代 � 一说建于西晋泰始四年����� � 二说建于南朝宋泰始四年����� ∀结合5宋书6和5名僧 

传6对5高僧传 # 竺法崇传6进行考辨 � 竺法崇生活在四世纪 � 不会晚至南朝宋 � 竺法崇并非5宋书6中的释法崇 ∀参 

照5名僧传抄6目次 � 5竺法崇传6其余材料均可采信 � 详稽考之 � 竺法崇游湘洲建麓山寺在四世纪初����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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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法崇来湖南建麓山寺被认为是湖南佛教发展 

历史可考之始 ∀麓山寺建寺年代说法主要有二 �传 

统说法认为竺法崇来湘建寺于西晋泰始四年����� ∀ 

其主要依据是梁宝唱的5名僧传抄6卷八上存目5晋 

长沙麓山寺释法崇6 ∀梁慧皎的5高僧传6卷四5晋剡 

葛岘山竺法崇6载 � / 竺法崇 �未详何许人 �, ,尝游 

湘州麓山 � 山精化为天人 �诣崇请戒 �舍所住山以为 

寺 ∀ 0唐李邕撰5麓山寺碑6载 � / 麓山寺者 �晋太始四 

年之所立也 � 有若法崇禅师者 �, ,特为新寺 ∀ 0南宋 

僧人志磐的5佛祖统记6第三十七卷在晋太始系年下 

说 � / 四年 � 沙门竺法崇至湘州 � 麓山庙神 � 请授净戒 � 

舍庙为寺 ∀ 0 二说建于南朝宋泰始四年����� �持此 

说学者认为成书于南朝梁的5名僧传6�文佚�和5高 

僧传6都没有明确记载麓山寺建立的年代 � 最早提出 

的是晚至唐代才出现的5麓山寺碑6 �难以征信 ∀ 另 

据5高僧传竺法崇传6中有竺法崇与孔淳之交游的记 

载 ∀孔淳之 � 5宋书6卷九十三隐逸和5南史6卷七十 

五隐逸上都有传 � 按孔淳之/ 元嘉七年�����卒 � 时年 

五十九0 ≈������� �孔淳之生卒为 ��� � ��� 年 �依此 � 

竺法崇大抵是晋末宋初人 ∀ 此外 � 5法华经6在西晋 

初年还没有译出 � 竺法崇不能于晋泰始四年间研读 

这本书 ∀西晋和南朝宋都有/ 泰始0年号 �可能是引 

起错误的原因 ∀竺法崇是在南朝宋泰始四年����� 

才来湖南建立麓山寺 ≈����� ∀ 这些考证都还有很多 

值得商榷的地方 � 究竟麓山寺建立于何时 � 佛教何时 

传入湖南 � 现存最早的比较可信的是梁慧皎的5高僧 

传6 � 对5晋剡葛岘山竺法崇传6进行精详的考证辨 

析 � 可以发现竺法崇来湘州麓山建寺在四世纪初 

���� ���� ∀ 

5高僧传6成书较早 �是现存仅有的关于汉梁间 

的佛教人物传记总集 �历来被视为可采信的材料 ∀ 

对于该书的成书原则 � 慧皎在卷十四序录里说 � / 逮 

乎及时 �亦继有作者 ∀然或褒赞之下 �过相揄扬 �或 

叙事之中 � 空列辞费 � 求之实理 � 无的可称 ∀ 或复嫌 

以繁广 � 删减其事 � 而抗迹之奇 � 多所遗削 � 谓出家之 

士 � 除国宾土 �不应励然自远 � 高蹈独绝 ∀ 寻辞荣弃 

爱 � 本以异俗为贤 ∀若此而不论 � 竟何所纪 � 尝以暇 

日 � 遍览群作 ∀ 辄搜检杂录数十余家 �及晋 !宋 !齐 ! 

梁春秋书史 � 秦 !赵 !燕 !凉荒朝伪历 � 地理杂篇 � 孤文 

片记 �并博咨古老 �广访先达 �校其有无 �取其同 

异 ∀ 0 ≈������ 可见 �慧皎是不满前人所著的僧人传记 � 

广取博览 � 综合前人有关高僧的传记 � 创造性地加以 

分类和编辑以撰成5高僧传6 ∀慧皎还特别对/ 高僧0 

之名加以阐释 � / 自前代所撰 � 多曰名僧 ∀然名者 � 本 

实之宾也 ∀若实行潜光 � 则高而不名 �寡德适时 �则 

名而不高 ∀名而不高 � 非所本纪 � 高而不名 �则备今 

录 ∀故省名字 �代以高字 ∀ 0 ≈������ 慧皎认为/ 唱公撰 

5名僧6颇多浮沉 � 因遂开例成广 � 著5高僧传6一十四 

卷 ∀ 0 ≈� 慧皎作5高僧传6参考了大量的书籍 �现存有 

关法崇的记载可供慧皎参考书籍主要是5名僧传抄6 

和5宋书6 ∀ 

5名僧传6仅存目录5晋长沙麓山寺释法崇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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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5高僧传6中5晋剡葛岘山竺法崇6比较 �地点和僧 

姓不同 ∀ 5宋书 # 孔淳之传6中有关孔淳之与释法崇 

的交游的记载除姓名外5高僧传 # 竺法崇传6大体上 

与记载无异 � 列举如下 � 

5宋书卷九十三隐逸孔淳之传6 � 

�孔淳之�居会稽剡县 �性好山水 �每有所游 �必 

穷其幽峻 � 或旬日忘归 ∀ 常游山 �遇沙门释法崇 �因 

留共止 �虽停三载 ∀ 法崇叹曰 �/ 缅向人外 �三十年 

矣 � 今乃倾盖于兹 �不觉老之将至也 ∀ 0及淳之反 �不 

告以姓 ∀ ≈������ ∗ ����� 

5高僧传 # 晋剡葛岘山竺法崇6 � 

竺法崇 � 未详何人 ∀少入道以戒节见称 � 加又敏 

而好学 �笃志经记 �而尤长法华一教 ∀ 常游湘州麓 

山 � 山精化为夫人 �诣崇请戒 �舍所住山为寺 �崇居 

之 � 少时 � 化洽湘土 ∀ 

后还剡之葛岘山 �茅庵涧饮 �取欣禅慧 �东瓯学 

者 � 竟往凑焉 ∀与隐士孔淳之相遇 �每盘游极日 �辄 

信宿忘归 �披衿顿契 �自以为得意之交也 ∀ 崇乃叹 

曰 � / 缅向人外 �三十余年 �倾盖于兹 �不觉老之将 

至 ∀ 0后淳之别游 �崇叹曰 � / 浩然之气 �犹在心目 �山 

林之士 � 往而不反 �其若人之谓乎 ∀ 0崇后卒于山中 � 

著5法华义疏6四卷云 ∀ ≈������ 

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比照 � 可以发现如下问题 � 慧 

皎著书是否参阅过5宋书6 !5名僧传6 � 5宋书6 !5名僧 

传6所载的释法崇是不是就是5高僧传6中的竺法崇 � 

竺法崇大体是什么时候人 �究竟何时来湖南麓山建 

寺 ∀ 

一 ! 5高僧传6参考了5宋书65名僧传6 

�一�  5高僧传6成书于5宋书6 !5名僧传6后 

5高僧传6成书于何时 �史籍没有明确记载 ∀ 按 

5高僧传6序录 � 5高僧传6所记载的内容/ 始于汉明帝 

永平十年���� �终于梁天监十八年�����0 � ≈������ 可 

见 � 5高僧传6 最后成书不应早于梁天监十八年 

����� ∀ 

再按5高僧传6末附有王曼颖与慧皎的往来书 

信 � 王曼颖在信中写道 � / 一日蒙示所撰5高僧传6 � 并 

使其掎摭 ∀力寻如见 � 但见伟才 ∀ 0 ≈������ 慧皎在其回 

信中言 � / 一日以所撰5高僧传6 � 意存箴艾 � 而来告累 

纸 � 更加拂拭 ∀ , ,今以所著赞论十科 �重以相简 ∀ 

如有纰缪 �请备斟酌 ∀ 0 ≈������ 5高僧传6成书后 �慧皎 

曾请王曼颖校正 ∀王曼颖回信对5高僧传6盛赞了一 

番 � 并提出了许多修改的意见 ∀ 慧皎回信表示感谢 � 

并再次给王曼颖寄送所著的5高僧传6/ 赞论十科0 � 

此后没有了王曼颖的回书 ∀考王曼颖生卒 � / 太原王 

曼颖卒 � 家贫无以敛 �友人江革往哭之 �其妻儿对革 

号诉 � 革曰 � −建安王当知 �必为营埋. ∀ 言未迄而伟 

使至 � 给其丧 � 事得周济焉 ∀ 0 ≈������ 按5梁书 # 南平王 

伟传6 � / 天监十七年����� �高祖以建安土瘠 �改封 

�萧伟�南平郡王0 ≈������ � 天监十七年 � 建安王萧伟才 

改封为南平郡王 � 由江革所言可知 � 王曼颖卒于天监 

十七年�����以前 ∀ 故王曼颖修改过的5高僧传6约 

成书于 ��� 年以前 ∀ 又慧皎以5名僧传6颇多浮沉 � 

因遂开例成广著5高僧传6 �5高僧传6成书于5名僧 

传6后 ∀ 5名僧传6成书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 � 

因此 � 5高僧传6初稿在 ��� � ��� 年间就已经写出 ∀ 

而附加/ 赞论十科0的撰成应该是王曼颖死左右 �因 

为王曼颖再没有给慧皎有关/ 赞论十科0的回信 ∀ 按 

梁元帝萧绎5金镂子6卷二聚书篇 �张豫章绾经饷书 

如5高僧传6之例是也 ∀ 按张绾于梁大同间���� � 

����作豫章长史 �其所送的5高僧传6 当是慧皎的 

书 ≈������ ∀可见 � 这一时期 �5高僧传6在江南已经流 

传开来 ∀ 5高僧传6中有关人物传记的部分在 ��� � 

��� 年间就已经大体完成 �最后成书在 ��� 年之后 � 

不会晚于 ��� 年 ∀而5宋书6早在齐永明六年����� 

就已经成书 ∀可见 � 5高僧传6成书于5宋书6 !5名僧 

传6后 ∀ 

�二�  慧皎参阅了5宋书65名僧传6 

慧皎为撰5高僧传6 � / 搜检晋 !宋 !齐 !梁春秋书 

史0 ≈������ � 5宋书6早在齐永明六年�����就已经成 

书 � 作为官方钦定的正史 �是慧皎的首选 ∀ 比照5高 

僧传6和5宋书6 � 5宋书 # 天竺传6所载僧人道生 !慧 

琳 !慧严 !慧议 !明慧 !摩诃衍在5高僧传6中都有传 � 

记载无异 ∀可见慧皎著书参考了5宋书6 ∀ 

慧皎不满/ 唱公撰5名僧6颇多浮沉0 �故开例成 

广 � 著5高僧传6 ∀同时 � 5高僧传6也有宝唱的记载 � 

/ 梁初有僧伽婆罗者 �译出5大育王经6 5解脱道论6 

等 � 释宝唱 !袁昙允等笔受 ∀ 0 ≈������ 再比照5高僧传6 

和5名僧传抄6的目录 � 5高僧传6收录了5名僧传6百 

分之八十以上的传主 �对照5名僧传抄6中少数的僧 

人传记 � 5高僧传6的记载与之没有事实上的出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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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5名僧传6是慧皎著5高僧传6的主要参考书 ∀ 

二 ! 竺法崇 !释法崇之辨 

5高僧传6参阅了5宋书6和5名僧传6 �那5高僧 

传6所记载的竺法崇是不是就是5宋书6和5名僧传晋 

长沙麓山寺释法崇6里的释法崇呢 � 笔者认为5高僧 

传6竺法崇与5宋书6释法崇不是同一人 �但与5名僧 

传6释法崇是同一人 ∀ 

�一�  5高僧传6竺法崇非5宋书6释法崇 

� �僧姓/ 竺0与/ 释0的区分 

对于僧姓/ 竺0与/ 释0 �据5高僧传 # 释道安传6 

载 � / 初魏晋沙门 �依师为姓 �故姓各不同 �安以为大 

师之本 � 莫尊释迦 �乃以释命氏 ∀ 后获5增一阿含6 � 

果称四海 � 无复河名 � 四姓为沙门 � 皆称释种 � 既悬与 

经符 � 遂为永式 ∀ 0 ≈����� 对于僧姓氏 � 汤用彤先生有详 

细的考证 � / 自晋末以后 �僧人以释为姓 �渐渐流行 � 

但宝唱5名僧传目录6用释姓不多 �且多为道安弟子 

辈 ∀慧皎作5高僧传目录6 �自道安以后 �均加−释. 

字 ∀这些事实表明 �不一定是当时和尚都奉行道安 

的主张 �而是慧皎很坚持−以释为姓. 也 ∀ 0 ≈������ 按 

5高僧传6释道安卒于晋太元十年 � 年七十二 � 其生卒 

为 ��� � ��� 年 ∀ 考诸5高僧传6 �晋末以后 �非/ 释0 

姓僧人主要有 �竺道生卒于宋元嘉十一年����� �师 

从竺法汰���� � ���� � 该传主要取材于僧祐5出三藏 

记集6道生法师传第四 �祐录作竺道生 �慧皎依之 ∀ 

又有竺法度 �隆安�����后受业于昙摩耶舍 �本竺婆 

勒子 � 竺姓 ∀ 一般说来 �依5高僧传6 �道安生前及生 

平之时的僧人依师为姓 �而道安卒后 �大体上皆为 

/ 释0姓 � 天竺 !西域人似不遵此例 ∀ 自晋末以后 �僧 

人以释为姓 � 才渐渐流行 ∀慧皎如此坚持道安/ 以释 

为姓0的主张 �竺法崇不应晚于释道安���� ���� ∀ 

因而 � 竺法崇不会是晚至南朝宋的释法崇 ∀ 

� �僧同名者较为常见 

考诸5高僧传6僧人同名者有晋宋之交的/ 竺法 

度0 ≈����� 和南朝齐的/ 释法度0 ≈������ �晋/ 法和0 ≈����� 

和南朝宋/ 释法和0 ≈������ �晋/ 法常0 ≈������ 和南朝齐 

/ 法常0 ≈������ 等 � 可见 � 此一时期僧人同名较多 ∀ 5高 

僧传6记载的竺法崇与5宋书6记载的释法崇可能只 

是同名的僧人 ∀ 

� �竺法崇大体生活在四世纪 

竺法崇生卒史无记载 ∀ 考竺法崇大体生平 �可 

参照其附传 � / 时剡东仰山 � 复有释道宝者 ∀ 本姓王 � 

琅耶人 �晋丞相道�导�之弟 ∀ 弱年信悟 ∀ 0 ≈������ 按 

5晋书6王导/ 咸康五年薨 � 时年六十四0 ≈������� �其生 

卒为 ��� � ��� 年 ∀释道宝/ 弱年信悟0 � / 弱年0指年 

轻之时 �道宝信佛在四世纪初 � 据此推断 �竺法崇主 

要生活在四世纪 � 且不会晚于释道安���� ���� �因 

而不可能与南朝宋的孔淳之���� ����交游 ∀ 因此 

5高僧传6竺法崇非5宋书6释法崇 � 5竺法崇传6所载 

竺法崇与孔淳之交往一事为误 ∀ 

�二�  5高僧传6竺法崇与5名僧传6释法崇是同 

一人 

首先 � 5高僧传6记载了竺法崇游湘州麓山建寺 

一事 � 这与5名僧传6目次5晋长沙麓山寺释法崇6相 

合 ∀ 

另外 � 从5名僧传抄6目次分析 � 以释法崇所在的 

/ 名僧传第八隐道上中国法师四0 为例 �参照5高僧 

传6 � 其目次与传主生活年代见下表 � 

目次 生卒年代 

晋长安山寺于法兰一 约两晋之交 

晋长安城西寺帛法祖二 约两晋之交 

晋剡东仰山寺竺法深三 ��� ��� 年 

晋剡白山灵鷲寺于法开四 � ��� 左右 

晋剡石城山寺支道林五 ��� ��� 年 

晋於替青山寺竺道旷六 � 

晋酒泉山寺帛法祚七 帛法祖弟 

晋吴虎东山竺道壹八 � ��� 后 

晋会稽山寺竺法仰九 � ��� 年 

晋剡东仰山寺竺法友十 竺法深弟子 

晋长沙麓山寺释法崇十一 四世纪 

晋剡东仰山寺竺法薀十二 竺法深弟子 

晋剡东仰山寺康法式十三 竺法深弟子 

晋奉高琨瑞山寺竺僧朗十四 � 四世纪末 

晋剡山于道邃十五 于法兰弟子 

晋始宁保山竺法义十六 ��� ��� 

5名僧传6卷八记载了从三世纪末至四世纪末的 

僧人 � 大体上按辈分和时间顺序排列 � 从于法兰到帛 

法祚七人为西晋至东晋初期人 �而之后九人为其弟 

子辈 � 竺道壹为法汰弟子 �竺法友 !竺法薀 !康法式 ! 

竺法义为法深弟子辈 � 于道邃为于法兰弟子 � 都生活 

在东晋时期 ∀由此看来 � / 释法崇0约生活在四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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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释道安为同一时期人 ∀ 5名僧传6中的释姓僧人大 

体上是道安的弟子辈 �此处疑为讹误 ∀ 5高僧传6竺 

法崇也是四世纪的人 �与5名僧传6 / 释法崇0同时 ∀ 

可见 � 生活在四世纪来湖南建麓山寺5高僧传6中的 

竺法崇与5名僧传6中释法崇是同一人 ∀ 

三 ! 竺法崇从事佛教活动的年代 

5高僧传6记载竺法崇的主要佛教活动 �一是游 

湘州麓山建寺 �二是著5法华义疏6四卷 ∀ 那这些活 

动大体是什么时候呢 � 

�一�  麓山建寺于四世纪初���� ���� 

5高僧传6载竺法崇 / 尝游湘州麓山0 ≈� �°���� � 

湘州在两晋建置比较复杂 ∀晋永嘉元年�����于长 

沙郡置湘州 �咸和三年�����省 ∀ 义熙八年�����复 

置 � 十二年�����又省 ∀竺法崇入湘当是有湘州建置 

之时 � 西晋永嘉前并没有湘州建置 � 竺法崇不可能于 

西晋泰始四年�����就来/ 湘州0麓山建寺 � 因此竺法 

崇建麓山寺可能是在 ��� � ��� 或 ��� � ��� 年间 ∀ 

又因为竺法崇约生活在四世纪 �因此竺法崇在四世 

纪初���� � ����来湖南建麓山寺更符合历史真相 ∀ 

�二�  5法华义疏6成书于四世纪 

要考证5法华经6成书年代 �得先看何时翻译出 

5法华经6并流传至江南 ∀ 

对于5法华经6译出年代 � 现主要有三种说法 � 一 

是/ 5法华三昧经6外国沙门支疆梁接 �魏言正无畏 � 

以魏高贵卿公世甘露元年�����七月于交州译 � 沙门 

道馨受0 ≈� � 二是/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 �敦煌月 

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 �口宣出5正法华经6二十 

七品 �授优婆塞聂承远 !张任明 !张仲政 �共笔 

受0 ≈������ � 三是/ 秦弘始八年����� � �鸠摩罗什�更出 

斯经 �与众详究0 ≈������ ∀ 可征信的为后两种说法 ∀ 

法护于太康七年�����译出的5正法华经6 � 约在四世 

纪初传入湖南 ∀据5高僧传6记载 � / 及惠帝西奔���� 

年� � 关中扰乱 �百姓流秽 �护与门徒避地东下 �至渑 

池0 ≈����� � 法护及其门徒东下 � 促使佛教进一步南传 ∀ 

另据5湖南通志6记载 � / 青莲僧 � 长诵5法华经6 � 感二 

青衣童子侍奉 ∀建兴二年�����坐化 � 葬长沙县西百 

里 ∀后冢上生青莲花两朵 �掘视之 �根自齿间 

出 ∀ 0 ≈������ 四世纪初 � 5法华经6已经传至湖南 ∀ 可见 

竺法崇四世纪初来湖南建麓山寺并可能开始研究 

5法华经6 ∀ 

那5法华义疏6究竟成书于何时呢 � 结合有关研 

究5法华经6专家考察 ∀剡东仰山竺法潜 � / 至年二十 

四 � 讲法华0 ≈������ ∀ 按5高僧传6竺法潜以晋宁康二 

年�����卒于山馆 �春秋八十有九 �则他在 ��� 年以 

前就看过5法华经6 ∀ 剡白山于法开 �/ 善方广及法 

华0 ≈������ � 按5高僧传6于法开晋哀帝时���� ���� � 

屡被征召 � 年六十卒于山寺 ∀这都说明四世纪前半 

期 �就有僧人在江南江淮研习5法华经6 ∀竺法崇 � 

/ 尤长法华一教0 � / 崇后卒于山中 �著法华义疏四卷 

云0 ≈������ ∀竺法崇在四世纪来5法华经6较早流传的 

湖南著5法华义疏6完全可能 �这也可以佐证麓山寺 

建寺在���� ����年间 ∀ 

综上所述 � 5高僧传6成书于5宋书6 !5名僧传6 

后 � 慧皎参阅了5宋书6 !5名僧传6 � 并对5宋书6和5名 

僧传6多有采摭 ∀ 由于慧皎坚持道安/ 以释为姓0的 

主张 � 可知竺法崇早于释道安���� ���� � 又由于僧 

人同名较为常见 �可见竺法崇不是5宋书6所载晚至 

晋末宋初的释法崇 �5高僧传6所载竺法崇与孔淳之 

交游一事误取自他书 ∀由释道宝的大体生活年代及 

5名僧传6卷八目次编排可知 �竺法崇约生活在四世 

纪 � 5高僧传6与5名僧传6所载来湘州建麓山寺的竺 

法崇和释法崇是同一人 ∀ 竺法崇来湘州麓山建寺 � 

而湘州至晋永嘉元年�����才开始设立 � 因此麓山寺 

不可能在晋泰始四年�����就已经建立 � 而应当晚至 

四世纪初���� ���� ∀ 5法华经6在四世纪初流传至 

湖南 � 有关5法华经6的研习著述在四世纪初已经开 

始 � 竺法崇建麓山寺和著5法华义疏6都在这一时期 ∀ 

另据湖南发掘出最早的佛教遗物是长沙金盆岭出土 

的西晋太安元年�����的白毫相俑 ≈������ ∀ 这表明 � 

佛风的侵染已经为四世纪初麓山寺建立 �佛教在湖 

南生根奠定了基础 ∀ 

为何5高僧传竺法崇传6会误取他书呢 � 笔者以 

为 � 由于竺法崇事迹原本过于简略 � 慧皎著书博取广 

览 � 参照5名僧传6和5宋书6等书中有关释法崇及与 

孔淳之交游的部分 � 未加精详考订 � 以为竺法崇和释 

法崇是同一人而收入了5高僧传6 ∀ 5高僧传6是5名 

僧传6和5宋书6等书的综合所得 ∀ 5高僧传6所载竺 

法崇与孔淳之交游一事误取自他书 �其余为可以采 

信的材料 � 据之可知 � 竺法崇来湖南建麓山寺在四世 

纪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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