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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談
徑
山
禪
僧
墨
蹟

　
　

  —
從
大
慧
宗
杲
到
虛
堂
智
愚

晋
介
辰

徑
山
寺
第
十
三
代
住
持—

大
慧
宗

杲

大
慧
宗
杲
︵
一○

八
九∼

一
一
六
三
︶

是
活
躍
於
北
宋
末
至
南
宋
初
期
的
臨
濟

楊
歧
派
禪
師
。
他
於
十
七
歲
出
家
，
先

後
曾
依
天
衣
懷
江
、
湛
堂
文
準
，
又

參
訪
瑞
州
道
微
等
禪
師
。
宣
和
七
年

︵
一
一
二
五
︶
，
在
汴
京
大
寧
寺
拜
圜
悟

克
勤
︵
一○

六
三∼

一
一
三
五
︶
為
師
，

並
於
言
下
頓
悟
。
其
後
，
圜
悟
著
︽
臨
濟

正
宗
記
︾
付
大
慧
，
使
掌
記
室
，
分
座
訓

徒
。
後
因
金
亂
，
輾
轉
避
難
各
地
，
並
隨

宋
室
南
渡
。
為
突
破
當
時
流
行
的
文
字
禪

的
束
縛
，
大
慧
確
立
起
別
具
特
色
的
公
案

禪
即
﹁
看
話
禪
﹂
。
不
久
，
便
名
聲
大

起
，
﹁
賢
士
大
夫
往
往
爭
與
之
遊
﹂
，

受
其
禪
法
思
想
指
導
。
在
紹
興
七
年

︵
一
一
三
七
︶
，
大
慧
應
丞
相
張
浚
︵
一

○

九
七∼

一
一
六
四
︶
之
請
，
入
主
徑
山

任
第
十
三
代
住
持
︵
圖
一
︶
，
諸
方
緇
素

雲
集
，
宗
風
大
振
。

紹
興
十
一
年
︵
一
一
四
一
︶
，
宰

相
秦
檜
︵
一○

九○
∼

一
一
五
五
︶
與
金

人
議
和
。
由
於
跟
隨
大
慧
修
行
的
朝
臣
張

九
成
︵
一○

九
二∼

一
一
五
九
︶
反
對
議

和
，
而
大
慧
隨
之
附
和
支
持
，
因
此
開
罪

了
秦
檜
，
遂
以
謗
訕
朝
廷
連
坐
之
罪
而
被

剝
奪
僧
籍
，
同
年
流
放
到
湖
南
衡
州
。
十

年
後
，
再
移
至
廣
東
梅
州
。
直
至
紹
興

二
十
六
年
︵
一
一
五
六
年
︶
，
因
高
宗
的

恩
赦
而
恢
復
僧
籍
，
後
再
度
入
住
徑
山
，

當
時
道
俗
慕
歸
如
舊
，
後
世
稱
為
徑
山
派

之
祖
。
在
他
示
寂
前
的
一
年
，
曾
為
孝
宗

皇
帝
說
法
，
因
而
獲
得
﹁
大
慧
禪
師
﹂
的

賜
號
，
隆
興
元
年
︵
一
一
六
三
︶
圓
寂
，

享
年
七
十
五
歲
，
諡
號
普
覺
禪
師
。
雖
是

宋
代
名
僧
，
但
在
中
國
其
墨
蹟
早
已
失
傳

不
存
，
卻
神
奇
地
流
傳
於
在
日
本
的
寺

院
、
博
物
館
之
中
。
這
次
南
宋
文
藝
紹
興

特
展
，
從
日
本
東
京
博
物
館
借
來
的
六
件

高
僧
書
法
中
，
就
有
一
件
大
慧
宗
杲
的
傳

世
之
作
︵
圖
二
︶
。

此
幅
︿
與
無
相
居
士
尺
牘
﹀
，
本
為

一
信
簡
，
內
容
如
下
：

﹁
無
相
居
士
子
立
道
義
丈
室
。
即
時

初
冬
乍
寒
。
伏
惟
道
體
萬
福
。
宗
杲
跧
伏

瘴
鄉
。
幸
未
即
死
。
皆
德
庇
之
及
也
。
前

此
嘗
作
數
字
。
附
循
州
蘧
將
去
。
想
無
不

達
。
信
後
益
深
瞻
企
。
蓮
禪
者
得
得
歸
臨

平
省
親
。
渠
受
業
在
吳
下
山
︵
山
下
︶
智

﹁
墨
蹟
﹂
二
字
在
日
本
具
有
特
別
的
意
義
，
專
指
禪
林
高
僧
的
書
法
，
並

且
僅
限
於
中
國
宋
、
元
時
代
高
僧
或
同
時
代
入
日
籍
歸
化
僧
，
以
及
日
本

鎌
倉
、
南
北
朝
、
室
町
時
代
禪
僧
的
書
法
，
甚
至
不
包
括
現
代
高
僧
的
書

法
。
前
期
月
刊
介
紹
過
杭
州
徑
山
寺
第
三
十
四
代
住
持
無
準
師
範
，
這
次

南
宋
展
後
期
展
出
借
自
日
本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的
三
件
墨
蹟
，
則
分
別
是

第
十
三
代
、
三
十
五
代
及
四
十
代
住
持
的
作
品
。
這
些
高
僧
的
書
法
作

品
，
均
不
見
流
傳
於
中
國
本
土
，
卻
在
東
瀛
廣
受
尊
崇
。

圖一　徑山寺第十三代住持　載於《徑山集》

圖二　大慧宗杲　與無相居士尺牘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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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年
譜
︾
隆
興
元
年
︵
一
一
六
三
︶
條
記

載
，
其
嗣
法
出
家
弟
子
有
八
十
四
人
，
而

追
隨
他
參
禪
的
僧
眾
和
居
士
不
計
其
數
，

不
但
有
宰
相
、
參
政
、
樞
密
等
上
層
官

僚
、
朝
廷
重
臣
，
也
有
地
方
官
僚
乃
至
一

般
士
人
，
鄧
子
立
當
是
其
中
擁
戴
大
慧
禪

的
護
法
居
士
之
一
。

此
書
以
行
草
寫
成
，
整
體
墨
色
濃

鬱
。
綜
觀
全
幅
氣
息
，
用
筆
多
含
米
芾

︵
一○

五
二∼

一
一○

八
︶
遺
韻
，
筆
致

富
於
氣
勢
，
揮
毫
疾
速
，
鏗
鏘
有
力
。
其

用
筆
縱
逸
，
起
伏
頓
挫
處
，
如
見
大
慧
流

落
瘴
鄉
的
憂
憤
之
情
，
字
裏
行
間
自
有

一
股
昂
揚
不
羈
的
豪
情
俠
氣
，
可
謂
大

慧
傳
世
書
法
中
之
重
要
名
蹟
。
早
年
為

日
本
江
戶
時
代
初
期
茶
道
家
、
禪
僧
江

月
宗
玩
︵
一
五
七
三∼

一
六
四
三
︶
收

藏
，
而
後
又
歸
身
兼
茶
道
家
的
諸
侯─

松

平
不
昧
︵
一
七
五
一∼

一
八
一
八
︶
所

有
。
其
後
，
由
松
平
直
亮
︵
一
八
六
四∼

一
九
四○

︶
捐
贈
予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一
九
五
一
年
被
日
本
政
府
指
定
為
國
寶
級

文
物
。
大
慧
禪
風
不
僅
影
響
了
南
宋
一

代
，
而
且
遠
播
日
本
、
朝
鮮
半
島
、
越

南
、
琉
球
︵
今
日
本
沖
繩
縣
︶
等
國
家
。

其
滅
度
後
，
南
宋
的
禪
林
的
名
山
巨
刹
主

持
大
多
是
大
慧
的
門
弟
法
孫
。
他
本
人
雖

未
曾
到
過
日
本
，
但
來
到
中
國
求
法
的
日

本
留
學
僧
大
多
數
均
受
教
於
其
法
系
下
的

門
生
弟
子
。
大
慧
所
著
的
︽
正
法
眼
藏
︾

及
大
慧
門
人
編
撰
的
︽
大
慧
普
覺
禪
師
語

錄
︾
等
在
日
本
禪
林
均
得
以
廣
泛
流
傳
，

因
而
其
墨
蹟
在
日
本
亦
受
特
別
珍
視
。

患
難
之
交—

大
慧
宗
杲
與
張
九
成

大
慧
宗
杲
一
生
的
佛
教
活
動
，
與
士

大
夫
禪
學
及
其
歷
史
命
運
相
互
聯
繫
，
其

所
處
的
時
代
，
禪
宗
各
家
紛
紛
以
主
動
姿

態
與
士
大
夫
結
交
，
以
取
得
他
們
的
﹁
外

護
﹂
，
這
些
士
大
夫
，
則
常
以
﹁
某
某
居

士
﹂
自
稱
。
如
前
述
推
薦
大
慧
入
主
徑
山

的
張
浚
，
早
年
亦
曾
參
謁
圜
悟
克
勤
，
兩

人
可
謂
師
出
同
門
，
其
號
為
﹁
紫
巖
居

士
﹂
；
此
幅
墨
蹟
的
收
信
者
為
﹁
無
相
居

士
﹂
；
此
外
牽
連
大
慧
遭
受
流
放
的
張
九

成
，
則
稱
﹁
無
垢
居
士
﹂
。

此
次
展
覽
中
即
有
﹁
無
垢
居
士
﹂

張
九
成
的
行
草
書
尺
牘
︿
宮
祠
帖
﹀

︵
圖
三
︶
，
全
幅
字
形
結
體
雖
有
蘇
軾

︵
一○

三
七∼

一
一○

一
︶
、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一
一○

五
︶
兩
家
遺

韻
，
但
見
驅
筆
流
暢
，
縱
橫
使
轉
之
勢

亦
見
米
芾
流
風
，
頗
富
個
性
。

張
九
成
早
年
從
楊
時
︵
一○

五
三

∼

一
一
三
五
︶
學
，
﹁
經
學
多
訓
解
﹂
。

紹
興
二
年
︵
一
一
三
二
︶
壬
子
科
殿
試

狀
元
，
累
官
至
刑
部
侍
郎
。
宋
廷
南
渡

與
金
對
峙
之
際
，
他
挺
身
支
持
主
戰
派

趙
鼎
︵
一○

八
五∼

一
一
四
七
︶
一

方
，
觸
怒
當
權
之
秦
檜
︵
一○

九○
∼

一
一
五
五
︶
，
遭
謫
居
流
放
外
地
，
直
至

紹
興
二
十
五
年
︵
一
一
五
五
︶
秦
檜
身

故
，
方
得
赦
免
。
張
九
成
向
與
僧
大
慧
宗

杲
友
善
，
為
禪
門
護
法
居
士
，
而
其
被
指

控
的
罪
名
為
﹁
與
宗
杲
謗
訕
朝
政
﹂
，
原

委
究
竟
為
何
？
有
關
此
一
事
件
，
在
︽
宋

史
．
張
九
成
列
傳
︾
僅
有
簡
短
記
述
：

﹁
先
是
徑
山
僧
宗
杲
善
談
禪
理
，
九
成
時

往
來
其
間
。
檜
令
司
諫
詹
大
方
論
其
與
宗

杲
謗
訕
朝
政
，
謫
居
南
安
軍
，
凡
十
四

年
。
﹂︽

大
慧
普
覺
禪
師
年
譜
︾
中
則
有

果
。
此
便
甚
的
。
不
可
無
書
。
故
率
爾
作

此
。
承
動
靜
而
已
。
此
中
家
風
。
蓮
能
言

之
。
未
間
。
伏
乞
如
時
珍
重
。
不
宣
。
宗

杲
悚
息
上
狀
。
十
月
初
二
日
。
此
有
梅
州

兵
士
還
。
千
萬
寄
聲
。
要
知
邇
來
安
否
之

詳
也
。
至
禱
至
禱
。
﹂

由
於
文
末
有
﹁
此
有
梅
州
兵
士
還
，

千
萬
寄
聲
。
﹂
云
云
，
因
而
推
測
可
能
是

為
大
慧
放
逐
於
梅
州
時
，
拜
託
蓮
禪
者

在
回
鄉
之
際
，
捎
信
給
友
人
無
相
居
士

的
尺
牘
。
書
成
年
代
約
在
紹
興
二
十
年

︵
一
一
五○

︶
庚
午
十
月
初
二
日
，
地
點

為
由
衡
州
移
請
梅
州
的
道
中
，
或
者
是
在

隔
年
的
紹
興
二
十
一
年
，
寫
於
流
謫
地
梅

州
，
亦
即
大
慧
在
六
十
二
至
六
十
三
歲
之

間
所
書
。

受
信
者
的
無
相
居
士
，
事
蹟
雖
未

見
於
史
傳
，
參
照
︽
大
慧
普
覺
禪
師
語

錄
︾
卷
二
十
有
﹁
示
無
相
居
士
鄧
直
殿
子

立
﹂
的
法
語
，
與
日
本
奈
良
縣
大
和
文
華

館
所
收
藏
的
另
幅
︿
與
無
相
居
士
像
贊
﹀

書
蹟
︵
書
於
紹
興
二
十
七
年
︶
，
得
知
此

人
名
為
鄧
靖
，
字
子
立
，
與
大
慧
的
交
情

深
厚
。
據
︵
宋
︶
釋
祖
詠
︽
大
慧
普
覺
禪

圖三　宋　張九成　宮祠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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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為
詳
細
的
記
載
。
原
來
，
紹
興
十
一
年

四
月
，
張
九
成
父
親
過
世
；
於
是
他
來
到

大
慧
禪
師
所
居
住
的
徑
山
，
為
亡
父
﹁
修

崇
﹂
。
大
慧
作
了
一
首
有
關 

﹁
神
臂
弓
﹂ 

的
四
句
詩
偈
：
﹁
神
臂
弓
一
發
，
透
過
千

重
甲
；
仔
細
拈
來
看
，
當
甚
臭
皮
襪
！
﹂

送
給
了
他
。
隔
日
，
還
以
另
外
幾
句
有
關

﹁
神
臂
弓
﹂
的
話
語
：
﹁
神
臂
弓
一
發
，

千
里
關
鎖
一
時
開
；
吹
毛
劍
一
揮
，
萬
劫

疑
情
悉
皆
破
﹂
，
回
答
來
自
台
州
之
了
因

禪
客
的
問
題
。
這
些
內
容
被
當
局
解
釋
為

大
慧
以
﹁
神
臂
弓
﹂
兵
器
，
來
譬
喻
主
戰

派
的
健
將
張
九
成
；
並
將
主
和
派
的
大
臣

─

秦
檜
，
譬
喻
為
被
神
臂
弓
射
殺
的
﹁
臭

皮
襪
﹂
。
對
於
大
權
在
握
的
秦
檜
而
言
，

當
然
不
能
忍
受
，
甚
至
也
得
罪
了
同
樣
主

張
和
議
的
高
宗
皇
帝
。
大
慧
與
張
九
成
也

因
這
首
四
句
詩
偈
和
第
二
天
的
對
話
，
因

而
遭
到
﹁
論
列
﹂
。

張
九
成
在
四
月
十
四
日
登
上
徑
山
，

於
十
八
日
下
山
。
約
莫
十
天
後
，
主
戰
派

的
三
大
將
韓
世
忠
、
張
俊
和
岳
飛
，
均
遭

受
解
除
軍
職
。
張
九
成
則
因
為
﹁
坐
議
朝

廷
除
三
大
帥
事
﹂
，
而
被
謫
居
南
安
軍
；

而
大
慧
宗
杲
則
被
追
回
度
牒
，
並
且
被
流

放
到
衡
州
︵
湖
南
長
沙
︶
。
是
年
十
月
，

岳
飛
下
獄
；
十
一
月
宋
、
金
和
議
成
功
；

十
二
月
岳
飛
被
殺
。
此
後
，
其
他
主
戰
派

人
士
紛
紛
下
監
獄
、
被
放
逐
，
大
慧
及
張

九
成
只
是
其
中
個
案
之
一
。
此
一
連
坐

案
，
可
謂
是
主
和
派
人
氏
︵
包
含
高
宗
和

秦
檜
︶
精
心
策
劃
下
的
整
肅
異
己
事
件
。

當
大
慧
被
流
放
到
衡
州
時
，
值
友

人
張
昭
遠
︵
張
浚
之
兄
︶
到
臨
川
當
官
，

於
是
送
其
詩
偈
，
曰
：
﹁
小
郡
知
州
說
大

禪
，
因
官
置
到
氣
衝
天
，
常
攜
鏟
子
勘
禪

客
，
誰
知
不
直
半
分
錢
。
﹂
昭
遠
也
回
敬

了
一
首
：
﹁
小
菴
菴
主
放
憨
癡
，
愛
向
人

前
說
是
非
，
只
因
一
句
臭
皮
襪
，
幾
乎
斷

送
老
頭
皮
。
﹂
雖
是
戲
謔
之
語
，
卻
也
點

劃
出
大
慧
宗
杲
與
張
九
成
這
兩
個
患
難
之

交
，
因
﹁
臭
皮
襪
事
件
﹂
招
惹
到
當
權

者
，
使
得
二
人
同
時
淪
落
天
涯
，
遠
貶
他

鄉
的
政
治
受
難
事
件
。

第
三
十
五
代
住
持—

癡
絕
道
冲

後
世
稱
大
慧
宗
杲
為
徑
山
派
之
祖
，

其
法
語
、
書
蹟
在
當
時
亦
倍
受
後
代
住
持

敬
重
。
展
件
中
的
︿
大
慧
草
堂
墨
蹟
跋
﹀

︵
圖
四
︶
，
為
第
三
十
五
代
住
持—

癡
絕

道
冲
︵
一
一
六
九∼

一
二
五○

︶
題
寫
於

大
慧
宗
杲
及
草
堂
兩
位
老
禪
師
墨
蹟
後
的

跋
語
。癡

絕
道
冲
，
俗
姓
荀
，
武
信
長
江
︵
今

四
川
省
︶
人
。
為
密
庵
咸
傑
︵
一
一
一
八

∼

一
一
八
六
︶
的
法
孫
，
歷
居
四
明
天

童
山
、
杭
州
靈
隱
等
寺
院
。
淳
祐
九
年

︵
一
二
四
九
︶
，
主
持
徑
山
之
無
準
師

範
圓
寂
，
理
宗
皇
帝
︵
一
二○

五∼

一
二
六
四
︶
下
詔
命
癡
絕
主
徑
山
，
成
為

第
三
十
五
代
，
與
無
準
並
稱
為
禪
林
巨

匠
。
南
宋
時
日
本
入
中
國
求
法
者
從
天

臺
、
浙
東
逐
漸
轉
向
臨
安
。
徑
山
臨
濟
宗

楊
歧
派
傳
入
日
本
，
成
為
日
本
臨
濟
宗
徑

山
派
，
徑
山
寺
由
此
成
為
日
本
佛
教
祖
庭

之
一
。︿

大
慧
草
堂
墨
蹟
跋
﹀
內
容
為
：

﹁
道
沖
伏
讀
大
慧
草
堂
二
大
老
真

蹟
。
一
則
敘
兄
弟
友
愛
之
義
。
一
則
篤
父

子
相
予
之
心
。
去
古
既
遠
。
九
原
可
作
。

愚
欲
起
二
老
。
而
與
之
論
父
子
兄
弟
不
傳

之
妙
。
以
警
於
世
也
。
淳
祐
丁
未
六
月
庚

子
中
伏
。
金
陵
玉
山
庵
主
道
冲
書
。
﹂

兩
則
法
語
中
，
一
述
及
﹁
兄
弟
友

愛
之
義
﹂
，
另
則
提
到
﹁
父
子
相
予
之

心
﹂
。
癡
絕
想
藉
此
墨
蹟
與
二
老
禪
師
論

及
之
﹁
父
子
兄
弟
不
傳
之
妙
﹂
，
警
戒
世

人
。
癡
絕
書
法
，
結
體
凝
縮
筆
劃
，
運
筆

樸
質
細
緻
，
連
筆
筆
絲
明
顯
，
屬
柳
體
書

風
。
此
書
為
題
跋
，
因
而
顯
得
筆
勢
嚴

謹
，
以
表
穩
重
虔
敬
之
心
。
款
題
﹁
淳
祐

丁
未
︵
一
二
四
七
︶
六
月
﹂
，
可
知
為
為

道
冲
七
十
九
歲
時
筆
跡
。
文
後
餘
白
頗

圖四　癡絕道冲　大慧草堂墨蹟跋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五　 虛堂智愚肖像（局部）  日本京都妙
心寺藏  取自《書の國寶  墨蹟》

圖六　徑山寺第四十代住持　載於《徑山集》

長
，
蓋
原
為
附
於
手
卷
之
跋
語
，
後
人
改

裝
成
掛
軸
使
然
。
文
末
之
﹁
玉
山
庵
﹂
，

為
癡
絕
在
淳
祐
四
年
︵
一
二
四
四
︶
辭
去

靈
隱
寺
後
，
移
居
金
陵
︵
南
京
︶
時
的
居

所
，
亦
為
晚
年
所
用
別
號
。

第
四
十
代
住
持—

虛
堂
智
愚

虛
堂
智
愚
︵
一
一
八
五∼

一
二
六

六
九
︶
，
號
息
耕
叟
，
四
明
象
山
︵
浙
江

寧
波
︶
人
︵
圖
五
︶
。
原
姓
陳
。
年
十
六

歲
出
家
於
普
明
寺
，
後
遊
訪
明
州
雪
竇
、

杭
州
淨
慈
寺
等
地
，
於
湖
州
道
場
山
護

聖
寺
拜
松
源
派
的
運
菴
普
巖
為
師
，
屬
臨

濟
宗
楊
歧
派
。
紹
定
二
年
︵
一
二
二
九
︶

起
，
住
持
歷
江
南
諸
寺
院
。
咸
淳
元
年

︵
一
二
六
五
︶
六
月
，
度
宗
皇
帝
下
詔
命

他
赴
徑
山
興
聖
萬
壽
禪
寺
任
第
四
十
代
住

持
︵
圖
六
︶
。
咸
淳
五
年
︵
一
二
六
九
︶

示
寂
，
世
壽
八
十
五
歲
，
有
︽
虛
堂
智
愚

禪
師
語
錄
︾
十
卷
傳
世
。

此
次
展
出
的
︿
與
照
禪
者
偈
頌
﹀

︵
圖
七
︶
，
內
容
如
下
：

﹁
世
路
多
巇
險
。
無
思
不
研
窮
。

平
生
見
諸
老
。
今
日
自
成
翁
。
認
字
眼
猶

綻
。
笑
譚
耳
尚
聾
。
信
天
行
直
道
。
休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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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牛
風
。
日
本
照
禪
者
欲
得
數
字
。
徑
以

述
褱
贈
之
。
虛
堂
叟
愚
書
。
﹂

文
中
所
言
﹁
照
禪
者
﹂
，
乃
日
本

留
學
僧
無
象
靜
照
︵
一
二
三
四∼

一
三

○

六
︶
。
他
在
出
家
後
，
到
東
福
寺
從

圓
爾
辨
圓
︵
一
二○

二∼

一
二
八○

︶

習
禪
。
其
後
受
到
幕
府
執
權
北
條
時
賴

︵
一
二
二
七∼

一
二
六
三
︶
派
遣
，
於

十
九
歲
時
入
宋
到
徑
山
求
法
，
嗣
法
於
徑

山
第
三
十
六
代
住
持
石
溪
心
月
︵
？∼

一
二
五
四
︶
。
心
月
示
寂
後
，
辭
別
徑

山
，
到
杭
州
淨
慈
向
虛
堂
求
取
法
語
，
虛

堂
允
其
所
求
。
無
象
和
尚
在
景
定
三
年

︵
一
二
六
二
︶
造
訪
人
在
阿
育
王
山
的
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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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智
愚
，
於
咸
淳
元
年
︵
一
二
六
五
︶
返

日
本
，
其
後
成
為
京
都
佛
心
寺
的
開
山

祖
。
因
而
可
推
斷
，
虛
堂
書
此
作
年
歲
約

當
八
十
歲
左
右
。
此
書
用
筆
帶
有
隸
意
，

圓
筆
、
揚
左
挑
筆
作
弧
形
，
為
其
書
風

特
色
。
此
幅
在
日
本
另
有
﹁
破
裂
虛
堂
﹂

之
別
稱
而
聞
名
，
事
出
於
江
戶
年
間
，
某

京
都
豪
商
得
自
於
茶
人
武
野
紹
鷗
︵
一
五

○

二∼

一
五
五
五
︶
之
處
，
一
六
三
七
年

豪
商
家
僕
不
慎
將
之
弄
破
，
因
而
羞
愧
自

殺
。

虛
堂
本
人
未
曾
到
過
日
本
，
其
書

蹟
多
由
其
法
傳
弟
子
或
景
仰
者
帶
往
日

本
。
虛
堂
門
下
有
個
著
名
的
日
本
入
宋
留

學
僧—

南
浦
紹
明 

︵
一
二
三
五∼

一
三

○

八
︶
，
為
日
本
建
長
寺
第
十
三
世
住

持
，
被
天
皇
敕
封
為
﹁
大
應
國
師
﹂
。

而
其
門
下
的
宗
峰
妙
超 

︵
一
二
八
二

∼

一
三
三
七
︶
，
被
敕
封
為
﹁
大
燈
國

師
﹂
，
開
創
了
京
都
大
德
寺
，
成
為
臨
濟

宗
大
德
寺
派
的
開
山
祖
師
。
此
外
，
其
另

位
弟
子
關
山
慧
玄 

︵
一
二
七
七∼

一
三
六

○

︶
，
開
創
了
京
都
妙
心
寺
，
成
為
臨
濟

宗
妙
心
寺
派
的
開
山
祖
。
日
本
禪
宗
史
將

之
合
稱
為
﹁
應
、
燈
、
關
﹂
，
成
為
日
本

臨
濟
宗
裡
勢
力
最
大
、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支

派
。

自
稱
虛
堂
轉
世
的
﹁
一
休
和
尚
﹂

虛
堂
在
日
本
法
孫
之
中
，
最
著

名
的
莫
過
於
國
人
所
熟
知
的
卡
通
人
物

﹁
一
休
和
尚
﹂
。
其
全
名
為
一
休
宗
純

︵
一
三
四
九∼

一
四
八
一
︶
，
相
傳
其
父

為
後
小
松
天
皇
，
母
為
南
朝
遺
臣
之
女
。

︵
圖
八
︶
為
一
休
和
尚
六
十
歲
以
後
固
定

的
尊
像
，
是
日
本
禪
宗
肖
像
畫
的
代
表
作

之
一
，
與
卡
通
之
中
的
一
休
形
象
差
距
頗

異
。
事
實
上
，
他
為
當
時
日
本
禪
宗
奇

僧
、
狂
僧
，
一
四
七
四
年
八
十
一
歲
時
，

受
天
皇
詔
令
，
任
大
德
寺
第
四
十
七
代
住

持
。
自
號
狂
雲
，
由
於
感
嘆
當
時
禪
宗
主

流
派
之
腐
敗
，
常
以
自
身
奇
行
、
狂
詩
來

批
判
之
。
傳
世
有
︽
狂
雲
集
︾
。

一
休
平
生
特
別
崇
拜
虛
堂
，
以
﹁
虛

堂
七
世
孫
﹂
自
居
︵
圖
九
︶
他
雖
傲
世
獨

立
，
狷
狂
不
羈
，
但
對
虛
堂
老
祖
，
卻
極

為
佩
服
，
甚
至
宣
稱
他
自
己
是
虛
堂
轉

世
。
連
臨
終
前
的
遺
偈
都
寫
道
：
﹁
須
彌

南
畔
，
誰
會
我
禪
？
虛
堂
來
也
，
不
直
半

錢
。
﹂
︵
圖
十
︶
可
見
虛
堂
對
其
思
想
影

響
之
鉅
。
此
外
，
當
時
茶
道
文
化
日
趨
殷

盛
，
著
名
茶
人
村
田
珠
光
︵
一
四
二
三

∼

一
五○

二
︶
即
為
一
休
弟
子
，
而
珠

圖八　 一休宗純肖像（局部）  日本京都酬恩庵藏  
取自《書の國寶  墨蹟》

圖九　 禪林法系（局部）  取自
《書の國寶  墨蹟》

圖十　一休宗純墨蹟（遺偈）    日本京都珍珠庵　取自《禪の美術》 圖七　虛堂智愚　與照禪者偈頌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光
的
弟
子
武
野
紹
鷗
，
紹
鷗
的
弟
子
千

家
茶
道
的
開
祖
千
利
休
︵
一
五
二
二∼

一
五
九
一
︶
皆
以
虛
堂
為
祖
師
，
尤
其
是

千
利
休
以
後
之
千
家
茶
道
的
子
弟
皆
隨
大

德
寺
住
持
參
禪
，
他
們
對
虛
堂
的
崇
仰
更

是
虔
誠
，
因
此
將
虛
堂
的
墨
蹟
視
為
神

品
，
對
之
頂
禮
膜
拜
，
如
面
向
至
尊
，
足

見
虛
堂
智
愚
對
日
本
的
茶
道
文
化
也
有
深

刻
的
意
涵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