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鱼兮伟莫裁，混虚包纳信奇哉。

能变化，吐风雷，下线何曾钓得来。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莫学他家弄钓船，海风起也不知边。

风拍岸，浪掀天，不易安排得帖然。

大钓何曾离钓求，抛竿卷线却成愁。

法卓卓，乐悠悠，自是迟疑不下钩。

别人只看采芙蓉，香气长粘绕指风。

两岸映，一船红，何曾解染得虚空。

静不须禅动即禅，断云孤鹤两萧然。

烟浦畔，月川前，槁木形骸在一船。

莫道无修便不修，菩提痴坐若为求。

勤作棹，慧为舟，这个男儿始彻头。

水色春光处处新，本来不俗不同尘。

着气力，用精神，莫作虚生浪死人。

独倚兰桡入远滩，江花漠漠水漫漫。

空钓线，没腥膻，那得凡鱼总上竿。

揭却云篷进却船，一竿云影一潭烟。

既掷网，又抛筌，莫教倒被钓丝牵。

苍苔滑净坐忘机，截眼寒云叶叶飞。

戴箬笠，挂蓑衣，别无归处是吾归。

外却形骸放却情，萧然孤坐一船轻。

圆月上，四方明，不是奇人不易行。

世知我懒一何嗔，宇宙船中不管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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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子和尚，俗名德诚，四川武信人，是唐

代高僧和著名词人。德诚幼年受法于湖南

药山弘道俨禅师，尽道 30 年。离开药山后，

德诚飘然一舟，泛于枫泾、朱泾之间，接送四

方来者，纶钓舞棹，随缘度世。时人莫测其

高深，称他为船子和尚。唐大和年间（公元

827-835 年），他曾一度留居枫泾，为修建妙

常庵，留素作揖于道旁，化缘募资，直至建

成。一日与夹山善会相遇于朱泾，两人一问

一答，言语投机。船子和尚高兴地说：“钩尽

江波，金鳞始迟”，遂传授生平佛理心得，后

覆舟自殁于朱泾西林寺旁河中。平生著作

有拔棹歌 39 首，并集有《船子机缘诗》一卷。

宋代吕益柔刻石于枫泾海慧寺。

投师惟严 参惮三十

德诚和尚生于四川武信，年少时拜湖南

药山惟严和尚为师。德诚拜其门下。

德诚拜贝惟严时，惟俨初问德诚之名，

又问：“德诚又成得个什么”？即修佛所求为

何?德诚回答：“家园丧尽浑无路”，意在无所

求。惟俨唤之，德诚欲对，即为惟俨掩其口，

“师因有省”。是禅须截断言路，从本心悟

得。德诚受其教示而豁然悟道。惟俨预言

其未来，“子以后上无片瓦，下无锥地，大阐

吾宗”。

唐代大禅师药山惟严，是佛教惮宗六祖

慧能高徒的第三代传人，德诚在药山参禅 30
年，才得禅宗之真传。当年在药山，惟严门

下出了三个禅门巨匠，德诚、道吾、云岩 3 人

共伴药山数十年而不厌，可见惟俨高风之诱

引与同门间的融洽无间。惟严圆寂之后，三

人功法也已学成，他们奉师命各

自去住山弘法。

离开药山时，德诚主张道吾、

云岩去四方传道，自己则不改初

衷。德诚对两个师兄弟说，你们

应该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

我这个人率性散淡，惟好山水，没

什么能力。分别后你们知道了我

在什么地方，如果遇上伶俐的参

学僧，指示一个来，也许可以雕

琢，我将平生所得传授给他，报答

先师恩德。这正揭示出德诚遁世

忘机，契合自然的宗风由来。

德诚与云岩、道吾分别之后，

便到了秀州华亭县。在吴江之

上，做起了舟子，泛一小舟，随缘

度日，济渡来往之人，船子和尚之名由此而

得。

东游枫泾 化缘建庵

唐大和年间，船子和尚东游到枫泾，他发

现位于南市的妙常庵已遭兵灾焚毁，遍地断

埂残壁，野草丛生。船子和尚看了深深惋惜，

就在一旁搭了个简单的茅草屋，只身住在里

面，每天身着黑色僧衣，在街头路边化缘募

捐，积钱购砖备木，将妙常庵重新修建而成。

船子和尚重建妙常庵，对于枫泾人气的

聚集，促成集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妙

常庵建成后，船子和尚在以后漫长的几十年

中，他不住在庵中，而是驾一小船，飘泊在朱

泾、枫泾的江湖之中，既划浆渡客，又握竿垂

钓，以坐钓替代坐禅，敛心悟空，精心修禅。那

时，枫泾泖桥的澄鉴寺前，烟波浩渺，环境清

幽，船子和尚经常披星载月，横浆垂钓，天长日

久此处就留下了“船子和尚”钓鱼处的名迹。

船子和尚在划舟垂钓的同时，和江上的

渔夫交往为友，期间创作了大量反映渔民生

活的诗词，那些诗词语言浅显明白，又饱含佛

教禅理，为群众喜爱而传诵。其中最著名的

《拔掉歌》39 首，更是受人们喜爱，已成为我

国古代诗词文化中的瑰宝。

得遇“金鳞”传道善会

话说船子和尚在江上漂泊，看似无心无

事，其实，他早就有以身传法之意。早在与两个

师兄弟道吾和云岩道别时就曾留言，“如果遇上

伶俐的参学僧，指示一个来，我将平生所得传授

给他。”道吾把德诚的托付时刻放在心上。

再说船子和尚在江上飘泊 20 多年，他

也想把佛学教化他人。据记载，有官人问

“如何是和尚日用事”，也有杏山洪禅师问

“如何是道”，面对船子的示化，两人都未能

彻悟，令船子和尚生“金鳞罕遇”之叹。

船子所企盼的“金鳞”便是夹山善会禅

师。善会谒见船子是受了道吾的指引，道

吾问了他几个问题，他都按佛经上说的回答

了，道吾笑了。他看出这是个伶俐僧人，就

说，你去秀州华亭，找船子和尚吧。

夹山告别道吾后“当夜便发”，来至华亭

吴江边上。船子和尚一见夹山，便问：“大德

住甚么寺?”夹山回答：“寺即不住，住即不

似。”是说修法无拘泥于形迹。船子随即问：

“不似，似个甚么?”夹山答：“不是目前法。”

船子曰：“甚处学得来?”夹山答道：“非耳目

之所到。”真如无形无相，只能由自心去体

悟，夹山所言即为此理。

但船子却报之以否定，指言为“一句合

头语，万系驴橛”。禅是不可说，不当说的。

夹山能不为耳目所拘，却又为语言缠缚，陷

于自心与意识的牢笼之中。

船子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

三寸，子何不道?”夹山才欲回答，便被船子

一桡打入水中。这样反复多次，生死关头，

夹山终于不再缠绕于语言、意识，而回归自

心，豁然领悟禅之真谛。所以船子下言“竿

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夹山应以

“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禅要在有

无之间，谈而不谈之际领受。

船子至此发出“钓尽江波，金鳞始遇”的

欣然感叹。而夹山又报之以掩耳，其经过和

内涵与船子自己的参悟过程相似，而船子的

手段比起其师惟俨来，要更为惨烈。船子嘱

咐离去的夹山善会，有“汝向去直须藏身处

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药

山，只明斯事”。其意也在教导夹山不必拘

泥形迹，放弃执著，随机任缘。

船子传法善会后，善会辞别，频频回顾，

似乎还有疑虑。船子和尚站在船头喊了声:
“和尚!”待善会回头时，他倾翻小船，落水自

溺而亡。他用生命告诉善会，不要颠倒妄

想，不要有所怀疑。真正禅悟的人，就是生

命，也同样是生灭不二。他以生命，为他开

示了什么是“涅磐寂静”。善会不再回头，走

进了江上游的夹山，成为弟子众多的大师。

德诚禅法 深奥莫测

船子德诚禅法的宗旨首先在于一

“断”字。禅的玄妙性与先验性超越于意识、

观念之外，非耳目所到，说似一物与说不似

一物皆不中。不可说，也不能说。自心的直

觉、灵感是接近、领悟禅的唯一有效途径。

船子每次都要夹山“道、道”，夹山一欲开口，

却总被船子打入水中，无法开口，正在此

理。而夹山也由此泯灭了意识、观念，依从

自心的引导，于刹那间，打开一条生路，灵机

陡现，证得禅之真谛。

船子禅法宗旨的第二步在于一个“活”

字。禅由心证，但又须不执著于心。悟禅须

要活泛，言语、意识自是束缚。而执著于自

心，是又为心所迷。就这一点而言，悟禅者

不当执迷于自心，同时也不必拘泥于语言、

意识。求禅之人应当，“浮定有无之意”，“语

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在有言无言，

有心无心之间，无拘无束，了然无碍间，豁然

悟得，这比起单纯的禅由心证之说，显然又

前进了一步。

船子和尚的宗风以遁世为主调，主张屏

绝人世，僻山静水，怡情遂性，养生持道。其

宗风的实质，是将道心与山水交融成一片，于

山水中保全、陶冶自性，于自性的挥洒中达致

物人两忘，禅我合一之境。船子《拨棹歌》很

多是表现这一主题的。它们通过对舟子渔家

生涯的歌咏，传达出对禅的高明领悟。

船子和尚节操高洁，度量不群，他飘然

一舟，随缘度世，后覆舟而逝。后人在朱泾

法忍教寺建有船子和尚殿，也称船子道场。

《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续高僧传》都

有他的小传。著有拔棹歌39首。《法苑珠林》

和《艺林伐山》诸书引有他的歌词，并集有

《船 子 机

缘 诗》一

卷。宋代

吕益柔刻

石于枫泾

海 会 寺 。

其诗句法

类于唐诗

人张志和

的《渔 父

词》，内容

多吟咏渔

夫生活而

寓以释家

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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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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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子和尚《拨棹歌》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