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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宗的歷史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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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中心2022年度獎助訪問學人 

法眼宗在禪宗五家中最晚成立，通常認為法眼文益（885-958）是開基之祖，但

當時文益等人的自我認同似乎並不如此，而是主張他們繼承「玄沙正宗」。玄沙即玄

沙師備（835-908），是文益之師翁，也是雪峰義存（822-908）的法嗣。雪峰義存承

嗣石頭系禪法之後，於福州雪峰山建立獨立教團，在福建禪宗中影響甚鉅。既然如

此，其後人為何不主張「雪峰宗」，而尊玄沙為法祖呢？ 

已有多位學者指出，雪峰教團中雪峰法系和玄沙法系有分化的趨勢，也有幾則資

料記錄了兩系間發生的對立案件。我們在這些案件中能夠了解兩個法系在思想上的差

異。另外，玄沙師備的語錄中有一則「三句綱宗」的法門，《宋高僧傳》認為這是玄

沙師備的標誌性理論。此一法門遞進式地講述三種不同的佛學觀點，呈現了玄沙的禪

學思想。我認為，這一法門具有判教理論的性質。判教往往代表一位僧人對佛教思想

整體結構的理解，也在其框架中進行對各派觀點的整合。玄沙的「三句綱宗」既反映

當時禪宗各派的發展狀況，亦可從中看出玄沙在禪宗史上的立場。此次演講將透過分

析雪峰、玄沙兩系之間的對話以及「三句綱宗」的內容，探討玄沙-法眼法系的思想

特徵和歷史淵源。 

主講人簡介：  

土屋太祐，現任日本新潟大學人文社會科副教授。土屋教授曾於東京大學文學部

印度哲學佛教學專業求學，之後以《北宋禪宗思想及其淵源》為主題獲得四川大學文

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宋代禪宗史，對禪宗的機緣問答等禪文獻詞彙均有深入見

解，並將研究範圍延伸至唐代、五代。本次獲得漢學研究中心獎助，來臺研究主題為

「唐代禪宗思想史和『問答』的演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