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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曹洞宗”之传承考 
刘洋 

（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06） 

摘要：江西“曹洞宗”由洞山良价大师和其弟子曹山本寂大师创建，后经发展派生出“寿昌法系；鼓山法系；洪断法系；云门
法系”等四大法系。 

关键词:曹洞宗；洞山良价；曹山本寂 
 

一、“曹洞宗”缘起 
南宋晦岩智昭的《人天眼目》卷三记载：“良价晚年得弟子

曹山耽章 1，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
洞上玄风播于天下。故诸方宗匠咸共推之曰曹洞宗”。“曹洞宗”
以洞山良价大师为宗祖，宗名的由来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
是“洞”指洞山，“曹”指曹山，取洞山良价大师所住的江西宜
丰县洞山与徒弟曹山本寂大师所住的吉水县曹山之名，称“洞
曹宗”，为读音方便，改称“曹洞宗”。第二种说法是为表明本
宗乃六祖正风之嫡传，取曹溪六祖惠能大师的“曹”与其法孙
洞山良价大师的“洞”，合称为“曹洞宗”。据《祖庭事苑》卷
七记载，“曹洞宗”其宗脉形成如下图所示： 

 六祖惠能→ 青原行思→ 石头希迁→ 药山惟严→ 云岩昙晟→ 洞山良价→ 曹山本寂 
 

“曹洞宗”源出六祖慧能弟子青原行思，后传石头希迁，
石头希迁传药山惟严，药山惟严传云岩昙晟，云岩昙晟传洞山
良价，洞山良价传曹山本寂，自此“曹洞宗”一派诞生。 

二、“曹洞宗”唐宋代形成 
曹山本寂拜师洞山良价门下后，全力弘扬“正偏、功勋、

君臣、王子”等四种“五位”之说并加以创新，其中“正偏五
位”和“功勋五位”是洞山良价的创说，“君臣五位”和“王子
五位”则是曹山本寂所立。遵循《宝镜三昧》2 之法则，发扬洞
山良价“即事而真”的思想，在修持方法上，遵从洞山良价对
于“一见渗漏，机不离位，堕在毒海”，“二情渗漏，智常向背，
见处偏枯”，“三语渗漏，体妙失宗，机昧终始”等“三种渗漏”
的认知，修习“鸟道、玄路、展手”等“三路”之法。在此基
础上，曹山本寂又提出 “一者披毛戴角为类堕”，“二者不断声
色为随堕”，“三者不受食为尊贵堕” 等“三堕”之说。曹山本
寂还有《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两卷经典传世，对于“曹洞
宗”宗风教义的传承功不可没。座下知名弟子有洞山道延、金
峰从志、曹山慧霞、韶州华严等，但本寂大师一脉四传之后，
便再无后续记载。 

洞山良价大师的另一位弟子疏山匡仁，在金溪县疏山建立
白云禅院 3，大力弘扬“曹洞宗”门风，并有《四大筹颂略》和
《华严长者论》等经典传世。座下弟子众多，知名的有护国守
澄、疏山证、黄檗慧等。当时新罗 4 国的明照安、百丈超等僧
人也先后来匡仁大师门下参禅学习，使得中国禅宗“曹洞宗”
一脉传播至朝鲜半岛。 

与曹山本寂、疏山匡仁为同门师兄弟的云居道膺在接受了
“曹洞宗”宗法之后，在江西宜丰县三峰修行，接着迁入江西
吉安庐陵，后来在永修县云居山真如禅寺住持弘法。云居道膺
大师座下弟子多至 1500 多人，知名的有云居道简、同安道丕、
归宗怀恽等，另外还有慕名来学习佛法的新罗国僧人利严、高
丽 5 国僧人庆甫等。利严大师得法回新罗后，创须弥山派，开
创海东禅门九山之始，代代传承，同安丕、同安志到梁山缘观，
再经十二世传到天童如净，再传到日本僧人永平道元，至此中
国禅宗“曹洞宗”传入到日本。 

中国五代十国时期，“曹洞宗”由江西弘传到浙江丽水、湖

北武昌和鄂州、四川成都、陕西南郑、河南沁阳、山西大原等
地，几乎在全国传播开来。宋宣和年间，“曹洞宗”的惟照、释
资圣南、洞山微等高僧大力弘扬宗风教理，释德止大师获徽宗
赐“真际禅师”称号，在圆通寺任住持，宣传“君臣五位”之
旨，引来四方佛教信徒朝拜。后来其弟子释正觉执掌圆通寺、
江州承天寺等处法席。到了宋代，临江慧力寺、青原山净居寺
等也多为“曹洞宗”法嗣担任主持。元末明初时，“曹洞宗”一
度衰落，法脉传承不详，几近失传。明嘉靖年间，常忠 6 和常
润师兄弟在河南嵩山少林寺“曹洞宗”二十九世宗书小山座下
承袭法脉后，继续宣扬宗法。常忠大师返回江西宏法，常润大
师认少林寺主持，不少弟子也随后重赴江西弘扬法脉，至此“曹
洞宗”得以中兴。 

三、“曹洞宗”明代四大法系 
1、“寿昌法系” 
无明慧经从师于常忠大师，习法后隐修于黎川县峨峰寺达

24 年，后担任南城宝方寺主持，他大力弘扬“曹洞宗”之宗风，
以“农禅”之术而兴寺，明代万历三十八年，又担任新城寿昌
寺主持，讲求“生平佛法，未离锄头边”，座下知名弟子有博山
元来、鼓山元贤、东苑元镜、寿昌元谧、青原真元等人，光大
宗门，后来逐渐演变发展成“曹洞宗”新的分支-“寿昌法系”。
无明慧经的弟子博山元来为寿昌寺首座，又于明万历三十年出
任饶州博山能仁禅寺 7 法席，使用禅律与禅净并行之法，随后
宗风振兴，达到“弟子益进，朔即燕都，南尽交趾，望风而至
者岁以千计”的规模。知名弟子有宗风道独、雪硐道奉、瀛山
智间等，直至清代末年，法脉明晰。博山元来的大弟子宗风道
独弘法于庐山归宗寺，后来与其弟子函呈先后到广东传播宗法，
此一脉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传承数百年。 

2、“鼓山法系” 
鼓山元贤是博山元来的同门师第，明万历三十年开始钻研

《楞严经》、《法华经》、《圆觉经》等大乘经典。次年随师傅无
明慧经前往福建董岩习禅，明万历四十五年剃度出家，后来担
任鼓山涌泉寺主持。明末清初，与无异元来、永觉元贤等僧人
在鼓山涌泉寺把佛法和儒家思想相融合，吸纳道家禅教精髓，
深化“曹洞宗”之革新。他们力图和解禅宗内部、以及“临济
宗”和“曹洞宗”两派间的冲突对峙，倡导“真参实悟，深诫
知解杂毒”，主张学佛者博参远访，修持与劳动并行之精神，反
对当时闭关修行、在家滥受三衣之风。一改当时流行只学偈颂、
学答话、上堂、小参等形式主义。后来，鼓山元贤的弟子霖道
霈承继其法，与宗派门人惟静道安、恒涛大心、遍照兴隆等僧
人发展形成明清时期“曹洞宗”最盛的一脉-“鼓山法系”。直
至清代末年，遍照兴隆的法脉次第相传，1891 年，妙莲地华在
马来半岛槟城创建极乐寺，开创中国禅宗寺院的先河。后来一
直到虚云大师、圆瑛大师，“曹洞宗”之“鼓山法系”法脉绵延
发展，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禅宗中影响最大的一家。中国台北
凌云禅寺、台南开元寺、高雄超峰寺、苗栗法云寺、基隆灵泉
禅寺的宗法也皆属“鼓山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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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断法系” 
与“寿昌法系”同时兴盛于江西的曹洞宗“洪断法系”，是

常润大师门下的洪断诸缘所创立，他 17 岁出家，四处游方参学，
后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常润大师座学法，明万历七年，主持北京
西山万佛堂。万历二十年，听闻“曹洞宗”祖庭云居山真如禅
寺已是“最怜清净金仙地，返作豪门放牧场”，痛心疾首，请准
朝廷后回云居山修习。洪断诸缘修行期间跪诵《华严经》，得清
朝慈圣皇太后支持，重建主持真如禅寺。万历三十三年，进京
请赐藏经，获准后回到云居山弘法。万历三十七年，启坛传三
坛大戒，佛教徒慕名而至，盛况空前。洪断大师主持云居山达
20 多年，使得云居山道场重振宗法，知名弟子有常慧、常锦、
常潮、常慷等数十人，而后他们分别到云居山、上高、高安、
仰山、乐安等地传承曹洞“洪断法系”。 

4、“云门法系” 
“洪断法系”在江西发展盛大的同时，师从常润大师的方

念慈舟、敬堂法忠等僧人也在光大“曹洞宗”法门，隆庆年间，
方念慈舟分别主持云居山真如禅寺、庐山圆通寺等，座下弟子
释湛然、圆澄弘法于浙江一带。敬堂法忠大师在庐山讲经，后
来迁到庐山仰天坪，建云中寺。弘法同时，栽植松树 10 余万株，
收弟子释能幻、释能握、释能撑等人，逐渐发展形成曹洞宗-
“云门法系”。 

四、“曹洞宗”清代到近代发展 
“曹洞宗”发展到清代，涌现出一大批得道高僧。清代顺

治十年，中兴祖庭新城寿昌寺遭大火烧毁，时仁金陵栖霞寺 8
主持-“曹洞宗”三十三世法脉传人竺庵大成闻讯回江西大举修
缮，直至圆寂。其弟子兴沛大师继承遗志，最终完成了寿昌寺
的修复工作。另外，清代的释道奉、释觉浪道盛、释道霈、释
宏瀚、释一澄、释剖云、释一导等高僧在博山能仁禅寺修法，
前后达百余年时间。崇仁县明敏大师，14 岁开始在江西宜黄曹
山寺出家，承“曹洞宗”法脉，在曹山寺、抚州上桥多福寺等
任住持。清代康熙到乾隆初年，释未也大师主持宜黄桃华山寺，
大力弘扬“曹洞宗”宗法。清代庐陵青原山 9 净居寺历任住持
也多为“曹洞宗”法脉，其中，“脱下朝服，穿上袈裟”由仕宦
入佛门的精英人物笑峰大然、药地大智等人也先后在青原山净
居寺修佛，以至当时江西吉安青原山、江西安福武功山佛教极
度昌盛。民国时期，“曹洞宗”法脉传播重心转至抚州地区，界
周大师、释竹慧师从桃华山寺 10 明海大师座下，得曹洞法脉后，
于 1925 年主持重建了宜黄石门寺，当时规模达到数十亩，住僧

20 余人，成为民国时期佛教“曹洞宗”弘法的重要道场。 
新中国成立后，释虚云大师于 1953 年迁居云居山真如禅寺，

弘扬曹洞宗风，传承法脉，使“君臣五位”之说传承不断。之
后有第五十六代腾智大师，五十七代瑞之大师承袭，中国改革
开放 1992 年至今，“曹洞宗”法脉在江西弘扬发展，长盛不衰。 

五、结语 
江西“曹洞宗”创建形成于唐宋年间，发展演变为“寿昌

法系、鼓山法系、洪断法系、云门法系”等四大法系于明代，
清代和近代仍然旺盛发展，乃至“曹洞宗”法脉教义传播到亚
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特别对于朝鲜半岛、日本、马来西亚的
佛教文化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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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曹山本寂的别名。 
2 《宝镜三昧》是洞山良价禅师所作的禅诗，全文共 374

字，言简义赅，修行双备。历来被佛教禅宗所倚重，为佛教“曹
洞宗”之祖典。 

3 后更名为“疏山寺”。 
4 现今韩国境内。 
5 现今朝鲜境内。 
6 常忠(1514-1588)，字蕴空，建昌府人(在今南城县)，于少

林寺学法后南下回江西弘法，在新城(今黎川县)廪山寺隐修 20
余年，晚年传法释慧经，是“曹洞宗”中兴期的重要人物。 

7 属江西广丰县。 
8 今江苏南京。 
9 今属江西吉安。 
10 今属江西抚州宜黄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