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TE AH THEEN 
 
 
 
 
 
 
 
 
 
 
 
 
 
 
 

FBMK 2015 34 

EARTHLY TEMPTATIONS AND PRACTICE OF COMPASSION IN THE 
WORKS OF XU DISHAN 



© C
OPYRIG

HT U
PM 

 

 

EARTHLY TEMPTATIONS AND PRACTICE OF COMPASSION IN THE 

WORKS OF XU DISHAN 

 

 

 

By 

 

TE AH THEEN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in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June 2015 



© C
OPYRIG

HT U
PM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Xu’s literature and scholarly writing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ainted love and untainted love, and to analyse elements of Buddhism in his works, 

which include earthly temptations as well as the central Buddhist tenet of compassion 

that reduces pain and induces happiness.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how Xu projected his 

views on the topics of earthly temptations, compass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in life 

through his fictional characters, in particular, such sufferings in life as were manifested 

in their thoughts, personalities and conducts. In addition, this thesis will also explore the 

presence of the Five Perfections in Xu’s works and his spirit in encouraging the moulding 

of an ideal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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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呈此论文摘要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评议会 

以符合文学硕士课程之要求 

 

许地山文学作品的贪爱与慈悲 

张雅贞 

著 

二零一五年六月 

主席：林春美副教授 

 

学院：现代语文暨传播学院  

 

许地山(1894 一 1941) 笔名落华生，“五四”闯将、作家、宗教研究家和社会活

动家。有别于其他作家，其作品在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旗帜下洋溢着浓厚的

异域情调和博杂深邃的佛理思想。许地山短促的 49 年生命里不乏激越的热情，

佛教的爱为集谛是作家发出“生本不乐”慨叹的依据。许地山以佛教的贪爱与慈

悲来书写世间的苦难，尝试在其文学创作中论述人生无常与人生的价值。此为新

文学注入了新鲜的题材，开创了一个活泼的文学题材。 

苦难贯穿许地山一生创作，苦难的经历培育与成就了他人生。许地山前期精进于

宗教的研究和“为人生”的写作信念及后期从事文艺、教育推广和文学青年培养

的一生与其慈悲人格不无关系。慈悲是许地山成就与贡献的内驱力，值得研究。 

本文将从染污爱与无染污爱两方面探讨许地山的文学与学术类著作，并分析蕴藏

其作品内的佛教贪爱及拔苦与乐的慈悲情怀。本研究将以佛教贪爱及慈悲情怀为

底蕴，结合其生本不乐观，剖析许地山作品内人物承载的思想、性格、行为等反

映的苦难精神以揭示作家在这些人物身上投寄的佛教贪爱及慈悲思想。此外，本

研究将探讨作家作品中反映的慈悲五度行及其对理想人格重塑精神的宏扬。 

本文分为五章，除了绪论与结语外，将从三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探讨许地山的佛

学渊源与文艺思想的形成，简介其生平与作品及其文艺思想的形成，分析许地山

倾向佛学之因及解读蕴藏其作品中主要的佛学理念。其次，探讨蕴藏其染污爱作

品内的贪爱与生本不乐之关系，此章分为二节，第一节，从男女间、亲子间及钱

财、名利和地位三个层面分析许地山如何以贪爱揭示人生苦难；第二节则以不贪、

不嗔、不痴三个方面分析许地山如何借无污染爱超越苦难。最后，以慈悲菩萨五

度行之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及智慧度探讨无染污爱作品内的慈悲情

怀，分析人物如何以此五度实践慈悲情怀。 

 

关键词：许地山、染污爱、贪爱、无染污爱、慈悲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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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OF XU DISHAN  

 

By 

TE AH THEEN 

June 2015 

 

Chairman  : Associate Professor Lim Choon Bee,PhD 

Faculty   :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Xu Dishan (1894 – 1941) was a May Fourth Movement activist, scholar of religious 

studies, social activist and prolific writer who wrote under the pseudonym Luo 

Huasheng. Unlike many other writers, his works featured both love stories of exotic 

lands and Buddhist teachings. During his short life of 49 years, filled with episodes of 

great passion, he viewed desires as the origin of sufferings and lamented the “endless 

sufferings in life”. Xu wrote about the pains and sufferings of life from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of earthly temptations and compassion, and his writings were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as well as the value of life. His efforts helped inject 

new literary themes into modern literature, inspired more writers to explore Buddhism 

in their writings and ultimately helped create a new and unique theme in literature. 

 

Hardship and suffering were Xu’s constant companions throughout his short life and 

these experiences were depicted in his works. During his early years,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s and moulded his ideologies with writings about “life”. 

In his later years, he shifted his focus to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education outreach 

programme and the training of young talents in literature. All these efforts were tightly 

linked to his compassionate nature. As a central force that drove Xu’s achievement and 

contribution, his views on compassion is a subject worthy of scholastic research.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Xu’s literature and scholarly writing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ainted love and untainted love, and to analyse elements of Buddhism in his works, 

which include earthly temptations as well as the central Buddhist tenet of compassion 

that reduces pain and induces happiness.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how Xu projected his 

views on the topics of earthly temptations, compassion and endless sufferings in life 

through his fictional characters, in particular, such sufferings in life as were manifested 

in their thoughts, personalities and conducts. In addition, this thesis will also explore 

the presence of the Five Perfections in Xu’s works and his spirit in encouraging the 

moulding of an ideal personality.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Besides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ree areas will be explored. Firstly, the author will explore Xu’s literature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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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 his life. The author will briefly introduce Xu’s 

lifestyle and works, then analyse the reasons behind Xu’s Buddhist inclination and 

interpret some of the Buddhist ideologies within his works. Next, the author will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arthly temptations and endless sufferings in life 

implicit in his “tainted love” series. This chapter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looks at the issu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n-woman, parents-

child, power and influence, fame and wealth, and social standing to further understand 

how Xu depicts life’s sufferings through the earthly temptations. The second section 

looks at virtues such as greed-less, anger-less and obsession-less, to gain an insight into 

how Xu was able to transcend suffering through untainted love. Finally, the thesis 

explores compassion implicit in his “untainted love” se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ve Perfections (generosity, discipline, tolerance, diligence, wisdom). The thesis also 

analyses how the characters in Xu’s work practise compassion through the 5 virtues. 

 

 

Key words: Xu Dishan, tainted love, earthly temptations, untainted love, the Five   

                    Per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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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k tesis yang dikemukakan kepada Senat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sebagai 

memenuhi keperluan untuk ijazah Master Sastera 

 
UNSUR-UNSUR KEINGINAN DUNIAWI DAN BELAS KASIHAN DALAM 

KARYA XU DISHAN 

 

Oleh 

TE AH THEEN 

Jun 2015 

 

Pengerusi  : Prof.Madya Lim Choon Bee,PhD 

Fakulti   :Fakulti Bahasa Moden dan Komunikasi 

 

Xu DiShan (1894-1941), atau nama penanya Luo Huasheng, bukan sekadar seorang 

sasterawan yang unggul, beliau juga seorang penyelidik pengajian agama, aktivis sosial, 

dan salah seorang penggiat Gerakan 4 Mei di China. Berbanding dengan penulis-

penulis lain di Persatuan Pengajian Sastera yang mengarang untuk mencerminkan 

hakikat kehidupan, hasil karya Xu Dishan mengandungi unsur-unsur eksotik dan ajaran 

Buddhisme yang mendalam. Sepanjang hayatnya selama 49 tahun, terdapat juga detik-

detik keghairahan dan keinginan yang membara dalam hidup beliau. Anggapannya 

bahawa “hidup pada dasarnya penuh penderitaan” adalah berasaskan teori ajaran 

Buddhisme yang menganggap kasih sayang sebagai punca kesengsaraan hidup. Beliau 

sering menggambarkan kesengsaraan hidup dari segi keinginan duniawi dan belas 

kasihan yang diungkapkan oleh ajaran Buddhisme, dan cuba memaparkan 

ketidaktentuan hidup serta nilai-nilai hidup dalam hasil karyanya. Penulisannya yang 

melibatkan unsur-unsur Buddhisme telah memberi nafas baru kepada bidang penulisan 

sezaman, dan berjaya mewujudkan tema penulisan yang baru dan unik pada zaman 

tersebut. 

Kehidupan Xu Dishan tidak dapat dipisahkan daripada kesengsaraan dan penderitaan. 

Pengalaman getir ini diselit dan ditonjolkan dalam hasil karyanya. Pada peringkat awal, 

beliau giat melibatkan diri dalam pengajian agama, dan mengarang berdasarkan prinsip 

“penulisan adalah untuk mencerminkan kehidupan”. Pada tahun-tahun kemudiannya, 

beliau mencurahkan lebih tenaga terhadap perkembangan kesusasteraan dan pendidikan, 

di samping menggalakkan penglibatan golongan muda dalam bidang sastera. Kesemua 

usaha ini berkait rapat dengan personalitinya yang berbelas kasihan. Boleh dikatakan 

bahawa sifat belas kasihan merupakan pendorong kepada pencapaian dan sumbangan 

Xu Dishan, dan ini adalah aspek yang harus dikaji dengan lebih mendalam. 

Tesis ini akan meneliti karya sastera dan kajian ilmiah Xu Dishan daripada aspek kasih 

sayang yang tercemar dan kasih sayang yang tidak tercemar. Kemudian, unsur-unsur 

Buddhisme seperti keinginan duniawi dan nilai belas kasihan juga akan dikaji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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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bincangkan. Kajian akan berasaskan konsep keinginan duniawi dan belas kasihan 

yang diutarakan oleh ajaran Buddhisme, serta pandangan Xu Dishan yang menganggap 

“hidup pada dasarnya penuh penderitaan” bagi menganalisis sejauh manakah unsur-

unsur ini diselitkan dalam pelukisan watak-watak dalam karyanya, terutamanya 

daripada aspek kesengsaraan hidup yang digambarkan melalui pemikiran, sikap dan 

tingkah laku watak-watak ini. Selain itu, tesis ini juga akan menerokai lima amalan 

mulia Buddhisme yang dipaparkan dalam hasil karya Xu Dishan, serta semangat beliau 

dalam menggalakkan pembentukan personaliti yang ideal. 

Kajian ini dibahagikan kepada lima bab. Selain bab pendahuluan dan kesimpulan, 

perbincangan akan memfokus pada tiga aspek utama. Pertama, kajian akan meninjau 

riwayat hidup Xu Dishan, memperkenalkan hasil karya beliau, meneliti ciri-ciri 

pemikiran sastera atau penulisan Xu Dishan ,mengkaji pengaruh ajaran Buddhisme 

dalam hidupnya dan juga factor-faktor yang mendorong beliau mendalami ajaran 

Buddhisme, kemudian menganalisis unsur-unsur Buddhisme yang terselit dalam hasil 

karyanya. Aspek kedua akan menerokai hubungkait antara keinginan duniawi dengan 

“hidup pada dasarnya penuh penderitaan” sepertimana yang terkandung dalam siri 

karya beliau yang bertemakan kasih sayang yang tercemar. Bab ini dibahagikan kepada 

dua bahagian. Bahagian pertama membincangkan bagaimana Xu Dishan mengaitkan 

keinginan duniawi dengan kesengsaraan hidup melalui tiga aspek, iaitu hubungan 

antara lelaki dengan perempuan, ibu bapa dengan anak, harta kekayaan, kemasyhuran 

dengan kedudukan. Bahagian kedua pula mengkaji bagaimana Xu Dishan mengatasi 

kesengsaraan hidup melalui kasih sayang yang tidak tercemar dari tida aspek, iaitu 

bersikap tidak tamak, tidak naik marah dan tidak terlalu asyik akan sesuatu. Akhir 

sekali, penelitian akan dibuat terhadap nilai belas kasihan yang terkandung dalam karya 

Xu Dishan yang bertemakan kasih saying tidak tercemar, dengan berdasarkan konsep 

lima amalan mulia Buddhisme, iaitu sedia bersedekah, mematuhi larangan dan 

kewajipan, bertolak ansur, ketekunan dan kebijaksanaan. Selepas itu, kajian ini akan 

menyelidiki bagaimana watak-watak dalam karya Xu Dishan mempraktikkan nilai 

belas kasihan melalui lima amalan mulia Buddhisme. 

 

Kata kunci: Xu Dishan, kasih sayang tercemar, keinginan duniawi, kasih sayang                                 

                     tidak tercemar, lima amalan Buddhisme yang m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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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自 20 年代以来，学界对许地山作品的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有关的评论存有差

异，甚至同一时期的研究者也对许地山的文学成就有迥异的看法，然而，整体

皆认为许地山的文学作品始终以宗教情怀传达其思想。 

许地山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之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王盛

的看法，许地山的研究特点有三：一、其研究很早被学界关注，始于〈命命鸟〉

的刊出；二、学界对其作品的内容至形式的看法不同；三、有关其研究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1998，页 153）。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今天，20 年代初是研

究首个阶段，评论的重点多集中在许地山的单篇作品；第二阶段是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评论关注许地山的思想、创作风格、艺术趣味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

此后直至 1978 年，研究进入沉寂期。新时期的研究以 1984 年为标志，研究者

多从佛、道、耶各宗教及宏观的宗教文化入手研究许地山的文学作品。霎时，

许地山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成就令人瞩目（王盛，1998，页 155-162）。  

许地山著有散文集《空山灵雨》和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及他于 1927 年学

成归国后所写的短篇小说集《解放者》与《危巢坠简》。许地山在后期的创作

较少，除发表《危巢坠简》集里〈在费总理的客厅里〉、〈女儿心〉、〈春

桃〉、〈铁鱼的鳃〉等中短篇小说以外，这个时期许地山主要从事佛、道和宗

教比较研究。故理所当然文艺界、学术界评论较多指向其前期文学的创作。学

界对许地山作品研究涵盖领域深广，包括比较研究、与印度文化之关系研究

（钱伟，2001，页 31-32）、文学创作研究、宗教情结研究及许地山与香港的

研究（2001 年后）。其中，宗教情结方面的研究占据了许地山研究中的多数空

间（张晶晶，2005，页 65）。许地山对诸宗教有深刻的研究，无论是佛、道、

耶、伊斯兰教、摩尼教及民间宗教。然而，在其研究成果中，谈其创作与佛、

耶教关系的比其他的宗教多，于道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及民间宗教之关系研

究的资料和成果缺乏（张慧佳，2012，页 63-65）。资料显示，耶教方面的研

究论述反映了耶教博爱思想如何影响许地山的思想，较少深究耶教的思想给他

的创作带来影响。对于佛教、道教、耶教，究竟哪个才是许地山精神世界最终

的归宿，确实难以说清。关于许地山对宗教文化参照系统的选择方式，可以肯

定的一点是作家的取向重点是依据有关宗教文化对现实人生的实际意义，从情

趣、品位、修养到心灵、人格、道德，从人类社会具体的生存境况，到宇宙生

命的终极意义。只要对改造人生、完善人生、升华人生的宗教思想，反映人生

的价值和意义便是许地山思考的起点和寄托（同上）。目前，评论者多从其宗

教情结的成因到宗教意识的表现，从宗教意识表现形式的嬗变到宗教色彩进行

阐释和评论。他们认为于佛教、道教、耶教三者之间，许地山的思想以佛教为

主要依归。对许地山曾给老舍推荐 80 多篇的佛学经典，老舍（1989，页 420）

认为“他似乎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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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去作礼拜”；刘勇（2003，页 63）指出“许地山的整个思想体系与文学创作

之中，佛教文化思想很自然地占有更为突出的位置，他对佛教文化也有一种更

为潜在、更为自觉的兴趣和意识”。纵观许地山的思想包涵了各宗教的思想，

但他对佛教思想的研究却是深入的，故现有的前人研究多集中在佛教与许地山

关系的研究。 

有关许地山佛教方面研究的论点主要有二：一是佛教对许地山文学创作的影响，

其中其文学作品包括直接引用宗教典故、词汇，大量借用宗教文化的意向、原

型，借鉴了宗教变文、讲唱文学的文体形式，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法等（张

悦帅，2007；徐婷婷，2008）；二是有关许地山的“生本不乐”人生观这种观

点是佛教人生“苦”的诠释（张晓东，2001；孔令环，2002；杨志明，2007；

于秀琳，2009；蔡汾锦，2011；王忠田，2012）。 

前人研究者多探讨佛教对许地山早期创作的影响，并对其创作成就发出褒贬不

一的看法。杜昌君（2011）的研究就道出许地山的“宗教意识与宗教观念”滋

养了他的创作生命，许地山对佛学的深研成就了他不同于任何作家的创作艺术

风格。许地山的文学精神空灵玄奥，透过佛光审视社会，解剖人生。佛教思想

深化、净化了许地山的情感，增强了他散文的神圣感和神秘感（张慧佳，

2011）；提升了散文的审美情趣（黄科安，2005），佛教思想主导许地山小说

的内部思想（徐婷婷，2008）；佛学佛理使许地山的创作“既对人生的无限意

义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体悟，同时又以此反观和深省现世人生的平实价值，同样

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慧识”(刘勇，2003，页 131)。  

一些研究者认为许地山的早期作品因受佛教唯心的宿命论与厌世的思想影响，

使得其作品充满着悲观的颓废思想，有逃避现实的倾向，与“五四”激越昂扬

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而其后期的作品恰恰因为抛弃了佛教的影响而变得更为

积极和昂扬起来，他们将佛学对他的创作影响看成是消极与积极对立的两种观

点。不管评论意见有所差异，但还是有共通之处：佛学佛理在很大程度上主宰

并影响了许地山的创作，不管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杜昌君，2011） 

此外，陈平原和席扬从整体宗教文化入手研究许地山文学创作。陈平原抓住东

西文化冲撞的时代背景下思考现实人生的许地山的独特心理，与苏曼殊的思想

进行比较，结合对佛、耶两种宗教的观点进行剖析。陈平原认为许地山能融合

多种宗教的思想，“以儒家的‘天行健, 君子自强不息’为中坚，以佛学的虚

空为内，以基督教的博爱为外”（1989，页 292）从而达到内心的平静、安宁

和积极向上；这种宗教思想由始至终都没有被扬弃，只不过后期这种宗教思想

成为了世俗化而采取更隐蔽、更有效的形式来表达而已（陈平原，1989，页

292-294）。席扬（1992，页 52-59）则认为许地山对宗教的精神归依最初是有

感于人类的不平和人生的黑暗, 要借助宗教来援救世道, 但他执著于宗教理想, 

对人类本身的生存悖性产生忧患, 造成与现实的冲突,从而倍感人世的痛苦。 

许地山的“生本不乐”人生观确实源自佛家的“爱为集谛”之说，然而，研究

者的评论认为许地山以佛家的“苦谛观”来参悟，面对人世苦难是一种消极避

世的人生观，并未尽然彻底地把实际的文本深邃内涵的思想感情、宗教意味表

达出来。其实，许地山经由社会经验的历练及自身的苦难经历，以佛教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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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来审视人生，并企图以宗教思想改造社会。许地山揭示人由于无明，执着

贪爱世间的一切而被苦难纠缠，其主张“人”的理想德行与精神价值应是以佛

家慈悲情怀为依归。因此，本文将从“贪爱”和“慈悲”这两个角度来剖析其

文所传达的深邃内涵。 

再说，有关许地山宗教与文学创作思想意蕴的研究，主要是以许地山文学作品

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来阐发作家的宗教思想和人生哲学。诸如张晓东（2001，页

66-70）指出许地山通过追踪人物的内心世界，阐释了以佛教文化的认同苦难

为底蕴，以基督教文化的宽容博爱和道教文化的自然无为为两翼，来面对现实

人生的苦难与生命的困境。张文从佛教、基督教、道教等文化的角度对许地山

小说的不同体现作了分析，有别于过去的研究不加区分地、笼统地以宗教文化

一言以蔽之的现象。江振新（2002，页 28-32）认为宗教意识与人道主义使女

性获得自救。虽说人道主义是贯穿整个现当代文学思想的主线之一，但对于许

地山的小说，他从这一角度切入分析女性的自救却有了新意。李想与杨攀攀

（2010，页 12-19）的研究指出了许地山作品体现宗教救赎的意涵，揭示小说

杂糅的宗教哲学观，彰显佛、耶、道三教精神的冲突，也彰显小说强大的张力

与悖论的意味，却承担拯救和发掘人性的艰巨任务。有者则认为许地山以佛教

的“生本不乐”作为审视人生的基本视点，融道家的顺应自然作为处世之道，

但最后的精神皈依却是基督教的博爱和担当精神（赵拥军，2004，页 47），受

佛教思想熏陶的许地山在其创作的小说宣扬了平等与爱的精神，追求道德完善，

建构理想人格（谭丽娟，1994，页 117-127）。这些前人的论述虽然深入，仍

未全面地触及许地山作品所反映的贪爱与慈悲的情怀。 

至目前为止，许地山情感世界方面的研究甚少，美籍学者夏志清（2005a，页

63）从宗教精神方面——爱和忍的意义肯定了许地山作品的价值。张悦帅

（2007，页 212）则认为许地山以人本主义精神展示男女情爱世界的解读。诚

然，评论者多注重许地山作品中爱情的价值，忽略了亲情、友情等的可被研究

的价值。虽然前人研究对许地山作品的情感世界的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但评论

者都认为许地山的文学创作所体现的情感是经由宗教观照，再共同演绎其对社

会、人生的体悟与认识。在辩证构建有关许地山所追求理想人生与社会多是从

人性与道德的角度入手。诸如李素娟（2003，页 37）的研究认为许地山所说的

爱可以分为三个模式：一是“精神恋爱的在场, 世俗婚姻的缺席”; 二是“精

神恋爱的缺席, 世俗婚姻的在场”； 三是“恋爱婚姻对象双重缺失”。 

此外，许地山的作品也描写女性之美，这揭示了作家对女性崇拜的深刻意识。

李洪华（2004，页 54-57）的研究指出了许地山与鲁迅二人在接近与超越宗教

的方式不同，鲁迅采取的方式是复仇，是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以文化启蒙为

旨归，把对社会的思考形诸于笔下的人物，从而昭示文化的意义；而许地山则

是从写情反映人生哲学的意味。赵申（2010，页 58-61）的研究指出旧社会的

愚昧无知和对三角爱情的批判。孔令环（2002，页 31-35）认为佛教和耶教的 

“爱己”与“爱人”观念使许地山把爱情、亲情、无量有情无私之爱的情怀推

至最高的境界。有些研究者只局限于许地山整体小说、散文或单篇的研究而忽

略许地山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和博杂性。因此，这些研究难以全面地掌握许地山

创作精神。许地山创作中提到的情是描写生活的苦痛与导致现实人生“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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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关系的爱。尽管涉及此范围研究不少，但研究作家文学创作的视野与精

神境界的视域仍然不够宏观。 

 

 

1.2 研究问题与目的 

 

 

许地山文学创作中对贪爱的阐述如何受他的人生经历与佛教思想的影响？根据

张悦帅（2007，页 38-39）的统计，许地山以情为主题的小说占 80.8%，以情

为主题的散文占 66.7%；许地山创作中的情，主要是指爱情（59%）、亲情

（30%）和友情（12%）。可见许地山的文学创作不只是关注爱情，还包括亲情

与友情。可以这么说许地山以情关照人生的本质与人格的塑造。其实，宗教文

化往往反映作家欲追求的社会观。（刘勇，2003，页 9）笔者欲更深入探究蕴

藏许地山文学作品的情与宗教情怀，务必真切把握和理解隐藏在许地山文学作

品内的宗教文化的意识，勿啻枉费许地山对世人的一番警示。若以佛家染污爱

与无染污爱的观念切入来研究许地山的“情”，可分为佛家对世俗间一切的贪

爱和慈悲五度的践行。前者贴合作家的文学创作内容，揭露现实的苦难与世情

的沧桑来反映其对现实的失望和爱国的苦闷。其作品充满因佛家的无明、执著

贪爱所引发的对“生本不乐”的感叹；而后者欲体现作者超越现实中的苦难，

验证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试图治疗世疾，解救受苦受难的世人。两者可说是许

地山的文学创作所体现的人生阅历和对佛教的体悟，而对人类精神的升华的见

地，也是许地山受创的心灵在宗教处得到的精神平衡。佛家染污爱与无染污爱

是许地山创作中的题材，是作家写作的动机与方向。本文将从染污爱与无染污

爱两方面探讨许地山的文学创作中所谓的“爱”，并分析佛教的贪爱与慈悲对

理想人格重塑的反思。 

此外，有研究者认为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在“抒发感情，探索哲理”之外，

就是描写内容偏向“消极”思想的内容创作。许地山“受到佛教思想的侵蚀，

唱出了一种比较消沉和颓丧的调子……寄托了逃避人生的思想……既然他觉得

人生是凄惨的，于是索性在<香>、<愿>里宣扬佛教的经义了”（林非，1981，

页 72-74）。由此可见，许地山的厌世、悲观的情绪与他曲折不平的人生遭遇

有密切的关系。纵观前人的研究，有的探讨许地山文学创作中反映的“生本不

乐”的情绪，但这些前人研究都没有深入地分析许地山作品中反映的佛理，故

笔者欲藉此研究增补前人不足之处。本研究将以佛教的集谛观与慈悲情怀，进

一步剖析许地山文学人物的思想和言行所反映的苦难精神，以揭示作家在这些

人物身上所投射和欲传达的佛教思想。 

另外，也有些研究者认为挖掘许地山写作的动机所阐述的“生本不乐”受佛家

苦谛观的启示，再从宗教教义中汲取有价值的伦理思想，用宗教思想批判现实。

本文欲探究“生本不乐”与佛家及集諦观的关系，并以许地山丧偶的打击为观

照，重新认识其创作与作家人生经历因果关系。探讨许地山作品如何以其生本

不乐的观念，切入佛家染污爱的思想，研究贪爱导致人生苦难的因素，以及探

索许地山作品中人物如何凭借无染污爱超越苦难。最后，本文将讨论无染污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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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提到的人物如何践行慈悲五度，进而阐述许地山对人生理想的人格践行的

追求。 

 

1.3 研究范畴 

 

许地山的著述，大致分为文学和学术两类。文学类除小说集《缀网劳蛛》（商

务，1925）、《危巢坠简》（商务，1947）；散文集《空山灵雨》（商务，

1925）、《无法投递之邮件》（北京文化学社，1925）及杂篇《杂文集》（商

务，1946）外，另有在各报刊刊发的剧本、童话、小说、诗歌、歌曲、杂文几

十篇。学术著作单刊的有《印度文学》（商务，1930）、《国粹与国学》（商

务，1946）、《道教史》（上册）（商务，1934）、《达衷集》（商务，

1931）、《扶箕迷信的研究》（商务，1941）、《佛藏子目引得》（上中下三

册）（燕大图书馆编纂处，1923）、《许地山语文论集》（香港新文学学会，

1941）等，另有译文、哲学、宗教、民俗论文十几篇未曾入集。许地山一生同

时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且有一定成就。以许地山 1927 年从英国学成归

国后任教为分界，其前期多从事文学创作，后期则以学术著述为多。据笔者的

统计，许地山自 1927 年起至 1935 年离开燕京大学止，著有学术论文 8 篇，学

术论著 5 部。 

本论文研究的文本包括许地山的全部著述，即许地山的小说（26 篇）、散文

（45 篇）、新诗（10 首）、学术著作（13 篇）及杂文（15 篇）等，除了《印

度文学》、《许地山语文论集》、《达衷集》与《佛藏子目引得》不是本文研

究的范畴以外，其他的文学作品都是本文用来探讨和分析许地山文学创作思想

的研究材料。本文所参考的许地山小说文本是张弘所编《许地山小说经典全集》

（2003a，第 6 版），欠缺的篇章参阅其小说集《缀网劳蛛》（2011，第 7

版）、《危巢坠简》（1947）及《无忧花》（2008）。另外，本文研究还包括

许地山的散文集《空山灵雨》（45 篇）和收录于《危巢坠简》的“无法投递之

邮件”（17 篇）。本文依据张弘所编《许地山散文经典全集》（2003b，第 6

版）及陈平原编《许地山散文全编》（1992）。新诗则采用方锡德编《许地山

作品新编》（2012），其诗作有<牛津大学公园早行>及<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

三夜或一年又过去>等。此外，被引述的许地山的观点多源自其学术著作集，

如有《国粹与国学》（13 篇）、《道教史》及《扶箕迷信的研究》。 

 

1.4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分为三个部分进行。首先，结合许地山的家

庭背景，人生经历，早年丧偶的打击及其自身的佛学修养进行全面的探究，以

归纳出其独特的人生观。其次，本文将分析许地山作品中的染污爱和无染污爱

的思想，意在了解许地山的创作意识与思想，找出贪爱如何致使人生本不乐的

因素。同时本文也使用文本分析法剖析作品人物如何借无染污爱和“慈悲”的

理念超越人生的苦难。除此之外，文本分析法也可帮助本文分析慈悲五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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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引进去重塑理想的人格，旨在帮助受苦受难煎熬的人们度过人生苦难。

佛教思想在许地山的文学作品占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另外，本文以电子版佛教经典《大正新脩大藏經》、倪秀兰《佛教的慈悲观》、

中元村《慈悲》及陈兵<佛教的爱情婚姻观>等为参照的蓝本，以进行文本归纳

与分析许地山作品中的染污与无染污之贪爱与慈悲的情怀，并分析人物通过实

践大乘经典提出的慈悲五度之布施、忍辱、持戒、精进、智慧等德行表达许地

山对其理想人格的追求以达致其拯救国民的最终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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