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元末顧瑛“三教合一”

視域中的玉山雅集

吴新雷

提　 　 要

元末昆山名士顧瑛是體現“三教合一”觀念的典型人物，他

以“儒衣僧帽道人鞋”的形象出現，在主盟玉山雅集期間，匯集

了一群儒士、詩僧和道徒，如“儒林四傑”中的柳貫、黄溍等，龍

門僧良琦、净名居士倪瓚等，茅山道士張雨、大癡仙黄公望、鐵笛

道人楊維楨等，融通文學、書法、繪畫、聲藝於一堂，形成了儒釋

道多層面多元化文化交互爲用的奇特局面。本文以《玉山名勝

集》、《草堂雅集》等典籍爲依據，勾稽各種史料，考論其三教會

同的表現形態，揭示玉山雅集多重意藴的文化内涵。

關鍵詞：顧瑛　 三教合一　 玉山雅集

一、 引　 　 言

儒、佛、道交融歸一的主張發端於六朝時期，經歷隋唐五代

長期的思辨磨合，至宋代而成型。宋元以來，“三教合一”的思

想觀念對文人的日常生活和文藝創作影響深遠。本來，孔孟儒

學不是宗教，但宋代理學家融攝佛、道的思維方式和修養理念，



形成了一種新的哲學體系，學界稱爲理學，進而被叫做儒教。自

此以後，“三教合一”的觀念深入到文化學術界各個領域。“三

教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滲透，最後成爲一個三教合一的整體。儒

教以自己爲主，吸收了佛教及道教。佛教、道教也走上三教合一

的道路。”〔１〕

在元代蒙古貴族統治集團入主中原的特殊時期，漢族士子

大多受到壓制，心態矛盾，如楊維楨、倪瓚、顧瑛等名士，生逢元

末亂世，或彷徨於入世與出世之間，或看破世情而隱遁避禍。他

們的思想表現，正如倪瓚指出的那樣：“據於儒，依於老，逃於

禪。”〔２〕其中玉山雅集的盟主顧瑛，正是體現這種“三教合一”觀

念的典型人物。釋克新《題顧仲瑛小像卷後》記載：“句吴顧仲

瑛氏，家世儒者，既肄其業，又學于佛于老，以博其道，好事者圖

爲三教容貌以傳于時。”〔３〕本文基於顧瑛輯録的《玉山名勝集》、

《草堂雅集》及其詩文别集《玉山璞稿》，結合其他典籍加以勾

稽，考論其三教合一的表現形態和玉山雅集的文化内涵。不當

之處，尚請方家指教。

二、 顧瑛的事迹及其“三教
合一”觀念的表現形態

　 　 顧瑛（１３１０—１３６９）是元代江浙行省平江路昆山州人，他又

名德輝、阿瑛，字仲瑛；人稱玉山主人、玉山隱君、風月異人；自號

玉山居士、金粟道人。平生工詩善畫，不屑仕進。自元順帝至正

八年（１３４８）到十年（１３５０）前後，他在昆山西鄉界溪與綽墩之間

營造了一座園林别墅，總名爲“玉山草堂”，或稱“玉山佳處”，内

有種玉亭、讀書舍、金粟影、小蓬萊、碧梧翠竹堂等二十六個景

點。爲的是築巢引鳳，招集四方賓客，開展詩文創作和書畫聲歌

等文化藝術活動，統稱爲“玉山草堂雅集”或“玉山雅集”。

據鄭元祐《玉山草堂記》和吴克恭《玉山草堂序》記載，顧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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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追慕王維、杜甫，而王有藍田玉山之勝，杜《崔氏東山草堂》

詩有“愛汝玉山草堂静”之句，恰好昆山又名玉山，所以在建造

園林别墅時便壘山鑿池，廣築亭臺樓閣，“以其合於巖栖谷隱之

制”，請著名詩人虞集題匾爲“玉山草堂”。吴克恭的序文説：

“仲瑛好古博學，今之名卿大夫、高人韵士，與夫仙翁、釋氏之流

盡一時之選者，莫不與之游從，雅歌投壺，觴酒賦詩，殆無虚日，

由是仲瑛名聞湖海間。”這表明玉山主人交游廣泛，熱忱好客，

他與當時的文壇大家楊維楨、書畫大家倪瓚和黄公望、南戲大家

高明、詩僧良琦、茅山道士張雨等都有來往，深有交誼。

顧瑛出身于富豪巨族，祖父顧聞傳仕元，官至衛輝懷孟路

（今河南境内）總管，父親顧伯壽，隱居不仕。他本人生於元武

宗至大三年（１３１０），而主盟玉山雅集則是在元順帝（惠宗）至正

年間（１３４１—１３６７）。他始終不願出山仕元，但因其子顧元臣擔

任了元朝的水軍副都萬户，元亡後受到新朝編管的處置。明太

祖洪武元年（１３６８）三月，按照朱元璋有關遷移富户以充實其窮

鄉的方針，顧家父子被徙置臨濠（今安徽鳳陽），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三月，顧瑛病逝，歸葬昆山綽墩。錢謙益在清順治三年

（１６４６）編《列朝詩集》時爲顧瑛作傳，輯入《列朝詩集小傳·甲

前集》，傳記説：

德輝，字仲瑛，别名阿瑛，昆山人，四姓（按：指吴中四

大家族顧、陸、朱、張）之後，輕財結客，年三十始折節讀書，

師友名碩，購古書名畫、三代以來彝器秘玩，集録鑒賞。舉

茂才，署會稽教諭，力辭不就。年四十，以家産付其子元臣，

卜築玉山草堂。園池亭榭、餼館聲妓之盛，甲於天下。日夜

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唱和，都爲一集曰《玉山名勝》，

又會萃其所得詩歌曰《草堂雅集》。淮張（按：指張士誠）

據吴，避隱嘉興之合溪。母喪，歸綽溪。張氏再辟之，斷髮

廬墓，誦大乘經以報母，自稱金粟道人。至正之季，元臣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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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軍副都萬户，仲瑛封武略將軍飛騎尉錢塘縣男。洪武元

年，以元臣爲元故官，例徙臨濠。二年三月卒，年六十。自

爲壙志，戒其子以紵衣、桐帽、棕鞋、布襪纏裹入土。其歸葬

綽墩也，華亭殷奎爲之志。仲瑛自畫小像，浴馬、摘阮、補釋

典、寫道經，最後則方床曲几，與一老對語，而題詩其上，世

所傳“儒衣僧帽道人鞋”絶句是也。〔４〕

這概述了顧瑛的生平事迹，并點出其“儒衣僧帽道人鞋”三教合

一者的形象。

錢謙益寫的顧瑛小傳反映出，顧家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不

僅富於圖書文物的收藏，而且“餼館聲妓”（“餼”乃資養之意），

備有歌舞樂隊伶工家班。他早年曾被任命爲會稽儒學教諭，但

他“力辭不就”，不願出仕。他最大的樂趣是在玉山草堂招待各

地來客，不斷地舉行文酒之會。或作畫題詩，或聯吟唱和，先後

雅集七十多次。

顧瑛“三教合一”觀念的表現形態，經考證探究，可以歸納

爲下列五個方面：

第一，玉山草堂的景點規劃體現了三教并舉的理念。由於

受到“三教合一”思潮的影響，顧瑛在規劃園林建置時安排了

儒、釋、道各具特徵的景點。如“讀書舍”是誦讀儒家經典之處，

顧瑛自題楹聯爲“學時時習，德日日新”，語出《論語》“學而時習

之”和《書經·商書》“德日新”。“金粟影”是供奉佛像維摩詰

（金粟如來）之處，取名於杜甫詩句：“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

忘。”〔５〕虎頭是東晉大畫家顧愷之的小名，因在建康瓦棺寺北殿

畫了維摩詰像而聞名於世。顧瑛是顧愷之的後裔，所以特地建

造了“金粟影”景觀。而小蓬萊的喻意是指道家的蓬萊勝境，是

帶有仙風道氣的景區。道家講究山水景觀的生態環境，追求養

生的洞天福地，故而草堂内有壘高的小東山（象徵玉山），有開

掘的春草池，有湖光山色樓，有碧梧翠竹堂等等。“其地宜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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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異卉珍木，樹之無或不良，麋鹿羽鱗之屬，罔不畢致。日與賢

士大夫燕游其上，憑高四望，清氣逼人，三山十湖，宛然在

目。”〔６〕華翥《題玉山佳處》稱讚説：“花間委珮仙客集，水上清唱

漁舟迷”；“玉堂學士天上來，相逢一笑華筵開。”顧瑛營造這樣

美妙的神仙世界，具有儒釋道不同傾向的詩人都被吸引來了。

第二，削髮爲“在家僧”，隱居金粟庵内，兼修佛道而自號金

粟道人。“三教合一”觀念是顧瑛思想中的主觀因素，而客觀的

時局因素又促使他呈現了亦僧亦道的奇異面貌。起因是至正十

三年（１３５３），張士誠在泰州起事，自立爲王，至正十六年

（１３５６），張士誠帶兵攻占平江（今蘇州），玉山草堂遭亂兵劫掠，

他奉母逃到吴興商溪避難，不幸母病遽逝，後歸葬於綽墩山之南

坡。張士誠幕府再三薦舉，强迫他出山任職，他爲了擺脱“薦

舉”，在至正十六年八月，斷然“削髮作在家僧”。〔７〕又在綽墩母

墓旁建金粟庵，隱居庵中，佛道兼修，乃自號金粟道人。并預築

生壙壽穴，準備死後即葬於此。他 ４８ 歲時（至正十八年）預先

自撰《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説：

丙申歲（至正十六年），兵入草堂，奉母挈累寓吴興之

商溪。母喪於斯，會葬者以萬計。是歲，函骨歸瘞於綽墩故

壟。當時，交相薦舉，乃祝髮廬墓，閲《大藏經》以報母恩。

復鑿土營壽藏於山之陽，環植叢桂，匾曰金粟……金粟道人

由是而名。〔８〕

金粟是佛名，與道人合稱，表明他是佛道兼修者。

第三，顯示了三教合於一身的奇異形象“儒衣僧帽道人

鞋”。基於顧瑛的突出表現，倪瓚在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八月中

特地爲他造像，繪製了一幅三教合於一身的《金粟道人小像》

（海外學者稱爲《顧玉山三教小像》），他自題畫像詩云：〔９〕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

若説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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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回顧了他少年時代街市豪俠的往事，而歸根結蒂的形

象是“儒衣僧帽道人鞋”，這是他“三教合一”觀念最爲具體的

寫照。

第四，精研佛老之學，補釋典，寫道經。經查考，顧瑛除了精

讀儒家書史之外，確曾研修佛、道經典。他“祝髮廬墓，閲《大藏

經》以報母恩”，《大藏經》是佛教典籍彙編的總名，隋唐時以抄

本流傳，宋太祖開寶四年（９７１）始有刻本，共收録釋典 １０７６ 部

５０４８ 卷，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又曾刻印一次。顧瑛收藏

的《大藏經》没有説明是什麽版本，但他在《補釋典》詩“佛子自

多事，立此文字禪”的小序中説：“披閲釋氏大藏經典，手書補其

闕漏者三百若干卷。”〔１０〕可知他因藏本有殘缺，竟不辭辛勞，親

自手寫補抄了三百多卷。對於道教經典，他也努力鑽研：閲《雲

笈七籤》，讀《道藏》，寫道經。〔１１〕

第五，建造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三静殿”。顧瑛在至正二

十年（１３６０）三月所作《寫道經詩序》中記載：〔１２〕

予於去年春正寓吴江法喜寺，是月四日夜，玉山中芝雲

堂、讀書舍、可詩齋，有鬱攸畢方之災（按：指火災），平日所

藏書幾二萬卷皆爲煨燼，獨《雲笈七籤》不毀。因有三生之

悟，即芝雲堂北創小殿若干楹，像釋迦、老君、孔聖於莊中，

標其顔曰“三静殿”，之皆結不二室。閲《七籤》，向有三洞

三十九章釋義，味其旨，皆内修之奥。……又得雙鳳普福室

《道藏》内思真之訣、存真之圖、鬱儀之文、結璘之章，并其

存修之法，考之八素真經中所謂大洞一法，盡合二契於敬

矣，因手類爲大洞隱文。

這説明芝雲堂遭災以後，他有所感悟，特地在堂北建造了“三静

殿”，將釋迦牟尼、太上老君（老子）和孔子的聖像并立供奉，明

確顯示了他“三教合一”的觀念。《雲笈七籤》是道教的類書，計

有 １２２ 卷，他細加研讀，又手自寫録了《道藏》中的一些訣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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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用力甚勤。故而玉山雅集中的常客秦約和陸仁説他“精

研佛、老之學，皆理實而心融”。〔１３〕釋一印則説他“道典儒書古

佛經，遍探仍爲補遺云”。〔１４〕這都是對他圓融三教的定評。

三、 玉山雅集中儒釋道的交流融通

自西晉金谷園之會和東晉蘭亭集以來，文人游宴唱和蔚然

成風。唐代詩家王維有輞川之會，宋代名流王詵、蘇軾、秦觀、米

芾等有西園雅集，〔１５〕而顧瑛主盟的玉山雅集則是元代最具影響

力的文壇盛事。在歷史上，玉山雅集不僅規模大歷時久，而且創

作的詩篇極多，這些作品見載於顧瑛輯録的詩歌總集《玉山名

勝集》和《草堂雅集》中。《四庫全書總目·玉山名勝集提要》稱

讚顧瑛的事功説：

其所居池館之盛，甲于東南，一時勝流，多從之游宴，因

裒其詩文爲此集。各以地名爲綱，曰玉山堂、曰玉山佳處、

曰種玉亭、曰小蓬萊、曰碧梧翠竹堂、曰湖光山色樓、曰讀書

舍、曰可詩齋、曰聽雪齋……每一地各先載其題額之人，次

載瑛所自作春題，而以序記詩詞之類，各分係其後。元季知

名之士，列其間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

蘭亭，園林題詠之多，肇於輞川、雲溪。其賓客之佳，文詞之

富，則未有過於是集者。雖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風

流，照映一世，數百年後猶想見之。録存其書，亦千載藝林

佳話也。

指出元末有名的文士大多跟顧瑛有交往，其中十之八九參與了

玉山雅集。由於受了顧瑛“三教合一”觀念的影響，在玉山草堂

内外匯聚了儒釋道三方面的精英，彼此交流，相互切磋。再加顧

瑛本人多才多藝，他組織的活動多姿多彩，内容豐富，融通文學、

書法、繪畫、聲藝於一堂，呈現了與一般文人聚會大不相同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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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局面。如至正八年（１３４８）二月十九日的雅集，由畫家張渥創

作了《玉山雅集圖》，楊維楨在《玉山雅集圖記》（《雅集志》）中

記載：

右《玉山雅集圖》一卷，淮海張渥用李龍眠白描體之所

作也。玉山主者爲昆山顧瑛氏，其人青年好學，通文史，及

音律、鐘鼎、古器、法書、名畫品格之辨。性尤輕財喜客，海

内文士未嘗不造玉山所，其風流文采出乎輩流者尤爲傾倒。

故至正戊子二月十有九日之會，爲諸集之冠。冠鹿皮，衣紫

綺，坐案而伸卷者，鐵笛道人會稽楊維楨也。執笛而侍者

姬，爲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辯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

吟而癡坐、搜句於景象之外者，苕溪漁者郯韶也。琴書左

右、提玉麈從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姬之侍爲天香

秀也。〔１６〕

圖中還畫了其他座客共計 １３ 人，而翡翠屏、天香秀等則是家班

女樂中的歌姬。在圖卷後題詠的詩家有倪瓚、袁華、釋良琦、釋

一愚、會稽的山陰道士于立、昆山的清真觀道士余善等 ２４ 人。

楊維楨題詩云：“須信西園圖雅集，佛中脱縛有丹霞”，“荆山道

人曾有約，約過虎頭金粟家”。這反映了雅集中儒釋道三教會

通的實際情况。

玉山雅集是在玉山草堂的各個景點輪流舉行的，如芝雲堂

雅集、緑波亭雅集等等，每次雅集的人數多少不等，少者三五人，

多者二三十人。元末社會動蕩，戰亂四起。至正十一年

（１３５１），江淮之間爆發了紅巾軍大起義，接下來是張士誠在江

南割據稱王，草堂曾多次遭到亂兵之災。顧瑛身處危局，竟不畏

險阻，仍堅持與良朋好友約會。他曾避居嘉興合溪，另辟會所。

他到各地避難，照樣舉行雅集，如在綽墩、合溪、杭州、吴江、松

江，均有觴詠之會。楊鐮在《顧瑛與玉山雅集》一文中指出：“在

戰亂的特殊環境中，離開家園的顧瑛仍然是玉山雅集的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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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儘管顧瑛慨嘆‘兵甲蝟集，朋友星散，會合誠難’，但雅集

仍然舉辦，只是已經不完全依附於草堂。至正十八年八月的

‘水西清興’，至正十九年、二十年之交的‘西湖梅約’，同屬走出

草堂的雅集。”“只要有顧瑛，就有新的玉山雅集。”〔１７〕黄仁生在

《顧瑛考論》中統計，至正年間在顧宅内外計有七十二次雅集，

録下歷次唱和、寄贈之作達三千三百餘首。〔１８〕現據《玉山名勝

集》等三書中的記載初步統計，參與草堂内外歷次雅集和交游

贈答的作者，累計達到三百六十多人（草堂内雅集的作者爲一

百九十餘人），其中有釋子詩僧 ４４ 人，道流詩翁 ２２ 人，其他則是

儒林詩人。

經查考，參與者中有許多儒林高士，如虞集、柳貫、趙孟頫、

陳旅、李孝光、黄溍、李祁等等。虞集字伯生，其先出於蜀郡，後

入籍臨川，曾任大都路儒學教授、翰林直學士、國子監祭酒，是元

詩“四大家”之冠。他爲玉山草堂題寫了隸書匾額，爲釣月軒寫

了五言律詩，又爲小蓬萊寫了《步虚詞》。柳貫字道傳，浦江人，

太常博士，出爲江西儒學副提舉，是元代“儒林四傑”之一，〔１９〕

曾賦玉山倡和詩。趙孟頫字子昂，湖州人，歷任江浙等處儒學提

舉，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他是書畫名家，曾爲顧瑛題寫了芝雲堂

的篆書匾額。他的次子趙奕在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十月跟和尚

良琦、道士于立等參加了玉山佳處的雅集，當場賦詩一首，并爲

湖光山色樓題寫了篆書匾額。陳旅和李孝光被列入《元史·儒

林傳》中，均與顧瑛有交往，《草堂雅集》收録了他倆的詩篇。黄

溍字晉卿，元仁宗恢復科舉考試的元祐二年（１３１５）考取了進

士，出任浙江等處儒學提舉，位列元代“儒林四傑”中，曾爲顧瑛

寫《玉山名勝集序》，題署是：“至正十年四月既望，翰林侍講學

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黄溍序。”李

祁，字一初，茶陵州人，元順帝元統元年（１３３３）進士，出任江浙

儒學副提舉，曾參與碧梧翠竹堂雅集，兩次題詩。并於至正十一

年（１３５１）寫了《玉山名勝集序》，序文中説：“良辰美景，士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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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爲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

浹，隨興所至，羅樽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韵，無間賓主，

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這是朝野之士和道翁僧侣參與雅集時

不分高下、交流融通的生動寫照。

經初步統計，參與雅集倡和的佛家詩僧計有 ４４ 名，他們是：

釋良琦 釋文信 釋來復 釋自恢 釋克新 釋楚石

釋寶月 釋照覺 僧覺照 釋一愚 釋一印 釋福初

釋元本 釋餘澤 釋那希顔 釋祖柏 釋子賢 釋元瀞

僧至奂 釋元樸 釋文藻 釋元旭 釋門蔚 釋行方

釋萬金 釋景芳 釋若允 釋元鼎 釋寶泐 釋元震

吴僧宣無言 雲門僧法堅 禪道彬 趙潛震禪師 藻南洲

禪師 見心禪師 居中禪師 了庵禪老 茂林上人 無隱

上人 寶上人 復初長老 沙門泉澄 雲谷和尚

玉山雅集的座上客中有不少能詩善文的僧侣，如釋良琦，他是蘇

州天平山龍門寺的高僧，字元璞，又稱琦龍門、琦元璞。顧瑛在

《草堂雅集》中輯録了他的作品，并爲之作傳説：“姑蘇人，自幼

讀書，學禪白雲山中，性操温良，澹然無塵想，詩聲尤著江湖間，

與楊鐵崖、郯九成累過余草堂，超然物外人也。”他經常來往於

玉山草堂的各個景點，參加雅集，分韵賦詩，跟各類來賓十分投

緣。又如釋餘澤和釋文信，均爲援儒入佛的儒僧，顧瑛在《草堂

雅集》中爲餘澤作傳説：“研究教乘，尤博儒書。”爲文信作傳則

説：“既悟禪旨，兼通儒、老，善屬文，詩尤清峭，不爲時俗聲，住

石湖寶華禪寺，每與談詩，令人灑去塵想。”可見文信是以釋爲

主而兼通儒、道的圓融三教者。

在玉山雅集的嘉賓中，還有一些援佛入儒的居士，如洞雲居

士、石渠居士、净名居士、龍眠居士等。其中净名居士就是元代

四大畫家之一的倪瓚。〔２０〕他工于詩文詞曲，《録鬼簿續編》記

載：“倪元鎮，諱瓚，錫峰人，自號風月主人，又號雲林子。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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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爲道録官，嘗於常州玄妙觀塑老君并七子聽經。”〔２１〕他早年由

長兄倪文光撫養，所以也曾學道，但後來信佛，自比爲唐代高僧

懶瓚禪師，〔２２〕“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燈木榻，蕭然宴坐”。他

與顧瑛有親戚關係，其詩篇見録於《草堂雅集》中，顧瑛爲之作

傳，説他“酷好讀書，尊師重友，操履修潔，詩趣淡雅如韋蘇州，

作小山水如高房山，自號經鋤隱者，家有雲林隱居，與予有葭莩

之親”。《玉山名勝集》中有他寫的四首詩，盛讚玉山草堂的優

美景色。

至於參與雅集倡和的道家詩仙，初步統計有 ２２ 名：

茅山道士張雨　 山陰道士于立　 清真觀道士余善　 白鶴觀

道士鄭守仁　 桐花仙客吴善　 大癡仙黄公望　 鐵笛道人楊

維楨　 野航道人姚文奂　 菜根道人高明　 松雲道人熊夢祥　

桐花道人吴國良　 藏六道人陳讓　 荆山道人　 月山道人　

圓修道人　 岳道士　 蔡山人　 蕭元泰真人　 杜丹丘真人　

丹丘金翼　 章煉師　 無一煉師

道教中有不少派别，各有不同的表現，隱居樂道者稱爲隱君，期

望修道成仙者稱爲仙翁，講究煉丹益壽者稱爲丹丘子或煉師。

金元時期，全真派道教大爲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六年

（１２６９）詔封王重陽等五祖爲真君，又封其七大弟子爲真人。任

繼愈主編的《中國道教史》第十四章專論《金元全真道》，指出元

朝大統一後，南北文化開始交流融合，興起于北方的全真道渡江

南傳，江、浙、鄂、閩都成了全真道的活動地區。茅山道士張羽和

《富春山居圖》的作者黄公望就是全真派道教的信徒。〔２３〕

張雨和黄公望都跟玉山雅集中人有交往，與顧瑛、楊維楨、

倪瓚、秦約等相互唱和。《草堂雅集》卷五輯録了張雨的作品，

顧瑛爲之作傳説：“字伯雨，錢塘人。博覽群書，故其詩清曠俊

逸，時輩不能及。始隱茅山，後徙杭之靈石澗，與趙魏公（趙孟

頫）、虞翰林（虞集）友善，詩名震京師，自號句曲外史。”在《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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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勝外集·紀寄贈》中，録有黄公望 ８３ 歲時寫給顧瑛的唱和詩，

内容是稱讚顧家子弟“姓字香”，讚賞玉山雅集的環境好：“文章

尊俎朝朝醉，花果園林處處春。”〔２４〕黄公望字子久，常熟人，《録

鬼簿》説他“先充浙西憲吏，後在京，爲權豪所中”，吊辭説：“浙

西憲史性廉直，經理錢糧獲罪歸。”〔２５〕因他秉性耿直，在京中爲

了經辦錢糧的事得罪了權貴，遭到迫害而南遁入道，别號大癡道

人，人稱大癡仙，〔２６〕在蘇杭一帶授徒傳教。《道法會元》卷 ２１０

《丹陽祭煉内旨》的作者王玄真就是他的門徒。張雨在至正十

六年（丙申 １３５６）十二月爲《内旨》篇所作的《後序》，記敘王玄

真“從大癡黄先生於錢塘西湖南山之曲”，“盡得先生之旨”。〔２７〕

現存《道藏》中收録了黄公望傳承的《紙舟先生全真直指》等三

部道書，均署名爲“嗣全真大癡黄公望傳”。〔２８〕由此可見，黄公

望確是全真道的道士。

再説山陰道士于立，他跟顧瑛的關係十分密切，和釋良琦一

樣，每年都來參加雅集，在芝雲堂、聽雪齋等景點都寫下了詩篇。

顧瑛收録其作品編入《草堂雅集》第 １３ 卷，并爲之作傳説：“字

彦成，南康之廬山人……學道會稽山中……多游吴中，與予特交

善，故於玉山草堂有行窩焉，法書名畫題品居多。”所謂行窩，是

指下榻的客房。顧瑛主辦雅集時，招待周到殷勤，不僅承擔來客

的食宿費用，而且對於常來常往的嘉賓，還專門爲他們準備了常

住的“行窩”。

玉山雅集中稱爲道人者，大多是以儒慕道、援道入儒的文

士，如姚文奂、熊夢祥等。前述做了大官的趙孟頫，也因爲有了

退居隱逸的想法而自號爲松雪道人。最爲突出的則是鐵笛道人

楊維楨，字廉夫，號鐵崖，紹興路諸暨州人，泰定帝泰定四年

（１３２７）進士，曾被任命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因戰亂退出官場，

避居富春山，又流寓杭州、蘇州、松江。他游心於道，人稱“風月

福人”。〔２９〕張士誠招之，不往，放浪於詩酒歌舞之地，曾作《優戲

録序》，又爲昆山朱明氏傳承的傀儡戲寫了《朱明優戲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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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顧瑛家的塾師，〔３０〕是玉山雅集的常客，顧瑛在《草堂雅集》

中輯録其詩并爲之作傳説：“訪予於玉山草堂中，醉後披玄鶴

氅，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殆忘人世。予家藏法書、名

畫，多所品題，其奇語天出，人推之爲仙才云。”楊維楨是元末的

文壇大家，詩詞曲賦無所不能，他倡導古樂府運動，有出色的成

就。他對顧瑛主盟的雅集極爲推崇，曾參加了玉山佳處、小蓬

萊、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樓、浣花館、漁莊和書畫舫等處的詩文

雅集，與各地來賓賦詩唱酬。清人顧嗣立在《寒廳詩話》中評論

説：“廉夫當元末兵戈擾攘，與吾家玉山主人瑛領袖文壇，振興

風雅于東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鎮瓚、郭羲仲翼、郯九成韶輩，更

倡迭和，淞、泖之間，流風餘韵，至今未墜。”〔３１〕這指出楊維楨和

顧瑛雙峰并峙地起了領袖江南詩壇的作用，而且還肯定了玉山

雅集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四、 玉山雅集多層面的文化意藴

元代的江浙行省是全國經濟文化最爲發達的地區，文人詩

酒娱賓是常事，如倪瓚在無錫曾有清閟閣雅集，徐達左在吴縣曾

有耕漁軒詩會（有《金蘭集》行世），但都不能與昆山顧瑛主盟玉

山雅集的模式相比。顧瑛不是達官顯宦，只是一個終身不仕的

隱君，没有炎赫的權勢；但他富俠好客，來賓不論身份地位，上至

狀元、進士、高官、士大夫，下至和尚、道士、布衣、白丁，一概熱忱

接待。有的是應邀者，也有不請自來者；而且不分民族等級，漢

人、南人、蒙古人、色目人都來；不分宗教信仰，僧侣、道流、答失

蠻（伊斯蘭教徒）、也里可温（基督教士），都慕名而至。特别是

聚會不拘形式，不論時序地點，人數不論多少，只要來了客人，隨

時隨地都可以觴詠相敘。蘭亭集和西園雅集都只舉行了一次，

而玉山雅集竟舉行了七十二次，呈現了絢麗多彩含有多重意藴

的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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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雅集中有蒙古人和色目人，如達兼善，出於蒙古族白野

山伯牙吾台氏，元英宗至治元年（１３２１）進士第一（狀元），歷任

監察御史、禮部尚書，出任浙東道宣慰使元帥，文宗賜名泰不

華。〔３２〕他是玉山雅集早期的賓客之一，曾爲顧瑛拜石壇題名，用

隸書寫了“漁莊”和“金粟影”的匾額，又用篆書寫了“雪巢”和

“寒翠所”的匾額。另一位蒙古人是聶鏞，錢謙益在《列朝詩集

小傳》中列舉了 ３７ 位“玉山草堂餞别寄贈諸詩人”，他是其中之

一，錢謙益爲之作傳説：“鏞，字茂宣，蒙古氏，幼警悟，從南州儒

生向學，通經術，善歌詩，尤工小樂章。”〔３３〕至正八年（１３４８）秋，

聶鏞應顧瑛之邀，到新建的碧梧翠竹堂内觀賞古鼎彝器和圖書

文物，和于立、袁華、郯韶、釋良琦、西夏昂吉等一起賦詩，他寫了

“青山高不極，中有仙人宅”古詩一首。又曾參加可詩齋雅集，

寫了七言律詩一首。西夏昂吉啓文（漢名高起文）是色目人，祖

上出於黨項族唐兀氏，至正八年（１３４８）考中進士，授翰林編修，

出任紹興録事參軍，寓居蘇州，與顧瑛交好。至正九年冬，他參

加聽雪齋雅集，寫了《分題詩序》，并賦詩一首，同座唱和者有顧

瑛、于立等十人。至正十年七月十五日，又參加湖光山色樓雅

集，與楊維楨、姚文奂、袁華、秦約等十八人唱和。此外，他還寫

了玉山草堂詩、釣月軒詩、芝雲堂詩、碧梧翠竹堂詩，留下的作品

甚多。

由於顧瑛具有三教會同、相容并包的理念，所以他的視域是

非常開闊的。“出入玉山草堂者，除了釋、道，還有也里可温（家

世有基督教背景）與答失蠻（家世有伊斯蘭教背景）。”〔３４〕也里

可温和答失蠻是元史中特有的宗教名詞，《元史·世祖本紀》中

統三年（１２６２）三月記事：“括木速蠻、畏吾兒、也里可温、答失蠻

等户丁爲兵。”意思是徵調這些教民入伍。其中木速蠻和畏吾

兒（維吾爾的古稱）是指阿勒泰地區不同疆域的回民。由於成

吉思汗開闢了横跨歐亞兩洲的版圖，打通了中西交通，從意大利

威尼斯來了馬可·波羅，從羅馬來了“也里可温”，從中亞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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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亞細亞來了“答失蠻”。陳垣《元也里可温考》指出：“也里可

温者，元時基督教之通稱也。”〔３５〕也里可温是蒙古語的譯音，是

指從歐洲來的信奉基督教的人。陳垣據《萬曆杭州府志·職官

表》考出至正年間任職江浙行省左丞的哈剌是“也里可温”，那

末，玉山雅集中有哪幾人是“也里可温”呢？這是楊鐮正在研究

的課題。

參與玉山雅集的“答失蠻”代表人物是來自西域的薩都剌，

《玉山名勝集》中收録了薩都剌描寫草堂景物的七絶詩，是在宴

集時跟顧瑛唱和的即興之作，題爲《席上次顧玉山韵》。據《元

詩選初集戊集·薩都剌小傳》記載：“字天錫，别號直齋，本答失

蠻氏，祖父以勳留鎮雲、代，遂爲雁門人。”《四庫全書簡明目録·

雁門集提要》云：“薩都拉本色目人，其集稱雁門者，蓋其祖父以來

世居是地。”〔３６〕他和楊維楨同在泰定四年考取進士，曾任鎮江録

事，歷閩海廉訪司知事。平生工於詩詞書畫，最著名的兩首詞便

是《滿江紅·金陵懷古》（“六代豪華，春去也”）和《百字令·登石

頭城》（“石頭城上，望天低吴楚”），至今猶膾炙人口。在元代文

學的發展史上，薩都剌的成就和影響力是十分突出的。

玉山雅集的文化活動是多層面多元化的，既有詩、書、畫三

絶，又有音樂聲歌等多種多樣的藝術交流。爲草堂内 ２６ 個景點

題寫匾額的都是書法名家，如趙孟頫、達兼善等，陶宗儀在《書

史會要》中點評的元代書法家，有些就是雅集中人，如説虞集

“古隸書爲當代第一”，柳貫“工篆、籀（大篆）”，趙奕“工真、行、

草書”，陳旅“善古隸，而行、楷亦有法”，薩都剌“善楷書”，釋克

新擅長“古隸”，道士張雨“字畫亦清逸”。〔３７〕至於繪畫方面，雅

集時往往開展當場作畫的活動，如張渥畫了《玉山雅集圖》，趙

善長在可詩齋畫了《雅集圖》，其他絳雪亭、春暉樓等雅集，也都

現場作畫。〔３８〕趙善長名元，是當時著名的畫家之一，曾於至正二

十三年（癸卯 １３６３）爲顧瑛畫了《合溪草堂圖》，顧瑛在圖上親筆

題詩，這幅珍品現藏上海博物館。〔３９〕而且顧瑛本人就擅長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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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創作的《古樹空亭圖》，至今仍完好地保藏在昆山名人文化村文

海樓内。〔４０〕而元代畫苑四大家除了吴鎮外，黄公望、倪瓚和王蒙

都跟顧瑛有交誼。王蒙的詩作輯入《草堂雅集》卷 １２ 中，顧瑛爲

之作傳説：“詩文書畫，盡有家法。”〔４１〕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四月，顧

瑛在書畫舫舉辦雅集時，王蒙應邀到場，并即席賦詩。

按照六朝以來文酒之會的傳統風習，雅集時往往以琴、書相

伴，有絲竹音樂的管弦之聲。元代南曲戲文和北曲雜劇興起，故

而玉山雅集除了有家樂助興外，甚至還演唱南戲和北劇。南戲

《琵琶記》作者高明曾應邀於至正九年（１３４９）到玉山草堂，寫了

《碧梧翠竹堂後記》。顧瑛邀請戲班藝人演出北曲雜劇的事則

是有史料記載的，《稗史彙編》記：“富俠若顧仲瑛輩，更争招致

賓客……其雅不能詩者，尤好搬演雜劇。”〔４２〕足證顧瑛招待賓客

時有多種别開生面的伎藝活動，不會做詩的藝人專職搬演一本

四折的雜劇。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七月，在春暉樓舉行雅集時，

熊夢祥在《分題詩序》中記載“張筵設席，女樂雜遝”，而且顧瑛

親自彈奏阮琴，熊氏“以玉簫和之”，主客唱和，“絲竹與歌聲相

爲表裏”。〔４３〕由於昆山是南戲昆山腔的發源地，魏良輔《南詞引

正》指明昆山腔的創始人顧堅“與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爲友，

自號風月散人”。他們四個人共同以“風月”爲號，表明南曲歌

手顧堅參與了顧瑛文士集團的聲歌活動，玉山雅集跟昆山腔起

源由此掛上了鈎。經探索考證，確認玉山雅集對元末昆山腔的

形成是起了重要推動作用的。〔４４〕

五、 結　 　 語

“儒釋道三教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三大思想體系，也是

中國古代社會賴以維持安定統一的思想支柱。”〔４５〕元代的蒙古

貴族統治集團當然是三教并置的，《元史·釋老傳》云：“元興，

崇尚釋氏。”但當初成吉思汗召見長春真人丘處機，是特别崇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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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而《元史·仁宗本紀》記載：“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

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

儒、道爲切’。”顧瑛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繼承宋代的“三教合一

論”而有所發展，他的“儒衣僧帽道人鞋”的獨特形象，他在玉山

草堂内創建“三静殿”合三聖於一堂的具體行動，正是元代社會

上流行“三教合一”思潮的反映。經歷了元末的發展演變過程，

到了明世宗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終於由福建莆田人林兆恩正式

建立了“三一教”。〔４６〕

顧瑛的“三教合一”觀念是以儒爲本，佛道兼修。他視域開

闊，相容并包，使玉山雅集匯聚了一群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

的文士，起到了儒釋道多層面多元化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按

照封建社會的人生觀來考量：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在蒙古

貴族統治集團的高壓政策下，漢族士人一直受到排擠壓制，顧瑛

隱居不出，没有仕元。他精心營造的玉山草堂，在元末社會動亂

之際，成了以他爲中心的文士集團逃避現實的安樂窩，玉山雅集

成了他們獲得心靈寄托的天堂會。以他爲代表的一批文人，或

逃入拜佛參禪之門，或隱于修道解脱之境。倪瓚説的“據于儒

依於老逃於禪”，實際上是元末普遍存在的文人心態。在他們

身上，往往有著儒釋道交叉重叠的印痕，而顧瑛正是他們之中最

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他看破世情，游離於政治漩渦之外，悠游

于山水園林之間，吟風弄月，彈琴唱曲，過著一種三教會同、逍遥

自得的生活。他主盟的玉山雅集與後世西方興起的文藝沙龍十

分相似，雅集中創作的詩文繪畫音樂作品，大多帶有超脱世俗的

唯美主義傾向。

顧瑛主盟的玉山雅集呈現了多重意藴的文化特徵，它爲中

國宗教史、中國詩歌史、中國書畫史、中國園林史、中國戲曲史都

留下了重要的信息，值得我們加以開拓，進一步探討研究。

（作者：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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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書影及圖版

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點校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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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進陶湘涉園木刻本《草堂雅集》（１９２１ 年開雕）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草堂
雅集》抄本卷首，翁同龢摹

本顧瑛畫像
〔４７〕（見載於中

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草堂雅
集》上册卷首）

９３１論元末顧瑛“三教合一”視域中的玉山雅集　



　 顧瑛繪《古樹空亭圖》（昆山名人文化村文海樓藏，見
載於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草堂雅集》上册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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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瑛題《莒城趙元爲玉山主人作合溪草堂圖》詩及跋語手迹

　 （原品現藏於上海博物館，此圖版見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中國
繪畫全集》第 ８ 卷第 １７５ 頁）

１４１論元末顧瑛“三教合一”視域中的玉山雅集　



注釋：

〔１ 〕　 見任繼愈《佛教與儒教》，《佛教與中國文化》中華書局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１５ 頁。

〔２ 〕　 見倪瓚《清閟閣全集》卷 ９《德常張先生像贊》，《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

印書館 １９８６ 年影印本，第 １２２０ 册第 ２９７、２９８ 頁。

〔３ 〕　 見顧瑛輯《玉山名勝集》（楊鐮、葉愛欣整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點校排印本，

第 ６６３ 頁。

〔４ 〕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列朝詩集小傳》上册第 ２６、２７ 頁。

〔５ 〕　 見仇兆鼇《杜詩詳注》卷 ６，詩題爲《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游

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中華書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４５７

頁。又，李白曾自比爲維摩詰轉世之身，見李詩《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

人》：“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中華書局 ２００６ 年版《李太白全

集》卷 １９）

〔６ 〕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９２ 頁張天英《湖光山色樓記》，下

列華翥詩見第 ７４ 頁。

〔７ 〕　 見顧瑛《補輯玉山草堂詩卷記》：“秋八月，予欲謝世緣而無策，不免削髮作在

家僧。”《玉山璞稿》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１５ 頁。

〔８ 〕　 見顧瑛著《玉山璞稿》（楊鐮整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９１ 頁。

〔９ 〕　 見《金粟道人小像》詩及倪瓚跋語，《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６５４

頁。該像有翁同龢摹本，倪瓚原畫在日本，參注〔４７〕。

〔１０〕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６７０ 頁。

〔１１〕　 見顧瑛《寫道經》詩序，《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６７０、６７１ 頁。

〔１２〕　 見顧瑛《寫道經》詩序，《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６７０、６７１ 頁。

〔１３〕　 見秦約和顧仁合作的《祭顧玉山文》，《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６５７ 頁。

〔１４〕　 見釋一印《和玉山寄藻南洲禪師》，《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年版，第 ５４９頁。

〔１５〕　 西園雅集是駙馬都尉王詵（宋英宗趙曙的女婿）做東道主，在宋哲宗元祐二

年（１０８７）六月，邀請蘇軾、秦觀、米芾、黄庭堅、陳景元（三教融通論者）等共

１６ 人舉行的游賞盛會，李公麟畫了《西園雅集圖》，米芾寫的《西園雅集圖

記》收録于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 ２８ 第 ７ 頁上（清光緒

十四年浙江書局刻本）。

〔１６〕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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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此文載於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玉山名勝集》、《草堂雅集》和《玉山璞稿》三

書整理本的卷首。

〔１８〕　 見黄仁生《楊維楨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第五章第四節《顧瑛考論》，東方出

版中心（上海）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９６—３２０ 頁。

〔１９〕　 《元史》卷 １８１《柳貫傳》記載：柳貫與黄溍、虞集、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

四傑”。又，清康熙年間顧嗣立編《元詩選》，宋犖序中推崇“虞（集）、楊

（載）、范（槨）、揭（傒斯）”（見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 年排印本《元詩選初集》卷

首），故稱之爲元詩四大家。

〔２０〕　 《清閟閣全集》卷 １１《外紀上·雲林遺事》記倪瓚有净名居士、雲林子等别

號，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 １２２０ 册第 ３１８ 頁。

〔２１〕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新一版《録鬼簿》第 １１０ 頁。

〔２２〕　 見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史》第三編第二十一章《唐代及其以後佛教繪畫藝

術》，中華書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２６４０ 頁。下列引文出於《清閟閣全集》卷 １１《外

紀上·雲林遺事》，《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 １２２０ 册第 ３２０ 頁。

〔２３〕　 見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十四章第一節，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第 ５２５ 頁至第 ５２９ 頁。

〔２４〕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３７、４３８ 頁。

〔２５〕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新一版《録鬼簿》第 ４０ 頁。

〔２６〕　 楊維楨稱黄公望爲“大癡仙”，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２２ 頁。

〔２７〕　 見文物出版社等 １９８８ 年影印版《道藏》第 ３０ 册第 ３２１、３２２ 頁。

〔２８〕　 見文物出版社等 １９８８ 年影印版《道藏》第 ４ 册第 ３８２、９７３ 頁，第 １０ 册第

６９５ 頁。

〔２９〕　 見楊維楨《風月福人序》（《四部叢刊初編》本《東維子文集》卷 ９）。

〔３０〕　 《元詩選初集·辛集》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１２５ 頁倪瓚《因吴國良過玉山

草堂輒賦長句奉寄》詩注云：“玉山主人欲延楊鐵崖於家塾，鐵崖報曰：必得

當世清雅高潔之士如倪雲林者，以一劄至，即如約耳！”經倪瓚中介，楊維楨

欣然應聘擔任了顧瑛的家庭塾師。

〔３１〕　 見丁福保匯輯《清詩話·寒廳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１９７８ 年新一版

第 ８４ 頁。

〔３２〕　 見顧嗣立《元詩選初集庚集·泰不華小傳》，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 年排印本第

３４１論元末顧瑛“三教合一”視域中的玉山雅集　



１７２９ 頁。

〔３３〕　 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上册第

３６ 頁。

〔３４〕　 見楊鐮《顧瑛與玉山雅集》，《玉山名勝集》卷首，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

〔３５〕　 見《陳援庵先生全集》第 ３ 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１９９３ 年影印本第 ５０ 頁。

〔３６〕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新一版《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第 ７３７ 頁。

〔３７〕　 見《書史會要》，《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 ８１４ 册第 ７５３—７６４ 頁。

〔３８〕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６、１４４、２８８、３３３ 頁。

〔３９〕　 趙元（入明後爲避朱元璋諱，改元作原，但召見時忤旨被殺），字善長，山東莒

城人，寓居姑蘇，善畫山水，師法王蒙，上海博物館所藏《合溪草堂圖》已收入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２ 册及 １９９９ 年版《中國繪畫

全集》第 ８ 册。

〔４０〕　 玉山草堂遺址今在昆山市巴城鎮轄區，雖然顧瑛的園林别墅已不復存在，但

玉山雅集的事功史績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顧瑛在綽墩的金粟庵遺址於

１９９７ 年列爲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本地企業家沈崗開辦了昆山市陽澄湖名人

文化村玉山勝境公司，重建了玉山佳處的景點，并建文海樓收藏顧瑛的書畫

和著作。

〔４１〕　 見顧瑛輯《草堂雅集》（楊鐮、祁學明、張頤青整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點校排

印本第 ９６０ 頁。

〔４２〕　 見明人王圻纂輯的《稗史彙編》卷 １０２《詞曲類·曲中廣樂》，齊魯書社 １９９５

年影印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１４１ 册第 ３７７、３７８ 頁。

〔４３〕　 見《玉山名勝集》中華書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３２ 頁。

〔４４〕　 見拙作《論玉山雅集在昆山腔形成中的聲藝融合作用》，《文學遺産》２０１２ 年

第 １ 期。

〔４５〕　 見巴蜀書社 １９９２ 年版《藏外道書》卷首任繼愈序文。

〔４６〕　 見林國平《林兆恩與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７ 頁。

〔４７〕　 翁同龢摹本所據倪瓚《金粟道人小像》原件後流往海外，又稱《顧玉山三教小

像》，現爲日本藏家小川磨己收藏。此訊息是美國耶魯大學藝術博物館亞洲

部主任 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ｅｎｓａｂａｕｇｈ（中文名江文葦）在《玉山的生活———十四世紀

吴社會文人生活的記録》專文中披露的，該文見載於《鈴木敬先生還曆紀

念———中國繪畫史論文集》（東京吉川弘文館 １９８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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