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晋著名佛学——支遁 

 

    支遁（晋）(314 - 366)，又名支道林，亦称林公、支

公、支法师、林法师，本姓关，林州人，家本望族。晋永嘉

年间全家迁居陈留（今开封）。五岁时又中原战乱再迁吴郡

（今苏州）支硎山下。 

    《重修林县志》中说支遁：“幼有神理，聪明透彻，文

艺冠世。”是说他从小善于学习，能联系万物讲出符合事物

规律的道理来，在学习中聪明颖悟，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所以写出文章受到世人称赞。他在儿童时就将四书五经学得

精通，到二十岁左右即摆弄佛道教（双玄）知识，掌握其精

华，对佛学颇有研究。支遁看到从江北到江南的豪门世族控

制朝纲，自己从宦无望，加之对佛教有独到见解，所以在二

十五岁时就入了空门。之后在建康（今南京）讲经著作，与

王羲之、谢安等过从交游，谈论玄理。后归隐，据《高僧传·支

遁传》说：“遁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隐居余杭山。” 

    支遁的主要著作有《即色游玄论》、《释即色本无义》等，

其核心思想是“即色本空”，后来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有重大

影响的佛学理论。太和元年(366)闰四月四日支道林死于石

城山（即剡山，《重修林县志》说：“终于洛阳”，据汤用彤

先生考证不实）。 

   支道林除南朝梁宋时的《高僧传》和《世说新语》有载



外，《高逸沙门传》、《支遁别传》、《支遁传》、《支法师传》

亦记载了其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