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霉

从
“

沈氏述祖德碑
”

谈吴兴沈氏与道佛二教
①

〔日 〕 谷川道雄

冷

这次
,

我提出
“

沈氏述祖德碑
’

这一材

料
,

是想把它做为阐明长江下游流域早期

佛教流传实态的证据之一
“

沈氏述祖德碑
”

是梁的隐士沈麟士所

撰
,

收录在严可均 《全梁文》 卷四十
.

但

是
,

关龄此碑是否真的是沈麟士所撰
,

《湖

州府志 》 (l) (同治十三年
,

宗潺斡等修 )

有疑问
,

认为大概是后人伪作的吧 !然而
,

此碑在唐大历八年
,

颜真卿任湖州刺史

时
,

又撰写其碑阴记
.

像这样有种种问题

的文章
,

我想其中正隐含着沈氏一族的历

史真象
.

如所周知
,

吴兴 (现浙江省湖州市一

带 ) 沈氏
,

是六朝时代活跃的江东大姓之

一 根据碑文
,

此一家族勃兴的时期
,

是

始赞东汉光武帝时代的沈戎
.

刘宋元嘉三

年
,

由沈戎的子孙们所表请
,

而下诏追封

沈戎为述善侯
.

同时
,

把沈戎过去
`

舍故宅

为佛寺
”

的佛寺
,

命名为怀德寺
.

根据 《湖

州府志 》
,

浙江省德清县东北十里 的皇觉

寺
,

据说就是这一佛寺 (2)
。

根据碑文
,

沈戎葬焚东汉 明帝永平元

年 (公元 58 年 )
.

如果依据此碑文所述
,

那么
,

这个时期在浙江地方不就 已经创建

佛寺了吗 ? 这是难龄相信的
.

到底应该怎

样来想才好呢?

沈氏一族
,

本来是和道教有很深联系

的
.

东晋末
,

孙恩
、

卢循之乱
,

其族人沈

穆夫也参加了
,

如沈约 《宋书》 卷六 十自

序所述的
,

穆夫之父警从杜子恭
、

孙泰
、

孙恩 学天师道
,

所谓
“

累世事道
” .

这一

点
,

在陈寅格先生的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

之关系》 已经指出
,

此外
,

暗示沈氏与道

教 (术 ) 的联系的资料也不少
。

根据
“

沈氏

述祖德碑
” ,

沈戎葬赞吴兴金鳌山时
,

有金

鹅飞集三鸣而去
,

而有流传
“

金鹅鸣沈 氏

兴
”

的童谣
,

因此把金鳌山改为金鹅山
.

鳌

山乃是神仙之乡
,

而鹅亦和道教思想有很

深的联系 (上揭陈氏论文 )
。

如果这样的

话
,

那沈戎好象也是和道教有联系的人
.

①本文是作者在 1991 年 11月 26 日赞南京召开的
“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 日中学术研讨会
”

上宣读的论

文提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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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宅
,

本来说不定有和道教有联系的

设施
.

由放后来被做为佛寺
,

而不能考

吧 ! 此点请诸位先生指教
,

道佛二教
,

本来是不同的宗教
,

但在

人们的生活 之中
,

是有混杂融合的倾向

的
.

即使如笃信佛教的沈约
,

在临终之

际
,

也用上章首过之法
.

何况是在教团尚

未确立的东汉时代
,

如楚王英或桓帝的故

事所示的
,

两者都同时信仰
.

恐怕是以道

术为基础
,

佛教再加进去的吧 ! 然而两者

所共通 的地方是
,

它们和儒教的祭祠不

同
,

表现在祈求个人的幸福这“ 点上
,

特

别是死后的救济与子孙的繁荣
,

对当时的

中国人而言是最大的愿望
.

随着汉帝国的

瓦解
,

这种愿望益加地强烈
.

在沈戎传说

里
,

这方面有着强烈地反映
.

同样的情形
,

从长江下游出土的魂瓶

也可 以看到
.

由群鸟祝福的死后的楼阁
,

附有几个魂瓶的龟跌碑等
,

和
“

沈氏述祖德

碑
”

具有相同的理念构造 (3)
.

所以
,

那都是

和佛教有联系的
.

东汉时代
,

在江东勃兴的大族
,

由龄

其智力与财力
,

而领导地方社会
.

寺观
、

坟墓和附属在这些上面的器物类
,

正表现

着他们的地位
.

佛教的流传
,

我想正是这

样的阶层所推进的吧 !

私

(作者为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
,

著名 历 史

学家
.

)

( l) 《全梁文》
、

《湖州府志》
,

都是从 《湖录》 金石

考所采录的
,

但金石考现今已佚
.

(2 ) 参看木田知生 《 江浙初期佛寺考—
`

佛教初

传南方之路
.

研究序说》 ( 《龙谷大学论集》 4 39 号
.

19 引

年 ; 又见 《东南文化》 1992 年第 l 期 )
.

(3 ) 今考冈内三真 《五连 . 与装饰壶》 ( 《早稻田大

学考古学会创立 35 周年纪念考古学论集》 1 , 8 5年 )
,

小

南一郎 《爽型的宇宙 》 ( 《东方学报》 京都 目 号
,

19 89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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