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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般若禅定学说与中国的静观玄鉴理论

祁  志  祥
(上海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6)

  摘要: 般若禅定说是佛教认识论的一部分。般若, 是认识佛教真理的特殊智慧, 以无知而无不知为特

点; 禅定, 是佛教智慧的特殊修炼之法, 以虚静专一为特征。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的玄鉴论, 管、荀

的虚静论和 5大学6 的止定说存有相通之处。佛教的般若禅定学说传入中国后, 又以其静以观动、虚以照

有、思专志一丰富了中国文化的静观玄鉴理论, 使其充满思辩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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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若无知, 无所不知

  佛教本体论论述的认识对象是 /诸法实相0 (万物的真实相状) , 是 /真谛0。/真谛0 是
佛教对 /真理0 的特殊称谓, 与 /诸法实相0 同物异名。诸法的 /实相0、/真谛0 不同于一
般境相, 它以 /无相0、 /空无0 为特点, 但又不是空无一物, 而是超越一切感觉经验的实

在。僧肇 5般若无知论6 说: /真谛深玄0, /真谛自无相0。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怎样才能认
识、把握诸法的 /实相0、 /真谛0 呢? 这就靠主体要确立 /般若0 之智。 5般若无知论6:

/夫真谛深玄, 非智不测, 圣智之能, 在兹而显。故经云: -不得般若, 不见真谛。. 真谛则
般若之缘也。0 /圣人以无知之般若, 照彼无相之真谛。真谛无兔马之遗, 般若无不穷之鉴。0
  那么 /般若0 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僧肇 5般若无知论6 论之甚精: / 5放光6 云: -般若
无所有相, 无生灭相。. 5道行6 云: -般若无所知, 无所见。. 此辨智照之用, 而曰 -无相无
知. 者, 何耶? 果有 -无相. 之知、 -不知. 之照, 明矣。何者? 夫有所知, 则有所不知。

以圣心无知, 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 乃曰一切知。故经云: -圣心无所知, 无所不知。.
信矣。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 终日知而未尝知也。故默耀韬光, 虚心玄鉴, 闭智塞聪,

而独觉冥冥者矣。然则智有穷幽之鉴, 而无知焉; 神有应会之用, 而无虑焉。神无虑, 故能

独王于世表; 智无知, 故能玄照于事外。智虽事外, 未始无事; 神虽世表, 终日域中。所以

俯仰随化, 应接无穷。无幽无察, 而无照功。斯则无知之所知, 圣神之所会也。然其为物

也, 实而不有, 虚而不无, 存而不可论者, 其唯圣智乎! ,,是以般若可虚而照, 真谛可亡

而知, 万动可即而静, 圣应可无而为。0 /真般若者, 清净如虚空, 无知无见, 无作无缘。0
/般若义者, 无名无说, 非有非无, 非实非虚, 虚不失照, 照不失虚。,,夫圣心者, 妙妙

无相, 不可为有; 用之弥勤, 不可为无。不可为无, 故圣智存焉; 不可为有, 故名教绝焉。

是以言知不为知, 欲以通其鉴; 不知为不知, 欲以辨其相。辨相不为无, 通鉴不为有。非

有, 故知而无知; 非无, 故无知而知。0 又辨 / 圣智之无0 与 /惑智之无0 (虽然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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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0, 但执 /无0 为有, 所以还是 /惑0) : /圣智之无者, 无知; 惑知之无者, 知无。其无

虽同, 所以无者异也。何者? 夫圣心虚静, 无知可无, 可曰无知, 非谓知无。惑智有知, 故

有知可无, 可谓知无 (知无, 主谓结构) , 非曰无知也。无知即般若之无也, 知无即真谛之

无也 (真谛, 相对俗谛而言。俗谛执有, 真谛执空, 皆非实相)。是以般若之与真谛, 言用

即同而异 (一为 /无知0, 一为 /知无0) , 言寂即异而同 (均讲 / 无0) , 同故无心于彼此,

异故不失于照功 (般若 / 无知0 而无不知, 此虚而能照, 照而无功; 真缔 /知无0 而无所
知, /知无0 而执物为 /无0, 不知 /万法之实0, 此虚而不能通鉴, 照而不能无功 $ $ 有执

空为有的痕迹也。) 是以辨同者同于异, 辨异者异于同, 是不可得而异, 不可得而同也。何

者? 内有独鉴之明, 外有万法之实, 万法之实, 然非照不得, 内外相与以成其照功, 此则圣

所不能同, 用也 (指主客体内外有别)。内虽照无无知, 外虽实而无相, 内外寂然, 相与俱

无, 此则圣所不能异, 寂也。0 /是以智弥昧, 照逾明; 神弥静, 应逾动。,,无心无识, 无

不觉知。0 从僧肇的详尽论述中, 可知一, 般若智的本体是 /无知0、/无虑0、/无言0、/无
相0、/无状无名0、 /闭智塞聪0、冥冥昧昧、虚空无物的; 二、般若智的功用是 /无所不
知0、/无幽不察0、/无所不照0, 能够 /玄照0、/通鉴0 的。这 /玄照0 的对象就是 / 万法

之实0, 诸法实相, 是佛教所讲的最高真实, 是万物背后的本体、佛道。三、般若的本体和

功用之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正是由于 /无知0, 才能 /无不知0, 正是因为 / 虚0,
所以才能 /照0, 这就叫 /虚不失照0、/虚而能照0、/智弥昧, 照逾明0, /无心无识, 无不

觉知0。般若是体用一如的整体, 所以它的特点是 /非有 (虚) 非无 (实) 0。/不可为有0 是

讲它的本体, /不可为无0 是指它的功用。

二、由 /定0 发 /慧0、禅定行程

  佛教所要求的具有洞悉 /万法之实0 的 /独鉴之明0 的般若智慧是由其无知无虑的虚静
本质决定的。主体之智不是天生就可成为般若之智的, 要修炼成无知无虑的般若之智, 必须

借助 /禅定0 的修炼方法不断排斥、压抑常念俗想。用佛家的观念来讲, 这就叫由 /定0 生

/慧0。由于 /禅定0 在佛家认识论中处于这样一个重要地位, 所以历来为佛门所重视强调。

  佛教从释迦牟尼创教时起, 便有 /戒、定、慧0 三学, /定学0 是三学中的重要一支。
/定0, 梵文音译为 /三昧0, 又称 /禅定0。释道安 5比丘大戒序6: /世尊 (对释迦牟尼的尊

称) 立法者, 有三焉, 一者戒律也, 二者禅定也, 三者智慧也。0 /定0 指心注一境而不散乱

的精神状态。5俱舍论6 卷 4定义为 /心一境性0。5大智度论6 卷 5: /善心一处不动而名三
昧。0 道安 5十法名义经序6: /乱止名 -定. 0。5大乘百法明门论疏6: /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
散为性0, 这便是 /定0。慧远 5念佛三昧诗集序6: /夫称 -三昧. 者何? 专思寂想之谓也。

思专, 即志一不分; 想寂, 则气虚神朗。气虚, 则智恬其照; 神朗, 则无幽不彻。0 佛教的

/戒学0 是为 /定0 打基础的: 所谓 / 依戒资定0 [ 1] ; /慧学0 又以 /定学0 为基础: 所谓

/定是慧体, 慧是定用0。[ 2]

  /禅0, 梵文音译 /禅那0 的省称, 意译作 / 静虑0, 因其为思维的修炼方式, 又译为

/思维修0, 其特征是 /心注一境0, /摄一境性0。5瑜伽师地论6 卷 33: /言静虑者, 于一所

缘, 系念寂静, ,0, 在此意义上 /禅0 又可释作 /定0, 以故, /禅定0 在佛典中常联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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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是 /正审思虑0。[ 3]端正认识, 使之契合佛之义理。5俱舍论6 卷 2: /依何义故玄静虑
名? 由此寂静能审虑故, 审虑即实了知义。0 这个功能决定了 /禅0 是一种 /善性0。佛教
/禅定0 之学有 /四禅定0、/五大法门0 之说。/四禅定0 不过是在 /心一境性0 和 /正审思
虑0 方面由低到高四种不同的禅定水平层次而已。 /五大法门0 是调息、不净 (观)、慈悲

(观)、因缘 (观)、念佛。其 /调息0 即静数呼吸, 排除杂念, 集中注意力进入默思暝想。

  早在释迦牟尼诞生之前, 内向自省、摒虑静思的修炼方式就在印度民族中流行。5奥义
书6 就记载了很多关于静坐沉思的方法。在古印度哲学中, 有以 5瑜伽经6 为经典的一派,

其实践便是 /瑜伽0, 即 /调息入坐, 暝思入定0 [ 4]的修行。佛祖乔达摩#悉达多早年跟人学

习禅定。创立佛教后便把这种修行方式作为佛教寻求解脱的途径之一而加以传习。佛祖言论

集 5经集6 的中心涵义, 便是坐禅和暝想, 如第 3 章第 1节教导僧徒: /抑制自己的意志,

向内反省思维, 守住内心, 不让它外骛。0 后人尊称他为 /释迦牟尼0, /牟尼0 的涵义之一

便是 /寂默0。[ 5]佛祖创立原始佛教之后, 接着进入部派佛教即小乘教时期。小乘, 特别是

上座部最讲究 /禅数0 [ 6]。 /禅0 指 /禅法0, /数0 指 /数法0。禅法有多种, 其中之一叫

/安般守意0, 后来又译作 /持息念0。/安0 指入息 (吸) , /般0 指出息 (呼) , /持息0 就是
控制呼吸, /念0 就是专注一心。 /守意0 既指 /念0 而言, 也当作 / 持0 解[ 7]。总之, 这

种 /禅法0 既要求有意识地控制呼吸, 又要求专注一心, 思想集中, 即 /定0。进入大乘佛
教时期, 涌现了两个著名的大乘教派瑜伽行派和中观派。前者以强调瑜伽的修持方法而得

名。该派创始人弥勒所著的 5瑜伽师地论6 是宣扬 /静虑0 禅法的重要经典。至于中观派,

其要旨在教导人们用 /双遣0 的方法认知世相的 /假有0 /性空0。这种 /假有性空0 相对于
特殊的佛教智慧 $ $ /般若空智0 而存在, 这种 / 般若智0 要求, 心灵 / 无知无觉0, 与
/禅定0 之心是相通的。一般说来, 大乘佛教将禅定与般若结合起来, 以智慧指导禅定, 以

禅定增发智慧, 故 /止0 /观0 并提, /定0 /慧0 双修。吕澄指出: /禅学虽出于小乘系统,

却已贯串着大乘思想而是大小乘融贯的禅了。0 [ 8]

  佛教传入中国后, 先是安世高所译的小乘上座部的经, 重点放在 /禅数0 上, 后是支

谶、罗什、僧肇等人译介和倡导的包含 /三昧0 实践的大乘般若学性空理论盛行。禅定之学
亦随之进入中土。由于它契合中国文化中固有的 /虚静0 认识论, 因而很受中国人的欢迎和

重视, 不久便形成了以 /禅0 命名的 /禅宗0。相传禅宗初祖达摩梁时从天竺入中土传教,

不久至北魏入嵩山少林寺, /面壁而坐, 终日默然0 达 9年, 世称 /壁观0。禅宗至五祖弘忍

而分为北宗神秀, 南宗慧能。北宗力主 /慧念以息想, 极力以摄心0, 要求打坐 /息想0, 起
居拘束其心。南宗则打破静坐凝心专注观境的修行形式, 提倡心性本净, 佛性本有, 觉悟不

假外求, 然而在对外在禅法的超越中, 以 /无念为宗0 [ 9]的内在禅法, 即静虑方法一直不

变。

  在印度佛学中, /禅0 与 /定0 通常是分开言的, 中国僧人发现它们的统一性。故习惯

/禅定0 联言。这个统一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一是 /虚0, 或者说 / 空0、 /无0。5坛经6:
/外离相即禅0。[ 10]其实, /禅0 不仅要外离诸相, 而且要内空诸念, 所谓 /外虽实而无相0,

/内虽照而无知0 [ 11] , 从而做到 /无心 (世俗心) 无识0[ 12] , 使 / 心0 成为 / 无心心0 [ 13]。

二是 /静0。佛经说 /乱止名定0, 又说 /内不乱即定0。 /乱止0 指各种杂念归于平息, 即

/息念0。/内息诸念0, 就不会对外物妄加分别认识, 外界 /群动0 就自然归于静息。是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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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禅定之学所讲的 /静虑0, 是通过 /内息诸念0 走向 / 外息诸相0 进而达到 /体真0 目的
的修行功夫。所以佛经云: /谈真有不迁 (不流动, 静也) 之称0 [ 14] , /必求静于诸动, 故虽

动而常静0 [ 15]。三是 / 专0。 / 专0 即 /专一0 之谓, 与 /分散0 相对而为言, 5比丘大戒

序6: /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0。/乱止名定0, 进一步说是 /乱止归一名定0。5念佛三昧诗集
序6 称 /三昧0 (定) 即 /专思寂想之谓0, /专思0 即 /志一不分0。要之, /禅定0 说要求
虚诸所有, 静诸群动, 为的是凝神并想、心注一境, 体认佛道。

三、/致虚极, 守静笃0

  佛教要求的以静定为特征的心理状态和以虚空为特征的般若之智与中国哲学认识论中传

统的 /虚静0 学说存有相当的契合之处。佛教传入中国前, 中国哲学认识论中的 /虚静0 说
有四个组成部分, 一是老庄的 /玄鉴0 论, 二是管仲学派的 /静观0 说, 三是在荀子的 /虚
一而静0 论, 四是 5大学6 的 /止定0 论。
  5老子6 第 10章说: /涤除玄鉴, 能无疵乎?0 涤除, 即洗除杂念之意; 玄鉴, 即深入

地观照, 也就是观道。道的特点是虚无 (无形无声, 听之不可闻, 视之不可见, 超越一切感

性形象) , 这一点佛道与之相类。玄鉴, 也就必须去智去欲 ( /绝圣弃智0, /少私寡欲0) /致
虚极, 守静笃0 ( 5老子6 16章)。极、笃, 顶点的意思。涤除杂念, 将心灵的虚静达到顶

点, 这样就可以烛物如镜达到大清明。庄子对此的申发是: /疏 而心, 澡雪 (洗净) 而精

神, 掊击而知。0 [ 16]这与佛家说的经过禅定而得的虚静之心$ $般若智是相通的。再次 /智0
与 /道0 的关系是相反相成的关系。主体愈是具有俗智, 就愈不知道, 相反, 主体愈能去除

俗智, 就愈能得道。这就叫 /不见而明0 [ 17]、/不出户、知天下, 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

远, 其知弥少。0 [ 18] /无思无虑始知道。0[ 19]这也与僧肇阐释的佛教认识论相一致。老庄之

后, 5淮南子#修务篇6 说: /执玄鉴于心, 照物明白。0 5太玄童6 说: /修其玄鉴。0 /玄鉴0

之名, 皆本于老子。僧肇 5般若无知论6 中, 多次用到 /玄鉴0、/玄照0 之语, 足可见老子

痕迹。

  战国中期的管仲学派继承老子的 /玄鉴0 论, 提出了 /静观0 说。5管子#心本上6: /人
皆欲知, 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 彼也; 其所以知, 此也。不修于此, 焉能知彼?0 /修此

知彼0 又叫 /洁其宫, 开其门0。5心本上6 解释说: / -宫. 者谓心也, 心也者智之舍也, 故

曰 -宫. 。洁之者, 去好恶也。-门. 者谓耳目也, 耳目者所以闻见也。0 /夫心有欲者, 物过

而目不见, 声至而耳不闻也。0 因此必须去 /欲0。所谓 /欲0, 包括喜、怒、忧、乐等情感

活动。5管子#内业6: /能去忧、乐、喜、怒、欲、利, 心乃反济。彼心之情, 利安以宁, 勿

烦以乱, 和乃自成。0 去除了好恶欲念, 心灵就达到了虚静。/血气既静, 一意专心, 耳目不

淫, 虽远若近0 ( 5内业6) , /专于意, 一于心, 耳目端, 知远若近0 ( 5心术6 下) , /毋先物
动, 以观其则, 动则失位, 静乃自得0 (5心术6 上) , /静则得之, 躁则失之0 ( 5内业6)。管

仲学派的 /静观0 说, 既有与老子相通的地方, 如去除好恶杂念, 使心归于虚静, 也有不同

的地方。一是 /静观0 不同于 /观道0, 而是 /观物0, 所谓 /静身以待之, 物至而名之0
(5心术6 上) , 这是由管仲学派唯物主义的本体论 $ $ 精气生物论决定的。二是 /一意专心0
的思想, 它被荀子发展为 /虚一而静0。荀子指出: /人何以知道? 曰心。心何以知? 曰: 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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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静。0 ( 5荀子#解蔽6) /一0 就是专心致志。/虚一而静0 与后来佛家定学说的 /乱止归
一名定0、定即 /专思寂想之谓0 是相通的。
  儒家不讲 /绝圣弃智0、/无知无欲0, 但在认识事物时, 他们主张摒弃其它杂念和成见,

集中精力, 这与道家的 / 守静笃、致虚极0 殊途同归。上述荀子的 /虚一而静0 是一例。
5大学6 进一步申明此旨: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

能得。0 /止0、/定0、/静0 云云, 与佛家的 /禅 (静虑) 定0 说何其相似!

  可见, 早在佛教进入中国前, 中国哲学中就积累了以 /虚0、/静0、/定0 ( /一0) 为特
征的丰富的认识论思想, 它为佛家的 /般若0 学和 /禅定0 说在中国的扎根据供了坚实的文
化基础。反过来, 佛家的般若学和禅定说的传播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哲学中固有的 /虚静0

论, 丰富了人们这方面的认识。

四、虚心纳物、澄神远思

  佛教禅定学说强调心灵的虚空: /体神在忘觉, 有虑非理尽。0 [ 20]但又反对一味虚空, 执

着空见, 如 5坛经#机缘品6 说: /心如虚空, 不著空见。0 心灵思虑飞舞, 固是俗心, 执空

无观, 亦是世心: /世人外迷著相, 内迷著空, 若能于相离相, 于空离空, 即是内外不迷。0
(同前) 故知禅定之学主张 /虚以照有0。这 /有0, 一是 /无相0 有、 /佛性有0、 /空寂0
有, 所谓 /虚空其怀, 冥心真境0 [ 21] , /种知之体, 豁如太虚, 虚而能知, 无而能应0, [ 22]

/智非禅无以深其照0 [ 23]。在这个意义上, /照有0 又称 / 照寂0: /禅智之要, 照寂之

谓。0[ 24] /虚以照有0 的 /有0, 亦可指世相之有, 在这个意义上, /虚以照有0 又叫 /虚含

万象0 [ 25] , 意思是 /无心于万物, 而万物未尝无0, 即不否定、而承认事物是一种现象有,

然后以虚心照之, /处有不有0, 视而未见, 听若罔闻。将佛教 /虚以照有0 的 /有0 置换成
/有相0 之有, /虚以照有0 的佛教认识论就走向了中国哲学 /虚心纳物0 [ 26]的认识论。中国

哲学认为: /空故纳万境。0 (苏轼 5送参寥师6) /虚而万景入。0 [ 27] /离山乃见山, 执水岂见

水。0[ 28] /必然胸中廓然无一物, 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 笔下幻出奇

诡。0[ 29]
如王维的画所以能 /洞鉴肌理, 细现毫发0, 盖源于其 /胸次洒脱, 中无障碍, 如冰

壶澄澈, 水镜渊 0。[ 30]为了给认识对象的生存挪出心理空间, 格物时势必要 /万虑洗然,

深入空寂0 [ 31] , 就像佛家所要求的 /水镜六府, 洗心净慧0 [ 32]一般。这种现象, 冠九则 5都

转心庵词序6 谓之 /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0, 宗炳 5山水画序6 叫 /澄怀味象0。
  禅定学说强调心灵的静止不动: /心体本寂, 如水本澄, 由不自持,,随逐境风, 滔滔

无住 (无住即不常不静, 动也)。[ 33]但又反对释动而求静: /寻常不动之作, 岂释动以求静?

必求静于诸动, ,不释动以求静, 故虽静而不离动。0 [ 34]
心静而不离动, 即以静心观照万物

之动, 这叫 /静无遗照0[ 35]。观动之妙, 在 /居动不动0, /运群动以至一而不有0, [ 36]透过

/群动0 的表象把握至一不动的本体。佛家 /静以观动0 的认识论经过中国人稍作变通, 便

走向了 /绝虑运思0 的哲学认识论。这里, /绝虑0 是认识主体心态之静, /运思0 是主体认
识思维之动。陆机 5文赋6: /罄澄心以凝虑。0 刘勰 5文心雕龙#神思6: /寂然凝虑, 思接千

载; 悄然动容, 视通万里。0 虞世南 5笔髓论6: /澄神运思。0 司空图 5廿四诗品6: /素处以
默, 妙机其微。0 苏轼 5送参寥师6: /静故了群动。0 何坦 5西畴老人常言6: /盖静可以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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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0 如此等等, 讲的是为了给认识表象的生存让道, 主体必须使各种意念归于静止, 使心

灵呈现不动的状态。

  佛教尤重 /思专志一0, 也渗透进 /凝思入神0 的哲学认识论。刘禹锡 5秋江早发6:
/凝睇而万象生。0 郑据: /更无外事来心肺, 空有清虚入神思。0 曾巩 5清心亭记6: /虚其心
者, 极物精微, 所以入神也。0 黄庭坚 5书赠福州陈继同6: /神澄意定,,用心不杂, 乃是

入神要路。0 中国审美哲学中有许多 /思入杳冥0 而 /无我无物0 的 /入神0 事迹记载。据
元代辛文房 5唐才子传6, 贾岛 /当冥搜之际, 前有王公贵人皆不觉0; 清王又华 5古今词

论6 说, 韩干 /画马而身作马形0; 苏东坡 5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6: /与可画竹时,

见竹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 嗒然遗其身。0 等等。

 注  释:

 [ 1] 转引自方立天 5佛教哲学6 第 3 页。

 [ 2] [ 9] [ 10] 5坛经#定慧品6。
 [ 3] 5瑜伽师地论6 卷 33。

 [ 4] 转引自葛兆光 5禅宗与中国文化6 第 5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 5] 据黄心川 5印度佛教哲学6。

 [ 6] [ 7] [ 8] 据吕澄 5中国佛学源流略讲6 第 28、29、79 页。

 [ 11] 5坛经#坐禅品6。

 [ 12] [ 13] [ 14] 5般若无知论6。

 [ 15] [ 16] [ 35] 僧肇: 5物不迁论6。
 [ 17] [ 20] 5庄子#知北游6。

 [ 18] [ 19] 5老子6 第 47 章。

 [ 21] 支道林: 5善宿菩萨赞6, 5广弘明集6 卷 15。

 [ 22] 僧肇: 5维摩经注#文殊师利问疾品6。

 [ 23] 5世说新语#假谲篇6 注引心无宗语。

 [ 24] [ 36] 慧远: 5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6。
 [ 25] 僧肇: 5答刘遗民书6。

 [ 26] 澄观语: 5大方广佛华严经疏6 卷 1。

 [ 27] 虞世南: 5笔髓论6。
 [ 28] 刘禹锡: 5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江陵6。

 [ 29] 恽南田: 5瓯香馆记6。

 [ 30] 李日华: 5紫桃轩杂缀6。
 [ 31] 吴宽: 5书画鉴影6。

 [ 32] 元好问: 5陶然集诗序6。

 [ 33] 慧远: 5阿毗昙心序6。
 [ 34] 德宝: 5示东峰居士张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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