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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
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
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
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
，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
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
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杌盎然。
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国学大讲堂》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
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坛经导读》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定慧如灯光、大智慧到彼岸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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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朋，生于1920年，去世于2004年，河南省唐河县。
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
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中国近代佛教思想
史稿》、《坛经对勘》、《坛经校释》、《坛经导读》及三卷本《中国佛教思想史》、《印顺佛教思
想研究》、《太虚思想研究》等十余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其中《中国佛教思想史》曾获“中国图书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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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言　　一　　（一）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佛教大体经历了如下的几个阶段：在汉代（公元一、二世纪间），佛教初来
乍到，人地两生，它既不了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对它也颇为陌生。
人们把它同当时仍在流行的黄老之学相提并论，等量齐观。
所谓“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便是这种情况的历史反
映。
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则把它看作是盛行于当时的方术的一种。
所以，汉代佛教，虽已开始有了佛教经典的翻译，但却始终未能摆脱初传时期的朦胧状态。
而且，汉代佛教，主要活动于以宫廷贵族为主的上层社会之中，还未能广泛普及于民间。
当时的出家僧侣，除个别例外，都是外籍译师，还没有正规的华籍僧人，更没有中国高僧。
所以，作为二种宗教，汉代佛教还远不是体态完备的。
　　魏晋时期（公元三世纪初至五世纪初），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时期里，不仅译经数量有了大量的增长，而且译经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时，还出现了中国佛教的义理之学。
这标志着：魏晋时期的佛教，已开始了它的“中国化”的进程；它除了佛经的翻译之外，还开始从事
于佛教理论的研究了。
从而，“义学”名僧辈出，而中国的佛教高僧，从此也就出现在中国佛教的历史舞台上。
诸如道安、慧远、法显、道生、僧肇⋯⋯这些知名当时、影响后世的义学名流（其中，法显还是一位
译经大师），已成为当时佛教界的重要人物。
这时，佛教不仅有了自己的目录之学（即早期中国佛教的《经录》），而且还有了自己的注释之学。
虽然当时的佛教显学《般若》学，深受玄学的影响，以致一度出现了玄学化的现象，但是，魏晋时期
的佛教，毕竟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了。
特别是，曹魏之后，中国佛教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传戒制度，专门传授出家僧人们的戒律，从此，出家
僧人，不再只是“剃发”、“裟衣”，而且也能依法受戒了（受了出家的“比丘戒”——共二百多条
，方才算是正式的“合格”僧人）。
有了正规的中国僧人，就标志着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开始生根了。
从此，它将逐步地以“中国佛教”的面貌而活跃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同时，魏晋时期（主要是东晋时期），中国式的佛教寺院也日益增多，寺院经济也开始出现。
从而中国佛教也就初具规模了。
根据佛教史料的记载，西晋时期（公元265～316），共有佛教寺院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多人；
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共有佛教寺院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僧尼二万四千人。
寺、僧数目的剧增，标志着佛教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公元五、六世纪间），由于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佛教有了更大的发展。
尚空谈的“义学”，重实践的“禅学”，以各不相同的风格和特点，分别盛行于南方和北方（当然，
这只是就其主导方面而言。
实际上，南方也有“禅学”，北方也有“义学”，只是不占主导地位罢了）。
在南方，宋、齐、梁、陈四朝的统治者，几乎都是热衷于佛教的。
其间，虽有像范缜那样的无神论者出面反对佛教，但是，由于佛教得到了王朝的大力支持和庇护，它
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
在北方，佛教虽曾一度遭受到“二武法难”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毁佛运动），但
是，总的说来，北方佛教同样也是有着很大的发展的。
这个时期的佛教，是大、小二乘并弘，经、律、论三藏共宣。
不同体系的各种学派，纷纷出现。
译经、注经，·都远超前代。
梁僧祐的十五卷《出三藏记集》（一般简称为《韦占录》），成为迄今保存完整的早期《经录》；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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祐的十四卷《弘明集》，则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佛教文献汇编。
梁慧皎的十四卷《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僧传，它为以后僧传的撰写，确定了
体例，树立了规范。
这些著作，对于以后的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北朝佛教的寺院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出家僧尼，也大为增多。
　　根据佛教史料的记载，在南朝刘宋之世，共有寺院一千九百一十三所，僧尼三万六千人；萧齐之
世，共有寺院二千零一十五所，僧尼三万二千五百人；萧梁之世，共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
八万二千七百多人；光是京师地区，即有佛寺七百多所。
杜牧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是把南朝佛教寺院的数字给大大地缩小了。
经过萧梁末年的战乱，到了陈朝，寺院减少到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则仍有三万二千多人。
　　在北朝，佛教寺、僧最多时，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已有寺院三万多所，僧尼二百万人；
到了北齐，大体上仍然保持这个数目。
　　从中国佛教的发展史说来，南北朝佛教，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
　　隋唐时期（公元六世纪末叶至寸世纪初。
其中，隋朝只有三十几年）的佛教，则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也是它的“鼎盛”期）。
首先，随着王朝的统一，佛教由南北异趣而走向统一。
随着相对独立的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各派思想的渐趋“成熟”，适应时代需要、具有中国风格
与中国特点（就多数佛教宗派而言）的各个佛教宗派，也就相继地产生了：在隋代，产生了两个宗派
，即天台宗和三论宗；在唐代，产生了六个宗派，即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
佛教宗派的出现，标志着佛教已经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进程，至此，它确实可以名副其实堪称之为“
中国佛教”了（在此之前，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印度佛教”的痕迹）。
而随着佛教宗派的出现，一批拥宗自重、门户之见甚深的宗派领袖人物，也就以前台“主角”的身份
，而占据了佛教的历史舞台。
　　根据佛教史料的记载，隋代，有佛教寺院四五千所，僧尼三十来万人。
唐代，据《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的记载，有大小寺院四万多所，僧尼二十六万多人（寺院占
有土地“数千万顷”，占有奴婢十五万人）。
从唐代佛教的寺、僧数字，特别是它占有的土地、奴婢的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到了唐代，
确已发展到它的顶点了。
宋元（公元十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以后的佛教，则已走向了它的衰落期。
自宋元以至明清（公元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虽然佛教各宗仍在各立门庭，分
头活动，但大都是步武前人，陈陈相因，很少再有什么新的东西了（宋代禅宗，稍有不同）。
　　（二）从思想上说来，佛教分为小乘和大乘两大系统。
小乘佛教，是早期佛教，大致说来，它还是保持了佛教的原始形态的（虽然“部派”佛教出现之后，
它也有了不少变化）。
大乘佛教，则是后起的，较之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许多内容可说都已“面目全非”了。
从思想渊源说来，大乘佛教，是从小乘佛教的部派佛教里演化出来的。
大小乘佛教，都已传来中国。
自东汉以至南北朝，某些小乘佛教的学说，还曾一度流行过。
但是，自从隋唐时代佛教的所谓“大乘八宗”（即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净、律、密八宗）
相继创立之后，除了律宗还有属于小乘律（虽然它也已“大乘”化了）者之外，在思想理论上，便是
“大乘独尊”了。
除了在大藏经里还保存有相当数量的小乘《三藏》（即属于小乘的经、律、论）外，小乘佛教的思想
学说，已几乎绝响于佛教界。
无论是出家的还是在俗的佛教学者，言必称“大乘”，行必以“菩萨”自诩。
这，、自然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也就是说，大乘佛教（这里，主要是指“性宗”和“禅宗”）的那
一套思想理论，更能适合时代的需要。
因此，它才能够独占隋唐以后的佛教历史舞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坛经导读>>

　　在《楞伽经》里，有所谓“说通”与“宗通”的说法。
后来的禅宗者流，便据此而把佛教区分为“教下”和“宗门”两大部类。
所谓“教”（“说”），就是指禅宗以外的佛教的各种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宗”，就是指的禅宗
（表中所列的“禅”，即禅宗之禅，而非禅定——禅学之禅。
因为，禅定之学，仍属于“教”，而并不属于“宗”。
关于禅学同禅宗的区别，详见下文）。
在属于“教”的思想体系里，又分“空”、“有”两大系统。
　　“空”，即空宗。
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说来，就是由隋吉藏创立的三论宗。
空宗——三论宗所讲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它所“空”的，只是事物的本体，至于现象，它还是承认其有的（只不过是“假有”而已）。
所谓“缘起有”（现象），“自性空”（本体），便是这一思想的理论概括。
事物的现象，是“缘起有”——“缘起”而“有”，就非真有、实有，而只是一种假有、“幻有”。
事物的本体，则是“自性空”。
“缘起有”法，只有假相，并无实体，所以是“空”。
用僧肇的话来说，就是“不真”故“空”（“不真空”）。
这是就客观现象而言的。
如果就主观认识来说，“空”，就意味着不著于相。
《金刚经》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于此“虚妄”之“相”上不起“执著”，这就是“空”。
再有，空宗所以异于“有宗”者，不在于对于客观现象的看法上，对于客观现象的看法，空、有两宗
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
因为，“有宗”各派，也都认为宇宙万有都是虚幻不实的。
所不同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在对本体的看法上。
空宗，只承认现象，不承认本体，所谓“性空”，就是对本体的否定，他们不承认有任何超自然的最
高存在、精神实体。
其二，在对彼岸世界的看法上。
空宗对于彼岸世界（“菩提”、“涅桀”之类），也是抱否定态度的；所谓“设有一法胜涅槃者，我
说亦复如幻如梦！
”（《大品般若·幻听品》）便是这种观点的反映。
“涅槃”，是佛教的彼岸世界，是佛教徒们所追求的最终的归宿处，而空宗却认为，不仅“涅粲”也
是空的，而且，如果“设有一法胜涅槃者”（实际上，这种“法”是没有的），也同样是“空”的，
这可真是一空到底了！
（其实，空宗者流是非常的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在“理论”上，他们连彼岸世界也予以否定；而同
时，在践履上，他们却同样地也一心向往着出世解脱）在世界观上，他们是“性空缘起”论者，除了
，“缘起性空”（或者“性空缘起”）之外，他们不承认有任何的实在。
空宗之异于有宗者，也就在这里。
而所谓“有宗”，第一，他们承认有本体，他们承认有彼岸性的最高的存在，最高的精神实体，即所
谓的“真如”、“法性”、“法界”之类；第二，他们承认有彼岸世界，即所谓的“无上菩提”与“
大般涅槃”之类。
　　在“有宗”里，又分所谓“相宗”与“性宗”两大体系。
　　“相宗”，就是由玄奘所创立的法相唯识宗。
就现象论（和方法论）说来，它称之为“法相宗”；而就本体论说来，它又称之为唯识宗；同时，也
有合称之为法相唯识宗（或唯识法相宗）的。
唯识宗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论的“阿赖耶识”论。
他们不仅承认有作为世界本原的“阿赖耶识”（即第八识。
“阿赖耶”，是“藏”的意思），而且承认有彼岸性的最高存在——“圆成实性”（圆满成就真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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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实就是“真如”）。
　　“相宗”之异于“性宗”者，主要的也有两点：其一，解脱论上，他们不同意“一切众生，皆有
佛性”；其二，世界观上，他们不同意把“真如”说成是世界本原，也就是不同意“真如缘起”论。
“性宗”，包括天台宗和华严宗。
就解脱论说来，他们都是“佛性”论者，都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就世界观
说来，他们都是客观唯心论的“真如缘起”（华严宗则称之为“法界缘起”）论者。
他们都承认于冥冥之中有一个超自然超时空的彼岸性的精神实体，它是最高存在，世界本原，世界的
（和出世的）一切，都是由它派生的。
它的名称，叫做“真如”、“法性”、“法界”或“一真法界”等。
由于他们一切都从“真如”（“法性”）、“佛性”出发，而又一切统归之于“真如”、“佛性”，
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这里，“界”者，“性”义。
“法界”，也就是“真如”、“法性”、“佛性”之类），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佛教思想史上，他们便被称之为“性宗”。
　　以“教外别传”相标榜的禅宗，确乎是中国佛教的特产。
不过，就其基本思想说来，则它又是与“性宗”大致相同的：解脱论上，他们也是“佛性”论者；世
界观上，他们也是“真如缘起”论者。
只是用以表达他们观点——禅见的方式（方法），颇为有些“与众不同”罢了。
至于师弟授受之间的大逗机锋，大施棒喝，那已是晚期禅宗的现象了。
当然，就中国思想史说来，较之佛教其他的各个宗派来，禅宗确乎是产生了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出足了风头。
　　（三）佛教在完成其自身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发生交涉
；原是一种外来宗教的佛教，终于形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甚至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种传统宗教）的宗
教，就是这种长期的相互交涉的结果。
’　　就思想领域说来，佛教传来不久，就同儒、道两家发生了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说是既互相矛
盾、斗争，又互相吸收、融合。
就儒、释、道三家的矛盾、斗争而言，早在汉代，儒家者流就已经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以及夷夏之辨，
来非难佛教了（详见牟子《理惑论》）；之后，又有神灭与神不灭之争；而到了唐代的韩愈，可说是
达到了儒者辟佛的高潮。
韩愈在他的《原道》（载《昌黎先生集》卷一一）里，一则说：“今其法日：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
，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呜呼！
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再则说：“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
焉而不事其事。
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韩愈在他的《谏迎佛骨表》（载《昌黎先生集》卷三九）里，又一则说：“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
自后汉时流人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再则说：“夫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
⋯⋯”韩愈用以辟佛的，仍然是纲常伦理以及夷夏之辨。
当然，历史上，儒家的反佛，基本上都还是“说理”的，虽然韩愈也曾主张过用“人其人，火其书，
庐其居”（《原道》）的剧烈的行政手段来对待佛教，但韩愈的这种极端主张，并未被皇帝所采纳。
一般说来，历史上的儒家反佛，还是属于“说理斗争”。
，　　至于道家的反佛，情况就很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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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道家者流也用一些诸如“老子化胡”之类的无稽之谈来攻击佛教；而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又
要借重于皇帝的权威来妄想“消灭”佛教。
佛教史上所谓的“三武法难”（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的灭佛运动），除反映了世俗地主
同僧侣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剧烈斗争之外，道教徒们的从旁煽动这一外在因素，确乎也起了煽风点
火、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情况表明，道家反佛，可“说”之“理”实在太少，所以只能借助暴力来对待佛教。
　　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佛教自然也要以其特有的神哲学思想，来反驳儒、道。
这种情况，历代皆有，姑不详谈。
　　当然，儒、释、道三家的相互矛盾和斗争，只是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的情况，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个方面（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的情况，那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从哲学思想方面说来，传统的儒学，需要吸收佛教的一些思想资料来补充自己。
魏晋南北朝以来，不少的儒家学者，都纷纷以佛学相标榜；许多儒学名家，都大交佛教名僧，甚至连
柳宗元、王安石这些著名的思想家，也都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李翱的《复性书》，浸透着佛教思想的影响。
宋儒“理一分殊”的命题，其实不过是对佛教华严宗的“然事法名界，界则分义，无尽差别之分齐故
；理法名界，界即性义，无尽事理同一性故”（澄观：《华严法界玄镜》卷上）这一理论的概括。
二程的，“一草一木皆有理”这一命题，无非是对佛教天台宗“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和禅宗“青青
翠竹，尽是法身”这种观点的模拟。
朱熹则更是经常模仿禅僧们的口吻来表达他的唯心主义思想：“眼前所应接底事物，事事都有个极至
之理；⋯⋯若事事穷得尽道理，事事占得第一义！
”（《朱子语类》卷三《大学·经下》）所以，程朱理学的出现，更不妨说是在相当的程度上受了佛
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影响的产物。
以至连程朱也对佛教赞不绝口：“释氏之学，亦极尽乎高深！
”（《二程全书》卷一三）“（庄）周安得比他佛！
佛说直有高妙处，庄周气象，大都浅近”（同上书卷三七）；“佛教最有精微动得人处”（《朱子语
类》卷一三）；“其克己，往往吾儒之所不及！
”（同上书卷二九）表面上以辟佛者自居的两宋理学的开创者们，对于佛教竟是如此的推崇！
至于王阳明“天下无心外之物”的命题，简直可以说是一字不改地袭用了佛教“心外无物”的论点。
而所谓“这个便是汝的真己。
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
无真己，便无躯壳！
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传习录》）的“真己”，简直就是佛教唯识宗所讲的“去后先作主公
的“第八识”，或佛教其他各派所讲的“佛性”！
宋明理学同佛教的关系，雄辩地说明了：佛教思想给予儒家学说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
佛教思想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些名家，自龚自珍以至康有为、章太
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无不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我们不妨这样说，自魏晋以来，中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无论是在世界观还是认识论、方法论上，无一
不从佛教哲学中汲取营养；正是佛教哲学“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至于道教的剽窃佛教，更是人所共知的史实。
可以这样说，道教从其早期的民间宗教的形式，逐渐演变成为以后那种具有比较“完备”的宗教形式
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剽窃佛教的结果——无论从道观规模、道士形象以至大量的道教经典
和神学教义说来，都是如此。
不妨这样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人，很难设想会有后来这种形式的道教！
　　至于佛教，在汉代，它被方术化；到魏晋，它又玄学化；历经南北朝以至隋唐，它又深受儒家思
想的影响。
诸如“儒佛合一”、“三教同源”之说，一直笼罩着佛教界；而到了宋代，这一思想算是达到了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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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不少名僧，不仅把佛教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五戒”，比做儒家的仁
、义、礼、智、信的“五常”（当然，较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北齐的颜之推），他们说：“人秉者
，五戒之谓也。
⋯⋯以儒校之，则与其所谓五常仁义者，异号而一体耳。
”（契嵩：《原教》，《镡津文集》卷一）“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
智也，不妄言，信也。
”（契嵩：《孝论·戒孝章》，同上书卷三）而且，还大讲“孝道”。
名僧契嵩，’撰写《孝论》十二篇（载《镡津文集》卷三），宣称：“天地与孝同理也，鬼神与孝同
灵也。
故天地之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诈孝欺。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
”（《孝论·原孝章》第三）不仅把孝理性化，而且把孝神灵化；孝，乃是“天经地义”的“大道
”1契嵩还特别申明：“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嘻！
是见儒而未见佛也。
佛也，极焉。
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
”（《孝论·广孝章》第六）“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
”（《孝论·叙》）就这样，契嵩从纲常伦理上以“会夫儒者之说”（《孝论·叙》），以大讲儒、
佛一致。
不仅如此，契嵩还大讲中庸，大赞礼乐：“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
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后学也。
饮食可绝也，富贵崇高之势可让也，而中庸不可去也。
其诚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国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有为也。
亡国、灭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
”（《镡津文集》卷四：《中庸解第一》）“夫中庸也者，不为也，不器也，明于日月而不可睹也，
幽于鬼神而不可测也。
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
”（同上书：《中庸解第二》）契嵩从而得出结论说：“中庸之为道也，静与天地同其理，动与四时
合其运。
⋯⋯”中庸，竟然成了时空万物的运动规律！
“礼，王道之始也；乐，王道之终也。
⋯⋯故礼乐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
”“夫礼。
所以振王道也；乐，所以完王德也。
”“人君者，礼乐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礼乐之所适也。
⋯⋯是故礼贵乎上行也，乐贵乎下效也。
”（《镡津文集》卷五：《论原·礼乐》）一个佛教僧侣，如此地大讲王道、礼乐，于此可以想见儒
家思想给予佛教的影响是多么的深了！
宋代的另一名僧智圆则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
⋯⋯嘻！
儒乎？
释乎？
其共为表里乎？
”（《闲居编》卷一九：《中庸子传上》）他自号“中庸子”，公然宣称他以“宗儒为本”（《闲居
编》卷二二：《谢吴寺丞撰（闲居编序）书》）！
他要“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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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子传上》）一代佛教名僧，却要“修身以儒”，“宗儒为本”，智圆者，简直是一个儒佛
一体的活标本！
宋代的知名文僧惠洪，还把儒、佛两家比做掌与拳：“吾道比孔子，譬如掌与拳，展、握故有异，要
之手则然！
”（《礼嵩禅师塔诗》，见《镡津文集》卷一九）则儒、佛不但是“一家”，而且简直是“一体”了
！
　　佛教，也在接受着道家的思想影响。
北魏的昙鸾，曾经从陶弘景受学“长生术”；北齐（陈世）慧思，还曾发过这样的“誓愿”：“我今
人山修习苦行，⋯⋯为护法故求长寿命，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灵芝及神丹！
⋯⋯足神丹药修此愿，借外丹力修内丹！
”（《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一代名僧，居然也要大“修内丹”，他简直成了一位身披僧装的道
人！
宋代的某些禅僧，还公然用“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法演《语录》
，见《古尊宿语录》卷二二）这种饱含《老》、《庄》气味的诗句，来宣扬他们的禅宗见解。
可见他们感受道家思想影响之深了！
　　由于佛教也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三教一家”、“三教同源”的
思想。
　　“三教同源”之说，其来有自，至宋、明而大倡。
宋僧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通。
”（《闲居编》卷一六：《三笑图赞》）明僧真可说：“我得仲尼之心而窥六经，得伯阳之心而达二
篇，得佛心而始了自心；虽然，佛不得我心不能说法，伯阳不得我心二篇奚作？
仲尼不得我心则不能集大成也。
”他从而得出结论说：儒、释、道三家，“门墙虽异本相同”（《紫柏别集》卷一：《题三教图》）
！
另一明僧德清说：“愚意孔、老即佛之化身也！
⋯⋯是知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
”（《憨山梦游集》卷四五：《道德经解发题·发明归趣》）“迹异”、“心同”，三教同源；“孔
、老即佛之化身”，则又是三教“同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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