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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界对智（岂页）及其创立的天台宗的研究已很多，《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当然是这些研
究所要运用的重要文本资源，它们和智颉的另一部作品《摩诃止观》构成了所谓的“天台三大部”。
这“天台三大部”为天台宗作为一个佛教宗派的成立奠定了佛学理论和修行方法的基础，对天台宗具
有基源性的影响。
但是，学界以往对《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其“第一序”的诠释内容，即
智（岂页）在诠释《法华经》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即使是这一方面的研究，也还有待深入），至于
智（凯）在这两部作品中所运用的独特的诠释方法，却乏人问津，是为遗憾。
《心悟转法华》的目的，即是要对《法华玄义》和《法华文句》中的诠释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讨
，从而构建智颤独具特色的“法华诠释学”以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
《心悟转法华》篇章安排大体如下：　　引论，也就是本单元，简单交代《心悟转法华》的研究对象
和篇章结构，并重点解释《心悟转法华》书名“心悟转法华”的由来及其含义，以期通过这一解释确
定《心悟转法华》的基调和方向；　　第一章，阐述诠释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明研究智（岂页
）的“法华诠释学”在整个天台宗研究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研究中的意义；　　第二章，阐述《法华玄
义》中的诠释方法“五重玄义”；　　第三章，阐述《法华文句》中的诠释方法“消文四意”；　　
第四章，将《法华玄义》中的诠释方法“五重玄义”及其相关理念和《法华文句》中的诠释方法“消
文四意”及其相关理念合称为“法华诠释学”，并将“法华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和中国传统诠释学
作一比较，彰显“法华诠释学”的比较特征；　　第五章，阐述智（岂页）在《法华玄义》和《法华
文句》以外的作品中对“法华诠释学”理念及其方法的运用，主要以《金光明玄义》和《金光明文句
》为例；　　第六章，阐述“法华诠释学”的理念及其方法在天台宗内部的流布以及华严宗中与“五
重玄义”与“消文四意”类似的诠释方法“华严十义”；　　结语，讨论“法华诠释学”在今天可能
会有的应用前景及其可借鉴之处；　　附录，收录我的四篇论文。
其中一篇是阐述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易学）中的“注经”诠释模式的，希望读者能将这种“注经”
诠释模式与“法华诠释学”中的诠释模式相比较。
另外三篇都是有关禅宗之诠释实践和诠释方法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禅宗与
作为“教”的天台宗之间在诠释风格上的差异。
虽然这四篇论文与《心悟转法华》不是一个体系，但是，它们一起构成了我近几年来探索中国传统诠
释学尤其是中国佛教诠释学的努力。
尽管这种努力可能还是“瞎子摸象”，但我个人还是甚有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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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坚，1966年生，浙江临海人，哲学博士（2000，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
心教授，山东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山东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佛教、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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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宗教与诠释　　第一节 诠释对于宗教的重要性　　要理解一种宗教传统，其要在于明白
以下三点：（一）这种宗教的基本教理或基本精神是什么①；（二）这种宗教的修行方法是什么，亦
即这种宗教发明了什么方法来体现信仰②；（三）这种宗教是以何种方法来诠释宗教文本的。
以上三点不妨简约地称为教理、修行和诠释，它们构成了宗教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诠释是中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任何宗教，不管是其教理还是其修行方法，莫不是经由诠释而形成并发展的（当然不包括混沌
未开的原始宗教）。
一言以蔽之，宗教需要诠释，诠释决定宗教。
　　我本人有志于研究天台宗，而我对天台宗的研究就是从宗教的这三个要素出发的。
　　①按照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的说法，佛教不像基督教那样有一个基本教理，佛教只有基本精神而
没有基本教理，佛教的基本精神就是解脱烦恼，佛教的各种各样有时甚至还互相矛盾的教理和施设皆
建基于这一基本精神之上。
　　②修行不一定是基于教理，但却一定是基于信仰，因为很多教徒在根本不懂教理的情况下也照样
能凭一己之信仰而孜孜以求地修行，这种现象在哪种宗教中都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修行即信仰，信仰即修行；修行是外在的信仰，信仰是内在的修行；修行与信仰
互为表理，合为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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