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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民国太虚大师以“契理契机”之般若智慧首倡人生佛教，20世纪中国佛教沿着适应时代，走向
社会，走入人群的道路不断探索、创新，一扫明清以来山林佛教衰败颓废之局面，伴随工业文明与社
会变迁，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如今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佛教徒的普遍认同，并以各种方式将其付诸实践
，中国大陆及港台、日韩、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地的佛教莫不呈现多姿多彰的人间化样态。
　　面对佛教目前欣欣向荣的表象，教界、学界有识之士亦不约而同地看到这一人间化过程背后的隐
忧。
佛教以解脱生死为根本，过分注重人间福社，再忽略自净其心、自主其心的内在修　　行，便会失去
佛教特质，人间佛教堕落而为“人天佛教”，佛教了生脱死的根本价值便天法体现，仅仅变成了一种
社会福利与道德教化组织。
而另一面，传统山林佛教净化自心、主宰自心的修行方法产生于自然经济、农耕社会，适应当时人们
的社会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与现代工业文明紧张的生活节奏多有不容，因而难以在社会广泛普及。
表现在人间佛教中，就是缺少在现代社会行之有效、普遍适用的净化心灵，进而解脱生死的修行方法
，这已成为人间佛教发展的瓶颈，也是人间佛教成败与否的关键。
这一点在汉传佛教中就更为突出。
　　自民国以来，大量汉地僧俗入藏求法兴起的密宗热， 以及近年推崇原始佛教而兴起的南传热，可
说都是汉传佛教僧俗为突破这一现代佛教发展的瓶颈而进行的努力和尝试。
在佛教的新生一代中，无论教界、学界，大批有志于发展现代人间佛教的青年都积极投身到了这一探
索的行列中。
　　尹立同学曾学习经济、哲学、医学，知识结构较为全面，1996年考入四川大学宗教所随我攻读中
国佛教研究生，2002年博士毕业。
期间除认真学习佛学理论外，亦多方求师问道，入藏　　区、山林、民间学习考察。
并依自己因缘及宿愿，接受精神分析，尝试将现代心理学理论、技术与佛教相结合，摸索现代生活方
式下可行而有效的身心净化方法。
本书便是他进行探索的初步成果。
　　国际佛学研究中，佛学与心理学理论的对比、借鉴和互动亦为理论前沿和热门。
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在他与日本禅师铃木大拙合著的《禅宗与精神分析》一书中就曾指出，
精神分析可以作为禅宗参禅开悟的准备阶段。
但及至目前，国内外尚未出现就佛学与精神分析进行系统理论对比的研究，因此本书的出版，有填补
理论空白的意义，并具备一定的实用价值。
　　足为序。
　　陈 兵　　2003年5月于川大竹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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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神分析与佛学的比较研究》是将中国佛教传统心灵体验与现代精神分析对深层心理的研究进
行对比、沟通的一种尝试，着重讨论了无意识、性、语言、自我等基本问题，并对二者在实践中的结
合进行了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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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佛法的基本道理是缘起法则，依缘起而有生死流转，依缘起而有涅盘还灭，如实知缘起则能得到
解脱。
缘起法则，佛出世也如此，不出世也如此，佛不过发现、见证了缘起，然后方便教导众生而已。
经载，佛告众比丘曰： “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余人作。
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
彼如来自觉此法，成等正觉，为诸众生分别演说，开发显示。
”　　何谓缘起，“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谓缘无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集。
所谓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谓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
意即凡世间的一切存在的、生起的，都依于种种关系、条件、因素而有而生，即依因缘而生。
依因缘有而有的，也就依因缘而无，依此确知有生死解脱的可能性。
世间一切都依因缘而如此，这就是不落二边、恰到好处的中道，即佛教缘起说的基本法则。
　　佛经中从多方面表示缘起的意义。
如称缘起为法住，是说缘起是确立而不可改易的；法界，是说缘起是一切的因性；法性，意为缘起是
客观如此的；法定，表明缘起是各安自位而决定不乱的，所谓因果毫厘不爽；谛，是说缘起是如实不
颠倒的；如，表明缘起是如此如此而不变异的。
总之，这一切都表明了缘起的真实性。
　　说到缘起，最为完备而有代表性的是十二有支说，即所谓的十二缘起。
它们是，缘无明有行，行缘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人，缘六人有触，缘触有受，缘受有爱，缘
爱有取，缘取有有，缘有有生，生缘老死。
　　其中，十二支最后的“老死”，表现现实的生存之苦。
追溯这个老死的根源，发现是因为有生，被生下来，所以才有老化、死亡，是故“缘生有老死”。
接着，在生的存在条件方面，可以发现是因为“有”，“有”意为轮回上的存在。
自我流转于轮回之中，就是被生下来的原因，故说“缘有有生”。
因此在十二缘起说中包含了轮回的观点。
轮回的存在是苦，如果究其原因，就会发现是因为“取”；取意为执着，执着于生存便成了使生存持
续下去的条件，故说“缘取有有”。
接下来，如果问人类为什么要执着，就会发现是因为“爱”；爱是渴爱，由渴爱而有渴求，于是产生
了烦恼，产生了不满足，这就促使我们执着地去求取，故说“缘爱有取”。
在众生的感受中，爱是一种强大的心理动力，是当下直接迷昧生存的根源，因此爱、取、有、生、老
死等前五支，又单列出来，称为“渴爱缘起”。
　　但是爱的活动应该还有条件，即是“受”；受是领纳对象之意，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感
受到外物后才会产生爱，故说“缘受有爱”。
引发受的条件是“触”，触是认识上的主观与客观之接触，不接触则不会有感受，因此说“缘触有受
”。
触生起的条件是“六人”，也叫“六处”，即眼、耳、鼻、舌、身、意等六个认识范畴；如果区分主
客的话，便成了眼耳鼻舌身意内六处，与色声香味触法外六处。
没有具体的手段和对象，便不会有接触发生，是故“缘六人有触”。
内外六处的产生总的说来是由于将世界分成了物质与意识两部分，亦即“名色”；名指心，色是物质
，包括人的身体，故说“缘名色有六人”。
　　身心名色存在的根源是“识”；识的含义为了别，即认识作用。
这里不同于前面“名”的特殊含义在于，“识”是一种生命深层意欲了别的愿望和功能，以这种愿望
功能为因，世界才分为能认识的心和可认识的对象，才有了意识欲物质之别，故说“缘识有名色”。
但同时，由于身心名色存在，识才有可能进行活动，所以也可以说“缘名色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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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虽有依存的关系，但识作为深层可以了别、统一的作用，具有主动的性质，比名色更基本。
推求识的存在条件，发现有是以“行”为根基；一般解释“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造作事物的“
形成力”，即业力。
由于“行”的力量推动，“识”才能发挥其了别功能，故说“行缘识”。
再追溯“行”的根源，发现这个业力的存在原因是由于“无明”。
无明就是没有正智（明）、无知，不能如实知见“行”的无常，执其为常，为实体、实有，故《华严
经》曰：“行诳心谓无明。
”无明本身不具主动性，当认知方面的主动性受无明染着而生起时，凡夫便透过无明来看待一切，所
有迷妄随之产生。
正如做梦者若发觉正在做梦时梦就会消失一样，无明被发觉是无明时便会消失。
因为被明了，无明不再起作用。
因此，观察缘起便是以发现无明为终结，故说“缘无明有行”，同时也说“无明灭则行灭”。
　　此外，佛典中也有讲除去无明和行，以识、名色的依存关系为始的十支缘起；十支之中，也有再
除去六人，宣说自名色到触的九支缘起；或也有如前述由五支所成的渴爱缘起，乃至种种更简单的缘
起说。
而十二缘起说是佛教缘起观方面最完整的说明。
　　缘起既是一个动态性的过程，同时缘起的发生也是一种作用。
就此而言，在大乘佛教中，缘起的总体又被称做“心”，心、的含义即谓一种“集起”的作用和过程
。
故《华严经》曰：“十二有支皆依于一心。
”对于这个心来说，明了则为真心，不明了则为妄心，真妄和合则为众生阿赖耶识，如来之藏。
这样，佛教就将缘起说转化成一种没有本体的本体论。
按佛教语言，可称为“名言本体论”。
　　佛教派系众多，而能皆被视为属于佛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承认佛陀宣说的缘起真理。
无论原始佛教还是晚期密乘佛法，都是以缘起法则为根本，在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它的阐释、发挥
与应用。
　　第二节 精神分析的语言观　　精神分析采用的是独特的谈话疗法。
在寂静昏暗的分析室里，患者躺在舒适的沙发椅上，尽量说出达到他脑海中的任何东西。
分析师则大部分时间在倾听。
因此起码从表面看，精神分析用以治疗的工具只有一个：语言。
弗洛伊德称，在上面的过程中，“引起癔症的某一个症状的事件一旦被重新清楚地回忆，其伴随的情
感重新被唤起，一旦患者尽其所能、十分细致地描述那个事件，并将情感表达为词语，那么，每一个
这样的症状就立即地并且永久地消失了”。
这就是所谓“将无意识置于意识支配之下的原则”。
鉴于语言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此重要的作用，从弗洛伊德即开始了对它的思考和研究，而真正彻底揭
开语言治疗之谜的，却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
　　弗洛伊德已经发现，在神经症病人的症状和词语之间有着对应关系，当这些症状被转化为一定的
词语，它们就会消失。
他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内在心理过程本身无有“质”的东西，不易被察觉，因而是潜意识的。
语言使我们可以像感觉外在事物一样感知我们内部的心理过程，这就意味着实现了一种更高级的心理
活动——意识。
因此，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如果要被感知，进入意识，就只能通过与语词知觉相联系的方式。
当作为内在心理过程表现的神经症状被意识化以后，便随着意识的流动性而流走消失了。
这便是语言治疗的作用机制。
拉康则在此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系统的精神分析式的研究。
　　一 语言的主观性　　拉康以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讲叙的一个18个月孩子的游戏为例向
我们展示了语言何以具有主观性的个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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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孩子玩线圈的游戏。
他一手执线，另一手把线圈扔在床底下，当线圈滚入床底不见时，孩子嘴里嘟嚷着“oooh”。
这一“oooh”在德语可以理解为“远”或者“离开”的意思。
接着他又将线圈拉回视野内，高兴地发出“da”，予以欢迎线圈的再现。
“da”可以理解为“这就是”。
这一游戏的背景是，孩子的母亲有事在外，已习惯于让孩子长时间独立呆着。
　　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游戏，它有克己的意义。
它允许这个18个月大的孩子在不抗议的情况下，承受其母亲反复守肖失与再现的痛苦经历。
通过与一个客体（线圈）之间的游　　戏，孩子重复着其母的离开与回返。
而在游戏中，孩子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
　　佛教与精神分析都是以实践为根本，以摆脱烦恼，解除心理障碍为目的。
虽然层次有差别，但面对同样的治疗对象——人，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表现出某种风格上的相似
之处，　　就人而言，其思维具有自我保护性，总是不自觉地在预先设定的框架内来回重复，很难冲
破习惯的束缚。
即使遇到以往经验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还会不由自主地回到过去的模式中寻找答案。
虽然思维定式本身的局限使解决问题的努力徒劳无功，但人们却总不肯罢休，宁可面对自己的无奈、
无能，也不愿放弃思维习惯本身。
结局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逼着他还得一遍又一遍地努力在旧框架中理清思路，找寻突破，
结果只能愈理愈乱；而愈乱便愈要理，久之形成固有思维定式内的自我缠缚，无法摆脱，打成一个“
烦恼结”。
　　每一个人的每一种思维定式都有其来由。
在顽固的思维习惯背后，一般都存在着一个（或一个系列）不为本人所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些观念来源于长期的教育、文化熏陶和个人生活中的重大遭遇，它们一旦形成，对个人的影响如此
漫长、有力，构造了个人生活基调，并在岁月长河中积淀成人生的河道，规范着将来的生活取向与思
维理路。
人们一方面不知不觉地逐渐接受着家庭、社会、时代的观念，同时又在重大遭遇中全力应付外界的挑
战，无暇顾及因此产生的自身观念的变化。
结果，人生基本是在思维定式构造起的河道中被动地流淌，无法看到自身局限，更难以超越这种局限
——除非原来的河道被打破。
　　佛教和精神分析做的都是这种打破自我思维局限的工作。
我们以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为例。
拉康本人曾用功学习中文，获得中文的大学文凭。
在拉康的第一个讨论班上，他讨论了弗洛依德的风格，认为自己是禅宗的风格。
　　风格往往是难以用语言说清楚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感受，因此我们首先看一个拉康做的精神分析
案例。
在这里，被分析者本人（此人也是精神分析学家）通过描述自己的感受，展示出拉康精神分析的特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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