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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潘蒙孩的这本《坛经禅学新探》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相关重要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学术界在《坛经
》禅学思想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在重视考察《坛经》禅学思想整体性的前提下，比较深入地探
索了《坛经》不同版本的源流，《坛经》禅学体系形成的理论途径、整体框架、基本内容、本质特征
和历史影响。

《坛经禅学新探》尤其重视探索《坛经》如何借用传统佛学的概念、范畴和命题，阐述不同于传统佛
学的新思想、新观念。
本书的许多探索是有价值的，提出的不少新观点和新见解是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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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二”也作“不贰”，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概念，在佛教传人中国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不是
舶来品。
“不二”或指守道无二心，或指没有矛盾和差别。
但是，《坛经》中的“不二”思想，并不是承接儒家哲学传统，而是直接继承佛教的“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是佛教重要的学说，是一种认识事物和现象的方法，也是一种无差别的修行境界，是一
种通过消除差别、矛盾、对立而获得修行成果的途径（法门）。
　　“不二”也称“无二”、“离两边”。
“不二”的核心是否定一切对立和矛盾，认为所有不同的事物（方法）和现象（法相）都是源于佛法
的固有本性，是佛法实性的外在表现。
所有表面看似对立的事物或现象，如生与灭、善与恶、垢与净等等，在本性上都是一致无二的佛性的
展现，所以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在具体应用上，不二法门通常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内容是佛性的本体论。
在这里，佛性常被赋予“不二”之实性，具体表现是，佛性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增不减等等，所
表达的意思是，佛性的实相性质是原始固有的清静本然的，是任何名相概念都无法描述的法界。
另一个内容是佛教的认识论。
不二法门要求认识现象不执著“两边”，不执著于分别。
如对万法（色）的认识上，即不要执著“空”，也不能执著“有”，而是要持即空即有，非空非有的
无差别的态度。
同样，对待生死与涅檗、众生与佛也不要执著于分别，而是要认识他们的本性是一致无二的，即生死
性就是涅槃，众生性就是佛。
总之，认识论上的不二法门就是要消融一切执著和分别，将有差别的法相归结为无差别的实性。
消除矛盾，超越差别，不走极端，在思想认识和修行实践上都达到离开两边的“不二”，也就被认为
是走“中道”。
这种思想并不是大乘佛教时期才出现的，在记录早期佛教思想的《阿含经》中就有了。
　　有两边行，诸为道者所不当学；一日著欲乐贱业，凡人所行；二曰自烦自苦，非贤圣术法，无义
相应。
⋯⋯舍此二边，有取中道。
这里讲的是求佛修道要拾弃两种极端的修行方法：一是纵情享乐，二是禁欲苦行。
抛弃此享乐与苦行两边，就是走中道，谓“苦乐中道”。
在早期佛教中，有所谓“无记中道”，也是“不二”思想的一种表现。
所谓“无记中道”指对一些思辨性较强的问题采取“不为记说”（即不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的一种
“中道”态度。
例如在佛教史上有“十无记”说。
“十无记”说提到的十个问题是：世间常位、世间无常、世间有限、世间无限、我身是一、我身是异
、如来死后有、如来死后无、如来死后有亦无、如来死后非有非无。
对于这些问题，佛陀均不作明确的答复，而取“中道”态度。
　　除此之外，早期大乘经《华严经》也程度不同地以“中道”观念表达了“不二”的思想。
《华严经》的中道观念主要体现在对“一”与“多”的关系处理与运用。
该经认为，一与多是等同的关系，相即或相是，一与多也是转化的关系，相人或相摄。
《华严经》将一与多的这种关系运用到许多方面。
如从“一法”中可以“解众多法”，从“众多法”中可以“解一法”；佛的智慧从实性上说是一，但
其表现与应用是多；佛的法身是一，其应化身是多；诸法的法性是一，其表现是多，众生心是一，其
心的造作是多，等等。
一与多这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在《华严经》中成为无实性差别并能相互转化的同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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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分别、无绝对的思想体现了“不二”的“中道”观念。
大乘佛教中观派重视“中道”，并且提出了十分著名，并且影响力持久的“八不中道”理论。
“八不”说的是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
以“中道”概括“八不”之义，或以“八不”诠释“中道”之理，皆称“八不中道”。
“八不中道”的核心思想是用“不”这个否定词来讨论这八个概念，认为生、灭、常、断、一、异、
来、去都是名相假说，和人的执著分别有关，但是世界万法的实相不存在生与灭、常与断、一与异、
来与去的差别，也不能用这八个概念正面陈述它的本来面貌。
唯一正确的认识途径是取“中道”，即对任何具体问题选择答案时，用不堕任何一端的否定词“不”
或“非”来回答。
如有或无，作答非有非无，如世间或出世间，作答即不是世间亦不是出世间。
其它诸多问题，如真谛与俗谛、性空与假有等问题，都可依此“中道”精神来回答。
“八不中道”的“不二”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八个概念都不作任何肯定性的回答，这样就消除了对它们
的分别和执著。
“不二”在大乘空宗也常以“中观”概念来表达。
最突出的观点是以“假有性空”为核心的“真俗二谛”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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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坛经》不仅仅革新了传统佛教的思想和观念，而且还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禅学思想体系。
在此体系中，“不二法门”是《坛经》禅学思想的方法论，“佛性论”是禅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心
性”学说是《坛经》禅学思想的理论根据，“心行”是《坛经》倡导的修行的实践原则，“顿悟”是
《坛经》指出的最终解脱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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