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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经四宗注疏研究》仔细梳理了五种注疏本对《心经》核心思想、基本概念和重要命题的诠释，联
系各注本作者的派系隶属等因素，考察了各注本与般若思想错综复杂的交涉，分析了各注本在解释相
同概念、命题时透露出的不同佛学倾向。
《心经四宗注疏研究》探讨不同宗派学僧对同一部经典的认识、理解、发挥以及创造性运用，从一个
侧面展示了《心经》在中国佛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描述了中国佛教中不同思潮的相互影响、相互
交流、相互渗透的实况。
本书在许多方面提出了新问题和新观点，对于深入认识中国佛教整体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由赵振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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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藏释此经文为总结般若胜用功能，一切苦谓三苦、八苦或分段变易之苦。
依此般若胜用功能定能除一切苦，所以说，真实不虚。
　　窥基解释道，此经文是明破恶，依此般若进行修行，皆除众苦。
而真实不虚之真言，是为除疑劝信，使信众践行般若，勿起惊疑。
　　圆测认为，依此般若妙慧能令诸有情越生死苦，证涅槃乐，所以此明般若利他胜用。
日此胜用是诚言，故日真实不虚。
　　慧忠以为，沉轮三界六道是诸苦，一切诸佛依此咒能独超三界不受轮回，故云能除一切苦。
真实者是直指本心，不假修证，不虚者是心无变体，坦然常住。
怀深释云，不了自心，向外驰求，皆名为苦。
依此咒心，悉能除之，故说能除一切苦。
佛语真实决无虚妄，故云真实不虚。
　　二十一、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日：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沙婆诃。
对此般若波罗蜜多咒释法自古有二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不可翻译。
理由有二。
一是自古有传此咒是西域正音，秘密辞句，翻即失验，故存梵语。
二是咒中所说诸圣名称，或说鬼神，或说诸法，甚深奥义，言含多义，而汉语无相应词语对译，故存
梵者，如薄伽梵等。
窥基也许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他对咒语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在他看来，咒语意趣深远，教理幽广，不
易详赞。
　　另一种说法是可以翻译。
据此，圆测、法藏和明啧将此译为汉语。
译文大同小异，将其概括如下。
揭谛云度也去也，揭谛揭谛云度度。
二个度，是自度度他之意。
波罗揭谛意为彼岸，是所度之处或所到之处。
波罗僧揭谛云为总到、普到、意为自他普度到彼岸也。
菩提者为彼岸体，即何等彼岸，是大菩提处也。
萨婆诃意为速疾，令度所作速疾成就到菩提岸。
总的意译是：（自）度（他）度，（向）彼岸处，普度到彼岸，速疾普度到大菩提彼岸。
　　圆测还就咒语中的含义进行了引申诠释。
他认为，咒语四句可分为二节，最初二句是约法叹胜，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意云般若具自利他利二
种胜用，胜由般若，故得涅槃胜岸，所以此二句是言彼岸胜。
后二句是就人叹胜。
波罗僧揭谛，意为彼岸僧胜，此叹因位一乘菩萨求彼岸人菩提。
莎婆诃，意为觉究竟，此叹果住三身果，人觉法已满，所以是觉究竟。
概而言之，初二句是叹行果法，后二句是叹僧及佛矣。
　　禅宗慧忠对此咒语的诠释独居一格，其含义宽泛，以引申义为主，当然其引申也不是漫无边际，
仍以本心为其引申的轴心。
他对揭谛的定义是，系着为谛，除者为揭，荡除尘劳妄念为揭谛。
身心空寂，无有二法为揭谛揭谛。
心已清静，无有妄念可除，是为波罗揭谛。
尘劳本无，清净不立是波罗僧揭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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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经》是般若类经典中篇幅最小、流传最广的一部经典，并被认为是概括了六百卷《大般若经
》的核心内容。
《心经四宗注疏研究》拟对唐宋时期出现的唯识、华严、天台和禅宗等四宗的五篇注疏本进行系统比
较研究。
对这四个宗派五篇《心经》注疏的比较分析，目的是考察唐宋时期不同经历和不同宗派的学僧如何理
解这同一部经典。
通过考察不同宗派人士对这部小经的认识、理解、发挥和创造，从一个侧面深入探讨《心经》在中国
佛教中的地位，探讨中国佛学中不同思潮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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