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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恩想与冯友兰的“天地境界’’说初探 

胡成胜，何 柳 

(河南南阳师范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湖南师大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对佛教有着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禅宗思想也有着独到的见 

解。这些见解对其人生道德哲学的最高境界——“天地境乔”厦其修养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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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冯友兰对禅宗思想的诠释 

冯先生把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格义阶段。从魏晋玄学到僧肇、慧远、道生、谢灵运的思想发 

展，便代表了“格义阶段”的佛教。二是教门阶段。这一时期， 

深研经义，自立门户，创建学派，成为佛教的时尚。三是宗门 

阶段。此阶段的禅宗自认为接受了释逝牟尼经典以外的直接 

的传授，所以自称“宗门”，以别于 教门”。 

冯先生的“三个阶段”说，“的确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创 

举，并为后世研究中国佛教的人士，提供了一个原创性的诠 

释系统，其意义是相当深刻的。”【11冯先生着重从以下方面对 

禅宗的特色进行了剖析： 

1、禅宗的语言哲学。禅宗用语极为灵活，不拘泥于某种 

固定用途。禅宗语句事实上有多种功能，而其主要功能并不 

在于叙述。禅师们既要用文字解说禅意，又耍避免直截了当 

地道破语中真意，于是创造了所谓“绕路说禅”的方法，即竭 

力在文字语言技巧上下工夫来解说禅法。还有一种做法是把 

祖师的语录中的某些语句作为“话头”(题目)来参究，以求 

真解。这是矫正文字禅只从文字中求理解的方法，倾向于自 

发地产生觉悟的非理性主义。禅宗的人，大都以不说第一义 

为表显第一义的方法，其方法是“不道之道。”翻如临济(义 

玄)云：“若第一句中得，与祖佛为师；若第二旬中得，与人天 

为师：若第三旬中得，自救不了。 my．如《文益禅师语录》云： 

“问， 如何是第一义? 师云：饿向尔道，是第二义。’” 

冯友兰先生说得好：“慧能神会等所说修行方法。在理论 

方面，不必有一贯之解释。”问也就是说，禅宗字辞诸如“无 

念”或“无心”本身没有单一固定的意思，而在修行活动中却 

有多样功能及多种语意。冯先生很正确地提出禅话中 “无 

念”或“无心”的几种解释： 

其一、 所谓 无念 者，即是 于诸境上心不染 ， 常 

离诸境’。”哟冯先生说，“无念”并非是“百物不恩，念尽除 

却”，否则，即是“法缚”。而是说，真如之中，本有诸种现象。 

但人之“六识”却不执著某现象而沾滞于其上，不为其所限， 

故心方能为大。 

其二、“无”是“无诸尘劳之心”，“念”是“念真如本 

性”。人只要念念都注意于真如本性，时间久了，则种种念头 

也就是“真如之用”。如果心念已是“真如之用”，那么“六 

识”之种种“见闻知觉”也都是真如的表现。 

其三、“无念”即是不起念，不作意。自性本体，本自空 

寂；不作意，则空寂的自性本体显矣。本体显则“本智之用” 

亦显矣。 
．  

2、禅宗的心理学与形上学。人生的痛苦是由种种因缘所 

构成，有 fi,理的因素也有非心理的因素，有形上的问题也有 

非形上的问题，把一切症结及问题都完全归到心理学或形而 

上学则都是偏差，禅的解脱是灵活而不独断的。有时禅宗的 

确注重人生病源的心理问题，注重心理卫生。清除心理的障 

碍保有心灵的健康乃解脱之道。冯先生说：“前念着境即烦 

恼，后念离境即菩提。”此即所谓“顿悟成佛”之道也【嘲。 

禅宗特别是南宗。推崇悟禅之最高境界乃“顿悟”。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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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六识”不要粘滞于“六尘”，若粘滞“前境”，则前念今念 

后念“念念相续”，烦恼不断。要使“六识”、“来去自由”、 

通用无滞”达到“不思前境”的地步，而无念无相无住了， 

就能顿悟成佛。这种特别注重让人放下私心杂念，净虑心境 

的修养方法无疑具有重大的心理学意义。 

禅家处理人生问题的哲学是心身内外兼顾。《坛经》说： 

“外禅内定，是为禅定。”为兼顾内外心身的完好，禅也牵涉 

到形上学，如冯先生所言：“其所说修行方法，实皆有形上学 

之根据，盖其所说之修行方法，为如何使个人与宇宙合一之 

方法，其心目中有如此之宇宙，然后讲如此之方法。” 和许 

多儒学大师一样，冯先生认为佛教的形上世界是一种境界， 

其精神境界就是心与无(空)同体的境界。 

3、禅宗的道德哲学。 

冯友兰先生说：“禅宗的来源，可以推到道生。道生与僧 

肇同时同学．立有‘善不受报义’‘顿悟成佛义’。又能‘辩 

佛性义’．他的这些‘义’是唐代的禅宗的理论底基础。”嘲 

这里显示出禅师自始即注重德行与悟性。道生的“善不受报 

义 现在无法详细研究，但同时代的j窟}远可能受道生影响， 

也主张“普不受报义”。所谓报应，就是心的感召。心有所贪 

爱，则即有所滞著，则其作为即有为，有为即在佛家所谓生死 

轮回中造因，有因即有果。果即是其所受的报应。“善不受 

报 是在教导人们道德行为的真义不在外面的形式，而在内 

心的意念。冯先生对此有极好的诠释：“所谓报应，即心之所 

感召．若无心而应物者，则虽有作为而无感召，超过轮回，不 

受报也． R道生的“顿悟成佛义”，见于谢灵运的《辩家 

论'，指“涅磐般若，亦是得即一下得，不得即不得。”“顿悟 

是得般若。成佛得涅磐。”【 q 

由于是在中国固有儒、道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受佛教 

解脱思想的启发，吸取佛教外壳而创立的宗派。禅宗着重“动 

机 及“心意 的道德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之“诚意”、“正 

心 的道德思想相吻合，它也与道学的自然哲学一致。所以可 

以说，禅宗是中国儒家的性普论、良知说、人皆可为尧舜的观 

念和道家的任运自然的人生态度的宗教化。 

二、禅宗思想对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影响 

印度佛教经典多讲众生的心性，讲佛性，实质上是指人 

性，但很少直接讲人性，而慧能的《坛经》则径直用“人性” 

这一术语，宣扬“人性本净”，实有以人性代替众生心性和佛 

性的思想倾向，这就形成了对儒家学说尤其是心性论的强烈 

冲击和巨大挑战，使宋代理学家们学术思想重心发生转移， 

提倡“道德性命”之学，并自觉地从本体论的高度，探讨心性 

与人生问题。探讨伦理道德的终极根源与践履伦理道德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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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工夫。诚如冯先生所指出，它的思想影响儒家，激发宋明理 

学的建立及发展。作为“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新理学”，其 

中自然有与禅宗思想相关的因素。用他后来自我批判时期的 

表述就是：“后来在《新理学》里，我把这个神秘主义的思想， 

更加弓l申⋯⋯在《新理学》里，我又称这个 ‘理世界’为‘无 

字天书’。我说：‘无字天书，有人能读之，有人不能读之。能 

读 ‘无字天书’的人，在 ‘读’的时候，有一种 ‘精神境界’， 

‘仿佛觉已超过经验，超过自己。’这种经验，‘当然就是宗教 

式的神秘经验’。”[ q ’ 

这种“神秘主义”“神秘经验”当包含有较浓的禅宗思 

想的因素。 

冯先生自己曾说：“总起来说，‘境界说’是新理学的中心思 

想。”【 而新理学体系中的境界说是整个体系中禅宗思想相 

关的主要部分，其中，可以说“天地境界”说与禅宗思想联系 

最为紧密。 

1、从心性论看禅宗思想对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影响。 

其实，境界本就是佛教用语。《佛学大辞典》说：“境界， 

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又，我得之果报界域，谓之境界。《无量 

寿经》上日：‘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入楞伽经》 

九日：饿 弃内证智，妄觉非境界’ 。此处“境界 指的是成 

佛所达到的修养境地，广义上也指人的精神修养及思想觉悟 

水平。而新理学的“天地境界”的主要特征就是“自同于大 

全”，而大全是不可说的，也是不可思议、不可了解的，白同于 

大全者的境界是超越了一切分别的混沌。由于天地境界中的 

人自同于大全，我与非我的分别已不存在，所以他感到“万物 

皆备于我”。所以，到天地境界的人即可称为是圣人，因他已 

经尽了人之性，穷了人之理，达到做人之极至。禅宗的核心思 

想则是如何见性，即“悟 、“成佛 的问题。“禅宗认为，人们 

的心性本来就是清净的，但一般的人或凡夫由于执著于不实 

在的事物，被迷妄所遮覆，因而处于无明状态。只有用馓若 

慧 来认识自己的清净本性，才能觉悟。禅宗要求‘直指人 

心’、‘见性成佛’等，其理论基础或前提就是‘心性本狰’。 

禅宗里与心性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 ‘觉悟不假外 

求’。”悯即要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实现自我超越。耕云先生 

在《安祥禅》中从本质上提示禅是安祥，他说：“安祥是法的 

现量，是禅的生命，是正受的实证，是契合实相、离诸相对、抛 

弃一切二元观念的最高生活艺术，是至美的心态，是永不枯 

竭的幸福泉源。” 

比较二者对人生最高境界的理解，可以说都主张从生命 

现象上去体认自我的本心、本性，在把握本心、本性的基础去 

克服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的对立，从而超越 

烦恼、痛苦、生死，获得解脱。简而言之。即从心境上统一理 

事、本末。安置主与客、心与物的关系，以把握宇宙与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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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求得觉悟、觉解。 

2、从功夫论看禅宗思想对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影响。 

如何达到天地境界?在论述修养方法时，更可清楚看到 

冯先生深受禅宗修行观的影响。有完全的“觉解”，处于天 

地境界中的人，．能够 “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 

展”，于是他就能完全尽其性，他所追求的就是冯先生在 

《贞元六书》中所说的：“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 

于宇宙，人亦有贡献。”冯先生经常引用张载《西铭》中的一 

段名言，来赞颂天地境界中人的人格精神： 乾称父，坤称 

母。余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 

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人也。⋯⋯知化则 

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天地境界中的人所做的也是 
一 般人所做的日常之事。如“尊高年”、“慈孤弱”，“即其所 

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 。不过因为他有最高的 觉解”，以 

至于这些人所共做的日常事对于他就有了最深的意义 “方 

内之事，即是方外之事”，日用伦常中即有人生的最高境界， 

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要达到天地境 

界不仅需要完全的 觉解”，冯先生认为还需要 “敬与集 

义”，即常注意与此等觉解并本此觉解行事，方可使自己永 

久处于天地境界。禅宗也强调佛教的修行活动不能脱离世 

间，用它自己的话概括就是 “佛法在世间”。《坛经·般若 

品》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 

兔角。”禅宗，特别是南宗系统，并不追求那种与世俗世界完 

全不同或毫无关联的涅架境界或清净世界，而是认为不能 

离开世俗社会去追求涅檠境界。禅宗的“不离世间觉”就是 

强调修行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要在现实世界中去追求对自 

身心中佛性的认知，冯先生所推崇的“不离日用常行内”。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之契合的。还有，禅修的最后阶段 

是“保任”，也就是在禅悟以后，还必须加以保持、维护，方 

可巩固觉悟成果，这与冯先生认为需要“敬与集义”的观点 

也是极其相似的。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窥见二者都重视认知和 

体征的本性，都重视反省内心(内省)，在心性修养问题的 

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所以，很明显冯先生新理 

学体系中提出的“天地境界”，是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甚 

至有学者提出这种天地境界无疑是以禅宗思想为其原型 

的。 

三、“天地境界说”与禅宗思想的区别 

者有相通之处，但实质上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第一，在对最高境界的认识方面，二者虽都十分重视体验与 

直觉，但禅宗提倡般若智慧之学，以“空观”为最高智慧，以 

“不可思议”为最高境界，它是超越了有、无的对立，以“非有 

非无”为其绝对知识。冯先生则肯定经验知识，继承了儒家 

“下学而上达”的传统思想，即强调通过经验认识而后实现 

超越，不过这种“经验知识”不是“事实”的知识，而是“价 

值”的知识。如他说：“宇宙或大全之理及理世界，以及道体 

等观念，都是哲学的观念。人有这些观念，他即可以知天，知 

天然后可以事天、乐天，最后至于同天。” 

第二，在最高境界的内容形容方面，禅宗以彻底解脱为 

“涅磐”境界，这种境界是不能说的，它实际是指心灵智慧所 

达到的最圆满的状态，最终是要求的来生或彼岸的永恒。而 

冯先生则从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出发，构建了一个出于情感 

而超情感的最高境界，这是从正面回答心灵问题，以肯定的 

方式在现实人生中实现自我超越。 

第三，在修养方法方面，禅宗尤为重视心的修持。所以又 

称佛心宗。如菩提达摩讲安心，慧可、僧璨重自性觉悟，道信、 

弘忍主张守心、守本真心，神秀认为心有染挣之分，故提倡 

“看净”，即观看心境。慧能提倡心净顿悟，主张径直彻悟心 

源，一举断尽妄惑。慧能后的南岳怀让和青源行思两系更是 

明确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明心见性思想，长期以来 

成为禅修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冯友兰先生在此方面则更多 

地秉承儒家传统，认为达到“天地境界”就是要做到“尽心知 

性”，人生的最高觉解就是人通过对于 心”、“性”、“理”的 

认识和自觉，达到“仁”和“诚”。要之，二者的修养方法在内 

涵界定、具体操作、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等方面都是有所不 

同的。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冯友兰先生的 

“天地境界”说是以禅宗思想为原始根柢，但绝非彻底的禅 

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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