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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佛学是随着由印度传来的佛教而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
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原有的思想相接触，不断变化，不断发展，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新学说。
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一方面，印度发展着的佛教思想仍在不断传来，给予了它持续的影响，另方面
，已经形成的中国佛学思想也逐步成熟，构成了如天台、贤首、禅宗等各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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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虚心实照的思想，到了僧肇作《不真空论》时，还有补充：“诚以即物顺通，故物莫之逆⋯
⋯”就是说，照事物那样去认识事物：事物原来无知、无相，所以也应以无知、无相来观察它。
　　僧肇当时原有不少的典据可以用来作解释，但是，他在文字上并没有能彻底发挥，所以刘遗民、
慧远等对论文还是发生了疑问。
僧肇答他们的信，也感到用语言不易完全表达，只能说“相期于文外”。
后来学者对于般若体用关系的解释继续有所发展，将般若自照的性质说成“无分别”，而又不同于木
石之无知和执心之无记等等，这样，就比单纯以“无知力作解释清楚得多了。
　　再后对般若还区分出“根本智”和“后得智”，前者观事物之“共相”，后者照事物之“自相”
；先有根本无分别，后有后得无分别。
换句话说，“自相”依据于“共相”。
“共相”是空性，“自相”则以空性为基础。
这样用“根本”后得”来解释般若的“寂”“照”关系，就更加好懂了。
　　最后，还在“根本”“后得”中分了若干层次。
其初对无分别智的运用是着意的，即有功能作用的；到了成熟的阶段，就不用着意，可以任运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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