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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响中国近代革新思潮最显著的佛教派别大体有三个：一个是法相宗，一个是净土宗，另有一个就是
华严宗。
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章太炎、杨度等人物的思想历程中，都可以看出这三派或明或隐的痕
迹。
　　净土是佛教的理想国，折射着人们对浊世的厌恶和不满，蕴含着变革现状的动因，其成为近代改
革家建设未来的重要素材之一，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法相与华严，均以典籍浩瀚、哲学烦琐著称，为什么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动期，
还会被吸收成为一种自强进取的因素和鼓舞斗志的力量，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之一。
　　我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
就接受这些影响的革新家们言，他们受自身社会条件的限制，必须从既有的思想资料出发，用以解释
现实，解释历史，也重新解释了那些资料本身。
就这两个佛教派别自身言，在近代再度发生作用，自有其内在不朽的一面。
从佛教史的角度，这一面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
　　法相宗的理论结构，大体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命题、两个基本观点。
中心命题是“唯识无境”，两个基本观点是“能变”说、“带相”说。
“唯识无境”在于证明两种“无我”，而“无我”即能“无畏”，无畏足以扫除一切苟且偷生和怯弱
不前的心理，激发奋发有为和勇于进取的精神。
“能变”说在于确立主观能动作用的绝对性，是树立和涵养自信自立及意志力的重要环节；“带相”
说从承认知识的主观性出发，能够提醒人们自觉到认识的有限性而不封闭对真理的持续追求。
此类思想只有在革命大变动时期才容易被发现和发掘出来，在上述的革新家那里，都有程度不同和各
有侧重的反映。
　　华严宗的情况不那么单纯。
此宗所奉《华严经》，初译于东晋，再译于唐，而它的内容，分类单行者极多，最早可以推至东汉，
大成于西晋，发达于南北朝，持续到北宋。
仅翻译一事，即绵延了约八百年。
因此，不论哪个学派和宗派，不涉及《华严》者几乎没有。
但最后据以创立华严宗并得到社会的公认，则是在武周时代。
这绝非偶然。
武则天扶植过两大宗派，除华严宗外，还有禅宗。
如果说扶植禅宗意在解决流民问题，稳定社会，那么，扶植华严宗，就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边疆，经略
西域，可以说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属于政治家的选择。
当然，这两个宗派之所以能够被国家看中，也自有其自身的内在根据。
起自中唐，迄于北宋，禅教合一的呼声甚高，是中国佛教史上令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其实所指，乃是
要求惮宗与华严宗在义理上合一。
像澄观、宗密、延寿这类大家，就都是以此二宗兼行知名的。
宋明理学接受的佛学，也主要是这一思想潮流。
　　纵观历史上华严与禅宗的联结点，主要在本体论的“性宗”上，偏重甚或限于理事关系，但就华
严宗的宗本义，即区别于其他任何佛教派别的特征言，是以“十玄缘起”、“六相圆融”为基本内容
的“一多相即”、“事事无碍”。
　　“一与一切”（“一切”即“多”）是早在古希腊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那里已经提出的一对
范畴。
中国古代哲学则独尊“一”，所谓“一以贯之”，“抱一为天下式”，把“得一”、“执一”、“守
一”作为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原则。
也可以说，不把“一”作为“多”的相应或矛盾的范畴同时考察，是中国传统哲学有异于西方哲学传
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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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华严经》之传入，情况有了变化。
此经特别以“一”与“十”的典型形式，将“一与多”、“一与一切”杂糅在一起，构成为华严宗全
部教理的哲学核心。
它的“一”，不但是神，是道，是理，是心，是整体，而且也是个别、个性、个体或部分；它的“十
”，也不单是圆满、整体的代词，而且包括无限个别、个体的“多”和“一切”的别称。
在具体阐述中，华严宗不但沿袭了《华严经》的神秘主义成分，而且用语也比较混乱，但思想脉络却
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借用“一”、“多”的数字抽象，解决一般与个别、整体与部分、群体与个体
的关系问题，并给后者以前者不可须臾相离的地位。
所谓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普遍联系，不但反映在理事关系上，更表现在事事关系上。
这一思想的提出，我认为是对中国哲学长期以“体用”为中心范畴的一大纠正，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在当时是隋唐结束南北对峙，多民族自然融合，共同繁荣的一种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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