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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的定义

般若，全称“般若波罗蜜多”，是根
据梵语音译的佛教术语，读作!! ""，
意为智慧，为三无漏学、六度之一。

般若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高僧支
娄迦谶所译的《道行般若经》，距今已
经两千年了。般若在中国没有相当的
名词可以代替，所以译经家不直接汉
译为“智慧”，而以音译。
《大智度论》说：“般若定实相，甚

深极重，智慧浅薄，是故不能称。”即我
们一般人所说的智慧不能完全概括般
若的内容。

佛教徒认为，般若是经由内观所
产生的正见，是深刻地体验真理所得
到的特殊智慧，代表了一种与常人不
同的世界观；般若是解脱世间烦恼、了
生死的大智慧。佛教认为，为了生活
上的需要，或者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目
的的智慧，是方便智。世俗的方便智是
不究竟的、不完满的，甚至一般的哲学
家、科学家的智慧仍然局限于方便智。

般若思想的内涵

般若思想的内涵是什么？一个核
心就是“假有性空”。从字面上来看，
“有”和“空”是矛盾的。“有”的
存在是一种假象，“性”是指它的本
质，本质是“空”。“空”是什么？
《中论》 卷四中说：“未曾有一法，
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
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
既然是众缘所生，就是无自性的，就
是空的。佛教认为，因缘不具备的时
候，事物就消失了，这样的一种现象
就是“空”。那么，什么是因缘呢？
因者是主要的条件，缘者是辅助的条
件，主要的条件和辅助的条件都不具
备的时候，就没有事物的存在。因
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主因
和辅因。当因缘具备的时候，事物就
存在；因缘不具备的时候，事物就消
失。

缘起论是般若思想的基础。般若
重视“缘起”。 《佛说造塔功德经》
里有一个偈语：“诸法因缘生，我说
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
今天，我们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上来
看，这四句话都是对的，世界并不是
神创造的，确实是由各种各样的因
缘、条件聚合而成的，这是佛教的根
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
“缘起”是我们理解般若思想的一个
重点。
“缘起”思想有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如何理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外界
事物，另一方面是对人自身生命的理
解。内缘起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生
命，内缘起思想展现了佛教更深刻的
内容。“三世两重因果论”不仅仅是
用来解释过去、现在、未来三段人
生，而且要理解为在每一个生命现存
的每一个阶段里也会不断地出现过
去、现在和未来。这就强调了今世内
部的因果关系，避免了机械的宿命
论。

佛教还要进一步地说明“有”和
“空”之间的关系，要找到一个平衡，
即“中道”。“中道”是般若思想弥
合自身矛盾的思辨模式，也是般若思
想追求的最高境界。过去，一般人对
佛教概念的理解是，佛教是消极的、遁
世的。大乘佛教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
误的，称之为堕入“恶取空”，也叫做
“顽空”。如果一个人只要接触佛教之
后就脱离世间，灰身灭智，那这个宗教
最终将没有生命力，自身就要毁灭。所
以，佛教从理论上一定要找到一种既
要回到世间，又要保持自身精神胜利
的方式，一定要在空与不空之间找到
一个平衡，这就是“中道”。《中论》说：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
名，亦是中道义”。也就是说，虽然本质
是“空”，但是现象还是存在的；既不要
执迷现象，永远认为现象是实有的；也
不要认为“空”就什么都没有。这就是
“中道”思想，不著两边。

在空、假、中三个范畴里，原来强
调的是“空”，强调的是“中道”，到了中
国的高僧智顗和知礼时，认为“假”最
重要，认为只有把“假”这个社会现象
搞清楚了，才能真正地去理解“空”，才
能把握“中道”。

大乘思想和般若思想
之间的关系

大乘佛教兴起的主要特征是般若
思想。大乘反对小乘出家至上、厌世
主义、学院主义的倾向，重树信仰主义
大旗。大乘佛教不是简单地认为人生、
社会都是没有意义，而认为普度众生
本身是佛教修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是通向成佛道路的必由之路。所以，
大乘佛教和般若思想是共存的，没有
大乘佛教就没有般若思想，没有般若
思想就不能够支撑大乘佛教。

佛教包括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
密乘佛教三个主要派别。在中国，基
本上以大乘佛教为主，并传播到韩国、
日本等国家，现在也走向了欧美。盛
行于斯里兰卡以及南亚一些国家的，
是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小乘佛
教，保持着比较原始的佛教形态。在
中国西藏地区、蒙古地区传播的藏语
系、蒙语系的佛教，为密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在家
居士为主体，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之
一《维摩诘经》的主人公就是叫维摩诘
的居士，经中记叙了维摩诘居士的言
语行事。维摩诘的学问特别大，一次，
维摩诘称病，佛令文殊菩萨等前往探
病，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往复问答，揭示
空、无相等大乘深义，说得大家心服口
服。一部佛教的经典，把一位在家的
居士提到如此高的地位，这就是大乘
佛教般若思想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般若思想在中国的传
播和作用

般若学传入中国后，很快被中国
人所接受，广泛流布，其核心思想渗透
到各宗各派之中。
（一）沟通玄学传统，形成般若学

派

在佛教思想传入之前，基本上是
以道家思想为背景的玄学盛行，佛经
一开始传入的时候，特别是般若学，
是借助于中国道家思想的词语来翻译
的，很快就被接受了。魏晋南北朝时
期，由于各家对般若所论宗要各异，
而形成六家七宗之说。这里要提到的
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姚秦时代的鸠摩罗
什，他主持了中国最大的译场，翻译
了很多的经典，如 《大小品》、 《心
经》、 《金刚经》 等各般若，遂令般
若光芒愈盛。鸠摩罗什还培养了很多
学生，其中影响最大、声望最高的名叫
僧肇，他在般若思想中国化方面，作出
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二）促进宗派出现，展现中国特

色

般若思想的出现促进了宗派的出
现，展现了中国的特色。简略说有三
个方面，一是早期的性空唯名论，是以
龙树为首的初期大乘佛学，认为一切
事物的存在不过是一个概念体系；二
是唯识宗，是以无著为首的中期大乘
佛学，唯识宗即对唯名论的概念体系
做了阐释。三是真常唯心论，是以中
国大乘各宗派为主的后期大乘佛学。
真常唯心论的最高范畴是“真如”，
又叫如来、实相。但是实相无相，为
什么叫做如来？或者叫真如？大家注
意，在佛法里边用得最多的是“如”
字，“如者”即像那个东西，不是那
个东西，没说它是什么，只说它像，
佛教叫心照不宣，需要自己去体会，
用“如”字，是佛教奥妙的地方。
（三）融汇儒道两家

道家思想被佛教大量的吸收，而
佛教思想在宋代以后基本上被儒家吸
收了。无极生太极，两仪生四相，宋代
儒家思想体系构成，与佛教八识思想
的内在框架结构极其相似。所以也有
一种观点认为，宋代以后，佛教自身的
发展出现了停滞，它的哲学内涵被儒
家吸收过去了，儒家不仅有道德性情
之学，而且还开始讲抽象的宇宙生成
理论。

佛教思想在中国很重要的影响之
一就是提倡“一分为三”，这与毛泽东
同志讲的“一分为二”有很大差异。一
分为二是斗争的哲学；一分为三，是说
在对立之外还有一个调和，即“中道”。
也就是说，虽然任何事物都具备两端，
但是不能执著于两端。佛教自身就分
为俗谛和真谛，称之为“二谛说”。俗

谛面向世俗之人，要巡民教化，辅助国
家政权长治久安。真谛面向有头脑、有
作为、有成就的人，要告诉他们终极真
理。前者重视讲“假有”，而后者重视讲
“真空”。由于仅讲俗谛往往不能吸引
精英，因此要超越就要讲真谛。两千年
来中华民族中很多有大智慧、大成就
的人，为什么最终要信仰佛教或者推
崇佛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
教在理论方面给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
二重结构，使人超越假有的现象，把握
性空的本质，产生一种精神或心灵的
解脱。当一个人能够有所解脱的时候，
就服膺这一真理，佛教理论的魅力就
在这儿。

对《心经》、《金刚经》、

《坛经》三经的概要解说

（一）《心经》

在中国历史上，至宋朝为止，可考
的汉译《心经》至少有##种，现存$本。
目前最常见的是唐·玄奘译的《般若波
罗蜜多心经》。
《心经》包含了小乘、大乘、金刚乘

（密乘）三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理念，

在以否定形式展现小乘的同时，阐明了
大乘的立场，最终推崇密乘的法力。其
中“诸法空相”，是全经的核心概念。

四谛论、五蕴论、缘起论是佛教的
最基础的理论。但是，《心经》在它们前
面都加了一个“无”，把这些都否定了，
这就是大乘思想。认为小乘佛教理解
的从无明一直到老死的过程还是执著
于实有，没有找到它的本质。它的本
质是什么？是“诸法空相”。如果能
够达到“诸法空相”，就“无智亦无
得”，达到了最高的认识，就不需要
再认识，“得”就等于“不得”，那
么也就放弃了一切。由此，小乘的基
础理论以及大乘对这种基础理论的基
本态度到这一步就很明确了。
《心经》的最后部分从小乘、大乘

转换到具有密乘特征的思维方式。密
乘认为，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仅有理论
还不够，还要适当地让人感受一种能
够产生法力神通的效应，这对于经典
在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咒
语的作用值得我们思索，中医十三科，
原本有个“祝由科”，也是持咒，用于治
疗精神疾患。
《心经》文字简约，却涵盖了般若

甚深广大之义，因此，历代都将其视为
般若经类的精粹。
（二）《金刚经》

根据不同译本，《金刚经》的全名
略有不同，自东晋到唐朝共有%个译
本，以姚秦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
罗蜜经》最为流行（&'()字）。
《金刚经》的核心是强调一种理

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
相，即见如来。”

在影视作品里，《金刚经》的法力
特别大，因为妖魔鬼怪也是所有相之
一，都是虚妄，所以被《金刚经》一照，
就都吓跑了。表现这个理念最著名的
偈语如：“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说非得
看着个东西，或者听到一个什么声音，
佛就显灵了，这是人行邪道，达不到最
高境界，不能见如来。“一切有为法，如
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我们所能见到的，不断生灭变化的事
物都叫“有为法”，梦境、幻觉、水泡、影
子、露水、闪电，这六种全是虚无缥缈、
转瞬即逝的。一定要坚持这样一种观
念，才能解脱，才能超越。

由此，导致形成最具特色的般若
思维模式之一，即“如来说诸相具足，
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佛说般
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
波罗蜜。”其中的“说是……，即非
……，是名……”这个公式，是理解《金
刚经》的难点，也是《金刚经》的奥妙。
它集中体现了般若思想对名言概念内
涵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对“无自性”的深
刻认识和高度概括。

赵朴初先生当年和我讲过一件
事：一次，朴老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
毛泽东看到赵朴初便说，“你今天在这
里，我们正好讲讲《金刚经》。”毛泽东
问：“‘说是赵朴初，既非赵朴初，是名
赵朴初’，这是什么意思呢？”朴老还没
来得及回答，毛泽东就接着说，“这很
简单么，这就是黑格尔的肯定*否定*

否定之否定啊！”这时，外宾来了，时
间已经不允许朴老再做解释，因此他
后来一直觉得非常遗憾。其实，这个
思维模式确实是最难懂的。我们索性
沿着毛泽东的思路，从赵朴初说起。我
们在说到赵朴初的时候，都知道他具
有一定的身份。作为一个佛教徒，认
为赵朴初是佛教协会的会长；同时，
也有人认为他是诗人、书法家；还有
人认为他是地下党员；但是这些并不
是赵朴初的全部，他还是丈夫、儿
子、朋友、老师等等，针对不同的因
缘，具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任
何一个说“赵朴初”名字的人，并没
有能够认识那个真实的、全面的、不
断变化的赵朴初，但是我们又不得不
依旧常常使用“赵朴初”这个概念。这
就说明概念内涵具有不确定性。

所以，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就是
事物自身的无自性，无自性就是它的
不确定性。这种思维模式非常有智慧，
把握这个公式，可以使人的思想不被
一些概念的所谓规定性束缚局限，不
执著、不教条。近+)年来，我们破除了
对许多概念的迷信，使改革开放不断
推进，客观上是与般若智慧相应的。
（三）《坛经》

《坛经》，一名《六祖法宝坛经》，是
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禅宗六祖慧能
的传法记录，是唯一被尊为“经”的中
国僧侣所著佛教典籍。
《坛经》常见的版本有两个：一是

法海本。全名《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
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
梵寺施法坛经》，一卷，约#,-万字，这
也是书名最长的古籍。二是宗宝本。元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前后. 僧人宗宝改
编。一卷十品.-万余字，题名《六祖大
师法宝坛经》。在法海本未发现前，宗
宝本为最常见的流通本。
《坛经》 对 《金刚经》 的理解和

阐释，显示出中国人对般若“假有性
空”思想的基本把握。其中对“应无
所住而生其心”的理解，是对般若思
想的一次集中阐释。

慧能的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在
一天夜里，弘忍向慧能秘传佛法，当讲
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慧能
言下大悟，他说：“一切万法，不离自
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
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
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
法。”阐述了对“自性”的认识。

自性的第一特征是“本自清净”。
中国人讲心，这个心如果是真心，那它
就应该是“清净”的。即“自性”的本质
一定是清净的，超越现实而存在的。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是说自性

没有时间的限制，不是具有生灭变化的
“有为法”。“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是说
没有空间的限制。这两个特征强调“自
性”在时空两方面都是无限涵盖的，类
似于康德的“物自体”，承认作为一切现
象总和之根据的最高存在体的存在，而
这个“最高存在体”必然是“具足”的，因
为它是一切现象产生的依据。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为什么不

动摇呢？因为它是“真空”，是超越一
切、包容一切的一种普遍存在。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正因为

“真空”是不动摇、不变易的永恒的具
足的存在，才能够外化出无穷无尽的
事物，成为“妙有”的万法。

佛教的般若思想“假有性空”，到
中国后常常变成了“妙有性空”，虽然
也讲不稳定性，却更强调了一个“妙”，
看到事物如此丰富，都是从类似“最高
存在体”中衍生或外化出来的。这就是
慧能对自性的根本的认识。
《坛经》更深入人心的思想方式，

是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如“心平何劳
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亲养父
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喧。听说依此修行，天堂
只在目前。”都是将佛法和现实生活
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慧能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的叫
“自皈依”，“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
依僧”。慧能按照他的理解对“三皈依”
给予了新的解释。“自”就是自己，皈依
自己内心的佛，这是慧能的创新思维。

所以，慧能把深奥的佛法与中国
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结合起来，而且破除
对神灵的膜拜，主张对自心三宝的皈
依，振聋发聩，他的开示被尊为经典，是
历史和中国民众对他的恰当评价。

佛教在国家文化战略

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佛教在文化战略中占据什么地
位，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它与执政党的
关系、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与社会稳定
的关系、与民族团结的关系以及与精
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佛教文化具有很多积极的意义：
第一，佛教即便实现了现代化的

转型，由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不会造成
像西方宗教那样的严密组织，也不会
装扮成一个救世主，它的最高境界是
“自净其意”，是自己对自己心灵的改
造，所以不会出现那种宗教的野心家。
即便出现了，其本身已经违背了佛教
固有的道理，很快就会被识破。

第二，佛教主张非暴力、和平、众
生平等，特别是主张“业报自作自受”。
许多理论把每个人自己的遭遇归结到
外在的因素，比如说社会制度不公等
等，缺乏对自身的拷问。但是，佛教理
论很重要一点是，把一切的境遇归结
为自身的因素，“因果自负”，这有利于
心态平和、社会稳定、世界和谐。

第三，佛教文化对于提高国民基
本素养，杜绝“杀、盗、淫、妄、
酒”，消减“贪、嗔、痴、慢、疑”，
改善社会风气，调节人际关系，增进
民族团结，扩大国际交流都会产生潜
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第四，佛教文化在中国具有两千
多年的悠久历史，成为传统文化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许多优良传
统的现实载体，浸润佛教文化是传承
中国文化自身必不可少的环节。

第五，佛教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
的一部分，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各
地区佛教的祖庭都在中国，他们的教
徒终究要心向中国，对于增强中国的
凝聚力、向心力、软实力都具有固本培
元的基础作用。

总之，从文化战略的角度看，“人
间佛教”、“人本佛教”、“文化佛
教”都是为中国社会服务的正能量。
为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
结、人心和谐，对佛教采取深入理
解、积极扶植、善意引导、适度限制
和充分利用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甚
至应该成为国策的一部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研究员）

“般若三经”的
社会文化价值

王志远

佛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一座宝藏，需要我

们去开掘，去发现，汲取其中的精华为当代服务。我们在继承民族文

化遗产时绝不可以忽略佛教文化的重要作用，甚至要从国家文化战略

的角度去审视它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

要了解佛教文化，不能不了解“般若三经”，即《心经》、《金刚

经》、《坛经》。讲述“般若三经”，先要讲什么是般若；讲什么是般

若，则先要讲什么是佛教；讲什么是佛教，可以有诸多立场、诸多角

度。

般若既是佛教思想，也是哲学思想，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思辨模

式，尤其值得我们了解和关注。正是由于般若的存在，使佛教成为人

类历史中几乎是唯一的一种最终并不承认“神”的宗教。

近年，中国的佛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新

一代的学者，能够更客观、历史地看问题，并且随着和佛教界的接触

越来越多，对佛教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再也不是简单地、粗暴地进

行否定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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