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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佛教的禅净双修传统

王 公伟

摘 要

关祖词

佛教传入 中国之后
,

逐渐形 成 了许 多宗派
,

但 只有禅 宗与净土 宗两派一 直兴 盛不 衰
。

禅 宗主张依靠自力解脱
,

净土主张他 力拯教
,

二者在修行的 手段上是有冲突的
。

但二

者在许多方面 又是可 以会通 的
,

所以禅净双修是可 能的发展方 向
。

事实上也是如此
,

禅净双修经过一段时期 的 冲 突之后
,

逐渐走上 了双修的道路
。

佛教 禅宗 净土 宗 禅净双修

佛教传入 中国后
,

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特殊情

况
,

不断调节自己
,

逐渐融入中国社会
,

成为中国文

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在所有的佛教宗派中
,

禅

宗与净土宗是最具有中国特点的两派
。

它们在发展

过程中不断融合
,

形成了禅净双修的格局
。

笔者将

结合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
,

对这一间题进行探讨
,

以求教于方家
。

一
、

禅净双修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佛教 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
,

经过几百年

的发展
,

逐渐取得 了较大的影响
,

但也给 自身的发

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

尤其是唐武宗的灭佛
,

使佛

教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

特别是那些依靠庞大的寺院

经济维持的佛教宗派
,

影响更大
,

此后
,

这些宗派一

赚不振
。

相反
,

禅宗倡导山林佛教
,

主张 自力更生
,

所以禅宗不但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

反而得到了更

大的发展 净土宗倡导念佛
,

基本上没有什么庞大

的丛林组织
,

且方便易行
,

所以也得到 了很大的发

展
。

故而
,

武宗灭佛之后
,

中国佛教形成了禅宗与净

土宗双枝并秀的局面
。

禅宗主张 自力解脱
,

净土宗

主张他力拯救
,

所以禅宗与净土宗
,

彼此攻击
,

或执

禅毁净
,

或执净毁禅
。

参禅者称
“

即心即佛
” ,

每每讥

讽净众为
“

着相 ” 。

念佛者则 自谓
“

仗佛加被
” ,

往往

贬斥禅众为
“

浮泛
” 。

然而禅净作为中国佛教分别代

表 自力和他力的两极
,

它们在理论上还是有一定的

共通之处
,

所以在经过长期的内部紧张后
,

终于缓

和矛盾走 向融合
,

创造 出兼具双方之长的修持模

式
。

禅净同源 于 大乘思怒
,

具有 自他融合 的 思想

基拙
。

净土宗是以阿弥陀佛为信仰对象
,

以念佛为手

段
,

以往生极乐世界为 目的佛教宗派
。

在求得往生

的过程 中
,

净土宗主张要依靠阿弥陀佛的伟大愿

力
,

不断念佛才能成功
。

这一思想是大乘佛教基本

思想的反映
。

根据净土宗的重要经典《无量寿经 》

载
,

阿弥陀佛在过去是法藏菩萨
,

立志证得无上菩

提
,

发起普度众生的誓愿
。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修

持
,

最终完成誓愿
,

在距今十劫之前成就为佛
,

住极

乐世界
。

我们可以看到阿弥陀佛身上体现出来的普

度众生的宏愿
,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伟大精神即
“

上

求菩提
,

下化众生 ”
的体现

,

他力的思想就是这种伟

大精神在众生修持依恃力用上的落实
。

又《佛说观

无量寿经 》云 “

诸佛如来是法界身
,

遍入一切众生

心想中
,

是故汝等心想佛时
,

即心即是三十二相
,

八

十随形好
。

是心作佛
,

是心是佛
,

诸佛正遍知海
,

从

心想生
。 ’, ①这是强调众生之心忆佛念佛时

,

该心即

是佛
,

诸佛广大的智慧
,

就从忆佛念佛的心中出生
。

对众生主体
“

心 ”功用的肯定
,

也是对 自力功用的肯

定
,

表明他力是不离开 自力的
,

也是不能离开 自力

的
。

禅宗认为人人都有佛性
,

都能成佛
,

并强调心性

本觉
,

返归本性
,

自悟成佛
。

从广义的他力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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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禅修者也要 归依佛
、

法
、

僧三宝
,

也要奉持戒
、

定
、

慧三学
,

因而要拒绝佛的他力帮助是不可能的
,

拒绝死后进入佛国世界的说法也是难以立足的
。

所

以禅净两宗的大乘思想决定了融合的可能性
。

禅净双修符合人的心理 基拙
。

佛教作为一种世界观
,

对世界 的看法是悲观

的
。

它认为世俗世界是一个苦海
,

因此
,

希望大家能

够脱离这一苦海
。

为了这一 目的
,

它提供了各种各

样的修行方式
。

尽管修习方式多种多样
,

但归根结

蒂不外两种
,

即是依靠修行者个人的力量或依靠外

在神灵的力量
。

禅宗就是中国佛教中主张依靠 自力

修行的代表
,

净土宗则是主张他力拯救的代表
。

无

论是 自力解脱还是他力拯救
,

都是人们心理需求的

不同方面而 已
。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限的存

在
,

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成为神
,

无所不能
。

所以

当我们遇到超越 自身的能力时
,

我们就 自然地期望

有一种超越我们 自身的力量存在
,

这 当然只能是

神
,

这也是人类需要神或者说外在超越力量的心理

基础
,

这就为他力拯救思想提供了可能性
。

净土宗

在这一方面满足了信徒们修行的心理要求
。

另一方

面
,

每一个人又都是有理性的存在
,

我们的思维是

无限的
,

可以不受肉体的限制
,

这就决定了我们又

是一种无限制的存在
,

而且在现实的生活 中
,

我们

必须依靠 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实际间题
,

这就是人类

自力的心理基础
。

这也是禅宗存在的内在基础
。

所

以说禅宗与净土宗代表的是我们人类的两极
,

片面

地强调一方面都是不恰当的
,

正确的是两者结合起

来
。

中国佛教的禅净双修就是走的这一条道路
。

禅净的信仰 对象存在内在的统一性
。

按照佛教的说法
,

每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
,

由

于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
,

所以应采用不同的修行方

式
,

而不是固定采用一种不变的修行方式
。

禅宗
,

按

照禅宗人士 自己的说法是适合于利根人的方式
,

也

就是说如果某人的根基特别好
,

就可以修行禅宗的

法门 根基差的人即愚夫愚妇
,

才修行净土的念佛

法门
。

而在净土宗人士看来
,

现在是末法时代
,

根本

就不存在利根人
,

所 以 只能修行净土宗的念佛法

门
。

尽管禅宗与净土在修行方式上是有分歧的
,

但

是在认为净土
、

禅宗是适合不同的根基的修行方式

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

有了以上这三点共通之处
,

净土宗与禅宗的冲

突就是暂时的
,

它们迟早是会走到一起的
。

事实上
,

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二
、

禅净双修的历史发展

禅净双修作为一种修行方式的存在是经过 了

一个发展过程的
。

在禅宗与净土宗诞生的初期
,

禅

宗与净土为了争夺信徒
,

彼此攻击对方
,

这是禅净

双修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随着净土宗的影响越来越

大
,

禅宗人士逐渐认识到净土念佛的价值
,

开始修

行净土法门
,

但这时的净土人士还是固守家风
,

对

禅宗不 以为然
,

这是禅净双修的第二个阶段 最终

净土宗人不再攻击禅宗
,

两宗彼此融合
。

这是禅净

双修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
。

禅净冲突
。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
,

它提倡的是顿悟成佛
,

早在禅宗的初期
,

就反对净土宗的念佛往生
。

如《楞

伽师资记 》记载四祖道信与人的间对
“

又 曰
‘

用向

西方不
’

信曰
‘

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
,

究竟清净
,

即是净佛国土
,

更不须向西方
。

⋯ ⋯佛为钝根众生
,

令 向西方
,

不为利根人说也
。 ’, ②又如慧能《坛经 》中

记载慧能与韦使君间的间对
“

使君礼拜又 问
‘

弟

子见僧道俗
,

常念阿弥大 陀 佛
,

愿往生西方
,

请和

尚说
,

德 得 生彼否
,

望为破疑
。 ’

大师言
‘
⋯ ⋯迷

人念佛生彼
,

悟者 自净其心
,

所以佛言 随其心净则

佛土净
。

使君
,

东方但净心无罪
,

西方心不净有想
。

迷人愿生东方西 〔方 〕者
,

所在处并皆一种
。

心但无

不净
,

西方去此不远 心起不净之心
,

念佛往生难

到
。

⋯ ⋯使君但行十善
,

何须更愿往生
。 ”③可见

,

禅

宗是反对人们修行念佛法门的
。

这时的净土宗人士

对于禅宗也是反对的
。

如净土宗的祖师之一隋代的

道绰就针对禅宗的这一观点提出反驳
“

明教兴所

由
,

约时被机
,

劝归净土者
,

若教赴时机
,

易修易悟

若机教时乖
,

难修难入
。 ’, ④并说

“

当今末法
,

现是

五浊恶世
,

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
。

是故大经云
,

若

有众生徒令一生造恶
,

临命终时
,

十念相续
,

称我名

字
,

若不生者
,

不取正觉
。 ’, ⑤道绰认为

,

末法时代
,

只有净土宗的念佛法门是可行的
,

其余的法门都是

与时代不相应
,

是行不通的
。

道绰的反驳是很有力

量的
,

禅宗在这样的反驳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
。

禅 宗人士 的兼修净土
。

尽管禅宗对于净土的念佛法门是反对的
,

但是

由于念佛法门的简单易行
,

影响力很大
,

使禅宗不

得不重视念佛法门
。

另外
,

净土法门也为那些修行

禅宗法门没有效果的僧人提供另一种选择
。

在这种

形势下
,

一些禅宗人士也拿过净土宗的念佛法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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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禅宗与净土可以双修
。

其中五代的永明延寿是

最突出的一位
。

延寿
,

字冲元
,

王姓
,

本是江苏丹阳人
。

他因为

自幼信佛
,

戒杀放生
,

擅 自动用库钱买鱼虾等物放

生
,

依法被判为死刑
。

但由于他临死不惧
,

遂得免
,

于是出家
,

以后成为法眼宗的法孙
。

延寿主张各宗

融 合
,

因此
,

写 了八十万字的《宗镜录 》
,

以融合各

宗
。

对于净土
,

他更是心仪 已久
。

传说他为了克服禅

宗人士对于净土宗的偏见
,

写下了著名的四料简
“

有禅有净土
,

犹如带角虎
,

现世为人师
,

来生做佛

祖
。

无禅有净土
,

万修万人去
,

若得见弥陀
,

何愁不

开悟
。

有禅无净土
,

十人九磋路
,

阴境若现前
,

瞥尔

随他去
。

无禅无净土
,

铁床并铜柱
,

万劫与千生
,

没

个人依估
。 ”⑥所谓料简就是抉择的意思

。

这就是永

明禅师对禅宗与净土的抉择
。

它阐明了净土与禅宗

在修行法门上的关系
,

为禅净双修提供了理论上的

支持
。

在这四料简中
,

永明禅师提出四种情形 第一

种是既修行禅宗
,

即达到 明心见性
,

又能修行净土

法门
,

这是最理想的 ,第二种是只修行净土的念佛

法门
,

这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

第三是只修行禅宗的

法门
,

但不修行净土
。

永明禅师以禅宗法眼宗的继

承身份说
,

那成功的可能性很少
。

因为不靠佛力
,

试

图依仗自力是很难成功的
。

最后
,

如果既不修禅又

不修净
,

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

延寿之后
,

云门僧人契

篙
“

夜分诵观音名号
,

满十万声则就寝
”

曹洞宗僧

人长芦清了不但倡导并实践禅净双修
,

而且有《往

生集 》行世 云 门文僵的四世法孙天依仪怀
,

主张
“

净土兼修不碍禅
” ,

晚年常教人念佛
,

作有《劝修净

土说 》
。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禅宗人

士修习净土宗的念佛法门
,

而关于净土宗人士修习

禅宗法门的现象却很少见
。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当时禅宗的力量很大
,

实际处于佛教的主导地

位
,

因此
,

只有禅宗这一方面采取主动
,

禅净双修才

带有示范性的意义
。

净土 宗人士 的禅净双修
。

唐代末期以来
,

中国佛教界 已经出现了禅净双

修的趋势
,

但这多是禅宗人士的单方面行为
,

并没

有净宗人士的参与
。

进入明代以后
,

这种趋势发生

了变化
,

禅净双修不再是禅宗的专利
,

净土宗人士

也开始参与进来
。

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后来被称为

净土宗八祖的云栖株宏
。

株宏
,

俗姓沈
,

杭州仁和县

人
。

出家后遍参各地高僧大德
,

后在杭州五云山建

云栖寺
,

并终老于此
。

株宏一生弘扬净土
,

力主称名

念佛法门
,

接引僧俗两众
,

是明末四大高僧之一
。

株

宏虽然是净土行人
,

但他并不反对人们参禅
,

认为

禅净双修是可行的
。

株宏是中国佛教史上禅净双修

的集大成者
,

在株宏之后
,

禅净双修成了中国佛教

发展的基本走向
。

下面
,

我们就具体分析株宏的禅

净双修理论
。

株宏是不反对禅净双修的
。

对于当时的佛

教界有人修行禅宗法门的同时还修行念佛法门以

及净土宗行人的参禅行为
,

株宏是不反对的
,

相反
,

他还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禅净的一致性
。

第一
,

株宏认为念佛不碍参禅
。

株宏一反历史上净土宗对于禅宗和其他佛教

宗派的排斥
,

主张念佛并不妨碍参禅
,

念佛也可以

参禅
。 “

古谓参禅不碍念佛
,

念佛不碍参禅
。

又云 不

许互相兼带
。

然亦有禅兼净土者
,

如圆照本真歇了
,

永明寿
,

黄龙新慈受深等诸师
,

皆禅门大宗匠
,

而留

心净土
,

不碍其禅
。

故知参禅人虽念念究自本心而

不妨发愿
,

命终时往生极乐
。

所以者何
,

参禅虽得个

悟处
,

倘未能如诸佛住常寂光
,

又未能如阿罗汉不

受后有
,

则尽此报身
,

必有生处
,

与其生人世而亲近

明师
。

孰若生莲华而亲近弥陀之为胜乎
。

然则念佛

不惟不碍参禅
,

实优于参禅也
。 ” ⑦

第二
,

禅宗
、

净土不存在觉悟的迟速问题
。

在论证了禅宗与净土不矛盾之后
,

株宏针对念

佛与参禅谁得悟早的问题上进行融合
。 “

一僧专修

念佛法门
,

一僧以禅自负
,

谓念佛者曰 汝念佛必待

生西方已见阿弥陀佛
,

然后得悟
。

我参禅者
,

见生便

得悟去
,

迟速较然矣
。

汝罢念而参可也
。

僧莫能决
,

举以间予
。

予曰 根有利钝
,

力有勤惰
,

存乎其人
,

则

彼此互为迟速
,

未可是此而非彼也
。

喻如二人同趋

宝所
,

一人乘马
,

一人乘船
,

同 日起程
,

而到之迟速

未可定也
,

则利钝勤惰之说也
,

参禅念佛亦复如是
。

语其迟
,

念佛人有累劫莲华始开
,

参禅人亦有多生

勤苦不能见性者矣
。

语其速
,

参禅人有当下了悟
,

不

历僧抵获法身
,

念佛人亦有见生打彻
,

临终上上品

生者矣
。

古云 如人涉远
,

以到为期
,

不敢途中强分

难易
。 ”⑧

第三
,

净土念佛与禅宗参禅可以双修
。

株宏驳斥了在净土与禅宗上的错误观念之后
,

又从佛教的根本教义上对净土与禅宗进行会通
。

《云栖法汇
·

遗稿 》三《杂答 》中说
“
归元性无二

,

方

便有多门
。

今之执禅谤净土者
,

却不曾真实参究 执

净土谤禅者亦不曾真实念佛
。

若各各做功夫到彻

底穷源处
,

则知两条门路原不差毫厘也
。

,,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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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禅宗的参禅与净土的念佛都是达到一个最终 目

的的手段
,

只要真参实悟
,

功夫到家
,

都可达至山穷

水尽处
。

所以二者是没有冲突的
。

如果他们真正在

各 自的道路上认真修行
,

都会达到 自己的 目的
,

禅

宗与净土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
。

又如
“

二僧遇诸途
,

一参禅一念佛
。

参禅者谓本来无佛
,

无可念者
,

佛之

一字
,

吾不喜闻
。

念佛者谓西方有佛
,

号阿弥陀
。

忆

佛念佛
,

必定见佛
。

执有执无
,

争论不 已
。

有少年过

而听焉曰 两君所言
,

皆徐六担板耳
。

二僧叱 曰 尔
,

俗士也
。

安知佛法
。

少年曰 吾诚俗士
。

然以俗士为

喻而知佛法也
。

吾
,

梨园弟子也
。

于戏场中
,

或为君

或为泛或为男或为女或为善人或为恶人
,

而求其所

谓君 臣 男 女善恶者
,

以为有
,

则 实无
,

以为无则 实

有
。

盖有是即无而有
,

无是即有而无
,

有无俱非真
,

而 我则湛然常住也
。

知我常住何 以争为
,

二僧无

对
。

⑩株宏在这里实际上是借梨园弟子之 口 对禅宗

与净土的相互争执予以 回击
。

株宏认为
,

无论是参

禅还是念佛
,

这都是主体的
“

自性
”
的表现

,

真正的

自性只有一个
,

它本身是不变的 在此株宏主张每

个人都有成佛的基础
,

即佛性的存在
。

因此
,

禅宗

与净土是己而非他是错误的
。

株宏的双修是建立在净土念佛基础上的
。

在和会禅宗与净土的基础上
,

株宏认为利根人

不妨参禅
,

钝根人不妨念佛
。

株宏认为 自己是钝根

人
,

所以他在赞同双修的前提下
,

还是以主张称名

念佛的
。

对此
,

株宏有过很多论述 如对于有人轻视

念佛
,

株宏说
“
世人稍利根

,

便轻视念佛
,

谓是愚夫

愚妇勾当
,

彼徒见愚夫愚妇 口诵佛名
,

心游千里
,

而

不知此等是名读佛
,

非念佛也
。

念从心
,

心思忆而不

忘
,

故名曰念
。

试以儒喻
。

儒者念念思忆孔子而不忘

其去孔子不亦庶几乎
。

今念念思忆五欲不以为非
,

而反以念佛为非
,

隐 似此一生空过
,

何如作愚夫愚

妇耶
,

而惜乎智可能也
,

愚不可能也
。 ’,

这是株宏

对于念佛法门的弘扬
。

对于禅净双修
,

株宏认为最

好能够专精
, “

米元章谓学书须是专一于是
,

更无余

好
,

方能有成
。

而予闻古之善琴者
,

亦谓专攻三二

曲
,

始得入妙
。

斯言虽小
,

可以喻大
,

佛言制心
,

一处

无事
,

不办是故
,

心分两路
,

事不归一
,

情专志笃
,

三

昧速成
,

参禅念佛人不可不知
。 ”

株宏的禅净双修是站在净土宗立场上
,

对禅净

双修的回答
。

这一回答
,

实际上是中国禅净双修理

论的完成
。

株宏之后
,

禅宗与净土
,

中国佛教史上的

这两条支流
,

最终合流为一条更为壮观的大河
。

禅

净双修成为中国佛教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

以上我们对中国佛教史上的禅净双修传统作

了一个简单的回顾
,

从中可以看出 极端 自力的禅

宗与极端他力的净土宗尽管在修行方法上存在分

歧
,

但在许多方面却有着内在的联系
。

正是在此基

础上
,

禅宗行人和念佛行人才能够和会禅净
,

取长

补短
,

共同繁荣
。

可以说
,

没有禅净双修
,

就没有宋

明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 正是 由于禅净双修
,

才使

出家僧人与在家信徒
、

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紧密的

联系起来
,

各取所需
,

共同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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