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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无念为宗”的三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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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坛经》中“三无”思想被认为是六祖慧能思想之概括，“以无念为宗”尤重，慧能在《坛经》中多次阐述这一思想的

内涵。慧能这一“以无念为宗”的思想，有其承前之思想渊源，既有般若空，又具佛性有，是般若中道之继承；又有与同时代教

内之呼应，作为“最上乘”的基本特征，而超越作为“大乘”的教内，同时两者又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具有对后世禅宗理论之宗

旨性意义，后来的大禅师虽以“无为宗旨”等不同表达方式表达禅宗的宗旨，但都只是与“无念”名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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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慧能的思想以《坛经》为本，版本问题错综
复杂，尽管是做思想的考察与研究，也不能完全忽

视《坛经》版本的问题，因为不同版本之间可能涉及

到不同思想方面的呈现，比如般若空的思想与佛性

有的思想，虽然两者并不像郭朋在１９８２年完成的
《坛经校释》里所说的那样截然对立，但是从《坛

经》内容的增减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禅宗思想之偏

向。早在１９７１年，印顺就仔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并

写于《中国禅宗史》的“《坛经》的变化”一节。

“虽然现存的《坛经》本子很多且名称各异，但

许多只是版本不同而已，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

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存《坛经》本子真正有代表性的

其实只有敦煌本
#

惠昕本和契嵩本三种。”［１］３其

中，敦煌本撰写时间距慧能去世近７０年，是现存最
早的《坛经》本子，一般认为与其它版本比较更体现

慧能的思想，即使如此，仍有可能存在慧忠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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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方宗旨”的杂糅。契嵩本，是流行的宗宝本的

底本，都属于契嵩改编本这个系统，而宗宝本就是

元代以后最为流行的本子，至明则几乎成为唯一的

通行本。

虽有版本之流变，但也不能忽视禅宗本身一贯

之思想，如果不同版本之间成为水火不可调和的关

系，也就意味着禅宗是并非实际存在的拼凑了。在

不同版本的《坛经》所代表的慧能思想乃至整个禅

宗，无念作为三无思想的一个部分，当然是不能够

被忽视的，“‘三无’实际上也是对惠能整个禅学理

论的一种概括。”［２］２６３

　　一　“以无念为宗”对般若中道思想的继承

“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

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

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３］３５３虽然慧能说了三

个无，并且说分别为宗
#

体
#

本，但是在这一段文

字后并且整个《坛经》中多次出现的是“无念”，可

见无念在三无中尤其重要。

慧能接着说：“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

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

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

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

宗。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

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

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

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

声当时即坏。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

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

分别诸法相，於第一义而不动。’”［３］３５３

这一段文字最集中表达慧能对“无念”的自我

体悟，首先是立无念为宗的原因，以“云何立无念为

宗”发问，至“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止，所要表达

的原因就是一个，“有念”就是邪见，能念是一切烦

恼的根源，无念才能脱离能念之心及所念之境的束

缚，抛却邪见，抛却尘劳妄想。关于邪见，教中有五

见
#

六十二见等说法，但是慧能所代表的禅宗向来

以教外别传来区别教内，所以慧能这里说的邪见并

非确指是五见等邪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慧能所

说的邪见是以“有所得”为基本内涵的，所以他说

“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推知无念是

以无所得相联系的，而“无所得”是般若系经典及中

观宣扬的一种主要理论，“无所得”是在缘起性空的

意义上，一切诸法本来不生不灭，故不可得，若能悟

持万法本来不生即是无生法忍。既然一切诸法本

来不生，亦无所灭，自性了不可得，当然也就没有能

念之心与所念之境，正如永明延寿在《宗镜录》中关

于无念的一段论述：“只约自心常开，六识门何曾暂

闭，日夜计校，缘想一切不善事，遍诸境界，念念恒

造生死地狱。经云：集起心想，名
$

地狱，若能观自

心识性无所有，即是开善趣门。若不起心想，即是

闭恶趣门。若得自在智现前，即现身生五道，入地

狱饿鬼畜生等界，救苦
%

生。故禅门中立无念
$

宗，以
$

要学。故经偈云：勤念於无念，佛法不难

得。何谓不难得？以无念故，万境不生，当处解脱。

若有念起，非独开恶趣之门，二十五有，一时俱现。

故知万质皆从念异，十二之类纵横，千差尽逐想生，

八万之门竞起。如信心铭云：眼若不睡，诸梦自除。

心若不异，万法一如。以诸法无体，从自心生。心

若不生，外境常寂。”［４］９１２大师在这里关于无念的论

述可谓是清楚明白，无念是体悟能念的自心与所念

的万镜本来不可得，无所得，内外诸法一时顿歇，当

处解脱。可见，在“无念”这个理论中含有般若空的

思想是确定无疑的，下文“无者无二相”也极其明确

地呈现出来。

这里所说的“二相”也是般若思想习惯运用的

一个词汇，比如《摩诃般若经》在解释菩萨诸三昧时

有“一庄严三昧”“住是三昧，终不见诸法二相，是

名一庄严三昧。”［５］２５１另，“云何菩萨说诸法一相？

心不行二相故”［５］２５９关于二相的论述，在般若经典

中比比皆是。慧能在初见印宗之时有一段关于二

法与不二法的论述，可以有助理解在无念中所出现

的“无者无二相”一句，“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

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

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
$

是二

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

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师讲《涅?经》，明佛

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

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

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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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

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

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闻说，欢

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

真金。’於是为惠能剃发，愿事
$

师。惠能遂于菩提

树下，开东山法门。”［３］３４９

印宗问慧能五祖所传是什么，慧能以“惟论见

性回答”，佛性是不二之法，其他的禅定解脱等都是

像对待的二法，慧能所说的禅以无念为宗，就是抛

弃任何二分对待所呈现的东西，在慧能那里就是佛

性，佛性就是不二之法。在前文所引用的慧能关于

三无的集中论述之后引用了《维摩诘经》“能善分

别诸法相，於第一义而不动。”，慧能在这里所阐释

的不二与维摩诘经所主要说明的不二法门所要表

达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对般若中道思想的一种表

达，在《维摩诘经》中维摩诘的一默如雷，“无有语

言文字，是真不二法门。”［６］５５１此不二法门用吉藏的

二重四谛的第四重来理解最为恰当，不二法门就是

竖超四句横绝百非所显现之诸法自性本来空寂无

法用对待的语言来表达的世界，这与慧能通过无二

相之无念所要表达的修行方法或者境界是一致的，

都是般若中道意义上的不二法门，慧能在这里将佛

性与般若之不二联系了起来，也是具有般若中道意

义的。

在这样佛性与般若相联系的理论背景下，再来

看慧能“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

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这种空有的融

合就更加明显了，正如吉藏在《中观论疏》中引《涅

?经》对二乘之责难“二乘无有中道正观，如《涅

?》说‘但见于空，不见不空。故不行中道不见佛

性，名为偏悟也。’”［７］１所以既需见般若之空，又要

见佛性之有，才是中道正观。在慧能那里，无念，无

者无二相就是般若之空，念者念真如就是佛性之

有，空有之中道体现无疑。

在《大智度论》中，须菩提问佛：“云何有所得？

云何无所得？佛略答：‘二相是有所得；无二相是无

所得。’”［８］６４４这段文字中既出现了邪见之有所得，

也出现了无二相，与慧能的那段文字非常相合。二

相是有所得，是邪见，是有念；无二相是无所得，是

正见。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是诸法，汝等莫念二

相，莫念不二相。何以故？是法性皆空。是性空

法，不应用二相念，不应用不二相念。”［５］４０１有念无

念，有见无见，皆是二相之法，只有竖离有无亦非四

句才是真正的无所得，真正的无念。二相就是任何

相对待的法相，般若强调诸法实相，一相所谓无相，

在这种意思上，诸法平等，“于一切法中无二相，不

以舍利为小，不以般若波罗蜜为大。般若波罗蜜，

无二无分别相，为利益新发意菩萨故，以世谛
#

如

是说般若波罗蜜，能令众生心无二无分别，以是利

益故，我取般若。”［８］４７６虽然《摩诃般若经》和《大智

度论》广赞般若，但是这只是在俗谛和起用的意义

上，而实际上，诸法实相，一相所谓无相，诸法平等，

并无优劣，正如慧能多次强调的“法无顿渐，人有利

钝。”［３］３５８诸法平等，只是在教法上，根据人的利钝

而有顿渐。可见，无念的无，无者无二相正是在般

若诸法实相的意义上，对相对待的二法尽皆抛却的

表达，是般若中道思想的典型表达。

与慧能对印宗说不二之法时所呈现的有之佛

性与空之般若的本来融合一样，虽无者无二相，然

念者却念的是真如本性，在神会那里也有这样的表

现，“自知本体寂静，空无所有，亦无住著，，等同虚

空，无处不通，即是诸佛真如身。真如是无念之体。

以是义故，立无念为宗。若见无念者，虽具见闻觉

知，而常空寂。”［９］１０一般认为，般若之空并非是离有

之断灭空，佛性之有也不是离空之恒常有，般若之

空是离有无二边之中道空，佛性之有是离有无二边

的中道有，真空与假有并非两物，佛性与般若也并

非两物，如果认作是两物，这还是二相，还不是真正

的无念，只有抛弃了对待的二法的无念才是真正的

无念，这在神会那里表现得更加清晰明白。在神会

禅话录中有关于无念的多次频繁的论述，“云何无

念？所谓不念有无，不念善恶，不念有边际无边际，

不念有限量（无限量），不念菩提，不以菩提为念，不

念涅?，不以涅?为念，是为无念。”［９］７３

　　二　“以无念为宗”对大乘的超越

《神会禅话录》中，紧接着上文那段论述，“是

（无念）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可见，这个无念是

与般若波罗蜜相联系的，《摩诃般若经》也有“般若

波罗蜜不行二法相故，般若波罗蜜不行二法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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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法相是般若波罗蜜，不二法相是禅那波罗蜜乃

至檀那波罗蜜。”［５］２９０无念所无者，无二相，无二相

即是般若波罗蜜乃至六波罗蜜。檀波罗蜜作为区

别小乘布施，在于行布施时，施者受者财物不可得，

三事不可得而行布施，故在布施过程中没有对待之

二相，没有能施所施，所以可以说无念是六波罗蜜

之精要。

六波罗蜜作为大乘菩萨道，是区别小乘的重要

方面，然惠能在大乘之外更提出“最上乘”禅法，在

慧能那里，最上乘是与大乘相区别而更进一步之禅

法，“智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

弟子未解，愿
$

教授。’师曰：‘汝观自本心，莫著外

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

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

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

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

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礼谢执侍，终师之

世。”［３］３５６虽然按照印顺的理解，相比较开法部分，

问答部分可能具有应机的成分，但是关于最上乘的

说法在《坛经》开法部分也多次出现，并与大乘相区

别，如“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

开悟解。”［３］３５０等。

如果说慧能在这里还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个观

念的话，进行详细阐述的就是神会。行无念所进行

的施即是六波罗蜜的准确表达，而神会进一步说明

他所传承的最上乘并不止于六波罗蜜。在神会那

里，明明白白地表明为什么他所传承的慧能的禅法

乃是“最上乘”，神会对此也有过具体的阐发，“礼

部侍郎苏晋问：云何是大乘，何者是最上乘？答曰：

菩萨即大乘，佛即最上乘。问曰：大乘、最上乘，有

何差别？答曰：言大乘者，如菩萨行檀波罗蜜，观三

事体空，乃至六波罗蜜，亦复如此，故名大乘。最上

乘者，但见本自性空寂，即知三事本来自性空，更不

复起观，乃至六度亦然，是名最上乘。又问：‘假缘

起否’答：‘此中不立缘起。’又问：‘若无缘起，云何

得知？’答：‘本空寂体上，自有般若智能知，不假缘

起。若立缘起，即有次第。’又问曰：‘见此性人，若

起无明，成业结否？’答：‘虽有无名，不成业结。’

问：‘何得不成？’答：‘但见本性，体不可得，即业结

本自不生。’”［９］６７

在《大智度论》中，大乘菩萨道就是在六度中体

知三事本来性空，比如在布施中体认施者受者财物

本来不可得，其他波罗蜜类此。但是在这段话中，

神会所阐释的最上乘与大乘之区别在于，假不假

缘，是顿是渐，大乘是在六度中观三事体空，而最上

乘不假观三事而见自性空寂，不复起观，即不需要

借助观三事不可得来体会诸法实相本性空寂，只需

要见自性的本来空寂，就知道三事本来自性空。在

这里，神会强调的是大乘需要假缘，相比较最上乘，

还有一个转折的过程，而最上乘是单刀直入，直接

体会诸法实相，直接体会万法的本来空寂。在神会

这里，大乘被表述为教下的观照般若，最上乘被表

述为宗下的实相般若，前者有观照的功夫，是有为

有漏，是渐；后者是内证相应，无为无漏。即使在神

会的这种表述中，两者并不是截然超越的关系，还

有内在的一致性，即大乘以最上乘为依归，最上乘

以大乘为方便。

到后来大珠慧海的《顿悟入道要门论》：“又

云：大乘、最上乘，其义云何？答：大乘者是菩萨乘，

最上乘者是佛乘。又问云：何修而得此乘？答：修

菩萨乘者，即是大乘。证菩萨乘，更不起观，至无修

处，湛然常寂，不增不减，名最上乘，即是佛乘

也。”［１０］２０慧海说了与神会同样的话，以菩萨乘和佛

乘之差别直言从慧能所开始宣扬的最上乘与大乘

之区别，并且也说出了“更不起观”的最重要区别。

这可以看出禅宗至后来越来越希望表明与教的不

同，即教外别传的态度。但是经文分明不止一处

“大乘者，即是佛乘。”［１１］２２０

按照郭朋的注释，慧能对四乘的解释，“完全是

‘随自意’的。他的意思在于说明：一般教义，属

‘三乘法’；只有他的顿悟阀门，才是最上乘。”［１２］８９

慧能言：“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

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

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这段论述可以看到，慧

能简略带过了大乘而主要发挥了最上乘，如果简单

的看待这一句话，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但是如

果沿着禅宗的发展和丰富的路线看，最上乘看来并

不只是一种为了标榜教外别传的随意发挥，而是以

无念作为基本特征的禅宗的独特发展。

在慧能神会之后，大珠慧海的《顿悟入道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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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华：论“以无念为宗”的三重展开

论中》有一段关于“无念”的问答，“问：此顿悟门以

何为宗？以何为旨？以何为体？以何为用？答：无

念为宗，妄心不起为旨，以清净为体，以智为用。

问：既言无念为宗，未审无念者无何念？答。无念

者，无邪念，非无正念。云何为邪念？云何名正念？

答：念有念无即名邪念，不念有无即名正念；念善念

恶名
$

邪念，不念善恶名
$

正念；乃至苦乐．生灭．
取．怨亲．憎爱，并名邪念。不念苦乐等，即名正
念。问：云何是正念？答：正念者，唯念菩提。问：

菩提可得否？答：菩提不可得。问：既不可得。云

何唯念菩提？答：只如菩提假立名字，实不可得，亦

无前后得者，为不可得故。即无有念，只个无念，是

名真念。菩提无所念，无所念者，即一切处无心，是

无所念。只如上说如许种无念者，皆是随事方便，

假立名字，皆同一体，无二无别。但知一切处无心，

即是无念也。得无念时，自然解脱。”［１０］１８慧海在这

段问答中，清楚明白地回答了无念，无念就是无邪

念，并非是无正念，邪念就是有无
#

苦乐
#

善恶等

二相，就是菩提有所得，这与慧能无者无二相相合，

也与若有所得，即是尘劳妄见相合。即使如此正面

回答，都不能完全呈现无念的真义，所以大珠慧海

最后仍旧说上说许多无念都是随事方便而假立名

字，而实际上若有正念邪念就是二相，本身就是邪

念，正念与邪念之体本来空寂，诸法实相，一相所谓

无相，无二无别。正是在这种以无念为宗旨的最上

乘顿悟禅法中，禅宗实现了对以当时教内为代表的

大乘的超越。

　　三　“以无念为宗”在慧能以后禅宗中的不同
表达

　　关于禅宗的宗旨，慧能在《坛经》中以无念为
宗，圆悟克勤禅师将其归结为无为宗旨，“天高无

极，无极有尊，地厚无垠，无垠有主，镜万象方寸，怀

六合胸中，发大机显大用，是故乃祖乃佛，或拈华或

面壁，或行棒或行喝，或词辩纵横或寂寥无说，周旋

往返只明此个无为宗旨。”［１３］７４０远至诸佛，近则震

旦众师，虽采取种种方便，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达

摩面壁，棒喝辞辩，都是为了申明这一个“无为宗

旨”，只是因为世人根基不同，所以行无量方便，引

导众生。曾主持七所寺庙的南宋大禅师松源崇岳

也这样标明：“行不言之教，启无为之化，是故诸佛

出世，祖师西来，或拈花，或面壁，不立文字，直指单

传，亦只明此个无为宗旨。”［１４］８１

那么，这里所提到的“无为宗旨”的内涵是什

么？与以无念为宗是否存在差别甚至是矛盾呢？

由于松源崇岳禅师在阐述无为宗旨的同时，运用了

《老子》的词句“行不言之教，启无为之化”，就有必

要甄别下松源崇岳禅师所说的启无为之化的无为，

与无为宗旨的无为是否是一样的意思，并且与老庄

之无为有何区别？显然不会有人认为其所用与老

庄所用是相同的或者完全相同的意思。

松源崇岳禅师道：“上堂：十方同聚会，个个学

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喝一喝，犹有这个

在，荐福门下，十方同聚会，一切即寻常，寒则围炉

向火，热则各自乘凉，信道壶中日月长，喝一

喝。”［１４］８８将这里的个个学无为与上文启无为之化

相联系，可以看出，虽然佛教在这里使用了老庄的

核心概念“无为”这个词语，但可能只是佛教翻译阶

段格义的一种后果，有待考证，但是既然佛教内部

也有无为这一核心概念，就不能不以此来审视“无

为宗旨”的含义。

无为作为佛教的核心含义并没有像老庄一样

单独出现，而是以“无为法”，在七十五法和百法的

体系中与有为法相对立而出现的。无为法根据窥

基《百法明门论解》中的注释：“谓之无为者，为，作

也。以前九十四种乃生灭之法，皆有造作，故属有

为。今此六法，寂寞冲虚，湛然常住，无所造作，故

曰无为。”［１５］５１四位九十四种有为法皆有造作，有为

法的基本性质就是生住异灭，无为法正是因为不具

有这四种性质，离生灭变化而绝对常住，故称为无

为法，无为法的无为，其梵语为ａｓａｍｓｋｒｔａ，无为法是
ａｓａｍｓｋｒｔａ－ｄｈａｒｍａ，原意是涅?的异名。根据比较
禅宗所使用的很多术语可以发现，由于教外别传的

态度，禅宗并非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教内的术

语，这里的无为也就是对解脱意义的指代，个个学

无为，就是学人追求解脱的状态，以无造作而寻求

解脱。

而这个“无为宗旨”显然是几位禅师随意的创

作，既然由无为法可以延伸出般若经典所经常使用

的与有为性相对的“无为性”，由无为延伸出无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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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也未尝不可，关键并非是禅师们使用了哪个词汇

来指代，而是无为宗旨所具有的含义。佛果禅师曾

说到：“佛法本无许多。若以无心无念无事无为无

计校无分别。至竟著衣至竟盙饭。何曾动著一丝

毫。便能坐断报化佛头。不起一丝毫佛法见解。”

慧能在《坛经》中说了三个无，圆悟克勤在这里说了

六个无，并且将无念与无为同时提出来了，本来在

禅宗那里，对语言的执著就是受到抛弃的，所以如

果坚持“以无念为宗”，而成为一种执著，存在着宗

与非宗的对待，那么这就违反了无者无二法中对对

待的抛弃。所以不管是无念为宗还是无为宗旨，所

要向学人呈现的是一种修行，一种境界。

圆悟克勤禅师这样形容这种修行与境界：“示

众云：道无方所明之在人，法离见闻断之在智。若

能顿从来妄想执著，於一念顷顿悟自心顿明自

性，不染诸尘不落有无，自然法法成见。然虽此事

不可造次领会，须是发大丈夫慷慨特达之志，不顾

危亡不拘得失，存个长久铁石身心，逢境遇缘不变

不异，时时著眼体究，不论岁月以悟
$

期。祖师门

下不比教家，只要直截根源。於一言下领取，与诸

圣同体同用大解脱。任运施为无不见性，至于杂乱

狂慧思量分别，有一丝毫斩不断，则无趣入之期。

教中尚道：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又云：以有

思惟心，测度如来圆觉境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终

不能著。祖师道：但尽凡情别无圣量，凡情尽处圣

量见前，直须顿歇妄缘，无念无为放教虚静，千圣万

圣未有不从此门而得入者。只在存诚坚固努力向

前，但办肯心必不相赚。”［１３］７５１如神会所说，以无念

为宗的最上乘，不再像大乘需要假缘观三事空而体

证诸法本来空寂，以最上乘表明己宗的禅宗是于一

念顷顿悟自性本来空寂，但要做到并不容易，需要

如佛果禅师所说的发大丈夫慷慨特达之志，不顾危

亡不拘得失，存个长久铁石身心，逢境遇缘不变不

异，时时著眼体究，不论岁月以悟
$

期，径山道一国

师直接将其形容为“大丈夫事”。

这个“大丈夫事”需要斩断所有的思维分别，有

一丝存留，便解脱无期，佛果禅师接着说“直须顿歇

妄缘，无念无为放教虚静”，如何才能顿歇妄缘？只

有无念无为，无者无二相，念者念真如；无为者，无

造作。无念和无为都是为了达到虚静，只有将能缘

所缘的妄缘顿时抛却，才能呈现诸法实相的本来

空寂。

可见，虽然禅宗以其他的形式如“无为宗旨”来

表达自己的宗旨，但只是表达形式的不同而已，其

他表达包括马祖的“平常心”，大慧的“饥来盙饭，

困来即眠”等，所意指的内涵与无念所要表达的意

思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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