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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本期刊发的三篇论文，都以微观研究视角对中国佛教文化艺术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
张同标《尼泊尔佛塔曼荼罗考述》（下）把尼泊尔地区作为中印佛教美术交流的中间地带，补足了中印两国

已经缺失的密教美术源流与传播的部分环节，而且，尼泊尔佛教美术研究也是我国学者殊少关注的。傅映

兰《佛教的出世精神》力辩出世等于出家的误会，认为出世与入世是辩证的统一。佛教所说的“世间”，指是

运动变化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及其构成的世界，即生死轮回本身，出世即是对这个世间的超越，而并非是完

全脱离佛教所赖以生存的人间社会，相反，佛教徒对人世自有他们所理想的责任感和救赎愿望。褚国娟基

于大足石篆山碑铭《严逊记》的校勘识读，分析了施主严逊的家世财产，以及政策、土地、住持、赞助人等问

题，认为佛会寺创建于宋代是明代僧人的有意杜撰，得出宋代并没有佛会寺的结论，同时指出了以严逊为

代表的宋代居士佛教的思想信仰特征。

佛教的出世精神 

傅映兰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系，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２）

［摘　要］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
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

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

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

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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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具体功用，宋孝宗
曾制《原道辩》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

世。”［１］宰相张商英以治病为喻说：“儒疗皮肤，道

疗血脉，佛疗骨髓。”［１］这些言论，立足于融合三教

的立场，对三教的社会角色、社会职责做了大致划

分。明末高僧憨山大师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

《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

能出世。”［２］这种分判，大体上代表了长期以来人们

对于儒释道三家文化与社会人生之间关系的认识：

儒家入世，道家忘世，佛教出世。其中，对佛教出世

的判断，往往由佛教给人们的见闻观感联系在一

起———出家为僧尼，于山林水下，伴青灯古佛，研教

参禅，体悟心性———这种观感往往又给人以消极厌

世、避世自安的误会。由外在观感而导致误会，由

误会而导致排斥，这是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长期

以来受到儒家群起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盛唐之

后，佛教逐渐沦为边缘文化，其山林佛教的特色愈

加突出，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误会。

　　一　对“出世”的误会

世俗社会所误会的佛教“出世”，“出”是“离

开”的意思，“世”是“世间”，即“家庭”“社会”，与

之相对的就是“山林”“古寺”。“出世”的具体内容

就是离开家庭，到深山古寺里出家，从此不生儿育

女，导致香火断灭而无后，不承担社会责任，不从事

社会生产；每天念经拜佛，了此残生，临死念佛求生

到一个虚无缥缈的西方极乐世界去。其人的存在，

至多只有个人信仰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对家庭来说

只是一个过客、自私鬼，对社会来说只是一个累赘、

寄生虫。如此理解的“出世”，纯粹是一种空间转

移、身份转换的概念。

这种误会，实际上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已经

出现；《阿含经》等经典中，就已经有对这种误会所进

行的批评。《中阿含经》卷二十九说：“彼或在无事

处，或在山林树下，或在空闲居，念三不善念：欲念、

恚念、害念，是我圣法中说不善数往求索也。彼作身

恶行，口、意恶行，彼作身恶行，口、意恶行已，因此缘

此，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是我圣法中说不

善收缚也。”［３］在这里，佛陀批评的正是那种以出家

住在山林中为“究竟”（出世）的人。他们身在山林，

心染红尘，贪嗔痴等烦恼、身口意之恶行丝毫未减，

因此不仅无法解脱生命的种种缺陷，而且来世必然

堕落到地狱中去受苦。离开家庭和社会，来到无事

居处、山林树下，并不意味着出世；如果烦恼、罪恶不

减，则与迷恋红尘的世间凡夫并无二致。这里，释迦

牟尼佛针对部分佛教徒的误会进行批评，这些佛教

徒的“出世”心理与世俗社会对“出世”的理解，侧重

点有所差别，在实质上却是一致的。

在《杂阿含经》卷四十九中，有一位赤马天子

（天人）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说：“颇有能行过世界

边，至不生、不老、不死处不？”［４］３５９当年乔达摩·悉

达多太子就是因为发现众生都避免不了老、病、死

三大缺陷，于是出家寻求解脱老、病、死三大缺陷之

道，最终觉悟成佛，获得了终极的解脱。赤马天子

正是从其天人的角度（按照佛教的观点，天人是不

会生病的，所以赤马天子问题中无此一问，而代以

“出生”），问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而其思路恰恰

是一种误会：既然这个世界中的三界六道都免不了

生命的缺陷，那么是不是可以超过这个世界的边

际，到另外一个不生、不老、不死的世界中去？赤马

天子的视野虽然比人类更为宽广，但是基本逻辑与

世俗社会对“出世”的误会一样，都是以空间转移、

身份转换为“出世”的内涵。经中，赤马天子回忆

说，自己过去世曾经是外道仙人，修成了神足通，

“能登一须弥，至一须弥，足蹑东海，超至西海”，走

一步就能从一座须弥山到达另一座须弥山，从一个

大海到达另一个大海。如此惊人的速度，“唯除食

息便利，减节睡眠，常行百岁，于彼命终，竟不能得

过世界边，至不生、不老、不死之处”。［４］３５９赤马天子

终其一生，以神足通拼命飞行，想到另外一个不生、

不老、不死的世界，但没有成功。之所以无法成功，

是因为赤马天子对于佛陀所说的解脱、出世，有着

根本性的误会，因此即使离开家庭、社会，甚至离开

这个宇宙，穿越过无数个宇宙，到达难以想象的无

数宇宙之外的未知宇宙，仍然不脱“世间”的范围，

与佛教的“出世”毫无关系。

《仁王护国般若经》卷上说：“善男子！诸众生

类一切烦恼、业异熟果、二十二根不出三界，诸佛示

导应、化、法身亦不离此。若有说言‘于三界外，别

更有一众生界’者，即是外道《大有经》说。”［５］这里

就明确说众生的一切烦恼、业果等，以及诸佛三身

等功德，都不在三界之外，并不离开三界。如果说

在三界之外，另外有一个众生世界、诸佛的三身功

德乃至净土世界，这是外道《大有经》的歪理邪说。

这就说得非常清楚，“出世”绝非在三界之外去追

寻，从烦恼充满的凡夫，到解脱、觉悟的佛，并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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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三界而到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这里就说得很清

楚，世俗社会将佛教所说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等净

土世界，视为与“世间”相对的“出世间”，仍然是一

种不脱空间转移、身份转换之窠臼的误会。于此，

我们可以推论，既然“出世”不是离开“世间”的概

念，当然也不可能是世俗迷恋、执著“世间”的概念，

那么就应是“即世间”而“出世间”。

　　二　“世间”的正义

要避免前面所说的种种误会，正确理解佛教所

说的“出世”之旨，首先得弄清楚其“出世”之中“世

间”的概念。佛教所说的“世间”，并非人们所误以

为的“家庭和社会”，而有更宽广、深刻的内涵。

《杂阿含经》卷四十九说：“何等为世间？谓五受

阴。何等为五？色受阴、受受阴、想受阴、行受阴、识

受阴，是名世间。”［４］３５９《华严经》卷十二说：“何等为

世间法？所谓色、受、想、行、识。”［６］《宗镜录》卷七十

九说：“色即收尽无情国土，名即收尽有识世间，五阴

即世间故。”［７］都是以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等

五蕴为世间，即物质（色蕴）、精神（受、想、行、识四

蕴，总称为“名”）的总体就是世间。

《杂阿含经》卷九说：“云何为世间？谓六内入

处。云何六？眼内入处，耳、鼻、舌、身、意内入

处。”［４］５６《法华经文句》卷四说：“世间者，即是阴、

界、入也。”［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四说：“何等

名世间法？世间法者，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十善

道，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是名世间法。”［９］２４２

能够认识的感官机制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入，

所认为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境，以及所产生

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六识，主观、

客观以及主、客观相作用的认识结果，总体的十八

界，全体组成“世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以五蕴、

十二入、十八界等为世间，是从构成宇宙的因素上

来说的；而以这些因素所购成的欲、色、无色界等三

界为世间，是从所构成的现实宇宙来说的。

近代太虚大师说：“举要言之：五蕴、七大、八

识、十八界、十二因缘、二十五有等一切有为法，以

有生、老、病、死故，以有生、住、异、灭故，以有成、

住、坏、空故，以有对治、破除故，皆世间法也”［１０］。

总之，只要是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只要是众生认

识范围之内的，不管是认识主体，还是认识对象、认

识结果等，都是“世间”；之所以说它们都是“世

间”，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绝对的运动变化。

《杂阿含经》卷九说：“危脆败坏，是名世间。”［４］５６也

是说“世间”的基本的特性就是绝对的运动变化

（危脆败坏）。

总之，运动变化的一切事物及其构成的世界，

就是佛教所说的“世间”。

世间被分为三种类型：“一者五众世间，二者众

生世间，三者国土世间。”［１１］一切生命（众生）、生命

的一切因素（五众，即五阴）、非生命之物质世界

（国土），是为三种世间，这种划分侧重在世间的横

向结构性。世间又可分为“一欲世间，二色世间，三

无色世间”［１２］，即由欲界、色界、无色界所构成的宇

宙整体（这样的宇宙是无量多的），总和起来称为世

间，这种划分侧重在世间的纵向层次性。此外，除

了全体的无量宇宙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之外，佛教

所说“心不相应行法”（非物质非精神）也属于世

间。太虚大师在《佛教两大要素》一文中说，文字、

语言、数量、时（时间）、方（空间）、和合法、因果法

等都是有为法，都属于世间［１０］。在佛教的思想中，

生死轮回中的一切事物的总和，即是“世间”；也可

以说，“世间”即是生死轮回本身。

按照上文所述的“世间”的内涵，可知人们所误

会的“世间”，即“家庭”“社会”固然是属于世间，而

“山林”“古寺”，乃至这个宇宙及其之外的其他宇

宙，都不脱物质和精神的范围，不脱众生的认识范

围，都是“世间”。在人们的认识对象中，可谓无一

物而非“世间”。因此，在佛教看来，即使离开了

“家庭”“社会”，走到了“山林”“古寺”，脱下了俗

服，换上了袈裟；甚至穿上宇航服，乘上宇宙飞船，

飞到千万亿个宇宙之外的某个不知名的宇宙，也仍

然是在“世间”，只不过从“世间”的这个角落转移

到了那个角落而已，而与佛教所说的“出世”毫无

关系。

到了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不移地知道：“出

世”绝非一个空间转移、身份转换的概念，因为“世

间”包含了全体的无量宇宙及其中的一切事物，要

想以空间转移、身份转换的方式实现“出世”的目

的，从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讲不通的、不可能的。

这也就是前文中赤马天子失败的根因。

　　三　小乘佛教“出世”的内涵

那么，“出世”的内涵究竟如何？“出世”的精

神究竟如何？“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关系究竟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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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述赤马天子的经典中，释迦牟尼佛针对

赤马天子的疑问，以小乘佛教的四谛思想进行了回

答，阐明小乘佛教的出世宗旨就在知苦、断集、证

灭、修道中，“若比丘于世间苦若知、若断，世间集若

知、若断，世间灭若知、若证，世间灭道迹若知、若

修。赤马！是名得世界边，度世间爱。尔时，世尊

重说偈言：‘未曾远游行，而得世界边，无得世界边，

终不尽苦边。’”［４］３５９就在世间生活中，如实了知生

命的缺陷（苦），如实了知缺陷的原因（集），如实达

到灭苦得乐的目的（灭），通过种种具体方法去实现

此目的（道），这就是实现了“出世”的宗旨。“出

世”与空间转移、身份转换没有关系，“未曾远游行，

而得世界边”，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就已经实现了

超过世界边际而“出世”的目的。《杂阿含经》卷九

说：“多闻圣弟子于六入处集、灭、味、患、离如实知，

是名圣弟子到世界边、知世间、世间所重、度世间。

尔时，尊者阿难复说偈言：‘非是游步者，能到世界

边……世界边唯有，正智能谛了，觉慧达世间，故说

度彼岸。’”［４］５６这里更从能认识的眼、耳、鼻、舌、

身、意等六入，如实了知集（集）、灭（灭）、味（苦）、

患（苦）、离（道），即转六识而为正智，从而超过世

界的边际，到达“世间”的“彼岸”（出世）。这里强

调的是，如实知见的正智、觉慧，才是超过“世间”的

边际而到达“彼岸”的关键。

“出世”的另一种表述，即是“涅?”，一如“世

间”的另一种表述是“生死轮回”一样。《佛说大集

会正法经》卷四说：“出世法者所谓涅?法，若了诸

法自性，是即了知涅?胜法。”［１３］《大方等大集经》

卷十三说：“不生不灭，即是出世。”《圆觉经类解》

说：“涅者不生，?者不灭，不生不灭，故曰涅

?。”［１４］这里有三个概念是等同的，出世、涅?、诸

法自性，它们有共同的特性：不生不灭。我们需要

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诸法自性”不是“常”“一”

“主宰”“自在”的实体性“自性”，而是指的“无常”

“非一”“无主宰”“不自在”的“空性”，是破除了实

体性“自性”的“无性之性”。

在小乘佛教，“出世”的具体内容指的就是斩断

生死轮回而入涅?。斩断生死轮回之现实，即需斩

断生死轮回之因：人我执及种种烦恼。《佛般泥洹

经》卷上说：“净心、思心、智心自思惟，其有智知经

者，是慧心本，?心、怒心、痴心皆灭去。三心清净，

欲得度世道不难，以得罗汉道，诸?、怒、痴皆消灭

去，当自说已弃是三事，不复作生死之法。”［１５］即明

确以“净心、思心、智心”而消灭“?心、怒心、痴

心”，就是以小乘的“尽智”和“无生智”（声闻菩提、

缘觉菩提）斩断生死轮回而获得涅?。《杂阿含

经》卷十八说：“涅?者，贪欲永尽，恚永尽，愚痴

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４］１２６也是明确

以消灭贪嗔痴等烦恼为涅?。在这里，我们需要注

意的是，涅?有体、用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如实知见

人我空的真实，即能消灭人我执和种种烦恼的人我

空性智慧（生空智，此为用）；一方面是烦恼断尽的

心灵真实，即无实体生而无生、无实体灭而无灭的

涅?（有余涅?、无余涅?，此为体）。对比大乘佛

教而言，小乘佛教的“出世”“涅?”所对应的只是

诸法的偏空性，即诸法无自性故空，将“烦恼”与

“菩提”、“生死”与“涅?”对立起来，而没有发扬其

本具无量清净功德而不空、空与不空不二的面向。

从小乘佛教的角度来看“出世”，很容易会因为

其注重出家修行的外在形式而产生空间转移、身份

转换的误会。我们知道，在佛教产生之前一千多

年，古印度就已经存在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长期

熏陶让古印度人普遍地相信三世因果，普遍地向往

在人生的特定阶段（４５岁之后）出家修行，普遍地
追求个人的来世升天。为了顺应这种文化背景，顺

应古印度人的心理习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佛教，

即以特别注重出家专修、追求个体解脱的小乘佛教

为主，以今世证得人我空智慧，证得有余涅?，临终

进入无余涅?为目标。因此，古印度佛教的教团即

以出家人为主，作为住持佛教的代表。后来的中国

佛教，虽然大乘佛教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

从形式上，仍然继承了古印度佛教，而以出家人为

主，以出家人作为住持佛教的代表。这种外在的形

式，非常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出世”就是

“出家”。

但是，即使是小乘佛教，也不鼓励人们都出家

修行，而是对出家有着极为严格而近乎苛刻的要

求，要求满足种种条件才可以出家。首先，必须具

有对佛法的正信，自觉追求解脱，现世就要实现成

为圣者的目标。《宝雨经》卷六说：“于如来教中正

信出家，非因王力逼令出家，不为盗贼抑令出家，不

为负债方便出家，不为惊怖而求出家，非怖、不活、

邪命出家，希求正法以信出家。”［１６］一切因为违犯

法律、强盗逼迫、债主讨债等，或者恋爱失败、经商

破产、升官无望等，迫不得已或灰心失望而出家的，

都被视为“邪出家”，不可能获得戒体而永远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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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真正的出家人。其次，应该满足六根具足，不能

是畸形、残疾、奇丑、两性人、超过了７０岁等上百个
条件，才能出家受戒得到戒体。再次，必须父母同

意才能出家。《根本说一切有部?奈耶出家事》说：

“若有来求出家者，应先问父母，许已，方与出家。

若不先问，与出家者，得越法罪。”［１７］在小乘佛教，

出家的目的非常清楚，即今世就要获得解脱，成为

圣人，证得阿罗汉果；因此可以说，小乘佛教的出家

制度，是专门为了培养圣人、人天师表而设立，所以

出家条件之严格，绝非平常所能想象；而能满足这

些条件的，也绝非平常人所能够。因此，释迦牟尼

佛时代，古印度信仰佛教的人大致有３０万，而出家
人只占百分之一左右。佛教发展到今天，这种出家

佛教徒占极少数，在家佛教徒占极大多数的情形一

直未变，并且呈现出愈来愈甚的趋势。另外，根据

佛经的记载，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不仅在家佛教徒

的人数占绝大多数，而且在家当时就证得圣果成为

圣人的，绝对数量远远超过出家佛教徒，多达数万

人。例如，《长阿含经》卷二即记载到，佛陀经过一

个山村（那陀村）时，即授记说该村去世的在家佛教

徒中，有５６２人皆已证得初果罗汉及以上圣果成为
圣人［１８］。根据小乘佛教的“出世”内涵，可知这５６２
位乃至数万位在家佛教徒都已经基本实现了“出

世”的目的，但他们并没有出家，而是在原有的国

家、家庭中生活，尽家庭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从事

自己的职业等。如果说这些在家佛教徒与其他普

通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在于他们有佛教信仰，

受持佛教戒律，实践佛教的人天善法，消灭人我执

和烦恼，实现涅?，成为一个圣人，并且基本实现了

这个目的。

总之，在小乘佛教，“出世”并不意味着“在家”

与“出家”的二元对立，也不意味着“社会生活”与

“山林古寺”的二元对立；“在家”和“出家”，“社会

生活”中和“山林古寺”里，都可以实现“出世”的目

的。但是，“出世”却意味着“烦恼”与“菩提”、“生

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二元对立。小

乘阿罗汉、辟支佛进入无余涅?之后，其“世间”与

“出世”的一体即成为两截，其“出世”涅?从此与

“世间”轮回没有关系。《摄大乘论释》卷九说：“声

闻所得解脱，犹如斩首，毕竟安住般涅?故。”［１９］３６９

即以斩首之喻来阐明小乘的无余涅?对于众生的

毫无益处，其无益即由于不在生死轮回中利益众

生。这种二元对立的问题，到了大乘佛教，才得以

圆满解决。

　　四　大乘佛教“出世”的本旨

大乘佛教的出世，更在人我空性智慧的基础

上，进一步打破法我执，获得法我空性智慧（法空

智），此为涅?之用；另一方面则以诸法为本来自性

清净涅?，在打破凡夫对生死轮回的妄执的基础

上，进一步打破小乘圣者对涅?的妄执，证得不住

生死、不住涅?的无住涅?。而对此法我执空的如

实知见，即是大乘的法我执空性智慧（法空智）。

《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卷上说：“有

为无为黑白法，如微尘等不可得，智慧观照如虚空，

故名般若出世间。”［２０］《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

六说：“以正智慧了一切法本性皆空，即此空性与一

切法本性无二故，一切法性、空性正智本性清净，无

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２１］《成唯识论》卷九说：

“若时菩萨于所缘境，无分别智都无所得，不取种种

戏论相故……是出世间无分别智，断世间故名出世

间。二取随眠是世间本，唯此能断独得出名。或出

世名依二义立，谓体无漏及证真如，此智具斯二种

义故，独名出世。”［２２］《华严经义海百门》说：“出世

间者，谓见尘色相作实解，即为出世间。”［２３］“于生

死涅?，若起平等智，尔时由此证，生死即涅

?。”［２４］１４９都是说的如实知见诸法本来皆空、诸法

本来不生不灭的本性的智慧，即是出世间智慧。出

世间智慧的根本特性在于破除了我与非我的二元、

能分别与所分别的二元、心与境的二元、生死与涅

?的二元等，所以又称无分别智，或称为平等智。

大乘佛教即以此智慧而破除世间与出世间的二元

分别，实现即生死而证涅?的目的。生死与涅?的

体用不二，依据出世间智慧而成为活生生的事实。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九说：“三世五蕴法，

说名为世间，彼灭非世间，如是但假名……蕴性不

可灭，是故说无生，分别此诸蕴，其性本空寂，空故

不可灭，此是无生义。”［２５］１０１小乘佛教以世间之苦、

之集的消灭为出世，即以消灭了生死轮回之因，以

及生死轮回之现实为出世，然而在大乘佛教看来这

只是假名。大乘佛教认为世间之性即法性，本不可

灭，法性本空，空则无生无灭，生死轮回的本性即是

涅?、出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六说：

“诸法性常空，性空即是涅?。”［９］４１６《宗镜录》卷七

十九说：“若了五阴俱空，则是出世间。”［７］都是说

在小乘佛教打破五蕴所构成的身心之个体实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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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五蕴本身的实体性，即五蕴

本身为空；此空即是涅?，此空即是出世间。生死

轮回中的诸法本来不生不灭，本来涅?，因此，没有

生死可舍，不必灭除生死而入涅?，因为生死轮回

本来就是涅?。在这里，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涅

?可谓截然不同，破除了小乘佛教对涅?的妄执。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六说：“世间法即

是空，空即是世间法，二法本性不相离故。”［２１］《中

论》卷三说：“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实相义如

是，云何有分别？”［２６］２１《中论》卷四说：“涅?与世

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亦无少分别。”“涅?

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

别。”［２６］３６《摩诃止观》卷一说：“生死即空，云何可

？涅?即空，云何可得？”［２７］都是说的世间生死

与出世间涅?无有分别，二者不二，出世间涅?是

世间生死的本性，世间生死归根于出世间涅?；世

间生死是出世间涅?的现象，出世间涅?表现为世

间生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佛经中常说涅?即生

死，生死即涅?，其结论必然是无世间生死可舍，因

为世间生死的本性是出世间涅?，舍弃了世间生

死，也就舍弃了出世间涅?；而欲图灭除世间生死

而进入出世间涅?，这在大乘佛教看来，是将世间

生死和出世间涅?打成了两截。同时，因为出世间

涅?的表现是世间生死，所以也无出世间涅?可得

住（执），如果执著于出世间涅?，也就执著于世间

生死；如此，小乘佛教的追求最终与凡夫的妄执颇

有一致之处。舍弃世间生死，欲在世间生死外寻求

出世间涅?，视二者为二；执著于出世间涅?，则类

于凡夫一样执著于世间生死，致二者为一。小乘佛

教的逻辑，不免归于一、异（二）两边，被大乘视为法

执。大乘佛教认为世间生死和出世间涅?的关系，

既不是一，也不是二（异），而是体用不二的关系，是

为中道。

于此，可知大乘佛教的本来涅?，正是从诸法

的无性之本性上说的。《解深密经》卷二中之所以

说“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是从“相

无自性密意”和“胜义无自性密意”两个角度说的，

前者是破除众生的妄执，后者是开显诸法的本性：

“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无为，一切杂

染不相应故。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

故无为。由无为故无生无灭，一切杂染不相应故，

本来寂静自性涅?。”［２８］一切事物（诸法）本来皆是

无有实体之生灭（不生不灭）的，与众生的妄执、生

死轮回皆不相应，这就是一切事物的本性：本来寂

静自性涅?。法空智则是对此本性的如实知见，并

依此诸法本性而不住生死，生死轮回之本性本来即

是涅?，无生死可住；不住涅?，涅?本来即是生死

轮回之本性，无涅?可住。这样，一方面打破了凡

夫的妄执生死（住于生死），一方面又打破了小乘圣

者的妄执涅?（住于涅?），无所住而住、住而无所

住于本来自性清净涅?，是为大乘的无住涅?。

大乘佛教以法空智证本来涅?，正智与真如冥

一，无能无所，世间、出世间平等。依此根本无分别

智，起后得无分别智，在度化众生共同觉悟成佛的

过程中，实践大乘菩萨行。《大方等大集经》卷十七

说：“知生死性同涅?性，虽入究竟涅?，为断除众

生虚妄颠倒故，行菩萨行，亦无行法可行。善男子，

如是菩萨入于涅?，行菩萨行。”［２９］《华严经》卷十

九说：“了知法界体性平等，普入三世，永不舍离大

菩提心，恒不退转化众生心，转更增长大慈悲心，与

一切众生作所依处……于不可说不可说劫行菩萨

行。”［２５］１０５正是因为涅?与生死一如不二，所以能

同时入究竟涅?，同时入无始无终的生死轮回，为

断除众生的种种妄执，而依据无我之大菩提心、化

众生心、大慈悲心，行菩萨道度化众生。从事实层

面上来讲，大乘菩萨就在“世间”生死轮回中，实践

和实现“出世”目的。这在《大般若经》《法华经》

《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经中，观音菩

萨、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等诸佛菩萨都依据众生

的根机、需要，而有无量的应化之身，在无量的生死

轮回中度化众生，“观诸有情应以何身而得度者，即

便现受如是之身”［３０］，即在社会各个阶层，从事各种

职业（《法华经》中观音菩萨即以国王、大臣等各种身

份而进行度化众生的事业），深入生活，广交朋友，无

私奉献，服务大众。如果是初发心立志而要追求终

极觉悟的大乘行者，那么所谓行菩萨道度化众生，就

是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在不同的对象、事件、环境、时

间等条件下，自心、他心所出现的种种烦恼，以根本

无分别智透过其本性而予以转化，使烦恼转为度化

众生的经验、方法、技能、智慧等，成为后得无分别

智，同时使一切众生都获得这种智慧。如此在无始

无终的生死中，将自他无始以来的一切烦恼种子全

部转化为清净的慈悲、功德、智慧等，即是圆满成佛。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断净化自心、净化他心、净

化社会的过程，是无我利他的过程。

《摄大乘论》卷二说：“诸如来任运佛事无有休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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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于其圆满波罗蜜多，复更修习六到彼岸。”［２４］１４４

菩萨修行至于圆满成佛，之后并非功成事毕，而仅

仅是获得了真正圆满帮助众生追求觉悟的崭新的

起点，而并非终点，从此更以六度万行于生死轮回

中度化众生。《摄大乘论世亲释》卷十说：“一切障

脱故，所作无竟故，佛毕竟涅?，毕竟不涅?……一

切障脱故者，由佛解脱一切烦恼、所知障故，依此意

趣说言诸佛毕竟涅?。所作无竟故者，由佛普于一

切有情，未成熟者欲令成熟，已成熟者欲令解脱，是

所应作，此事无有究竟之期，故佛毕竟不入涅?。

若异此者，应如声闻毕竟涅?，是则本愿应空无

果。”［１９］３７８诸佛圆满觉悟成佛，意味着一切烦恼障、

所知障都解脱了，“转烦恼得大涅?”，［３１］５０这是毕

竟入了涅?。毕竟入涅?即是真如清净法界全体

显现，乃所显而得，［３１］５４并非灭除生死而得，这是大

涅?的体。然而帮助、教化、利益众生的愿力和事

业永远没有止境，所以毕竟不入涅?，而在生死轮

回中度化众生，这是大涅?的用。大乘的涅?，具

备体用两个方面，消极地灭除一切障而显现真如，

积极地成就一切愿力和事业而度化众生。

总之，大乘佛教的出世精神，以出世为体，以入

世为用，入世与出世一如不二，也就是体用一如不

二，即入世而出世，即出世而入世，达到了佛教出世

精神的最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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