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９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４年８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９

　　［主持人语］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的佛教，自释迦牟尼以来，在长期发展与传播过程中不断地融入
各种文化因子，在日益丰富的同时也逐渐背离了释迦牟尼当初的朴素教诲，从一种较原始的地域性宗教，

发展为哲学性很强的世界大宗教。客观地分析佛学教理，辩识其中的合理成份，批评其中的迷信唯心，既

是专业佛学研究者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消除误读，减少分歧，树立正确信仰观念的途径。本期刊发的两

篇文章，专就佛家善恶思想进行研究，这也是儒家关注的伦理命题之一。在慈悲为怀与普度众生的教理关

照下，佛家善恶思想无疑具有多维度的精神指向与践行门径。傅映兰从佛教教理演进的角度指出，大乘佛

教立足于人我、法我二空，以体用、性相不二的理论，破除了小乘的局限，完成了对于善恶二元的超越。丁

小平指出，南朝后期的慧思不仅接受了大乘菩萨道破除善恶对立的积极方面，而且发展出以霹雳手段与慈

悲软语相辅并行的思想，成为佛教在中国向本土佛学转换的内在理路先导。

慧思大师善恶思想研究 

丁小平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佛教的善恶思想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内容，天台宗三祖慧思大师立足于大乘教理，将大乘善恶思想开展为三个层面：
对善恶实体执的破除，对善恶缘起现象的安立，对善恶二元对立的破除而归于不二中道。这种思想是“性具善恶”理论的滥

觞，其特出之表现即是以恶的形式实践大乘的智慧和慈悲。

［关键词］慧思大师；天台宗；大乘教理；善恶思想

［中图分类号］Ｂ９４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５４－０６

ＯｎＭａｓｔｅｒＨｕｉＳ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

ＤＩ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ｕ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ｈａｓｒｉｃｈ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ＭａｓｔｅｒＨｕｉＳｉｏｆＴｉａｎｔａｉＳｃｈｏｏｌｅｘ
ｐａｎｄｅｄＭａｈａｙａｎａ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ｓｓｕｂ
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ｓｅｔ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ｏｇｅｔｒｉｄｏｆ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
ｖｉｌ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ｔｈｅｎｏｎ－ｄｕａｌｉｔｙｍｉｄｄｌｅｗａ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ｈａｙａｎａ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ｈａｖｉｎｇ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ｓ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ｈａｙａｎａｗｉｓｄｏｍａｎｄｃｏｍ
ｐａ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ｅｖｉ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ｓｔｅｒＨｕｉＳｉ；ＴｉａｎｔａｉＳｃｈｏｏｌ；Ｍａｈａｙａｎａ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

　　慧思大师（５１５－５７７）是南北朝末期的高僧，统
合了当时南朝佛教重义理和北朝佛教重实践之优

长，止观双运、定慧双修，即配合止定的修行，而以

慧观为方法，大阐禅之新风，影响十分深远，被当时

陈朝皇帝誉为“大禅师”，后更被天台宗尊为三祖。

其遗留至今的作品一共６种１０卷，佛学思想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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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平：慧思大师善恶思想研究

丰富，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其中的善恶思想。

一

善恶思想是佛教的重要内容，与三世因果、六

道轮回等基础性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乘、天

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等五乘教法的架构中，

人乘、天乘对善恶因果阐述得很丰富，一般侧重从

行为的角度定义和分析善恶。《阿?昙?婆沙论》

引经说：“何故名善？答曰：有爱果、妙果、适意果、

可意果，故名善，报果说亦如是。何故名不善？答

曰：有不爱果、不妙果、不适意果、不可意果，故名不

善，报果说亦如是。与此相违是无记。”［１］任何行为

都有其果报，是为因果报应。而果报的可爱、美妙、

适意、可意与否即是区分行为善恶的标准：能导致

可爱、美妙、适意、可意的果报的行为是善，相反的

行为是恶。《成唯识论》卷五说：“能为此世、他世

顺益故名为善，人、天乐果虽于此世能为顺益，非于

他世，故不名善。能为此世、他世违损，故名不善，

恶趣苦果虽于此世能为违损，非于他世，故非不

善。”［２］更是强调从三世因果的未来异熟果的角度

去审查行为的损益，从而判断行为的善恶，而不能

单单局限于现实的士用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佛

教一般将行为分为身、口、意三种，其中意行是身

行、口行的根本，所以以行为来判定善恶的时候，终

究是依据心行来进行。

声闻乘、缘觉乘以出离生死轮回为根本目的，

所以其判定善恶即以此为标准。《阿?达磨大?婆

沙论》卷五十一说：“胜义善即是涅?，安隐故名

善”；［３］《阿?达磨俱舍论》卷十三说：“胜义善者，

谓真解脱，以涅?中最极安隐，众苦永寂，犹如无

病”，［４］都是将生死与涅?视为对立的。以涅?为

彻底的、究竟的善，具有安隐、离苦、身心健全等特

点。与此相反，“何等胜义不善？谓一切流转”；［５］

“胜义不善，谓生死法，由生死中诸法皆以苦为自

性，极不安隐，犹如痼疾”，［４］都是以生死流转为胜

义恶。因为生死流转随顺了众生的无明我执，其

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以苦为本性的。在声闻乘、缘

觉乘看来，人乘、天乘追求现实和未来的安乐而

止恶行善，仍然未能挑出我执的窠臼，未能远离

生死轮回的巢穴，所以都是胜义恶。质言之，这

种思想超越了世间善恶的对立和取舍，指向了出

世间的追求，却又在出世间的层面，形成一组新

的对立和取舍。

与声闻乘、缘觉乘所构成的小乘佛教不同，大

乘（菩萨乘）认为生死与涅?的本性皆是无自性空，

皆非实体，或者说生死的体性是涅?，涅?的现象

是生死，即生死与涅?是体、用的关系，类似于现代

哲学所说的物质（现象）与运动（属性）的关系，彼

此不能分离，但又并非一物。由此，大乘佛教即从

这彻底的空性（二我空）出发，将与二空之理相应的

判定为善，反之则为恶。《大乘义章》卷二说：“体

顺名善，谓真识中所成行德。相状如何？法界真性

是己自体，体性缘起集成行德，行不异性，还即本

体，即如不乖称曰体顺。若从是义，唯佛菩萨体证

真行是其善也……体违名恶，一切妄心所起诸业，

违背真体，同名为恶。若从是义，上至三乘缘照无

漏齐名为恶，妄心起故。”［６］即以证得真如全体，与

二我空相应的行为（六度四摄等）为善。反之，与二

我执相应而随缘发起的行为，则都是恶行。根据这

种标准，则人乘、天乘固然因为陷在人我执而是恶，

声闻乘、缘觉乘则因为陷在法我执也是恶。质言

之，这种思想不仅超越世间善恶的对立和取舍，也

超越了出世间善恶的对立和取舍，即世间而出世

间、即善恶而超越善恶。在此标准之下，一切善恶

的二元对立和取舍便成了恶。

慧思大师主要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场，对佛教善

恶思想进行深刻辨析。例如《诸法无诤三昧法门》

卷下就从世间善恶和出世间善恶的角度，分析善恶

的内容，却是作为“四念处”修行中“坐禅观法念

处”的慧观内容，即在禅定中观法之空，以破除对法

的妄执。在《随自意三昧》中也有对善恶的分析，但

同样是作为慧观的内容而出现，同样破斥对法的

妄执。

总之，在慧思大师这里，善恶的定义、类型、内

容、特征等，都不是关注的重点；而如何对善恶进行

思维、观察，进而透彻其缘起而性空的本性，达到对

无明我执的破除，进而实践大乘菩萨道，这才是

焦点。

二

慧思大师晚年对弟子智靑陈述自己的修行成

就，说：“吾一生望入铜轮（十住），以领徒太早，损

己益他，但居铁轮（十信）耳。”［７］《续高僧传》评价

说：“时以事验，解行高明，根识清净，相同初依，能

知密藏。”［８］根据天台宗和华严宗对修行位次的判

定，慧思大师已经证入六即佛之相似即位，即外凡

十信位菩萨，可以成为众生依止以修行的善知识，

“大概要算中国佛教有史以来证量最高的大师

了”［９］。慧思大师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其根本

原因即在于对止观双运的高度重视和长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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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思大师早年以念诵《法华经》为主要修行法

门，后因读《妙定胜经》而认识到禅定的重要性，于

是依止慧文禅师坐禅苦修，不仅证得四禅，而且发

起空定，一年后证得“法华三昧”，“十六特胜、背舍

阴入，便自通彻不由他悟”［８］。慧思大师所证的大

乘三昧，皆与大乘教理相应，乃是定慧不二的整体，

其大部分著作，例如《法华经安乐行义》《诸法无诤

三昧法门》《大乘止观法门》《随自意三昧》等，都是

对止观双运之修行方法、诀要、精义的描述，其强烈

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是完全统一的。

我们主要侧重在慧观的角度，对慧思大师著作

中如何观察善恶的内容，予以义理层面的分析和

阐述。

慧思大师对善恶的慧观，首先所要达到的目的

即是破除业障烦恼的实体性，即观见业障本空，从

而实现对过去善恶业障的解脱。《诸法无诤三昧》

卷下将业障烦恼落实在现世的行为上，观察自身生

平以来的善恶业行：“观我现在世杀生、偷劫、邪淫，

善恶及无记心。先观淫欲，爱境强故，我于某处某

年某时，共某甲，谁使我作，业在何处？业若属我，

遍身内外中间，观察都不见业。业若在身外，在何

方所？遍观察之，都无处所。既不见业，观造业心：

业若与心俱，心念念灭，业亦应灭。如是观时，亦不

见不灭。初念见和合，观察即空，无念无灭，默然正

定。”［１０］６３９以杀、盗、邪淫等恶业中最典型的邪淫为

例，观察邪淫之业的作者、作处，可知业行无所属、

无处所。其次，观察发动邪淫业行的心，心念念灭，

可知没有不灭的业，也不见有实体的心和业可灭；

心与业乃是因缘和合，其实当体即空。反之，业行

和心念念生，却没有实体的业行和心可生，皆是因

缘和合，当体即空。如此，破斥了对业行的实体性

妄执，当体不见有业可得，不见有心可得，于此即入

止定。邪淫是如此，杀、盗亦是如此。杀、盗、邪淫

等恶行是如此，不杀、不盗、不邪淫等善行亦是如

此。既然善行、恶行皆没有自性可得，可知善恶业

行当体即空，善恶之心当体即空，如此则破除了对

业的妄执，便可破除生死轮回的自性，达到对生死

轮回的解脱。

慧思大师在这里的慧观，主要是从业感缘起

（十二因缘）的角度进行，其立足点不在于对十二因

缘整体的顺观或逆观，而是抓住相当于过去的“行”

和现在的“有”之“业行”一支来展开思维观察。由

观善恶“业行”的所属、处所，以及观心的现象生灭，

达到对业和心的实体性妄执的破除。我们知道，十

二因缘中，由“行”而回溯“无明”，由“有”而回溯

“爱”“取”，实际上都是要破除“无明”“爱”“取”的

实体性。小乘佛教往往侧重从诸行无常的角度，来

进行思维观察。慧思大师的思维观察，则结合小乘

的无常观，更侧重因缘观，从善恶“业行”的当体破

斥众生的实体性妄执。而众生的实体性妄执即是

“无明”，是产生现实“爱”“取”的根因。于善恶“业

行”的当体，破除其自性、实体性，见到善恶“业行”

当体即空，即是解除了于善恶“业行”当体的“无

明”“爱”“取”，获得对善恶“业行”的解脱，从而获

得对生死轮回的解脱。

慧思大师在《随自意三昧》中，还从受用缘起

（认识产生）的角度，思维观察善恶之法本空。其逻

辑是，六根、六境、六识和合而产生现实的认识，而

“观内六根，空无有主。观外六尘，空无形色。和合

想不可分别，即无六识。是时智慧，无有得

处”。［１１］５００根、境、识三者本身都没有实体性，而且

根、境、识和合才能产生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就是因

缘和合而有的，并不具有实体性。最重要的，意识

与所对的对象善恶等法而产生认识，其当体即是

空。“言法者，一善，二不善，三者无记。今欲观察

意触法者，当以非善门、非不善门、非无记门，破前

虚妄执著善、不善、无记等无明。新学菩萨应先观

察意触诸法。”［１１］５０１针对众生虚妄执着善即为善、

恶即为恶、无记即为无记的无明，直接以相反的非

善、非恶、非无记来予以对治，其根本的思路不出以

因缘和合来破实体执，思维观察善恶等法本空。

“凡夫六识名为分张识，随业受报，天人诸趣。菩萨

转名第七识，能转一切生死恶业，即是涅?”。［１１］５０２

对善恶诸法的本性空能否如实知见，决定了凡夫与

菩萨的分野。凡夫随顺无明，“用六情识”对善恶诸

法产生认识，进而造作种种业行，成为生死之因。

而菩萨则“觉了诸法，慧解无方”，即如实知见善恶

诸法的本性，不受诸法的束缚，即能悟入善恶诸法

当体本空，就能于生死的当体而转为涅?，即实现

生死的涅?之本性。

慧思大师利用受用缘起来破除对善恶诸法的

实体执，与前文破除善恶业行的实体执略有不同的

是，更加重视从因缘和合的缘起法当下，直接从认

识（心）本身，来破其实体执，而并不借助小乘的无

常观，也无需由身口业行进而联系心行。此外，从

六根、六境、六识的因缘和合来破除实体执，当下所

要达到的就是，于此六根、六境、六识所构成的生命

活动本身，知见其无明即是明的本性，实现转无明

为明、转生死为涅?的目的。因此，慧思大师说：

“凡夫六根，圣人六根，是凡圣根无一无二，不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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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觉了是圣人。生死烦恼根，即是圣慧根。凡

夫丑陋不净身，即是相好妙法身。”［１１］５００“善恶虚空

华，解即会其如，能了是圣人，不了是恶夫。法虽无

一二，愚智不共居，不了是有 为，了 者 即 无

余。”［１１］５０２到这里，观善恶诸法以及善恶诸行本空

的宗教实践目的，便可谓和盘托出，即是要于六根

的本身，实现如实知见善恶的智慧；要于生死烦恼

的本根，实现转烦恼为菩提的超越，并非如同小乘

佛教一样要将“有为”和“无余”、生死和涅?打成

两截进而舍一取一。这中间的核心和关键，在于

“觉”“了”，即对实体执的破除，对“空”的了悟。

三

观善恶本空而破除对生死乃至涅?的实体执，

并非如小乘舍生死而入涅?，更不是否定善恶因果

的缘起现象。这中间的逻辑是“缘起性空”“性空

缘起”，因为善恶因果是因缘而起的，所以无自性

空；因为善恶无自性空，所以必然由因缘而生三世

因果。这里，同样可与现代哲学中“物质”与“运

动”之间的关系相类比：物质（缘起）都是运动（性

空）的，没有不运动的物质，讲物质（缘起），是即运

动（性空）的物质；运动（性空）是物质（缘起）的，没

有离开物质的运动，讲运动（性空），是即物质（缘

起）的运动。缘起是现象，一如物质；性空是体性，

一如运动。缘起与性空是现象与体性的关系，既不

是相同的一物（一），也不是不同的二物（异），而是

一种立体的、辩证的关系，一如物质与运动之间的

关系，用大乘佛教的术语便是“不二”，即对于二元

对立和取舍等的破除。

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慧思大师对“性

空缘起”的慧观，即于“空性”的当相思维观察其必

然“缘起”的现象。《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卷下说：

“众生心性如明珠，生死解脱喻如水，万恶万善喻众

色，随善恶业种种现。颠倒妄念造善恶，随业受报

遍六道，若持净戒修禅智，法身处处皆应现。虽随

业影种种现，心性明珠不曾变。”［１０］６３７众生的心性

本空，随善恶业缘而有种种轮回三界六道乃至出离

生死、证得法身的现象；这种种差别的现象，并不妨

碍心性本空，而恰恰反证了心性的本空。《随自意

三昧》说：“身心虽空，持戒清净，修禅道品次第圣

行，三界傍报，五戒、十善，及有漏禅，人天快乐，如

五谷成熟。无漏禅定，圣行道品，智慧神通，譬如树

木华果茂盛。大慈悲云，实相法雨，雨于人华，各得

成实。”［１１］４９７更以五谷、花果、云雨等自然现象为

喻，阐述本空之身心，在各种清净善法的因缘之下，

会产生有漏的人天福报和出世间的智慧、神通、慈

悲等功德。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善、恶二法的因缘，于本

空的身心上缘起为苦、乐二果；世间善恶、出世间善

法的因缘，于本空的身心上缘起为生死、涅?的二

果。这在唯识学中，被描述为依他起性的杂染分和

清净分，而在慧思大师这里，被统一于“一心”。

《大乘止观法门》卷一说：“此心亦尔，体具染、净二

性之用，故依染、净二种熏力，能生世间、出世间法

也。是故经云：‘如来藏者，是善、不善因。’”［１２］６４４

众生的“一心”具有染、净二种功能，根据染、净二种

业行而产生世间和出世间的现象。这里的染、净二

法，即是大乘所说的善、恶二法，都是“心”具、“体”

具、“性”具的，即染、净和善、恶无非是“一心”的缘

起现象。正是因为“一心”有此特征，所以又被称为

“如来藏”，它被视为善恶二法的因。需要注意的

是，“如来藏”以“无我”为本性，《大乘入楞伽经》卷

２说：“诸佛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若欲离
于外道见者，应知无我如来藏义。”

“无我”即空，由此可知如来藏仍以“空”为本

性；而如来藏是善恶二法之因，也无非是“性空缘

起”的另一种表达而已，并非认为如来藏是绝对的

一元或是一种实体。同论又说：“一一众生心体，一

一诸佛心体，本具二性，而无差别之相。一味平等，

古今不坏。但以染业熏染性故，即生死之相显矣。

净业熏净性故，即涅?之用现矣。”［１２］６４６同样是说

的心体本空而缘起染、净之用的道理，不过更强调

此心之“空”的非生灭（不坏）、无自他（平等）的

特征。

由善恶的“空”而思维观察善恶的“缘起”现

象，遵循的是“空”“有”不二的逻辑，虽然一如“物

质”与“运动”之间的关系一样，原理非常简单，但

是往往引发人们的误解，即对于“空”的误解。对

“空”的误会，一般来说不出两种路向：一是由于无

始以来的俱生我执，产生以“空”为实体、本体的另

一种实体执；一是导致以“空”为“空无一物”的“恶

趣空”（或“断灭空”）邪见。前者，鸠摩罗什大师门

下的慧远、僧轈、道生等都不免此执［１３］。后者，可

谓大多数凡夫都陷入其中，其典型者如宋明儒者程

朱陆王等，都认为佛教堕入空寂而不管人伦、不顾

天下，即是自堕“恶趣空”邪见而不知。对“恶趣

空”见的批判，从佛陀教典到祖师言论，可谓代代相

承，史不绝书，《入楞伽经》《佛说无上依经》《中论》

《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摩诃止观》等众多经

典，都有深入、细致的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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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思大师《诸法无诤三昧》卷下分析善法与恶

法的时候，专门将“恶趣空”见看做“重于五逆”之

罪的极恶：“是人学道，值恶知识，魔鬼入心，常说是

言：我解大乘甚深空义。犯四重罪，淫欲炽盛，饮酒

食肉，不持斋戒，作如是言：诸法悉空，谁垢谁净？

谁是谁非？谁作谁受？作是念已，即便破威仪，破

正命。无量众生懒堕懈怠，不能求道，见此易行恶

趣空法，即便破戒，共相朋党，谤佛谤法，骂比丘僧，

轻毁一切比丘，令使疑惑，悉皆破戒，断诸佛种，罪

重五逆，命终悉入阿鼻地狱……如是欺诳坏众生

故，但著恶趣空，实不识佛法，毁三宝故，罪重五

逆。”［１０］６３８这里用非常严厉的言辞对“恶趣空”见原

因、表现、本质、危害等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批判，

其核心错误在于将“性空”“无我”误解为“空无一

物”，将用来破除“自性”妄执的“空”误用来破除现

象，将无自性误解成无现象：无相续个体、无善恶因

果、无三宝功德等。也就是说，“恶趣空”者以为善

恶本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不仅善恶的主体、因果都

不存在，而且世间的善恶取舍也没有意义，出世间

的超越善恶更是无法成立，因此最合适的就是无所

不为、无恶不作。其实，“恶趣空”见实际上是陷在

善恶二元对立的窠臼，在用误解的目光绕着“空”走

了一大圈之后，放弃了最基本的取善舍恶、止恶行

善的行为准则，走向了取恶舍善、止善行恶的终点，

走向了对肆无忌惮之恶棍行为的自我辩护。

四

根据前文所述，我们知道，大乘佛教的善恶思

想最关键的就在于要打破世间善恶的二元对立和

取舍，以及世间与出世间的二元对立和取舍，要悟

入善恶本空不可得，实现即善而恶、即恶而善的对

善恶的超越。善恶本不可得，即无所得而得（缘

起），即得而无所得（性空），本无恶可止、无善可行

而止恶行善（缘起），止恶行善而本无恶可止、无善

可行（性空）。如此，得而无所得的空性智慧与无所

得而得的度生慈悲统为一体，度一切众生而本无众

生可度（性空），本无众生可度而度一切众生（缘

起），是为般若系经典的老生常谈。

扎根于般若经典和龙树中观理论，天台宗四祖

智靑大师的“性具善恶”理论，即是以破除二元对立

而安立不二中道论为实质的。“观恶心非恶心，亦

即恶而善，亦即非恶非善，观善心非善心，亦即善而

恶，亦非善非恶。观一心即三心，以此三心历一切

心”［１４］，便是根据一念三千的原理，以一心三观来

破除善恶的二元对立，达到善恶不二的中道实相

论。又说：“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

但性恶在。”［１５］认为一阐提随顺无明我执而造作诸

恶，暂无生善的因缘，然而一心本空故，随顺因缘而

生善的作用和功能却是在的。而诸佛通达实相故

能自在应用善恶因缘，根据众生的根机和需要，与

真如相应，随顺因缘而以恶的形式，实施智慧和慈

悲以度化众生。

对智靑大师的“性具善恶”理论，后人研究颇

多。实际上，这种理论在慧思大师的著作中，已经

有了相当的表述。例如前文所述《大乘止观法门》

卷一的“性具染净”思想，即是于非生灭的空而安立

善恶缘起，于会性相于一体的“一心”而开展性空缘

起的二门，即是智靑大师“性具善恶”思想的滥觞。

奠基于此“性具”理论而有的诸佛利用“性恶”原理

而采用恶的形式来度生的思想，在慧思大师的著作

中，可谓非常丰富和具体。

依据“性恶”原理而采用恶的形式度化众生，慧

思大师对此有深入的阐述。大师认为，行“大忍辱

法”而调伏刚恶众生，拥护大乘正法，这不仅是非常

必要的，而且只有这样做才符顺大乘菩萨道的精

神。《法华经安乐行义》中，对如何处置刚恶众生进

行了讨论：是行“威仪忍”“不起怨憎”，还是“不能

忍耐，状似嗔想，打拍、骂辱，摧伏恶人，令彼受苦”？

慧思大师的回答是：“诸菩萨但观众生有利益处，即

便调伏，为护大乘、护正法故，不必一切慈悲软语。”

从彻底无我利他、慈悲度生的动机出发，不必采用

形式上的慈悲忍辱，而可以采取形式上的“打拍、骂

辱、摧伏”，其原理在于“若有菩萨将护恶人，不能治

罚，令其长恶，恼乱善人，败坏正法”，即形式上的慈

悲忍辱，将会导致助长刚恶众生本身的罪恶，而且

伤害其他众生，甚至破坏正法的严重后果。因此，

确当的做法应该是“或时修行慈悲软语，打骂不报；

或复行恶口粗言，打拍众生，乃至尽命。此二种忍，

皆为护正法、调众生故，非是初学之所能为，名具足

忍。”［１６］随顺具体的因缘，或者采用慈悲忍辱的形

式，或者采用金刚怒目的形式，灵活应用，才称得上

是圆满的忍辱。在慧思大师看来，“慈悲软语”和

“恶口粗言，打拍众生，乃至尽命”，都是以护持正

法、调伏恶人、利益众生为目的，有着相同的本质，

这不是初心学人所能为，只有已经证得性空无我之

智慧的大菩萨，运用真实平等、彻底慈悲才能做到；

而且这也是大菩萨所应尽的本分。根据前文所述，

可知慧思本人即是这种大菩萨，而且他也正是这样

做的。

慧思大师在弘法过程中，曾经制作金字《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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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经》和琉璃宝函，并作《立誓愿文》以记其事。

文中，对浊恶比丘障碍自己弘扬正法的恶行，进行

了严厉的谴责：“若有恶人障碍我，令其现世不吉

祥，备受种种诸恶报，若不改心自中伤。死堕地狱

入镬汤，谤法罪报劫数长。”［１７］７８８还对起恶心来偷

盗金字佛经和琉璃宝函的恶众生，有着严厉的“诅

咒”：“若有恶人来欲偷劫此诸宝物，令此恶心时心

痛闷绝，或复颠狂乱语自说其罪，手触此物手即碎

折，恶眼视者两眼盲瞎，恶言毁谤即令恶人口哑无

舌。若恶心来欲作恼乱作诸障碍，两脚双折，或复

病癞。或复生入阿鼻地狱，发大恶声交彻四方，令

诸恶人皆见此事。”［１７］７９０这是根据善恶因果法则，

对障碍和破坏正法的重大罪恶必然感生的极大苦

报而作的客观陈述，也是慧思大师基于智慧、慈悲

的主观愿望，这种慈悲的表现，即是通过以恶的形

式强烈“诅咒”刚恶众生，从而达到震慑恶众、防患

未然的目的。

慧思大师为了弘扬正法，还以恶的形式发弘誓

大愿，以恐怖的行相进行威胁；或者以各种方便进

行摧伏，甚至用惩罚乃至刑罚之苦逼迫刚恶众生皈

信、发心、行善、修道等。《受菩萨戒仪》中说：“未

发心者，现恐怖相，逼令发心，终登觉岸。”［１８］以种

种恐怖之相来恐动众生，使之皈信三宝乃至发菩提

心。《随自意三昧》中说道：“菩萨现于世，降伏使

和安。或为人天王，或为国大臣，或现作猛将，方便

摧恶人，四方怨敌息，国丰使民安，或现行十善，方

便化众生。”［１１］５０５根据自己的菩提大愿之力，投生

于十方世界，随顺因缘而以各种身份摧伏恶人、怨

敌，使人民安乐并奉行十善。《立誓愿文》中说道：

“或作大力鬼神王像，或作沙门，或作居士，或作国

王、大臣、宰相，?令国内治罚一切破戒恶人。若有

刚强不改心者，或令现入阿鼻地狱，种种逼切，必令

改心，还令归命彼说法者，叩头求哀为作弟子，乃可

放耳。”［１２］７８９对十方世界的恶众生，更是要以神通

智慧降服之，以种种痛苦乃至地狱之苦逼切之，使

之归命于弘扬正法之师，甚至发起菩提心，走上自

觉觉他的成佛之路。

慧思大师以恶的形式实践大乘善恶不二之中

道，不仅是中道理论的必有之义，而且从现实的层

面，更体现了大乘智慧破除一切束缚的无限灵活

性，以及随顺因缘解决具体问题的切实可靠性。可

以说，佛教善恶的入世性、现实性与出世性、超越

性，在慧思大师这里，以一种特殊的外在形式，实现

了内在的完整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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