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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策 著

雲棲袾宏的融合思想研究



提    要

雲棲袾宏為晚明「四大高僧」之首，弘化淨土，慈悲濟世，卓然獨行，被尊為「蓮宗第八

祖」。袾宏的佛學思想浩瀚廣博，於教內淨、禪、教、律諸宗無不精通，教外的儒、道等學亦有

深入的研究，對近世中土佛教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而貫穿思想中的一個主要的特

徵就是融合。

從人類文化的發展歷程來看，「融合」不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概念與方法論範疇，而且

是客觀事物、現象世界以及人類社會的一種運動、發展方式，蘊含著深遠的哲學內涵。中國佛

學中有著豐富的融合思維與表達內容，而在袾宏的佛學代表作品《佛說阿彌陀經疏鈔》中亦表

現出濃厚的融合意味。在融合方法上，袾宏極大發揮了華嚴圓融方法論，特別是理事無礙論。

佛教講求「契理」與「契機」的推行原則，而袾宏亦能於融合思想中成熟地運用此兩大原

則。晚明政教環境的變遷，新經濟生產方式的萌芽、民風士習的世俗化發展、政局的動盪以及

社會的動亂等因素為佛教復興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在教理上，袾宏以淨土學為融攝諸宗

的教體，圍繞心、性、理、事的佛學發揮，而使淨土學具備了融合的特質，即為「契理」。

至袾宏以前，淨土宗尚未有一個系統的心性理論。袾宏以「一心」具有圓明遍照、離染清淨、

常恒無變、靈心絕待、真實不虛、不可思議等特徵內涵建立融合理論的心性論基礎，並與《阿彌陀

經》、《大乘起信論》、《大般涅槃經》及華嚴法界說等相標配，而將「一心」理論的立宗要旨與融合

特質凸顯出來。

袾宏的諸宗融合論，可謂是以華嚴學對淨土進行改造，而在「一心」基礎上實現對教內諸

宗的融攝。袾宏作《疏鈔》闡發淨土學深意，而為袾宏融合諸宗的教體。在賢淨關係上，袾宏

以「分圓無礙」完成賢淨在義理上等齊的論證，而對澄觀、李通玄、宗密等華嚴三師，亦持一

種融通的態度。在禪淨關係上，袾宏對「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重新詮釋而在心性論的高度上

倡導禪淨合一，同時又認為念佛比參禪更具有解脫的方便，並在修行方法上融參禪於念佛，在

心性論上對「即心即佛」以淨土改造等而攝禪歸淨。袾宏的戒律學具有心戒一如的特色，又在

戒淨關係上以「孝」貫攝佛教修學的一切法門，將念佛往生作為「大孝之大孝」，而引戒歸淨。

在相淨關係上，袾宏將唯識法相宗與淨土宗關於彌陀淨土分歧歸結於法性與法相之辯的探討中

來，而在會相歸性、性相圓融的大思辨原則之下，以「一心」統攝法相宗與淨土宗。在顯密關

係上，袾宏在《疏鈔》中從持念方法、經咒相聯兩個方面同密教相聯繫，又在《瑜伽集要施食

儀軌》中融入了《起信論》與華嚴學等顯教義理，而表現出顯密圓融的深意。

在三教關係上，袾宏持「三教一家」論，實是在「一心」基礎上以佛統攝儒、道。袾宏對儒、

道也各有不同的態度。對於儒家，袾宏堅持儒佛配合，同時又強調佛教自身的性格，突出佛教的

優越性，而導儒入佛。對於與道教關聯的老莊思想，袾宏在融通的基礎上析同辨異；對於宗教形

態的道教，袾宏則嚴辨兩者在義理、修行方法與境界上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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袾宏的融合思想在中國佛學史乃至中國思想史上皆有著重要的地位與意義。在學理上，袾

宏以「一心」說還源禪宗發揮極致的心性理論，為晚明佛教樹立了一個「佛教還源」的典範，

同時又表現出諸說圓融的特徵，而為中國淨土教理史上最高水平的圓融理論。在現實上，袾宏

在促進淨土宗的弘興、推進中土佛教的近代轉向、推動居士佛教的興盛等方面，具有著重要的

歷史貢獻，但其並沒有改變中土佛教下行發展的總進程，其思想中還有著內在的不圓融以及其

濃厚的「出世間」傾向等問題，故還需全面的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