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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書訊】 

走近真實的法藏 

──評陳永革《法藏評傳》 

 

陳雷 

浙江理工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 

 

兩漢之際，印度佛教傳入中國，自此便開始了與中國既有的傳統文化發生碰撞、融和的

過程，亦即中國化的過程。經過魏晉南北朝持續不斷的中國化，殆至隋唐時期，中國化的佛

教──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相繼出現了。當人們回溯這段歷史的時候，不

難發現，每個宗派的創建階段，都伴有一些頗具龍象的高僧大德出現，他們的思想建樹給其

所屬的宗派打上了這樣那樣的不可磨滅的印記。 

單就華嚴宗而言，在其創建階段也有一些頗具龍象的高僧大德出現，法藏便是其中之一。 

法藏（六四三－七一二），祖籍康居（今中亞撒馬爾罕一帶），以康為姓，祖父輩遷居

長安。相傳法藏十七歲時，曾入太白山求法。後來聽說智儼在雲華寺講《華嚴經》，便前去

聽講，因設數問請教，頗為智儼讚賞，並寄予厚望曰：「此賢者注意於《華嚴》，蓋無師自

悟，紹隆遺法，其惟是人。」法藏則追隨智儼數年，「飡儼之妙解，以為真吾師也」。在以

後的歲月裡，法藏進一步繼承和發展了智儼的華嚴學說，最終不負智儼厚望，成為華嚴宗的

實際創立者，被世人尊為華嚴宗三祖。有鑑於此，為了更好地認識、理解華嚴宗形成、發展

的基本態勢，有必要基於法藏的諸多著述，對之作不斷的闡釋。自二十世紀九○年代以來，

關於法藏的研究專著不斷問世，進一步深化了對於法藏乃至整個華嚴宗的研究。這方面的代

表作有方立天的《法藏》（台灣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一年）、《法藏評傳》（京華出版社，

一九九四年），還有新近出版、由陳永革研究員撰寫的《法藏評傳》（《中國思想家評傳叢

書》第六十卷，南京大學出版社，二○○六年）。鑑於前兩種著述已為學界所熟悉，本文僅

就陳永革新著的《法藏評傳》（以下簡稱《評傳》）加以評介。 

首先，《評傳》對法藏的思想淵源及其思想發展的契機作了全面而又入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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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傳》認為，法藏與智儼之間殊勝的因緣關係促使其堅定了專宗華嚴的學佛趨向，智

儼成為引領法藏修學華嚴的主導師，智儼的華嚴思想深深地影響了法藏。 

關於智儼的思想脈絡及其主旨等問題，《評傳》也作了疏理。認為承續地論宗師慧光所

作的《華嚴經疏》，使得智儼深契於「別教一乘，無盡緣起」之論，進而確立了悟解華嚴的

綱目。而對於六相義的闡釋，並「分教立宗」，則標誌著智儼對於華嚴經義的真正圓成。智

儼這些相關的理論成果集中體現在其所著的《華嚴搜玄記》當中。《評傳》贊同續法的觀點，

判定《華嚴搜玄記》的主旨在於「明六相，開十玄，立五教」，並指出六相圓融、十玄無礙、

五教判說等，均為後世華嚴宗義學的重要理論基石。 

在《評傳》看來，《華嚴搜玄記》作為全面解釋華嚴經義的疏作（對晉譯《華嚴》逐句

解釋），具有典範意義。其後法藏所撰著的《華嚴探玄記》即依此例而推展開來。崔致遠在

《法藏和尚傳》中，曾詳盡地討論了法藏《華嚴探玄記》與智儼《華嚴搜玄記》之間的一脈

相承的關係，得出了法藏與智儼並稱的結論。《評傳》贊同崔致遠等人的觀點，並認為在法

藏的所有撰著中，真正奠定法藏華嚴經義學地位的正是這部《華嚴探玄記》，此作也彰顯了

法藏教義學理論建構的成熟。 

當然，法藏的思想絕不是智儼等人思想的簡單重複。《評傳》認為，法藏充分利用了唐

代佛教譯經的最新成就，以博廣的佛教經論為建構依據，改造了杜順、智儼等華嚴祖師的義

學思想，高度融攝了此前佛教諸學派的義學理論，特別是關注《大乘起信論》、《大乘法界

無差別論》等論典的義理融攝，這是法藏有別於杜順、智儼等華嚴祖師之處。由於法藏對於

般若性空學、法相唯識學及如來藏佛性論皆有深入的體認，故其所建構的華嚴圓教佛學體系

包容博廣而體大。 

《評傳》認為，法藏之時，華嚴思想的發展變化呈現出了蔚為壯觀之勢，這絕不是一種

偶然現象，而是由眾多因緣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除了上述的法藏與智儼之間殊勝的因緣關係

之外，還另有緣由，如良好的政治環境（武則天等唐代皇帝對法藏莫大的信任），客觀上推

進了唐代華嚴經義學的闡揚，而法藏本人所具備的獨特的優異素質（「雅善梵文」、「精詳

漢字」，擅長於教理、教義的闡釋……等等），則使他有能力在前人的基礎上建構更恢宏的

華嚴教義學體系。 

其次，《評傳》較好地再現了法藏思想的內在邏輯結構。 

《評傳》認為，法藏所構建的思想體系，以晉譯六十《華嚴經》為宗經，主體部分由華

嚴經義學、華嚴教義學以及華嚴宗義學三大部分構成，並且這些部分之間有著一種內在的關

聯。總體看來，華嚴經義學在從歷史和邏輯上不僅先於華嚴教義學，更先於華嚴宗義學。單

就作為個體的法藏的相關思想而言，同樣具有此種意義。華嚴經義學的闡釋是法藏所有理論

建構的基礎，進而擴展至華嚴教義學的建構，直至影響到後世華嚴宗義學的最終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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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傳》對於法藏思想的闡釋就是基於上述判斷而依次展開的。 

《評傳》對於法藏的華嚴經義學的開創之功作了高度概括，認為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承續了智儼法師，撰寫了《華嚴探玄記》；其二是編撰了《華嚴文義綱目》、《華嚴

經旨歸》、《華嚴義海百門》、《華嚴關脈義記》、《華嚴策林》等著述，充實了華嚴經義

學的闡釋內容；其三是把華嚴經義學的闡釋與華嚴教義學的建構密切結合起來，使華嚴經義

學的闡釋成為其華嚴教義學建構的基礎。關於法藏的華嚴經義學的具體內容，《評傳》是圍

繞著其華嚴五分結構說、華嚴經教十義、宗趣與教體論等內容加以闡釋的。 

對於法藏華嚴教義學的闡釋，佔據了《評傳》的過半篇幅，由此可見這部分內容的重要

性、豐富性的程度。這自然也是《評傳》用力最勤之處。《評傳》分別闡釋了法藏的判教體

系、心識與種性說、如來藏緣起與法界緣起關係說、法界統觀、性起與緣起關係說、華嚴觀

門、行位果德論等內容。《評傳》在闡釋上述這些內容的時候，同時兼顧到了彼此間的內在

聯繫，故層層推進，一環扣一環，使得法藏華嚴教義學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法藏的判教體系，這是《評傳》率先加以闡釋的內容。《評傳》認為，法藏著眼於法言

（經教言述）、法義（經教義理）、法時（經教時序）、法機（眾生根機）等，通過教乘關

係、本末關係、時序先後、根機抉擇等視角，系統闡述了自己的判教觀。而其中尤以五教判、

十宗義和四宗說為典型，影響亦最深遠。由於法藏對當時的佛教「顯學」法相唯識義比較關

注，並且在其看來，五教十義差別的具體內容涉及到所依心識差別、佛種性差別等，所以，

《評傳》自然而然地由對其判教體系的闡釋進入到了對其心識與種性說的闡釋。 

在《評傳》看來，法藏以本末、真妄的對立關係來闡釋唯識三性，提出了「三性一際」

之說，這是最為精彩之處。究其核心理據來說，則是出於《大乘起信論》的真如論思想。對

唯識三性的闡釋，表明了其緣起論思想從「阿賴耶識緣起」轉向「真如緣起」或「如來藏緣

起」。但尚未真正確立作為華嚴圓教宗本的法界無盡緣起思想。法藏是如何通過融攝如來藏

緣起而構建法界無盡緣起論的，成為《評傳》下一步的致思重點。 

《評傳》分析說，法藏出於證成「法界無盡緣起論」的需要，首先探討的是華嚴緣起論

的「因門六義」。法藏對「因門六義」與《攝大乘論》中的「種子六義」的差異之處的辨析，

旨在表明其般若性空之學與如來藏真常之學的融通立場，即證成如來藏隨緣義。儘管在判教

的意義上「如來藏隨緣義」並非為華嚴圓教所持。由於「因門六義」只是就因行而闡析了事

法的緣起，所以接下來，法藏還展開了緣起十門義的闡述，其中重點是闡述了「緣起相由」

的十義構成。緣起十門義的闡述，著重表達了法藏攝相歸性的融攝統觀。緣起論與唯心論的

關聯，是華嚴教義學的重要構成內容，也是如來藏系理論建構的運思特質，如果沒有唯心論

的建構，法藏的法界無盡緣起論，就不可能得到充分的證成。因此，接著緣起相由門，法藏

又討論了「緣起唯心門」。借助於《大乘起信論》中的一心真如觀，法藏把緣起論與唯心論，

真如論與法界論較好地結合了起來。《大乘起信論》明確主張，法界一心開二門而具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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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不變真如義門與隨緣真如義門。這不同於法相唯識義學僅僅承認有不變真如的觀點。《大

乘起信論》視一心真如為全體法界的大總相，就體性或理性不變的如來藏性而言，即為一真

法界。真如緣起，即是理性本具的法界緣起，或者準確地說是一真法界緣起。在此意義上說，

法藏所構建的華嚴教義學中的法界緣起，成為中國化佛教義學中真如緣起論的理論提昇。 

法界統觀同樣是華嚴教義學的基礎性內容。《評傳》就其中的「五門十義」、理事圓融

說、因果與法界關係說、十玄無礙說、六相圓融說進行了闡釋，對它們與緣起論的關聯性也

都作了充分的闡明。法藏所闡釋的華嚴圓教性起論，不僅體現了真如緣起與如來藏緣起的融

攝內容，而且更是華嚴理事無盡緣起與法界緣起的最終歸宿，自然也成了《評傳》所要闡釋

的內容。 

為了充分展示上述的法藏的華嚴教義學內容的教學特徵，就離不開其華嚴觀門。《評傳》

沒有忽視對其華嚴觀門的闡釋。具體說來，闡釋涉及到了法藏的十重唯識觀、華嚴三昧觀、

妄盡還源觀，還涉及到了其華嚴觀門的實踐旨趣──普賢圓行。大乘佛教以修證佛果為終極

目標，作為華嚴圓教的修證成佛論，同樣是法藏華嚴教義學的重要內容。這一建構內容，主

要體現於行位論與修證論的統一。對其相關內容的闡釋則體現在《評傳》的行位果德論部分。 

作為華嚴宗義學的創教大師，法藏的華嚴宗義學方面的思想也應值得人們關注。《評傳》

主要是通過法藏與李通玄等人的比較來彰顯其華嚴宗義學思想的。 

譬如，《評傳》就法藏與李通玄的判教理論的異同作了多方面的比較。認為法藏的判教

學說是「五教十宗」，李通玄的判教是「十教十宗」，分判教宗，是二者形式之同，但彼此

的內容卻有差別。與法藏一樣，李通玄的教宗分判，也有著與唐代唯識宗義學對話的意圖，

但法藏與李通玄的判教最大的不同之處，在於李通玄著眼於印度佛教論師們的判教觀，而法

藏則研判了中土佛教大德們的判教理論。法藏與李通玄的判教，最重要的立意差別是，李通

玄的十時判教，把華嚴歸列為第八教，消解了法藏所推崇的華嚴極乘圓教的判教宗旨。就義

理判教的宗義而言，李通玄與法藏判分宗義的所依理據，各有千秋。基於「依經判教」，李

通玄主張「依經分宗」；基於「以理開宗」的立場，法藏所持的是「依理分宗」。關於法藏

華嚴宗義學的歷史效應，《評傳》指出，這種效應在宋代、特別是南宋表現得較為明顯。因

為這一時期的華嚴教義學，更多地著眼於華嚴宗義學的論辯，而這種論辯的內容，大多與法

藏華嚴教義學所闡釋的判教思想相關。 

再次，《評傳》對法藏思想的歷史貢獻、歷史影響、歷史地位等都作了較為中肯的評說。 

《評傳》基於中國佛教發展的客觀歷史進程，對法藏思想的歷史貢獻作了高度概括。《評

傳》指出，法藏對中國佛教的突出貢獻，就在於對包括天台宗、三論宗、唯識宗在內的中國

佛教思想進行了相當充分的總結和評判，從而建構自身頗具特色的華嚴教義學，不僅全面確

立了中國化佛教宗派最有特色的判教理論（教法），而且疏理了印度佛教傳入中國後的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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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教理），標誌著中國佛教在教法、教理兩個方面的較高成就。法藏也因此成為從晉代

以降的「格義佛教」類型轉向「證義佛教」類型的重要的過渡性人物。 

《評傳》評論道，法藏的思想對當時及後世的佛教生活與文化思想，也產生了多方面的

深遠影響。在佛教史上，法藏的思想不但對天台宗、禪宗、唯識宗帶來影響與作用，而且也

推動了朝鮮和日本華嚴宗的創立與發展。法藏的思想，特別是其攝相歸性、理事圓融之說，

還影響了程朱宋儒的性理之學。程朱宋儒闡釋性理之學，所關涉的諸多論題及其闡釋方式、

途徑等，都從華嚴義學中得到了許多啟發。 

《評傳》還指出，法藏以晉譯六十《華嚴》為對象，推展其華嚴經義學的闡釋，最終完

整地建構了博綜諸家的華嚴教義學體系，整個過程充分體現出了其構建中國化佛教體系的自

覺意識。法藏的華嚴教義學建構，是後世華嚴宗義學的重要理論基石，奠定了中國乃至日本、

朝鮮的華嚴宗的義理結構，並成為華嚴學的主流學說。法藏及其華嚴宗的哲學理論思惟，代

表著中國化佛教各宗中的最高水平，是中國佛教理論思惟的巔峰成就，有力地推進了中國佛

教思想的發展。法藏的歷史地位及其貢獻，即在於此。 

另外，《評傳》信息量大、文字樸實流暢等特點也相當明顯。 

總之，《評傳》是近年來法藏研究領域不可多得的力作，值得研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