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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學視域中的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
想―評程恭讓教授《佛典漢譯、理解與
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為中心》

李廣良

雲南師範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教授

最近讀完程恭讓教授的新著《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

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為中心》，收穫頗為豐碩。程恭讓教授是當代

著名佛教學者，他的歐陽竟無佛學研究和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研

究，極大地推進了中國近現代佛教思想研究，也極大地推進了「星

雲模式」的人間佛教運動的現實進展。

正是在研究中國近現代佛教思想的過程中，他察覺到近現代中

國佛教思想尤其是人間佛教思想，與大乘佛典之間存在著一種深刻

的內在連繫，這促使他轉向了對漢譯佛典的廣闊而深入細緻的研究。

這一研究結出了一系列的碩果，而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對「善巧

方便」思想的重新發現與深刻闡發。

程恭讓教授的漢譯佛典研究，「從根本上說，是要以佛教傳入

中國過程中佛典漢譯及理解、詮釋方面的相關問題為中心，從佛教

學術史及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總結佛典漢譯、理解、詮釋問題的理

論成果及歷史經驗」。（引自程恭讓著《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

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以下引文均同此書。）

他依據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學術方法，深入探討了關於佛典漢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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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學視域中的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

―評程恭讓教授《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為中心》

理解之中的學術和思想成就及其得失，新見迭出。而他之所以開展

這一研究，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大乘佛教的思想和精神實質，

深刻把握中國佛教思想創造活動的規律，如實展現中國佛教思想

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則是「為近現代以來中國佛教思想的轉型

發展問題，為新時代佛教中國化及現代人間佛教的持續健康成長，

為當代佛教文化的觀察與思考，提供理解的新角度與學術的新視

野」。

本書以《佛母寶德藏般若伽陀》、《八千頌般若經》、《大乘

善巧方便波羅蜜經》、《法華經》、《維摩經》、《勝鬘經》、《寶

性論》、《瑜伽師地論》等著名大乘佛教經典的漢譯與詮釋問題作

為研究個案，展開了「由點及面、由具體而抽象、由特殊而一般的

相關研究」。程恭讓教授指出，上述諸大乘經雖不足以概括全部

的大乘佛典，但它們確實是大乘佛教經典最有特色的經典集群中的

一部分，「尤其是這幾部經典自身都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佛教思想

義理，在傳譯到漢地以後，更是對中國佛教的經典詮釋學、中國佛

教思想文化信仰的開展、中國佛教的創宗立派、中國近現當代佛教

思想的復興等等，都發揮過並且還在發揮著重大的影響和持續的

作用」。所以，「以這幾部佛典深具中華思想特色的詮釋為中心，

展開佛典漢譯、理解和詮釋問題的細部及深部的研究，不僅使得

我們關於初期大乘經典及其漢譯、理解課題的研究通過本書的個

案式探究，得以成功的具體化；也使得我們觀察、分析魏晉南北

朝乃至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經典詮釋學，及佛教思想義理建構及

展開的活動，獲得了一個能夠予以觀察與評估的切實可靠的詮釋

學窗口」。

佛典漢譯是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宗教翻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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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於梵

語和古漢語的語言特性之差異及中印思想之異質性，佛典漢譯絕不

僅僅是一項純粹的「翻譯」工作，其中還包含著複雜的「理解」和「詮

釋」的成分。程恭讓教授對此有清楚而明確的意識，所以他的研究

工作既是對佛典之「漢譯」的研究，更是對佛典漢譯過程中的「理

解」與「詮釋」的研究。

這一研究工作的難度極大，

起碼需要幾個基本的條件：深厚

的語言功底，包括梵文功底和古

漢語功底；詳盡的文獻收集以及

扎實的文獻學基礎；嚴謹精確的

哲學分析和思想詮釋。程恭讓教

授精通梵文，在梵漢佛典對勘方

面用功極深，又諳熟漢語佛教文

獻，受過嚴格的哲學訓練，這一

切使得他在佛典的「漢譯」、

「理解」及「詮釋」的研究方面

具有天然的優勢。經過二十載歲

月的深入思考和精勤研究，終於

形成了這部 93 萬字的學術巨著，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學者的心

血、學養、思想和智慧，也可以

看到中國佛教學術事業顯著的成就和巨大的進步。

本書由上、下二卷共二十個篇章構成。在上卷部分，程恭讓教

授以初期大乘佛教的幾部富有特色的重要經典，如《佛母寶德藏般

要研究梵漢對譯的差異，必須具體深厚
的梵文功底。圖為古代梵文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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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伽陀》、《八千頌般若經》、《大乘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經》、《法

華經》、《維摩經》，以及中後期大乘佛教的兩部重要經典《寶性

論》、《瑜伽師地論》的譯傳、詮釋為中心，集中展開了有關大乘

佛教思想中的「善巧方便」概念的研究。

程恭讓教授首先以印度初期大乘經典的結集及魏晉南北朝時代

佛典的漢譯、詮釋為背景，對《佛母寶德藏般若伽陀》與《八千頌

般若經》兩部早期般若系經典中「善巧方便」概念的學理關聯性，

以及後來收於《大寶積經》系列的《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經》中的「善

巧方便」概念及思想，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專題討論。作者認為，《佛

母寶德藏般若伽陀》的原始版本中，就內含著初期大乘佛教善巧方

便概念及思想的諸多重要思想因子，而《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經》更

是大乘佛教最早一部完全基於善巧方便概念思想自覺構建佛德問題

的經典。

接下來，本書以《法華經》的譯傳、理解為重點，在宏觀的視

野中探討了《法華經》所涉及的經典詮釋學議題。

程恭讓教授首先對《法華經》的「法華義門」，即《法華經》

基於善巧方便而導向無上菩提的教法思想體系的內容、實質，及其

對現代中國佛教思想義理建構的可能性意義，進行了「整體的透視

和概括性的研究」。這一研究中不僅體現著冷靜睿智的學術智慧，

還體現了當代佛教學術研究的「現實關懷」：「大乘佛教經典中的

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不僅對於古典時代大乘佛教的教理建設意義

重大，即便在近現代興起及在當代延續的現代人間佛教理論與實

踐―佛陀本懷的新揭顯，大乘精神的真落實中，也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論價值。」這也是程恭讓教授構建「佛教義學」的用意之所在：

「通過對《法華經》教法思想的反思性研究，就是希望能為當代佛

詮釋學視域中的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

―評程恭讓教授《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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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學思想建構何以可能的問題，提供一個基於大乘經典智慧學解

讀與理解的新的研究視角。」

程恭讓教授還從文本學的角度，對《法華經》中所有涉及「善

巧方便」的句義段落，都做了周詳的解說與分析。他的解說模式都

是在對照梵本和諸種漢譯的基

礎上，再進行新譯和解說。在

此基礎上，他對大乘佛教的「善

巧方便」概念和思想進行了全

新的闡釋。他說：

大乘佛教經典中這一善巧

方便概念的源初、基本內

涵，是指在佛陀與眾生之

間展開有效互動的智慧和

能力，以及通過這種互動

和引導最終使得眾生達成

佛陀的證法菩提。所以，

善巧方便是將佛陀證法與

佛教教法聯繫起來的橋樑，

是佛陀走向眾生的依據，

也是眾生走向佛陀的條件。

通過對《法華經》文義的

細緻剖析，揭示了「方便善巧」

概念的諸種具體含義：善巧方

便是佛陀一種特殊智慧；善巧
眾生根基不同，諸佛菩薩故以善巧方便
應機施教。（王卉娟 /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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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具有偉大、卓越的品性；善巧方便是菩薩波羅蜜多之一，是最

高（或最後）的波羅蜜多；善巧方便是佛之智慧、觀見。

上卷中還包括了以《維摩詰經》、《寶性論》及《瑜伽師地論》

為中心的研究。其中關於《維摩詰經》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程恭讓教授在此重點關注的，還是此經所反映和體現的「善巧方便」

思想。他認為，作為初期大乘佛教稍後階段的一部重要經典，《維

摩詰經》是將初期大乘經典結集時代體現般若一系概念思想的動

向，與體現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動向，給予新的創造性整合而

具有特殊思想價值的大乘經典。程恭讓指出，有關般若智慧與善巧

方便智不一不二、不即不離、平衡開發、辯證彰顯的重要思想義理，

雖然也出現在般若系統的其他經典中，在《法華經》中也有一定的

體現，但《維摩詰經》實現了對於這一思想主題的高度自覺的深入

闡述和學理建構。僧肇的《維摩詰經》注疏對此有著相當深入的思

考和認識。

本書下卷處理了大乘佛典漢譯、理解中涉及的其他諸種詮釋課

題，這些課題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和思想意義。如梵本《維摩詰

經》與鳩摩羅什譯本的對照研究，及以《寶性論》為中心的種種翻

譯和詮釋問題。其中圍繞著《寶性論》的系列研究在學術上有著特

殊的貢獻。程恭讓教授指出：過去有學者認為包括法藏在內的「中

國佛教」不重視《寶性論》的看法，可能是不正確的，過去有些學

者認為應當遵循以了義釋不了義的原則，依據法相唯識思想體系揭

示如來藏系的思想傳統，也有待商榷。事實上，法藏並非不重視《寶

性論》所代表的印度大乘佛教如來藏系的思想傳統，而印度如來藏

系的思想傳統也確實淵源有自，其理論證成也非常的自足和充分。

晚清民國時期以來對佛教如來藏系統過度的甚至激烈的批判傾向，

詮釋學視域中的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

―評程恭讓教授《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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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確實應該得到合理且必要的糾正。程恭讓教授據此，提出了現

代中國佛教發展中如來藏思想的再建構問題。

太虛大師曾經指出：「中國佛教自東漢從印度傳進後，一直到

東晉道安法師這一階段，是為中國的初期佛教。」道安所奠定的中

國佛教的主流基石，其主要的特點有四：1. 本佛，可以說是佛本論，

就是直承於佛，推本於佛，而非後來分了派別的佛教。2. 重經，即

重佛所說的經，而不以論為主。3. 博約，由博覽而返約，一面固須

博覽群經，但又要從博覽中抉出諸法的要旨。4. 重行，即依所約要

旨，而本之去實踐修行。

太虛所論大抵不差，但中國佛學所重之「經」乃漢譯佛典的經，

而不是梵文佛典或其他任何語種佛典的經。漢譯佛典決定了中國佛

學的精神和學術方向，與佛教的中國化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

程恭讓教授的漢譯佛典研究，指出了佛教中國化問題研究的一

個新方向和新的學術思想的可能性，即從佛典的漢譯、理解和詮釋

的角度研究中國佛教，這極有助於揭示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經典所發

揮的作用。以往人們從中國的社會歷史發展、中國特殊的文化背景、

中國人的精神需要等角度來談論佛教的中國化，不能說沒有道理，

但是絕不能忽視經典的義理方向、敘述結構、語言現象等也可能具

有的深刻影響。

當然，程恭讓教授的漢譯佛典研究是以「善巧方便」概念及思

想為中心的。他通過對《善巧方便波羅蜜多經》、《法華經》、《維

摩經》等著名大乘經的解讀，有力地證明了初期大乘佛教經典的結

集中，確實有一股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作為中心的思潮和運動。

初期大乘經典實際上建構了般若與方便 「不即不離、不一不二、平

衡開發、辯證彰顯」的菩薩智慧學系統。與此學術發現相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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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程恭讓教授對「善巧方便」的本質的揭示。他認為，善巧方便是

佛陀、菩薩、聖者轉依所得的一種殊勝品德，它與般若靜觀實相的

趨向不同，是由慈悲心所激發佛法的實踐智慧，是聖者的特殊能力，

它由佛陀的證法菩提所規定，時時刻刻關注著眾生的根性，並以將

其引歸佛菩提作為目標。

這一概念牽涉到對佛陀既具超越性又不離人間性聖德祕密的理

解，牽涉到對佛教教法思想內在智慧依據的理解，牽涉到對佛教聖

賢救度眾生實踐運作機制的理解，也牽涉到在不同時代、不同地

域、不同文化環境下，佛教思想理解與詮釋的合法性、權威性等

諸多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尤其是牽涉到在當今社會條件下的佛

教發展問題。我非常同意程恭讓教授的這一觀點：「如果不能對於

大乘經典的善巧方便一系思想形成良好的理解，基本上也不可能真

正理解大乘佛教思想的內在本質，紛紜複雜的諸多大乘經典、大乘

教化的內在統一性問題，以及今日語境下佛教現代化轉型的種種問

題。」

當然，程恭讓教授也清醒地看到，在佛教思想的發展中，普遍

存在一種重視「般若」而輕視「方便」的習慣性理解和看法。在他

的演講中，也經常有人以「慈悲多禍害，方便出下流」來應對他對

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的弘揚。我想，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對大

乘佛典的學術性研究之外，還需要基於善巧方便智的弘法度生實踐

的普遍展開。

詮釋學視域中的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

―評程恭讓教授《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