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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禕 著

契嵩華嚴思想研究



提    要

在佛教中國化進程中，佛教與儒家的關係問題是重要問題之一。宋代僧人契嵩利用華嚴思

想融合儒釋是其中關鍵且富有特色的一環。首先，契嵩攝取華嚴先祖法藏、澄觀、宗密的心性

思想，構建了心本體。契嵩的本體之心，具有橫豎周遍、絕言離相、非空非有、不可思議的基

本特性，靈覺、寂淨、圓融的本質特徵。其次，「心」這一抽象概念的建立，得益於以性情作

為認識的中介。契嵩對性與情所做的規定，解釋說明了心的基本特徵和本質特性，「性」指向

了心的不變真如，「情」的存在則解釋了心的真妄交徹、染淨不二。同時，契嵩依據華嚴法界

觀來認識心本體，構建起一個融合的理論體系。契嵩以華嚴的圓融妙諦為立論，依理事無礙觀

提出了本末無礙的方法論，並融合本末、因果、性相、體用，突出了真心的本原意義，在佛教

內部融合諸宗，在佛教外部溝通儒道，對儒佛一貫、禪教一致乃至三教關係做了闡釋。縱觀契

嵩整個邏輯進路，是從關注一心開始，到超越其教跡，最後回歸儒、佛不同的社會現象，得出

儒佛一貫的結論。總的來說，契嵩融合的立場是以佛為本，以華嚴作為方法論，體現出明顯的

華嚴禪思想特質。契嵩的融合論，傳遞出了宋代思想發展的基本特徵，「三教合一」的融合思

想在宋代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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