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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佛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有超越国家、政权、地域的稳定性、连续性与统一性，而连续与统

一无疑是佛教团体认同的基础，同时也为依赖于佛教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能。职是之故，

在 10至 12世纪这一民族、国家颇为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对佛教社会形态的长久性与国家王朝的

短暂性，佛教社会形态的广泛性与世俗王权的区域性之间的关系做新的观察与思考。而思孝作品广泛

流传于宋、辽与西夏这一事实无疑是佛教作为社会组织稳定性、连续性与统一性的体现。 

 

（作者通讯地址：冯国栋，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杭州 310028；李辉，杭州社会科学院南宋史

研究中心，杭州 310025） 

 

 

  
 
 
 
 

 
 
 

从俄藏黑水城所出《慈觉禅师劝化集》看 

宗赜佛教思想的儒家化倾向 

 

宋  坤 
 
    摘  要：本文主要以俄藏黑水城文献 TK132号文书《慈觉禅师劝化集》为中心，从“忠君”、

“孝道”两个方面对宗赜佛教思想的儒家化倾向进行了探讨，并对其“融儒入佛”思想的形成原

因做了简单分析。 

    关键词：宗赜；劝化集；佛教儒家化 

 
宋代佛教除了世俗化、民间化倾向明显外，还有一显著特点即佛教的“儒家化”。韩毅先生说：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那么中国化究竟指什么？学

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我比较倾向于赞同所谓佛教的中国化，在相当程度上则是指儒学化的这种

见解，宋代则是佛教被彻底中国化即儒学化的重要阶段。”
①
印度佛教本为一种离世修行的宗教，其“无

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传统儒学当中根本的“忠孝”观念正相抵牾。因此，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儒

释之间的论争便从未停歇。而佛教为在中国立足和发展，也在一直调整着自身的主张。尤其是宋代以

降，随着儒释道三教融合，僧人群体基本上肯定和认同了儒学思想，并将其转用于佛门，最终完成了

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本文拟以俄藏黑水城所出 TK132号文书《慈觉禅师劝化集劝化集》②（以下简称

《劝化集》）为中心，从“忠君”、“孝道”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宗赜佛教思想的儒家化倾向，并对其

“融儒入佛”思想的形成原因做一简单分析。 

                                                        
① 韩毅《宋代僧人与儒学的新趋向》，《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 4期。 

②《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第 82~126页。据李辉、冯国栋《俄藏黑水城文献<慈

觉禅师劝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 2 期）一文考证，慈觉禅师即宋代云门宗高僧宗赜，其出身禅门，但一生

大力弘扬净土信仰，并一度被尊为净土宗五祖，曾出任正定洪济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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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君思想 

 
“忠君敬王”为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对人们最基本的

道德要求。而关于佛道与王道的相互关系，印度原始佛教中却主张“天下多道，王道为大。佛道如是，

最为其上”
①
 ，一定程度上将佛教凌驾于王道之上了。并且按照佛教教律规定，佛教徒即为方外之宾，

则不行世俗之礼，例如《梵网经》云：“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鬼神

不礼。”
②
《大般涅槃经》云：“出家人不应礼敬在家人也。”

③
《四分律》也明确规定：“佛令诸比丘长

幼相次礼拜，不应礼拜一切白衣。”
④
因此僧人见君亲免于致拜，而君王大臣、父母兄弟见了出家之僧

人则必须致敬。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王权至上”，这一规定显然与中国古

代社会的社会状况大相径庭。因此，在佛教传入后不久，便发生了“沙门应否致敬王者”之争，并且

此种争论一直持续到唐高宗显庆年间。
⑤
而中国的佛教徒也逐渐认识到，在中国这种王权凌驾于一切

的政治制度下，“佛不自佛，唯王能兴”
⑥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⑦
，即佛教要想在中国存在并发

展下去，得到皇帝的支持是首要条件。因此，早在北魏时期，沙门领袖法果就曾带头礼拜皇帝，他说：

“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
⑧
把皇帝看为是佛的化身，认为理应礼敬。到了唐

代，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曾“敕僧尼朝会，毋得称臣。”
⑨
证明在唐代已经有僧人向皇帝跪拜

称臣的现象发生了。但总体来看，晋唐时期佛教虽已有迎合世俗王权的趋势，但是统治者仍对僧人大

多采取礼敬态度，说明此时的佛教仍不失其独立、自信的地位。入宋以后，随着中央对佛教控制的加

强，佛教势力一落千丈，不得不臣服于封建君主的权威之下。宋初赞宁即曾说过：“教法委在王臣，

苟与王臣不接，还能兴显宗教以不?”
⑩
证明此时的佛教越来越自觉地隶属于世俗政权，由前期世外的

宗教一变为后期世俗的宗教，“忠君敬王”则成为宋代沙门的一贯原则。 

“忠君敬王”思想也是宗赜在劝化世俗之时的一贯主张，《劝化集》当中关于此一要求被时时提

到。例如在《军门佛事》中，宗赜便劝戒军人“天下太平，军中无事，全家保暖”，乃是“尽

荷君恩”，因此要“一片丹心，长思报国”。而在《公门佛事》一节中也要求公门官吏“但存报

国之心，自然公私具齐”，并且颂曰：“全家衣食仰公门，唯念精勤报国恩。王事不前空饱暖，

他年无地可容身。”另外，在《鄽中佛事》当中，宗赜除强调商人应诚实经商之外，还强调商

人不得“罔昧官司，多图国利、隐藏商税”。《公门佛事》当中宗赜主张胥吏 “若乃主持官物，应须

如护眼睛”。《自警文》中则认为“若乃窃议朝廷政事，私评郡县官僚，讲国土之丰凶，论风俗之美恶，

以至工商细务，市井闲谈，边鄙兵戈，中原寇贼，文章伎艺，衣食财货，自恃己长，隐他好事，揄扬

显过，指摘微瑕，既乖福业，无益道心。”这些内容虽然不是直接劝化世俗要“忠君敬王”，但是其主

张世俗民众应拥护国家统治，维护国家税收政策，爱护国家财物，不应妄议朝政，也可算作是“忠君

敬王”的一种体现。 

从《劝化集》中来看，宗赜的“忠君敬王”思想具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宗赜在《劝化集》中

将“忠君敬王”当作了普通大众日常世俗生活当中的一项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并将“忠君敬王”和佛

                                                        
①《般泥洹经》卷 1，《大正藏》第 1册，第 176页。 

②《大正藏》第 24册，第 1008页。 

③《大正藏》第 12册，第 399页。 
④《大正藏》第 52册，第 457页。 

⑤ 刘立夫《儒佛政治伦理的冲突与融合——以沙门拜俗问题为中心》，《伦理学研究》2008年第 1期。 

⑥（唐）道宣《广弘明集》卷 10“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请开法事”，《大正藏》第 52册，第 155

页。 

⑦（梁）慧皎《高僧传》卷 5“释道安传”，《大正藏》第 50册，第 352页。 

⑧（北齐）魏收《魏书》卷 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3031页。 

⑨（南宋）志磬《佛祖统纪》卷 40“乾元元年”，《大正藏》第 49册，第 376页。 

⑩（宋）赞宁《宋高僧传》卷 6“唐圭峰草堂寺宗密传”，《大正藏》第 50册，第 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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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修行相等同，赋予了“忠君敬王”以神圣性。这比其他僧人单纯强调沙门应敬王者，将教权置于王

权之下更进了一步。其次，宗赜并非是在理论层面阐释“忠君敬王”与佛教修行之间的关系，而是注

重人们在日常生活行为当中的实际的“忠君敬王”行为，这与《劝化集》中所体现的宗赜注重修行方

式的实践性相一致。 
 

二、孝道思想 
     

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孝”居于核心和首要地位。“孝道”作为维护家族亲子伦理的基本道德

规范和要求，历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孝经·三才章》曾说：“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其传入之初，其教义学说和戒律仪轨就与中国传统思想，

特别是伦理观念方面产生了矛盾，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佛教徒的剃发毁服、出家修行、弃妻绝嗣等

行为与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孝道观念相矛盾。而此种矛盾直接关系到佛教在中国能否生存的问题，因为

佛教的“无父无君”一直就是儒家排佛的焦点问题。北周武帝灭佛，其理由之一也是认为佛教徒不讲

孝道，他认为这样不讲忠孝的佛教是国法难容的，“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
①
因

此，中国历代佛教徒不得不迎接中国传统社会的挑战，着力寻找儒、佛两家伦理道德融合的切入点，

使佛教的孝道观与中国儒家传统的孝道观结合起来，以维持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但直到宋代以

后，三教融合，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系统化才得以完成。这种系统化的完成，以宋代云门宗禅僧“明教

大师”契嵩(1008一 1072年)的《孝论》为标志。契嵩的主要做法就是“既融儒入佛，以儒家思想和

儒家的词汇来解释佛教教义，又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区别来说明佛教的孝道与儒家孝道观并无矛

盾”。他的主要观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佛教并非不讲孝道；二、佛家的“孝”高于儒家的“孝”，

佛家从轮回转世的角度出发，主张出家修行以成正果，然后再度化亲人，是为大孝；三、佛教主张的

“孝”和儒家的“孝”是相通的。
②
契嵩作为僧人大谈孝道，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坚持认为，在孝道

观点上，佛与儒是契合的，也即是说“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

敬、曰无慢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为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救人，岂异乎哉?”
③
 

从宗赜的著作及生平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孝道思想在其思想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宗

赜曾作《劝孝文》一百二十篇，“前百篇论奉养甘旨为世间之孝，后二十篇，劝父母修净土为出世间

之孝”。
④
在四川大足宝顶山石刻存有其所作《报父母恩德经变文》的《十恩德颂》。

⑤
并且宗赜还曾迎

母于方丈东室，甘旨奉养，“日以勤志，始终七载。母临终际，果念佛无疾，吉祥而逝。师自谓报亲

之心尽矣。”
⑥
而在《劝化集》中，其孝道思想也多有体现，主要表现在《事亲佛事》及《公门佛事》

当中，为说明方便，现将相关内容迻录如下： 

 

《事亲佛事》 

夫孝子之事亲也，日以鸡鸣盥（音灌）漱毕，敬念精诚，立于寝门之外。微声警咳，安详而

入，温恭省问：“安否如何”。起则奉其衣服，沃（音屋）盥（音灌）奉其盘水。所服汤药，审而

后进。徐禀晨羞憙馔何物，更益珍甘，尽其精制，视其寒温，尝其旨否。父母嗜之，则喜色见于

面目，喜气达于音声；意所不欲，则敬请易馔；固无他命，则下色怡声，勉以强食，问其所以。

微或不康，则具汤药而进之，事竟而食，则视于父母而为多少。事已进见，问其起居，言必雍容，

                                                        
①《广弘明集》卷 10“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拒事”，《大正藏》第 52册，第 153页。 

② 参考高建立《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2期；王秋菊《契嵩〈孝论〉思想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 4期。 

③（宋）契嵩《镡津文集》卷 8“寂子解”，《大正藏》第 52册，第 686页。 

④（宋）宗晓《乐邦遗稿》卷下“劝父母念佛为出世间之孝”，《大藏经》第 47册，第 249页。 

⑤ 陈光明《大足宝顶山“报德经变”慈觉禅师宗赜溯源—探宗赜生平及其与宗颐异同辨》，《佛学研究》2004年

总第 13期。 

⑥《庐山莲宗宝鉴》卷 4“长芦慈觉禅师”，《大藏经》第 47册，第 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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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于爱敬，先意承志，务达其心。疾痛苛养，敬抑搔之，出入卧起，敬扶持之。果实汤茗，随意

而具，沐浴洗靧（音诲），燂（音寻）汤而请。復问脯时，欲何饮食。侍奉之仪，皆仿前式。父

母所处，冬则襖密，夏则清凉，父母欲寝，则相其裀席厚薄，必使安躯。衾稠单複，务于适宜，

寒则温衾，热则扇枕。俟其安寝，然后退宿，复思明日之事焉，此犹世间之孝也。当念三途长夜，

恶趣轮回，虽欲报恩，如何息苦。应于朝夕劝进父母归依三宝，发菩提心，调伏贪嗔，不昧因果，

披寻古教，瞻礼圣容，于佛禁戒，随力奉持，发明大事，因缘修持。念佛三昧，或行檀以助道，

或宴坐以澄神，此皆未来成佛之因，历劫无穷之孝。事亲至此，不可以有加矣。 

 

《公门佛事》（节略） 

三者，孝养父母。世出世间，以孝为本，现在父母即现在佛。有好衣令父母著，有好食令父

母吃，有财物令父母用。不作非违之事，恐贻父母之忧。至如早入公门，暮归私舍，终日之间，

父母之养，委在妻子，宜当谨察，勿纵□心。其如侍养不勤，甘旨不给，丁兰木母，尚形泣泪之

悲，父母肉身，宁不动念。父母既终，孝养无所，常行好事，常念济人，资导神灵，往生净土。 

早供甘旨莫因循，谨率妻孥奉至亲。木母尚犹曾泣泪，老人争得不伤神。 

 

此外，在《军门佛事》一节，宗赜也曾提到军人也应孝养父母，他说：“一片丹心，常思报国。

内则孝养父母，外则敬顺人员。” 

通过以上所引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宗赜的孝道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世间孝，即敬养父母；

二、出世间孝，即把修佛与孝道联系起来，认为奉劝父母念佛修道，是最大的孝顺。 

(一)宗赜的“世间孝” 

宗赜稍晚于契嵩，不过从上引宗赜《事亲佛事》与《公门佛事》可以看其世间孝思想也是“融儒

入佛”。尤其是其主张的世间孝当中的事亲标准，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儒家的孝道学说订立的。例如，

儒家强调孝亲除了“养亲”外，最重要的是还要“敬亲”，孔子在《论语》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

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①
宗赜在孝养父母上也强调要敬重父母，如他说“夫

孝子之事亲也，日以鸡鸣盥（音灌）漱毕，敬念精诚，立于寝门之外。”又说“问其起居，言必雍容，

尽于爱敬，先意承志，务达其心。疾痛苛养，敬抑搔之，出入卧起，敬扶持之。”儒家在孝亲观念上，

还强调要“安亲”，要求子女在安身行事上应不处危险之所，不做不义之事，以此来保全自身的安全，

以免父母担惊受怕，心境不得安宁。宗赜也同样强调“不作非违之事，恐贻父母之忧”，主张“安亲”。

此外，宗赜的某些孝亲主张和儒家极力宣扬的“二十四孝”故事极为吻合，例如，宗赜主张“微或不

康，则具汤药而进之，事竟而食，则视于父母而为多少”、“衾稠单複，务于适宜，寒则温衾，热则扇

枕” ，这与“二十四孝”中的“亲尝汤药”、“扇枕温衾”等故事如出一辙。虽然《二十四孝》一书

直到元代才出现，但是这些孝子故事却是历代相传的，宗赜受其影响也并非全无可能。总之，宗赜的

孝道思想中世间孝的思想是与儒家伦理孝道观念高度一致的。 

另外，通过对比契嵩和宗赜两人的孝道观念可见，二者的孝亲观虽都是“融儒入佛”形成的，但

是二者也有差别。契嵩的《孝论》偏重于义解方面，其《孝论》十二篇大部分都在说明佛教也主张孝

道
②
，目的是要在学术层面上解决佛、儒两家孝亲观的融合问题，证明佛教的孝与儒家的孝无异。但

是对于应如何孝顺父母则未有明确说明。而宗赜更偏重于行解方面，即在日常生活中要在哪些方面用

哪些行为来孝顺父母，且其“孝亲”的行为标准是按照儒家的孝亲标准制定的。 

（二）宗赜的“出世间孝” 

宗赜一生大力宣扬净土信仰，在其传佛过程当中，他另辟蹊径，将修佛和孝道相结合，提出了“出

世间孝”的主张。例如上述引文当中，宗赜就劝人要“当念三途长夜，恶趣轮回，虽欲报恩，如何息

                                                        
①《论语》（杨伯峻译注本），中华书局 1980年，第 14页。 

②《镡津文集》卷 3《辅教编下·孝论》，《大正藏》第 52册，第 660~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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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应于朝夕劝进父母归依三宝，发菩提心，调伏贪嗔，不昧因果，披寻古教，瞻礼圣容，于佛禁戒，

随力奉持，发明大事，因缘修持。念佛三昧，或行檀以助道，或宴坐以澄神，此皆未来成佛之因，历

劫无穷之孝。”并认为“事亲至此，不可以有加矣。”即“出世间孝”要高于“世间孝”。另外，在《如

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文》中保存有宗赜论“出世间孝”的部分文字。其中宗赜详细阐述了其“出世

间孝”高于“世间孝”的主张，现引文如下： 

 

比丘某伏闻慈觉禅师云：夫孝也者，有出家之孝，有在家之孝。出家者，割爱辞亲，参微契

本，深入无为之理，上酬罔极之恩。此乃趣十力之要门，报二亲之捷径。非但未来获益，亦于现

世成功。所以如来子夜逾城，道圆雪岭；卢能黄金遗母，法继黄梅。是故《华严经》云：“父母

及亲属，宫殿及财产，一切皆舍离，谦下求知识。”虽则洞山和尚十种不归，赵州禅师不愿再见，

为成道故，以法断恩。然而道力有余，应思报德。是以迦维省父，仞利宁亲。至于贫乏无依，理

合躬亲给侍。是故，毕陵迦启尽心之戒，忍大师有养母之堂。陈睦州织履供亲，朗法师荷担游学。

然则出家者，以法味为甘旨，而不忘返哺之心；以佛事为勤劳，而不违世谛之理。非但一世父母

而多生父母皆报，非但一身父母而法界父母皆度。同登觉岸，岂止周公之配天?普示迷津，能逾

考叔之纯孝。出家之士，其利溥哉！其或因缘未至，父母不听，宜尽在家之孝，劝修出世之因。

若能即俗而真，亦有成佛之路。经云：兄弟二人，为丧父母，志念各异。兄好道谊，弟受家业。

弟曰：“凡为人子者，当立功效，继续父母，功勋不废，乃为孝尔。”兄曰：“五戒十善，供养三

宝，奉行六度，坐禅念定，以道化亲，乃为孝尔。”道俗相反，自然之数。道之所乐，俗之所恶。

俗之所珍，道之所贱。而智愚不同谋，犹明暗不共处。兄修行业，得成道果。弟受家业，后生牛

中。兄又化之，使令皈向，得生天上。是知世间之孝，止于现身；出世之孝，尽未来际。”
①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宗赜的《事亲佛事》和《公门佛事》均为劝化世俗之人而作（《劝化

集》中的《在家修行仪》、《事亲佛事》、《豪门佛事》、《军门佛事》、《鄽中佛事》等文，从其内容看，

均为为劝化世俗而作。）但是，其中所主张的孝亲标准也应同样适用于佛教僧徒，这从宗赜自身的“养

母”事件中就可看出。上文曾提到宗赜曾“迎母于方丈东室，劝母剪发，甘旨之外，勉进持念阿弥陀

佛，日以勤志，始终七载。”这与他在《事亲佛事》中提到的世间孝、出世间孝的标准完全一致。因

此，我们可以推断，宗赜《事亲佛事》的孝亲标准适用于僧俗两界。 

目前学者们对宋代佛教孝道观的研究都主要集中于契嵩一人，而对宗赜的关注较少，这应与宗赜

一百二十篇《劝孝文》的佚失有很大关系。但是《劝化集》中却保留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尤其是其中

的《事亲佛事》对于我们研究宗赜的孝道思想有着重要意义。《事亲佛事》与《劝孝文》体例相同，

如《乐邦遗稿》中称宗赜《劝孝文》是“前百篇论奉养甘旨为世间之孝，后二十篇，劝父母修净土为

出世间之孝。”
②
而《事亲佛事》也是前讲世间孝后讲出世间孝，且世间孝比重明显高于出世间孝。另

外，宗晓《乐邦遗稿》中还保存有一篇宗赜《劝孝文》，其中说： 

 

父母信如念佛，莲花种植时也；一心念佛，莲花出水时也。孝子查其往生时至，预以父母平

生众善，聚为一疏，时时读之，令生欢喜。又请父母，坐卧向西，不忘净土，设弥陀像，燃香鸣

磬，念佛不绝。舍报之时，更须用意，无以哀哭，失其正念。父母得生净土，受诸快乐，岂不嘉

哉？平生孝养，正在此时，寄语孝子顺孙，无忘此事。
③
 

 

                                                        
① 方广錩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 8辑《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文》卷下，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年，第 212~214

页。 
②《乐邦遗稿》卷下“劝父母念佛为出世间之孝”，《大藏经》第 47册，第 249页。 

③《乐邦遗稿》卷下“孝养父母唯在命终助往”，《大藏经》第 47册，第 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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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与《事亲佛事》后面的劝父母念佛一致，因此《事亲佛事》可以说是宗赜孝道思想的具体体现。

上文笔者主要对《劝化集》中所体现的宗赜的孝道思想进行了简单梳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宗赜的孝

亲观有其自己的特点，主要就是他偏重于关注世人孝亲的实际行为，并对世人孝养父母的方式提出了

较为严格的标准，而其孝亲标准的制定则主要依据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对宗赜孝道观的

解读对于研究宋代佛教的儒家化有着重要意义。 

宗赜“融儒入佛”的佛教思想儒家化倾向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自身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

系，综合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代中央政府对佛教控制加强。例如唐代以前度僧的权利掌握在寺院手中，愿出家者，可

直接到寺院求度。官方虽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但不甚严格。出家须领官方度牒，始于唐玄宗。宋时尤

重度牒制度，并将度牒发行权牢牢控制在官府手中。在政府出现财政困难之时，官府公开出售度牒，

将其逐渐演变成了货币。后来甚至连紫衣、师号也有出卖的现象。度僧本来是对出家人走向学佛、成

佛道路的一种印可，结果却成了官府控制下的谋利手段。另外，宋政府还设置了僧官制度对佛教徒进

行控制、管理。在此种情况之下，佛教结束了晋唐时期沙门与王者抗礼、佛教与世教并行的独立精神，

从此臣服于君主的统治之下。奉敕修撰《宋高僧传》的赞宁就曾提出“佛法据王法以立”的主张，主

动将佛法置于世法之下。当教权臣服于王权之后，佛教徒也不得不接受统治阶层的价值理念，“忠君

敬王”、“孝养父母”等成为宋代沙门普遍遵循之原则，这是宋代佛教儒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宋代统治者扶持佛教的出发点一直是基于佛教“有助于教化”，例如宋太祖在宋朝建立初

期，一改周世宗灭佛政策，而对佛教实行缓和政策。宋太宗时，仍对佛教的发展持相对宽松之策，其

原因也是因为太宗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
①
真宗时，皇帝则专门著作《崇释论》，认为佛家

戒律与儒家学说迹异而道同。仁宗时期，也对佛教给予重视，《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记载了仁宗皇

帝对佛教的评价，认为“唯大雄之阐教也，以清净为宗，慈悲救世，解烦恼之苦缚，启方便之化      

门。”
②
指出佛教的发展对于世俗社会是很有裨益的。

③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这种引导，宋代僧徒在修行

过程中往往非常注重对世俗之人的教化劝导作用。宗赜名其文集为《劝化集》，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正是取其劝化教导之意。而僧人在劝化世俗之人时，为了达到良好效果，往往多会采用已广为人们接

受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劝讲，这样必然会导致“融儒入佛”思想的产生。 

再次，宋代宋学形成前后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渗透、沟通，对于宋代佛教的儒家化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韩毅先生曾指出：“宋代佛教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上，

尤其是僧人群体对儒学思想的认同与肯定，并将其转用于佛门，标志着宋代佛教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

进程。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新格局，成为宋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
④
 笔者比较认同韩

先生的观点，即佛教的中国化，在相当程度上则是指佛教的儒学化。在宋代出现了一个僧人群体儒学

化的趋势，而其中儒学化最为著名的僧人是智圆和契嵩。关于僧人智圆的儒家化思想，漆侠先生在《宋

学的发展与演变》一书当中曾有过详细的论述。
⑤
而契嵩的儒家化思想，我们也可从上文关于其孝道

观的论述中窥见一二。宋代这种僧人群体儒学化的趋势也必然对宗赜佛教思想的“融儒入佛”的形成

产生一定影响。 

最后，宗赜儒家化孝道观的形成还应与其自身的文化修养有关。北宋元照《长芦赜禅师文集序》

中曾提到：“赜老禅师，河北洺水人。少业儒文，晚从释氏。志节超迈，学问宏博。”
⑥
另《续传灯录》

卷十二“长芦广照应夫禅师法嗣”载：“真定府洪济宗颐禅师姓孙氏，沼州人。少习儒业，超卓出群，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太平兴国八年冬十月甲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一册第 211

页。 
②（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 18“帝制《天圣广灯录序》”，《大正藏》第 49册，第 663页。 
③ 参考高建立《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2期。 
④ 韩毅《宋代佛教的转型及其学术史意义》，《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 2期。 
⑤ 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 140~187页。 
⑥（宋）元照《芝园集》卷下《长芦赜禅师文集序》，《新编卍续藏经》第 105册，第 6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