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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论》思想意旨及其历史演变》

前言

　　佛教对中国而言本是来自印度的外来文化，为了在中国本土传播、生根乃至发展，又不得不适应
中国人的文化品位，从而进行中国化的转换。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必然会有一个中国化的过
程。然而，佛教中国化的转换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这是因为佛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包括
义理、戒律、佛像、音乐和信徒等多个构成要素。佛教中国化也就相应地有了多个维度。具体地说，
包括佛教图像的中国化、佛教修持方式的中国化、佛教制度的中国化、僧伽生活的中国化、佛教音乐
的中国化和佛教哲学的中国化。其中，佛教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被中国哲学界广泛关注。而谈到佛教哲
学的中国化，东晋时僧肇的《肇论》就必将进人我们的研究视野，因为它以对大乘般若中观学较为精
确的阐述而为真正意义的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说，《肇论》是中国佛教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学界对它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对其思想背景的
分析和对其思想价值的认识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完备的程度，而对历代《肇论》注疏的系统研究则几
乎还是一个空白。　　曹树明博士结合《肇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分析僧肇的般若思维方
法，包括中道思想、无分别观念、二谛理论、遮诠法和空的观念五个方面，进而对《肇论》的思想作
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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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思想意旨及其历史演变》主要致力于《肇论》及其历代注疏，主要包括惠达《肇论疏》、元康《肇
论疏》、遵式《注肇论疏》、净源《肇论中吴集解》和《肇论集解令模钞》、文才《肇论新疏》和《
肇论新疏游忍》以及德清《肇论略注》等的系统梳理和细致分析，在佛教中国化及三教合一的历史进
程和宽阔视域下，考察《肇论》思想意旨及其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据此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佛教中国
化”问题的深邃历史性及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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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树明，1977年生，男，河北徐水人。200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
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广东海洋大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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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宋·遵式《注肇论疏》。该疏中，遵式借鉴清凉澄观解释《华严经》的方法对《肇论》进行阐
释，多处引用《华严经》以及法藏、澄观的《华严经》疏。经比较可知，《注肇论疏》是现存所有注
疏本中注释最为详细的，几乎遍及每个词语。从内容上看，遵式是以天台宗思想诠释《肇论》，即以
真常唯心系理论解释性空唯名系理论。《卐续藏经》和《卐新纂续藏经》收有《注肇论疏科文》，是
依据《注肇论疏》编排的。在《注肇论疏科文》前还有《肇论疏序科文》，题为晓月治定。另外，该
疏卷首附有慧达述、晓月注的《夹科肇论序注》，其中大量引用元康《肇论序》疏，但也有自己的独
特之处。　　4.宋·净源《肇论中吴集解》和《肇论集解令模钞》。《肇论中吴集解》虽然名为集解
，但是注释却非常精练。它是净源根据中吴秘思法师的遗稿整理加工而成的。净源是华严宗的中兴教
主，以弘扬华严宗为己任，因而，他是站在华严宗的立场上疏释《肇论》的。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
原是“一心”，所以整部《肇论》显示的也是本原之“一心”，即所谓“宗一心之源，莫深乎四论”
。　　《肇论集解令模钞》是对《肇论中吴集解》的进一步解释，在中国早已遗失。1980年，中国社
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和科研处在滕颖先生的协助下，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取
得手抄本的复制本。遗憾的是，它仍然是一个残本。现在只有日本名古屋真福寺宝生院存有完整的本
子。在《肇论集解令模钞》里，净源仍立基于华严宗，其中基本思想不出《肇论中吴集解》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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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讲庄子三藏时，被要求读物不迁论。曹树明把物不迁论分析得非常透彻。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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