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维摩诘经》传入中国后，就有不少人从事翻

译和注疏。翻译、注疏《维摩诘经》的过程其实就是

吸收、消化其思想的过程。僧肇在读《道德经》的时

候有“美则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也”[1]之

感叹，后来读到《维摩诘经》，于是出家；永嘉玄觉因

《维摩诘》而悟道；宋代宰相张商英也因看此经而

“深信佛乘，留心祖道”。王维、李商隐、白居易、王

安石、苏轼等文人都有看过《维摩诘经》并且都留下

了相关的诗篇，可见《维摩诘经》对中国文化影响之

深、之广。在《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影

响中，言说智慧是巨大的。

《维摩诘经》言说智慧的要点在于：一方面认为

佛法、法相、解脱是不可说的。所以有维摩默然无

言，因此文殊师利会说：“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

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2]另一方面又认为，佛法、

法相等形而上的东西又是可以被言说的，关键在于

采取什么方式说，因为“不说”也是“说”。无论是

“说”还是“沉默”只是一种通达佛道的方便，最终都

要被超越的。

《维摩诘经》与中国思想的关系非常复杂，本文

只拟从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禅宗的宗风和两

宋文人的禅诗等几个方面略谈它们之间的关系，借

以窥见其影响。

一《维摩诘经》的言说智慧与魏晋玄学的“言
意”之辩

《维摩诘经》富有哲理、兼具文采，还能够和老

庄魏晋玄学产生思想共鸣，引起中土的人士、特别

是魏晋文人的关注和兴趣。

鲁迅曾指出，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学士有三本

书：《论语》、《老子》、《维摩》；同时指出，南北朝时期

有学问的人都有三种爱好：吃药、清谈、《维摩经》[3]。

魏晋文人学士对《维摩诘经》的激情和喜爱，无论是

高僧的传记、文学名著，还是《正史》都有记载。何

尚之对宋文帝说：“渡江以来，则王导、周岂页、庾亮、王

濛、谢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谢敷、戴逵、

许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注、孙绰，张玄、

殷岂页，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尽善羽仪，或置情天

人这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归依，厝心崇

信。”[4]可见第一流名士几乎都成为佛教虔诚的信

徒。《世说新语·文学》有支道林为法师，名士许掾为

都讲为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司马昱讲《维摩经》

的记载。《高僧传》卷四也记载着支遁在山阴讲《维

摩经》。郗超、王羲之这对以天师道联姻的妻舅对

《维摩诘经》也很熟悉。[5]郗超在《奉法要》一文里引

用《维摩诘》就有四次。《世说新语·文学》还记载王

羲之接受了支道林讲《维摩诘经》的邀请。

《维摩诘经》能够引起魏晋文人的兴趣，并在一

时成为显学，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原因。

首先，维摩诘的“以在家身份做出家事”的生活

方式与生活态度，非常适合当时文人的心态。名士

们从维摩诘身上找到了论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有

力证据。与此同时，《维摩诘经》提倡的在家修行，

调和了个人的宗教信仰与儒家社会价值观的对立，

佛教信徒在履行佛教教义与尽忠孝的价值观之间

有了很大的回旋空间，不再处于尴尬的境地。这必

然奠定了《维摩诘经》在平民间广泛传播的坚实基

础。

其次，《维摩诘经》本身就有极强的革命精神。

它提出的“非道即是佛道”的理论是当时一个全新

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对“成佛必须是正道”的背

叛。《维摩诘经》的这种变革精神与玄学对经学反叛

的性格一拍即合，促使了《维摩诘经》的迅速传播。

然而在魏晋时期，掀起《维摩诘经》研究的热潮

的主要原因既不是维摩诘与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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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也不是《维摩诘经》与玄学相同的变革精神，

而是在语言问题上的观点一致性。

《维摩诘经》和魏晋玄学都是重义不执言的。

《维摩诘经》中的“语默不二”要说明的不仅是“语”

即是默，更重要的是在佛教真谛与语言文字之间，

真谛更为究竟。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对待语言文字

的态度应该是不执著。维摩诘说：“一切言说不离

是相，至于智者，不着文字，故无所惧。”[6]《维摩诘

经》中的“依义不依语、依法不依人”的主张就表明

在“言意”问题上的态度——重义不执言。

作为对汉代烦琐经学否定的魏晋玄学，肯定不

会重蹈“一经之说，到百余万言”的覆辙，王弼通过

对《周易》的研究，率先提出了“得意忘言”的重意而

不重言的理论。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意

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

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言。……忘象者，乃

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

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虽然王弼在这

里强调了语言文字在表达意义的所起的作用，但是

其真意是要“忘言而得意”，即“义苟在健，何必马

乎？”语言文字在王弼眼里只不过一个走到对面河

岸的桥梁而已，到达目的地之后，就可以把刚刚搭

建的桥拆了。

荀粲、嵇康等与王弼稍有不同，提出了“言不尽

意论。”这类观点认为语言不能穷尽思想。荀粲说：

“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

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

者也。其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7]

话中的“象外之意”和“系表之言”便是“理之微者”，

语言是不能表达的。据说嵇康著有《言不尽意论》

一文，可惜今已不存，虽无从得知其思想全部，但仍

然可知道他的某些基本观点。其基本观点就是言

不尽意。他说：“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夫言非

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

识耳。”[8]“言不可尽论”者也是重言不重义的。嵇康

说：“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9]

尽管“言不尽意论”与“得意忘言论”稍有不同，

但是两者态度还是极为一致，都认为意比言更为根

本。这种主张必然能够与《维摩诘经》引起思想上

的共鸣。玄学家和《维摩诘经》的爱好者们在“重义

不执言”的语言问题上，互相影响，相互发趣，共同

催生了禅宗的诞生。

二《维摩诘经》的言说智慧与南宗禅的宗风
《维摩诘经》是禅宗的三经之一[10]，可见它与禅

宗关系之密切。《维摩诘经》对禅宗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它不仅是禅宗思想的渊源之一，而且还对禅宗

诸多面产生了影响。

首先，维摩诘主张的“在家出家不二”的思想否

定了独善其身的行为，重视社会生活实践，这深深

地促进了禅师们形成注重生活劳作的习惯。中国

的禅师们重视生活劳作，百丈怀海实行的普请制便

是明证。

其次，《维摩诘经》中的多种言说方式，即“语默

不二”的思想进一步促使禅宗随意而任心的多种教

学方式的形成。中国的禅师们对待“语默不二”思

想持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无论是语还是

默，都只是接引学人的手段，其目的都是要达到破

除学人的常规思维，促使学人反观自己的本源心

性。这则师徒对话的公案，用来说明这个问题，最

是恰当了。“僧问：‘如何是佛？’师曰：‘莫向外边

觅。’曰：‘如何是心？’师曰：‘莫向外边寻。’曰：‘如

何是道？’师曰：‘莫向外边讨。’曰：‘如何是禅？’师

曰：‘莫向外边传。’”[11]

其三，《维摩诘经》中的许多典故，变成禅宗公

案，用以接引学人。如：问：“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

杜口于毗耶，未审如何示众？”师曰：“汝不欲我开

谈？”曰：“未晓师机。”师曰：“且退。”问：“如何是无

位真人？”师曰：“这里无安排你处。”[12]

其四，有人把《维摩诘经》当作感应经，认为只

需要抄写，或诵读，就可成佛或消灾。对此大珠慧

海作过批判。他认为，经是不灵验的，如果真有灵

验，不在于经本身而于用心。他说：“经是文字纸墨

一文字，纸墨性空，何处有灵验？灵验者，在持经人

用心，所以神通感物。”[13]

其五，《维摩诘经》禅诗对也产生了影响。增添

了索材，创立了新的意境。如“第一诀。大地山河

泄。维摩才默然。文殊便饶舌。”[14]又如“一二三四

五六七，万仞峰头独足立。骊龙颔下夺明珠，一言

勘破维摩诘。”[15]

最后，《维摩诘经》的“不二法门”思想深深促使

了禅宗“不二”思想的形成。《维摩诘经》最重要的特

点就是不二法门。正如禅师们赞到：“动静不二，真

妄不二，维摩明一切法皆入不二门。”[16]禅师们在此

基础上，也认为体用不二，语默不二等等。大珠慧

海在谈到维摩不以无言，也不言时，他说：“净者本

体也，名者迹用也，从本体起迹用，从迹用归本体。

体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虽殊，不思

议一也……非本非末，非净非名，只示众生本性不

思议解脱。”[17]

黄檗希运弟子问到：净名默然，文殊赞叹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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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入不二法门，这是为什么呢？他便回答说：“不二

法门即你本心也。说与不说，即有起灭。无言说

时，无所显示。故文殊赞叹。云：净名不说，声有断

灭否？师云：语即默，默即语，语默不二。”[18]

在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维摩诘经》的言说智

慧与南宗禅宗风的形成有极大的关系。

在慧能创立“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的法门中，“不立文字”是最重要特色。

不立文字，就是不凭借语言文字来传授教义。慧能

不仅认为佛理跟文字没有关系，而且还认为佛理的

证得也不需要坐禅。他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道在心悟，岂在坐也。”[19]怀让一系与青原一系，在

对待文字上，态度很不相同[20]，可在说“不可说”方面

却极为一致，都认为言说“不可说者”必须采取巧

说。刘泽亮在论文《语默之间：不立文字与不离文

字》中分析了禅宗说“不可说”的言说方式，他把禅

宗的言说方式概括为禅宗的四种：以寓言、重言、卮

言说不可说，以玄言、机锋说不可说，静默无言和以

势示禅。[21]作者认为这四种言说方式的形成受《维

摩诘经》言说方式的深刻影响。这可以从三个方面

说明：

首先，维摩一默与静默无言。维摩无言乃是因

为“不可说者”不能说，说了就不是本来的东西了。

禅师们也认为说不得的东西，不如不说，因为说了，

不就中。怀让说：“古人云：‘说似一物，则不中。’”[22]

正因为如此，黄檗希运在谈到维摩一默时，说：“语

亦说，默亦说。终日说而未尝说。既若如是，但以

默为本。”[23]也正如慧力可昌禅师所说：“十语九中，

不如一默”[24]。

其次，玄言与机锋。维摩诘在言说“不可说”

时，也采用了似是而非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优点就

是把听法者逼进一个死胡同中，调动他的想象和思

辨能力，从而反观自身，达到超越常规思维，使自己

与佛法合一，在彼此的融合中，消除困境，走出死胡

同。禅师们也采取类似维摩诘的言说方式。在实

践中，禅师们创立了大量运用玄言引导弟子参悟的

成功例子。比如曹山本寂曾经也作过一首诗。他

写道：“焰里寒冰结，杨花九月飞。泥牛吼水面，木

马逐风嘶。”这首诗如果按照常规的思维方式，根本

理解不了。火中怎么可能结冰，杨花怎么可能在九

月开，泥牛怎么可能在水中叫，木马怎么可能叫

呢？实际上，禅师们的目的就是割断学人对语言文

字的依赖，从而获得解脱的自由自在的心境。

最后，维摩示疾与以势说禅。维摩示疾原因很

多，但在诸多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示疾更具形象

性，更能让众生明白佛法，让众生反观自身，明白成

佛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心净。正如经云：“心净则国

士净。”禅师们也是为了能够让弟子们明白成佛的

关键在于反观自身的本源心性，于在教学方式上，

不用言说的方式，而是代之以各种动作。“势”有多

种：棒喝，画圆，打地，拳打脚踢，摔东西等等。不同

的禅师采用具体的动作各不一样。比如，临济义玄

接引学人时多用喝，德山宣鉴则喜欢用棒，后人在

评价他们的风格时说：“德山棒如雨点，临济似雷

奔。”[25]德山棒如雨点那般稠密，临济喝则有雷霆万

钧之势。但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其目的均是相同，

突破常规思维，反观自身的本性。“自家宝藏不顾，

抛家散走什么”，一昧地向外追寻，始终都是徒劳。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我们有理由指出禅宗采取

绕路说禅的方式与《维摩诘经》有重要的关系，但是

显然这不是唯一的联系。因为禅宗也受到《楞伽

经》、《法华经》等经典的影响。[26]

三 两宋文人的禅诗与《维摩诘经》的言说智慧
《维摩诘经》在宋代仍然很受欢迎。北宋宰相

张商英因读了此经而向心佛道。此外，还有许多文

人志士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纲、辛弃疾、陆游

等都有读过《维摩诘经》，而且还作过许多与之有关

的诗词。从他们诗中引用《维摩诘经》的典故来看，

引用《维摩诘经》中的故事很多，有天女散花、维摩

示疾、请饭香土、文殊问疾、不二法门等等。但是他

们引用最多、最普遍的就是维摩示疾、维摩一默和

不二法门。撮要例示：

王安石就曾经作过一首《读〈维摩经〉有感》的

诗，其内容为：“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

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27]

苏轼《臂痛谒告作三绝句示四君子》：“公退清

闲如致仕，酒余欢适似还乡。不妨更有安心病，卧

看萦帘一炷香。心有何求遣病安，年来古井不生

澜。只愁戏瓦闲童子，却作泠泠一水看。小阁低窗

卧晏温，了然非默亦非言。维摩示病吾真病，谁识

东坡不二门。”[28]《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卓然精

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灭。方定之时慧在定，定

慧寂照非两法。妙湛总持不动尊，默然真入不二

门。语息则默非对语，此话要将周易论。诸方人人

把雷电，不容细看真头面。欲知妙湛与总持，更问

江东三语掾。”[29]

黄庭坚《今岁官茶极妙而难为赏音者戏作两诗

用前韵》：“乳花翻木宛正眉开，时苦渴羌冲热来。知

味者谁心已许，维摩虽默语如雷。”[30]《维摩诘画赞》：

“维摩无病自灼灸，不二门开休闯首。文殊赞叹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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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人，不如赵州放笤帚。二法门无别路，诸方临水

不敢渡。 子怕沾天女花，花前竹外是谁家。”[31]

辛弃疾的词《汉宫春》（答李兼善提举和章）：

“心似孤僧，更茂林修竹，山上精庐。维摩定自非

病，谁遣文殊。白头自昔，叹相逢、语密情疏。倾盖

处，论心一语，只今还有公无。最喜阳春妙句，被西

风吹堕，金玉铿如。夜来归梦江上，父老欢予。荻

花深处，唤儿童、吹火烹鲈。归去也，绝交何必，更

修山巨源书。”[32]

陆游的《秋晚幽居》：“吴中秋晚气犹和，疾竖其

如此老何？鸟语渐稀人睡美，木阴初薄夕阳多。扫

园日日成幽趣，抚枕时时亦浩歌。车辙久空君勿

叹，文殊自解问维摩。”[33]《戏用方外语示客》：“红粟

青钱一扫空，笊篱行卖学庞翁。身居本地风光里，

愁掷它方世界中。剩欲剧谈明不二，谁能太息赏无

同？踞床一喝君闻否？三日犹应觉耳聋。”[34]

事实上，引用维摩示疾、维摩一默和不二法门典

故的诗词还很多，但是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些诗人对

“维摩示疾”、“维摩沉默”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他

们都认为“示疾”只是方便之举，“沉默”即是“言说”。

然而同是《维摩诘经》，宋代理学的两大领袖朱

熹和陆九渊态度却完全相反。朱熹完全排斥佛教，

对佛教颇有微词。朱熹首先认为佛教思想与中国

固有的儒家文化是相违背的。他说：“佛老之学，不

待深而辩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

名！其它更不消说。”[35]朱子不仅攻击其学说，而且

进行人身攻击。他看见归宗像之后，觉得此像非常

可畏，于是就说：“若不为僧，必作大贼。”[36]在此背景

之下，对待《维摩诘经》态度自然是偏激。朱熹认为

佛教经典除了《四十二章经》是古书之外，其余经典

都是中国文人润色成之。《维摩诘经》也是南北朝萧

子良之徒所撰。[37]陆九渊的学说，被朱熹讥笑为禅

学，从讥笑中，就可以知道，陆学与禅的关系是如此

之紧密。陆九渊对待佛教的态度与朱子截然不

同。陆九渊对佛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并且吸收

佛教思想，来构建他的心学。所以说他心学的主要

观点与禅宗的立论有很多契合之处。[38]自然对待

《维摩诘经》的态度也与朱有所不同。陆子在《与五

顺伯书信》中说到：“某虽不曾看释藏经教，然而《楞

严》、《圆觉》、《维摩经》，则尝见之。”[39]

但是总体说来，在宋代思想界真正产生影响的

经典并不是《维摩诘经》，而是具有伪经之嫌的《楞

严经》和《圆觉经》两部经典。宋代禅僧与士大夫关

于禅学的讨论，通常以这两部经为依据而展开的。

自此以后，《维摩诘经》的影响逐渐减小，问津的人

也逐渐少了。即便如此，《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点我们在发掘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时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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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of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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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Vimalakirti Nirdesa Sutra to China，many people have attempted to translate
and annotate it. Poets such as Wang Wei, Li Shangyin, Bai Juyi, Wang Anshi, and Shu Shi have read it and left some
poems on it. Therefore，we can see the profoundness of its influence upon Chinese culture. Among all its influences,
the influence of its expressing wisdom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s very complicated.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study its infuence by explaining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metaphysics of Wei and Jin dynasty, the style of Zen Buddhism, and the zen poems of South and
North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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