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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论视域中的佛教缘起论研究
!

陈红兵
!

蒋玉智

摘
!

要%佛教缘起论的理论主题是存在论$与西方哲学存在论相比较#佛教缘起论具有

自身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特征$佛教缘起论的存在论内涵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生存境界缘

起,存在的缘起性,缘起整体性三个方面$生存境界缘起是佛教缘起论的主体#它从主体

自身的价值立场,认识思维方式探讨人生痛苦的根源,形成过程和解脱方式-佛教缘起性

空思想则揭示了存在的缘起性#它从存在的关系性,过程性,整体性和无限性消解存在的

实体性观念-缘起整体性是中国佛教对缘起论的发展#它将超越境域与现象世界本身的存

在统一起来#将现象世界看作由无限事物相互关联,相互涵摄,相互映照构成的有机整体$

关键词%佛教-缘起论-存在论

前言%从存在论视域拓展佛教缘起论研究

学术界关于佛教缘起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缘起论的不同历史形态#如六因四缘,缘起

性空,赖耶缘起,六大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等个案研究上#而对佛教缘起论作系统深

入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关于佛教缘起论的理论主题及其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关系#

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方立天教授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从现象论,本体论的角度对

中国佛教缘起论作了系统的研究$其中#现象论阐述的是佛教对宇宙现象的重要看法#属

宇宙论范畴-本体论论述的则是中国佛教关于人类和宇宙万物的本性,本质,根源,根据的

学说$方立天教授是从中国哲学本根论的角度理解佛教本体论的!

-夏金华的)缘起 佛性

成佛*对隋唐佛教缘起论有较系统的论述#认为佛教缘起论的主题是'解释现实经验世界

的生起,性质及其原因(#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或先于经验而独

立存在的原理系统(#两者属于根本不同的学说体系#因而反对从本体论的角度对缘起论

进行研究"

-阿部正雄的)禅与西方思想*从终极层面比较了大乘佛教与西方哲学的最高

范畴!如大乘佛教的'空(,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康德的'应当("

#

#实际上对大乘佛教的

实相论和西方哲学本体论做了比较研究#实相论是大乘佛教缘起论的重要形态$笔者认

为#学术界关于佛教缘起论的研究存在自身的理论局限%将缘起论分为现象论和本体论两

橛#是从西方哲学界定佛教缘起论#不利于对缘起论进行整体把握-而截然划清佛教缘起

论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界限#则不利于佛教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与交流-阿部正雄从终极层

面比较大乘佛教实相论与西方哲学本体论#同样存在以西方哲学本体论框定研究主题的

问题#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佛教缘起论的主题和思想内涵33$因此#佛教缘起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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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研究视域$

笔者主张从存在论的视域对佛教缘起论进行研究$在西方哲学中#存在论与本体论原本是一个概

念!

,*+,6,

N3

"#但近年来#人们开始赋予'存在论(以更广泛的内涵#如将海德格尔关于人自身生存状态

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的思想等被纳入到存在论的范畴$将佛教缘起论纳入到存在论的视

域中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佛教与西方哲学存在论的比较研究#而且能够克服以西方哲学本体论界定佛

教缘起论内涵的局限#有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佛教缘起论的思想内涵$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将认识到#

在佛教中#现象论,本体论统属于缘起论整体#只是在缘起论的不同形态中各有侧重-实相论仅是佛教缘

起论的一个方面#生存境界缘起才是佛教缘起论的基本形态和主体内容$

所谓存在论#'即是关于2存在1的理论#是关于存在是什么以及存在如何存在的理论$(

!存在论实

际上包含'存在是什么(与'存在何以在(两个方面内容$有学者根据西方哲学存在论的发展及表现形

态#将存在论大体'划分为三种可能的典型形态#即从古希腊开始到黑格尔为止的2超越论存在论1#以马

克思为代表的2实践生存论存在论1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2此在!基础"存在论1($其中#'超越论存在

论(注意探寻'超出(经验层面的超越域的存在#并将其作为经验具体事物的存在论依据-'此在存在论(

着眼于人之'此在(的生存状况,生存境遇-'实践生存论存在论(则归求于人之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本

身"

$大体而言#存在论关注的主要是人生存在意义的形上依据,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存境遇的改善

等主题$

从'存在论(探讨的理论主题及其思想内容来看#佛教缘起论也是一种存在论$同时#佛教缘起论在

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不同的理论形态#如业感缘起,缘起性空,赖耶缘起,真如缘起,性具

实相,法界缘起等$佛教缘起论的存在论形态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生存境界缘起,存在的缘起性及缘起整

体性三方面$其中#存在的缘起性偏重于揭示存在的超越性,生存境界缘起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缘起整

体性一方面作为一种超越境域存在#另一方面揭示了现象世界的内在关联$笔者认为#佛教缘起论的三

种形态中#生存境界缘起是佛教存在论的主体内容$从佛教不同形态缘起论关注的思想重心出发#本文

主要从十二因缘说,赖耶缘起,)大乘起信论*'三细六粗(说探讨佛教生存境界缘起思想#结合般若中观

学派的缘起性空思想探讨佛教存在的缘起性观念#结合中国佛教天台宗的'一念三千(说和华严宗的法

界缘起论探讨佛教的缘起整体性思想$

一,生存境界缘起

学术界往往偏重于从'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来阐述佛教缘起论的思想内涵#将佛教缘起论理解

为一般宇宙论$笔者认为#佛教缘起论的主体是生存境界缘起#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这具体体现在#

佛教缘起论的原初形态十二因缘说探讨的是人的生存境遇的产生根源和形成过程#赖耶缘起从八识的

角度对十二因缘说作了具体阐发#之后真如缘起将赖耶缘起的相关内容融入自身思想体系中$因此#可

以说#生存境界缘起是全部佛教缘起论的基本内核$

佛教生存境界缘起主要阐述的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及其生成过程#它包括人生是苦,人生痛苦的根

源,人生痛苦的生成及其内在机制,人生痛苦的解脱方式及途径等内容$

佛教关于人生存在状态的基本判断是'人生是苦($如作为佛教基本教义的四谛说即将'苦谛(作为

其思想出发点#十二因缘说的主题即是探讨人生痛苦的根源,形成过程及其解脱途径$关于人生痛苦#

佛教有'八苦(之说$)中阿含经*卷七中说%'云何苦圣谛& 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

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

#从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活方面揭示了人生的烦恼和痛苦$同时#佛教

还将生死轮回看作生命存在的本质状态#这就从存在论高度突出了人生存在的痛苦状态$

佛教从人的无明,业识,贪欲等方面阐释人生痛苦的根源及其生成过程$如十二因缘说从'无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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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十二个环节,赖耶缘起从八识的造作及其相互

关联,)大乘起信论*以'三细六粗(阐明人生痛苦的根源及其生成过程$从一般的哲学范畴理解#佛教所

说的'无明(主要是指将自我及其他现象事物理解为实体性存在的认识思维方式#通常我们称之为自我

中心的价值立场,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而'贪欲(则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物质

主义价值观$这方面内容#)大乘起信论*'三细六粗说(的阐述较为成熟$所谓'三细(#'一者无明业相$

以依不觉故心动#说名为业33二者能见相$以依动故能见33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见故境界妄现$(

所谓'六粗(#'一者智相$依于境界#心起分别爱与不爱故$二者相续相$依于智故生其苦乐#觉心起念

相应不断故$三者执取相$依于相续缘念境界#住持苦乐#心起着故$四者计名字相$依于妄执#分别

假名言相故$五者起业相$依于名字#寻名取着#造种种业故$六者业系苦相$以依业受果不自在

故$(

!其中#所谓'无明(是指没有智慧#不明了佛教揭示的宇宙人生的真谛#体现的是自我中心的价值

立场$能见相,境界相则体现为主客二分的对象性认识思维方式$主体从自我中心价值立场和主客二

分对象性思维方式出发#贪爱,执著#形成种种思想观念#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最终将自身陷入痛苦的

境地不能自拔$可以看出#佛教不是从具体的社会制度,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万物之间的关系角度探

讨人生痛苦的根源#而是从主体自身思想行为背后的贪欲,对象性思维方式,自我中心的立场剖析人与

环境万物关系的本质#揭示人生痛苦的内在根源$

赖耶缘起不仅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揭示人生痛苦的生成#而且还从种子与现行之间相互熏习的关系

揭示人生痛苦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唯识学认为#阿赖耶识含藏一切诸法的种子$种子分为有漏和无

漏两种$有漏种子又分为业种子和名言种子$其中#业种子偏重于指人的行为习气#名言种子偏重于指

人的思想观念$种子熏习说以'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和'种子生种子(阐释八识之间的关系以及

生存境界生起的方式和过程$其中#所谓'种子生现行(即第八识摄藏的种子在众缘和合的条件下生起

现行#变现前七识的见分,相分#通过前七识的虚妄分别变现出各种生存境界#即产生相应的思想行为活

动-所谓'现行熏种子(即前七识的思想行为活动反过来熏习第八识已有种子令其增长或产生新的种子-

所谓'种子生种子(即第八识中前念种子生后念种子#自类相续#实际上指的是人的精神现象的自组织运

化$如是#种子生种子,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循环往复#不断增益$唯识学种子与现行关系的思想

实际上揭示了人的思想行为活动与内在物质欲求及思想观念相互作用的关系%现前的思想行为活动总

是在一定物质欲求和思想观念的支配下进行的#而现实的思想行为活动反过来又会强化主体已有的习

气和观念#产生新的习气和观念$佛教认为#人们若坚持自我中心价值立场#从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

方式出发进行认识实践活动#必然会促使思想观念和思想行为活动陷入恶性循环#越来越背离人的本性

和本真的生活方式#陷于痛苦之中难以自拔$

佛教对人生痛苦根源及其生成过程的追索#本质上是为解脱人生烦恼痛苦服务的$由于佛教是从

主体自身认识思维方式,思想观念揭示人生痛苦根源#因此#在人生痛苦的解脱方式和途径上#佛教强调

的也是主体内在的精神超越$如十二因缘说本身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从'无明(到'老死苦(顺说#阐

述的是众生生老病死痛苦形成的根源和过程-而从'老死苦(的解脱向'无明(的逆说缘起#追索的则是解

脱人生痛苦的根本和途径$关于人生痛苦解脱方式#佛教一方面强调持戒,禅定#克制,净化内在的贪

欲#另一方面强调通过般若智慧#领悟,超越自我中心的价值立场及对象性认识思维方式#以超越业报轮

回的系缚$

佛教生存境界缘起思想相对于西方存在论而言具有自身的思想特征$佛教生存境界缘起本质上是

一种生存论#大体上相当于海德格尔前期哲学的'此在存在论(#关注的主要是人的生存状况,生存境遇

及其改善$海德格尔要超越的人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异化,沉沦状态$所谓沉沦#是指人生活在一定的生

活环境中#必然会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社会舆论,法令法规,文化传统,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的约束#为

常人生活所同化$而其所理解的本真存在则是人!此在"与世界本然的浑然一体的存在状态#是此在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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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世界和他人制约而任自己自由选择,创造和谋划的状态$海德格尔将'烦(视作此在在世的本来状态#

主张此在面对这种状态#不是逃避而沦落到常人状态#而是保持自身独立性,创造性!

$生存境界缘起

与此在存在论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否定性判断和对本真生存状态的追求上#在否定主客对立认识思维

方式#将本真状态理解为人与世界浑然一体的认识方面#存在共同点$但同时两者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

的%其一#佛教主要从主体内在探讨人生痛苦烦恼的根源#将自我中心价值立场,对象性认识思维方式和

物欲视作人生烦恼痛苦的罪魁祸首$海德格尔则关注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消极影响$其二#佛教关注

的主要是内在的精神解脱#其所理解的解脱主要是一种消解自我中心,主客二元对立的精神状态#而对

现实社会人生则缺少相应的诉求$海德格尔则关注此在在世的选择,创造和谋划#追求的是一种面对烦

恼人生的自由,勇气和创造性#体现了西方现代文化肯定个体存在价值的观念$第三#在恢复人的本真

状态的途径方面#佛教强调克制欲望,净化身心#克服对象性认识思维方式,自我中心价值立场对于精神

解脱的意义$海德格尔则强调畏死,良心对主体回归本真状态的提醒作用$

二,存在的缘起性

存在的缘起性突出现象事物存在的关系性,过程性,整体性及无限性#本身是对关于存在实体性理

解的否定#指向的是对人生烦恼痛苦状态的超越$

关于存在的缘起性#般若中观学派缘起性空思想的阐述最有代表性$般若中观学派的缘起性空思

想主要是针对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自性说(形成的$缘起性空思想主要包括对实体性观念的消解#存

在的关系性,过程性,整体性和无限性#缘起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等方面内涵$

缘起性空思想对实体性观念的消解$般若中观学派缘起性空思想是在批判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

'自性说(过程中产生的$说一切有部在对'法(进行分析,组织时#肯定一切法实有#认为一切法是具有

恒常自性的存在$如)阿毗昙心论*中说%'诸法离他性#各自住己性#故说一切法#自性定所摄$(

"肯定

诸法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实体性$般若中观学派对'自性说(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八不缘起(和'缘起性

空(两方面$'八不缘起(即)中论.观因缘品*中所说的'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

不出($龙树从'八不(阐发中道缘起的内涵#本质上是遮遣关于缘起有自性的观念#以阐明一切现象从

缘起而生的实相-'缘起性空(则将'性空(与'缘起(联系起来#强调'性空(并不是空无所有#而是指自性

空#即否定因缘所生法有实存的自性$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现象均是因缘和合!即关系,条件"的产物#本

身并不存在不变的实体$针对有部的自性观念#)中论*批判说%'众缘中有性#是事则不然$性从众缘

出#即名为作法$(

#

'若法实有性#后则不应异$(

$认为承认自性的存在#就不能说从众缘生#就无法说明

法的变异$

佛教实际上从关系性,过程性,整体性和无限性四方面阐述了存在的缘起性内涵$从十二因缘的角

度言#关系性主要是指人生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后来也泛指事物现象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涵摄,相互映

照的关系-因果关联的前后相继性本身也体现了存在的过程性-存在的整体性及无限性则体现在大乘佛

教以实相说揭示缘起存在状态的超越性上$缘起实相也即涅?境界%'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无生亦

无灭#寂灭如涅?$(

%实相,涅?等也具有存在论意义#是对现象世界的超越$不过#印度大乘佛教主要

关注的是寂灭的精神境界#对缘起本身的存在状态没有多少兴趣$中国宗派佛学如天台,华严则关注现

象世界本身事物之间,事物与存在整体之间相互涵摄,相互映照的关系#因而对于存在的整体性,无限性

有较直接的表述$缘起的无限性是与整体性相互关联的#佛教中所说的'整体性(并不是静态的,有限的

整体#本身即是一种无限$这种无限从现象事物的存在本性而言#体现为一种不可言说性#一种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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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兵 等%存在论视域中的佛教缘起论研究

般若中观学派又通过'假名(思想将存在的缘起性与存在的个体性统一起来$存在的缘起性思想主

要是针对实体性观念阐述的#这就从一定意义上否定了个体性存在的价值#但是#般若中观学派又通过

'假名(思想吸收融合了部派佛教法相分析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存在的缘起性与个体性统一起来$

有部佛学将一切存在现象划分为'二有(,'五有($)般若经*在有部佛学关于'有(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

'三假(的范畴$'三假(的分类大体上与'二有(,'五有(相当#所不同的是#)般若类*否定了有部诸法实

有的观念#而认为现象事物虚妄不实$般若中观学派的'假名(思想则是对般若类经典相关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假名(思想一方面否定了诸法实有的观念#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假名(的存在$也就是说#缘起

法虽然没有自性#但是它作为和合而生的相用却是存在的!

$'假名(对缘起和合而成的相用的肯定#从

一定意义上肯定了现象事物的存在及其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存在的缘起性与个体性统一了起来$

佛教的存在缘起性思想就其思想主题而言#追求的是对现实生存状态及现象世界的超越#大体上相

当于西方存在论中的'超越论存在论(#其关于涅?实相的阐述与超越论存在论也存在共同点$不过#佛

教的存在缘起性思想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西方'超越存在论(主要是一种本

质主义的存在论#而佛教缘起性空思想则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超越论$本质主义存在论在现象世界之

外设立一个超越的本质世界作为现象世界存在的根据$佛教缘起性空思想则否定现象事物有自身不变

的'自性(#其对超越境界的追求是通过认识现象事物本身的缘起性实现的$也就是说#既然现象事物本

身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时刻处于迁流变化当中#因此我们不应执著于自身及环境事物的实体性观念#而

应对现实人生保持一种宁静和宽容的心态$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差别从其根本上说是一种认识思

维方式的差别$本质主义是建立在实体性思维基础上的#反本质主义体现的则是一种关系性,过程性,

整体性的思维$

佛教的存在缘起性思想与当代西方出现的关系性思维也存在着内在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西方

关系性思维并没有导向对实体性思维的彻底消解#而试图将存在的关系性,过程性,整体性与存在的个

体性统一起来$如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家斯普瑞特奈克!

HMa

L

&)+*;'

"肯定存在是一种'动态的关系的系

统(#但又非常关注个体,自主性,多样性的存在价值#并试图在其本体论当中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其

所建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本体论(是一个'建立在动态基础上#建立在得到承认的部分知识基础上#同

时建立在对具体化的和嵌入整体的存在的复杂性的敬畏基础上的本体论(

"

$而佛教缘起性空思想虽

然也通过'假名(思想肯定现象事物的存在及作用#但又非常强调这种存在的暂时性,权且性$西方关系

性存在论是建立在肯定现象世界存在价值,肯定现实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的#而佛教缘起性空思

想所突出的存在的缘起性#主要是为实现对现象世界的超越服务的#对现象事物之间的具体关系本身并

没有多少兴趣$

三,缘起整体性

所谓'缘起整体性(主要是指中国佛教将现象世界视作相互关联,相互涵摄的有机整体的存在论#是

中国佛教对缘起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之所以使用'缘起整体性(这一概念#是受到洪修平教授'缘起总

体性(概念的启发$他在论述天台'一念三千(的缘起思想时说%'2一念三千133是从2观心1法门的角

度来谈的$空,假,中首先即于一念心起的缘起总体性#唯有基于对缘起总体性的观照#才能证悟到空,

假,中三谛的圆融#而对缘起总体性的敞开#智靑是通过2十如是1,2十法界1,2三种世间1互具而成的2三

千1来表征的$(

#印度佛教从否定人生价值的观念出发#在对现象世界的认识上#往往强调现象世界存

在的虚幻性#因此#虽然肯定缘起是现象世界的存在方式#但对缘起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充分的关注#也较

少具体阐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传统儒道思想文化肯定现实人生价值,肯定现象世界存在观念的影

响#佛教缘起论也相应地关注现象世界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具有中国思想特色的缘起论$其中#天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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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三千(说,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关于缘起整体性的阐述最有代表性$

关于'一念三千(#)摩诃止观*中说%'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

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

!意思是说#众生的一

念无明心具足六凡四圣'十法界(#十法界相互含摄#而为'百界(#每一法界各具相,性,体,力,作,因,缘,

果,报,本末究竟'十如是(#由是#百界而成'千如(#千如又与五阴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三世间(相

结合#而成'三千世间($天台宗以'性具(阐明'一念(与'三千(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念(与'三千(之间#

既不是横向的包含关系#也不是纵向的生成关系#而是'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的相即关系#实际上强

调的是'一念心(与'三千世间(之间存在本然的整体性关联$在天台宗看来#不仅一念心具三千世间#而

且任举一物#皆具三千性相$因此#从存在论意义上说#'一念三千(实际上从具体事物的角度揭示了现

象事物与存在整体之间相即互融的有机整体性联系$

华严宗法界缘起论在)大乘起信论*真如随缘生起生灭现象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现象世界

的存在本性及存在方式$华严宗法界缘起思想在'四法界(说中有较集中的体现$四法界是指事法界,

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一事法界#界是分义#一一差别#有分齐故$二理法界#界是性

义#无尽事法#同一性故$三理事无碍法界#具性,分义#性,分无碍故$四事事无碍法界#一切分齐事法#

一一如性融通#重重无尽故$(

"

'事法界(是指千差万别的现象事物#突出的是事法之间的分界,差别-

'理法界(是指千差万别事法的共同本性#即空性理体-'理事无碍法界(是说事与理相互依存,融通无碍$

理是事的性体#事是理的显现-'事事无碍法界(是建立在'理事无碍(基础上的$正是因为一切事法均是

同一性体的显现#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因此#千差万别的事法之间也就相即相入,融通无碍了$在华严

宗四法界思想中#最能体现华严宗思想特质的是事事无碍法界$除四法界说外#华严宗还从'六相圆融(

和'十玄门(具体阐发'事事无碍法界(的内涵$其中#'六相圆融(主要揭示的是整体与局部之间对立统

一的关系#它一方面强调整体是由各要素有机结合的统一整体#另一方面肯定构成整体的各要素具有自

身的相对独立性$'十玄门(则将整个世界看作由无限事物相互关联,相互涵摄,相互映照构成的有机统

一整体$就具体事物而言#一方面#每一事物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每一具体事物均涵摄其

他所有事物及存在整体#同时#每一具体事物又涵摄于其他所有事物及存在整体当中$华严宗关于现象

世界存在本性及存在方式的认识#体现了对存在整体的智慧洞观$

华严宗法界缘起论与天台宗'一念三千(缘起思想相比较#两者在阐明现象事物与存在整体之间的

有机联系方面存在共同点#均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全息整体观念$不同的是#天台宗突出众生心在'事造

三千(中的能动作用和现象世界存在的动态性特征#华严宗则偏重于强调法界缘起总体的整体性,圆满

性#以及现象事物之间相互涵摄,相互映照的静态关联$

中国佛教缘起整体性思想具有不同于印度佛教缘起论的思想内涵和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其一#中

国佛教缘起论对现象世界存在方式的强调#如天台宗对现象事物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

等的关注#华严宗对事事无碍法界的突出等#体现了中国佛教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人文精神$其二#中

国佛教缘起整体性思想是对印度佛教实相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印度佛教实相思想偏重于揭示现象事物

的真如理体#在理论主题上偏重于存在的本性$而缘起整体性思想则强调真如理体与现象世界的相即

互入#华严宗更进而从理事无碍阐发事事无碍#将理论主题转移到现象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上$其三#

由于关注现象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缘起整体性思想突出了)华严经*的海印三昧思想#阐发了现象事物

与缘起整体性之间相互关联的全息整体性思想$

佛教缘起整体性思想在理论主题上大体对应于西方超越论存在论#两者描述的都是超越的存在境

域#所不同的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超越论存在论将超越境域与现象世界对立起来#而中国佛教缘起整

体性思想则将现象世界的存在纳入到超越境域中透视#将超越境域看作现象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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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兵 等%存在论视域中的佛教缘起论研究

象世界本身的整体性存在#现象事物与存在整体之间的全息关联视作超越境域本身#肯定通过对现象世

界本身的存在本性,存在方式的洞观#即能实现精神的超越$此外#西方哲学存在论一般关注具体事物

以及事物之间的现实关联#而佛教缘起整体性突出的则是整体性存在#或具体事物与存在整体的关联#

对个体存在,事物之间的具体联系,系统整体具体的存在方式及其演化过程则没有多大的兴趣$

总体而言#佛教缘起论主要是一种宗教哲学存在论#由于关注的主要是人的精神超越#因而它对应

于西方哲学存在论的三种形态的主要有此在存在论和超越论存在论#而不存在关注现实社会实践的'实

践生存论存在论(形态-在超越论存在论方面#佛教缘起论是建立在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因而

并没有像西方哲学一样将超越境域看作现象世界之外的独立存在#如印度佛教强调通过体悟现象世界

存在的缘起性空实现精神超越#中国佛教将超越境域视作真如理体与现象世界的相即互融#乃至视作现

象世界本身的整体性关联或存在方式-在此在存在论方面#佛教缘起论主要从主体自身价值立场,思维

方式阐明主体生存境遇产生的根源,过程及转化#而没有像海德格尔论及社会文化对人的消极影响$同

时#海德格尔从西方文化注重个体存在价值,个体自由的观念出发#从面对烦恼人生的独立,自由和创造阐

释人的本真状态#佛教缘起论则突出对自我中心价值立场的消解#追求人与存在混融一体的涅?境界$

从存在论视域深入系统研究佛教缘起论本身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如国内外学术界在探讨佛教

缘起论的生态意蕴时#往往偏重于强调)华严经*或华严宗法界缘起论的有机整体论观念与当代生态世

界观的一致性#并没有全面准确把握佛教缘起论的内涵及其生态意义$实际上#佛教缘起论中生存境界

缘起思想对人生痛苦根源,形成过程的反思#有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反思当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思想根

源#认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主客对立的认识思维方式在生态环境危机形成过程中的消极作用-而

存在的缘起性思想对于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主客二分认识思维方式#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协调人与环境关系同样具有启迪意义$相比较而言#这方面内容才是佛教缘起论生态意义的根本

方面#更能体现佛教生态思想的特色$本文对佛教缘起论的主要形态及其基本内涵做了简要探讨#关于

佛教缘起论及其现实意义的许多内容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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