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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內容（前言、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

建議）） 

 

（1）前言/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心」在中國思想傳統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站在瞭解中國「心」思

想發展的角度下，若希望對中國思想史中重要的思想體系分別探究「心」相關議

題，佛學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區塊。而佛學中影響範圍廣大的禪宗裡極為重要的《六

祖壇經》，在關於「心」這個議題的探討中，顯然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標的。在《六

祖壇經》的研究論著中，「心」的確也是一個不可避免會被提到的內容，所以，

對於《六祖壇經》的研究而言，這或許不算是一個新討論標的。然而，雖然既有

的研究中常涉及心，但是即使是針對心所做的討論，也有可能因為以較廣泛的角

度論述1，或者因為採取不同的著重脈絡2，而使得從本研究所關心的角度來說，

仍有某些焦點須進行詳細地探討，以期較為完整地理解《六祖壇經》中「心」思

想的內容，以及較適於運用在可能的比較研究視野中進行理解。 

基於以上的目的，所以在研究方法上，雖然本研究希望能對《壇經》的「心」

思想進行一個盡可能完整的探討，但是並不打算採取分別細項去擬建思想架構的

研究的方式，而是直接針對比較研究視野下可能關心的問題進行探討。其中除了

首先對於《壇經》中關於「心」的文獻（包含論「心」或與「心」密切相關但不

含「心」字的文獻）做全面的瞭解以推敲「心」字意涵涵攝的範圍以外，其他的

部分將針對較容易產生疑問或構成其「心」思想特色的相關問題進行分析探討，

其中包括在一切皆為緣起的佛學理論中真常心或妄心之可能性問題、「心」的理

解對於工夫方面的可能影響…等等。如此的做法，對於跨家派的「心」思想視野

背景中優先釐清《六祖壇經》「心」思想之特色及其最重要議題，較有具體之幫

助，且對於瞭解其思想架構之重要部分，也有所助益。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還必須考量的一點是文獻版本的問題。《六祖壇經》現

行流通本所依據的是宗寶本，而年代較早的是敦煌出土本（又區分為敦煌本和敦

博本），這兩個現在最主要的版本間，有著不少差異。此等文獻上傳抄的差異，

某些部分影響了《壇經》義理的判讀。而實際上，作者與成書過程的不確定性，

更是一個比版本傳抄更根源的問題。然而，就本研究所希望達到的目的來說，這

些因素並不會構成太大的困擾。因為本研究的重點並不是在還原當時禪宗的面

貌，也不是耙梳禪宗發展歷史或研究禪宗在當時的影響，而是從《六祖壇經》在

思想文化發展過程中較為被廣泛知曉的論述裡，去探究這些在禪宗裡被認為具有

                                                 
1 例如上田義文《大乘佛教思想》（台北：東大，2002）一書中有專章論「心」，討論範圍跨多個

宗派。 
2 例如鄧克銘〈禪宗之「無心」的意義及其理論基礎〉（《漢學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2007 年 6
月，頁 161-188），是以「禪宗」為關注的線路，涉及禪宗的重要經典（《般若經》、《楞伽經》、《大

乘起信論》等）及歷代禪師文獻，且針對「無心」（包含沒有運用「無心」這個詞但意思相同者）

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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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度重要性的文獻中關於「心」的思想觀念，並作為後續擴大範圍進一步發

掘「心」思想之異同的基礎。因此，依據年代較早的敦煌本，並在避開明顯出於

他人之手（變數較多）而可能無法直接反映慧能或《六祖壇經》核心思想的部分

之後3，選用被視為可反映其思想的文獻，並參照通行本相關文獻，便可作為討

論的依據。其中若是涉及因版本差異造成詮解義理內容產生重大差異的關鍵文

獻，代表了對於慧能思想的不同理解，恰可在所討論的議題之下作為一個深化與

併陳探討的內容，以呈現關於「心」的見解之同與不同。至於差異中的哪一個細

節代表真正的慧能思想，在本研究中並不是最重要的考量。 

 

（2）結果與討論 

 

禪宗強調直指人心、明心見性，在各項論述中，「心」實居於理論的核心地

位。身為禪宗開宗立基最重要的人物六祖慧能（638-713），在反映其思想的禪宗

重要典籍《六祖壇經》中關於「心」的討論，也是其中最重要的議題。從敦煌寫

本《壇經》的觀察中，可以看到「心」在其中被著重討論。而且，亦可發現圍繞

著「心」或說與「心」有所關聯的「性」、「念」、「意」等等議題，在《六祖壇經》

中是重要的議題，構成一個「心」議題之論述群組4。 

經過文獻的觀察可以發現，雖然平常理解的禪宗，強調的是直指人之「本

心」，但是《壇經》中「性」的重要性，未必低於「心」。雖然這的確也牽涉到版

本與校勘的問題，而背後更還牽涉到後人對於義理理解的差異，致使校訂時可能

造成系統性改動，但這仍是一個值得留意的問題。因為縱然此項因素造成了字數

多寡的變動，或是造成不同版本間義理內容的差異呈現，但相關的現象也足以顯

示「性」這個可能關聯到整個義理結構的問題，在《六祖壇經》中應屬於一個重

要議題
5
。除此之外，一些可能連結到「心」思想比較研究的議題，也納入了本

研究的討論，以便在後續的研究中做進一步的處理。 

                                                 
3 不論是敦煌本或是通行本《六祖壇經》內容，都大致可分為主體（大梵寺開法的記錄，包含生

平簡述與佛法開示）與附錄（平時與弟子的問答、臨終囑咐、臨終與身後的情形等等弟子增補資

料）兩部分，一般認為主體部分可代表慧能思想，惟其中有些文字在不同版本間仍有所差異。 
4 以敦煌本《壇經》來看，總數約一萬四、五千字左右，依鈴木大拙的分法區分為五十七節。在

此之中，「心」出現約一百五十多次（其中含「本心」約 8 次，「凈心」約 5 次，「直心」約 5 次），

「性」字出現約一百三十多次（其中含「本性」約 18 次，「佛性」約 5 次，「自性」約 49 次，「見

性」約 14 次）、「念」字出現約一百零幾次（其中含「無念」約 14 次）、「意」字出現約三十次。

另外，與「心」對於世界的理解，或「心」的境界有關，而且在壇經中多所強調的「無相」，出

現約 17 次。而「性」、「念」、「意」、「無相」等論述在為數不少的段落中被整合在一起同時談到。  
5例如五祖要眾僧呈自本心看是否「識心見性」時，神秀和六祖慧能之間「心如明鏡臺」和「本

來無一物」的差異問題，因為不同版本間慧能語句「本來無一物」（通行本/宗寶本）或「佛性常

清靜」（敦煌本）的差異，而產生一些討論空間。例如郭朋認為，「慧能「得法偈」中這最關鍵的

一句，在以後各本的《壇經》裡，由惠昕本帶頭（契嵩本、宗寶本因之），把它竄改成了「本來

無一物」。……這句偈語的首竄者先把般若「性空」誤解為「本無」，再以「本無」來竄改「佛性」。……
把「佛性常清淨」改為「本來無一物」，不僅有背於「佛性」論，而且也不符合般若思想。……
「佛性」論者終究是不會像《般若》「性空」論那樣「空」其一切的（更不會像「本無」論者那

樣認為什麼都沒有）。」（郭朋《壇經校釋》，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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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成果的一部份，將先撰寫於一篇關於《六祖壇經》「心」思想的論文

中，內容大綱大致如下： 

 

一、前言 

二、《六祖壇經》中「心」之意涵範圍 

1) 心之虛妄非實？ 

2) 心含萬物？ 

三、心與真如、涅槃等關係之討論 

1)心與真如  

2)心與涅槃 

四、本來無一物 vs 佛性本清淨 以及心性關係之討論 

五、知道本心與脫離生死苦海之關係 

六、一切緣起觀念下他人的意義 

七、有念無念與工夫議題 

八、結論 

 

 

二、參考文獻（若有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著作、專利、技術報告、或學生畢業論

文等，請在參考文獻內註明之，俾可供進一步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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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 0 1 100%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2 2 100%  
博士生 1 1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無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執行內容符合計畫原訂內容，亦達成預期研究目標之大部分。研究成果將書寫至少

一篇論文投稿於期刊發表，部分用於後續之比較研究中。本研究主要的價值在於對思想史

重要經典《六祖壇經》的「心」進行聚焦性的研究，使此部分的研究成果更為完整深入。

在發展性上，本研究屬於中國「心」思想史研究的一個部分，可做為進一步擴大範圍研究

的基礎，以便進行比較研究，以及勾勒「心」論題之面貌，貫串「心」思想發展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