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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圓明居士語錄》看清世宗
的性空思想

郭倩夢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清世宗雍正皇帝（1678–1735）自幼喜讀佛典，廣交僧伽，自

號「圓明居士」、「破塵居士」。他深通禪宗心法，於康熙五十一年

（1712）在章嘉呼圖克圖（1642–1715）的指導下閉關參禪而得透禪

門「三關」，終得契入宗門妙旨。世宗在繼位後期更是親自著書立

言，《圓明居士語錄》是他親自編選的《御選語錄》中的一卷，其中

記載了他自己關於禪宗心法的體悟以及他與其他居士日常之公案妙

語。世宗以人王兼法王之力匡扶宗門，破見聞覺知之障礙、了色空

無礙之道妙，直至無餘清淨、究竟涅槃。

關鍵詞：	清世宗　語錄體　性空思想　《圓明居士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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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達摩不輕許梁武帝，黃檗希運三掌喝唐宣宗，而清世宗

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唯一一位能親參實悟、直破三關的帝王，兼

人王、法王於一身。清世宗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禛是聖祖康熙帝

（1654–1722）第四子，清朝入關後的第三位皇帝。他在位雖然僅短

短十三年（1722–1735），但此期間，他勵精圖治、朝乾夕惕，大刀

闊斧地革除弊政，也正是因為其政治鐵腕和文化集權而多招文人非

議。繼位之初他便從宗室入手整頓吏治、肅清貪污，力圖匡正康熙

晚期因聖祖寬大為懷而留下的種種弊病，十三年間國庫充盈、海晏

河清，為乾隆盛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世宗的勤政程度常人難以想

象，僅其親手硃批的諭旨便有三百六十卷、近兩千萬字之多，真正

做到了他自己所說的「夙夜匪懈，宵旰憂勤」。

撇開早年九龍奪嫡時為了表現自己置身事外、清心寡欲的需求

和登基後的政治舉措及拉攏民心的意圖，世宗對於禪門心脈的把握

是極高的。從其御製的一系列佛教文章中不難看出他對禪宗思想的

理解絕非淺嘗輒止、紙上談兵，而是從實修證悟中得來的。

十三年間世宗是清中期佛教文化的直接參與者與掌權者，他頒

布的一系列宗教文化舉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代佛教、尤其是

禪宗的發展。歷來對世宗佛教思想的評價主要集中在政治層面，認

為佛教不過是其拉攏人心的政治手段，本文希望通過分析《圓明居

士語錄》中所體現的世宗之性空思想，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世宗首

先作為一個「人」本身的參禪經歷和悟道體驗，進而觸摸到其生命

脈絡。

一、禪宗語錄綜述

（一）語錄體之概念

「語錄」一詞作為一種文體最早存目可見於《舊唐書．經籍

志》，1但諸多學者，如郭預衡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長

1 《舊唐書．經籍志上》載：「《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參劉昫等：《舊唐書》（北
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四十六，頁 1995。

編》中就將《論語》視為語錄體之萌芽，2而顧頡剛先生在其《中國

上古史研究講義》中則認為《論語》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私家著述。3

對語錄體文體之具體緣起有待進一步考察，但基於上述諸方觀點可

知，語錄體原是常用於弟子門人記錄先生日常言行的一種文體，言

辭近乎口語，精要通俗且不重文采，也不講究行文內容上的關聯。

經後期多方位發展的語錄體從文本內容和創作群體的不同，大

致可分為先秦諸子語錄、唐以來的禪宗語錄和宋代儒家承襲孔子言教

的論學語錄三大類。這三類語錄體文本大體上都是以碎片化而精簡的

言語模式記錄了大德前賢之言教，具有言簡意賅且點到為止的特點。

本文討論的《圓明居士語錄》正是禪宗語錄範疇下的這類文體。

（二）禪宗語錄體

佛教自「漢明感夢」傳入中國以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

面相互交流、融合，並產生了很大影響。禪宗則以靈山會上拈花微

笑這一公案為其法門開端，據《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

爾時如來，坐此寶座，受此蓮華，無說無言，但拈蓮

華，入大會中。八萬四千人天，時大眾皆止默然。於時長

老摩訶迦葉，見佛拈華示眾佛事，即今廓然，破顏微笑。

佛即告言：「是也。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

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總持任持，凡夫成佛，

第一義諦，今方付屬摩訶迦葉。」4

自迦葉、阿難等傳至二十七代，而有菩提達摩（?–536）為西天禪宗

二十八祖，也是中國禪宗之初祖。

漢地禪宗自菩提達摩東來就倡導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的宗門意

2 郭預衡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頁 312。

3 顧頡剛：《中國上古文學史研究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 4。
4 《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之〈拈華品第二〉，頁 326a，《新編卍續藏經》第 87冊（臺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頁 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