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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天文学宇宙观念的传播与中国近代华严哲学

西方天文学宇宙观念的传播与中国近代华严哲学 *

姚彬彬 ⊙

内容提要：	 	19 世纪中叶前后，由明代西方传教士所输入的以地球为中心的“九重天”及“十二重

天”之天文学宇宙观念渐被日益普及的哥白尼之“日心说”所取代，近代维新思想家

群体中若康有为、杨文会、谭嗣同等利用主张“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佛教华严哲

学作为接引和消化“日心说”宇宙观念的中介理论，康有为早年通过接触天文学感悟

到宇宙之浩瀚无尽，并以之印证于佛教华严宗之说，最终由“大小齐同”而得出“世

界大同”的思想。杨文会与其弟子谭嗣同则将天文学与华严哲学杂糅为一体，代表了

近代文化新旧交融的思想特质。

关	 键	 词：	 	天文学 宇宙观念 华严宗 维新派

作者简介：	 	姚彬彬，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晚 清 民 初 之 际， 宋 明 以 来 本 已 渐 趋 衰 微 的 佛 学， 在 文 化 思 想 界 中 异 军 突 起， 呈 现 出 复 兴

之势。正如当时的学者张相所观察的：“清代之季，物极而变，识微之士，张皇幼眇，咸以群

治 之 弗 整， 由 于 教 旨 之 弗 昌 …… 十 年 以 来， 手 梵 文， 口 大 乘 者 蜂 起， 彬 彬 雅 雅， 不 懈 益 奋，

盖学术风气又将一变矣。”A 需要注意的是，近现代中国佛学之复兴，往往并非在传统的宗派

信 仰 意 义 上， 而 更 多 是 在 思 想 文 化 意 上。 当 时 的“ 先 进 知 识 分 子 ” 们 对 于 佛 学 的 选 择， 更 多

是 因 为 佛 学 中 的 一 些 学 说 在 形 态 上 颇 为 类 似 于 正 在 大 举 输 入 中 的 西 方 新 思 潮。 无 论 当 时 的 佛

学， 还 是 与 之 类 似 的 诸 子 学 等 方 面 的 发 展， 都 与 西 学 东 渐 的 时 代 文 化 背 景 密 切 相 关。 岛 田 虔

次 指 出， 在 当 时“ 打 破 了 二 千 年 来 儒 教 独 尊 的 诸 子 学、 佛 教 乃 至 其 他 东 西 一 齐 出 现 在 了 历 史

舞台上。这正是以堂皇的阵容和传统自负的中国之‘学’，在攻进来的欧洲学术、思想面前不

愿 屈 服， 动 员 和 集 结 了 所 有 能 够 动 员 的‘ 学 术 ’ 部 队， 试 图 进 行 的 彻 底 抵 抗 和 最 后 决 战， 实

乃一个壮观而豪华场面。”B 颇为形象地道出了当时佛学整体上的思想特质。

梁 启 超 在《 清 代 学 术 概 论 》 中 说：“ 晚 清 所 谓 新 学 家 者， 殆 无 一 不 与 佛 学 有 关 系， 而 凡

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C 此所谓“文会”即有近代佛学“复兴之父”D 之称的杨文会居

士（1837 — 1911），杨文会早年在曾国藩幕府时期已颇关注西方科学技术，尤擅工程营造之

术， 中 年 以 后 则 专 注 于 佛 学， 维 新 派 思 想 家 谭 嗣 同 即 杨 文 会 弟 子， 谓 其“ 佛 学、 西 学， 海 内

有名。”E 杨文会于佛学以华严学为归依，谭嗣同正是他华严学的继承者。在杨文会的佛学影

响 下， 谭 嗣 同 汲 取 华 严 义 理 而 撰 成《 仁 学 》， 成 近 代 思 想 界 之 重 要 著 作。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华 严 学 在 维 新 派 思 想 家 中 的 影 响， 有 一 定 普 遍 性， 根 据 梁 启 超 的 介 绍 和 后 人 的 研 究， 康 有 为

的《大同书》亦与华严学有直接关系，他旨在“否定个体的存在，而将之包摄在全体之中”，

“说明这样的一大同世界，以佛教的华严思想来说明一切。视孔子的理想世界与华严法界是同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宗教学术史研究”（批准号 14JZD03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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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A 事实上，无论杨文会、康有为还是谭嗣同，对华严学的阐扬，都格外重视作为其核

心宗旨的“法界缘起”之论。

所 谓“ 法 界 缘 起 ”， 华 严 创 宗 人 法 藏 谓：“ 夫 法 界 缘 起， 无 碍 容 持， 如 帝 网 该 罗， 若 天 珠

交涉，圆融自在，无尽难名。”B 在华严宗看来，诸法就是宇宙的森罗万象，具足一切法，叫

作法界。法界的一切法相即相入，互为缘起，以一法成一切法，以一切法起一法，相资相待，

互 摄 互 容。 他 们 认 为， 无 论 是 时 间 还 是 空 间， 至 大 可 推 演 至 无 穷， 至 微 也 可 推 演 至 无 穷， 所

以 大 小 只 是 世 俗 观 念 上 相 对 的 概 念 而 已， 而 在 本 质 上， 世 界 万 物 如 印 度 神 话 中 的“ 因 陀 罗

网”，重重无际，微细相容，故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宗又分别从四个方面说明法

界 圆 融 无 碍 的 义 相， 即 四 法 界： 一、 事 法 界， 二、 理 法 界， 三、 理 事 无 碍 法 界， 四、 事 事 无

碍 法 界。 其 中 事 事 无 碍 法 界 更 具 体 的 表 现 了 法 界 缘 起。 方 立 天 先 生 指 出， 这 种 认 为 事 物 与 事

物、现象与现象之间是圆融的，无矛盾的，彼此互为因果，互为依存，互相渗透的基本看法，

是“从佛教修持出发阐述的宇宙现象论。”C 由此可见，华严学的法界观，立足于对世界时空

“无限”的假想，针对宇宙论问题进行了充满了想象力的逻辑推演。显然，这可以说是佛教哲

学， 甚 至 说 整 个 中 国 哲 学 中 与 当 时 所 流 行 的 西 方 天 文 学 宇 宙 观 最 为 相 似 的 理 论， 而 看 似 有 些

巧 合 的 是， 上 述 杨 文 会、 谭 嗣 同、 康 有 为 诸 位， 皆 不 同 程 度 地 涉 猎 过 西 方 天 文 学， 这 也 许 说

明了，近代佛教华严哲学的一度隆盛，与西方天文学的观念冲击颇有关联。

一、康有为所了解的西方天文学宇宙观念与其华严哲学

康 有 为 著 有 思 考 天 文 学 问 题 的 著 作《 诸 天 讲 》， 自 称 撰 写 于 1886 年， 据 自 其 序 称：

“二十八岁时，居吾粤西樵山北银河之澹如楼，因读《历象考成》而昔昔观天文焉。因得远镜

见 火 星 之 火 山 冰 海， 而 悟 他 星 之 有 人 物 焉。 因 推 诸 天 之 无 量， 即 亦 有 无 量 之 人 物、 政 教、 风

俗、礼乐、文章焉，乃作《诸天》书。”D 此书中，他征引了《明史·天文志》所载由利玛窦

等 传 教 士 所 介 绍 的 古 希 腊 托 勒 密（Claudius  Ptolemaeus）“ 九 重 天 ” 之 说， 并 予 以 批 判， 谓：

“ 崇 祯 时， 徐 光 启 以 改 定 中 国 之 历， 中 国 自 古 测 天 术 遂 革， 然 尚 未 知 哥 白 尼 地 绕 日 说、 奈 端

吸拒力说在，欧人天学，以今比之，犹是大辂椎轮也。”E 认为哥白尼之日心说、牛顿（即奈

端）之万有引力说出现后，天文学之发展远较旧说精密先进。

托 勒 密“ 九 重 天 ” 之 说 早 在 明 代 时 由 利 玛 窦（1552 — 1610） 传 入 中 国， 其《 乾 坤 体 义 》

一书中描述宇宙是一个有九层的圆球状体系，以地球为静止不动的中心，地球以外，则依次有

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恒星诸层，最外一层名“宗动天”，且“此九

层相包如葱头皮焉，皆硬坚。而日月星辰定在其体内，如木节在板，而只因本天而动，第天体

明而无色，则能通透，光如琉璃水晶之类，无所碍也。”F 稍后传教士阳玛诺（1574 — 1644）

在《天问略》中又介绍了天主教据托勒密说所修改的一个模型，增加为十二重天，谓“最高者

即十二重，为天主上帝诸神处，永静不动，广大无比，即天堂也。其内第十一重为宗动天”G

这类说法。李约瑟总结说：“耶稣会传教士带去的世界图式是托勒密 - 亚里士多德的封闭的地

A　 ［日］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 1 卷，关世谦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 页。

B　 （唐）法藏：《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卷下，《大正藏》第 45 册，第 620 页。

C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86 页。

D　 康有为：《诸天讲》，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 2 — 3 页。

E　 康有为：《诸天讲》，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 9 页。——此处原书断句标点有误，引文标点系笔者改正。

F　 （明）利玛窦：《乾坤体义》卷上，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G　 （明）阳玛诺：《天问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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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说；这种学说认为，宇宙是由许多以地球为中心的同心固体水晶球构成的。”A 不过江晓原

则认为这种看法不精确，实际情况是，直至中世纪末期，托马斯·阿奎那（T. Aquinas）将亚

里士多德学说与基督教神学全盘结合起来时，始援引托勒密著作以证成地心、地静之说。B 虽

这种球状模式或来源于基督教神学，但九重天的说法则肇始于托勒密则应是没有争议的。传教

士所介绍的天有多重之宇宙模式，于后世深入人心，最早介绍哥白尼日心说的清康熙年间的黄

百家 (1643 — 1709) 在提及十二重天之说时，亦谓之为“西人古法”。C

虽有种种史料说明，哥白尼之日心说的简单原理，在清初已通过一些传教士的转述，个别

的中国士人已对其有所了解，但却一直未得到社会主流的认可，甚至被视为异端邪说。D 不过，

由于传教士所传之“古法”在观测天象时，时时出现纰漏，逐渐已有人怀疑“十二重天”之说，

清代学者郑光祖 (1776 —约 1848) 便曾质疑道 :“诸人 ( 指利玛窦等传教士 ) 不谓地之旋于中，而

谓天之旋于外，则不敢知；且分天为十二重，以最上一重为天圣上帝所居之处，亦不敢知；又，

既以为地球不动于内，第十二重天不动于外，却以其间各重天或自东旋西、或自西旋东，尤不

敢知；又以为日月五星之丽诸天如木节在板，诸天自内及外如葱白、层层包裹，然日与金水火

三星彼此上下无一定，此四重天何以忽内忽外、错杂并行，则愈不敢知，余学浅，未敢轻辩，

姑侯质之高明。”E——哥白尼学说的系统介绍和普及工作，是由李善兰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翻 译 英 国 天 文 学 家 侯 夫 勒（F.W.Herschel，1792 — 1871） 的 科 普 著 作《 谈 天 》（ 原 名

《天文学纲要》) 所完成的，全书共十八卷，内容系介绍以哥白尼学说、开普勒定律和牛顿万有

引力定律立基的天文学体系。该书 1859 年初版于上海，李善兰在为该书所撰之序中已开宗明义，

谓：“恒星与日不动，地与五星俱绕日而行。故一岁者，地球绕日一周也。一昼夜，地球自转一

周也。”并批判了时人对日心说的误解，明确指出“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

椭圆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F《谈天》出版之后，受到对“新学”感兴趣的

中国士人的极大欢迎 , 前后重印 13 次，后又以活字印刷，并有增补版问世。康有为的《诸天讲》

中所立足的日心说及颇多天文学知识，便是直接来源于《谈天》一书的介绍。

康 有 为 言 其 通 过 天 文 学 而 体 悟 到“ 诸 天 之 无 量 ”， 后 来 在 致 沈 增 植 的 信 中 又 自 述：“ 其 后

兼读西书，穷心物理，二十七所悟，知诸星之无尽而为天。诸天，亦无尽也。”G 这其中显然

已 体 现 了 对“ 宇 宙 无 限 ” 的 构 想。 —— 虽 然 日 心 说 虽 打 破 了 以 地 球 为 宇 宙 中 心 的 盲 目 信 仰，

使 人 类 得 以 认 识 到 自 身 存 在 的 有 限 性， 但 就 哥 白 尼 的 学 说 而 言， 他 并 未 对 宇 宙 有 限 还 是 无 限

问 题 加 以 断 言，“ 宇 宙 无 限 ” 的 观 念 在 西 方 本 为 布 鲁 诺（Giordano Bruno，1548 — 1600） 在

《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等书中首先明确提出。因为目前尚无资料显示布鲁诺的学说在当时

已 被 中 国 思 想 界 所 了 解， 故 康 有 为“ 诸 天 之 无 量 ” 之 说， 更 可 能 直 接 来 源 于 佛 教 哲 学 的 启 发

（“ 无 量 诸 天 ” 一 词 为 佛 典 中 习 用 ）。 康 有 为 在 其《 自 编 年 谱 》 中 叙 述 了 他 认 识“ 无 限 ” 的 思

想历程：“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

秒 数 十 万 里， 而 悟 久 速 齐 同 之 理。 知 至 大 之 外， 尚 有 大 者， 至 小 之 内， 尚 包 小 者， 剖 一 而 无

A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43 页。

B　 江晓原：《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1987 年第 4 期。

C　 杨小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中国科技史料》，1999 年第 1 期。

D　 席泽宗，严敦杰，薄树人等：《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五百周年》，《中国科学》，1973 年第 3 期。

E　 （清）郑光祖：《一斑录》，北京：中国书店，1990 年版，第 16 页。

F　 李善兰：《序二》，［英］侯夫勒：《谈天》，伟烈亚力、李善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年版，第 1 — 2 页。

G　 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 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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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吹 万 而 不 同， 根 元 气 之 混 仑， 推 太 平 之 世。 …… 以 勇、 礼、 义、 智、 仁 五 运 论 世 宙， 以

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A 这种“齐同”之理，于佛教的《华严经》中

多见，可以相互印证，若《华严经》中说：

知微细世界即是大世界，知大世界即是微细世界。知少世界即是多世界，知多世界即是少世

界。知广世界即是狭世界，知狭世界即是广世界。知一世界即是无量无边世界，知无量无边世界

即是一世界。知无量无边世界入一世界，知一世界入无量无边世界。知秽世界即是净世界，知净

世界即是秽世界。于一毛孔中，悉分别知一切世界；于一切世界中。悉分别知一毛孔性。知一世

界出生一切世界，知一切世界犹如虚空。B

梁 启 超 后 曾 坦 言 乃 师 康 有 为“ 先 生 之 于 佛 学 也， 纯 得 力 大 乘， 而 以 华 严 宗 为 归。 华 严 奥

义， 在 于 法 界 究 竟 圆 满 极 乐， 先 生 乃 求 其 何 者 为 圆 满， 何 者 为 极 乐。 以 为 弃 世 界 而 辱 法 界，

必 不 得 为 圆 满， 在 世 苦 而 出 世 乐， 必 不 得 为 极 乐， 故 务 天 地 世 间 造 法 界 焉。 又 以 为 躯 壳 虽 属

小 事， 如 幻 如 泡， 然 为 灵 魂 所 寄， 故 不 度 躯 壳， 则 灵 魂 常 为 所 困， 若 使 躯 壳 缺 憾， 则 解 脱 进

步事半功倍，于是原来佛说舍世界外无法界一语，以专肆力于造世界。”C 要之，康有为早年

通过西方天文学感悟到宇宙之浩瀚无尽，并以之印证于佛教华严宗之说，最终由“大小齐同”

而得出“世界大同”的认识，是其思想发展逻辑的一条主线。——有意思的是，布鲁诺的“宇

宙无限”观念，也曾颇受到与华严“法界缘起”思想有些相似的古希腊巴门尼德“一切皆一”

思想的启发 D，类似这种古今中西思想之发展“闭门造车出而合辙”的现象，颇值得深思。

二、杨文会改写旧本《释教三字经》的宇宙论意涵与其华严哲学

与用于儒学开蒙之书的《三字经》一样，佛家亦有《释教三字经》，旨在介绍佛教基本历

史 与 教 义， 为 明 末 禅 师 聚 云 吹 万（1582 — 1639） 所 撰， 流 传 二 百 余 年， 清 末 印 光（1861 —

1940）将之修订重印，为晚清民初的通行版本。1906 年，杨文会见印光重治之《释教三字经》

后，评价其“考据精详，文辞圆润，超胜旧作”，但大概觉得其详于事而略于理，内容已不甚

符 合 彼 时 之 文 化 环 境， 故 自 谓“ 予 不 揣 固 陋， 率 尔 改 作， 兴 新 旧 二 本， 迥 不 相 同。 事 略 而 法

备，言简而义周。人有劝予易其名者，因名之为《佛教初学课本》云。”E 杨文会之《佛教初

学 课 本 》 虽 亦 以 吹 万《 释 教 三 字 经 》 为 蓝 本， 思 想 内 容 与 所 侧 重 者 则 已 大 有 同 异， 其 开 篇 言

佛教之宇宙论部分，尤其可见新旧思想分野之所在。

《释教三字经》与杨文会《佛教初学课本》之开篇，皆为阐述佛教之宇宙论，亦万物生成

之根由。《释教三字经》谓：

空劫前，混沌内，有一物，先天地。F

这 一 论 述， 当 应 出 自 南 朝 著 名 佛 教 居 士 傅 翕 之 名 偈：“ 有 物 先 天 地， 无 形 本 寂 寥。 能 为

A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 12 页。

B　 《大正藏》第 9 册，第 450 页。

C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 25 页。

D　 参见孟根龙：《论布鲁诺对宇宙本原的探究》，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E　 王孺童校注：《佛教三字经汇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75 页。

F　 王孺童校注：《佛教三字经汇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69 页。——笔者于 2016 年曾寻见一册刊刻

于“同治壬申年”（1872 年）的，也就是在印光修订之前的《释教三字经》，此本应为吹万原本，其中此句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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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主，不逐四时凋。”A 以真如佛性为万物之缘起，这种宇宙观念，追溯佛教自身的思想渊

源， 自 仍 本 于 印 度 如 来 藏 一 系 佛 学 的 基 本 理 路， 但 若 将 视 野 放 宽 到 中 国 哲 学 思 想 传 统 的 大 背

景中，至少就字面上看来，显应脱胎于道家《老子·二十五章》中所说的：“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是一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B 而

印证于中国古人的宇宙论思想，则又与设想“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C 的创世神话，

乃至“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D 的“浑天说”具有一定相

似，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对于宇宙生成的一般观念。

杨文会《佛教初学课本》之开篇则将旧本全然改作，谓：

无始终，无内外，强立名，为法界。E

杨文会以无始终内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华严法界”能代表佛教的宇宙论，应

与康有为所论“诸天之无量”具有相似的理论思考。早在 1878 年，杨文会作为清廷驻英法大

使的曾纪泽的随员出使欧洲，考察西欧“政教生业”，那时候他已在欧洲直接学习了天文学等

自 然 科 学。 据 其 后 人 杨 步 伟 回 忆， 当 时 杨 文 会“ 自 己 除 办 公 外， 就 研 究 各 种 科 学 仪 器， 买 了

一 大 些 天 文 仪， 天 文 镜， 地 球 仪， 地 上 望 远 镜， 照 相 镜， 钟 表 等 等。 他 就 尽 所 有 的 薪 水 都 买

了仪器，打算回国办学校等等之用。”F 杨文会平生尚撰写过《地球图说》《天球图说》《舆图

尺说》等自然科学论文。他曾以哥白尼之日心说直接印证于佛学，谓：

近时天文学家所测者，可以比量而知，其说以日为宗，有多数行星绕日而转，地球其一也。

自体无光，仗日光以为明照，即以此绕日之多数地球，作为一小千世界。空中之恒星与日相同，

每一恒星有多数地球绕之，即是中千世界。推而至于大千世界，莫不皆然。凡地上之人目所能见

者，通为娑婆大千世界。西人谓之一星林。用最大天文镜窥之，空中有无数星林。即是无数大千

世界。又有镜中但见白迹，不能察知星点者，西人谓之星气。更有极大天文镜所不能见者，尤不

可思议。经中所谓十方微尘数大千世界，可于凡夫眼中略见端倪矣。G

此 所 言“ 小 千 世 界 ”“ 中 千 世 界 ”“ 大 千 世 界 ” 者， 是 佛 教 自 其 印 度 早 期 以 来 的 传 统 宇 宙

观，杨文会在其著中已有介绍，谓“世人所居之地为一世界，数此大地至一千，名为小千世界；

A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二，《卍新续藏》第 80 册，第 79 页。

B　 傅翕传世著述，学界多以为“文中不无唐宋时人附会增益之处”，若其最著名的两首偈颂“其一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

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其二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及《心王铭》、《心王

颂》，皆宗门提倡之极则”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近惠能以后唐宋禅家之语言风格。事实上，无论是南北朝佛教

还是后来的禅宗，都不乏道家玄理的影响，若太虚指出的，彼时中国“一般士夫之思想，皆尚简括综合的玄理要旨。在言

谈上也推尚隽朴的语句，或诗歌之类，要言不繁，能实在表示出精义。……如此适于士人习俗之风尚，遂养成中国佛学在

禅之特质。”（《中国佛学》）胡适甚至说“中国禅之中，道家自然主义成分最多”（《答汤用彤教授书》）。故傅翕此偈用语

脱胎于《老子》之文，并亦契合老子的本体论思想，当有此因。（以上引文及有关禅宗与道家思想渊源关系的学术研究史

情况，可参见姚彬彬：《禅宗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启示》，见《中国禅学》第九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 年版，第

510 — 515 页。）

C　 《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D　 《唐开元占经》卷一引《张衡浑仪注》，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E　 王孺童校注：《佛教三字经汇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2 页。

F　 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长沙：岳麓书社，1987 年版，第 83 页。

G　 杨文会：《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 年版，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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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数小千至一千，名为中千世界；又数中千至一千，名为大千世界”A。此则借之以形容不同等

级的天体。而杨氏所提到的佛经中谓世界如“微尘数”之多，其说则多见于《华严经》中，若：

此不可说佛刹微尘数香水海中，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种安住；一一世界种，复有不可说

佛刹微尘数世界。诸佛子！彼诸世界种，于世界海中，各各依住，各各形状，各各体性，各各方

所，各各趣入，各各庄严，各各分齐，各各行列，各各无差别，各各力加持。B

杨 文 会 谓 通 过 天 文 望 远 镜 之 观 测，“ 十 方 微 尘 数 大 千 世 界， 可 于 凡 夫 眼 中 略 见 端 倪 ”， 由

此推演，以“无始终，无内外”的“华严法界”为宇宙总相，固为其题中应有之义。

杨 文 会 之 佛 学 思 想， 其 平 生 虽 志 在 并 弘 佛 教 各 宗 学 说， 更 以“ 教 尊 贤 首 ” 而 知 名，“ 贤

首”即华严宗之学（其创宗祖师法藏号“贤首”）。杨文会对华严思想的推崇，在他看来，“夫

论道之书，莫精于佛经，佛经多种，莫妙于《华严》”C，杨氏认为，华严之学，乃佛法中之

最高与最究竟者，他推崇《华严》为经中之王，“无尽教海，皆从此经流出。”D 另从杨文会的

《十宗略说》诸文中可见，杨文会的佛学思想能够容纳佛教内部的不同学说，以圆融无碍的态

度 兼 容 并 包， 当 是 看 重 华 严 宗“ 法 界 缘 起 ” 学 说 中 所 体 现 的“ 融 通 无 碍， 渉 入 交 参 ” 的 思 想

境 界， 如 他 在《 佛 教 初 学 课 本 》 中 又 谓 “《 华 严 经 》， 最 尊 胜 …… 小 与 始， 终 与 顿， 至 于 圆，

五教振。四法界，十玄门，暨六相，义最纯。因该果，果切因，摄万法，归一真。”E 华严的

圆 教“ 一 位 即 一 切 位， 一 切 位 即 一 位。 依 普 贤 法 界， 性 相 圆 融， 主 伴 无 尽， 身 刹 尘 毛， 交 遍

互入，故名圆教”。F 由此在杨文会看来，不仅佛教内部之不同学说，包括中国的儒家、道家

乃 至 西 方 科 学， 均 可 在 华 严 境 界 的 观 照 下， 如 万 流 归 海 一 样 相 容 无 碍。 杨 文 会 诸 门 人 中“ 谭

嗣同善华严”G，谭嗣同在其《仁学》中亦以华严哲学融合西方天文学宇宙论立基，其谓：

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管络、而充满之一物

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与身至相切近莫

如地，地则众质点粘砌而成。何以能粘砌？曰惟以太。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

所凝结，曰惟以太。至与地近，厥惟月。月与地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地统月，又与金、水、火、

木、土、天王、海王为八行星；又与无数小行星，无数彗星，互相吸引，不散去也。金、水诸行

星，又各有所统之月，互相吸引，不散去也。合八行星与所统之月与小行星与彗星，绕日而疾旋，

互相吸引不散去，是为一世界。此一世界之日，统行星与月，绕昴星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数成天河

之星团，互相吸引不散去，是为一大千世界。此一大千世界之昴星，统日与行星与月至于天河之星

团，又别有所绕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数各星团、星林、星云、星气，互相吸引不散去，是为一世界

海。恒河沙数世界海为一世界性。恒河沙数世界性为一世界种。恒河沙数世界种为一华藏世界。H

由 此 可 见， 谭 嗣 同 亦 接 受 了 哥 白 尼“ 日 心 说 ”， 并 援 入 在 物 理 学 上 一 直 颇 具 争 议 的“ 以

太 ” 假 说， 结 合 华 严 法 界 之 说 来 建 构 其 宇 宙 论。 谭 嗣 同 在《 仁 学 》 之 开 篇 便 谓：“ 凡 为 仁

A　 杨文会：《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 年版，第 142 页。

B　 《大正藏》第 10 册，第 41 页。

C　 杨文会：《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 年版，第 142 页。

D　 杨文会：《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 年版，第 125 页。

E　 杨文会：《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 年版，第 105 页。

F　 杨文会：《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 年版，第 126 — 127 页。

G　 欧阳竟无：《杨仁山居士传》，见《欧阳竟无佛学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79 页。

H　 谭嗣同：《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版，第 57 —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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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者， 于 佛 书 当 通 华 严 及 心 宗、 相 宗 之 书； 于 西 书 当 通《 新 约 》 及 算 学、 格 致、 社 会 学 之

书。”A 显然，杨文会与其弟子谭嗣同的有关论述，将科学与宗教哲学相互杂糅一体，今日看

来或失之牵合附会，却代表了晚清文化启蒙中的一个思想特质。

三、结语

在 近 代 维 新 思 想 家 群 体 中， 佛 学 被 作 为 接 引 和 消 化 西 方 自 然 科 学 的 中 介 而 出 现。 究 其 原

因， 或 由 于 佛 教 中 的 哲 学 思 辨 成 分 比 较 突 出， 与 现 代 科 学 理 性 间 容 易 找 到 对 话 的 契 合 点， 佛

教哲学的这一特质，不仅在中国，也被当时欧美学人所注意，若 19 世纪末期英国“巴利圣典

学会”的创始人，赖斯·戴维斯（Rhys Davids）在其《佛教：历史与文献》便认为，佛教乃

是一种理性的，甚至是科学的宗教。B 虽然，戴维斯应该主要就其所较侧重的巴利语佛教而

论，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像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等亦已对大乘佛教

有 所 关 注 和 研 究， 正 如 有 论 者 说， 当 时 的“ 英 国 学 者 对 巴 利 语 佛 教 比 较 偏 重， 但 他 们 仍 然 没

有忽略大乘佛教。”C 也已有不少汉传大乘佛教典籍被陆续迻译（缪勒本人于此致力尤多 D）。

佛教留给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印象，应是整体性的，甚至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某种程

度上成为了欧洲人的建构之物，被欧洲事务加以塑造了”。E 在这一印象中，佛教作为欧洲知

识界对自身文化“批判的武器”，其常被描述为先天与科学观念相一贯，尤其与孔德的实证主

义、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毕希纳（Buchner）的唯物主义和海克尔（Haeckel）

的一元论相契合，若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便说：“佛教和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紧密

的智力联系。”包括尼采、赫胥黎都把佛教和实证主义联系起来。而因佛教的平等观念和强烈

的 自 我 反 思 意 识， 其 开 创 者 佛 陀 也 多 被 视 为 一 个 伟 大 的 文 化 英 雄， 也 成 了 现 代 人 可 资 效 法 的

道德楷模。F 事实上，汉传大乘佛教在更早的时候已被欧洲人所知，在 17 世纪耶稣会士的传

教 士 那 里， 华 严 思 想 中“ 佛 性 作 为 人、 动 物、 植 物 和 矿 物 的 内 在 原 则 ” 的 成 分， 已 被 他 们 看

成而类似于启蒙思想先驱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式的学说。G 康有为、杨文会、谭嗣同等以天文

学 宇 宙 观 念 与 华 严 哲 学 互 诠， 并 促 成 华 严 哲 学 在 近 现 代 中 国 的 重 兴， 正 可 反 向 印 证 西 人 的 类

似 说 法。 当 然， 现 在 看 来， 佛 教 的 那 些 思 想 成 分 显 然 不 能 直 接 等 同 于 科 学 理 性， 简 单 进 行 比

附恐怕也是有些牵强的。H 近现代维新思想家对科学和佛教哲学关系的理解方式，毋宁说是

一种诠释学意义上的、“六经注我”式的解读，不过，对于佛教而言，存在能够使近人产生这

种诠释向度的成分，本身已颇值得进行研究和思考。

（责任编辑 周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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