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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艺术美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佛教禅宗非逻辑思维深刻的影响。禅宗之渐顿思维、 

禅定思维、明心见性说直接作用于中国艺术的创作和审美，形成了中国艺术美学的灵感思维、形象思维、虚静 

思维、文即心学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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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和中国艺术创作与市美都努力追求美好的精神境界，塑造崇高的灵魂，以满足人的心灵需要。 

禅宗和中国艺术创作与审美也都具有灵感思维、形象思维、想象思维等共同的思维特性。禅宗的思想内 

涵和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创作和审美，本文仅探讨禅宗非逻辑思维对中国艺术思维的影 

响和作用。 

在中国佛教宗派中，禅宗最具中国特色，是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之一。它不但在中围宗教界影响广 

泛，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起过彳f{大作用，在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 r 

更为重要的作用。 

禅宗的兴起是在唐朝的武则天时代，中店至：l匕宋走向繁荣。它的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 

本源。禅，是一种运用思维活动的修行方法，玄奘译作“静虑”。它要求修行时静坐敛心，止息杂念；专注 
一 境，守意修定，长此修行即可达到某种神秘境界，即达到“涅 ”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即是“无为”“ 

寂”的境界，是一种无欲念 、无尘染、无物我、超越时空 、刹那永恒、澄明解脱的境界，是幻想超脱生死的最 

高精神境界。禅，一方面要消除烦恼束缚；另一方面，要求得心性解放。它要求在世俗生活中，剁那问顿 

悟“真如”本性，在感性经验中直接实现超越和提升。禅宗的人生追求 、直觉观照、顿悟思维 、审美情趣、 

超越精神，凸现人类精神澄明高远的境界，这些都对中国艺术的创作和审美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 

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禅宗的本体，是一种无本体的“本体”。它的思维方式是般若直觉，是无对象的思维，是自心 

的默契、顿悟、内证、自照。这种无本体的精神是一种超越精神，是禅宗的基本精神。这种超越是建立在 

世俗生活之上并且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实现心灵解放与思想 自由。禅宗的本体论认为最高存 

在的“本体”是“真如”；禅宗的方法沦，就是要求“直指心源”，顿悟⋯念，“心开悟解”。禅宗，不论顿渐(顿 

悟和渐悟)，“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排除一切计较、执着、烦恼的妄念和杂念，进入直觉 

的内省、参悟清净的“本性”，这是“真如”的第一义。这是无限丰富的，是不可言说的，是逻辑概念不可以 

确定表述的，只能通过禅悟(静虑、直觉)去直接体验。“真如”是“虚通寂静，明妙安乐”的空无境界。它 

不是绝对的空白，而是包容万物，但又不是任何一物。它是通过直觉顿悟，见性成佛，达到无念虑、无执 

著、无绊累、无法相的本心清净境界、无限自山自如的精神境界。它只能靠直觉体验去意会 ，不能靠语言 

文字、逻辑概念去直说。如此，才能感悟到无限丰富多彩、活泼流动、生机盎然的自由境界。“智与理冥 

境与神会”，这就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离开感觉体验，任何逻辑说明、文字概念都不能让人真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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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水的冷暖。中国艺术亦然，中国艺术要动人以情，离开形象直觉，任何文字概念逻辑直说都是无济 

于事的。中国艺术要让人在动情的审美思维中悟得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绝非局限于认识所写的文字 

表面内容。在这两点上，它与禅宗是密切相通的。 

1 渐顿思维与中国艺术的灵感思维和形象思维 

禅宗非逻辑思维方式之一就是渐顿思维，所谓渐顿即渐悟与顿悟。“渐”的方法是十六字：“疑心人 

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唐高僧神秀将这种“渐悟”的功夫归纳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 

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成佛悟道就是明自心悟自性，明心见性就得经常打扫心灵上覆盖的“尘 

埃”。对于“顿悟”，唐高僧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只向 

心觅，f．-j-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1 只要顿悟本性，就可“立地成佛”。 

禅宗渐顿思维学说对中国艺术美学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艺术美学思维方式之灵感思维与 

形象思维皆得之于禅宗渐顿思维的启发。严羽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禅 

宗的“顿悟”“悟道”是刹那的，艺术的灵感也是刹那的；“顿悟”“悟道”是自发的，灵感也是不期而至；“顿 

悟”“悟道”之后好似“茅塞顿开”，走向自由，灵感来临之后也好似一通百通；“顿悟”“悟道”是经过长期修 

行而得，艺术的灵感也是积累在平时，发生在片刻。禅宗认为，佛法真理，宇宙实相，每个人心中都有，因 

而只要性净白悟，就可以顿悟成佛。在禅宗的影响下，唐以后的一些画家认为画理如禅理，禅须悟，画也 

须悟。如开创中国文人画的大师们都是信奉禅学的，其中，首推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王维居士。王维首 

创中国水墨山水，他的诗、画都渗透着禅机悟境。张躁、王洽传习于王维，张躁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3]成为中国艺术创作的圭臬。论者谓其画：“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己遣去机巧，意冥玄化，而 

物在灵府，不在I 目” ]。“王洽作画，每在醉后，或笑或吟，一派狂禅气象。唐时，书坛亦出一怪杰，此人 

即怀素，他精于狂草，作书时，每大叫，顷刻之问，数壁皆满。宋人则称绘画日‘墨戏’，明人则称‘画禅’， 

从宋以后，画、禅几不可分矣。画坛巨擘，如米芾，如荆浩、关仝、董源，如赵盂顺，如董其昌，如石涛等等， 

都对禅法有深刻的参悟之功。浩荡洪流，令人惊慑，而其精神的开拓皆仰禅法。以故，无往云：‘禅宗兴， 

绘画昌，禅宗萎缩而画坛冷落。中国画名家无不具禅家精神，其作品，无不是禅境的示现。” 。 

从中国诗学来看，黄庭坚常用禅宗顿悟净心，寻求澄澈自由的境界。如：“苦竹绕莲塘，自悦鱼鸟性。 

红荷倚翠盖，不点禅心静。”(《又答斌老病愈遣闷》二首之一) J‘‘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登快阁》) 等。可见，黄庭坚“桃花”诗，咏其顿悟弹境，也不是偶然的。“桃花”诗旨在咏其寻道悟禅， 

而桃花只是佛性的一种载体和体现。悟禅，要通过形象载体，直悟其蕴含的自由解放的境界。从黄庭坚 

的“桃花”诗，也可以认识到悟禅与艺术审美的相通之处。 

中国艺术的这种精神境界，只能通过饱含情感并诉诸直觉体验的形象体系，才能暗示、象征、启迪、 

感动接受者，使之感悟到形象体系蕴含的、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的“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言外的不尽 

之意”，诱导人们去寻求那包含有终极关怀意义的审美价值和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 

当然，禅宗与中国艺术有相通也有栩异。禅宗悟道舍筏，不要文字和形象。中国艺术的创作和审美 

尽管也讲“得意忘形”，但仍然欣赏和回味其形象的美。“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自由解放的精神境 

界，还是有赖于这些形象的启迪、诱导、传达、暗示，永远离不开文字、语言、线条、音响等构筑的形象。但 

是，中国艺术与禅宗精神仍然有深刻的相通相同之处：都不能靠语言文字、逻辑概念直说，不能“死于句 

下”，不能局限、停留于用耳目去直接感受音、线、形、字的表面，而必须用心去体验、感悟音、线、形、字所 

构成的形象背后的“象外之象”，诱导人们去感悟那符合人的本性追求的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 

2 禅定思维与中国艺术的虚静思维 

“禅定”是禅宗思维的修炼方式，也叫做“思维修”。“禅定”就是“安静而止息杂虑”的意思，其特点之 
一 就是“专”，即“心注一境”，使其契合佛之义理。“禅定”其特点之二是“空”“无”。“禅”不仅要外离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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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而且要内空诸念，使“心”成为“无心心”。追求恬淡空寂的意境。《金冈Ⅱ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如 

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6 J。但是，禅宗思维的“空”并不是数学上的“空”“无”，而是一种形式上 

的“空”，是一种似“无”实“有”，似“空”实“有”、外空诸相、内空无明、超越时空名色经验、不可思议、不可 

言传的实在，其时，一切烦恼断绝。这是佛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佛家修行的理想之“空”。为这种理想 

的境界，在禅宗那里，已构建了一套法门。诸如止、定、习禅等等，无不是要“离一切色相”而人“虚空处”， 

唯有得到“虚空处”，才算是到“实有处”——一切都幻化了才能拥有一切，这也是庄学中无与有的辩证 

法。“禅定”其特点之三是“静”“内息诸念”，把各种杂念归于平息。“佛家禅定之学强调内息诸念，外空 

诸相，由此得到的‘虚静’之心是一种具有深刻认识功能(玄鉴)的认识能力(智、慧)”⋯。 

禅定，依其人定程度的浅深，并有四禅(色界定)、四无色的分别。所谓‘四禅’及其结果，初禅要‘灭 

断欲火’(《三昧精》)；二禅则‘内 b清净，如水澄净，无有风波；星月诸山，悉问照见’(《要解》)；三禅‘离 

喜’(《要解》)；四禅‘去乐’。‘第四禅譬如山顶，余三禅如上山道。是故第四禅佛说为不动处⋯⋯，譬如 

善御调马，随意所至’(《要解》)。-2 

禅宗的禅定思维契合了中国艺术的虚静思维，因而很受中国艺术家的欢迎。禅定思维特点讲“虚 

空”，中国艺术美学的思维特点里也讲“虚空”。“空”“无”的境界是禅宗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理想，也是中 

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王维的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人深林，复照青苔 

上。” 就是一种空灵宁静的境界：“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 

出奇诡。”(李门华：《恬致堂集·书画谱》。) J无论创作或审美，中国画都把“空”和“无”放在首位。“在内 

修养方面，‘空’即涤除尘染澄怀净虑 空诸一切；在艺术实践上，则将绘画从现实人生中超拔出来 ，而使 

绘画‘趣灵“媚道’，实生活的‘实’淡弱了，而超越实生活的‘空’却强化了；由此，这‘空’的美学精神更透 

人到绘画的各个层面，乃至在创作方法上，如构图，即旧说之经营位置，亦推重‘空’；在审美方面，所谓古 

澹、虚静、空灵、逸、神、妙之类，亦无不是‘空’之种种呈现。”【1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就是空灵的美，也就是庄子超旷的空灵，是禅宗的色即空，空即色，色不易空，空 

不易色，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悄“超之象外”。所以，不知“空”，则难以品味中国艺术之妙。 

南宋以后，远山、幽谷、平野、寒江、白云、暮雪、孤松、野渡、独钓、小桥、草堂乃至无人之境，都成为绘 

画的重要题材。如南宋马远的名作《寒江独钓》，一叶扁舟轻浮于浩淼无际的水而上，形象地凸现了江面 

的空旷渺漠，令观赏者在心灵上顿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深切感受。画家哪里是在画景物，分明是 

在画禅境，画就是禅。 

禅宗的禅定思维讲“静”，中国艺术的虚静思维也讲“静”。“凝神遐思，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 

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j，去除了见道明性的障碍，就达到了无利害的空达的心灵。瞬问顿悟直觉 

自由解脱的心性。宋郭若虚日：“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也。”(《论用笔得失》)⋯。明杨表正在《弹 

琴杂说》中说：“凡鼓琴，必择净室高堂⋯⋯焚香静室，坐定，心不外驰，气血和平，方与神合。”⋯刘勰《文 

心雕龙·神思》日：“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陆机《文赋》日：“辨澄心以疑虑。”⋯虞 

世南《笔髓论》日：“澄神运思。”⋯刘禹锡说：“虚静境亦随。”⋯(《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太平寺诣九龙祠祈 

雨二十韵》)⋯冠九则说：“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都转心庵词序》)⋯。 

禅宗禅定思维又讲“专”，中国艺术美学思维也讲“专”“凝神入思”“凝神专一”。刘禹锡在《秋江早 

发》巾说：“凝睇而万象生” lj。曾巩在《清心亭记》中说：“虚其心者，极物精微，所以入神也。” l 黄庭坚在 

《书赠福州陈继同》中说 ：“神澄意定⋯⋯用心不杂， ，是入神要路。-[1 等等，这都是中国艺术创作的全心 

投入的虚静思维状态。 

中国艺术美学思维要求外去功利物欲，内清障碍，空灵自由，虚静意清，专注凝神，待时机成熟，自然 

顿悟，畅神抒怀，神超形越，任性适情，有凌云意，与自然浑然合一，思与境偕，英华外发。“监春风，思浩 

荡”(王微：《叙画》) 』。“万趣融其神思”(宗炳：《画山水序》)̈。』，“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 

绘，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画筌》) 这种境界，非人间所有，乃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412· 鞍 山科 技 大 学 学报 第29卷 

艺术家游心所在。神与物游，“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秀才人军》)⋯J。“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 

(沈括：《梦溪笔谈》)̈ 。陶渊明所以能“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 。 

李白所以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垂衣贵清真”。都由于“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观其气貌，有似等 

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皎然：《诗式·重意诗例·取境·文 

章宗旨》)̈ 。“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实境》)̈ 。“只取兴 

会超妙”(王士祯：《渔洋诗话》)̈ ，都由于实现了生命的升华和超越，超越了束缚和限制。这都是与禅 

宗思维相通的。 

禅宗禅定思维直接启发了中国艺术的虚静思维理论，使中国艺术创作和审美特别是中国绘画的创 

作和审美走向了禅的境界。 

3 明心见性说与中国艺术的文即心学论 

禅宗主张“以心传心”，直传佛的心印。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拈花，其弟子迦叶微笑，彼此心心 

相印，以心传心，是为嗣法方式。这个传说体现了禅宗“说似一物即不中”的精神。因为，真如“第一义” 

不可言说，只能妙悟，要求心领神会，心心相印。 

中国古典艺术美学思维很重视这一点。王士祯说：“严沧浪以禅喻诗，⋯⋯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 

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带经堂诗话》卷3《微喻类》)[171叶燮把“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审美思维称为“不可名言之理”(《原涛》内篇)̈ 。迦叶见花，因为能与世尊心心相印，体悟到“真 

如”无限生机 自由流动的精神境界，所以“破颜微笑”，产生出无尚愉悦的美感。苏轼有两句偈颂：“空山 

无人，水流花开”(《十八大阿罗汉颂》) zg]。杨万里的诗：“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和李天麟二 

首》)暗]，就是超越了柏树和桃花，参悟到了妙谛。参悟，就是融进了理性智慧的直觉体验，对 自由境界的 

契合和领会。董潮有首词：“君知否，桃花燕子，都是禅心” 也表明了桃花燕子的审美意义，正在于它们 

体现了禅宗寻求感悟的心性境界。 

有时，禅宗又常以自然界生意盎然的景象来作启发式的回答问题。例如，上述的“拈花微笑”。又如 

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 6)̈ 这都是以自然景象暗示“佛法” 

和“真如”是一种只可意悟的充满流动生机的自由境界。 

禅宗的真如、涅檠境界和中国艺术的空灵意境，不是枯寂空无，而是包容活泼生命、自由生机的。悟 

禅与艺术审美思维相通，禅境与艺境，佛性与人性，都有自然流转的自由生机。它们的表现出于自然，对 

它们的感悟也出于自然，禅宗非逻辑思维之明心见性说对中国艺术创作和审美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 

禅宗重视自心的领悟，以内在体悟为审美活动的基础。禅宗认为，佛法真理，宇宙实相，人人心中本 

自具有，主张性净自悟，顿悟成佛。唐以来一些画家认为绘画如禅理，禅须悟，画也须悟。唐代著名诗 

人、画家王维居士认为自心作用是无限广大的。他说“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 

中” 2叫这种超越物质存在和时空界限的清净心，可以吐纳山川，涵括宇宙，从而达到万法在我，我HU万 

法，也即心物一体的最高境界。一些文人画家推崇禅的“一超直入如来地”的思想，也主张“一超直入”的 

顿悟，以契于至理，意定心静，泼墨挥洒，从心所欲。绘画体现了画家的心性修养，心灵体验。画卷正是 

画家清净自心的外化，是自心顿悟的体现。 

禅宗非逻辑思维追求恬淡空寂的意境。如禅宗所尊奉的《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如泡影，如 

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_6 禅宗的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等等。禅宗的偈语言简意赅。 

禅宗的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一些画家的创作方法。中国画擅长萧疏简淡的画法。认为作画如参禅 

说法，笔法愈简练，气势愈壮阔，景物愈少，意蕴愈深长。若是巨细不遗，于景于物，精雕细刻，就不能“心 

越神飞”，既妨碍画家禅心的流露，又束缚了观赏者的悟性。尤其是南宋以来的画家，大多画风简放，信 

笔由之，象形草率，一挥而就。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4期 高星海，等：中国艺术的禅宗精神 ·413· 

禅宗非逻辑思维推动了绘画风格的转变。中国绘画本具独特风格，自佛教传人后，在佛教绘画的影 

响下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初盛行的佛画是佛陀本生故事画，到了唐代，渐渐被经变故事画所取代。在禅 

宗自心顿悟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画先是出现了王维一派的文人画，到宋元以后又盛行写意画。特别是明 

代中期以后，写意画风尤为盛行，文人画家和画院画家都醉心于写意画，山水画逐渐取代人物画的地位， 

成为中国画的主流，而恬淡虚静的水墨山水画则更成为山水画的主流。写意画家吸取了禅宗的“无相” 

“离相”的思维方式，对客观事物的外在形象不作精确的刻画，而是把一切事物形象作为影子、幻影来看 

待，他们的绘画在于通过点墨落纸，抒发心意。这种画风的转变与禅宗的思维方式是有极大关系的。 

总之，禅宗之非逻辑思维与中国艺术美学的思维方式有很多相通与相似之处。对禅宗思维方式的 

研究，无疑对建立、发展和完善中国艺术美学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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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sect spirit in Chinese art 

GAO Xi7tg-hai，L1 Zu77 

(1．k?pt．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1w，Anshan1lnivcrsity of~'iencc andTcc}mology，AIasban 114044，Clairla) 

Abstract：This text thinks the fomaation of the meth(x】of Chinese art esthetics thought with development 

profound suffered the buddhism to teach the Ct1~tI3
_ not the influence of the logic thought．The Chan’S gradu— 

al thought method for artistic for thought，Chan settles the thought，fi,lds the true sel ling saying the direct 

function in Chinese art which become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Chinese art esthetics of the thought
，
image 

thought，XU JIN(}thought，text namely heart learning． 

Key words：Chinese art；Chan；II_O logic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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