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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证得世俗谛#道理胜义谛!"胜义世俗谛

$证得胜义谛!%胜义胜义谛&在第一境界’妄

情计度’执五根%五尘聚集变现的外境%五蕴

聚合的我体为实有’沉沦生死&在第二境界’
虽了悟外境虚妄’仍执取五蕴等三简直为实

有& 第三境界’执四谛之法为究竟& 第四境

界’虽了悟万 法 实 相 乃 是 真 如’然 依 于(真

如)之名而起法执*第五境界’得无分别正等

觉’证得真如境界* 四重二谛所显示的五重

境界正是转舍遍计所执性而得到圆成实性

的过程’也是转舍妄加计度分别而达到无分

别的过程*
四重二谛所展示的五重境界’若依人而

别’则出世人知者是第一义谛’世人知者为

世俗谛*第一境界的凡夫’只知外境实有+第

五境界是证悟到一真法界的圣者* 中三境

界’则非凡非圣’又既凡且圣’对于上一境界

是(凡)’然依下一境界则是(圣)* 故四重二

谛所示五重境界也是转凡成圣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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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女论语0中的佛教色彩

崔 丽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

众所周知’ 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教国家&
其建构男女两性地位与关系’表现为二者不

同的礼制规范’即通过礼制规定男女两性的

地位’约束两性行为与关系&其中’女性道德

规范多体现于历代女训之中&
女训’ 指中国古代对女子言行的训诫’

包括口头说教和成文规范& 其思想体系完

整’规范详尽具体’是一整套以儒家伦理纲

常为核心的女性行为准则& 时至今日’古代

女训仍在潜意识中对人们发生着影响&历史

地看待女训’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判断中国古

代女性的价值观’ 进而借鉴其合理成分’树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崔丽$ !/,#.! ’女’北京人’北京大学哲学系 "--#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哲学&

摘 要,/女论语0在中国传统女训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从内容到形式’均受到佛教较大影响’

带有较浓厚的佛教色彩&由此’不仅促进了女训思想的拓展和实用’而且使以儒家女性道德观为核

心的女训在唐代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中"下层中得以广泛普及&

关键词,/女论语0+宋若昭+儒家思想+佛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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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确的当代女性的价值观! 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男女平等"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这

一时期的女训思想及规范亦逐渐走向成熟

和完备" 成书于唐贞元年间的# 女论语$ 是

其中重要的一部% & 女论语$ 以儒家思想为

理论基础! 同时又显现着唐代中晚期形成

的儒’释’道三教鼎立的中国文化总体格局

的烙印" 魏晋至唐!佛教由汉代的传入逐渐

走向盛行" 几百年的纷争战乱!使人们更加

渴望安定美好的生活" 求得心灵的慰藉和

来世的幸福成为人们浓厚的生存倾向" 由

此! 佛教的心性学说为众多的人所接受喜

爱" 至唐代!佛’道两教受到前所未有的推

崇!儒家思想遭到巨大冲击" 社会的变动以

及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迫使儒家以独尊

的地位排斥佛道转变为接纳’吸收’融合!
从而形成了儒释道并立互存的文化 格 局"
其时的女训亦不可避免地吸收了佛教的因

缘’因果报应等思想" 在行文体例上借鉴了

佛教经传的一些形式特点! 使其较之前代

同类思想著述有了时代的特点" 本文拟以

& 女论语$ 为例!做一简述"

&女论语$及其作者

& 女论语$ 又名& 宋 若 昭 女 论 语$ !唐

代宋若莘所著!宋若昭作解" 与& 女 诫$ ’
& 内训$ ’& 女范捷录$ 合称& 女四书$ " 与

& 列女传$ 等均为中国古代女性德育教材"
宋若莘!唐贝州( 今河北清河) 人!出身儒

学世家!擅诗文!志高远!一生未嫁% 唐德宗

贞元中期!被召入宫!封为* 学士+ " 贞元七

年( !"#) !诏 宋 若 莘 总 领 秘 阁 图 籍" 著 有

& 女论语$ 十章"
宋若昭!若莘之妹!若莘著& 女论语$ !

若昭释之" 若莘死后!唐穆宗召若昭入宫!
掌管六宫文学!封为, 外尚书- % 同时!还教

导诸皇子公主!被称为, 先生- % 经历唐德

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五朝!唐宝历中

期去世!封为, 梁国夫人- % 一生著有诗文

若干卷!现存仅有诗一首和传奇体裁的& 牛

应贞传$ % . #/

现存& 女论语$ 前十章分别为立身’学

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

女’管家’待客% 每一章都详细规定古代女

子的言行举止和持家处世事理% 后和柔’守

节二章应为后世增补% & 女论语$ 的 * 序

传- 部分指出该书的写作目的0* 乃 撰 一

书!名为论语% 敬戒相承!教训子女% 若依其

信!是为贤妇% 罔俾前人!独美千古% + & 女

论语$ 作为中国古代女教的基本素材之一!
因其采用四言韵文的形式!通俗’实用!朗

朗上口而流传甚广%
& 女论语$ 内容简明!规范具 体!文 字

浅显% 尤其前四章!均以* 凡为女子+ 开头!
将女子的道德规范贯穿于具体生 活 之 中!
通俗易懂!此点堪称& 女论语$ 的特征% 内

容既有对女性行为的正面规定! 也有对女

性行为的批评和规劝%

&女论语$是一部以

儒家思想为主旨的成文女训

自* 安史之乱+ 至唐代灭亡!李唐王朝

一直处于藩镇割据’外族入侵的动荡之中%
重新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 恢复强化原有

的家庭伦理纲常成为全社会重要而紧迫的

需求% 这个总体需求体现在女训上!就是重

视树立贞节观念! 加强女性礼法教育% 皇

室’庶民均须守礼遵法% 唐德宗曾下令0* 旧

例!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妇不答!至是乃

刊去慝礼!率由典训% + 唐宣宗在其女儿万

寿公主出嫁的时侯!特意下诏0* 女人之德!
雅合慎修!严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妇之节

也% 先王制礼!贵贱同遵!既以下嫁臣僚!仪

则须依古典% +. $/ & 女论语$ 由此应运而

生% 宋氏姐妹以前秦韦逞之母宣文君’班昭

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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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吻对话为体例!参考"吸收# 女诫$ 等

女训内容!作著并冠名# 女论语$ !表 明 了

其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尊崇与传承%
中 国 是 以 家 族 血 缘 为 基 础 的 宗 法 社

会! 人伦秩序是社会秩序的根本基础& 齐

家’’’家庭的稳定被视为社会结构稳定的

重要环节& 无论男女必须作为血缘家族整

体中的一个环节存在!才具有社会意义& 家

是小国!国是大家& 儒家强调群体利益!个

人必须服从群体& 在人性层面上!强调社会

群体性必然抑制了个体的作用和个体的权

益& 个体的人构成家庭!儒家对个体人的要

求始终是着眼于人之外的社会&( 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 % 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儒家学

说中实现个人最终理想的第一功课% 孟子

说*(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身& ) + !-

女性是家庭必不可少的成员% 儒家承

认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并

给予应有的地位%/ 孔子家语$ 中说*( 妻也

者!亲 之 主 也 0子 也 者!亲 之 后 也 !敢 不 敬

与1 )+ #- 但女性在家庭中是处于从属地位

的% 男阳女阴!各秉天赋% 刚健阴柔是儒家

和谐的传统价值观% 女性以德.言.容.功等

规范修养自己!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如此才

可以获得社会尊重!甚至2 显亲扬名) %/ 礼

记3昏义$ *( 是以 古 者 妇 人 先 嫁 三 月44
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 $-/ 女论语$
基于儒家这一理论核心!重点做了细化.强

化%
妇德*
立身之法!惟务清贞% 立身端正!方可

为人% 5 立身6
夫刚妻柔!恩爱相因% 居家相待!敬重

如宾% 5 事夫6
处家之法!妇女须能% 以和为贵!孝顺

为尊% 5 和柔6
妇言*

男非眷属!莫与通名% 5 立身6
答问殷勤!轻言细语% 5 学礼6
夫若发怒!不可生嗔% 退身相让!忍气

低声% 5 事夫6
妇容*
盥漱已了!随意梳妆% 5 早起6
妇功*
凡为女子!须学女工% 缝联补缀!百事

皆通% 5 学作6
酒饭殷勤!一切周至% 5 待客6
/ 女论语$ 将/ 女诫$ 中德.言.容.功

2 四德) 进行了扩展和细化!一改班氏以卑

弱.曲从等女子品性划分章节的结构形式!
以女性地位与分工为篇章顺序! 使其更加

易懂实用%开篇2 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

之法!惟务清贞% 清则身正!贞则身荣) 一

段!直接阐明了女子立身之要% 2 清贞) 一

词!出自/ 女诫$ 中妇德2 清闲贞静) % / 女

论语$2 妇功) 一项!更是将/ 女诫$ 中2 专

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 %
+ %- 短短四句!分别在2 学作) .2 学礼) .2 营

家) .2 待客) 四章中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 女论语$ 通篇充溢着儒家思想所倡导的

以 2 男 尊 女 卑) .2 男 女 有 别) .2 三 从 四

德) 为核心的妇女观!认为女性作为性别群

体处于辅助地位!必须依附于家庭和男性%
例如*

行莫回头!语 莫 掀 唇!坐 莫 动 膝!
立莫摇裾!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 莫窥外壁!
莫出外庭%男非眷属!莫与通名% 5立身6

当在家庭!少游道路% 生面相逢!
低头看顾%

莫学他人!不知朝暮% 走遍乡村!
说三道四% 5学礼6
/ 女论语$ 以其四言韵文!内 容 实 用.

通俗易懂等特点而流传甚广! 后世许多启

蒙读物如/ 三字经$ 等多得借鉴% 在女性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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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受教育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女论语# 在

儒家女性价值观基本精神的广泛传播方面

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清以后更成为女童

的启蒙教材$

"女论语%中的佛教色彩

唐代女训中烙印着佛教色彩是有其背

景和原因的$ 第一!自汉代以来被尊为主流

意识的儒家学派!对佛道两家由冲突&排斥!
经过几百年的纷争!至唐代趋于吸收&融合!
形成了以儒家为首!佛道为辅!三家并存的

中国文化总体格局$佛道学说不仅在民间广

为流传! 而且被官方及学术界认可接纳!其

地位得到全面提升$这个总体文化形态覆盖

了统治阶层&学术界&民间及社会的各个角

落$其间的女训著述自然亦不可避免地吸收

了容易被人接受的部分释家学说’ 第二&佛

教本身有其特有的价值观!而这恰恰是儒家

思想所排斥&忽略和缺乏的$ 佛教主张世间

一切事物皆为因缘和合而生&( 一切皆苦) &
( 诸行无常) &( 诸法无我) &( 不净) $( 苦)
是由自身的( 业) &( 惑) 所致!摆脱痛苦要

修持!转变世俗欲望与认识!超越生死轮回!
以达最高境界***( 涅槃) $一方面!佛教思

想 解 答 了 今 世 痛 苦 的 原 因 ! 追 求 幸 福 要

( 空) ’另一方面!佛教直接给出了幸福美好

生活的答案!就是修持心灵以求来世$ 这两

方面恰好填补了儒家强调入世&治世!而忽

视人的心性需求和自然属性的缺陷$ 第三&
女性的特有地位与需求$ 中国古代社会!男

性是主导群体!历代为官制度均把女性排斥

在外$唐代正式形成的科举选士制度使之更

加规范化&法律化$ 科举功课全部为儒家思

想典籍$男性的启蒙幼学及成人为学完全围

绕着实现最终的科举选士$女性则不具备实

现科举的途径与目的$唐代才女鱼玄机曾有

诗 云+( 自 恨 罗 衣 掩 诗 句! 举 头 空 羡 榜 中

名$ ), !- 女性被排斥于科举门外!使得女性

群体的为学完全以修德&心性和身体的健康

为核心$她们的地位与自身特性使之对接纳

佛教学说有更宽广的心态空间和自然需求$
佛教思想对于女性显得更加亲切$ 由此!其

时的女训著述吸收佛教学说就具备了女性

自身的理由$那么!" 女论语% 佛教色彩的表

现是什么呢.
第一&思想内容+/ 女论语% 在对女训的

表述及要求上与儒家传统观念存在着明显

不 同+"& 专 门 论 述 了 如 何 融 洽 夫 妇 感 情$
( 事夫) 章告诫女性要从衣&食&住&行等多

方面关心&侍候丈夫$ 如此才可得到( 相敬

如宾&和乐琴瑟) 的幸福生活$ #&具体训诫

中多处显现了佛教的轮回转世等观念$ " 女

论语%( 事夫) 章中写道+( 前世缘分!今世

婚姻$ 夫刚妻柔!恩爱相因$ ) 强调了男女能

够成为夫妻!是因为前世修得的缘分$ 这里

明确表述了夫妻恩爱也是由于( 相因) $ 夫

妻双方应该珍惜现世的姻缘! 求得家庭和

睦$ 夫妻恩爱是缘分注定的$ 这正是吸收借

鉴了佛教!( 诸法因缘生) &( 诸行无常) 的

观念!完全符合了世间一切皆为因缘和合而

生的佛教教义$ 再如( 事父母) 章+( 设有不

幸!大数身亡$ ) 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的气

数已尽!这反映了佛教缘散则灭的思想$ 佛

教认为人生如梦!世事无常!一切皆由缘分$
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开始! 是 ( 完此劫

数) !即开始下一个轮回$ ( 大富由命!小富

由勤) $同样反映了佛教( 欲知前世因!今世

受者是) 的宿命思想$ ( 训男女) 章中又写

道+( 扫地烧香!纫麻缉苎$ ) 意思是说!母亲

应该教育女儿烧香敬佛之礼和持家&女功之

道$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唐代敬佛烧香已

经和女功一样!成为妇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要从小学得$ 母亲在此又成了佛教在家

庭中传承的媒介$ 该章中又提到+( 男不知

书!听其弄齿’斗闹贪杯!讴歌习舞$ ) 对于

男子的恶习! 母亲必须从小加以约束管教$

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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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词语虽然不是取诸佛经! 但其思想精

神则符合戒律中的戒酒"戒淫"戒嗔"毋妄

语"毋两舌等戒条#$ 事舅姑% 章中的$ 天地

不容!雷霆震怒# 责罚加身!悔之无路% # 更

是将儒家的孝道与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结

合起来# !&夫妻地位的规范界定亦发生了

明显变化# 为妇之道的核心由儒家传统的

$ 敬慎% 转变为$ 恩爱% # 其男女情感成分

显著增强# 表现为’$ 同甘同苦!同富同贫#
死同葬穴!生共衣衾#% "&夫妻合葬#唐代之

前夫妻合葬因不符合儒家礼制而不 多 见#
( 礼记) 说!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

有改也# * #+但唐代以来!夫妻合葬成为了中

华民族的丧葬风俗,$ 合葬非古!行自周年!
遵礼而循!流于唐日% ,* $+合葬制度的出现!
可以说是传统儒家吸收佛教思想的表现形

式之一, %"孝道, 孝道在儒家传统观念中!
主要表现为对父母生前的孝敬赡养和身后

的安葬守孝, 而佛教的命定"业报思想!使

人更加重视对父母终究业报的救赎, 佛教

在完成了中国本土化后!其关于$ 孝% 的思

想!主要表现为对父母的终极关怀!消除业

报, ( 佛说盂兰盆经) 关于大目犍连救度母

亲 于 地 狱 的 故 事! 可 以 说 是 佛 教 的 $ 孝

经% , 儒家历来主张对鬼神之事敬而远之,
$ 未知生!焉知死- %* &’+儒家只讲祭祀祖先!
佛道讲求超度, 反映在( 女论语) 中!就是

为病中父母$ 祷告神祗!保佑安康% 的宗教

色彩, 如果忤逆不孝!将会$ 天地不容!雷霆

震怒,责罚加身!悔之无路% ,这种明确不孝

所要遭受的报应! 实质是一种宗教式的谴

告,
第二"文体形式’( 女论语) 中 的 佛 教

色彩! 除了受儒释道并立的文化总体格局

影响外! 还与作者作著便于流传的主观意

图有关, 作者宋氏姐妹出身儒学世家!后入

宫廷担任女师, 从其作品以韦逞之母宣文

君和班昭口吻著述来看! 其创作主旨是效

仿前代女贤! 继承" 传播儒家妇女的价值

观!有代圣人立言的倾向, 作者从佛教的传

播上受到启发! 在作品形式上借鉴了佛经

$ 俗 讲 "变 文% 的 形 式!行 文 通 俗!表 述 具

体"生动!以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 哈佛大

学韩南 . ()*+,+,/ 在 ( 中国白话小说史

. -./ 0.1,/2/ 3/4,+567+4 89:4;/ ) 中指出!
$ 唐代白话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密切, 其原因

或许是因佛教是外来思想! 虽然也受到中

国正统文化的影响! 却不一定恪守古典书

写文字的形式, 或许是因为寺院的主持者

们认为僧尼及其它信奉者较愿接 受 白 话!
已经形成了一个听众及读者群, 00两方

面的因素必然会推进白话文学的 发 展!也

会刺激那些原已存在的世俗口头文学的发

展, 当时许多高僧都作1 俗讲2 !以吸引大

批普通听众# % * &&+宋氏姐妹是唐代有名的

才女# 据( 旧唐书3后妃传) 记载’$ 德宗俱

召入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受

赏欢# 德宗能诗!与侍臣唱和相属!亦令若

莘姊妹应制# 每进御!无不称善# %* &<+可见!
她们的文化素养很高! 完全可以用传统儒

家著述的文体撰述其作品! 但她们却采用

通俗易懂&近乎白话的行文风格!使其作品

便于流传# 内在深层的目的是将儒家的经

世致用之道! 融汇在耳熟能详的具体生活

场景中!生动&真实!亲切# 使读者一目了

然!于不知不觉中受到教化# 这种文体!并

不是当时儒家学者的著述行文的主流#( 女

论语) 作者是受到当时佛教$ 俗讲&变文%
的影响# 唐代僧人多将( 华严) &( 法华) &
( 维摩) &( 涅槃) 等经文用通俗的言辞!结

合故事记叙!在集市&庙会中宣讲或说唱!
谓之俗讲&变文# 诞生于唐代早期的禅宗著

名经典( 坛经) !即是采用了唐代白话语录

体’
一 即 一 切!一 切 即 一!去 来 自 由!

心体无滞!即是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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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好命又好!富贵直至老"命好心

不好!福变为祸兆#
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心命俱

不好!遭殃且贫夭#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

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

不难发现!& 女论语’ 与& 坛经’ 的行文方

式如出一辙!非常相似# 宋氏姐妹借鉴宗教

传教的文体著述儒家女训! 是她们看到了

宗教文体的价值!便于快速和广泛地流传#
这种价值恰恰是传统儒家典籍所缺 乏 的#
外借宗教的文体形式!内传儒家思想核心!
这种独特的构想! 显示了宋氏姐妹的聪慧

与良苦用心#
唐代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文化 格 局!

对中国传统女训的发展产生了较大 影 响#
一方面! 儒家吸收了佛( 道教中的部分学

说!重新界定了诸如妇道(母仪(贞节(孝道

等儒家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借鉴了宗教的

教义( 戒律的形式! 使唐代女训更加具体

化(规范化#

结 语

& 女论语’ 作为 一 部 规 范 具 体 的 女 训

著述!其训诫形式和体例非常清晰# 每一章

里无不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 直接陈

述正面规范!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如何行

为才是符合礼教要求的"#( 明确禁止的规

范!告戒人们不应该做什么""(列出违背规

范的后果及惩罚# 后果与惩罚体现为责骂(
谴告(报应等# 三方面内容逐次递进!清晰

明了# 作为礼教训典!其较之前代女训更加

清晰(具体(完备!它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更强# 而这些明显是借鉴了佛教的戒律戒

条的形式# 前代儒家女训!多是正面疏导!

体现了道德规范的任意性! 鲜见禁止和惩

戒规范# 宗教戒律强调禁止性和惩罚性!更

接近法律规范# 而这种宗教的禁止和惩罚

与法律规范的根本区别在于! 法律的禁止

规范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 宗教

戒律则完全是依靠信徒对宗教的信仰而在

自己内心产生的强制性# 宋氏姐妹将宗教

戒律的心理强制性特点引入& 女论语’ !开

创了唐以后女训道德教化与内心惩罚相结

合的先河!促进了女训思想的拓展和实用#
最终使得以儒家女性道德观为核心的女训

在社会中下层中广泛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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