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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孝論》的研究

廣興

摘 要

高僧契嵩（1007–1072）生活的宋初是一個排佛辟佛的年代，許多儒

家學者推崇韓愈、效法韓愈，以文排佛辟佛，其中最為代表的是孫

復、石介、歐陽修等。契嵩所著的《孝論》就是佛教學者對儒家學者

排佛辟佛回應的代表作。契嵩的《孝論》是對前代高僧討論佛教孝道

的集大成，他在總結前人討論孝道的基礎上，多次引證儒家與佛教

的經典，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和創見，既有深度又有廣度，而且還具

有實踐性。契嵩論證佛教孝道的五個方面：第一，孝是人生的根源

與本質；第二，行孝在戒之前，五戒是孝之蘊；第三，佛教之孝為

大孝，因為佛教主張以大慈大悲的精神對一切生命，不殺害一切有

情生命；第四，以德報恩的孝行，因為色養不足以報恩；第五，僧

人行孝以心喪為主。當契嵩的《孝論》發表後，不僅佛教界的人士為
之讚歎，就是儒家的學者也受到他的影響。

關鍵詞：契嵩、《孝論》、孝道

廣興，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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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廣興

一、前言

高僧契嵩生活的宋初是一個排佛辟佛的年代，許多儒家學者推

崇韓愈、效法韓愈，以文排佛辟佛，其中最為代表的是孫復、石

介、歐陽修等。契嵩所著的《孝論》就是佛教學者對儒家學者排佛辟

佛回應的代表作。契嵩的《孝論》是對前代高僧討論佛教孝道的集大

成。他在總結前人討論孝道的基礎上，多次引證儒家與佛教的經

典，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和創見，既有深度又有廣度，而且還具有實

踐性。契嵩論證，佛教的孝道勝過儒家所講的孝道，是大孝，因為

首先，佛教所講的孝道不僅是針對今世的父母，而且追溯到過去七

世的父母。其次，佛教所講的孝道不僅是對人，而且是對一切有生

命的動物。再次，契嵩論證了五戒是佛教孝道的組成部分，而行孝

在守五戒之前。最後在孝終章，契嵩討論了佛教出家眾具體行孝的

方法，及心喪。因此他的《孝論》發表後，不僅佛教界的人士為之讚

歎，就是儒家的學者也受到他的影響。

二、《孝論》的寫作背景

契嵩（1007–1072），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今廣西藤縣）

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初年古文運動復興的時期，也就是慶

歷年間（1041–1048）。許多儒家學者推崇韓愈、效法韓愈，以文排佛

辟佛。其中最為代表的是孫復、石介、歐陽修和李覯等。契嵩的同

時代人陳舜俞（? –1074）在其〈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說得很清楚：

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

民、黃聱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

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1

1 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收入契嵩：《鐔津文集》，《大正新脩大藏經》
（東京：大藏出版社，1988），第52冊，頁648中。《大正新脩大藏經》，以下簡稱
《大正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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