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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山和合文化论纲
*1

何善蒙

【内容提要】: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而天台山和合文化，则是基于天台山的特殊地理环境而在

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的一种和合文化的表现形式。学界关于天台山和合文化的讨论已经很多，但是，对于天台山

和合文化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以及它和中华和合文化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等这些基础性问题，长期以来缺乏梳

理。本文从天台山的文化特质出发，从文化地理、历史演进和思想脉络角度的考察出发，认为天台山和合文化是台

州地域内因“和合”思想而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是以儒、释、道三教圆融为核心，以寒山、拾得“和合二圣”

为突出代表，是天台山文化的精髓与本质特征，与台州民间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典型形态和活的样本。

【关键词】:天台山和合文化；基本内涵；本质特征；中华和合文化

和合作为一种理念， 是中国传统哲学最为本质的特征，体现了中国古人在解决自我存在、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等层面所具

有的圆融通达的智慧。由此， 中华文明在豁达开放、兼容并蓄的胸襟之下，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

和合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被广泛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和合文化。而天台山因为有“和合二圣”

的存在，使得天台山和合文化在中华和合文化的历史脉络中， 具有了十分特殊的意义。天台山和合文化，是台州地域内因“和

合”思想而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是以儒、释、道三教圆融为核心，以寒山、拾得“和合二圣” 为突出代表， 是天台山

文化的精髓与本质特征，与台州民间生活密切相关，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典型形态和活的样本。和合文化是天台山文化的本质特

征和活的灵魂， 这是在天台山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 与天台山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时候，就必须要回到天台山和天台山文化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形象中去， 才能够

获得关于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最为直接的理解， 并且由此确立天台山和合文化在整个中华和合文化传统中的独特内涵、意义和价

值所在。

一、天台山的文化意义和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确立

天台山文化，虽然有广义、中义和狭义的区分
①
，但是，不管是取何种意义来讨论天台山文化，我们所指的都是围绕天台山

展开的， 只不过是在范围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天台山就已经超越了作为一个自然意义上的山脉的概念，而

是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文化意义。事实上这一点在传统的理解中，也是非常清楚的，比如当年“山中宰相”陶弘景在《真诰》中

就说，“山有八重，四面如一，顶对三辰，当牛女之分，上应台宿，故名天台”（转引自徐灵府《天台山记》），这样的对于

天台的命名方式，很明显，就不是在一种客观描述外在自然形势的意义上来讨论了， 而是赋予了天台山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天

台民间所谓的“九龙造天台”的传说，则更是直接地将一种神秘的文化意义赋予了天台山。

所以，当我们在谈及天台山的时候，我们更多指向的是天台山的文化意义，或者说，作为文化内涵的天台山。那么，天台

山的文化意义应当如何去理解？ 在我看来，作为文化意义的天台山，至少是表达了以下三个层面的意思， 或者说三个重要的

维度：山水神秀、浙东的区域特征以及南北交融。山水神秀，是从天台山的自然特征来说，此种地理特征决定了隐逸文化和宗

教文化在天台山文化传统中的根本性影响；浙东的区域特征，是从浙江文化区块的版图上来说，天台山是属于浙东，具有着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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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文化的基本特征；南北交融，主要是从天台山文化形成的意义上来说， 主要是因为汉晋以来衣冠南渡，北方士族的南移，带

来了南北交融从而确立天台山文化的内在特点。

山水神秀，这是大自然给予天台山的恩赐，而天台山作为一种文化形象出现在文人的视野中，大概首先也是因为它的山水

神秀的特征， 比如对于后来天台山形象在文人世界中有极大影响的《游天台山赋》， 即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给予了天台山以极

高的褒扬，“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

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

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始经魑魅之涂，卒践无人之境；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绝于常篇，名标于奇纪。

然图象之兴，岂虚也哉！ 非夫遗世玩道、绝粒茹芝者，乌能轻举而宅之？ 非夫远寄冥搜、笃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 余

所以驰神运思，昼咏宵兴，俛仰之间，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缨络， 永讬兹岭， 不任吟想之至， 聊奋藻以散怀。”（孙绰《游

天台山赋·序》）章安令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对于天台山在文化意义上影响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那个时候开始，

天台山的山水神秀就逐渐成为了文人雅士所向往的地方， 而至唐诗之路的出现， 则把这样的一种文化风格彰显无疑。当然，

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除了对于山水神秀的描写之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孙绰很自然地将这种山水神秀和宗教文化联系在

了一起，所谓“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的说法，就是从这个角度表达出了山水神秀背后所承载的宗教文化意义。从此

后天台山文化的发展来说，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视天台山为圣地，佛宗道源的地位，由此而确立。因此，在历史上，天

台山就是宗教文化的圣地，是隐逸的理想之所，宗教文化和隐逸文化的结合， 就构成了天台山文化意义最为深刻的内涵。

天台山地处浙东， 具有非常明显的浙东文化的特征。两浙的区分，始于唐代，自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析江南东道为浙

江东道和浙江西道，浙东、浙西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概念、行政概念和文化概念，在浙江境内民间流传的所谓“上八

府，下三府”，就是对这种区划的反映，而台州就是处于“上八府”之中
②
。浙东、浙西虽然都是在浙江境内，然而，两者的差

别却也是非常清楚的，“浙西多水，除了于潜、昌化这一边，都是一苇可航。浙东呢，除了绍兴市水乡，温州、宁波言海滨，

其他各县，都是山岭重叠。严州、台州、处州各府更是崇山峻岭，仿佛太行王屋的山区。”
③
因此，两浙的文化差异也是非常明

显的，“浙东多山, 故刚劲而邻于亢; 浙西近泽, 故文秀而失之靡”（嘉靖《浙江通志》），“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凤俗因

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槃悦，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

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所以，坚韧、豪迈、敦朴成为浙

东文化的基本品性，所谓“台州式的硬气”，大体也是源于此种文化地理。天台山处浙东，“山有八重， 四面如一” 的这种

生存事实， 也使得天台山的文化具有了山的坚毅和包容的品性，而这也构成了天台山文化的内在特点。

天台山文化意义的呈现，和西晋末年以来“衣冠南渡”的事实密切相联。就整个浙江区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地位来说， 永

嘉之乱所带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会稽一带，因为北方士族的南迁，成为了当时文化的中心，

所谓“今之会稽, 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南北学风的差异，以及南北学的融合，都是在这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

的。此一时期，对于天台山文化的发展，意义尤其重大。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谢灵运的“伐木开径”对于天台山文化的向

外推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此后，顾欢隐居天台山，开馆授徒，受业者常近百人，而其所撰《夷夏论》则更是在儒释道三

教融合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天台山文化的典型代表———佛教天台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

生的，智者大师在融合南北不同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最终创立佛教天台宗， 这就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如

果我们回到南北朝的具体氛围之中来考察的话，所谓的南北学风，除了佛教的南北风格不同之外，还有北方重经学、南方重玄

学的区别，关于这一点，事实上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形成，在《世说新语》中就有非常著名的讨论，“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

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

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世说新语·文学第二十五》）。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南北差异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

广义的南北学风，指的就是南北的两种不同学术风格，诸如前引褚季野、孙安国、支道林所言。狭义的南北学风，可以指佛教

的南北不同风格，禅观和义理的差异。而智者大师对于南北学术传统的融合，不仅是佛教的南北不同特点的融合，实际上也是

对南北不同学术风格的融合。从这个意义来说，天台山文化的融合的特征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在融合的意义上，才有天台山文

化的产生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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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从自然特征、文化地理以及文化交融的事实来看， 作为文化意义的天台山实际上从其开始，就是同和合的特点相结

合在一起的，天台山文化意义的确立，就是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确立。

二、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涵：一体两翼三个层面

以往对于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理解， 大体上是沿袭张立文先生在《和合学概论》中所提出来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天人和合、

社会和合、身心和合三个层面来讨论天台山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和合特质。当然，从学理上来说，这样的讨论是没有任何问题

的， 也是可以把天台山文化中所包含的和合之理呈现出来的。但是，这样的解释方式，存在着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就是无

法体现出天台山文化的整体性和独特性。如果我们说和合文化是天台山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活的灵魂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和

合文化应该是一个具有内在整体性的形态， 而不仅仅是说它讨论的问题是符合和合学的基本设定。

由此，我尝试提出“一体两翼三个层面”的说法， 试图从总体上来把握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涵。所谓一体，就是以宗

教文化为体，这是天台山文化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智者大师所开创的佛教天台宗， 道教的天台仙派、道教龙门派南宗等等，

都是天台山在宗教文化上的典型代表，也是天台山文化的重要支柱。所谓佛宗道源的提法，事实上很清楚地显示出天台山文化

的独特性意义。因此，天台山和合文化，实际上是基于宗教文化的和合。

而两翼， 则是在天台山宗教文化基础上所产生的两大最具有代表性的形象， 分别是济公活佛与和合二圣。毫无疑问，这

两者都是在天台山极为丰富的宗教文化氛围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两者有着内涵上的差别。济公活佛的形象，立足点是在宗教文

化，是站在宗教的角度来沟通世俗生活。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的方式， 必然是要和具体的信仰者的生活相联系才能够发挥其作为

信仰的作用，而济公活佛的信仰， 非常直接地表达了佛教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切实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中，宗教精神可以

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去。因此，济公的形象当中表达出来的是， 宗教的和合精神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而和合二圣的形象则不同，

作为天台山和合文化最为典型的符号，和合二圣的出现，意味着天台山作为和合圣地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果说济公是从

宗教的意义表达来沟通世俗生活的话， 和合二圣则更多是从世俗生活来体现宗教精神，其立足点在于世俗生活本身，而并非是

宗教精神。从和合二圣的产生以及广泛流行来说，体现的都是民间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 这种期待表达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寄托，

这也就是和合二圣之作为宗教形象的意义。所以，这两翼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 前者体现的是从宗教精神到世俗生活的

落实， 后者则反映的是世俗生活对于宗教精神的依赖，由此，宗教文化的根本地位在天台山和合文化中得到了强化。

三个层面， 是指天台山和合文化所涉及的三个方面的内容： 宗教哲学、宗教生活以及世俗生活。如果说宗教文化是天台

山和合文化的根本，那么这样的宗教文化必然从宗教哲学理论的建构，经由宗教信仰者的宗教实践， 然后落实并影响普通人的

世俗生活， 这样就非常圆融地达到了神圣和世俗之间的和合， 从而成为一个有机的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整体。

在宗教哲学的层面， 这毫无疑问是天台山和合文化至为精致的表达， 这从天台宗和道教南宗的宗教哲学中，可以得到非

常直接的说明。智者大师的天台宗哲学，在《法华经》“会三归一”的智慧启迪之下， 以“一心三观”、“圆融三谛”、“一

念三千”、“性具实相”、“性具善恶”等基本哲学命题，实现了对于南北朝时期佛教各种异说的融合和超越， 其哲学思辨能

力可以说完全超越了此前中国古代的所有哲学家（包括出世的和世俗的），“智者大师真了不起，在谈心性的智慧方面，在融

会消化佛教的方面，其学思的地位真是上上的高才大智。他的《摩诃止观》真是皇矣大哉的警策伟构。西方古代的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中古的奥古斯丁、圣多玛，与急近世的康德、黑格尔之流，在其学术传统中，都未必能有他这样的地位与造诣”
⑤
，

“在佛教史的长河中， 如果认为释迦是首先提出佛教根本原理的圣人，那么就可以说，天台(智者)是把这种佛法的根本原理形

成一种哲学体系、理论体系的哲人。我认为佛法作为一种理论，在天台(智者)的身上已达到顶峰。”
⑥
宋代金丹派南宗之祖张伯

端，其所著《悟真篇》，在会通三教、道禅融全的基础上， 开创了道教发展史上重要的金丹派南宗传法体系，即所谓张伯端传

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陈楠，陈楠传白玉蟾的内丹传授体系，即道教南宗。在《悟真篇》中，张伯端立足于“天人同

构”的哲学基础,所谓“大丹妙用法乾坤”,即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每个个体的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每个个体的人都可以通

过修炼自身的阴阳, 交媾坎离,返根复命,达到与大道的相通。而人修道就是修性与命,命是道之载体，性是道之体现；道教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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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目标是证得无上至真妙觉之道。近人丁福保在《道藏精华录百种》中，称《悟真篇》为“辞旨畅达，义理渊深，乃修丹

之金科，为养生之玉律”。从智者大师的天台宗哲学， 到张伯端的道教南宗内丹学， 虽然两者在义理层次上是有差异的，但

是，作为一种以和合为基础的宗教哲学的表达，两者在各自的传统中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 也为天台山和合文化确

立了最为坚实的宗教哲学基础。

宗教哲学和一般的哲学形式的最大差异在于，宗教哲学是和宗教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宗教形式，

它必然要求在学理的基础上表达出宗教的行为方式， 亦即必须落实在宗教生活层面。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在这个意义上，

都有着非常清晰的宗教生活层面的反映。在天台宗方面， 基于智者大师在宗教哲学角度的设定，天台宗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修

持方式，强调止观双修，定慧并重，在天台宗，这两者就像鸟的双翼、车的双轮，想要到达目的地，必须两者兼备，缺一不可。

止观双修是对于天台宗人的最为根本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天台宗才有“教观总持”的地位， 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才表达出最

为圆融的一种形态，从而能够兼融诸宗。而道教南宗在修持方式上，同样极具兼容并蓄的特点，张伯端强调不离世俗、禅道兼

修，这样一种极具包容的气势，使得道教南宗的内丹理论不仅义理精深， 而且修持切实，特别是其“形神合一，性命双修”的

具体丹法实践，对于内丹学理论在宋明之际的发展，有着根本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如此，张伯端所著《悟真篇》在丹道史上

获得了与“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并列的地位，“是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 道家并推为正宗。”（《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 从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的修持方式来说，都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特征， 儒释道三教的价值不仅在它

们的宗教哲学中得到了很好的安顿，而且在具体的宗教实践、宗教生活中，得到了恰当的表达，由此，当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

宗在以天台为基础展开的时候， 这样的宗教义理和宗教行为方式，自然会影响到世俗社会，从而在整个社会的意义上形成一种

和合的宗教（文化）氛围，这是天台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地理特征。

由此， 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最后一个层面的表达就是世俗生活中和合价值的实现。天台山浓郁的宗教文化传统必然会影响老

百姓的世俗生活，宗教氛围的浓郁，使得民风淳厚、虔诚，民间信仰的形式也极其丰富，天台山和合的宗教精神，通过民间信

仰的形式具体化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得这种基于宗教哲学高度的和合精神，成为一种非常直观的、普遍的日常生活形

式。此外，按照中国的社会的基本事实， 儒学一直是社会生活的主导价值，这一点在天台山也是如此。当然，天台山的儒学因

为和强大的佛教、道教的影响相互结合，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表达形态，以宗族文化为基础的准宗教形式。这种儒学的形态，首

先强调的是宗族的立场、传递的是伦理的价值，由此，对于价值立场的坚守成为了天台山儒学的一种质性立场，典型的代表是

方孝孺、齐周华；而同时，因为三教共存的事实以及天台山宗教文化浓郁的氛围，使得天台山的儒学也更多地表达出圆融的特

征，这一点在目前所能追溯到的天台山最早个人讲学传统开启者顾欢那里就非常清楚地表达出儒道融通的特点， 而后来北宋天

台县令郑至道“四民皆本”的理念，都是和合理念的直接表达。当然，如果我们把视线拓展到宋明以后，那么，天台山儒学所

表达出来的三教融合的特征，则是更加鲜明。

从宗教哲学出发，经由宗教生活（宗教实践），并因此落实到世俗生活， 从而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动态的

展开系统，天台山和合文化由此具有了一个整体性的脉络。在这个系统中，宗教哲学（宗教精神）是最为根基的，而宗教生活

则是宗教精神的直接表达， 世俗生活则是宗教精神的现实引导结果， 由此既构成了一个理论上的完整表达， 又在现实生活的

意义上呈现出一种活的和合文化的价值。因此，天台山和合文化是一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和合文化（一种有信仰的文化），它是

以宗教哲学的高度和圆融通达的灵活度来构成对于人的生活的引导， 从而产生它所具有的持续有效的影响力。

三、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本质特征：三教和合为基础的社会和谐

依前所论，当我们从“一体两翼三个层面”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时候， 我们更加能够把握到天台山文化的

特点。当然，这样的解释框架也并不妨碍我们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天台山和合文化的理论内涵，因

为作为一种有信仰的和合文化，它自然是要解决这些层面的问题。而对于宗教文化维度的强调，则是基于天台山文化的特质而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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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基础的提出， 以及有信仰的和合文化的确认， 都是基于把天台山和合文化作为一个活的整体来看待的要求。从

而，我们可以在梳理天台山和合文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更加准确的把握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本质特征。我认为，天台山和合文

化就是以三教和合为基础的社会和谐。这样的定位，无论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还是从学理探析的角度，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

解释的。

首先，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天台山文化的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三教和合。与我们一般意义上讨论宗教文化的最大的差异就

在于天台山的宗教文化氛围与其他地方有着明显的差别。可以说，在中国诸多的名山之中，或是以佛教著称的（比如普陀山），

或是以道教著称的（比如龙虎山），很少像天台山这样属于三教并存、融通发展的。天台山的山水神秀，汉晋、南朝，天台山

三教就先后开始兴起。及隋唐以后，三教迅速发展，尤其释道达到最盛时期,天台山境内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大量兴建，而儒家

的书院也是迅速发展。三教共同发展，并且和合无碍，这是天台山最为突出的特点。比如在现今作为天台山标志的赤城山， 这

里既是天台宗五祖灌顶、九祖湛然讲经说法之地， 又是道教高道葛洪、魏夫人(魏华存)修炼的第六洞天玉京洞之所在，当然，

也还是儒师学子的教读之处，相传济公活佛在出家之前就是在这里接受的儒家启蒙教育。为什么天台山儒释道三者可以和合共

处、融通发展？ 我想这应当和天台山的特点有着直接关联的。天台山的山水神秀， 无论对于佛教和道教来说，都是极为重要

的圣地。在天台的佛教传统中，对于智者大师选择天台山有诸多的解释、传说，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强化出天台山与佛教之间

的因缘，而智者塔院（真觉寺）山门外照墙上写的“即是灵山” 就非常直接地说明了天台山与佛教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对于道

教来说，天台山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修仙之所，是洞天福地所在。因此，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在其修炼地的选择上，天台山

都是非常重要的选项。这主要是因为天台山的特点，合乎宗教修持的需求，因此，自汉晋以来，高僧大德于天台山静修的，接

踵而来。作为一座宗教名山，天台山首先是因为它的地理特征符合了宗教修行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各种神秘传说的加入，使

得它的宗教维度更加鲜明。佛道共处天台山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若要获得自身修行的最大效果，相互融通也就成为

了必然的选择。因此，这种宗教融合氛围的形成， 是和天然的地理条件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关联。而儒家则作为一种世俗意

义上的准宗教形态，也是这个小的、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不可或缺的，由此，在地理上形成的三教和谐共生， 在学理上则促

使了三教的各自特色理论形态的形成
⑦
。

其次，天台山的这种融合的宗教文化，其最终的指向是社会生活。宗教理论，按照一般的方式，是以出世的形态为主导， 其

价值指向应该更多的是超越层面的。而天台山的宗教文化，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社会生活的指向。智者大师开启的天台宗，以“一

心三观”、“三谛圆融”为基础，强调真俗不二，这事实上是很好地处理了真谛（空）和俗谛（假）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更

为重要的是在真谛的基础上确立了俗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也就是世俗生活具有的重要意义，这在智者大师“一念无名法性心”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最为直观的表达。智者的天台宗，当然是以佛教义理为基础的，但是，佛教的义理和世俗之间的和合， 这

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议题，而智者大师在佛教义理系统之中，对于世俗生活种种价值的确认， 为佛教中国化的实现，做出

了不朽的贡献。“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种种的世俗方便法门，并不违背佛教义理，这样的和合，合乎中国人的基本思维特

征和生活事实，使得中国佛教获得了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而天台山的道教，也是在融通世俗的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理论系

统。从司马承祯的“神仙即人”的说法，就很清楚表达出道教与社会生活的结合， 这种结合在张伯端的南宗道法中得到更为直

接的表达。张伯端强调对于世俗道德价值的遵从，修道不离世俗，反对在形式上的出家离俗、归隐山林。这样的形式，也是很

直观呈现出来对于世俗生活的重视。因此，我们说天台山的宗教文化，最终指向是社会生活，应当是成立的，尤其是当我们从

和合的意义上来考察的时候，因为和合的最终实现，并非只是局限在宗教境界之中， 而是在宗教的生活和世俗的生活之间达到

了圆融无碍的状态，由此，在社会的层面展现出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形式。

最后，和合二圣形象的确定，更加强化了天台山宗教文化的社会生活维度。以寒山、拾得为代表的和合二圣，毫无疑问，

是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和合二圣的意义上，天台山之作为和合圣地的理据是不言自明的。而和合二圣的产生，如前

所言，事实上就是世俗生活对于和合理念的表达
⑧
。所以， 如果我们考察和合二圣的形成以及作用的话，事实上，社会生活是

最为基本的原因。出于社会生活和谐的需要，在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和合二圣的形象。而和合二圣形象确立之后，

它所作用的最为重要的范围， 也是民间社会生活的层面，在社会生活的和谐引导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如果我

们要讨论天台山和合文化对于社会的意义，那么，以和合二圣为代表的和合理念， 就直接表达了民众对于和合美满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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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渴望。而民间各种和合二圣形象的广泛的使用， 都表达出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代表的民众素朴的生活理想。

因此， 我们认为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以三教和合为基础的社会和谐， 宗教的和合是整个天台山和合文化的根

基，建立在三教互通、互融基础上的天台山宗教文化， 其最终的价值指向是在于社会生活意义上的和谐。而正是在引导、规范

现实生活的意义上， 天台山宗教文化有了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力。

四、天台山和合文化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鲜活样本

建立在宗教文化基础上的天台山和合文化，构成了天台山文化的活的灵魂和本质特征， 这样一种和合文化以对社会生活的

引导和规范作为根本的旨趣， 最终呈现出社会生活意义上的和谐价值。而正是在沟通神圣的宗教义理和鲜活的社会生活的基础

上， 天台山和合文化具有了其特殊的价值。我们通常说，和合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价值，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和合文

化。那么，天台山和合文化与中华和合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 或者说，天台山和合文化在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这

是需要最后在学理上予以确认的。

首先， 应该可以确认的是天台山和合文化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华和合文化是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脉络上来说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和合的理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意蕴。在习近平同志的《之

江新语·文化育和谐》中，也非常清楚地认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

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

同’ 的宽容品格， 是我们民族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

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基于此。”这样对于和合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定位，应该说是非常之准确的。当然，如果我

们要清晰地把握和合在中华文化中的特殊意义， 就必须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具体脉络中去考察。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

内涵十分丰富，历史形态复杂，我想如果从最为基础的事实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三教并存作为基础的，儒释道三教

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儒释道三教如何在中国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是中华文化在历史脉络中的具体展开，

由此呈现出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如此，如何有效地解决儒释道三教之间的和谐发展， 就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和合性

的具体表达。换而言之，中华和合文化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在解决三教并存共生的问题中呈现出来的。从前文的分析来说，天台

山和合文化恰恰是在具体的三教互融的事实上展现出来的，所以，天台山和合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主要议题来说，是具有代表

性的意义。天台山和合文化正是以融通三教义理为基础， 形成了以宗教生活为依托， 以引导世俗社会生活为归依的基本形态，

而这样的形态，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处理三教关系的意义上获得共生发展，提供了天台山的具体解决方案。因此，从这个角

度来说，天台山和合文化，对于中华和合文化来说，是一种典型代表。

其次， 天台山和合文化是中华和合文化的鲜活样本。中华和合文化是从历史的脉络中逐渐形成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本

质特征而被确认出来的，对于当下来说，这样的和合文化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现实的意义， 对于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而天台山和合文化， 因为它的最终价值是落实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上， 由此具有了极

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生活是一个随着时代改变而不断丰富的事实， 这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

从现实来说，都是可以获得应对和引导的方式。所以，对于天台山文化来说，和合文化作为本质特征和活的灵魂， 无论是在历

史上还是现实中，发挥着应有的价值。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台山和合文化正是在应对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挑战的背景

下产生出来的， 由此形成了天台山和合文化所具有的以宗教文化为基础的形态。从事实的意义上来说，天台山和合文化也正在

现代的社会转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台州市“山海水城，和合圣地，制造之都”的城市定位，以及天台山和合小镇的倡导， 实

际上也是希望天台山和合文化在规范和引导社会生活的意义上， 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这正是历史上天台山和合文化

的活力所在。如果说，在历史上天台山和合文化因为是一种有信仰的文化， 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那么，

就今天而言，我们可以在天台山和合文化的传统基础上， 转换成为有精神基础的社会生活， 使得天台山和合文化在今天依旧

很好地起到引导社会生活的意义。天台山和合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今日并持续发挥作用，其内在的生命力机制，是值得重视

和关注的。天台山和合文化，作为中华和合文化的鲜活样本，应当在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换方面， 做出更多尝试的努力，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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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和合的精神为当下的社会生活注入新的动力。

因此， 典型代表是就历史的层面确立出来的天台山和合文化在中华和合文化中的地位， 而鲜活样板事实上就是赋予天台

山和合文化以更多未来发展的责任。

注释：

①天台山三层含义的说法， 可以参考周琦先生的说法。周琦先生认为，天台山有广中狭三义。广义天台山是指天台山脉，

包括支脉四明山，入海余脉舟山群岛。中义天台山是指台州，台州因天台山而得名，故唐代起，台州士人即以天台名州，成为

郡望。狭义天台山是指天台县内诸山之总称。具体论述可以参考周琦《天台山文化的五个“同”》，《台州晚报》2016 年 5 月

21 日人文版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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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大体上，浙

西属于吴地，浙东属于越地。

③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第 42 页。

④移民对于天台山文化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据 1988 年统计，民国前（不含民国）入迁的尚存 127 姓、252 种。其中

入迁时间可以确定的有 219 种：东晋 1 种，隋代 2 种，唐代 15 种，北宋 38 种，南宋 58 种，元代 25 种，明代 56 种，清代

21 种，以两宋和明代最多。入迁的氏族，往往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族文化。移民大体是从北方迁入的，具有北方的

文化性格，而由此使得天台山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南北融合的特点。这一点从智者大师那里就可以得到非常直接的表达，而智

者大师之后，天台山文化的这一特性因移民的不断迁入而强化。

⑤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6 页。

⑥池田大作：《我的天台观》。

⑦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天台山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三教和合共生的基本事实。由此，我们也可以很好理解，为什么诸

如刘阮遇仙（最早见于干宝的《搜神记》）这样的美妙传说会发生在天台山， 因为从这种地理的自然特征中，就包含了和合的

基本氛围。

⑧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以万回作为和合神，还是以和合二圣作为和合神，事实上都是民众生活的现实需求的反映，体

现的是民众对于和合生活的追求。而最终以和合二圣作为和合神，则是因为在二圣的意义上，更能彰显和合的意义。这种彰显，

不仅是因为合二为一的意蕴，更重要的是， 和合二圣的背后有着非常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由此可以树立一种有宗教信仰基础

的社会和合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