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题目：论“不可说”与“非分别说”——以中国佛学的解读出发 

 

 

内容提要：语言的作用及其界限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西方哲学从古希腊普罗

提诺到晚近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对“不可说”的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熊

伟先生在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正是从“不可说者”为切入点，融合中西思想展开

讨论。事实上，中国思想家们很早就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如先秦哲学中的“重

言、寓言、卮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而随

着佛教的传入，历代高僧通过对中观思想的学习和领悟，同时结合自身本土的传

统思想资源，对“不可说”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作为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

派，天台宗认为，真正究竟的真理是一种“不可说”，但却可以通过一种“非分

别说”的方式显现其究竟。本文试图在总结前贤贡献的基础上，对“不可说”与

“非分别说”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背后所代表的哲学立场，提出一点自己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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