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13位ISBN编号：9787010026497

10位ISBN编号：7010026491

出版时间：1998-5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任继愈

页数：4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内容概要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Siddhartha），族姓为乔达摩（Gautama），中国古译为瞿昙，相传为净饭王
太子，生于迦毗罗卫（Kapilavastu），该地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
他一生传教活动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
释迦牟尼（sakyamuni）是佛教徒对他的尊号。
关于他的生卒年，根据文献史料的推断，约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0一490之间，略早于中国
孔子（孔子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51－479年）。
   佛教在印度开始传播时期，正是印度奴隶社会比较发达的时期。
印度封建化的过程历时较长，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印度的封建经济才逐渐巩固下来。
进入封建社会后，印度奴隶制残余曾延续了很长时期。
早期佛教是为当时的印度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后期的佛教大乘则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
    佛教开始传播手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细亚
，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
始生根、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近二千年的漫长的岁月，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中曾起过广泛
影响。
自从它传入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来宣传解释其宗教学说的。
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的佛教背离了印度佛教原旨，使印度佛教走了样。
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看法是不太妥当的。
    思想意识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各种社会有它的成长和衰落的过程。
印度佛教也有它生长和衰落的过程，总在不停顿地发展、变化着。
印度的佛教，不但在一两千年间有很大的变化，即使拿释氏一生的宗教活动来说，据后人的研究，他
早期传教和后期传教，其侧重点也不同。
究竟什么是佛教的原样？
释氏逝后约百年左右时间，佛教徒中间对教义教规的理解已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形成上座部、大众部
两大部派，随后，这两部派又不断发生分化，形成了十八部（或二十部）。
接着又出现了佛教大乘教派。
大乘教派中先有龙树、提婆倡导的中观学派，后来又有无著、世亲倡导的唯识学派。
大乘自称得到释氏的“了义”，而小乘许多学派并不服输，与大乘并存，各立门户，都继续流传。
由此可见，在印度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佛教样板。
如果要把印度佛教的各种教派分化、兴衰变迁的道理讲清楚，就不能只在佛教内部去寻找佛教变迁的
原因，而应当从印度的社会历史中去寻找佛教兴衰变迁的原因。
这属于另外的题目，不属于中国佛教史的范围。
我们的任务是考察中国佛教的历史，揭示出它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加深认识东汉以后中国
的古代封建文化，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以及整个历史。
   社会实践表明，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古人所信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只能表达取得
政权的地主阶级的主观愿望。
哲学和宗教看起来高入云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它们仍然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
活的反映，只是有时是直接的反映，有时是间接的反映，有时是曲折的反映罢了。
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从而反映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哲学、宗教也相应地
改变。
我们应当通过考察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初传、滋长、兴盛、衰微的全部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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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周公相传下来的典章制度为孔孟所继承，孔孟建立了儒家。
儒家的理论成为后来维持封建宗法制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开始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相结合，造成神学体系，天子是人又是神，为君权神授建立了理
论基础。
经历了东汉白虎观会议，形成书面记录，《白虎通》神学经学正式建立。
神学经学以儒家标榜的“三纲”为骨干，“君臣”关系又是“三纲”中的核心。
治天下、为人、处世，都要服从“君臣”大义。
君臣关系成为一对永恒的原则。
推衍到极端，甚至认为天地日月所以能按规律运行、不出差错，就在于它符合、体现了“三纲”的原
则。
　　只要有封建制，就离不开儒家的说教来维持其统治秩序。
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儒家定于一尊的独霸地位受到削弱，玄学思想一度上升，以后又有
了佛教和道教，于是出现了四种思想体系，儒家、玄学、佛教、道教。
这四种体系中，玄学势力不久即衰，南北朝时期只剩下三种思想体系，即儒、佛、道。
只要有封建制度存在，必然离不开儒家的思想。
儒家在南北朝时期，失去独尊地位(与汉代比)但朝廷离不了它，它是稳定封建等级制的址有效的思想
工具，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为了更好地巩固其政治特权，把儒家经典中的礼制，尤以与继承权有关的丧
服制受到更大重视。
甚至有一部分有名望的僧人，也研究起丧服经来。
　　道教作为一种中国本土的宗教，在汉末已形成一股强大势力。
道教的传播得到两股社会力量的支持。
道教讲长生、黄白术，宣传兴国广嗣之术，对上层贵族、宫廷有吸引力，为帝王、贵族所信奉。
道教同时用符水治病，它的某些互助互救的制度，为下层劳苦群众所欢迎。
这样，上下结合，东汉末年发展得很快。
在民生困苦、政治黑暗的东汉末年，造成了道教滋生蔓延的条件。
黄巾起义以道教组织为号召，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从此国家无力进行中央集权，陷于地方军阀割据
混战的局面。
　　　　武则天复杂的宗教迷信心理，也表现在她当权后多次改变年号的举动上。
从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帝患风眩，政归武氏开始，到长安四年(705年)止，四十五年间，共改元二十
九次，平均一年多改元一次，有时一年改二次。
年号命名，不外祈求神圣保佑，延年平安之类的祝愿词句，如天授、长寿、如意、延载、万岁、登封
、万岁通天、神功、久视、大足、长安等。
　　这都说明武则天享有威陵天下的权势，同时又内心有所不足，祈求神佛保佑的软弱、怯懦的一面
。
政治权力并不能满足一个精神生活有欠缺的中国妇女的要求，于是，不得不到宗教中求安慰，找一个
安心立命的境界。
身为帝王，不同于一般人可以抛开家室，出家求道。
她一生追求政治权力，同时又要求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投靠宗教是唯一的途径。
　　武则天与一般宗教信徒不同，一方面，她私用宗教为自己谋取权力，另一方面，也借宗教以自我
安慰。
说武则天虔心于佛教或任何一种宗教，不合事实；说武则天无法无天，完全把宗教作为工具，一点迷
信也没有，也不合事实。
她信奉的不止佛教一种，她的宗教信仰有较高层次的宗教神学体系(如华严宗)，也有世俗群众，神鬼
迷信，福祸报应，神仙巫术之类低层次的宗教活动。
从武则天身上不难看出唐代社会宗教活动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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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利用她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她祈求的差不多都达到了目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享
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自以为想办的没有办不到的。
只有一件事，她以天子之尊也无能为力。
面对皇位继承问题，武则天碰了壁。
在男姓为中心的社会里，家庭的继承权只能由男姓掌握，妇女从属夫家。
武则天用行政权力为武氏七祖立庙，但武则天不能令武氏家族为姑母立庙，武氏的帝业只能由李姓家
族继承。
否则，则断了香火，不得血食。
在世俗习惯、法律制度方面，佛教、道教又不及儒教影响的深远。
武则天奋斗了一生，崇道崇佛，信巫祝、*祥，归根到底，又不得不受儒教的约束。
　　　　法相宗企图从理论上打通人间和佛国两个世界，使人们逃避现实，进入佛国。
他们说阿赖耶识包括有漏种子和无漏种子。
有漏种子不断经过善行的熏习，可以从有漏转到无漏。
阿赖耶识即转成“无垢识”，阿赖耶识就不存在了。
但佛教大乘法相宗的体系，本有种是“法年故有”的，不是由真如产生的。
熏习种也不是真如熏成的，它是前七识所熏的。
真如对于本有种或熏习种都无能为力。
真如是无为无作，不能产生万物。
真如既不能产生万物，又如何使人舍染归净呢?且不说叫人“成佛”本身是个骗局，单就理论上说，法
相宗认为只有佛能断尽有漏种子；有漏种子断尽才是佛。
这一循环论证的窘境，他们无法摆脱!　　法相宗宣扬离开每个具体的人还有所谓独立永恒存在的精神
的实体阿赖耶识，和它含藏的精神的种子；认为人类的认识不过是自己的“见分”认识自己的“相分
”；只承认主观世界而抹煞了客观世界。
这种错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
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
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相结合——安置、对置、结合。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5页)马克思刺中了近代客观唯心
主义的心脏。
法相宗的阿赖耶识虽不就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所谓“理性”，但是这些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对
于我们剖析古代法相宗的唯心主义体系也是完全适用。
的。
　　　　隋唐时期的其他宗派，比较着重烦琐的章句解释、经院学派式的钻研。
那一些显贵的僧人，可以交接官府，出入宫廷。
他们占有广大的土地，拥有众多的奴仆。
佛教一方面宣扬要看轻世俗富贵，摒弃物质享受，但是在佛教徒和寺院经济特别发达的情况下，将不
可避免地要走向奢侈、腐化、享乐的道路，在人民面前失去了它的欺骗作用。
为了挽救当时佛教面临的危机，在内部产生了象禅宗这样的宗派。
他们没有很多的学问，甚至有不识字的宗教领袖，他们多半出身于一般平民家庭，在生活作风上比较
能够刻苦。
他们没有占有大量的庄园，不要累世修行，不要大量的布施，不要许多麻烦的宗教仪式，不要背诵那
些浩如烟海，穷年累月还不能完全记诵的经卷。
　　这样的革新运动，他们要有自己的武器。
他们没有惰唐佛教其他宗派的优越条件，没有很多的“理论”和旧的佛教宗派相抗衡。
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用主观唯心主义，他们不要论证、不要引经据典，只要凭借每个人主观信仰和良
心。
因此，禅宗从惠能以后，从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不能仅仅看做禅宗本身的转变，它标志
着唐代佛教发展中遇到危机后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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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能以后，经过几代的传播，禅宗在中国广大地区发展为五个较大的支派，禅宗这些支派曾流传
到日本与朝鲜，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五个支派是：沩仰宗，开创人是沩山灵祐和他的弟子仰山慧寂；临济宗，开创人是临济义玄；曹洞
宗，开创人是洞山良价和他的弟子曹山本寂；云门宗，开创人是云门文偃；法眼宗，开创人是法眼文
益。
这五宗所创立的时代都在晚唐末五代的时候。
灵祐的生卒是771—853年，义玄死于866年；洞山良价的生卒年代是807—869年；文偃的活动年代在宣
宗、懿宗时代(847—872年)；文益死于958年，这时唐帝国已灭亡。
　　这正是唐帝国从衰亡到崩溃的时期，农民革命大规模爆发，最大的一次是875到884年的黄巢起义
。
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当时的首都长安在内，都经常受到军阀战争的灾害。
佛教的寺院经济和当时的门阀士族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的命运一样，在农民起义的震荡下，纷纷破产。
唐帝国中央政府为了挽救财政的危机，曾在845年进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灭佛运动，佛教各宗派遭到极
为严重的打击。
　　　　晋宋间佛教理论家参加了当时玄学家的论战，与世俗学者共同探讨本体论的问题。
这种辩论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佛教理论界由般若学转向涅槃学的讨论。
涅檠学即哲学的心性论(佛教称为佛性论，即人性论)。
由本体论进入心性论是当时思想界又一热门话题。
从般若学到涅槃学(由本体论到心性论)恰恰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逻辑同步开展，当时中国哲学史就是
由本体论向心性论转移的。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佛教也受到战乱的影响。
对佛教打击最重的一次是唐后期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废佛运动。
这次废佛运动除佛教受损失最大以外，还有几种外来的其他宗教。
会昌废佛，佛教各宗派的物质设施受到严重破坏，难以恢复，寺院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只有禅宗得到比以前更多的传播机会。
　　心性论是隋唐佛教各宗派共同关心的问题。
各宗派用各自的观点，方法分别建立心性论体系。
晋宋间竺道生的涅槃学代表早期的心性论，道生有创见，但还要依傍印度佛教的经典，如果北本《涅
槃经》未被发现，竺道生将遗恨终生。
唐代佛教有更强的创造性，有没有佛教经典文句的根据，看得并不重要。
唐代佛教各宗派都借用佛经创建自己的体系，天台宗之于《法华经》、华严宗之于《华严经》，都是
用佛经作为凭藉，他们都大胆发挥。
连墨守师承的玄奘译经时也有时用编纂或挟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更不用说大胆创新的禅宗了。
　　各宗衰落了，而掸宗独盛。
时当乱世，唐中央政府对全国完全失去控制，禅宗更加发展了。
因为禅宗有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传统，不靠寺院经济放高利贷、收田租过活。
禅宗百丈怀海制定《百丈清规》，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
用小农经济、小生产的方式共同维持僧团的生活。
　　禅宗内部有不少流派，后人分为南派、北派，七家十室，细分起来不止百家，各流派有独自强调
的重点方法，这里不去详说；各派也有共同点——自己解救自己，如果自己没有自悟，佛祖也无能为
力。
这种自我解缚、自我解脱的思想方法和修养方法，即中国古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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