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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政治经济层面的社会巨变，儒教也发生并且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但这个变革是隐性的，是蝉蜕式的。
按照学理论述的要求，既然提出儒教的现代变革问题，就有必要从逻辑上说清楚：第一，究竟有没有
儒教这么回事？
第二，如果有，那么过去的儒教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儒教又是怎么回事？
只有将这两个问题说清楚了，所谓儒教的现代变革，才可能成为一个话题。
然而，这样地说清楚，本身就包含着太多的争议，甚至需要进行有关争议的预设。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预设会有人对儒教变革的提法心有戚戚焉？
所以，在这样一个简短的寄语中，我采用“截断众流”的禅法，作为抛砖引玉的方便法门。
　　很自然的，谈论儒教的变革，会联想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因为在涉及宗教的精神传统的历史变化时，马丁·路德改革是一个标志性的、影响深远的范例。
以那场据说开启了资本主义伦理的改革为参照，可以帮助我们更便利地勾勒出儒教变革的大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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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一般可分为观念、制度、器物三个层面，其中作为联结观念层面与器物层面之中间环节的制度层
面是非常重要的。
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
一般认为，佛教制度对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
具体说来，禅宗清规作为一种别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制度，对于禅宗的成立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和无
法估量的意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从组织行为学和制度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组织、团体、阶层或利益共同体要想持久地存在和发
展下去，前提是其成员必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或伦理观念。
但仅有这样一个前提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这种价值观或伦理观念制度化、规范化，转换成具有合
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即按照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或伦理观念进行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设法使
其成员的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而在协和外部环境、整合内部资源的基础上将整个阶层或组织
的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只有这样，该阶层的持续存在和兴旺发达才有希望。
佛教僧团和禅宗寺院也正是如此。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灭寂前要求佛门弟子“以戒为师”，由此可见戒律对于佛教的重要性。
中国和印度的国情不同，能否使和如何使源自印度的佛教戒律巾国化，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可以说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佛教的命运及兴旺程度。
佛教传人中国并不可避免地中国化，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迄今已走过两千多年漫长而曲折的
道路。
禅宗清规从创立之初，就深受儒家忠孝伦理的影响，不仅在内容方面留有忠孝观念的深刻烙印，而且
在形式方面成为中国佛教以大一统话语权追求为特征的诸宗竞争在生存方式和规章制度层面的集大成
者。
总之，如果我们可以将禅宗僧团称为一种宗教性亚文化团体的话，那么作为禅宗僧团集体生活和对外
交往需要的有关僧职设置、法事仪轨、行为规范和惩戒措施等的制度汇编的禅宗清规，其实质就是这
种特殊的宗教性亚文化团体为与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暨儒教伦理相调适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制度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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