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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理性的佛学百年〈代序)

佛教自传入中国，至今 20∞余年，作为制度化的宗教，在组织

上蓬勃发展，在思想、理论上的诠释也层出不穷 z 尤其自宋以下，佛教

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思想家游走儒、释之间，士大夫玩习庄、禅，

风流余浑，丰富了每个时代的精神凤貌。虽然，佛教作为一种棋度化

的宗教，同样需要坚固信仰，以凝结教团商求其发展，觉悟的追求异

化为对十方诸佛的颈礼膜拜，而求福固和瑞应 z 但是，佛教毕竟以

"觉悟"为终极追求，表现了高度理性思辨的哲学特征。初传与鼎盛

时期，中雷思想家也多在佛门，至少同佛门在思想上有着割不断的纠

葛 z 西行求法，也不再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礼拜耶路撒冷、麦如，丽

在于学问。正因为如此，近代思想家一再强调"佛教乃智信南非迷

信"佛教思想的广泛渗透也导致其自身由缮衣商流人居士长者之

闰，至 20 世纪，以科学理性为显著学术特征的知识分子，公然与往

圣大德向气相求，商研究佛学。他们弄潮涛头，以"为往圣继绝学"

为使命，以科学和理性的学术精神，考校史迹，辨析源流，厘正文

献，榄寻义理"同情理解，广搜精求..续佛慧命。显而易见，近

百年的佛教研究，是建立在历史和逻辑梧结合的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和

现代文明，佛教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也就堂雨皇之登上"赛

先生"的讲台，作为系统的学术思想也在百年的科学领域焕发异彩。

这是佛教文化理性的百年，是佛学科学研究的百年 1

17 世纪，整个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以欧洲为中

心，孕育而成一般工业革命的浪潮。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

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捏一切封建的、宗法的、自卤诗般的社会关系荡
涤殆尽。它 R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富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物



中国佛教史

质文明突飞猛进的影胀和发震，思想学术也变成了公共产品，而表现

出多元并存的状态和世界化的趋势‘。然而，曾经辉煌，具有悠久历史

文明的中华帝国，却叉上演了一出朝代更迭的"易姓革命\直到 18

世纪初，虽然历经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康乾盛世，但也在多元和

世界化文化的大潮中，再也不能维系其自语为天朝上国的封闭格局，

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末世光景。值得庆幸的是，封闭的精英集团，早

已不满足这种封闭的格局和封坷的文化，尤其当以扩张为主要特征的

西方疆民主义文化，及其赖以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鸦片和坚

船利炮，撞开中国的封闭之门时，他f口痛定思痛，幡然醒悟于歌舞升

平，妄自尊大的醋梦之中。传统的忧患意识，经邦济世的救世思想，

使他们意识到，不仅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尤其要"用宗教发起信

心~， "用国粹增进吕民道德..藉以救亡图存二在学术上，对西方文

化的挑战，以及文化多元化、世界化的趋势，以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

方法给予全面的，积极的回应。原本外来的，向全人类开放的，以救

世为己任的佛教文化，在这千古未有的变局中，更是捷足先登，脱颖

菇击，从哲学、史学、语言文字、翻译和比较文化等学术领域，给予

佛教文化全面的整合，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科学民主的

西方文明成鼎足之势。出晚清伏流到民国时期全面复兴的中国百年佛

学，~新的姿容彪娟于世，继往开来。

多元，与整合

佛教传入中国，与儒道传统文化拒斥、渗透、融合，集数百年之

英华，至隋唐完成自身中国化的过程，不仅影成了天台、华严、法

相、禅、净等分宗并弘的寺僧佛教与寺僧佛学，商旦，援孔孟老庄人

佛，把觉悟的终极追求转向人的心性问题的探究，超越一切，普度众

生的心外佛，一变而为人心本具心佛众生三元差别"的斗内佛，

外在的超越转向内在超越，实现了中国锦敦的第一次革命。宋元以

降，经历了鼎盛时期的中国佛教，思想理论的发展己臻极致，佛门的

清规戒律，世俗的逻辑思辨留在了镀岸，清通简约、直接萌快的方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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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理性的佛学百年〈代序〉

也发挥殆尽，关注的目标也就转向整个社会。于是重铸了华夏民族的

人生哲学，丰富了传统哲学的理性思维，陶冶了文人学士的审美观

念，特射是禅宗直觉体悟、凝思寂虑、超二元对立的非理性、非逻辑

的思维方式，物我离忘的精神境界，摇缘任运的生活态度，语泊自

在、亦庄亦谐的审美情趣，直接影响了整个知识阶层，并由社会全面

渗透，自复-s ，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以中昌传统文化的一

个组成部分面向世界，继往开来。在组织形态上，丛林寺嚣，星罗棋

布:禅僧袖子，急抱佛脚①。佛门香火嘉盛，禅风炽如果{火，理论上

虽无新的建树，方法上却花样翻薪，从而范佛家义理推向"牢商深"

的发展方向。简易直截的方法一变商为神秘主义;斗弄机锋，绕路说

禅，吕标置换丽趋向奇诡怪庚之途。尤其自百丈怀海刽禅院清规以

下，僧人尽洗云游乞食，不事劳作之习，既以寺产奠定了佛门发展的

经济基础，同时进一步巩固了佛教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朝参暮请"

之礼集众作务"之法"- s 不作，一日不食"的律己精神和自

食其力的住寺原则，虽然维护了佛教组织自身的强立，保持了与佛教

传统大体一致的戒律，凸显和合、民主乃至超世俗的追求，但寺产与

宗门成固定的所有关系，使原本追求解挠的释迦弟子难免为寺产所

累，封建宗法的社会关系乘虚而入，寺院因此成生利之所，僧人也使

自然而然、'L.'安理得地处运筹之境，登利禄之场。也就是说，宋元以

下的中雷佛教，一方面肯定了自身参与世间活动的价值，另一方面却

又不能不割弱倔蓝的超越和民主意识。于是，或超亡送死，与鬼为

邻;或厌世逃禅，神道设教，也流入左道而成奇衰。诚如汤用影所

言，虽有宋初之奖励，元代之尊崇，明清诸帝对佛教的诱掖或逢迎，

然则佛教精神非!日，寺憎多乏学力，宗风衰颓，隋唐时期教理昌明过

① 宋《刘贡父诗话》载王Zß相好曦谑，尝曰:老来欲依僧。客对El:

急则抱佛脚。Zß梧曰: ‘投老欲依僧'是古诗。客曰: ‘急贝司抱佛脚'亦是俗

谚。"亦可见时人对佛教极度膨胀的认识。

3 



中国佛教史

于六朝的景象丧失殆尽"破戒僧人"层出不穷①。不过，佛教文化

的全噩渗透，显而易见蔚成士子学人研习佛典之风，佛学自然也就出

缅衣而流入居士学者之间，佛教文化之花既烂漫于中华，也结成华夏

文明之果。当然，佛教思想的全面掺透，及其导致的儒释汇通的思想

整合，元疑强化了佛学的人世转向和参与精神。

19 世纪末，国势凌夷，酣庸风桂、浅斟低唱的宣政风流早已是

费日黄花，威加海内、歌舞升平的康乾气象转瞬成过踉烟云。年少气

盛之士无不疾首挺腕，倡言变法，以济时艰。然丽，人清以来在严酷

政治氛围禁锢中的传统文化，寻章摘句，成六经之奴姆:渐次输入的

欧美文明，来摞浅慧，旦同民族心理格格而不相人，均不足以起衰振

弊，承担救亡图存之重任。于此"学问饥荒"之时，思想界的有识

之士，尤其是所谓薪学家无不祈向佛学，欲冶中西、儒佛、新学18学

于一炉，以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间，从而使海蹈山理，

佯狂放荡，玄渺难测，凝思寂虑的佛学与当对社会思潮谐振，谱写出

愤世嫉俗的慷慨悲歌。反观内照，以心性!可题为中心，追求内在超越

的佛学"顿菇"商成关注国家兴亡，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经

世之学。历史上长期为僧国强家经理，旦为释迦弟子终极追求、衍为

准则的中自佛学，率先走出封酶，索性由"山林"步人" l'哥市"上

契元生，下教十善，源出佛典，饰以南华，既补传统心性学说和经世

之学理性思维之不足，亦表现对社会元痕换骨的期盼。正所谓"佛

法不在缮衣，而流人居士长者之间"②，于是以居士、学者和寺慢三

种不同形态的佛学，直接参与当时学术界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传

统、西学成鼎足之势。佛学的多元化，实际上标志着 20 世纪中自佛

教与以往不祠的多元发展的趋势。

可以这样说，在形式上，自单一的寺僧佛学，街化为居士、学者

佛学三种形态，呈多元发展之趋势，推动了近现代社会的变革;在思

① 溺用影: (五代宋元费佛教事路)， (瑭唐佛教史璃上中华书局， 1983 

年。

② 章太炎: (支部内学院缘起》。

4 



科学与理性的佛学百年〈代序)

想内容上，超越回归参与，出世呼唤入世;高蹈佳遁，空灵幽隐一变

而为回真:句俗，救亡图存。如此世俗化的恙体态势，显然根植于佛教

理论上的系统整合，自然也就推进了中国哲学的革命。中国近百年的

佛教和佛学，就是在多元发展和系统整合中，将晚清佛学的伏流汇聚

而成系统的理性思维和科学思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与时俱进，并走

上复兴之路的。

毫无疑坷， 20 世纪佛教的复兴，以及多元与整合的形式和内容，

是佛教颇应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按照时代的需要所进行的科学与理

性的自我调适，南非与历史断裂的全面创新或重建。佛学的双相否

定，双向价值取向，宗教社会功能的二律哼反，同样为佛学百年的涉

世精神奠定了理论基础。佛家追求超现实的觉悟，关注的却是"有

漏皆苦"的芸芸众生及"如梦幻泡影"的现实社会 E 告锦串说"元常

"元我 .. 飞，\，却又强羁反求自心，不仅超越个体，而且寄心于与本体合

一，包容一切，创造一切的主体意识:佛门"缘生"之理，假、空、

中三观之论，以超二元对立的创造性思维，谈超时空、超世俗的无尽

医果，同时公然取儒道心性之学，承负之说，宣扬善恶果报的行为准

贿，及扬善惩恶的社会道德。它以人生为苦，对镀岸世界的向往，既

是对社会、人生的否定，表现为道世思想，又批判俗界，以济世度人

为己任，熔铸了强烈的人世精神;既以"无明"否定人性，追求

"觉悟"的佛性，再由佛性复归"本净"的人性;否定理世而趋向净

土，并将净土置于现世 z 既以灰身灭志的绝世思想企求自我解跪，又

以入世之激情，点燃觉悟，普度众生。正是如此系统的理性思维，八

面玲珑的说理形式，为百年来的佛教提供了入世转向的理论基础，为

佛教文化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佛门三宝. {，曾是宝中之宝。他的既是佛的继承人，又是法的载体

和弘扬者，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思想的还是组

织的，寺f曾都是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主体。然商，自宋以下，与锦教文

化广泛渗透的同时，佛教组织迅速膨胀，僧之素质却良秀不齐，僧材

摧萎，每况愈下，早已非六朝南唐光景。人清以后，诸帝尊崇佛法，

至乾隆十九年( 1754) .又通令取消官给度睽制，在社会主为出家大

5 



中国佛教史

开方便之门。寺院也}I员水推舟，滥剃度、滥传戒、滥住持，三滥不

绝，寺僧既乏学力，又多破戒，半起自徒，何论经教?甚至以贩卖如

来家业，侥取货和j为常事。诚如敬安所言<<池元九品之花，园有三

毒之革"①，佛教自身发展已成强弩之末。店产兴学之风潮，豪强、

军人对寺产之侵夺，犹如雪上加霜，使原本趋于衰颓的佛教，尤显出

下世光景。如此，内部就衰，外部国势危蹄，如之学术上避虚趋实之

风，佛教也就非变革无以图存，非与时代潮流相结合元以求发展。于

是锺宝也在千古未有的变局中，以复兴佛教为己任，在科学理性和文

化多元发展的态势中，藉佛法净心、救世的道德理想和社会功能，实

现对佛教度人济世思嚣的科学和系统的整合 z

变成佛的超越追求，为成菩萨的教世精神;

融上求佛道的终极关怀于下化众生的实践理性之中;

对破岸净土的关注反归人j可净土的建设。

总之. 20 世纪的中国佛教与寺僧佛学同样以理性的思考，在自

敦的"救锺运动"中，致全力于人间佛教的崛起，以回应西方文明

的挑战和文化发展的科学趋势，表现出1忧国忧民、救亡图存、全方位

参与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和进取精神，以及鲜明的保教扶宗，即

"互教"的特色。如虚云、敬安、印光、太虚、弘一、能海等，在佛

教复兴和人间佛教建设方面各领风骚，影喃及于今日而绵延不绝;对

理灭不传的法相宗繁难艰涩的名相分析也起到了推涛助琅的作用。

居土长者研习佛典，也是佛学理性化的推勤力量。以金陵刻经处

为中心的居士道场，独树一帜，桃李悉在，跻身弘扬佛法之前列，大

有取代憎宝而为佛教文化主体的趋势。

居士佛学导摞于雍乾年间，雍正以超等宗师自居，自号噩明爵

士，编撰语录，干预f曾诺:至乾隆时彭绍升开其端绪;龚自珍、魏源

受菩萨戒撞波于前，杨文会"栖心内典" "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而

黯滚于后，不仅今文经学家，包括康(有为〉门弟子1]i :fL佛法，乃

至治学严谨，以科学考据为长的社会精英..凡有真信仰者，率极依

① 敬安: <衡山清凉寺碑》。

6 



科学与理性的佛学百年〈代序〉

文会" "往往撞撞佛法" "殆元一不与佛学有关系"①。徐蔚如创北

京刻经处于北方，在京城发起讲经会. 1935 年后，每晚讲经天津功

德林。南杨北徐，遥相呼应，僧俗各界尊称之为华严二大师。杨门弟

子欧阳竟无在金睦刻经处、提湿精舍的基础上建支部内学院、法相大

学，专弘玄类之学;韩洁净设三时学会于北京，亦倡导唯识。南欧北

韩，均以唯识学饮誉当时，坦方法进路~异。敌黯力主抉择，握其大

意 z 韩民则穷究瑜珊，旁及十支，即所谓一本十支。另有蒋维乔显密

兼备，首先于东南大学讲授佛学;刘沫涯晚眈禅'挠，创佛学社于成

都，强领讲廷十余载。如此南北东西，性相禅净，交相辉映，蔚为居

士佛教、窟士佛学之大现c 清末维新援、革命援思想家，以至民国时

期的著名学者，如康有为、梁患超、谭摇同、章太炎、杨度、熊十

力、汤用彤、粱漱溟、周叔迦、米苦煌，以及胡汉民、拣独秀等，也

都公然为佛弟子而兼治佛学，促使专重信行的佛教，跻身于并重知解

的大雅之堂。居士佛教布居士佛学，刻经、兴学，而立是于"弘

法推动了近代佛教文化的长足发展。

普泛地讲，当时佛教学者多为活士，但他们与纯粹的居士不同，

对锦学立足于求知南非基于信仰，是历史、理性的分析市非"结论

后的研究"重在知解商非信衍。不过，他们对佛学的知解也有两个

不同的进路，即直接关涉人生、社会，重铸圣王人格的人生理，济世

度人、救亡望存的通经致用之路，与以历史、理性，考据、诠释佛教

和佛教义理的探赣索隐之路。前者如康有为的佛教救世主义，梁启超

的东方人生哲学，蔡元培的佛教护国论，杨度的选禅，大多是从普遍

的意义上彰显佛教爵冶岳性，突出表现为佛教对人生观和经世思想的

影碗。后者则是对佛教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的研究，商表现为纯粹

理性的学术性格。

整个 20 世纪佛教之复兴，有得于寺f曾以"]!教"为重昼的人间

佛教建设，有得子在家居士志在"弘法"的刻经兴学，更有得于思

①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全集》第 5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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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

想家对佛教全哥、深入的条分缕析。复兴的佛教，除涵育直面惨换人

生的参与精神外，原本重信行，即修证型的佛教，越来越趋向于知

解。以求知、求真为不懈追求，在无涯的学海中长福善舞的知识分

子，也就祈向佛学，在汪洋患肆的佛教历史、典籍中纵横搏髓，学者

翠的佛教应运而生。他们不仅重视佛法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商旦

着意于佛教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的渗透和稳淀，于是通经致用，于是探

赣索嚣，分途并进，表现与前此以往任何时期不同的，重知解的鲜唠

特征，使佛教登上了科学研究、现代化教育的大雅之堂。一位吕本历

史学家说，清末学者"公然为佛弟子以研究佛教者，实最近八十年

内所起之新现象"①，一语道破猩辟蹊径的学者型佛教，但开风气的

历史功勤。

中望学者，因传统文化的孕育，立身行事，原以天下为己任。立

天地之心，立生民之命，继往圣之绝学，以开万世太平于当时，于是

乎忧国、忧民、忧世纪之苍生。与以往不同，清末民初，朝代更迭，

"万代不易"的"家天下"超稳定的封闭结构一一封建政体寿终正

寝 z 西方文明进逗，多元文化兴起，打破了封闭地域的封闻文化，动

摇了思想界传之数千年"经学一尊"的地位②。"姬孔之言，无复挽

回之力，即理学也不足以持世"③，现实世界的没落为新思想的诞生

清扫出一块空旷之地，社会革命呼唤着哲学革命。于是，屡经丧乱的

知识分子，逐渐白蜡苔穷经，以经学形式论证王治问题，转向谈空说

有的辩证思维，藉形上之学探讨岳性问题和经世理论，并在不同的学

术领域，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平情立言，钝深致远，为释氏之学广搜

精求历史和实验的证据，推动了新时期佛教哲学、历史、语言文字多

学科的发展以及科学方法的建设。他们或以己意进退佛说"六经注

①稻叶君出<.清辑全史》。原文说"公羊派多公然为佛弟子以研究佛

教其实何止公羊派。

② 详细内容参考摇著: <.中匮近代学术史》绪论，第一节〈封闭格局的解

体与传统的媲变)0

③ 章太炎: <.无我论)， <.章太炎全集》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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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理性的佛学百年{代序〉

我借佛家无常、无我，即"空"的否定性患维，浇胸中之块垒，

于佛法中求世法:识，心见性，强善其身，普度众生，兼善天下 s 或以

系统理性思维诠释费学"我注六经"以三性、六尘、八识、缘安、

自果、真如，诸如此类佛家之范畴，以及有完之辨，宗、园、喻三支

说法的国明逻扁，探求人的本厦，人在社会自然中的位置，人的认识

来源和藉以实现认知过程的形式，岂是建立以人为本位，以心识为本

体，并从本体高度反观人生的新学问，即以佛学"撑霸其本有商薪

之"①的新的世纪哲学。前者是"自真向俗下教十善;后者乃

"转俗成真"上契无生:皆以济学，进而利生为特征，为复兴的百

年佛学增添了异样的光彩。

寺锤、居士、学者不同形态的佛教与佛学，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

成鼎足之势，或重在卫敦，或志在弘法，或意在济学②，济思想革新

之学。形式不同，重心不同，但皆议人世思想整合释尊之敦，在发起

信心，救亡图存的社会革命，以及捍前本有，弃18 图新的哲学革命的

社会患潮的洗礼中，以通经致用，探醺索醋、两条道路复兴并通向未

来。

趋向知解的多学科研究

锦说觉悟，或者直接说觉悟真如，与道家之"道"亦多雷同，

也是不可说的形丽上的超越追求。厨以法门强揭"不立文字

f假坦一物即不中"\，尽管有"不离文字"、"说不可说"之论，表现宗教

组织在社会实践中的二律悖反，但突出的还是以心体道，识JL'成佛，

倾 i句于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思维，商重在信仰和修持。 20 世纪佛

① 梁启超: <:新民说)， (饮冰室合集》。

② 挡著: <: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等认为，重在卫教、弘法、科生为

三者的不同，虽然立足佛学谈它们的重心，但确如同仁批评，似不严密。这里

从佛教史上看，突出以佛学济世学，故与前说不尽相同。思想上的犬牙交错，

致分类的捉襟见肘，也是其他著作(如《民嚣学案归中的菌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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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理佛教史

教不仅以入世整合释尊之教，而且由重信行的修证型佛教趋向重知解

的研究型佛学。学者、居士皆以空有之说，心识之学，真伪之辨，游

走f曾倍之间，醉心三藏之中。释迦弟子亦步亦趋，修证与知解并重，

在在以知解为觉需真如，以及卫敦的必由之路。他们同样以语言文字

相高高，诗词玲咏，义理词章，典籍考据，运斤成风，逞辩才于居士

名流之间;即使闭关幽室，也不尽在修心，而热衷阔学;并因与

"店产兴学"相扰，重言传、重知识、重理性的学校教育遍于江淮顶

风靡全国。佛学研究过于前朝，戒律禅定相形见缉。简单地说，百年

佛学重知雨不重行，重学而不重修，是以学术研究光前裕后，载诸佛

教史册的。

如前所言，重知解的研究望锦敦，分通经致用、探赣索黯两路并

驾齐驱，从政治、伦理、心性等不同层面探索人与人、人与社会，以

及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前者着重藉佛教发起信心，纯化道德，以完我

元畏、博施济众、为雨不有、自强不息，崭新的佛儒结合的人生混，

强化忧菌忧民，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打造自由平等的社会噩想与政

治制度，应当说是学以致用，故多以己意进退佛说，雨表现儒释中西

多文化的汲结与兼包并容，或者说杂棋。后者走的却是"学以求是，

不在致用" "有学无术"①的纯学术道路，而旦是以现代的学术规

范，在历史、哲学、科学等学术领域，高度理性的"我注佛经"之

路。

不过，任何一种学术思想，虽然可以摆膜外在的偶然，呈现逻辑

的必然性，佳是决不可能离世或遗世司求强立存在和发展。它既是社

会发展的超前觉悟，又是正在反思历史的时代精神。正如黑格尔的分

析，一定的文化形态，一定的哲学，与它基以实现的民族形态同在，

与受这一特定原则支重己的旧国家的没落，新国家的兴起同在。通俗地

讲，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自盛雨衰，盛霆难再，也就是整个制度和文明

颜植技落的时候，民族的心理结构，将髓着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现实的

① 章太炎: (规新世纪)， (员报》第二十四号。这里的"术"意指应世

之用，与治学方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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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理性的佛学百年〈代序〉

裂痕与日俱增市发生改变;理有的生活方式，共同奉守的伦璋道德和

传统信掬因之动摇。一个思想上的破坏期出现之后，便是新思想的酝

酿，精神在空旷的学术领域中，开始营建新的理想王国。正因为如

此，历史研究，总是借总结过去的经验，确立此岸世界以及现实社会

的真理;既属于历史，又服务于未来的哲学，则通过对实在界的反

思，揭示非神圣形象异化的本质 17 世纪以来突飞猛进发展的自然

科学，不仅用作改造自然，丰富物质文明的工具，而旦在不同程度

上，也为理论思维提供实验的证据。中国近代佛教也不能例外，同样

在新旧交替，千古未有的变局中与时俱进，以多学科的学术研究闪亮

登场。

从哲学上认识，佛教西来，与中国需道传统相结合，以非空非有

的辩证思维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并将觉悟真如，同登彼

岸的超越追求，向内积淀为即，合是佛，心净则佛土净的心性之学。百

年佛学虽然由超越转向参与，但在哲学上还是更多地表现了反观内心

的超越性质，并用以建构以心识为本体的心性哲学。

20 世纪的思想家，无论学者、居士，还是寺槽，由于佛教无常

元我、缘生实梧、空有辩证思维，以及超二元对立、无差别境界的潜

移默化，思想上倾向于对超越有限的终极问题的探索，倾向于将一切

事物一一自然的，社会的，人生的一一即一切有为法，视作某种统一

掉，并捎泯在人的，合识之中，以实现个体、主体与本体合一，即掉我

合一的终极关怀。如此"借花献佛"的形而上思维，娱托出百年佛

教哲学明心觅性、反本为学，并重视认识论、方法论探究的显著特

征。梁启超的佛教哲学研究虽然远不如其佛教历史、典籍研究贡献之

大，但他同样强诲"欲便佛教普及于今代，非将其科学精神力图发

展不可。质言之，那当从认识论及心理学上发挥雨已"①。梁民此说

应当是对上述特征的印证。远绍龚自珍晚年对天台法华心性论的初探

丽开启端绪，虽然他始终徘徊在"不可思议"的般若智慧门外;继

而有谭嗣同冶科学哲学宗教于一炉，以禅之本心、华严真必、法相宗

① 梁启超: (说大政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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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赖耶识，旁征博引"天文、地翼、全体、心灵囚学"①，融会贯

通孔、释、耶古今中外之理，建立以心为本体，反本体仁，多环状经

世佛学的逻辑结构，着重论述'L'本体的态势，心与心力、仁、~太的

关系，以及体用、道器各种范畴的外延与内涵，尽管它洋溢着浓厚白专

政治色彩和应世哲学的特征:直到 20 世纪初，以理性主义为基本性

格的章太炎..中遭忧患，而好治心之言"②，尤其强调"学"之目

的在于求真、求是，虽然是由外追寻，确立佛家真如本体的本体论，

但又突出"识"本自证，真如 &P识，进一步以"万法唯识"的方法

论、以在解佛的"齐物班..即以"心"、"识"奠定其法相唯识哲

学的理论基础;熊十力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傍掖章太炎的学说"③，

"评判空有二宗大义，市茹衷于《易)"④，同时在引西方哲学，突出

"反本为学"、"反求实证"的缸j造性思维，用主体构建客体，并在新

i日堆识的争论中，建设其本心本体的"新唯识论"能哲学体系。章

太炎的法相唯误哲学、熊十力本心本体的"新唯识论"应当说是百

年锦教哲学研究的主线。还有梁启超的佛教心理学、比较哲学研究，

严复的佛法不可思议说，也在这一领域或多或少地焕发出异样光彩。

就认识论、方法论而言，百年佛学偏重法相唯识学的钩深致远。

毫无疑问，法相唯识宗义实在是比较纯粹的印度佛学，其种姓之说，

思深义密、繁难艰涩的名相分析，偏重方法论探究的倾向，与以佛性

为核斗，商且日趋需易的中国佛教大相异趣，与传统文化心理亦多不

合。故晚唐之后，禅宗吕盛，法相益衰，而几致绝灭。近代科学患潮

兴起，实证哲学、分析哲学风章一时，学者，合理为之一变，学术研究

也弃空就实，雨重客观考察。佛教界也一反禅宗束书不班之习，精细

的名相分析更是趋之若莺。法相睦识学则大契其机，在哲学领域中如

日中天。中吕近代，法相宗虽然涅没无闻，唯识学却尽显风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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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巨赞: <评熊十力所著书》。

③ 熊十力: <船山学自记》。



科学与理性的佛学百年〈代序〉

家不仅藉以营造自己的哲学体系，诸如章太炎的法相唯识哲学、熊十

力的新唯识论等，而且名僧、居士，以及德高望重的人文学者和科学

家，对唯识学别开生面商作专门研究。前起杨仁山，后至吕秋逸的宁

系居士，在北京创立三时学会的韩清净，与汉系的沙门弟子，以及佛

教心理分析的梁启超，还有尤智表、王季同等，都是玄类之学在近代

复兴的有功之臣。欧国竞元的唯识抉择、太虚的科学唯识说显然也是

佛学理性思潮的结晶。

因明学研究着重三支与三段论之比较，也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佛教史研究也是近百年佛教复兴中新起之学释，是佛学的科

学产品。追求超越，重视修证的释迦弟子鼠乏历史现念，佛门虽曾有

僧传之类的历史文献，但 20 世纪之前，绝无系统的中国佛教史著作。

哥呈，僧传之类的资料中"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

之作用"如此神秘其说，自张其军，故真伪屡杂其间，史实与传说

混为一谈"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①。 20 世纪初，专重知解的研究

型佛教日升月恒，新文化运动各壁垒中学深识广，四众弟子中搏雅好

古之士，皆属意于锦教兴衰变迁之迹，对佛教输入、发展、转化、融

合条分缕析，探黯索隐，推动了佛教历史研究的开展。他的或承乾嘉

风流，钩蓓靡密，从不同角度考订佛教初传、兴起以及宗派源流之役

事，费识一经一典之真伪与成书年代;或以义理之学，界说不同时期

佛教宗风变革及其自致。历史资料的去伪存真，与传统的考据之学相

得益彰。在佛教与社会，与国有的本土文化关系，以及经典黯译的考

察中，既总结过去的经验，以资现实参考，又为思想文化的积淀作出

显著的贡献。于是，中国佛教史著作相继向世，佛学研究也在历史的

考辨中，于 20 主纪三四十年代蔚成显学。

其中有梁启超关于佛教祀传、锦典翻译、西行求法、中国佛教的

兴衰沿革，以及对中国天文、地理、历算、医药、语言文学影响的论

文三十余篇。他确信佛法是"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

①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辑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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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佛教史

目的者"①，同时强调吾以为今后而欲昌明佛法者，其第一步当

自历史的研究始。"②显而易见，佛教史研究也是他独善其身，进行

文化自由创造和人格自我完善的心路历程。

蒋维乔取语东籍，断之己意，拾遗补碗的《中国佛教史》可谓

中国第一部系统佛教史作，其虽以日本学者境野哲《支那锦教史纲》

为依据，有人甚至认为是抄袭之作，殊为不雅，但也不能否认有他自

己的创觅。她广泛搜罗官书及私家著述，往来南北寺现，集清代以后

的佛教史料，据《王续藏经》对《史纲》作了严格的校勘"于其错

误者改正之，缺略者补充之"③，在原有的框架上予以增益，因此可

以说大部分为创作南非译作，尽管不如同时及 E后中国佛教史研究精

详和影响之户。

汤用彤，幼承庭识，早年留学哈佛，深受自璧德薪人文主义的影

响，系统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方法之训练，博学多识，于"中印

欧三方思想、南有造诣"④。于佛教，汤民但开风气，首先采取宗教学

和出较宗教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佛教在中国传播和演化的历史，通过

费教内外因素的分析与比较，重点突出了已经系统化、中自化的佛

教，从政治到经济，从学术到民俗，普遍向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广泛渗

透。他的《汉魏窝晋南北朝佛教史上《隋唐佛教史稿><包括《五代

宋元晓佛教事略妇及其他相关著作，以同情默应的斗性体会，广搜

精求，平情立言，多维比较的严谨方法，综合全史，多有缸获，因而

享有"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⑤之盛誉。时至今岳，依然是治斯

学之导引，而元超越其成就者。汤民尽管对宋元以下佛教只作了提纲

擎领的论述，但是他辛辛射指出，隋唐以前追求发黑与刽新的历史使命

已经完成，加之宗法思想的影响，锦门已非昔日光景，佛法出缮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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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梁启超: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② 梁启超: (大乘起信论考证序》。

③ 蒋维乔: <中国佛教史·凡倒)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④ 钱穆: <忆锡予). (燕匮论学集》。

( Zurcher ,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 Lei den.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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