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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印顺认为%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几个特征%如无往而不圆融的至圆%只求

离此浊世的至简%不事渐修和藉师自悟的至顿%以及老庄化)玄学化等等是导致佛教在近

代陷入危机的内在原因$为了对治这些问题%他按照印度初中二期佛教以人为中心的原

则%在太虚人生佛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其人间佛教的论题核心与理论原则$

关键词#印顺&佛教&中国化&反思

佛教在中国原本是一个'外来宗教(%可是在与本土宗教和文化的长期交融中%它逐渐

变成了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宗教%并奠定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国文化格局$然而%对于佛

教在中国的流行史%在海峡两岸佛学界都有着很高声望的印顺大师*

"#&!K%&&$

+却提出

了一些较为中肯的批评$他认为%佛教在近代中国一度走向衰败的原因%除了庙产兴学的

冲击)西方科学的传播和基督宗教的扩张等外部因素外%更主要的内在原因则是由于佛教

内部长期累积的一些弊端%如逃禅避世)义学凋敝和偏重天神死鬼等等$

印顺对中国化佛教的反思并不是标新立异的产物%而是以其'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

原则为基本方法的$为了'契机(%他当然要适应佛教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而批判中国佛教

内部存在的诸种偏重'天神死鬼(而不重现实人间的倾向&为了'契理(%他又要把释迦佛所

传的根本教法作为其人间佛教思想的来源%并试图以印度后期佛教由于过度的'圆融方

便(而一步步偏离纯正佛法的教训为借鉴%来探求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之路$

在这种'契理契机(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他首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印度之佛

教.)-佛教史地考论.等论著中指出%印度佛教走向衰亡的原因除了
.

世纪印度教复兴和

"(

世纪回教入侵外%还有更重要的内在原因%即后期印度佛教*秘密大乘+一步步脱离初

期和中期佛教'以人为中心(的原则%蜕变为以'欲界的低级天神(为中心的佛教$造成这

种蜕变的思想根源有三#*

"

+从对西方阿弥陀净土的信仰中衍生出的消极避世思想&*

%

+从

婆罗门教的神我观中发展出的'真常唯心论之末流(及其'佛梵一如(倾向&*

'

+从其他邪门

外道中吸收来的鬼神迷信!

$

借鉴印度佛教的兴衰来纵观中国佛教之流行%印顺发现%汉传佛教原本没有像藏传佛

教那样%从一开始就有'完全天化(的倾向%而是更多表现出印度初期和中期佛教的'声闻

倾向(和'人菩萨法(%但唐宋以后直至清朝末年%由于专修'往生西方阿弥陀净土(的法门

和如来藏一系的经典凭借其简便易行和教说通俗而在中国广传%从而导致中国化佛教的

义理思想和思辨之风日下%而'只求离此浊世(的消极态度和'简陋贫乏如田舍郎(的修持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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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大行其道!

$受其影响%后来的佛教各宗派均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理论上的'至圆()方法上的'至

简()修证上的'至顿(三个典型特征"

$这三个典型特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幻想以极少的功德修行

来证得无上的果位%而不愿遵循从'人菩萨(入手的平实艰苦的修行法门$在他看来%它们与'印度禅成

为中国禅(的过程中出现的老庄化)玄学化一起%构成了佛教在近代走向衰败的内在原因$

一)印顺大师对无往而不圆融的反思

印顺认为#'佛教之末流%病莫急于/好大喜功0$好大则不切实际%偏激者夸诞%拟想者附会%美之曰

/无往而不圆融0$喜功则不择手段%淫猥也可%卑劣也可%美之曰/无事而非方便0$(

#这种'无往而不圆

融(的倾向首先表现为后期印度佛教的如来藏学和真常唯心论对神我观和梵我观的'圆融($例如%在反

映当时佛教主流思想的-大涅?经.里%由于神我色彩太浓%以至把'如来藏()'我(和'佛性(变成了'异名

而同一意义(的同义词%甚至公然宣称'我者%即是如来藏义(&而在另一部对后来的中国禅宗产生了重要

影响的-楞伽经.里%虽然只把'无我如来之藏(作为一种'诱化外道(的方便%但它的如来藏说与婆罗门教

的神我说仍然有着密切关联$因为正如印顺在-印度之佛教.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楞伽经.以外道之真

常不思议%但由推论比观得之%即观生灭无常而推论想象有真常超越之本体%为大梵%为小我$佛教之真

常妙觉%则以圣智现证得之$-涅?经.以外道常)乐)我)净之大我%系远闻古佛真常大我而误解者%彼实

未尝见我$然就印度思潮观之%则佛梵综合之势已成$(

$

令他感到可悲的是%一些中国佛教徒非但没有汲取印度后期佛教因为'无限的宽容性(走向衰亡的

教训%反而将这种无原则的'圆融方便(及其导致的'佛梵一如(或'天佛一如(倾向当作法宝加以继承%发

展到最后竟然把中国旧有的一切鬼神崇拜之术以及占卜)咒术)护摩)祈求等民间迷信都当作种种方便

而融摄进来%从而严重背离了释尊所创的原始佛法'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和-增一阿含经.中'诸佛世尊

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的精神$在他看来%-增一阿含经.的这句话不仅足以反驳当代国学大师梁

漱溟等人对佛教 '不关心此地)此人(的批评%而且说明了纯正的佛法必须是立足于现实人间的人乘正

法%而绝不是秘密大乘的'天菩萨法(

%

$

对中国化佛教的这一特征及其造成的天神化倾向%印顺在-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等论著中加以了

深刻的反思%他指出#'释尊的原始佛法%宽容是有原则的$如不否认印度的群神%而人间胜过天上%出家

众是不会礼拜群神的%反而为天神所礼敬&,,大乘佛教的无限宽容性*印度佛教老化的主因+%发展到

一切都是方便%终于天佛不二$中国佛教的理论%真是圆融深妙极了%但如应用到现实%那会出现怎样情

形! ,,夜叉)罗
!

会对佛教引起怎样的负面作用! 大乘佛教的宽容性%在有利于大乘流通的要求下%

种种'方便(渐渐融摄进来%终于到达/天佛一如0的境界$我不反对方便%方便是不可能没有的%但方便

有时空的适应性%也应有初期大乘/正直舍方便0的精神$,,一般的发展倾向%近于印度晚期佛教的

/天佛一如0%中国晚期佛教/三教同源0的现代化$为达成个己的意愿%或许是可能成功的%但对佛法的

纯正化)现代化%不一定有前途%反而有引起印度佛教末后一着*为神教侵蚀而消灭+的隐忧$(

&

二)印顺大师对只求离此浊世的反思

印顺认为%佛教在近代中国陷入衰落的另一个内在原因在于%某些中国佛教徒因为崇尚简易的心理

及其对净土信仰的片面理解而产生的一种'至简(的修行方法%即尽可能地'少求福慧双修(和'不求自他

兼利(%而一心只想着通过念佛等简易法门来求得阿弥陀佛或弥勒佛的'他力护持(%进而达到'只求离此

浊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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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顺大师眼中的佛教中国化

为了从思想根源上纠正这种'至简(的修行方法及其导致的逃避现实的态度%他首先对净土信仰在

印度佛教中的起源加以了历史性的考察$他明确指出%净土的土字在梵语中的原文是刹土*

B53*9E7

+%

即世界或地方%所以净土的本意是没有污染的地方$而净土信仰作为佛教的一个重要法门%并非为大乘

所独有%而是分为三大类型$首先是世人共知的'五乘共土(%如印度人所说的北俱卢洲或儒道两家所追

求的理想境界等&其次是佛教各派共说的'三乘共土(%如降生人间之前的释迦佛和弥勒佛所在的兜率净

土%以及弥勒佛将来所要实现的人间净土等&再次是不可胜数的'大乘不共土("""既不见于初期声闻佛

教也不为大乘所共信的各种净土%如东方阿?佛净土)西方阿弥陀净土)中国佛教徒注重的东方药师如

来净土)密宗传说中的香跋拉净土等!

$

他的这些分析表明%净土本是佛教三乘所共说的甚至是全人类所共知的追求%只不过在大乘中得到

特别重视和发扬而已$因此%中国佛教徒在追求净土时%不应该只像小乘那样重视身心清净%而应同时

强调对世界的清净要求$只有庄严世界%福慧双修%才能逐渐达到圆满$然而%很多中国佛教徒在谈到

净土时%一心只想着往生代表佛果的西方阿弥陀净土%却不愿关注代表因位时修行的东方阿?佛净土%

从而也看不到无量的佛果必须从菩萨的智证和理性的彻悟中慢慢修来%变得'与一般神教的唯重信仰一

样了(

"

$

除了属于'大乘不共土(的西方阿弥陀净土和东方药师如来净土外%对中国佛教影响较大的还有属

于'三乘共土(的弥勒净土$本来在印度佛教中%弥勒净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降生人间之前的弥勒佛所

在的兜率净土%二是他将要从兜率天下生来到人间而实现的人间净土$但由于中国统治者长期实行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制度%以至佛教徒很难在人间实现净土的理想%从而也有意无意淡化了弥勒净土所

包含的人间特性$到了明代%由于朱元璋为巩固其极权统治而进一步压制这种建立人间乐土的美好愿

望%以至有些佛教徒干脆遗忘了这个难以实现的人间净土%而只剩下求生兜率净土的愿望%甚至认为求

生兜率净土比求生西方阿弥陀净土还容易$在此思想的支配下%他们变得越来越'少求福慧双修(和'不

求自他兼利(%并最终变成'只求离此浊世(的逃避现实者#

$

三)印顺大师对不事渐修和藉师自悟的反思

除了'无往而不圆融(的至圆和'只求离此浊世(的至简外%印顺大师还批判性地分析了佛教在流传

中国过程中出现的第三个特征%即在'真常唯心论之末流(的经典的影响下产生的'不事渐修()'不立文

字(和'藉师自悟(的心态$

为了揭示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他首先将大乘佛教判定为'性空唯名论()'虚妄唯识论()'真常唯心

论(三系%并将中国化佛教的主要宗派禅宗和华严宗皆归于'真常唯心论(一系$对于'真常唯心论(本

身%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但是对于带有'佛梵一如(特征的'真常唯心论之末流(%他则在总体上持批评态

度$对于这种特征在中国化佛教的某些宗派*尤其是禅宗末流+中的畸形发展%他更是感到痛心疾首$

如他指出#'吾于-印度之佛教.%于真常唯心论%间致微词%则以印度真常唯心者之末流%其病特甚耳5 然

真常唯心论者%虽不中于性空唯名之正见%然意向端而戒行洁者%亦非无其人$,,中国达摩之禅%即其

流亚$及其翕然成风%意向不端%戒行不净者%多求有所成就%病态乃渐著$脱略名迹者%何妨声色庄严5

精苦卓绝者%与禅乐大可并行$承真常论者融化梵我之倾向而扩充之%真常唯心论乃有不可告人之秘

密$(

$

尽管有些学者*如慧吉祥居士+对他把达摩禅归于'真常唯心之禅(的说法表示怀疑%但他仍坚持认

为%达摩所传的'实相之心(乃至后世禅师所说的'自心是佛(和'即心即佛(等词句都体现了'即心即性)

即寂即照(的真常唯心论的本意$就此而论%他们与华严宗并无根本区别$至于后世禅宗不像达摩那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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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常唯心论的重要经典-楞伽经.来印心%也不意味着他们已然放弃了-楞伽经.中的唯心论%而只是因

为禅宗在六祖之后'道流南土%多少融摄空宗之方法而已$日子一久%不免数典忘祖而已(

!

$

'真常唯心论之末流(对中国佛教的影响%还不仅仅限于其'融化梵我(和'意向不纯%戒行不净(的弊

端%而且在于它所导致的'不事渐修()'不立文字(和'急求自证(的浮躁心态$例如%他在-中国禅宗史.

中指出%达摩所传的禅法乃至后来慧能等人的法门在实质上都是源自印度的'如来藏(法门%都是-楞伽

经.中的'如来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如来藏禅(

"

$这种 '如来藏禅(之所以能得到后世禅师的

青睐%一方面是因为它所依据的如来藏经典中某些与神我说相似的言论比龙树菩萨的一切皆空说更容

易为一般信众所接受%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对传统的繁琐禅法的简化迎合了中国各阶层民众崇尚简易的

心理$在这种心理下%后世禅师接受并进一步简化了'如来藏禅(强调众生身中的'佛性(和'佛心(并试

图通过体悟真性和自性觉悟来实现解脱的法门%从而发展出一套注重方便融摄而不注重律制经教的'直

指人心(的禅法$

这类禅法早在禅宗'五代相承(的时期便初步形成%并在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中得到正式确认$东

山法门的禅法有两大特征%首先是开始重视禅宗法统之传承&其次便是正式确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的'以心传心(原则#

$当六祖慧能开创的南宗禅法兴起之后%中国禅宗虽然在表面上出现了一种把-楞

伽经.中的'如来禅(与慧能弟子所说的'祖师禅(区分开来的趋势%但在事实上%这种趋势却是对东山法

门的两个特征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一方面%肇始于南宗沩山灵佑门下的'祖师禅(反映了慧能之后的南

宗弟子更加注重其'祖师(的地位从而把佛陀本身的律制经教置于次要地位的事实$另一方面%对藉师

自悟的'祖师禅(的强调和对出自经文的'如来禅(的轻视又进一步强化了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

'以心传心(原则$

对于六祖慧能及其所开创的一代宗风%印顺并没有贬损之意%但他暗示了后者在'不立文字)教外别

传(的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越传越偏的危险$他指出#'中国佛教之流行%且千九百年$自其承受于印度者

言之%可分为二期#,,上起李唐%下迄清季%为延续笃行时期$即所知而行之证之%其特色为简易平实$

得则浑朴忠诚%失则简陋贫乏%如田舍郎$确树此一代之风者%岭南卢慧能也$(

$在这里%他一方面肯定

了慧能禅法'得则浑朴忠诚(的优点%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他对可能出现的'失则简陋贫乏(的担忧$

不幸的是%随着片面强调'不立文字(的'祖师禅(的盛行%他的忧虑在一些后世的禅宗末流中成为了

现实$因为这种只重视师徒之间的自由心证而不屑于经教文句的风气不仅不利于佛教对外界的各种批

评做出系统有力的抗辩%而且妨碍了禅师们去潜心研究佛教的义理精髓%从而只能给后人留下一堆难以

把握的无头公案和传灯语录$在一些'意向不端)戒行不净(的禅宗末流中%由此导致的各种混乱粗俗状

况显得尤为突出$例如%从'师徒互打(发展到'呵佛骂祖(%甚至发展到'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等%

$

四)印顺大师对老庄化和玄学化的反思

在探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各种偏差时%印顺大师不仅考虑到了来自秘密大乘的影响%更考虑

到了来自中国本土宗教和传统哲学的影响$而老庄化和玄学化的佛教及其不问世事)不重实践的'山林

气息(便是由后者的影响所导致的弊端$

不过%印顺大师对这种老庄化和玄学化倾向的探讨不是从般若思想之中国化的先驱僧肇*

'.(

-

("(

年+和他的三论宗入手%而是直接从达摩禅在唐宋以后'从印度禅成为中国禅的演化历程(入手$他指

出#'会昌以下的中国禅宗%是达摩禅的中国化%主要是老庄化%玄学化$慧能的简易%直指当前一念本来

解脱自在*/无住0+%为达摩禅的中国化开辟了通路$完成这一倾向的%是洪州%特别是石头门下$达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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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顺大师眼中的佛教中国化

门下的不重律制%不重经教%*不重他力+%是禅者的一般倾向$/即心即佛0%/无修无证0%是大乘经的常

谈$荷泽下的/无住之知0%洪州下的/作用见性0%也还是印度禅者的方便$达摩禅一直保持其印度禅的

特性%而终于中国化%主要是通过了%融摄了牛头禅学$(

!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与黄老和老庄思想的结合%早在两汉魏晋时代就已现端倪%而且魏晋玄学中的

一些大家也曾受到佛教般若思想的启发%如玄学始祖何晏的'无所有(观念便受到汉译佛经中空的概念

的启发"

$那么%深谙佛教史的印顺大师为何偏要从'达摩禅的中国化(入手来说明佛教的老庄化和玄

学化呢! 依笔者的愚见%大师的这一做法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从总体上看%佛教与玄学在魏晋时

代的交流更多的是玄学家向佛教高僧学习%而不是佛教高僧以玄学家为师%所以当时的玄学对佛教产生

的影响仍然相当有限&其次%东晋时代的佛学家僧肇等人虽然对印度佛学与中国玄学进行了初步会通%

但他们并未像后世的某些僧人那样使佛法玄学化%而只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利用玄学的逻辑形式来

论证佛学义理&第三%印顺本身并不排斥佛学的中国化%而只是反对让佛教因为过于中国化而丧失自我%

甚至变成纠缠于繁琐明相)得意忘言的经师之学而无法自拔$因此%在他看来%只要流行于中国的佛教

能够坚持自身的基本原则%那么多多少少地适应一下中国文化也未尝不可$

可是在大师看来%达摩禅在唐宋之后的中国化却并非如此%而是一种彻底的老庄化和玄学化$他认

为%这种彻底的老庄化和玄学化主要是通过后世禅宗对法融的牛头禅的'融摄(而实现的%因为%'牛头禅

的标志%是/道本虚空0%/无心为道0$被称为/东夏之达摩0的牛头初祖法融%为江东的般若传统"""/本

来无0%从摄山而茅山%从茅山而牛头山%日渐光大的禅门$牛头禅与江东玄学%非常的接近$牛头宗的

兴起%是与/即心是佛0%/心净成佛0%印度传来的东山宗相对抗的$曹溪慧能门下%就有受其影响%而唱

出/即心是佛0%/无心为道0的折中论调$,,曹溪禅融摄了牛头%也就融摄老庄而成为"""绝对诃毁

*分别+知识%不用造作%也就是专重自利%轻视利他事行的中国禅宗$(

#

在大师看来%佛教的老庄化和玄学化带来的危害除了'诃毁*分别+知识%不用造作%也就是专重自

利%轻视利他事行(外%还与前面提到的其他弊端一起导致了禅宗末流的'山林气息($之所以说'山林气

息(%是因为它'一向重玄理)重证悟)重*死后+往生%与老年的心境特别契合$尤其是唐)宋以后$山林

气息格外浓厚(

$

$这种具有'山林气息(的禅宗末流与前面所提到的那种重来世和死亡而不重现世和

今生的净土宗思想一起%导致中国佛教越来越脱离社会和悲观厌世%从而一步步走向衰老$因而他评价

说#'净土的本质是重来世)重死后%而不注重今生今世的实际安乐%这可以称之为/来生的佛教0$而禅

宗则是趋向山林静修的/山林佛教0%虽说什么地方都可参禅%但实际上所有禅宗的丛林都建立在人迹稀

少的深山里面$在这种情形下%重义理的宗派在多圆融)少批判的思想下衰落了%而禅)净这两个盛极一

时的宗派%却一个倾向山林%一个倾向来生5 也许我们不一定要用/消极)悲观0的字眼来描写这种畸形

的佛教%而实际上它的确是忽略现实)脱离社会的佛教5(

%

需指出的是%印顺对达摩所传的'如来藏禅(与印度大乘佛教禅法之间的关系及其'从印度禅而成为

中国禅的演化历程(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代学者胡适*

".#"K"#!%

年+的历史考据法的影响$

虽然胡适本人并非佛教徒%更没有采用一种同情佛教的方式来研究禅宗史%而是仅仅把禅宗史作为中国

文化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但他在这种研究中提出的历史考证法及其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惊人结论都

对当代的佛教界和佛学界构成了巨大挑战$正是为了积极地应对胡适的挑战%许多分属不同阵营的佛

学大师%如太虚)印顺)欧阳渐和韩清净等人才开始从各自的立场致力于佛教和佛学的现代化运动%从而

极大促进了后来佛学研究的发展$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胡适的这一历史功绩%印顺才在-中国禅宗史.中

对于胡适的考据成果予以了批判性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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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认为%胡适对禅宗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对敦煌写本的收集整理+%对后人切实了解

神会的思想与早期禅宗史功不可没$如他在-中国禅宗史.的自序中写道#'读了胡适的-神会和尚遗

集.%及-胡适文存.%-胡适手稿.中有关禅宗史的部分$,,对新资料的搜集%处理%对我的研究%帮助很

大5 但觉得%有关达摩到会昌年间%也就是从印度禅到中华禅的演化历程*也许我的所见不多+%似乎还

需要好好的研究5(

!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胡适在佛教研究中过于强调历史考据法%而且总是把一切学

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还原为'方法(%所以他在具体运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常常会得出错误结论$

五)印顺大师的对治之道

在分析中国化佛教的上述特征及其弊端的基础上%印顺还为它们的'对治(指出了一条道路%即人间

佛教的道路$关于其人间佛教思想的来源%学界有着不同看法$如台湾的杨慧南认为它有五个来源#对

-三论.与唯识法门的研究心得&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阿含经.和广-律.所含的'现实人间的亲切

感(&日本佛学家的治学方法&梁漱溟等新儒家学者的'辟佛风尚(

"

$而黄夏年在-印顺的人间佛教思

想.一文中则重点指出其两个主要来源#一是-阿含经.中'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也(的观点%

二是太虚的'与时俱进思想()'人生佛教(理论和'人间净土(理想#

$另外%台湾的江灿腾在-从人生佛

教到人间佛教.一文中也有与黄夏年类似的论述$

$综合各家观点%我们认为%尽管他的人间佛教理论有

着深厚的印度佛学渊源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但其最直接的'殊胜因缘(却非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莫属$

那么%他为何没有沿用太虚的人生佛教一词%而要进一步提出人间佛教呢! 因为在他看来%太虚的

人生佛教具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对治(的意思%即对治中国佛教末流偏重'死(和'鬼(的特征及其引起

的流弊$第二层则是'显正(的意思%即按照佛教的'人乘正法(去理解和重视现实的人生%并由此修成大

乘的菩萨行果$对人生佛教的这两层意思%他是基本赞同的%但他又认为太虚在对治方面做得不彻底%

即仅仅对治了偏重死鬼的弊端%而未能彻底对治天神化的弊端%

$因而他在继承发展太虚人生佛教思

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让中国佛教徒从传统的'神秘催眠状态中(振作起来的关键是找到佛陀所传的

'纯正的佛法(%而确认佛法纯正与否的标准既不是宗派偏见和民族情感%也不仅仅是流传的佛典本身%

而是处在现实世间的转化之中的'人间的佛教史实($

按照这种思路%他终于为对治中国化佛教的弊端和回归纯正的佛法找到了一条'人间佛教(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出发点是人%而不是秘密大乘佛教所宣扬的'泛神化的佛法($在-佛在人间.和-契理契机之

人间佛教.等论著中%他把这一'人间佛教(的思想要旨归纳为四方面#*

"

+论题核心#'人%菩萨%佛"""从

人而发心修菩萨行%由菩萨行圆满而成佛($*

%

+理论原则#'法与律合一()'缘起与空性的统一(和'自利

与利他的统一($*

'

+时代倾向#充满生命力和增进向上的'青年时代()以出世心做入世事的'处世时

代()以健全的组织来从事利他而自利的'集体时代($*

(

+修持心要#'菩萨行应以信)智)悲为心要%依此

而修有利于他的%一切都是菩萨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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