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教育与文化   
  

 

佛教文化的独立性 

 

    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之檀华寺，最近在卡湖电台创设「檀华播音社」，为宣传佛学及我国文化教育

之工具。三月卅号开幕之日，被邀演讲者有檀山文教工商各界名流，由播音社长邓燮荣居士致开幕词，报

导「创办檀华播音社之宗旨」，次有蔡总领事维屏博士讲「中国文化之优点」，立法委员陈逸云女士讲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中华总会馆主席邓基荣先生讲「宣传文教的工具」，中华总商会主席何义初先

生讲「教育下一代的华侨」，中华总工会主席许昌先生讲「佛法给中国的贡献」，华侨教育会副主席杨一

伟先生讲「佛教和儒教的和平」，中山学校校长杨刚存先生讲「三教同以救世为宗旨」，明伦学校教务长

讲「佛教的无我相」，夏威夷共和银行襄理梅景周先生讲「文化三个时期」，檀山教育家及启华学校顾问 

郑君烈先生讲「华侨需要华文教育」，西人佛教会长汉特法师讲「西方需要东方的佛教」，日本曹洞宗别

院主持驹形善教法师讲「中日佛教的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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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流」，泉慧法师讲「谈谈佛教的道理」，祖印法师讲「佛是怎 样的 一个人」。笔者则因听梅景周

先生讲「文化三个时期」之後，发抒一点感 想，讲成此文，是否有当，待正於大雅君子。按梅先生曾任

檀香山总领事 ，及我国驻古巴公使，为一著名的演说家云。  

                           一九五八年四月廿日笔者附识  

 

    各位听众！檀华播音社今天开幕，得到檀山文化教育各界首领，来发 表有关文化教育的伟论，做为一

种启导的工作，这是很有意义的。 本社播音的宗旨，是要宣传佛学及祖国语文，所以各位今天讲的话， 

亦多不离文化教育的范围，使我听了得到很多利益。刚才前古巴公使梅景 周先生说到有关文化的话，听

了尤多钦佩。梅先生说到人类文化从历史的 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即神学时期，玄学时期，科学时

期。这种分法是 不错的，也是今日研究文化的学者所公认的；不过问题是：在这三个文化 时期中，佛学

应把它归入那一个时期才好呢？据一般的研究或推测，似乎 不归於神学，即归於玄学，其实呢，佛学既



不属於神学，亦不归於玄学， 而是很接近科学的。为甚 呢？因佛学讲到最高的原理，是一种无神论， 

它说到宇宙万有的胜义，是诸法性空，一法不立，连佛之一字都嫌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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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 神的存在！所以他是不属於神学时期的文化。那 属於玄学吧， 这又是有问题的；因玄学这一

门学问，在西洋也属於哲学之一种，如法国 哲学家柏格森的创化论，说明世间一切生物，都是在不断地

流动与变化中 ，连续地创造新的生物，以向未来方面发展。他一面综合各种科学的原理 一面又基於哲学

史所包括的渐进思想，超乎科学之上，所以被人称之为 玄学。若是这样讲玄学，亦与佛教接近，因佛学

上的诸法缘起论，也是说 明宇宙万有不是断灭的，亦非常住的，而都是在连续不断的演进变化中； 并且

有了缘起的原理作根据，内容还要比创化论来得充实。但玄学在中国 ，向来多指道教的深奥玄妙的哲

学。在唐朝有学官制度，把玄学列在学官 ，专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之学，谓之「道学」：道教的

玄理，对於 宇宙人生的观念，是从无而有，所谓「道生於无」，是一种恍惚空洞，虚 无缥缈的学问，诚

如梅先生所说：「古代之称玄学，是指道家玄奥之理论 ，玄妙莫测，重於幻想，超乎现实」；而佛教的

道理虽也博大精微，超乎 现实，但又是不离於现实的，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离了世间法根 本便

无佛法可说的，佛法是建筑在世间法之上的，并不是离开世间法而另 有空洞虚无的佛法。佛法是释迦牟

尼佛所亲自实验实证的学问。既然可以 实验实证的，自然不同虚无缥缈永远只是一种幻想，恍惚空洞的

玄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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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科学接近起来，因科学正是讲实验的学问，佛法的「证果」，就是从 事实体验成功的一种体验真理

的工作。  

    梅先生说的文化三个时期，由神学而玄学，而科学，是从文化历史的 演变，在时间上做竖的看法；若

从空间上作横的看法，古今中外的文化， 也可列为三种，那就是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欧洲文化。这三

大文化，就 它的要点来说，中国文化是尊重道德的，也是现实的政治哲学，主张存诚 闭邪，敦伦尽分，

把现实人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好。如「子不语怪力 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未知生，

焉知死」。孔子是最能代 表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而他避开生前和死後的问题不谈，正表明了他的 政治

哲学，是专注於现实人生、现实社会的改造。欧洲文化在十九世纪以 前，可以说是宗教文化，不大注重

现实的生活，只讲死後的天国安排。如 耶稣说：「凯撒的事由凯撒管，上帝的事由我管」。凯撒是当时

罗马的皇 帝。耶稣要把人民的事归凯撒大帝管理，或归国家的法律管理，他自己只 管人民死後生天与否



的事，这正是「上帝的事」。也就是说：上帝不管你 们的肉体，只管你们的灵魂（见钱穆著文化学大义

之第六节东西文化比较 ）。到十九世纪以後的欧洲文化，则由动摇神权宗教的信仰而产生科学文 化。科

学文化注重求知、注重实验，惟知识和方法是尚，实事求是，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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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的文化转到形而下的文化了。  

    讲到印度的文化，在释迦牟尼佛未成佛以前，亦多是宗教文化，厌世 的色彩很浓厚，逃避现实的资

生，只重死後高升梵天，近於西洋十九世纪 以前的宗教文化，因他们认为梵天是大我，自己是小我，只

要自己苦行， 死後即可纳入梵天的大我中去。到释迦牟尼成佛，创立佛教文化，对於宇 宙人生的原理，

在同一思想认识中，分作宗教和哲学的两面看法，属於宗 教的是因果论，属於哲学的是宇宙论。其宗教

的因果论又分为两种，一是 世间的因果论，二是出世的因果论。前者是迷界生起的因果，後者是悟界 生

起的因果，都是根据四圣谛的真理而说的，即前者是苦谛和集谛的真理 ，後者是道谛和灭谛的真理。其

哲学的宇宙论，亦分为两种：一是诸法的 实相论，从空间上横观宇宙万有的真相，近於哲学上的本体

论；二是诸法 的缘起论，从时间上纵览宇宙万有的生起，近於哲学的现象论。佛教的理 论既包括宗教和

哲学的两方面，自其属於宗教方面观之，佛教属於宗教， 而不同西洋与印度的古代宗教，只注重死後生

天，它是不但注重死後的安 排，尤要注重现生的行善，如果现在不积极行善，死後决定没有好的安排 ，

好的归宿。所以它是正观现实的，呵斥逃避现实者为「焦芽败种」，於 人生社会不起作用；因此大乘行

者的菩萨。发大慈悲，勇於为人，广达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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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这是佛教虽属宗教，而有不同其他宗教的地方。佛教自其属於哲学的 方面观之，则近於玄学，但亦

不同玄学，因佛教的实相论探讨宇宙的原理 ，是重於修证，可以实验到的真理，不同玄学的幽玄莫测，

空洞渺茫，永 远只是一种幻想，而与科学的实验精神，反而接近，以合於求知的真。同 时佛教的缘起

论，解剖宇宙万有生灭变化的现象，则又近於科学的分析方 法。其理论从文字上表现成为经典，亦是用

因明学的组织而成，合於现代 逻辑，既合於逻辑，自然是科学化的。这样看来，佛教虽具有宗教的素

质 ，却不同神权时代的宗教；虽有玄学的色彩，但玄学也包括不了佛教；虽 有科学和一般哲学的成分，

而亦不尽同一般的科哲之学。因此，要把佛教 归入任何时期的文化中，都是说理未尽，摄义未周；因佛

教义理，浩瀚无 穷，包罗万象，不落时间性，超乎空间性，在神学、玄学、科学三个文化 时期，都有它

的存在性、独立性，它是不落任何一时期，亦不离任何一时 期，无以名之，名之为「佛学就是佛学」，



意义比较完全而不失真。  

    梅先生说到「佛学在今日，为适应潮流，配合环境，应以科学的理论 作根据，发挥佛学在学术上的真

价」，这是今日佛徒所应努力的方向。他 又提到台岛办有两间台中台南的佛学书院，办理佛教教育是对

的。因他认 为过去佛教衰败，佛学被人误会消极厌世，是佛教没有办社会教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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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勉励佛教要弘扬佛法，需要在根据科学的理论来发挥佛学在学术上的 价值外，更宜从事办教育下

手。这种佛教工作的方向，过去国内也早有人 在致力，到国家分化时期才解体。今日台岛固有很多佛教

徒在努力佛教的 新工作，即如海外的港澳星马等地，亦有许多佛教学校和杂志，从事佛教 的教育工作和

文化工作，尤以槟城的菩提学校，香港的宝觉学校最著成绩 。现在我们在夏威夷来试办佛教的文化和教

育工作，也正是合乎梅先生所 指示所希望的。还是我听了梅先生伟论以後的一点感想，因电台时间的限 

制，说话很简略，请梅先生和各位多指教。末了，敬祝各位健康快乐！   

                （曾载檀香山新中国日报，及海潮音月刊第三十九卷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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