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时事感言  
  

 

一 

 

    运动这个名词在现在是最流行不过的，个人有个人的运动，社会有社会的运动，民族有民族的运动，

乃至国际间有种种国际的运动。按运动的意义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故既云运动，必先感到有所缺憾而有

所需要；个人有所缺憾而有所需要，因而发生个人的运动；乃至国际间所发生的运动亦然。 

    我们中国近几十年以来，大大小小的运动真不知闹过几多次。自从鸦片战争之後，巨舰飞机带来了西

洋文化，威胁著中国走入新时代阵线，於是古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思想，在质上都起了极大的荡动和变

化；感到自己技艺的缺乏和声光化电学术的重要，故有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感到政治的不良非变

法不足以自强，故有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而嫌这些运动都是皮毛上的改革非彻底的改造，於是又

产生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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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大运动。但是空间和时间的波浪是永不停留的，俯仰之间， 过去的运动渐成为历史上的陈迹

了。即曾经引起中国思想界一大变法的「 以解放思想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也渐渐地时过境迁了。而

近来比较 喊得起劲的，还算是「复兴民族」运动与「农村复兴」运动。这两种运动 的意义，我认为比较切

近实际，前者是重在唤醒国魂，重振中华民族的精 神，後者注意力在农村建设，与「以农立国」的中国再

造，实是基本的工 作；故其讨论、计划和进行，迄至今日，方兴未艾。虽然，其影响所至能 风靡全国者，

又不及去夏蒋委员长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与今春十教授宣 言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此两种运

动，的确是值得国人一致注 意的。人海灯社索稿的题目既限定谈「两年来」的事，故其他的运动一概 撇弃

不论，只述说这两年来产生的两种运动的意义，及与佛教的关系。  
 

 

二   

    「东方民族是精神文明，西方民族是物质文明」。这两句话诚能指出 东西文明的特点；虽也不无人加

以反对和非难，说西方物质文明不见得便 无精神文明，然就大体而言，并不为过；这也是被许多人公认

的。盖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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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道德文化发达极早，要超过世界上的各民族；过去在农业社会的经济 组织之下，几千年来都存著忠恕



孝悌信义和平的民族德性。然自从资本主 义文化随著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扩展到东方，我们这个不善消化的

民族便甘 自遗弃了原有民族文化上的优点，抱住西洋人浪漫奢侈的脚腿，忘记了自 己，跟人追跑，坏风所

至，已由都市逐渐蔓延乡村；所以新生活运动的应 运而生，便是要恢复固有优美的民族德性，尤其在救济

革兴只知求取物质 享受的现时都市文化生活的畸形状态。  

    新生活运动之要旨，实不外此。其内容原则，即在「重礼义」、「明 廉耻」、「崇俭」、「尚

勤」、「立诚」、「为公」、「整齐清洁、简单 朴素」。把「礼义廉耻」固有的道德，重新拈出，来调剂

融洽于人民的「 衣食住行」中，使其生活趋於规律化、合法化、艺术化而已。  

    人民生活的合理与安定，实是建设政治文化一切事业的基础，否则不 论其为任何运动，纵使理论谈

得天花乱坠，也如空中楼阁一样的不切实际 。故孙总理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主义，便是最著眼於人民生活

的改良。其 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此虽把民生分了四方

面，而生活实是其他三方面的总表根本。必先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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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而趋於安定，始可言繁衍群众的生命，保障社会的生存，发展国民 的生计。然生活既如此重要，试

看现在我国人正在怎样的情形中讨生活呢 ？诚如新生活运动纲要所说：「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

靡，其发 现於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故是非混淆； 公私不辨，故取予不

当；本末不明，故先後倒置。於是官吏则虚伪贪污， 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

庸?，富者则繁琐浮华， 贫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抗 ，人祸

不能弭，内忧 至，外侮频仍，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 受其害」。而新生活运动的任务，便是

提倡固有的仁义道德，来挽回这股 颓风，振作民气。所谓「当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

薰 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故此运动，实是民族觉醒的一种运 动。  

   

三 

 

    继新生活运动而起的运动，就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一是求生存的合理，一是重

文化创造，表面上虽像没有什 连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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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确有其特殊适应的场合而又是互有关联性的。因人群生活没有安定以 前，我想即使如何在文化建设努

力，终难获得更大的效果的。 
    上面曾经说过，自从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侵入，使中国的一切在质上 都起了大变动，尤其思想界的纷

歧，莫衷一是，文化失了重心，泥旧则太 旧，嗜新则太新。太旧的是「拚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

一点余光 ，乞一点余热」；（宣言中语，下同）太新的是「抱看欧美传教师的脚， 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

度众生的绳，把他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结果是 依然「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

中，没有光、也没有 热」，同样的失望。而十教授就是想在这人正在苦闷著摸索和挣扎中寻出 一点「光」

和「热」，怀著这个抱负，便大倡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在宣 言中提出五项原则：一是注意此时此地的需

要，来做建设本位文化的基础 。二是检讨过去，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发扬光大之；对可咒诅的不 良
制度卑劣思想，则撇弃淘汰之。三是吸收欧美文化的精华，以合乎现代 中国需要者为标准。四是新创造，

以补祖宗遗产外人赠与之不足；并以此 珍贵的文化贡献给世界，使中国与别国并驾齐驱於文化领域中而竖

一旗帜 。五是建设本位文化，是要先形成中国在文化领域中的一个单位，而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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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而其所持态度，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 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

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这种态度虽也有人嫌其言之 侗，没有具体的指明；也有人赞

其圆隐为向 来学者所仅见；然其於检讨过去一层，终觉得太草率疏忽了一点。宣言在 「一个总清算」中，

只说太古至秦汉是中国文化上进的过程；春秋战国的 文化是我们希腊罗马时代，是中国文化大放异彩的隆

盛期；而汉後以迄宋 明的文化，遂以「虽然还有一个新的发展，综合了固有的儒道和外来的佛 学，然并未

超出过去文化的范围」，数语轻轻地略过去。其实自东汉以至 魏晋隋唐的文化，都受过佛教文化很大的影

响；尤其宋明文化的发展，可 说完全是佛教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何尝不曾在中国文化史上放过光彩， 何
可一笔抹煞。太虚大师云：「由时代以言之，中国四千年有道教的文化 ，二千五百年来有儒教的文化，一

千八百年来有佛教的文化，皆中国固有 的文化也。由性质以言之，以帝王文化为本位而下及卿士民庶的道

教，以 卿士文化为本位而上佐君治下辅民德的儒教，以民庶文化为本位而上及士 夫帝王的佛教，皆是中国

固有的文化也。非道教莫溯中国文化之源，非儒 教莫握中国之枢，非佛教莫广中国文化之用。」（见文化

建设第一卷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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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故既云中国本位文化，就应该包括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凡是外来的 文化经过中国人的吸收，而支配

了中国人的生活的，都是中国本位的文化 ，应有加以检讨的必要，若不把外来的文化包括中国本位的文化

之内，那 中国本位文化也就很有限了。诚如方东美教授所说：「自东汉以至魏晋唐 宋，便也不算中国文化

了；因为这时期，中国显然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 化。」（见文化建设第一卷第六期）同时唯推许春秋战国

时期的文化，也 是很显明的指出唯这时期的文化是值得检讨，其他各时期的文化都无检讨 的需要了。这样

检讨过去本位的文化，其从事未免太草率，其态度未免太 不自然吧。 
    复次，从太古到秦汉都是中国文化上进的过程，则古代文化似乎也可 可不须检讨，唐虞时代的文化也没

有了；不过这亦曾经刘国钧教授指出。 刘教授说：「近代研究中国古史者，都想推翻唐虞时代文化之伟

大。…… 因为这样一来，会使人们对於民族过去之光荣失望，丧失民族自信力，阻 碍中华民族之进步。」

（同上）这「丧失民族自信力」使中华国民养成 自暴自弃的风尚，萎靡不振，一班学者名流是不能卸其责

任的！故今日要 建设本位文化，非先捡出中国固有文化的特徵来坚固民族自信力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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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两运动的意义等上来已略提揭。然其与佛教有没有关系？佛教是否有 补助两运动的发展之处？从佛教文

化和道德修养上看来，是可以肯定一下 的。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要检讨过去固有文化的特徵，兼摄取欧美现 代科学文化的精华，而另外创

造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文化为现代中国文化。 然所谓固有文化，一言以蔽之，是以「人事为本」的文化；盖

吾中国之思 想文化，如尧舜汤武周等古圣先贤，和孔孟等学说，皆著重於人生道德。 格物、致和、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莫非谈现实资生 之事，不如西方民族之天方，犹太、埃及、希腊、罗

马等古国，就其所提 倡摩西基督回回等教，皆以「回复到上帝的天国」为要务而不重於现实人 事也。然以

「人事为本」的文化，尤须藉精神修养的工夫，才可以充分的 发挥和表现。关於这点，太虚大师早有论

及。他说：「中国固有文化自是 以人事为本的文化，但要充分精神修养，才可表现出来，故应学习佛教的 



心理训练；复次要有充实的物质建设，方能树立起来，故应学西洋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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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大学言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可以说是完全极了！不过中国原有的 学术，只详於修齐治平方面；而

於格致诚正，向少致力。格物致知是属於 科学研究的；诚意正心是属於精神修养的。中国现在如能对这两

方面注意 ：以科学来补充物质方面的不足，以佛法来补充精神方面之不足；融和贯 通起来，方可建设现代

中国」。（见文化建设第一卷第六期）在这里，很 显明的指出中国现在需要物质建设，同样地需要精神修

养，而精神修养是 佛法的特长，尤非从佛法的「心理训练」做起莫属。精神和物质的交互为 用的关系，诚

如周佛海先生所说：「完成精神建设，正所以完成物质建设 。因为精神的要素没有具备精神的条件，没有

充实物质的建设，根本不能 完成。即使能够完成，而物质的力量也不能充分发挥和利用，甚至或物质 供给

的丰富，物质生活的优良，反使社会堕落，政治腐败。」（文化建设 第二卷第一期）可见精神建设是何等

重要，没有精神建设，物质建设无论 如何的发展，终是弊多利少的；这是从年来都市文化生活的淫靡，和

国民 意志的消沉的事实上都可得到证明的。然在「才」和「德」两个要素中， 我们中国民族的特性，原是

重德胜於重才的，在过去历史的记载上，充满 了正心诚意养性修身的美德，所以能产生出伟大的精神文

化。故现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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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文化，应注意固有的精神文化，而必先效佛学的心理训练和精神修养 然後和现代科学文化交流，则将

来的中国，才会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 

    说到固有道德文化时，新生活运动与佛教也可以显出若干关系性了。 「礼义廉耻」，也不过固有道

德中的几个元素而已。颜渊向孔子问仁，孔 子说「克己复礼」并且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这便是礼也。「义者宜也」；就是宜作者作，不宜作者不作的意思。「 俭以养廉」，「有耻

且格」，都是正诚修养的根本。而这些都是和佛教的 「十善」??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言、不绮语、

不两舌。不恶口、 不贪、不瞠、不痴??的人乘道德相宜，做到「十善」，于「礼义廉耻」 便过之而无不及

了。真正的僧伽团体生活，便是以十善来作为生活行为的 模范，为修学一切德行的基本工作。因僧伽的原

义为「和合众」，??可 是现在大多数僧伽都变为「乌合众」了，非此所论。??真正的僧伽，便 是指有系

统、有组织、有规律的和谐合聚的团体，僧伽的生活原是最规律 化、合理化、艺术化的，而粗「衣」、素

「食」、净「住」、「行」脚， 尤其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卫生化的表现，僧伽实是新生活的实行者， 

故提倡新生活运动，无异提倡国民僧伽生活化，不消说是与僧伽生活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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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参考发明的地方了。  
 

五 

 

    蒋委员长在提倡新生活时，就说过新生活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基础，我们也认为的确是国民革命的基础！

那末，现在提倡文化建设运动，也可以说是国民革命的产物了。 

    要之，这两种运动，都是民族觉醒的运动！我们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本算是远古的民族。在时间上说

有四五千年光荣的历史，源远流长，堪与埃及、希腊、罗马、印度等民族相埒。在空间上说，中国的文化在



亚洲 

也曾操有特殊的权威。彼东瀛不但明治维新前事事效仿中国，即维新後亦事事效仿中国，中国各种学问都有

具备，中国人也曾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机、造纸术等，而古来佛教以及各类美术建筑雕刻绘画，尤为世

界各 

国所景仰。故中国人并不是无创造能力，实因懒惰的劣根性太重，自信力太薄弱，所以使我们的民族到现在

反而落了伍，弄得衰颓不堪！我们身为现在的中国人应该时刻生惭愧心、生觉悟心，有了一分惭愧，才有一

分觉 

悟，本这觉悟去求一切上进的运动，才会发生力量，才会得到迅速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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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种觉醒的运动既应运而兴，大家就应该坚持著这惭愧心和觉悟心 ，然後去「崇俭」「尚勤」「立

诚」「为公」，就会不期然的实现「礼义 廉耻」的新生活了。然後去努力文化建设，自然也会把新文化建

设起来了 。故所谓运动也者，便不是空喊口号贴标语便算了事的，应继续不断的工 作，以督促其成功。 

    我佛教徒于佛教新运动亦然。 

 

                                                 

民国廿四年十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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