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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佛教史 - 专题载录  

 佛教价值对华人文化之启示 - 释继程 
  

 

佛法对於人类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在於思想的启发。思想确定一个人

的生活态度与方向，也确定一个民族的文化动向。  

前言 

佛 教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佛教从外区文化

而渐入为内区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於此过程中，佛教虽曾遭遇到

灭亡的危机 （法难），但其『道统』却从未中断。其间有辉煌灿烂的高潮时

期，而成为中华文化与思想的代表；也有没落的时期，而成为低俗的信仰与迷

信的象徵。这种现象之 形成，是文化发展时所可能发生的，而且人为与环境的

困素是重要的。 

目前汉文系的佛教，已渐渐步过低潮时期，向另一个阶段发展。 

由於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且已深入民众生活中，常使佛教文化与

中华本有的文化「难分难解」。另又因佛教在步向没落期时，所产生的变质与

流币现象，故佛教的真面目，在中华文化中已难见其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需要来推动佛教重输入华人文化，并复兴中国佛教的重

大工作。 

然而这一项重大任的务，并不是短期内及少数人所能够做到的。这里我们仅提

出几项佛教价值对华人社会启示，作为我们对它们一个新的认识。 

一、缘起思想之启示 

佛法对於人类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在於思想的启发。思想确定一个人

的生活态度与方向，也确定一个民族的文化动向。 

 

佛教与一切宗教和哲学不共的根本思想是缘起的思想。缘起思想的简易解释，

即是说明一切存在的事物与现象，都是由於主要的条件（因）与次要的条件

（缘）和合而成。故没有一个存在是具有独存性，永恒性及实体性的。 

这 一思想说明了一个群体的存在，是由於这个群体内的各个个体相互配合下而

有的。故一个社会要和乐，生活於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必须要有与大众和乐

共存的意 愿，并付诸实行。我们既然无法生存於群体之外，而我们又希望能和

乐生存，当然我们就不应使这一群体生种种的纷扰。要有这种意愿，而能深切

体会它的重要性， 当然就必须认识到群体的「缘起和合」性的重要。从而若能

再体会出他人的生存，对自己的生存来说，就是最好的助缘，因此感谢他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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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而施於我的恩惠，产生 感恩的心理。在自己的一生中，因此感恩心，而奉

献自己的力量，处处为群体及他人服务。而在这一服务中，并没有要求任何的

报酬，只是以感恩心去奉献。这种无 我的精神，也必须从深刻的缘起思想的认

识中去体会的。 

对 於个人而言，缘起无我的思想也将使个人的精神修养提升。我们都因强烈的

自我观念，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自我的好处，可以不计一切去牺性别人，

侵损他人。 一旦我们能体会到群体的和合共存性，以及个人生命的缘起无我

性，我们将会发现生命价值何在。生命的价值在於精神生命的提升，而此精神

的提升必须立足於我们 对群体生命与个已 生命本质的正确认识。因为从这一

认识中，我们能以正确的生活态度来发挥生命存在的意义；此一意义的发挥决

定了我生而为人的价值。 

另一方面，若我们对生命无我性的本质有明确的认识，个人必能养成一种豁达

而超然的心态，对於一切的得失，都能淡然处之。得之不喜，失之不扰，能够

积极地为应负的责任尽心尽力，却又不为一切的失败而灰心、痛苦。这种精神

修养使一个人更坦然去面对现实，更积极去面对生活。 

二、慈悲精神之启示 

每个优秀的文化，必会有崇高的精神。 

佛法的原则是一切有情的和乐共存。故其根本精神是慈悲平等，利他宽容。 

宗 教本来应该为人类的和平而努力的。但我们却发现到有不少时代与地区，却

因宗教的问题而发生流血事件与战争。这都是因为这些宗教缺少了慈悲、平等

与利他、宽 容的精神。他们视不同宗教的信徒为不可救者，是敌人。有时虽难

以爱的精神想感化他人，却是以强硬、压迫，甚至残酷的手段来进行。 

以 佛教的立场来说，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一切众生在理性上都是平等的，

因为他们都有「解脱份」，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但在事相上，却因业报与环境

的不同，而 有著层次上与习性上的差异。不同层次与习性的众生，当然需要不

同的思想指导和宗教的教化。因此，只要不是属於危害人类的邪教邪说，宗教

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我们应以互相容忍的态度，站在各自的立场，去感化与此

宗教相应的信徒，为他们提供应有的修养指导。 

以 佛法的立场，个别宗教的基本教理与目的必有差异之处，但在一般的道德观

念上，却有共同之处。各个宗教的存在，不是相斥相距，而应相辅相成。那种

唯我独尊的 宗教观，已不是正确的态度，想要自己的宗教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宗

教，甚至想不惜一切手段以达至此目标的作法是可怜、可悲复幼稚的！ 

唯 有正视宗教对个别社会与群体的价值，才能站在利益一切人类与有情的立

场，容纳一切异已，甚至去扶助他们，而使此一世界的文化与宗教，呈现百花

齐放的壮观场 面。世界大同的观念，不应是一种文化，一种宗教，一种思想和

独尊现象，而应是一切有益於人类文明的思想、宗教，并行不悖，和平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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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三、伦理道德之启示 

华族是一个重视道德观念的民族。在华人的道德观念中有许多是庄严崇高的。 

但 当儒家思想被皇帝利用为政治工具後，本来应是「君贤臣忠，父慈子孝」的

人伦关系，却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的独

裁而霸道的 说法。这种观念使华族的人伦关系成为单方面的压制而另一方面的

无条件服务。这种单行道式的道德关系，肯定不是建立在双方的利益及相的义

务上的。 

由於儒家的人伦道德观念早已深植华族民心，故佛教的世俗道德在中国并没有

受到应有的重视与获得很好的发展。（这也是佛教在中国受人误会为出世意味

浓厚的宗教，而受到儒者或知识份子排拒的理由之一）。 

 

不过这并不能抹煞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价值。自从太虚大师为了要洗去数百

年被人们误为「鬼本」与「人死」的佛教形象，提倡正确的人生佛教以来，汉

译藏经中 一些从未到重视而著重於人伦与世俗道德启示的经典，已较广泛地宣

扬出来。其中《善生经》为最主要的一部。这部经典对一般世俗的道德以及人

与人之间，站在不 同的身份与立场而有著相互利益与义务的伦理，都有著明确

而清楚的启示。较详细的内容可参考拙作《论善生经对大马华人道德观念之启

示。（发表於《南洋商报》 

）。 

四、政治道德之启示 

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是世界大同，而施政的原则是王道、仁政。因此，虽然於

极强盛时也从未欺压，侵略边强小国，或在其他地区建立殖民地，扩张自己的

霸业和版土，夺取他人的利益。 

这与佛教的“轮王政治”相近。所谓的轮王政治即是以正法和德行治世，而非

以武力降服他人。在推行德化政时是要使人类，甚至鸟兽等亦能和乐的善生。 

从这东方的两大文明古国的政治理想，可以看出东方文化是崇尚和平，有崇高

的想理，西方的霸道政治与之是可同日而言的。 

因为政治理想是崇高的，所以施政者当然也必须有高素质，以便在推行时，能

有实效。在佛经中曾说道「国王十德」，提出了理想的政治领袖所必备之条

件： 

1. 廉恕宽容 

2. 接受群臣的诤谏 

3. 好惠施而与民同乐 

4. 如法取财 

5. 不贪他人的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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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饮酒 

7. 不戏笑歌舞 

8. 依法而没有偏私 

9. 不与群臣争 

10.身体健康 

有道德观念、仁慈、身体与心理都健康，这是政治领袖的基本条件。 

就此标准而言，我们实在有必要呼吁我们的政治领袖多翻佛经，从中获取启

示，作一个真正健康的领袖，而不是自私自利的政客！  

五、习俗方面之启示 

在 习俗方面，佛教对华人社会也可以提供比较有意义的仪式。一般而言，生活

的习俗多与宗教有关。而这些仪式和习俗在最初形成或举行时，都有其因缘意

义。但当流 传时日久远，传承者除了传承其仪式，未必能如义去进行。因此有

的使其意义渐渐失去，而不知为何而有此仪式，有的则使它变质或使之繁琐

化。 

当一个仪式流於繁琐或形式化，往往表示此仪式的生命已失去。继续的延传并

不能表示此一习俗的价值尚存在，毋宁说它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形式。 

当一个民族或宗教的大部份仪式，已有此状态，对此民族或宗教而言，那的确

不是一件好事。这往往就是表示此一民族或宗教的文化生命力已僵化或将消

失。 

华族正是面临此一危机时期，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生活的各种习俗与仪式，赋

於时代的生命力，不只在仪式上要有时代的意味，在意义上，也必须符合时代

的需求。这样才能使这些仪式或习俗保持其存在的价值。 

 

有价值的存在，才是有生命的存在。 

 

佛 教本来是不重仪式，而注重内在意义的宗教，但为了广化众生，也就有了不

少的仪式。佛教在印度发展时，也是在宗教仪式最繁琐的密教时期，标示著本

身内在的灭 亡因素之下，在外教军的侵击，成为历史名词。而实际上这是由於

一些佛弟子的误失结果。佛陀重视习俗的内在意义，这从佛陀在度化众生时所

教导的方法可以看出 来（如《善生经》）。而佛教的仪式是以简单朴素、肃穆

庄严、节省开销，而有实用价值为原则，这些原则有必要应用在华人社会的习

俗与仪式上。中国佛教因 

受华人习俗之影响，而有不少繁琐的仪式，这些都是应改进的，否则我们是很

难使华族文化与佛教在习俗方面，能冲破文化发展的困境。 

结语 

佛教是一个宗教，佛教是一种哲学思想，佛法则阐述宇宙人生的真相。 

 



5 
 

但这一切都必须为人类所理解，并依之而实行，才能显出其真意义与价值。自

佛陀创教以来，就一直强调佛法是以有情为本，以人类为中心的教说。它的实

用价值在 於人类依之的实践而佛法是超越种族而以全人类乃至一切有情为教化

对象的教法，但佛法流传於人间，受到了人类与环境的限制而有了区域性和时

代性的适应。中国 佛教的产生就是此一意的表现，而华族在吸收佛教团体与融

合贯通之工作，也不离此一意义的范围。由此我们可以多少体会到佛教如何以

其本身的价值，对它所流传 的区域与时代的文化给予适当而需要的启示；更可

以出此已融入华族文化，而且前又有需要以重输入的姿态影响华人文化之宗

教，对於华人文化与社会在未来发展中 的启示是何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