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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佛教史 - 专题载录  

 佛教教义之特质在国家、马华文化所塑造所扮演的角色 

 
- 释继程  

  

现代的人们，不再是盲目崇拜一些不可知的对象。因此，有系统，有教理为基

础，有道德观念的高尚宗教应该是现代人所追求的。佛教是一个高尚的宗教，

因为佛教符合上述三个基本原则。 

前面我们就佛教及社会的意义来探讨佛教在塑造国家文化，尤其是马华文化所

扮演之角色。此段将直接以佛教教义的特质来看这个问题。同时也依教义特质

中的社会人际关系，个人生活提示，以及宗教意义上加以分析。 

一、佛教的涵容性大 

佛教在印度由释迦牟尼创立以後，兴盛起来，成为一股反对传统婆罗门教的新

兴宗教力量。但佛教并未有把婆罗教打倒或消灭的意思。因为佛教含有很宽大

的涵容 性，故在印度长期之流传，尤其是大乘佛教兴起时，对於印原有的文化

及宗教传统，有积极的影响。而同时更广泛地吸收及接受这些传统文化，以适

应当时人民之宗 教需求。这种宗教的宽大涵容性，在佛教成为世界的宗教时，

更是发挥无余。我们从各地佛教史的演变中，可以得到证明。 

在 文化水准高度发展之国家，佛教传入後，必定会纳入当地本土的文化，并予

以适中的影响，然後融合为一体，成为富有本地色彩佛教文化。最明显之例

子，就是中国 佛教了。另一方面，在文化水准较低之国度里，佛教文化之传

入，并未贬低其原有之文化，反而是从本身高度之文化，赋当地文化以新的生

命，而提高其文化水准。 但我们在佛教文化浓厚的情况下，依然会发现到当地

文化之特徵，这种例子，明显地出现在 兰、缅甸和泰国等南传佛教之国家，

以及西藏等。 

 

二、佛教的容忍性大 

在佛教的教义中，容忍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佛陀告诫弟子们要以容忍之态

度，仁慈之心肠去应付忿怒怨恨，佛说：「以怨止怨，怨不能止，唯有以容

忍，慈悲的态 度，才能止息憎怨。」因此，佛教对於其他宗教的态度是友善共

存，对於其他的文化是并行不悖。在佛教的发展史中，我们从未看到佛教因为

排拒其他宗教或文化而 以武相对待，佛教也从未以武力侵袭其他民族或宗教，

只有在遭受侵袭时，才作适当的保卫，以保护佛教的存在。这种精神对於一个

宗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宗 教负有促进世界和平之伟大任务。若本身含有

强烈的排他性，必然无法为类寻求到真正的和平。 

在我国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之社会中，这种涵容和容忍之精神是需要大力提倡

的。通过这两种精神，我国的多元文化才得以平衡发展，各民族才能够和平共

处，共同为国家发展，谋求努之方向，因此在国家文化以回教为重要部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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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佛教的涵容性及容忍精神，应给於肯定的位置。 

三、佛教的利他精神 

佛教的菩萨道精神是以利他为要务。如《华严经》典所说：「但愿众生得离

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若一众生未成佛，终不於此取泥洹」。菩萨道的六

法门中，也 以「布施」为首，布施含有救度、施舍、安忍、指导等利他的意

义，四摄法即为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在在皆表现出利他的精神。 

这 种利他的精神，在一个社会来说，含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因为社会是由人群

组合而成的，若每个皆以个已的利益为先，忽略了其他与我共处的人之利益，

甚至不惜以 其他人为个人利益的牺性品，如此则必将成为一个你欺我，充满暴

戾的社会，如果社会出现了这种现象，其结果是这个社会将崩溃。 

华 人社会现实观念过重，过份重视个已利益，而致使华人社会无法团结。每每

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亲如父子，兄弟亦不惜反脸成仇，更不必说朋友，或者

组织小集团 而分裂华社之团结力量。这种自私自利之现象，是华人社会到处可

见的。所以当我们面临存亡关头，往往无法团结以作出有效的反应，结果是整

个民族的利益受到损 害。华社真应该觉醒了！ 

佛教的利他精神，若得到发扬，而普遍於华人社会，使大家都能培养利他的精

神，则不仅华人能团结一致，使华人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并且还能与其他

民族发生更密切之关系和了解，和乐共存。 

前面之三项就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社会上观点，从佛法之特质去分

析、去了解，而提出佛教所能扮演之角色。 

对於个人之生活，我们也将提出多项佛教文化之特质所给予的启示，为发展国

家文化、马华文化之借镜。 

四、节约的生活态度 

佛教是注重实用和简朴的，也即是说在物质生活方面，佛教是采取节约的态

度，不赞同无谓之浪费。佛教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因此过份刻苦身心的生活并

不是佛教赞 许的，同样的过份奢侈、享乐主义的生活也不为佛教所赞同。佛法

是要人们懂得适当地应用他能力范围内的经济，而作适当的分配。在经典中，

佛陀曾告欣弟子们把 所赚的钱分为数分来应用，其中包括了日常生活所需，奉

养父母，施舍予他人，作为宗教用途，储蓄以备急用，投资以增利息等等。这

告欣人们，要能以合理的方法 来处理钱财，生活才能得安全，才能在急难中有

所依据，也能够有能力去资助他人，并过宗教的生活。这种节约，不浪费，不

奢侈的生活态度，在平常的日子里，已 经是很有意义的，何况在全球性经济不

景气之今日，更能发挥其效用。华人优良传统生活，也是以克俭为美德，这与

佛教的态度是相同的。 

 

五、切合人生的教义 

佛教的教义是切合人生的需求的。近代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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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即是看出了佛教的这一个要义。佛教是一个宗教，在其流传之过程，被

神秘化和天神 化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佛教的根本教义和精神，其实是人生化

的，切合人生的需要。佛陀常说：『我亦在人间』，即是说明佛也是由人修成

的，他不以渺不可知的天 神自居，故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

也』。以人自居的佛陀所说的教法，当然是以人为主要对象，以人生为本。所

以佛法中虽然有说到三世因果，但 佛陀却重视这一世的改进；佛法中虽然也提

及十方国土的佛国，但却著重这一国土的净化：佛法也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

佛，但却强调『人身难得』。这里皆说明要成 就佛道，必须通过人的修行，才

能获得完美人格而达到最高的成佛境界。这种对『此时此地此人』的肯定，是

佛法中伟大的精义，也肯定了人的价值，而契合了人的 根性需求，使人人能在

自尊自重的心态下，发挥人的『智仁勇』三种特胜，创造出美丽的人生，和乐

的社会。 

我们特地提出这一点，是要澄清大家因不了解佛教而产生误解，实应以正确的

眼光看待佛教。 

 

六、民主的制度 

佛教的民主制度，表现於僧团的生活。佛教的僧团，称为和合众，即是和合共

处之团体。要一个团体得以和合，必有其原则作为和合的基本条件，佛教中称

这个原则 为六和敬，一共有六项。在六和敬中，「见和同解」、「戒和同

行」、「利和同均」，是和合的本质：「意和同悦」、「身和同住」、「语和

无诤」，是和合的表 现。遵守同一的规律，相依共存，是一个国家，社会及团

体所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佛教的戒和同行，即含有此意义。但佛陀更重视

思想和经济，故在戒和同行， 提出见和同解与利和同均，而与之相配合。见和

即思想，理想的共同；利和则是利益或经济待遇的均衡。现代社会动乱之根

源，皆是由於精神生活的理想不能统一， 物质生活的利益未能平均分配，因此

一个社会若能确定在见和，戒和与利和共同原则上，才会有平等、和谐、民

主、清净、自由的团结。 

有了上面的三和为本质，表现於外的便是精神上的志同道合（意和同悦），行

动上的纪律与合作（身和同住），语言上的诚实、充满和谐（语和无诤），这

样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这六个项目的和合，对於塑造一个安宁的国家，和乐的社会是有深刻的意义

的。 

接下来，我们将就宗教的意义来看待佛教： 

七、崇高的道德教育 

佛教是非常注重道德善行的宗教。经典中有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

其意，是诸佛教。」佛法对世间的道德是重视的，对於善恶的分界，佛教的看

法是这样的： 

（一）自利而不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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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利利他 

（三）舍为人都是善的 

若是自利而损他，或损他而自利是属於恶的。这是看在个人处事时的动机及目

标的，以及其将产生之後果而言。 

这 个原则用在任何事情，任何时代，任何环境，都有它一定的意义，并显示出

道德善行的正确性。从这一原则为出发点，佛法中有十种善行：（一）不杀

生，（二）不 偷盗，（三）不邪淫，这是属於身业的；（四）不妄语，（五）

不绮语，（六）不两舌，（七）不恶口，这是属於语业；属於意业的则是

（八）不悭贪，（九）不嗔 恚及（十）不愚痴。相反的便成为恶业了。 

除了禁止不造恶业，佛教也采取积极的态度行善；不杀生而慈心於仁，不偷盗

而义利节用，不邪淫而贞良守礼，不妄语而诚实无欺，不绮语而言说有礼，不

两舌而无争是非，不恶口而出言慈和，不悭贪而慈心舍施，不嗔恚而慈忍积

福，不愚痴而多闻增益。 

总之，佛教推行崇高的道德教育於民间，使人们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而实现

和乐的社会。 

八、高尚的宗教信仰 

宗教的信仰是人类心灵的一种需求，然而由於人类对於宇宙的无知，故其宗教

也往往会落入迷信神权的窠臼。这种信仰，对於民智未开的种族，当然能够获

得满足。 但时至今日，若还有民族或社会依然保存有这种信仰，即表示这个民

族或社会的智慧还是未得到充份的开发，而其文化水准亦不能得到高度之发

展。 

现代的人们，不再是盲目地崇拜一些不可知的对象。因此，有系统，有教理为

基础，有道德观念的高尚宗教应该是现代人所追求的。佛教是一个高尚的宗

教，因为佛教符合上述三个基本原则。 

佛教的教主是历史上的伟人，他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为了解除人们

的痛苦和给予人们所需求，毅然地抛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而出家修道。经过了

六年的积极修行和思惟，终於觉悟了真理，於是将它如实地揭示出来，而成立

了佛教，指示人们过著正确的生活。 

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的流传，其伟大芒照亮了整亚洲，并传於欧美等地。这样的

一个高尚的信仰，本是华族所信仰的，但由於流传时日已久，流币难免产生。

只要我们认真去研究，去芜存菁，作为适应本国华族之宗教信仰，必能提高我

国华族之素质，其精神文明，才获得适度之发展。 

九、精神生活的资养 

自古以来，艺术的生命泉源，便是宗教，因为宗教生命是活泼、庄严、充满生



5 
 

命力的，这正是艺术所需求的。 

佛 教是一个有体系的高尚宗教，有崇高的道德观念，有平实与深奥的教理，有

活泼与庄严的生命，因此其文化是非常丰富，这给予艺术的影响力，是难以估

计的。佛教 的艺术，从其文学、调刻、绘画、音乐、舞蹈、建筑、塑铸等等可

见一斑，这些艺术皆获得充份之发展及发扬，成为丰富的艺术宝藏。这些都是

可以丰富我们精神生 活的滋养。 

佛教所流传的区 域，其艺术必会获得佛教文化所给於的新意境和新生命，而开

拓新的境界。佛教史上，这类的例子非常多，显著的例子有中国、日本与西藏

等等。这些国家原有的文 化艺术与佛教文融合为一而成就新的艺术领域。尤其

大乘佛教有其极崇高之理想及丰富的想像力，这些都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生命

力。对於目前佛教所流传的区域，这 种对艺术的影响力依然存在。现在许多各

地的艺术家，正在佛教及禅理中寻求更多方面的艺术生命，以丰富他们的艺术

作品。佛教给於艺术的生命力源源不绝的，因 为佛教文化本身，即具有这种源

源不绝的生命力。 

在 精神生活的领域中，艺术是较高尚的，佛教不仅是在高尚的精神生活中有充

份的资料及滋养，即使在较为低层次的精神生活中，亦是如此。现代的人总是

容易感到精 神生活的空虚，或感到恐惧。这种空虚及恐惧感是世间其他学问所

不容易填满的，只有以宗教作为生活的支柱，作为精神的皈依，这种感受才能

得以解除，生活也会 踏实下来，而不会再迷惘於不著实际的妄想中。对於一些

充满仇恨或崇暴力者，也只有宗教的力量能够改变他们。年轻失落的一辈以及

年孤单的人，佛教给於他们精 神上的慰籍，更是迫切需要的。 

佛化生活或宗教生活是解除现代精神空虚的生活的最好的方法。 

十、灵性生活的提升 

从佛陀大觉海流露出来的证法与教法，含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其对宇宙、

人生的阐述，其对超脱世间的描绘，透彻而深远；给人以远大的响往和理想，

对於人们的启发性，是非常大的。 

凡 是深入研究过佛法的人，对其精密深邃的教义，和高超深远的境界，无不生

起响往的心理。但佛法中的理想又绝不是虚妄乌有的。因为这是可以从佛法的

研究中，并 踏实践行其中所提供的修持法门，而获得同样的经验，提升我们灵

性生活。每个通过这些法门而修行，并获得这些宗教体验的行者，在其心灵的

领域中，必有不同的 气质和气象，因为他已从提升自己灵性的生活中，而获得

心灵的另一个高层次的境界。这时，他不会再汲汲於无意义的欲望，和虚伪的

追求。这种高尚的境界，是人 类灵性生活的高度提升，心灵境界的高层次表

现，其对於人生，是有非常深刻意义的。 

七、小结 

佛教传入中国後，对於华族文化之影响是深刻的，而且更以客观之影响而转为

文化文之主流，与华族文化溶成一体。但由於流传时日已久，其中已经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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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僵化 的，或出现流币的，必然是会有的。这也是所有文化流传过程所无法

避免之现象。因此，我们不必以全盘接受的态度去传承，但也不能全盘摒弃而

断其根本。我们需 要以「温故知新」的态度，认真地去对整个文化之发展及演

变作通盘的了解。这有助於我们在作「去芜存菁」的工作时，能有适当的抉择

和淘汰，不至於陷入全盘接 受而有尾大不掉的 境，也不会落入否定根本，断

弃根本的浮标。 

对 於今後佛教文化在华社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是抱定这个宗旨去推行的。从

目前佛教在我国社会中发展状况，以及我们立下的目标来看，我们是可以肯

定，佛教在我 国国家文化和马华文化之塑造中，所扮演之角色是积极的、有意

义的，同时其价值也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再三吁请华人文化大会，重视并慎重

去看待这个重要的文化 传承。 

 

摘自《佛教与华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