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佛教和现代精神生活   白鲸 

 

《佛教徒人口比率下降》(见 1月 27日言路版)分析了佛教徒人数减少的原因，有

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两点值得商榷。 

 

首先，人口一词使用不当。人口通常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人数的总和，比如说美

国人口，日本人口；但是，不能说宗教人口。因为宗教徒分布很广，没有集中在一 

个地区和一个国家，也不能说美国的宗教人口，日本的宗教人口。因为人口不是单

指某些人，某一方面的人，而是指人口的总和。此外，佛教徒已经包含了人口的意 

思，就是说佛教徒指信奉佛教的人的总数。我们可以说全球的佛教徒，也可以说中

国的佛教徒。 

 

第二，这篇文章把佛教徒人数减少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佛教本身缺少适

应能力。这是有欠公允的。其实，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现代人忽略了精神生活的质

量。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思想家马尔库罗指出：商品社会把一切都数字化和利益化。许

许多多人其实把个人金钱化和数字化，过分注重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以钱的数量 

和物质享受的质量来衡量人的价值。似乎谁的钱多，谁就最有价值。钱可以买来婚

姻，可以买来刺激，可以买来身价。有钱能使鬼推磨。 

 

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种以重视金钱为导向的享乐风吹

得许许多多人沉没在金钱的海洋中，乐此不疲，早忘记了精神生活的修炼和提升。 

佛教再好，这些人哪里愿意顾及。两厢比较，当然享受的魅力巨大。作一个乾乾净

净的佛教徒，岂非限制了他们的寻欢作乐。对这类人而言，岂能忍受。  

 

另外，当今世界的青年-代正处於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他们很容易接受流行

风潮的影响。在许许多多年轻人看来，佛教和其它宗教已经古旧，清规戒律太多， 

繁杂的礼节太多，限制和妨碍了他们的自由和心灵的发展。他们宁愿追星，宁愿殉

情，宁愿轰轰烈烈享受和快活，也不愿意修理心灵，砥励精神。这好象这边放著一 

盘钱，金光闪闪；那边放著厚厚的一本艰深的书，令人望而却步。 

 

读者可以判断，什么更能够打动他们的心。片面责备佛教是不对的。你要佛教变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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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佛教的原则立场，佛教的戒律如何变化?变的面目全非，变成四不象，还叫佛

教?应该反思的是现代人怎样去适应佛教的要求，来获取精神食粮，充实自己的贫

乏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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