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稳脚步、迈向未来 (二) 
-试谈佛教运动的本质到理性的建构- 

 

  

 

 开舍法师■本期特约 
 

 

一、佛教运动的本质 

「诸 比丘！我解脱天、人一切罗网。诸比丘！汝等亦

解脱天、人一切罗网。诸比丘！去游行！此乃为众生利

益、众生安乐、哀愍世间、人天之义利、利益、安乐，

切勿二 人同行。诸比丘！教说初善、中善、後善，且

具足义理、文句之法，显示皆悉圆满清净梵行。有情有

少尘垢者，若不闻法者退堕，闻法者即得悟也。」
注 1 

  

社会运动不仅是一个有相当延

续性的行动集体，且其目标是

明显地欲达到某种变革。它是

有意识的、集体的、有组织的

尝试，它的目标是经由推动或

抗拒社会秩序的大规模改变，

而其手段是采取制度以外的持

续性活动。许多短暂的活动是

不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的。  

佛教之传播始于佛教教团之开

始向民众传授有关佛陀之教

法。佛陀之教说以「具足义

理、文句之法，......以致闻法者

即得悟也」凸显了佛陀的教法

是要通过教授师之传授或通过

类似现代之教育的功能，以达

到「悟」或「觉」的心智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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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始佛教的

传教师一般

以比较倾向

于受过良好

教育或所谓

具备议论才

华的佛弟子如舍利弗、

阿难尊者、富楼那尊

者、大迦旃延等的向四

众弟子讲述佛陀的教说

以达到推 动佛法的传播

工作。受过良好的教育

即表示这一些佛弟子类

似今日之受过教育洗礼

的知识份子，扮演著文

化的传承者，甚或是支

配型的领导者的担纲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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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团的组织显示了很强烈的"卡理斯

玛"的支配型态。从早期的圣典的记载，

佛弟子的活动形态很大成份受到某些较特

出的佛弟子的影响，以致最后造成部派佛

教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
注 2  。佛教的活动

以正法之教授为主要的内容；但此一教法的历史传承过程，却有走

向大众化即信仰型的世俗化的趋势。佛陀之教法得以迅速的在佛世

时向四周发展与传 播，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提倡四姓平等的社会

阶级观念，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看，正是这一种向传统社会伦理阶级

观念的反动而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运 动"－－pravrajy?或出家主义的

破除旧社会阶级制度的新制度带动了佛教广被社会较底阶层的拥护

与接纳。从集体的憧憬到集体的行为，形成了当时的新 社会秩序，

佛法的一再强调众生的平等相依，共生并存等，在追求宗教生活的

意义之外，也促进了对旧社会伦理阶级的冲击与变

革。 

佛教的运动本质以传授佛法的旨趣做为指导佛教徒

在生活上如何脱离痛苦的境遇。从平实的生活方法

如经济的分配、社会伦理阶级的观念、政治理念的

实践、以至达致最终的宗教理想等，对正确的掌握佛法到实践在生

活上，有著强烈的教育哲学的理性主义的诉求。 

佛陀并不尝试去改变整个原有的社会结构，但是在

宗教思想上，对传统的神权主义采取了合理的行

动，即通过教育大众有关人的生存现象以排除对神

权的迷惑，回复人类应有的权力以致在理性的要求

之下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结构与生活法则。 

原 始佛法之基于人类之经验现象采取了客观的合乎人类可能获得的

知识途径，尝试通过对生命的直接的观察，在「义饶益、法饶益、

梵行饶益」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 教法，在完成个人追求生命的目

标时，不悖离人类的共生原则，达到「悟」或「觉」的内容。佛教

运动（若可以称为一种运动的话）的本质始于佛陀对生命现象的观 
察与思考，对生命存有的本质探讨，发现其非完美性，遂有追求一

理想界的行为导向。佛教文化的特徵不在于单纯的排斥现世的价值

与消极的逃离，而是不满足於短 暂的、仅做为官

能文化的「刺激－－反应」的制约性生活形态。

佛 教所欲解决的是人类在「生－－死」的处境问

题。海德格在追问「存在的意义」之时，企图解

决基本本体论的问题；佛教却从生命存在的本质



去体会生存的困境。佛 教文化的显扬是人生终极理性的关怀与回

应；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他人及和自然环境的关系，若不是通过

「人」这一生命体的优先定位，则「存在」于人而言是无 甚意义与

价值的。 

从佛教运动的本质反省到教育哲学的功用，今天的教育制度其实也

是要达到「悟」的状态；其差异点可能是教育的内涵及技术的应用

等。 

（二、待续） 

  

注解： 
1 南传律藏 3 大品，28 页。 
2 印顺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章，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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