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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稳脚步、迈向未来 (四) 
-试谈佛教运动的本质到理性的建构- 

 

  

 

 开舍法师■本期特约 
 

 

三、佛教运动的理性诉求 

人类的 基本需求莫过于物欲的满足。一般的信众

在生活理念上多数尚停留在官能型态的「刺激－反

应」及「需求－满足」的制约性模式。在「求取与拥

有」的效益性实践导 向生活方式下，信仰的心态也只想藉著某一形

式的宗教礼仪以维持人－神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谐的关系意

谓著人类的需求与利益能恒常地保有与持续。 

现代社会的人际

关系表现於人与

人、人与事、人

与制度的关系

时，互相信赖，

契约的遵守等是

维持基本和谐的生活信仰型

态。需求与满足原是一种社

会互动论的典型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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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社会学的观点言，

一般大众的信仰与理想，

在和以「此世」为基础的

世俗利益交涉时，为著维

持某一程度的和谐关系，

从终极理性的「出世」关

怀走向工具理性的世俗关

切，不得不因循著人类的

本能需求，谋求一沟通的

渡津与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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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的多元性往往反映了不同社群在宗教类型的取

向上，从此世的需求与满足，到彼世的追寻与思

索，有著基本的文化心理因素即官能文化的需求与

满足；但是人性的 变数却促使人类向另一境域迈进。理想的生活不

可能只维持在感官的满足与制约性的机械成长。精神文明是生命形

式的最高表现，而此形式须透过某一符号的表徵以 显示其精神的意

境。宗教形式赋有感性上生命需索的基本满足感；在理性上却过渡

到生命的超脱理念，对生存的意义与价值等，赋予肯定的「存有」

价值与扎实感。 

知 识化（Intellectualization）的需求应以消除神秘（De-
mystification）及达致清醒状态 （Disenchantment）的理信型态信仰

为结果。大专佛青运动之目标是否能凸显出知识青年在学习佛法之

後，在行为上就其宗教体验或特有的宗教观念 与目标为其生活之指

标。如从伦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艺术等领域的活动之影响，明

白及确认出各个领域所禀赋的各种异质的价值等，是否与其所信仰

的佛法之观 念及价值有何关系或他们之间所可能产

生的冲突等。 

佛 教的思想与形式随著历史的进展与流转呈现了不

同的时代、不同区域的文化性格。佛教徒的行为取向

也因著思想的差异趋向不同的实践风格。传统的价值

观也随著社 会的进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与发展。原

始佛教的原旨是强调「现法乐住」的实证主义

（Positivism），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是建基于对经验

世界的正确理 解。知性的建构以实验性的经验层面为认知的手段；

而佛教的理性诉求即是对此经验世界的正确的描述。 

不 管是采取知性－－理论立场的理性，或采取实践－－伦理立场的

理性，都一直强烈烈地支配著人类的发展。「如实观」

（yathabutam?ana）的理性意 图是佛教规范伦理的基石。宗教行为

在面对现代理性主义之诉求时，加上世俗化的效益伦理价值观的挑

战，近代的宗教运动也随著世人的需求做出适当的反应以满足 实际

的变革。世俗化的性质是观念的现代化，而理性化是具备变革动力

的。宗教的生活意义本就含有道德规范的价值判断，而此价值判断

直接与人类的经验意义有 关。随著人类生活经验的不断变迁，宗教

观念的理性化即社会变迁力量的释放。佛教是否能够适应现代变迁

的问题，牵涉了个人和社群的反应与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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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的心态乃至整个佛教社群的宗教信念，起著

把本身的意念和社会生活，社会行动等的客观条件

联系在一起的中介作用。佛教固有的内在性质通过

作为本身社群的支 柱，影响了佛教文化的显现与

作用。於是，佛教的社群也就成为佛教与社会生活

的因果关系的中间项。一个宗教，只要它在推动人

的行为上有其效力，就不止是教义 与信仰的总合

而已；它扎根在个人性格的深处，而如果它是某个社群的宗教，就

也扎根在其社会性格的深处。故而现代佛教之求发展于更形复杂与

多变的社会，有必 要先掌握当前的社会之动态、本身的文化特质及

人性的基础等，从不断地经验层面的接触，检验与反省等去完成一

种「介入实践」的认识论与行动场域 （ActionContext）。这是从行

动与学习的相依性、连续性、结合了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
与实验理论（Emperical theory）的理性建构系统。 

结语 

宗 教信仰反映了人类对自己的未来，对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处

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反映了人生的生存的不稳

定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完满 性。人性的诸种弱点在经历宗教

信念与经验的浸礼之後，往往能达到某一程度的超脱境界；然而，

勿庸置否的是人性的多变、社会环境的演化等对宗教的探索与发展 
起著巨大的冲击力。 

大 专青年在受过高等教育之后，无论是心智

上、人格上，都具备一定程度的成熟度与适应

时代的迁变能力的"优势"。当佛教走向现代化的

漫漫长路时，大专佛教青年 即扮演了一个异常

重要的角色 注 5 。现代变迁的主题是理性

化；而大专青年正是受过理性洗礼的时代先

峰。佛教青年在推动佛教之时，即扮演了一个

中介者，在 建设形式理性（讲求达鹄效用），和实质理性（考虑及

鹄的理想内涵）时，有必要采取比较批判性的态度去整合情、意、

智的平衡发展；为著建构完整人格的发扬， 必求诸於人类的经验意

义，如何把佛教的真俗二谛之原理以一种比较现代之生活面貌呈现

出根本的旨趣。 

今 天的大专佛教青年运动，在面临著历史的陵夷之势时，如何消融

繁琐的资料、传统的仪规或行持的转移，以致如何将僵化的信仰转

移等，在深化本身的信仰之余，从 有组识的、有明显的目标，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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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集体的理想时，能突破诸种蕃蓠（种族的、文化的、时代观

念等的制约）而达至清醒、解脱（自由）等「悟」的状态等，则已 
然超越笔者的能力所及。 

 注解： 
5 刘创楚等《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第 178 页。 

（四、续完） 

 
 

 开舍法师  马佛青总会卸任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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