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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把十几篇有关佛教文化的文章汇集，取名为《境界与智慧》，试图对佛教提升境界与开发智慧
的宗旨以及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但是我深知以自己的水平来探讨佛教文化，只能说是“门外窥佛”而已。
　　所谓“门外窥佛”之“门外”，当然是指佛门之外；“门外窥佛”之“窥”，取自几句讲不同年
龄的人读书体会的话：“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
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亦取自成语“管窥蠡测”，源自汉书“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用管去看天，用瓢去量海——比
喻所见太小。
有学者把学佛修佛称作“登月”工程，“佛之所证”就是佛法修证这一登月工程的“月亮”’。
一个人即使常年深入经藏，也只能获得“佛之所证”智慧大海中的“毛尘水”而已，作为一个佛教的
门外汉，就只能窥到一点佛的影子，“望月”、“玩月”就根本谈不上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要真正认识庐山的本来面目，不仅需要深入其问的感受，而且需要跳出庐山
的远望，才能使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雄姿呈现于前。
对博大精深、奥妙无穷的佛法或佛教亦复如是：先在门外窥视一番而后进门、登堂、入室、见佛，或
许会获得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我是山西大学的教师，从事形式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受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辩证法的感染，我更为关心的是现实的社会问题。
也是各种因缘的聚合，我于2007年6月来到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会的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筹备处，参与
佛教文化的研究工作。
　　经过阅读和思考，我真切地体会到，人是有限的存在，因而是需要信仰的存在。
正如周国平所说的那样，人生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作为瞬息和有限的存在物却向往永恒和无
限。
马克思说过，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
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这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是有道理的，为我们结合社会经济基础探讨宗教的历史性特征提供了一个
独特的视角。
但是这并不是真理的全部。
宗教信仰除了与生产活动有某种联系外，还有其更为深刻的人类精神性的根源。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人生到底有何意义？
这是很多人会经常想到并企图获得答案的问题。
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根据思格斯的论断，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
这一命题也许是符合科学的，但是这一命题并不能回答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不能告诉人们何为人生
的目的。
同样，作为所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概括与总结的哲学，也不能很完满地回答上述问题。
根据康德的观点，这些问题都超出了人类感觉和理性所能够把握的范围，应该由信仰来解决。
　　根据这一认识，我形成了应该区分人类不同实践领域的观点。
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是包括物质生产活动、科学研究活动、社会管理活动、审美及艺术创作活动、
信仰践履活动等几种虽有种种联系但却有明显区别的不同领域。
宗教作为信仰践履，既不同于生产活动、科学实验，也不同于社会管理、审美艺术创作。
人类的不同实践领域，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操作方式和评判标准。
我们既不能用信仰践履去取代或否定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社会管理和审美艺术创作的实践，也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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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社会管理和审美艺术创作的实践去取代或否定信仰践履的活动。
给宗教信仰活动贴标签、戴帽子、打棍子或者将其纳入其他领域而进行管理的做法是极其不妥当的。
　　从释迦牟尼佛之后印度各代祖师到菩提达摩，从慧可、慧能到虚云，从慧远、善导到印光等中国
那么多聪明睿智的高僧大德，义无反顾、孜孜不倦、百折不挠、终身不渝地投入到信仰践履中去，那
绝不是如有人所说的是值得同情的耗费生命和精力的愚昧之举，而正是说明信仰践履活动的魅力和动
力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精神或生命的内部。
他们不是值得人们同情，而是值得人们由衷的敬佩。
在他们看来，那些沉湎于六道轮回的凡夫众生才是可怜悯者。
　　再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究竟如何契时契机、实现佛教制度和弘法方式的现代化的问题。
我以为，佛教是精神信仰，是修持践履，关注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是其出发点与归宿点
。
佛教不是科学技术，不是世间学问，没有必要与现代自然科学去类比、看齐、比试高低。
用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境界、阿弥陀佛及释迦牟尼佛的神通事迹来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前卫理论相比较
是不恰当的。
人们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把科学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于是就有了所谓“科学的哲学”、“科学的
形而上学”、“科学的艺术”、“科学的宗教”等等与科学嫁接的名词术语。
好像不具有科学性的就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意义的。
划清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不同地盘，是康德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我们为什
么要从康德那里退步呢？
我们很少见到哪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宣称基督教是最高的科学，但是我们遇到不少佛教法师声言佛法是
最高的科学或者佛教最符合科学理性。
我们倒是需要问一下，如果佛教不具有科学性，佛教徒就不再信仰了吗？
让坚持断见的科学家承认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佛教徒就可以因此而放弃这一被称
为佛教的“实理”和“根要”的基本理论吗？
所以，我以为，不应该把是否符合现代科学作为佛教法师实现佛教现代化的诉求指标。
　　我以为实现佛教的现代化主要应该在如何契合现代工业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潮流上
做文章。
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甚至博爱的思想，都是佛教本来具有的理论资源。
仅仅净土宗所推崇的五经之一的《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恒顺众生愿”，就可以超过整个儒家经典所
表达的思想境界。
这一愿，足以引申出慈悲、博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理念以及抑制市场经济引发的弊端
、救治世道人心的一切药方措施。
只需把佛教在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化、本土化过程中丢掉的东西再找回来并在新时期加以随缘发
挥就可以了。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三阶段的理论指出，根据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人类社会依次经过人对人的依
赖关系、以物为中介的人的独立性以及以人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三个大的社会形态。
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是第一阶段，其主要表现就是人对人的依赖性，奉行人治和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
就是其必然的要求。
在中国，皇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
在印度，佛是人天师，国王等都是凡夫，也要奉佛陀为师。
出家僧人高于在家的俗人。
在家的父母见了出家的儿子也要顶礼膜拜，说这不是拜儿子而是拜佛弟子。
出家僧人见了国王也是不跪拜的。
《法华经》中佛陀甚至还把国王、王子作为不应亲近的对象。
但是具有原始民主性质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就不得不屈从于中国当时的皇权专制主义了。
当然也有慧远等高僧大德坚持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则，但总体上佛教是在奉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的古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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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三武一宗”的毁佛灭佛，佛教徒只能被动地受戮。
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佛教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放弃自己的本色，向占统治地位的儒家靠拢。
这是不得不如此的。
因为农业自然经济是皇权专制主义的深厚土壤，任何思想理论都不能够超越经济制度所规定的道路。
从禅宗和净土祖师留下的思想理论资源来看，大都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大力宣扬儒家纲常伦理。
这是他们契合自己的时代所应该采取的合理态度。
　　现在的中国，农业社会正在向工业社会转换，市场经济正在取代自然经济，人对人的依赖性正在
向以物为中介的人的独立性转变。
与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必然也要取代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
由皇权专制主义的纲常伦理过渡到民主法治的制度理念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而正在这一转型之际，社会上却出现了一股由民主法治的新文化向纲常伦理的旧文化倒退的思潮。
全面尊孔祭孔、读孔孟古经的活动甚嚣尘上。
在此之际，一些现代佛教法师也不甘落后，也在大力鼓吹尊孔读经。
我以为，这是不明智的做法。
什么是明智的做法？
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恢复佛教的本来面貌，为慈悲、博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做出自己不可替代
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如果不实行宗教改革，仍然保持中世纪的老样子，肯定不会在现代西方社会继续发挥巨大
的作用。
同样，佛教，包括禅宗净土宗在内，如果在社会转型之际仍然与维护皇权专制主义的儒家文化纠缠在
一起而不恢复自己的慈悲博爱、恒顺众生、尊重个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本性，那佛教就不
可能在新时代的中国获得应得的地位。
佛教各宗各派的精神领袖是否可以成为有历史影响的新的祖师，就看这些领袖是否能够把佛教长期在
中国化、本土化中失去的慈悲博爱、恒顺众生、尊重个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本性恢复过来，
以适应新时代的社会需要。
　　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道安所确立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古训，应该改为“不依民主，
则法事难立”的新规才对。
这是“三武一宗”的毁佛灭佛、太平天国的毁佛灭佛、冯玉祥的毁佛灭佛、“文化大革命”的毁佛灭
佛历史教训所证明的真理，也必将为佛教在民主法治的宗教自由氛围中得到繁荣发展的未来历史所证
明。
　　本书中的文章，大多发表在《社会科学评论》、《五台山研究》、《南山梵音》等刊物上，这里
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深深的谢意！
　　因为各文本是独立成篇，编排在一起就会有一些重复的地方，这些重复的内容均未作删除。
这里需要引用唐君毅先生的话：“歌德曾说：‘如真理不重复，则错误将重复。
’我希望我所说的是真理，有些话是不能不重复的。
”我虽然不认为本书中那些重复的话一定是真理，但是最起码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应该引起一定程度
的注意的。
　　感谢海南三亚功德基金会所提供的研究条件和出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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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在的中国，农业社会正在向工业社会转换，与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必然也要取代
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
由皇权专制主义的纲常伦理过渡到民主法治的制度理念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本着这一体认，本书对佛教与和谐社会，佛教与慈悲、博爱、自由、平等、民主、法洽，佛教与提升
精神境界、佛教文化交流以及各宗教的对话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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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高寿，1944年10月6日生，山西原平人。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
退休后到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会从事佛教文化研究。
出版有《社会契约新论——社会主义契约文化探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决策学——优
化人生事业的一门学问》〔合著〕（学海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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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观音信仰在古印度由来已久，在佛教产生之前的公元前7世纪，婆罗门教中就已流传观世音故事
。
公元前5世纪，佛教创立，有的婆罗门教徒转而信奉佛教，观世音就被带进了佛教而成为一位大菩萨
（这都是所谓学术考证的说法，随着接触佛法的深入，我以为学术研究无关乎信仰。
如果从信仰出发，佛教中的各个大菩萨，应该是释迦牟尼成佛之后，“一佛出世，众佛拥护”，为协
助佛传法教化众生而来，而不是从婆罗门教带进去的）。
　　印度佛教认为，观世音菩萨原为转轮圣王的王太子，因见众生遭受许多苦恼、恐怖等灾难，就在
宝藏佛前发下宏愿，愿行菩萨道以救苦救难。
他说：“若不能免除众生一切苦恼，我终不成正觉。
”于是，宝藏佛就替他取名为“观世音”，意思是“观”到声音即能去救难。
　　而有的佛经上说，。
观世音菩萨其实早在过去的无量劫中，已经成佛，名叫正法明如来。
因为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五恶浊世的众生苦难深重，为了发起所有的菩萨一齐来娑婆世界救苦救难
、普度众生，所以投身人世仍然作菩萨。
　　在净土诸经中，观世音菩萨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胁侍，协助阿弥陀佛演说妙法，接引众生。
《无量寿经》中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干世界。
”“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
”不过观世音菩萨虽然是极乐世界的一位首席大菩萨，但出于慈悲救世之心，经常来往于娑婆世界，
“现居此界，作大利乐。
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
　　所以，观世音菩萨是集中体现佛教慈悲精神的菩萨。
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把有苦有难的众生从苦海中解救出来，或者满足祈愿者的种种愿望。
　　观世音菩萨是在西汉末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
最早的历史记载是三国时期，魏国译师唐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五年（253）到洛阳，首译《无量寿经》
二卷，其中有介绍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的内容。
而信众对观世音菩萨有详细了解和广泛信仰却是在《法华经》译出之后。
《法华经》是最早对观世音菩萨做详细描述的菩萨乘佛教经典。
在西晋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后，就有一个单独流通的《光世音经》（《普门品经》），而鸠摩罗
什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出来之后，其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以《观音经》之名单本广泛流
行。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中国观音信仰传播和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是这部经，对在古印度占主流地位的观音救难信仰进行了完整的表述，而这就成为后世中国观音信
仰最基本的信念依据。
在这一经文中，说明了此菩萨为什么被称为“观世音”：“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
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
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观世音”，是寻声救助世间苦难的意思，就是说他能观其声音，救度大
众。
经中还介绍了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法力的具体表现：“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
变成池。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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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遇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刃段段坏。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扭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这就是说，不论人们遇到什么灾难，只要能够念诵观音菩萨的名号，就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观世音菩萨不仅救难，而且解忧，有求必应，实现人们在生活中的种种愿望。
其中特别提到：“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
”不仅如此，经里还说到，观世音菩萨还能够随愿众生，“随类化度”。
即为了教化不同类的众生，观世音菩萨常因时代、环境、风土人情、文化传统、众生根器的不同，而
显现各种不同的形象：为官吏说法，就显现官吏身；到婆罗门说法，就显现婆罗门身；为妇女说法，
就显现妇女身；为小孩说法，他就显现小孩身。
无量化身，随机而现。
　　东晋时佛驮跋陀罗译出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介绍的观音菩萨所修持的法门，也被称为大悲行
解脱法门，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时，询问应学何菩萨行，观世音对他说：菩萨应学的法门无量无边。
但在这无量无边的法门中，我是修学大悲行解脱法门。
所以，观世音被称为大悲观世音，与他有关的咒语、拜忏也简称为大悲咒、大悲忏。
　　东晋时期的法旷大力推崇《法华经》和《无量寿经》，“常念咏二部”。
由于他的宣传，观音信仰开始在民间流行。
隋唐以后，随着密教的兴起，汉译佛经中以观音菩萨为名的经典数不胜数，特别是那些以“千手千眼
观音菩萨”称号的经咒更为繁多。
　　正因为观音菩萨具有无量的化身，观音的形象在中国也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向往重新塑造了观音的形象。
　　在中国，早期的观世音菩萨为男身，如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南北朝的木雕都为男性造像，造
像的嘴唇上还有两撇小胡子。
《华严经》也说，善财童子参拜观世音菩萨，到了补怛洛迦山，见“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
山”。
　　但到南北朝末朝和隋朝初年后，中国寺院里的观音造像出现了女身。
后来观音又汉化、儒化为妙善公主而被固定为女身。
在河南宝丰县香山寺的宋代蔡京所书的《大悲观音菩萨得道远征果史话》碑和元朝皇亲管夫人精心编
纂的《观世音菩萨传略》，都记载了妙庄王的三女儿妙善由于从善尽孝、舍己为人，而成为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
　　刊于元代的《三教搜神大全》也记载说，北阙国妙庄严王的三公主，叫做妙善，修成正果，玉帝
封她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就又把观音菩萨道教化了。
因为在印度佛教的传说中，天帝是佛教的护法，而在皇权专制主义的中国，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教
权、神权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观念上都不可能高于皇权。
许多神仙和高僧大德的封号都是由皇帝御赐的。
观音的称号要由玉皇大帝赐封，就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观念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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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把十几篇有关佛教文化的文章汇集，取名为《境界与智慧》，试图对佛教提升境界与开发智
慧的宗旨以及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境界与智慧》中的文章，大多发表在《社会科学评论》、《五台山研究》、《南山梵音》等刊
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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