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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佛教的社会史没有像它作为宗教史那样引起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很大兴趣。
陈垣在民国年间对晚明佛教作了精湛研究，但他是个极大的例外。
这种学术倾向与西方和日本的学术对比格外鲜明。
海外学者&mdash;&mdash;尤其在20世纪后半叶&mdash;&mdash;把中国佛教的研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知
识领域，不仅仅是为了佛教研究，还因为它有助于拓宽对数百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沧桑巨变的理解
。
为什么两种学术传统对佛教研究如此异趣？
这也许是引导中国读者进入关于明代士绅精英赞辅佛教寺院之研究的一条有益途径。
　　我觉得，中国和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佛教的学术价值的态度差异，导源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现代性
经验的不同。
在欧洲，现代性的核心标识之一，是破除与中世纪宗教有关的迷信思想。
欧洲人花了很多时间通过广泛的思想运动来协调中和这种对迷信的排斥：16、17世纪经历了著名的宗
教改革运动，17、18世纪又开展反宗教改革运动。
西方人最终并未抛弃宗教，而是以新教的方式重新阐释基督教，消除了宗教不可置疑的绝对立场。
因此之故，从19世纪开始，宗教被自由地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中国人的现代性经验没有走同样的路线。
中国学者数世纪以来一直对宗教实践的理性表示怀疑，但是他们的怀疑和争论从来没有被放在一个能
破除宗教在社会中的权威的更大的运动中。
这样的排斥仅仅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中，那时年轻的思想家们都挑战他们先辈的思想传统，认为中国宗
教是他们现代化目标的绊脚石。
这种思想爆发的突然性意味着中国现代派破除迷信达到了比欧洲更突然、更迫切的程度，就像一句英
国谚语所说的&ldquo;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抛弃&rdquo;，许多人相信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如果不可能同迷信的过去休战，那么也就不可能宽容现在的佛教和道教。
如果这些宗教不可能被宽容，那么宗教本身就不值得认真的学者去关注。
结果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待佛教，无论是实践还是研究，即使不是彻底的敌视，至少也是漠
不关心。
　　欧洲学者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半个世纪间不仅对中国宗教有同样的敌视，并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然而，外国人对宗教的立场不是漠不关心，因为其中多数人是基督教传教士。
如果他们俯就中国人的宗教实践和宗教观念，那么这是基于一个很实际的理由。
他们不得不否定中国宗教的价值以确立他们自己宗教的价值：他们决心用基督教的上帝来取代佛陀。
在20世纪前半叶，这种态度随着西方的汉学能把自身与基督教传教事业区分开来而发生了转变。
西方的学者对把中国人的差异转换成为西方人的认同不再感到兴趣。
相反，他们宁愿保存和维持这种差异，宁愿把中国看成一个不是与西方趋同，而是一个经历了大不相
同的历史过程并在未来能适切地期盼走自己道路的地方。
中国宗教是吸引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之一，因为中国宗教的观念和实践似乎与欧洲的宗教观念和实践
相当不同。
与当今西方方兴未艾的几乎任何其他亚洲研究领域相比，研究宗教方面的差异的吸引力更为强烈。
　　西方对中国宗教的兴趣并非毫无政治意义。
它依赖于对(西方以外的)其他世界的宗教／迷信实践进行调查考察和分目归类的权力。
由此所做的调查和分类可能是为了证明其他世界的低劣&mdash;&mdash;这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现代性
的投射。
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middot;韦伯(MaxWe-ber)表明了这种态度，他在20世纪初写道：中国人生
活在一个&ldquo;神奇的国度&rdquo;；他观察到当时的佛教只不过是阻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ldquo;僧
团的神秘实践&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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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种调查和分类的权力不完全是西方文化的特征。
它导源于20世纪塑造学术知识形态的亚洲和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大多数研究中国宗教的欧洲学者都拒绝凌驾于亚洲的西方帝国主义主张。
然而，他们的著作产生在后期殖民主义的语境中。
很自然，中国学者没有兴趣参与这种东方学项目。
佛教的遗存&mdash;&mdash;它的塑像、经典、神秘实践&mdash;&mdash;正是西方学者也许想研究
和&ldquo;收集&rdquo;的东西。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置身于一个和他们的过去大不相同的关系中。
这是一种克服和超越的关系，而不是恢复和保存在博物馆中的关系。
只是到临近20世纪尾声，中国学者才有兴趣把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国过去的一切方面变成现代知识的一
部分。
　　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文化时，佛教恰巧成为我走进学术殿堂的入门。
我大学时代修的第一门中国课程就是中国佛教哲学。
我由此出发是因为我当初的兴趣根本不在中国，而在佛教，这是那时多伦多大学能开出来的唯一的佛
教课程。
在这种兴趣后面鼓舞人心的是畅行不衰的日本佛教思想家铃木大拙(DaisetzSuzuki)的禅学著作。
铃木以富有魅力的笔调阐述了一种迥异于我这个在新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所学到的宗教世界观，激起了
我好奇的兴趣并进而想学习更多。
　　1974年，我作为交换学生到中国留学时，我对佛教的新兴趣听起来令人沮丧。
那时宗教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研究上都是一块严加防范的禁区。
然而，北京大学一位年长的图书管理员借给我《高僧传》，并介绍我阅读汤用彤的著作，凭这些材料
为基础我开始了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术生涯。
与此同时，我写了一封书函求教杰出的20世纪中国佛教史学家韦尔慈(HolmesWelch)先生。
然后，当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韦尔慈便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和灵感源泉。
这就是为何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我把本书献给的三位恩师之中。
　　在北大留学和哈佛读研之间，我还在复旦大学学习了一年。
在复旦李庆甲教授和善的指导下，我的兴趣从思想史转到思想和社会史。
尽管在我最终决定论文选题之前还花费了好几年时间来阅读和思考，但当我回到哈佛着手研究生项目
时，我已经倾向于从明代的社会和制度史来钻研佛教。
本书所论述的地方士绅精英和佛教公共机构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就是这种研究的结
果。
　　在1993年本书英文本初版时，同时代的学者们都不能肯定我是想对明代的佛教史作研究，还是打
算对明代的社会史作研究。
我本人喜欢把此看做两者皆是。
如果不考虑佛教研究和实践的现实世界背景，它就无法被理解。
同样如此，佛教的论题如果被排除在研究之外，明代尤其是士绅的社会世界也就不可能被完全认识。
几年内，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的西方学者开始拆除宗教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樊篱，并接受了我的研究方法
。
中国的读者也许乐意&ldquo;萧规曹随&rdquo;吧。
　　最后，我非常感谢刘东先生把拙作纳入他主编的&ldquo;海外中国研究&rdquo;丛书，也要深深地
感谢他的学生张华博士和我的学生孙竟吴为本书的精彩翻译所付出的辛勤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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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16和17世纪的中国，佛教信徒和儒学士人广泛地活跃于地方寺院及其捐助活动中。
随着士绅数量的增长超过了帝国官僚机构需求的增长，许多人被阻挡在传统的儒家仁宦之途之外；但
是显而易见的慈善事业可以在国家掌控的领域之外昭示精英的公共地位。
由于积极卷入佛寺住持的资金筹集工程，士绅的赞助行为深刻地影响了佛教的公共机构。
《为权利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首先讨论了佛教与明代理学的关系，佛教胜地旅游
业的增长，以及慈善捐助的机制和动机，继之又分别考察了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迥异的三个县。
作者依据中的充分史料，透辟地分析了当时佛教捐助的类型和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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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卜正民（Timothy Brook），先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
自1986年任教于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并于1997～1999年期间任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12本有关亚洲研究著作的作者或主编，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的社会
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以及当代人权问题等。
其专著《纵乐的困惑：明代中国的商业和文化》（1998）曾被亚洲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评为l999年之前研究中国历史的优秀著作而获得列文森奖（Levenson Prize）。
该书中文译本已由北京三联书店于2003年出版。
近期编著的有《中国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中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9），《1849&mdash;1952年
的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20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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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理学家的吸纳　　16世纪王阳明心学的优势支配地位鼓舞了后起理学思想家继续吸收佛教的
思想成分到他们的哲学中去，以至于几乎泯灭了儒佛两家思想学说的界限。
这种态势持续到在16和世纪之交突然爆发的大改变又把佛教逐回到一个孤立的领域为止。
融摄佛教的过程开始于王畿（龙溪），他是16世纪中叶王阳明的第一代弟子。
王畿依照佛教的空的概念发展了乃师的良知说，这是由于他以佛教的形式提出善和恶并不以自然秩序
的理而只是以心的辨别力而存在。
　　一当王畿确立了心的第一性，儒佛之间共同的基础就完全打开了朱熹设在它们之间的堤防。
正如16世纪的有关作者记载的，从禅道佛法中吸收思想成分进入儒学主流的热情在士绅文化的中心江
南是很强劲的。
但是即使在江南文化影响之外的乡村地区也能感觉到这种趋向。
16世纪50年代，北直隶南宫的方志编纂者写到，&ldquo;今制列之官属，俾自治其徒于例，得书佛老，
虽专尚其业，犹知尊孔氏。
近世逢掖之儒，往往托慕于二氏，且援其空寂以自高&rdquo;。
并非人人都如此热衷。
记载这种观察的编纂者以一种悲哀的腔调结束这段话：&ldquo;可慨也夫！
&rdquo;这位编纂者道出的苦恼与16世纪其他编志者的评论是相符合的，他们一般都坚定地拘囿在程朱
的模式里。
但即使如此，也是迟早会变化的。
　　18世纪《四库全书》的编修者在谈到学者们通过公共的讲学开始广为传播禅宗的思想学说时，追
溯支持禅宗的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在隆庆时代（1567-1572）。
在紧跟其后的万历时代（1573-1620）的前半叶，这种趋向几乎是普遍性的。
这时在佛儒之间弥补裂痕的人中最富雄辩的倡导者有三位，如果计死亡日期而不计出生日期的话，他
们属于同一代人：他们是李贽（卒于1602）、屠隆（卒于1605）和袁宏道（卒于1610）。
本章和第六章 都广泛地引用了这几位人物的作品。
　　这三位人物当中，朝廷的编修最明显地把李贽和佛教思想的散播联系起来，他是在泰州学派（后
来黄宗羲提到阳明弟子中这个在思想上最有抱负的学派）中属于第二代王学门徒。
李贽在16世纪70年代末在云南边疆地区担任知府之时就开始研究佛教。
他在佛教中发现，人心的力量会穿透现象世界的不实在，这使他进一步发现他对儒家传统中严重的陈
陈相因、因循守旧真理不满意的焦点所在。
在16世纪80年代，他用佛教思想挑战儒家传统，结果在思想上否弃朱熹理学中反佛主义的桎梏。
在他的个人生活中，这种否弃采取大胆的形式&mdash;&mdash;他削光了头发，穿上了袈裟，并且
从1588年开始寄居在一所佛寺。
　　尽管有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但李贽终究没有出家成为和尚。
他自我放逐到佛门，本意是想以之作为对儒家正统的一种公开挑战，而非放弃儒学。
这种佛教的外表给予他更大的自由去探索儒家思想传统的局限。
正如他在自己一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ldquo;夫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
也&rdquo;。
李贽融摄了佛学的许多成分，以折中的方式探索&ldquo;万古一道&rdquo;，从而进入他革新的儒学。
在这种探索中，他感到儒佛都各自贡献了一些有益的东西。
在李贽看来，佛教比儒教更可以专心获取对存在的理解。
对他而言，这是一切哲学的伟大目标。
事实上，佛教超越世俗世界的探索方式促使李贽对同时代人持批评态度：他们只是在佛教中闲荡，因
而未能认识到转向佛教的全部关键在于&ldquo;学道&rdquo;。
　　万历年间，泰州学派思想家中较为温和、也许更好地代表了试图把禅宗和理学家的视野联系在一
起的泰州学派的人物是袁氏三兄弟，即袁宗道、宏道和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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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出身于湖广东北部一个从军旅生涯中崛起的家族。
三个兄弟都进士及第，在朝廷任职，并且是闻名天下的诗人。
16世纪末，他们的学术研究把他们引导到佛教的方向，他们的文章到处提及僧侣，充满了对佛教教义
的评论。
他们都成为佛教大师云栖袜宏的俗家弟子，后来宏道和中道还写过关于禅和净土思想的研究文章。
　　在他们的思想中，佛教和理学无疑糅合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一方能够用另一方（但以不同的方
式）来阐明对真理的表达。
袁宏道把这种思想风格的特征称为&ldquo;儒而禅者&rdquo;，他不仅和他的弟兄，而且还与他的大多
数同代人共享这种思想风格。
在出现这种措辞的1604年的一篇文章中，袁宏道主张儒佛两家思想在终极意义上都指向同样伟大的事
业，确切地说，它们都想获得对生死的领悟。
因而，他能赞美一个僧侣朋友是&ldquo;儒心而缁服&rdquo;，同时又称赞他熟识的一个儒家学生
是&ldquo;禅心而儒服&rdquo;。
袁宏道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批评那些陷溺佛教过深的儒家人士，反而是痛骂他那个时代保守的儒家，因
为尽管王阳明和其他一些人都努力重新揭示儒家洞见的本质，但他们仍然&ldquo;溺于文人习
气&rdquo;，而不是孔子之道的真正追求者。
袁认为学习佛教的可取思想是阻止这种儒家传统冲淡的一种方法，因为佛教的传统更为纯净，能充当
通向真理的更直接的管道。
他感到仔细研究它们不同的概念之内容大凡能显示儒教和佛教（还有道教）是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
样的概念。
这种概念上的同一性为后来的诠释所遮蔽，这些诠释使它们的意义变得狭隘和彼此疏远。
　　万历时代还有一位像袁氏兄弟一样不断地跨越理学与佛教壁垒的著名学者兼诗人屠隆。
屠隆是鄞县（参第八章 个案研究）人，他是一个佛教思想的热情支持者，还积极参与宣传佛教道场的
需要。
屠隆出身于一个不太显赫的门第，他一开始就进入公认为可能有辉煌未来的政治生涯，只是后来京都
的政治斗争的阴谋绊倒了他的前程，那时他刚刚40岁出头。
屠隆显然是妒忌的竞争者的无辜牺牲品，他离开官场，在旅行、访友和写做中度过余生。
屠隆凭着他的文学才能，靠微薄写做收入维持生计。
结果他写做了大量的文章纪念人或事，还有数量可观的致友人和资助者的信件和诗歌。
在这些作品中，屠隆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深深涉足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环境的佛教居士。
例如，他提到在一所寺院逗留过一周，在苏州澄照禅院和宁波著名诗人沈明臣登上藏经阁观看日落，
在北京报国寺和朋友促膝夜话；他还提到和僧侣讨论佛教教义，和精英人士中其他佛教信徒保持着密
切联系，和途经宁波的去普陀岛参礼的知名香客交谈。
屠隆写诗献给著名的僧侣，捐助至少一部寺志的出版和一本宣传信仰的居士手册，还写了后来编入第
一次出版的《阿育王寺志》的一些材料。
他是著名的佛教大师云栖袜宏和憨山德清的热忱崇拜者③，并成为王贞焘（1558-1580）的弟子。
王贞焘在苏州上层社会信众中，被视作是一位具有超凡能力的女性宗教人物，曾在16世纪70年代末鼓
舞了屠隆的六七位最亲密的朋友的精神信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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