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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不可能脱离历史潮流的影响。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佛教应如何建立适应社会前进步伐新发展模式，已成为不可回避和拖延的首要重
大历史抉择问题。
佛教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它始终循着一条在适应中和平发展的轨迹而演变。
过去所形成的适应社会的模式和方法必定要受时代的局限，有相当的部分可以成为佛教适应现在和未
来社会的借鉴，但绝不能认为它们是不可改变的成规。
如果佛教欲继续作为一个负责的社会成员而存在，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及时调整好自身的位置，
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发挥出对社会特有的价值和作用。
适应社会，是佛教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其过程往往是历尽艰辛和波折的，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佛
教。
自民国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佛教所长期适应的原社会环境基础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教内有识之士，为了谋求佛教适应巨变社会的出路，纷纷竞起探究。
其中，太虚大师（1889年－1947年）提出了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间佛教”构想，太虚大师的学
生法尊法师（1902年一1980年），于1938年公开提出“适应今后世界人类需求的佛教”。
他的另一学生印顺法师（1906年－2005年）对“人间佛教”思想也作了推动工作。
“人间佛教”思想历经近80年的探讨和推进历程，为当今佛教与社会适应奠定了直接的思想基础。
正果法师（1913年－1987年，既是法尊法师的弟子，也是太虚大师的学生），他于1987年春第五届全
国佛教代表会议上提出：“佛教徒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佛教向何处去？
佛协组织该怎么工作？
”以上的构想和思索，其实质都是针对佛教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历史环境的问题而发的。
整个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很难真正找到或确立佛教适应新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方法。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佛教命运沉浮不定，也不可能解决好适应社会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长期稳定曰趋健康的发展时期，为佛教最终解决适应社会的问题，创造
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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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组织状况是，将采撷出的伦理思想资料依不同类别归纳为篇，篇下一般设章，章下一般设节。
如篇中内容单一，则直接设节；遇有较短的内容，则将数种合为一篇。
如章中类别较多，则以“之一、之二”等作标题顺序区分。
全书共有2016节。
标题除极少数为原有的外，都是以资料的内涵编加。
为了使人便于了解佛教伦理思想的原貌和保持它的独立性，特将原始资料和略解分为两部分，于略解
中一部分或全部复录每节的内容。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一方面为使读者通过略解就能具体把握每节的要义，另一方面也是现在较理想的
解释方式。
    《佛教伦理》尚属首次全面整理，因佛教经典浩瀚，有关思想异常丰富、复杂，本书还不能说已很
完美。
佛教伦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书只是建立起了研究的必要基础，更深的整理研究和理论阐释工
作，有待于众多的教内外有识之士来共同努力。
    自1988年开始整理《佛教伦理》，倏忽已整整20年过去了。
在国家大倡继承民族文化的今天，作为重要文化内核的佛教伦理思想，所应承担的责任义务是重大的
！
我谨将《佛教伦理》一书，献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人类的道德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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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圆持法师，1965年出生于山东莱芜，经过多年矢志努力，于1982年于北京广济寺拜一代高僧正果法师
为师，同年他考入了北京“中国佛学院”。
1986年他于中国佛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现任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副馆长。
自1988年以来，致力于佛教伦理思想的整理工作。
1995年他重新整理并由民族摄影出版社出版了《满汉蒙藏合璧大藏全咒》，该书约有一千万字，属重
要的民族文学作品。
 
　　近十年来，他前后在《团结报》、《香港佛教》、《在党旗下》、《研究动态》、《丛林》、《
改革内参》以及有关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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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教学之道　第三十六篇　教化　第三十七篇　自利利他　第三十八篇　自爱爱人　第三十九篇　
平等　第四十篇　求财之道　第四十一篇　为政之道　第四十二篇　医疗与卫生　第四十三篇　生态
伦理　第四十四篇　道德五事　第四十五篇　解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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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五节 知足得解脱汝等比丘，若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隐之处。
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
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
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为知足者之所怜愍。
是名知足。
《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大正藏》第十二卷1111页C5－10行第二十六节 知足灭多欲大多欲者，
第一垢染恶贪住处。
云何而灭？
当以知足则能灭之。
若多欲者，在家、出家，不得安乐。
若在家、出家，其心多欲常于昼夜不得安乐，若得物已心不寂静，所得财物不知厌足。
《正法念处经》卷第五十九，《大正藏》第十七卷35l页B20—24行第二十七节 少欲多安乐夫少欲者，
名曰一切安乐之法。
若人少欲常得安乐，其人不畏王、贼、水、火。
多欲之人爱财物故，亲近他家以求财物，近于小人以求财物。
若人少欲，则不至于恶人门下，不作妄语，不作虚诳歌舞戏笑，不作绮语，不作恶业，不为贪财欲火
所烧，见他得乐不生忧恼，不为贪财近恶知识，不生疑虑。
若行道路，不畏盜贼，离于怨家，人不求便，不畏罚戮。
《正法念处经》卷第五十九，《大正藏》第十七卷352页A3－11行第二十八节 莫作非分贪莫作非分贪
，横贪不称意；离者皆令合，无问亲非亲。
若见具足利养、名闻、安乐、称誉、福德众生，于彼具足福中，莫作非分贪心，以作非分贪心则不称
意，是故所不应作。
又于各各共争离坏众生中，无问亲与非亲，皆令和合同心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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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整理《佛教伦理》以来的20年间，作为个人进行的一项庞大工程，条件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没有教内
外有识之士和广大信众一粥一饭以及相应的精神等各种支持，既无法冲破一切困难，也就谈不上完成
整理与出版工作。
《佛教伦理》“出版委员会”是由多年来给予各种支持的教内外有识之士组成，他们是本书的重要组
成部分。
他们所推崇的是佛教伦理思想，寄希望的是佛教不失时机地完成发展历史的转折。
历年来，费孝通、季羡林、王照华、柴泽民、本焕、惟贤、传印、白光等诸多社会各界和教内有关知
名人士的题词和签名，为《佛教伦理》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与弘扬上将继续发挥作用，因限于篇幅，
即不全部发表于本书中了，时机成熟时再单独印行。
茗山和妙湛两位老法师已经圆寂，他们生前一直在支持《佛教伦理》的整理工作，本书的出版使我倍
加感激和怀念他们。
正是以上的支持和帮助，不但使《佛教伦理》的整理工作最终完成，而且在大倡继承民族文化、构建
和谐社会的良好环境下得以顺利出版。
所以，《佛教伦理》的整理成功并得以出版，于思想上应归功于释迦牟尼佛及弘传佛教的历代高僧；
于时节因缘上应归功于不断进步的社会；于保障上应归功于我长期工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和教内外给予
各种形式帮助的支持者。
我只是尽了出家者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出版社人员的辛勤工作，在此特表谢意。
该书的出版，也是我出家27年来，对父母、师长、社会和出家初衷的阶段性交待，虽一时有几分欣慰
，但深感离得以报四恩的目标尚十分遥远，自当更加勇猛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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