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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峻文存》是展示一代哲人石峻先生在中国哲学和佛学等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六十载的论著选集
。
　　石峻先生学贯中、西、印，集一生之智慧经验，留下了一座抹不去的学术丰碑。
所收论著，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哲学史与佛教史的研究，是先生治学论道的重心所在；其对中国人性
论史的专门研究，在六十多年前的中国学术界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始于1938年西南联大授课时的伦理学
讲义，在现代中国伦理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有关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成果，披露了1949
年以后这一领域带头人的睿智思辨；留给我们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讲义及中外哲学史史料的翻译辩证
，彰显出他一生治学的博学和谨严；集先生治学教学经验总结的方法论论著，则揭示出他力图结合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中国哲学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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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根据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可以知道，原来它并不是古代印度的正统思想。
今天有人把佛教说成是古代印度思想文化的全貌，或者说成是所谓印度文化的基本精神，显然不一定
符合历史事实。
因此，是不正确的。
我们如果单用佛教来代表印度文化，难免发生许多误解，使我们不能真正了解印度。
比如，我们如果说印度历来提倡禁欲主义，或者说印度文化是一种老年人的文化，并用这样一个标准
来区别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的传统，这就带有很大的主观片面的猜测。
我们一定力求比较全面地看问题。
印度佛教原是古代东方社会历史的产物，不是如有的人简单地认为是释迦牟尼一个人坐在菩提树下空
想出来的。
所以，佛教即使在印度，也有先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特点，而且充满了各种内外的矛盾。
这种先后也有思想自身发展的原因，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发展，不能说佛教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信仰。
    后来大乘佛教信仰者由于轻视或贬低实行更接近释迦牟尼时代的早期佛教，说它是小乘。
同时信仰小乘佛教的人也公开批评大乘佛教，说大乘佛教非佛说，即大乘佛教这一套理论不是佛说的
。
其实，双方的指责都各自片面地反映了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由于佛教的发展本来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如果我们简单地看这个问题，就难免会损害佛教历
史的真实性，那我们了解的佛教历史就不可能是真实的。
    后来佛教传播到国外，由于文字方面的隔阂，必须通过翻译。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中国，懂汉文的未必精通古代印度的一种文字(梵文)，懂印度这种语文的外
国和尚又多不懂汉文，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就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文。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这种外来的佛教，开始就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不
同的理解又有所发展。
所以，就很难完全相同于它本来的面目和完全符合它本来的意义。
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而且，由于过去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不同需要，对佛教的经典也不免有意识地加以篡改或者删除，那
就更不用说了。
比方说，印度佛教的有些经典，它因为轻视妇女，乃至对于母亲也说了许多不像样的下流的话，这种
不礼貌的态度与中国传统的尊亲思想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有的翻译者遇到这种情况就把它删除了。
这样，在中国过去生根和发展起来的佛教思想，必然有其自己的特点，这不足为怪。
这种由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不同而形成的信仰和思想的差异以及不同点是很自然的。
但是，过去有一些迷信印度佛教的学者，简单地根据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差异来贬低中国佛教。
他们说，中国佛教是一种假佛教，只有印度古代的佛教才算“真佛教”。
又胡说什么真正的佛教的理论价值大大超过了所谓中国的假佛教，因此中国古代佛教学者关于佛教方
面的理论著作似乎就不值得加以认真研究了。
这是国外一部分人轻视中国古代文化和不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而产生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
因此，今天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学者是决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的，也不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驳斥。
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不同特点、它的社会历史背景
，这是完全应该的，非常必要的。
中国佛教思想之所以有不同于原来佛教的特点，这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所以是更值得
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的。
至于一切思想文化的科学评价，哪一种思想文化更高，哪一种不高，价值如何，这都要依据不同的社
会历史条件来具体分析，一般抽象的空洞的议论，那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刚才我们提到，印度古代的正统思想是婆罗门教，尊《吠陀》为神圣的经典，而不是佛教。
关于婆罗门正统思想，有长期影响的、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是六派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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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六派哲学，一是数论，二是瑜珈论，三是胜论，四是正理论，五是前密曼差论，六是吠檀多论。
这种正统派的哲学和信仰演变为印度教，它们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在印度，佛教过去只是在个别朝代由最高统治者加以提倡，奉为国教，释迦牟尼死后两百年左右，或
者是一百年，那是印度历史上所谓著名的阿育王时代，那是一种个别的现象。
到了公元九世纪，外来宗教侵入印度，佛教基本上被消灭了。
一直到今天，也很难说印度是佛教徒比较多的国家。
大家知道，目前世界上保存佛教经典最多的地方是中国，不是印度或其他什么地方。
因此，我们要研究世界佛教史，最有条件的是中国。
现在社会上不专门研究佛教的人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误解，以为印度佛教的经典都是其开创人释迦牟尼
一个人的著作，这种说法是根本不了解佛教发展史的人说的。
但是，长期以来，很多国外的、也有少数国内的佛教学者著书立说，往往都是冒充佛祖释迦牟尼来说
话的，那可是个事实。
如果按照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佛教的经典绝大部分都是后来的人伪造的。
当然，他是佛教学者。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本来就没有写过什么书，他生前的一些演讲录，先是口口相传，以后再经过整理
，就是佛教最早的经典。
就是那些经典，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其中真正可能由释迦牟尼本人说的东西，应该说并不太多。
    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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