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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朴初大德文汇》作者：赵朴初
《赵朴初大德文汇》:主要是佛学、哲学、史学内容，具有文献性质、学术性质、统战性质。
强调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加
强两岸文化交流、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有着重要作用。
本丛书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原则对祖国佛教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属于珍贵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
因此对促进两岸统一、团结海外华人、增加民族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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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远，祖籍山东省海阳市盘石镇佐定山城。
1948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生于北京。
文学博士、哲学硕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客座教授、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宗教艺术史》主持人、北京大运智胜景观规划设计院院长。
担任绍兴会稽山兜率天富景区、上海金山东林寺景区、广西上林金莲湖金珂玄雷景区等处的总策划设
计师。
　　少年时代，书法绘画分别受教于中央文变馆馆员书法家彭八百和北京画院院长国画家王雪涛。
1993年后，为各地著名佛寺题写楹联匾额，书法作品被海内外多处收藏，多次发表并收入书法集。
曾主办《中日佛教书画大展》，《首届中国宗教书画巡回展》。
以“今世达摩”美名享誉各界，中国艺术家联盟网列入名家栏目，设立书画艺术馆。
　　2008-2011年出任中华佛教文化院副主席、《宗风》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华佛教宗风论坛”秘
书长、中国书画禅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海阳市沛溪书院院长。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级研修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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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问：佛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答：我前面说过，释迦牟尼当初出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之道。
当时印度许多教派都是有最后解脱的理想的。
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简单地说来，就是说世间的苦（苦谛Dukkha-sacca）和苦的原因（因谛或称集
谛Samudaya-sacca），说苦的消灭（灭谛Nirodha-sacca）和灭苦的方法（道谛Magga-sacca）。
佛教经籍非常繁多，其实不超出这四圣谛（Cattariariya-saccanl，谛的意义就是真理），而四谛所依据
的根本原理则是缘起论（Pratityasamutpada）。
佛教的所有教义都是从缘起论这个源泉流出来的。
　　2.问：缘起是什么意思？
　　答：“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
简单地说，就是～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
，就不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
因（Hetu）、缘（Paccaya），一般地解释，就是关系和条件。
佛曾给“缘起”下了这样的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这四句就是表示同时的或者异时的互存关系。
　　3.问：什么是同时的互存关系？
　　答：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
如师生关系：有老师则有学生，有学生则有老师，无老师则不成其为学生，无学生则不成其为老师。
这是同时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4.问：什么是异时的互存关系？
　　答：如种子和芽的关系：因为过去先有了种子，所以今天才能有芽生；也因为今天有芽生，过去
的种子才名叫种子，这是异时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种子灭的时候也正是芽生的时候，芽生的时候也正是种子灭的时候。
在这里，芽和种子的生与灭现象又是同时的互存关系。
总之，无论其为同时或异时，一切现象（法）必然是在某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
现象可以说是绝待（绝对）的存在。
　　5.问：异时的互存关系是否就是因果关系？
　　答：照佛教的说法，所谓互存关系，都是因果关系。
从异时的互存关系来说，种子是因，芽是果，这是异时因果。
从同时的互存关系来说，如以老师为主，则老师是因，学生是果；如以学生为主，则学生是因，老师
是果，这是同时因果。
这当然是简单地举例，其实因果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从这一个角度看，这样的因产生这样的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是这个因会产生另外的果。
如某甲，从师生关系看，他是乙的老师；从父子关系看，他是丙的父亲；从夫妻关系看，他是丁的丈
夫。
以甲为因，则乙丙丁和其余一切都是果，由此而看出一因多果；以其余一切为因，则甲是果，由此而
看出多因一果。
实际上，没有绝待的因，也就没有绝待的果。
世界就是这样由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与空间上无数的互相依存关系组织的无限的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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