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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倘若真可以用原子来解释我们所能看得见的物体的颜色和气味的话，那么原子本身肯定就是无色无味
的。
——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现代研究中世纪中国宗教的学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阵
营：汉学家和佛学家。
前者通常对佛教不予理会，而后者则除了佛教外视一切如无物。
这种倾向是不难揣测的。
由于受到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熏陶，汉学家很容易认同“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把佛教看作使人道德沉沦的外来思想入侵，因而汉学家们虽涉足晦涩难懂的佛教经院哲学的
迷宫，却并无愧疚之感（这是很具有讽刺意味的：在很多方面，相比后期那些宫廷学士们所信奉的改
头换面了的新儒家传统，后期宫廷佛教有着更深的中国渊源）。
相反，佛教语言、历史、教义的训导以及同时期日本佛学研究的巨大影响力，自然都会对佛学家们造
成影响。
因此，在追溯中国佛教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时，他们会追寻到印度而非不信仰佛教的中国。
当然，毋庸赘述，也有不同于这种划分方法的重要例子。
有很多学者，尤其是与“法国流派”相关的学者们，在汉学方面的天赋使他们能对中国佛教文化历史
的理解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大多数情况下，英美人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士人佛教的研究，是受到佛学模式影响的
。
①不过，汉学家和佛学家们确实在一个方面是相同的：两者都认为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和中国文化长
期冲突的结果，正是这种冲突导致了佛教教义和实践的中国化。
实际上，可以认为，中国佛教是一次偶然（如果不算是机缘凑巧的话）婚姻所造就的私生子，它的后
代在中国也从未被赋予过完全的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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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宝藏论》是托名东晋著名佛教哲学家僧肇的佛学著作，收在《大正藏》第45卷，页面仅占数页，篇
幅不大，且文体松散，思想庞杂，表面看缺乏学理上的严谨，似无甚哲学价值。
然在中国佛教界，本文却经常被唐宋间许多佛学大师所征引。
正是这个以为独特的现象，引起了本书作者的敏感，看到了其中具有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
作者基于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对汉文献的熟稔，通过对文本的深入研究，梳理出内中儒道佛思想的共
同来源，并由此证成作者所认为的中国佛教史三家合一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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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罗伯特·沙夫 译者：夏志前 夏少伟 丛书主编：觉醒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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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唯一与《宝藏论》引文相吻合的是实叉难陀的译文。
因此，镰田茂雄认为，这足以证明这部经文的创作时间不会早于704年。
单从译文是否与原文吻合的角度还看不出什么，因为求那跋陀罗和实叉难陀译本仅相差一个汉字（前
者是为，而后者是如），这一区别并未对语义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镰田茂雄又收集了相当多的补充证据，推断出《宝藏论》的创作年代应是八世纪的后二十五年。
首先，他注意到这篇论文并未收录于730年编撰的《开元释教录》（T.2154），湛然（711-782）所编写
的《止观辅行传弘决》（T.1912）及其他著作中亦未提及或引用，而湛然通常是大量引用僧肇作品的
。
最后，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没有迹象表明澄观熟悉《宝藏论》的内容。
如果当时《宝藏论》已经传扬开来，这就显得很反常了。
但是，除非《宝藏论》在编纂之时即与僧肇之名相关联，否则镰田茂雄最后一个论点的推理是站不住
脚的。
这使我想到了这篇论文作者的身份问题：《宝藏论》的作者原本就署上了僧肇的名字呢？
还是后来才认定僧肇为作者的呢？
我们只能对此进行臆测。
宗密作品中的引文——关于《宝藏论》的现存最早记录——显示，在八世纪二十年代，这篇论文与僧
肇相关联。
还有迹象表明，《宝藏论》作者有意识地避免使用有八世纪佛教特点的术语，其引用的经文多选自鸠
摩罗什而非玄奘的译本。
不过，这也许仅仅是为了表明，即使已有更近代、从语文角度来看更为“精确”的玄奘译本可加以利
用，鸠摩罗什的译作依然享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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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进中国佛教(宝藏论解读)》：觉群佛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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