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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范文澜先生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佛教的看法他认为　　净土宗是讲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
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　　律宗强调地狱冥罚来威胁僧徒受戒，逼迫中国人学天竺人的怪僻生活
　  密教使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众的巫术，使佛教走八绝境，是在文化交流中流采了一股比其
他各宗派更秽浊的脏水。
    华严宗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买际意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
　　范文澜先牛对佛教址持批判态度的，总的看法是，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人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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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著名历史学家。
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此后20年间，先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
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
新中国建立后，范文澜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
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毕生从事历史研究，对中国史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均有独创见解。
主要著作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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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佛教各宗派相传释迦牟尼生在公元前五六五年，死在公元前四八六年，活了约八十年，大致与孔子同
时。
当时天竺社会已处在奴隶制衰落时期，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二级种姓，称为刹帝利，即田主和武士
），割据土地，互相杀掠，不仅最低级种姓首陀罗（贱民、农人）痛苦难堪，就是那些较弱小的邦君
城主（第二级种姓，田主王种），在强凌弱、众暴寡的环境中，也担心危亡，惴惴不知所以自保。
社会地位最高的婆罗门种姓，以宗教为专职，虔修出世法。
修行法多至九十六种，即所谓九十六种“外道”。
其中有若干种苦行“外道”，采取自饿、投渊、赴火、自坠、寂默、持鸡狗戒（“鸡戒外道”学鸡，
常以一足孤立、“狗戒外道”学狗吃人粪）等修行法，自谓可以得到解脱。
苦行在天竺很流行，这正反映天竺社会黑暗无光，苦难深重，有些统治阶级中人也宁愿放弃现有的优
越生活，幻想可能修得清静的安乐世界。
释迦牟尼是尼波罗南境一个小城主所谓净饭王的儿子，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兼习武艺，二十九岁出
家求道。
他厌世的原因，佛书都说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诸苦相，决心出家求解脱诸苦的方法。
除了这些原因，天竺上层社会的黑暗不安，相互杀伐，也应是厌世的一个原因。
他出家与苦行外道同修苦行六年，毫无所得，于是在菩提树下独坐冥想，经过若干昼夜，忽然觉得自
己已经成就了无上正觉，即所谓成佛。
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了人生的究竟，解决了生死的问题。
不管这种觉悟的内容是什么，归根只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一种。
因为是唯心主义，所以不要任何事实作依据，只要能想到什么，就说出什么，后来僧徒们诳话愈说愈
大，愈说愈多，愈说愈奇，佛的神通也愈说愈广大无边，愈不可思议。
任何一家宗教奉为最高之神的不过是天主、上帝之类，佛教说天有三十三，中央最尊的天名忉利天，
忉利天主名帝释，只是佛的一个小徒弟，佛出行时，他得在前面开路。
各宗教中说诳话技术最高胆最大的无过于佛教。
唐时僧徒法琳作《破邪论》，说，将孔老二家比佛，那就差得远了。
因为孔老说教，都是效法天，不敢违天，佛说教却是诸天奉行佛教，不敢违佛，显然孔老不可比佛。
佛经里诳话连篇，任何一部佛经决不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只能当作一种戏论加以唾弃。
如果堕入大骗局，主观上想作个虔诚守戒律的佛教徒，客观上却是宣扬戏论蠹国殃民的大害虫。
释迦牟尼在独坐冥想中所获得的无上正觉，就是所谓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或简称四谛。
婆罗门教一向坚信神不灭论，以为人的灵魂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着，按照人一生行为的善恶，死后定要
受各种报应。
现在一生所受的祸福，即是前一生的业报。
苦行外道想在现生种苦因，在来生受福报。
释迦牟尼开始也修苦行，后来认为苦因并不能产生福报，别求解脱法，那就是所谓四圣谛。
神不灭、因果报应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共同基础，唐玄奘说“九十六（外）道，并欲超生，师承有滞
，致沦诸有”，这说明佛教与九十六外道目的都是想超脱生死，只是传授各有师承，修行法有些不同
。
佛教的根本教理是四圣谛，首先肯定人的一生沉溺在苦海中，没有丝毫乐处，即使有乐处，也是极暂
时的。
对不灭的神（灵魂）说来，由于无明（贪、嗔、痴总称为无明，也称为三毒，贪欲尤为诸苦之根本，
称为苦本）的缘故，灵魂或出生为人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人地狱，从无始以来，在生死苦海中流转不
息。
与短促的一生同样，是没有丝毫乐处的。
《中阿含经》说，佛告诸比丘：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无有一处不生不死者，亦无
有一处无父母兄弟妻子眷属宗亲师长者（畜生饿鬼地狱中也有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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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灭。
照这样说，灵魂本身，永远不会消灭，只要从因果报应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轮回里跳出来，那就长
生永存了。
佛教最怕神灭论，神灭论如占优势，持神不灭论的佛教就自然全部崩溃。
因为它依靠神不灭论来威吓人也用来诱人信教。
 佛教要人厌恶人世，把人生之苦说得无以复加，《正法念经》说人生有十六苦，《五王经》减了一半
，还剩有八苦。
佛为《五王经》说法云：“人生在世，常有无量众苦切身，今粗为汝等略说八苦。
八苦中第一是生苦。
何谓生苦?人死之时，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处，普受中阴之形（此生已完毕，后生未开始，中间
阶段所受之形，称为中阴，俱舍宗认为有中阴，成实宗认为无中阴，大乘宗认为有无不定，极善极恶
之人无中阴，死后立受果报，其余的人都有中阴。
小大乘各说，全是凭空瞎揣，毫无根据，佛教说话，大体如此），到三七日父母和合，便来受胎，一
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团，五七日肉疱成就，巧风入腹吹其身体，
六情（眼耳鼻舌身意）开张，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啖一杯热食，灌其身体如入镬汤，母饮
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身，母饱之时，迫迮身体痛不可言，母饥之时，腹中了了，亦如倒悬，受苦无
量。
至其满月欲生之时，头向产门，剧如两石峡山，欲生之时，母危父怖，生堕草上，身体细软，草触其
身如履刀剑，忽然失声大呼。
此是苦否?”诸人咸言， “此是大苦。
”不管释迦牟尼是否说了这番话，谁也不能相信这是认真的说话，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回忆起处母胎
时的苦乐，佛岂能独知，把母胎描写成地狱，无非想说明人生一开始就不离苦趣。
佛为教人厌弃身世，《四分律》中记这样一段故事：说是佛在婆求园教诸比丘修不净观，诸比丘修习
既久，极端厌恶生活，难受得像毒蛇缠在颈上，有些比丘发愿求死，或用刀自杀，或服毒药，或互相
杀害，有一比丘向名叫鹿杖梵志的婆罗门外道请求说，“请你杀死我，我送给你衣钵，”外道即举刀
杀死比丘。
有人称赞外道说，“很好很好，你得大福了！
既度脱沙门，又得到他们的财物。
”外道接连杀死请求杀身的六十个比丘。
半个月后，佛升座为众人讲戒律，不见了许多听众，问阿难，才知道修不净观发生流弊，改令诸比丘
修特胜观。
所谓特胜观，就是数息观，数呼吸次数，借以停止心想散乱。
佛亲自任教师，由于教法错误，六七十人因此惨死，被称为无限神通的佛并不知道眼前已经发生的事
情，阿难等大弟子熟视无睹，不看作流弊，佛不问就不说，如果几个月不升座，大概学生要死去大半
，佛教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灭绝，特别强调苦谛，以便信徒们乐于接受灭谛。
修不净观虽然发生流弊，但与教义并无乖背，只要改修个什么观，就算纠正错误，枉死的六七十人是
受骗者，也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凡是虔诚的信仰者，一定是受骗者，受骗的浅深与信仰的浅深是一
致的。
宗教信仰者受骗既深，为了妄想获得善报，可以死而无悔或至死不悟。
第二是集谛，所谓集，就是推究致苦的原因。
以为业是苦的正因，烦恼是苦的助因。
业有身业、语业、意业三种，烦恼有贪、嗔、痴、慢、疑、见六种，见又分己身见（有我见）、边执
见（执一边）、邪见（否认因果）、见取见（自以为是）、戒禁取见（以戒禁为生死解脱之真因）、
五见加贪嗔等共十种，都是烦恼之根本。
由业与烦恼产生出无数苦果，如果断绝业与烦恼，苦果自然随而断绝，修行者也就无障无缚，从轮回
中解脱出来，达到清凉安住之地位，这叫做灭谛。
佛教修行，以涅槃为终极目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佛教>>

所谓涅槃，译义为灭、灭度、寂灭、圆寂、不生、无为、安乐、解脱等等，实际只是死的化名（化名
多至六七十个）。
佛教思想是最脆弱、最怯懦的人的思想，它把人生看作全部大苦，编造出生苦老苦病苦等所谓八苦，
生苦全出于空想，病苦老苦正反映天竺文化的落后，它不敢从改进医术，与病、老作斗争方面着想（
在这一点上，道教固然妖妄，但还企图和自然作斗争），却在自然现象前面，消极悲观，表示屈服，
完全不敢有对抗的想法，专心在死字上做功夫，希望死后解脱轮回之苦，永远无为和安乐。
爱无为的是懒情人，爱安乐的是贪私人，佛教基础建立在统治阶级的懒惰贪欲自私等卑劣心理上面，
统治阶级始终不会改变这种心理．佛教也就总是有所依靠。
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寄生虫，因为能够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佛教极端贱
视劳动生产，并专替统治阶级消除民众的阶级斗争，大批僧众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营造而居大寺
庙，实在是一群蠹国病民的寄生动物。
《易经·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日生”，佛教以涅粲为无上妙境，等于说“天地之大德日死” （佛
教认身体为“毒器”，死是解脱）。
天竺幼年僧人（沙弥）写信，署名处自称求寂某某，即求死人某某。
这真是极端偏僻的怪思想。
《系辞》又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变化）”，社会富有日新，并且生生不
息，才是发展的气象，佛教提倡不事生产，等待涅槃，其后果正如唐傅奕所说“人家破家，人国破国
”，也可以说人族灭族，佛教思想与汉族人传统的文化思想正正相反。
但是佛教从西汉末传人中国以后，影响一直在扩大，隋唐两朝发达到最高度。
主要原因不外是它有一整套叫做因果报应的骗术，利用当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被剥削阶级仍然贫苦无
告，和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需要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而他们自己又有懒惰、贪欲、自私
等心理，骗术获得广泛的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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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代佛教》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佛教的一次决绝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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