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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是个较新的研究领域。
虽然海峡两岸已有不少学者涉入其中，但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还是远远不足的。
儒、释、道三元共轭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被看作应甩掉、应破除的包袱，
而不是应珍惜、应利用的资源。
这是令人十分痛惜的。
而早在20世纪前半叶，太虚就认识到传统文化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作用。
1935年，太虚在《怎样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化》中曾批评国人“未尝洞观现代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根本，
选中国固有文化要素以建立中国民族的生命，选各国现行文化要素以资养中国民族的生命，徒为扮饰
的、翻掘的以益斫丧中国民族的生命也。
⋯⋯不知无现代科学工业生产力而欲建立现代的军备，无现代意识组织国民力而欲成功现代的政制，
犹欲令羸弱的、瘫痪的病人跳高竞走，徒速其颠蹶耳！
此为中国近年显然的现状。
借观日本，既益发扬其固有的、受之中国的武士道和儒佛文化，以成长为特殊的民族意识，复根本的
、尽量的吸习科学以造成现代的工业生产力和组织的军政力；其一失一得、一败一兴之几，不甚了然
耶！
”充分认识到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的太虚，对于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可说是有着自觉的意识。
故在其著作及讲演中，经常提到“现代中国佛教”、“现代的中国僧制”、“现代僧教育”等字眼。
　　然而，中国佛教并未因有太虚等先觉者的孤明先发而踏上现代化发展的坦途。
究其原因，除了佛教在中国两千年发展过程中血脉中渗透了封建影响外；许多国人简单地视宗教为“
反理性”或“非理性”的，也使佛教的发展停滞乃至惨遭劫难，遑论在现代化道路上顺利进展！
　　“理性”是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核心。
若不能在此核心层面与社会现代化进程接合，佛教就难逃在现代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命运。
自身不能成为现代化的佛教，也就不能有效地为社会现代化进程发挥支持乃至引领的作用。
　　研究太虚佛教现代化思想的著作已经有不少了。
罗同兵博士这篇论文的价值，便在于它是紧紧围绕佛教理性化展开的。
论文依佛教传统“教”、“理”、“行”、“果”之分，分别以专章从教典、教理、教制、净土、密
宗等方面，考察太虚在民国时期“僧俗之诤”、“显密之诤”、“移植与融摄之诤”、“起信唯识之
诤”等争论中的思想，研究太虚对中国佛教现代化道路的抉择。
论文指出，教典抉择，实为太虚对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的解决。
太虚认为考证当服务于信仰，根本应以行来验证知。
中国佛教直依根本智、宗在离言不思议法界，不为“依因明比量智解为宗”所限，故不能拘泥于印度
所传“主智”之空、有二宗而予否认。
太虚维护中国传统佛教所宗《起信》《楞严》及台、贤的神圣性，既基于他“本佛”的立场，也是基
于人生佛教价值理性的必然选择。
教理抉择中，太虚依缘起理判摄佛法，建立起人生佛教宗本“圆　　觉”的理论根据，从形上意义的
“理性”亦即世界本具之道的角度确立了人生佛教的根据。
教制抉择中，太虚以僧为佛法理性的制度体现，欲改革因家族化而窳败的中国僧制，故反对以居士僧
团或锡兰僧制取代中国传统僧团。
他维护出家僧团禁欲伦理的超然地位，而将在家人统摄为与之一贯之次第，企图建立起超越血缘纽带
的人伦理性。
所倡“人生正行即是菩萨法门”，达到世出世伦理的高度统一。
净土抉择中，太虚提倡净土是广大而为“五乘共庇”的大乘行门。
他以“唯识之净土”释往生之理；以“唯心净土”倡净化人间；因慈氏学理性、入世，普摄佛法，而
归宗旨在实现人间净土的“弥勒净土”。
这是高悬佛教的价值理性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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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抉择中，太虚融通显密，并对东密、藏密作理性化的批判，是对以咒术为特征的适应天乘的教派
“祛魅”，使成人生佛教之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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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虚对中国佛教现代化道路的抉择》从教典、教理、教制、净土、密教等方面，研究民国太虚
大师的佛教现代化思想，揭示了人生佛教圆融全体佛法而宗本法界圆觉的内在理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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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摩迦罗来洛阳开坛传戒，为中国正式受戒之始。
今各律寺传戒之仪式，仍有极隆重者，犹见昔日之系统传承未紊。
中国今日个人持清净比丘戒者，如过午不食等，仍大有人在。
中国今日无依律仪之僧团——诵戒、发露、忏悔，如纳哕达所言之‘乌巴萨陀’而已。
但不应仅以此遂谓中国无僧伽，中国无比丘。
太虚亦有整顿、重兴中国僧伽律制的计划。
派人求学锡兰，实习锡兰僧众之生活，试验有何种困难，而后实地重新振兴固有之僧律。
太虚认为。
印度之律亦分数派，乃程度上参差，非性质上之有异，不可过于苛求。
印度史上整理僧律之事，亦有数次，故就中国僧伽亦自可整理。
　　太虚主张中国僧伽自行整理，同时，对世界现存各系佛教教制亦皆取融摄态度。
太虚对各系的僧制作了比较。
他认为，锡缅暹僧制还能保持原来以佛制律仪为依归的僧团组织；此较缺乏的，就是个人完全离开世
俗而自立独修的精神，所以僧团必须与信施联系。
男女信徒不信奉其它的鬼神，只以三皈五戒为唯一的受持。
藏蒙僧制以黄教为代表，形成了门第高贵的僧阀。
黄教所有僧众皆以律仪为范持，故能引起世间敬仰。
一般大寺院都有众人有秩序的系统的几十年学习的修学制度。
各寺都有相当的公产可资修葺寺宇及维持一切的公共用途。
俗家乐意供给小喇嘛在寺中受学并与僧发生关系。
呼图克图转世继承制度使蒙、藏僧阀与俗家联系紧密。
然深修密法的人，也有个人住茅蓬山洞的。
中国僧制可专以禅宗丛林来说明。
中国现存的僧制，成为一个个的大小家族僧寺。
但中国僧制也含有三种殊胜：一、不问国籍何属，只要是僧众都可享受有期限或无期限的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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