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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管理科学是当今社会科学中一个极具实用性的热门学科，研究者颇众。
在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企业、经济、社团等管理的同时，总结和继承古代的管理经验，是发展管理
科学必要的一个方面。
　　若论古代的团体管理，佛教僧团可谓最具有研究价值。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走向人间传教度人后，逐渐建立了庞大的出家众团体，这一团体以共
同的信仰为纽带，在同一导师的指导下修行，成员皆乞食为生，不事生产，不蓄财产，是一种特殊的
社会团体。
教团表现出超前的民主精神：废除印度世俗的种姓等级制度，所有成员不论姓氏、民族、出身，一律
地位平等，对教团事务都具有发言表决权，大家按佛所教导的“六和敬”原则结合为一体，“水乳交
融”、“无诤无竞”，人际关系和谐，道风清肃，树立了一个民主管理的社团榜样。
佛教僧团组织之严密，戒律制度之完善，集体形象及管理效果之良好，生命力之恒久，在人类历史上
是罕见的，可谓古代社团管理的成功典范，其管理方法，现在看来，即使对世俗的社团、企业、军队
、党派、行政等管理，也还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佛教素以佛、法、僧为“三宝”，三宝中的僧宝——僧伽团体，实际上是住持佛法的实体、主体
，一直被强调为弘扬佛法、决定佛教命运的关键。
而僧伽的兴衰，一直被认为在于管理，管理的关键，又在于戒律，在于大家能否按共同生活的准则来
各自约束自己的言行，戒纲不振，必然导致僧团离散、腐化，道风衰败，从而使僧团的社会形象低劣
，失去神圣性及人们的信向，最终导致佛教衰微乃至“法灭”。
然僧团能否戒纲清整，又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
由于多种内外原因，僧团从佛陀时代的清净和谐，逐渐走向贵族化、世俗化、腐化，最终导致佛教在
多元文化竞争中失败，退出印度本土。
因时势人心的变化，佛教在印度生存的一千余年间，教团所持守的戒律也适应时机，不无发展变化，
从持守佛陀时代的出家四众戒进到兼持大乘菩萨戒，又在大乘菩萨戒的基础上演变出秘密戒。
在南亚、东南亚流传至今的南传佛教，一般认为较多保持了原始佛教的本面，其实也适应流传地区的
政治文化，形成了短期出家、政府管理等原始佛教中所没有的制度。
　　佛教输入中国后，沿袭印度佛教体制，逐渐建立起中国出家众的团体，一直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和
核心。
“出家众住持佛法，在家众护持佛法”，直到现在仍然是佛教界的老生常谈。
南北朝以来，中国僧团在印度佛教戒律的基础上，适应中土国情民俗，对印度佛教的戒律和管理制度
进行适当的取舍和改造，逐步建立了中国化的僧团，形成了中国化的戒律清规和寺院僧团管理制度。
唐代出现的禅宗丛林制度，是中国化僧团管理体制成熟的标志，其分工之精细，礼仪之森严，管理之
周密，曾使宋儒感叹“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称赞佛教僧团之克已“往往为吾儒所不及”。
这种丛林制度集印度佛教和中华文化的智慧于一身，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精萃。
禅宗丛林制度因为最适应中国国情，在帝王的推广下，成为中国佛教寺院普遍遵行的体制，为中国佛
教兴盛数百年并深深影响整个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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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理科学是当今社会科学中一个极具实用性的热门学科，研究者颇众。
在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企业、经济、社团等管理的同时，总结和继承古代的管理经验，是发展管理
科学必要的一个方面。
若论古代的团体管理，佛教僧团可谓最具有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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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传释迦牟尼成道后，到鹿野苑为侨陈如等五人三转四谛法轮，始建僧团。
但此时还未制戒，还没有传戒所规定的僧数。
根据《毗奈耶》卷一所述，释迦成道后第十三年，有苏阵那犯过，始与诸比丘结戒，创制波罗夷（意
为弃，即弃之于佛法之外）不共住戒法。
以后比丘越来越多，犯过者也越来越多，于是陆续制定相应的禁戒，逐渐形成系统而完备的律制体系
。
即使在佛教分为上座、大众等诸多部派以后，戒律之传仍相当兴盛。
　　早在汉代，戒律已经传人中国，此在中国佛教早期经典《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等典籍
中均有提及。
但因当时出家人数较少，戒律典籍传译较少，且多不系统，抑或只有名目或其中数条。
时人“大概只用三皈、五戒、十戒迭相传授而已”。
①时至汉末三国，魏嘉平年间（249-254），有中印度人昙柯迦罗，居洛阳广译佛典，戒律在汉地的传
播才算正式开始。
据《高僧传》卷一载：“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
复斋忏，事法祠祀。
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
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祗戒心》，止备朝夕。
更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
中夏戒律，始自于此。
”②时在曹魏嘉平二年（2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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