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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佛教研究    我接触到佛教研究，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
1935年，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
从那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时间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
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
”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我。
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
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
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
简直是非常可笑的。
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
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
人。
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
要想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先解决对佛教评价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从本质上来看，也是正确的。
佛教这个宗教当然也包括在里面。
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少有点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
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
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
谩骂不等于战斗，也不等于革命性强，这个真理早为大家所承认，可惜并不为这位史学家所接受。
平心而论，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
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如果我们说佛教简直浑身是宝，完美无缺，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
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
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
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
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一种植物，必须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时间一久，就会退
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
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
。
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
的。
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
这是公认的事实，用不着再细加阐述。
    我们过去在评价佛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
一些史学家、哲学史家，除了谩骂者以外，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不够全面。
他们说，佛教是唯心主义，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过程。
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佛教只是一个“反面教员”。
我们过去习惯于这一套貌似辩证的说法，今天我们谁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认识了。
我们必须对佛教重新估价。
100年以前，恩格斯已经指出来过，佛教有辩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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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有一些论者，言必称马?，其实往往是仅取所需的狭隘的实用主义。
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极其复杂的，佛教这个上层建筑更是如此。
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很难立即做出定性分析。
我们一定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见，细致地、客观地、平心静气地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然
后再做出结论。
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因为它符合客观事实。
    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
中国历史。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
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
至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禅宗，最终发展到诃佛骂祖的程度，几乎成为佛教的对立面，也是人类思想史
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的。
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有的流传时间长，有的短。
几乎要跟佛教“对着干”的禅宗流传的时间反而最长，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整个宗教发展的问题。
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
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
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
换句话说，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
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
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
“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
性质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
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宣传唯物主义、宣传无神论了呢？
不，不，决不。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宣传、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
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为宗教张目。
但是，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一个是眼前的客
观实际。
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
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
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
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
现在的一些佛教组织是人为地创办起来的。
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呢？
印度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伊斯兰的侵入呀，什么印度教的复活呀。
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我们只能说，真正原因在于印度人民已经不再需要它，他们已经有了代用品
。
佛教在印度的消逝决不是由于什么人，什么组织大力宣传，大力打击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观实际。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国至今快70年了。
对无神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对宗教的批评也可谓雷厉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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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结果怎样呢？
我们现在从许多刊物上都可以读到，在苏联，宗教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有一些抬头之势。
“一边倒”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决不认为苏联什么都好，但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总之，我认为，对任何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们也
用不着故意去“消灭”。
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做，毫无用处。
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我们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
张皇无用，忧心白搭。
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它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灭。
操之过急，徒费气力。
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
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我们可以不必过分地去考虑。
    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
会的，但并非决定性的。
研究宗教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
，改变自己。
在欧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个例证。
在亚洲，佛教小乘改为大乘，大小二乘在个别国家，比如说在日本，改为和尚能结婚，能成家立业，
也是一个例证。
    在日本，佛教不可谓不流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达，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
我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佛教寺院和所谓神社，到处可见，只在京都一处，就有1700多所。
中国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同日本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参观的几所寺庙占地都非常大。
寺里绿树参天，净无纤尘，景色奇秀，幽静宜人，同外面的花花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一走进去
，恍如进入另一世界。
日本人口众多，土地面积狭小，竟然留出这样多的土地供寺院使用，其中必有缘故吧。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另一
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
我感觉到，我的这些议论颇有点怪论的味道。
但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不愿意欺骗别人，所以就如实地写了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话说得太远了，我们还是回头谈中国佛教吧。
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
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
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
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
让我来谈佛教教义，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
但是，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够看出。
说自己对佛教完全是外行，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为我所不取。
说自己对佛教教义也是内行，那就是狂妄，同样为我所不取。
我懂一些佛教历史，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
我总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
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
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
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以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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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
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
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更为落后，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现在《文史知识》——一个非常优秀的刊物——筹组了这样一期类似专号的文章，我认为非常有意
义，非常有见地。
《文史知识》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不但对一般水平的广大读者有影响，而且对一些专家们也起作用
。
通过阅读本期的文章，一方面可以获得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还可以获得灵感，获
得启发，使我们在研究佛教的道路上前进一步，以此为契机，中国的佛教研究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
，越走越深入，佛教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时期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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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释迦牟尼到底是什么人？
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中国佛教有倒流的现象？

　　《季羡林谈佛学》是季羡林先生关于佛教的论文集，在本书中，季羡林先生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
身份研究佛教，并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現象来探讨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了佛教演变的规律，是中
国人研究佛教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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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齐奘。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193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他一生精通12国语言，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
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翻译家和散文家，也是国内外极
少数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学者，对佛教研究、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
文化交流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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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了解决提婆达多问题，我想从分析佛典中关于他的记载入手。
现存的佛典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和再传弟子们的一家之言。
提婆达多是斗争的失败者，对于他根本不可能有真实的记载。
既然不真实，就必然自相矛盾。
这情况有点像印度古代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著作（如果有的话）都已荡若云烟，今天要想了解他们
，只能从他们那些胜利了的论敌的诬蔑不实之辞中去细心地爬罗剔抉。
对于提婆达多，我们也只能利用现存的佛典，剔抉其矛盾之处，然后努力摄取真相。
佛典中关于提婆达多的论述多如牛毛。
想全面地介绍提婆达多，困难不在于材料太少，而在于材料太多。
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以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为基础来加以叙述（以下简称
），于必要时采用一些其他佛典的说法。
实际上类似一部佛传，我只选取其中与提婆达多关系密切的事件加以介绍。
的梵文原文已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Gilgit）发现，但残缺不全，只剩下最后一段，对我们参考价值不
大。
 《破僧事》叙述提婆达多破僧的故事用的是典型的印度方式。
几乎是从开天辟地讲起，讲人类的出现、人类的逐渐堕落、私欲渐增，出现了争夺土地的现象，因而
产生了国王（地主），中间经过了无数年代，出现了释迦种，又经历了不同的国王统治，到了师子颊
王。
他生了四个儿子：净饭、自饭、斛饭、甘露饭。
净饭王生二子，长子即佛祖释迦牟尼，次子是难陀。
白饭生二子，斛饭生二子，甘露饭也生二子，长子是阿难（庆喜），次子是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
接着讲释迦牟尼的诞生，用的也完全是印度方式，从睹史多天宫讲起，佛典中所有的佛传几乎都是这
样。
在以下的叙述中，一方面竭力宣扬佛祖的神奇，另一方面又竭力渲染提婆达多的卑劣。
提婆达多与佛祖一败一胜，这种情况是在意料中的。
佛祖与提婆达多的矛盾从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了。
太子（佛祖）学习乘马射箭，有博士来教，他的阿舅就说：“唯提婆达多本自恶性，无有慈心，愿请
博士勿教妙杀之法。
”薜舍离城的居民向太子献宝象。
提婆达多出于嫉妒，打死宝象，太子把大象尸体遥掷城外。
太子挽弓射下大雁，提婆达多来抢。
后来太子厌倦人世，出家修道。
渡过弶伽（恒）河，到了王舍城附近的阁崛山旁野林中，修习苦行，同一群苦行者在一起。
他翘一足至二更方休，他五热灸身至二更方休，实行严酷的苦行。
但是，他不久就感觉到，这样苦行的结果仍然是天上人间轮回不息，“此是邪道，非清净道。
”（《大正大藏经》24，119b）他便毅然舍弃这种苦行方法，另寻其他途径。
他走到伽耶城南尼连禅河边，在这里实行另外一种苦行，想闭塞诸根，不令放逸，闭气不令喘息，结
果身体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仍然不得入于正定。
只喝小豆大豆及牵牛子汁，结果身体赢弱，毫无所获。
最后他认识到，“此非正道，非正智，非正见，非能到于无上等觉。
”（《大正大藏经》24，121b）他决心舍弃苦行之道，吃了二村女献上的粥，恢复了体力。
他来到了尼连禅河东金刚地，坐在菩提树下，终于证无上正智，他成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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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谈佛(季羡林诞辰100周年图文纪念版)》是季羡林佛教作品白金珍藏版，收录季羡林大师长达
半世纪的佛教论著。
 《季羡林谈佛(季羡林诞辰100周年图文纪念版)》是季羡林先生关于佛教的论文集，中国人研究佛教的
必读图书，让您轻松读懂佛教。
 季羡林之子季承首次授权出版，独家发布季羡林生前珍贵照片。
 数百幅精美插图，用图解的方式解读佛学大师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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