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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会 

中国佛教与中华民族性格 

 

提要 

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指出，「跨民族的宗教是存在的，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

是没有的。」1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文化及民间习

俗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

部分，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一道，共同滋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

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习俗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重点探讨了佛教在塑

造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伦理义务」的道德观、「修身养性」的人生观、

「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思想、「由小康到大同」的社会理想和「忠恕仁义」的处世原则

等六大性格特征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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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性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然而，由于儒家文化是小农经济

生产方式与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造成了中国人性格的复

杂性。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一直是中、外学者和民间讨论的热门话题。严复

2、陈独秀3、鲁迅4、林语堂5、胡适6、潘光旦、柏杨7、李敖、孙隆基8、陶杰和龙应

台等中国学者则写下了无数尖锐又不失深刻之作，唤醒无数中国人对民族性格中的小农

思想、狭隘自私、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负面因素进行反思;而李约瑟、罗

素、汤恩比、费正清、史密斯、何天爵、卫礼贤等外国学者在赞扬中国人勤劳节俭、谦

逊温和、敬老尊贤，家庭为重等特性的同时，也指出中国人因循守旧、缺乏进取、逆来

顺受等负面性格。本文试图从中国人的世界观、道德观、人生观、治国思想、社会理想

                                                 
1牟钟鉴， 「试论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 《中国宗教》 2008 年 07 月 11 日。 

2 严复， (1895)，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接物也，中国

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而西人乐简易。……」。 《论世变之极》。 
3陈独秀 (1915)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

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新

青年》。 
4 《阿 Q 正传》。 
5 《吾国与吾民》 
6胡适对中国人的性格有 「贫病愚私」论。 
7《丑陋的中国人》 
8孙隆基 (1990)《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唐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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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世原则等方面入手，探索佛教在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帮助

人们加深了解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和精神依托。 

「天人合一」与「缘起法」 

西方人认为，「人是独立个体」，而中国人则认为，「人是大自然、社会群体的一

分子」。因此，古人不会把人与自然分割、对立起来，而是二者互相包容、相得益彰。

这种「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成为炎黄子孙性格的重要特征。「天」是天道，即自然之理

性，与佛教所讲的「缘起法」有相通之处，说明世界是众缘所成，物种是此生彼长，顺

着自然的变化，适者生存之规律，有情众生和植物在分享地球资源，发展出大自然的生

物链。「缘起法」告诫人们，人类只是生物链中的一环。然而，拥有高科技的现代人，

自视为万物之灵，可以随意夺取地球资源，认为这是我所应该得到的、这是我应该拥有

的、这是我应该保护的。这种自我执着的思想从此影响着人类，佛教称之为「我、我所」，

属于贪欲的一种表现。在利欲的驱使之下，不少人以损坏自然环境为代价，虽获取最大

限度的利益，却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令人震撼的影响，使得自然灾难频频发生:

全球变暖、冰山破裂、洪水泛滥、风雪袭击、大海咆哮、大地震动、病毒变种、疫症横

行……灾难性的惩罚一再提醒人们「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更

重要的是，佛教的「缘起法」从理论上阐释了「天人合一」的合理性因而成为中国人性

格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伦理义务」与「业力缘起」 

依据《礼记•礼运》记载，尧、舜时代，天下为公，人人尽职，法律仅仅是「圣人不

得已而为之」的辅助手段，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早的道德观——责任第一。春秋战国时期，

天下为私，礼坏乐崩，群雄并起，孔子主张恢复礼教，克己复礼。具体做法是:用五常(仁、

义、礼、智、信)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要求每一

个人在明白自己身份的同时，严守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由此可见，儒家道德观的核心

是「责任」二字。千百年来，这种道德责任感一直占据中国伦理道德的主流，鼓励无数

仁人义士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与

责任感。9 

然而，如果有人不履行自己的责任，又当如何?诸子百家因对人性的理解不同而有所

差别。儒家基于「人之初，性本善」之理解，主张君主应以身作则，以德为政，通过礼

乐教化，使百姓向善，自觉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而法律只是在德治无法施行时才采用的

工具。法家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只有树立君主绝对的权威，明订赏罚，通过严刑峻

法，才能有效地使万民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换而言之，以严刑作阻吓，使人民不敢违

法，用厚赏作鼓励，使人民乐于守法，以达到对社会的绝对控制。然而秦朝依此主张治

国，导致了「焚书坑儒」，二世便亡。鉴于以上两种手段都无法使万民心甘情愿地尽自

                                                 
9 参见:张载（北宋） 《张载集》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第 376 页。 

 - 2 -



健钊法师开示录  
 
 

己的责任和义务，道家认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是统治者有所为而造成的，基于人的本性

乃自然这种看法，崇尚清静无为，主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然而

这种主张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如何才能使一个人自觉地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 

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东来，为中国的伦理道德注入了新的血液。儒家只提出了人

们今生今世要为君主、社会及一切人伦关系担负责任的要求，但却没有提供为什么要这

样做的有力理由，因此在执行时往往有点力不从心。佛教的「业力缘起」回答了人们为

什么要尽这样的责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莫言不报，时节未到」的因果报应定律，

深深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之二。 

「修身养性」与「自净其意」 

《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千百年来，人们把「修身养性」、

「治国安邦」看成是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标。 

佛教强调，「修身养性」，重在对心灵。正如《法句经》云，「诸法意先导，意主

意造作。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业，是则苦随彼，如轮随兽足。」这说明染污的心引发

不道德的行为，烦恼随之而起。以贪心为例，人「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10见到

自己喜欢的东西便想占有，贪欲生起，由此而引发各种人生、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和

谐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佛陀所云，「诸苦所因，贪欲为本。」11 

「诸法意先导，意主意造作。若以清净意，或语或行业，是则乐随彼，如影不离形。」

这说明，有了清净的心，才会有清净的行为和高雅的语言。换而言之，心灵的净化，是

「修身养性」的关键。佛教以心性的转化为中心来说明「修身养性」的理论与操作方法，

形成「心性论」，深深地影响着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儒家的发展，成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

之三。 

「孝顺」与「报恩」 

儒家以孝为中心，把这种仁爱恭顺父母之心推广到君王则忠诚，推广到兄弟则友爱，

推广到夫妇则和睦，推广到朋友则守信，推广到天下人民，则能敬爱天下的人民。这种

「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经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在中国社会不断得到强化。汉魏两

晋时，「父为子纲」成了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支柱的「三纲」之一，进一步巩固了孝在整

个中国封建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宋代，经过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父

子君臣」更成了天下之定理，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

亡」，成了封建道德的金科玉律。由此可见，儒家「孝」的特色，是子绝对服从于双亲，

臣绝对服从于天子。换而言之，凡是双亲的命令和天子的勅旨同样是绝对至上而必须遵

                                                 
10圣严， 《108 自在语》。 
11 《法华经．譬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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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谓之「孝子」。是以父子的关系，形成「绝对者」与「服从者」的尊与卑，来定为

「孝」的伦理原则。 

由以上分析可见，儒家强调孝道的重要，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而才要

求人们被动地顺从。佛教东来，为了适应中国的孝道文化，把行孝看成是守戒之总纲与

前提。《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

12于此佛陀明确提出「孝名为戒」，可见孝在大乘佛教中处于何等位置。更重要的是，

佛家的孝是根据后天经验，由体认父母无限的恩德而来的，说明「孝顺」的原因是「报

恩」。后汉安世高译的《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晋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和姚秦鸠摩

罗什译的《父母恩重难报经》等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描述特别深刻详细，可见佛教孝道

的本质，确实根源于「报恩」思想。这对不分好坏而绝对服从的儒家孝道理论正好是一

个修正与补充，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之四，造就了一个礼义之邦。 

「大同社会」与「人间净土」 

「由小康到大同」，一直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理想的社会。「大同」是「天下

为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选贤与能，是一个和谐至善完美的社会；「小康」则是

「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子其子，是讲信、义、仁、让，有礼、有次序、和睦安定的

社会。 

佛教中的净土，是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最完美的体现。净土世界中一切人物、

自然景观都是庄严、清净、完美、良化的。历代祖师大德们一直致力于把人间净土化。

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印顺导师的「人生佛教」为人间净土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

星云大师、证严法师、赵朴初老居士人间佛教付之行动，引导民众用佛法来化解自己面

对的世间、出世间的种种问题，充分发扬佛教义理和无我济世的菩萨精神，通过自心的

净化达到器世间（环境）的凈化，及有情世间（大众）的凈化，从而实现人间凈土。正

如《维摩经．佛国品》所云：「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对「大同社会」、「人间净土」理想社会的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之五。 

「仁义」与「慈悲」 

千百年来，「忠恕仁义」一直是中国人的处世原则。其中「仁」是人的本质特性，

其内涵是指爱人，「仁者爱人」。佛教传入中国后，菩萨的「大慈大悲」思想深化了传

统的「仁爱」思想。龙树菩萨以「慈」定义「爱护」，以「悲」定义「怜悯」，将慈悲

的对象扩展至一切众生的身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大慈」能与乐，「大悲」可拔苦。

体现慈悲的精神，才是尊重「人权」的真正意义。这种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慈悲情怀，

成为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之六，在弱肉强食的当今世界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12
《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卷 T24。1004a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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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文化及民间习俗相结合，

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

历代统治者多数支持与利用儒家文化，达到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王侯统治地位的目的，

甚至是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教义、无与伦比的哲学思辩

和佛门大智慧，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一道，共同滋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在塑造中华民族

性格特征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习俗等各方面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2009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