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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會 

中國佛教與中華民族性格 

 

提要 

中央民族大學牟鐘鑒教授指出，「跨民族的宗教是存在的，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

是沒有的。」1公元前一世紀，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固有的儒家、道家文化及民間習

俗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

部分，與中國固有的文化一道，共同滋潤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特

徵，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習俗等各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本文重點探討了佛教在塑

造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倫理義務」的道德觀、「修身養性」的人生觀、

「以孝治天下」的治國思想、「由小康到大同」的社會理想和「忠恕仁義」的處世原則

等六大性格特徵的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關鍵字：民族性格 天人合一 大同社會 人間淨土 

以孝治天下 修身養性 心性論 人權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性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然而，由於儒家文化是小農經濟

生產方式與封建宗法社會制度下的產物，必然打上時代的烙印，造成了中國人性格的複

雜性。近百年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一直是中、外學者和民間討論的熱門話題。嚴複

2、陳獨秀3、魯迅4、林語堂5、胡適6、潘光旦、柏楊7、李敖、孫隆基8、陶傑和龍應

台等中國學者則寫下了無數尖銳又不失深刻之作，喚醒無数中國人對民族性格中的小農

思想、狹隘自私、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負面因素進行反思;而李約瑟、羅

素、湯恩比、費正清、史密斯、何天爵、衛禮賢等外國學者在讚揚中國人勤勞節儉、謙

遜溫和、敬老尊賢，家庭為重等特性的同時，也指出中國人因循守舊、缺乏進取、逆來

順受等負面性格。本文試圖從中國人的世界觀、道德觀、人生觀、治國思想、社會理想

                                                 
1牟鐘鑒， 「試論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 《中國宗教》 2008 年 07 月 11 日。 

2 嚴複， (1895)， 「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中國尊主，而西人隆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党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接物也，中國

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繁文，而西人樂簡易。……」。 《論世變之極》。 
3陳獨秀 (1915) 「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庭為本位。……宗法制度之惡果蓋有四焉：一曰損壞個人獨立

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礙個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剝奪個人法律上平等之權利，一曰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之生產力。……
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力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 「論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異」， 
《新青年》。 
4 《阿 Q 正傳》。 
5 《吾國與吾民》 
6胡適對中國人的性格有 「貧病愚私」論。 
7《醜陋的中國人》 
8孫隆基 (1990)《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唐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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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處世原則等方面入手，探索佛教在塑造中華民族性格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幫助

人們加深了解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和精神依託。 

「天人合一」與「緣起法」 

西方人認為，「人是獨立個體」，而中國人則認為，「人是大自然、社會群體的一

分子」。因此，古人不會把人與自然分割、對立起來，而是二者互相包容、相得益彰。

這種「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成為炎黃子孫性格的重要特徵。「天」是天道，即自然之理

性，與佛教所講的「緣起法」有相通之處，說明世界是眾緣所成，物種是此生彼長，順

著自然的變化，適者生存之規律，有情眾生和植物在分享地球資源，發展出大自然的生

物鏈。「緣起法」告誡人們，人類只是生物鏈中的一環。然而，擁有高科技的現代人，

自視為萬物之靈，可以隨意奪取地球資源，認為這是我所應該得到的、這是我應該擁有

的、這是我應該保護的。這種自我執著的思想從此影響著人類，佛教稱之為「我、我所」，

屬於貪欲的一種表現。在利慾的驅使之下，不少人以損壞自然環境為代價，雖獲取最大

限度的利益，卻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令人震撼的影響，使得自然災難頻頻發生:

全球變暖、冰山破裂、洪水泛濫、風雪襲擊、大海咆哮、大地震動、病毒變種、疫症橫

行……災難性的懲罰一再提醒人們「天人合一」的世界觀至今仍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更

重要的是，佛教的「緣起法」從理論上闡釋了「天人合一」的合理性因而成為中國人性

格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 

「倫理義務」與「業力緣起」 

依據《禮記•禮運》記載，堯、舜時代，天下為公，人人盡職，法律僅僅是「聖人不

得已而為之」的輔助手段，形成了中華民族最早的道德觀——責任第一。春秋戰國時期，

天下為私，禮壞樂崩，群雄並起，孔子主張恢復禮教，克己復禮。具體做法是:用五常(仁、

義、禮、智、信)來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係，要求每一

個人在明白自己身份的同時，嚴守自己應盡的道德責任。由此可見，儒家道德觀的核心

是「責任」二字。千百年來，這種道德責任感一直佔據中國倫理道德的主流，鼓勵無數

仁人義士擁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感與

責任感。9 

然而，如果有人不履行自己的責任，又當如何?諸子百家因對人性的理解不同而有所

差別。儒家基於「人之初，性本善」之理解，主張君主應以身作則，以德為政，通過禮

樂教化，使百姓向善，自覺地履行自己的責任，而法律只是在德治無法施行時才採用的

工具。法家認為，自私是人的本性，只有樹立君主絕對的權威，明訂賞罰，通過嚴刑峻

法，才能有效地使萬民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換而言之，以嚴刑作阻嚇，使人民不敢違

法，用厚賞作鼓勵，使人民樂於守法，以達到對社會的絕對控制。然而秦朝依此主張治

國，導致了「焚書坑儒」，二世便亡。鑒於以上兩種手段都無法使萬民心甘情願地盡自

                                                 
9 參見:張載（北宋） 《張載集》臺北:漢京文化事業公司，第 3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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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責任和義務，道家認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是統治者有所為而造成的，基於人的本性

乃自然這種看法，崇尚清靜無為，主張恢復人的自然本性，實行無為而治的政策。然而

這種主張仍然無法徹底解決如何才能使一個人自覺地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等問題。 

公元一世紀前後，佛教東來，為中國的倫理道德注入了新的血液。儒家只提出了人

們今生今世要為君主、社會及一切人倫關係擔負責任的要求，但卻沒有提供為什麼要這

樣做的有力理由，因此在執行時往往有點力不從心。佛教的「業力緣起」回答了人們為

什麼要盡這樣的責任。「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莫言不報，時節未到」的因果報應定律，

深深地影響著世世代代的炎黃子孫，成為中國人的性格特徵之二。 

「修身養性」與「自淨其意」 

《禮記·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千百年來，人們把「修身養性」、

「治國安邦」看成是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標。 

佛教強調，「修身養性」，重在對心靈。正如《法句經》云，「諸法意先導，意主

意造作。若以染污意，或語或行業，是則苦隨彼，如輪隨獸足。」這說明染污的心引發

不道德的行為，煩惱隨之而起。以貪心為例，人「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10見到

自己喜歡的東西便想佔有，貪欲生起，由此而引發各種人生、社會問題，成為社會不和

諧發展的重要因素。正如佛陀所云，「諸苦所因，貪欲為本。」11 

「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若以清淨意，或語或行業，是則樂隨彼，如影不離形。」

這說明，有了清淨的心，才會有清淨的行為和高雅的語言。換而言之，心靈的淨化，是

「修身養性」的關鍵。佛教以心性的轉化為中心來說明「修身養性」的理論與操作方法，

形成「心性論」，深深地影響著宋明理學和近代新儒家的發展，成為中國人的性格特徵

之三。 

「孝順」與「報恩」 

儒家以孝為中心，把這種仁愛恭順父母之心推廣到君王則忠誠，推廣到兄弟則友愛，

推廣到夫婦則和睦，推廣到朋友則守信，推廣到天下人民，則能敬愛天下的人民。這種

「以孝治天下」的治國理念，經歷代統治者的提倡，在中國社會不斷得到強化。漢魏兩

晉時，「父為子綱」成了封建社會倫理道德支柱的「三綱」之一，進一步鞏固了孝在整

個中國封建社會道德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宋代，經過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父

子君臣」更成了天下之定理，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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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儒家「孝」的特色，是子絕對服從於雙親，

臣絕對服從於天子。換而言之，凡是雙親的命令和天子的勅旨同樣是絕對至上而必須遵

                                                 
10聖嚴， 《108 自在語》。 
11 《法華經．譬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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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謂之「孝子」。是以父子的關係，形成「絕對者」與「服從者」的尊與卑，來定為

「孝」的倫理原則。 

由以上分析可見，儒家強調孝道的重要，但並沒有說明為什麼要這樣做，因而才要

求人們被動地順從。佛教東來，為了適應中國的孝道文化，把行孝看成是守戒之總綱與

前提。《梵網經》云：「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

12於此佛陀明確提出「孝名為戒」，可見孝在大乘佛教中處於何等位置。更重要的是，

佛家的孝是根據後天經驗，由體認父母無限的恩德而來的，說明「孝順」的原因是「報

恩」。後漢安世高譯的《佛說父母恩難報經》、晉竺法護譯的《盂蘭盆經》和姚秦鳩摩

羅什譯的《父母恩重難報經》等對父母的養育之恩，描述特別深刻詳細，可見佛教孝道

的本質，確實根源於「報恩」思想。這對不分好壞而絕對服從的儒家孝道理論正好是一

個修正與補充，成為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徵之四，造就了一個禮義之邦。 

「大同社會」與「人間淨土」 

「由小康到大同」，一直是千百年來中國人向往的理想的社會。「大同」是「天下

為公」，不獨親其親、子其子，選賢與能，是一個和諧至善完美的社會；「小康」則是

「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子其子，是講信、義、仁、讓，有禮、有次序、和睦安定的

社會。 

佛教中的淨土，是中國人理想中的大同社會最完美的體現。淨土世界中一切人物、

自然景觀都是莊嚴、清淨、完美、良化的。歷代祖師大德們一直致力於把人間淨土化。

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印順導師的「人生佛教」為人間淨土化提供了理論依據，而

星雲大師、證嚴法師、趙朴初老居士人間佛教付之行動，引導民眾用佛法來化解自己面

對的世間、出世間的種種問題，充分發揚佛教義理和無我濟世的菩薩精神，通過自心的

淨化達到器世間（環境）的凈化，及有情世間（大眾）的凈化，從而實現人間凈土。正

如《維摩經．佛國品》所云：「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對「大同社會」、「人間淨土」理想社會的追求，成為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徵之五。 

「仁義」與「慈悲」 

千百年來，「忠恕仁義」一直是中國人的處世原則。其中「仁」是人的本質特性，

其內涵是指愛人，「仁者愛人」。佛教傳入中國後，菩薩的「大慈大悲」思想深化了傳

統的「仁愛」思想。龍樹菩薩以「慈」定義「愛護」，以「悲」定義「憐憫」，將慈悲

的對象擴展至一切眾生的身上，平等對待一切眾生，「大慈」能與樂，「大悲」可拔苦。

體現慈悲的精神，才是尊重「人權」的真正意義。這種平等對待一切眾生的慈悲情懷，

成為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徵之六，在弱肉強食的當今世界仍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12
《梵網經盧舍那佛說菩薩心地戒品》第十卷 T24。1004a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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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公元前一世紀，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固有的儒家、道家文化及民間習俗相結合，

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雖然

歷代統治者多數支持與利用儒家文化，達到維護宗法等級制度與王侯統治地位的目的，

甚至是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教義、無與倫比的哲學思辯

和佛門大智慧，與中國固有的文化一道，共同滋潤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在塑造中華民族

性格特徵的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習俗等各方面產生

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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