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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佛教教育的教材观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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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太虚大师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佛教教育家，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致力于佛教教育的改

革，其佛教教育的教材观表达出一代大师的独到见解。本文从太虚大师佛教教育的教材观入手，详述

他对改革佛教教育及新编佛教教材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反观其教育主张和理念，这些对当今佛教的僧

伽教育仍然有着借鉴意义。太虚大师编纂的佛教教材正知正见，充满了佛教对人生与社会的关怀，深

受僧俗欢迎，且影响广泛深远。解读太虚大师佛教教育的教材观，有助于更深层次理解太虚大师的佛

教思想和对佛教的贡献。
于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世界宗教研究》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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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复兴

太虚大师是当代中国佛教的巨擘，对中国佛
教的改革思想建立与宣传做出了终身的贡献。清
末民国之初，是佛教教育的转型时期，佛教界的
太虚法师、圆瑛法师、常惺法师等高僧，在对佛
教教育改革方面都有成绩和贡献。而太虚大师在
其发起的 “佛教复兴运动”中佛教教育的普及和
改革成效最为斐然，他对教育的独到见解和身体
力行，编纂的佛教教材影响之广且深远，这是太
虚及民国佛教研究中值得专门讨论的问题。

一、太虚大师佛教教材观与世俗教材观的联系

教材即 教 学 用 书，它 既 是 授 业 的 材 料 和 依
据，也是学者知识信息的来源，极端地说什么样
的教材 培 养 什 么 样 的 人 材，它 的 重 要 性 不 言 而
喻。“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７年 “科学和教育工作
座谈会”上，邓小平曾指出：“关键是 教 材，教
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半个世纪前的太虚大师也
有着相似的认识，在他的著作、演讲、书信中多
次提及他对教材的看法，其教材观既是他教育思
想的组成部分，也是对他僧俗教育思想的反映。

“人类社会三要素：经济谋 生 活，政 治 致 平
安，教育成进步———广义的教育。”① 这是太虚对
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认识，他自称 “讲经沙门太
虚”，② 主张 “广 义 的 教 育”。太 虚 大 师 对 佛 教 教
材的认识源于他的国民教育思想，可以说两者是
一脉相承，特别是他的世俗教材观直接影响了其
佛教教材观。民国初期受佛教内部危机和世俗学

制影响，传统的丛林式教育开始逐渐向学校式教
育过渡。作为教界中的学者，太虚对教育是极其
重视的，身为出家人对世俗教育有着长久的思考
与研究，这 体 现 了 他 的 社 会 情 怀。在 《自 由 史
观》中他阐明：“正念正定亦为教育，故人生自

由社会 之 构 成，发 轫 于 教 育 而 终 于 教 育。”③ 在
《教育论》中更加详 细 论 述 了 他 的 教 育 思 想。这
些思想在世俗教育、佛教教育教材的编撰宗旨上
体现得尤为突出。太虚对世俗教育的看法受到时
代背景的影响。他的青年时期正值 “五四”运动
前后，“打倒孔家店”、求民主讲科学思潮风起云
涌，随着中国维新和革命趋势，太虚与革命党人
自然而然地接近，在思想上受了社会主义、三民

主义很大的 影 响。④ 他 认 为 传 统 儒 家 乐 得 天 下 英

才而教育，而所用之典籍自是以儒家而论之。这
是因为 “孔子有三千之化，出孔子之门者及私淑
孔子之孟、荀 等，大 多 抗 颜 师 席，后 世 设 为 学
官，更无论也，而讲道学者近得其真。抑孔子又
即以所 手 定 之 六 经，为 传 以 充 教 材，其 及 门 与
孟、荀等承之，皆广为传论，所以代保氏六艺之
教，犹之今 学 校 之 教 科 书 也。或 谓 《礼》 《乐》
《诗》《书》《易》《春秋》，乃中国所公，诸家所

公，非孔门私有者。”⑤ 虽然儒家掌握了世俗的教

育大权，而且所有的教材必须按儒家的要求进行
删定、修改，但并不是天下所有的书都被儒者把
持，在儒家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书，即使在众多
的儒书中，也存在着 “但漫散杂冗；观诸子所引

者，事迹错乱，辞句芜秽，则可以知矣。”⑥ 尽信



书不 如 不 读 书，太 虚 指 出：“宋、元、明 诸 儒，
非孔、非佛、非老，亦孔、亦佛、亦老。……儒
者依语寻义，玩弄于光影门头，迷惘失 情 之 状，
殊可嗤笑！”⑦ 显然，他对儒学统治下的传统教育

是不满的，对学习者通用的书籍也不以为然。太
虚１９１４年８月闭关普陀山，１９１７年春出关以后
对佛教教育更有所开悟，“不但对付近人的言论，
且上及胡致堂等史论，韩、欧等古文，宋明儒等
理学，凡 有 涉 及 毁 损 佛 法 僧 的，无 不 据 理 严
斥”，⑧ 而且阅览各新旧学书，对于当时各种教育

思潮的论说，颇生兴趣，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佛化
教育思想。他给净空居士写信，指出用因明学或
论理学来编纂小学教科书，“应名为小学国文教

科书，不应名为因明学或论理学。”⑨ 因为这是二
个不同的概念，“如供人坐倚之木椅，虽遇无柴时
可充薪，击敌御敌时可充武器，防夜时可作抵门
之物，垫高时可作踏脚之用，但制椅仍以供人坐
倚之用为本。若不知此意，徒以欲取垫脚之用故，
对于制成之椅，不识其自有为坐倚用之价值，将
其截低接 长，东 并 西 凑，卒 之 徒 失 其 坐 倚 之 用，
而于垫脚之用，亦仍不适宜，岂非愚痴颠倒！”⑩

自清末废止科举制度，民国时期推行新的国
民教育，太虚认为 “各国民教育的各级各科的内
容，亦须大加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看法 “例如
地理，昔以数千里之隔示其远，今应以数小时可
达示其近。又如历史，应自动改去其夸 大 不 实，
并删去对于他国他族的毁辱仇恨和轻蔑，以增进
国族间之谅解。诚如王亮畴先生所说：‘学校不
妨规定设置一世界和平之必修课程，而各国之过
渡的国家主义教育，往往对于他国酿成嫉视，鼓
励战争。最好由各国法律规定，凡报章杂志，广
播宣传，公开讲演，学校课本，电 影 戏 曲 之 中，
有挑拨国际恶感战情者，概于禁止’。邹海滨先
生亦说：‘同时、各国教育，应以仁爱互助为其
新哲学基础，纠正人民心理。昔日争权 夺 利 的，
今则互信互助；昔日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今则
以全人类福利为依归’。王云五先生说：‘自军国
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盛行以来，于幼稚之儿童心
灵中，已逐渐注入歪曲及促狭思想，此于黩武之
轴心国家为特甚。即民主国方面之教育，于提倡
民族自 尊 之 中，亦 往 往 不 免 参 入 轻 藐 他 族 之 观
念，今后亦有慎重修正之必要。战后之国际组织，
宜特设国际教育机构，对各国教育宗旨与所采教
材，积极上导以国际合作，人群互助，自尊尊人
之旨；消极上矫正其流于促狭主义之弊。’”瑏瑡 邹海

滨、王云五的主张表明社会贤达们已经认识到教
育不应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应融进正确的心灵
启蒙及情怀培养，这一点太虚是极为赞同的，在
他编撰的讲义中注入了不少人生情怀和社会担当
的内容。

太虚国民教育思想受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影响
较大。他 认 为 “新 农 工 商 教 育 之 基 本 教 材 为 物
质，基本工具为人身，凡有接触物质与使用人身
之机会，即为新农工商教育之起点，故新农工商
教育当 设 施 于 教 育 全 系 统，而 开 端 于 幼 儿 园 时
期。”瑏瑢在儿童教育期间，对儿童不能用书，写读
算三者亦当力免，让儿童直接接触物质，培养其
对物质的感觉与兴趣， “盖兴趣为热力之表示，
热为变化诸物质之动力，能变化旧有之物质而生
新物质，即物质发明之始也。”瑏瑣 对于当时的大学
生，仅仅是为了拿一个文凭而已，没有学到真实
的本领，成此现象的原因，他认为 “留学回国当
教授的博士等中，有一些仅能依照其所读的外国
文课本照本教读，虽译成国语来讲而不能，由此
才假借要研究科学必学外国文的谬习，以文其浅
陋。而国 内 的 大 学 遂 除 却 学 一 点 文 学、法 学 以
外，没有学到科学的专门识力的可能。于是，不
甘自弃的，群趋于向外国留学一途，而经济人才
的耗损乃莫此为甚。故今大学等等的改良，第一
步应由国家设编译所，尽量的将各国已出的、续
出的各科科学书译成国文，使高中以至大学的学
生，只要 学 通 了 国 文 便 能 研 究 专 门 的 科 学；同
时、由国家设研究所为二步养成能独立创生各种
科学的学者，则中国的大学始有自存的地位。”瑏瑤

以上是太虚对世俗教育及教材的简述，这些
思想的主旨即：废除儒家独霸一方的传统精英教
育模式，普及国民教育，丰富教育内容，革新除
弊，学以致用，培养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人才。这
些思想直接指导了他的佛教教育实践，在其佛教
教材编撰中得以体现。

基于对世俗教育的认识，太虚敏睿体察到当
时佛教僧伽教育的弊端。他曾感叹到：“在佛教
的教育立场，观察佛教的教育又什么样？十几年
来，在中 国 佛 教 里 所 见 到 过 的，什 么 普 通 僧 学
院，佛教大学，华严大学，或佛学研究社，法师
养成所等，这大都是一般讲经法师出来办的，与
中国的士大夫教育通犯一病。所以、我对于佛教
的教育，感 觉 只 有 灭 亡 的 气 象！”瑏瑥 正 是 基 于 对
“灭亡的气象”的担 忧 和 强 烈 的 弘 法 责 任 感，促
使太虚着手佛教教育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正是
源于 他 对 国 民 教 育 的 长 期 思 考，既 然 “通 犯 一
病”则修正的思路应该是相通的。

二、太虚大师改革佛教教育及教材的思想

太虚注意到僧人培养教育 的 现 状，他 认 为：
“今住佛学院的学僧，弊端百出，错谬 不 少，由
于将学字错解，只说学生增长知识读书而已，遂
将一切苦行工作置之不做，此等皆是教育不良之
所致！”瑏瑦 太虚主张 “以要言之，欲长以僧伽住持
佛教、不归于天演淘汰，则必须急起加以整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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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欲加整顿振兴，则必急办一如此之过渡佛教
大学以造就僧才。然今日僧伽昧于时势者多，团
结力薄，遂使此举发生两层 困 难：一 者、经 济，
二者、人才。然经济尚不无筹措之方，而人才实
两种中之尤难者也！所以然者，此种人才既须长
于学问，又必抱同一菩萨之愿力悲心，世间名利
恭敬既不可贪求，且必专心一志，不避艰难，众
人誉之 不 加 劝，众 人 毁 之 不 加 阻，有 忧 道 不 忧
贫，谋道不谋食之精神，始不致始与终弃，貌合
神离，而能底于成也！然而才难之叹，吾不能无
兴也！”瑏瑧他借鉴世俗办学模式，创办了新式的佛
学院教育模式，先后开办了武昌佛学院、柏林佛
学院、闽南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等著名的佛教院
校。太虚大师在 《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就强调兴
办僧教育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在他创建现代佛教
院校时得以实施。作为 “讲经沙门”，太虚既在
社会上讲经，又在佛学院里上课，例如他在武昌
佛学院讲 《成唯识论》为主课，全院员生及院外
的人来听的，常百人以外。又讲天台宗的 《教观
纲宗》，编 讲 禅 宗 的 《古 潭 空 月》，讲 净 土 宗 的
《弥勒上生经》及 《弥陀经》，编纂 《慈宗三要》，
讲律宗的 “瑜伽菩 萨 戒”，同 时 又 “参 合 陈 济 博
所译，编了各地佛教史”。

针对当 时 学 僧 的 学 习 教 材 问 题，他 指 出；
“吾国僧界提倡教育者虽有其人，但彼宗旨仅在
保护庙产，抵拒侵占，虚张门面而已。至教育内
容，不加审察，其所用书籍，多用世俗学校之教
科书。此种书籍，多攻诋佛法，故其结果，致僧

人多有反俗者，如是奚望其宏昌佛法哉？”瑏瑨 可知
当时佛教界因为受到教材的限制，佛学院培养出
来的人 信 仰 不 坚 定，甚 至 还 会 出 现 反 对 佛 教 的
人。所以太虚指出 “提倡教育，务必拣其善者而
从，否 则 多 归 失 败；纵 使 侥 幸，亦 无 完 善 结
果。”瑏瑩 说到底，当佛学院办起来后，找到老师以
后，教材的使用就是关键问题。教材是学习者获
取正知正见的媒介，什么样的教材造就什么样的
人材。一份好的教材，可以培养出正信教徒；反
之，则会带来对佛教的伤害。太虚认识到教材的
重要性，强调：“以佛学名院，乃是不离 本 宗 之
义，如日本之各宗大学，及欧美各国之宗教学院
等，大抵皆以其本教本宗之学为主课。由学不离
宗，而后宣传亦不离本。然宣传教理，亦当兼通
世间一切学识才可，不然、则成为一种拘碍不通
之势。”瑐瑠这与他对世俗教材中的弊病的批判是一
致的。说到底，他主张每个佛学院既要发挥宗教
教育特色，编纂与佛教有关的特色教材，还要兼
融世间 其 它 学 问，以 此 形 成 主 辅 相 承 的 教 学 体
系。此外，太虚还特别强调教材的实用性，典型
的事例是他对藏传佛教教材编纂的看法，他认为
重 庆 汉 藏 教 理 院 “悉 编 西 藏 民 族 政 教 史 作 课

本。”瑐瑡汉藏教理院内充实教材， “当减汉 文 而 加

藏文，方符名实”。瑐瑢

为了普 及 佛 教 常 识，改 变 大 众 对 佛 教 的 看
法，太虚亲自研览群籍，选出一批学习佛教的入
门书，以此作为初学者的教材。“有普通学识之
人，或因人 劝 导，或 因 事 感 怀，将 发 生 修 学 佛
法、信从佛教之心时，须先渐次请取佛学门径诸
书籍，若商务印书馆之 《佛学易解》《佛学大纲》
《印光文钞》，武昌佛 经 流 通 处 之 《释 迦 一 代 记》
《佛学导言》《觉社丛书》选本、《佛教问答》《大
乘教义》，上海佛教居士林之 《释迦牟尼佛略传》
《唯识方便谈》 《唯识易简》 《唯识三十论纪闻》
《世界教育示 准》、宏 道 居 士 论 佛 书 稿 第 一 第 二
集、《佛法万能中之科学化》 《佛教初学课本注
解》《百喻经浅释》《佛学寓言》《了凡四训》《戒
杀放生集》《戒淫拔苦集》《初机净业指南》《往
生安乐土法门略说》《龙舒净土文》《莲池大师竹
窗初笔》《二笔》《三笔》，上海医学书局之 《佛
学撮要》《入佛答问类编》，拙著之 《佛教各宗派
源流》《道学论衡》 《唯识新论》 《佛乘宗要论》
《人生观的科学》《大乘与人间文化）、《庐山讲演
集》，缪凤林之 《唯识今释》，景昌极之 《佛法浅
释》《佛法与进化论》，武昌佛学院之印度、中华
各地佛史，及上海居士林各期 《林刊》，与各期
《海潮音》月 刊 等，涉 略 研 读，数 月 可 以 卒 业。
由是，认识佛教大概之真相，三世因果，五趣升
沉，生死之轮回，涅槃之解脱。既 经 完 全 肯 定，
则信心 自 然 生 起。如 是 信 心，乃 由 胜 解 乐 欲 而
发，是真信而非迷信，庶免盲从偏蔽之弊。”瑐瑣 太
虚所推荐的书籍浅显易懂，不仅传播正确的佛教
知识，还涉及科学、文化、品德教育等内容，有
利于初学者了解佛教概要，坚定学佛的信心，这
是他推进佛教教育，改革佛教教材思想的反映。

三、太虚大师编写佛教教材与讲经弘法

佛教自创教以后就开始佛教教育事业，最早
的佛教教材是释迦牟尼金口宣说的佛法，佛以示
教利喜为目的，藉此觉悟众生。在他圆 寂 以 后，
《佛遗教经》成为佛陀的经抄和佛教教育的简明
读本。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僧人就开始整理
与编纂佛教教材，早期教材整理与编纂还是遵循
中国学术传统，仍然以 “我注六经”或 “六经注
我”的形式来进行编纂，并且按照佛经翻译的重
点经论而进行不同形式的整理，例如最早的佛教
教材是佛教知识略 本，以 翻 译 的 《四 十 二 章 经》
作为经典教材，随着佛教经典不断传入，人们对
佛教教材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在南北朝时期出
现了以经抄为特点的学习教材，这些读本都是中
国佛教徒根据印度佛教理论的特点和中国人的理
解而整理出来的学习课本。隋唐宋元是中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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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鼎盛期，这时讲经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学习
佛教的手段，很多法师自觉整合印中两国文化的
精华，撰写了宗派教义理论的讲义，完成了佛教
中国化 的 初 步 进 程。明 清 时 期 的 佛 教 日 益 世 俗
化，佛教教育不仅讲义众多，而且出现了包括日
常功课使用的 “课本”，又 受 世 俗 社 会 教 材 的 影
响，《释教三字经》也撰写出来。清末民初，现
代佛教教育的佛学院出现，《佛教初机课本》开
始流传。严格来讲自佛教传入中国尚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佛教教材，这些都是零散的，以 “宗经”
模式为主的学本，学僧虽然能从中得到某方面的
知识，却不能成为通材。

太虚大师为了中国佛教的 复 兴，呕 心 沥 血，
在社会上广为宣讲佛法，生前撰文一千四百四十
八篇，总字 数 达 六 百 万 字，涉 及 佛 教 历 史、教
义、概论、宗 派、经 疏、论 疏、讲 义、讲 记 等
等，并且在社会上与佛教界广为引用，很多学校
都将他的著作引为教材，其中引用最多的就是一
些与经典有关的讲记、与佛教有关的讲义，以及
一些概论性的著作，包括一些学术著作，太虚大
部分著作都可以作为 “佛教教材”来看待。

为了改变佛 教 的 现 状，抓 好 佛 教 教 育 事 业，
培养佛教人才，太虚身体力行带头撰写讲义教材。
他编纂的 《佛学概论》，“明因缘所生法为五乘共
法，三法印为三乘共法，一切法实相至无障碍法
界为大乘不共法；后于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又
增说 共 不 共 通 法 为 总 要，粗 引 端 绪，语 焉 不

彰。”瑐瑤 这部 “概 论”直 到 现 在 都 被 一 些 佛 学 院
引用。

这些教 材 主 要 是 佛 经 的 讲 论，他 强 调 佛 经
“是吾人心镜之影，鉴乎影，得乎心，圆照靡遗，
觅一文一句一名一言之不可得，而三千大千世界

经典，灿然毕备乎是。”瑐瑥 他先后出版了 《佛学讲

要》 《佛 说 十 善 业 道 经 讲 要》 《佛 遗 教 经 讲 要》
《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讲要》《佛说观弥勒菩萨上
生兜率陀天经讲要》《瑜伽真实义品讲要》《唯识
三十论讲 要》 《唯 识 讲 要》 《唯 识 二 十 颂 讲 要》
《佛说阿弥陀经讲要》《往生净土论讲要》《菩萨
学处讲要》《观弥勒上生经讲要》《佛说善生经讲
录》《四十二章经讲录》《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
皈依三宝品讲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录》《仁
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讲录》 《般若波罗密多心
经讲录》《十二门论讲录》《解深密经如来成所作
事品讲录》 《唯识三十论讲录》 《大乘五蕴论讲
录》《大乘法苑义林唯识章讲录》《大方广佛华严
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讲录》 《优婆塞
戒经讲录》《瑜伽菩萨戒本讲录》《佛说善生经讲
录》《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讲义》《摄大乘论初分讲
义》《因明概论》等数十种佛教教材。这些教材
里面，有的是佛教概论性著作，如 《佛学讲要》，

有的是传统的佛教讲经课本，如 《佛说十善业道
经讲要》《佛遗教经讲要》等。更多是宋元以来
讲说较少而又寓含深义的经论。

太虚是与时俱进者，他主张佛教一定要与现
实社会结合，要在社会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他指
出 “所谓佛教的教育，为要住持佛教，要化导现
代社会，所以也要适合现存的寺院、和现状的社
会如何而去施设。假若是这样，则佛教的前途进
展，是没有什么妨碍的，否则、恐有关系到佛教
本身的危险！”瑐瑦 在他的讲义里面，充满了对时事
的关心，对人生的关怀，强调：“盖谓学 佛 须 从
做人学起，为善须自己身善生；由个人 而 家 庭，
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而世界。”瑐瑧１９２１年

２月，杭州各界信佛人士请太虚在幽冀会馆讲演
唯识三十颂，唯识三十颂为佛学中最专深艰奥的
经文，太虚 “则时用通俗语，务求明显，得之足
以相发明矣！”瑐瑨 他编纂的 《四十二章经讲录》传
诵自易，强调 “此经开端即出经义，最为直捷了
当，异乎余经。依 上 四 义，文 简、义 富、书 古、
传洁，故不但研大法者味其精蕴，即读古书者亦
可资其讽咏；文字又少，即作学校课本亦佳。”瑐瑩

太虚大师于１９３４年初秋来鄂，应武昌佛教
正信会同人讲 经 之 请，在 武 昌 讲 《佛 说 善 生 经
讲录》，“以 为 现 世 界 人 类，正 五 浊 增 盛，诸 恶
丛生之会，尤其中国 民 族，日 在 恐 怖 灾 荒 中 度
生活，劫 难 万 千，无 法 得 解，乃 以 《善 生 经》
应讲。盖欲 为 全 人 类 培 养 善 根，增 长 福 德，借
人伦道德之演绎，蕲 世 界 和 平 之 感 应。故 于 人
乘 法 之 中 品 十 善 （身 不 杀、盗、淫，口 不 妄
言、绮 语、两 舌、恶 口，意 不 贪、瞋、痴），
言之綦 详。更 以 经 中 六 方，证 诸 儒 家 五 伦，反
复推论，三致意焉！”瑑瑠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６日，太虚法师在成都佛学社
开讲 《华严经普贤行 愿 品》，由 名 书 家 余 沙 园 记
录成 《大方广佛人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
讲录》。在四川讲 《华严经》，太虚在 《〈西来演
说集〉弁言》中说：“故 《菩萨戒品》 《行愿品》
法会虽二，而讲演之处，则无虑十倍！或相勖结
合以振兴佛教，或发明性相而提钩唯识，或以科
学与哲学相比较，而阐佛学之真理，或以佛化及
社会相关系，而蕲实现夫和平。大抵对 机 说 法，
直指病源，真谛俗谛，圆融无碍，而归本以大乘
渐教，示学人之蹊径。更于普贤道场圆 满 之 日，
勉励同 人，精 勤 普 贤 行 愿，由 信 解 行 而 起 闻 思
修，以入华严海会而证毗卢遮那境界为究竟。圆
音妙 谛，慈 训 谆 谆，恍 如 灌 顶 醍 醐，身 心 开
朗。”瑑瑡以佛教与人生佛教相联系，让佛教来化导
世间，这是太虚讲义的主旨，也是他编纂教材的
指导思想，对当今佛教界编写佛教教材有重要的
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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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佛教教义合理融入佛教教材里面，太
虚大师做出了示范。《维摩诘经》是大乘佛教的
重要经典，这部佛经宣扬大乘佛教应世入俗的观
点，认为 “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 道”，虽
“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 有 妻 妾
采女，而 常 远 离 五 欲 污 泥”，此 即 “通 达 佛 道”
的真正 “菩萨行”。又把 “无言无说”“无有文字
语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等差别境界，作为不
二法门的极致。主张不离世间生活，发现佛法所
在；提倡 “不二法门”，主张世间与出 世 间、生
死与涅槃、有相与无相、有知与无知等一切分别
平等不二，可得无生法忍，远离一切烦 恼 妄 想，
进 入 涅 槃 境 界。东 晋 僧 肇 在 《注 维 摩 诘 经 序》
中，揭示 《维摩经》的主题说：“此经 所 明，统
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

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瑑瑢 认为
此即 “不思议之本”。
１９１９年９月，北 京 佛 教 名 流 张 仲 仁、庄 蕴

宽、夏寿康等发起 “己未讲经会”，请太虚法师
于北京象坊桥观音寺讲 《维摩诘经》。太虚讲经，
文义新颖，言辞畅达，尤其对信众关心的如何导
归净土的问题，多有发挥。太虚在 《维摩诘经讲
义》中表列三身，说 “所谓应身，即是吾人所见
相好庄严丈六金身是。所谓报身，即他 受 用 身，
为妙乐智慧福德所生者，如菩萨所受法乐之实用
是。所谓 法 身，分 二：一、自 受 用 身 为 正 智 菩

提，二、法性身 为 真 如 涅 槃 也”瑑瑣。三 身 是 大 乘
佛教的观点，在当代社会，对信众来说最重要的
是 “报 身”，将 “报 身”解 释 为 “妙 乐 福 德 智
慧”，以快乐人生为旨归，体现的是现代人的解
释。又如 “讲 义”中 说：“直 心 是 菩 萨 净 土 下，
指从三根本心起无量善行也。回向心是菩萨净土
下，指摄无量善行复归三心也。随智慧净则心净
下，指若能净其心，则所修取之佛国土亦自能净
也。”瑑瑤 强调 “净”在当下社会中的重要特点，这
就是将佛教与社会较好地结合起来，符合当代社
会人心发展的趋向。再如讲义顺文略分为 “调伏
自心痴爱病、众生痴爱病、自他痴爱病，及调伏
不调伏之中道、起菩萨行而净佛国土四类，其义
自已赅括无遗。”瑑瑥 以 “我”为中心， “痴 爱”是

表现，这是整个社会病，用佛教的 “中道”对治
贪爱，是为当代菩萨行的重要认识之 一。总 之，
《维摩诘经》的理论是现代佛教理论创新的重要
资源之一，如何运用传统佛教理论为现代社会服
务，太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为如何转换传统
为现代而编纂佛教教材提供了借鉴。

太虚大 师 的 讲 义，在 佛 教 界 里 非 常 流 行。
１９１９年７月 已 未 讲 经 会 所 讲 《维 摩 诘 所 说 经》，
太虚自编讲义临时印发，文义新颖，言 辞 畅 达，
讲义让 “北 京 各 界 人 士 因 以 发 心 学 佛 者 盛 极 一

时，王虚 亭、杨 荦 哉、马 冀 平、陶 冶 公、倪 谱
香、胡子笏等，皆从此生信。”瑑瑦１９２１年秋，太虚
大 师 在 北 京 广 济 寺 讲 《法 华 疏》，有 请 撰 讲 义
者。瑑瑧太虚大师于１９２６年６月在北平中央公园社
稷坛讲 《四十二章经》，“听众签名者二千余人，
其未签名者倍之，不可谓非盛会也！”瑑瑨 当年印行
《四十二章经讲录》初版千部，顷刻而尽。
１９１７年 太 虚 代 圆 瑛 法 师 应 台 湾 基 隆 月 眉 山

灵泉寺住 持 善 慧 法 师 之 邀，讲 演 佛 学， “先 印
‘人 生’及 ‘佛 教 两 大 要 素’等 讲 义 传 布。”瑑瑩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太虚大师在汉口编的 《起信论略
释》，作讲义发售，“而听众有加无已，始终在二
三百人 以 上，较 以 前 任 何 讲 经 法 会 之 成 绩 为
高。”瑒瑠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太虚大师在武昌湖北省 教
育会开设 《楞严经讲义》讲座，“皆武汉军政商
学界 一 时 名 士，学 佛 风 气 之 盛，为 空 前 所 未
有。”瑒瑡１９２４年秋，太虚大师在泰州光孝寺讲 《维
摩经》， “开 讲 那 一 天，除 僧 尼 女 信 徒 三 四 百 人
外，绅学界凝神静听者亦百人以上。既 看 讲 义，
并听口说，遂由了解而起信。二三日后，皆展转
欢喜称叹，全城顿改向来鄙视僧众轻蔑佛教的空
气。……时普通请受皈依的男女信徒甚多，要求
不已，乃于讲毕普授百余人。此时泰县既将我传
同神佛，又来环求皈依者几近千人，但为集佛殿
方便开示，各 各 欢 喜，散 播 四 乡，我 于 翌 晨 即
行，而四乡入城求皈依者数千人，已追 慕 无 及，
大生 ‘所 过 者 化、所 存 者 神’的 感 叹！”瑒瑢１９３０
年，太虚大师的四川讲学之行，讲 《华严经》之
《菩萨戒品》《普贤行愿品》，听讲座的人争迎恐
后，席不暇暖，已听讲者，开卷瞻仰慈容，紬绎
法义，固不啻法会常存。即未听者，观法相而起
敬信，读法要而获指南，亦何殊亲聆法螺，同坐
春风夏雨之中，“其 《菩萨戒品》《普贤行愿品》
两部讲录，则别印单行本，所以示专修也。”瑒瑣 时
人称太虚在 “中国文化史，佛学多功绩；承示演
讲录，拜读多受益！”。瑒瑤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太虚大师
应厦门大学文哲学会之约请，在厦门大学讲唯识
宗大义，“听众踊跃皈依，并录其讲义，公之于
世，名之曰 《法相唯识学概论》。”瑒瑥

余　论

综上所述，太虚大师致力于 推 行 佛 教 教 育、
编写佛教教材，可谓是有思想、有担当的一代高
僧，因此有民国佛教教育第一人之誉。我们知道
进入民 国 以 后，因 受 西 方 教 育 制 度 与 理 念 的 影
响，佛学 院 教 育 的 推 行，所 编 的 教 材 也 开 始 增
多，许多法师自撰各种课本与讲义。太虚作为佛
教界的与时俱进者，他在编纂教材方面是不拘一
格的，其所编写的教材，既有传统的注 经 讲 义，
也有构造体系化的通论，而且他的讲义教材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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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影响最广，发行量最大，既使现今也仍然
拥有重要的影响和借鉴意义。太虚指出中国佛教
必须要建立在有组织的广大寺院基础上，因为寺
院为修学道场和宣传机关，“一方面与社会民众
有直接的关系，另一面与国家政治亦有间接的关
系。这是要你们观察社会的变化来谋佛教之如何
施设的，假若你们能够观察得到，又能够实行得
到，才可以住持现代佛教。僧教育里的 中 心 点，
就在这里。”瑒瑦 佛学院教材就是培养学僧认知的根
本动力，教科书的内容决定学僧的未来成长，这
也是僧教育的中心点之一。

太虚的讲义之所以能够受到广大信众和佛学
院的学生喜欢，就是因为在他的讲义里面充满了
佛教对人生与社会的关怀，换句话说是太虚讲义
里面讲到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太虚说：“（释迦
牟尼）因现身成佛，说法度生皆在人间，即可见
佛法与 人 间 关 系 尤 切。……故 知 佛 法 虽 普 为 众
生，而就特殊关系言之，人类为佛法所依，佛法
为人类所最需要；所以人生对于佛法，极应研究
了解，依以修行也！”瑒瑧 因为佛教的整个目的是解
决众生的思想问题，而众生又是生活在人间，大
乘佛教 是 菩 萨 乘，以 利 乐 有 情，广 度 众 生 为 己
任，人生需要大乘佛法，社会需要大乘佛教，把
人生与佛教联系在一起，就体现了大乘佛教的时
代责任，为佛教与社会的相适应找到了 “人间佛
教”的切入点，完成了佛教在社会中的转换，对
开启学僧的认识有重要作用。总之，太虚关心当
代佛教发展，关切佛教对与社会的互动，主张佛
教要与人生相结合，走人间佛教的道路。他的想
法被编入到教材里面，再通过讲义形式散发到人
间，促使整个社会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又培养
一批关心佛教命运，为之献身的僧人，所以太虚
的讲义教材观值得我们重视与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月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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