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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从佛教传入中国至晚唐，晚唐至晚清，

民国时期和建国后至今。隋唐佛教中国化完成后，佛教的慈善思想基本形成。宋以降佛教慈善实践在佛教世俗化

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做出适应性调整，佛教慈善在佛教弘法利生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显

现出制度化、规模化和地方化等特征，持续至晚清外来文化的介入方始终结。民国时期人间佛教逆势中兴，在佛教

慈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建树，建国后人间佛教继续发展，但佛教慈善思想和实践发展一波三折，逐渐边缘化，改

革开放后，相关研究和实践逐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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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演进问

题，学界不乏真知灼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李

尚全和何建明于此问题的梳理和总结。李尚全将汉

传佛教慈善事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民国前的传统的佛教慈善模式，讨论了震华法师在

《僧伽护国史》中总结的几种模式。第二个阶段是

民国时期的佛教慈善模式，民国时期的佛教慈善模

式分为被动模式和制度化模式两种。第三个阶段是

当代大陆汉传佛教的慈善模式，主要表现为“灾难

危机”模式。［1］何建明将中国的佛教慈善思想划分

为三个阶段: 佛教传入中国至晚清，佛教慈善具有消

灾得福和为来生求得好报的救济功德观念，带有一

定的功利性; 民国至 40 年代，是佛教界自觉的阶段，

尤其对慈悲利他思想的反思和佛教慈善的实践达到

了一定高度; 40 年代以来对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进

一步实践，进一步开展救世利人的慈善事业，并将此

视为佛教教育的目的和弘法利生的手段。［2］

两位学者一个从佛教慈善的实践方面做了梳

理，一个从佛教慈善思想的发展方面做了梳理，两者

的划分具有一定的共通性，都是将汉传佛教慈善的

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将汉朝佛教传入中国伊始

至晚清、民国时期的佛教慈善发展和当代佛教慈善

的发展作为一个阶段，特点是都将佛教传入中国伊

始至晚清这个阶段作为“黑箱”，未进行分解研究，

而研究相关资料发现，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个阶段佛

教慈善的思想发展和佛教慈善的实践模式都发生了

很大的转变，转变的契机在于隋唐时期对佛教慈善

的制度化管理和《坛经》的出现。据此可以将佛教

慈善的历史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佛教传入中国

至晚唐; 晚唐至晚清; 民国时期的人间佛教; 当代人

间佛教。
一、从佛教传入中国至晚唐

佛教慈善思想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而出现，当

时的名僧翻译佛经是主要采取“格义”的方式，用道

家的语言体系阐述佛经的内涵，不可避免的受到道

家文化的影响，这种状况至僧肇方始有所改变。佛

学与玄学合流始于魏时盛于东晋，遂开启了独立发

展的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自然灾害频

发，为佛教慈善思想的传播和佛教慈善的实践提供

了契机，佛教慈善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在慈善事业

中的影响逐渐扩大，至隋唐则盛极一时，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佛教慈善思想的相关译著形成

1．法立、法炬共译《佛说诸德福田经》。《佛说

诸德福田经》由西晋沙门法立、法炬共同翻译。这

部大乘佛教经典，为中国社会输入了大乘佛教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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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中主要讨论了五福田和七福田之说，后世

研究的重点主要是“七法广施福田”，经云，“复有七

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

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 二者，园果、浴池、树木

清凉; 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 四者，作坚牢船，济

度人民; 五者，安设桥梁，过度羸弱; 六者，近道作井，

渴乏得饮; 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是为七事得

梵天福。”［3］通过经文的翻译，宣传了《阿含经》中即

提及的福田思想，开启了我国汉传佛教慈善思想的

研究，福 田 思 想 成 为 我 国 佛 教 慈 善 的 重 要 根 源。
“五净德福田”和“七法广施福田”都强调公益慈善

的福报问题，宣传福田思想，倡导通过济贫、施药和

养护放生等方式获得福报。［4］

2． 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现存《大智度论》
( 鸠摩罗什译于公元 402 年－405 年) 仅余汉文译本。
据传鸠摩罗什翻译此论时已经进行了一些删减，只

译精要部分，后来慧远又采集其中要旨形成《大智

度论钞》。《大智度论》中与慈善思想相关的最重要

的部分是关于慈悲思想的阐述，第二十九卷中在四

无量心论述中，提到慈、悲二无量。卷二十七里区分

了大慈悲和小慈悲，《大智度论》极为重视慈悲思想

的地位，认为“慈悲是佛道之根本”。［5］慈悲思想是

佛教慈善最主要的思想来源，后世佛教慈善正是秉

持拔苦与乐的精神开展佛教慈善实践。
3．慧远著《三报论》和《明报应论》。佛教传入

中国伊始，即以止恶扬善为使命，及至慧远，佛教慈

善思想得到巨大发展。慧远认为只有宣传因果报应

说，才能有效化导众生去恶从善，因此依据神不灭思

想著《三报论》和《明报应论》，详细阐述因果报应理

论。因果报应论是在印度佛教思想的基础上改造中

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世报应论”，形成中国文化特点

的“三世报应说”。“此一理论成为尔后中国佛教因

果报应说的圭泉”。［6］

另外，鸠摩罗什所译《梵网经》，汉末三国时期

吴国僧人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南朝萧齐天空三藏

法师求那毗地译《百喻经》、北魏沙门慧觉等译《贤

愚经》，唐代释道世著《法苑珠林》等都从义理以及

佛教故事等角度论证了因果业报论的合理性。
( 二) 佛教慈善实践的兴起与盛行

1．魏晋南北朝佛教慈善实践的兴起。最初的佛

教慈善实践的主体主要是宫廷中的权贵人物或是受

其资助的僧人，大多是“行善积德”式的，按照“福

报”、“祈福”等佛教慈善思想进行实践，随着寺院经

济的繁荣，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扩大，佛教慈善的范围

不仅是施粥等短期的、及时性的救济，在济贫救灾、

施医给药、规诫杀戮和劝善修德等诸多方面都有作

为。这一时期主要是佛寺通过布施救济有困难的个

人和家庭，通过佛寺中研习医学的僧人，如怀度、佛
图澄等，对病患进行免费医治，另外寺院还根据教义

劝诫统治者和世俗大众止杀扬善。隋唐时期加强了

佛教的制度化管理，佛教慈善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

的约束。然而佛教慈善制度并非隋唐首创，比如六

朝时期，就有僧祗粟制度。［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

教慈善实践的模式基本确定，成为后世佛教慈善实

践的主要依据。
2．隋唐佛教慈善的实践。隋唐佛教慈善的实践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慈善实践的继承和繁荣，是

整个佛教慈善事业史上的重要阶段，与隋唐时期的

寺院经济发达有着重要关联，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

极的作用，对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隋唐时期的佛教慈善已经出

现了与官方合作的实践方式，如受官方委托创办机

构等，在官方慈善机构不发达的情况下，佛教慈善事

业在社会慈善中占的比例较大，并且初步显现出规

模化特征。［8］

这一时期的佛教慈善主要是以寺院经济的形式

为主，然而晚唐的会昌法难终结了这一局面，使得禅

宗发展逐渐主流化和百丈清规的流行，影响了佛教

慈善的实践形式，这些意义深远的变化成为汉传佛

教慈善发展的分界线。
二、晚唐至晚清

晚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佛教在各个方面都处于王权框架下，东晋以来的佛

教独立发展阶段达到极限。会昌法难后，佛教徒深

刻反思佛教的发展状况，佛教思想因应社会条件开

始转型，逐渐重视入世思想的传播，“三教合流”、“禅

净合一”和“台净合一”为主流的各宗派辗转合流。
佛教慈善思想也因而具有世俗化倾向，以此为导向的

佛教慈善实践成为王权下公益事业的重要补充。
( 一) 佛教慈善思想的世俗化倾向

如果说唐以前的佛教思想强调义理纵向研究的

深度，晚唐至晚清时期，佛教思想则主要强调佛教思

想的横向发展，强调与儒道等文化的融合，佛教慈善

思想也因而转型，由“出世慈善”转型至“入世慈

善”，在慈善的方法方面有一定的发展。
1．百丈清规后的农禅思想。农禅思想并非始于

百丈怀海，但是经过怀海的发展，使得佛教获得与其

他宗派不同的符合自然经济生产力发展的独特风

格，通过“上下均力”参与耕种，摆脱了传统上依赖

布施生存的局面，增强了佛教的生命力。百丈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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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农禅思想，主要强调农耕和修行并重，尤其

“不立殿、唯树法堂”，对于偶像崇拜进行改革的同

时注意法施。通过对寺院经济树立制度，百丈清规

后的农禅思想为佛教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保障，使

得宋以后的佛教慈善能够有充足的物质支持。［9］农

禅思想强调僧人参与生产，本质是要求僧人入世，否

定脱离“红尘”的修行方式，为后来人间佛教的形成

提供了重要启发。晚唐至清，禅宗先盛后衰，大师寥

寥无几，虽然各宗有几次中兴，但是再也没有恢复唐

以前的兴盛状况，佛教徒积极探索相应法门，因此出

现后来一直流行的禅净双修的局面。
2．功德报应观念的深化发展。此时期功德报应

观念本质上是前朝佛教慈善思想的继续，不同的是，

前朝的佛教慈善思想主要流行于宫廷之中，而宋以

降的功德报应观念则是深入民间。
一般研究认为佛教慈善在经历隋唐的大发展

后，宋以降都处于衰落的状态，直至晚清。而事实并

非如此，大多数研究看到的都是佛教义理研究的衰

落，而非佛教慈善的发展，佛教对上流社会的影响仍

然很大，尤其是对居士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如明代

《了凡四训》等。佛教慈善的实践亟待佛教理论方

面的总结的时候，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居士对佛

教慈善思想的贡献，成为人间佛教发展的“理”。
( 二) 佛教慈善实践成为地方公益事业的重要

力量

在百丈清规的自我约束下和《坛经》入世思想

的指导下，佛教主动构建王权控制下的发展模式，积

极为王权服务，同时注意与当地民俗的结合，佛教慈

善的实践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呈现出规模化、
地方化和受制度化管理等特征。

1．规模化参与公共事业的佛教慈善实践。如前

所述，唐以后的佛教强调农禅并重，注意发展丛林农

业经济，同时通过法会，如水陆法会，祈福等为寺院

创造经济收入，使得寺院的经济迅速壮大，所做的慈

善事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济贫和医药等布施，像修

桥筑路及水利等大型公共工程都积极参与。如宋代

泉州的大桥修建，十座中竟有七座为僧人所为，其中

安平桥( 全长 2251 米) 是中古时期中外最长的大

桥。还有元代的凿井等公共事业。黄仲昭《八闽通

志》中统计了宋时福建僧人建桥 99 座，元代 40 座，

明代 36 座。［10］

2．地方化的佛教慈善实践。宋始佛教的发展出

现地域差别，北方以律宗为主，南方则各宗都比较发

达，各地方的文发展不同，佛教发展也不同，文化发

达地区的佛教发展也较为发达［11］。慈善实践也深

受影响。地方化佛教慈善实践的形成有赖于各宗与

当地风俗文化的密切结合。
3．制度化管理下的佛教慈善实践。隋唐以降的

佛教慈善制度化管理逐渐加深，至晚清达到极限，佛

教慈善的机构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慈善机构融合了

儒释道的慈善思想为受众服务，佛教慈善思想的入

世风貌更加明确。一种是参与佛教思想影响下的官

办慈善机构，二是佛教慈善的实践很多都是受官方

的委托，并得到制度支持和认可，官方从制度上鼓励

佛教慈善的实践，采取奖励的方法“主要有度僧、度
碟、给钱、与紫衣、推恩或‘更令勾管’等形式”。［12］

这种制度化管理下的佛教慈善实践充分发展了社会

公益慈善事业。
三、民国时期的人间佛教

民国初，佛教逆势中兴，对以往佛教以及中国文

化深刻反思，形成契机契理的人间佛教，本质上是对

禅净双修的继承和发展，对禅宗的入世和极乐净土

观念的整合，以及以中国文化的身份与外来文化对

话的成果。在佛教慈善思想发展方面，人间佛教站

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积极融合中西方慈善思想和理

念，对佛教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意义重大。
( 一) 佛教慈善关注现世的生活化转向

清末学者杨文会面对佛教思想式微和儒家文化

难以抵挡西方文化入侵的局面，进一步倡导佛教入

世思想，因而出现了佛教入世理念的调整，更引出了

后来人生佛教的发展。太虚法师正是在此基础上开

展人生佛教的宣扬和实践，在《佛法总抉择谭》中对佛

教义理进行整理，将佛法划分为三级三宗，开启了人

生佛教的理论研究; 在《人生的佛教》中认为佛教的本

质是不脱离世间的，非纯精神的，是“改善人生生活行

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地向上进步”; 在《生活与

生死》中认为佛教的根本精神在于解决生活问题而非

生死问题，倡导契机契理的佛法两大原则; 在《人乘正

法论》、《佛学人生道德》中进一步发扬了“五戒十善”
的道德标准，尤其配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说，

使得人生佛教具有了更为明确的道德规范。至此人

间佛教完成了关注现世的理论论述。
佛教慈善关注现世的生活化转向是对宋以降佛

教世俗化倾向的充分概括，其核心是强调佛教慈善

在佛教发展中的地位。太虚大师将佛教慈善视作近

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标志，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强调

佛教慈悲精神的时代意义。其人间净土理论和契理

契机的 慈 善 理 念 是 对 佛 教 慈 善 理 论 的 创 新 和 补

充。［13］印顺法师进一步将人生佛教发扬为人间佛

教，尤其对自利利他合一问题的阐述，强化了佛教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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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参与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
( 二) 佛教慈善实践的组织化发展

民国时期战乱频仍，自然灾害频发，慈善事业空

前发展。从事慈善活动的人数和组织数目以及组织

的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慈善组织发

展为包含官办组织、民办组织和宗教机构的多种类

型，其中西方传教士的介入使得宗教类慈善组织亦

呈多元化趋势。三种慈善组织里都有佛教慈善的痕

迹，佛教慈善此时期还肩负着传承中华慈善文化的

重任，因此慈善组织既要弘法还要利生，居士佛教获

得发展契机，囊括了政府要员和慈善人士，为佛教的

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比较著名的有支那内学院、佛学

研究会与“佛教居士林”等。
民国时期的慈善实践内容是受魏晋以来佛教慈

善实践的模式影响的，仍是赈灾、筑路、掘井等为主，

而佛教慈善实践能够及时吸收西方慈善理念创新旧

模式，比如开展临终关怀等，拓宽服务的对象和服务

范围。佛教慈善资金的来源形成多种形式，如其他

慈善组织一样，账目透明，在资金使用上有严格明确

的规章控制。正如谢忠毛所说，“民国上海居士佛

教组织的慈善基本做到了募、收、运、散相分离，定

点、定人、定款的赈灾程序，当然这也是民国慈善赈

灾的通行之责与经验之总结。”［14］

四、当代人间佛教

( 一) 佛教慈善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契合

建国后的中国大陆的佛教仍然是以人间佛教为

主，赵朴初等人积极推进佛教事业的发展，在人间佛

教慈善思想方面也有进一步的论述。认为佛教慈善

是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一部分，佛教徒应该秉持自

净其意的利他主义服务社会，以五戒十善，四摄六度

为道德典范，发扬“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

“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优秀传统，努力实现“庄严国

土，利乐有情”的愿望。［15］建国后的佛教慈善思想核

心在于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汲取传统佛教

慈善中契机契理符合时代发展的因素，进一步推动

了佛教慈善思想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空前发展，佛教

慈善思想受到现代慈善理念和现代管理学的影响，

学者们积极探讨佛教慈善思想的发展，并取得一定

成果。慈善在佛教中的地位进一步明确，方立天认

为“慈善是佛教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所谓佛

教慈善，就是在慈心基础上的清净思想行为。”同时

注意强调佛教慈善在慈善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16］

( 二) 佛教慈善实践的边缘化

自太虚法师提倡佛教慈善以来，佛教慈善实践

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性，然而，受到文化大革命等运动

的冲击，佛教发展几乎停滞，佛教慈善实践受到严重

打击。改革开放后，佛教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

是目前中国大陆佛教慈善仍然以救灾为主，佛教慈

善实践的范围仍然狭窄，缺乏深度，大陆佛教慈善团

体则存在专业化不够、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不足

等局限，在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发展中处于边缘化

的状态。
结语

综观佛教慈善演进的过程，佛教慈善实践虽然

受到西方慈善实践的影响，整体内容变化不大，变化

较大的是佛教慈善思想，尤其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

和文化条件的变化，佛教慈善思想和理念不断调整

适应时代的发展。总结上述内容，当代佛教慈善如

果想在新时期有所建树，必须善于借鉴佛教慈善发

展的历史经验，尤其要善于挖掘传统佛教慈善的经

典思想和民国以来佛教慈善的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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