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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诸德福 田经》与中古佛教的慈善事业

张 国 刚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

天津 刃印 7 1 )

摘 要 : 《佛说诸德福田经》及其经变画宣传一种福田思想
,

倡导僧俗大众通过救助济贫
、

施医治病和养护

放生
,

获得福报
。

其理念与实践尽管有宗教的色彩
,

但是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公益事业
,

佛教福田观念是中华

慈善思想的重要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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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终极关怀虽然是得道成佛
、

以求解脱生死轮回之苦
,

但是其实现的途径却离不开现实生活中

的修行
。

即使是禅宗以
“

明心见性
”

为修行的法门
,

他们对于 日常生活的态度也是要慈悲为怀
,

把普度众

生
、

救苦救难
、

利益有群作为其基本的行为准则
。

帮助别人是为了自己未来的福报
,

从今天角度来认识
,

这实际上是一种 自利利他的思想
。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行事
,

就会在客观上做出有利于社会公德的事

情
。

正是从开掘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角度
,

我们肯定佛教寺院和僧尼救助济贫
、

施医治病和养护放生的

理念与实践
,

对于当时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一
、

福田经与福田经变画

佛教提倡善行善举
,

根源于其福田思想
。

原始佛典 ((阿含经》等中就已经存在福田思想
。

西晋沙门

法立
、

法矩还特别翻译了《佛说诸德福田经》
。
①经文不长

,

只有一卷
,

经文说
,

天帝 (韧利天之帝主 )问佛
:

“

夫人种德
,

欲求影福
。

岂有良田果报无限
,

种丝发之德本
,

获无量之福乎 ?
”

佛陀为之解说
“

五净德福田
”

和
“

七法广施福田
” 。

五净德福田是对于僧众而言的
, “

供之得福
,

进可成佛
” 。 “

七法广施福 田
”

是适用于

一般世俗大众的
, “

行者得福
,

即生梵天
。 ”

所谓五净德
,

是指
:

一者发心 离俗
,

怀佩道故

二者毁其形好
,

应法服故

三者永割亲爱
,

无适莫故

四者委弃驱命
,

羊众善故

五者志求大乘
,

欲度人故

这其实是要人们出家当僧尼
,

遵守戒律
,

弘扬佛法
,

以便获得福报
。

所谓
“

七法广施福 田
”

就是
:

一者兴立佛图
,

僧房堂阁

二者园果浴池
,

树木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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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常施医药
,

疗救众病

四者作劳坚船
,

济渡人民

五者安设桥梁
,

过渡赢弱

六者近道作井
,

渴乏得饮

七者造做固厕
,

施便利处

这其实是要求世俗大众多做公益善事
,

以便得到福报
。

经文后面举了若干事例
,

以证明福田报应之

不虚
。

如波罗奈国的听聪
,

在大道旁做小精舍
,

提供饮食 ;拘夷那竭国的波拘卢
,

奉药果给众僧 ; 维耶离

国的须陀耶
,

举瓶酪享众僧 ; 罗阅抵国的阿难
,

为僧人沐浴
,

造作新井 ; 还有一个贫穷的女人
,

将乞求来的

瓜果施舍给僧人 ; 天帝前生以珠宝施舍僧人 ;佛陀也讲述了前生自己在大道边建造厕所的事情
。

经文最

后以命名此经为《佛说诸德福田经》结束
。

后世的福田宣传一般重点放在针对世俗大众的
“

七法广施福

田
”

方面
,

如敦煌 29 6 号石窟中有一幅年代为北周的 《福田经变》壁画
,

〔̀ 〕其内容就是依据以 上七法广施

福 田中的六种福 田 (第七种盖厕所未画出 )内容绘制的
。

另外 3 02 号石窟隋代的《福 田经变》
,

画 I可 七有
“

伐木
” 、 “

建塔
” 、 “

筑堂阁
” 、 “

设园池
” 、 “

施医药
” 、 “

置船桥
” 、 “

作井
” 、 “

建精舍
”

等场景
)

佛教的福田事业当然不限于 《佛说诸德福 田经》介绍的这几种
。

因果业报观念认为人们做的任何一

件事情都会有相应的报应
。

善有善报
,

恶有恶报
,

不是未报
,

时候未到
。

这种业报观念 已经融入古人的

深层意识之中
。

除 《梵网经》等充满伦理价值的经典之外
,

《六度集经》
、

《百喻经 》
、

《贤愚经》
、

《杂宝积经》

等搜集了一则则因缘故事
,

说明因缘果报关系
。

它们从另外一方面强化了佛教戒律的做戒功能
,

强化了

福田观念的劝诱作用
。

除去其中那些旨在弘扬佛教的一些内容外
,

佛教的福 田思想和 因缘业报观念与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
“

积善之家
,

必有余庆
”

相结合
,

发展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慈善思想
,

对于社会公益事业

和民间的慈善救助事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

二
、

佛教的生活救济活动

佛教戒律第一条戒杀不只是说不准杀生
,

而且要救助众生
。

《梵网经 》里一再强调一 切众生 皆是我

父母
,

对于贫弱 的社会裤体进行救助
,

是佛教的基本道德
。

取之于社会
,

报之于社会
,

也是今 日佛教界 的

基本信条
。 “

戒之为义
,

固在孝顺
” 。 「2〕而佛家的孝顺

,

不只是亲生父母
,

而是包括父 母师僧三宝
,

乃至 一

切生命有群
。

佛教有所谓
“

三福田
” ,

供父母的称恩 田
,

供僧尼的称敬 田
,

施贫苦者称悲 田
。 “

悲 田
”

就提倡悲悯与

救助贫弱病苦之人
,

所 以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和僧人往往用布施的方法来接济民间贫弱
、

隋朝僧人德

美
,

每年夏天的时候都要在他所在的寺院大殿前面放一 个大盆
,

接受信徒们的施舍
,

叫做
“

普盆钱
” ,

德美

就用这些
“

普盆钱
”

来周济饥民
。

隋朝末年的时候
,

有一 个叫做法素的僧人劝说寺僧把寺里的两尊金佛

像熔化以后换成了米
,

贩济饥民
。

唐玄宗开元年间
,

五台山清凉寺专门设
“

粥院
”

供养各地来的游方僧
,

同时也周济贫民
。
仁” 〕(卷二十一 )唐肃宗至德初年

,

成都的僧人英干
“

于广衙施粥以救贫馁
” 。

{“ ) (卷四十 )唐

宪宗元和年间
,

僧人智额
“

于世资财
,

少欲知足
,

析食充腹
,

粗衣御寒
,

余有寸帛
,

未尝不济施诸贫病
” 。

t 3〕

(卷二十七 )另外还有一个天台国清寺的僧人清观
, “

贵人所施皆充
`

别施 ” ’ ,

唐宣宗大中七年 ( 853 年 )的时

候
, “

江表荐饥
,

俘踏相望
” ,

清观
“

并粮食施之
” 。

「3〕(卷二十 )可见
,

许多寺院和僧人是在努力遵守佛教戒律

的要求
,

开展慈善活动的
。

三阶教 的
“

无尽藏
”

具有佛教救济事业基金的性质
。

根据韦述《两京新记》卷三和《太平厂
` 一

记》卷四九

三的记载
,

无尽藏积聚了信男善女施与的大量财物
,

被
“

分为三分
:

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
,

一 分以

施天下饥馁悲 田之苦
,

一分以充供养无碍
。 ” 〔’ 〕(卷四九三 )虽然无尽藏聚敛的财富由于玄宗开元 几十年的

诏书切责而声名大损
,

它被指责
“

名为护法
,

称济贫弱
,

多斯奸欺
” 。

[“ 〕(卷二十八 )但是
,

慈善事业中的腐败

现象并不能否定慈善事业本身的作为
。

三阶教为官府所不喜欢
,

但它在无尽藏创设之初
,

确实有救济布

施和救济贫穷人的目的
。

《无尽藏法略说》云
: “

小乘法中唯明自利
,

大乘法内自利利他
。

是故菩萨依大

悲
』

合
,

立无尽藏口
。 ” 〔7

(] 肠2) 无尽藏的双重作用在于
: 一方面供养佛

、

法
、

僧及众生
,

是为敬 田
,

二为施舍

一 2 4 一



进入穷人和病人手中
,

是为悲田
。

所谓种福田
,

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
,

亦即佛教主张要把信徒供奉的

物质财富
,

分别用之于法事活动和慈善活动之中
。

另外
,

佛教寺院还把收容孤贫也作为一种功德
。

隋代的僧人智通建立 了一个孤老寺
,

对那些需要照

顾的老人
“
以时周给

” ;光明寺的主持昙延
“

凡有资财
,

散给悲
、

敬
,

故四远飘寓
,

投告偏多
,

一 时粮粒将

尽
。 ”

s[] (卷八 )根据张读《宣室志》的记载
,

唐扶风县天和寺
“

在高冈之上
,

其下完宇轩豁
,

可居穷者
’ , ,

无家

可归的赵臾就住在这里
。

9[] (卷二 )一般来说
,

佛教寺院和僧人的这些用来贩灾布施的财物
,

除了有一部

分是朝廷的资助以外
,

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信徒们的施舍
。

三
、

佛教的医疗救助事业

佛教将疾病之苦列为人生八大痛苦之一
,

佛典中有丰富的关于医疗疾病的思想和方案
。

五明是菩

萨必修课 目之一
,

五明之一就是医方明
。

佛典要求僧侣具有医疗疾病的知识
。

《梵网经》卷下记四十八

轻戒中的第九
“

不看病戒
”

云 : “

见一切病人
,

常应供养
,

如佛无异
。 ” “

乃至僧房中
、

城邑
、

旷野
、

山林
、

道路

中
,

见病不救济者
,

犯轻垢罪
。 ”

见病不救竟然是犯戒行为
,

并要求佛教僧人应该象对待佛那样对待一切

有病的人
。

敦煌 3 02 窟《福田经变》的
“

常施医药疗救众病
”

这幅画分上下两组
,

分别表现医师治疗病人

外科和 内科疾病的情况
。

上组
:
病人卧床上

,

家属各执其一手
,

医师正在施外科手术
。

下组
:
一身体虚弱

的患者在别人服侍下坐着
,

身后立一持药的少女
,

医师正在调药
。

中国的佛教僧人对施药治病这种功德也非常重视
。

道宣在删定《四分律》时
,

曾专门就佛教寺院和

僧人对外施药
、

施食
、

照顾病人等方面的行事准则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 “

若彼病者
,

慈心施食
,

随病所宜
。

… …婴儿
、

狱囚
、

怀妊等
,

慈心施之
,

勿望后报
” ; “

若和尚父母在寺疾病
,

弟子亦得为合药
。

又
,

父母贫贱
,

在寺内供养 ; 净人兄弟
、

姊妹
、

叔伯及叔伯母
、

姨舅
,

并得为合药
。

无者
,

自有
,

亦得借用
。

不还者
,

勿

责
” 。 [ `0] (卷四十 )其中表现出了相当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

。

我们从敦煌佛寺的开支帐目中也可以看出
,

唐末五代时期
,

敦煌的佛寺经常支出面和油
,

给寺奴及

其家属治病
。

不仅如此
,

佛教史上还曾经出现过许多以治病而著称的神僧
,

其中隋唐时期比较有名的有

法进
、

波颇
、

法喜
、

神智等人
,

他们本身就有非常精湛的医术
,

同时又能通晓梵文
,

这样一来
,

他们就把天

竺的
“
医方明

”

介绍到中国
,

并和中国的传统医学结合起来
,

在佛教寺院里或者是民间的村落之间行医
,

为病人解除痛苦
。

这些治病救人的医僧在民间的影响很大
,

以至于在唐玄宗 开元年间的时候开始流传
“

药王菩萨
”

的传说
。

[’] (卷四十 )唐末江都开元寺的惠镜上人发现了一个温泉的医疗功能
,

开发水浴
,

治愈

了两万余人
,

也被人们所称道
。

6[] (卷八七 七 )

悲 田养病坊是佛教参与公共医疗事业的一个重要事例
。 “

矜孤恤穷
,

敬老养病
”
历来是儒家的基本

社会伦理
,

受到朝廷的提倡
。
〔川 (卷四九 )开元五年

,

宋 就特别提出设立病坊
,

这是事关释教的事
,

不用

国家置使专管
。

说明唐朝佛教寺院为了救济贫病无助的人
,

在寺院里面设立收容病人的养病坊
,

被纳人

国家的社会保障措施之列
。

中古佛教寺院养病坊的 出现无疑是释门悲 田的社会救助功能成熟的标

志
。 〔̀ 2〕(利养篇 )到了武周时期

,

至少在两京地区的佛教寺院里已经普遍地设置了养病坊
。

根据《太平广

记》卷 9 5《洪防禅师》的记载
,

陕州的洪防禅师曾经在他 自己创建的龙光寺中建了一所病坊
, “

常养病者

数百人
” , “

远近道俗
,

归者如云
” ,

洪防
“

常行乞以给之
” 。

长安年间
,

朝廷还特别设置了悲田使
,

专门负责

佛教寺院病坊的监督
,

确立了
“

寺理官督
”

的悲 田管理体制
。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 7 34 年 )
,

朝廷又
“

断

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
,

官收本钱
,

收利给之
” ,

〔川 (卷四九 )京师养病坊同时兼有了收容的职责
,

发展成

为悲田坊
。

从这以后
,

各州的佛教寺院也都陆续开始设置悲 田养病坊
,

到了唐宣宗以后
,

甚至连县里的

佛教寺院也都有了悲 田坊
,

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释门悲田网络
。

唐代的佛教寺院还设有一种特殊

的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医院
,

叫做病人坊
,

病人在病人坊里可 以得到相应的护理和治疗
。

会昌灭佛
,

僧

尼还俗
,

病坊里的贫穷病人无人主领
,

宰相李德裕提出要有政府出面来管理
,

结果朝廷决定
: “

悲田养病

坊
,

缘僧尼还俗
,

无人主持
,

恐残疾无以取给
,

两京量给寺田拯济
,

诸州府七顷至十顷
,

各于本州选着寿一

人勾当
,

以充粥料
。 ” 〔川 (卷四 九 )这条材料充分显示 了一般情况下寺院僧尼在悲田病坊中起主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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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佛教的生态环境意识

慈悲为怀
、

好生恶杀的基本道德价值观
,

决定了佛教伦理 与现代重视
产1态环境的公德意识具有天然

的契合性
。

它和儒家
“

天人合一
” 、

道家
“

道法 自然
”

的学说结合在一起
,

形成 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护惜生

命
、

崇 尚自然的生态文化观念
。

佛教关于护生
、

放生的观念符合于现代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

《梵网经》卷 「
`

第 十四放火焚烧戒
” ,

禁止
“

放大火烧山林旷野
” ,

反对
“

烧他人家屋宅
、

城邑
、

僧房
、

田木及鬼神
、

官物
〕

切有主物
,

不得故

烧
。 ”

特别指出不得在四月至九月烧山
,

因为这正是虫蛇鼠蚁繁殖的时期
,

若放火烧 !
_

IJ
,

会杀死无数小生

灵
。

《梵网经》卷下
“

第二十不行放生戒
”

提出
,

不仅自己要
“

行放生业
” ,

而且要
“

教 人放生
。

若 见世人杀

畜生时
,

应方便救护
,

解其苦难
” 。

为了惜生护生
,

佛教寺院和僧人修置放生池
。

隋代天 台宗的创始人智颇曾经在江浙一带向临海的

渔民宣传放生的思想
,

在那儿修建了 63 所放生池
,

对这一带的民俗影响很大
。

武周时期
.

监察御史王守

贞出家为僧以后
,

在京兆西市开凿了一个池塘
, “

支分永安渠水注之
,

以为放生之所
” l ’ 3

`
(卷二九九 )在佛

教的倡导下
,

护生的观念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

武则天的时候就有人
“

以络钱购禽飞
,

或沉饭饱鱼腹
” 。

〔’ 4 J

(咫 14 )唐肃宗乾元二年 ( 7 59 年 )的时候曾经颁布圣旨
,

在全国的 81 处地方设立放生池
,

蓄养鱼虾之类
,

禁止人们捕捉
,

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还为这些放生池专门书写 了碑文
。

唐宪宗时的宰相元镇在江

东的时候
,

也曾经
“

修龟山寺鱼池
,

以为放生之所
” 。 〔`5〕(卷上

,

江都事 )另外
,

隋唐时期
,

在
_

L元节和中和节

等节 日期间都要禁屠
,

也是受到佛教护生观念的影响
。

植树造林是隋唐时期佛教寺院和僧人保护生态环境的另一 个表现形式
。

《梵网经》卷下
“

第四十五

不教众生戒
”

提到
, “

菩萨人一切处
,

山林川野
,

皆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
。 ”

与人
、

畜
、

自然
、

山林川泽的和谐

相处是佛教的基本信念之一
。

一般来说
,

凡是佛教寺院所在的地方
,

僧人们总是不断的努力植树造林
,

保持环境幽雅洁净
。

隋朝的时候
,

武德寺的僧人慧苑不远千里
,

从青州求得枣树
一

苗
,

把它们种植在并州

城内开 义寺的周围
,

在那儿形成了一大片枣树园
。

唐高祖武德初 年
,

僧人慧妥在海虞 11
_

!隐居的时候
,

看

到那儿的气候和土壤适合栽种梓树
,

就利用自己的影响进行宣传
,

鼓动人们栽种 了数 卜万株梓树
,

绿化

了环境
。

同二时期
,

忻州秀容县修建寺院的时候
,

在山上种植了许多松柏
,

人们称之为
“

伞盖青松
” ,

所以

这所寺院也就叫做伞盖寺
。

唐太宗贞观年间
,

僧人法填在当阳玉泉寺
“

夹道植松
” ,

唐肃宗乾元二年 ( 7 59

年 )
,

明州哪县天童寺的清闲
、

昙德两位禅师也种植了二十里夹道松
。

唐宪宗元和年间
,

洒州开元寺的地

势低下
,

每年雨季都要受灾
,

僧人明远在洒水
、

淮水两岸种植了一万多株松
、

杉
、

楠
、

怪等树木
,

优化了环

境
,

从此杜绝了每年发生的水灾
。

著名的智闲禅师在修建鄂州唐年县净刹寺的时候
,

在山前种植了 二百

棵松树
,

并 自豪的把这种美景称为
“

清凉世界
” 。

元和十年 ( 8巧 年 )
,

柳州重建大云寺的时候
,

也种植 了

很多树木和三万棵竹子
。

这一时期
,

僧人们不仅热衷于植树造林的活动
,

而且他们对于植树造林的意义

也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
。

创立临济宗的僧人义玄在 山上栽种松树的时候
,

他的师傅希运 问他栽松树十

什么用
,

义玄就明确回答道
: “

一与山门作境致
,

二与后人作标榜
。 ” [ “̀」(卷十一 )衡山七宝 台寺的僧人玄泰

“

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
、

烧舍
,

为害滋甚
,

乃作《舍山谣》曰 : `

舍山儿
,

舍山儿
,

无所知
,

年年祈断青山嵋
。

就中最好衡岳色
,

杉松利斧摧贞枝
。

灵禽野鹤无因依
,

白云回避青烟飞
。

猿揉路绝岩崖 出
,

芝术失跟茹

草肥
。

年年祈罢仍再锄
,

千秋终是难复初
。 ’

又道
: `

今年种不来
,

来年更研当阳坡 国家岳域向如此
,

不

知此理如之何 ?
’

远迩传播达于九重
,

有
一

诏禁止
。

故岳中兰若无复延燎
。 ” 〔’ “ } (卷六 )玄泰反对烧山杀生

.

获

得朝廷的支持
,

符合于大乘佛教戒律不得放火烧山
,

涂炭生灵的要求
,

只不过
,

这种要求在客观
_

L有利
一

J’.

环境的保护罢了
。

五
、

佛教其他公益事业

佛家戒律还有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的要求
,

否则就是犯戒
。

《梵 网经 》卷 卜《第六不供给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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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要求法师
、

同道前来寺庙或家宅
,

都应起身迎接
、

供养
。

《第二十六独受利养戒》规定游方僧前来住

宿
、

饮食
,

寺院必须提供一切条件
,

予以招待
。

实际上
,

既然
“

一切男子是我父
,

一切女人是我母
”

(第二十

不放生戒 )
,

寺院僧尼招待往来细素客旅
,

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

敦煌 四 6 窟《福 田变相 》在
“

道旁小精

舍
”

这幅画上表现的是经文中某人在道旁建立小精舍
,

招待过往僧人
。

但是
,

根据画面的内容看
,

一幢楼

阁建筑
,

四面围墙环绕
,

屋内有二人饮酒
,

一人弹琵琶
,

则招待并不限于僧人
,

还有世俗的旅客
。

302 窟

经变中
“

道旁精舍以安行人
”

画面上
,

展示的也是平顶房屋里
,

席褥上一世俗男人在饮酒
,

有三个女乐在

演奏
。

从实际情形来看
,

《全唐文》卷四十六有一篇《禁断公私借寺观居止诏》
,

禁止把寺院作为旅店用
。

但

是
,

这恰恰说明了佛教寺院的借宿栖止之用
。

佛教本来就有接纳各地游方客僧的制度
,

后来
,

这种制度

扩及到民间
,

衍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功能
,

这就是停客
。

尤其是到了唐代
,

俗人寄寺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

现象
,

唐高宗初年的时候
,

道宣还为此发出了
“

众僧房
、

堂
,

诸俗受用
,

毁坏损辱
,

情无所愧
”

的感慨
。
〔” ]

(卷四十 )(( 广异记》记载
: “

衡山隐者
,

不知姓名
,

数因卖药
,

往来岳寺寄宿
。 ” [` , l ( 1P 0) 可见这位药商是寄宿

岳寺的常客
。

唐人小说《莺莺传》中的张生和崔氏女莺莺也都是在前往长安的途中
,

寓宿于蒲州的普救

寺中的
。

白居易《游丰乐
、

招提
、

佛光三寺》写到
: “

山寺每游多寄宿
,

都城暂出即经旬
” 。

〔̀ s] (卷六十九 )由

此可见
,

在这一时期
,

人们已经把佛教寺院当作了旅店
,

而佛教寺院也把接纳四方客人寄住当作是普惠

众生的福田功德
。

为了遏止这种风气
,

朝廷不得不下诏禁止
,

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

朝廷也已经

把佛教寺院当成了临时的旅馆来进行利用
。

所以
,

宋钱易《南部新书》乙卷就说
: “

长安举子
,

六月后
,

落

第者不出京
,

谓之过夏
。

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
,

作新文章
,

谓之夏课
。 ” “

夏课
”

决不是几天就可 以完

成的
,

落第举子要比较长期地住宿在寺院里了
。

唐代的佛教寺院在分布上自然形成间隔式的布局
,

他们用接力的方式接待远程行客
,

有点类似于释

站传舍的功能
。

唐太宗贞观年间
,

僧人慧序在梁 (今陕西汉中 )
、

益 (今四川成都 )之间云游的时候
,

见到

百牢关位居冲要
, “

四方所归
” ,

却没有寺院
, “

道俗栖投
,

往还莫寄
” ,

就在关 口修建菩提寺
, “

用接远宾
” ,

“

行旅赖之
” 。

这所菩提寺实际上就是传舍
。

一般来说
,

各州县的佛教寺院普遍都有用来供客人寄住的

传舍
,

这些佛寺传舍又和乡间的兰若传舍相结合
,

形成了覆盖全 国的传舍系统
,

唐宣 宗大中六年 ( 8 52

年 )
,

朝廷甚至下诏说
: “

其有山谷险难
,

道途危苦
,

赢车重负
,

须暂憩留
,

亦任因依旧基
,

却置兰若
。 ” “

其诸

县有户 口繁盛
、

商旅辐揍
,

愿依香火 以济津梁
,

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
,

于州下抽三五人主持
。 ” 〔川 (卷四十

八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佛教寺院就纯粹是为了便利商客寄宿所用 了
。

到唐武宗会昌初年
,

全国的

兰若已经发展到四万多所
,

兰若传舍也几乎无所不在
。

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

载了他在行程中留宿的佛寺的名称
,

揭示出一幅晚唐时代由晋冀普通院组成的网状传舍布局
。

这里所

谓的
“

普通院
” ,

就是
“

对巡礼者普与供养
,

通达五台
”

的意思
,

性质类似于兰若传舍
。

院里
“

常有饭粥
,

不

论僧俗来集
,

便僧〔房〕宿
。

有饭即与
,

无饭不与
,

不妨僧俗赴宿
” 。

〔’ 9 ] (卷二 )两个普通院之间大约距离三十

里左右
,

供给住宿之外
,

有时还提供饭食
。

这种普通院大约与《莺莺传》中的普救寺那样
,

是唐代后期佛

教在民间普遍发展的情况下
,

为了适应普通民众礼佛的需求而设置的具有客店性质的佛教寺院
。
〔’ 2〕

( P 10 17 一 1 02 7 )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外
,

隋唐时期佛教寺院和僧人还参与一些其它 的社会公益事业
。

如敦

煌 29 6 窟《福田经变画》所示
,

有一队商人带着骆驼在长途跋涉后栖息于井边 ;有商旅在桥上通行
。

30 2

窟描述一对商旅策马前行
,

有人骑骆驼从桥上经过
,

桥南边有一 口井
,

有两人正在井边汲水
。

描写 了远

方客人在干早和酷热的时候
,

有井水可以解渴 ;在河水湍流的地方有渡桥可以通行的幸福情景
。

在实际

生活中
,

佛教寺院和僧人专门为百姓开挖水井也不乏其例
。

这种水井被称为
“

义井
” 。

隋朝初年
,

僧人通

幽开凿了四眼井
,

并且在井边设上打水用的辘具
,

供百姓使用
。

唐朝的时候
,

京城弘福寺的僧人慧斌为

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

在汝水的边上开挖义井
,

著名僧人澄观也曾经在江宁的普慧寺以及北 门凿井
,

以供民众使用
。

隋唐之际的僧人道渊因为不忍心看到渡锦江的百姓因为翻船而被淹死的悲惨情景
,

在

江上架设飞桥
,

方便路人
。

僧人法纯
“

微行市里
” ,

替人做工
,

给僧俗洗补衣服
,

清除市井的粪秽
,

为僧徒

劈柴担水
,

填治道路等
,

无事不作
。

唐朝初年
,

僧人智聪住在栖霞山内
, “

以山林幽远
,

粮粒难供
,

乃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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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三百清信
,

以为米社
。

人别一石
,

年别送之
,

由是山粮供给
,

道俗乃至禽兽
,

通皆济给
” 。
七8」( 卷二十 )总

之
,

佛教寺院和僧人通过种植福田和提倡种植福田
,

劝导世人多做善事
,

多做公益事业
,

是值得肯定的
、

以上论述
,

我们强调了佛教慈悲为怀
、

利益有群的道德伦理观念对社会公德和公益事业所具有的积

极意义
,

实际上
,

直到现在
,

海内外的佛教界也仍然 以慈悲众生
、

利益有群这样的宗旨为社会服务
。

但

是
,

这决不是无视中古佛教寺院中也有黑暗的一面
,

也不否定佛教伦理对于其信徒的某种消极影响
。

只

是这方面的内容过去在把佛教作为宗教迷信和精神鸦片批判的时候论述已多
,

于此从略而 已
。。

我们这

里要强调的是
,

佛教慈悲为价为社会伦理价值观念
,

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

我们不能忽视它对

于中华民族今 日共同推崇的乐善好施
、

救助贫弱的社会伦理观念和民族心理习惯的最终形成
,

也具有积

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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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
、

第三代的调整和改革
,

使政局趋于稳定
,

进而使国力达 于强盛
。

如汉高祖死后
,

经 吕后 时期的动

荡
,

过渡到
“

文景之治
” ;唐高祖晚年

,

经
“

玄武门之变
” ,

李世民登 L皇位
,

于是出现 r
“

贞观之治
” 。

明代

的建文新政也是一种过渡
,

藩王之害在明成祖时期得到解决
,

许多制度和政策得 到调整和定型
,

明朝的

国力在明成祖永乐年间达于鼎盛
。

建文新政虽然失败了
,

但它却给后世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

例如
,

革新一 定要抓住主要问题
, 一

些重大措施的出台要选准时机
,

态度要坚决
,

不可急于求成
,

决不可做那些没任何实际意义而徒增纷扰

的变更
。

人类社会需要在不断革新中前进
。

为了少走弯路
,

不仅需要汲取历史上成功的经验
,

也需要研究失

败的教训
。

建文新政可视为这方面的一 个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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