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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周秋光　徐美辉

　　〔摘要〕　《老子》、《庄子》等道家 (教 )文化典籍中 “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恶 ,善恶报应”等道德观

念 ,是古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对现实生活至善的

追求并与传统伦理不断融合 ,使得中国佛教善恶观及劝善理论特别丰富。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 ,其社会功能也

就趋向劝善化俗之道 ,即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 ,避恶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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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道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 《老

子》、《庄子》及其他的道家 (教 )的文化典籍中 ,蕴涵

了十分丰富的伦理思想 ,诸如“清净无为”的人生哲

理及“赏善罚恶 ,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 ,成为了古

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

源头。

(一 )先秦道家思想的慈善渊源

道家学派于春秋末期由老子创立 ,其代表作是

《老子》。该书中主要述其“自然天道观” ,强调法效

“道”。 在政治上 ,提倡“使人无争”、“无为而治” ;在

伦理道德上 ,主张“清净无欲 ,独善其身”的人生观。

这对后世的慈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老子作为先秦道家的创始人 ,对“善”、“恶”有

着独特的看法。 《老子》第七十九章云: “天道无常 ,

常与善人。”在老子看来 ,“道”是天地万物之源 ,不

可名状 ,亦无法察知 ,却可赏罚应时 ,使善人得福 ,

恶人遭祸。由此 ,他提出尘世间应遵循“道”的规律 ,

人人向善 ,善待芸芸众生。 “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

亦善之 ,德善。” (《老子·第四十九章》 )以善意对待

不善良的人 ,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 ,社会走向

至善。这种观点、看法经过进一步的引申与升华 ,便

成为了后人劝善去恶的慈善道德基础。庄子的思想

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无为而尊者 ,天道

也。” (《庄子· 在宥》 )“技兼于事 ,事兼于义 ,义兼于

德 ,德兼于道 ,道兼于天。” (《庄子·天地》 )由此 ,人

们可以通过修养得“道”升天 ,得“道”之人就是“真

人”。得道之法即是做善事。只要做善事顺应自然 ,

就“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 ,可以养亲 ,可以尽年” (《庄

子·养生主》 ) ,让善人修身颐养天年 ,高寿善终。可

见 ,善恶自有报应是庄子与老子共同的主张。

善恶报应是一种必然的伦理律令 ,在道家经典

中得到反复的申述。如: “积功累仁 ,祚流百世” ,“施

恩布德 ,世代荣昌” ;“人行善恶 ,各有罪福 ,如影之

随形 ,响之应声”等等。其实 ,这是殷商时代就有的

“积善余庆”、“积恶余殃”之说的进一步阐说 ,并使

之世俗化。 如《周易· 坤· 文言》言: “积善之家 ,必

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又《尚书·商书·

伊训篇》: “惟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

百殃。”上古时期提出的善恶观念 ,一一被道家 (教 )

所继承和发扬 ,并屡屡论及。如此一来 ,道家的善恶

观便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善恶选择和善恶行

为 ,并衍生为中土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

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无为而治”、民风淳朴

的乐土。他对严苛的政治给予了抨击 ,认为“民之

饥 ,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 ,“民之轻死 ,以其上

求生之厚 ,是以轻死” (《老子· 第七十五章》 )。正是

由于统治者“损不足以奉有余” ,造成了老百姓生活

的艰难困苦。他提出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

的社会现象 ,效法自然界“损有余而补不足” ,学有

道的贤者圣人“能有余以奉天下” (《老子· 第七十

七章》 )。只要人们都清心寡欲 ,“圣人不积 ,既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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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老子· 第八十一

章》 ) ,“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 (《老子·

第八十章》 )的理想社会就会来临。至于庄周 ,他长

期过着息影林泉的隐居生活 ,追求一种“与天地万

物游”的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他亦主张“富而使人

分之” (《庄子· 天地》 ) ,救济贫者 ,颇有可取之处。

此外 ,他认为 ,为政者养育百姓 ,应“爱人利物” ,应

效法“古之畜天下者 ,无欲而天下足 ,无为而万物

化 ,渊静而百姓定” (《庄子· 天地》 )。老庄这种思想

对道教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而且对

西汉初年“黄老无为”的治国方略的制定及其后世

慈善之政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 )早期道教的慈善观

《太平经》一书的内容体系至为纷杂 ,糅合了先

秦儒、道、阴阳诸家思想 ,企图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

来宣扬善恶报应等思想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 ,《太

平经》为我们研究早期道教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提供

了丰富的史料。

《太平经》提出了建立“太平世道”的设想 ,描绘

了公平、同乐、无灾的理想社会蓝图。为实现太平社

会 ,它要求道众敬奉天地 ,遵守忠、孝、慈、仁等宗教

伦理道德 ,提出了“乐生”、“好善”的教义。这就是

说 ,道教对世俗民众也深怀仁慈爱意 ,主张在施爱

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 ,才能长生不老 ,羽化

成仙。

《太平经》认为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

之气所在 ,不应被私人所独占 ,“此财物乃天地中和

所有 ,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 ,比若仓中之

鼠 ,常独足食 ,此大仓之粟 ,本非独鼠有也 ,少 (小 )

内之钱财 ,本非独以给一人也 ;其有不足者 ,惠当从

其取也 ,遇人无知 ,以为终古独当有之 ,不知乃万户

之委输 ,皆当得衣食子是也” [ 1]。由此提出了“乐以

养人”、“周穷救急”的慈善观 ,若是“积财亿万 ,不肯

救穷周急 ,使人饥寒而死 ,罪不除也” [1 ]( 60)。

《太平经》的“承负说”亦成为后世慈善活动的

依据。 “承负说”是在“积善余庆 ,积恶余殃”的善恶

报应论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认

为 ,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在自身遭报应 ,而且对

后世子孙也产生影响 ;而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

行为的结果。 如果祖宗有过失 ,子孙也要承负其报

应。至于善恶相承负的范围是:承负前五代 ,流及后

五代。

“承负说”还提出 ,如果自身能行大善 ,积大德 ,

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 ,并为后代子孙造福 ;如果从

恶不改 ,神灵将依据其行为赏善罚恶 ,毫厘不爽。

“承负说”还为人们指明了行善积德、可免余孽的行

动方向。这种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封建

社会 ,对于扬善惩恶自有其特殊意义。在民间社会 ,

人们暗暗地做好事、修阴功 ,其慈善活动的思想渊

源即可上溯于此。由此而论 ,“承负说”的提出 ,不仅

推动了后代道教众徒力行善事义举 ,而且在中国民

间社会也产生了不少影响。

魏晋时期 ,由于统治者和上层士族的信崇 ,道

教获得了大发展 ,道教的思想理论包括慈善思想 ,

也得到进一步丰富。葛洪作为道教发展史上一个承

前启后的人物 ,也不乏有关慈善方面的论述。 葛洪

著有《抱朴子》一书 ,其中“内篇” ( 20卷 )蕴涵着早

期道教的积善修德思想 ,这也是道教文化中慈善思

想的理论精蕴。葛洪宣扬一种极具神秘色彩的因果

报应思想 ,并将儒家的纲常名教与道教长生成仙的

教义相结合。 “若德行不修 ,而但务方术 ,皆不得长

生也”
[2 ]
,告诫道众欲想长生成仙 ,不能光靠内修外

养等方术 ,还须积善立功 ,为人多谋利益。正如他所

言: “欲求长生者 ,必欲积善立功 ,慈心于物 ,恕己及

人 ,仁逮昆虫 ,乐人之吉 ,愍人之苦 , 人之急 ,救人

之穷 ,手不伤生 ,口不劝祸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 ,见

人之失如己之失 ,……如此乃为有德 ,受福于天 ,所

作必成 ,求仙可冀也。”
[ 3 ]
换言之 ,他是要求所有信

奉金丹道教的人在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时 ,都要

做到“乐人之吉 ,愍人之苦” ,周急救穷 ,见到别人受

损失如同自己受到损失 ,见到别人有所得如同自己

有所得一样 ,推己及人 ,自觉去为求仙而行“善”。为

此 ,葛洪还提出了行善成仙的具体做法。他说 ,仙有

地仙、天仙之分 ,“人欲地仙 ,当立三百善 ;欲天仙 ,

立千二百善” ,而且都必须连续立善 ,不能稍有疏

忽。比如要成为天仙 ,“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 ,而忽

复中行一恶 ,则尽失前善 ,乃当复更起善数耳”。如

果“积善未满 ,虽服仙药 ,亦无益也”;相反 ,如果不

服仙药但行好事 ,“虽未便得仙 ,亦可无卒死之祸

矣” [4 ]。相比之下 ,行善比服用丹药更重要 ,更能得

道成仙。后来 ,人们将《抱朴子· 内篇》中的《对俗》、

《微旨》的内容进一步阐发 ,改编成通俗的道教劝善

书 ,对后来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葛洪所提出的这些道德行为准则相承日久 ,至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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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发展成影响甚广的功过格。

(三 )唐宋道教的慈善观

唐宋是道教的鼎兴时期。由于两朝皇帝对道教

的尊崇 ,奉道之风发展到极致 ,道观几乎遍及名山

幽谷。 同时还涌现出孙思邈等著名的道教学者 ,辑

录了一些道教经籍 ,如《道藏》、《太上感应篇》。这些

道教学者和经籍 ,无疑进一步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宝

库。我们从中亦可觅见此时期道教文化中所蕴藏的

慈善思想。

唐代道士孙思邈在其影响深远的医著《千金要

方》中就提出 ,医家须具备“人命至重 ,有贵千金”的

医德 ,还应当“志存救济” ,有慈济救人的普爱之心

(《千金要方· 序》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

贵贱贫富 ,长幼妍蚩 (媸 ) ,怨亲善友 ,华夷愚智 ,普

同一等 ,皆如至亲之想 ,亦不得瞻前顾后 ,自虑吉

凶 ,护惜身命” (《千金要方》卷一 ) ,对病人要一视同

仁 ,竭力抢救。这种以医济世的慈爱思想对后世设

立惠民药局、医治所等慈善救济机构颇有启发 ,使

民间善士施医给药的善举频频可见。 可以说 ,此为

其端倪。其他道教学者如成玄英、司马承祯等人在

修行崇道中 ,也时时留意对道教信仰及善恶观的宣

传 ,希冀人们在尘世积功累德 ,行善乐施以感动太

上 ,死后升入神仙之列。

再来看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依道

教经籍辑录的一部著名的劝善书 ,大致编纂于北宋

末年 ,至南宋初年已广泛流传于社会。它以道司命

神“太上君”规诫的方式 ,宣扬善恶报应 ,并列出了

种种善举恶行作为人们趋善避恶的标准。其善举主

要是指符合人伦的行为 ,诸如: “不履邪经 ,不欺暗

室 ,积德累功 ,慈心于物 ,忠孝友悌 ,正己化人 ,矜孤

恤寡 ,敬老怀幼” ,等等。所谓恶行 ,主要是指“暗侮

君亲 ,慢其先生 ,叛其所事”、“恚怒师傅 ,抵触父

兄”、“违父母训”、“男不忠良 ,女不柔顺 ,不和其室 ,

不敬其夫”这类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善恶

之报 ,如影随形。”如果人们笃行善事 ,那就“人皆敬

之 ,天道佑之 ,福禄随之 ,众邪远之 ,神灵卫之 ,所作

必成 ,神仙可冀”。 反之 ,若犯有恶行 ,司命神定将

“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算减则贫耗 ,多逢忧患 ,

人皆恶之 ,刑祸随之 ,吉庆避之 ,恶星灾之 ,算尽则

死”。简言之 ,“积善天必降福 ,行恶天必降祸”。《太

上感应篇》通篇千余字 ,全都借助神道说教来扬善

止恶 ,“施恩不求报 ,与人不追悔” ,并谆谆相诫不要

“非义而动 ,背礼而行” ,不应“以恶为良 ,忍作残害 ,

阴贼良善”。这种以行恶遭祸减算、损害现实利益的

劝诫 ,对注重现世利益、希求福寿的中国人来说 ,具

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文字浅显 ,通俗易懂 ,很快就

在民间传播开来。绍定六年 ( 1233年 ) ,宋理宗在卷

首御书“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更加促进了《太上感

应篇》的流布。大约在同时期 ,道教的另一部重要的

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也刊行于世 ,民间行善之

举蔚然成风了。应该说 ,两宋时期慈善活动的普及、

发达 ,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道教

早期劝善书有割不断的思想联系。及至明清诸种劝

善书的风靡 ,其源亦应溯于此 ,可见其影响之长久。

二、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 ,及至西汉末年 ,它始由西

域传入我国。佛法东传后 ,受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形成了以善恶观、人生观

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由于佛教在中土

的发展中 ,一直伴随着对现实生活至善的追求并与

传统伦理的不断融合 ,使得中国佛教善恶观及劝善

理论特别丰富。正缘于此 ,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 ,

它的社会功能也就趋向一种劝善化俗之道 ,以通俗

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 ,避恶趋善。佛教寺院的

慈善活动乃应时而起 ,至唐达到兴盛。

(一 )修善功德观

善恶是中国佛教文化中关于心性论的一对范

畴。 在印度佛教中 ,它原指心性的净染。 《大乘义

章》卷十二有言: “顺理为善 ,违理为恶。”
[ 5]
《成唯识

论》卷五也说: “能为此世他世顺益 ,故名为善” ;反

之 ,违损此世他世则恶
[5 ]( 26)

。由此看来 ,佛教最初

的善恶观是以能否契合佛理为标准 ,凭染净来作为

善恶的尺度。具体而言 ,顺应佛法、佛理是善 ,心地

清净无染是善 ;违理背法是恶 ,烦恼痴迷是恶。 “善

恶是根 ,皆因心起。”于是佛教就制定了一系列戒律

约束众徒 ,以断恶修善。佛门认为 ,只有不断改过 ,

心地才能恢复清净 ,才能修成善果。因此 ,佛门中有

“十善十恶”之说。 所谓“十恶:杀、盗、淫、妄言、绮

语、两舌、恶口 ,乃至贪、 、邪见 ,此名十恶。十善

者 ,但不行十恶即是也” [6 ]。这样 ,佛教徒以十善十

恶为准尺 ,明善辨恶并求改过积德 ,产生一种崇贤

尚善的力量。佛法对于修行实践的佛教徒在修善方

面还有更高的要求:即“修三福”、“持五戒”。修“三

福”的具体内容有:一是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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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业 ;二是受持众戒 ,不犯众仪 ;三是发菩提心 ,深

信因果 ,读诵大乘 ,劝行善事。 “五戒”是指戒杀生 ,

戒偷盗 ,戒邪淫 ,戒饮酒 ,戒妄语 ,这与十善颇有相

通之处 ,只是佛门中人将其奉为戒律并身体力行视

作功德无量。这种佛教的伦理道德观推动了南北朝

以来中国慈善活动的开展。后世人们不杀生而行放

生 ,建放生池、立放生会 ,不偷盗而行施舍 ,设善堂、

建义局 ,凡此种种善行就是佛教教义中三福、五戒、

十善中蕴涵着的慈善思想外在的具体表现。

至于行善的方法 ,佛家也有其特别的论述 ,诸

如“修福田”、“布施”等。所谓福田 ,就是行善有如农

民播种于田 ,必有秋收之获 ,多行善事于前 ,将会受

诸报于后。 “福田说”即以此为譬 ,劝导世人多行善

举 ,多积功德。这成为佛教教义中最有影响力的慈

善思想内容。 唐宋时的悲田养病坊、福田院之名就

直接源于此。 至于布施 ,大乘佛教就认为 ,“以己财

事分与他 ,名之为布 ;己惠人 ,名之为施”。它还将布

施分为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三种。财布施是

施舍财物 ,济人贫匮之苦 ;法布施是讲授正法 ,破迷

开悟 ;无畏布施是帮助他人免除畏惧 ,使之身心安

乐。除布施外 ,佛教还讲爱语与利行 ,以此度众生。

爱语是以善言相劝谕 ,并以众生平等之心 ,亲近众

身 ,随机教化 ;利行则是笃行诸种善举 ,以利众生。

这就是说 ,佛教徒应该与众生结缘 ,同舟共济 ,同甘

共苦 ,逐渐指引他们修德行善 ,劝勉佛教众徒“诸恶

莫作、众善奉行” ,为芸芸众生逃去劫难度向来世。

这种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行愿精神 ,不仅对出家

僧尼和在家居士有着向引意义 ,而且对广大群众也

有一种世俗伦理和舆论习尚的约束力 ,使人们慈心

向善 ,慈心行善。 久而久之 ,乐善好施、济人贫苦就

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也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

个重要内容。

(二 )因缘业报说

基于上述的这种善恶观念 ,中国佛教为实现劝

善化俗的目的 ,还提出了因缘业报说 ,也称作“果报

论”。佛教认为 ,“业有三报: 一现报 ,现做善恶 ,现受

苦乐。 二生报 ,今生作业 ,来生受果。 三后报 ,或今

生受业 ,过百千生方受业” [6 ]( 316)。善恶行为的潜在

力量在时空中承续相沿 ,生起一种“业力” ,它将带

来或善或恶、或苦或乐的因果报应 ,由前世引发至

今世 ,并延伸至来世 ,便形成善业善果、恶业恶果的

业报轮回。这种业报轮回之说 ,给人以这样的伦理

启示:今生修善德 ,来世升入天界 ;今生造恶行 ,来

世堕入地狱。由此看来 ,佛门的因缘业报说可谓独

具特色 ,有别于道教的“承负说”和儒家的“积德余

庆 ,积恶余殃”思想。 “承负说”是一人作恶 ,殃及子

孙 ;一人行善 ,惠及子孙 ,其范围为前后五世。 儒家

的 “积善余庆 ,积恶余殃”思想是属于单线的报应

论 ,局限于一个人的今生。 而佛教的因缘业报说是

一个人的前世、今世和来世的业力轮回 ,有其理论

的圆通性。 佛教的这种业报轮回说 ,一经传入中土

便同中国早已有之的“积善余庆 ,积恶余殃”思想相

合拍 ,因而使善恶果报理论更加丰富。 “倾家财 ,发

善意 ,其功德巍如嵩泰 ,悠悠如江海矣。怀善者应之

以祚 ,挟恶者报之以殃 ,未有种稻而得麦 ,施祸而获

福也。”
[6 ]( 316)

像这样的善恶果报之说 ,十分通俗 ,在

佛教经卷中比比皆是 ,更容易为下层民众所接受 ,

也便于行善。

佛教的因缘业报说渗透到社会伦理生活中 ,唤

醒了众多人的道德自觉与自律 ,使人们意识到“善

恶报应也 ,悉我自业焉” [7 ] ,并且认识到“思前因与

后果 ,必修德行仁”
[ 8]
。从某种意义上说 ,因缘业报

说更具威慑力地规范着人们的善恶行为 ,并进一步

充实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观念。诸如“救人一命 ,

胜造七级浮图”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等劝善嘉

言 ,妇孺俱晓 ,童叟皆知。缘于对来世受苦受难的恐

惧 ,人们注重对自身的修养 ,广结善缘 ,尽量地积善

积德 ,踊跃参加修桥补路等活动 ,使民间慈善活动

和社会公益事业持续不衰。

(三 )慈悲观念

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核心 ,同时也是佛教慈善

渊源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梵文中 ,“慈”含有纯粹的

友爱之情 ,“悲”为哀怜、同情之意。对于奉佛信众来

说 ,欲成圣佛 ,必须胸怀慈悲 ,以慈爱之心给予人幸

福 ,以怜悯之心拔除人的痛苦。佛门还进一步讲“大

慈大悲” ,把慈悲扩大到无限 ,扩大到一切众生。《大

度智论》云: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拔一切众生

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 ,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

生。”佛的这种慈悲是深厚的 ,清净无染的 ,视众生

如己一体。 正如《大宝积经》里说的“慈爱众生如己

身” ,知其困厄 ,如同身受 ,由此而生成了“众生度尽

方成正觉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萨人格。

佛教徒要摆脱轮回 ,出离三界 ,应怀慈悲精神 ,

以正、悟、智、善的慈航普度众生 ,实行“与乐、拔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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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举 ,为一切众生造福田。 《大宝积经》云: “能为

众生作大利益 ,心无疲倦” ,“普为众生 ,等行大悲。”

佛法这种不舍世间、不舍众生的利他精神也同样在

《法华经》中得到揭示: “大慈大悲 ,常无懈怠 ,恒求

善事 ,利益一切。”所以 ,佛教高僧都深怀大慈大悲

之心 ,把赈济、养老、育婴、医疗等救济事业看成是

慈悲之心的外化。 同时 ,又时时以“慈悲喜舍”的四

无量心善待众生 ,以宽宏的胸襟劝谕世人发慈悲之

愿而生救世之心 ,广行善举 ,求得菩提的护佑。

综上而论 ,我们认为本土化了的中国佛教实际

上已经是一种劝导人们止恶从善 ,避恶趋善的伦理

宗教了。它以兴善止恶、改恶迁善为佛法之大端 ,要

求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这即是在慈善的伦理价值

层面上规范人们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 ,敦促人们

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内省律己 ,克服私欲 ,去

恶从善 ,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 在佛教慈善观和世

俗道义的影响下 ,佛门弟子以慈悲为首 ,以度人为

念 ,愍念众生之苦 ,甘愿为十方人做桥 ,度脱一切。

这样 ,佛教的慈善伦理情怀与儒家仁爱之心、仁义

之道就具有了相通之义。或许如此 ,唐宋以降 ,即使

在儒学居统治地位的封建盛世 ,佛教也能摄儒入佛

得以发展 ,并实现儒佛交融。民国有慈善家对此有

这样的评说: “儒学盛兴之极 ,乃有佛教 ,儒、释、道

相互传衍 ,数千年来深入人心 ,成为风俗。” [9 ]由此 ,

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的劝善书、功过格往往是

融会儒佛道诸家的慈善思想 ,大力地对普通民众宣

讲积德行善 ,或进行劝募劝捐 ,以便形成仁风善俗。

(四 )两晋南北朝佛教慈善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以因缘果报论为基础的佛教劝善理论是伴随

着佛教的中国化而渐趋丰富的。 两晋南北朝之际 ,

佛教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 ,佛学也有了空前的发

展 ,产生了大量的劝善典籍 ,既有佛门疑伪经 ,又有

释氏辅教书之类的志怪小说 ,佛经应验记及变文、

俗讲 ,还有与儒道两家劝善书相近的佛门劝善书。

北魏时 ,昙靖作《提谓波利经》二卷 ,以善恶报应宣

扬持斋修行、止恶行善 ,成为高僧以造经作论的形

式劝导民众的宗教善行的典范。此外 ,《佛说父母恩

重经》、《善恶因果经》、《劝善经》等代表的劝善疑伪

经 ,都是借佛教经论向世俗社会进行劝诫 ,化导民

众 ,并将善恶果报论贯穿其中
[ 5] ( 48- 51)

。南北朝之

际 ,善恶果报等思想已深入中国民众的观念之中。

为辅助教化 ,劝善理论还与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 ,

产生了志怪小说、佛经应验记 (鲁迅称之为“释氏辅

教书” ,见其所著《中国小说史略》 )。 《观世音应验

记》就是当时佛门感应记的代表之作 ,以叙述佛教

的神异及善恶报应的真实灵验和人们现实中的祈

福禳灾为主题 ,与志怪小说类的“释氏辅教书”相呼

应 ,为佛教震耸世俗、止恶扬善起了极大的作用 ,也

推动了同时期佛教寺院慈善事业的发展。

北魏文成帝时 ,始建“僧祗粟”之制 ,划出一部

分民户作僧祗户。每逢灾荒时 ,即以施粥发粟的形

式来济贫赈灾。这种佛寺举办的慈善活动在南北朝

时十分普遍 ,许多僧人都舍身于这一领域 ,《魏书》

记载: “僧 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 (《魏书· 释老

志》 )尔后 ,僧尼还主持收养无力自养残疾鳏寡的六

疾馆、孤独园。唐宋时期的悲田养病坊和福田院等

慈善机构 ,最初也是由佛寺掌管 ,普施善行。这与唐

代俗讲、俗唱、变文等通俗形式的佛教劝善理论的

盛行不无关系。 中国佛教的劝善理论 ,正是通过俗

讲、变文等宣传配合 ,发挥了很好的社会作用 ,吸引

并劝化了众多的善男信女。人们在听讲佛经中 ,渐

渐受到劝善理论的熏染 ,自然而然地汲取慈善观

念 ,播下善种 ,长成善根。 从某种意义上讲 ,劝善理

论是佛寺对慈善事业的宣传 ,是一种行善的功德

论。中国佛教慈善理论的独有内容和形式 ,也昭示

着佛教伦理的入世行善倾向。

　　 (作者: 周秋光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长沙　 410081;徐美辉　湖

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副研究员 ,湖

南长沙　 4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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