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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中国佛教在弘传人生的精神解脱法 门

的 同时
,

还担负着扶世助化
、

劝善化俗的宗教伦理使

命
。

在佛教 中国化进程 中
,

中土社会 出现 了 以
“
劝

善
”
为题材的佛教劝善典籍

。

此类佛 门劝善典籍既以
“

疑伪经
”
的形 式 出现

,

又以
“

释氏辅教书
”

之类的

志怪小说
、

佛经应验记及变文俗讲等形式 出现
,

且以

与儒道两家劝善书相近的佛 门
“

功过格
” 、 “

宝卷
”

等

形式出现
。

各种形式的劝善书以其特有的 内容
,

丰富

了佛教的劝善理论
,

也 昭示 着佛教伦理 的入世倾 向
,

昭 示着佛教伦理与 中土传统相揉合的特征愈加明显
,

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

关键词
: 宗教伦理 劝善书 佛教中国化

作者王 月清
,

1% 6 年生
,

哲学博士
,

南京大学哲

学系副教授

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
,

这已是不争

的事实
,

①在这样一个社会中
,

民众的精神

生活特别倾向于对
“

善
”

的关怀
,

正如 日本

学者吉冈义丰所言
:

“

善
”

是生存于复杂历 史社会的 中

国人所可 以永远依靠的 ; 如果 失去 了

它
,

人生的凭籍将完全崩溃 ; 这是任何

东西也难以取代的生活必需品
。

对于中

国人来说
,

善并不 只是平面的伦理道德

之劝诫语词
,

它是中国人谋求社会生活

时
,

视为与 生命 同价
,

或 比 生命更 可

贵
,

而谨慎守护 的中国之
“

魂
” 。
②

正因为对
“

善
”

的关怀是中土民众及中

国文化灵魂深处的事
,

所以任何一种外来文

化进入中土时
,

它都面临着如何应答中土对
“

善
”

的关注这一问题
。

印度佛教作为一种
“

伦理色彩最深厚之宗教
” ,

③或作为一种
“

伦理宗教
” ,

④ 以其强烈的宗教伦理精神
,

一进人中土就与传统文化展开了冲突交融的

进程
,

在这一进程中
,

其宗教伦理思想成为

两种文化展开对话的主要思想资源
,

也成为

两种文化融合的契点
。

可以这么说
,

印度佛

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
,

就是其佛教伦理思想

渗人到中土传统伦理对
“

善
”

的关怀的流程

中
,

以佛教善恶果报论为基础
,

使中土社会

出现了以
“

劝善
”

为题材的佛教劝善典籍
,

而这些典籍中正蕴含了中国佛教特有的劝善

理论的内容和形式
。

中土佛教劝善理论异常丰富
,

依佛教劝

善典籍为载体
,

既以疑伪经的形式出现
,

又以
“

释氏辅教书
”

之类的志怪小说
、

佛经应验记

及变文俗讲等形式出现
,

且以与濡道两家劝

善书相近的
“

佛门劝善书
”

等形式出现
。

自佛

教传人
,

历南北朝
、

隋唐
,

至宋明以后
,

劝善理

论渐为丰富
,

从官方到民间到某一地区
,

皆有

流行
。

丰富的劝善理论昭示着佛教伦理的人

世倾向
,

也昭示着佛教伦理与中土传统相揉

合的特征愈加明显
。

早在北魏时期的太武帝废佛后
,

文成帝
、

昙耀等复兴佛教
,

由于太武法难
,

佛典被毁
,

在复兴之际
,

缺少指导民众信仰的依据
,

为了

补充此缺
,

昙靖作 《提谓波利经》二卷
。

此经

作为中土疑伪经的典型代表
,

在佛门内部被

认作是凭真构伪
、

饰虚乱实
、

乱经典之真善的

伪作
。
⑤以研究中国佛教的眼光看

,

疑伪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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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价值
。

从历史事实上看
,

其盛行

对于弘传中国佛教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

从

思想理论上看
,

疑伪经对研究中土佛教的特

色
、

研究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

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

《提谓波利经》除了以五戒 (不杀生
、

不偷盗
、

不邪淫
、

不饮酒
、

不妄语 ) 比附五常

(仁
、

义
、

礼
、

智
、

信 )
,

⑥竭力揉合 中土伦理与

佛教伦理外
,

还宣传守戒持斋的在家奉佛修

行方法
,

目的是为了劝善止恶
、

遵道奉德
。

《提谓波利经》在宣传守戒持斋
、

止恶行

善时
,

把佛教的善恶报应论贯穿其中
,

以增强

其布道教化的威慑力量
。

经中宣称
: “

持五戒

为人行
,

行十善得生天
” ,

即奉持五戒十善来

生得到人天福报
,

反之
,

如果不持五戒
,

以及

负债不还
,

不行布施
,

不信佛法
, “

不孝父母
,

为臣不忠
,

为父不仁
,

为母不慈
,

为君不平
,

为

臣不顺
,

为弟不恭
,

为兄不敬
,

为妇不礼
,

为夫

不贤
,

奴脾不良
”

等
,

则会
“

死人地狱
” 。
⑦经中

认为遵守佛门戒规
、

遵行封建纲常都是
“

善
” ,

必将获得人天福果
,

不至于沦人地狱长苦
,

而

违犯佛戒
、

违犯儒家伦理纲常
,

都是不善的行

为
,

必将遭到恶报
。

针对中土民众期望延年

益寿的心理
,

经中还允诺人们如果守戒行善
,

此世便可
“

增寿益算
” ,

来世可往生天乘
。

《提谓波利经》宣扬五戒五常
,

以善恶报

应宣扬持斋修行
、

止恶行善的种种努力
,

使该

经成为中土人士以造经作论的形式劝导民众

的宗教善行的典范
。

另外
,

日本《大
.

正藏》卷八五所收录的古

佚疑品部中的《佛说父母恩重经》
、

《善恶因果

经》
、

《劝善经》
、

《大方华严十恶品经》⑧等为

代表的劝善疑伪经
,

都是借佛教经论向世俗

宣传善恶果报从而化导民众的作品
。

如《善

恶因果经》中
,

以善恶报应广列地狱诸苦
,

恶

业恶报
,

劝诫人们弃恶从善
。

经中曾这样述

说犯戒作恶
、

不守伦常者的地狱报应
:

今身屠杀斩截众生者死 堕刀山剑树

地狱中… …今身多邪行者死 堕铜柱铁床

地狱中 ;’’
·

…今 身作后母谈克前母儿者

死堕火车地狱中 ;今身两 口 骂人者
,

死 堕

拔舌地狱 中
,

… …今 身作其 医师不 能差

病谁他取物
,

死 堕针 灸地狱中
,

举身火

燃 ;今身破塔坏寺反 目师僧不孝父母者
,

死堕入阿鼻大地狱 中 ;’’
·

… 若生人中受

奴碑身贫穷乞丐众所轻 贱
,

为人 因官形

势贪取民物者
,

死堕肉山地狱中
,

百千万

人割 肉而咦
。

…… ⑨

经中指出世间种种众苦都是十恶业的报

应
,

如果世人执迷不悟
,

来生将难免堕人地

狱
、

畜生
、

饿鬼三恶道
,

即便是转生为人
,

也将

遭受种种苦难恶报
:

杀生之罪之能令众 生堕于地狱
、

畜

生
、

饿鬼
,

若生人 中得二重果报
,

一者短

命
,

二者多病 ;劫盗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

狱
、

畜生
、

饿鬼
,

若生人中得二重果报
,

一

者贫穷
,

二者共财不得自在 ;邪淫之罪亦

令众生堕于地狱
、

畜生
、

俄鬼
,

若 生人中

得二重果报
,

一者妇不 贞良
,

二者二妻相

停不随己心 ;妄语之罪 亦令众生堕于地

狱
、

畜生
、

饿鬼
,

若生人中得二重果报
,

一

者多被诽谤
,

二者恒为多人所谁 ;’’
·

… L

经中述说十恶业遭种种恶报
,

意在说明
“

善自获福
,

恶自遭殃
”

的道理
,

要求人们从 自

身做起
,

并劝化一切众生
,

自利利他
,

共致福

业
,

共获善报
:

今身好喜燃灯续 明者
,

生在 日 月天

中光明 自照 ;今身喜布施慈心养命者
,

生

处大富衣食 自然 ;今身好喜造作义井奖

瓮
、

在道种树荫盖诸人者
,

所生之处常作

人王百味饮食随念即至
。
。

这里
,

将人们获得善报的现实愿望落实

在自利利他的社会公益中
,

以期实现个体德

行和社会公德的共同提高
,

这反映了中土佛

教以大乘精神倡导宗教道德
、

优化人间伦理

关系
、

净化人间生存环境的道德理想
。

中国佛教除了以造经作论的形式强化信

仰
、

劝善导俗外
,

其劝善理论还跟文学艺术形

式相结合
,

辅助布道教化
。

南北朝之际
,

六道轮回
、

善恶果报等思想

已进人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
,

这时
,

一种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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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感应宣扬善恶果报为基本内容的志怪书在

中土出现
。

志怪书的出现适合于中国佛教弘

传佛法又辅助教化的要求
,

它既遵从中土伦

常
,

又力倡佛教伦理
,

因而鲁迅先生称之为
“

释氏辅教书
” 。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

2习:

释氏辅教 书… … 大抵记 经像之显

效
,

明应验之 实有
,

以震耸世俗
,

使生敬

信之心 ……
。
L

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
,

不少名僧大德非

常重视这种
“

辅教书
”

的强化世俗信仰
、

辅助

伦理教化的作用
。

因其广记
“

古今善恶祸福

征详
” ,

故与《弘明集》
、

《高僧传》等重要佛籍

等同视之
。

《法苑珠林》就曾引用这类志怪

书
,

此外
,

宝唱的《名僧传》
、

法琳的《辩正论》
、

《破邪论》等广泛从中取材
。

鲁迅在《中国小

说史略》中考证这类书主要有刘义庆的《宣验

记》
、

(齐 )王淡《冥祥记》
、

颜之推《集灵记》
、

侯

白《族异记》等
,

《法苑珠林》则声称这类书
“

卷

盈数百不可备列
” 。

辅教书的主要内容
,

一方

面宣传戒杀好生
、

慈悲为怀
、

六道轮回
、

因果

报应等佛教教义
,

一方面叙述佛法应验的善

恶果报
,

通过文学的形式
,

一方面加强了佛教

伦理在中土的传播与被吸收
,

一方面增强 了

中土佛教本身的伦理教化功能及佛教本身的

伦理化特征
。

追究
“

释氏辅教书
”

这一类六朝佛教志怪

小说思想素材来源
,

我们可 以发现中土佛教

在弘传布化过程站在佛教立场为布道劝善之

方便而形成的
“

应验记
” 、 “

感应集
” ,

是
“

释氏

辅教书
”

的最早雏形和思想素材之源
。

日本

学者小南一郎认为
:

六朝后 一阶段以佛教应验故事为 内

容的志怪 小说作品
,

例 如刘 义庆 《宣验

记》
、

王攻《冥祥记 》
、

侠名 《祥异记》
、

侯君

素《放异记》等书
,

大多数并不是记 录作

者亲耳听到的别人讲的故事
,

而是从 已

经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故事集里搜集材料

加以编集的
。

向这种志怪 小说作品提供

材料的
,

主要是和 《观世音应验记》一样

的有关如来
、

菩 萨
、

僧人
、

寺塔
、

经卷等等

的佛教应验故事集
。
L

《观世音应验记》在我国久佚
,

现有在 日

本发现的古抄本经点校排印问世
。

从现存的

资料来看
,

最早作应验记的是东晋中叶的佛

教名士谢敷 (字庆绪 )
。

谢敷依西晋竺法护翻

译的《正法华经》 (即 《法华经》的异译 )中的

《光世音普门品》
,

推演观世音信仰弘传中的

应验传闻
,

撰成《光世音应验记》一卷
,

传于傅

缓
。

该书于晋末
“

孙恩之乱
”

时散失
,

刘宋时
,

由傅缓之子尚书令傅亮追忆旧闻
,

录存七条
,

书名如故
。

同一时代
,

又有太子中书舍人张

演追忆十条
,

成《续光世音应验记》
,

以续前

书
。

至南齐时
,

张演的外孙
、

司徒事中郎陆

呆
,

又根据当时旧籍传闻
,

辑录 69 条
,

成 《系

观世音应验记》
。
L于是

,

就有三种《观世音应

验记》存世
。

以《观世音应验记》为代表的佛门感应

记
、

应验记
,

以叙述佛教的神异
、

满足人们现

实生活中祈福攘灾的祈望
、

证明佛教善恶报

应的真实灵验为主题
,

与小说形式的
“

释氏辅

教书
”

一起
,

互相影响
、

互相融通
,

为佛教的震

耸世俗
、

止恶劝善起了很大的作用
。

南北朝后
,

佛门应验记的流风犹存
。

唐

代的道宣律师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
,

上始

东汉
,

下迄唐初
,

收录佛门因果感应故事 15 0

则 ;唐代的唐临撰《冥报记》
,

收录各种善恶报

应故事 53 则 ;道宣又用假托自己与天人问答

的方式
,

写成《道宣律师感通录》 ;唐代怀信所

撰的《释门自镜录》
,

专门集录僧人因造恶而

遭恶报的故事
,

供僧俗引以为鉴
,

警策善恶行

为
。

明代的智旭大师
,

以明代中后期为背景
,

收录僧俗善恶报应故事 79 则
,

撰成 《见闻

录》 ;清代的戒显收录以明清为背景的善恶报

应故事 103 则
,

撰成《现果随录》等
。

另外
,

专

门记录传习
、

奉持某一经典的应验记以唐代

惠英
、

胡幽贞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
、

唐

代孟献忠 的《金刚般经集验记》
、

唐段成式的

《金刚经鸿异》等为代表
。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
,

我们下面摘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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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作品的几段序和文
,

以示中土佛教以因果

报应来止恶劝善的伦理动机
。

唐代唐临的《冥报记》作者 自序
一

言
:

夫含气有生
,

无 不有识
。

有识而有

行
,

随行善恶而 受其报
,

如农夫之播植
,

随所植而收之
。

… …昔晋高士谢敷
· , ·

…

并录《观世音应验记 》
,

及齐竟陵王萧子

良作 《宣验记》
、

王淡作《冥祥记》
,

皆所以

证明善恶
,

劝戒将来
,

实使闻者深心 感

悟
。

临既慕其风 旨
,

亦思以劝人
,

辄录所

闻
,

集为此记
。
L

明代智旭的《见闻录》载 :

和州有一居民
,

忘其姓
,

养鹅 百余

只
。

偶一 日
,

鹅食其亲部稻谷
,

邻打杀其

鹅至五十余
。

民妇 见之
,

始 亦甚怒
。

次

深思 曰 :
我设欲与成讼

,

力能胜彼
,

但须

费数十金
,

计鹅所值不及其 半
。

且鹅 虽

死
,

亦尚可用
,

何必争此 空气
。

又吾夫今

已醉卧
,

设与知之
,

或起欧打
,

尤为不便
。

遂命憧收拾鹅腌之
。

次早
,

邻人忽 自暴

死
。

其夫醉醒
,

叹讶其人无病而卒
,

甚为

奇异
。

妇乃 以 昨事告之
。

夫深感 曰 :
设

汝昨为我说
,

我乘醉力必殴打之
,

不几成

人命乎? 乃集亲友作证
,

拜谢其妇
。
L

智旭所辑的这则故事
,

以
“

善有善报
,

恶

有恶报
”

来劝诫人们忍让为先
、

保护生灵
、

和

睦邻里
,

这种对世俗伦理之
“

善
”

的关怀是显

而易见的
。

清代戒显 以善恶作业的现世报应来劝善

的《现果随录》中载 :

余昆 山友孝廉张鸿 乙
,

讳立廉
。

曾

祖虚江先生
,

讳邦宪
,

任云 南御史
。

其父

初操一小船为业
,

忽一村翁来雇船
,

手携

一黄布袱
。

问何往 ? 翁曰
:
余年老无子

,

止一女在某处
。

有田一顷 已 变价
,

携往

婿家养老矣
。

到岸 已晚
,

村翁遂去
,

舟还

原处
。

次早扫 船
,

见黄布袱在
,

手提甚

重
。

张公 曰 : 此昨老人养老物
,

性命所 系

也
。

仍不远五十里般舟
,

到泊岸处
,

候至

傍午
,

见翁仗而 哭至
。

张公 曰 : 汝物在
,

敬来还汝也
。

翁 大感
,

欲分惠
,

公不 受
。

生子虚江先生
,

登科甲为显官
。
⑥

在这段文字中
,

张公以还金之厚德
,

感招

子孙世显的厚报
,

既是佛门善恶因果报应如

形影相随之明证
,

又是佛门果报论与传统
“

承

负说
”

相融合而进行伦理劝化的明证
。

值得一提的是
,

与以佛附儒
、

为强调佛教

伦理与儒家纲常一致而寻找经典根据的
“

疑

伪经
”

相比
, “

释氏辅教书
”

则更多地援儒人

佛
,

常常以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
,

又处处显

示中国人追求现世福祥安乐
、

人际和谐
、

性情

醇厚的现实伦理祈望
,

从而也更多地为佛教

伦理与儒家纲常的融合寻找世俗根基
。

前者

以佛附儒
,

丰富了儒家的纲常的原有内涵
,

后

者援儒入佛
,

又突破了佛教的原初教义
,

一者

造作经论
,

一者加强
“

辅教
” ,

两种手段
,

相辅

相成
,

相映成趣
。

中国佛教的劝善理论
,

在唐代流行的俗

讲
、

俗唱
、

变文等通俗宣传形式的配合下
,

很

好地发挥了其功效
,

吸引并劝导了大批普通

信众
。

特别是敦煌宝库中留存的大量唐代变

文
,

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形式
,

辅助了佛教伦理
在民间的传播

,

以《借花献佛变文》
、

《太子成

道变文》
、

《大目键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为代表

的佛教变文中
,

其包含和宣扬的善恶报应
、

忠

孝友梯
、

矜孤恤寡
、

敬老爱幼等伦理思想深深

扎根于中土社会的世道人心中
。

变文盛行于唐代社会
,

至宋真宗时代

( 998一 1022 年 )
,

由于政府的禁令而销声匿

迹
。
L但其遗韵仍流及

;

中土明清乃 至近代社

会
,

影响到
“

宝卷
”

等佛门劝善书的形成和流

布
。

下面
,

我们谈及盛行于中土封建社会后

期的
“

宝卷
” 、 “

功过格
”

等佛教劝善书的内容

和形式
。

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

儒释道三家走

向融合
,

劝善化俗
、

伦理教化成了三家立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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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发展自身的重要课题
,

统治阶层也看到了

佛教配合儒道
,

以其特有的宗教伦理而起的

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
,

认为
“

三教之书
,

各以

其道善世砺俗
,

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
。 ” 。 且

认为
“

世道不古
,

人心浇漓
,

礼教刑罚都不济

于事
,

惟感应 (即因果报应 )二字可以动其为

善去恶之心
” 。
①就佛教内部而言

,

释家也接

应禅宗活泼泼的即世间求解脱的现实品格
,

注重走学解与实践
、

研习佛理与布化佛法结

合即解行相契的路径
,

更为关注大乘精神对

世间道德生活 的影响和作用
。

在这一背景

下
,

佛教宝卷
、

功过格等劝善书广为流行
。

我们在本文中所讨论的
“

宝卷
” ,

是指和

佛经
“

变文
”

有渊源关系的
,

由唐代寺院中的
“

俗讲
”

发展而成的
,

以佛教经籍故事为题材
,

宣扬善恶果报的劝善书
,

事实上
,

这是
“

宝卷
”

的最初形态
。

尔后
,

特别是宋元以后
,

取材于

民间故事的宝卷 日益流行
,

民间宗教
、

秘密宗

教常以
“

宝卷
”

的形式创作
、

制定宗教经卷
,

如

明代的白莲教
、

罗教
、

弘阳教
、

闻香教等
,

其中

明至清道光以前的宝卷
,

多为民间宗教的经

典
,

处在封建朝廷的取缔异端之列
,

同治以后

的宝卷
,

又恢复至宝卷出现之初的形态
,

多以

劝善和演讲佛门故事为内容
,

在思想信仰上

呈现出三教合一的特征
,

在伦理思想上表现

为佛教伦理
、

儒家伦理
、

道教伦理的蹂合
。

在

此
,

民间宗教经典的
“

宝卷
”

和非佛经类故事

的
“

宝卷
”

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

郑振铎先生认为
:
宝卷

“

实即
`

变文
’

的嫡

派子孙
,

也当即
`

谈经
’

等的别名
。 `

宝卷
’

的

结构
,

和
`

变文
’

无殊 ;且所讲唱的
,

也以因果

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
。 ’ ,
⑧

日本学者泽田瑞穗认为
:
对于宝卷的来

源
, “

其实不必远求于一千五百年前的变文
,

或宋代的谈经
,

若溯之较近之唐
、

宋
、

元
、

明佛

僧们所撰写的科仪书
、

坛仪书
、

忏法书等
,

也

有接续的可能
。 ” ⑧

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认为
,

宝卷是宋代开

始流行的通俗道德读物善书的一种形式
。

这

些善书内容各异
,

但都使用白话
,

规劝世人行

善
,

其
“

在结构上基本上是佛教性质的
” ,

而被
“

诸如白莲教之类的异端教派
”

所利用了
。
。

综上观点
,

我们认为
, “

宝卷
”

的形成渊源

于唐代佛教寺庙用民众熟悉的语言讲经弘法

的
“

俗讲
” ,

俗讲的文字底稿 (话本 )经过扩展
,

附以文学的形式
,

加工润饰
,

配以韵节
,

形成
“

变文
” 。

宋初真宗年间
,

佛教的俗讲被官方

禁止
, “

变文
”

创作消失
,

但佛教劝善化俗的活

动继续进行
,

一些佛门僧人在寺庙外的集市

上
“

说经
” 、 “

说话
” ,

佛教在进一步世俗化的过

程中强化其伦理教化功能
。 “

说经
”

的文字底

稿即为
“

宋元说经话本
” 。

,

话本进一步演变

为
“

宝卷
” 。
⑧

可见
,

俗讲与变文
、

说经和宝卷
,

都存在

一种布道教化实践与文字总结的关系
,

这种

关系又促成了变文与宝卷的源流衍化
。

这种

过程的背后
,

是佛门劝善化俗的本怀原 旨
。

这种本怀原旨也是佛教
“

善书
”

丰富的思想内

容的基调
,

这种基调从以下摘引中可 以透露

出
。

《目莲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言 :

普劝后人
,

都要学目莲尊者
,

孝顺父

母
,

寻问明师
,

念佛持斋
,

生死永息
,

坚心

修道
,

报答父母养育深恩
。

… … 众生欲

报母深恩
,

仿效 目连救母亲
。
①

又如江苏靖江县
“

佛头
”

(宣讲宝卷的人 )

在讲《大圣宝卷》 (讲述佛教高僧洒洲 大圣的

传说故事 )前说
:

说者《大圣 宝卷 》一部 劝善
,

弟子 宣

演
。

总要先宣朝代帝王
,

后讲贤人出州
。

总要讲得有头有尾
,

有始有终
,

有苦有

甜
,

有前有后
,

悲欢 离合 ;先要讲到苦 中

之苦
,

难中之难
,

然后讲到修仙成正
,

登

山显圣
,

流芳百世
。

方成 宝卷一部劝善
。

(据录音记录稿 )⑧

《鱼篮观音宝卷》 (即《鱼篮观音二次临凡

度金沙滩劝世修行》 )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

金沙滩住户
,

为恶多端
,

上帝欲灭绝之
。

观音

不忍
,

乃下凡来度他们
。

她变作妙龄女子到

村中卖鱼
,

轰动了全村
。

恶人之首的马二郎

欲娶她为妻
。

她说
,

有誓在先
。

凡欲娶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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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念熟《莲经》
,

吃素行善
。

马二郎和许多

少年们都放下屠刀
,

声声念佛
。

于是她和马

二郎结了婚
。

婚夕
,

她腹痛而亡
。

村中受了

她的感化
,

竟成为善地
。
。

下面
,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劝善书中的
“

功

过格
”

这一特殊形式
。

所谓功过格
,

是指中土遵从封建礼教或

佛教
、

道教宗教伦理的人
,

将 自己的言行予以

善恶功过的分类
,

并为善恶评估打分
,

依此分

数作为判定行为伦理价值的标准
,

并作为获

取祸福报应的根据
。

这种借善恶的多寡来决

定祸福的思想
,

本来是中土道教最基本的伦

理思想
,

它最早见于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撰

著的《抱朴子》一书中
。

现存最早的功过格是

金代的《太微仙君功过格》
,

收于《道藏》洞真

部戒律类
。

至明代万历年间
,

云谷禅师
、

云栖株宏代

表佛教教团的宗教伦理观念
,

对带有道教色

彩的功过格思想作了改造
,

进行了佛教式的

重新创作
,

完成了功过格的重新删定
。

这样
,

以云谷禅师的《功过格》
、

云栖袜宏的《自知

录》为代表的佛教功过格
,

充当了明末以后佛

教劝善化俗的主要角色
,

也成了中土佛教伦

理教化民众的主要载体之一
。

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袜宏 ( 15 35一

16 巧 年 )
,

在弘扬佛教伦理
、

在三教合流的时

代背景下加强佛教的劝善化俗的现实功能方

面
,

做出了杰出的努力
。

收于《云栖法汇》中

的《自知录》是株宏晚年参照 《太微仙君功过

格》而成的作品
,

在《自知录》的自序中
,

株宏

透露出改造的动机
:

予少时
,

见 《太微仙君功过格》而 大

悦
,

旋梓以施
。

已而 出俗行脚
,

旬旬于参

请 ;暨归隐深谷
,

方事禅思
,

遂无暇及此
。

今老矣
,

复得诸乱伙中
,

悦扰故也
。

乃稍

为删定
,

更增其未备
,

而 重梓焉
。 , · ·

… 因

易其名 曰 《自知录》
。
。

在《自知录》的《凡例》中
,

株宏站在佛教

立场
“

增其未备
” ,

用 以宣扬佛教伦理的动机

也是显而易见的
。

《凡例》言 :

旧有天尊
、

真人
、

神君等
,

今摄入诸

天
。

旧有章奏
、

符 篆
、

斋蘸等
,

今摄入佛

事
。

各随所 宗
,

无相碍故
。

。

履行功过格时
,

个人需逐 日登记所作的

善事恶事
,

并予打分
,

一月一小计
,

一年一大

计
,

年终将功折过
,

余额即为本年所得功数
,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

株宏在其 《自知录 》

中
,

分善门为忠孝类
、

仁慈类
、

三宝功德类
、

杂

善类
,

分过门为不忠孝类
、

不仁慈类
、

三宝罪

业类
、

杂不善类
,

分别给每一善恶行为以一善

二善十善二十善
,

或一过二过十过二十过的

计量分别
。

在《自知录 》的善恶分别中
,

由于

袜宏的佛门立场
,

所以佛教伦理的规范显得

更为突出
。

如
“

杂不善类
”

云 :

人授炉火丹术
,

受之为三十过 ;行使

丹银
,

所值百钱为三过
。

实成真金
,

煎烧

百度不变者非过
。
⑧

又如
“

三宝罪业类
” 、 “

三宝功德类
”

分别

云
:

废坏 三 宝尊像
,

所值百钱为二过
。

废坏诸天
、

治世正神
、

贤人君子等像
,

所

值百 钱 为一 过
。

荤血 邪神 惑世 者非

过
。
④

造三 宝尊像
,

所费百钱为 一善 ; 诸

天
、

先圣
、

治世正神
、

贤人君子等像
,

所费

二百钱为一善
。

重修者同论
。
。

株宏在其功过格中
,

视道教的炼丹术为

罪过
,

认为破坏佛像的恶行最严重
,

破坏道教

神像的恶行一般
,

破除迷信是无罪
,

反之
,

捐

造佛像的善德最大
,

这些都表明其以佛教立

场改造后的功过格所具有的宣传佛教伦理的

特征
。

通观《自知录》
,

以佛教的三世因果
、

善恶

报应思想
,

衔接儒家
、

道家伦理思想
,

以指导

僧俗特别是庶民的 日常伦理生活
,

是株宏功

过格中的主题
。

所以《自知录》不仅反映了佛

门的功过伦理规范
,

更多地涉及中国化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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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思想中蕴含的儒家伦理思想
,

这就决

定了《自知录 》对现实社会伦理生活的关心
,

对普通民众的道德境界提升的关注
,

也决定

了中土佛教伦理的世俗化倾向
。

《自知录》的

善门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关涉世俗之
“

善
” ,

如事敬父母
、

敬奉师长
,

敬兄爱弟
、

救病护生
、

慈心不杀
、

贩济鲜寡
、

荒年济饥
、

平治道路
、

开

掘义井等等
,

同样
,

过门中也有三分之二的内

容涉及世俗之
“

恶
” 。

袜宏在《自知录 》的序言

中曾指出
,

其功过格教化的对象不是那些 自

律独善的道德觉悟者
,

也不是那些不可救药

的为恶之徒
,

而是那些可善可恶
,

身处恶道又

发愿向善的
“

中士
”

即庶民阶层
:

是录也
,

下 士得之
,

行且大笑
,

莫之

能视
,

奚望其 能书 ; 中士得之
,

必勤而 书

之 ;上士得之
,

但 自诸恶不作
,

众善奉行
,

书可也
,

不书可也
。

何 以故 ? 善本当行
,

非侥福故 ; 恶本不 当作
,

非畏罪故
。
。

云栖认为
,

也许那些人格低下的人看见

此录时
,

会嘲笑而不屑一顾
,

如果是人格中等

的人士
,

一定会认真地记录善恶
,

勉力修行
。

对于那些众善奉行的
“

上士
” ,

记不记都无所

谓
,

因为善的价值在于实行
,

而不是为了求福

而行
,

恶本来不可行
,

而不是因畏祸而不行
。

云栖接着又说
: “

终 日止恶
,

终 日修善
,

外不

见善恶相
,

内不见能止能修之心
,

福且不受
,

罪亦性空
,

则书将安用 ?
” ⑥即终 日勉励 自己

止恶修善
,

外表也不一定能显出善恶之相
,

内

心也并没有止修之心的存在
,

连福都不想去

接受
。

至于说到恶
,

人生本来就是缘起性空
,

对于一个
“

上士
”

来说
,

记录善恶与不记并不

是问题
。

这样
,

云栖把教化的对象落实在
“

中

士
” ,

把对
“

至善
”

的人格落实在
“

上士
” ,

上士

以般若性空智慧理解善恶的超越态度
,

实质

上体现了佛教终极之
“

善
”

的根本观点
。

有关云谷禅师《功过格》的记载
,

见于明

代袁黄 ( 了凡 )的劝善文《了凡四训 》 (又名 《阴

鹭录 ))) 中
。

《了凡四训》是一篇以作者个人经

历作现身说法的训儿劝善文
,

由
“

立命之学
” 、

“

改过之法
” 、 “

积善之方
” 、 “

谦德之教
”

四篇组

成
,

着重记载了袁黄由信道术到信佛理的思

想转变历程以及在云各禅师指导下力行功过

格的情况
。
①

据袁黄在《了凡四训 》的
“

立命之学
”

篇中

记述
,

他少时偶遇算命道人孔先生
,

认定
“

荣

辱生死
,

皆有定数
” ,

④后于栖霞山中遇云谷

禅师
,

禅师对袁黄的宿命观不以为然
,

以佛家

和儒家报应的义理开导袁黄掌握 自身的命

运
,

以积极的道德行为求得立命之道
,

以先天

的命运可由后天 的修善加以改变的观念
,

劝

袁放弃传统的宿命观
。

《了凡四训 》中
,

当袁

黄问禅师定数是否可逃时
,

云谷禅师与袁黄

对话说
:

(云 谷 ) 曰
: “

命由我作
,

福 自己求
。

《诗》
、

《书》所称
,

的为 明训
。

我教典 中

说
:
求富贵得富贵

,

求男女得 男女
,

求长

寿得长寿
。

夫妄语乃释迎大戒
,

诸佛菩

萨岂谁语欺人 ?
”

余 (袁黄 )进 曰 : “

孟子 言
`

求则得

之
’ ,

是求在我者也
。

道德仁 义
,

可 以力

求 ;功名富贵
,

如何求得 ?
”

云谷 曰 : “

孟子之言不错
,

汝 自错解

耳 ! 汝 不见 六祖说
: 一切福 田

,

不 离方

寸
,

从心 而 觅
。

感无不 通
,

求在我
。

不独

得道德仁义
,

亦得功名 富贵
,

内外双得
,

是求有益 于得也
。

若不反躬 内省
,

而徒

向外驰求
,

则求之有道
,

而得之有命矣
。

内外双失
,

故无益
。 ’ ,

④

在这里
,

云谷禅师从佛教善自获福
、

恶自

受殃的果报思想及儒家
“

夭寿不贰
,

修身以侯

之
”

的修善立命观念以及禅宗的善恶福报观

念
,

打消了袁了凡的宿命观
,

于是
“
云谷出功

过格示予
,

令所行之事
,

逐 日登记
。

善则记

数
,

恶则退除
。 ” L十余年间

,

其完成三千善

事
。

后发得子之愿
,

决心再做三千善事
,

既而

得男儿黄天启
。

接着又决心做一万善事
,

至

万历十四年
,

袁黄登第
,

任宝抵知县
。

现世的

善报使袁了凡认识到以功过格 日日知非
、

日

日改过的重要
,

并认为云谷禅师蹂佛门义理

与儒家伦理于一体的立命之说
,

乃
“

至精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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邃
、

至真
、

至正之理
” L

。

由此
,

袁了凡提出了

十个行善的纲领
:
一

,

与人为善
,

二
,

爱敬存

心
,

三
、

成人之美
,

四
、

劝人为善
,

五
、

救人危

急
,

六
、

兴建水利
,

七
、

舍财作福
,

八
、

护持正

法
,

九
、

敬重尊长
,

十
、

爱惜物命
。

据日本学者吉冈义丰考证
,

云谷禅师的
“

功过格
”

见于 日本在 17 01 年以崇祯版《阴鹭

录》为蓝本所刻的元禄版《阴鹭录 》内
,

其中收

有的
“

云谷禅师功过格款
” ,

由功格五十条
,

过

律五十条组成
。
。 与《自知录》等的不同之处

在于
:
在形式上

,

并没有按条规定分数
,

而是

以准五十功
、

准百功作为条目的名称
,

没有株

宏格那样细化评分标准
,

只是将某一类善或

过划归一个分数段内
,

显得简便易行
。

现将

两者的格式摘引如下
:

〔云谷禅师所传」功过格款 功格五

十条
:

准百功
: 一

、

救免一人死
,

二
、

完一妇

女节
,

三
、

阻人不 溺一子女
、

为人延一嗣
。

准一功
:
二六

、

赞一人善
,

二七
、

掩一

人恶
,

… …三九
、

救一细微湿化之属类
。

准百钱一功
: 四 O

、

修造路桥和渡
,

四一
、

疏河掘 井以救众
,

…… 五 O
、

施茶

水
、

舍棺木一切方便事
。

云栖《自知录》 善门
:

〔忠孝类」事父母致敬尽养
,

一 日为

一善
。

守义方之训 不 违犯者
,

一事为一

善
。

… …劝化 父母以世间善道
,

一事为

十善
。

劝化父母以 出世间大道
,

一事为

二十善
。

一
` ’

〔仁慈类 ]救重疾一人为十善
,

轻疾

一人为五善
。

施药一服为一善
。

……见

渔人
、

猎人
、

屠人等
,

好语 劝其 改业为三

善
。

化转一人为五十善
。

… 贩济娜寡
、

孤独
、

… … 百钱为一善
。

…… 平 治道路

险阻泥淖
,

所 费百钱为一善
。

… …

「三 宝功德类」… … 受菩萨大戒为四

十善
,

小乘戒为三十善
,

十戒为二十善
,

五戒为十善
。

… … 劝化人改恶从善
,

一

人为十善
。

… … 著破补衣一件为二善
,

粗布衣一件 为一善
。

引过归 己
,

推善 与

人
,

一事为二善
。

受《自知录》等佛门功过格的影响
,

明代

四大高僧之一的智旭大师
,

又在《占察善恶业

报经义疏》中
,

对每日善恶的评估计量提出了

具体行法
,

@智旭提出刻木为十轮
,

书以十善

名
,

一轮四面
,

一面写善
,

一面书恶
,

使之相

对
,

其余二面空白
,

有时出现空 白
,

有时不 出

现
,

掷出木轮后
,

根据出现表面之木轮面判断

业报
,

共计 189 种差别相
。

至于明清以后中

国民间流行的众多的劝善书卷首第一页就有
“

诸恶莫作
,

众善奉行
”

的佛门通戒
,

更说明在

众多亦儒亦道亦佛的善书中
,

佛教的善恶果

报
、

劝善修善的思想已得到很好的渗人
。

通过考察中土佛教劝善理论以各种形式

在民众伦理生活中的布化
,

我们可以看出
,

中

国化佛教的形成
,

是一个不断向中土伦理生

活步步融进
,

最后融为一体的过程
。

日本学

者中村元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

这一过程的认识
: “

无论在任何场合
,

纯抽象

性或观念性的佛教
,

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

在

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所保存着的某种佛教信

仰
,

已经被那个时代
、

那个地方或那个人添上

了某种色彩
,

而这些被添上色彩的佛教
,

才是

实际上佛教的真面 目
。 ” @

注释
:

①参见谢遐龄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
,

载 《社会

学研究》 19% 年第 6 期
。

② ( 日 ) 吉冈义丰 《中国民间宗教概念
·

序》
,

华宇

出版社
,

《世界佛学名著译丛)) 卷 50
。

③参见张曼涛主编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L
,

2 25

页
。

④参见张曼涛主编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L
,

80

页
。

荷兰学者提埃利提出过宗教进化的分类体

系
,

认为宗教的进化基本上是从自然宗教发展为

伦理宗教的过程
,

他继而又把佛教
、

伊斯兰教
、

基督教分类为伦理宗教基础上的普世性宗教
。

(参见 吕大吉主编
:

《宗教学通论》
,

79 一 80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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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参见 《出三藏记集》 卷五之 《新集疑经伪经撰杂

录序》
,

中华书局点校本
,

1995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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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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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提谓波利经》 载 : “

提谓
、

波利等问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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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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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戒? 佛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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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 自任继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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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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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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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见孙昌武点校 《观世音应验记 》 (三种 ) 之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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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纯粹演说佛

书为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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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卷
’

二字乃是后起的名称
,

更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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