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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

佛教是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好比是“三根柱子两层楼”：
“三根柱子”就是儒释道。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所谓‘以儒济世、以道修身、以佛
养心’，儒释道三者在构成中国人的人格方面是分工不同，各有侧
重，但是缺一不可的。
“两层楼”：上面一层是由文人创造的精英文化，从经史子集、佛
经、到论语，到唐诗宋词，这些精英文化的载体是汉字，但也可以
包括少数民族、其他民族文字记录的典籍；下面一层就是被称作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它的内容更广泛，更丰富，更精彩，它的载
体就是语言，不见得用文字，口口相传，就是我们所说的口头文化。

“三根柱子两层楼”



在中国从农业国和传统文化向现代国家、现代文明转化过程的初
期，中国绝大多数的精英们不约而同地把佛教当成了中国现代化
的阻碍，当成了腐败、落后的代名词。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佛
教口诛笔伐，欲除之而后快。不仅仅是现代政党和激进的知识分
子，就连宣统皇帝也在宣统元年（1909年）颁布了《废庙兴学
令》，淘汰僧尼、吞并庙产，把寺庙改为新学的课堂。这种思潮，
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高峰，佛教饱受摧残。一直到“改革开放”
之后，全面落实宗教政策，中国佛教才逐步恢复，走上正轨，并
在社会上发挥正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佛教文化，以其
独特的魅力向四众传播“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说好话、做好
事、存好心”的理念，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佛教文化在精英文化层面上体现出的是佛法僧三宝，

是佛教信仰、教理、经典、组织、制度等等，而在佛

教仪轨、绘画、书法、建筑、雕塑、音乐等形态中，

则大量体现了具体的、种类繁多、各呈异彩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一、佛教对中国人生命观的影响



在现代汉语里，通过佛教传入的词汇大约有三万五
千个。比如我们说智慧、解脱、相对、绝对、实际、
默契、微妙、世界，包括很多成语，心心相印、话
不投机等等，都是来自佛教。在佛经传入之前，中
国人没有“世界”的概念，只有“天下”“六合”
的概念，佛教进来之后，才有了“世界”的概念，
往大说，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数，无数的世界，
无穷无尽；往小说，一粒沙，一芥子都是一个世界，
无限可分。



佛教关于灵魂的观念、生死事大、解脱生死观念，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各个阶层，从最高级的知识分

子，到最下层的普通民众。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虔诚的佛教徒，面对

死亡，他说了震撼天地的一句话：“各国变法无不

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

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佛教思想，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带给了中

国新的文化、文明，而且能够让我们中

华民族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面

对死亡的时候，有了一种坦然，有了一

种自觉，有了一种不至于让他的后人们

轻视的尊严。

阿 Q画圈



二、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的俗讲后来发展出了中国近代的俗文学——包括小说、

话本、宝卷、诸宫调、说唱等均可溯源于此。北方的鼓书

系统——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京东大鼓，南方的弹词系

统——苏州弹词、四川清音，都是说唱，这种形式早期是

由传教的和尚们创造的。



•有些佛经，如《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
等，不但语言优美，故事性也很强，对中国历代知
识分子影响非常大。鲁迅生活非常艰苦，一辈子用
最差的毛笔，叫金不换，但是他出资在南京金陵刻
经处印刷《百喻经》来送人，最后一页刻着“会稽
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



鲁迅先生施资刻印《百喻经》



佛教文学对中国的影响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

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偈 诗禅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中国雕塑史，没有佛教，就是一片空白，
没法儿写。从云岗、龙门、敦煌、乐山大
佛，这些所有的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古代
的绘画和雕塑都是佛教的内容。



莫高窟第45窟塑像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像



乐山大佛



敦煌壁画（飞天）



中国戏剧高度的抽象性也应该是在禅宗
的影响下产生的，就是“色空不二”，
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
以中国戏剧的舞台上没有所谓的实景的
布景，只有一桌两椅，既可以是桌椅，
也可以做窗户、房子、城墙……





中国的文人画，就是写意画，没有佛教
的禅宗，不会有中国的写意画。无论从
写意画的随意性、瞬间性，不求形似，
直指人心，意在笔先，率性挥洒，都是
禅宗影响的结果。



中国的写意画、文人画以“水墨为最上”，用水和墨在黑白之中画出

大千世界所蕴含着的所有东西。这样的思想和方法都是在禅宗的影响

下出现的，禅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一切复杂的、琐碎的、表面的

东西都要抛弃！顿悟，就要电光石火，瞬间生灭，一瞬间、一刹那，

你就可能爆发、可能变化、可能直面真理。用水墨在宣纸上挥洒出的

画，是不能更改的，这种即兴性，瞬间性、在随意和纯净的心态中显

现美、显现智慧的一种形式在中国诞生，是禅宗之功。



仇英《桃源仙境图》 《蒙娜丽莎的微笑》



张骞曾经从西域带回一首乐曲叫
《摩诃兜勒》，汉武帝时的宫廷
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这首乐曲“更
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
乐”，把它变成了军乐。吕光灭
龟兹后，大量龟兹地区的佛教音
乐传入中国，不仅有乐律、乐曲，
还有诸多西域乐器，如琵琶、筚
篥、二胡等。龟兹乐在隋唐之时
几乎成了燕乐的主体， 是唐代
的“流行音乐”。

南音指套【照山泉•兜勒声】《南海观音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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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关于佛教的论述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
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
了深刻影响。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
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根据他的故事演绎的神话小说《西游
记》，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
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

南亚等地。
——2014年3月27日，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



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