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僧侣与哲学家》读书报告 

——佛教和西方文化交流与其对现代社会启示作用的思考 

 

 

 

 

 

 

 

 

 

摘要：本文先表明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不足引出佛学和西方哲学及科学的对比，紧接着阐述了佛教的哲学意

义，从缘起开始引出对空性的解释，并论证了不二中道与西方逻辑学的相容性，以此说明佛教与西方文明

的交流之间的成功与不足。随后介绍佛教的心理学意义，对比分析了佛教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的差异，强

调了佛教在现代社会中心灵开导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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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僧侣与哲学家》
1
记录的是马修·理查德和他的父亲让-弗朗索瓦·何维勒之间的一次

对话，马修于 1972年获得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在从事多年的研究后，突然决定移居亚洲，

跟随藏传佛法的老师们学习，最后成为一位佛教的僧侣；而他的父亲曾经主要在大学研究文

学与哲学，在后来离开学术界以后也保持着对哲学的热忱。本书书名也来源于此。 

今天，佛教在西方社会逐步兴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西方哲学遗弃了伦理和生活艺术的

范畴，而佛教填补了这一缺口。在哲学原本的研究——生活的方式和对大自然的追求，被宗

教和科学所取代后，哲学便只剩下了形而上学。现代哲学逐步抛弃了实践，逐渐被浓缩成理

论性的练习，充满着说教式的傲慢。科学则在自己的路上独立发展，但是科学之中从来没有

诞生任何伦理和智慧系统，科学家的视野和道德感也并没有比一般人要强。到了后来，哲学

转向政治，通过正义、快乐和真理指导专职和独裁建造完全的社会。再往后人们宣称自己发

现了在某些模糊科学术语的印证下，通过限制集体自由的观念，来取代社会自足和个人真正

的自我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当人们建设起这样的乌托邦时，却发现自己被逼成

对抗模范的角色，成为阴谋和背叛的角色。最终那些庞大的政治乌托邦的崩溃，成为本世纪

最具灾难性的经验，反映出了西方哲学的不足。
2
 

佛教一直在追寻的是“快乐”，这样的快乐不是特指一种舒服的感觉，而是自己可以发

挥所具有的潜力，了解到心的真正的究竟本性。“快乐”也必须包含智慧，如果缺乏智慧而

充满无知，就无法改变不快乐的主因。外在世界给我们提供的一切物质生活是极为关键的，

但是他们都无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内在的福祉，因此我们需要这样的心的哲学与科学。佛

教拥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普适性，因为无论是伦理还是政治中，无法容忍异己是不可能成善

的。因此佛教也严格避免限制性、强迫性传教，在后集权时代，这成为西方对佛教着迷的一

个理由。
3
 

在东方佛学和西方哲学与科学的碰撞和交织中，我对两者的原有认识产生一些意想不到

的发现，我们将在本文中简要阐述这些发现和认识。 

2 佛法的哲学 

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问题，佛教是哲学还是宗教？这或许是一直以来西方学界争论不休的

话题。对于宗教，本身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定义。太虚大师通过考察宗教历史发展过程，从祖

宗崇拜、到多神崇拜、再到一神崇拜中，宗教的逻辑在于从追慕祖先而推想到人的来源——

神，从而形成宗教。而佛教来源于实践，通过因缘来进行分析，依次来解决人类的来源和归

宿问题，最终发展出了消除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等的执着。
4
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它定义为盲目

地接受一种教义，而不需要自己重新发觉教义中地真理，那么佛教就不算一个宗教。
5
而基于

以下事实，我认为佛教更趋于一种哲学。 

2.1 从缘起开始 

和西方形而上学类似，佛教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形而上的系统，从这个系统中可以吸取一

种智慧，从而运用到每一刹那和所有状况之中，而佛教的体系则是从一个基本假设——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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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缘起即为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因为错综复杂的因缘而产生的，而反过来万事万物

也总是因此而处于变化当中。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我们能够触及的世界基本都符合这个规律，

因此可以认为这个假设是合理的。 

在这个基本假设下，我们得到了佛教最基础的被称为空性的思想观，“无常、无我、无

生、无始”。在大乘佛教的体系下这其实是一种双边否定，事物既不会恒常存在，也不会化

为虚无，自我的意识既不是存在的，也不是不存在的，时间既不是又开始的，也不是没有开

始的…… 

书中父亲认为，而佛教很多的修行方式看起来也充满着迷信，例如写满经文的旗子和法

轮，玄幻的轮回……
6
以及包括佛教对空性的“不二”解释，看起来似乎更像是一种诡辩而不

是逻辑。但事实上佛教宣称没有神的存在，而佛教徒也明白“如果信仰违反理性，而不去了

解仪式中更深沉的意义，那么就变成了迷信”。这些宗教意味很浓的行为，更多的是对修行

者修行过程的启示与象征。 

2.2 空性的智慧 

若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定义佛教，就是一条走向所谓的“完美”的道路，而这里的“完

美”指的是究竟的知识和证悟。空性的概念是拿来对抗将自我、意识和现象实质化的内在倾

向，并不是说要融入到一种灭绝的状态，或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要发现自己内在究竟的智

慧，不再被这个世界奴役，因为不是现象把你捆绑住，而是你对现象的执着把你捆绑住。因

此空性不是虚无，也不是现象之外或不同世界里的虚无空间，而是现象的本质，空性之中包

含了一切的可能性，而这一切可能性之中在因果的作用下都是相互依赖的。
7
 

龙树菩萨在大乘佛教的著作《中论》中对空性提出如下的解释：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

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常，业果报不失，是名佛所说；诸佛

或说我，或说于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也即空性只是为了方便展开说而安立的名

字，而空性中的不二中道称诸法空无自性，却并不是断灭，诸法因缘而有，但不会永恒。至

于说到自我，说我和无我只是为了顺应众生的根性进行解释的说法，而其实空是不二法不在

我与无我的范畴中。 

初读这样的不二中道，将有和无都做了否定，似乎并不符合西方逻辑学中的排中律
8
，是

否会产生逻辑上的问题呢？当然有人认为佛教作为一种东方的学问可以不遵从西方制定的

规则，是一种超脱逻辑的。但即使是从西方逻辑学的角度出发，我认为也不会违背。以“不

常不断“为例，这里常和断只是为了向众生解释而假借名称，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样这里的常

和断未必就为人们所熟知的处于矛盾状态
9
的事物，以下的解释也证实了这样的观点：在不

常不断中，“常”指代“事物永恒地存在”，而“断”指代“事物会走向断灭而化作虚无”，

而佛教想要阐述的是一种变化的观点，事物总是在各种因缘的作用下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

中，这样一种状态的存在，其实就破除了常和断处于矛盾状态的观点。 

2.3 放下对现象的执着 

佛法认为这个有情世界是充满痛苦的，这并不是一种悲观的世界观，只是一种对世界

的观察，而要想寻找解决痛苦的方法，就要先找到产生痛苦的原因。佛教得出的结论是痛

苦来自于欲望、执着、憎恨、骄傲、嫉妒和缺乏辨识力等
10
。这些负面情绪来自对“自我”

概念的认识，我们愿意不顾一切来保护的“自我”。
11
可是这里的“自我”意味着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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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从缘起的观点看不应该是存在的，如果“自我”存在，就意味着有永恒存在的精

神，那么这一“自我”的精神背后的因缘呢？若是有因缘早就了“自我”，这“自我”就不

应该是永恒存在的。因此在缘起的假设下，“自我”并非真实的存在。
12
 

除了上述理论的推导，从实践的观测看也容易发现这一点。“自我”是物质的吗？若你

找寻它的踪迹，那么会发现它不会在身体之外，那么它只能在我们身体之中。可是它是在

我们心中，还是在我们脑中，或者分散在我们全身吗？若仔细寻找“自我”，我们可以发现

它其实不在我们身体之中，也就不是物质的。那么它会在我们的意识流之中吗？意识的河

流被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同一刹那只可能会有一者存在。过去的念头已经不存在

了，“我”不可能存在于过去，未来还没有发生，“我”又怎么可能存在，那么若是存在，

“我”只能存在于当下。既然“我”存在于当下，那么它为什么又没有形体，没有颜色，

没有确切的位置，让你越想找就越找不到？
13
 

不揭穿自我的不存在，就是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无法认出事物的真正本质，而这种

无知让我们无法抛弃对“自我”的执着，抛弃认为现象是真实的，正是痛苦最终究的起

因。因为当我们认清了“自我”并非真实存在，就没有理由去担心欲望的落空，抑或是悲

惨的遭遇。 

在对世界的归纳，对心灵观察的基础上，佛教总结了“四圣谛”、“八正道”的理论体系，

论证了苦的普遍存在，苦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消灭痛苦，而这一切都遵循着“诸行无常、诸

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原则。 

2.4 佛教哲学在西方 

今天很多西方人学习佛法，更多是在网上查阅资料自己学习，而不愿意到寺院中去系统

的学习佛法。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差异，另一方面西方人更多站在“个人主义”角度看待佛教

的修行，只学习禅修和思维。
14
 

我认为，这里所指的西方，不完全指地理或者政治上划分的西方，也包括许多已经接受

了西方的理论体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已经普遍具有的西方的哲学观念和科学理论教育。在这

个角度看，西方体系下的人主要还是因为文化和信仰差异没有完全接受佛教，但是鉴于佛法

的普适性和包容性，他们是不难去接纳佛教的思维的，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以及科学也在互

相影响，不断进行演化和发展，这样的融洽与佛法的特性也是分不开的。就像英国史学家阿

诺·唐恩比曾经说过那样：对于未来的史学家而言，20 世纪最重要的一件事很可能就是佛

教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接触。 

3 心灵的科学 

佛教中的一大学问在于对心灵实质的探寻，普通人常陷入善恶、好坏、对错、得失等非

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之中，再加上其对某一面强烈的执着，身心就会产生强烈的对立冲突，从

而变得烦恼不断。如果能超越二元对立，入不二法门，就如六祖慧所说的那样，“自性能含

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从而身心

愉悦，少有烦恼。
15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解决现代人心理问题时，佛教具有广泛的实用

意义。 

3.1 佛教和西方心理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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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心的本质，闭关的修行者甚至要花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禅定，专注于

对心的观察。
16
从而修道除恶，灭贪嗔痴，以此来脱离痛苦和轮回。而那些走向心灵完美道

路的人，为的是使他人受惠，誓要得到智慧来让众生脱离痛苦的根源。
17
 

西方的心理学，则是尝试运用大脑运作来解释个体行为与心理，目的在于描述、解释、

预测和控制行为。而西方的很多心理分析师，经过心理学理论的培训后，就去帮助其他人了

解自己的心灵，而此时他们甚至还没有了解自己心的本性，而在如今社会的高压力、快节奏

生活下，心理分析师自身出现心理问题的报道也屡见不鲜。这并不是说西方心理学不合理，

毕竟它也是经过了实验数据的论证的。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两者其实也在互相学习，在针对不同的问题时，他们各有所长，

没有孰优孰劣。 

3.2 对心灵的观察 

当我们正眼去看一个念头，追溯它的起源时，就像看到夏天厚实而又立体的云层，但若

走入其中，会发现完全没有任何实质的存在。当发现了这一点，念头就会消失掉，这种方法

称为“通过认识念头的本质来解放它”，最根本的就是正确认识到意识的空性。这种学问经

过了许许多多的修行者的努力，每人一生花费二三十年，每日很多小时的修行才建立起来。
18
在我看来，这种方式与我们最大的距离，不是它玄之又玄的教义，而是人们会怀疑以这样

一种陌生的方式所取得的知识。这些心灵修行的方式、佛陀的教导、后人的研究，都是完全

开放给所有人的，等待着其他人的实践与检验。 

这其实反映了佛教心理学也是注重实践的，而且必须依靠自己的亲身实践，去走向心灵

的解脱。 

3.3 佛教心理学在现代 

现代社会强调的健康概念，已经从之前的身体健康转变为身心健康，一方面就是因为注

意到生理疾病的发生与心理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在现代科学体系下很可能是通过对自主

神经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产生影响从而对身体的其他多个系统产生直接或间接地作用。
15 

 而在现代社会中，心理疾病的高发也已然成为普遍性问题。佛教想要断除人的烦恼，就

是通过开启自身的智慧，认识到万事因缘而起，万物皆空。正确地认识和学习佛教心理学，

相信能够对现代人解决心理健康问题有所启示。 

4 结语 

在今天，随着世界不同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成为了一个不

可回避的话题
19
。佛教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在当下和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显示出了它

的韧性与包容。佛教的哲学意义，决定了它不是被条条框框束缚的教条主义，而是一门说理

的艺术，与西方主体哲学理论性的说教不同的是，佛教在理论之下，是无数修行者的亲身实

践，在修行的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佛教对于心灵本质的探寻。佛教的目的在于让众生脱离痛

苦，而脱离痛苦首先要进行的便是心的修炼。禅定的空性、心的修炼，正是现代社会所缺少

的东西，随着佛教逐渐融入西方文明，相信这一种谦虚、实际和勇敢的智慧
20
会被不断发展，

不断被人们所接纳，并切实地改善现代社会下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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