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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承认的， 应当是其原来理

想所具备的正面价值的方面 。

我们须知，理想之不足，是在理

想伸展为更高更大之理想时 ，

才反照出来的。 现实上的缺点

与坏处，是在我们实现理想时，

受了限制， 阻碍及其它牵挂而

后反照出来的。 此乃属于第二

义。 我们能对于个人先认识其

理想的长处， 则我们可先对人

有敬意。 再继以认识其理想之

不足与现实上之缺点， 则可使

我们想方法补救其理想之不足

与现实上之缺点， 以表现我们

对他的爱护， 对于为人类客观

精神生命之表现的文化， 也应

当如此。 ”

此处虽说现实之能否充分

展现理想，乃属第二义。 但若现

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

而仅剩寡头的理想， 亦为大遗

憾。由究竟义上，当然是理想与

现实结合。 如唐先生之写《中国

文化之精神价值》，极力赞扬中

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表彰其间

种种的美好精彩， 即以理想召

唤，期待全民朝此方向努力，期

待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皆能成为理想之具体呈现。 宣

言虽对近代中国之现实婉转维

护， 但唐先生等人在这点上是

很清楚的； 我们不仅希望西方

人对中国文化的传统理想有敬

意， 同时希望他们对现实上的

文化表现也有敬意； 亦即对文

化理想之落实于现实中， 而起

敬意。

在文化的理想层面上 ，宣

言提到 ，西方应该学习东方的

智慧 。 “第一点 ， 我们认为是

‘当下即是 ’之精神 ，与 ‘一切

放下’之襟抱。 ”“第二点，是一

种圆而神的智慧 。 ”“第三点 ，

是一种温润而怛恻或悲悯之

情。 ”“第四点 ，是如何使文化

悠久的智慧。 ”“第五点是天下

一家之情怀 。 ”这些智慧是希

望西方学习我们的 ， 当然 ，在

这之前 ，我们要问 ，中国人自

己肯定 、重视这些智慧吗 ？ 中

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出这

种智慧吗？ 这些文化理想或智

慧是于现代活着的 ，还是仅存

于古代的古董？

中国文化的兴衰起落终究

要靠中国人自己。 1974 年，唐

先生于五四纪念日对香港青年

学生讲话（《中华人文与当今世

界》，台北：学生书局，1988 年 ，

下册，页 334-340）。 其中提到

对海外中国青年的五点期许 ：

首先，做一个人。亦即重人禽之

辨 ，重视伦理 ，修养品德 ，创造

真善美文化。第二，做一个中国

人。 唐先生强调：“于此我要先

提醒诸位注意 ，此 ‘中国人 ’的

观念， 并不是以我一时所居之

地域而定， 亦不是依现代的国

籍法而定。此乃是依血族而定，

亦即依我们之生命之本原而

定。只要我们之血族，我们之生

命之本原，是中国人，则我们永

远是中国人。 但我们更须常常

自觉此我永远是中国人， 自觉

的求真正作一个中国人。 如何

才算真正作一个中国人呢？ 此

更要在常常自觉我一个人之生

命，与我之血族不可分，与整个

中华民族不可分， 由此以扩大

我个人之生命生存的意义与价

值。 ”第三，做一个心灵开放的

中国人。第四，做一个尊重中国

历史文化与历史人物的中国

人。第五，做一个承担延续发展

中国历史文化之责任的中国

人。唐先生说：“今日之时代，不

同过去之时代。 一时代总有一

时代的问题。无论作事与为学，

总不能闭眼不看时代的问题 。

这不是说人只求适应时代。 对

一时代中的一切事物， 我们都

应以批判的眼光， 去看其是否

合乎真善美的标准， 而加以裁

判、选择。由此以决定我们自己

之行为的方式， 形成我们自己

的人格， 以创造未来的时代的

中国与世界。 ”

唐先生这段话当时是对香

港的青年说， 其实也可对每一

个中国人说。 前两年唐先生全

集在大陆出版， 标示的句子即

是 ： “做一个人 ， 做一个中国

人。 ”其实，这几句话的涵义甚

深，期许与相应之责任，绝非一

般。唐先生说的“做一个人”，已

经归结了整个成德之教的君子

之学。 而“做一个中国人”亦不

只是单纯的国族认同， 更涉及

文化认同与文化承担。 如果能

如唐先生的期许， 而有众多中

国人朝此方向努力， 则不但中

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高度的认

同与自信，也能传承优点，结合

传统文化资源， 开创现代生活

中的真善美等价值。 如此，即是

中国文化理想在现实中的具体

创造与实现。

中国人应该把中国文化

当成活的文化 ，而把自己当成

这个活文化的一个成员 ，也是

这个文化创造与具体实践的

参与者 。 若接受这个观点 ，则

我们可以进一步聚焦于中国

哲学之研究 ，对于中国人应该

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问题 ，套

用上述观点而回应如下 ：中国

人 （尤其是学术工作者或知识

分子 ）应该把中国哲学当成活

的哲学 ，而把自己当成这个活

哲学的一个成员 ，也是这个哲

学创造与具体实践的参与者 。

唐先生的一生 ，已先完成对青

年之五点期许 ， 晚年又完成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更为

后继者展示如何为当代中国

哲学注入原创的活水。

（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哲

学系客座教授）

邗 （上接 14 版）

西南地区圆觉菩萨造像民俗化倾向

圆觉菩萨造像在国内并不罕

见，绘画、雕塑等形式的作品都涉

及这一题材。 “圆觉菩萨”名称来

源于《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

（右图），收录于《乾隆大藏经》第

四十五册， 唐罽宾沙门佛陀多罗

译。为便于论述，下文统一使用常

用名《圆觉经》。

根据《圆觉经》所述，在一次

法会上，佛陀指出“一切如来本

起因地， 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

断无明，方成佛道”。随后，十二位

菩萨依次向佛陀提问，分别是文

殊菩萨、普贤菩萨、普眼菩萨（观

音菩萨）、. 金刚藏菩萨、 弥勒菩

萨、清净慧菩萨、威德自在菩萨、

辩音菩萨、净诸业障菩萨、普觉

菩萨、圆觉菩萨、贤善首菩萨。

在雕塑史上， 这十二尊菩

萨的造像常以群像出现， 简称

为“十二圆觉”。事实上，《圆觉经》

的传播与十二圆觉造像在四川

地区的广为人知是在宋代。原因

有二：一是《圆觉经》所弘扬的方

法论，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

打成一片 ， “顿机众生从此开

悟 ，亦摄渐修一切群品 ”，易引

起宋朝僧侣和士大夫共鸣 ；二

是历史上《圆觉经》权威注疏者

宗密禅师籍贯四川 （今四川西

充县）。 他与圆觉菩萨造像在四

川传播有甚深的因缘关系。

在我国西南地区，以《圆觉经》

作为造像题材的著名石窟有两处，

一是安岳洞窟群的 9号圆觉洞；二

是大足宝顶大佛湾 29号窟圆觉

洞。 这两处石窟的具体开凿时

间至今尚未有定论。 过去学者

多根据清代光绪《安岳县志》的

记载， 认为安岳 9 号圆觉洞是

北宋庆历四年（1044 年）开凿。

而学者李崇锋则根据实地调

查， 倾向于认定 9 号圆觉洞开

凿于南宋庆元四年（1198 年）。

至于大足宝顶山石刻 ，学

者们倾向于认定绝大部分开凿

于 南 宋 淳 熙 至 淳 祐 年 间

（1174?1252 年）。 其中圆觉洞

编号 29， 位于大佛湾造像的南

岩西段。

过去， 有部分学者基于在西

南地区的实地调研指出：在四川境

内以《圆觉经》为题材的石刻造像

在两宋以前和以后都没有，仅在两

宋时期有几处（详见丁明夷《四川

石窟杂识》，《文物》1988年第 8期

第 46-58页；胡文和《四川摩崖石

刻造像调查及分期》，《考古学集

刊》第 7集，第 79-103页）。

两宋以后， 四川境内真的再

无圆觉菩萨造像产生了吗？

说有易，说无难。 四川泸州法

王寺即收藏有圆觉菩萨石刻造像，

系清朝嘉庆年间作品。这十二圆觉

菩萨石刻造像的特征如下：

其一，从造像年代来看，除了

一尊（伽蓝菩萨，见图③）刻于嘉庆

四年（1800年）以外，其他十一尊

都刻于嘉庆三年（1799年）。

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 ，根

据 《圆觉经 》的描述 ，十二尊请

法的菩萨当中并无伽蓝菩萨 。

而这批造像在底座中标明是

“圆觉 ” 身份的菩萨只有十一

尊。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么假

设： 这批造像的总数有可能是

十三尊 （十二尊圆觉+一尊伽

蓝 ），因为某些原因 ，现在遗失

了其中一尊。 而这尊伽蓝菩萨

与其他圆觉菩萨造像风格是统

一的（下页图⑥）。

从民间风俗习惯来看 ，关

公在佛教、道教皆受尊崇，在佛

教界被视为护法神， 佛寺为之

设置 “伽蓝殿 ”，因此功德主们

在捐资造十二圆觉菩萨像的同

时，决定增塑一尊伽蓝菩萨，似

合乎情理。

从展览逻辑来看，根据《圆

觉经》的内容，最简单的方法即

造像安排为一字排开，中间立三

释迦牟尼佛、 药师琉璃光如来、

阿弥陀佛三佛，左右两侧各为六

尊圆觉菩萨。 但这样布展会有一

个问题———显得较为呆板，缺乏

现场感。 《圆觉经》开头称十二位

菩萨在修行中遇到了不解的问

题，需要向佛陀求教，所以，在展

览中，若要还原菩萨向世尊请法

的场景，道场却没有安排一个提

问者，就显得不自然。

根据现存大足宝顶山石刻

遗址来看，其圆觉洞的布局颇有

意思，洞窟内的造像安排为“倒 U

字形”形式，主像三尊坐于正壁，

三佛前跪拜一菩萨，左右壁各有

六尊菩萨呈对称坐式，这就很好

地切合了《圆觉经》的主题内容。

大足圆觉洞布展的神来之

笔是———于三佛前设计了一尊

身份模糊的化身菩萨———表示

请法，由此，则不必因为动用左

右壁任意一尊菩萨、 从而造成

一边六个而另一边五个的形

谢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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