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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久隔贴》

←净土真宗肉食妻带的

历史文化背景可以上追至平

安时代的最澄法师

→明治维新之前， 亲鸾上人

所创立的净土真宗是日本唯一许

可僧人肉食妻带的佛教教派

讲演

2018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五学人4

明 治维新之前， 亲鸾上人

所创立的净土真宗是日

本唯一许可僧人肉食妻带的佛

教教派， 该教派许可娶妻生子

的现象， 客观上促使了净土真

宗的扩张， 使其发展为日本最

大的佛教宗派。 净土真宗肉食

妻带的历史文化背景可以上追

至平安时代的最澄法师， 他和

空海法师同年 （804）来到唐朝

学习天台教义， 最澄回到日本

后， 在比睿山创立天台宗。 当

时， 各宗出家者必须到奈良东

大寺受戒。 日本最初的完整戒

律是鉴真东渡所传授的南山

律，南山律是将四分律与《梵网

经》 的大乘戒思想结合起来的

戒律体系。 东大寺戒坛所授僧

戒皆为具足戒即二百五十条的

戒律，但最澄认为，既然日本佛

教在教义上奉行大乘佛教 ，那

么在戒律上也应该遵奉大乘戒

律，即《梵网经》的 “摄律仪戒 ”

所规定的十重四十八轻戒（注：

即在家居士所授菩萨戒）。最澄

的主张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各宗

派的反对，最澄几次上书天皇，

提出单独执行大乘戒律， 并为

此争论了二十余年。

最澄去世（822）之后，嵯峨

天皇方才许可在比睿山设坛 ，

每年为得度僧授大乘戒。 天台

宗“大乘圆戒”思想对日本佛教

的影响巨大，依照这一戒律观，

在家信徒与出家僧侣在戒律上

就没有特别的区别， 最澄将此

称为“真俗一贯”。 在家菩萨与

出家菩萨在佛道上完全平等的

理念是日本佛教的重要特征 ，

渊源便在天台宗的戒律观。

最澄为佛学院僧徒制定的

学生守则中明言， 最好的僧才

应该是能够为国家服务的僧

才。 由于日本当时没有如中国

儒家这样“入世”的思想体系存

在，日本佛教必须承担 “入世 ”

和“出世”两种文化职能和社会

职能，这种特殊的、有别中国的

文化生态和文化结构， 决定了

佛教在古代日本主要作为以法

会和教理为中心的学问宗教而

被接受，而体现佛教 “出世 ”性

格的戒律在日本佛教中的重要

性相应下降。

日 本僧人入俗现象的另一

个历史文化背景是天皇

和贵族出家， 太上法皇是对出

家天皇的尊称。最初，圣武天皇

在天平感宝一年 （749）禅让孝

谦天皇，出家后得法名“胜满”，

未称法皇。平安时代，宇多天皇

出家，称宽平法皇；灵元法皇是

江户时代的最后一位法皇。 11

世纪后，出身贵族的僧侣增多，

贵族出家往往携带家眷， 本人

住寺院内部， 妻子安于寺院周

围。 出身贵族者为了寺门繁荣

而留下子嗣，这是自然的想法，

而周围的僧侣也承认他们的特

权，此后，机构严整的正式僧伽

之中也出现了娶妻的僧侣。 法

脉图中的“真弟”“真弟子”等即

表示血缘上的亲子关系， 说明

在法脉继承中有子承父业的现

象。 贵族子弟进入正规的寺院

后， 僧侣娶妻现象有普遍化的

趋势。

奈良时期的僧侣分为两个

集团， 即以大寺院僧侣为中心

的、得到政府认可的僧伽，以及

未得到政府认可的私度僧群

体， 这些私度僧生活在官寺周

边， “即俗放贷，蓄养妻子”，过

着“非僧非俗 ”的生活 ，这两个

性质不同的僧侣集团相互交

涉， 以至于出现了男女共住的

寺院。 这一风气使得正式的僧

侣对娶妻也变得宽容起来。

随着戒律的崩毁， 日本佛

教史上出现了戒律复兴运动 ，

如镰仓中期律宗僧人睿尊 ，以

奈良西大寺为中心， 积极推进

“十诵律 ”的传播 ，在社会上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并未改变

日本佛教不重视戒律的总体趋

势。 对日本佛教发展趋势影响

最大还是社会制度层面 ，1635

年， 江户幕府为了抑制基督教

的传播下令实行寺檀制度 ，国

民必须归属某菩提寺， 供养僧

侣， 而佛教寺院有义务为居民

提供非基督徒的证明。 这样一

来， 寺院成为保证居民身份的

机关之一， 寺院僧侣在某种程

度上相当于幕府政府基层组织

的官吏。 寺檀制度的积极效应

是僧侣收入来源稳定， 衣食无

忧； 但负面的效应则是僧侣的

修行动力不足， 对戒律的维持

造成不小的冲击。此外，地方村

落的寺院由于檀家数量不多 ，

只有少数僧侣能够维持自己

的生活 ，很多寺院出现僧侣不

能组成最低限的僧团的情况 ，

为确保参加寺务的劳动力 ，僧

侣娶妻以参与寺务 ，生子以做

寺院的继承人 ，就成为一种自

然的选择 。 但同时 ，日本寺院

中依然有坚持独身不娶妻的

“清僧”。

最 后， 张文良谈论了日本

寺院世袭制的问题 ，这

种制度在亲鸾创立净土真宗之

后就出现了，明治之后，随着僧

侣结婚合法化、普遍化，世袭制

扩大到其他佛教宗派中。 一方

面， 住持的子弟从小受到佛教

文化的熏陶， 在道心的成长方

面有得天独厚的环境， 容易被

寺院的檀家所认可。另一方面，

许多住持的子弟并没有深厚的

佛教信仰， 也没有成为住持的

愿望，只是因为父母之命难违，

或者从事其他社会职业无望才

被迫管理寺院。 在日本社会有

着子承父业的传统， 社会对世

袭制的认同度很高。 只要后继

者不出现重大问题， 一般都能

够维持祖业。 对于年轻的僧侣

来说，只要取得僧侣的资格，就

能够得到檀家的认可， 即使本

人不精进， 依靠家庭其他成员

也能够经营管理寺院。 这就造

成年轻僧侣精进修行的动力不

足。当下日本经济不景气，许多

寺院单靠檀家的布施不足以维

持寺院的运营， 于是住持需要

到社会上去兼职。 住持的工作

反倒成为业余时间从事的工

作，修行的必要性成为大问题。

日本东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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