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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论述救苦救难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共同宗教关系。通过将观音与福 

音进行比较，本文还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问题。作者认为，所谓的中国佛教实际上是中 

国宗教在以佛教的方式进行表述，而所谓中国基督教则实际是中国宗教以基督教的形式 

来表达自己。因此，根据同样的内容，基督教与佛教只在表面上相异，结果上是同样 

的。另外，根据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例，作者认为，中国基督教必须完全切断其西方传 

统，如此方可获得真正的中国基督教。中国基督教必须聆听上帝曾经是，现在是以及将 

来也是在众人自己的语境中对众人说话的。 
 
 
 

关键词：救苦救难 观音 福音 佛教 基督教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t discusses that helping people in distress is a common relig- 

ion relationship of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According to a contrast of “Guanyin” and “Good 

news”,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problem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author believes Chi- 

nese Buddhism is a Chinese religion which present as Buddhism style, and Chinese Christianity 

is a an chinese religion which present itself as Christianity styl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ame 

content, christianity and Buddhism look like different on exterior , but the results are the 

same. Also, according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m classic materials, the author believes 

chinese christianity must cut off the western culture in order to build a complete chinese style 

christianity. The chinese christianity must listen the God’s words from this time forth and for 

eve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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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表面上是关于佛教与基督教的一个
 

比较，但实际上却是要说明究竟什么才是中国基 

督教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基督教，尽管很多人都认 

为我没有资格谈基督教，因为我根本就不懂西方 

基督教或懂得很少，但我想说，我只是没有资格 

谈西方基督教而已，我完全有资格谈中国基督 

教，在我看来，只有不懂西方基督教的中国人才 

有资格谈中国基督教，而且越是不懂就越有可能 

谈得越好，比如一个现在可能连基督教徒都还不 

是的中国农民甚至乞丐就会在这方面大大地超过 

我。不过，我不想在此为我本人以及在本文中所 

谈的中国基督教作更多的辩护，其他人爱怎么评 

论就怎么评论，反正我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不是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除了抄袭上帝，我保证没 

有抄袭任何其他人。 
 

为了达到我想要的目的，我有意在中国文化 

的语境中来探讨佛教和基督教，这在佛教方面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中国自己有成熟的佛教文 

化，有一套完整的成体系的中国化佛教理论和实 

践，但在基督教方面就相当困难了，因为中国自 

己还没有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在中国远没有象佛 

教那样已经做到了中国化，尽管中国也有基督教 

会，也有基督教堂，也有基督教牧师，也有基督 

教徒，也有基督教学者，也有基督教出版物。我 

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基督教”，其意只是指“在 

中国的基督教”或“行政上属中国管辖的基督 

教”而不是指“中国化的基督教”；香港道风山 

所倡行的“汉语基督教”，也只是“用汉语来表 

达的西方基督教或西方神学”而已，只是让西方 

基督教或西方神学脱了英语的“马甲”换上汉语 

的“马甲”而已（而且这件汉语“马甲”也还是 

西方制造的，胸前背后都写着英文），内中毫无 

汉语文化即中国文化可言。总之，所谓的“中国 

基督教”或“汉语基督教”，本质上还是属于西 

方文化的范畴而隔异于中国文化，从而与“中国 

佛教”或“汉语佛教”大异其趣，这不免让人对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跌眼镜，徒叹失望，毕竟 

基督教传入中国也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权 

且从明代算起吧），这么长的时间，黄花菜都凉 

了两箩筐了，若是佛教，早就中国化了。不过， 

话得说回来，失望也只是对中国现实基督教的失 

望，就基督教本身而言，或者说就纯粹的基督教 

而言，或者说在上帝的周密计划和巧妙安排中， 

基督教原本是蕰含着中国文化因素的，因为，普 

世的上帝不可能只对西方人言说而不对中国人言 

说，否则他就太偏心了，不配被尊为上帝。上帝 

既然要对中国人言说，那他就要说汉语，就要说 

中国人喜欢听的话，就要说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 

话；如果上帝也象对西方人那样地对中国人咿里 

哇啦地说一通中国人听不懂的英语，如果上帝也 

叫中国人去吃汉堡三明治而不去吃烧饼油条，那 

他就算是瞎了眼了，那还叫什么全知全能全善的 

上帝？可见，上帝是不可能不对中国人言说的， 

同时也是不可能不以合乎中国文化的方式来对中 

国人言说的。上帝确确实实是对中国人言说了包 

含着中国文化内涵的基督教教理，但“大音希 

声”
①
，中国人不仔细听是听不到的，再加上在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环境中，西方神学聒噪 

吵闹，声大如雷，搞得中国人根本没法静下心来 

去认真地倾听上帝为他们“量身定说”的谆谆教 

导。不过，这几天，“如是我闻”
②
，我乃是听到 

了上帝对中国人的一些（仅仅是一些）言说，我 

想把转述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但为了防止有人 

说我神经病或假冒“先知”假传“圣旨”（我是 

一位学者，不是什么“先知”），我有必要解释 

一下我何以能听到上帝对中国人的言说，明白这 

一点乃是读者诸君能够理解并认可本文有关基督 

教部分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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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基础 我们

在谈论西方文化的时候往往会说西方文 

化是“两希文明”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组 

合，其中希腊文明是指科学，希伯莱文明则是指 

基督教，不过海德格尔认为将西方文化如此一分 

为二是不对的，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只是希腊文 

明，基督教也是属于希腊文明，这是什么意思 呢？

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当从希伯莱文明中蕴 育出

来的犹太基督教（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传入 西方

后即被希腊化或西方化成了西方基督教，这 西方

基督教所体现的实际上都是源自于希腊文明 的理

性精神，它与体现在科学中的理性精神并没 有什

么不同，正因如此，所以西方基督教也被称 为理

性的宗教，其所倡导的信仰也是理性的信 仰，其

所信仰的上帝也是理性的上帝
③
，比如西方 基督

教思想史上前赴后继不断有人提出有关上帝 存在

的证明，这些证明就其方式而言无一不与科 学上

的证明一样是理性的证明。西方基督教思想 家们

坚信，只要通过理性的方式证明了上帝的存 在，

那么上帝也便是理性的上帝，信仰上帝也便 是理

性的信仰。总之，西方基督教浑身上下都散 发着

希腊文明的理性光芒而与其所源起于其中的 希伯

莱文明渐行渐远，这只要看看西方基督教与 体现

希伯莱文明的犹太教之间的明显不同以及两 者在

历史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就一目了然 了。 

海德格尔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看法提醒我 

们：作为一种文化，宗教是有国界的，宗教是有 

民族性的，西方基督教不同于犹太基督教，同样 

地，中国基督教也应不同于西方基督教，但遗憾 

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中国基督教而只有西方基 

督教，还没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基督教而只有行 

政意义上的中国基督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 

为中国的基督教（不等于“中国基督教”）不分 

青红皂白地从理论到实践一古脑儿地照搬西方基 

督教，没有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圆融起来。西方 

基督教讲“三位一体”，中国的基督教也跟着讲 

“三位一体”，殊不知“三位一体”在中国文化 

看来，简直就是乱伦！西方基督教讲“原罪”， 

中国的基督教也跟着讲“原罪”，殊不知中国文 

化是讲“人之初，性本善”的，何罪之有？西方 

基督教反对鬼神崇拜，中国的基督教也跟着反对 

鬼神崇拜，殊不知中国人普遍信奉“抬头三尺有 

神明”，以此为基础的鬼神崇拜广泛存在于中国 

社会，并且其中的祖先崇拜还是中国人表现孝道 

的方式之一。当然，中国基督教界个别“中国 

心”未泯的有识之士也曾提出过中国自己的基督 

教观念，如丁光训主教曾认为，在中国，象雷锋 

这样虽没有基督教信仰但却富于仁爱之心的人也 

是应该得到上帝的关怀和拯救的，于是乎，他就 

提出了“因爱称义”以区别于西方基督教的“因 

信称义”，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十分符合儒家理 

念因而非常中国化的“因爱称义”一经提出便遭 

到了一大批拥有西方神学教育背景有的甚至还得 

到西方教会资助的中国基督教学者的非议和反 

对，个中原因虽然也有现实利益的冲突，但“因 

爱称义”与“因信称义”在教义上的相左无疑是 

最直接的原因。在那些洋气十足的中国基督教学 

者看来，西方基督教就是基督教本身，就是唯一 

的基督教，从而，西方基督教之所说就是上帝之 

所说，就是基督之所说。既然西方基督教说了 

“因信称义”，那么与“因信称义”相左的“因 

爱称义”，便是有悖于上帝之意旨的，便是错误 

的。实际上，真正有悖于上帝之意旨的乃是认为 

西方基督教就是基督教本身或西方基督教就等于 

基督教的看法，因为，上帝是因全人类而存在为 

全人类而言说的，并不仅仅因西方人而存在为西 

方人而言说，公正无私的上帝早已在世界各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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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地完成了基督教的布局，其中既有西方基督 

教，也有中国基督教，还有柬埔寨基督教、尼日 

利亚基督教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世界上有多 

少民族，有多少文化圈，有多少国家，上帝就部 

署多少种基督教，只是隐显有别而已，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中国本已有上帝亲自部署的中国基督 

教，用不着西方教会多此一举地向中国传播不适 

合中国文化的西方基督教，西方教会向中国传播 

西方基督教，将西方基督教强加于中国，从而蒙 

蔽了由上帝亲自部置的中国基督教，这完全违背 

了上帝的意志，打乱了上帝的精心安排，而且让 

一般中国人产生一种严重的错觉，以为基督教就 

是西方的。现在，到了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 

时候了，即基督教不是西方的，而是上帝的，而 

是全人类的。上帝的基督教不但西方有份，中国 

也有份，只是西方人靠着他们先行一步所建立的 

西方神学，捷足先登，从上帝的基督教中分有了 

西方基督教，从而使得西方基督教显明了出来， 

而中国基督教则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西方基督教 

的阻扰）还保存在上帝那里，需要我们建立起中 

国神学来将它拿出来，而我们所要建立的中国神 

学是与西方神学完全切割的神学，只有将中国神 

学与西方神学完全切割，才能将上帝在中国部置 

的基督教发扬光大，才能不辜负上帝对中国人的 

期望和厚爱，才能有所谓的中国基督教出现，才 

能完成基督教的中国化。总之，基督教的中国 

化，要从建立中国神学入手，因为神学是基督教 

的“主机”，只有“主机”中国化了，作为“屏 

显”的基督教才能中国化；若作为“主机”的神 

学是西方的，那么作为“屏显”的基督教肯定也 

是西方的。可见，中国化基督教的神学基础只能 

是中国神学而不能是西方神学，那么，什么样的 

神学才是中国神学呢？ 

我们都知道，西方神学是从《圣经》中诠释 

出来的，同样地，中国神学也只能从《圣经》中 

诠释出来，只是据以诠释出中国神学的《圣经》 

与据以诠释出西方神学的《圣经》应该是而且必 

须是不一样的，其中前者是中国《圣经》，后者 

是西方《圣经》。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世界上 

不是只有一部《圣经》吗？怎么会有中国《圣 

经》与西方《圣经》之别呢？请注意，我这样说 

的意思，或我区分中国《圣经》和西方《圣经》 

的用意，不是从《圣经》版本学、《圣经》考据 

学或《圣经》发生学的角度来考量的，而是出于 

如下《圣经》诠释学的考虑： 
 

我们所要从中诠释出中国神学的中国《圣 

经》，也就是汉语《圣经》（如南京和合本或其 

他“蒙准使用”的南京和合本改编本）是上帝特 

许给中国人的，因而，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老是 

觉得汉语《圣经》是从西方《圣经》翻译过来 

的，其底本或根子是西方《圣经》，这种看法只 

是学术而非神学，从神学上看，汉语《圣经》不 

是源自于西方《圣经》，而是象西方《圣经》那 

样都源自于上帝，于是乎汉语《圣经》与西方 

《圣经》是并列的关系而非从属的关系。只有使 

汉语《圣经》彻底走出西方《圣经》的阴影，摆 

脱与西方《圣经》的学术关系，我们才能从汉语 

《圣经》中诠释出中国神学或地道的汉语神学， 

否则只能诠释出以汉语来表达的西方神学，为西 

方人作嫁衣裳而已。有鉴于此，我们应该“胆子 

再大一些”，当我们在诠释汉语《圣经》的时 

候，就把当下的汉语《圣经》当作是最后的根 

据，不要去联想到以英语或其他以字母文字来表 

达的西方《圣经》，比如，当我们在解释汉语 

《圣经》中的某个概念的时候，不要去考查这个 

概念在西方《圣经》中对应的英语表达是什么意 

思或拉丁文表达是什么意思，而应该快刀斩乱 

麻，切断与西方《圣经》的一切联系，就在当下 

的汉语和中国文化语境中去直探这一概念的汉语 

含义，别去管它的英语或拉丁文是什么意思。说 

 
·62· 



观音与福音  

句不该说的粗话，它的英语或拉丁文是什么意思 

关我什么事！要想建立中国神学，非有这种“粗 

人”的“硬气”
①
不可！要知道，宗教不但有国界 

有民族性，而且更有语言性。不同的语言培育出 

不同的宗教。我曾见过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 

经》，这本《圣经》经常被中国研究基督教的学 

者放在案头以备查，也被当作大学生学习和了解 

基督教的教材，窃以为这本中英文对照的《圣 经》

对于那些想从学术的角度来了解基督教的中 国人

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形塑中国人的中国神学 观念

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若站在这个立场上 来看，

那么，这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就象赵 本山在

春晚小品《小崔说事》中所说的，应该放 到村头

的厕所里或用来左一层右一层地糊墙。总 之，中

国人只要看汉语《圣经》即可，管他英语 

《圣经》怎么说。中国人只有别立于西方《圣 

经》和西方基督教之外（最好与之绝缘），然后 

“教外别传”，自说自画，自行其是，唯其如 

此，才能构建出所谓的中国神学，否则，若割不 

断与西方《圣经》和西方基督教的关系，中国神 

学是断断不可能诞生的，充其量也只能出个西方 

神学的汉语版或中国版。在这里，中国佛学的发 

展经验可以作为中国神学的借鉴，如果中国神学 

真的想要有所成就的话，因为中国佛学就是在印 

度佛学之外自说自画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若没有 

这种自说自画的大无畏精神，中国佛学焉能成其 

为独成体系的中国佛学？下面这个对“佛”字的 

解释就是中国佛学别立于印度佛学之外自说自画 

的典型案例： 
 

佛法东来，须立名号，古德取“浮屠”，音 

近者遴选，以笔画象征，义取“佛”字。佛随 人，

唯人之心体与宇宙本体同构，“亻”旁指明 众生

本具佛性，智慧根即觉悟依凭。再取“弗” 字注

音。“弗”两意，一曰矫、矫正。二曰 “不”，

表否定。佛法要矫正什么？否定什么？ 

分述如下： 一、矫正心体，指示学佛根本。人之

降生刹 

那，与真如同构之心体断做两截，名意识与潜意 

识。心体分裂遮蔽众生本具慧根（与本体同一的 

心体），生我执堕无明，故“弗”字的两竖（将 

丿简化为|）分别喻意识和潜意识，犹言修行是要 

修复这断裂，令心体不二，使两竖合一。 
 

二、矫正观见，此为理入门径。“弗”字两 

竖也分别喻“有”和“空”，“弗”也表否定， 

其意思是空、有皆为偏见。佛法正见不落两边， 

空不拒假有，有即自性空，空有不二，当体中 道。 
 

三、“弓”通“功”，此为修行门径。意识 

显则潜意识隐，两者难同体应时，故除了明中观 

之理，还须辅以持戒、持号、持咒、参禅、布施 

等等修行，辅助清理潜意识。“弓”如曲折蛇 行，

缠绕表征潜、显意识之两竖，或渐或顿终将 消除

潜显意识的分裂，两竖和合，功夫也随之销 弥

（得“一”须防法执），统归为一。 
 

要而言之，修行关键在打理意识与潜意识的 

分裂，使“弗”之两个“|”归  一，归复先天与 

宇宙本体同构并相应之心体。此时自我、我执顿 

消，俗谛意义上的“亻”也销弥，整个境界只是 

简单而圆融的“一”，故学佛就是化佛，化 “佛”

为一。
①

 

 

本来，无论是“浮屠”还“佛”，都是个音 

译词
②
，但刚才这段引文在解释“佛”之一词时， 

却完全不顾其所音译自的那个词的含义，只管自 

说自画地按“佛”这个汉字的偏旁结构来赋义来 

演绎“佛”的佛学含义，这是地道的中国化释义 

法，中国佛学就是在类似的如此这般自说自画不 

太在意印度佛学的中国化释义法下建立起来的。 

遥想当年的佛经汉译，当汉译本确定后，翻译者 

就毫不怜惜地把作为翻译底本的印度本或西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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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毁掉，要知道，其中的许多本子还是象玄奘这 

样的人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西天取经” 

取来的呀！那么，翻译者——他们实际上也是中 

国佛学的最早奠基者——为什么要把印度本或西 

域本毁掉呢？这不是太傻了吗？这不是傻，而是 

建立中国佛学的大丈夫气概！只有将印度本或西 

域本毁掉，后人才能将汉译佛经当作中国佛学的 

最后依据，才能据以建立纯正的中国佛学。为了 

建立纯正的中国佛学，中国人不但毁经绝版，而 

且还制造了许多“伪经”，所谓“伪经”系指那 

些不是从印度佛经或西域佛经翻译过来的，而是 

中国人仿照印度佛经的格式自造并堂而皇之地称 

之为佛说的佛经。通过这些“伪经”，中国人无 

拘无束地表达着自己对佛学的理解，形塑出了有 

别于印度佛学的纯正的中国佛学思想，正因如 此，

所以中国佛学研究专家潘桂明先生说：“伪 经非

常重要，它是一定历史背景下哲学思潮的反 映，

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在思想史 上有

重要意义”
①
，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显然就 是

指对于构建独具特色自成体系有别于印度佛学 的

中国佛学的重要意义。总之，要构建中国神 学，

要使基督教中国化，榜样“远在天边，近在 眼

前”，佛教中国化的经验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 榜

样，中国佛教曾经怎么做，中国基督教就学着 怎

么做，无须多虑，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可以 仿

照着中国佛教对“观音”的解读来对基督教的 

“福音”作中国化的解读。 

 
 
 

二、中国佛教中的“观音” “观

音”，也叫“观世音”，“唐代因为避 

太宗李世民讳，略称为观音”。②在中国佛教所信 

仰诸佛菩萨中，观音菩萨是知名度最高、受供奉 

最广的，这一点连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都望尘 

莫及，那么，观音菩萨何以会有如此高的佛教声 

望呢？这与观音菩萨的佛教品格及其所扮演的佛 

教角色有关。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与诸十方三 

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
③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 

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④
。观音菩 

萨因为已“得圆通根本，发妙耳门”
⑤
，耳根圆 

通，所以“能够观照世间的音声，世间众生遭遇 

灾难，若一心称念菩萨名号，观音菩萨就会寻声 

救苦，使众生离苦得乐”
⑥
——所谓“观音”者， 

即是“观世人称彼菩萨名号之音而垂救”
⑦
的意 

思。 
 

观音菩萨“寻声救苦”的解脱法门就是所谓 

的“观音法门”，“观音法门”有时亦被称为 

“圆通法门”。观音菩萨曾自称：“彼佛如来， 

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 

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号，遍十方 

界”
⑧
，于是乎，十方世界广大众生有苦难者，不 

管是什么苦难，也不管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 候，

只要一心称念观音名号，便能得救，十分灵 验。

总之，“观音菩萨是寻声救苦，哪里有深陷 苦厄

众生的呼救，哪里就有观音菩萨慈悲救护的 眼

手”
③
，“千手千眼”救“千苦千难”，真是 

“千处祈求千处应”，正因如此，所以“北宋在 

观音名号前加灵感二字，南宋加号大慈悲救苦救 

难，天竺（指杭州上天竺寺）加广大二字”
①
，观 

音菩萨的名号便在人们对她的美好愿望和祈求中 

最终定格为《白衣观音大士灵感神咒》中能充分 

展示其佛教品格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徒 

所经常念的完整版的观音名号，稍微简化一点亦 

可称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 

世音菩萨”等，最简单的当然就是“观音菩萨” 

了。实际上，在观音信仰的语境中，只要心诚， 

只要能够做到心不杂乱，一心称念，那么无论是 

念观音菩萨的全名还是简名都能达到“人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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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离身，一切灾殃化灰尘”的得救效果
③
，这种得 

救效果在《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中被分 

为十四个方面即所谓的“十四种无谓功德”，那 

么，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究竟能救哪些苦哪些 

难呢？一些相关的佛经中有详略不等的交代，如 

《观世音菩萨救苦经》中说：“能救狱囚，能救 

重病，能救千灾百难苦”；《高王观世音真经》 

中说：“能灭生死苦，消灭诸毒害……火焰不能 

伤，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活”； 

《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在列举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所具有的“十四种无畏功德”时也 

间接地告诉了我们观音菩萨究竟能救哪些苦难， 

这“十四种无畏功德”分别是： 
 

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 

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二者，知见旋 

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三者，观 

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四 者，

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 国，鬼

不能害。五者，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 于声听，

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 兵戈，犹

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六者， 闻熏精明，

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 令众生，药

叉罗刹、鸠槃茶鬼、及毗舍遮、富单 那等，虽近

其傍，目不能视。七者，音性圆销， 观听返入，

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 不能着。八

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 生，经过险路，

贼不能劫。九者，熏闻离尘，色 所不劫，能令一

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十者， 纯音无尘，根境

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 众生，离诸嗔恚。

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 心，犹如琉璃，朗彻

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 诸阿颠迦，永离痴暗。

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 道场，涉入世间，不坏

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 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

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 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

福德智慧之男。十三 

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 镜，

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 受领

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 端正

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十四者， 此三

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 子，有

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 随顺众

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圆通 本根，

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遍周法 界，能令

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 沙诸法王

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所具有的这“十四种 

无畏功德”，其所涉及的苦难其实只是《法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观音菩萨所能救的苦难 

的一部分。在所有同类的佛经中，《法华经·观 

世音菩萨普门品》对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描 

述是最为详细、最为系统同时也是最具内在逻辑 

的，兹有三个方面，一是救众生的外在苦难：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 

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 

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 

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 宝，

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 国，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 诸人

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 音。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 彼所

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 国土，

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 音菩萨

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 复加害？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械枷 锁，检系其

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 即得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 主，将诸商

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 人，作是唱言：

“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 当一心称观世音

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 

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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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救众生的内在苦难：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 萨，

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 萨，便

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 萨，便得

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 大威神力，

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若 有女人，设

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 福德智慧之

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 宿植德本，

众人爱敬。 
 

三是救不同类型的众生： 
 

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 

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 

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 

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 

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 

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 

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 

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 

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 

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 

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 

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 

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 

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 

三、中国基督教中的“福音” 
 

《圣经·新约》中有所谓的“四福音书”， 

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和《约翰福音》，这“四福音书不是说有‘四部 

福音’或‘四种福音’，而是说由四部书所写成 

的惟一福音”
①
，那么这“惟一福音”究竟是什么 

呢？西方神学的解释是这样的，或者说学术上的 

解释是这样的： 
 

“福音”一词来自希腊文“euangelion”， 

拉丁文为“evangelium”，其原意为“对传报好 

消息的人给予的报酬”，后经演变而有了“好消 

息”义，并主要指有国王身份的人和他的行为中 

的救恩意味。基督宗教视耶稣为“主”，“主” 

为国王的称号（徒 25：26），而耶稣基督正为所 

谓“天国君王”、“犹太人的王”。因只有王才 

能赐恩典给其子民，故《新约》中“福音”的含 

义为“上帝救恩来到的好消息”，或“天国（上 

帝的国）即将来临”的讯息。在福音书中，耶稣 

曾明确说过“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 4： 

18），“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 11：5）这样 

的话。由于福音所指的即耶稣所带来的拯救人的 

信息，耶稣的拯救又是通由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 

及复活实现的，所以在《新约》其他书卷，尤其 

在保罗书信中所说的福音，指的便是作为救主的 

耶稣本人和他在世上的工作，传扬耶稣基督的死 

与复活，其核心便是基督的救赎（罗 1：1—15， 

①
 

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 

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 

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 

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 

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 

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 

法。 

16—17；林前 15：1—4）。 

可见，在由西方神学支持的西方基督教中， 

“福音”是指耶稣基督降临人间来拯救人的好消 

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上 

帝，只要你信仰上帝，上帝就会把这个好消息告 

诉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帝就是福音，福音 

就是上帝，上帝是福音的化身。福音告诉你，耶 

稣基督可以来拯救你，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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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你的救主，那么请如是祷告： 
 

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我感谢 

你，感谢耶稣基督，固为爱我，降世为人，为我 

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我的不义，从死里 

复活，叫我得着你的生命。恳求天父赦免我一切 

的罪。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和生命 

的主，管理我的一生，使我能享受你的恩典与慈 

爱，经历丰富有价值的人生。我这样祷告，是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②

 

 

从这个祷告中我们不难发现，耶稣基督对人 

的拯救，是指把人从无意义的空虚中拯救出来， 

从而让人感到自己活着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不至 

于去自杀，说得哲学些，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给 

人生赋义，而说得文学些，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 

夺下自杀者手中的刀，或者把这刀给藏起来，让 

想自杀的人找不到。说实在的，耶稣基督的这种 

拯救只适用于西方人，对中国人来说是毫无用处 

的，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自我赋义的人 

或意义自足的人，他们从来不会感到人生是无意 

义的，从来不会感到空虚无聊，他们非常善于 

“自得其乐”
③
，有时甚至还以苦为乐

④
，这种人 

格特征再加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 

伤”
⑤
的儒家教诲，使得中国人从来不会因为感到 

人生空虚无聊人生无意义而自杀，他们偶尔选择 

自杀，也是缘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巨大压力，而 

且不到万不得已不到陷于绝对的生活困境，他们 

是不会自杀的，因为他们贪恋现世生活，热爱现 

世生命。
⑥
可见，中国人是用不着耶稣基督来告诉 

他现实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天生就知道 

这一点；中国人也用不着耶稣基督来给他指示一 

个遥远的天堂，因为他们认为天堂就在脚下而不 

可能在他处，于是乎专门为人生赋义并指引天堂 

之路的西方耶稣基督一来到中国就会失业，就会 

无事可干，就像一个水上救生员在陆地上英雄无 

用武之地一样，总之，中国人不需要西方耶稣基 

督的拯救，它所需要的是中国耶稣基督的拯救， 

那么，中国耶酥基督的拯救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中国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观世音菩萨“救苦救 

难”的那种拯救，就是对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各 

种内在和外在苦难的拯救，而不是对无意义人生 

的拯救，而不是填补人生空虚的拯救，且看中国 

耶稣基督在汉语《圣经》中如是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只要叫你们在我里面 

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①

 

 

所谓“这些事”，就是中国耶稣基督（以下 

就直接称耶稣基督，就象直接称孔子而没有必要 

说“中国孔子”一样）“救苦救难”的事。因为 

耶稣基督能“救苦救难”，所以，那些有苦难的 

人，只要“在我里面”，也就是信仰我耶稣基 督，

就会“有平安”，就“可以放心”地生活。 耶稣

基督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

就多结果子”
②
，又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

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

给你们成就”
③
，这里的“果子”和“成就”都 

是指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圣迹。在“四福音 

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 

许多圣迹，对于这些圣迹，一一列举既不可能也 

没必要，不妨每一“福音书”各举一个例子，以 

斑窥豹。 
 

《马太福音》9 章 27—29 节“两个盲人得

医 治”：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 

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 子，

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作 这事

吗？他们说，主阿，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 的眼

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 们的

眼睛就开了。 

 
《马可福音》9 章 14—27 节“治好被污鬼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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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孩子”：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 们，

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 希奇，

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 和他们

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 说，夫子，

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 巴鬼附着。

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

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 的门徒把鬼

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 嗳，不信的世

代阿，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

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他们就带了他

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地 抽疯。倒在地

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 他父亲说，他

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 他。你若能作

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立

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 主帮助。耶稣

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 鬼，说，你这聋

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 来，再不要进去。

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地抽了 一阵疯，就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 人多半说，他是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 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路加福音》7 章 11—16 节“使寡妇的儿子

复 活”： 

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 

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 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 送殡。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 哭。于是

进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 说，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 且说话。耶稣

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约翰福音》6 章 3—13 节“耶稣使五千人

吃 饱”： 
 

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 

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 

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 

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 

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 

得的兄弟安得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 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 人，

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 来那

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 耶稣

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 鱼也

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 耶稣

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 有糟

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 众人

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 子。 
 

“治病”、“驱鬼”、“使人复活”、“使 

人吃饱”，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这四个圣迹 

不但分别摘自不同的“福音书”，而且也代表了 

不同的类型的“救苦救难”，而且在“四福书” 

中耶稣基督“救苦救难”的有些圣迹还在不同的 

表述下重复出现，如刚才提到的“使五千人吃 

饱”的圣迹，不但记载在《约翰福》中，而且在 

《马太福音》（14：13—21）、《马可福音》 

（6：30—44）和《路加福音》（9：10—17）中 

也都有记载；又“驱鬼”之圣迹，不但记载在 

《马可福音》中，而且在《马太福音》（17： 

14—21）和《路加福音》（9：37—43）中也都有 

记载，甚至在同一福音书中也有相同圣迹的记 载，

如“两个盲人得医治”的圣迹在《马太福 音》中

就出现了两次（9：27—29 和 20：29—34） 

——重复表明重要，重复强化主题，《四福音 

书》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苦救难”，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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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复活降临人间“救苦 

救难”的好消息，芸芸众生有苦难者只要信上 帝，

信上帝所带来的这个好消息，信耶稣基督， 就能

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出离苦难，而且耶稣 基督

的这种“救苦救难”在性质上与中国佛教中 观音

菩萨的“救苦救难”实在毫无二致，比如广 为流

传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中记载着这样一 件事，

说：“齐国建安王生疮，念观世音菩萨名 号，至

诚不停的念，有一天晚上梦见大士（观世 音亦称

大士）亲手为他敷药，到了第二天一早疮 就痊愈

了。见到听到的人，无不惊异的相传为奇 事，一

时发信心的人不少”
①
，这与“四福音书” 中耶

稣基督“救苦救难”的那些圣迹（包括刚才 所举

的以及大量没举的）有什么两样吗？没有！ 

 
 
 

四、结语 我现在对宗教

的认识是这样的：我们通常所 

说的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其 

实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的不同表达方式。 

每一个民族自古迄今所本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 

惯的总和才是宗教本身，才是真正的宗教，而且 

由于在人种、自然环境、历史发展等方面的差 

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不过，同一个民 

族的宗教既可以通过佛教来表达，也可以通过基 

督教来表达，同时还可以通过道教、伊斯兰教等 

其他宗教来表达，这就好比同一个题材的故事， 

既可以通过小说来表达，也可以通过绘画来表 

达，同时还可以通过舞蹈、电影等其他艺术形式 

来表达，尽管表达方式不一样，但它们所表达的 

内容却是一样的。在这样一种宗教观下，我们 

说，所谓的佛教中国化或中国佛教其实就是中国 

宗教以佛教的方式来表达，而所谓的基督教中国 

化或中国基督教其实就是中国宗教以基督教的方 

式来表达，从而其内容同是中国宗教的中国佛教 

和中国基督教便具有了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本文 

所探讨的中国佛教的“观音”和中国基督教的 

“福音”，它们都是与“救苦救难”有关的宗教 

关怀，而且它们所救的苦难都是中国式的苦难而 

不是西方式的苦难，即都是源于生活压力的苦难 

而不是源于生活空虚的苦难。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说中国佛教的“观音”和中国基督教的 

“福音”在“救苦救难”问题上构成了共鸣，同 

时也正是在这个共鸣中我清楚地听到了上帝对中 

国人的言说——上帝丝毫不差地按中国人的特性 

来言说中国基督教。自从听到上帝对中国人的言 

说，我就再也听不到上帝对西方人或其他民族人 

的言说了。如果有人不理解我在本文中所说的中 

国基督教，那么，这不是因为我说错了，而是因 

为他们没有或不愿意听到上帝对中国人的言说， 

而是因为他们更想听上帝对西方人的言说。如果 

说我有什么错，那就是我明目张胆地抄袭了上帝 

对中国人的言说，我作弊了。 
 

在一次国际佛教学术研讨会上，“面对气势 

汹汹的学界，论证、考证达摩祖师是否有这样一 

个人，结果三分之一点五的学者认为历史上不存 

在有达摩这样一个禅宗人士，言之凿凿，雄辩无 

敌，文献、历史、传记、碑刻、归纳、演绎，搞 

得眼花缭乱，最后，主持法师来总结发言：‘达 

摩祖师与我们共在，你们的文献考据对于我们来 

讲也许并不重要，在成佛的路途上，在我们三世 

因果观念中，寺院也许就是个寄居的地方，当你 

们考据论证到全世界都关闭了寺院的时候，我们 

心中的世界还是佛陀的世界，我们的追求依然是 

我们的追求，我们不会改变’。”
①
法师这一番发 

自肺腑但非慷慨激昂的话肯定说得我们这些经常 

自以为是的学者顿时语塞，面面相觑，并且是至 

少是给了我一顿“当头棒喝”，让我警醒并反 思：

学者用学术方法能把宗教研究清楚吗？能够 

做到不“跑偏”吗？宗教本来就是用非学术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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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构起来的，而我们现在却要用学术的方法来 

起劲地研究它并经常声明把宗教研究清楚了，果 

真是这样的吗？我们论证了达摩的不存在，禅宗 

信徒就会听你的而不去供奉达摩了吗？我们论证 

了上帝的存在，非基督徒就会来信仰上帝了吗？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和线性！然而，我们学者又 

是不能放弃学术方法的，学者放弃学术方法就象 

运动员放弃锻炼，乃废人一个。面对宗教，我们 

学者能做和要做的应该是考察宗教究竟是用什么 

样的非学术方法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用学术方法 

来破坏宗教，比如，对于中国佛教，因为中国佛 

教早已用非学术的方法建构起来并巩固了，所以 

我们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建构中国佛教的非 

学术方法究竟是什么；而对于中国基督教，由于 

中国基督教还没有建构起来，还正在用非学术方 

法来建构自身，所以我们学者不要自作聪明去用 

学术方法来干扰它，不幸的是，今天以汹涌之势 

进入中国的相当发达的西方基督教学术偏偏在乐 

此不疲地做着这种干扰——这是中国基督教难以 

形成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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