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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一直從不同的角度在思考一個我自己認為是重要的問題：以佛教為中心的

印度文明轉化為中國文明如何可能？換句話說，一種文明如何能夠成功地為另外一種文

明所接受？中國是以自身的語文將發生於印度的佛教，傳譯和接納過來。這絕非是印度

佛學的單純的移植，而是「嫁接」，是印度思想與中國固有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這是借助

幾個世紀以來來自印度和西域的高僧，以及漢人中的佛教學者共同努力長期苦心經營的

結果。而出生於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的各宗的弟子們，均將這些漢譯的佛典，直接

奉為佛陀的教說，分別組織成獨特的教義，終於完成了以中國佛教為基礎的大乘佛教。 

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容受、發展、完成乃至實踐和滲透有千餘年的歷史，這些歷史經

驗對於當下跨文化之間知識和方法論的轉化，至關重要。在最初佛教傳入和容受的階段，

佛教與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可以說是一種「不平等溝通」的狀態。到了隋唐

時期，隨著中國佛教的完成和昌盛，印度思想與中國文化的對話日趨平等。在接受佛教

的過程中，豐富了文化融合的深度和廣度。而印度佛教在中國實現其中國化和滲透的同

時，佛教在印度逐漸式微，乃至消亡。可以肯定的是，儒家學者由佛教哲學的角度而觀

照自身的領域，於是產生了宋明理學。實際上，從中國佛教的發展來看，如何以「流動

的主體性」的身份，擺脫「己文化」與「異文化」的界限，而投入多重認同的創造性是

至關重要的。 

在有關宋代著名僧人贊寧（919-1001）的研究中，我直覺地打開了一個基本的理論

格局，試圖在此基礎之上建構出一種跨文化的思考模式。在此基礎上，我想我們甚至可

以進一步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問題： 

從佛教進入中國及其與中國文化間的碰撞、融合，我們可以發現解讀中國性的重要

途徑，以及構成了兩種文明共同問題的關鍵媒介，並且能夠使兩種文化的歷史資源進入

互為批判的動態關係之中。我認為，這是值得中西雙方仿效和學習的。 

如何以非中國的方式連接印度哲學中的超越的觀念與儒家學說中的內在的線索？

實際上，一旦面對這類的問題，必須擺脫以中國歷史或思維定式為參考框架的思維方式，

進入跨文化的場域。也就是說，早在中國儒家知識份子在面對佛教的衝擊時，已經面臨

了這樣的一個場域。 

中國文化從接受佛教而來的包容性的潛力是否更能夠生成應對今天全球化所帶來

的文明衝突的挑戰，而同時避免切斷與中國思想史的淵源承續，甚至由此獲得吸收和轉

化西方現代文明的更加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