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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蒋劲松

什么是大众化阅藏工程

大众化阅藏工程，是指在三宝的加持与推动下，由民间发起，普通佛教信众乃至广大尚未生

起佛教信仰的教外人群，系统全面阅读佛教三藏的活动。在阅读次第上，首先是阅读经藏，然后

再是律藏（在家众不读出家戒律）与论藏，在修行次第上首先是读经、闻经，然后是思维，再是

将闻思的获得的落实在修行上。

在佛教传统上，阅藏都是少数出家人和深入佛教修行的在家人“专业”修行方式，往往是在

闭关时进行，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不具有普及性。大众化阅藏工程，试图通过理念宣导，提供方

便，加强辅导，将传统上少数出家人才可以运用的修行方式，向大众推广普及。大众化阅藏工程

推广服务中心有个计划：力争在 10年内，让 100万人阅读 100万字佛经。这样的计划，如果实

现就将阅藏行为变成一种普及性的现象，而非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奇迹。

大众阅藏是佛教史上的新现象

一部中国佛教史，乃至整个世界佛教史上，其实从未出现过普通佛教信众大规模、全面阅读

佛教经典的现象。

印度佛教史上，佛教在信众中的传播，虽有从小乘发展到大乘，虽有中观与唯识学的争论，

乃至后期密宗的广泛影响，但是，对佛经的深入研读仍然主要局限于出家众，广大在家信众主要

还是护持三宝，接受出家人的教导，对于经典的阅读和研究，主要是少数经典，很少有全面阅读

了解佛经全貌的。

中国佛教史上，更是如此。佛教进入中国之后，首先是翻译引进佛教经典、僧团制度等等，

到了唐代在主要佛经都已翻译的基础上，中国佛教宗派的修行方法的确立和理论建设是主要工

作，后来在灭佛之后，为了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禅宗、净土宗异军突起，成为主流，而重视理

论构建与止观修行的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逐渐衰微。由于儒家的强势，朝廷对于宗教事务的

干预，使得三教合一的趋势日益严重，佛门大德也只得顺应这一趋势，以此为方便接引儒道两家

进入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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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藏传佛教反而比较重视经典的闻熏，值得我们学习。只是相比之下，他们对论典

更为重视，对佛经的闻熏有所缺乏。

总之，大众化阅藏工程的展开，将使佛教经典真正普及到信众的心田，为佛教的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这是 2000多年佛教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盛事，令人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必然会

遇到各种困难，需要发大心克服。

大众化阅藏工程是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必然归宿

中国近代佛教的最大任务是，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迎接现代化挑战。中国佛教界僧俗两

届的确进行了各种不同的探索。其中较为显著者有：

1，支那内学院的唯识学研究，强调教理的研究，突出佛教的理性特色，力图洗刷社会给佛

教误贴的迷信的标签。支那内学院的工作，刺激了佛教义学研究，倡导佛教回归理性精神，对中

国传统佛教的积弊进行清洗，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过分偏重理性，对佛教的宗教属性

重视不够，只重视学术研究，有将佛教义学学术化的倾向，对于中国佛教传统否定过甚，流弊不

小，最后无法在广大信众层面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系的末流，甚至走到了淡化信仰，否定信

仰，佛教等同学术的地步。

2，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乃至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强调社会关怀，主张在社会关怀中落实

菩萨救世精神，以此来回应社会上对佛教的偏见，解决佛教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存在合理性的问题。

然而，过分重视社会关怀，过分重视佛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往往沦为人天善法，对于解脱的

迫切性有所忽略，与其他宗教乃至世俗人文主义的张力不够凸显，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不够。在缺

乏对佛教义理深入理解基础上的慈善，往往容易产生流弊。

3，印光法师推崇的因果念佛法门，看似传统净土宗，其实也在回应近代社会的变迁，也是

对机之谈。针对宋明理学对因果的破斥，针对当代科学世界观断灭见、无神论的提倡，印光法师

特别重视三世因果的宣说，针对大众文化程度低的特点，利用儒家、道教的相关典籍与民间善书，

守住佛教修行的底线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弘扬净土宗五经一论，提倡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

深信愿，持佛名号。这可以解决现代人忙于工作，世俗生活压力较大，无法用大块时间专修的烦

恼。在印光大师的弘扬之下，净土宗俨然汉地佛教第一宗派，影响最大，修行人数最多。

然而，利用儒家道教经典来宣传因果报应，以及做人的基本道理，在三教合一的背景下，容

易混淆佛法与外道的区别，分不清《弟子规》与《十善业道经》的区别，搞不好破了三皈依。而

老实念佛的净土法门，虽然是易行却难信，除了少数善根深厚者，大多数人必须要在长期闻熏佛

法，各种法门修习，消业开慧之后，才能死心踏地老实念佛。所以，缺乏佛经的大量闻熏，上来

就劝他们一心念佛是很难成功的。

而大众化阅藏工程，正可以对上述佛教发展之道补偏救弊。只有大众都能参与阅藏活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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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广为人们所掌握，佛教的理性精神才能真正在信众心中发挥作用，信众才会用佛经的文字来衡

量某一位法师讲得是否符合佛理。也只有广读佛经，受到佛经的加持，才能避免将佛教学术化的

误区。

大众只有深入经藏，才能真正理解社会关怀背后的菩提心，才不至于沦为世间的慈善行为，

人间佛教的做法才能真正成为积攒成佛资粮的菩萨行。

也只有广读佛经，传统文化的学习才能引导到解脱之路上，佛子们才能真正领会佛法与儒道

等外道的区别，在深刻理解大乘佛教的前提下，也才能为修学净土法门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众化阅藏工程的意义

1，突出佛教理性的特质。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避

免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些佛教的特征只有通过广大佛子泛闻熏佛经之后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2，适应现代人的根器。现代人根机陋劣，只有通过正法闻熏，消业开慧之后，才能适合修

行各种法门。不通过经典长期闻熏，难以消除业障，开启智慧，如净土宗这样易行难信之法，是

难以普及的。

3，提高抵御邪师说法的鉴别能力和抵御能力。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多如牛毛，不广读经典，

无以鉴别。比如有所谓大德经常宣传什么世界末日，宣讲可以吃葱蒜，宣讲外道经典佛子一样要

礼拜等等，不读《弟子规》不能往生，种种邪说不一而足，影响恶劣，只要认真广读经典，自然

就有了鉴别能力和抵御能力。

4，避免舍法过失。对佛教整体有所了解，这样才可以真正理解自己深入修行的宗派、法门，

不至于对祖师大德的言教产生误解，更不至于犯舍法的过失，不至于造成宗派法门之间无谓的冲

突与矛盾。

5，适应汉地众生的根器。汉地众生向来恭敬佛陀言教，愿意诵读抄写乃至叩拜佛经，因此

在汉地推广大众化阅藏活动，是有深厚群众基础的。

6，适应科学时代众生的习性。受过科学训练的众生，往往喜欢追根溯源，对于后代祖师大

德的言教的信心远不如对于佛经的信心。所以，通过佛经的系统阅读，可以坚定信心，为深入修

行打下扎实的基础。

大众化阅藏工程可能产生的流弊以及应对

1，二宝居士。在缺乏正见的情况下，一位读了多部佛经的居士，可能得少为足，认为许多

出家人没有自己读的佛经多，自己对佛法比出家人知道的更多，自以为不需要出家众的指导就可

以修学佛法，认为不必皈依僧，沦为所谓的“二宝居士”。这样就是执药为病了，把无上法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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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我慢的资粮，而不是用来指导自己的修行了，完全错解了佛经。对治的办法就是：在推广阅

藏过程中，强调皈依三宝的功德，强调修行必须要在善知识指导下的重要性，多选相关佛经，并

放在一开始阅读的佛经中。

2）说食数饱。众生执著外相，喜欢执著文字相的众生，意识不到文字的价值在于引导众生

去实修，容易纠缠文字的细节和分歧。对此，应该强调实修的意义，强调阅读经典的基础意义，

而非终极意义，只有落实在修行上，落实在相续的转化上，才能真正实现阅藏的意义。只有结合

实际的修行，才能真正领会佛经文字的意义。

3）泛滥无根。在广泛阅读佛经之后，如果没有善知识很好地引导，众生容易无所适从，各

种修行法 ，都浅尝辄止，最后无法深入修行。对此，推广阅藏之后，应该在佛法实修中强调一

门深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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