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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与哲学家》

内容概要

◎藏传僧侣与法国哲学家，父子在喜玛拉雅山中关于佛教、哲学、生命意义及宇宙万物的心灵对谈
◎赖声川经典全译本，首度向大陆读者呈现
◎法国畅销30万册，台湾好评畅销再版40刷
“对未来的史学家而言，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可能就是佛教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接触。”
生物学博士马修·理查德生于1946年，跟随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导师从事分子生物学最尖端研究，
然而，正在人生充满各种辉煌可能性的时候，他却突然远赴喜玛拉雅山麓，跟随藏传佛教老师，探求
古老的东方智慧。20年后，1996年5月，他的父亲，法兰西学院院士、哲学家让-弗朗索瓦?何维勒来到
尼泊尔加德满都，一个叫哈提班的宁静地方，与已经成为藏传佛教僧侣的马修·理查德进行了一场为
期十天的对谈。所谈涉及社会、文明、生命、宇宙等诸多重大话题，这是一对父子相隔二十年的重逢
，更是东方智慧与西方理性之间一次震撼心灵的碰撞。
“当现代的科学遇上古老的佛法，当西方的物质遇上东方的心灵，当望子成龙的父亲遇上亟思解脱的
儿子，必然迸发最上乘的智慧，这就是这本书的迷人之处。”
——郑振煌（佛教学者，《西藏生死书》译者）
“《僧侣与哲学家》法文版出版后，已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影响甚大。它像是一座搭在东西思想落
差之上的桥梁，用聆听的、容忍的、温和的方式疏通双方，让东西方人各自照镜子，看看自己，看看
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代。”
——赖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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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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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与哲学家》

书籍目录

一 从科学研究到心灵探索
我们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到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直接体验绝对真理，超越所有的概念，这
就是智慧最根本的面貌。
二 宗教或哲学
说到这里，我们要诠释佛教的一个大问题：佛教是一个宗教还是一套哲学？
三 黑盒子中的鬼魂
当信仰离开理性，就变成迷信，当信仰背叛理性时更甚之。但当信仰与理性合并的时候，就能够防止
理性变成一种纯粹知识性的游戏。
四 心的科学
一位专业西方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以这种疏离的、科学的方式来观察心理现象，根本不是西方独有的
。这种探索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尤其是在佛教里面。
五 寻找实相
空性不但不是虚无，也不是现象之外或不同的空虚空间。它是现象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最基础的佛
教经典之一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六 改造世界或改变自己
在你还没有转换你自己之前，你想对世界有所作为，无法创造出长久或深刻的快乐。我们可以说对世
界采取行动是好的，但是内在转化是不可缺少的。
七 佛教和西方
对未来的史学家而言，20世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可能就是佛教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接触。
八 宗教和世俗的心灵性
真正的爱不应该走极端，不应该被局限于一两位特定的众生，也不应该被偏见所污染。而且，它应该
是完全没有执着的，也不期待任何回报。
九 追踪暴力的根
人的真正本性可以被视为一种平衡状态，暴力是一种不平衡状态。暴力不但为受害者，同时也为始作
俑者带来痛苦。
十 智慧、科学和政治
直到17世纪，哲学自始实践的两种层面都还存在，一方面是科学的层面，另一方面是智慧的层面，也
就是如何发掘生命的意义，甚至生命之外的意义。
十一 佛教的衰退与复兴
任何真正心灵道路必须包含两种精要的元素——让自己走向完美的方式，以及能够对他人有所贡献的
方法。
十二 信仰、仪式和迷信
如果信仰违反理性，而且不去了解仪式中更深沉的意义，那么就变成了迷信。
十三 佛教和死亡
这也就是为什么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会这么成功。他说，死亡就是我们最执着的那个东西必
然的毁灭，佛教关于自我不存在以及心本性的开示，是可以在这方面帮上忙的。
十四 个人至上
佛法的目的就是要去除所有痛苦的形式，所以必须清楚正义社会的原则是什么，而这个社会的建立应
该根据心灵价值、人权，以及个人责任的观念。
十五 佛教和心理分析
智慧之火让潜意识燃烧，让心的究竟本性——它的空性——显现出来，而同时让这些潜意识不留痕迹
地被消灭，这一切在相当不同的层次之下运作。
十六 文化影响和心灵传统
有一句西藏谚语：“不要只顾着梯子，要记得你要爬向哪里。”
十七 进步与创新
真正的创造力意味着渐渐除去无知和自我中心所造成的遮蔽，揭开心和现象的究竟本性。这才是真正
“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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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与哲学家》

十八 僧侣对哲学家的问题
你刚刚说到，20世纪末期，西方重新提出了智慧的问题。你觉得能带给所有人满足的智慧是什么？
哲学家的结论 / 317
僧侣的结论 /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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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与哲学家》

精彩短评

1、中西方的碰撞，文化宗教的交流与交融，一种探讨和探寻，理解或许浅薄，但是很有启发
2、难懂，尤其父亲的部分，看不进去，最后没有看完，放在一边。
3、晦涩，如果这被称为入门书，那么“苏菲的世界”是小人书？然而硬着头皮读完（通常读一段话
要思考两分钟，再返回去读一遍），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以前看科幻时觉得数学和物理是世界上最
美丽的学科，可能我错了，哲学也是如此美丽，只是不像物质科学，路更容易走偏。
4、
很有意思的对话，给我带来很多启发；
西方的哲学比较容易理解在于它的逻辑性和表述方法，提出一个论点，然后以科学的方式论证；
看了这本书，领悟到佛教使用很多柔和、含蓄、婉转、比喻等等象征手法，蜿蜒曲折，即在很多人不
能懂得何为根本转化时，以多种横向曲折的方式令你先达到转变，以诗意来证悟的一种东方哲学，当
然它不仅仅是哲学。
年轻的时候看不了佛教的东西，觉得啰里八嗦，理解不了，说一大堆，不知道到底要表达啥，刚开始
看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头好晕，父亲简洁明了提出一个问题，儿子在那里绕绕绕绕到喜马拉雅一百年，
说一堆什么河流啦、牦牛啦、驼羊啦、转世啦、转经轮啦、练瑜伽啦、坐禅啦，你到底是要说什么呀
？
然而现在明白了，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因为过程和经历就是一种结果。
5、《僧侣与哲学家》挺适合佛教初学者，因首先它来自父子聊天记录，平易近人的模式亲切、无设
槛；其次对话多爱运用比喻，往往能将深奥晦涩的命题拉近现实，与可觉触的实物观复比对；再者问
答一方以科学探觅佛学的另一方，站在现代人熟悉的理性主义、怀疑者的角度辩证看待晚近以来被忽
视或误读的佛的理念。
6、让我改变对佛教认识的一本书
7、花了一个半月才看完，有点痛苦，对佛教和哲学都不大了解。
8、樊登读书会精华解读。佛教不是一系列的条律，而是一条道路，就看你走不走。说食不饱，理论
了解的再清楚不去修行不去在平常培养自己的正见，正念，那也就只停留于了解。横出三界，竖出三
界。一个人的修行就像一只虫子在竹节里面向上爬，如果突然有一天顿悟了，就可以横着钻出一个洞
出来。这是生命道路的两种方式，大部分人是竖出，而且又很少能出
9、问题和答案都说到心坎里。从科学到科学主义，从哲学到佛教，从社会到个人，字字珠玑。首读
体会，哲学家父亲指出现代用追求完美社会来代替完美个人，僧侣儿子则古典主义地将幸福归于通过
从思想到实践的修炼，达到完美的个人精神和存在。

靠谱的问题永远比正确答案来的有趣。感谢这场恰如其分的偶遇。
10、看到儿子与父亲的对话感觉像是2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的对话。能分别理解他们的立场和观点，现
在的我可能更偏向父亲的看法。
11、哲学家提出的很多问题，僧侣只是绕圈圈，没有正面回答，但绕来绕去就回到了心理层面，这是
万能的解释——人的欲望失控了。当然，要是所有人都能像佛教大师们那样控制自己的情绪，实践佛
教的教义，和平应该是必然结果。关键是很多人根本不认可佛教的理念，上面那种绝对理想主义的要
求也只是幻想。所以我更关心人类欲望失控的原因，其实这本书里面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这本书以
对话的形式展现东西方哲学的碰撞，非常精彩。
12、很晦涩的一本书，花了将近两个星期，读的过程我就在想，我再也离不开书离不开阅读了。不但
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更为我构建了一个体系，延生许多枝蔓，不夸张的说在我原有的架构中增添了一
维空间。
13、修行，净化心灵，使内心平静，不计较得与失，真正的生活才能开始～～
14、两种思维方式的对话和碰撞
15、出家并不是逃避，佛教并不是迷信，转世并不是一个人的精神附着在另一个的身上，而是意识的
继续，咒语是为让自己的心不乱，不被自己的念头所控制，通过 禅定来达到。思考痛苦的根源，原来
是来自自我的无知。它更是一种哲学，它没有至上神，它是一条道路。
16、在书架上摆了相当长的时间，是应该早点读的，虽说读了也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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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读了一半 读不进去
18、在看这本书之前儿子的经历曾给我一种解脱感，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在我挣扎在内心的痛苦中的
时候，曾经用儿子的经历来安慰自己：要学会心无挂碍，这样等现在内心的挂碍离去之后，痛苦之余
，还可以选择走进佛。看了书以后，我发现自己太浅薄了。儿子是清醒的，但不及父亲看的透彻，父
亲的问题，儿子似乎并不能完全招架住。而我最初的想法比他们都愚蠢得多，没能历遍红尘的人，哪
里走得出红尘，有所经历和感悟的人，宗教和哲学又有什么差？都不过是一段人生，纠结后的放下或
挂怀。
19、还好啦！前半部！然后现在想不起来了，所以阅读理解就是了
20、这不是一本快快读的书，尤其当哲学的知识宗教的知识生命奥秘⋯都所知甚少的时候，就要细细
揣摩，受益于赖声川的翻译，对生命更多了一层理解
21、6413.03.11 父与子
22、不错
23、一直以来都对信仰这东西存在疑惑，甚至怀疑信仰的存在，所以我会经常问人，信仰是什么？僧
侣似乎对信仰有种执念，我也不明白有些僧侣为什么能闭关打坐禪思十几年。这本书从去年九月出版
以来一直高居各大排行榜前十，我也有幸拜读完它，这位僧侣身份很特殊，他是一位法国人，经过西
方最正统的科学培训，师从诺贝尔生物学家，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博士学位，突然之间，放下一切，到
遥远的国度西藏，披上袈裟，剃发为僧。而这位跟他对话的哲学家，是他的父亲。本书不像是某些心
灵鸡汤的书籍，大部分是哲学家提问，僧侣回答，从各个层面深刻分析了藏传佛教。处处充满着理性
的思维，也解答了我很多的困惑。
24、作为哲学家的父亲在对话中屡屡悄然放过僧侣儿子，佛教确实只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令人信服的形
而上学体系，在理性分析上有着先天的限制。但正如佛陀所说＂是不是道路就看你走不走。＂又有哪
个形而上学体系经得住时间的冲刷呢？
25、是不是道路就看你走不走
26、17年1月16-21日
27、  很喜欢书中讨论问题的方法，通过辩论加深读者对两种观点的理解，而不是单方面说教式地罗列
结论。

跟之前的想象所不同，佛教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宗教，而更像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智慧。它不要求人
们遵守各种各样的教条来寻求来世的解脱，而是鼓励人们通过不断地修行和反思提高自己。但同时也
意识到，由于西藏社会没有西方那样丰富的社会改革经验，在讨论人权、社会制度等问题时佛教的观
点就显得有些天真和理想化了。

还很佩服哲学家的智慧，他思维敏锐且善于提问，能够引导僧侣用通俗的方式解释佛教的观点，也能
把这些观点和实际生活结合。

总之这真是一本很好的书，强烈推荐给对哲学和宗教感兴趣的人！
28、一切布施中 道布施为最
29、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佛教、佛教与哲学的关系，只是一直隐约觉得佛教中有吸引我的、
让我神往的状态，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快乐”，满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呼应我们最深的本性的那
种满足。结合我在禅修中的体会，我也深深感受到一直以来对思维、理性、智慧追求的过多，体会、
觉察不足。从一个西方背景的人对谈中去看东方的佛教，也不失为一种入门的角度。
30、值得再读的书，尤其是对于佛教是否是一种哲学的论述
31、听书
32、2015年上半年。因为僧侣（佛家），因为哲学家，因为赖声川。是对话的形式，真的很棒。
33、本书：父亲试救走火入魔的儿子
34、决定不看了，太多哲学内容，目前心境不合适
35、翻译很好。
36、最近在看这本书，觉得很不错！僧侣与哲学家～虽然刚读时有些难懂，不过看多了就好些了
37、非常值得一看。哲学和灵修的对话，用辩论和讨论的形式给予很多人对于人生，死亡，社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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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一些答案，非常有说服力，也发人深省。
38、读过五章之后，就开始觉得佛教之前自己一厢情愿。无法解释的东西就开始以自圆其说的方式绕
开，还一副科学才有问题的姿态
39、黄轩让我偶遇了这本书，一度成为我的枕边读物，对真正地佛教有着准确的诠释。
40、能让我们真正的触摸到佛教和西方科学的界限和临界点的作品是少见的，它依赖于广泛的人类智
识所探索的知识和佛学体悟的强烈碰触和融合，这本书就是。
41、在这繁复的社会中，佛学没办法通过严格的证据理论和科学观让大众信服，特别是在现在功利的
当前社会现状，绝大数人只是将其当成生活中的调味料，偶尔熬一锅心灵鸡汤。实际上，书中父的角
色，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的代表，子对佛学的阐述也没办法让父所信服，可见佛学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
证悟，是一种个人行为，特别是在现在科技发达的社会，其传播和推广越发艰难，作为众多读者中的
一位，最大的感触就是前方路无论何其艰难，也只能自己一个人踽踽独行，与人与你同行
42、内心平静，是现代社会最可贵的精神资源，在信仰缺失的当下，内省，是将自我安放的最佳方式
。
43、以前认为佛教是一种信仰，看完书后感觉佛教更是一种修行。僧侣的话对我有点玄奥，但整本书
充满思辨的火花，从佛教聊到科学文化政治，这点很喜欢。
44、How to be a better man？
45、为佛的宗教属性和哲学的逻辑属性搭起一座桥梁。虽然在形而上的合理性上双方确是无法达成共
识，但却实现了宗教与哲学在同一思想层面思辨的突破。在我们的年代，科学的信仰取代了知识的信
仰。也许看多了外，有时也该向内看看。两位智者的对话，确实是一本好书。
46、主要是父亲以西方思维提问，儿子解答，再由父亲反驳。思想的相互碰撞产生不一样的火花，佛
学向内探寻的深意很受启发。同时，僧侣阐述部分观点过于主观，同时没有感受到佛法的境界层面的
呈现。
47、太棒了 
48、佛教所传递的心灵智慧与西方理性智慧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佛教要求身体力行，在禅定中逐
渐发觉心和现象的究竟智慧，从而摆脱生命中的痛苦和空虚，进而对仍然受苦的众生心生慈悲。佛教
和量子物理理论的结合，更让人看到这套哲学体系的巨大包容性。
49、某种程度上是佛教科普，很不错。自然让人想要进一步去了解佛学。但涉及哲学的不少概念还不
能完全理解。而且因为两个人经常说着说着就感觉不是在说同一个点，可能是僧侣在回避问题所在？
就觉得有点混乱。
50、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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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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