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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杰·霍巴德 司密斯学院沼田惠范佛教研究讲座教授，他已经制造出了一部电视“山口的故事：佛教
与当代日本家庭”，他的著作有即将出版的《论普遍性的性活：一个佛教异端的诸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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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禅本来就不是佛教
2、看不懂
3、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5日捐赠
4、内容简明专业结合,值得一看
5、末木文美士先生！
6、情之深，责之切，愿解如来真实义
7、不错~
8、YAMABE Nobuyoshi是“山部能宣”不是“山部能宜”？
9、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了解“批判佛教”，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些。
有些内容比较专业，又是翻译作品，不是太好理解。
价格有点贵。
10、书的内容倒是很不错，可是这本印刷与这套书的其他册的纸张不一样。不知为何。
11、值得鼓励
12、在重庆读过
13、幻肢堆积死亡砸在地上，阿拉伯干他，亚洲铜不想鸟，一神教他自己也抓不住，不如叫你爸爸来
吧，这本书收在一个海外佛学研究的豆列里面，然后注销了....搞得我很好奇
14、本书的批判对象其实并非佛教本身，而是已经融入大量神道教内容的日本佛教。批判方式也不是
从形而上的思辨入手，而着重于佛教的历史流变和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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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直以来,对于佛学的有着兴趣.可是,形而上的&quot;理性&quot;的思维,和神秘主义倾向,一直在心中
纠缠不清.对于佛教哲学式的理解,和一些神秘主义的实在修行之间的矛盾,不断在打架.对一些基督教的
教义,以及印度教的了解,使我对佛学中所宣称的&quot;无神论&quot;与中国大众所流行的净土和菩萨的
崇拜之间的冲突,觉得很不解.不断疑惑,如果这就是佛教,倒不如新基督或者印度教来得干脆直接.到底什
么是佛教真正的不共的法,一直成为心中的迷思.&quot;批判佛教&quot;的视觉,为此思路的廓清,打开了
一扇窗.我是从松本史朗的&lt;缘起与空&gt;,周贵华的&lt;唯识\心性与如来藏&gt;一路看来.本书可
对&quot;批判佛教&quot;思潮的主要论点以及学界的否定之否定之否定的各种回应的一个汇编,在各种
思路的碰撞,对于读者认识佛教,有一个有益确清.一直以来,我对认识佛教的两条路线,如楼上所言,有一
个难舍的抉择.一路是在教内的重实践的/实用主义的路线,他们一直在佛家几百年来固有的思路概念里
面打滚,并用圆融的观点,一句当机说法,和稀泥之;另一种是教外的学术的文献研究的思路,甚至引入西方
的近代哲学概念演绎之,但是失去教内的宗教实践的体验,很难说他真正理解佛教.通过本书的阅读,也可
以说是自己对批判佛教的思路的一种&quot;去魅&quot;的洗礼.因为书中看到批判佛教阵营的主将们很
好斗的言说,并坚持把释氏理解成为一个坚持要把佛教的理说成是清晰的理性言说表达层面的东西.一
代教主,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一个以哲学取代宗教的大师,这个未免走得太远了.本人对里面有一
篇&lt;批判佛教是批判吗?&gt;的论文,有一些观点比较认同：.1)作为一种宗教,佛教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
个教义体系,甚至不能理解为主要是一个教义体系.教义或经义只是我们称做为&quot;佛教&quot;的复杂
多面的现象的一个方面,而且不必是占优势的方面.2)对&quot;原初&quot;的佛教的任何重建都是成问题
的.即使仅从文本——历史的角度而言。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我们永远无法揭示佛的觉悟；我们所有的只
是有关这一问题的互相矛盾的解释传统。3）早期的传统中，确实有诸多因素令人怀疑是否真有最根
本的佛教教义。例如木筏的寓言、或将法比作药的比喻，就隐含了真理的实用主义进路。4）早期文
本传统就早已包含了多种话语，以多种声音发言，我们必须非常谨慎，避免让任何一种声音取代其他
声音。因此我呼吁一种对于佛教更自由更开放的阅读，将所有经义看作方便之途（包括最终真理这一
观念本身）。作为一种宗教，佛教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经义集，或一系列作出关于现实的真值判
断的命题；相反我们必须将它理解为一种修行，一种道，或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经义只起部分作用
。
2、2500年的佛教不是单靠宗教实践就能理解的。包括儒家在内，所有归在同一名下的超长传统，都有
过极大的，甚至是质的转变。对&quot;原初&quot;的佛教的任何重建都可能是成问题的，但却并不是
无意义的甚至是必需的，正如人类不断地探究自己的起源一样，是人类自我理解不可缺少的努力。批
判佛教的窘迫在于他们本是基于教内立场而批判，但却触动了佛教的根基。类似的立场早在民国年间
的欧阳竟无、吕澂那里就已经有了。他们共同的本质就是对中式佛教的反叛，力倡回到印度。这就涉
及到对佛教本身的理解问题。佛教是否就是铁板一块？看吕澂对天台、贤首、禅宗三家的佛学与印度
根本不同的断语，确实令人吃惊。实际上呢，佛教还真是一个筐，什么都能装。就算限在印度佛教一
隅，还是存在这个问题。按通常的四段分期，印度佛教起码经过三次大的转变。而宗教实践呢？那个
终极目标其性质被认定是永恒不变，尽管其内涵各派还是有争议的。所以宗教实践归实践，宗教研究
归研究，卖煤卖面而已，本来是各唱各的戏，并无必要把两者放在一起，分出黑白是非。
3、早在去年年初，明心师兄推荐了三藩市一位说粤语的佛学修行者的录音给我。他听不懂。修行者
据说很有名望，且深通经藏，尤其在密宗方面。下载了三个电台录音。其中一个就是笑批日本一批学
者，把如来藏当作非佛本意的外来理论予以批判。修行者说，日本学者四处以此批判佛教，可是佛教
中人无有应答，仿佛营中无人，所以只有他出来反驳。当时很是懵懂。首先并不清楚所说的日本学者
的理论，另外是修行者也语焉不详，毕竟电台内容多是浅显的论谈之语，他不深谭，一切无从知晓。
拿到《修剪菩提树》才吃惊了一下，原来国外对佛教的研究早就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简单了。无论名
相方面的探讨，还是修行的深入，都足以让我们汗颜。现在宣传佛教（学）主要是两类话语体系。其
一、佛门中人用自己佛教的那套话语来宣传，开口就是三世因果、十地菩萨等等神秘名词。初初接触
者听不懂，读书高的人不愿意听。其二，佛学研究学者。开口就是辨证看待佛教理论，取其精华，弃
其糟粕。许多解释不了的内容就当糟粕，当传说，当寓言，放下不理会。就在如来藏，在阿赖耶识上
做理论。这些，当年刚刚接触佛教时候，就让我很是泄气了半天。两套语系，各做各自的，前者依旧
保持所谓迷信本质，后者最终目的大约是让人昏倒为乐。而且两者共同点却一样，以为天下佛教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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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原大地，最多附加密教天堂中了。如今再看他人精研的结果，那种批判的勇气就足以让我们惭愧
。当然，这里所谓批判，并非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那种狠斗，恰恰是毛泽东的原始态度——研究和判断
，寻找佛陀真意是否被后世曲解。近来颇买了不少有关西藏佛教与汉土佛教的书籍。其汪洋大观几乎
不是穷尽一生就能了解的。而种种角度对佛教的解说也让人愈发迷惑。究竟什么才是佛陀真意？并非
《修剪菩提树》所能解答的，何况其中的许多研究我个人以为实在是离世而言，未解真谛。但是，这
是一种新的开拓，让大家警醒，也让我注意到此前是否管中窥豹，忘记了整体视觉。这不过是开头的
一点点认识。书毕竟开始看而已，继续下去，也许有新的见解，届时继续写出来，供大家思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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