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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1.1  稍稍了解释迦牟尼生平和印度佛教史的人，大概都对一个现象感到吃惊：释迦牟尼本人以及他的
弟子和再传弟子们为什么都同商人有那么密切的关系？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为了说明问题，我
在这里先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释迦牟尼初成佛时遇到的两个商人；一个是毕生支持如来佛的大商人给
孤独长者。现在先谈第一个例子。两个商人1.1.2根据佛传的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了佛，从菩提树下站
起来，首先向他奉献食品的是两个商人。这个故事见于许多佛经中，我在下面举出几种来。1.1.3《普
曜经》卷七《商人奉耖品》：尔时提（离）谓波利之等与贾人俱五百为侣。⋯⋯时五百人诣树神所。
梵作树现光（光）像，分明言：“今世有佛在拘留国界尼连禅水边，未有致食者。汝曹幸先能有善意
，必获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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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其次，在先秦，中国根本没有自成体系的宗教。以上几点都与印度大不相同。谈到宗教，道教
是第一个“中国制造”的宗教。虽然假托老子，实则是东汉末年张鲁、张道陵之流所创。比起印度宗
教的起源来，时间晚多了。因此，在先秦，中国虽然早已有了商人，但在当时中国只有百家争鸣，而
没有宗教。商人不可能同什么宗教发生关系。这是客观环境所决定的。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
开始有了自成体系的宗教。但是，这个宗教是外来的，不是土生土长的。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上，
一个外来的宗教进入一个国家，首先必须想方设法立定脚跟。从外面来的最初的传教者往往利用一些
科技知识，甚至一些方术，以耸动此国的朝野，然后才慢慢地把教义拿出来。倘若操之过急，轻则被
视为异端邪说，重则遭到驱逐，甚至杀身之祸。明末天主教人中国是这样，汉代佛教人中国也是这样
。初期来华传教的和尚，像安世高、康僧会等人，都是多才多艺的。慧皎《梁高僧传》卷一《安清传
》说：“（安清，即安世高）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同
书，《康僧会传》说：“（康僧会）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这样的例子还多
得很。这样一批和尚来华以后，靠自己的技艺争取同情与援助。他们争取的对象最初不是，也不可能
是人民大众，而是王公大人。同书卷一《摄摩腾传》说：“（摄摩腾）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
同书，《安玄传》说：“以功号日骑都尉。”。同书，《康僧会传》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
，拜为博士。”这是后汉、三国时期的典型事例。到了晋代，同书，卷五《道安传》记载道安的话说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引这是他的经验总结。虽然讲的情况与佛教初来华时不同，但精神是
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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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季老的学术著作，还不错。
2、各方面都非常用心的一本书。
3、《商人与佛教》
4、朋友喜欢啊！
5、非常学术。其中写僧侣和商人关系那篇很有意思。
6、手稿本已经读过，是季先生一贯的平实透彻的风格，可惜手稿本字迹潦草，如果不熟悉那些外文
，恐怕就如天书。能排印出版，是天大的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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