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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社会，自传入中国后，一直

存在着本土化的诸多探讨。西方社会工作的兴起与

宗教慈善有着深厚的渊源，一开始从事这种助人活

动的大多是基督教徒或者各类带有宗教背景的慈善

组织。基督教的价值理念深深影响并塑造了社会工

作的价值观念，如“平等、利他、助人、奉献、敬业”

等。①基督教思想中包含的博爱、平等的观念促使上

层社会对平民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产生道德上的同

情，对至善的颂扬使“社会工作”这种利他行为变得

更为自觉。后现代的社会工作思想流派，更加强调

社会工作理应成为工作者个人的道德实践，在社会

工作者和求助者的专业关系中的道德反省成为工作

者个人道德实践的一部分。②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

利的发送体系，从一诞生便与宗教伦理相联系，宗教

伦理中包含的精神价值，一直就是与社会福利精神

有着亲和性的关系，甚至是推动社会福利的主要动

力。时至今日，政府社会福利与宗教社会福利之协

力，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事

实。③这种合作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意义已

经得到了证实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在西方社

会存在大量的社会服务机构和NGO组织，由于宗教

深厚的历史传统，这些服务机构大都有宗教背景，而

当民众生活上遇到困难时，往往更加信任并且首先

求助有宗教背景的慈善团体。我国与西方国家有着

不同的文化背景，佛教而非基督教是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佛教慈悲济世的宗教理念一直影响着

中国民众的社会公益心理，佛教社会福利也在中国

传统社会中和政府福利、家族福利一起为提高民众

福祉发挥了重要功能。

鉴于宗教与社会工作的关系，也有现代学者直

接将基督徒或者带有基督教背景的社会机构所从事

的服务活动称为“基督教社会工作”。本文沿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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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把佛教的社会服务事业称为“佛教社会工作”，这

里的“佛教社会工作”概念意义较为宽泛，指佛教信

徒在佛教教义的理念影响下以佛教组织为载体所从

事的各类有益于社会的服务活动，既有物质的救助，

也有精神的抚慰、道德的教化等，既有针对老弱病残

等社会弱势人群的补救式活动，也有针对社会一般

人群的心灵和信仰服务。现代佛教社会工作在中国

某些地区已有成功经验，以台湾的慈济功德会为例，

慈济在济贫的个案制度方面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精

致和完整的作业流程，而慈济医院里也有社工部门

的设置，慈济的发展已经和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紧

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诸

多寺庙纷纷设立佛教功德会和基金会，尝试在社会

服务中运用专业NGO管理机构模式进行操作。与

“基督教社会工作”相比，“佛教社会工作”的历史稍

显年轻，④“佛教”和“社会工作”两个概念的彼此结合

还存在一段时间的磨合和适应，佛教界正在进行着

尝试性实践，而学术界也在努力地结合实践进行理

论研究。⑤

本文试图对中国佛教社会工作伦理，中国佛教

社会工作的实践形态，以及现代佛教社会工作中面

临的瓶颈问题及突破策略等做出初步探讨。

一、中国佛教社会工作伦理

佛教教义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如慈悲、布施、

福田等思想，与西方社会工作伦理和价值观如“平

等、利他、助人、奉献、敬业”有相通之处，佛教的伦

理思想指引着中国佛教不断为人类福祉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一)佛教的慈悲观

佛教以“慈悲为怀”，慈悲观在佛教的众多教义

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社会流行大乘佛教，

普度众生是其最基本的追求，慈悲观便成为其最突

出和最核心的教义。慈悲观在小乘佛教中原本是一

种修行法门，到大乘佛教时，为了突出慈悲的深意，

将“慈悲喜舍”由修行法门提升为佛性的地位，认为

慈悲就是佛性，体现了大乘佛教对慈悲的重视。⑥

《观无量寿经》上称“佛心者大慈悲是”，⑦即是说

佛教以慈悲为本。在原始佛教里，“慈”与“悲”本来

是有分别的，佛典解释说“慈名与乐，悲名拔苦”。

慈，音译为“弥勒”，以亲切、友善之心对待众生，给予

众生快乐、幸福；悲，原意为“痛苦”，引申为能够深切

同情体察别人之痛苦，并做出行动为人拔除痛苦。⑧

慈心是希望他人得到快乐，慈行是帮助他人得到快

乐；悲心是希望他人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他人解除

痛苦，因此慈悲的定义就是“拔苦与乐”。

(二)佛教的布施观

“布施”，被列为大乘“六度”之一，是实施慈悲精

神的主要途径。《大智度论》卷14中对布施进行细化，

认为“布施有三：一为财施，二为法施，三为无畏

施”。⑨财施就是将财物施舍给别人，往往是为了救

助贫困；法施就是宣讲佛法，将佛法说与人知，以佛

法度人；无畏施就是在众生恐惧害怕、身心不安的时

候，能够帮助他面对困境无所畏惧。佛教中除对“布

施”内容进行细化之外，还对“布施”的境界有着更高

的要求：无论是法施、财施，还是无畏施，是布施者对

自己的个人要求，布施并非为了利己的目的和期待，

而是将布施这种行为作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不求

功德，不图回报，即“三轮体空”，因为这是成就佛道

之基础，也是必经之路。

(三)佛教的福田观

佛教称应给予慈悲救济的对象为能生长福报的

“福田”。佛教在谈到布施时，也常用“福田”来进行

比喻，进行布施好比撒种子在田里，种植了希望，会

有收获。“田”，田地，意味着生长和收获，“福田”即可

生福德之田。在佛教中，关于福田的说法不一，有

“二福田”(悲田、敬田)、“三福田”(悲田、敬田、恩田)、
“七福田”、“看病福田”等多种。在《大智度论》中把

福田分为两种，即悲田和敬田：“悲田”以受怜悯之

贫、病者为对象，“敬田”以受恭敬之佛法僧为对象。

在悲敬二田中，佛教更关注以贫病、孤老为对象的悲

田。大乘经中，佛多处说以慈心布施贫病老弱孤独

者及畜生的功德，在《佛说阿难四事经》中，佛说：“当

以慈心养育幼弱，见禽兽虫蛾、下贱仰人活者，常当

愍念，随其所食，令得稣息。”⑩佛陀谆谆告诫人们：应

常怀慈悲心，关怀周济老弱贫病。

以《大智度论》提出的悲、敬二大福田更具有囊

括性和代表性，在中国的影响似乎更为广泛深远，佛

教的福田思想实际上是发展公益事业的启蒙。“事

业”一词，来自佛教，今天慈济功德会所说的“志业”

类似于佛教中“事业”的基本含义，多指有神圣价值

的工作，与我们现在说的公益事业，非常接近。大乘

佛教的奠基者龙树在《大智度论》中说：“一切资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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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悉是佛道”，把世间具有正面价值的工作，一切

能够有益大众的事业，都纳入了佛教的范围之中。

《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中的“三归依赞”，更提出“利

生为事业，弘法是家务”，利生，也就是利益众生，和

弘传佛法并举，成为佛教的根本工作，而这样的具有

佛教意义的“事业”，也就具有了神圣价值。

二、中国佛教社会工作的实践形态

苦难往往促使宗教诞生，对苦难的解脱往往吸

引人皈依宗教，所以基督教徒把传播教义直接称为

“传福音”，“福”是幸福、福祉。佛教亦如此，佛陀人

生“八苦”论的确吸引了诸多信众为求解脱而皈依佛

教，也反映了佛教在印度的诞生直面现实人生与社

会苦难，满足了那个时代民众的福祉需求。佛教传

入中国后，服务个体人生，应对社会灾难，中国佛教

社会工作不仅拥有深厚的教义哲学基础，还积累了

丰富的历史经验，也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各有特色的

实践形态。

(一)魏晋南北朝佛教：集群迁移流动中的福祉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但终汉之世规模和

影响都不大。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古的公元 3～6
世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至隋朝统一)，情况却发生了

很大变化。这个时期形势复杂，社会急剧转型，政权

更替、人口迁徙、战火纷飞，民族矛盾突出，社会痛苦

加剧，佛教的传入让那个痛苦的时代表现出欢畅的

意义。

其一，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和东进，如匈奴、

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他们本来生活在长城以

北的草原地带，这个时期进入中原，这样原本以关中

平原为核心地域的汉族王朝的统治秩序和文明体

系，便被彻底打乱了，传统的社会整合能力也被削

弱。因此就产生了两个拥有迥然相异文化背景的集

群，胡和汉，胡代表游牧民族，汉代表农业文明，除了

胡、汉两大族群之外，还存在着由于羌、氐、鲜卑等等

种族细分带来的亚文化群。这种文化类型的多样性

差异再加上当时人口流动迁移的频繁，传统的社群

关系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处

在一个过渡时期。迁移对社群的影响主要在于“一

个曾经紧密相连的社区分裂成为零散的个人和家

庭，并且人们发现迁移后很难建立起新的社会联

系”。一盘散沙近乎呈混乱杂居状态分布的传统农

业区域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文化体系或者共同的信仰

来进行整合，佛教可谓应时而来。佛教传入中国后，

在北方地区很快被民众信仰，它的“众生平等”“因果

轮回”等理论，使“华夷之别”、胡汉之分在一定程度上

得以泯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仇视心态得到消

解，它为胡汉双方提供了寻求精神与社会合作的途

径，从而大大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冲突带来的痛苦。

其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多、

各种矛盾最激烈的时代，使得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生

存的安全系数降低，佛教弥补了儒家在社会动荡时

如何救助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的理论欠缺。中国

主流宗教儒教的规范体系是建立在宗法性社会结构

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诸多的缺陷。社会中的一些个体可能并不满足践履

血亲关系基础之上的伦常规范，而是倾向于将道德

行为的施与对象与寻求救助对象扩展到血亲关系的

界域之外，这种伦理需要在战乱动荡的社会境域里

显得尤其强烈。因为在这样的历史境遇里，迫使个

体(如鳏寡孤独)在血亲关系之外去寻求救助。这样，

佛教、道教等制度型的宗教规范体系，就会适时的补

充儒教道德规范体系的不足。例如，仁慈好施、戒杀

乐施是佛教个体修行实践中去除私欲的根本方式之

一，在印度社会并不奇怪，可谓司空见惯，但在汉代

输入中国时，却成为本土罕见之事，当时恰逢汉末动

荡不安的社会境遇，这种宗教行为因为境遇的需要

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下来。

(二)唐宋佛教：“官督寺办”的制度化福利

佛教成了唐朝时期重要的民间救灾力量，壮大

了社会救灾的声势，其作用也被政府承认并进一步

利用，该时期佛教社会福利的表达形式，出现了明显

的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那就是“官督寺办”半官半民

性质，典型的是“悲田养病坊”。

刘淑芬先生经过研究得出结论：佛教福田思想

不但影响了中古时期民间的社会救济工作，而且影

响到了国家的社会救济事业。在南北朝时期，佛教

寺院所创办的零星的慈善机构就已经出现，最早见

于文献记载的就有北齐那连提黎耶舍所建的收养麻

风病人的病坊，“又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

务令周给”，但这个时期，此类机构并不成规模，属

于僧侣和信徒在民间实施的零散慈善行为，政府也

没有重视。到隋唐时期，佛教所创办的慈善机构出

现了规模化倾向，最主要的标志是悲田养病坊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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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僧寺为救济贫病，恒在寺中设病坊，曰悲田坊，

以悲田养病本于释教也”。“悲田养病，自长安以来，

置使专司。开元五年宋璟奏，谓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

便，实恐逃捕为薮，隐没成奸。请罢之，不许。开元二

十二年，断令京城乞儿悉令病房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

之”、“会昌五年僧尼还俗后，李德裕改请悲田为养病

坊，令检人管之，并定两京诸州各坊给田数目”。

最后，悲田养病坊的社会功能受到政府的认可，

进一步成为唐代政府设置的半官半民的慈善机构。

佛教“悲田”思想中救济的主要对象，包括贫困者、病

人、无依无靠的老人、孤儿、流浪人员等，悲田养病坊

成为收容这些人的场所，使病者得愈、老者得养、幼

者得教、亡者得安。它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的社会救

助功能走向了成熟，慈善机构的设置走向了制度化。

唐朝的佛教慈善事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后的宋朝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宋朝

建立后，承袭了唐代悲田养病坊的传统做法，“官托

寺办”、“官督寺办”的慈善公益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

展。宋朝先在开封建立了委托佛寺和僧侣经营的官

方慈善机构福田院，之后在地方上广泛建立居养院、

安济坊、漏泽园等慈善机构，大多数由寺院僧侣管

理。唐宋以后，由于佛教本身的衰落，佛教社会福利

事业与官方慈善事业分离，也逐渐失去了以往的浩

大声势。

唐代悲田养病坊不光对后世宋朝慈善机构的设

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官督寺办”的形式

本身颇具近现代西方社会NGO的性质，官府委托寺

院经营悲田院、养病坊等福利机构，兼具官办、民办

两种形式的优势。当时就有人评价“官托寺办”的好

处：衙门有权有财，但办不成事，而僧家“以利物为

便，故不惮劳；以坚固为定力，故不作辍；无妻擎之

累，故不营己私；持报应之说，故不肆欺弊”。这种

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近于近代西方社会倡导的

“政府出资购买第三部门的公益服务”的做法：政府

有动员资源的能力，但运作成本高，而第三部门有志

愿精神与理想主义热情，运作成本低，但筹资能力不

如政府，两者结合，因为优势互补而发挥巨大作用。

(三)明清佛教：围绕寺院捐赠形成的地方“士绅

社群”

佛教中的居士捐赠行为是一个贯穿佛教发展历

史的普遍事实，之所以将明末清初时的士绅捐赠作

为特殊的案例拿出来分析，是因为当时所处时代的

原因，使这一现象的确有着与以往的士大夫捐赠不

同的使命和内涵，它反映了当时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的形成，寺院捐赠行为则显示了这一社会阶层希望

在社会系统内获取权力资源的一种途径。通过捐赠

寺院的活动而显示其为当地的精英，寺院被建构成

这些所谓“地方精英”的公共活动机构，或者当地社

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活动中心，它为士绅的自治

组织提供了一个地方论坛，也提供了一个在其中可

将士绅地位变成公共权力的社会领域。

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社会经济和商业的

发展，使得由富裕士绅、地主和商人组成的上流社

会，在人数上与日俱增，垄断的资源也日益庞大，但

政治系统里能提供的官僚岗位却没有相应增长，读

书人投身官宦生涯难乎其难。隋唐以后，科举成为

中国选拔官员的最主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进士、

举人可以任官职，而再低一级的生员，即一般所称的

“秀才”，则构成待命的“准官僚阶层”。明朝的士绅

阶层不同于以往的士大夫阶层，读书人通过县试被

称为“秀才”，是获得士绅地位的最低标准，但仅此并

未获得正式的政治权力，获得权力的关键是官僚系

统中能够提供一个职位，如果候补官员的数量远远

超出了职位数量，造成的结果是大量士绅积压在县

一级的地方社区，并未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一席之位。

新的社会阶层有他们利益上的诉求，他们中的

一些人在地方上崭露头角的行为便是对寺院的捐

赠，开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性质的富人阶层大量施

舍财富的时代。通过投资慈善活动这样的地方性事

业，来积累好的名声而获得百姓的拥戴。他们通过

寺院职能的发挥来积极主动参与地方事务、关心地

方利益，完成了诸如修桥铺路、建立公共设施、埋葬

贫穷的死者、监督兴修水利和灌溉系统，捐助公共娱

乐活动，灾荒年月施赈放粮于灾民等慈善公益事业，

佛教寺院被建构成士绅发送社会福祉于民众的一个

载体，也为士绅带来了成就感和价值感。但是士绅

的这类善举和公益事业仅仅是在地方社区，而不是

国家，他们的行为是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国家的公

共权威，却并不代表国家统治的公共领域内负责承

担的公益事业。地方士绅没有过多的选择官方倡议

的宗祠祭祀等非佛教工程，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代表

国家的事业，相反，国家也没有参与此一时期对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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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捐赠工程，这说明了佛教捐赠代表的地方

精英和国家政权之间某种程度的分离，是这个时代

的一种新兴的特征。

在社会学家看来，此一时期围绕着寺院捐赠所

促成的士绅社群，因为当时所处时代的原因却拥有

了一种更广泛意义的代表公共领域的表现和声音。

士绅的寺院捐赠正在推动建设一个仍在建构之中还

未充分发展的“公共领域”，为一个正在出现的来自

公共权威的自治意义提供实践依据。当代德国著名

哲学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首先提出“公共领域”的概

念，他认为“公共领域”的出现源于早期资本主义随

着商业市场经济活动领域的扩大，原有的君主专制

权威变得集权和官僚化，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对抗

集权主义，取代封建君主的专治，创造出来表达和协

调私人利益而进行沟通的一种政治公共空间——

“公共领域”，它与国家的公共利益无关，但是承担对

公共关怀事务的发言和表决权利的私人集合。

遗憾的是，士绅寺院捐赠的热情从 16世纪中叶

开始持续到17世纪后期就终止了，“晚明时代士绅的

这种特权和优势没有导向确认地方士绅对地方事务

统治权力的制度性革新，而且这样的发展在中国随

后的三个世纪里也没有发生”。围绕寺院捐赠而形

成的士绅社群因为时代的结束已经离去，它的产生

和维持反映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分离状态

下的现实需求，而佛教寺院则为这种社会公共空间

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所却具有永久的社会学

意义，一直到现代的思想家提出的将佛教寺院和佛

教组织视为所谓的“第三部门”，正是晚明士绅社群

的镜像世界在现代社会得到的遥远反映。

(四)近代太虚的“人间佛教”改革：服务人群的菩

萨行

佛教传入中国后，自两汉至明朝中期这段时期，

中国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农业社会，佛教不但为那

些官场失意的士大夫、遭受人生挫折的平民百姓提

供了精神归宿，而且解决了这批人的生存问题，佛教

“治心”功能和社会福利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然而

19世纪中国农业社会的衰弱与封建王朝后期的腐朽

对佛教社会功能的发挥产生不利影响，官场的腐败

如同瘟疫传染给整个社会，佛教也难以幸免，许多僧

人信仰衰落乃至丧失，形同俗人，“裸居茶肆，拈赌骨

牌，聚观优戏，钩牵母邑”“不事涉摩静虑，而唯终日

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有些地区“超

生荐亡”成为佛教的主要经济来源，成为专门送死超

生的“死”教，传统的佛事活动成为现代文明眼中的

“迷信陋俗”，佛教社会功能萎缩衰落。在这样的情

形之下，中国佛教开始了百年改革。

太虚的佛教改革思想主要包括“人生佛教”和

“人间佛教”。太虚在推行人生佛教时，首先阐明佛

法的真正精神是面向社会、服务人生，这是佛陀的本

怀。“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虽各有侧重，但实质

是相通的。

“人生佛教”的旨趣在于改进个人的道德价值和

生存意义。太虚说：“佛法的根本在于五乘教法，就

是重在说明人生的道德——教人养成应该怎样的思

想和善的行为，方算是人生社会合于理性的道德”。

建设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

寺制，以人生佛教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人

生佛教”的主要意思是佛教徒以高尚的品德成就“菩

萨人格”，努力成为“改良社会的道德运动家”，实行

“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人间佛教”的旨趣在于

在佛教人生观的指导下，改造改进既定的不圆满的

生存世界和伦理境遇，《增一阿含经》言，“诸佛皆出

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在《行为主义之佛乘》中

大师认识到人生佛教必须扩展到人间，即关怀社会、

利益人群。努力实现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正是

太虚倡导的佛教人生观的社会理想之所在，也正是

在此意义上，人生佛教即是人间佛教。他在大乘佛

理普度众生的基础上，认为人间佛教包含着普济个

人、民族、人类三个层面，世界人类的利益高于中国

佛教之局部。

“人间佛教”理论在实际的运作中遇到很多问

题，太虚大师只是提出了一些个人思路，没有能够全

部解决，他提出的僧制改革方案也遭到某种程度的

挫折，但是他建构的“人间佛教”理论具有开创性，这

一点被海内外公认，后来的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

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有众多支持者追随其理论，并且

继续发扬光大。

香港地区，自从佛教联合会成立后的近70年里，

已经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社会福利事业，

兴建了多所佛教中小学、幼儿园和弱智人士学校，又

兴办了丰富青少年业余生活的活动中心和康乐营，

建立佛教医院、安老院、护理安老院及老人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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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广佛教文化，还兴办佛学院，资助佛教杂志刊

物的出版等种种慈善事业。台湾地区，印顺法师作

为太虚事业的继承人丰富和发展了整个人间佛教理

论，几十年的人间佛教运动，终于使人间佛教成为台

湾佛教主流，佛教成为台湾当今社会第一显教。印

顺的弟子之一证严尼师则坚持不懈致力于人间佛教

理念的推广，创立了会员人数最多的佛教团体“慈济

功德会”，该组织以医疗、教育、文化、慈善等积极具

体的实践行动体现佛法大义，“慈济”对社会的关怀，

折射出人间佛教的光辉，堪称人间佛教的典范，除慈

济之外，还有佛光山、法鼓山、中台禅寺等。台湾佛

教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

注，波士顿大学的魏乐博教授在台湾宗教与市民社

会的研究中发现，佛教成为台湾公益事业核心的力

量，在西方社会却是基督教。

除香港和台湾地区外，当今社会海内外有很多

佛教团体，在弘法之外，不遗余力地开展对普利众生

的慈善公益事业。佛教在其固有的往昔“乐善好施、

多作功德、同种福田”传统基础上，利益大众，进行社

会公共服务功能的拓展，在现代化过程中成功实现

了社会功能的转化。

(五)当代大陆地区的“人间佛教”和佛教基金会

“人间佛教”思想自20世纪初太虚大师在大陆提

出以来，除了其弟子印顺法师在台湾地区将人间佛

教思想发扬光大之外，一直居于大陆的赵朴初居士

则是中国大陆地区继承和提倡“人间佛教”的又一位

思想大家。赵朴初居士，生于1907年，早年就读于苏

州东吴大学，1928年后一直在中国佛教界内任职，在

上海，他结识了太虚并受到器重，开始接受“人间佛

教”思想，从事佛教社会公益事业。新中国建立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事业被迫中

断，至 20世纪 80年代初期重新开始，他于 1980年后

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和中国宗教

和平委员会主席。那时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经过

几十年的磨难，人们对佛教既陌生又偏见，未来佛教

走向何方?这既是佛教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又

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赵朴初从80年代起之后至

2000年逝世之前的近 20年，在多次场合中，明确表

示中国佛教要改变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远离世间”的

面貌，未来就是要走“人间佛教”的道路，他宣称“为

社会服务，是佛教徒的天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

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并且提出“庄严国

土，利乐有情”的口号。“全国佛教界要把弘扬人间

佛教思想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既是我们弘扬佛法的

本分，也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职

责。”“对众生的供养与对佛的供养应当是一样的平

等。对众生应该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供养，不舍弃

众生就是人间佛教的思想”。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

想已经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对大

陆提倡佛教现代化，实现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

换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自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在“人间佛教”这

一理念指导下，慈善公益事业一直作为一项重要的

工作，只是不同时期特征各异。新中国成立初期，佛

教在植树造林、赈灾济困、抗美援朝等方面出钱出

力，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恢复

寺院自身的基本建设和重建各地佛协，初步完成之

后，全国规模较大的寺院与各地佛协本着慈悲喜舍

的精神，拓展慈善事业的范围，积极从事包括赈灾、

助残、扶老、济困、救孤、助医、助学、环境保护、支持

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慈善公益事业。90年代末期，

随着经济发展，也开始出现新的组织形式，有条件的

佛协与寺院先后成立各类佛教慈善基金会，其他寺

院亦仿效，陆续成立类似机构，为慈善公益事业的有

序展开、规范化运作奠定了基础。相比内地和边远

地区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广东以及上海等大

城市佛教社会公益活动和事业更发达些，具备现代

特征的佛教慈善基金会也已经开始运作。以上海玉

佛寺为例，目前已经有两个公益组织，继原有的以信

徒为主要成员的“觉群慈爱功德会”之后，于2015年
2月另成立以非信徒为主要成员的觉群文教基金会，

向社会招募精通现代基金会运作管理模式的工作人

员，以各种方式积极开展各类公益慈善活动，并且充

分利用各种新媒体进行宣传，树立基金会的良好公

众形象，也激发全社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公益慈善

事业的热情。

总之，佛教自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历

经唐宋“官督寺办”的制度化福利佛教，明清围绕寺

院捐赠形成的地方“士绅社群”，近现代的“人间佛

教”思想和实践，在不同时期创造了契合时代特征的

社会工作实践形态。特别是近现代民国时期以来，

佛教在生存压力之下被迫进行改革，经过百年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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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初步从传统走向现代，太虚大师当年创立的“人

间佛教”理论体系，经过印顺法师在台湾的推进和赵

朴初先生在大陆的重新阐述，如今已经成为海峡两

岸各宗各派公认的主导思想，也在世界华人佛教社

区中得到印证和实践。海内外众多的佛教团体，在

法师的带领下，集众人的力量，都在公益慈善、社会

服务方面努力做出贡献，“人间佛教”思想指引着中

国佛教迈向新的征程，也不断地为人类福祉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

三、现代佛教社会工作面临的瓶颈与突破

“佛教”和“社会工作”本来是两个互无交涉的概

念，能够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原因来自于两个领域的

现实需要：首先是来自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需要；其次

是佛教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由于二者结合的历史并

不算悠久，尚属新生事物，发展依然处于稚嫩的初级

阶段而问题重重。现代佛教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诸

多瓶颈问题也皆来源于目前这两个领域分立而缺乏

整合的状态。

首先，中国佛教伦理和实践是社会工作重要的

本土资源。西方社会工作传入中国后面临着本土化

的问题，本土化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是在吸收外国

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本国的自生理论，自生理论

的来源之一是历史和文化传统。从事社会工作的学

者提出要“重新审视本土思想资源与社会工作的关

联”的迫切性，将社会工作与本土思想资源进行系统

地联结的某些尝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工

作本土化的积极影响，以往研究侧重于对长期占中

国正统文化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挖掘，如“儒家社会工

作”概念的提出。但是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的佛教却有所忽略，有关佛教教义与

西方社会工作伦理相通之处的系统研究相当缺乏。

其实，佛教的“仁慈好施、慈悲为怀”等类似于西方基

督教思想中蕴含的博爱、利他主义的道德规范一直

为中国人践履之，而佛教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

社会一直是“公共利益”的承担者。现代社会，佛教

社会福利若能与社会工作成功结合，对于社会工作

本土化发展以及佛教的现代弘法形式的转型，有着

双重的意义。如果在现阶段把中国社会工作假设成

是一项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合作为百姓谋福利的事

业，那么这种社会力量的组成也应该是多元化的，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力量当然不可

或缺，佛教社会工作的加入，将使中国社会工作本土

化的探索性进程行走得更加协调和健康。

其次，佛教社会工作是佛教顺应现代化发展的

需要。尽管佛教是中国的大宗教，而且在慈善公益

事业发展历史中成为慈善公益组织中的一名资格较

“老”的成员，在未来社会福利事业中潜在作用巨大，

但由于宏观制度及佛教自身等方面的原因，佛教慈

善组织的主体身份认同的问题和佛教慈善组织的管

理问题始终是佛教社会工作的“中国式困境”。目

前慈善尚处于形成阶段，也缺乏成功的案例，因此学

者对此的关注较少。随着现代社会佛教各项社会服

务事业的开展，引出的另外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佛教

社会工作的制度规范和专业化问题，这涉及资金的

监管、人员的安置等实际问题，这也是西方基督教慈

善服务与社会工作结合所提供的经验。举办社会事

业无疑需要大量资金，当代世界各国、各个地区，以

及不同宗派的佛教组织，经济来源渠道是多元的，一

般除从施主的施舍或者捐赠、各类佛事活动中取得

收益外，佛教组织或者寺院兴办工商业或者服务业

的经营活动，或者依靠旅游观光的门票、出售宗教用

品或者纪念品得到数额可观的收入。但是佛教之财

应“取之有道，用之于民”，钱财并非最终目的，接触

和使用钱财是佛教的方便法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

社会，造福百姓，这是“人间佛教”所极力倡导的。在

资金的使用方面除了宗教慈善团体的内在自律之

外，还有政府对宗教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外在

的一系列资金监管制度问题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

强调诸如非营利组织的会计签证制度以及信息公开

化等工具性层次的理性运作原则，并制定和实施有

关宗教募款的各种法令规范，如《宗教慈善法》、《宗

教非营利组织法》，或者尽快将宗教慈善拉入到《慈

善法》、《非营利组织法》中进行规范和管理，这显然

有相当程度的正当性与迫切性。

就目前来看，宗教学、社会工作学界之间的会

通、沟通，结束两个理论领域各自为政的局面，可能

是解决瓶颈问题首先采取的策略，包括社会工作和

佛教领域的学者联手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加强在

实务领域上资源的整合等。目前香港、台湾、大陆地

区的学者在这方面已有某些成功经验。如社会工作

学者侧重本土思想资源的挖掘和探索，这些研究和

探索也体现了费孝通先生一直倡导的“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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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香港的陈丽云教授“东方身心灵模式”，尝试在其

实务中运用佛教“我执”、“无我”的心理学理论来改

变案主的错误认知，虽然仅限于某些个案的尝试，理

论上并未进行系统的总结，却至少表明在中国社会

工作本土化过程中，作为文化传统之一的佛教修持

理论对于社会工作服务技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些年轻学者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也对佛教社会工作

的本土意义进行了探讨。佛教学者对佛教社会

工作某些成功个案的研究，台湾慈济作为人间佛教

的典范，十分重视有效的管理制度，亦设有专门的个

案管理部门，采取个案访视、效果评估等专业社会工

作管理方式，实施社会服务，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

验。而佛教研究领域近些年来对大陆佛教慈善事业

研究开始成为热点，不仅相继出现了一些成果，而且

也有学者专门对此类研究进行梳理。我们有理由

相信，佛教社会工作尽管处于初创期，但是将会成为

一个具有广泛前景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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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and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of Buddhism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Experience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
Du Lijie

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related issues about the social work of Buddhism in China in the perspec⁃
tive of the local experience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 firstly, its ethics which finds expression in ethical ideas
of Buddhism like equality, mercy, virtues, charity and so on, which are similar to those in Western ethics; secondly, its
history like the early Buddhism in India that was a response to the reality and social suffering; the period after the in⁃
troduction of Buddhism to China, during which it provided welfare in the social mobility in the Wei, the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period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sponsored tem⁃
ple became the poverty-relieving office providing the institutionalized welfare;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during which the gentlemen's donation helped form the“gentry society”based on the tem⁃
ple that provided them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ing their social position into social power; Master Tai Xu in early
modern time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humanistic Buddhism”for modern Buddhist reform; the related work and differ⁃
ent foundation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in contemporary times, and the success of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in
Taiwan of China; thirdly,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in the social work of Buddhism in China and possible solutions.

Key words：social work of Buddhism in China; ethics and practice; lo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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