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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

、 对佛教生态哲学缘起论

研究方式的转型
陈红兵教授近年来

一直从事佛教生态思想

文化研究 , 其专著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 》 由宗佛教生态思想研究初期 , 学术界的相关研

教文化出版社 2 0 1 1 年出版 , 之后又陆续在 《哲究一般从生态文化思潮 的基本观念出发 , 探讨

学研究 》 、 《世界宗教研究 》 、 《中 国宗教 》 等刊佛教思想中 的生态资源 , 颇为注重佛教缘起论

物及相关学术研讨会发表相关论文 2 0 余篇 。 其的生态世界观意义 。 但随着研究的深人 , 德性

与张子礼教授在 《哲学研究 》 2 0 1 3 年第 7 期发论研究方式逐渐引起关注 。

表的 《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 》扎欧美佛教生态研究开始于 2 0 世纪 6 0 年代 ,

在 《世界宗教研究 》 2 0 1 2 年第 2 期发表的 《佛根据哈佛大学斯威勒教授的概括 ,
欧美佛教生

教生态德性论研究 》
② 两文较系统地 阐述 了佛态思想研究先后经历了护教论、 批判论 、 建构

教生态哲学研究的新视角
——

德性论研究 , 阐论、 德性论 、 语境论五种类型 。
③ 护教论注重正

述了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的基本 内涵 。 陈红兵面论述佛教传统教义的生态意义 , 如将佛教缘

的相关研究是对此前国 内外佛教生态思想研究起论与生态世界观联 系起来 , 认为 《华严经 》

突 出佛教缘起论的生态世界观意义之研究方式的一多相即 、 圆融互摄思想和因陀罗 网喻是生

的转变 , 体现了 国 内外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新 态世界观的最好表述。 8 0 年代末开始 , 护教论

趋势 。 同 时 , 两篇论文系统论述 了 以德性论 的研究方式开始受到哈里斯等的批判论研究的

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的 理论依据 、 佛教

生态德性论 的基本 内 涵 , 无论是在理论性方
①

面还是在 系统性方面 , 都超越了 国 内 外该领《哲学研究 》 2 0 1 3 年第 7 期 。

域德性论研究的 当下水平 , 走在 了 学术界的② 陈红兵 佛翁：生态德性论研究 》 , 《世界宗教研究 》 2 0 1 2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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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 。 在那之后 ,

一些学者开始从德性论的角识 , 本身也体现了国 内 外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

度研究佛教生态思想 。 其代表性成果是英 国杜必然趋势 。

伦大学库珀 、 詹姆斯的专著 《佛教 、 德性与环＿

境 》 。 该书通过与古希腊德性伦理的 比较 , 论证
—、 对国 内 夕卜佛教生▲、

佛教思想的德性伦理特征 , 系统论述佛教美德德性论研究的超越

雑贿 , ＿外佛触絲性论研究并

．

戈
不成熟 ’ 许多研究成果主要是提 出 观点 , 廳

‘
有断雜默賺述 。 《■性论滅心研究

ｉｆｆｏｆｏｌｐ^ ｉ Ｉ ｆｊ ｉｓ 佛教生态哲学 》 、 《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 》 则从

＾ 2^ ｍｍｉｒ 驗纖鮮＿細想 、 德纖賴心性论

日
基础 、 纖修＿方式与途径 , 以及德性修养

文章认为缘起论是佛教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 。

该文曾被多次引用 , 在该领域影响很大 。 2 0 0 8

年 , 学术界开始对此前研究进行批判反思 , 如

宋立道教授突出佛教生态伦理的基础是宗教解^

脱论 , 其絲顏＿从宗紐频 、 就伦

理观旁衍出来的 。 王雷泉教授强调佛教生态？ｆ

究应以
“

心
”

龍 纟ｉ ,
圣ｉｉ續、 難Ｍ有

雌统巾疲±麟贯穿教難与关联性双

关
‘‘

心净则佛土净
”

的研究论文 , 均体现了？
重维度 ’ 发展性维度关注的是主体 自 身的德性

教生态思想研究重视德性论的趋势 。
②修养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等级的智慧 , 关联性维

《 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 》
－文

度关注的则是现象事物之间的 内在关联 。 随着

旗帜鲜明地提出 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

哲学的观点 , 并用较大的篇幅论证了 以德性论
地勝到 自身与环境事物的关联 , 意识到 自 身

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的思想依据 。 文章主
对环境事物的责任 。

？ 不过 , 斯朋伯格主要关注

要分析了纖棘練鮮巾舰位 , 论述了》

为什么要 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 。

欧美
“

绿色佛教
”

单纯关注佛教关联性维度的

该文认为 , 佛教思想主题是通过主体 自身的德
局限 , 对佛教生态德性论的具体内容并没有系

性修养解脱人生的烦恼痛苦 , 构成佛教理论体

系的解脱论 、 心性论、 修行观和缘起论 , 贯穿库拍 、 詹姆斯 《佛教 、 德性与环境 》 是欧

其中的主线即是主体的德性修养 。 德性论在佛 美学界 自觉研究佛教生态德性论的代表性研究

教思想 中 的核心地位 , 决定了佛教生态哲学研 成果 。 该著首先着重论述了佛教思想的德性伦

究应以德性论为核心 。 论文还从国 内外佛教生 理特征 , 认为 , 无论是对涅槃幸福的追求 ,
还

态思想研究的研究趋势 、 从国 内外德性伦理复 是涅槃追求与德性修养的关系 , 都与古希腊德

兴的趋势 , 论证佛教生态哲学德性论研究趋势


的必然性 。①Ｃｏｏｐｅｒ ,
ＤａｖｉｄＥ

．
ａｎｄＪａｍｅｓ ,ＳｉｍｏｎＰ． ( 2 0 0 5 ) , Ｂｕｄ

－

陈红兵 、 张子礼教授从 国外佛教生态思
ｄＷｓｍ

’Ｖｉｌ ｔＵ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 ｔ ,Ｅｎｇｌａｎｄ ：

ｉｓＴａｎ办ｔｏ ｃｃ組加甘士 ：ｔｏ抽 山 办 扮 、

Ａｓｈ
ｇ
ａ ｔｅ＿ 该书 已由陈红兵 、 杜学盡译成中文 , 将由上海古

想研究的历程和基本趋势出发 , 探讨我 国佛

教生态思想研究 的现状及趋势 , 自觉倡导转② 以上论文参见觉醒主编 ： 《佛教与生态文明 》 , 宗教文化出

变初期以缘起论比附生态世界观的比附式研究ｉＳＳｔｔ Ｍ Ｏ 9 ＃？ 。

＋＋／ａ ｓ 丨

、
丨 输姊 、八本松 、 抓 山 士知③ 艾伦 ． 斯朋伯格 ： 《绿色佛教与慈悲式等级形式 》 , ［美 ］ 安

方式 ；

, 倡导Ｗ德性论为核 ＇匕
、研

1

穷： 佛教生ｗ哲乐哲主编 ？

？ 《佛教与生态 》 , 何则 阴 、 闫艳译 , 江苏教育 出

学 , 体现了深化佛教生态哲学研究的 自 觉意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3 2 9
￣

3 5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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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庆德 ： 佛教生态哲学研究的转型与超越
￣￣

评陈红兵教授等 《 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 》

性伦理相类似 , 体现了 佛教的德性伦理特征 。 今天批判 、 反思肯定物欲的西方近现代人性论

在论证佛教思想的德性伦理特征基础上 ,
该著具有纠偏意义 。 同时 , 佛教心性论对心性本具

将佛教美德划分为 自利性美德 、 利他性美德两功德智慧的肯定 , 对于超越现代主客二分的认

方面 , 对佛教中谦卑 、 自 制 、 平静 、 关怀 、 非识思维方式 , 突出人与环境一体的智慧具有重

暴力 、 负责任等美德的基本内涵做了具体论述 。 要价值 。 ( 3 ) 大乘佛教阐发的
“

心净
一行净

一

又在此基础上论述 了这些美德的生态环保意众生净
一

佛土净
”

的德性修养方式与途径 , 其

义 。

？应该说 , 《佛教 、 德性与环境 》 相关论述对中包含的通过净化人心 、 教化大众 , 实现生存

于确立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德性论研究方式 , 环境建设的观念 , 对于我们今天改变物质主

系统论述佛教生态德性论的具体 内涵具有重要义 、 消费至上观念 , 肯定环境道德教育对于生

价值 。 不过 , 库珀 、 詹姆斯的相关研究偏重于态文明建设的价值 , 都具有启迪意义 。 ( 4 ) 作

论述佛教美德及其生态环保意义 , 缺少德性伦者将佛教缘起论区分为生存境界缘起 、 存在的

理相关问题的系统深入的论述 , 这也体现了欧缘起性 、 缘起整体性三种形态 , 并从三方面分

美德性伦理偏重美德伦理的观念 。别论述了佛教缘起论对于建设生态文化世界观

台湾圣严法师倡导 的
“

心灵环保
”

观念 , 的价值 。

以及宋立道 、 王雷泉 、 圣凯法师 、 董群教授等陈红兵教授等没有局限于论述佛教美德的

的相关研究论文都从一个侧面突出 了德性论在生态环保意义 , 而是从佛教本身 的理论体系 出

佛教生态理论建构中的作用 。 不过 , 总体而言 , 发 , 从价值理想 、 心性论基础 、 德性修养方式 、

我国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 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理途径与理论基础等方面 , 对佛教生态德性论进

论论述 。行系统深人地探讨 , 从而在理论性 、 系统性上

《以德性论为 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 学 》 、 超越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水平 , 处在佛教生态 ．

《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 》 则结合佛教解脱论 、 思想研究的前沿 。

心性论、 修行观与缘起论 ,
从价值理想 、 心性

论基础 、 德性修养方式 、 途径与理论基础等方本文作者 ： 内 蒙古 大 学哲 学 学 院教授 、 博

面具体论述 了佛教生态德性论 的基本 内 涵 ：士生导师 , 中 国 环境伦理 学研 究会副 理

( 1 ) 价值理想方面 , 作者认为 , 佛教对涅槃解事长兼秘书长

脱的精神追求 , 对于转变物质主义观念 , 确立责任编辑 ： 周 勤 勤

生态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 而大乘佛教
“

利乐
有情 , 庄严佛土

”

的价值理想则体现了佛教关

爱生命、 建设美好生态环境的愿望 。 ( 2 ) 心性① 陈红兵 、 张子礼 ： 《 以德性论为核心研究佛教生态哲学 》 ,

论基础方面 , 佛教心性论将贪欲视作人性的染

污 , 将清净视作人性的本来状态 , 这对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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