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奎 元 在 致 研 讨 会 的 信 中 所 说 : “毛 泽 东 作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主 要 缔 造

者 , 他 的 功 勋 彪 炳 千 秋 。 他 的 思 想 、 著 作

( 包 括 他 的 诗 词 ) ,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最 值 得 珍 惜 的 宝 贵 财 富 , 是 中 华 民 族

精 神 、 文 化 的 精 华 。” “毛 泽 东 以 天 下 为 己

任 , 从 创 立 共 产 党 到 创 立 和 建 设 新 中 国 , 他

的 整 个 生 命 和 全 部 精 力 都 奉 献 给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 人 民 。 这 种 精 神 反 映 在 他 的 诗 词 里 ,

成 为 他 诗 词 独 具 的 神 韵 和 风 采 。 这 是 普 通 文

人 雅 士 难 以 企 及 的 境 界 。读 他 的 诗 词 , 百 读 、

千 读 而 不 厌 , 越 是 认 真 地 读 , 就 越 觉 得 受 教

益 、受 激 励 、受 熏 陶 。” “毛 泽 东 离 去 已 经 三

十 年 了 , 愿 他 开 创 的 伟 大 事 业 , 他 的 光 辉 思

想 , 他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永不失传。”

( 责任编辑 : 孙东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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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 , 随着阅读条件的好转 , 毛

泽 东 读 书 的 范 围 更 加 广 泛 , 宗 教 方 面 的 著 作

和 文 章 , 也 时 常 涉 猎 。据 他 的 秘 书 林 克 回 忆 ,

他 很 欣 赏 慧 能 , 经 常 把 《六 祖 坛 经 》 带 在 身

边 。 逄 先 知 在 《博 览 群 书 的 革 命 家 : 毛 泽 东

读 书 生 活 我 见 我 闻 》 一 文 中 也 说 过 , 中 国 佛

教 的 几 个 经 典 如 《金 刚 经 》、 《六 祖 坛 经 》、

《华 严 经 》以 及 研 究 这 些 经 典 的 著 述 , 毛 泽 东

都曾 经读过。“对于禅宗学说 , 特别是它的第

六 世 唐 朝 高 僧 慧 能 的 思 想 , 毛 泽 东 更 注 意 一

些。”

慧 能 ( 638—713) , 禅 宗 六 祖 。 《六 祖 坛

经 》 记 载 了 他 一 生 得 法 传 宝 的 事 迹 和 他 启 示

门 徒 的 言 教 。 毛 泽 东 为 什 么 对 慧 能 的 思 想 比

较关注呢?

1958 年 8 月 21 日 , 毛 泽 东 在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北 戴 河 扩 大 会 议 上 讲 话 时 对 与 会 者 介 绍

说 : 唐 朝 佛 教 《六 祖 坛 经 》 记 载 , 慧 能 和 尚 ,

河 北 人 , 不 识 字 , 很 有 学 问 , 在 广 东 传 经 ,

主 张 一 切 皆 空 。 这 是 彻 底 的 唯 心 论 , 但 他 突

出了主观能动性。

慧能著名的四 句 偈 语“菩 提 本 无 树 , 明 镜

亦 非 台 , 本 来 无 一 物 , 何 处 惹 尘 埃 ”, 典 型 地

体 现 了 其 唯 心 观 点 。慧 能 认 为 ,“ 佛 性 ” 是 人

心 本 有 的 , 人 们 在 选 择 “成 佛 ” 道 路 时 , 要

有 坚 定 的 主 观 信 仰 , 相 信 自 己 的 内 心 , 这 样

就 可 以 解 脱 苦 难 。 林 克 回 忆 : 毛 泽 东 说 , 慧

能 的 四 句 偈 语 指 出 , 世 间 本 无 任 何 事 物 , 故

无 尘 埃 可 沾 ; 佛 性 本 来 是 清 净 的 , 怎 么 会 染

上 尘 埃 ? 这 与 佛 教 大 乘 空 宗 “一 切 皆 空 、 万

法 皆 空 ” 的 宗 旨 最 契 合 , 胜 神 秀 一 筹 。 神 秀

是 禅 宗 五 祖 弘 忍 的 大 弟 子 。 慧 能 的 这 四 句 偈

语 就 是 针 对 神 秀 的 偈 语 “身 是 菩 提 树 , 心 如

明 镜 台 , 时 时 勤 拂 拭 , 勿 使 惹 尘 埃 ” 而 请 人

代 书 的 。 他 们 两 人 的 偈 语 都 是 因 弘 忍 选 择 接

班 人 而 作 。 比 较 起 来 , 弘 忍 更 赞 赏 慧 能 的 体

悟 , 于是选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

站在哲学史的高度对佛教历史典籍进行评

价 , 是 毛 泽 东 读 这 类 宗 教 著 述 的 特 点 。 1963

年 12 月 30 日 , 毛 泽 东 在 对 中 共 中 央 1963 年

12 月 30 日转发 中 央 外 事 小 组 、中 央 宣 传 部 关

于 加 强 研 究 外 国 工 作 的 报 告 的 指 示 稿 的 批 语

中 写 道 :“ 对 世 界 三 大 宗 教 ( 耶 稣 教 、 回 教 、

佛 教 ) ”, “国 内 没 有 一 个 由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领

毛泽东谈禅宗六祖慧能

○ 张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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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的 研 究 机 构 , 没 有 一 本 可 看 的 这 方 面 的 刊

物 。 《现 代 佛 学 》 不 是 由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领 导

的 , 文 章 水 平 也 很 低 。 其 他 刊 物 上 , 用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观 点 写 的 文 章 也 很 少 ”。 正 是 基 于

此 , 毛 泽 东 对 任 继 愈 的 《汉 唐 佛 教 思 想 论 集 》

给 予 肯 定 , 认 为 他 的 佛 学 文 章 “已 如 凤 毛 麟

角 ”, 因 为 作 者 注 意 把 佛 教 思 想 放 到 哲 学 史 上

来研究。再如 1964 年 8 月 18 日 , 毛泽东 在 北

戴 河 同 哲 学 工 作 者 谈 话 时 又 说 , 研 究 哲 学 不

出 入 佛 道 , 不 对 。 有 佛 道 , 不 管 它 怎 么 行 ?

他还认为 “柳子厚 ( 即柳宗元———引者注 ) 出

入佛老 , 唯物主义”。

除 了 从 哲 学 史 的 高 度 谈 论 慧 能 的 佛 学 思

想 外 , 毛 泽 东 还 注 意 到 慧 能 思 想 的 大 众 化 特

点 , 进 而 对 佛 经 进 行 了 不 同 类 别 的 划 分 , 认

为 慧 能 的 《六 祖 坛 经 》 “是 老 百 姓 的 ”。 这

种 看 法 确 实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 1959 年 10 月 22

日 , 毛 泽 东 在 同 班 禅 额 尔 德 尼·确 吉 坚 赞 谈 话

时 说 : 从 前 释 迦 牟 尼 是 个 王 子 , 他 王 子 不

做 , 却 去 出 家 , 和 老 百 姓 混 在 一 块 , 做 了 群

众 领 袖 。 我 不 大 懂 佛 经 , 但 觉 佛 经 也 是 有 区

别 的 。有 上 层 的 佛 经 , 也 有 劳 动 人 民 的 佛 经 ,

如 唐 朝 时 六 祖 的 佛 经 《法 宝 坛 经 》 就 是 老 百

姓的。

据 《六 祖 坛 经 》 载 : “惠 ( 慧 ) 能 幼 小 ,

父 又 早 亡 , 老 母 孤 遗 , 移 来 南 海 , 艰 辛 贫 乏 ,

于 市 卖 柴 。”慧 能 原 本 是 一 个 家 境 贫 苦 、 出 身

寒 微 的 老 百 姓 。 毛 泽 东 说 他 的 佛 经 是 为 老 百

姓 的 , 可 见 与 他 的 家 庭 出 身 也 是 有 关 系 的 。

1955 年 3 月 8 日 , 毛 泽 东 在 同 达 赖 喇 嘛 谈 话

时 还 说 : 佛 教 的 创 始 人 释 迦 牟 尼 主 张 普 渡 众

生 , 是 代 表 当 时 在 印 度 受 压 迫 的 人 讲 话 , 为

了 免 除 众 生 的 痛 苦 。 他 不 当 王 子 , 出 家 创 立

了 佛 教 。 因 此 , 信 佛 教 的 人 和 我 们 共 产 党 人

合 作 , 在 为 众 生 即 人 民 群 众 解 除 压 迫 的 痛 苦

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另外 , 据林克回忆 , 毛泽东还谈到过慧能

的 思 想 在 佛 教 史 上 的 地 位 。 他 说 , 慧 能 主 张

佛 性 人 人 皆 有 , 创 顿 悟 成 佛 之 学 , 一 方 面 使

繁 琐 的 佛 教 简 易 化 , 一 方 面 也 使 从 印 度 传 入

的 佛 教 中 国 化 。 因 此 , 他 被 视 为 禅 宗 的 真 正

创始人。

1975 年 6 月 , 毛 泽 东 在 会 见 一 位 外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人 时 强 调 说 : 各 国 革 命 要 根 据 本 国

的 实 际 情 况 , 不 要 照 抄 中 国 。 接 着 , 他 以 佛

教 为 例 , 援 引 鸠 摩 罗 什 的 话 说 :“ 学 我 者 病 。”

鸠 摩 罗 什 是 外 国 人 , 会 讲 中 国 话 , 翻 译 了 许

多 佛 经 。 这 就 是 要 自 己 想 一 想 。 马 克 思 说 ,

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 , 而不是教条。

毛泽东对佛教和六祖慧能的评论给我们的

启 示 是 : 对 任 何 思 想 和 思 潮 , 都 要 站 在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的 高 度 对 其 进 行 科 学 的 分 析 ; 一 切

外 国 的 东 西 传 到 中 国 后 , 都 应 当 经 过 一 个

“中国化”的过程。

〔作 者 张 铁 军 , 兰 州 理 工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副

教授 , 甘肃兰州 730050〕

( 责任编辑 : 李 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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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在动乱岁月
———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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