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教育与文化   
  

 

民族主义与佛教  

    每个民族的形成，都有它的特质。这特质包括文化、政治、经济、民 情、风俗、生活习惯等等。要一个

民族兴盛，须保留这个民族的精华，发 展这个民族的特性；不然，虽有这个民族存在，亦是名存实亡。国

父孙总理看 到中华民族为满清所侵略几百年，内部则政治腐败，民气消沉，外部则受 西方的物质文明影

响，国人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和自尊，如不改革再造，将 要沦亡。所以起来大声疾呼，希求唤醒国魂，复兴

民族。而在革命成功建 设国政中途又遇到政乱的挫折，未能完全实现三民理想。那些别有居心的 政敌，阴

奉阳违，而仍以孙为幌子，可见孙之思想学说，实有得人钦佩之 处。 

一、民族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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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分别，民族的形成，重要因素是在於人种血素的成分。如白色 、黑色、红色、黄色、棕色的不

同，就形成世界上种种不同的民族。如亚 洲的民族，著名的就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

在民族之 义第一传说：造成这些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说是自然力，分析起来便很复 杂，大约有五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血统」，为造成民族的最大力量。如中国 人为黄种民族，就根据黄色血统而成的。其他

为欧洲的白种民族等等，也 是根据他们的血统而成的。 

    第二力量是「生活」。谋生的方法不同，所结 成的民族也不同。如蒙古民族过的游牧生活，什 地方有

水草，便游牧到 什 地方，就在什 地结成民族，行到很远的地方都不畏怕。所以它的 力量特别强盛，掠

夺之地亦特别多。蒙古民族在元朝的兵力，西边征服中亚细 亚、亚剌伯及欧洲之一部分；东边统一中国，

几乎征服日本，统一欧亚。 其他民族最强盛的是汉族，当汉唐武力最盛时，西边亦只到里海。又像罗 马民

族，武力最强大时，东边才到黑海。从没有民族如蒙古那样横跨欧亚 二洲的。 

    第三种力量是「语言」。如果外来的民族得了我们的语言，就会 被我们感化，由感化而同化，成了一个

民族，即使被异族侵占，也是亡不 了的，如满清因被中国语言同化，所以实际上中国是存在的；反过来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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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知道外国语言，也容易被外国同化去。如今日马来亚的土生「   」，曼谷的「暹罗仔」，都因不

知中国语，已被外人同化去。今日马来 亚华侨拼命在争各族「母语」平等的地位，也正是为保存中华民族

的文化 语言，以免自己的下一代被人同化去，即等於消灭了华文和华语。 

    第四种 力量是「宗教」，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灵，或信仰祖先，臭味相投，即 可以结成一个有力的民

族。所以宗教造成一个民族的力量也很伟大。如阿 剌伯和犹太两国，已经亡了很久，但两国的人民至今还

是强有力的存在， 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信仰，摩西与穆罕默德，结成了他们一种强大无比 的力量。如印

度是一个信仰佛教极深的民族，虽然亡於英国，种族还是永 远不能消灭，遇到机会，仍可重新爬起来，获

得独立民主的自由。 

    第五种 力量是「风俗习惯」。人类中如果有一种特别相同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 ，亦可结成同一的民

族。  

    一个民族的形成，实不外上列的五种力量。这五种力量是顺於自然力 而成的，与从战争的武力成功的国

家，完全不同。孙先生说：「民族由於天 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又说：「五道是顺乎自

然」，「自 然力便是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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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民族的优点   

    每个民族，都有它的特性，这特性便是他的优点。没有这优点，就不 能表现这个民族的精神。在民族主

义第六讲中，揭发中华民族有几个特 性：  

    （一）、固有的道德：忠（忠於民、忠於事）。孝、仁爱（仁民爱物）。 信（无信不立）。义（中国很

强时，也未灭人国，无殖民地思想。以汉代 时已有「弃珠崖议」，主不侵略，预防外攻。 又如高丽名义为

藩，实际 自己独立，到日本手即破灭，失去了自由）。  

    （二）、优美的文化：如「中国为和平民族」一般，及「德国人主张研究 中国文学及印度的佛理来补他

们科学之偏」（孙先生语）。自古即爱和，中国 的政治哲学超过西方，而西方学的是科学，不是政治学。

罗素一来中国，即 看出中国的文化思想超过欧美，才赞美中国，  

    （三）、固有的能力：国人见外人机器发达，自惭不如外人。但几千年前 ，中国人能力比外人还强:1.指



南针；2.印刷术；3.磁器；4.有烟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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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近世战争用无烟火药的来源；5.茶叶化酒，皆中国人所发明，後因国家 不注重科学，故无发展了。  

    （四）、济弱扶贫的天性：此由爱和而来，因中国过去也有好政策，强了 几千年，安南、缅甸、暹罗、

高丽，那些国家在中国强时，都能独立朝贡。 到欧风东渐，安南被法灭，缅、暹被英灭，高丽被日灭。故

今中国为强，不 但自恢民族，还要帮助恢人民族，今日缅等虽已独立，政治经济却未能完 全独立，而被帝

国控制。我们要治国、平天下，先恢民族之义，和民族地 位，用固有和平道德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

方面之治，实为今日中华 人民之大责任。  

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都是狭义的爱，世界主义对於人类的爱，是比较 广泛的。中国人古时，多重种族思

想，受种族远过爱国族，孙先生曾举出 广东的两族斗争，不惜任何流血牺牲。爱国族反无此种情形。中国

似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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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先爱宗族，到爱世界，略了中间的民族。为古来只爱宗族，至欧风 东渐，则失了民族的自尊性。向

外驰求，至失了爱国的中心。中国人碰到 即问贵姓大名，同姓见面更觉亲热。如吾人在外洋，虽然为僧除

姓，若问 到在家同姓，也倍觉亲热，对国家民族观念反而淡漠。  

    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意思，是因过去中国人，只爱和平，多讲天下为公 的大同思想的世界主义。受了这

种影响，反而忘了民族，以为「只讲世界 主义就好，天无二日，人无二王」。中国如果强了，四海自然会

朝贡。所 谓「万国衣冠拜冕族」，就可雄视世界了。其实呢！不得民族主义的基础， 世界主义有如海市蜃

楼，只是一种空想。他举了香港一个挑工苦力，中了 头号彩票，便把竹杠丢入海中去，从此不需再作挑

工。「彩票好比世界主 义，可以发财；竹杠好比民族主义，是一个谋生工具；中了头彩好比中国帝 国主义

极强盛的时代，进出世界主义」。  

四、民族世界与佛教   



    佛教主慈悲博爱，众生平等无阶级、无种族，看来是世界主义的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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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民族主义的狭爱，但仔细研究佛教的做法，是可以拿「大处著眼， 小处做起」，两种来说明。  

    佛理佛性平等，众生一视同仁，是特具广大的理论。唯有如此做，众 生才得独立、平等、自由，正是从

大处著眼，找出了和平世界的理论根据 ，但到实践的时候，须要从小处做起，叫人行五戒十善的基本道

德，先治其 人，後化其家，推至一社会、一国家、一民族，都能够做得好，进而才联 络外国以及各国。欲

为仁王先治其国，然後才到世界和平，实为一大证明 。此与中山先生由爱民族才到世界主义的说法相同。

世界不论实行何事， 须要先固基础，如无基础，世界广大，佛土三千的空想还是建不起来。所 以佛教的精

义，不但叫人先爱国爱族而爱世界。还要每个人先从小处爱自 己，把自己个人搞好，学佛先从人起，然後

再到搞好第二步的家族，第三 步国族，第四步的世界。  

    因此，知道佛教的真实理论，是很现实的。从「大处著眼，小处做起」 ，与爱国主义没有衡突，与孙先

生排除宗族思想的狭隘之爱，从爱民族到 爱世界的一贯思想，更为接近。佛教主要理论是缘起无我，都由

缘起无我 而缘起无人，最後到缘成大我，都是从个别说到整体，从个人而论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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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