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释迦牟尼佛祖的“精神远行”

道教开山祖老子、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儒家的鼻祖孔子均是道教产生上古

的原始图腾。

上古的三皇五帝，到两千年前的屈原，他们是行走在中国宗教思想史上的黄

金时代。

秦汉以来盛行的黄老神仙之术和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与老百姓自古就有

天地鬼神和灵魂不灭信仰结合在一起，东汉顺帝时正式形成了道教，并在汉中建

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达 30 年。魏晋南北朝时，道教吸收了佛教的仪式，并将儒

家的封建等级思想和制度引入道教，在理论上更加完备，并由民间信仰转变成统

治者的“国教”，这是统治阶级逐步对道教的认同。从内部机制看，是道教对自

身构成因素的神学教义、修炼方术、祭祀仪式的全面改革，排除了民间宗教固有

的反抗暴政统治的桀骜不驯的特点，一变而为适合统治阶段利益的口味，这样一

来就走完了从草野山泽到宫廷殿堂的征途。

汉末大乱，几十年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统一了中国的北

部，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他们对于活跃在民间的道教采取了限制和利用的态

度。黄巾起义刚被扑灭，曹操的主力部队青州兵便是黄巾军，一味镇压既力不从

心，也无必要。还是控制在手中比较稳妥。何况道教的奇异方术，尤其是长生不

死那一套对于人们本来就很有吸引力。考虑到有影响的道士或方士，疏散在外，

容易聚众引起民变。于是，曹操把他们集中到魏都，圈在身边“养起来”，其中

著名的有左慈、华佗、甘始、雄俭等，他们各有专长：华佗是神医；左慈有“特

异功能”，能在盘中用钓竿钓上离许昌几千里外的松江四腮鲈，其也是葛洪为代

表的金丹道教的前驱。东吴的孙权对道士则是利用的，孙权向名道士姚光、介象

学隐身法。在三国时期，统治者已经注意到道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不可忽视，

不管信还是不信，都把道教的有名人物笼络在身边，仪式起自民间的道教逐渐与



统治阶级的上层关系密切起来。

中国宗教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且有自身的特点，历史上一

直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构成我国宗教文化的有佛教文

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含天主教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

原始宗教文化，如萨满教文化等。诸多的宗教文化多姿多彩，林林总总，成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古印度的佛教，自两汉之际，经由西域传人中国境内。在佛教与儒家文化融

合过程中，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了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民族宗教。

佛教自印度传人中国后，经过汉晋两代的确立期到隋唐时期的建设期，逐步

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人把道安称作佛学在中国扎根的园艺师，把玄奘称作

佛学理论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家，这是恰如其分的。近代中国的学者，诸如龚自珍、

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都是佛学的信奉者和宣传者。

梁启超先生在一次讲学中提出，佛法“就是心理学”，佛教就是一种心理修

养，这是对佛典现代化理解的升华。他还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

识论之后，用巧妙的分析方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要素及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

其价值，因此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又“万求以慈悲

为本”，这就是佛学所追求的一种“无我”的境界。尽管这个世界虚无缥缈，可

望而不可及，但宗教的追求却从未放弃过。

中国宗教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共存的共同体，中国

传统文化也是在多样性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发展的，形成多源汇聚的过程和多

元一体的结构。在先秦，有邹鲁文化、燕齐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巴秦文

化、吴越文化等地方性文化之间的对立与互渗。

印度佛教的始祖释迦牟尼佛祖的弟子聂摩腾和竺道法兰两位尊者把佛祖的

“精神”毫无保留的从遥远的印度传到中国。换个角度来说：是中国人，主动把



他们请来的。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某夜，明帝梦见

金人，非常高大，头顶有光明。明帝问群臣，有大臣说：“西方有神，名佛其形

长丈六尺而面黄金色”。于是汉明帝遣蔡音使天竺问佛道法，蔡音在日月浑氏国

请来了天竺最出名的经典学者聂摩腾、竺道法兰两位尊者于汉永平十年（公元 67

年）通过合浦“海上丝绸之路”中转来到洛阳播佛法。

释迦牟尼佛祖。据说在二千五百年与前 563 年之间，乔答摩·悉达多（乔答

摩是姓，悉达多是名）诞生在中印度一个名叫迦毗罗卫国位于世界最高峰喜马拉

雅山的南麓的地方，这是一个小国家，由部落酋长，即刹帝利种释迦族的净饭王

领导着。它的首府是迦毗罗卫国城。迦毗罗卫国城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繁茂的

森林，富庶的产物，纯朴的民风，是这个城市的特质。释迦牟尼佛，即乔答摩悉

达多太子就这样诞生在迦毗罗卫国城郊外的蓝毗尼花园一棵美丽而鲜艳的无忧

树下。据说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在回娘家生产的途中路过这个花园，她有些累，于

是来到这个花园暂时小憩。在这棵无忧树下，她手攀着树枝，悉达多太子就这样

从母亲的右胁降生了下来。母子安详，全无痛苦，这一天正是农历四月八日。太

子的诞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许多和谐、欢乐的气氛，给膝下久虚的净饭大王带来

了从未有过的大喜悦。

净饭大王见到太子相貌端正，仪表堂堂，他的喜悦又增加了十分。他一心希

望太子将来能继承王位，于是，请来了许多学者相士给太子看相。各位学者、相

士见到太子相貌端好，都异口同声地说：“太子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果

在家，一定会做转轮王（即飞行皇帝）；如果出家，他一定会成佛。”净饭王沉吟

着，他担心太子将来要出家，于是问道：“各位学者相士，太子究竟是出家成佛

呢，还是做转轮王？”各位学者相士都迟疑不决。

迦毗罗卫国北面的喜马拉雅山住着一位智慧超胜的婆罗门苦行学者，他博学

多闻，高才善辩，道行深厚，常年隐居在山洞里，他是一位远近闻名的长寿仙人。



这位学者叫阿私陀。当阿私陀听到净饭王有了子嗣，于是立刻满心喜欢地专程赶

到王官，请求净饭王准许他替太子看相。净饭王欣喜万分，听到有智慧超胜的学

者要为太子算命，就忙不迭地满口答应。

摩耶夫人抱了太子出来，阿私陀双手捧着太子，从头到脚，仔细端详了一阵。

最后，他将太子高举头顶，自己却立刻嚎啕大哭起来，而且哭得十分伤心。大家

都不解其故，净饭王也感到十分奇怪，于是，就问阿私陀仙人，说：“你为什么

要哭得这么伤心呀？难道太子的相有什么问题吗？”阿私陀仙人说：“大王，太

子的相真是太好了！太子貌如满月，脸若星辰，福慧具足，宝相庄严，他长成以

后，必定会成为释迦族的光荣。他可以成佛，也可以成为转轮王，但是转轮圣王

与佛是不能比的，悉达多的三十二相相相分明，部位端正，将来一定不会执著五

欲，贪享富贵，而是会舍弃王位，出家修行，最终必会成为彻悟人生求得最高真

理的佛陀。世间也只有他才能使愚痴的众生消除烦恼和翳障，他将用般若的智慧

而普渡众生的人生死境界的彼岸。他是大智者，也是大觉者。大王，我不是为太

子而伤心，我是为自己而伤心，我已经是风烛残年了，来不及亲见太子成佛，也

来不及亲听太子成佛后美妙的说法了。我心里十分难过，觉得自己业障深重，不

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这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上苍安排，当悉达多太子 19 岁那年，他出家修行了。

他割舍了爱妻与幼小的儿子，放弃了豪华的皇宫生活，拒绝了父皇留给的王位，

悉达多太子就踏上伟大的追求真理的道路。据说悉达多太子是在菩提树下大觉大

悟成佛的，法名释迦牟尼佛。

这个时期由于印度佛教开始传人中国境内地盛行。海外佛教高僧和佛教徒

们，不论是途经还是登岸传教都是由合浦“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海外佛

教佛教徒们的到来，推动了当时合浦及岭南周边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合

浦的佛教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时，菩提达摩，中国禅宗初祖，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南天竺婆罗人，

原名菩提多罗，是南天竺香玉的第三子，禅宗二十七至祖般若多罗到中国传法，

菩提多罗学法，很得般若多罗的赏识，就给他改名为达摩，意译为道法，是达摩

已经通达到法的意思。梁武帝闻其名，迎入金陵，但观念不相契合，达摩悄然北

上。途经合浦南流江，出海往北魏。没有渡江的工具，遂将一束苇草置于江面，

踏蹑而渡。所到之处，以禅法叫人。游嵩山少林寺，在那儿独自修习禅定，时人

称为壁观婆罗门，以二人四行为思想内容。当时有位神光僧人博览群书，慕达摩

之名，自断手臂求法，达摩尊者被他精诚所感动遂传法于他，并帮他改名慧可。

经九年，达摩尊者欲归天竺，临走时，传慧可禅宗之要义，受《楞迦经》四卷。

过不多久，达摩入寂（归天），葬于熊耳山上林寺。三年后，有人在葱岭遇见达

摩手拿一只靴子，向西方向而行。达摩的事迹，随着禅宗的发展，渐趋神异，并

成为中国画家所爱的画题。在通俗侠义小说中，菩提达摩也成了少林武功的创始

者。

有寺必然有佛，是宗教绘画雕刻之本。因此，合浦郡就有了“一寺三庵七十

二庙”说法。至今能尚存只有诸如：东山寺，真武庙、玉皇阁、元妙观、三清观、

药王庙、三官庙、三圣庙、云霞寺、大云寺、唐王庙、东岳庙、准提庵、慈云寺、

保子庵、盘古庙、北山庵、三届庙、平江庙、镇海庙、武道东庙、武西东庙、西

海庙、谭村庙、四帝庙、关帝庙、文昌庙、灵隐寺、平马三官寺、太军庙、沙汤

寺、永泰寺、北帝庙、满堂寺、太平寺、平隆寺、文武庙、接龙官、火神庙、龙

王庙、孔庙、华光庙、地母庙、福寿庵、万灵寺、普云庵、三婆庙、真君庙、武

圣宫、风神庙、惠洋庙、雷神庙、城隍庙、万寿宫、学府圣庙、武庙、文昌宫、

马王庙、罗公祠、忠义祠、陈五公庙、节孝祠、贤良祠、昭忠祠、鳌鱼寺、觉音

庵、海宁寺、接龙庵、三圣宫、千岁庙、新庙、佛祖庙、丰隆寺、五谷庙等。其

中天妃庙也称三婆庙。



合浦郡的天妃庙，在闽台地区称之为“妈祖”，是扼江海之交，在秦汉至明

时，是中国对外交通贸易的要塞。汉代曾经八次在乾体港出兵，讨伐南越国和征

伐交趾郡的叛乱。三国时的吴、魏用兵和征讨交趾郡的叛乱。唐时的三次用兵，

从乾江古港口到古廉州府治的入海江流河段四公里河段旁边，人们可以看见的还

有西门江畔的新街天妃庙、海角亭天妃庙，九头岭天妃庙（九头庙）、西门江古

港口的天后宫。

中国人在理解、消化和改造佛学上，态度之认真，思索之深密，耗时之持久，

都是相当惊人的。唐、宋、元、明、清诸朝，陆续传入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

祆教、犹太教、近代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除了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

基督教的传教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联系外，其他宗教，包括明末利玛窦传

人天主教，都是以和平的正常的方式传入中国。

由于文化接触交融引发了文化变迁，新文化便也随之而产生，于是便出现了

大批民族文化的形式，如源于汉代宫廷傩和百姓傩，诸军傩的傩仪（本地叫跳师）、

傩戏（本地叫师公戏），还有客家文艺、粤剧等。佛教南传文化开发与佛教南传

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又是相对独立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形态而具有更多的宗教文化色彩的。合浦东山寺、保子庵、万灵寺（已湮没）、

山心灵隐寺曾有过达摩、海印等中外高僧的踪迹，北海冠头岭也曾有过安南王宫

的家庙遗址。应该将这些资源组合起来，建设佛教南传文化的体验景区。这个景

区是连动的，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景区是相呼应的。

印度的佛教的思想精神还是中国人文精神世界的文字书法，刚柔、擒纵、开

合、虚实相生，富于变化而丰富饱满的。“道”的天人合一，“佛”的禅学，都有

殊途同归的深刻内涵。

岭南地区的合浦，经济、文化随着贸易的发展。南北朝时期，域外一些高僧

浮海而来，先后在广州、韶关、合浦等地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寺院，佛教文化



由此得以在岭南首先传播。现存的广州光孝寺、西来初地、韶关南华寺、合浦东

山寺等成为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明清“海上丝绸之路”鼎盛，

西方近现代科技文化也因此传播，并整合为区域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地影响了当

地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珠乡合浦在千年的婉约里有着海洋商业文化

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