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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箭喻经枠与宗教对话

王志成
（浙江大学 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在枟箭喻经枠中 ，佛陀以一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形而上学问题 ，对于诸如世

界是有限还是无限 、身体和灵魂是否同一 、真如死后是否存在等问题不予回答 。这种方法可以运用于当

今宗教对话 。在形而上学等问题上 ，理性无法达成最终的统一结论 ，合理的方式是放弃对它们的探讨 ，在

实践上转向经验现实层面 。这种态度和方法在佛教内的对话中可以避免不同宗派之间的诸多隔阂 ，将注

意力集中于不同宗派共同追求的解脱以及服务世界上 。同样 ，在佛教和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

中 ，这种态度和方法可以避免彼此宗教教义上的抵触 ，转而携手合作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 ，并顺利地进入

第二轴心时代 。

［关键词］ 枟箭喻经枠 ；佛教 ；基督教 ；宗教对话 ；佛耶对话

Culamalunkya Sutta and Religious Dialogue
Wang Zhicheng

（Institute o f Christianity and Cross Cultural Studies ，Zhej 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３１００２８ ，China）

Abstract ： In Culamalunkya Sutra ，Buddha deals metaphysical questions with an attitude of
empiricism and pragmatism ．He gives no answer to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the world is eternal
or not ，whether the body is identical with the soul ，if Tathagata exists after death ，etc ．This
approach could be applied to religious dialogue ．Concerning metaphysical questions ，our reason
cannot draw an ultimate result ． The most reasonable way is to discard our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ly turn to our experiences ． In the intra‐Buddhist dialogue ， this approach could help
Buddhists of different sects avoid a good many estrangements and focus on liberation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human world on which all sects target ． Similarly ， in this approach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ns ， such as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 could turn away
from doctrinal conflicts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in promoting world peace and step into the
Second Axial Age ．
Key words ：Culamalunkya Sutta ；buddhism ；christianity ；religious dialogue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



　 　 枟箭喻经枠 ① 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典籍 ，该经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 。 在本经中 ，尊者鬘童子

（Malunkyaputta）②是一位好思好问的人 。因他自己不能解决心意中的问题而去请教佛陀 ，佛陀则

帮助他超越了这样的难题 。对鬘童子来说 ，他试图努力解决的是一个生存论问题 。对广大佛教修

行者来讲 ，鬘童子的问题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 。佛陀对此问题的处理艺术则为他们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全球化进一步的扩展 ，同一信仰内部的不同宗派之间以及不同信仰

之间的相遇日益频繁 ，枟箭喻经枠中揭示出来的理性智慧 、宗教伦理以及实践的态度或方法 ，对于处

理宗教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事实上 ，西方一些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

们就已经从该经中汲取了营养 ，尝试着促进宗教之间的对话 。

一 、枟箭喻经枠文本内容

枟箭喻经枠不长 ，大致内容如下 ：

１ ．鬘童子的疑虑 。鬘童子独自禅思 ，从而引出了一系列形而上学问题 ，也就是无记 ③ 。它们包

括 ：世界恒常存在吗（世间有常） ？世界不恒常存在吗（世间无常） ？世界有边际吗（世间有边） ？世

界无边际吗（世间无边） ？灵魂与肉身是同一的吗（是命是身） ？灵魂与肉身不是同一的吗（命异身

异） ？如来死后还存在吗（如来死后有） ？如来死后不存在了吗（如来死后无） ？如来死后既存在又

不存在吗（如来死后有无） ？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吗（如来死后非有非无） ？鬘童子认为 ，

这些问题很重要 。他希望从佛陀那里得到答案 ，并且 ，他坚决认为这些问题对他自己特别重要 。如

果佛陀不能予以回答 ，他就要责难佛陀 ，离开佛陀 ，不再师事佛陀 。

２ ．鬘童子的质疑 。鬘童子前往佛陀那里 ，询问了上述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立场 。他要求佛陀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承认不知道 。

３ ．佛陀的反问 。佛陀反问鬘童子 ，鬘童子皈依他之初是否以回答这些问题为前提 。鬘童子予

以否定 。

４ ．佛陀的呵责 。既然鬘童子皈依佛门不是以回答这些问题为前提 ，鬘童子就应接受佛陀的

教诲 。

５ ．佛陀的开示 。佛陀指出 ，如果有人坚持要这些问题的答案 ，那么他至死也得不到答案 ，因为

佛陀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对此 ，佛陀通过箭喻来教化鬘童子 。一个中了毒箭的人 ，首要的现实和实

践就是接受治疗 ，而并非探讨和回答一些关于射箭者的状态 、箭的构造和质料等问题 。如果以弄清

这些问题才接受治疗为前提 ，那么不等他弄明白 ，他就已经死了 。类似地 ，为了帮助人们脱离苦海 、

觉悟人生 ，佛陀不会回答诸如世界有无边际之类的无记问题 。

佛陀之所以不回答这些问题 ，是因为即便通晓了这些问题任何一种可能的答案 ，也无法避免

生 、老 、病 、死 、忧 、悲 、恼苦 ，而佛陀关注的是灭苦之道 。

佛陀进一步区分了两类问题 ：应该置答的问题和置而不答的问题 。他认为 ，前者是有意义的

问题 ，后者是没有意义的问题 。衡量有无意义的标准在于是否认清了五蕴的真相 、是否去执灭苦 、

是否断除贪爱 、是否涅槃寂静 、是否开发解脱之智慧 。佛教徒应该接受佛陀的教导 。

枟箭喻经枠是一个记叙性文本 ，篇幅很短 ，但是一个完整的精彩报道 ，可以让读者身临其境 ，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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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中阿含经枠第 ２２１ 经 ，枟大正新修大藏经枠第 １ 册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１９９０ 年版 ，第 ８０４ 页 。 相应于枟佛说箭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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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枟佛说箭喻经枠中 ，翻译成摩罗鸠摩罗 。

佛教用语 ，是对梵文 avyakrta的翻译 。 “记”意指“判断” 、“断定” ；不可以断定 ，即为“无记” 。 无记分两大类 ：一类是从德性

上说的 ，不能判断善恶就是无记 ；另一类是对质问不作肯定和否定的回答 。 本文谈的是后一类无记 。



到鬘童子的困惑和佛陀的智慧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试图通过理性思辨而解决人生大问题（基本

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尊者形象 ，也看到了如何把形而上学问题转向解脱问题的觉悟者佛陀的形象 。

很多佛经的文本构成形式都是相似的 。除了可以从文本本身获得一些佛教道理之外 ，对于不

少经文 ，我们还可以结合不同时代的情境及当下的处境 ，从中挖掘出新意 。在笔者看来 ，枟箭喻经枠

在处理形而上学问题上的艺术对当今佛教处理内部关系以及处理与其他宗教（本文主要涉及基督

教）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

二 、枟箭喻经枠与形而上学问题

这篇短短的经文反映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佛陀的历史使命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

在经文中 ，鬘童子的问题当然是他心意中的问题 ，而这些心意中的问题都是形而上学的问题 。

它们涉及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 ，主要有存在与非存在 、有限与无限 、身心合一 、真如（佛）死后是否续

存的问题 。严格来说 ，这样的问题至今我们也很难真正说清楚 。康德在枟纯粹理性批判枠中研究了

一些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 ，结果他得出了一组二律背反的命题［１］
。

同样 ，在古代 ，人们也很难真正回答这样的问题 ，很多回答都只能通过神话的语言表达人们对

一些形而上学问题的理解 。在枟箭喻经枠中 ，鬘童子是一个好玄思的修行者 ，他尝试通过哲学性的玄

思以达到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解答 。然而 ，这些都是他苦思冥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

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如何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呢 ？显然 ，任何一种可能的答案都是理性的推理和

心意的想象 。我们如何可能去探讨世界的有限还是无限 ？如果我们说世界是有限的 ，那么这个世界在我

们的意识范围之内 ；如果说世界是无限的 ，那么世界还是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内 。如果世界的有限和无

限都发生在人的意识领域 ，那么人自身如何可能跳出自我的意识 ？康德探讨的结果是 ，在我们的理性范

围内 ，不可能明确得出世界是有限和无限的结论 。我们的探讨只能导致二律背反 。

后现代哲学告诉我们 ，传统形而上学所探讨的问题之核心是实在论的问题 ，换言之 ，形而上学

要探讨世界的本质或实在 ，这个本质或实在在人类之外独立存在着 。在柏拉图那里 ，这个实在就是

相（理念） 。根据柏拉图主义传统 ，我们应该努力追求这个相 。人生活的意义在于超越物质世界 ，进

入相的世界 。但对于原始佛教来说 ，佛陀强调的并不是另一个世界 。佛陀是非常经验主义的 ，他具

有强烈的亲证意识 ，极具人文主义色彩 。正如格文达喇嘛（Lama Govinda）所言 ：

使人受惠的不是信仰（就接受特定教条的意义而言） ，而是变化的实体意识 ，只有在我们还

没有体验到它时 ，实体对我们来说才是形而上学的 ⋯ ⋯从外表看（作为一种体系） ，佛教是形而

上学 ；从内部看（作为实体的一种形式） ，它是经验论（主义） 。
［２］７７ ７８

换言之 ，佛陀对事物的认识 ，主要不是依靠理性的推理和心意的想象 ，而是基于他的实际经验 。

然而 ，鬘童子提出的那些形而上学问题 ，全都是他个人玄思的结果 。他在这些问题上无法找到

答案 ，这让他非常痛苦 。佛陀超越了这些形而上学问题 ，已经不受其困扰 。

佛陀如何超越这些形而上学问题 ？佛陀自己作了回答 ：中道 。在佛陀看来 ，一切都是缘起的 ，

不可能存在永久的自我 。他避免了走两端 ：常见和断见 。而鬘童子则显然陷入了两端并且难以摆

脱 。理性的痛苦是更大的痛苦 ，以致他对佛陀提出了不合理的强烈要求 ：如果佛陀不能回答他这些

问题 ，他就要求佛陀承认自己不知道 ，并且要离开佛陀 。面对这些形而上学问题 ，佛陀不是沿着鬘

童子的路子继续探索下去 ，而是转变了思维方式 。

佛陀的基本方法是用经验论超越形而上学 。上文已经说到 ，形而上学问题是心意中制造的问

题 ，在心意之内无法得到最终的解决 ，它或者终止于一个信仰的预设 ，或者陷入其中而没有出路 ，或

者找到一条经验主义的出路 。佛陀没有把这样的问题终止在信仰上 ，也没有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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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拔 ，而是跳出形而上学问题本身 ，通过一种经验的亲证 ，让形而上学问题自动消失 。就佛陀

而言 ，他坚持万物的缘起 ，走中间道路 ，避免形而上学的困扰 。在教导鬘童子的时候 ，佛陀直接避开

了形而上学问题 ，并告诉鬘童子 ，作为一个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应该关注的不是一些无关其解脱的问

题 。就如一个人已经被毒箭射中 ，他首要的问题不是去弄明白射箭之人的姓名 、长相 、身材 、肤色 、

出身 、居住地 ，不是去探明射箭者所用的弓的材质 ，也不是去弄清楚捆绑弓杆所用之索的质料 。如

果要等弄明白了再来治疗 ，他已经被毒死了 。相似地 ，一个人如果一直执著于一些形而上学问题 ，

那么他就不可能达到解脱这一目的 。

这里可以看出 ，对于形而上学问题 ，佛陀显然是回避的 ，并且他回避的理由是非常实用主义的 。

佛陀反问鬘童子 ，他来跟随佛陀难道是基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吗 ？鬘童子承认不是 。既然不是 ，那鬘

童子执于这些形而上学问题不是走了偏离之道了吗 ？

佛陀说 ，他的使命是让人离苦得乐 。实用主义一定是经验主义的 ，经验主义一定是远离形而上

学的 。然而 ，一般人的经验和佛陀的经验也是有差别的 。一般人容易拘泥于一般性的经验 ，还不够

大胆 。佛陀则非常大胆 ，也很有智慧 ，他不仅摆脱了恒常的灵魂问题 ，而且用比喻表达了深刻的经

验主义 。例如 ，佛陀回答婆蹉（Vacchagotta）关于真如死后的问题 。佛陀认为 ，这个问题超越了婆

蹉的理解力 ，而他的经验又不能抵达 。为了让婆蹉理解真如死后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非法

的问题 ，他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

佛告婆蹉 ：“我今问汝 ，随意答我 。婆蹉 ，犹如有人于汝前然火 ，汝见火然不 ？即于汝前火

灭 ，汝见火灭不 ？”

婆蹉白佛 ：“如是 ，瞿昙 。”

佛告婆蹉 ：“若有人问汝 ：向者火然 ，今在何处 ？为东方去耶 ？西方 、南方 、北方去耶 ？如

是问者 ，汝云何说 ？”

婆蹉白佛 ：“瞿昙 。若有来作如是问者 ，我当作如是答 。若有于我前然火 ，薪草因缘故然 ，

若不增薪 ，火则永灭 ，不复更起 ，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去者 ，是则不然 。” ①

我们知道 ，火熄灭了 ，谈论火去了四个方向的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非法的 。同样 ，真如死后 ，谈论

真如死后存在或不存在都是非法的 。就这样 ，佛陀把形而上学问题转化成了经验的问题 。通过实

用主义立场 ，避免了形而上学问题的困扰 。佛陀通过箭喻告诉鬘童子 ，解脱才是根本 。那些形而上

学问题与解脱无关 ，属于置而不答的问题 ，可以不予理睬 。

三 、枟箭喻经枠与佛教内对话

在枟箭喻经枠中 ，核心问题就是佛教如何处理形而上学问题 。佛陀通过箭喻表达了其一贯主张 ，

即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一些属于置而不答的形而上学问题上 。因为那些问题都 “非义相应 ，非法

相应 ，非梵行本 ，不趣智 、不趣觉 、不趣涅槃” ② 。

鬘童子和佛陀之间的对话是佛教中典型的弟子和师父之间的对话 。在笔者看来 ，鬘童子与佛

陀之间的对话是佛教内对话的一个典范 ，它为佛教内的对话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发 。

在任何一个大的宗教传统中 ，都会出现很多小的传统或亚传统 ，甚至亚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

的传统 。在佛教内部 ，也有很多小的传统 。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 ，彼此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彼此的关

系 。在枟箭喻经枠中 ，鬘童子因为形而上学问题而指出 ，如果佛陀不能回答他的问题 ，他就将责难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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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 ，并且离开佛陀 。同样地 ，在传统内部 ，不同宗派之间可能在一些形而上学问题上立场不同 ，并由

此会彼此批评 、攻击 ，甚至彼此对峙 ，成为宗教内关系难以处理的根源 。例如 ，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

之间 、藏传佛教和大小乘佛教之间的分歧都很大 。

在处理佛教传统内诸传统之间关系的问题上 ，有很多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其中涉及一个非常突

出和重要的问题就是彼此对形而上学问题理解之差异 。佛陀本人采用了宗教实用主义立场来对待

形而上学问题 。事实上 ，对于形而上学问题 ，几乎不可能在人们之间达成一致看法 。原因主要在于

这类问题乃是基于人的有限经验和理性推论 ，它们是心意中的问题 。但在本质上 ，它们和人之解脱

之间却不是必要 、更不是充要的关系 。我们可以持有不同的形而上学立场 ，但都可以走解脱之路 。

在佛陀看来 ，没有必要让这些问题阻碍我们对于世界苦难的意识 ，阻碍我们走向解脱之路 。智慧的

是 ，佛陀没有去否定我们需要不需要形而上学这一问题 ，而是采取了回避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实践 。

佛陀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道 。

基于此 ，佛教后来发展起来的诸多亚传统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争论甚至对峙不应成为彼此对

峙甚至彼此否定的缘由 。佛教著名的“三法印” ，即“无常 、无我和涅槃” ，似乎强调“无我” 。但在实

际生活中 ，我们看到 ，佛教并不真正强调“无我” 。并且 ，不同人或宗派对于“无我”的解释也不尽相

同 。显然 ，不少人相信“有我” 。如果“有我”和“无我”问题不能达成一致 ，是否就自然地走向佛教的

分裂或彼此间的对峙 ？

佛陀提出“无我”说 ，但为什么人们对此的理解很不一样 ？甚至在很多高僧大德那里也很不相

同 ？难道理由不在于人的具体经验和理性推论吗 ？面对佛教内部的不同立场和观点 ，我们应该持

何种立场 ？特别是面对不同宗派的不同形而上学的立场 ，尤其是在“有我”和“无我”立场上的巨大

差异 ，我们需要彼此否定吗 ？需要走向分裂吗 ？甚至需要走向对抗吗 ？①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佛陀的宗教实用主义立场 ，那么 ，我们就不会把问题的重心落在彼此所持有

的形而上学观念上 ，而是立足于我们的当下经验 ，把重心落实在如何摆脱苦难也即如何达到解脱

上 。我们可以对“我”有不同的理解 ，但我们还是属于佛教大家庭 。我们不会 、也没有必要在“我”的

问题上一定要达成统一的看法 。因为在事实上 ，达成统一的认识几乎是不可能的 。纵观佛教发展

和演化的历史 ，初始之时 ，人们对“无我”的理解应该是比较统一的 。但即便如此 ，有些僧人也一样

疑虑 ，并和佛陀讨论 。鬘童子反思了很久 ，也不知那些形而上学的问题让他经历了多少心理的痛苦

和折磨 ，不然他也不会对佛陀发狠 ：如果佛陀不能回答他的问题 ，他就要离开佛陀 。只是佛陀将解

决问题的方法进行了转化 。

佛教内部不同宗派之间对待一些形而上学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非常正常的 ，也是可以接受

的 ，只是我们不要被这些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答案所迷惑 ，更不要被它们之间的差异所迷惑 。我们需

要把重点放在佛陀和我们所关注的解脱上 。如果采用这样的实用态度 ，那么 ，佛教中不同宗派之间

的对话就比较容易 ，并且能够达成很多共识 。进一步 ，不同宗派之间还可以达成丰富性和统一性的

结合 。丰富性就是不同宗派之间的差异性 ，统一性就是不同宗派都关注人的生命 ，都关注人从苦难

中摆脱出来 ，都关注人的解脱 。

在禅宗中 ，我们不需要谈论实在论意义上的西天 ，也不会突出自我（灵魂）。但在净土宗中 ，人们所理

解的西天基本上是实在论的 ，并且突出个体自我（灵魂）。禅宗和净土宗都是佛教中的宗派 ，在佛教整体

中它们各自有效 。如果你属于禅宗 ，你没有必要去否定净土宗 ；同样 ，如果你属于净土宗 ，也没有必要去

否定禅宗 。禅宗和净土宗试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帮助人们摆脱痛苦 ，走向觉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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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枟箭喻经枠对于佛教内部不同宗派之间关系之处理很有借鉴意义 。它的核心信息就是突

出佛陀的宗教实用主义 ，突出解脱中心 、生命中心 ，而非突出具有广泛差异且不可能拥有最后统一

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 。佛教内的对话意味着以佛陀的解脱为中心 ，避免形而上学的困扰 ，从而在对

话中形成一和多的统一 ，即佛陀所教导的一就是多 、多就是一 。

四 、枟箭喻经枠与佛耶对话

佛教是一种强调智慧的宗教 ，也是一种强调实用主义的宗教 ，它在不同地区会根据当地的特征

发展出相应的佛教形式 。在全球化的今天 ，佛教和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自阿育王

（Asoka）时期开始 ，佛教就朝全球化方向发展 。 ２０世纪下半叶 ，佛教真正实现了全球化 。在此背景

下 ，如何处理佛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

传统西方一神教传统处理宗教间关系的空间中 ，佛教为处理彼此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有益资

源 。这里不准备就佛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 ，而是就枟箭喻经枠和佛耶对话问题作些

探讨 。

前面已经谈到 ，枟箭喻经枠的实质是佛陀如何对待形而上学问题 。佛陀采取的是宗教实用主义立场 。

那么佛陀对待形而上学问题的实用主义立场对处理佛教和基督教的关系有什么意义 ？

在基督教中 ，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 ·希克（John Hick）在他著名的吉福德演讲（１９８９年以

枟宗教之解释枠书名出版）中 ，就特别关注了枟箭喻经枠 。在第 １９ 章“神话 、奥秘与未得回答的问题”

中 ，希克分析了枟箭喻经枠这个文本 ，并指出佛陀关注解脱 ，而不让一些未得回答的问题 ，也就是形而

上学问题 ，影响一个人走向解脱的道路 。在这个吉福德演讲中 ，希克仅仅分析了该枟箭喻经枠文本 ，

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研究 ，但他肯定了佛陀关注解脱这一重心和主题［３］４００ ４０５
。在比较通俗的著作枟第

五维度枠中 ，希克几乎重复了吉福德演讲中的内容［４］３０２ ３０５
。吉福德演讲之后 ，他在撰写的另一篇论

文中也同样讨论了枟箭喻经枠
［５］

。由此可见希克对枟箭喻经枠高度关注 。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

基督教神学家从佛教中学到处理基督教问题的艺术 ：我们并不需要执著于那些形而上学问题 ，它

们和得救或解脱没有直接关系 。

希克引用枟箭喻经枠是为了从佛教中学到一些处理基督教中难题的艺术 ，但他还没有太多地涉

及枟箭喻经枠对于处理宗教之间关系的借鉴之意 。事实上 ，谈论这一点并不困难 。

笔者认为 ，佛陀对于形而上学问题回避的智慧 、态度和实践在佛耶对话中同样重要 。例如 ，佛

教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和基督教不同 ，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影响彼此和平相处的理由 。相反 ，彼此

的差异在不少地方却是可以互补的 。基督教中没有的或者没有得到足够强调的 ，在佛教中可能得

到了充分发展 ，反之亦然 。在宗教相遇中 ，我们可以逾越到对方宗教中 ，并用对方的概念来理解 ，然

后回到自己的信仰传统中 。这样 ，就可以彼此学习和互益 。在对话中 ，对于一些形而上学问题如果

太过执著 ，就很难从对方那里学到有用的东西 ，就会习惯于否定对方 。佛陀提出回避形而上学问

题 ，把重心落实到宗教的关键点上 ，也就是得救或解脱上 。如果是这样 ，即便彼此有很不一样的形

而上学立场也没有关系 。相反 ，以生命为中心 ，就会在不同信仰之间实现一和多的统一 。

基督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传统 ，其中包含了三大亚传统 ：天主教 、东正教和新教 。事实上 ，在

某种意义上 ，这三个亚传统也是三个大传统 ，它们之间也需要彼此对话 。在对话中 ，它们同样需要

避免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 ，因为越争论 ，就越不可能有共同的答案 。在基督教传统中 ，不管是道成

肉身 、三位一体还是二性论 ，这些神学形而上学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事实上 ，它们完全可以通过逾

越到佛教中 ，向佛教学习 ，通过和佛教对话 ，学习佛陀这一对话智慧 ，处理基督教内部各个传统之间

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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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之间的抵触很多 ，我们需要弄明白它们之间抵触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向佛陀学习不关注

形而上学问题 ，而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宗教的根本目的上 ，走向中道 ，这样不仅避免了很多浪费 ，而

且避免了因为彼此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张力 。人生有限 ，我们需要把精力放在最重

要的地方 。

通过研究枟箭喻经枠 ，我们找到一种对佛教本身 、对基督教以及对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处理可以

带来积极影响和智慧的资源 。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中心和生命中心的艺术 。毫无疑问 ，在这个信息

无限丰富的全球化时代 ，为处理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枟箭喻经枠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 。

人类正进入卡曾斯（E ．H ．Cousins）等人所说的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 。我们
的意识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转变 ，需要从个体意识转向全球意识［６］１ １４

。在这一转变中 ，不同宗教

（在这里 ，特别是佛教和基督教）具有大量形而上学的因素 ，我们很可能被这些形而上学因素所束

缚 。 枟箭喻经枠让我们明白了 ，我们可以卸下形而上学的负担 ，甚至避免形而上学的恐怖［７］
。可以

说 ，枟箭喻经枠的智慧是减负剂 。在笔者看来 ，甚至对于各个宗教顺利走向第二轴心时代 ，枟箭喻经枠

都是重要的精神资源 。

在从轴心文明转向第二轴心文明的进程中 ，各个宗教都面临对自身 、对他者的重新认识 ，我们

需要多种动力来推进第二轴心文明的发展 。而在佛教及基督教自身传统中就具备不少智慧资源 ，

佛教枟箭喻经枠就是一个特别的“礼物” ，它让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的局限 ，让我们更多地转向具体的实

践 ，摆脱哲学中所说的本质主义的陷阱 ，从而让宗教自身更加健康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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