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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摩尼教在中国的本土化

陈 彤

    提 要:摩尼教作为世界十大宗教之一，盛极一时。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与衰败与回鹤的兴衰密

切相关。值得关注的是，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极其巧妙地运用了当时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道

教和佛教的外在文化，后以极短的时间广为传播，展示了其独特的生存演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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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杂揉了佛教、基
督教、袄教等宗教形成。它的一大特色在于极其

善于利用各国不同的宗教与政治文化，通过宗教

仪式、宗教典故、甚至神抵称呼的同化等使其教
义进一步本土化，容易为当地人民所接纳与认

同。摩尼教传人中国后，由于当时佛教盛行，道

教也颇受统治阶级推崇，因此，在其佛的汉语译

名中，摩尼教大量采用了佛教中佛的称谓，在各

地兴修的寺院也颇有道观与佛寺的风格。尤其在

唐朝遭受统治者迫害与禁断后，摩尼教发生了二

极的分化，其上层遁人山林，修建寺院，杜绝尘

俗，潜心修道，其外在表现更加接近佛教与道

教，但修行的仍是摩尼之道:“斋戒持律颇严谨，

日每一食，昼夜七时咸惧拜焉。”

      一、摩尼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

    摩尼教能在中国广为传播、盛极一时，要归

功于回鹊与唐五朝的友好关系。公元763年，回

鹊牟羽可汗帮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之后，从中原
带回摩尼教高僧睿息 〔思)等四人，双方经过两

天两夜的辩论与思想碰撞，最终牟羽可汗决定改

宗摩尼教。远在巴比伦的摩尼教教主闻讯即派出

第一级僧侣到回鹊，从此，摩尼教在回鹤确立了

其国教的地位，高度参与回鹊的政治与经济事件，

诸如出使、议政、和亲、经商等，摩尼教僧侣常

常作为回鹊的官方代表出使唐朝，摩尼教在回鹊

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摩尼

教在回鹊的崛起另有机缘。当时，回鹊怀仁可汗

执政后 (公元 744年)国势日益强盛，相继征服

了突厥及其漠北各部落。此时，回鹊原有的原始

性宗教萨满教因教义太过简单，无法适应统一后

多民族的精神统治的需求。随着回鹊民族社会生

产力的提高，其社会生活方式也从游牧过渡到半

定居状态，此时的统治者需要更高层次的宗教来

巩固统一后的政权。因此，历史为摩尼教在回鹤

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施展平台。由于

回鹊帮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有功，摩尼教也就籍

着回鹊的势力在唐帝国内广设寺院，迅速传播。

    二、摩尼教与佛教、道教的融汇与生存

    1、摩尼教的神抵在中国文化中大量借用了

佛教诸神的名字，以方便信徒理解与认同。借用

“佛神”尤其是借用光明遍照、无处不在的卢舍

那佛的形象来称呼 “光耀柱”，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卢舍那是梵文Vairocana的音译，译为光

明普照等，是佛的法身。光耀柱 (columnof-

Glory)是摩尼教第三次召唤中的一个神抵，它
与受难耶苏意味相同，即指囚禁在物质中的光明

分子的总和。在摩尼教教义中，纯净得救的灵魂

凝聚成光耀柱，上升为银河。有学者对比粟特

文、回鹊文、汉文摩尼教忏悔书发现:汉文文献

中的 “法身”或 “卢舍那身”译自粟特文之中页

32行 484以下， “五种元素”以 “被囚禁的光

明”为同位语，并被进一步解释为 “佛种”，显

然是受当时盛行的佛教观点的影响。汉文摩尼教

经典也将光耀柱直译为 “相柱”或 “庄严柱”、

“金刚相柱”、“金刚宝柱”。光耀柱的另一个译法

译自中古波斯文 ‘yg' spwr即 “具足丈夫”。摩
尼教 公下部赞》有诗专门赞颂光耀柱，汉文译为

“此惕赞卢舍那讫末后结愿用之”:称赞褒誉，苏

露沙罗夷，具足丈夫，金刚相柱，任持世界，充

遍一切，以自妙身，以自大力，利益自许，孤栖

宠子。(节选)又:“此褐凡至莫曰与诸听者忏悔

文”文句:又损五分法身，恒加费用，或斩伐五

种草木，或劳役五类众生。余有无数衍违，今并

洗除忏悔。此外，在汉文 《摩尼光佛教法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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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摩尼被称为 “具智法王”，带有浓烈的
佛教文化色彩。

    2,摩尼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附

于当时鼎盛的佛教与道教，在宗教文化上表现尤

为突出。摩尼教的寺院制度显然是借鉴了印度佛

寺的寺院制度而设立，这就为它披上了一层佛教

的外衣。摩尼教的信徒分为僧尼和一般在俗信

徒，可能也是受佛教的影响而形成的。有学者指
出:回鹊文摩尼教文献与佛教文献中的忏悔文之

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摩尼教典故中《宗教和
世界之海的故事》以大海比喻和赞美摩尼教，明

显源自佛教的 《海八德经》等经文，说明摩尼教

善于借助各国文明中固有的故事，加以改造之后

为己所用，这也是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生命力所

在。马小鹤 “摩尼教的 ‘光耀柱’和 ‘卢舍那

身’”一文也指出:摩尼教的五种净体和五明子

的观念进人中亚与中国以后，与佛教的五禅定佛

对应了起来。摩尼教受到禁断之后逐渐东移，并
在外部渗人了更多的佛教与道教的因素，从而使

它的生存能够合法化，在福建一带曾经十分流

行。许多摩尼教的寺院从外观上看去更象是佛教

的寺院或道教的道观，譬如浙江四明 (宁波)的
摩尼教寺院崇寿宫，就是一座道化的摩尼寺，但

内在却秉承了摩尼教苦行主义的戒律。在这样的

背景下，摩尼教与佛教道教之间的界限更加含

糊，许多信徒甚至将大明神光佛视为佛教的神明

之一加以摩拜。北宋时期，怀安士人李廷裕在开

封购得一尊摩尼像带回福建。从此福建的摩尼像

崇拜就流传开来。泉州地区尚存的摩尼教寺院草

庵，建筑结构貌似佛寺，内供有世界上唯一的摩

尼光佛像，形貌酷似释迩牟尼，以天然花岗岩雕
塑而成、十分精美，以至于一般人误以为佛教崇

拜而香火不绝。1991年，草庵摩尼教遗址被联

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该年度 “海上丝绸之路”

综合考察活动的最大发现。它的存在说明摩尼教

在传播演进中逐渐破除了摩尼教教规十戒中 “不

拜偶像”的戒律，适应了当地文化与特殊历史背

景下的生存，依托佛教与道教得以维续其生存。

至今，草庵附近仍有吃菜持斋的民间宗教风俗。

宋代 《海琼白真人语录》中也提到这一史实。白

真人的弟子彭耗请教他:“乡间多有吃菜持斋以

事明教，谓之灭魔，彼之徒且曰太上老君之遗

教，然耶?否耶?”白真人在回答中对于摩尼教

是道教遗教一说予以否认，但敦煌出土的 《老子
化胡经》却有老子化为摩尼之说，可见摩尼教在

中国的传播演进过程中逐渐道教化之不争事实。

位十分显赫，僧侣有了阶级之分，高级僧侣丰衣

足食，享有特权，甚至奴役下级僧众。寺院也积

累了丰厚的财产，拥有土地、粮食、布匹等，并

饲养家畜，使用各种工役。据 《新唐书》载:“摩
尼至京师，尚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囊为奸。”唐

会昌三年 (843年)唐政府查禁摩尼教寺院时，

没收了大量 “宅庄钱物”、“产费”等，这些财产
大部分是僧侣经商所得。新疆博物馆收藏的高昌、

交河、唆里迷摩尼教寺院的经济文书，也充分反

映出摩尼教寺院积极并深人介人了回鹊王国的社

会与经济生活。据敦煌出土的汉文 《摩尼光佛教

法仪略》，摩尼僧侣必须奉行五戒，即:真实、不

害、贞洁、净口、安贫。其中 “安贫”要求僧侣

不得蓄私产，必须靠施舍和乞讨为生，年一易衣，

日一受食，不得制立私室和橱库。回鹊摩尼教会

显然已经放松了摩尼教苦行主义的戒律，适应了
特权地位下特殊的生存与发展。

  四、摩尼教在中国传播与衰败的历史分析

    摩尼教借助回鹊王国的影响力，巧妙融汇了

道教与佛教文化，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之后不

久，伴随着回鹊王国的天灾人祸走向衰败。又逢

唐武宗 “宠道毁佛”，排斥道教以外的一切宗教，

摩尼教最终遭遇禁断的命运。同时，由于摩尼教

教义宣扬善与恶、明与暗二宗的斗争，宣扬男女

平等、分财互助，不吃荤酒等，简单易懂又得民

心，因此，摩尼教一个流派进人民间，逐渐发展

成为秘密结社的宗教，被一些农民起义利用来号

召与组织民众，《佛祖统记》中记载的 “梁贞明

六年 (902年)，陈州末尼反，立毋乙为天子”。
就是农民起义以摩尼教为组织形态的一个例子。

北宋较大规模的方腊起义，义军中就有许多人信
仰摩尼教。一些农民起义也引用了 “圣王”、“明

法王”、“圣明”为称号，崇尚白色，燃灯祭祀

等。因此，被视为鼓动叛乱的邪教加以镇压。由

此可见，宗教的生存与发展除了应注重与当地文

化的融合之外，统治者的宗教与政治取向决定了

其生存与发展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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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摩尼教在回鹊的特权地位显然是摩尼教演进

    中的异化.由此衍生出特殊的等级森严

              的摩尼教寺院制度

    摩尼教在回鹊成为国教后，其政治与经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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