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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常识答问》系赵朴初先生&ldquo;小题大做&rdquo;的佛学专著。
赵老自问自答，从佛教的创立到佛法的基本内容，到佛教的典籍，再到佛教的发展、传播和演变，向
我们展示了佛教丰富的大千世界。
赵朴初（1907&mdash;2000），安徽太湖人，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诗人、书法家。
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
1949年之前，一直在上海佛教界及慈善机构任职。
抗战爆发后，曾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少年村村长，并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9年之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出版有《滴水集》、《片石集》、《赵朴初诗词曲手迹选》、《佛教常识答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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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爱国宗教领袖、诗人、书法家。
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少年村村长，并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透会
。
1949年之前，一直在上海佛教界及慈善机构任职。
1949年之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中国佛教学院院长，中国佛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
出版有《滴水集》、《片石集》、《赵朴初诗词曲手迹集》、《佛教常识答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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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佛陀和佛教的创立第二章 佛法的基本内容和佛教经籍第三章 僧伽和佛的弟子第四章 佛教在
印度的发展、衰灭和复兴第五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一)佛教的传入和经典的翻译(二)佛
教各宗派的兴起(三)少数民?地区的佛教(四)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五)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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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答：不能那么说。
据我看，它还反映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矛盾。
　　问：释迦牟尼时代印度的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
　　答：近代在印度河流域的发掘，证明在公元前3500-前2750年之间，那里的土著民族(可能就是达
罗毗荼族)，早已有了惊人的城市文明。
他们有城市规划，有下水道；有两三层砖建楼房，有公私浴室；街道上有货摊和店铺，有纺织业和陶
业。
这个事实推翻了西方学者们一向认定印度文明是雅利安人带来的说法，事实上是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
接受了土著的高级文明。
根据发掘的材料来看，当时的土著民族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而且可以断定他们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
。
至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很长时期(约一千年)以后，到了种姓制度确立了的时期，那里的社会是否仍然
是奴隶社会，值得研究。
从婆罗门的法典看来，首陀罗并不是奴隶，只是有一部分人当奴隶，而奴隶只是从事杂役劳动，在生
产部门很少参加，显然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因此很难断定当时是奴隶社会。
　　问：据您看当时是什么制度的社会呢？
　　答：佛经中的资料记载，当时国王每年有一固定的日期，在自己的田地里举行亲耕仪式，人民都
在替他耕田。
这与婆罗门的法典规定的靠自己劳动为生的首陀罗人要以劳动向国王纳税的条文相合。
根据我国古代译师的注释，&ldquo;刹帝利&rdquo;的原来字义是&ldquo;田主&rdquo;。
从这个线索来推断，似乎&ldquo;种姓&rdquo;制度开始完备地确立的时期，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
统治的农奴社会。
而到了释迦牟尼时代，在新兴的国家里，情形又有所演变。
根据佛经的资料，当时的商业很发达，有相当规模的陆运和航运的商队，商人掌握着雄厚的经济力量
，例如把一座林园送给佛的大富商须达多，他有力量以黄金布地和拘萨罗的王子比富。
手工业也很发达，有细密的分工，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占重要地位。
当时有了纳税的自由农民，有佃农。
可以设想，在吠舍人和首陀罗人混合种族的新兴国家里，刹帝利可能不是领主，而是新兴地主阶级的
代表。
印度在公元前一千年间已经有了铁器，到这时期，铁制农业器具更已普遍使用，农业上生产力有了很
大的发展。
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封建领主的割据，是不利于商业、手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的。
历史证明，统一兴修水利和灌溉系统是促成阿育王统一印度的重要原因。
虽然阿育王是佛逝世二百年以后的人，但是佛在世时，人们就有&ldquo;转轮王统一天下&rdquo;的理
想。
佛幼年时，他的父王和国人曾期望他做转轮王。
佛虽然舍弃了王位，但是他也推崇转轮王这样的理想人物。
&ldquo;转轮王&rdquo;思想，实际是反映着当时一般人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来代替领主割据的愿
望，这个要求和愿望必然和种姓制度发生冲突。
　　问：释迦牟尼和婆罗门、刹帝利的关系怎样？
　　答：释迦牟尼是公开宣布反对婆罗门教义的，所以一生遭到婆罗门攻击的事很多。
但是也有不少婆罗门教徒和学者改变了原来的信仰而归依了他。
婆罗门人受了佛教的刺激，就有了《摩奴法典》的出现。
这部法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维护种姓制度，一方面也可能作了一些修正。
在《摩奴法典》里攻击佛教的文句虽不明显，但后出的《述记氏法论》则把攻击佛教的态度明白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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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来。
至于佛和刹帝利的关系，你知道，佛是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
当时佛所游化的那些国家的国王们，如摩揭陀国的频毗娑罗王、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等，都是他的信
徒和有力的支持者；后来阿育王更大弘佛法。
应当说，新兴国家的刹帝利对佛是极其尊重信仰的。
值得注意的是，佛经中提到四姓时，改变了原来以婆罗门为首的次序(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
罗)，而把婆罗门放在刹帝利之后，这是违反传统习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贬抑婆罗门地位的态度。
　  &hellip;&hellip;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教常识答问>>

编辑推荐

　  《佛教常识答问》的篇幅只有八万多字。
作者赵朴初将内容定位在&ldquo;常识&rdquo;上，采用的形式是通俗易懂的&ldquo;答问&rdquo;。
本书是佛教协会出版的《法音文库》丛书之一。
作者最初写这本书只是为人们了解佛教知识提供方便，并非想写一本佛学专著，它实实在在是一本大
家为大家写的小书。
本书将历史源远流长，教理教义高深含蓄，经典著作浩如烟海的佛教，深入浅出地将其概括成
为&ldquo;常识答问&rdquo;，这没有高深的功底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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