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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
。
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
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
的乐趣。
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
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
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
们价值不菲。
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
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
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
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
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
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
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
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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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可谓当代文史专家白化文描绘的到目前为止最好的&ldquo;寺庙导游图&rdquo;。
 白化文，1930年生，北京市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专科目录、敦煌学、佛教等。
本书着眼于佛寺的建筑，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佛教的起源、传播、汉化，是一册有关佛教和寺庙的入门
读物。
白化文，1930年生，北京市人。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已退休。
主要研究方向为专科目录、敦煌学、佛教等。
已发表的单行本著作30种，主要有《佛光的折射》（1988）、《&lt;入唐求法巡礼行记&gt;校注》
（1992）、《敦煌文物目录导论》（1992），《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1998）、《学习写对联》
（1998）、《承泽副墨》（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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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化文，1930年生，北京市人。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已退休。
主要研究方向为专科目录、敦煌学、佛教等。
己发表的单行本著作有30多种，主要有《佛光的折射》、《&lt;入唐求法巡礼行记&gt;校注》、《敦煌
文物目录导论》、《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学习写对联》、《承泽副墨》、《汉化佛教与佛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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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释尊成道日，汉化佛教定为农历十二月初八，即俗称“腊八”而本名应为“成道节”、“成道会
”的日子。
中国佛教徒在这一天用各种米和果物等杂煮作粥供佛，象征悉达多在河边浴罢为恢复体力而食糜。
以后，吃腊八粥逐渐演变成中国民间习俗。
　　释尊成道后，自然想到传道。
传给谁？
他首先想到的是和他最熟悉的侨陈如等五位。
于是动身去寻找，在鹿野苑找到了他们。
关于此苑有一美丽神话：五百位仙人在此遇见美女，失去神通而堕落。
故又名“仙人堕处”。
当时属波罗奈国，在今印度北方邦东南部瓦腊纳西城(旧称“贝拿勒斯”，1957年起改今名)西北约十
公里处。
　　接下去就是“转法轮”，是为第七相。
这一相包括的时间最长，讲的是佛成道后说法普度众生的事。
释尊三十五岁成道，八十岁入灭，转法轮的时间是四十五年，一般常算个整数，就说五十年。
法轮是对佛法的一种比喻称呼。
转法轮，有两种意义：一是指佛说法能摧破众生的一切烦恼邪恶，正如转轮王转动轮宝(即前面说过的
对战车及其威力的神化)摧毁山岩一般；另一则喻佛说法如车轮辗转不停。
　　释尊为忻陈如等五人说法，五人心悦诚服，表示“皈依”(义为“归投依伏，如子归父，如民依王
，如怯依勇”)。
从此佛教具足了佛、法、僧三宝，开始建立，这被称为“初转法轮”，从此“法轮常转”。
　　佛(全译“佛陀”)本义是“觉者”、“智者”，本指一般的觉者(觉悟了的有头脑的人)。
佛教给予它特指性含义，指佛教中取得最高成果者，其具体内涵将在本书中以下各节分述。
释尊是佛教的创立者，理论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祖师爷，当然是“佛”。
小乘认为，只有释尊才能称“佛”。
大乘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
所以宣称三世十方到处有佛，其数如恒河沙数。
汉化佛教采用大乘的说法。
但释尊当然是佛中之佛，至高无上的佛。
　　下面先说“僧”(全译“僧伽”，意译“和合众”)，即信奉佛教教义出家修行的僧团，需四人以
上。
初转法轮时连佛带忻陈如等五位(后称“五比丘”)共六人，成立了第一个僧伽。
　　再说法，法指佛法，一般指佛所说的教法，包括各项教义、教规(清规戒律)等，即佛教的理论和
规章制度，而以理论为主体。
释尊说法，当时口耳相传，释尊入灭后才有佛经来记录。
释尊究竟在初转法轮时说的是什么法，后来又说过什么法，已经很难穷究。
　　在本书的开头，已经对佛教哲学作了简单的介绍。
下面，再简略地把汉化佛教所传的基本教义述说一番。
至于佛教各宗派独有的义理，限于篇幅，不赘述。
　　佛教认为“诸法由因缘而起”。
因和缘，指形成事物、引起认识和造成后果的原因和条件，起主要直接作用的条件为因，起次要间接
作用的条件为缘。
缘起，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处于这种因缘中，即因果联系中，依一定的条件起变化。
后来的佛经中把这种因缘中有关生死根源的哲理思维部分加以系统化，传下来“十二因缘”：　　无
明：愚痴，不知，即不明白事物并不像世俗人等所理解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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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种种行为、行动，它们都是在有因果联系的不停的运动中形成的。
推动这种形成的“力”(非人力而为神力)也包括在内。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化佛教与佛寺>>

编辑推荐

　　白化文编著的《汉化佛教与佛寺》这本书中的一部分篇章，原来是对着《文史知识》的口径编写
的，力求能达到深入浅出。
是否做到了，不敢说，但我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后来续写的一些文章，也与这样的写法一致，慢慢地形成了我个人的文风。
细心的读者若是赏脸常读在下写的这些东西，当可逐渐体会到，不论优劣成败，这种文风自有其特色
，起码，文气是前后贯串的，读起来顺畅。
这是从行文看。
从内容看呢，我也力求在吸收先辈留下的滋养时，在每一篇章中加进一些自己的东西，也就是不过分
地当文抄公，竭力避免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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