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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特点，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这套由赖永海主编的
《中国佛教通史》分四个时期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进行整体的论述。

第一至第四卷，呈现与论述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整体风貌与历史发展，主要介绍、论述与评
析了此一时期佛典的翻译、义理的传播和僧团的组建，以及佛教与王道政治的相互关系、佛教与传统
宗教、儒道思想的碰撞与交融等。
第五卷至第八卷的主体内容是对产生于隋唐时期的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
、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的思想分宗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与评述。
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主要论述宋辽金元时期的佛教。
第十二至第十五卷主要展现与论述明清民国时期的佛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佛教通史>>

作者简介

赖永海，哲学博士。
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财政部、教育部“985”工程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旭日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江
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鉴真图书馆馆长。
近十几年来，相继出版了《中国佛性论》、《中国佛教文化论》、《佛学与儒学》等16部著作，主编
国内第一部《中国佛教百科全书》（11卷，近300万字）。
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评为“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1992年起享受国
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2009年被聘为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9年被国家人事部聘为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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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
第一章佛教东传与东汉、三国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作为中国佛教源头的印度佛教
第二节佛教传入中土的路线、传说和史实
第三节东汉时期的佛教
第四节三国时期的佛教
第五节东汉、三国时期的翻译活动
第六节《四十二章经》和《理惑论》
第七节汉魏时期两大佛学思潮
第二章两晋时期佛教的传播
第一节西晋社会与佛教的传播
第二节东晋社会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
第三节十六国时期佛教在北方的传播
第三章两晋时期的佛典翻译
第一节西晋时期的佛典翻译
第二节十六国时期的佛典翻译
第三节东晋时期的佛典翻译
第四章两晋时期的佛教僧团
第一节佛图澄及其僧团
第二节道安与道安僧团
第三节庐山慧远行历及其庐山僧团
人名索引
第二卷
第一章南北朝佛教与王朝世族
第一节南北朝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节南朝帝王的佛教信仰及其佛教政策
第三节北朝帝王的佛教信仰及其佛教政策
第四节梁武帝其人及其佛学思想
第五节南朝世族与佛教
第二章西行求法高僧及其贡献
第一节两晋西行求法高僧
第二节法显大师西行及其贡献
第三节法显的同行者
第四节南北朝时期的西行求法高僧
第三章大乘般若学的传入与流行
第一节鸠摩罗什与两晋般若经典的传译
第二节般若经典的基本内容与主要思想
第三节两晋时期的般若学者与般若学流派
第四节僧肇及其佛学
第四章南北朝时期的佛典翻译
第一节刘宋时期的佛典翻译
第二节萧齐时期的佛典翻译
第三节梁、陈时期的佛典翻译
第四节真谛的佛典翻译
第五节北魏、东魏的佛典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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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两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经典
第一节《维摩诘经》的汉译及其基本内容
第二节《楞伽经》的汉译及其基本内容
第三节《大乘起信论》的翻译及其基本内容
人名索引
第三卷
第一章涅槃学派
第一节《涅槃经》的传译与修治
第二节涅槃学派的传承
第三节《涅槃经》的思想
第四节涅檠学派的思想
第五节涅槃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交涉与影响
第二章智论学派
第一节《大智度论》的翻译
第二节智论学派的传承
第三节《大智度论》与智论师
第四节智论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交涉与影响
第三章成实学派
第一节成实学派的传承
第二节《成实论》的思想
第三节成实学派的思想
第四节成实学派和其他学派的交涉与影响
第四章毗昙学派
第一节毗昙学派的传承
第二节毗昙学派与六朝思想
第三节毗昙学派与早期的大小乘观
第五章地论学派
第一节《十地经论》的翻泽
第二节地论学派的传承
第二节《十地经论》的思想
第三节地论学派的思想
第四节地论学派与西魏、北周佛教
第六章摄论学派
第一节摄论学派的传承
第二节真谛译《摄大乘论释》的思想
第三节摄论学派的思想
第四节摄论学派和其他学派的交涉与影响
人名索引
第四卷
第一章南北朝禅学
第一节晋宋时期禅经翻译与禅法传播
第二节梁陈时期的南方禅法
第三节勒那摩提与北朝禅学
第二章两晋南北朝律学
第一节两晋时期的律典传译与律学初兴
第二节南朝的律学与律典翻译
第三节北朝的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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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南北朝时期的菩萨戒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史著
第一节佛教经录的编纂
第二节佛教史学的兴起及其主要著作
第三节《佛国记》及其他西行游记
第四章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僧官、度僧制度和寺彤
第一节东晋南北朝的僧官制度
第二节度僧制度
第二章清末维新志士的佛学思想
第一节康有为的佛学思想
第二节谭嗣同的佛学思想
第三节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第三章清代佛教的衰落与复兴
第一节清代佛教的衰落
第二节杨文会振兴佛教的理念和事业
第三节杨文会与近代佛学思想
第四节杨文会：中国佛教复兴的巨擘
第四章清代民国时期佛教的寺院经济
第一节清代前期佛教寺院经济
第二节清末民国时期佛教寺院经济
第三节清代藏传佛教的寺庙经济
第五章晚清民国时期佛学研究的滥觞与成就
第一节晚清民国佛学研究兴起的概况
第二节晚清民国时期佛教史的研究和撰述
第三节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研究
第四节晚清民国时期佛教制度、典籍、文化研究的进步
第六章近世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
第一节“蒋山法会”与明太祖整顿瑜伽教
第二节经忏佛事与丛林仪轨
第三节佛教的慈善事业与信仰习俗
第七章1895—1945年的台湾佛教
第一节台湾佛教溯源
第二节台湾佛教四大法脉丛林
第三节台湾佛教五大重要事件
第四节台湾佛教的变革与复兴
人名索引
第十五卷
导言
第一章民国时期的佛教与社会
第一节民国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节民国时期佛教政策的演变
第二章民国佛教的革新和改良运动
第一节民国初期的佛教复兴
第二节民国佛教的整理改良活动
第三节抗战时期的佛教界
第三章欧阳竟无与民国时期唯识学复兴思潮
第一节民国时期佛教的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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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欧阳中兴唯识学的思想理念
第三节欧阳的法相、唯识分宗之说
第四节欧阳法相、唯识学思想的影响
第四章月霞与民国时期的华严宗
第一节民国初期华严典籍的搜集与刊刻
第二节民国时期弘扬华严的著名学僧
第三节民国时期华严复兴的特点及影响
第五章谛闲与民国时期的天台宗
第一节龚自珍研治天台学
第二节谛闲与民国时期天台的中兴
第三节侦虚弘化天台于北方
第四节斌宗法师传播天台于台湾
第六章印光与民国时期的净土宗
第一节民国净土宗风
第二节印光对净土宗的弘扬
第三节民国时期诸宗归净
第七章虚云与民国时期的禅宗
第一节民国禅宗中兴
第二节近代禅宗泰斗虚云
第八章弘一与民国时期的律学与律宗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律学与律宗
第二节弘一对南山律学的弘扬
第九章民国时期的密宗中兴
第一节日本密宗的回传
第二节藏密在汉地的传播
第十章太虚与民国时期的人生佛教
第一节太虚生平及佛学思想特点
第二节人生佛教的倡导及实践
第三节太虚的遗愿及其影响
第十一章明清民国时期的佛教文化艺术
第一节明清时期佛教彩塑造像及工艺造像
第二节明清民国时期的佛教绘画
第三节明清时期的佛教书法
人名索引
参考书目
第三节两晋南北朝的寺职
第五章东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的兴起
第一节寺院经济的起因与寺僧的供给模式
第二节寺院的土地经营活动
第三节寺院的商业、借贷等经济活动及其效应
第六章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三教关系与两次毁佛运动
第一节晋宋之际的因果报应之争
第二节晋宋齐梁时期的形神之争
第三节佛道二教的夷夏之争
第四节沙门不敬王者之争
第五节《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第六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与佛道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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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佛道交融与玄佛合流
第七章魏晋南北朝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
第一节佛教忏法的形成
第二节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
第三节南北朝佛教的社邑与慈善事业
第四节南北朝的《法华经》信仰
第五节南北朝的药师佛、观音信仰和舍利信仰
第八章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中国佛教文化艺术
第一节汉魏两晋时期的佛教造像
第二节汉魏两晋时期的佛教书法、绘画
第四节汉魏两晋时期的佛教建筑
第五节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雕塑
第六节南北朝佛教绘画
第七节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书法
第八节南北朝时期佛教建筑
人名索引
第五卷
第一章隋代佛教
第一节隋代社会与佛教
第二节隋代佛教的复兴
第三节隋代佛教的诸位大师
第二章唐代社会与佛教
第一节唐代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节初唐诸帝的佛教政策
第三节盛唐二帝的佛教政策
第四节中唐诸帝的佛教政策
第五节晚唐诸帝的佛教政策
第六节唐代士大夫与佛教
第三章唐代的佛典翻译
第一节初唐的佛典翻译
第二节玄奘西行求法及其佛典翻译
第三节盛唐时期的佛典翻译
第四节中晚唐的佛典翻译
第四章《圆觉经》、《楞严经》、《仁王经》的基本内容
第一节《圆觉经》的传译及其要义
第二节《楞严经》的基本思想
第三节《仁王般若经》的汉译及其基本内容
人名索引
第六卷
第一章天台宗
第一节天台宗的法脉传承与分布
第二节天台宗的本尊经——《法华经》
第三节天台宗的前史及其思想渊源
第四节智顗与天台宗的创立
第五节天台宗的基本教义
第六节灌顶对“天台学”与“涅槃学”的融通
第七节“台宗中兴”与湛然对“天台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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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中晚唐和五代的天台宗
第二章三论宗
第一节三论宗的兴起
第二节“三论”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三论宗的佛学思想
第三章三阶教
第一节三阶教的形成
第二节三阶教的基本教义及三阶僧的行持
第三节三阶教的历史际遇
第四章唯识宗
第一节唯识宗的“宗经”、“宗论”及其主要内容
第二节唯识宗的创立
第三节唯识宗的基本教义
第四节唯识宗的兴盛及其传承
人名索引
第七卷
第一章华严宗
第一节华严宗的本尊经——《华严经》
第二节法藏与唐代华严宗的创立
第三节华严宗的基本教义
第四节唐代华严宗的传承与发展
第五节华严宗在隋唐佛教中的地位
第二章禅宗
第一节从达摩禅法到东山法门
第二节慧能与南宗禅
第三节南宗禅三系
第四节后期禅宗
第三章净土宗
第一节佛教净土思想及净土种类
第二节净土宗经典——“三经一论”
第三节净土信仰历代祖师与净土宗的建立
第四节净土宗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
第五节净土宗与其他宗派的交涉
第四章律宗
第一节隋唐时期的菩萨戒
第二节隋唐时期《四分律》的传承
第三节唐代的戒坛
第四节唐代律宗的形成与发展
第五节义净及其律学思想
第六节唐代律宗与其他宗派的交涉
第七节隋唐时期律学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第八节五代时期的律学和律宗
第五章密宗
第一节汉地密教经典及其传译
第二节开元三大士与密宗的创立
第三节汉地密宗的基本教义、仪轨
第四节密宗在唐朝中晚期的继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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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索引
第八卷
第一章西藏前弘期佛教
第一节佛教的传入及发展
第二节前弘期的译经及佛学思想
第三节前弘期的寺院及寺院经济
第二章五代十国时期佛教的发展
第一节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与佛教
第二节五代北方佛教及周世宗灭佛运动
第三节南唐佛教与江南法眼禅系的兴盛
第四节吴越地区的佛教
第五节契此和尚与弥勒信仰的影响
第六节雪峰禅系与闽地佛教的发展
第七节云门禅系与岭南佛教的展开
第八节禅教一致与华严禅在江南的推展
第三章隋唐五代的僧官与度僧制度
第一节隋代的僧官、寺职和度僧制度
第二节唐代僧官制度的完善
第三节唐代寺职与师号、紫衣
第四节赐额与度僧
第四章隋唐五代佛教经录和佛教史著
第一节隋唐五代经录的编纂
第二节道宣的佛教史学著述
第三节《大唐西域记》及其他西行游记
第五章隋唐五代的寺院经济
第一节隋唐寺庄的形成
第二节“直岁”、“净人”与“寺户”
第三节隋唐佛教寺院的经营活动
第四节隋唐佛教宗派的经济基础
第六章隋唐五代时期的三教关系
第一节傅奕反佛与唐初的佛道之争
第二节唐代的佛道先后之争
第三节唐代宫廷的三教论议
第四节唐代的沙门拜俗之争
第五节儒家“道统说”对佛教的批判与吸收
第六节宗密对儒道两家的批判与会通
第七节隋唐佛学对道教的影响
第七章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徒的生活与信仰
第一节隋唐佛教的信仰与仪式
第二节隋唐的内道场与舍利信仰
第三节隋唐佛教的社会慈善事业
第四节唐五代的俗讲与变文
第八章中国佛教与东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
第一节隋唐五代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
第二节隋唐五代与朝鲜的佛教文化交流
第三节隋唐五代与越南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第九章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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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隋唐五代的佛教石窟与造像
第二节隋唐五代的佛教绘画
第三节隋唐五代的佛教书法
人名索引
第九卷
第一章宋代社会与佛教
第一节宋代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节北宋初期的佛教政策
第三节北宋中后期的佛教政策
第四节南宋的佛教政策
第二章宋代士大夫与佛教
第一节宋代士大夫参与佛教活动概述
第二节两宋朝臣的禅林交游
第三节宋代士大夫的佛教义学阐释
第四节宋代士大夫的佛教著述及其影响
第五节佛教结社与宋代士大夫的修行活动
第三章两宋时期的僧官和度僧制度
第一节僧官及其选任
第二节寺职与师号
第三节度僧与度牒
第四节系帐与建寺
第四章宋代佛典翻译、藏经刊刻及佛教史著
第一节佛典翻译
第二节藏经的刊刻
第三节佛教史学著作
第五章宋代禅宗
第一节黄龙派的兴起及盛行
第二节杨岐派的兴起与传承
第三节文字禅的形成与兴盛
第四节大慧宗杲的“看话禅”
第五节两宋之际的曹洞宗与宏智正觉的“默照禅”
第六节惠洪的行历、思想及其影响
第七节道济禅师的行历及其后世的“神圣化”
第六章宋代天台宗的发展
第一节宋代天台宗谱系传承
第二节山家山外之争
第三节宋代天台与诸宗交涉
第七章宋代律宗的中兴
第一节宋代的律师及其撰述
第二节宋代律学的特点
第三节“禅律相分”和“禅律相攻”
第四节“十本记主”允堪
第五节律宗的“中兴”者元照
第六节两宋时期律学的东传
第七节宋代律学的几种普及性著作
第八章宋代密法的兴盛与唯识学的研习
第一节宋代密法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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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宋代唯识学的研习
第三节永明延寿与唯识宗的终结
人名索引
第十卷
第一章禅教合一与净土信仰的普及
第一节禅教合一的理论意涵
第二节宋代禅教关系
第三节净土宗的传承
第四节禅净合流
第五节性具法门与唯心净土
第二章宋代的三教关系
第一节宋代士大夫的排佛思潮
第二节宋代理学的“援佛入儒”
第三节宋代的三教融合论
第四节宋元时期的佛道关系
第三章宋代的寺院经济
第一节宋代寺院土地的多元化来源
第二节宋代寺院的土地经营
第三节宋代寺院的手工作坊及商业经营活动
第四节宋代佛寺承担的赋役及其社会功能
第四章两宋与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
第一节两宋与东亚佛教文化交流概述
第二节北宋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
第三节南宋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
第四节南宋僧赴日传禅及其影响
第五节两宋与朝鲜的佛教文化交流及其影响
第六节宋代与越南的禅宗文化交流
第五章辽代佛教
第一节辽代社会与佛教
第二节辽代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第三节辽代的寺院经济
第四节辽代的三教关系与民间的佛教信仰
第六章回鹘佛教
第一节西域回鹘之佛教
第二节河西回鹘之佛教
第三节元代回鹘佛教徒在内地的活动
第四节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回鹘佛教的衰亡
第七章西夏佛教
第一节佛教在西夏的兴衰
第二节西夏的佛经传译
第三节西夏与回鹘辽金印度间的佛教关系
第四节西夏的佛教艺术
第八章金代佛教
第一节金代社会与佛教
第二节金代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第三节金代的三教关系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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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卷
第一章元代的社会与汉传佛教
第一节元代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节元代诸帝与汉传佛教
第三节元朝佛教的管理制度
第二章元代禅宗
第一节海云印简与北方临济宗
第二节南方临济宗
第三节万松行秀与北方曹洞宗
第四节南方曹洞宗
第三章元代天台宗的传承
第一节宋元之际天台谱系
第二节元代天台教学
第四章辽、元华严宗的弘传
第一节回归唐代华严：文才与元代华严的阐释
第二节元代南北的华严学弘传
第五章元代的律学撰述与唯识的研习
第一节元代律学
第二节元代唯识宗
第六章元代净土宗的延续及禅教一致
第一节净土的宗派自觉与禅净关系
第二节元代的禅教关系
第七章元代的寺院经济
第一节元代寺院经济概况
第二节元代寺院财产的主要来源
第三节元代寺院经济的结构及经营形式
第四节元代寺院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第八章宋元佛教徒的信仰与生活
第一节宋元佛教徒的信仰与仪轨
第二节宋元佛教的慈善事业
第三节宋元佛教的放生习俗
第九章元代与东亚的佛教文化交流及其影响
第一节元代与东亚佛教文化交流概述
第二节日本入元僧的修学活动及其影响
第三节元代赴日僧活动及其影响
第四节元代与朝鲜的佛教交流及其影响
第十章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
第一节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的媒介与时间
第二节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展
第三节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
第十一章后弘期藏传佛教及其主要派别
第一节佛教在西藏的再度复兴
第二节藏传佛教主要派别及其思想
第十二章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
第一节萨迦派在元代的兴盛
第二节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
第十三章宋元时期的佛教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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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宋元时期的佛教石窟造像与寺庙雕塑
第二节宋元时期的佛教绘画
第三节宋元时期的佛教书法
人名索引
第十二卷
导言
第一章明代的社会与佛教
第一节明初的社会与佛教
第二节明中叶的社会与佛教
第三节晚明的社会与佛教
第二章明王朝的佛教政策
第一节明初诸帝与佛教（从洪武到宣德）
第二节明中期的诸帝与佛教（从正统到嘉靖）
第三节明末诸帝与佛教（从隆庆到崇祯）
第三章明代初期的佛教
第一节明初佛教三大禅僧
第二节明初的佛教诸宗
第四章明中叶的佛教
第一节明中叶的禅宗弘传及著名禅僧
第二节晚明佛教复兴的先导者
第五章明代藏传佛教的发展
第一节格鲁派的兴起
第二节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第六章晚明佛教四大师
第一节云栖袜宏（1535—1615）
第二节紫柏真可（1544—1604）
第三节憨山德清（1546—1623）
第四节蕅益智旭（1599—1655）
第七章晚明的禅宗中兴及其论争
第一节明末禅宗概况
第二节禅学之流弊
第三节纲宗之辨析
第四节文字禅之再唱
第五节念佛禅之风行
第六节如来禅与祖师禅之合流
第七节宗门之论争
第八章晚明佛教的诸宗复兴
第一节明末的华严弘传与华严禅
第二节天台宗的再兴
第三节晚明的唯识学复兴
第四节净土教的兴盛
第五节佛教戒律的复兴
第九章晚明的居士佛教与三教关系
第一节晚明的居士佛教
第二节晚明的“狂禅”现象
第三节佛道会通与摄道归佛
第四节性命之辨与仙佛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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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明代的僧官制度与寺院经济
第十一章明代的佛教著述与佛教史学
第一节佛教藏经的刊刻
第二节明代的佛教著述
第三节明代的佛教史学
第十二章明代的佛教文化交流
第一节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
第二节明末佛教与天主教的辩论
人名索引
第十三卷
导言
第一章清代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清初及“康乾盛世”时期的社会概况
第二节清代学术风气的演变
第三节清初遗民与儒佛关系
第四节晚清社会思潮中的佛教
第二章清入关前的佛教状况
第一节努尔哈赤与佛教
第二节皇太极与佛教
第三节清入关前的佛教政策
第三章清初诸帝与佛教
第一节顺治帝与佛教
第二节康熙帝与佛教
第三节雍正帝与佛教
第四节乾隆帝与佛教
第四章清代的僧官制度与僧籍制度
第一节清代的僧官制度
第二节清代的僧籍制度
第五章清代禅宗
第一节清代禅宗概况
第二节清初禅门之争
第三节清代临济、曹洞宗匠的禅学思想
第六章清代净土宗
第一节净宗三祖
第二节禅、台、贤、律与净土的合流
第三节清末净土信仰的特点
第七章清代律宗
第一节清代律学的复兴
第二节弘赞的律学思想
第三节清代宝华山律宗中兴
第八章清代华严宗
第一节清初华严宗的弘传
第二节道霈及其禅化华严
第三节续法与清代华严再兴
第四节华严观行及其信仰
第五节通理与清代华严的影响
第九章藏传佛教的发展及其与清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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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藏传佛教的发展
第二节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第三节藏传佛教制度
人名索引
第十四卷
第一章清代居士佛教的兴起
导言
第一节清代居士佛教的思想渊源
第二节周安士启人净信
第三节彭际清归心净业
第四节龚自珍与经世佛学
第五节魏源与经世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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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应该特别指出，对于“涅粲”的理解，佛教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解释和理解差别很大。
小乘佛教视人生为大苦，而把人体消灭、烦恼尽除作为追求的目标，如同灯熄火灭、万事俱了一般。
因此，小乘佛教的“涅槃”、“圆寂”，往往成为死亡的代名词。
与小乘佛教不同，大乘佛教从一种新的角度来解释“涅粲”。
他们认为，世间和“涅槃”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空”，也都是“妙有”。
世间的一切，都是“真如”、“实相”、佛性的体现。
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佛教这一真理，返本还原，体证佛性，也就可达至“涅槃”境界。
大小乘佛教对于“涅槃”境界的不同理解，说明佛教的“涅槃”学说的发展有一个过程。
 二、部派佛教 在佛陀入灭后的一百年间，佛教僧团发生分裂，此后数百年佛教分部流传。
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部派佛教”，时间范围大致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
并且，在部派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佛教内部又兴起了新的流派——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又将许多部派的义理贬称为“小乘”。
尽管大、小乘佛教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大乘佛教对于部派佛教多有批评，但大乘佛教的兴起并未完
全替代部派佛教的发展，所谓的“小乘佛教”其实一直伴随着佛教发展的始终。
 1.经典结集与部派分裂 在佛陀涅粲之后的四五百年之中，佛教僧团先后举行了四次结集以确定佛教的
圣典。
佛陀在世时，直接由佛陀为弟子们释疑、指导、依止等。
佛陀入灭后，则有必要将佛陀所说之法共同诵出，一方面为防止佛陀遗教散佚，一方面则确定教权。
历史上，将佛弟子们集会于一处，将口口相传之教法整理编集，称为“结集”。
 关于“结集”时间和次数，南传与北传佛教文献的记载并不一致，若综合两传的文献加以推定，可知
大致有下列四次： 第一次结集是佛入灭之年，在阿阔世王保护之下举行。
当时五百阿罗汉汇聚于摩揭陀国王舍城外七叶窟，以摩诃迦叶为上首。
此次结集又称“五百集法”、“五百结集”、“五百出”。
会中，摩诃迦叶命阿难升于高座以宣说佛语，阿难乃以普遍之音诵出“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云云
，后经侨陈如等诸长老确认实系佛陀所说的经文。
 第二次结集是在在佛入灭一百年时，毗舍离附近的跋耆族比丘对戒律产生异见，行“十事非法”。
为此，七百比丘集会于毗舍离城，以耶舍为上首而举行结集。
此次结集又称为“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
此次合诵，单集律藏，主要目标在确定跋耆族比丘所行“十事”为非法。
集会于毗舍离城，因此，此次结集又称为“毗舍离结集”。
由于参加者多为佛门长老，故又称为“上座部结集”。
然而，当时毗舍离的比丘不服上座部的决定，于是另举行约万人之集会，定“十事”为合法。
由于参与者众多，因而被称为“大众部结集”。
 第三次结集，相传是在佛陀入灭236年后举行。
当时曾得到阿育王之护持，一千比丘汇聚于摩揭陀国波咤厘子城的阿育僧伽蓝，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
首。
此次结集，仅载于南方所传，如《善见律毗婆沙》卷二、《岛史》、《大史》及缅甸文献，至于北方
所传诸律论则未见记载。
当时所结集的是上座部的三藏圣典，并编辑《论事》一书。
 第四次结集，相传是在佛陀入灭四百年时举行的。
在迦腻色迦王护持下，汇聚于迦湿弥罗国的五百阿罗汉，以胁、世友二人为上首，共同结集三藏，并
附加解释。
当时所集论藏的解释即现存的《大毗婆沙论》，故又称之为“婆沙结集”。
此次结集，载于《阿毗昙毗婆沙论·序》、《婆薮盘豆法师传》、《三论玄义》、《大唐西域记》卷
三、《大毗婆沙论》卷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等书，然而印度诸论及南传佛典都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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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另外，南传佛教将19世纪在斯里兰卡举行的五百僧人结集，作为第四次结集。
该次结集首次将巴利语三藏辑录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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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宗教研究系列:中国佛教通史(套装共15册)》根据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特点，结合中国社会历史
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这套由赖永海主编的《宗教研究系列:中国佛教通史(套装共15册)》分四个时
期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进行整体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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