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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历史悠久、流传区域广阔、分支众多、教义繁复、思想玄奥精微。
本书系讲述佛教基础知识，概述佛教在历史发展、文献、义理、修行、人物等方面的情形。
    第一章：论述佛教的产生，包括佛教形成时印度思想界的历史文化背景，及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经
过和最初教义。
    第二章：论述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等亚洲主要佛教流行国家的传播过程。
    第三章：重点介绍印度佛典和中国佛典。
    第四章：说明佛教的义理，勾勒佛教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观念，并点出其基本内容。
    第五章：论述佛教的修行，总体考察佛教修行理论的形成和主要观念，也谈及戒律和禅定。
    第六章：介绍佛教中影响较大或较著名的人物，包括历史人物、佛教传说人物及信奉的佛与菩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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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卫群，1954年4月28日生于江苏徐州。
现职：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道教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
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
著作：《佛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教入门>>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佛教的产生  一、佛教产生时的印度思想历史背景  二、释迦牟尼与佛教的最初信众  三、
佛教最初教义的形成第二章　佛教的传播  一、佛教在印度的传播    1.早期佛教    2.小乘部派佛教    3.大
乘佛教    4.后期佛教  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1.初传时期佛教    2.东晋至南北朝佛教    3.隋唐五代佛教   
4.宋代至近代佛教  三、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传播    1.佛教在斯里兰卡的最初传播    2.斯里兰卡佛教的历史
发展    3.斯里兰卡保存的佛教文献的特点    4.现当代斯里兰卡佛教    5.斯里兰卡与中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四、佛教在朝鲜的传播    1.佛教在朝鲜的初传    2.新罗王朝佛教和高丽王朝佛教    3.李朝佛教    4.近现代
朝鲜佛教  五、佛教在日本的传播    1.佛教在日本的初传    2.奈良时期与平安时期佛教    3.镰仓时期佛教 
  4.室町时期至江户时期佛教    5.近现代日本佛教  六、佛教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    1.缅甸与泰国佛教    2.
印度支那三国佛教    3.印尼、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佛教第三章　佛教的文献  一、主要种类  二、印度主要
佛典  三、中国主要佛典  四、著名佛典概要第四章　佛教的义理  一、空  二、识  三、中道  四、二谛  
五、佛性  六、因果  七、法  八、轮回  九、涅盘  十、善恶第五章　佛教的修行  一、佛教修行理论的
形成与主要特征    1.佛教修行理论的产生    2.佛教修行理论的发展    3.佛教修行理论中体现的价值观念  
二、佛教的戒律    1.佛教戒律的产生    2.对不同信众的戒律要求    3.印度主要的律藏文献    4.中国汉地的
佛教戒律  三、佛教的禅定    1.禅定在印度的产生    2.印度佛教中的禅定    3.禅定在中国的发展第六章　
佛教的信众与历史及传说中的主要人物  一、佛教主要信众的构成  二、佛    1.释迦牟尼佛    2.过去佛   
3.未来佛    4.诸方世界之佛  三、佛弟子    1.五比丘    2.十大弟子  四、菩萨    1.文殊菩萨    2.普贤菩萨    3.
观世音菩萨    4.地藏菩萨    5.大势至菩萨  五、著名论师与高僧    1.龙树    2.提婆    3.无着    4.世亲    5.世友 
  6.诃梨跋摩    7.觉音    8.鸠摩罗什    9.真谛    10.玄奘    11.不空    12.智顗    13.吉藏    14.法藏    15.慧能    16.
道绰    17.道宣    18.宗喀巴主要参考书目关键词索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教入门>>

章节摘录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信众人数不断增多，发展到上千弟子，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ldquo;十大弟
子&rdquo;，即：舍利弗、目犍连、摩诃迦叶、阿那律、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优波离、罗喉罗、
阿难。
根据佛教的一些材料记载，这些弟子是释迦牟尼早期僧团中较为优秀的人物。
他们都有某一方面的特长，因而都被认为是某一方面的&ldquo;第一&rdquo;。
有些人在佛教的某些修行方面非常突出，如摩诃迦叶（头陀第一）、罗喉罗（密行第一）；有些人在
戒律的了解和修持方面非常突出，如优波离（持律第一）；有些人在佛教义理的解说、分析或理解方
面特别突出，如舍利弗（智慧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富楼那（说法第一）、迦旃延（论议第
一）、阿难（多闻第一）；有些人具有常人所没有的神通力等，如目犍连（神通第一）、阿那律（天
眼第一）。
　　释迦牟尼在向这些弟子或信众传法时，并没有现在人们看到的那些书面文字经典。
尽管当时有书写的文字，但他传播佛教主要采取口传的方式。
弟子们接受其传法也不是通过笔录的方式，而是靠自己的记忆。
人们见到的书面佛典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采用追记的方式制作的。
再有，释迦牟尼最初传法，使用的语言主要也不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佛典常用语一&mdash;&mdash;
梵语等，而是使用传教地区所流行的方言。
这样的传教方式自然也比较有利于佛教的传播。
　　释迦牟尼建立的佛教组织在最初并无很多具体的教团管理制度，佛教的详细戒律等也是后来逐渐
形成的。
最初佛教对信众加入僧团并没有严格的条件要求，凡是信仰佛陀的学说，不分种姓高低，都可加入。
早期佛教僧团内部过着比较平等的生活。
这也使佛教较有吸引力，易于迅速发展。
　　佛教之所以能在产生后有较快或较顺利的发展，还与释迦牟尼注重在统治者中传法，向他们寻求
支持有关。
　　然而西汉末主要是个别的人接触佛教，佛教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流行。
佛教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并最初被上层统治者信奉，是从东汉开始的。
在东汉桓帝时，佛教在宫廷中已有一定影响。
不过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实际情况相差较大，佛教常与黄老混淆在一起。
　　佛像、佛寺和佛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重要影响。
有佛像才便于人们对佛进行崇拜，营造出必要的宗教气氛。
佛教信众从事佛事活动需要佛寺。
佛经则是传播佛教思想的主要媒介，比较准确、系统的佛教理论还是需要佛经来传播。
　　佛像的出现与佛寺的出现联系紧密。
中国出现佛像与佛寺据传说是在汉明帝时，但从《三国志&middot;吴志》等文献的记载来看，有一定
规模的正式建寺、铸佛像是在东汉末三国时期。
三国时人笮融（？
一195）是汉地比较早开始铸造佛像的人。
　　中国汉地较早译出汉译佛经的重要人物有两人：一是以小乘佛典为主要翻译对象的安世高（约2
世纪），再一是以大乘佛典为主要翻译对象的支娄迦谶（约2世纪）。
　　安世高是古代安息国人。
他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到洛阳，开始将一些佛典译成汉文。
安息国流行的主要是小乘佛教，因而他翻译的佛典也就主要是小乘的经典，如《四谛经》、《转法轮
经》、《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等。
安世高的译经较早地把印度佛教的一些基本观念介绍到了中国，对佛教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起了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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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译文偏于直译，在修辞上考虑不多。
佛典的内容本身就较深奥，而且与当时中国原有传统文化的内容差别很大。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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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
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
　　&mdash;&mdash;尼采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
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
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
一个有意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
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mdash;&mdash;爱因斯坦 　　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
，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
　　&mdash;&mdash;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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