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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现象，它是包括教主、教义、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
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复杂内容的综合体，也就是由佛教徒及其组织、佛教思想文化和佛教仪式制度三
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
佛教既是一种信仰实践，又是一种社会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佛教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宗教文化现象，包摄着相互联系、交渗互涵、极其广泛的内容。
　　它包摄着信仰观念。
佛教的一整套神话、教义信条，体现了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超现实的实在性的虚幻信仰。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
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①佛教信仰观念是对客观现实的歪曲的、幻想的、神奇的反映，是颠倒了的世界观。
这是佛教文化的最深层结构。
　　它包摄着社会意识。
佛教信仰观念的许多内容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且在不同阶级社会里，往往是特定阶级利益和需要
的反映。
在佛教社会意识里，既有着历史和时代现实生活的投影，也包含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折射。
　　它包摄着道德规范。
佛教社会意识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宗教伦理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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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从文化角度探索中国佛教的内容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先是从佛教的历史、典籍、教义、仪轨制度和寺院殿堂多个侧面，阐明佛教构成诸要素，以揭示佛教
作为文化实体的基本内涵。
然后着重从政治意识、伦理道德、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民俗六个方面，探索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
联，以阐述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规律。
内容充实，雅俗共赏，为读者提供了解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基础知识，是了解中国佛教文化的入门
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

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
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1984年特批晋升为正教授。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佛教与宗教
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
历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佛教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专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佛教
哲学》、《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等，曾获第六
届国家图书奖、国家教委全国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特等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印度佛教的创立、演变和外传　第一节 释迦牟尼的创教活动和早期佛教　第二节 部派佛教、
大乘佛教和密教　第三节 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第二章 佛教传人中国及其变化和发展　第一节 佛教初
传中国　第二节 三国西晋佛教的初步流传　第三节 东晋十六国佛教的隆盛　第四节 南北朝佛教学派
的涌现　第五节 隋唐宗派佛教的创造和繁荣　第六节 五代以来佛教在衰微中延续　第七节 藏传佛教
的形成和发展第三章 佛教的各类典籍　第一节 佛典的结集　第二节 佛典的翻译　第三节 中国僧人的
撰述　第四节 写经、刻经和排印本藏经　第五节 佛典的目录和结构第四章 佛教的基本教义　第一节 
佛教的伦理宗教理想　第二节 佛教的宇宙“真实”学说第五章 佛教的制度和仪轨　第一节 教徒和僧
籍　第二节 丛林和清规　第三节 仪式和轨范第六章 佛教的寺院殿堂　第一节 寺院建构的演变　第二
节 殿堂配置和塑像释名第七章 佛教的名胜古迹　第一节 三大石窟　第二节 四大名山　第三节 八宗祖
庭　第四节 著名喇嘛寺　第八章 佛教与中国政治　第一节 印度佛教的政治意识　第二节 佛教与中国
历代政治　第三节 佛教思想的社会政治作用　第四节 佛教与中国政治关系的特点第九章 佛教与中国
伦理　第一节 印度佛教的伦理道德观　第二节 早期汉译佛典适应中国儒家伦理的倾向　第三节 儒家
的排击和佛教的调和　第四节 世俗宗法制和佛教孝道论　第五节 佛性论与修养法　第六节 中国佛教
伦理的特色第十章 佛教与中国哲学　第一节 汉代佛教与方士道术　第二节 佛学从依傍玄学到补充玄
学　第三节 佛教神不灭论与唯物主义神灭论的斗争　第四节 隋唐佛教宗派对古代哲学的发展及其和
儒道会通的趋势　第五节 佛教哲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及其日益儒化的表现　第六节 佛教对中国近代
哲学的影响和作用第十一章 佛教与中国文学　第一节 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二节 佛教推
动音韵学的前进、律体诗的产生和诗歌的发展　第三节 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鼓
词的相继产生　第四节 佛教为古典小说提供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第五节 佛教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的影响　第六节 佛教为我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新的词汇第十二章 佛教与中国艺术　第一节 佛教建筑
——佛殿、佛塔和经幢　第二节 佛教雕塑　第三节 佛教绘画　第四节 佛教音乐第十三章 佛教与中国
民俗　第一节 佛教节日与民间节日　第二节 轮回和成佛观念与民间风俗　第三节 佛教某些制度和佛
事与民间习俗第十四章 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第一节 中国佛教基本特点产生的根源　第二节 中国佛
教的基本特点第十五章 中国佛教的对外影响　第一节 隋唐佛教宗派对朝鲜的影响　第二节 隋唐佛教
宗派对日本佛教和文化的广泛影响　第三节 禅宗和净土宗与越南佛教的密切关系　第四节 藏传佛教
的对外传播　第五节 近代中国佛教输入东南亚地区附录一 佛教与中国文化附录二 佛教和中国传统文
化的冲突与融合附录三 融合：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选择附录四 佛教与汉地习俗附录五 论佛教
文化体系附录六 我和中国佛学及哲学研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章节摘录

　　在宗教实践方面，由于有些教徒滋生出一种对于部分戒律的违抗，佛教曾为此而多次举行结集，
专门讨论是否放宽正统的戒律的问题。
例如，随着布施范围的扩大，人们向寺院奉献的物品越来越多，原来规定比丘不准接受金银财物的施
舍，大众部认为可以受蓄，上座部反对改变，大众部又拒绝服从，并被驱逐和开除，从而分别形成相
对独立的流派。
　　在宗教理想方面，上座部认为释迦牟尼是历史人物，其所以伟大，主要是理想的崇高、思想的正
确、智慧的精湛和精神的纯洁。
一般人修道学佛的最高成果不是成佛，而只能是趋向佛果的阿罗汉，即能达到所谓断尽一切烦恼，不
再生死轮回的果位。
大众部不同，他们倾向于抬高释迦牟尼的形象和人格，提出了“超人间佛陀”或“超自然佛陀”的观
点，把释迦牟尼看作为超凡的、超自然的存在，是一位离情绝欲、神通广大的真正的“神”。
他们吸收和加强神话创作，来烘托释迦牟尼的超凡神圣，并创造新的仪式，对释迦牟尼顶礼膜拜。
他们还贬低阿罗汉果位，强调阿罗汉还有许多不足。
大众部的这些主张，后来为大乘佛教所继承，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哲学理论方面，部派佛教已由早期佛教侧重于人生哲学扩展到宇宙观领域。
由于早期佛教对于缘起说和灵魂说阐述不明确、不彻底，而导致部派佛教内部对轮回流转业果相续的
主体问题和宇宙万物实有假有问题的严重对立。
　　一般地说，上座部各派偏重于说“有”，也就是认为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都是实在的。
例如，说一切有部，所谓“说一切有”，就是承认精神和物质的存在，承认一切存在。
从时间观念来说，就是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都是普遍存在着的。
说一切有部毗婆沙论师坚持认为，人们既然都具有事物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的观念，那就证明
事物是实际存在的，因为事物不存在，人们就没有思想的对象了。
再者，按照缘起说，过去的思想行为产生结果，由因而有果，果不能产生于空无。
既然因能生果，那就表明因是实在的，过去的因是永远存在的。
说一切有部这种承认一切永远存在的理论（三世实有），是和早期佛教的“无常”观念相违背的，是
一种新的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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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方立天教授是当代中国学养最深和最受尊敬的佛教学者。
佛教在中国既是宗教，更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曾指出：不懂佛教文化，就不可能懂中国文化。
方教授的这本重要著作，正好印证了大师的真知灼见。
在中国文化走向全面复兴、走向世界的今天，这本佳作值得大家细读。
　　——李焯芬（香港大学副校长）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不是一般的理论探讨，而是以
建设性的姿态，通过论述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各领域的影响，对有关佛教与文化的
重要问题作出了生动而具体的回答。
它的论点处处凭借历史事实，凿凿有据，全面深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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