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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道教传播与中国文化》介绍了佛教和道教的基本知识，探讨了佛道两教在中国本土传播和
发展的历史过程，重点探讨了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中国化的过程。
《佛教道教传播与中国文化》选取了一些典型个案（例如，苏轼、施蛰存以及部分娱乐明星），从中
国信仰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两个方面切入，由浅入深地探讨与分析了佛教道教传播对中国文化以及中
国人的信仰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给人们理解中国传统信仰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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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晓英，1963年生。
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
现任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教授，中外文化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
一直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西方文学与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近年来，致力于宗教文化与国家安
全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先后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城市建设》、《作家》等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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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佛教的基本知识
一、佛教的创始人、产生年代及其传播
二、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
三、佛教的基本教义
四、佛教所供奉的神
五、佛教的节 日
第三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断本土化的过程
一、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与路径
二、佛教在中国传播中不断本土化的过程
三、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四章 从两个传统看佛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形成
一、禅宗南宗的出现及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
二、中国化禅宗的理论创新
第二节 禅宗在传统文人士大夫中的影响--以苏东坡为个案
一、简易化
二、生活化--道在平常日用中
三、心灵化--过世俗的生活而以禅悦为味
四、智慧化--勘破名利、随缘适性
五、审美化--禅境即诗境
六、非宗教化--重"治心"而非求解脱
第三节 佛教对中国古代下层民众的影响
一、佛教传人中土以后民间化的过程
二、佛教对中国普通民众信仰观念的影响
三、中古社会民众所热衷的佛事活动
第四节 从"净土宗"的普及和"观音"形象的改变看中国世俗大众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一、寻求方便性
二、认同实用性
三、神祗系统的融摄性
四、娱乐性与社交性
第五章 从两个传统看佛教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第一节 精英佛教的现代转型--"人间佛教"的提倡
一、"人间佛教"的提出
二、"人间佛教"提出的背景
三、"人间佛教"的现代性视角和意义解读
第二节 近现代精英佛教的一些新特点
一、社会变革态势下新观念佛教的形成
二、新的信仰和修行方式--"居士佛教"的兴起
三、丛林寺僧的人世转向--以敬安诗僧为个案
第三节 人性与佛性--现代作家对佛教文学主题的新探索
一、信仰与欲望、超拔与沉沦中辗转呻吟的苦魂
二、表现自在天然的人性和内在的生活欢乐
三、现代作家自身表现出的人性与佛性力量的角逐与抗衡
第四节 近现代民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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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现代民间佛教的信仰对象和信仰方式趋于定型
二、近现代民间佛教世俗化的倾向
三、近现代民间佛教民俗化的倾向
第六章 佛教在当代社会的新发展
第一节 当代精英佛教的新走向
一、当代佛教的修复与继承
二、当代佛教的发展与创新
第二节 当代佛教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当代佛教的商业化
二、僧众队伍信仰淡化、过度世俗化的问题
三、现代传媒手段和生活方式对僧侣的影响
第三节 当代文人与佛教的关系--以戴厚英和贾平凹为个案
一、信念型的作家戴厚英
二、修养型的作家贾平凹
第四节 演艺明星信佛热的现象及思考
一、明星信佛的内在原因
二、明星们为何多信仰佛教
三、明星们信佛的社会意义
第七章 道教的基本知识
一、道家与道教的区别
二、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三、道教的基本信仰和修持方法
四、道教的科禁威仪和法术
第八章 道教在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一、道教思想源头的重要部分来自上古知识阶层
二、神仙与方术，售予帝王家--统治阶级对道教的偏爱
三、道教信仰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影响
第九章 道教在下层民间百姓中的影响
一、道教在形成之初的民间宗教特征
二、道教对下层百姓影响较深的思想
三、传统社会中民间道教信仰的特色
四、道教对下层百姓的影响方式
第十章 结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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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宗教在当今世界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整个20世纪，宗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仍是
巨大的。
据统计，截止2000年，世界人口约为60.55亿，信仰宗教者约为51.3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4.8％。
另有数据表明，世界信仰宗教人数的增长率同世界总人口的增长率基本持平，也就是说，全世界信仰
宗教的绝对数每年都在增加。
再以中国为例，宗教信仰者的比率也增长迅速。
据官方的统计，中国信教者大约有1亿人口。
但据最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中国信仰宗教的实际人数是官方统
计数字的三倍。
民调显示，16岁以上的中国人里有31.4％、即大约3亿人认为自己具有宗教信仰，其中大约2亿人信仰
佛教、道教或是崇拜龙王和财神等民间传说中的神。
 　　从宗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历史地位和正在发挥的现实影响力来看，正视与重视宗教问题，是中
国了解世界、反视自身、走向未来的一个重要方面。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
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绝不可低估。
”“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到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关系到加强民
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关系。
”了解宗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基点，只有了解世界宗教的状况，才能顺利进行文明的交汇与融
合，才能有效进行文化的交流与吸纳，才能构建一个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对话的平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吸纳异族的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的民族，在宗教上向来没有固执的成见，
信仰有绝对的自由。
不独本土固有的宗教很少争端，对于外来的宗教、文化亦莫不宏量地容纳。
从汉唐五代对印度佛教思想的接纳，唐代伊始基督教的一支景教传人中土，到宋元年间对伊斯兰教的
引入，进入近代，特别是甲午战败以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又开始把目光集中在欧美近代思想文化
的变迁上，事实证明，开放的心态与容纳各种文化信仰的传统，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充满活力，也给我
们提供了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形态互相交流与学习的经验，这种经验，会让我们在与
外来文化的对话中充满自信。
 　　五、本书的主要内容 　　1.介绍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基本知识，包括宗教的创始人，宗教产生
的年代、背景，其基本的教义、教规、宗教仪礼、节日等等。
 　　2.在对两大宗教有了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探讨其向中国传播或在本土发展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路线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道教的产生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3.进一步探讨这些外来思想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是如何与中国的母体文化碰撞、交锋、妥
协、融合，最终逐渐本土化的过程；经过改造和筛选后的外来文化中的哪些精神素质最终为中国文化
所接纳，形成了哪些新的特点，它又在哪些层面上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和生活方式。
 　　4.在探讨宗教传播影响中国文化这一命题时，本书试图在两个方面展开点面结合、由浅人深的探
讨与分析，这涉及对中国自古以来两大文化传统或日文化体系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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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佛教与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研究者甚众，研究成果众
多。
《佛教道教传播与中国文化》是作者在为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传播系本科生开设的同题目课程的基础上
，经过近10年的资料搜集与潜心研究，心血凝结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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