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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叔迦大德生平
　　周叔迦先生(1899-1970)，现代著名佛教居士、佛教学者、佛教活动家、佛教教育家。
原名明夔，字子和。
笔名云音、演济、沧衍、水月光。
安徽至德（今东至县）人。
上海同济大学工科肄业。

　　因偶遇佛门大德，发心学佛。
1927年隐居青岛，潜心研读佛教三藏，深有自得。
1929年在青岛创办佛学研究社。
1930年到北平，历任北京、清华、中国、辅仁、中法、民国等大学教席，讲授佛学。
1940年于北平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任院长。
翌年成立中国佛学研究会，主编《微妙声》和《佛学月刊》等六种佛教刊物。

　　1953年参与推动成立中国佛教协会。
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教务长、副院长，长年主持中国佛学院工作，致力于佛教教育
，讲说不辍，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僧才。
1956年印度摩诃菩提会赠予其终身会员称号。
六十年代，参与北京房山石经的调查、发掘、整理、拓印，使封锢年久的佛教文物，重现于世。
又担任全国石窟调查的组织领道工作，参加北京西山灵光寺佛牙舍利塔修建工程等。

　　周叔迦先生信仰虔诚，一生从事佛教研究、佛教教育和佛教弘法三项事业，业绩显著。
先生早年受过现代学校教育与学术训练，又刻苦用功，好学深思，勤于笔耕，撰写了大量著作，其内
容涉及中印佛教史、中国佛教宗派、佛教教理、唯识学与因明学、佛典考证与研究、佛教仪轨与制度
、佛教人物和佛教修持等。
这是我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本书是周叔迦先生各种著作的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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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远，字正斋，号沛溪。
　　祖籍山东省海阳市盘石镇佐定山城。
1948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生于北京。
文学博士、哲学硕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客座教授、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宗教艺术史》主持人、北京大通智胜景观规划设计院院长。
担任绍兴会稽山兜率天宫景区、上海金山东林寺景区、广西上林金莲湖金珂玄雷景区等处的总策划设
计师。
　　少年时代，书法绘画分别受教于中央文史馆馆员书法家彭八百和北京画院院长国画家王雪涛。
1993年后，为各地著名佛寺题写楹联匾额，书法作品被海内外多处收藏，多次发表并收入书法集。
曾主办《中日佛教书画大展》，《首届中国宗教书画巡回展》。
以“今世达摩”美名享誉各界，中国艺术家联盟网列入名家栏目，设立书画艺术馆。
　　2008-2011年出任中华佛教文化院副主席、《宗风》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华佛教宗风论坛”秘
书长、中国书画禅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海阳市沛溪书院院长。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级研修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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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寺院殿堂佛像释名　　一、三门殿　　两大金刚因为寺院的大门，一般都是三门并立，中间一大
门，两旁各一小门，所以称为三门殿。
也有写作山门殿的。
古来寺院有许多院落，其中房舍称堂或者寮，自宋崇宁二年（1103）以孔子庙为大成殿，于是佛寺建
筑除称堂寮之外，其主体部分也称某某殿。
佛寺三门殿内，在门的两旁塑两大金刚像，此即手持金刚杵（印度古代最坚固的兵器）警卫佛的夜叉
神，又名“执金刚”。
传说佛常有五百执金刚随从侍卫，其主要者名“密迹金刚”。
世俗根据《封神演义》小说中的戏言，称此像为哼哈二将，佛教经典中是没有这种名称的。
　　二、天王殿　　这是三门内的第一重殿，殿中间供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像后供韦驮天，面向北。
东西两旁供四大天王像。
　　四大天王东方天王名为“提多罗吒”，此云持国，能护持国土，领毗舍阇（此云颠狂鬼）、乾闼
婆（此云香阴）神将，是帝释天的主乐神，所以此天王手中持琵琶以作标帜，护东方弗提婆（此云胜
）洲人民。
南方天王名“毗琉璃”（此云增长），能令他人善根增长，所以手中持剑，领鸠槃荼（此云雍形鬼）
、薜荔（此云饿鬼）神，护南阎浮提（此云胜金）洲人。
西方天王名“毗留博叉”，此云广目，能以净眼观察护持人民，领诸龙及富单那（此云臭饿鬼），所
以手中缠绕一龙，护西瞿耶尼（此云牛货）洲人。
北方天王名“毗沙门”，此云多闻，有大福德，护持人民财富。
右手持伞，表福德之义，护北郁单越（此云胜处）洲人（见《长阿含经》卷一二《大会经》）。
世俗称为四大金刚，这也是《封神演义》中的戏言，金刚与天王是不可混淆的。
　　弥勒菩萨名“阿逸多”，是释迦牟尼弟子，南天竺人。
后来由人间生在兜率天内院中教化菩萨。
据佛经上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流传一万年。
其后世界道德逐步提高，不再需要佛教，佛教便自行消亡了。
再过八百余万年后，弥勒菩萨由兜率天下生此世界成佛（见《增一阿含经》、《弥勒上生经》、《弥
勒下生经》）。
也有把布袋和尚塑像，称作弥勒菩萨的。
我国五代时期，在浙江奉化有位和尚名“契此”，常携布袋，教化群众，很得群众信仰。
临终时说了一首偈语：“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示时人，世人自不识。
”因此，人们认为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就在寺院的天王殿正中塑了他的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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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觉光法师宣读礼赞文今乃礼赞现代高僧者，寄禅、虚云、太虚、谛闲、印光、弘一、倓虚、来果
、圆瑛、广钦、法尊、印顺、白圣。
隆莲、圣严；赞曰：人间佛教，僧宝为重；八宗并弘，二三大革命；舍身如炬，持律如钟；白山卧雪
，宝岛迎风；绵延一脉，四地同声；祈我中华，法喜充盈。
　　今乃礼赞护法大德者，杨文会、欧阳渐、丁福保、周叔迦、高鹤年、赵朴初；赞曰：人间佛教，
护法为重；首开风气，金陵刻经；支那内学，济济出众；创立佛协，拨乱反正；传教修典，立言立功
；济世维摩，菩萨道行。
　　今乃礼赞佛学权威者，汤用彤、吕秋逸；赞曰：人间佛教，法施为重；佛史一部，世纪彪炳；源
流两讲，理顺文从；内典显学，学府认同；学子莘莘，后继成龙；含弘光大，悲智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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