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

13位ISBN编号：9787532605859

10位ISBN编号：753260585X

出版时间：1999-11

出版时间：上海辞书出版社

作者：《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编辑委员会

页数：1176

字数：217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

内容概要

　　一、本辞书收录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佛教有关的人物词目凡16973条。
包括僧（菩萨僧、比丘、沙弥）、尼僧（比丘尼、沙弥尼）、居士、女居士、王公（帝王将相、达官
贵人）、后妃、公主等七大类。
其中以中国汉传佛教人物为主，兼及藏传、南传佛教人物，至于国外高僧大德，只限与我国汉传佛教
有交流记载者，余则不收。

　　二、本辞书僧、尼僧二类中的"僧"字，为僧伽之略，义为和合众，一人称僧，于义欠妥。
但我国对佛教的出家个人，从古以来，一般作此称谓，因此顺从。

　　三、所收人物，僧尼据史籍通用法名或字号作正条词目，异名、别称和其他字号一般作参见条；
居士、女居士、王公、后妃、公主等类，除帝王采用约定俗成的称谓（如唐太宗李世民采用唐太宗）
外，一般用姓名作正条，酌收参见条。

　　四、凡有生卒年可查者，均在正条词目下括注公元纪年。
其中约有二千八百条左右，根据陈垣《释氏疑年录》所考定之生卒年，不少与一般史籍记载有所出入
。
凡已注生卒年者，在行文中除有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交代寂年和世寿。

　　五、在正条词目下，列其异名、别称、字、号等，至于封号、赠号和谥号在正文中表示。
除封、谥号等特殊情况外，一般名号不加尊称。

　　六、释文力求简明。
在法名、生卒年、朝代、身份、籍贯、姓氏后，举其生平主要事迹、学历师承和主要著作等，至于机
要语录，择要录其一、二，一般从略。
文末择要标资料出处，其所附之数目字，即指该资料卷数。
但有两种情况未标。
（1）原稿未录出处，而经努力还是未能查到之少数条目。
考虑华师生平治学严谨，信其必有所据，因此予以保留。
（2）属于现代人著作。
本辞书人物条目，凡来源于现代人著作者，书名出处一律从略。

　　七、关于历史地名。
凡属籍贯的加注今地名，如"嘉禾（浙江嘉兴）徐氏"；其中古今地名相同者，括注今属行政区划，如"
汾阳（今属山西）"；古今地名不清者不注。
其余历史地名一律不注。

　　八、关于朝代名。
为避免混淆，前汉、后汉之后汉称东汉，南朝宋称刘宋，元魏称北魏。
五代除部分单称五代外，还加后梁、后唐、后晋等，如"五代后唐"、"五代后晋"。

　　九、文中旧纪年，以其人其时所处境地之帝王年号或其他为准，加注公元纪年。
在同一条中，相同年号出现二次及其以上者，只注第一次。

　　十、本辞典除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公元纪年及资料出处的卷数外，行文一律使用繁体字，并酌量保
留异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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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本辞典以词目的笔画多少顺序排列。
法名相同者，一般以朝代分先后，并依阴码①②③等顺序排列。
从②开始，不再另标词目。
法名不同者按词目首字的笔画和笔形分别编排，笔功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同笔画的字按笔顺横、坚
、撇、点、折分先后；词头相同的条目，字数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字数相同的则按第二字的笔画笔
顺排次，第二字相同的依第三字，余类推。

　　十二、本辞典的笔画、笔顺依《辞海》（1999年版）《笔画查字表》。
横、坚、撇、点、折以外的笔形：提归入横、捺归入点，笔形带钩或曲折的均归入折。

　　十三、本辞典对国外来华弘法或学习的大德，以其本国国名之第一字或第二字标明其国籍。
其中"竺"即天竺，"印"即印度，"迦"即迦湿弥罗，"罽"即罽宾，"安"即安息，"扶"即扶南，"日"即日本，"
尼"即尼泊尔，"新"即新罗，"丽"即高（句）丽，"济"即百济，"康"即康居，"支"即月支，"波"即波凌，"
韩"即三韩，"师"即师子国，"诃"即诃陵国，"感"即感木鲁国，"优"即优婆国，"越"即越南。

　　十四、本辞典正文前有笔画词目表；正文后有《中国佛教大事年表》供读者查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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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序（赵朴初）
二、 序（真禅）
三、 序（王新）
四、 凡例
五、 笔画词目表
六、 正文
七、 《中国佛教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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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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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是二百万字的的著作，是迄今国内最大的一部佛教人名辞典。
　　著者震华法师生前曾任上海玉佛寺住持，并于四十年代创办上海佛学院。
早在三十年代，震华法师即发心编纂《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并率弟子为此广搜博集，陆续筹得草
稿万余条。
法师圆寂后，稿存上海玉佛寺。
五十年代此稿被带至中国佛教协会，拟整理出版；后在“文革”期间被弃为废纸。
“文革”后重被发现；受震华法师高足、上海玉佛寺住持真禅法师之嘱，王新居士组织人员增补条目
，查核资料，终使该书成型。
期间，觉醒法师继真禅法师主持玉佛寺后，亦给予大力支持，在人力、物力方面作出妥善安排，使该
书得以顺利出版；终于圆了震华法师的出版心愿。
其编纂时间之长，可谓中国出版界之最。
　　据介绍，震华法师遗稿主要收集的是中国北传佛教人物；续编者又选收了中国南传佛教和藏传佛
教的条目，同时增补了部分近现代佛教代表人物，使之更具实用性。
其收录辞条包括僧人、尼僧、居士、女居士、王公、后妃、公主等七类；此外，来华的外国僧人，但
凡有记载的，亦均收入。
行家评说该辞典的特点为：收词比较完备；且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笔记、采访、墓铭、碑刻等，为
它书所不录，故而尤显珍贵。
    本书是震华法师生平所辑之《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遗稿，其弟子整编就绪。
共收录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佛教有关的人物词目16973条。
包括僧（菩萨僧、比丘、沙弥）、尼僧（比丘尼、沙弥尼）、居士、女居士、王公（帝王将相、达官
贵人）、后妃、公主等七大类。
其中以中国汉传佛教人物为主，兼及藏传、南传佛教人物，至于国外高僧大德，只限与中国汉传佛教
有交流记载者，余则没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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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是二百万字的的著作，是迄今国内最大的一部佛教人名辞典。
著者震华法师生前曾任上海玉佛寺住持，并于四十年代创办上海佛学院。
早在三十年代，震华法师即发心编纂《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并率弟子为此广搜博集，陆续筹得草
稿万余条。
法师圆寂后，稿存上海玉佛寺。
五十年代此稿被带至中国佛教协会，拟整理出版；后在“文革”期间被弃为废纸。
“文革”后重被发现；受震华法师高足、上海玉佛寺住持真禅法师之嘱，王新居士组织人员增补条目
，查核资料，终使该书成型。
期间，觉醒法师继真禅法师主持玉佛寺后，亦给予大力支持，在人力、物力方面作出妥善安排，使该
书得以顺利出版；终于圆了震华法师的出版心愿。
其编纂时间之长，可谓中国出版界之最。
据介绍，震华法师遗稿主要收集的是中国北传佛教人物；续编者又选收了中国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
条目，同时增补了部分近现代佛教代表人物，使之更具实用性。
其收录辞条包括僧人、尼僧、居士、女居士、王公、后妃、公主等七类；此外，来华的外国僧人，但
凡有记载的，亦均收入。
行家评说该辞典的特点为：收词比较完备；且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笔记、采访、墓铭、碑刻等，为
它书所不录，故而尤显珍贵。
《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是震华法师生平所辑之《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遗稿，其弟子整编就绪。
共收录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佛教有关的人物词目16973条。
包括僧（菩萨僧、比丘、沙弥）、尼僧（比丘尼、沙弥尼）、居士、女居士、王公（帝王将相、达官
贵人）、后妃、公主等七大类。
其中以中国汉传佛教人物为主，兼及藏传、南传佛教人物，至于国外高僧大德，只限与中国汉传佛教
有交流记载者，余则没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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