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季羡林谈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季羡林谈佛>>

13位ISBN编号：9787801705402

10位ISBN编号：7801705408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当代中国

作者：季羡林

页数：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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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谈佛>>

内容概要

佛教在印度的形成及发展状况，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及语言问题，佛教传入中国及佛教的本土化，中
国印在佛教方面的相互学习和彼此交流。
本书系统收录了季先生研究佛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本书供佛教、文史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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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
 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县(今临清市)。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艾、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
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数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主要论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沦文集》、《印度占代
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天竺心影》等；主要翻译作品：《沙恭达罗》、《优哩
婆湿》、《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并撰
写过《留德十年》等传记作品及《赋得永久的悔》等散文集。
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等。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委员、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并任第六届全国人
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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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释迦牟尼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关于中国弥勒信仰的几点感想佛典中的“黑”与“白”《列子》与佛
典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法显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佛教的倒流原始佛
教的历史起源问题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我和佛教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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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求得生存，初期的译经大师，如安世高、康僧会之流，都乞灵于咒法神通之力，以求得震动
人主和人民的视听，一直到晋代的佛图澄（公元310年至洛阳）还借此为弘教手段。
不管这些和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套神通咒法，反正他们不能不这样做。
《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中多次提到佛图澄的神异，说得活龙活现，神乎其神。
“（石勒）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
’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
因而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
’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
勒由此信服。
”从这一个小例子中可见一斑。
　　从三国开始一直到魏晋时代，佛教又附属于玄学。
玄学是儒家封建伦理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在当时是为门阀土族地主阶级服务的。
佛教依附上玄学，不但有能力存在下去，而且还能得到发展。
玄学讲什么《周易》、《老》、《庄》，讲什么道。
有人就用这个道同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相比附，牵强附会当然难免。
然而佛教教义却因而得到承认与发展。
　　从佛教本身的教义的输入和发展来看，最初传到中国来的是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和禅定。
这同佛教在印度本土发展的历史是相适应的。
在印度是先有小乘，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才开始有大乘思想的萌芽。
又到了公元后1世纪，中观派的理论，所谓空宗（创始者为龙树）才开始产生。
佛教小乘有些部派多少还有一点唯物主义的因素。
大乘佛教则完全继承了奥义书的唯心主义，只不过是使这种唯心主义更细致化，更系统化而已。
最早的《四十二章经》是否是印度佛经的译本，还是个问题。
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到中国来译经的安世高译出了三十余部经，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
和禅观的理论。
　　同安世高同时来洛阳译经的，以支娄迦谶为最有名。
他译的经多半属于大乘中观派，所谓空宗的经典。
比如《道行般若经》就属于这一宗。
同时稍晚一点支谦译的《大明度经》就是同一部经。
朱士行西行求法，求的也是大品般若，结果在大乘盛行的于阗得到梵文《放光般若经》。
这就说明，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印度佛教大乘的中观派理论已经传人中国。
但是，这种学说并没有立刻引起注意，当然更谈不到广泛流行。
时隔一百五十多年，直到魏晋以后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引起注意。
原因在哪里呢？
这同我们谈到的佛教自附于玄学，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佛教理论家并没有完全忠实地按照印度空宗的理论去理解它，而是杂糅了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
观点，也讲什么“以无为本”，与老庄相混淆。
　晋代的高僧道安（公元312～385年），虽然曾说过，“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实际上却并没能脱
出“格义”的框框。
他的弟子很多都读儒书或老庄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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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季羡林谈佛》系统收录了季先生研究佛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季羡林谈佛》供佛教、文史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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