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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传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还有广大的群众信仰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引起人们普遍关注。
这说明，汉传佛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穷的魅力。
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引起了著者的沉思。
 本书主要突出了知识性、资料性和学术性，作为著者研究佛教多年的经验总结。
本次修订，主要是为了满足江苏省考试院委托扬州大学主考的“宗教学（佛教史学方向自学考试）自
学考试自助特色专业”教材的需要，以提高佛教教职人员的学历为目的。
因此，本书的修订版，具有为佛教教职人员提供系统知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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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尚全，男，1960年1月生，甘肃省景泰县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所长
，(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研究员，《扬州大学佛学论丛》年刊主编，《寒山寺佛学》年刊常务副主编
，《中华医学研究杂志》专家编辑委员会常务编委。
曾在《世界宗教研究》、《佛学研究》、《西藏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佛教学
术论文30余篇，创办、主编过《佛教知识》季刊、《显密文化》等杂志和论文集，出版《当代中国汉
传佛教信仰方式的变迁》等专著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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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佛教的北传与东渐　　就世界文化的源头而言，在印度的恒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
古希腊罗马的地中海沿岸及诸岛、中亚的两河流域，分别孕育出印度佛教文化圈、中国儒释道文化圈
、西方基督教文化圈和中亚伊斯兰教文化圈。
这四大文化圈由横跨亚欧的丝绸之路串联在一起。
　　假若把丝绸之路比喻成一条扁担的话，那么撑起这条扁担的，起初是印度的佛教文化，而后是中
亚的伊斯兰教文化，但让这条扁担保持平衡的，则是东方的儒释道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
在本章，我无暇讨论这四大文化的形成过程及相互交流的情况，只就印度佛教文化的北传与东渐略作
介绍，以说明汉传佛教信仰的源头。
　　第一节　佛教的故乡　　佛教的故乡在印度的恒河流域。
　　佛教是佛家学说的宗教化。
　　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恒河流域，兴起了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佛家学说应运而
生。
印度人把学术派别称为“师”，如佛教典籍里就把沙门思潮各派通称为“六师”，实际上，应加上佛
家，称为“沙门七师”才对；而中国人则把学术派别称为“家”。
用印度人的话来说，佛家应称为“四谛论师”，而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四谛论师就称为“佛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常用“佛家”这一术语来研究沙门思潮里的四谛论师学说，也就是传统学者所
说的原始佛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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