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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台宗是最早出现的、意义完整的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影响甚大。
又名“法华宗”、“性宗”。
实际创始人为智（岂页）（538—597），因住浙江天台山，宗《法华经》，并因讲经论法，以反省观
心为主，而有诸名称。
本书分为19章，对天台宗的思想渊源、所依经典、先驱者、创建者、继承者、发展者，流变及学术纷
争，与佛教其他宗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影响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考察研究，充分
展示天台宗的学术思想特殊性、历史发展复杂性和文化哲理丰富性等，并重视与整个社会现象、文化
背景等的关联考察，以科学方法展开通史研究。
本书结构合理、观点鲜明、资料丰富、论证严谨，是一部很好的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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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桂明，1944年９月生，上海市金山县人。
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1982年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学系（导师任继愈先生）。
哲学硕士。
1982年至1984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佛学研究。
1984年至1997年供职于安徽大学哲学系。
1997年起供职于苏州大学哲学系。
现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1994年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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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导言第一章 天台宗思想渊源——大乘中观学说　第一节 以《中论》为核心的大乘中观学说
　第二节 《大智度论》的实相涅盘论第二章 天台宗所依经典——《法华经》　第一节 《法华经》的
流传和地位　第二节 《法华经》的诸法实相说　第三节 其他大乘经典的影响第三章 天台宗的先驱者
——慧文、意思禅师　第一节 北方禅法述要　第二节 慧文的禅法思想　第三节 慧思的止观实践　第
四节 慧思的末法观念　第五节 慧思的性具染净说第四章 天台宗的创建者——智颉大师　第一节 生平
和著作　第二节 止观学说体系　　一、三种止观论　　二、一心三观说　　三、圆融三谛观　　四、
一念三千说　　五、性具善恶论　第三节 止观实修法门　　一、四种三昧　　二、十乘观法　　三、
二十五方便　第四节 判教思想体系　　一、五味根机说　　二、三种教相论　　三、四教义说　　四
、教观统一论　第五节 净土信仰　第六节 忏仪制度　第七节 历史地位述论第五章 智颉事业的继承者
——灌顶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第二节 《国清百录》　第三节 灌顶的天台思想第六章 天台的“中兴
”功臣——湛然　第一节 灌顶之后的天台传承　第二节 湛然生平及其著作　第三节 “无情有性”学
说　第四节 “中兴”功臣地位的确立第七章 梁肃、柳宗元的天台居士佛教第八章 玉泉寺系统的天台
宗第九章 唐末五代的天台佛教第十章 宋代天台佛教的复兴——山家山外之争第十一章 山家山外之争
——义理分歧述论第十二章 宋代天台忏法的兴盛第十三章 宋代天台与净土的合流第十四章 孤山智圆
与儒佛关系论第十五章 《佛祖统记》与天台史学第十六章 虎溪怀则与元代天台佛教第十七章 幽溪传
灯的性善恶论第十八章 蕅益智旭与天台佛教的终结第十九章 近代天台佛教概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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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台宗思想渊源——大乘中观学说　　第一节 以《中论》为核心的大乘中观学说　　天
台宗以“教”和“学”为特色，重视一宗的学说教义，是充满思辨色彩的中国佛教宗派。
作为注重理论建设的佛教宗派，天台宗需要从印度佛教经典和论著中获得足够的理论支持。
溯本寻源，它的哲学思想渊源是大乘中观学说。
　　公元1世纪左右，印度大乘佛教运动兴起，他们把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而宣称
自己的佛教为“大乘”。
部派佛教则反唇相讥，指责大乘的教义是对正统佛教学说的篡改，提出“大乘非佛说”。
现在我们说到小乘，已无任何贬斥之意，只是说明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后，部派佛教仍在继续流行，它
们因受大乘影响而在学说上有所改变，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小乘。
此后，小乘在印度与大乘并行发展，其延续的时间大约也与大乘相始终。
　　大乘佛教是对部派佛教的继承和发展，但与部派佛教确实也有不少区别。
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佛陀观方面。
上座部佛教坚持认为，释迦牟尼是历史的教主，是一位觉者，即依靠自己的修行而觉悟的人；大乘则
在大众部佛教神化佛陀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神化佛陀，把佛陀看做崇拜的偶像，并以造型艺术加以
形象化表现，宣称“三世”、“十方”有无量数的佛。
第二，“无我”论方面。
多数部派佛教派系主张“我空法有”（即“人无我”）；大乘佛教则向前推进一步，主张更为彻底的
“我法二空”（即“二无我”）。
第三，修行目标方面。
部派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是成就阿罗汉果（Arhat，简称“罗汉”），所谓“阿罗汉”，是指灭尽烦恼
、超越生死、个体解脱的境界；大乘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是成佛，作为一般的修行者则以菩萨为理想
境界。
第四，修行方法方面。
部派佛教修习三学、八正道；大乘则提倡修行六度（六种将众生度往彼岸的方法，即：持戒、禅定、
智慧、精进、布施、忍辱）和四摄（菩萨为化导众生，使众生产生对佛教亲近和信仰之心的四事，即
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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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天台宗通史》结构合理、观点鲜明、资料丰富、论证严谨，是一部很好的学术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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