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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影响中国近代革新思潮最显著的佛教派别大体有三个：一个是唯识宗，一个是净土宗，另有一个
就是华严宗。
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章太炎、杨度等人物的思想历程中，都可以看出这三派或明或隐的痕
迹。
　　净土是佛教的理想国，折射着人们对浊世的厌恶和不满，蕴含着变革现状的动因，其成为近代改
革家建设未来的重要素材之一，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唯识与华严，均以典籍浩瀚、哲学烦琐著称，为什么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动期，
还会被吸收成为一种自强进取的因素和鼓舞斗志的力量，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之一。
　　我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
就接受这些影响的革新家们言，他们受自身社会条件的限制，必须从既有的思想资料出发，用以解释
现实，解释历史，也重新解释了那些资料本身。
就这两个佛教派别自身言，在近代再度发生作用，自有其内在不朽的一面。
从佛教史的角度，这一面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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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创始人是唐代法藏。
因依《华严经》立宗而称“华严宗”，又称“贤首宗”、“法界宗”。
本书分八章，围绕从“华严经学”到“华严宗学”，再到“禅宗中的华严学”的转变过程这条主线，
系统梳理华严宗历史和理论形成、发展、演变、衰微和终结的脉络，揭示宗教与政治、文化等的关联
，探讨研究华严宗理论体系、名词术语、重要典籍和历代高僧。
作者长期从事佛学研究，成果丰硕。
本书资料丰富，论证严密，学术视野广阔，多有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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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道儒，男，1955年10月15日出生，河北景县人。
1981年12月大学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1984年12月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1985年1月
至1987年9月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
1990年6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1990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
1992年8月任副研究员，1998年8月任研究员。
1999年至2000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研究。
2002年6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2年9月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指导教师。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佛教研究室主任。
主要著作：《中国华严宗通史》、《宋代禅宗文化》、《白话坛经》、《禅宗无门关》及《佛教史》
（合著）、《中国禅宗通史》（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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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理论转型　　一、北魏《华严》研究诸传说　　二、地论派组织结构与政治品格　　三、形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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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在论系华严与吉藏　第四节　法顺及其华严禅观　第五节　智俨与华严宗学说体系的形
成第四章　华严新说与分支第五章　华严哲学的终结与禅化过程第六章　宋代华严与禅净教融合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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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华严典籍与华严经学　　第一节　华严经学的原初形态　　华严典籍是大乘佛教经典的
一个部类，由三部分组成：其一，不同时代和地区产生的众多独立流行的小经，史称“支品”；其二
，在系统整理和修改众多单行小经基础上形成的汇集本，史称“本部”；其三，程度不同地受“支品
”或“本部”学说影响，但主要内容又与之有别的一类经典，史称“眷属经”。
　　以华严典籍为载体的华严经学说，是继早期般若学之后出现的大乘佛教思潮，约发端于公元一世
纪，基本定型于公元三世纪末。
它既有兼容并蓄此前一切佛教遗产的倾向，又有突出华严理论个性的特征。
总体说来，华严经学说以印度佛教文化为主干，融合中国文化，并带有波斯文化的若干痕迹，是东西
方文化在我国新疆地区交融的产物。
　　从东汉末到东晋的二百多年间，众多华严类单行经从古印度经西域流入我国内地，主要由大月氏
人或其后裔传译。
早于“华严本部”出现的一些“华严支品”小经，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华严经学说的原初形态及其产生
、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脉络。
　　一、《兜沙经》与华严学的发端　　现存最古的汉译华严典籍，是后汉支娄迦谶（简称支谶）所
译的《兜沙经》。
支谶是大月氏人，汉桓帝末年到达洛阳，于灵帝光和到中平年间（178—189）从事译经。
他以传译大乘般若经典为主，所译《般若道行品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比较流行
。
到东晋道安时代，包括《兜沙经》在内的十余部经，已因“岁久无录”而不明译者。
道安通过“精寻文体”，认定它们“似谶所出”（《高僧传》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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