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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产生的，它于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古代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
佛教产生后，在释迦牟尼住世和示寂后的一二百年间，佛教的传播尚未超出恒河流域。
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皈依佛教，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派出了大量的传教人员到印度
各地及其邻国传播佛教，这样，佛教开始跨越印度国境向印度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传播。
　　印度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传人中国汉地的，纵观佛教在中国古代汉地的传播历史，可以分为初
传期、传播发展期、传播鼎盛期、传播产果期4个历史阶段：　　两汉至东晋时期是佛教在中国汉地
的初传期。
东汉佛教的传播，开始主要在宫廷中流传，到东汉末期桓、灵二帝时代，随着西域佛教学者如安世高
、支娄迦谶等的相继来华，译事渐盛，法事渐兴。
三国时期，佛教戒律传人中国，开中土依戒律受戒之先河；朱士行西行求法，是中国沙门西行求法的
第一人；在佛经翻译方面，当时的洛阳和建业分别成了北方和南方的译经中心及佛教的传播中心。
西晋时期，随着佛经汉译的发展，教义的弘传，佛教的流传区域渐次拓展开来，佛教信仰者也逐渐增
多。
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以及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佛教的传播获得了肥沃的
土壤。
这一时期佛教的传播形成南北两大区域，多个佛教弘传中心，在佛经的汉译、佛教信仰和行持、佛教
的翻译文学和偈颂诗文、佛教造像、绘画艺术等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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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论》以史为经、以论为纬，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历史分期，用大量详实
丰富的史料，从纵横两方面全面系统阐述印度佛教在中国汉地的传播历史、传播方式及传播策略。
《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论》不仅有利于帮助人们解读佛教何以在中国汉地成功传播发展，而且能
使人们认识到不同文化间只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才能创造出一个和谐交融的文化传播环境，同时
，传受双方互相适应，换位思考，才会在文化传播中达到共同发展，从而为当今不同地域文化的传播
与交流带来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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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佛教在印度的产生与对外传播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古代印度，佛教在印度
的产生既离不开当时印度的客观社会环境，也离不开释迦牟尼本人的创教努力。
佛教产生后，在释迦牟尼住世和示寂后的一二百年间，佛教的传播尚未超过恒河流域。
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皈依佛教，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派出了大量的传教人员到印度
各地及其邻国传播佛教，这样，佛教开始跨越印度国境向印度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传播。
　　第一节古代印度的地理环境对印度　　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古代印度范围包括现在印度、巴基
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锡金、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八国，相当于今天的南亚次大陆。
“印度”这个名字，是外国人对南亚次大陆上所有部落和国家的泛称。
为什么要采用“印度”这个名称呢？
据玄奘说，印度这个词的本义是月亮，众生在世界上无限轮回，就好比始终生活在长夜中，亏得在印
度这一佛国不断出现一些圣贤，可以指导众生走向解脱的道路，就像月亮照耀着黑夜，所以把这块土
地称为“印度”，也就是“月亮国”。
但也有学者认为，“印度”一词来源于印度河，古代有随河称名的习惯，外国人到南亚次大陆，首先
遇到的大河是印度河，印度河的梵文名字作“信度”（sindhu），所以把这块土地称为印度。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所著《历史》一书中，第一次把印度河以东的广大地区称为印度。
比较起来，玄奘的说法是一种从宗教立场出发的民俗学解释，而后一种说法可能更加符合实际。
在中国，“印度”这个名词是唐朝才出现的，唐玄奘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开始改译为“印度”
。
唐之前，中国史籍《史记》、《汉书》称印度为“身毒”，《后汉书》称之为“天竺”。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译名，如《续高僧传》称之为“贤豆”。
其实“身毒”、“天竺”、“贤豆”都是“信度”的异译。
　　南亚次大陆地理形态北宽南窄，好像一个倒三角形，有人把它比作乳牛丰满的乳房，并说斯里兰
卡岛就像是从这个乳房挤出来的一滴丰腴的乳珠。
其地理环境北依喜马拉雅山，东临孟加拉湾，南临印度洋，西临阿拉伯海，三面环海，一面靠山不仅
使印度有总长约五千多公里的海岸线，而且使它在地理上形成一个单独的区域。
就其地貌而言，南亚次大陆分为北、中、南三部分：北部是高山喜马拉雅山，这里高峰耸立，终年积
雪，气候严寒，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中部是平原，由恒河、印度河、朱木那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冲
积而成，这里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交通便利，是经济最发达，人
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印度历史上重大事变的主要舞台；南部是德干高原，这里气候炎热，有富饶的
森林和矿藏，高原两侧的沿海平原雨量充沛，适于农耕，也有利于发展工商业。
由于在中部平原与南部德干高原之问，横亘着连绵的文迪亚山，使印度分为南北两个具有明显差别的
地理单位，文迪亚山中虽然有些山口通道可以沟通南北的交通往来，但困难的交通还是使得南北往来
受阻，加上其他种种条件，使得南北印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上呈现种种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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