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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几年，一位学生按期给我寄送《福建画报》，随手翻过，常常随手弃之，没有刻意存留。
其实，这份画刊图文并茂，而且登过我的一幅大照片，我是很喜欢的，只是书满为患，不得不割爱。
但是，2004年第7期的那一期至今却仍然摆放在我的书架上，而且是在显眼的位置。
在这期“感受福建”的栏目里，刊载了越南比丘尼来福建师范大学求学的五幅照片，各占1／2码的有
两幅，一幅是越南留学生们走在高楼林立的福州街头，一幅是留学生正在和他们的中国同学相互切磋
。
另外三幅版面小一点，分别是：释慧莲和她的留学生同伴在福建师范大学校门的留影，李小荣教授神
采飞扬正在给留学的硕士生上课，另一幅是我在指导博士生释慧莲读书（和慧莲一起听课的是来自安
徽的博士生）。
释慧莲是我招收的第二个境外学生，也是第一个国外的留学生。
她在广西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2002年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继续读博士学位，专攻魏晋南北
朝文学。
能不能指导好她的论文，我没有把握，首先是她汉语程度到底怎样？
这一点，和慧莲几次接触之后，顾虑很快就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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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先是依附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术、玄学，至东晋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
步融合，影响遍及全国。
当时，无论在文化或思想上，佛教逐渐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之中。
特别是佛教深入到士大夫阶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东晋文人的诗歌和文学创作。
东晋的玄言诗、山水诗、佛理诗中都可以见到佛教的宗教理想和佛学理论独特的思维方式。
佛经故事丰富的想象力，佛教宣扬的神通变化尤其是当时流行的观音感应故事，为中国古典小说带来
了新的生命力，拓展了新的叙事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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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释慧莲，玄宗女贵莲（释慧莲），籍贯越南。
1960年7月生，1992年毕业于越南胡志明市第二届佛学大学（今越南胡志明市佛学院），获佛教学士学
位。
1 993年毕业于越南胡志明市综合大学（今越南胡志明市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获语文学士学位。
2002年师从王志英教授，研习中国古代汉语，于中国桂林市广蹰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5年师从陈庆元教授，研习中国古代文学，于中国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曾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散文、译著若干篇。
现任越南胡志明市佛学院中日韩佛教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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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僧肇生当玄学流行、佛教初盛、“六家七宗”纷纷以玄解佛之时。
这时僧肇极力弘扬印度龙树菩萨等人开创的大乘中观学，用中国语言文字介绍了佛教般若空宗的思想
，以有无双遣、不落两边的理论姿态，借其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之思辨方法，批判般若三宗，间接地
总结了魏晋玄学的各种流派，促进了中国哲学思维的发展。
他把魏晋佛学与玄学的合流推向了顶峰，也标志着玄佛合流的终结，使中国佛学摆脱依附于玄学的局
面，并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四　慧远及其结社念佛中国佛教史上有两位著名的慧远，一位是东晋的庐山慧远，另一位是隋代的净
影寺慧远。
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是庐山慧远。
当时南方东晋的佛教，以庐山和建康两地最盛，尤其是慧远所主持的东林寺，成为东晋后期南方佛教
的中心。
慧远以他坚定的宗教信念、崇高的人格，提升了沙门的社会地位；他在庐山结社念佛，组织译场，著
书立说，协调佛教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佛教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
和宗教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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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完成本书之时，如释重负。
回想起三年来在中国福建师范大学的留学生活，紧张而又充实。
值得欣慰的是，我感到问心无愧，因为我没有碌碌无为地度过这短暂而重要的三年。
毕业在即，各种心潮在脚中翻滚，毕业论文完成之后的舒心，与师友离别的惆怅，对已逝时光的怀念
，对未来的憧憬⋯⋯当然，在心中激荡的更多的是深深的感激。
一篇论文的完成，得力于众多师长朋友的帮助，无论这些帮助有形无形，种种恩惠均不是一时一刻可
以报答完的，所以借着本书完成之机，先以简短的言辞，表达内心无限的感激。
本书的完成，首先要向导师陈庆元教授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
在三年就读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中，老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指导和关心。
老师深厚渊博的学术涵养，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和宽厚待人的品格，都深深地影响着我。
在做人和治学上都给了我许多的教益与启迪，使我获益匪浅，终生铭记，无以为报！
我深知惟有努力学习，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才是对师恩最大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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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晋佛教思想与文学研究》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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