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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佛学》是中国佛学院主办的综合性佛学研究学术刊物，它的宗旨是展现以中国佛学院为主，兼
顾与佛教学术研究相关的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促进教内外学术交流。
《中国佛学》(总第28期)收录教内外、学术界专家文章34篇，涉及汉传佛教、部派佛教、藏传佛教、
行脚参方四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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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继往开来丕振宗风&mdash;&mdash;在首届中华佛教宗风论坛开幕式上的?辞汉传佛教(一)教史研究慧能
的劝善止恶伦理思想试析道生生卒事迹略考慧远的&ldquo;心无义&rdquo;与&ldquo;不敬论&rdquo;二佛
并世日月同辉&mdash;&mdash;梵净山佛教信仰结构解析高僧法显狮子国之行对后学的影
响&mdash;&mdash;纪念法显法师赴斯里兰卡1600年&ldquo;蒋山法会&rdquo;与明太祖对瑜伽教的整顿
鸠摩罗什故里&ldquo;龟兹&rdquo;文化遗迹考古代西域与突厥?佛教中国佛教经录之大概试论宗赜的《
禅苑清规》及其思想特色论作为表现的汉代佛教之道术化&mdash;&mdash;依佛法来观照汉代佛教之道
术化的特征《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在中国的传译庐山慧远的三教关系思想(二)义学研究龙树中
观哲学的演变与发展《中观心论》与《思择炎》所传数论思想释读《法华经》六番神咒之&ldquo;药王
菩萨所说咒&rdquo;法相唯识学概念体系?究文字禅的特点与形式&mdash;&mdash;以《颂古百则》及《
碧岩录》为例《百论》破邪方法研究华严念佛观试析吉藏大师对&ldquo;八不&rdquo;思想重视的原因
智者大师的放生思想及其影响&mdash;&mdash;兼对当前佛教界放生现象的思考(三)佛教与传统文化太
虚大师倡导&ldquo;人间佛教&rdquo;的时代性语言其实不重要或不那么重要&mdash;&mdash;儒佛道三
教对语言的看法部派佛教试析说一?有部的三摩地与散乱他心智的知心差别初探&mdash;&mdash;以说
一切有部为例藏传佛教诺那活佛与贡噶活佛中国藏传佛教研究60年行脚参方朝天竺记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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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佛教讲的“归依”具有礼敬、归投、依伏、依托的意思，归依佛、法、僧三宝，就是归依佛
教，就是虔诚地信奉、礼敬和依仗佛教。
慧能侧重从思想转变上讲归依。
既然归依自性法身佛，就应转变心态，所谓“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归依”，“自悟自修，即名归
依也”。
这里包含了对道德修养的要求，即要将一切不善的、不清净的心念加以清除，在行为上制止一切不善
的行为，以形成与自性法身佛相适应的精神环境，才能归依法身佛。
慧能在领信众归依“自性三宝”时，对归依佛有这样一段解释：“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
，离财离色，名两足尊（按：指人中之尊）。
”这里同样将归依佛与道德修养联系了起来。
所谓“少欲知足，离财离色”，正是佛教伦理的基本要求。
慧能还借机发挥说，地狱、天堂、畜生、菩萨、上界、下方，皆是众生心态和精神境界造成的：“思
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
”，以此激励人们向善止恶，以慈悲、智慧来利益人群，造福社会。
他说报身佛是心性的念善为善的功能，化身佛是心性的应变思量的功能，皆未离开自性。
关于无相忏悔，在敦煌本《六祖坛经》，中是这样记述的：今既发四弘誓愿讫，与善知识无相忏悔，
灭三世罪障。
大师言：善知识，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恶行一时[除），自性若除即是忏。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除却从前矫诳心，永断名为自性忏。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疫染，除却从前嫉妒心，自性若除即是忏。
佛教将能够引起各种过错乃至罪恶、人生种种烦恼痛苦和招致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贪、嗔、痴
，称之为三毒。
佛教的道德修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围绕克制乃至最后断除贪、嗔、痴而进行的。
在这一点上，佛教的道德修行与以解脱成佛为最高目标的修行是一致的。
所谓“无相忏悔”，并不要求对照佛教戒律检查违犯过什么戒条，进行忏悔，而是从佛教道德的整体
高度，要求信众确立终生不受贪、嗔、痴的影响，除却愚迷、矫诳、嫉妒等等思想，以免招致过错和
做出各种恶行。
慧能对忏悔解释说：“忏者，终身不作；悔者，知于前非。
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
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他向信众强调的是终生不作恶业，并且应做到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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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佛学(总第28期)(2010年)》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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