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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作为一种域外的宗教，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汉译经典来实现的。
这些经典累世而积，便构成了卷帙浩繁的汉译大藏经。
本书即是作者长期披辨和研究汉译佛教经典、着力厘清繁杂佛教哲学的精要之作。
全书共分两卷：上卷“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经典”，主要分析了佛教早中期形成的基础
教义、基本概念及诸经典；下卷“大乘佛教思潮和大乘佛教经典”，主要分析了大乘思潮以及对中国
佛教影响深远的大乘诸经典。
本书与以往所出的同类著作相比，在研究方法上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坚持“以历史说明宗教，而非
以宗教说明历史”的方法，努力挖掘各种佛学思潮形成及发展的历史根源；二是努力把佛学作为一个
整体，并从佛学本身出发，勾勒佛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三是以丰富的文本为基础，努力还佛学之
真面目。
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得到了评审委员会的高度评介，其鉴定意见中说：“本成果在研究思路
和方法上完全是创新的，是迄今为止此类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项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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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继文，佛教史专家。
山东崂山（今青岛）人。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历任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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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式：“三界”和“四劫”    第二节 人类“本原”论和人生“缘起”说    第三节 论人的本质和人生的
本质：“无常”、“无我”、“空”及“苦”    第四节 “因缘和合”和基本元素论：“蕴、处、界” 
  第五节 佛教的宗教观和价值观：“业报”与“涅槃”    第六节 通向涅槃之路：修道与道果    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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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历史图景    第五节 《长阿含经》关于佛和世界的格式化以及驳难“外道”、“异见”  第三章  
部派佛教概略  第四章  说一切有部的发展线索和主要论著  第五章  论有部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有部的
方法论特征    第二节 论认识的条件和认识的结构    第三节 “心所法”建立的心理系统    第四节 论“一
切有”：多元化的本体论    第五节 “缘起”论：世界万物的产性和变化    第六节 “二谛”说：“假有
”的真实性    第七节 有部论著中的蔷萨观和大乘因素  第六章  《成实论》的宗空和厌生哲学    第一节 
背景、原则、方法    第二节 有论与无论    ⋯⋯  本卷结语下卷  大乘佛教思潮和大乘佛教经典  第一章  
大乘佛教思潮的兴起及其一般特征  第二章  大乘佛教主要经典的若干考察（一）    ——《维摩诘经》
与《妙法华经》  第三章  大乘佛教主要经典的若干考察（二）    ——《华严经》：从“光明普照”到
“入法界”的理论体系  第四章  大乘佛教主要经典的若干考察（三）    ——《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论
及其排他性  第五章  大乘佛教主要经典的若干考察（四）    ——“如来藏”及其主要经典    第六章  大
乘佛教主要经典的若干考察（五）    ——毗卢遮那佛与密乘哲学  第七章从《宝积经》到《菩萨藏经》
   ——大乘的综合与菩萨行的总结  第八章  隋唐以降最有影响和最有争议的几部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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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这不是说，大乘没有戒律，问题是它大都分散见于有关的经籍中，缺乏一个完整的戒律系统；也
有若干独立单行的戒律典籍，但不一定得到普遍的公认。
尤其是中国的某些律学家，或许对它们还有所反感，为适应中国佛教的需要，不得不自己制订一些。
有的公开宣布是自己的独创，像东晋道安“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高僧传》卷五），唐怀海
所制《禅门规式》和元代的《百丈清规》等，其约束僧众的行为与戒律的功能相同，而与部派佛教的
戒律则明显不同；有的则假托翻译，因而多被视为“疑伪”，例如《梵网经》、《菩萨璎珞本业经》
等，更与部派律典不相干，实际上却备受推崇，十分流行。
中国佛教是以大乘自居的，小乘有三藏，显得典籍很完善，大乘也不能例外，所以自隋代开始，历代
经录家都要在大乘经论之外搞出一个大乘律藏目录来，或名“大乘毗尼藏”，或称“大乘律”，至《
开元释教录》（略称《开元录》）已收入二十六部五十四卷。
但就其内容看，总不出从外来译经中摘出的若于戒文和伪造独制经戒这两个系统。
从外来译经中摘除戒文形成的典籍，主要是《菩萨戒本》（略称《戒本》）。
它只有一卷，文字不多，是《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中摘录出来的。
首先有北凉昙无谶的翻译，唐玄奘又重译单行。
另有南朝宋求那跋摩译《菩萨善戒经》（略称《戒经》）一卷，与《戒本》略有不同。
早在玄奘《瑜伽师地论》全文译出之前，其中的《菩萨地》已被翻译单独流通，也有两译：一是昙无
谶的《菩萨地持经》（略称《地持经》）八卷，一是求那跋摩的《菩萨善戒经》九卷。
上述《戒本》和《戒经》都是分别从《瑜伽师地论》中抽出来的。
由此可见，大乘本来没有独立的律藏。
我们在鸠摩罗什译介的般若中观派的经论中，就没有发现律典的踪迹，只有到了瑜伽行派才有了自己
的戒法，但也不是离开它的整体教义独自单行。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上下）>>

编辑推荐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上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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