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宗统与法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宗统与法统>>

13位ISBN编号：9787218067209

10位ISBN编号：7218067204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叶德荣

页数：47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宗统与法统>>

前言

　　由于一份美好的因缘，我在嵩山少林寺曾经工作了15个年头。
这15年的工作经历，使我很自然地对少林寺产生了感情，于是也很自然地对少林寺的未来有所思虑。
这种思虑积淀下来，便成了本书写作的内在动力。
　　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东亚地区，是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
佛教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个体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它不仅提升了人类历史文化品质，而且已经成为推
动当代和未来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佛教传人中国后，佛教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佛教。
这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历史过程，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
它是中国的宝贵经历，也是人类的宝贵经历。
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回顾、思索这一历史过程，都会获得有益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是礼制文化。
中国礼制是以血缘群体与其父系祖先联系为核心的社会生活秩序体系，是中国传统家族为了生存、发
展而形成的一整套生活制度。
它在周代已经确立、并经过历代的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的统率成员、调配资源的组织功能。
佛教传人中国后，在中国礼制社会环境中采取相应的生存、发展策略，自觉地走上了礼制化道路，这
是中国佛教历史最基本的面相。
在我看来，宋儒倡导的庶族礼制普行以来，佛教寺院的宗统制度和法统制度，与世俗社会的宗统制度
和学统制度，在基本面上已无本质区别。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将佛教视为中国礼制文化的一部分，置于社会学的框架内，尝试以中国汉地社会
传统的礼制知识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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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统与法统：以嵩山少林寺为中心》尝试以中国汉地社会本有的传统礼学立场和知识，通过引
入“宗统”（指僧人出家剃度时的师徒传承关系）和“法统”（指僧人学习佛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师
徒传承关系）两个概念，对嵩山少林寺自元代至民国近800年的宗统和元代至清初400多年的法统结构
及其演变，进行整体性描述，呈现中国佛教礼制化的实态，并由此探讨：一、汉地佛教文化与汉地社
会传统的礼制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二、汉地佛教主体宗统和法统的关系变化与汉地佛教兴衰之
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
《宗统与法统：以嵩山少林寺为中心》对于汉地佛教文化主体——僧人群体内部宗统、法统结构的专
注，拓展了传统佛教学术研究的视野，希望有益于读者对中国汉地佛教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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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翻看诸家灯录，如果我们对汉地禅宗寺院的宗统传承有所了解，就很容易看出，明嘉靖以前，禅
宗各宗派的法统与宗统的关系是交叉的；明嘉靖以来，法统与宗统的关系开始重合。
这是汉地佛教兴衰的关节点之一。
如果法统与宗统的关系是交叉的，各宗派之间相互容纳，相互激荡，活力充沛，表现为开宗立派的局
面。
如果法统与宗统的关系重合，那么，各宗派之间相互排斥，自限门户，保守衰退，故起僧诤。
法统和宗统的合流，已经标志着汉地佛教走向衰落。
法统和宗统合流后而发生的围绕严统、争统的僧诤，更是汉地佛教的可悲。
严统、争统的目的是身份和权力。
如果佛教界的僧诤，不是为了佛法的结集和提高，而是为了外在的身份和权力，那么，宗教的品质就
丧失了。
　　僧伽，梵文原义指和合众，为出家僧众共住制度。
其生活方式的来源，有神学传统文化的背景。
若依世俗社会常理来理解，人类生命个体出家，放弃世俗生活，放弃血缘群体的宗统传承，就是为了
营造更有利于修行的生活空间，创造更多的修行时间，以期更有效地体证佛说的人生真谛，进入佛说
的觉悟境界。
出家作为修行生活方式，是超越了以血缘群体宗统传承为核心价值观的汉地传统礼制社会的生活方式
。
所以，在佛教传人汉地早期，就遇到了关于“出家不孝”的舆论阻力。
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生活方式，努力融人以血缘群体宗统传承为核心价值观的汉地传统礼制社会，实
为中国汉地佛教形态演变过程的最重要表征。
随着汉地社会宗统制度自王族、到士族、再到庶族的逐步完善，中国汉地佛教也走完了宗统化的历史
。
明清以来，中国汉地佛教在主体制度层面所表现出来的法统与宗统重合现象，渐渐丧失活力，确与汉
地传统礼制社会的大环境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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