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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安佛典与长安佛学举要》一书系张岂之先生、赵馥洁先生任学术顾问，田文棠先生主编的《长安
礼学文库》（第一辑）5本中一本。
全书25万字，着重研究长安各种佛典与长安佛学的内在关联，侧重从长安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研究长
安佛学。
作者力图建立长安佛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即从长安佛学同先秦、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关联
来说明长安佛学在长安思想发展史的地位、作用、发展历程以及长安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途径和理论表
现形式。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取经典分析方法，即采用长安佛典某一类型的经典为代表，进行细致、严格的
分析，由此得出既典型又带有普遍性的结论。
作者在书中致力于历史的、哲学的、文献的综合考察方法，并力图做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由此综合
而又纲要性地全面考察长安佛学。

作者在本书中，力图展现的核心观点是：长安佛学具有极高的思辨性和理性，而长安佛学的理性使之
同南方佛教的禅宗得以区分，长安从来不是禅宗盛行的地区；长安佛学的创造性解释，这是中国佛学
，特别是宗派佛学的共同特征，但其产生（鸠摩罗什门下）和光大（以华严佛学为代表）都同长安佛
学密不可分；长安佛学的批判性和包容并蓄，这是盛唐文化的特征，长安佛学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长安佛学的学术性和民众化密切结合，这是由长安佛教盛行的历史阶段帝王的支持、高僧的学术活动
和佛教实践、民众的信仰和参与共同实现的；长安佛学蕴含着丰富的普世价值和学术对话的价值，佛
教作为外来文化在同传统文化的尖锐冲突和对立中，通过理性的学术批评和自我调适，适应中国社会
的需求，达到同社会总体、主流价值观的和谐，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并保留自己的独特文化，本
身就是人类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对当代世界的宗教对话和文化对话提供了值得挖掘的宝贵文化遗产
。

本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文化的角度重新阐释长安佛学的根本特征，这个特征不是抽象地从原则出发，而是通过从原
典的细致分析而概括得出的结论；
（2）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概括了长安佛典翻译的方方面面，这应该是本书的一个重大贡献；
（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长安佛学（将范围严格地限制在长安佛学范围内）的典籍分为译典、
经序、“论衡”（护教）、经录、教史、注疏、撰述等七类，全书并在此七类的基础上对长安佛学展
开分析，从不同侧面考察长安佛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作者对长安佛学研究范围、对象、研究方法所做
的初步尝试；
（4）在对“经序”的分析中，作者在对经序类典籍的分析中，试图勾画长安佛学在不同历史阶段佛
学所关注的不同内容，其中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写作过程的深层分析，揭示了唐
代三教关系的基调和走向，重新阐释了玄奘翻译经典的历程和唐代帝王对佛典翻译工作的定位，当属
学术上的一大突破；
（5）书中对隋代三部佛典经录的分析，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此类研究的空白；
（6）对唐代道宣的《续高僧传》几个“总论”的分析，特别是“义理总论”的分析，对揭示长安佛
学特有的理性特征有新的论证；
（7）对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第一卷的分析中，最细致地分析了华严佛学的理论出发点，对于华
严佛学的诸如“缘起根据”、体用关系、解释学特征等做了全新的探索；
（8）对佛学“判教”理论的界定、理论结构、特征、意义做了全新的阐释；
（9）通过对唯识宗和华严宗判教理论的分析，得出了中国佛教判教理论围绕“佛性”理论展开和论
述，“判教”和“佛性”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的重大结论，由此出发重新阐释判教理
论和佛性理论有可能使得佛教中国化的课题走向深入和全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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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对唯识宗判教理论的分析中，批判了近年来学界将其简单化为机械的“三时教”的理论，强
调唯识宗“三时教”判教理论的不同表述形式，是“时”、“理”、“机”的有机结合，自身有着理
论自觉和发展历程，反对将其简单化为印度瑜伽学派非判教理论的“三时教”的重复。
并由此展开对“印度佛教无判教”说的全面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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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兰天，男，陕西富平人。
先后在西北政法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佛学研究，独立编著《佛遗教三经》，参与编著《佛典辑要》、《易学大辞
典》等著作。
发表论文多篇。
上个世纪90年代曾在西藏自治区广播局等单位援藏多年，所撰写的新闻评论和通讯多次获得国家级、
省部级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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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全书分8章30节，共计54目，从大的结构上分为四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部分：第1、2章主要分析长
安佛学的佛典翻译的成就、特点、翻译理论以及对中国佛教的影响；第3—4章分别从经序、护教、经
录、教史等四个方面阐述长安佛学的不同理论侧重点，从长安佛学经典的不同形式出发揭示其同传统
文化的的关系，尝试说明传统文化对长安佛学的学说形式、理论特点、伦理方向诸方面的全面影响；
第5章着重分析唐代华严宗学者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第一卷，作者认为这是集注疏和撰述为一体
的长安佛学代表性著作，可以从多方面体现、代表长安佛学的理性特征；第6—8章考察长安佛学的判
教理论，并以唯识宗和华严宗的判教理论为代表，试图阐明长安佛学中国化的内在理路，并进而揭示
长安佛学的理论构造方式和价值观的核心，解释长安佛教以判教和佛性为中心的中国化佛教理论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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