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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欧美地区我们都能耳熟能详，但是对欧美的佛教，我们未必所知。
佛教属于东方社会的传统民族宗教，已经在亚洲地区流传了2000余年。
欧美是西方国家，那里流传的是传统的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但是如今这种格局已经改变，因为佛教传
到了这一地区。
　　宗教是一种很特殊的信仰与文化体系，它既有牢固的民族性与地方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
传播性。
特别是传播性对宗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了宗教徒信仰的使命感与传教热情，才使世界各国
的宗教发生了位移与变化。
如今在世界上各种宗教相互并立在一个地区，大家共同发展的情形已经屡见不鲜，可以预测，随着全
球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宗教文化交叉与融合的趋势必会进一步增强。
　　传播宗教的因素很多，一般说来，有藉靠武力而进行的，也有采用和平手段而进行的。
但是在欧美地区传播佛教，就很特别，因为它既有东方国家移民将原住国的宗教带进去的事实，也与
西方学者研究东方宗教之后，其学术成果影响了世人的思想有关，这在佛教传入欧美的历史过程中表
现得尤其明显。
　　我们研究宗教，不仅仅要研究它的历史与理论，对它的传播史也要下深入的功夫去考察和深索。
宗教是一种信仰，既是信仰就要有人去信，传播宗教就是传播信仰，就是要让人起信。
欧美地区一直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是基督教文明的发源地，整个社会与社区人们的生活始终与
基督教文明有关，如何把佛教传人这一两方基督教文明根深蒂固的地区，这正是我们所要了解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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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归纳了欧美佛教研究的五个学术传统，即：印度学、巴利语、汉学与藏学传统，以及头绪繁多的
中亚西域研究传统。
这种归纳几乎涵盖了佛教研究的所有领域，既扼要介绍世界佛教的分布及学术研究的梗概，又给国内
的同仁提供了资讯，使大家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大致了解西方已有的学术成果。
    通过本书的细致梳理，佛教在西方学界的形象变化得以显现：19世纪末，西方人眼里的佛教是异教
，在学术研究上附庸于印度学。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佛教研究在欧美各国都有了独立的学术地位，成为超克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思
想资源；而且，欧美佛教团体积极入世，出现了“参与佛教”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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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佛教研究日趋繁荣，欧美佛教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北美。
这种局面当然会使欧洲学者黯然神伤。
法国汉学曾是巴黎这个欧洲东方学之都的骄傲，但到了80年代，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无论是在质上
还是在量上都已远远超过了法国同行。
有位法国教授无奈地说：“欧洲开始自我怀疑，失去自信，甚至影响到19世纪以来之学院传统，汉学
方面亦须放弃已往之欧洲中心成见，必须重新考虑研究对象，更须自谦、真实与同情。
不久，美国大学汉学中心将使古老欧洲研究机构渐渐减色。
”这一时期，北美学者在西方佛教学术界明显占据主流地位，西方的佛教学术中心正式从欧洲转移到
了美国，不少欧洲培养的学者也到美国任教谋职，像英国的鲁埃格（David Seyfort Ruegg）、法国的傅
瑞早已是蜚声美国学界的著名学者。
　　现在美国每年出版的佛教论著数量超过了欧洲各国的总和，美加地区提供的佛教研究的大学教职
及其培养的研究生，也远远超出整个欧洲。
学术中心地位的转移，给传统的佛教研究带来崭新的研究方法。
北美这块新大陆，在老牌欧洲面前表现出它的学术优势，一边继续扩展佛教研究的领地，佛教研究成
了一门兼跨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一边在反省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佛教研究方法。
这就是1980年以来美国佛教研究的多元展开与方法反省，是欧美佛教研究的第四个阶段。
　　北美佛教学术界是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学者组成，他们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几乎包括所
有的佛教传统。
因此，比起此前的欧洲佛教研究，北美佛教研究的力量分布明显合理，不再单纯强调印度佛教、南传
佛教，而对汉传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超过了对印度
佛教的研究。
藏传佛教的研究持续升温，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学者。
70年代是美国佛教研究的分水岭，美国从此有了自己的学术传统，社会史或人类学成为他们重要的研
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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