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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自传人中国，至今2000余年，作为制度化的宗教，在组织上蓬勃发展，在思想理论上的诠释也层出
不穷；尤其自宋以下，佛教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
思想家游走儒、释之间，士大夫玩习庄、禅，风流余泽，丰富了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虽然，佛教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同样需要坚固信仰，以凝结教团而求其发展，觉悟的追求异化为
对十方诸佛的顶礼膜拜，而求福田和瑞应；但是，佛教毕竟以“觉悟”为终极追求，表现了高度理性
思辨的哲学特征。
初传与鼎盛时期，中国思想家也多在佛门，至少同佛门有着割不断的思想上的纠葛；西行求法，也不
同于基督、伊斯兰教礼拜耶路撒冷、麦加，而在于学问。
正因为如此，近代思想家一再强调，“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思想的广泛渗透也导致其自身由
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之间，至20世纪，以科学理性为显著学术特征的知识分子，公然与往圣大德同气
相求，而研究佛学。
他们弄潮涛头，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使命，以科学和理性的学术精神，考校史迹，辨析源流，厘正
文献，梳寻义理，“同情理解，广搜精求”，续佛慧命。
显而易见，近百年的佛教研究，是建立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佛教哲
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也就堂而皇之登上“赛先生”的讲台，作为系统的学术思想也在百年的科学
领域焕发异彩。
    本书深入系统的分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传入的历史，根据大量史料、经过认真详实的
考证，总结出佛教思想传入中国的思想演变。
该书特别注意阐述外来印度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在中国从依附于中土文化，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而发生
矛盾和融合，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以至于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
此书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
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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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
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
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
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
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
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到唐
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
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
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
、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
由于他对佛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
》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
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已出版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包括
《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等）、《印度哲学史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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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九章　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　　自汉之末叶，直讫刘宋初年，中国佛典之最流行者，当为《般
若经》。
即以翻译言之，亦译本甚多。
最早者为支娄迦谶之十卷《道行》。
《放光》、《光赞》，同为《大品》。
《光赞》东晋时得释道安之表彰，乃稍流传，而《放光》于西晋即已行世。
及罗什入长安，重译大小品，盛弘性空典籍，此学遂如日中天。
然《般若》之始盛，远在什公以前。
而其所以盛之故，则在当时以《老》、《庄》、《般若》并谈。
玄理既盛于正始之后，《般若》乃附之以光大。
据牟子《理惑论》及《大明度经注》等，均援用流行之《老》、《庄》玄理，则此事导源甚早。
释道安《鼻奈耶序》曰：“经流秦土，有自来矣。
随天竺沙门所持来经，遇而便出。
于十二部，《毗日罗》（《方等》）部最多。
以斯邦人《老》、《庄》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
”兹章所述，即在掇拾罗什以前，《般若》流行之事实学说。
盖在此时代，中国学术实生一大变动，而般若学为其主力之一也。
吾称此时代为释道安时代者，盖安公用力最勤，后世推为正宗也。
又表彰斯经诸人，考其年代，多与安公同时，在其前者甚少。
据《祐录》道安《渐备经书叙》，谓“《大品》（《祐录》八道安《般若钞序》，言及胡大品。
《祐录》十，僧伽罗刹《所集经后序》，言及安公《大品序》。
其时《大品》者，指《放光经》）出后，先出诸公，略不综习，深可为恨。
但《大品》顷来，东西诸讲习，无不以为业”。
此可证在安公时，《般若》研究乃大盛也。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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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