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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晋胡汉佛教论稿》由叶德荣著，由于我们采用了民族关系史的视角，故在传统的佛教经典本位叙
述中被遮蔽的问题，遂凸显了出来，如佛教与汉晋时期中原国家与西域诸国之间朝贡秩序的关系，西
域佛教传播汉地社会过程中的跨种族传播途径或机制，以及由此而来的汉传佛教史的分期、形态和性
质等等。
《汉晋胡汉佛教论稿》的内容，大体上是围绕上述诸问题展开的。
全书共分3编12章，由12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专题统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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