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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改革和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社会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精神文明建设加紧进行，我国的民族
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
一些在长期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环境中形成的窒息人们思想的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无论
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学领域，都出现了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观点、新思想。
    然而，任何新思想、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以旧有思想文化为基础为前提的。
要批判继承它的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吸收并改造它的思想文化资料作为新思想文化的营养成份和
组成部分，必须对旧有的思想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
何者当借鉴？
何者当破除？
何者当改造吸收？
要做到心中有数。
对小到某个领域，某个时期和某个方面的既有的思想或文化现象，大到沿续几千年的传统的思想文化
，都应持这样的态度。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改革与开放的洪流滚滚向前的今天，竟然出现了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
、评价热。
人们用新的眼光，站在新的高度，重新研究与评价传统文化。
人们在思考着，在争论着。
结论虽不统一，但没有关系，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本身已深化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促进了社会历
史文化研究的发展。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顾反思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也发生了很大兴趣。
在一些学校，举办了佛教文化讲座。
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佛教与传统文化成了讨论的热门话题。
1986年第10期《文史知识》发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在各地书店立即被抢购一空。
这是个好现象。
作为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为此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感到压力。
为什么这样说呢？
虽然从事任何一种研究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但从事佛教研究“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当一项研究课题确定以后，要从浩如烟海的佛教图书中找出相应的资料，要花费极大气力才能把用自
成体系的艰深难懂的概念表述的佛教史实或理论，理出个头绪。
然而佛教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很少，研究者不容易被人理解。
因此，当看到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对佛教知识发生兴趣时，任何一个从事佛教研究的人都会感到高兴的
。
那么压力又何来呢？
那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佛教研究还相当的落后，与我国作为北传佛教的中心，曾创造性
地发展了大乘佛教的国家地位极不相称。
研究的人少，成果少。
该研究的没有研究，空白很多；该整理校释的佛教图书没有整理校释，可供学者方便使用的图书资料
太少。
从近代以来，虽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佛教著作行世，但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
季羡林教授在《我和佛教研究》中充满感慨地说：“我懂一些佛教历史，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
的问题。
我总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
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
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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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
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
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
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
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和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
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古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的研更为落后。
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
”（载1986年第10期《文史知识》）笔者很同意季先生的话。
作为从事佛教研究的人确实应当变压力为动力，急起直追。
当然，重要的还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既然佛教的传入曾深化了人们对人生和宇宙的思考，丰富了民族文化，那么可以相信，用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对佛教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当前正确地对待和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真正全面开展业务是在“文革”后，特别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
研究室的基本方针是以编写学术专著，编纂系统性的学术资料为主，同时开展专题研究，适当组织力
量编写普及性的佛教知识读物。
齐鲁书社去年初到世界宗教研究所约稿，希望佛教研究室能组织人编写一本普及性的佛教知识的书，
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我们研究后决定将编写此书列入室的科研计划。
    本书仅向读者介绍佛教的一般性的知识。
尽可能做到全面、系统。
内容包括佛教的基本教义、重要的历史人物、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概史、以中国为中心的北传佛教的重
要派别、佛教基本典籍、佛教艺术等方面。
在表述上尽可能通俗。
采用问答体，根据问题难易各条目写的篇幅长短不一。
佛教的专门术语太多，有些很不好懂。
虽在叙述中有意回避。
但既然介绍的是佛教，难免要运用相当多的佛教术语。
因为在行文中不可能一一详加解释，有些读者在读到这些地方时可能会有“钉子”的感觉。
从整体看，读者碰到这种地方跳过去读也无妨大局。
如果有兴趣，可查阅《宗教词典》或其它辞书。
如果本书能对读者有所裨益，我们将感到由衷高兴。
    参加本书执笔的不全是佛教研究室的同志。
其中《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的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燕生、湘潭大学的何云、青海社会
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的吕建福等同志，都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年轻的佛学研究者。
他们承担了本书的大部分。
    本书在编写中参考了国内外很多著作，限于篇幅和体裁而未能在书中一一注出，借此机会谨向这些
著作的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
本书是多人执笔，虽经通读和修改，但各部分笔调和文风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
无论是编排还是叙述，肯定有失当乃至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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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什么是真如？
什么是法性、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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