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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对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
、政治运动、社会变迁、人类生活产生着重大影响。
宗教之所以能伴随着人类历史长期存在并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是因为宗教自身有社会和人类所需要的
教化作用和神化功能。
此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世俗化的一般功能。
宗教与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我国传统宗教理论中，对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上，通常得出宗教纯粹
阻碍经济发展的结论。
即形成了“宗教现象一对经济的破坏作用”的简单逻辑，而几乎没有对宗教与生产、消费、积累、交
换分配等问题进行过系统客观地分析，更谈不上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考察宗教对经济产生的具体
影响。
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宗教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经济是宗教的基础
，两者相互影响，互相制约，是一种互动关系。
任何宗教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
宗教在任何时候首先要依赖于社会经济，并受社会经济本身状况的制约。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可以看出寺庙经济这种特殊的经济形态
，是伴随着宗教的发展而发展的，并成为宗教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基础。
这种经济现象具有明显的交叉特征，它既是宗教的物质基础，又是经济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不具有
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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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莉，1965年生，藏族，四川人，民族经济专业博士，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授课：西方经济学及其流派的发展与演变。
从1992年起，主要从事中国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重点探索青藏高原经济的开发与发展
；2000年开始涉及宗教经济现象研究，注重中国佛道教寺观经济研究。
主要著作有：《现代营销策略》（现代出版社，1998）、《西藏五十年·经济卷》（民族出版社
，2001）、《藏族经济》（巴蜀书社，2003）、《藏族大百科——藏族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3）、《寺庙经济论——兼论道观清真寺教堂经济》（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从传统走向
现代的西藏经济》（外文出版社，2007），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与数项部委课题。
目前正在承担国家发改委课题：开放条件下青藏地区的开发理论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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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佛教的形成与佛寺的建立　　第二节　佛教的宗派源流与在中国的传播　　一、佛
教的宗派源流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
据说释迦牟尼青少年时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时出家修行。
觉悟（得道成佛）之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吸引了大量的信徒，进而
组织教团，形成佛教。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经历了多次演变。
释迦牟尼（佛陀）及其嫡传弟子所奉行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
佛陀去世后，其弟子奉行四谛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其生前的设施和惯例。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的教义和惯例逐渐演化。
大约在释迦牟尼去世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
此后100多年问继续分化，先后分成十八部与二十部。
公元纪年前后，佛教徒中开始流行佛塔崇拜，逐步形成菩萨众。
该派自称为大乘，主张普度众生而把早期佛教称为小乘。
公元2世纪前后，龙树、提婆等人阐述“空”、“中道”、“二谛”等大乘思想和实践，形成中观派
（空派）。
5世纪前后，无著、世亲等人阐发“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等大乘思想，形成瑜珈行派（有宗）
。
空、有宗构成大乘佛教两大系统①。
7世纪以后，大乘佛教一部分与婆罗门教结合形成密教，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
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
9世纪后密教更盛。
1l世纪起，伊斯兰教逐步进入东印度各地。
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在东南亚次大陆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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