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
史

编
著

回
国
宗
教
丈
化
出
版
社



中
国
佛
教
学
者
文
集

主
编

副
主
编

朗
宇
法
师

圣
凯

道清
修

坚法
师

黄
夏
年

中
西
丝
路
文
化
史

李
志
夫

编
著

;~ 

/' 
/ 

回
幽
宗
教
、
又
化
出
版
社



中西丝路文化史

李志夫编著

宗教文化由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1 P) 数据

中两丝路文化史/李志夫编著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9

ISBN 978 一 7 - 80254 - 305 - 8 

l. ①中… 1l. ①李… III ①丝绸之路→文化史 IV . ①阳的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179968 号

中西丝路文化史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青修法师主编)

李志夫编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商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 

电 话 64095215 (发行部) 64095210( 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睛: 张伟达

版式设计: 陶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 x 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435 下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254 - 305 - 8 

定价 45 . 00 元



总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

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 。 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已

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

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 。 但是，作为佛弟

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

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

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

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 。 那么，重修证的

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

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

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

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 。 虽

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

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 O 中国佛教其 @ 

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 总

教观并重 ， 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o ~高僧传》将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1m便羁于义解

门;百习撵、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

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

童基 及世 IßJ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等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
;论，在1而不作7表达自己的理解与时，当然也
丝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 O 而且，这些佛教义解锚，都是

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
非文

位践与弘法的臣的 O 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

支娃，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 O 而禅宗的发展则为

中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吉己身心

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件佛教的感情，为

佛教走入社会提?摸了方便。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篱单

2 

流下，中 OO~铮串教徒逐 i渐斩失去探讨高深 f佛弗理、考察繁琐

戒律的兴趣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

统便丧失殆尽 O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

界性的学问 O 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

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

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 c

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

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 O 在"理性主义



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

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

佛教便成为一科学坷一一佛学 o 19 世纪后期， 8 本

佛教界开始运南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

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 O 随着"西学东渐"、 E 本

锦教对中 E佛教的影响增强，中望开始有了近代意义

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罢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喘

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

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李宗教非哲学"之辩等 G 同

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哨，尤其是以

大虚大好为苦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挂主义思

想的高药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

~IJ )1匮法辉的成就最大 D 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

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嘱吉的成就，像吕激、陈垣、汤启

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O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拚

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

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

的现象 O 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

首要位置 O 然而，人能 71..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

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 O 商人才的成 @ 

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现念与重挽程度是成正比 总

的。序

3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

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

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

舔 析，定性定量，便使人幻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 O 学术

差多 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静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
;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亩，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
丝史和文化积淀 G 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

路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
文

T匕资料，显示其佳胜之处 D 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

夫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

的正确认识 O 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

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船，其思想观点往往能

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商时，他们作为势教界与社会沟

通的桥梁，国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

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G

4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

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

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苦后延续，

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百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

盾，及其西时、罢地的适应 O 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

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 c 中 E 佛教憾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

理契机地弘择"人民 f弗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需扬佛法是实现佛

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 O"现代中国佛

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较其中的

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

信伴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G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 (989) ，至今已

有千余年的历史 G 嘉定十五年( 1222) 宋宁宗赐名

"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

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先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 E教科文组织指

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

皮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

《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

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

自身素质的提高，在吕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

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 C 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

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

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 o IN 此无论到哪里，

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应去逛逛，

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瓶，蔚为大规，感到政 @ 

慰 C 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 总

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苟且现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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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西域"是中 E 古代新疆以及中豆地区的统称 D

这块地方面积广大，吉古就是东西方商贸要道，更是

宗教文化交流通道，我 E 古代"丝绸之路"。从汉代

起，中国内地就与西域有了密切交通往来，当时西域

有三十六国，本草丰茂，牛羊遍地，较马欢腾，商挂不

绝 O 从古代的《山海经》到后来的《汉书》等诸多古籍

都记载了西域的 w)lI地理与风土人惰，至今读起来仿

然感人，令我幻向往 O

汉代张蓦击使西域，驱走了匈奴，保卫了边疆的

稳定 D 苏武牧羊十八年，心向汉地矢志不渝，佳人泪

下 O "羌笛?可须怨杨耕，春风不度玉门关 C"千字为古代

中外商贸文化交流的孔道一一百域，它所蕴含的历史

文化底蕴却是如此深厚。古代中 E是一个开放的国

家，中外文化的交流，主要就是依靠西域这条古道完

成的 O 在这条古道上，先后走过来佛教、摩尼教、景 @ 

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各大宗教，特别是佛教旱在 2000 序



年曾就沿着西域走入中旨，不久就成为中 E 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O 当然在这一地区先后出现过多卒民族，

堕着日月的流失，这些民族与汉民族交往融和，提进

碍 了民族团结，乃至最后融入了汉族大家庭。

毒草 丝绸之路存在千余年时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
中 渐渐不再发挥作用，然商这一千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建
ë9 

丝设最有丰采的时代，曾经对中 E 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

路的深远影响 G 时值今日，这一地区侥然留下了大量的
文

忆文化遗存，已经成为世界学术界嘱意研究对象c 近代

夫以来，西域文化一直引起学者的眼萃，从最早瑞典斯

2 

坦吕和后来的俄、英、 5 、法等 E 的学者，都曾经对西

域的文化遗存做过破坏性的菁、夺，他们的学术成果就

是建立在这些遗存文物上的。 20 世纪的相当一段时

向里，西域学在国外，这种局面激励我们要去追头赶

上 O 近几十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结引下，经我 E

学者的努力，特别是新疆学者的重视，我 E 在西域学

方面己经取得不少成果，西域考古新发现，使我国学

者研究在这方西发挥了优势，尤其是在资料的整理与

薪成果的展示方面尤其突出，为繁荣我国的西域学研

究作出了积极贡献 O

近年来，台湾学术界人士也在不断关心西域学研

究。台湾法鼓 w 中华佛教研究所前所长李志夫教授

牵头，组成研究西域文化团队，多次前往新疆等地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察，搜集材料 D 最近志夫教授将他编撰的西域学方茵

的著作出款，可喜可贺 O

志夫教授的著作，史料丰富，尤其是利用了佛教

的资料 D 该书所撰写历史时限长久，从史前到清代皆

有涉及 D 其内容又涵括了民族与宗教，重点是在佛教

与伊斯兰教，对曾经流传在西域的各民族历史悻了梳

理，对锦教的高僧资料作了整理与介绍，特另才是着意

于对古希唐、古罗马、古波斯与印度关系的溯源，从此

可以看出西域宗教的源流变化也较好地说明了中井

历史、宗教与文化交流的盛况。本书的出叛，有助于

我们对西域历史文化整体的认识与捏握，对我国的西

域学研究也必将有一今推进 O

5 动月移，星斗升降，西域是衰落了，昔 E 沃野千

里的草地成为戈壁沙漠，当年繁华喧嚣的都市只剩下

残垣断壁，然斋历史不能忘怀的，大漠深处始终充满

着昔 B 的雄风，壁画断瓦始终绽放出生命的活力 O 今

天当我钉踏上这块曾经充满记忆的荒漠，饲然能够感

受到离队的驼铃声不绝于耳，我们伫思在布漠壁画的

洞窟，仿佛正在与先贤们作心的交流 O 拉古惜己今，

我们不能不有所感慨，发思古之悠靖，树今人之立论

矣!

志夫教授是我多年朋友，也是司行。他曾经在印 @ 

度学研究方面出版过专著 O 嘱我写序。恭敬不如从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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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03 年，中华锦学研究所在创办人圣严法郎亲

自领导下，与大陆有一连串文化交流活动:首先与中

E佛教协会举办"南岸佛教教育会义..随即赴青岛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青岛风景管理处

共同举办"纪念法显大师返吕登陆唠山 1590 年学术

会议"再请山东大学，与其宗教科学与社会;可题研究

所签订交流协议书 O

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当然是纪念法显大师的会

议。在这会议的开幕式上，我的开幕词是"我如还能

为法显大婶作些什么?"在学术会议中，我也另外发表

了一篇短文:其主旨在呼吁南岸学者，能合作为法星

大师作些什么的计划大纲 O

2004 年，承武汉大学寐天民教援引介，塔里木大

学与本所订立交流关系 O 于是，我们有了人和、地科 @ 

的条件， {丝路中即文化交流研究计剖》逐渐形成 O 自

我们挖原计划扩大，将玄吴、义净两位大辉在西有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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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脚，亦并入作为主轴;复将历史上三大师行脚沿线

之重大事件、人物，由点成线、由线成面 、 由面成体，构

成一时空地图 。 有了这样的架构，以后随时可以增

@ 加、修正数据 。 它不仅是"网络上丝路文化交流之总

命 库"也是"网络上丝路文化交流之通鉴" 。 免费上网
中提供学者参考利用 O
"è9 

丝 本研究计划不在创新、发明，旨在集其大成，以免

路有关学者工作重迭，浪费研究人才、时间与经费 。 而
大

1匕本书大部分就是将各种史料、数据，编撰、节录而成 O

又由于各文献中，在同一人、同一地、同一国，使用之名

6 

词多不一致，我们在书后列有"对照表"对西域各种

族之发源，各家亦有不同的见解，我们无力一一考证、

比较，只是照录，各存其说 。 比如人类考古学家，即使

对同一地点所挖掘出之同一古物，也有不同的认定 。

所以本书根据中国历史文献，凡源自北方蒙古经

河西走廊西迁者，都视为"中国北方草原部族"都应

是古代炎、黄之后，即使有些历史学家不承认是正史，

可是在华夏大地上民族文化之发展也是必经采报、 1守

猎、生食、熟食、农业、交换、商业之阶段，有部族争战、

并吞、分裂之史事，我们就以"炎黄子孙"名之，这应

是最务实的观点 。

※ 

我将前面所提两篇短文，已列入本书的"附录"



中，如果读者看了这商篇短文之后，就会了解笔者何

以从法显大挥既得之感动，有甚于得自玄吴大婷的感

动 O 虽然法显并非中原人士经西域到天堂的第一人，

但绝对是立志从事西行天空求法的第一位法再 O

由子想为法显大 1坤作些什么，所以这几年来，我

对西域历史、文化付出了极大的关心:发现中 E 北方

的草原民族，都是从事潜牧为主的炎、黄子号子，他们在

西域开疆辟土，散中西(市〉文化交流的中流戒柱，又

使我产生另一种悸动 O 所以本书之核心患想，就是在

彰显他钉在这方面的影响及贡献 G

中国北方草原部族，持了月氏、匈奴在西域建民

之后，与中原政权殊少往来;但在佛教的传承上是有

贡献的:其他在西域一度建立政权的，如乌孙、突殿、

西辽、回去乞、蒙古，在他们对外时，甚至也以中 E 人吉

居。他们虽与中军政权时战、时和，若即、若离;但大

都与中原政权具有依措关系 c 尤其当他们失败之余，

都愿团妇中原政权，实有落叶归提之思;中原政权亦

视其为游子远游还乡，对其慰藉、优渥有如 o ~此，中

肆政权历代大都视西域为中原之属地，才能有清末新

疆之设治 O

本研究计划将另行上网;出书计划中本所负责历 @ 

史部分;塔里木大学颈计编著《中亚地质、地理、地 台

貌》一书:印度德里大学沙洛教援负责计划之部分，将 序

7 



编著《三大部市度行牌地这今昔之变迁》一书，各自

分别出版单行本 O 这三本书可算是《丝路中印文化交

流研究计划》之副产品 O

委委 本书是本研究计划资料之汇编节录而成，对原书

号作者深致谢意。如节录有失原作之完整性，势所难
;中免，亦深致歉意。
'在E

丝 本研究计划自 2004 年阳费山先泉寺方丈全度

路法师为其先翁雨淋公之遗爱，捐助新台币 200 万元;
文

T匕 2007 年"型科会"补助近百万 ;2008 年获台北龙山寺

支副董事长黄书弗博士与董事长黄钦山老居士补助

100 万，特此申谢。我 f口力求利用有限的经费，能纪

《丝路中印文化交流研究计结》之时空架持完成。承

蒙辛i、主导之研究费，全部用在本计划工作同仁之待遇

上，即使"国科会"分拨本人之主持费，都支应在工读

生的工读费上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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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虽痴长八秩有二，仍不会计算机，只能用最

传统井、法亲吉检校文本，再节录抄译;或以铅笔在书

上刻划摘要，交工读生、义工人士打印，所以本书部分

未敢动支议上补助费分文 C 因此，我要深深地感谢詹

哥春居士，两年来一直义务为本计划打印资料、校正

手稿;还有张葬兴会计好能在余暇为本书打市、校正

手稿。他们两位之细心、南心，使我感魄交加 O

与我共事 5 年的李丽华秘书，她是一位全职、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