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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尽A 序所一
郑立新先生，据北监利人， 1916年出生，旱年就i卖于四) 11汉藏教理

院 c 1946年出国留学于锡兰(今斯里兰卡)深造，对佛教研究奠定了深

厚的基础。 1951年回匾，曾任《现代锦学》编辑。其后即在中国佛教协

会从事外事和教务工作，并就佛教史料进行研究，对中国佛教事业的发

展颇有贡献。 f也有译著多部，为中国锦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历

史资料。

郑立新先生lli休以后，以毫量之年，仍笔耕不止，撰写以佛教史实

为基础，深入浅出正礁认识佛教的通信著作《中国汉传佛教知识概要》

一书，以纠正社会上某些人士对佛教不正确的看法。

文化有连续性和继承柱，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二千多年

与中国传统文化梧互吸段和融会，成为中国传统文亿的有tJl组成部分，

这是自史事实，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因此对中国佛教的正确认识，是

芋常重要的。郑先生这部《中国汉传锦教知识鞭要》著作，历时二载才

写成，对一些史实挥了反复、深入、fIB致的撞敲布核查，所述内容可靠

可信。我有幸于2005年拜读该书原稿，在拜读之际，竟不能间醋，逐章

|理i卖至终篇。该书文字通俗，可读、可信，目系统 níi史斜丰富 c 可以况

此书、具有知识性、史料性、系统性、客观性和叮读性的特点，玲正确认

识佛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有价值之作。

《中国汉{专佛教知识概要》适宜于各界人士阅读。宗教信仰者与非

宗教信持者阅读此书，有勤于JEfF、沟通，相互尊重和理解，有利于为实

现国家建设共同理想而司结合作;佛教四众弟子 15?J读此书，有助于~主持

对佛教正磷认识，以利于发扬佛教优丧传统; 1*教组织、锦教团体的教

职、工作人员黯读此书，有助于正信建设、组织建设和忠捏建设。这当

然要读者从阅读中深入体会。

郑先生是一位深具严谨、求实、细致作风的研究者，办事、写作一

丝不苟，我每有习作请教于他，他对文中错漏宁、标点符号不妥之处，

均一一指出，使我深为感动，真是我学习的措枝，是我的灵师益友 c 郑



先生的敬业精神，可敬可1Jípt，直至退休以后，仍努力钻研，勤奋写作，

使我悲起"老年是人生最壮罪的晚莲"此言非虚。郑先生"苍龙日再

还行西，老树春深更著;花"的精神，在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复兴，为

国家伟大建设事业的发展，值得大大发扬c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就作为本书的序言。

f宗李良

2006年6月 18 日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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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前言22-
印度的佛教白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之后，王今已有两干多年的历

史。由于中型文化的树史背景租社会情况不同，所以佛教为适应新的

环境，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柏融会，在某些制度Ji面，如乞食帮度

秸念语制度等，再逐渐起了变化。这些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

化的过程。因为佛教中国化 J ， 所以称为"中国佛教"。

中国锦教本来分为二大语系(戎称"三大传lf(" ) ，即汉语系、

藏语系和己利语系，但是这本小册子主要是介绍中国佛教汉语系的各

种情况。至于其他两系佛教的情况，只在第一章中作 f 一些历史性的

商要因顾。从第二章开始，泼的是中E佛教汉语系各方面的具排问

题。首先谈的是三藏经典问题。经典 u去〉是佛教的二今宝之 o 中国

佛教的三藏经典的翻译，是一项巨大的文字工程，它的形成和出坡，

不知顿注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智主。中国佛教使有了经典之后，就开始

创宗立派c 中匪健教汉语系‘共有八大宗派，详克本书第四章各节。

寺和塔是佛教存在的象iiE'性辄止;。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辛辛fJ塔的存

在，也就不可能有佛教存在。关于寺和塔的起源和发展，笔者作了 A

些历史性探讨。寺院又是僧人居住、 f嗲持和弘法的基地，对他钉的门

常生活、佛事活站在i寺在的经济来源等，尽可能都作了一些说明。为

了扩大读者对佛教设施的投野，本书简分的寺院，包括各宗祖庭和各

名山圣地的寺院，先后有-百多座。此外，还介绍了在窟艺术七处，

供读者了解情况，如有机会，不妨前去欣赏。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关于佛教的社团组织，可能也是人们

关心的问题。本书第十章专门作了什绍，这就是各级佛教协会和居士

林以及这些组织所办的锦教字业。最后介绍了中国佛教界从古以来就

重视与亚酣 4些锦敦国家的关系扣友好往来。这种往来，既有利于互

相了解与交流，也有利 f友谊的增进。

这本书中所介绍的汉传佛教情况，对希塑了解佛教的人来说，可

能有些帮助 x才佛教族游者，也有-远的参考1fìül。不过笔者知识有

限，错误疏漏之处，在所准免散希专家、学者?比评指正。

7 



第一章中国佛教三大传承史略刃飞

第 A节概说

佛教产生于印度，从时间上讲，大约是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

5世纪之间，创始人是释迦牟尼 CSëikyamun泞， f专至2中国来之窟，经

过一个时期的融会相发展，称为"中国带教"。习惯上所说的中国佛

教，是结汉族地区流传的佛教，其实这是不全面的。中国佛教，实际

是三个系统或三种传承，即汉传f弗敦(又称"汉语系佛教" )、藏传

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 )和器f专锦教〈又称"巳利语系佛教" )。

这三大传承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先言，地域有差剧，弘扬的教义

亦各有i霜重。至于社会历史背景、僧团提度和生活方式，那就更不相

同了。总的来说，汉传佛教从印度文翻译的经典，是用汉文写成的，

8 流传于我国汉族地区;藏传锦敦翻译的经典，是ffl藏文写成的，流传

于我国藏族、蒙族地区;傣传佛教使用的经费是巴利 (Pëili) 文原典，

没有翻译成傣文， {旦有许多棒文的佛教著作，流传于我国云南省西南

部傣族地区。中国拂敦的特点是二系并存，文献资料齐全，这在佛教

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三种传承的佛教彼此之间有许多不同之

点，所以它们的传入、传承和发展的历史，需要分到来叙述。下面就

是这二大传承佛教的史路。

第一:节汉传锦敦史略

j弗敦究竟是于向时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在历史上有不目的说

法，其中比较可信的只有两种，部二是西汉末年哀帝元寿元年(公元

前2年) ，大月民吕 (Indo-Scyths) 1吏臣伊存向秦景宪口授浮图经i气是

为中国有佛教之始。二是东汉明帝刘庄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一个高大

的金色人，颈项放光，飞行殿前 O 第二天，他问群臣:这个梦是何

征兆?大多数人都答不上来，只有太史傅毅答复说"臣闻西方有



神，其名日佛，桂下店梦，可能即是此神? 如j庄听了搏毅所说，那

认为有可能，于是就派遣中部~每蔡靖、秦景、博士王道:等十八人去西

方(印走)求取佛法。他钉在月民国遇到了两名梵憎，一名迦叶摩罄

(Ka豆yapa Matañga) , →名些法兰 (Gobharana) ，就邀请他们二人

到中国来弘法。她们同意之后，用自马驮经，于汉永平「年〈公元67

年)来到了中国当时的首都洛阳，并译出了《四十二章经>> ，是为中国

有佛教之始。

上述两种说:去，究竟哪-种正确?很又在断定。但是第一种说法，

被学术界所承认，而第二种说法则在拂教徒当中流传最广。笔者认

为:锦教作为一种信仰传入中国，早在经缉之路开通以后不久就存

在，不过没有人正式传教罢了。因为当时从中亚一些佛教国家到中国

采的商人很多，他们肯定会将自己的锦敦信仰带到中国来，民间自定

会有人受他幻的影响雨信仰，不然的语，傅毅又从何得如"西方有

神，其名日佛"呢?这只能是从民间听说的 c 锦教是在两汉之际正式 9 

传入中国，那是确定无疑的。

f弗教最初传来时，因为经籍但少或者提本没有，所以被当作

一种外来的神抵采崇拜，等于当时在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董老铀术一

样?或者也有人们认为信奉佛教之后，能够消除灾祸。公元2世纪中

叶，才开始有中亚费敦国家的稽人来华泽经租传教 O 据史书记载，

最早来中国译经的是安息国 (Pafthia) 的安世离和月民国的支委迦戴

(Lokak?ema) 。她们二人先后翻译了一扛经典。由 f经典多了，佛

教的形象在人白的心目中亦为之玫变，即由认为是外来的神坛 A变而

成为有离深哲理的宗教，人们知道它在人类社会进步的文化史上曾经

起过很大的作用，既可以作为精神寄托面信仰，也可以作为一种学术

文化来研究。因此它得到了许多社会上层人1:，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认

可。

汉棋不准汉人出家，但在当时却有一位汉悟，他的名字叫"严锦

词"O 至于他是从谁出家的，史无记载，只知道他是准南(今安徽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阳县)人，聪明好学。 也出家之后，还学了梵文( Sanskri t) ，与当时

在洛阳经商的安息人安玄一起译过经。他自己还有佛学著作，可以说

她是汉传佛教史上第」位中OO'fi曾人。

东汉末年，战乱频起，群雄割据，社会很不安定。因此有些对

佛学有研究的人只好逃离家园，例如有名的翻译家支谦从洛阳-带逃

到 f江南，后来他在吴国从事泽经工作，为吴国的佛教做出了使大贡

献。

三同时代(公元220-265年) ，佛教得到 f发展，汉棋不准汉人击

家的眼制被打破，出家的人布寺皖的修建越来越多， {E!当时只有魏吴

两国有佛教，远在西南的蜀国黯未听说有佛教商行。公元250年(魏

嘉平二年) ，印度僧人罢柯迦罗 (DharmakCìla) 来华，为汉人传授或

法，是为中国佛教有传或之始。在受戒的入中，有朱士行者，曾在洛

陆 A带i井《道行经>> (<<般若经》的"1"抖。他，旦、觉得经意未尽，文

10 理不远，巧发J~[Ef行寻求大本，于公元260年(魏甘露五年) ，孤身一

人从长安出友，步行到达于|蜀(今新郎租自) ，果然写得大本《放党

般若》九十章，共六十余万言， df f小秉学人的阻挠，未能及时送回

汉地。直到公元282年(阿青秦康三年) ，他才派他的弟子十人将经本

送自汉地洛阳，而他自己八 1岁时却死在于弱。来士行是第一往西行

求法的汉倍，他的成功，对后世西仔求法的人影响根大，府以两晋时

期，西行求法的人很多。

吴国的佛教， I在前面说的支谦曾做出巨大贡献外，还有」位重要

人物，他就是应常会。 {I曾会本是!在居人，其父因为经商，原住天雪(印

度) ，后又亲王5中国的南海→带 o {I曾会从小就在中国，长期受到中国

文化的熏陶。他结年时代，同父母双 l勺，就投入佛门，对佛法进行深

入的研究。公元247年(吴赤马「句c) ，他到达吴同的建业[) (今江苏南

京) , 1到;二孙权的信任，拉Mt:.JY他修建了一座佛寺，取名"建初寺"

足为吴国子:锦~之始。 这样，吴国的佛教也就逐渐的兴盛起来了。

E晋(公忌约5-316年)建吉r~北方，一共只有五十」年。由于



:丘胡十六国互相争夺，战争连年不断，使携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

影响 O 即是如此，而佛经的翻译工作的未间断。如敦:崖人雪法护

(Dha主marak~叶，出家之后，槌病游历内'域i者剖，学会了三卡六种语

言，将流传于西域各国的经典，尽 id:地收集，运ß11敦煌，毕生从事翻

译事业。他一共译出各种经典1ì5部?是鸪革罗什 (Kumarajlva ，公元344

413年)来华之前翻译佛经最多的人，被人称为"敦捏菩萨'\也可以

看:为大译师。

东音(公元317-420年)偏安 r江南，北方仍为 1六国的天 F ，

但这时南北商品地的社会比较安足，~而佛教都十分兴旺。南方的前教

中心是江西庐出和建ikß(今南京〉两地，主r~集中了许多佛教人才，译

出许多经、律、论;立方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汇集中外学者多

人，以鸪摩罗什为主，亦译出大社经、律、论。译费一多，佛教界从

事研究工作的人亦多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才]新的宇间， ~[J义理之学

(茜称"义学" ) 0 当时社会上玄学很盛行，佛教界又出现了 A扛 11

E克淡樨学，也谈玄学，或者玄费1昆谈的人，支遁(支道林，公元314

366年〉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东晋时代，佛教界~受自魏时朱士行自行求法的影响，许多人都

踏上西行求法的道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他丁l二东青程安三

年(公元399年)结伴四人，从长安出发西行，前后十一年，途经三! . 

余罢，先在印度朝扎佛教圣迹，并获得一些经、律，之后义搜海至2达

拂子国〈今斯里兰卡) ，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回到中国，与

印度常人佛陀跋挖罗 (Buddhabhadra，公元359-429年)合件，在建邮

泽出了他带回的大部分经典。

在北方佛教界，这时还有部位重要人物值得丰提:第一位是锦图

澄 (Buddhacinga ，公元232-348年) ，印度人，梁《高僧传》卷九说

他"涌经百万言，善解文义"G 公元310年(晋示:嘉:四年) ，他来到中

匪的洛阳，本主呈立寺弘法， {El.因战争，未徨如愿。本嘉六年(公元312

年) ，石勒屯兵葛坡(今河南新察北) ，乱杀百姓，许多情人亦不能



幸免。 佛国澄冒着生命宣险，直奔::6勒的军官，以灵异(二感住了石革右。

从此石勒不再乱杀人，事无巨细，无不先请教佛图澄而后行。 j登革主石

勒多行仁政少杀人，国商部将被杀的人都得救了。石勒死后，其子弘立

不久就被石虎J2t黯。石虎对{弗图、澄更加尊重，奉他为"国之大宝"。 佛

围;查以灵异化人，实出于不得己，佛家称之为方便善巧。其实也道德

高尚，是

百人，门人数以万i廿十。月珩汗有奸州i郡，皆立佛寺，共有八百余所，由此可

克其在中国北方的巨大影响。

第二位是释道安(公元旦4-385年) ，中E人，东晋时代的著名佛

教学者，铛姓卫，常出(今泻立曲 F日西j七)扶梆人，出生书香门第。

他七岁读书"再览能涌"巧，+二岁出家，曾从佛图澄受学并得戒，

成名之后，组织了一个克大的{曾因。因社会不安定，她带领靖西到处

流动，最后到了襄阳(今属湖北省) ，住下之后，讲学著书十五年。

12 他在襄阳时，名士习芹i齿在给ì~j安的信中说道安是"非常道士(修道

之士) ，那能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本;可以惑菌'人之耳目，无重

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目前提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

吾由来所未见。"岭在习凿齿的笔下，道安领导的僧围，好假释迦牟

Æf弗领导的情臣，不幸tj上下，完全符合"六和敬"汩的原则 O 其时在

长安称帝的存竖曾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肤

躬。川的其后不久，荷竖E1[J j;J武力取襄F日，将道安接到长安，住五重

寺。道安受封存坚的极大尊重，他就仗着荷嘻对自己的尊重，为佛教

事业在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现在中E出家人姓"辛辛"就是道安规定

的。 虫此可以看出道安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之大，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无

人可比的。 也被鸪摩罗什誉为"东H圣人"O

南北韩时代(公元420-589年) ，先岳169年，国家政权更迭无

常，而南北{弗敦的发展亦各异其趣。总的来说是南朝的锦教界注重义

字，口íj北方的佛教界别注重惨禅。南朝以建部(今南京)为首都，先

后有宋、齐、梁、陈因?朝代;北方卡六闰逐渐由魏统→之后，先是



以平域(今出西大同) ，后又以洛阳为首都。先是统吐白七魏，后来

去是分东西，不久东魏被高齐所代替，雨同魏黯被宇文周所篡夺。南北

两地的佛教都很繁荣，译经事业都未停止，只是多窍不同有o 己。南方

的著名泽师有求那跋陪罗(GUQabhadra) 、{曾做婆罗 (Sa吨hapCila) 租

真谛 (ParamCirtha) 等，面北方的著名译师则有菩提留支 (Bodhiruci)

等。南朝诸帝都支持佛教，特别是梁武帝萧衍，原来是信奉中国土生

士长的道敦的 O 公元504年〈梁天蓝王年) ，他忽然放弃道敦信仰，

改信了锦敦，并为此发出了 4道jzi书 O 从此他开始研究佛学，惨建寺

院，甚至登座讲经说法。他生活俭朴，自己吃素，还 fi召书命全国僧

徒亦吃素 c 他曾四次舍身为寺奴，每次都由朝中大岳们用重金re他从

寺院赎因，如此等等。

梁灭陈兴之后，陈代i者帝虽不如梁武帝那么虔诚，但她们信佛

的作法，有些是效法梁武帝的。从出家人数和寺数讲，北朝E为地域

宽广，憎敦和寺数可能要比吉朝多，但是南朝的佛教发展是-幌JxUI葫 13

的，而北朝的佛教在169年中，曾两次i直到打击:第 4次打击是北魏太

武帝灭锦i去;第二次打击是北需武帝灭拂j去。 t弗敦经过这两次打击，

损失惨重，如寺院被废除，经31忖皮焚毁， {曾尼被迫还俗。特别是第一

次打击，还有许多僧尼被屠杀。这种主I击，佛教界称之为"法革"。

幸好，两次打击的时rSJ都不长(约两三年)待下一位皇帝继位后，

佛教的发展又恢复正常了 O

f弗教进入南朝(公元581-618年)之后，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主要

是由于陪文帝〈公元581-604年)杨坚和需炀帝(公元605-618年)杨广

父子二人的大力支持。杨坚为何对佛教如此支持?这可能与她小时候

受佛教影晴有关。他母亲是在→应JË淹毕生他的，他又是在后庵中长

大到十三岁才回家的，所以他做 f南朝的开国皇帝之后，大兴佛教，

那是不奇怪的。他究竟为锦敦做了些什么?据有关史料记载:杨坚前

后三次下诏书，在全自各地建舍科珞」百多座， {I嗲建寺院四五千所，

度{曾Z数十万人，写经四十六藏，还惨?台破!日经典3853部。他的JL子



杨广所做的佛教事业虽不知其父那么多， fE也不在少数。

隔离佛教传入中国已近六百年，在此六百年中， f弗教与中吕固

有文化互相吸!Jý: if口融会，已达到成熟踌段，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所以在隋代开始成立了中国佛教的宗派→→天台宗白三论

宗。宗派的成立，标志着印走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在陪代，佛教界还出现了 A个新的深知，那就是"三阶教"创

始人是信行(公元540-594年)。最裙，三阶敦的影硝比较大，并得到

官方的认可，后来同为被说是异端而遭到禁止，但三黯敦信f走众多，

财力雄厚，→时无法禁绝，直到唐朝才被禁绝。

|嘻代f弗教弄还有1直得一提的一件事，那就是静碗和尚的刻的《房

山石经>> 0 起初，静魂的想法很简单，即南北朝时，带教遭到魏武和

国武;再次"法革"经籍被焚，他就想将佛经刻在石板上，却使再

有飞去难"经书被焚， 6板主还有经书f乍样本。地的这一构翠手口创

刊举，竟延续了一千多年，无意中为后人留下 f大挠的文化财富。

F言灭f吾兴之后，佛教们兴盛不哀。唐朝(公元618-907年) ，先后

289年，共22帝，分享fJJ唐、中!吉布晚J击，其中裙、中两个阶段，可以称

为"盛唐"O 佛教在盛费时期，兴旺发达，西域和印度借人来华泽经

在i中医僧人西行求法的都很多 c 洋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

宗手口密宗，都是在这个时摆建立起来的。在西行求法的人中，成就最

大前是玄类，他在印度留学回案之话，共泽经论75部， 1335卷。其次

是义净，所翻译经、律、沦和他自己的著作共61部， 239卷G 外国来华的

结人译经最多的是不空金刚 (Amoghavajra ，公元705-774年〉。到了晚

菌，佛教又边受一次重大打击，这就是唐武宗(公元841-846年)消灭

锦敦，称为"会吕法xl" 。这次法难的损失， 1::七魏武布局武两次i去难

更甚，损失更大，因此佛教开始走下坡路。

五代(公元907-960年)至两宋(公元960-1279年) ，佛教虽存

在， 1El元多大起色。南、唐两朝建主起来的八个宗涯，有些已经是有

名无实了 O 原fRl是!吾武宗灭法，典将被焚，只有禅宗一派独盛，因为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在这个时期，天台宗曾----要有复兴的

趋势，但不能与初创时期扫过，而且内部意见分妓，分所谓JlJ家派和

出外涯。就是在这子时期，佛教养提倡种新的修持方法 撑净双

捞，就是既参禅，也念佛。这种做法， →直延续到现在，所以现在许

多禅寺，设有念佛堂。

元代 (1271-1368) 崇尚喇嘛教，当然j又传佛教也存在。到了明

代 (1368-1644) ，太祖朱元璋曾想改革佛教，建主了-些规章能度，

把僧人分为棒、讲、教三类。"洋刀，就是指惨禅的人"讲"就是

指讲经说:去的人; 教"就是指为人做拼事?进行超度或桥福的

人。朱元璋这样一攻，反而担佛教越改越乱，自为其中为人做悻事的

情人，等于~每佛法作为商品卖钱，于是腐败也就黯之发生。话又说回

来，明代也出了几位有名的高倍，如袜宏 (1535-1615) 、真可(1 543-

1603) 、?惠洁 (1546-1623)和智垣 (1599-1623) ，他们都是道德高尚

或学识渊博的人物，为同月1-t佛教增添了一些光彩。

有洁一代( 1644-1 91 1) ，佛教衰微至极。从名义上讲，还有凡个

宗深在活动，如禅宗、律宗、天白宗、贤首宗、净土宗等，其中弹宗

出了两个比较有名的人物，他们是通跨( 1614-1675 )和道吝( 1596-

1674) ，前者涟封为"国蹄"后吝被封为"禅师刀， {旦两人的名声

都不太好。传说毡1ì1仗势欺人，强占别人的寺产。律宗有」位i卖体律

师(见月， 1601-1679) ，著有《传或正起》四卷，这部书影响比较

大，直至1现在，佛教界还采尾。天台宗有受登 (1607-1675) 和灵乘

等人，在当时是 J个比较有影响的宗派。华严宗七七天台宗缸子还强一

点，主要人物有续法( 1641-1728) 、适理( 1701-1782) 等人，前者著

作较多，其中《贤言五敦'仪》 丰书，成为后在学华严宗的人门课本。

净土宗有实贤(省庵， 1686-1734) 其人，比较出名，著有《功发菩提

心文>> ，以发JL)八扫、十因〈7:为内容讲出一番道理，在f弗f走当中颇有

影响。原来的八宗就剩下以上TL宗了，但在清末，唯识宗又有一点起

色，这主要是安徽人杨仁ÚJ岳七 (1837-191 1)从 E本取固有关唯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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