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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对于中国人来讲，印度似乎是一个神圣、玄妙而充满神秘感的国度。大多数国人只知道，印度是佛教
诞生之地，是唐僧西天取经的圣土，但却不知晓印度还有另外一种宗教，这种宗教甚至比佛教早产生
近千年，它不仅最初影响过佛教，而且最终又把佛教同化和融合了。这是什么宗教呢？它就是印度教
。
朱明忠编著的这本《印度教》的宗旨，就是要向读者全面阐述印度教的起源与发展、教义与教规、社
会与文化，以及它与佛教的相互争斗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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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明忠，北京人，1943年生。196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获哲学硕士学位，后留在中国社科院长期从事印度哲学与宗教的研究。现任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
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佛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
奥罗宾多·高士》、《尼赫鲁》、《印度教概览》、《印度教：宗教与社会》、《印度吠檀多哲学史
》（下卷）、《印度文明》（合著）、《东方哲学史》（合著）等，并发表有关印度哲学、宗教与文
化的论文八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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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

书籍目录

绪论
一、印度教概述
二、印度教的名称
三、印度教的基本特点
上篇印度教简史
第一章婆罗门教产生与前吠陀时代
一、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
二、雅利安人进入印度
三、《梨俱吠陀》与婆罗门教的产生
四、初期婆罗门教的特点
第二章后吠陀时代
一、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扩展
二、各种吠陀经典的问世
三、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
第三章沙门思潮时代
一、列国时代与沙门思潮
二、佛教的反婆罗门教思想
三、耆那教对婆罗门教的批判
四、顺世论的无神论与平等思想
五、沙门思潮对婆罗门教的冲击
第四章史诗与往世书时代
一、从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
二、旧婆罗门教向新婆罗门教的转化
三、各类新经典的产生
四、新婆罗门教的特点
第五章商羯罗的改革与佛教衰落
一、南印度的印度教
二、商羯罗改革促进印度教发展
三、印度教的复兴与佛教的衰落
第六章中世纪虔信派改革运动
一、“德里苏丹”与莫卧儿王朝时期
二、虔信派改革的思想源头
三、罗摩努阁——虔信派改革的理论奠基者
四、蔓延全国的改革浪潮
五、虔信派改革对印度教的影响
第七章近代印度教
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
二、近代印度教改革的文化背景
三、改革运动在各地兴起
四、宗教改革的社会影响
第八章现代印度教
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
二、印度教在民族运动中的作用
三、教派斗争与“印巴分治”
四、独立后的教派矛盾与冲突
中篇印度教社会与文化
第九章基本信仰与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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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吠陀为最高经典
二、奉梵为至高本体
三、“梵我同一”学说
四、“业报轮回”理论
五、精神解脱
第十章神灵及其特点
一、印度教神灵的特点
二、“三位一体”的宇宙大神
三、形象、性格各异的女神
四、备受尊崇的动物之神
五、各种自然之神
第十一章三大传统教派
一、毗湿奴派
二、湿婆派
三、性力派
第十二章新兴改革教派
一、梵社
二、雅利安社
三、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
四、神智社
五、奥罗宾多修道院
第十三章种姓与种姓社会
一、何谓种姓
二、种姓与种姓制度的形成
三、种姓制度的特点
四、贱民的处境
五、妇女的地位
第十四章哲学的源头与流派
一、印度教哲学的源头与特点
二、数论
三、瑜伽论
四、胜论
五、正理论
六、弥曼差论
七、吠檀多论
第十五章人生价值、道德与修行
一、人生四大追求
二、人生四行期
三、“达摩”与道德
四、基本道德规范
五、三种瑜伽修行
第十六章祭祀、仪礼与朝圣
一、盛行祭祀之因
二、家庭祭与天启祭
三、十六种圣礼
四、朝圣与圣地
第十七章习俗与节庆
一、视牛为神
二、恒河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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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徒的外在标志
四、独特的服饰与饮食习惯
五、五彩缤纷的节庆活动
第十八章文学与艺术
一、梵语文学
二、地方语言文学
三、雕刻、建筑与石窟艺术
四、音乐与舞蹈
下篇印度教现代转型
第十九章“现代印度教意识”的产生
一、现代意识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重视人生的现世意识
三、重视科技的现代教育意识
四、天生平等的人权意识
五、和谐共生的宗教意识
六、自强自治的民族意识
第二十章新吠檀多哲学思潮
一、新吠檀多兴起的社会条件
二、维韦卡南达的“行动吠檀多论”
三、奥罗宾多的“整体吠檀多论”
四、薄泰恰里耶的“吠檀多认识论”
五、薄伽万·达斯的“关于‘自我’的科学”
六、拉达克里希南的“新吠檀多论”
七、新吠檀多哲学的特点·
第二十一章教派主义与教派斗争
一、现代教派斗争产生的根源
二、印度教的教派主义组织
三、独立之前的教派斗争
四、独立后政府的宗教政策与教派冲突
五、教派主义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第二十二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
一、两种民族主义
二、萨瓦尔卡的“印度教国家论”
三、戈尔瓦卡的“印度教国家虔信论”
四、乌帕迪雅耶的“达摩治国论”
五、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当代政治的影响
第二十三章种姓制度的变化
一、贱民反对种姓歧视的斗争
二、贱民制的废除与贱民地位的改善
三、种姓制与种姓关系的变化
四、“种姓政治”的兴起
第二十四章印度教走向世界
一、印度教在南亚
二、印度教在东南亚
三、印度教在非洲
四、印度教文化在欧美的传播
五、印度教社团在西方的兴起
六、走向全球的印度教
第二十五章印度教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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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
二、印度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三、现代中国学者对印度教的研究
附录一：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二：梵文、英文与中文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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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速读，还行，有待进一步充实。
2、挺好，内容比较全面比较丰富，对了解印度教及印度哲学很有帮助
3、general and basic
4、印度教的起源、演变与发展，印度教的主要观点、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完美科普！
5、基礎知識比較詳實，有待進一步理論的深化，當作初步了解一門宗教的入門書籍還算夠格。
6、看完这本，去了解印度教就很轻松，能看到宗教的脉络是神秘、有逻辑性的事情
7、还不错，看完后，更想了解藏传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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