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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所做的是一项晋唐海路佛教僧人传教活动的专题研究，通过解读
、分析相关传世文献资料和少量其他资料，对晋唐时期往来于南海道的中、西佛教僧人及其宗教传播
活动进行群体研究。书稿主体由六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从宏观的角度对晋唐五百年间往来于南海道的中、西僧人进行群体结构分析和前后变化情
况研究。比较中、西两个僧人群体传教活动之不同
特点；分析来华西僧之国属构成及其特点；研究中国赴印求法僧留归存亡情况；分析中国求法僧之籍
贯情况以及中土以外的求法僧人情况。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南海道僧人与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认为南海商人中存
在一个佛教信众群体，其中既有一般的商贩，亦有海舶船主，这一白衣群体是僧人传教活动的主要资
助者。同时，僧人也用自己特殊的知识技能为商人解决航海途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南海僧、商
之间存
在一种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
第三部分，考察中国赴印求法僧梵语文学习活动背后的文化心理，即晋唐中国佛门的“边地意识”，
作者认为：晋唐中国佛僧以印度为中心，以中国为边地的思想，是与中国古代士大夫完全相反的一种
文化心理，是推动他们西行求法并掀起梵语文学习热潮的内在动力之一。
第四部分，探讨由中国求法僧发起的梵语学习活动对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第五部分，具体分析求法僧赴印途中携带汉本佛典的原因、作用及其文化
意义。
第六部分，从经典传译的角度对整个海路佛僧的传教活动做一总体评述。作者认为：海路僧人之经典
翻译情况看似杂乱无序，其实它曲折地反映了印度，佛教三藏的大致发展、演化轨迹；海路中、西两
个僧人群体虽共同致力于佛典翻译，但相比较而言，中国求法僧之翻译活动更具目的性和针对性；从
整体来看，海路僧人在佛典律藏和密教典籍的引进和翻译方面有其特殊的贡献和作用。
佛教人华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体，海路僧人的活动则是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南海道
佛僧群体的活动，前人已做了较多研究，本篇书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前贤言之未及，或言之末
详之处做了若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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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善於從平常史料看出問題，比如晉唐僧人以印度為“中國”背後所投射出的華僧的“邊地意
識”的文化心理，又如由求法僧攜帶漢本佛典之事在史籍中的順帶提及看當日此現象之流行等。最後
一章海路佛僧群體的經典傳譯活動，凸顯南海道在佛教傳播中的重要作用（小乘律典之輸入、密教典
籍之傳譯等等）。此章內所列海路佛僧之標準前後不一致，P151與P161標準矛盾。唐僧慧日、慧超均
為循陸路返華者，似不應列入海路僧。
2、求更多相关书籍
3、研二暑假看的书，其中对商人檀越与出海僧侣的关系印象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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