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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传佛教密宗与曼荼罗艺术》内容简介：密宗，在中国佛教中，被列为十大宗派之一，其别称为喇
嘛教。西藏密教，自初唐到现在，大致分为四派，即宁玛派（俗称红教）、噶举派（俗称白教）、萨
迦派（俗称花教）及宗喀巴大师所创的格鲁派（俗称黄教）。
曼荼罗系梵文音译，汉语有时也译为坛城。在藏传佛教中，曼荼罗有两种含义：一为坛，即道场。一
为发生，聚集之意，即筑方圆之坛，安置神佛，或图画神佛，聚集神佛，以为密宗仪轨修行处。有多
少个密宗佛，就有多少个样式不同的曼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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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刚密乘与显宗相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辅助修行的方法比较多。密宗的特殊就
在于它吸收了古印度教的修行方法。如诵咒、供养、曼荼罗、灌顶、菩提心等，这些是密教修行的辅
助方法。　　第二，简便易修，时间短。金刚乘实际上是一种速成法，只要遵循师教，按照一定的仪
式规则坚持修炼，快者能即身成佛，慢者在中有位才能修成佛果，最慢者需要8世的苦修，但比般若
乘和声闻乘成就果位的时间相对较短。　　第三，根器锐利。认为小乘瑜伽师根器钝，只能达到阿罗
汉果位；大乘般若瑜伽师根器略高于小乘，但不及密教修行者的根器，虽然也有自立利他宏愿，最终
只能达到菩萨果位；密教瑜伽师根器锐利，通过修炼能即身成佛，拯救趋向恶趣的人。第三节密乘四
续部及所依主要经典　　续部是对密教典籍的称呼。密乘之经，称为本续，续为恒常之义，谓此真常
不二光明心相，无覆无障，虽处因位，或修道证果，一切时中常相系属，而无断绝。其真体上，方便
胜慧，圆融常住，故名为续也①。本续有为佛所说，或蒙佛所加持者说。　　密典最早在南印度以陀
罗尼的形式出现后，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从现在印度逐渐向北传播，直到10世纪左右形成《时轮根本
续》等经续。一批学有成就的学者论师根据其思想和方法划分密典为许多不同的续部。如庆喜藏等将
续部经教划分为三类：事续、行续、秘密续三部。如辛底巴等划分为五类：事续、行续、瑜伽续、大
瑜伽续、无上瑜伽续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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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9日捐赠
2、有点普及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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