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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

内容概要

《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以皇室为主体的明朝宫廷与佛教
之间的关系。以及佛教影响在明朝宫廷消长变化的历史过程。重点研讨了明朝帝后倡导、崇好、耽溺
佛教的种种表现、原因及影响；对宫中宦官的佛教信仰，宦官与佛教寺院、僧人的结纳关系也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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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

常顺
1963年出生于青海，1983年毕业于青海师范学院历史系，1988年获四川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
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科带头人。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1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长期从事明清时期民族宗教与区域历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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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

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明太祖与佛教 第一节明太祖对佛教的推崇与倡导 第二节明太祖与江南佛教上层的关系 一
明太祖与江南佛教上层的结纳 二明太祖对江南佛教上层的征召 三拔“儒僧”入仕与遣僧出使 四洪武
时期“党狱”之祸等对僧人的牵连 第三节敕修佛寺与诏建法会 一敕修佛寺 二诏建佛会法事 第四节明
太祖对僧团的整肃与统制 一明太祖对僧人队伍的整肃 二分寺清宗与佛寺的归并 三僧衙体系的建构 第
五节明太祖与藏传佛教 第二章明成祖与佛教 第一节成祖对佛教的崇好与宣扬 一靖难夺位与僧人的襄
助 二明成祖对僧人的征召 三成祖对佛教的弘宣 第二节明成祖与藏传佛教 一延请藏僧 二对藏僧的广泛
敕封与宣赐 第三章明中期皇室与佛教 第一节兴寺设斋 第二节度僧的窳滥 第三节对藏僧的供养与眷待 
一大批藏僧留住京师 二诸帝耽溺藏密 三眷待藏僧 四京寺藏僧对朝廷的贡献 第四节明中期的“西天教
”僧团 一师祖萨哈拶释哩 二智光与“西天教”的发展及传承 三“西天教”僧与内廷的关系 第五节明
世宗排佛 一从偏尚道教到排斥佛教 二皇姑寺存毁之争 第四章晚明皇室与佛教 第一节孝定皇太后与万
历时期皇室奉佛活动 一“九莲菩萨”孝定皇太后 二广兴佛寺 三颁赐与布施 四与僧人的广泛结交 第二
节明思宗与佛教 第五章宦官与佛教的关系 第一节宦官的佛教信向 第二节宦官与皇室奉佛活动 一皇室
奉佛活动中对宦官的委用 二内廷诸经厂 第三节宦官营寺活动 一宦官营寺与财力的耗用 二坟寺的营造 
三宦官营寺活动与皇室、廷臣的关系 四宦官营寺与其他信众 第四节宦官与僧人的关系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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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令僧顾名思义，朝夕祝厘其中，用资祖宗在天之福，绵圣母齐天之寿，保宫闱协吉，而
嗣续蕃衍，华夷顺服，而海宇奠安，无间幽显，均沾利济”。重修灵光寺，云“非但凭借其教以化吾
民向善背恶而已，上为列圣荐福冥冥，为慈闱祝厘昭昭；次以诞卫朕躬，锡祥宫壶；下以保我子孙既
寿而昌，与佛同一住世，有永无敦也”。重修大圆通寺，“仰祈佛力，资祖宗在天冥福，圣母齐天眉
寿，以及眇躬福履聿成，宫闱协吉，储嗣昌炽，永承宗祧，下至黎庶，无不得所，鸟兽草木，无不咸
若，蛮夷宾服，海宇清宁，日显日幽，均沾利益，斯称朕君主天下之责，与其治意也”。如果说教化
臣民是皇室奉佛的客观需求的话，邀福于佛，则已成为皇室奉事佛教的内在心理动因了。而对皇家而
言，所谓“福”者，就是帝后“圣躬”康寿、政通人和、宗社安固和国脉绵永。因此，从宪宗时期开
始，在敕建诸佛寺名额中多冠以“护国”的字眼，由此，佛教更被赋予了“护国”宗教的意义。由太
祖时期主要把佛教作为教化之具，到中期诸帝弘教祈福并视佛法为护国之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佛教的地位和价值显然被大大抬高了。 然而，明中期诸帝的奉佛和抬高佛教的地位与政治上庸碌怠
惰和朝纲不振形成反差，引起朝野上下许多人的不满。首先，皇帝热衷奉佛，显然是偏离了正统的儒
家“圣贤”之道，朝臣们视崇佛为造成皇帝荒怠政事的一个重要因由，佛教也被指为惑世诬民的异端
邪说。景泰初，国子监生姚显就上言批评英宗事佛是“从夷狄”、“尚异端”之举：“居中国者，不
可从夷狄，行王道者，不可尚异端。盖王道乃治国之本，异端为害道之由。王道行于上，则君臣有义
，父子有亲，天下享其治矣；异端行于上，则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而祸之所由生焉。”他认为：“
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三代未有佛法，皆享国长久，三代而下，始有佛法，事佛
愈至，得祸尤惨，若梁之武帝、唐之宪宗是也。”英宗奉佛，结果却是身陷瓦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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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中还利用一些新挖掘的史料，就明朝宫廷与藏传佛教。特别是以往人们
较少了解的印传密教即“西天教”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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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不错的内容，值得一看
2、资料搜集基本还是绕着四库和丛书集成打转，基本没有问题，但这也是最大的问题——一篇博士
论文改成的书籍，没有足够新颖的角度，没能得出一个能够称之为“结论”的步骤，问题在哪？逻辑
在哪？究竟是“研究”还是“资料槖编”？
3、明初分寺清宗，这算是一种显（讲）密（教）禅并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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