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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论》

内容概要

《中国佛教史论》主要是历年来参加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大多是已经发表的(原稿已收入《中国思想与
文化》论文集，岳麓书社2004年出版)，收入时，只作个别文字上的订正，基本上保持发表时的原貌，
按照论文所涉及对像的年代顺序编排成册。 
论文内容涉及：慧可生平的几个问题、禅宗在福建的传衍及其法派、唐大安禅师生平考、唐志勤禅师
生平考、绍琦禅师生平考、论民国时期福建佛教之复兴等。反映了当代佛教史研究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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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论》

书籍目录

总序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的历史考察——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为考
察对象菩提达摩来华事迹考——兼与胡适、孙述圻先生对话慧可生平的几个问题阁那崛多三藏与清潭
寺——兼对宋《三山志》相关记载的考订及点校问题商讨福建佛教与天台禅宗在福建的传衍及其法派
晚唐五代福建禅宗与南岳禅宗互动青原行思禅系在晚唐五代前期闽中的传衍道一禅师与中晚唐福建禅
宗南岳禅系马祖道一传法活动考论曹山本寂禅师出家地考唐大安禅师生平考唐志勤禅师生平考文益禅
师在闽参桂琛的年代、因由、地点与卓庵处考辨对谢重光先生《也谈文益禅师参桂琛的地点和年代》
的回应吴越国割据时期的福州佛教绍琦禅师生平考论民国时期福建佛教之复兴泉州开元寺佛教略论圆
瑛法师与泉州开元慈儿院简论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与近代文化启蒙太虚法师的文化世界化与佛教世界
化思想探讨慈航法师的生平及其弘法活动慈航法师与台湾佛教慈航法师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及其影响
闽南佛学院大事记（1925—1949）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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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论》

章节摘录

　　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的历史考察——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　　《续高僧传》
为考察对象　　佛教向中国的传布是通过西域僧人来华传教与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而实现的。在历史上
，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通道，除了陆路外，还存在一条通过海洋航路传播的途径。本文的目的不在
于探讨佛教从何时由海路传入中国，而是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为对象，对
两晋南朝古印度僧人与中国僧人经广州港口岸通过海路来华传教与西行求法做历史考察。现试陈管见
。　　最早见诸佛教史籍记载的取道海路来华的古印度僧人似乎是耆域。据《高僧传》本传载：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而倜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时人莫之能测。自
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就是说，耆域是一位“周流华戎，靡有常所”的僧人
，他取印度至南海诸国的海洋航路抵扶南国（今柬埔寨），再由南海诸国至南中国海的航路至交州（
今越南），最后到达“广州”。　　又载：　　耆域“有灵异。既达裹阳，欲寄载过江，船人见梵沙
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船达北岸，域亦已度⋯⋯以晋惠之末，至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　　
就是说，耆域到达广州后，前往襄阳，再由襄阳北上弘法，于西晋惠帝末年抵达“洛阳”，在途中表
现出“灵异”现象。应该说，《高僧传》对耆域在“广州”登岸后至抵达“襄阳”前的记载相当简略
，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可能行色匆匆地赶到襄阳，应是边走边“弘法”。引文说，耆域于“晋惠之
末，至于洛阳”。所谓“晋惠之末”，笔者认为其时间大致在西晋初惠帝太安至永兴之间（302—305
）。假定他到洛阳前在沿途逗留一年多，那么，由此推算，耆域抵达广州登岸的时间应是晋惠帝永康
与永宁之间。

Page 4



《中国佛教史论》

编辑推荐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宝庆讲寺丛书。宁波姚江边著名古渡口——青椿渡北岸，坐落着千年古刹宝
庆寺。北宋太宗端拱年时，僧宗宁始创。南宋嘉定年问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一代大儒、《三字
经》作者、礼部尚书王应麟和另一大儒黄震都曾在此留下墨宝。寺周碧流环绕，绿树如荫，寺内殿堂
重辉，玉佛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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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论》

精彩短评

1、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0日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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