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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過本課題的研究，我們進一步明確了從佛教史和教制史的視角如何對深入敦煌文書研究作出努
力。
敦煌文書自1900年發現以來，經過了一個世紀中外學者的不懈努力，在敦煌歷史、藝術、考古、法制
史、文學史、民族史等諸方面，取得了内容廣泛的進展。
其中如籍帳的整理、法制文書的整理、變文的整理，要再補人新發現的资料，已經越來越難。
與此同時，敦煌佛教方面典籍與文書尚待整理發掘者，却佔了數萬卷敦煌文書中的絕大多數。
新一輪的敦?文學和民俗文書的研究，没有佛教文書研究的深入也勢難進行。
例如，只有研究清楚齋會制度，纔能準確把握文獻學分類上的&ldquo;齋文&rdquo;，只有研究清楚七
七齋會的制度，纔能了解當時的有關民俗文書。
因此，本課題的寫作，不僅是為了向尚待墾闢的敦煌佛教文書這個領域進發，同時也希冀通過本課题
的研究，為下一階段的文學文書、民俗文書和歷史文書的研究提供背景。
　　通過本課题的研究，我們也進一步明確如何着力於從敦煌文書研究和敦煌教制史研究的视角，對
國際佛學史、印度佛學史、中國佛學史上&ldquo;有待於深入&rdquo;的課题和&ldquo;根本没有人涉
及&rdquo;的問題，進行思考。
例如，佛教的中國化問題，一直為我國學術界所關注，且多從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思想關係等方面
而展開的研究，並有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論點。
　　而我們所試圖考慮的一個新的視角，即印度佛教的中國化。
首先是教團形態的中國化。
而教團中國化的核心則是律制的中國化。
印度佛教律制在中國的流傳過程中，既有穩定的一面，又有流變的一面。
如《四分律》、《天台菩薩戒疏》等是穩定一面的代表；而&ldquo;方等戒壇&rdquo;、&ldquo;齋
會&rdquo;則是流變的象徵。
本文着重論述對敦煌所保存的小乘律典、?乘律典文本的研究，對討論國際佛學界所關注的律制問題，
有一定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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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戒经方面，佐佐木教悟先生的《论律摄经序》①、江岛惠教先生的《论大众部系的梵本律典》②
、冲本克己先生的《论菩萨善戒经》③、真柄和人先生的《论七佛偈波罗提木叉》④等论文对律藏的
个案研究又有所推进。
从研究的范围可以看出，此时的印度佛教律制研究已经由律藏、教团史等向律制的核心及具体问题方
向转移。
　　七十年代的印度佛教律制研究成果中，非常值得重视的是印顺法师的煌煌巨着《原始佛教圣典集
成》，在第三章与第四章中专门论述了波罗提木叉经及波罗提木叉，精密地研究了波罗提木叉与布萨
，并站在教团发展史的立场，深刻地指出：&ldquo;布萨说波罗提木叉有前後不同两个阶段，在正说波
罗提木叉的过程中，每诵一类学处所发问的&lsquo;是中清净不，？
是通过出罪清净而趣人解脱，并成为教育僧众、净化僧众及使僧众清净合和的庄严之法会。
&rdquo;⑤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对印度佛教经典的结集及律仪制度的分析，在当时以及现在均具有相
当的权威性。
　　随着印度佛教律制问题研究的深入，原始佛教的伦理与戒律条文研究，成为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学
界关注的焦点所在。
其中，《中村元全集》与《平川彰全集》陆续推出，收录了两位国际印度学泰斗的极为重要的着作。
中村元先生的《原始佛教的伦理》及平川彰先生的《二百五十戒研究》、《初期大乘佛教研究》等大
作，为我们研究印度佛教律制问题，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参考。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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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通过对敦煌所存小乘律典、大乘律典及相关佛教文书的文本分析，着
重从教制史研究的视角，探讨国际佛学界所关注的律仪制度问题，对佛教中国化，印度佛教与中国文
化思想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