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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唯一具足世界梵巴、汉、藏三大语系佛教的国家，三大语系佛教中的
汉、藏二大系，皆以中国为中心。
汉、藏二系佛教，长期以来交流融会，与汉、藏等多民族一样，骨肉相连，密不可分。
汉、藏佛学互动互补，交相辉映，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20世纪初以来，藏传佛教再次传人内地，至今方兴未艾。
汉藏佛教的交涉，是中国佛教史及当代中国佛教研究中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当
今佛教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借鉴，还有助于当今民族关系特别是汉藏关系的和谐。
　　元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进程中重要阶段，南宋末，西藏融人大元版图，藏传佛教随之
传人汉地。
明代继承蒙元的治藏方略，采取“多封众建”政策，藏僧大批来到内地，藏传佛教在内地继续传播。
藏传佛教影响了内地儒家、道教、汉传佛教以及民间宗教的思想和表现形式，这种碰撞、交流、融合
，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日益丰富和发展。
藏传佛教传人内地以来，创造了灿烂的建筑、绘画、塑像等佛教艺术，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历
史的见证。
　　对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之传播，国内外学者多有关注，但多数学者关注的只是一些微观的研
究，如人物、佛教艺术、历史事件等，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专门论著问世，很需要有人作这方面的宏
观研究。
　　赵改萍博士刻苦用功，勤奋上进，好学深思，她原学历史，史学功底深厚。
读硕士期间，随著名学者吕建福先生学习，在民族史、密教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并在西藏
民族学院学习藏语，能够阅读藏文文献资料，同时家近五台山，多次到该地考察，掌握了藏传佛教在
五台山发展的翔实资料，其硕士论文《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及影响》写得不错。
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她努力深入教海，研读经论原典，掌握佛学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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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系统沦述了元明时期藏传佛教枉内地发展的背景、救派、
思想教义、历史演进、分布地域、人物及寺院建筑等，并重点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内地政治、经济及文
化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历史地、真实地、深刻地、较完幣地展现了西藏与内地通过藏传佛教的媒介
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展示了藏汉民族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了藏传佛教在促进民族团结和
社会稳定中特殊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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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治者及广大民众的兴趣，同时也承载着藏族丰富的文化信息，成为传播文化、交流思想的载体。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使得西藏文化日益呈现内向性的特征，这种内向性不仅成为汉藏民
族互信的基础，也是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本书从宗教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历史地、真实地、深刻地展现了西藏与内地通过藏传佛教的媒介所
进行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展示了藏汉民族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了藏传佛教在促进民族团结和社
会稳定中特殊的历史作用。
鉴古以知来，藏传佛教作为佛教一支鲜活的宗教形态，已经深深扎根于藏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藏族
同胞社会文化生活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藏传佛
教也必然以其“和合向善”的佛教根本精神，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藏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与汉族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自唐代文成公主进藏开始，汉藏民族的交流一直未曾中断。
唐蕃文化的交流，不仅给西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汉地佛教也在此时传
人吐蕃。
藏族人民在吸收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及苯教的基础上创造了神奇的藏族宗教文化——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兴起于7世纪中叶，发展于10世纪下半叶。
12世纪末，藏传佛教进一步向东传播至西夏。
到元代，西藏被划人元朝中央版图，藏传佛教便随之迅速进入汉地。
明代继承了元朝的治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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