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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千年菩提路，已使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
各种民俗、节庆、俗语方言，都已渗透了佛教的影响。
不仅如此，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乃至音乐和茶道，也都有⋯种来自佛教的空灵气韵，禅趣盎然
。
　　在今天的中国，遍布着一万多座寺院，二十多万僧尼，以及多得难以统计的在家信徒。
佛教已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是中印文化深度交流的历史结果，也是世界文明对话的成功典范。
　　中国佛教，历史上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咸为这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在世界文
明史上，这些国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而佛教推动了这个文化圈的形成。
中国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
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的佛教在中国和谐共处，穿越传统与现代的阻隔，历经两千多年
，传承着智慧与慈悲，一起弘扬着⋯个共同的理念：“和谐世界众缘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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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兵
    生于兰州，童年在四川乐山度过，祖籍苏州，出生于1968年愚人节，40岁之后将敦煌作为自己的精
神家园。

    纪录片的创作开始于1987年中国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熏陶和培养。
1991年从兰州电视台加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在那里工作十多年，师从于时间先生，做过编导
及制片人。

    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及各类艺术，尚佛，听琴，喜茶，最常说的话：我们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
分子。
曾编著出版《梅兰芳》《昆曲六百年》《影像记忆》《台北故宫》  《记忆：中国百年人物》。

    现为中央新影集团特别节目部主任。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博士，导师范曾先生。

    从事纪录片创作20年，导演作品有：《梅兰芳》《故宮》《台北故宮》《敦煌》《；广年菩提路—
—中国名寺高僧》《外滩》《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等。

    纪录片《千年菩提路——中国名寺高僧》制片人、资深电视人，曾在国内外多家大型影视机构担任
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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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千年菩提路——中国佛教2000年白马寺国清寺鸠摩罗什玄奘禅宗六祖惠能南海普陀鸡足山五台山峨眉
山灵隐寺少林寺法源寺法门寺洗石庵律宗桑耶寺大、小昭寺布达拉宫拉卜楞寺雍和宫云南上座部佛教
星云法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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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千年菩提路&mdash;&mdash;中国佛教2000年　　公元前6世纪，在今天尼泊尔南部，有一个迦毗罗
卫国，生活着一群古印度释迦族人，这个国家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有着成为伟大君主的极高天赋，但
他在目睹了人类的生老病死后，舍弃了财富与权力，出家修行，寻找生命如何能摆脱痛苦的解脱之道
。
终于在一天凌晨，他降伏了所有的烦恼魔障，大彻大悟。
这位太子，因此被尊称为&ldquo;佛陀&rdquo;，一位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悟者。
后来，人们把他尊称为&ldquo;释迦牟尼&rdquo;，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就在这位&ldquo;释迦族的圣人&rdquo;开始传播他的觉悟之道时，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
光辉的&ldquo;轴心时代&rdquo;。
在佛陀出世的前后数百年间，世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启迪人类思想的智者圣人。
在希腊半岛，先后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在东方的中国，也先后出现了像老子、
孔子、孟子这些伟大的圣人智者，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思想体系，儒家文化、黄老思想，在经历春秋战
国时代之后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便是&ldquo;世界的中心&rdquo;，他们会接受这个来自印度
的圣人之教吗？
他们从何时开始接触这位觉悟者的思想？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这个来自印度的信仰，与中国的儒家文化、老庄思想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进行
着怎样的碰撞和融合，才使今天的中国佛寺林立、僧尼云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汉语系、藏语系和
巴利语系三种佛教传承的国家。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
两千多年来，佛教信徒大多相信一位汉代皇帝&ldquo;感梦求法&rdquo;的故事。
　　公元64年，中国历史上称为汉代，这时候的皇帝叫刘庄，史称汉明帝。
这一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刘庄睡觉时，恍惚之间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飘然而至，见他并不说话，只是
在殿庭里飞绕着。
第二天刘庄想请大臣们解梦。
结果，有位大臣说：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与陛下梦中所见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
这位大臣绘声绘色的讲述，说动了汉明帝的内心。
刘庄随后派出使臣，向西行进，踏上了去往印度寻找佛陀的道路，史称&ldquo;永平求法&rdquo;。
　　一场开始改变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的文明对话，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公元67年的冬天，12月30日，西行求法的使者回到洛阳。
他们不仅带回了佛陀的画像和佛陀讲法的经典，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
这次看似偶然的交往，使中原大地从此有了佛教的沙门，从此有了第一座寺院、第一部佛经，就像一
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公元68年的一天清晨，洛阳城的西雍门外，大兴土木。
印度来的两位高僧得到了皇帝极高的礼遇，中国皇帝想为他们修建一个专门生活修行的地方。
从此，在洛河之滨，诞生了中原大地上第一座佛教寺院&mdash;&mdash;白马寺。
　　相传，陪同汉使归来的还有一匹白马。
这匹白马，历经万里征途，佛教的经典最早由它驮到了中原大地，担当了中印文化交流的使命。
从此，在中国的佛教徒心中，白马成了佛法的象征。
　　以后的岁月中，摄摩腾和竺法兰，静静地住在白马寺里翻译佛经。
遗憾的是，他们所译的佛经，只有《四十二章经》流传了下来。
　　其实，据学者们研究，佛法传入中国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公元67年，至少在公元65年，汉代的楚
王刘英在今天的中国徐州，已经有了信仰佛教的行为。
　　而在公元前119年，印度的佛教，便沿着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进入了今天中
国的新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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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有位大月氏国的使臣伊存，作为使者来到长安，给
中国的学者口授佛经，这是当前学术界经常说起的&ldquo;伊存授经说&rdquo;，而大月氏国就在今天
的阿富汗一带。
　　经过学者们的考证，从南亚大陆的印度开始，佛教传入中国大致分成四条主要线路：　　其中一
条从古印度西北部，进入现在的阿富汗地区，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的新疆，再传入中原；　　
还有一条海上的传播道路，是从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到达中国的广东、福建
等沿海地区；汉传佛教主要是从这两条沙漠间的道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还有一条从北印
度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青藏高原；藏传佛教主要是从这条山路传入中国；　　第四条，上座部从印
度，经现在的缅甸、泰国，传入中国云南的傣族地区。
　　这些线路的延伸和传递发生在不同的年代，途经不同的气候和环境，面w对着不同民族的习俗和
生活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流派。
　　公元220年到265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纷乱的时代，曹魏、东吴和蜀汉各统治一地。
曹魏甘露五年，也就是公元260年，在洛阳，一场特殊的宗教仪式在白马寺举行。
这是一个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时刻：一位叫朱士行的人，登上戒坛。
这一刻，&ldquo;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rdquo;的儒家伦理，正发生着变化。
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汉地第一个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
　　受戒后，朱士行决定从雍州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成为中国历史上记录的第
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
他在于阗，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抄到了该经的梵本，派人送回洛阳。
自己则在八十岁时在于阗圆寂。
　　而在藏传佛教里，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建成后，也迎来了第一批僧人。
当时赤松德赞大力推行佛教，来自印度的高僧寂护，担任亲教师剃度七位贵族出家为僧，成为中国历
史上的第一代藏族僧人，史称&ldquo;七觉士&rdquo;。
桑耶寺就此成为了西藏第一座&ldquo;佛、法、僧&rdquo;齐全的佛教寺院。
　　上座部佛教现在流行于云南傣族地区。
这里的地方志说，公元7世纪初从缅甸传入了上座部佛教，最早的僧人常在各地游化，只到雨季才在
一地安居。
现在景洪县曼厅寨附近，有一座寺庙的遗址，相传这就是云南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mdash;&mdash;
瓦巴姐寺，意为&ldquo;森林里的佛寺&rdquo;，建于公元615年。
　　是什么力量，能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接受和信仰这位释迦族圣人的教导，甚至不惜性命，
要去遥远的印度大陆取经求法？
　　两千多年前，黄帝、老子、孔子思想在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青藏高原
和其他区域的人们，还信奉着非常原始的宗教。
帝国的贵族们，最初把远道而来的佛陀，看成是黄帝、老子的同道；这位西天的佛，甚至还能&ldquo;
恍惚变化、分身散体&rdquo;。
当时刚刚进入汉地的佛教，被一些人误认为是一种新的、带有异国情调和神奇力量的&ldquo;道
术&rdquo;，犹如道家所讲的吐纳、导引。
　　公元179年，来自西域大月氏国的支谶，翻译了《道行般若经》，不经意间奠定了以后中国佛教的
思想基础。
　　佛经的翻译，在当时采用了大量的道家术语。
不过，想要在士大夫中间弘扬佛法，和尚们首先需要学会用老庄、周易的语言，用中国化的语言去比
附、解释佛经与佛法，这在历史上被称为&ldquo;格义&rdquo;。
　　道安最早建议把出家人的&ldquo;姓&rdquo;统一为&ldquo;释&rdquo;，意思是释迦牟尼的传人，他
谆谆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要放弃&ldquo;格义&rdquo;这种方法，回归真正的佛教本源。
道安生于北方的儒学世家，当时的北方战火频仍，他带着自己的众多弟子，一路颠簸南下。
感慨万千，说出了一句至今还在影响中国佛教界的名言，&ldquo;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rdquo;。
　　公元379年，北方的苻秦军队攻陷了襄阳，年过花甲的老和尚，被&ldquo;礼请&rdquo;到长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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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翻译佛典。
怎样才能译出佛法的真义，又能让中国人理解与欣赏呢？
这是道安长久萦绕不去的困惑。
他在长安，期待着能与远方的一位高僧会面。
　　这位高僧就是鸠摩罗什，公元343年，他出生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地区。
父亲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徒，母亲则是龟兹的公主。
他七岁出家，二十岁受戒，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领袖。
公元401年底，历经多次战争与磨难的鸠摩罗什终于被迎请到了长安，主持佛经翻译。
只可惜，道安在十多年前就已作古，鸠摩罗什称赞道安为&ldquo;东方圣人&rdquo;，两位相慕已久的
高僧，遗憾未及谋面。
　　鸠摩罗什在长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译场&mdash;&mdash;草堂寺，当时称为长安大寺，公
元5世纪初，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中心。
他在这里译经、讲法，终其一生，翻译了一大批传诵千年的佛经。
他译的《维摩经》、《金刚经》、《法华经》，文字优美生动，影响深远。
　　据说他在圆寂之前发誓言道：&ldquo;如果我的译文没有错误，当我火化时，舌不焦烂。
&rdquo;后来果然应验，如今他的舍利塔依然存留于终南山下的草堂寺内。
　　中国的译经事业，经历了公元1世纪到公元4世纪（东汉到西晋）的草创阶段，公元4世纪到公元7
世纪（东晋到隋末）的&ldquo;旧译&rdquo;时期，出现了像鸠摩罗什这样卓越的翻译家；公元7世纪后
，进入玄奘开创的&ldquo;新译&rdquo;时代。
　　公元7世纪，当年轻的玄奘发现中国的汉译佛经并不能解答他的全部疑问时，于是便踏上了一条
九死一生的道路，去印度求取《瑜伽师地论》，以求融会贯通。
西行求法十七年后，他的足迹遍及了西域、印度大小数十个王国。
　　公元645年，已名震印度的玄奘，携带大批佛经返回长安。
这一天，宽阔的朱雀大街如同节日般热闹，归来的玄奘备受唐太宗的礼遇。
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从天竺带回来的经像
。
　　唐朝政府给玄奘组织了阵容强大的译经班子，他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就来讲解当天新译的经典。
他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生共译经论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在玄奘圆寂后，唐高宗失声痛哭：朕失国宝。
出殡那天，赶来为玄奘送行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万。
　　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派吞米桑布札等人去印度、西域求学，吞米桑布札回到西藏后，创制
了藏文，他成为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个译经师。
　　而在西藏历史上，第一座译经院产生于赤松德赞时期。
&ldquo;七觉士&rdquo;之一的贝若杂那就是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家，赤松德赞曾将自己的发髻铺到地上
对大译师贝若杂那致以崇高的敬意。
之后西藏历史上不断出现许多伟大的翻译者，噶瓦拜则、仁青桑波、罗登西绕。
公元13、14世纪，藏译的典籍论释被编纂成《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现在通称为藏文《大藏
经》。
　　相对而言，在云南的上座部佛教的佛经翻译出现的时间较晚。
直到公元13世纪，云南傣族地区才出现兰那泰文译注的巴利佛典。
稍后随着傣文的问世，云南开始有了写或印在贝叶上的傣文佛经。
　　宗教的传播与文明的对话，总是始于经典的翻译和整理。
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中华民族的智者们，用不同的文字，以惊人的毅力，把佛经译为汉文、藏文
、回鹘文、蒙文、满文，或以傣文转写，为后人留下了传承千秋的中华文化遗产。
　　公元6、7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时代开始了。
这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汉传佛教开始立宗成派，和中国文化进行着深度融合，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艺
术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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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宗是中国汉传佛教最早创立的宗派，因为创始人智顗长期居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
这位大师被尊称为&ldquo;东土释迦&rdquo;，相传，他七岁时就能背诵《法华经》&ldquo;普门
品&rdquo;。
他以毕生的精力，使佛法中国化，主张&ldquo;教观总持，解行并进，止观双修&rdquo;。
他的这部煌煌巨制，二十卷《摩诃止观》，是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位于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在智顗圆寂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98年落成，成为天台宗最重要的
祖庭。
其影响远至日本、韩国，至今犹盛。
　　三论宗的宗师是鸠摩罗什，三论宗以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为主要研修经
典。
这个宗派的集大成者是隋代高僧吉藏，俗姓安，是西域安息国人的后裔。
现在位于南京的栖霞寺，是该宗的祖庭。
　　华严宗实际的创始人是法藏，公元643年出生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本典籍，主要发挥&ldquo;法界缘起&rdquo;的思想。
　　唯识宗，主要发挥&ldquo;万法唯识&rdquo;、&ldquo;三界唯心&rdquo;的思想。
这个宗派，在祖师玄奘之后并没有太久的传承，但是，该宗的经典，却是历代高僧大德必修的科目。
　　释迦牟尼佛圆寂前，教导弟子们要&ldquo;以戒为师&rdquo;。
唐代的道宣律师，创立了律宗，代表的是&ldquo;佛行&rdquo;，着重研习、传持戒律。
唐代的鉴真和尚，把律宗传入日本，现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
到了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修持律宗，最为著名。
　　称名念佛、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已是现在所有汉传佛教徒十分熟悉的方法。
这个宗派以《阿弥陀经》为根本，认为只要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有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
一个最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
公元4世纪的庐山慧远被认为是这个宗派的初祖；几百年以后，&ldquo;念佛&rdquo;就已风靡中国。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写了一首诗说：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
宋代以后，称名念佛，更是广为流传。
到了近代，印光法师修持净土宗，最受世人推崇。
　　在所有的佛教宗派里，禅宗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
　　这个宗派，淡化佛经之于解脱的意义，既反对枯燥的诵经，也反对盲目的坐禅，主张&ldquo;不立
文字，教外别传&rdquo;，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说，大梵天王在灵鹫山，请佛说法，并把一朵金色的婆罗花献给佛。
佛陀答应了请求，高升法座，手里持着婆罗花却一言不发。
在座的弟子都茫然不解，唯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
佛祖当众宣布：&ldquo;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咐嘱摩诃迦叶。
&rdquo;这就是禅宗说的&ldquo;拈花微笑&rdquo;的故事，所以中国的禅宗世系把摩诃迦叶列为&ldquo;
禅宗西天初祖&rdquo;。
　　相传，禅宗的心法，是由西天的菩提达摩，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带到了中国。
这位&ldquo;东土禅宗初祖&rdquo;，在中国的传教并不顺利，他在少林寺外的五乳峰面壁枯坐了九年
。
禅宗的大放异彩，一直要到六祖慧能，一位传说中目不识丁的广东人。
　　幼年的慧能，贫穷孤苦，靠卖柴为生。
一天，慧能背着刚砍下的柴禾到集市上卖。
当他路过县城里的金台寺时，被里面的诵经声吸引了。
&ldquo;应无所住而生其心&rdquo;，一听到这句《金刚经》的经文，慧能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特
别的领悟。
　　经过了一段充满传奇的经历，五祖弘忍把衣钵传给了他。
慧能的后半生，大多住在曹溪宝林寺，就是现在的南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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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他的肉身，还被供奉在这里。
他的法语，后经搜集整理，辑为《坛经》，成为禅宗最重要的经典。
　　禅宗的流行，促成了独具特色的&ldquo;丛林清规&rdquo;。
公元8世纪，&ldquo;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rdquo;，依据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胆改革，农、禅结合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寺院管理体制。
　　隋唐形成的汉传佛教八个宗派，后来也被概括为&ldquo;禅、教、律、净、密&rdquo;。
天台、三论、华严、唯识四个宗派，统称为&ldquo;教&rdquo;，也就是&ldquo;佛语&rdquo;。
明代高僧云栖祩弘，要把&ldquo;禅、净、教、戒&rdquo;融为一体，他的思想，奠定了明清以来中国
佛教的总体格局。
　　公元8世纪上半叶，唐玄宗开元年间，三位印度高僧&mdash;&mdash;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人
称&ldquo;开元三大士&rdquo;，相继来到长安，翻译与传播印度密教的根本经典，创立了汉地自成一
体的密宗，被称为&ldquo;唐密&rdquo;。
然而此派不久便在唐武宗灭佛后影响渐弱。
　　举世瞩目的法门寺地宫，就是按照唐密仪轨布置的坛场，即&ldquo;曼荼罗&rdquo;，供奉着佛指
舍利。
穿越千年的时空，今天看去，依旧能感受到唐密当年的兴盛。
　　在所有宗派里，密宗有些与众不同。
其他的宗派被称为&ldquo;显宗&rdquo;，而这个宗派是师徒密传，有不许公开的秘密传授。
该宗派在唐代由空海和尚传入日本，成为&ldquo;东密&rdquo;或&ldquo;真言宗&rdquo;，至今法脉绵延
。
西安的大兴善寺、青龙寺是&ldquo;唐密&rdquo;的重要传承之地。
　　公元7世纪后半叶，印度大乘佛教结合印度教的修行，发展出一种以即身成佛为目的的印度密宗
。
汉地的&ldquo;唐密&rdquo;，虽然在历史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印度佛教密宗传到藏地以后，
很快就引起了藏民们的崇信，形成至今还很兴盛的&ldquo;藏密&rdquo;。
　　公元8世纪后，随着莲花生大师到西藏弘法，密宗在西藏得到了流传。
　　莲花生大师，藏族人尊称其为&ldquo;咕噜仁波切&rdquo;，意思是尊贵的上师。
莲花生大师出生在印度西方的邬丈那国。
有一天有位大臣看到湖中长出了很多莲花，莲花上还有一个奇特殊胜的孩子，就告诉了国王。
国王一见这孩子就很喜欢，收为太子。
因其生于莲花，所以取名&ldquo;莲花生&rdquo;。
　　公元755年，信奉佛教的赤松德赞，为了在西藏弘扬佛法，派专使去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莲花生
在雅鲁藏布江边与赤松德赞会面。
传说，莲花生大师作礼时，竟然手中喷出火焰，众人见了立刻向莲花生大师行了五体投地的大礼。
莲花生大师以其高超的神通摄服藏人，并且建立佛教寺庙，传授佛法，使佛教在西藏生根发芽。
就这样，莲花生大师成为&ldquo;藏密&rdquo;的创始人，被藏族人称为&ldquo;第二佛陀&rdquo;。
　　与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也有不同的四大宗派，莲花生大师所传的教法，后来被称为&ldquo;宁
玛派&rdquo;，意思是&ldquo;古老&rdquo;。
该派与西藏传统的苯教有所融合。
17世纪时，五世达赖喇嘛扶持该派的发展，在青海、四川和云南一带影响很大。
直到今天，每年的藏历五月初十，宁玛派的祖庭桑耶寺的喇嘛们会跳起莲花生大师及八大化身的金刚
舞。
　　公元1073年，一位叫贡却杰布的出家僧人，来到后藏萨迦地区传教，建造了萨迦寺，创立了萨迦
派。
在大昭寺内供奉着萨迦派的祖师们，人称&ldquo;萨迦五祖&rdquo;。
最右面的祖师，就是八思巴。
他继萨迦班智达之后，被元朝皇帝忽必烈封为国师，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和整个西藏地区，结束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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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百年的混乱局面，从此西藏也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噶举派是公元11世纪中叶由玛尔巴所创立，噶举是传承佛语的意思。
该派特别重视师徒之间的口耳传授，是藏传佛教第一个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
第一个转世活佛称为噶玛巴，意为&ldquo;行佛行事业者&rdquo;。
明代永乐皇帝赐封其为&ldquo;大宝法王&rdquo;，延续至今。
噶举派在藏传佛教各宗派里支系最多，今天拥有数量众多的寺院，遍布整个藏族地区。
　　公元14世纪70年代，一位年轻人走在去往西藏的道路上，他就是格鲁派的创始者宗喀巴大师。
宗喀巴，1357年生于青海湟中县，八岁出家，十七岁进入西藏求法。
经过艰苦的修行和学习，他通达显密各宗的教义。
他面对当时藏传佛教派别众多、混乱和戒律松懈的局面，整理出一套&ldquo;先显后密&rdquo;的修习
次第，严格要求僧人遵守戒律，深入研习，闻思修证，倡导一条循序渐进的觉悟之路。
他综合各宗教义后撰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一部中国佛教史上的不朽经典。
　　公元1642年，格鲁派在蒙古贵族和皇太极的扶持下取得了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由此成为在藏地
信徒最多、势力最大的宗派。
宗喀巴圆寂后，传承他事业的，是他的两个门徒。
一位名叫根敦珠巴，身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另一位叫克珠杰，后
来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相传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公元1653年，五世达赖远赴北京，朝见顺治皇帝，受册封为&ldquo;达赖喇嘛&rdquo;，从而确立
了他在藏传佛教的领袖地位。
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中央政府册封五世班禅为&ldquo;班禅额尔德尼&rdquo;。
达赖、班禅的转世，从此由中央政府正式册封，沿袭至今。
　　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喇嘛说》，明确规定了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方可认定。
乾隆皇帝批准特制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等藏地大
活佛；另一个在北京，供在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青海及甘肃等地的大活佛。
　　宗喀巴圆寂的日子，现在成了藏族人民的一个传统节日，称为&ldquo;燃灯节&rdquo;。
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人们都会将点燃的酥油灯放在窗台上，以纪念宗喀巴大师。
　　今天，藏传佛教不仅在藏族、蒙古族和汉族中间流行，在满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锡伯
族、达尔斡族等也有流传。
　　上座部佛教在公元7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云南地区，到12世纪以后，逐渐兴盛。
因其从南方的佛教传播路线传入中国，所以又称南传佛教。
　　公元1569年，缅甸的公主嫁到云南，她的陪嫁包括缅甸的巴利三藏与各种佛像。
在这以后，景洪、德宏等地建造了一批带有明显缅甸风格的佛寺，云南的上座部佛教也进入了鼎盛时
期。
现在云南省，除了傣族，还有德昂族、布朗族、佤族、阿昌族等多个民族信仰上座部佛教。
　　就这样，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不仅自己深受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
的格局和艺术创造。
　　宋明理学、道教全真派的出现，都是主动吸收佛教教义、方法，甚至寺院制度，特别是禅宗心法
的结果。
中国的儒学、道教，从此有了全新的发展。
而到明清时期，儒释道的三教合流，成了全社会的主流思想。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融合，还为这片山川大地上留下了美丽的痕迹，创造了许多崭新的艺术形
式。
　　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始
建于南北朝时期，是保存北朝造像体系最完整的石窟；　　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以气势雄伟而著称
；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ldquo;秀骨清像&rdquo;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敦煌的莫高
窟，则是一座由建筑、壁画、雕塑组成的综合艺术殿堂，规模之大，举世无双。
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已有百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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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天下名山僧占多&rdquo;，这句民间的俗语，形象地反映了佛教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
从明代开始，民间就有&ldquo;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rdquo;的说法。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地区五台县的东北，那里有像莲花一样盛开的五座山峰，传说就
是文殊菩萨讲经说法的五顶山。
在全盛时期，这里的寺庙多达三百余座。
这里融合着汉、藏、满、蒙等各个民族不同流派的佛教信仰，至今仍然留存着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
。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岛的东侧，是大悲大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这位拿着净瓶柳枝、一身白衣的美丽菩萨，普度众生，最受信众的膜拜。
随时随处，凡遇危难，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位慈悲的菩萨就会随机化现前去解救。
这里今天已然成为中国乃至日、韩、东南亚等国信徒共同的朝圣之地。
　　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境内，是普贤菩萨的道场。
传说普贤菩萨乘坐六牙白象随缘应化、普度众生，哪里的众生需要他，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峨眉山最早是中国道士们的修行场所，山上的中峰寺由道观改成佛寺，正是道教和佛教相互融合的历
史见证。
　　九华山，在安徽省境内，邻近著名的黄山。
这里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缘起于这位新罗僧人&ldquo;金地藏&rdquo;的修道故事。
&ldquo;地狱未空，誓不成佛&rdquo;，地藏菩萨的这句誓言，现在成了佛教舍己救人的宣言。
　　&ldquo;四大名山&rdquo;，还有历史上其他的名山大寺，一起支撑着中国人的佛教信仰。
既有历史上供奉佛指舍利的陕西法门寺、供奉佛牙舍利的北京灵光寺、无锡灵山等著名寺刹，还有大
小昭寺、拉卜楞寺等著名的藏传佛寺，以及香港地区的大屿山、台湾地区的法鼓山、中台禅寺、慈济
静思堂和佛光山等重要的现代佛教僧团。
　　这条千年菩提路，已使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
各种民俗、节庆、俗语方言，都已渗透了佛教的影响。
　　不仅如此，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乃至音乐和茶道，都有一种来自佛教的空灵气韵，禅趣盎
然。
　　今天的中国，广袤的名山大川及都市乡村上遍布着大大小小一万多座寺院，二十多万的僧尼，以
及多得难以统计的在家信徒。
佛教，已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是中印文化深度交流的历史结果，也是世界文明对话的成功典范。
　　中国佛教，历史上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成为这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
在世界文明史上，这些国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而佛教推动了这个文化圈的形成。
中国，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
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的佛教在中国，和谐共处，穿越传统与现代的阻隔，历经两千多
年，传承着智慧与慈悲，一起弘扬着一个共同的理念&ldquo;和谐世界众缘和合&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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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CCTV4大型高清佛教历史文化纪录片，六大部委审批支持　　本焕大师、星云大师、钱文忠、楼
宇烈、温金玉联合推荐　　对中国佛教文化一次规模空前的关照，对当今中国佛教信仰者精神与灵魂
的一次深度探寻！
　　全面讲述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内容详实丰富，专家把关并推荐，具有权威性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
　　四色印刷，附有上百幅精美插图，包装精美，极具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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