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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文《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汇。
它卷帙浩繁而内容赡博，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宝藏，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大遗产。
然而，由于佛经文句艰涩，义理幽奥，术语独特而且繁多，这又给阅读和使用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本书是汉文《大藏经》的总目解说。
对《大藏经》收录的各种典籍，按“藏”（经藏、律藏、论藏、文史藏等）、“部”（长阿含部、中
阿含部、杂阿含部、增一阿含部等）、“门”（相当于“章”）、“品”（相当于“节”）、“类”
（子类）、“附”（附录）六级分类法编制，并予以详释。
内容包括：（1）经名（包括全称、略称、异名）。
（2）卷数（包括不同分卷）。
（3）译撰者。
（4）译撰时间。
（5）著录情况。
（6）主要版本。
（7）译撰者事迹。
（8）序跋题记。
（9）篇目结构。
（10）内容大意。
（11）思想特点。
（12）资料来源（或同本异译）。
（13）研究状况等。
此外，还有经典源流的叙述，不同文本的对勘，史实的辨正和补充等。
    现今出版的是《大藏经总目提要》中的《经藏》（小乘经藏）和《文史藏》。
前者分为长阿含部、中阿含部、杂阿含部、增一阿含部、其他小乘经部等五大部，共收录汉译小乘经
三百五十二部八百十一卷；后者分为经录部、教史部、传记部、宗系部、纂集部、护法部、地志部、
杂记部等八大部，共收录佛教文史类典籍二百三十部二千四百五十八卷。
    本书由佛经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教授陈士强先生历时二十三年写成。
它立足于原典的解析，收录齐备，释义详尽，史料丰赡，考订缜密，是迄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中最新
、最全的知识密集型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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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藏经总目提要（上册）　一、经录部　　总叙  　第一门　南北朝众经目录：梁僧祐《出三藏记集
》十五卷　　　附：梁佚名《众经别录》二卷  　第二门　隋代众经目录    　第一品  隋法经等《众经
目录》七卷    　第二品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十五卷    　第三品  隋彦琮等《众经目录》五卷  　第
三门　唐开元前众经目录    　第一品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十卷    　第二品  唐静泰《大唐东京大敬爱
寺一切经论目》五卷    　第三品　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四卷    　第四品　唐明俭等《大周刊定众
经目录》十五卷  　第四门　唐开元问众经目录    　第一品　唐智升《续大唐内典录》一卷    　第二品 
唐智升《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    　第三品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二十卷    　附：唐智升《开元释
教录略出》四卷    　第四品　唐玄逸《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三十卷　　第五门　唐贞元间众经目
录    　第一品　唐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    　第二品　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
十卷　　第六门　五代众经目录：南唐恒安《大唐保大乙巳岁续贞元释教录》一卷　　第七门　宋元
众经目录    　第一品　北宋赵安仁等《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二卷    　第二品　北宋惟净等《天圣释
教总录》三卷    　第三品　北宋吕夷简等《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    　第四品　元庆吉祥等《至
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　　第八门　《大藏经》解题    　第一品　北宋惟白《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八
卷    　第二品  北宋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十卷    　第三品  明寂晓《大明释教汇目义门》四十一
卷    　附：明寂晓《大明释教汇门标目》四卷    　第四品  明智旭《阅藏知津》四十四卷　二、教史部
　　总叙　　第一门　纪传体佛教史    　第一品　南宋宗鉴《释门正统》八卷　　⋯⋯　三、传记部
　四、宗系部大藏经总目提要（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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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门 南北朝众经目录：梁僧祜《出三藏记集》十五卷附：梁佚名《众经别录》二卷《出三藏记集》
，又名《出三藏集记》、《三藏集记》、《出三藏记》，简称《僧袼录》、《祜录》，十五卷。
梁建初寺沙门僧祐撰。
载于《丽藏》“楹”“肆”函、《宋藏》“肆”“筵”函、《金藏》“楹”“肆”函、《元藏》“肆
”“筵”函、《明南藏》“迹”“百”函、《明北藏》“户”“封”函、《频伽藏》“结”帙，收入
《大正藏》第五十五卷。
僧祜（445—518），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父世移居建业（今江苏南京）。
幼年从建初寺僧范出家。
十四岁时，师事定林寺法达。
受具足戒以后，又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尤精萨婆多部（即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根本律典《十诵
律》。
著作见存的尚有：《释迦谱》五卷、《弘明集》十四卷（以上见本书传记部和护法部）；已佚的有：
《世界记》五卷、《萨婆多部师资记》（又名《萨婆多部相承传》）五卷、《法苑杂缘原始集》（又
名《法苑集》）十四卷（一作十卷）、《十诵律义记》十卷、《法集杂记传铭》七卷，其序言和目录
均存于《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之中。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有传。
《出三藏记集》未署撰时。
此书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有“齐（南齐）语音讹，遂变诗文”之语（《大正藏》第五十五卷
，第4页下），卷七所收王僧孺《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中有“天监之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采药于豫章胡翼山”之事（第50页下）；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五说：“《出三藏集记录》
，齐建武年律师僧祐撰。
”（《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125页下）卷十一“《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条下说：“右一录四
卷，天监十四年，敕安乐寺沙门释僧绍撰。
绍（僧绍）略取祐（僧祐）《三藏集记目录》，分为四色（指四类），余增减之，见《宝唱录》。
”（第99页中）综合这些记载推断，此书始撰于南齐建武年间（494—97），完成于梁天监十四年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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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藏经总目提要:文史藏(共2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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