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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历史上，与佛有缘的人物很多，其中不乏佼佼者。
如维新变法的王安石、大画家吴道子、文学家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等等。
到了近代，不仅僧人和居士继续研究佛学，而且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学者也竞相研习佛学，并将佛学
思想作为自己建立理论体系的依据。
一些重要的文科大学都开始讲授佛学课程，如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等，均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讲佛
学；梁启超和王恩洋则分别于清华大学和四川大学讲佛学。
从此，佛学逐渐进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领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些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专著里，佛学思想也被列为重要内容而作了专门介绍，如梁启超在讲中
国学术史时专门讲了佛学；胡适、冯友兰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时写进了佛学。
中国佛学终于在近代人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占了极其重要的一页。
    天台山作为中国佛教第一宗——天台宗的祖庭，是国内著名的佛教文化名山，有责任认真研究和发
展整理在佛教发展史上地位极为重要的佛缘人物。
因此，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于去年组织《中华佛缘人物志》编委会，由朱封鳌任主编，韦彦铎、郑鸣
谦任副主编，从朱封鳌十年前组织人力初步编成的千余人物中，筛选100人，反复修改，编成此书，作
为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的研究课题，全书20多万字，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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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武则天（武曌）　　武则天（624—705），唐高宗后、武周皇帝。
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
母杨氏，隋纳言遂宁公杨达之女，父丧，愿“永奉严亲，长栖雅志”，唐高祖把她嫁给武士彟。
及士彟死，杨氏复起出家之念，终因武曌年幼而罢（《望凤台碑》）。
因此，武曌“幼小时已被缁服”。
武曌十三岁入宫，为唐太宗才人。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八月太宗大行，武望被遣送感业寺为尼。
永徽三年（652年）五月，武望重返宫禁。
　　佛门子弟不事生产，故须缘附贵胄，而统治者正好借其教化黔首。
巩固帝业和弘扬佛法，原就是各取所需、合作双赢，一善用墨，一善敷色，其理一也。
显庆元年（656年），武后孕期有恙，李治恳请玄奘：“中宫在难，归依三宝，请垂加佑！
”李显顺产，武后不违所许：“愿法师护念，号为佛光王”。
为此赐玄奘袈裟，并信守诺言，由玄奘收李显为徒，号“佛光王”。
后玄奘又陆续为“佛光王”满月剃发进贺表；为“佛光王”周岁进贺表、上法衣。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崩于洛阳贞观殿，遗诏有云“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不久，武后临朝称制，一反李唐三代“尊道抑佛”而行“崇佛抑道”。
为使百姓信服女子代唐，圣母称帝是顺理成章之事，不免要究寻经典佐证。
儒家经义，从来男尊女卑，反对“牝鸡司晨”，所谓“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
道家经义中亦无女主天下的先例可循。
但是，佛经中却有女子为王之说，《大方等无想大云经》说：“尔时有一天女，名日净光⋯⋯佛告净
光天女言：汝于彼佛暂一闻《大涅粲经》。
以是因缘，今得天身。
值我出世，复闻深义。
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
化为众生，现受女身。
”于是“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在僧俗、道流
及群臣的合谋下，武后践履了“君权神授、君神合一”这一套传统拙劣的表演，以“弥勒佛”转世身
份，登上帝位，“改国号为周⋯⋯加尊号日圣神皇帝”，年号天授。
　　武皇既依靠《大云经》天光净女授记顺利坐镇九五，自然要扶持佛教。
天授二年（691年）夏四月下制“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
咸亨二年（671年）汉僧义净求法走海路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于证圣元年（695年）携大批佛典
回到洛阳，女皇亲临端门迎接。
此后整整4年，义净奉敕重译了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僧——实叉难陀带来的80卷本的《华严经》，
是为华严宗教义宗旨。
继义净之后者当推法藏。
法藏是西域康居人，祖父时归化中国定居长安。
咸亨元年，荣国夫人杨氏死，武后施宅为太原寺，度僧以树福田。
经荐举度为僧，得受沙弥戒。
他在“钻研北魏翻译的《华严经》之后，总评玄奘创立的法相宗以下佛教诸前辈的教义，集《华严经
》之大成”。
不久又助义净翻译《华严经》，毕功之后武皇亲自作序，并赐号“贤首菩萨戒师”，因此“华严宗”
又称为“贤首宗”。
武则天扶持华严宗，是为打破玄奘法相宗独步佛门的局面。
因玄奘为太宗推重，受封“沙门领袖”。
法相与华严两宗之间起落消长，也可见政权实体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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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禅宗此时大盛，“天下言教皆禅”，武则天鉴于民望，亦十分敬重。
《旧唐书》载，神秀居当阳山，以90岁高龄肩舆上殿，则天亲加跪礼，礼佛敬神之心跃然纸上。
　　可见，武则天与佛教的因缘在信仰与政治之间，恰似卢舍那大佛和武则天不啻“凿石成佛，如朕
帝身”之关系。
至今翻开《金刚经》都会看到一首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便是女皇手笔。
千年之下，读来仍令人追慕不已。
　　吴道子　　吴道子，唐代画家。
又名道玄。
阳翟（今河南禹州）人。
初学书于张旭、贺知章，未成而罢，转习绘画，“年未弱冠”，已“穷丹青之妙”。
初在韦嗣立幕下任小吏，至四川双流，写蜀道山水。
又在山东兖州瑕丘当过县尉。
此后，辗转到繁华的东都洛阳，专心从事寺观的壁画制作。
虽然社会地位极低，但是声望早已扬溢两京以外。
唐玄宗知其名，便召他入宫供奉，并授以“内教博士”，后又提升为“宁王友”。
自此，他结束了浪迹生活。
　　吴道子的声誉，广被京都人士所传播。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吴道子在兴善寺中门画门神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竟至观者如堵”。
由于画佛的圆光“不用尺度”，“立笔挥扫，势若风旋”，至使“观者喧呼”，“惊动坊邑”。
　　唐代继南北朝及隋代以后，佛教大兴，大小寺院一度多到44600多所，善男信女自朝至暮络绎不绝
到寺院中焚香礼拜，当时寺院中辉煌的壁画，无异是公开的画廊。
吴道子一生所作壁画，仅在长安和洛阳寺院道观中，便有300余幅。
在卷轴画方面，据《宣和画谱》著录，传至宋代，仅徽宗的宫廷里，就有《维摩像》、《帝释像》、
《五星图》、《双林图》、《摩那龙王像》、《佛会图》等93件。
这些作品，“变相人物，奇踪异状”（《唐朝名画录》神品上），竟无雷同之处。
往往“虬须云鬓，数尺飞动。
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历代名画记》卷二）。
苏东坡评他“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傍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
他善于把握“守其神、专其一”的法则，故其所画寺院中的“执炉女”达到了“窃眸欲语”的生动姿
态。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说：“张（僧繇）、吴（道子）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
”可见吴道子综合提炼的功夫很纯。
吴道子最著名的作品当推《地狱变相》与《送子天王图》。
　　吴道子的人物画成为唐代绘画的范本，被称之为“吴家样”；并被后人尊为“画圣”、“祖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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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佛教传入中国后，两千多年在中华大地上，得以慧灯长明，薪火相继，除了广大僧伽奋发着力外
，“与佛有缘”者亦功不可没。
对于前者，历朝僧传、寺志中记载颇丰；而后者的事迹，往往缺少系统、全面的整理。
为此，我们经过长期收集和积累资料，从历代干余人中精选了百名人物，编成《中华佛缘人物志》，
荟萃英贤，通览古今，以略补这一历史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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