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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
　　它主要由儒家文化、道家（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构成。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史中，儒家文化是正统，道家（或道教）文化是异端，而佛教文化则是外
来的鲜货。
然而，文化发展的规律证明，凡是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一切文化成果是可以并行不悖、彼此相容的。
在这前提下，不同的文化可以有各自的独立性，但也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
中国文化的历史正是如此。
儒家注重人伦，道家崇尚自然，佛教提倡出世，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满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共同需
求。
因此，在彼此的斗争与融合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甚至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
的基础。
　　与此相适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教育也是一个多元结构。
它主要也是由儒家教育，道家（或道教）教育和佛教教育构成。
儒、道教育历来受到中国教育史界的关注，佛教教育却由于它的宗教性质而甚少有人注意。
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的流传是通过人类一代一代相继延续的，而文化的延续绝
对离不开教育的传递。
因此，佛教文化的传递也必然由一定的教育形态来保证，于是就有了佛教教育的出现。
　　中国佛教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教育紧密相关的。
它起始于东汉，是在适应儒道教育的基础上兴起的。
由于它以精致的教育思想，以及对教育心理与思维训练的注重，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输入了新血液
，因而得到一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社会种种因素的促动下，佛教教育不断地迎合和吸收儒道教育，在长期的融
合过程中，逐渐分离出一个具有中国化特征的佛教教育体系，在教育制度、思想、方法等方面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并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儒道教育的进程与方向。
至隋唐，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从教育制度、思想和方法等一系列方面全面确立了中国佛教教
育的体系，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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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佛教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源流
和主要特点，并从比较文化的角度，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对儒佛道一二家的教育思想、制度
和方法进行了纵横向比较和关系研究。
力图为确立中国传统教育多元互补结构的发展理论奠定基础，为中国教育史研究提供新的角度、观点
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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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方面，也由于其上原因的连锁反应，使经学研究出现一言至万言，甚至数万言的不良倾向。
东汉经学家虽大力提倡古文经学，重视训诂章句的严肃学风，然终流于烦琐而不能自拔。
这一切都致使汉代的经学教育日益僵化，走进了死胡同。
　　于是，对于诸子思想探讨重又复苏，而老庄的思想成为冲破沉闷空气的有力武器。
对于现实制度的控诉与消极抗拒，伴随着神仙方术的迷信思想，逐步成为汉末对于日益动乱社会的一
剂良药。
对自身安危的关切，促使人们不得不去寻找保全自身的精神寄托。
人究竟应该如何去适应充满危机的现实生活，而“成为怎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也开始提出。
这个哲学上所探讨的永恒课题，由于哲学思想本身的贫困，便让位于宗教的探讨。
东汉末兴起的道教提出肤浅的神仙方术来藉以济世，但不能满足人们的理论需求，于是一部分人的目
光便投向外来宗教文化，力求从中寻找答案。
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从佛教理论的角度，投身于这股潜在的思潮中去，并利用他们所介绍的佛经，
在宣传佛教的宗教理论的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如何学习佛教教理进而学佛成佛的宗教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的探讨，在宗教家手中得以延续。
　　梁僧佑在其所撰的《高僧传·序》中曾对早期西域来华游化的僧侣有过一个较为确切的评估，“
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传度经法，或教授禅道，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
这对于当时处于动乱社会的现实是相符的，这是想顺应中国社会现状的必然。
但是，可以说在汉桓帝、灵帝期间来华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等人还是比较严谨的佛教学者。
他们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讲学以译经”的工作中，分别介绍了大小乘佛教的教义。
在此，我们就以他们所介绍的佛经著述来剖析其中与佛教教育有关的若干问题。
　　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把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的理论介绍到中国的西域僧人。
安世高系统地翻译小乘经籍，介绍小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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