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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将观音信仰纳入了一个信仰体系之中，再通过经典和史料的分析，对观音信仰在印
度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向中国的传播等历史进程做了考索，指出了观音信仰的特征、类型、内在
结构，及其在中土的变化与发展等等，最后总结了中国观音信仰基本特征，即普及性、渗透性、融摄
性、简易性、调和性、适应性、世俗性、亲和性。
这些研究，有很多是在前人未发的情况下，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同时在材料
上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中外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大部分都被引用，这说明作者是认真的，而且经过
不少的辛苦才撰出这部具有填补空白价值的专著，真是可喜可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

作者简介

李利安，1961年4月生，历史学博士。
现为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世界宗教与文化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
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研究基地（甘肃）特邀研
究员、《中国佛学网》（www．china2551．org）总编、《中华佛教年鉴》（学术卷）主编、《论藏丛
书》（已出版24册）主编。
已出版独著《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金刚经般若思想初探》等7部。
在《世界宗教研究》、《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
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曾主持过省部级项目和各种
横向合作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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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第一章　绪论：观音信仰研究的意义、现状和思路  一、本研究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  二、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学术界研究现状分析    （一）印度佛教入华史研究现状    （二）观
音信仰研究现状分析　四、研究思路第二章　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起源  一、对学术界关于观音信仰
起源问题诸观点的评析  二、笔者关于观音信仰起源的意见第三章　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发展  一、古
代印度观音信仰的最初形态及其流传  二、净土往生型观音信仰的形成及其与称名救难型观音信仰的
融合　三、观音信仰与般若思想的合流及智慧解脱型观音信仰的形成第四章　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变
革  一、密教观音信仰的产生及其早期形态  二、全面密教化观音信仰形态的形成  三、密教观音信仰在
古代印度社会中的变异与流行第五章  古代印度观音灵验信仰及其基本特征  一、从观音灵验信仰之客
体所作的考察    （一）观音造像的流行及其基本类型    （二）观音像灵验信仰的七种模式  二、从观音
灵验信仰之主体所作的考察第六章　观音名称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与争论  一、古译时代的观音译名  二
、旧译时代的观音译名  三、“观音”简称形式的出现  四、新译时代的观音名称及关于新旧译名的争
论第七章　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的最初输入及其在中国引起的共鸣  一、与观音信仰相关的佛教
思想的传入及观音译名的最早出现　⋯⋯第八章　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的全面输入及中国人的选
择接受第九章　印度观音信仰向中国输入的完成及中国人的进一步接受第十章　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
中国化及其基本特征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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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观音信仰研究的意义、现状和思路　　一、本研究所涉及的几个概念　　在展开
论述之前，我想有必要对本书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几个概念作明确的界定。
主要有五个概念：其一是“古代印度”的范围；其二是“观音”名称的涵盖；其三是“观音信仰”的
含义；其四是对“渊源”一词的理解；其五是“中国”及“向中国传播”的运用。
　　第一，本书中所说的“古代印度”是中国古代所用“印度”一词的广义概念。
古代印度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都同现代印度有重要区别。
狭义的古代印度指现在的恒河流域、德干高原、印度河流域等古代被称为“五天竺”的地区，分为中
印度、北印度、南印度、东印度、西印度等五个部分。
广义的古代印度则还包括五印度之外的周边国家或周边国家的部分地区，即以现代印度为核心的整个
南亚地区，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家和地
区，甚至也包括今天阿富汗、伊朗东部的部分地区。
　　第二，观音名称及其含义问题在历史上曾有过长期的争论。
本书除非在引用原文或专门探讨观音名称问题时会使用各种不同的观音名称，并表明作者本人的观点
，一般情况下为了表述的方便，均使用“观音”这个名称，这是从此位大乘佛教菩萨的众多不同名号
中选取的最简单、最流行的一种，仅仅用于指代这位菩萨，而不含有作者关于观音名称的学术观点，
所以，这个名称就是“光世音”、“观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现音声”等许多不同
名称所指代的那位菩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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