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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是我国人民广泛信仰的宗教形式之一。
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 佛教对中国民间生活、文学、美术、建筑乃至天文历法、医学医药等都产 生
过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地方政治中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它现在已经 成为悠久的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在我国的佛教信仰中，有几种影响深远、传播广泛的宗派和信仰模式 ，从宗派角度来说，禅宗和净
土宗显然十分普遍，从信仰模式的角度来讲 ，净土信仰、观音信仰、弥勒信仰这几种更是深入人心。
然而，并不是所 有信众都能说清楚、讲明白西方极乐世界、未来佛弥勒佛、观世音菩萨到 底是怎么
回事，也可以说，很多人并不能清楚地划分佛教世界里的诸佛、 菩萨体系。
 同时，近年来，我国佛教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系——藏传佛教越 来越受到重视，很多汉地的信
众也开始接触藏传佛教的内容，然而，更多 的人发现，藏传佛教中的诸佛、菩萨体系竟然更加复杂，
看起来似乎和汉 传佛教中已经较为普及的佛教知识体系并不相同。
于是，很多人产生了各 种各样的疑问：难道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信奉的不是同一类内容？
汉传佛 教的佛和藏传佛教的佛有什么区别？
甚至，有些并不了解藏传佛教内容的 人简单地将其认定为“密宗”，将其神秘化，认为它与汉传佛教
完全是两 个体系，甚至并不承认其为佛教。
 这种观念是完全不对的。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都是大乘佛教，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不同。
只不 过，藏传佛教的传播条件、历史发展脉络不同，造成了其信众对“密宗’ ’的理解和修持方法
研究得更深些、传播得更普遍些。
实际上，汉传佛教 中也是有密宗的，比如阿弥陀佛信仰就有深刻的密宗思想的痕迹。
从历史 上看，密宗传入中国的时候是唐朝初期，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们非常 熟悉的玄奘大师，
对密宗的理解和研究就非常深入。
但是，唐末发生了“ 法难”事件，佛教遭到空前的打击，客观上使得密宗的传播受到了影响。
 而佛教传入西藏的时候，恰逢印度佛教密宗非常兴盛、成熟的时期， 而西藏特有的传播条件，也促
成了密宗的广泛传播，于是比较顺利地传承 了下来。
但是，藏传佛教也是非常重视显宗的，并把对显宗的学习视为密 宗修持的基础。
 由此可见，藏传佛教中的诸佛、菩萨体系，与汉传佛教实际上是相通 的，其中的不同，仅仅是对经
典的理解、解释不同造成的差异，而非本质 上的矛盾。
 事实上，由于汉传佛教在传播历史上的翻译、篡改、佚失等多种多样 的问题，对很多经典的解释产
生了不同版本：有的不甚了了，有的竟然存 在些许矛盾，近些年来，随着对藏传佛教认识的深入，很
多宗教人士和学 者开展了藏汉经典互译的工作，将传播、保留相对完整的藏传佛教的经典 重新译为
汉语，以此，补充和完善了汉传佛教的一些内容，也厘清了很多 佛教教理教义上的问题。
可见，藏传佛教中的诸佛、菩萨体系，与汉传佛 教是“不二”的，了解藏传佛教的诸佛、菩萨，也有
助于我们在学习佛教 知识的过程中开拓视野、完善知识体系。
 本书以藏传佛教特有的艺术形式——唐卡为载体，系统地介绍了藏传 佛教中常见的佛、菩萨以及主
要的护法。
其大部分在汉传佛教中的寺院、 雕塑、艺术品中也是常见的，因此，本书在介绍的过程中，既说明他
们在 汉传佛教中的信仰情况，也充分说明藏传佛教中对其的认识、理解，以此 使广大读者和信众全
面地了解佛教知识、理解显密二宗的关系并对藏传佛 教、尤其是密宗思想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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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雪域高原上的藏民族具有超常的想象力，他们几乎将佛经中出现的所有义理、概念、观点，都塑
造出人格化的形象，因此，在藏传佛教的塑像和绘画中，出现了我们难得一见的神佛形象，即使那些
耳熟能详的神佛，又根据不同的教典衍生出各异的姿态。
唐卡严谨而又忠实地记录了藏传佛教中的神佛体系，并在细微处表现出佛教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本书为全彩插图传世典藏版唐卡，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唐卡中的佛教神明与传奇》，下册为《
唐卡中的西藏历史与艺术》。
其中收录百幅绝美唐卡珍品这种浓缩雪域灵魂与佛教精髓的集大成艺术。
其中不仅介绍了唐卡中的历史人物，读者还可以一睹国宝级唐卡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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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胎二部 前面讲到，密宗因为《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的不同传承，事实上 形成了胎藏界和
金刚界两部。
其中，金刚界是大日如来智慧的显现，表现 了大日如来的“智德”，胎藏界是大日如来理性的显现，
表现了大日如来 的“理德”。
 胎藏界，是由“定”、“智”、“悲”三德而组成的，所以胎藏界又 分三部：一是佛部，表示诸尊
理智具足圆满，皆已进入佛的境界，故名佛 部，显现了诸佛的“定”德，部主为大日如来；二是莲花
部，显现了诸佛 的“悲”，表示诸佛的慈悲生长一切善法，此部的部主是观世音菩萨；三 是金刚部
，显现了诸佛的“智”，表示诸佛智慧能破一切惑业烦恼，好像 金刚一样坚定，所以称为金刚部，此
部的部主是金刚手。
 而在金刚界，能将众生没有觉悟的障碍转化成五种佛的智慧，因此金 刚界又分为五部。
 一是莲花部，表示一切众生本有清净菩提心，虽然众生在六道中轮回 ，但清净菩提心是永远不染不
污的，像莲花一样，所以此部称为莲花部。
 莲花部的智慧名为“妙观察智”，部主是阿弥陀佛，这个部用红色表示。
 二是金刚部，表示一切众生心中自有觉悟一切的智慧，此智慧不染不 垢、不可破坏，又能除一切烦
恼，像金刚一样不朽不坏，且能利断万物， 所以此部称为金刚部。
金刚部的智慧名为“大圆镜智”，部主是不动佛， 这个部用蓝色表示。
 三是佛部，表示一切众生本有的理性虽在世间不能显现，但一旦修证 成功，觉道圆满，则转成为诸
佛的智慧，所以称佛部。
佛部的智慧名为“ 法界体性智”，部主是大日如来。
这个部用白色表示。
 四是宝部，表示诸佛菩萨福慧无边，如同珍宝，所以称宝部。
宝部的 智慧名为“平等性智”，部主是宝生佛。
这个部用黄色表示。
 五是羯磨部，羯磨的意思是“业”，表示诸佛菩萨度化众生、能成就 一切方便事业，所以称为羯磨
部。
羯磨部的智慧名为“成所作智”，部主 是不空成就佛。
这个部用绿色表示。
 密宗四部 金胎二部是从教理的角度对密宗进行的分类，而“四部”是从修持方 法的角度进行的分类
，这四部是密宗修行的四个层次，又是佛教发展的四 个阶段，它们分别为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
瑜伽部。
 在藏传佛教前弘期中，西藏所行密法多为事、行二部，史称旧密法， 十一世纪初，仁钦桑波等大译
师翻译多种瑜伽密教经典，史称新密法，此 后瑜伽部及无上瑜伽部密法遂盛行于西藏佛教各派中，传
承不绝。
 事部，原名叫“作密”，因为比较注重“事项”（也就是形式方面的 东西），所以叫做“事部”，
简单地理解，它就是杂密，主要重视外在的 仪式，而不注重观想等精神层次的修炼。
修法时常先做一些迎请佛、菩萨 的仪式，注重设供，作三角咒，结契印等。
在教理上来说，它更是追求本 尊的加持，而不主动寻求自己与本尊的融合。
通俗来说，这种阶段主要是 希望佛、菩萨的帮助，而不重视将自己提升到一定的境界，进而获得佛、
菩萨的智慧。
 行部，也称“修密”，它以《大日经》为主要经典，修持的根本在于 《大日经》中所说的菩提心。
这就是说要求修密法者必须以慈悲众生的情 怀为根本，懂得佛教中所说的“缘起”的意义。
这种说法的理论基础是般 若思想，也就是强调从事物的相互依赖性中去思索，从中悟出“空”，最 
终不再执著。
 瑜伽部，这是对行部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它更为注重修行者世俗性的 一面。
在此部中，自我获得了更被尊崇的地位，这与以“常乐我净”为佛 性本质的大乘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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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认为，只要持戒清净，只要大 舍大悲，修行者就已经获得了成佛的基本条件，至于具体用什
么方法，则 不当作根本性的问题。
 无上瑜伽部，是密法的最高阶段，它主张一切善恶、一切功德都是本 心所具有的。
因此在修持方法上，它强调修行者自观本心，从中观想自己 与本尊合一。
这种自我本尊也有两种相，即慈善的佛菩萨相或忿怒的金刚 明王相。
前者是本心本性，后者是方便显示。
这也就从理论上形成了唐卡 中佛、菩萨的两种形象。
 从修持角度来说，事部比较偏重于外在的修持，比如对于供养、法器 、环境的要求等等；行部是内
外均等，即对外在要求和内心的修持予以平 等注重；瑜伽部相对来说就比较重视内心的修炼，而较少
有外在的要求； 到了无上瑜伽部，完全重视内心的修持，而全然不在意外在的环境了。
 P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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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超值价：16开496页全彩超值珍藏版仅售108元.　　2.书内有百幅绝美唐卡珍品传世典藏　　3.本
书内赠大幅全彩唐卡挂图千手千眼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已经寺院开光加持，适于任何家庭、个人和修
持不同本尊的信众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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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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