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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古代史学的长河之中，有一条特异且重要的支脉，那就是中国佛教史学。
佛教传人中国后，自魏晋南北朝以迄清代，高僧大德们出于弘法护教的动机与目的，前后相继，著史
不绝，形成一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中国佛教史学传统，为后人留下了数量众多、体裁多样、内容宏
富的佛教史籍。
    在悠久的中国佛教史学传统中，历代佛教史家们借鉴和改造传统史学的修史体例与方法，并创造出
一些新的修史体例，以佛教史家的眼光来拣择史料和记述佛教的事迹，对有关史事进行评论，表现出
至为独特的佛教史观。
    然自近代以来，佛教学者对于佛教史观的探讨非常罕见，系统的研究至今未见。
笔者乃集十年之功，在系统研究中国佛教史籍的基础上，从中抽绎出六种主要的佛教史观，即本迹史
观、感应史观、神通史观、业报史观、末法史观、正统史观。
最后，笔者把佛教的缘起论视为一种最为根本的历史观，用以统摄上述六种史观，构成一个相对完整
、严密的佛教史观体系，称为“一本六支”。
    这一佛教史观体系的揭明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其一，对佛教史籍中的丰富内容，尤其是被人们视为神秘、虚诞的感应、神通、业报等记载，给出
了合乎佛教教理的理性化解释，肯定了这类记载的真实性及其在佛教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为人们
阅读和理解佛教史籍的内容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指导。
    其二，对于佛教历史的源流、佛教历史发生的动力与机制，佛教历史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以及佛教
历史的分期等重大的佛教历史理论问题，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其理论的精密深邃，远非世俗史
观所可相比。
    其三，第一次用佛教史观把全部佛教史籍统一起来，视佛教史籍为一个严整的系统，从而为中国佛
教史学史的系统研究作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铺垫。
    其四，一改以往诸多学者认为佛教史籍仅是弥补正史之不足的片面看法，力图纠正一般佛教史研究
者以先人为主之见对佛教史籍有关内容进行过滤与筛选的武断做法，为佛教历史研究另辟蹊径，为更
为如实地研究佛教历史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与方法论的启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教史观研究>>

书籍目录

自序内容提要导论    一、佛教史观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二、研究的范围与方法    三、对佛教史籍
的总体评价    四、初步的研究结论——“一本六支”第一章  佛教史家著史的动机与目的  第一节  魏晋
南北朝时期    一、释僧祜    二、释慧皎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    一、经录类    二、传记类    三、宗派法
系类    四、经典传习类    五、纂集类    六、护教类    七、地志类    八、感通与因果报应类  第三节  宋元
时期    一、传记类    二、宗派法系类    三、纪传体佛教史类    四、编年体佛教史类    五、护教类    六、
纂集类    七、地志类    八、杂记类  第四节  明清时期    一、传记类    二、宗派法系类    三、编年体佛教
史类    四、护法类    五、感应及因果报应类    六、其他  本章小结第二章  本迹史观  第一节  本迹论    一
、鸠摩罗什师徒的本迹论    二、诸涅槃师的本迹论    三、天台宗释智颤的本迹论  第二节  本迹史观    一
、佛法的源流与兴衰    二、三教关系    三、佛教历史人物  本章小结第三章  感应史观  第一节  感应论    
一、感应之说源自教典    二、东晋慧远与鸠摩罗什对法身感应问题的讨论    三、隋代智颤与吉藏对感
应论的建设与应用  第二节  感应史观    一、历代佛教史籍中的感应事迹    二、感应史观视野中的佛教
历史问题  本章小结第四章  神通史观  第一节  神通论    一、神通的含义与内容    二、修习神通的原理与
方法    三、神通的功用  第二节  神通史观    一、神通事迹之分类    二、神通事迹的性质、地位与作用  
本章小结第五章  业报史观  第一节  业报论    一、业报的性质    二、业报的类别    三、业报的转消  第二
节  业报史观    一、佛教史籍中有关善恶业报的记载    二、业报央观视野中的佛教历史问题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末法史观  第一节  末法论    一、正法、像法、末法的含义    二、正像末三时断限    三、末法时
期的开端    四、对治末法之道  第二节  末法史观    一、像法时的起止    二、末法时的起始  本章小结第
七章  正统史观  第一节  付法论    一、付法观念的起源    二、佛教法统的形成    三、禅宗的法统    四、
天台宗的法统  第二节  禅宗的正统史观    一、北宋契嵩首倡禅宗正统史观    二、临济、曹洞二宗的正
，统之争  第三节  天台宗的正统史观    一、天台宗佛教史籍的编撰背景    二、天台宗的正统史观  本章
小结第八章  缘起史观  第一节  缘起史观的提出  第二节  缘起史观的基本内容    一、佛教的时间观    二
、佛教的地理观  第三节  “一本六支”的佛教史观系统  第四节  佛教史观与佛教史籍  第五节  佛教史
观不是神学史观结语　一、本课题研究的艰巨性  二、笔者目前研究的局限性参考文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教史观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佛教史家著史的动机与目的　　佛教传人中国，以佛经翻译为先。
随着所翻佛经的日益增多，记录佛经翻译情况的经录便出现了。
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僧尼是弘传佛教的骨干。
随着佛教影响的日渐扩大，记录僧尼事迹的僧人传记也应运而生。
大约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释僧僧祐、释宝唱、释慧皎等人为代表的佛教史家群体，他们所编纂
的佛教史籍在当时后世影响巨大，成为开启中国佛教史学传统的重要标志。
此后历朝历代，佛教史家辈出，或承袭旧制，或另创新规，编纂出更多的佛教史籍，汇成一条中国佛
教史学的历史长河。
笔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佛教史学的成就与特点，把中国佛教史学史分为四个阶段：一、魏晋南北朝—
—开创期，二、隋唐五代——发展期，三、宋元——鼎盛期，四、明清——延续期。
　　各个时期的佛教史家们著述佛教史籍，必然先有其动机，也必有其所要达成的目的。
这是我们研究佛教史观的起点。
若分别来看，佛教史家们所处时代各异，内外学养不同，其著史的动机与目的因人因时而异。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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