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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卒于孝 武太元十年，年七十四，出
生于常山扶柳县的一个读书人家里。
由于世乱 ，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 ，对于五经文义
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
十八岁出家⋯⋯ 《道安在襄阳》是关于研究道安在襄阳的建树的专著。
 《道安在襄阳》的作者是胡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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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中才，1944年出生，湖北南漳人。
大专学历。
副研究员。
1964年由校门进机关从政，2004年在湖北省襄樊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任上退休。
退休后习于研读史书，从事理论研究。
主要研究道安文化和荆楚民俗。
先后任襄樊市社科联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襄樊市荆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襄樊市作家协会会员。
2008年4月被聘为襄樊学院道安研究所研究员，2009年9月被聘为襄樊学院鄂北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
    主要著作有：    《古代信访史话》（39万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荆山阳锣鼓》（44万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荆山阴锣鼓》（54万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道安著作译注》
（23万字，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同时，有10篇论文被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或文化丛书收录；有55篇论文在各类杂志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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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谓佛？
佛的定义应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解释。
    从狭义上讲，佛即佛陀的简称。
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释迦”是其族姓，“牟尼”意译为“文”、“仁”、“儒”、“忍
”等，所以，旧译曾名为“释迦文”。
以其觉悟得道，被尊为“佛陀”，意译“觉者”。
《智度论》(二)日：“佛陀秦言(汉语)知者，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菩提树下了了知觉，故名佛陀。
”由于早期翻译时，曾把“佛”译成“浮”，“陀”译成“图”、“屠”、“驮”等，故史书上常出
现“佛驮”、“浮陀”、“浮图”、“浮屠”等名，其实，这些名词都是“佛陀”的异译，均简称为
“佛”。
    古代翻译家既然曾将“佛”译成“浮”，为何未始终将“浮”定位为尊称，而最终将“佛”定位为
尊称呢？
这可能与中国文字的意境有关。
“浮”与“佛”音近，但字意相差甚远。
“浮”意为漂在水面上，不沉。
而“佛”字，《说文解字》谓其义为“见不审也”。
“见”谓见识，“审”谓在室内辨别事物从容周详，全面仔细。
“见不审”则可理解为对事物的认识不必事无巨细，样样苛求，自找烦恼。
《说文解字》又谓“佛”字“从人，弗声”。
“弗”义为揉箭箝，引以称矫正。
故“佛”也可理解为矫正人们过失的人。
所以，“佛”字的两个方面字义都与释迦牟尼一生的行为相吻合。
    印度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逐步将具备佛教最高理想人格的人，皆称为“佛”。
如佛经上所称的阿弥陀佛、大日佛、七佛、燃灯佛、弥勒佛、药师佛，还有从佛身说，有法身佛、报
身佛、应身佛等。
印度大乘佛教，就承认有三世十方诸佛，乃至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可成佛，其数如恒河沙子。
《仁王经》日：“一切众生，断三界烦恼果报尽者名为佛。
”这个“佛”的定义就不仅是释迦牟尼一人了，而是广义上的“佛”了。
    ．    中国佛教界历来把释迦牟尼弟子迦耶称之为“佛陀迦耶”；把古印度巴利文佛教学者达多称之
为“佛陀达多”；把泰国佛教学者、佛教改革家达萨称之为“佛陀达萨”；把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
耶舍称之为“佛陀耶舍”等。
这里的“佛陀”也不再是指释迦牟尼了，而是广义上的“佛陀”了。
也就是说，人们把迦耶、达多、达萨、耶舍等都尊为“佛”了。
    佛教劝人行善往往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解释谓“
佛法广大，容人忏悔，一切恶业，应念皆消”，故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说明行凶作恶的人，只要改恶从善，也有机会成佛。
这种“佛”就是善行的终极目标，达到这种终极目标的人皆可称之为“佛”。
这个“佛”就是广义上的概念了。
    东晋喜佛的著名文学家孙绰就认为“体道”者是佛，还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
后来禅宗又有“心即佛”、“无心是佛”等说。
诸如这些都是广义上的佛。
    何为佛教？
    佛教意为佛陀之教法。
《大毗婆沙论》一百二十六卷第十一页和《发智论》十二卷第十五页皆云：“佛语言、唱词、评论、
语音、语路、语业、语表，是谓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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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专指以佛陀为最高教主，以佛崇拜为基本特征的宗教。
    佛教产生于约公元前1026年的古印度(天竺)，距今约3000多年。
当时印度有个迦毗罗卫国，该国的太子叫悉达多，他19岁舍弃王位，出家寻求解脱众生生老病死烦恼
的办法，苦行六年，觉悟人生。
后来就在弟子、国王、大臣、百姓中阐明人生真谛宇宙真相，他寂灭后，他的言论被他的弟子们记录
下来，成为经典。
悉达多属释迦族，弟子称他为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创立的印度佛教，应该说是一种实践兼具智慧的解脱宗教。
    印度佛教本身是经过了几个时期的演变的。
初始阶段为原始佛教，原始佛教非常单一，着重在现实中如何培养人的伦理观念，是一种重实践的佛
教。
后来发展到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则较为复杂，不同部派都有其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已从现
实中的实践发展到着重确立一种理论了，这个阶段反映了释迦牟尼智慧哲学的确立。
随后又发展到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综合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两种情形，主张实践与理论的结合，这
就是所说的“实践兼具智慧”了。
大乘佛教所用佛经为《般若》，“般若”翻译为汉文即“智慧”，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智慧，通过这
种智慧能达到佛的境界。
    印度佛教的以上三种情形说来也怪，它出自印度，却脱离了印度的传统思想，脱离了印度的传统文
化。
这种情况的存在，给古印度人带来了一些不适应的状况。
后来，释迦牟尼的弟子在传播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教义不一致的新的形态，
即密宗。
密宗体现了古印度传统文化的形态，应该是古印度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
但是，密宗却使一个重实践重伦理重理论的佛教，变成了一种神秘的纯信仰的佛教。
    古印度的大乘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参照并综合运用各种形态，把古印度的原始佛教、部派佛
教、密宗佛教所表现的形态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古印度晚期的一种新形态的大乘佛教，这种大乘佛教
所反映出来的形态非常复杂，它既不同于古印度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密宗佛教，也不同于古印度
初期的大乘佛教。
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密宗佛教、初期大乘佛教所反映出来的形态，在晚期大乘佛教中都有反映。
也就是说，印度佛教不同时期所反映出来的重实践、重理论、一种信仰所体现出来的神秘色彩，它同
时具备。
    约于公元一世纪，即东汉末，印度佛教经天竺(即古印度)、安息(即今伊朗和阿富汗一带)、月支(即
阿富汗)、康居(即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一带)，以及新疆一带传人中国中原地区，即汉族地区。
从初传中土佛经来看，有部派佛教用的《阿含》，也有初期大乘佛教用的《般若》。
但从其总的传播特征来看，几种不同的佛教形态都具备，应是古印度晚期的大乘佛教。
P2-5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安在襄阳>>

后记

印度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后，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外籍僧人便模仿中国道教初传时期的作法，
主要以方术的形式在民间传播，一直到西晋、东晋时期，天竺僧佛图澄将方术传播推向了高峰。
然而，这时东土出了个汉僧释道安，他虽是佛图澄的弟子，却未按佛图澄作法传播佛教。
他在襄阳15年，以儒道理论解释佛教，不仅将方术传播佛教的方式改成了研究佛理和引导众生修身养
性的方式，而且“洋为中用”，在管理体制上、理论上、组织上、制度上、信仰上为佛教中国化奠定
了基础，确立了发展方向。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历史上曾形成儒释道三教融合，从而使中国文化形成儒、释、道三大文化，这一现象的出现，
始于襄阳，成于襄阳。
始于襄阳是三国时期，荆州牧刘表在襄阳办的荆州官学，以官学形成儒道兼综的荆州学风开始，继而
山阳王弼在儒道兼综的荆州学风基础上儒道兼容，创立了魏晋玄学。
成于裹阳是释道安在襄阳十五年以魏晋玄学解释佛教般若学，促进了儒释道融合，促成了儒、释、道
三大文化的形成。
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以上两个里程碑皆是释道安在襄阳所树。
我作为襄阳学者，没有不写释道安的理由。
为此，我从事道安研究多年，2010年出版了著作译注本《道安著作译注》，2011年出版了专题研究著
述《道安研究》。
本书稿是专题研究道安在襄阳的建树，以图以事实说明襄阳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释道安是印
度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
    对释道安的研究，相对而言，系统研究的人员不是很多。
特别是道安在襄阳为印度佛教中国化奠了基，但见到的系统论证却极少。
原因大概是《高僧传》中对这阶段的记载太笼统，散记各处的基础资料没有系统挖掘。
我作为襄阳学者，理当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但是，由于水平有限，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肯定不少，甚至出现谬误，也是难免的。
望研究道安的专家、学者予以指教。
    在本书撰写进入尾声时，恰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黄夏年
，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教授邢东风等教授来襄阳调研道安研究情况。
黄夏年教授对本书稿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对书稿中相关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
使我受益匪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文中的错误在所难免。
所有错误之处，深切地期待着方家指教。
    胡中才    2012年元月于襄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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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度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后，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外籍僧人便模仿中国道教初传时期的作法，
主要以方术的形式在民间传播，一直到西晋、东晋时期，天竺僧佛图澄将方术传播推向了高峰。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卒于孝武太元十年，年七十四，出生
于常山扶柳县的一个读书人家里。
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
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    《道安在襄阳》(作者胡中才)是专题研究道安在襄阳的建树，以
图以事实说明襄阳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释道安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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