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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
回忆在青年时期，最初接触到的佛典，是姚秦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
其中谈到维摩诘居士患病于毗耶离城，释迦牟尼派文殊师利去问疾。
见其室中空无所有，独寝一床。
问讯之后，思大众当于何坐?维摩乃现神通力，从须弥灯王处借来三万二千师子座，以为座位，方丈之
中亦不见小。
室中又有天女出现，散花供养，落花堕地，唯附著于有分别心的同去诸大弟子之身。
维摩为说不二法门，复从众香国取来甘露味饭供众。
这些纳须弥于芥子，借佛馔于香积，都是前所未闻，思所不及，较之庄子的汪洋恣肆，实不可同日而
语。
继而研习《四阿含》，体会到原始佛教的质朴无华，切重实践。
再读《法华》、《金刚》、《华严》、《起信》等经论，深觉教海无涯，理论弘博，其所以出世之切
，正由于其入世之深，愿大誓弘，谆言化导，他要使“遍大地为黄金，搅长河为酥酪"，启迪人的思维
，感动人的心灵，令人眼界开扩，胸襟为之一洗。
　　自是，陆续撰写一些佛学研究的篇章，有关于佛典翻译历史的，有关于汉藏文化交流的，有关于
中日佛教传播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教文化与历史>>

内容概要

　　佛教从后汉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事业也随之而起。
桓帝灵帝时代，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出数十部经典，自此直到清末，亘续一千七百多年，不断地
有许多人在从事翻译工作。
从译场组织的发展来划分，约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草创时期：后汉桓帝一—西晋（公元148
—316）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东晋一一隋（公元317-617）第三阶段，极盛时期：唐—一北宋（公
元618—1126）第四阶段，衰微时期：南宋一一清（公元1127-1912）在佛教的译经史上，从后汉到鸠摩
罗什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古译时期；从罗什起到玄奘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一一旧译时期；从
玄奘起到北宋末，是一个阶段一—新译时期。
在这三个阶段中，每时期有每时期不同的译语译文译风与译品。
现在配合着译经史的划期，把译场发展的情况作一个概括的介绍。
民国以来，虽然有一些从藏文、巴利文、梵文和其他各国文字翻译的佛教著作；但是在规模上翻译上
，都很难与过去相提并论，此处便不再涉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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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晋仁（1915-2002）字公望，笔名靖居，1915年生于长沙，祖籍湖南湘阴。
青年时期受教于吴廷燮、周叔迦等师，始研佛教经典，后执教于中国佛学院、辅仁大学、中国大学、
天津女子师范学院。
后至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任教。
曾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道教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佛学院等单位做兼职研究与教学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史研究及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校勘、整理工作。
主要著作有：《两汉县政考》、《北京市志·礼俗志》（参编）、《江苏通志·大事志》（参编）、
《宋书乐志校注》、《宋书天文志校注》、《宋书律历志校注》、《宋书百官志校注》、《册府元龟
吐蕃史料校证》、《通鉴吐蕃史料》、《佛典文选》、《真谛三藏年谱附译述考》、《出三藏记集校
点》、《佛教文化与历史》、《道书综目》、《敦煌道教遗书》等。
重要论文有：《宋书丛考》、《宋书百官志考异》、《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佛教传记综述
》、《慧皎及其高僧传》、《入唐五家目录外典考》、《佛教经籍目录综考》、《敦煌遗书祝毒经考
》、《辽代佛教逸典考》、《佛教译场的发展》、《唐蕃使者之研究》、《唐蕃噶尔（论氏）世家》
、《元代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和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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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一部分 佛教翻译一、佛教译场的发展二、道安法师在佛典翻译上的贡献三、佛典翻译文选叙录
四、真谛三藏之译述第二部分 佛教传记一、佛教传记综述二、名僧传及名僧传抄三、梁高僧传四、续
高僧传五、宋高僧传六、大明高僧传七、佛祖统纪八、大宋僧史略第三部分 佛教目录一、佛教经籍目
录综考二、僧祐律师出三藏记集三历代三宝纪四、入唐五家求法目录中外典考五、珍贵的辽代逸书六
、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第四部分 近代佛教史料一、释氏六帖二、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释家类三、释
氏疑年录四、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五、喻昧庵居士六、妙舟法师七、华北居士林八、中国佛教学院九、
大乘佛教弘化院一○、微妙声一一、中国佛教学院年刊一二、佛学月刊一三、同愿学报一四、同愿月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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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九)《部异执论》一卷　　(存，毗陵刻经处刊本)　　论为天友菩萨造。
第二译，与《十八部论》及唐玄奘译《异部宗轮论》同本，陈代出，译年不详。
《大周录》作于广州制旨、王园寺译，误，《三宝纪》于此书名作《部执异论》，《开元》、《贞元
》二录同之，注亦名《部异执论》。
《大周录》作《部异执论》．注一名《执部异论》。
《仁寿》、《译经图纪》、《静泰》、《内典》皆作《部异执论》。
圆测之《解深密经疏》、《仁王经疏》作《部异执论》。
《华严探玄记》及《续高僧传?静嵩传》作《部异执论》，其原名或即《部异执论》也。
诸录于梁代中载三藏译有《一卜八部论》一卷，其论今存，与此论实同一梵本，然三藏若于梁代既译
《十八部沦》，则陈代当不至再译《部异执论》，《开元录》卷六云：“《长房》、《内典》等录有
《十八部论》⋯卷，亦云谛译，今寻文句，非是谛翻，既与《部执》本同，不合再出。
”卷十三又云：“右《十八部论》，检寻群录，并云梁代三藏真谛所译。
今详真谛三藏已译《十八部论》，不合更译《部异执论》。
其《十八部论》初首引《文殊问经·分别部品》，后次云罗什法师集，后方是论。
若是罗什所翻，秦时未有《文殊问经》，不合引之置于初也。
或可准别录中《文殊问经》编为失译，秦时引证，此亦无疑。
若是真谛再译，论中子注不合有‘秦言’之字，详其文理，多是秦时罗什译出。
渚录脱漏，致有疑焉。
其真谛《十八部疏》即《部异执疏》是。
虽有斯理，未敢指南，后诸博闻，请求实录。
”按此论后有题记云：“旧所出经论中，亦有十八部名，但音多讹异，不复如本。
今谨别存天竺本名，仍以论初大众等名，次第相对翻之，翻殊难具，如义疏中释也。
”可证《十八部论》实乃旧出，非三藏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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