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购买
	如何下载
	联系方式



      

    

  



  

[image: ]




                                                                                                                          

    





历史文献|文史|书画美术|绘画|佛教|中医|古籍




 


   
  
  
    
            
        	分类导航
	首 页
	文史类
	宗教类
	书画美术类
	医学类
	报刊杂志
	古籍善本类
	地理方志类
	帮助中心




        
      

    

    

  

  

  

    
    	文史
	历史
	百家
	名著
	名人
	四库
	敦煌
	诗词戏曲
	家谱族谱
	琴棋茶花
	笔记小说


    	书画
	绘画艺术
	书法篆刻
	雕刻雕塑
	收藏鉴赏
	金石考古
	建筑艺术
	工艺美术


    	宗教
	佛教书籍
	道教书籍
	周易风水
	医学
	中医书籍
	西医书籍


    	报刊
	民国部分
	现代部分
	...............
	古籍
	国外收藏
	国内保存
	海棠国画


  

  
  
    	
            分类导航  /   Navigation 

            
              	文史类 >>
	历史文献 [366] 
	文学文化 [243] 
	诸子百家 [23] 
	名人文集 [337] 
	四库全书 [10] 
	敦煌文献 [16] 
	诗词戏曲 [92] 
	笔记小说 [35] 
	琴棋茶花 [6] 
	家谱族谱 [10] 
	社科综合 [80] 
	百科全书 [68] 
	文学文库 [18] 
	政经军法 [25] 
	人物日记 [31] 
	学术研究 [76] 
	哲学研究 [18] 
	宗教类 >>
	佛教 [182] 
	道教 [23] 
	周易风水 [22] 
	书画美术类 >>
	绘画艺术 [99] 
	书法篆刻 [28] 
	石窟雕刻 [45] 
	文物收藏 [33] 
	金石考古 [152] 
	建筑装饰 [29] 
	工艺美术 [10] 
	其它综合 [6] 
	美术全集 [17] 
	墓志碑刻 [24] 
	医学类 >>
	中医 [321] 
	西医 [8] 
	报刊杂志 >>
	民国时期 [10] 
	现代 [1] 
	古籍善本类 >>
	国外收藏 [8] 
	国内保存 [28] 
	地理方志类 >>
	方志 [16] 
	帮助中心 >>
	购买方法 [0] 
	下载方法 [0] 
	联系方式 [0] 


            

          
	
            
              
                [image: ]

                
                  世界佛教通史 共14册/中国社科文库.哲学宗教研究系列 2015高清

                  世界佛教通史

                  价      格：¥ 49.80

                  30天售出：23 件

                  
                    	储存地址	容量大小	文件格式
	百度网盘	1.3G	 PDF


                  

                  
                    	[image: ]
	无需注册会员，直接点”立即购买“，付款后会自动弹出下载链接！


                  

                 

                

                商品详情

                
 注意：《世界佛教通史》是电子版（本站电子资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极少部分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纸书，不发快递，付款后自动发货，弹出百度云盘下载地址和密码，自己下载即可！（下载后可用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阅读，阅读后如感兴趣，可以去书店购买相应的纸资书籍）



                  [image: ]

《世界佛教通史》PDF电子书共14册（全15册暂缺第4卷），由中国社科出版社2015年出版，为《中国社科文库 哲学宗教研究系列》之一。

I3Z万圣书城



I3Z万圣书城



《世界佛教通史》共分十四卷十五册，包括印度佛教（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国汉传佛教（第三卷至第六卷）、中国藏传佛教（第七卷两册）、中国南传佛教（第八卷）、日本佛教（第九卷）、韩国佛教（第十卷）、越南佛教（第十一卷）、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第十二卷）、亚洲之外佛教（第十三卷）、世界佛教大事年表（第十四卷）。这每一卷中的内容，都包括一个重要国家或地区的较为完整的佛教发展历史。有关的资料文献及作者的描述或分析在相关的卷册中形成了多彩的历史画卷，使人们对两千多年来与时俱进的佛教的动态发展面目有了一个清晰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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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和第二卷主要论述印度佛教，分别由周贵华和周广荣两位学者撰写。这部分内容涉及的是佛教形成的基础部分。主要篇章包含了释迦牟尼时代的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及近现代印度佛教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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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由魏道儒、李利安两位教授撰写，论及了汉代佛教、三国时期佛教、西晋佛教、东晋时期北方佛教、东晋时期南方佛教、北朝佛教、南朝佛教、佛教的南北交流与广泛传播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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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暂缺）主要的撰写者为魏道儒教授，而参与此卷内容撰写的有张淼、董平、华方田、张总、杨维中、黄夏年、王公伟、吕建福等教授。这一卷涉及的内容较多，是中国佛教的核心部分，主要的篇章有：隋唐五代社会与佛教、隋唐五代佛教发展概况、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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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由魏道儒、史金波、夏德美三位学者撰写，论述的主要是公元10至19世纪的中国汉传佛教。具体的篇章有：宋代佛教、辽金佛教、西夏佛教、元代佛教、明代佛教、清代前中期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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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由纪华传教授撰写，论述的主要是公元19至20世纪的中国汉传佛教。具体的篇章有：清末社会剧变与佛教危机、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的佛教政策与佛教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佛教政策与佛教的繁荣、抗战时期的佛教政策与佛教界的爱国举措、清末民国时期的佛教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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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由尕藏加教授撰写，分上下两册，论述的是中国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世界佛教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内容。这两册著作涵盖了佛教传入西藏之初到公元20世纪藏传佛教的完整发展历史，包括吐蕃佛教时期、藏传佛教复兴时期、宗派形成与发展时期、萨迦达钦法王时期、帕主第悉法王时期、噶丹颇章政权时期、噶厦政府时期、近现代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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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由郑筱筠教授和梁晓芬教授撰写，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南传佛教。这部分内容涉及的主要是一些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云南地区）的佛教发展的历史情况。这一地区的佛教与中国汉地佛教有不少差异，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流行的一些南传佛教有重要的关联。主要的章目有：中国南传佛教的分布、元代以前佛教的传入、元代中国南传佛教的初步发展、明朝至清朝中叶中国南传佛教的隆盛、近现代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和流变、当代中国南传佛教的变革与复兴。南传佛教是世界佛教发展中的重要分支，而中国的南传佛教也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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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卷由王颂教授撰写，论述的是日本佛教。日本佛教是北传佛教中重要的一支，特别是近现代在世界佛教发展和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卷对日本佛教的发展阶段划分得较为细致，主要的章目有：佛教传入日本的历史与背景、佛教传入引起的政治宗教变革、国家佛教的初步建立、奈良佛教与大陆文明的全面引进、平安时代佛教概观、平安佛教的主要宗派、镰仓佛教概论、镰仓宗派（包括净土教系统、禅宗的全面引进、日莲法华宗、旧佛教的复兴运动、室町时代的佛教、江户时代的佛教、近代日本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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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卷由何劲松教授撰写，专门论述韩国佛教。韩国佛教也是北传佛教中的重要内容，与中国佛教关系密切。这部分的主要章目包括：三国时期的佛教、统一新罗佛教概况、元晓及义湘与华严宗教学、密教与法相宗、统一新罗中期以后的禅学、高丽前期的佛教与政治、高丽前期活跃的佛教各宗派、知讷与曹溪宗、高丽后期的佛教概况、李朝前期佛教、修静与李朝中期佛教、李朝后期佛教、近代韩国佛教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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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卷由释清决撰写，主要论述越南佛教。此卷章目分为越南佛教在北属时期、越南三大禅派、陈朝禅宗的发展和越南竹林禅派、陈朝之后的禅宗等。释清决为越籍作者，对越南佛教有其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佛教直接从印度传到交趾，比从中国传到交趾这条路线还早。他在此卷中也大量谈到了中国佛教对越南佛教的影响，对人们了解越南佛教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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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卷由郑筱筠教授撰写。郑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南传佛教研究专家。这一卷体现了她较强的学术功底。文中内容涵盖了南传佛教的主要部分。各章所述主要有：斯里兰卡佛教、缅甸佛教、泰国佛教、柬埔寨佛教、老挝佛教、海岛国家的佛教发展等。在我国，民众较为关注的是北传佛教，而在历史上，南传佛教实际上占有重要地位。目前留下的不少南传佛教资料反映了古印度和许多其他南亚东南亚国家早期佛教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人们了解古代印度佛教的较早理论形态及一些世界主要区域的佛教传播情况有极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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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卷由杨健教授撰写。论述亚洲之外的佛教。具体内容包括：佛教在欧洲和美洲的初传、英国佛教、法国佛教、德国佛教、欧洲其他各国佛教、美国佛教、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及大洋洲佛教、非洲佛教。这些区域虽不是世界佛教的传统流行区域，但近现代佛教在这些区域的发展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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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卷由夏德美博士撰写，是这套图书中提供的世界佛教大事年表。这一年表自公元前520年开始，至公元1999年结束，对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进行了记录，对人们在总体上了解佛教发展史中的重要内容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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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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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1卷  印度佛教  从佛教起源至公元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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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2卷  印度佛教  公元7世纪至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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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3卷  中国汉传佛教  从佛教传入至公元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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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4卷  中国汉传佛教（公元7世纪至10世纪）     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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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5卷  中国汉传佛教（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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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6卷  中国汉传佛教  公元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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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7卷  中国臧传佛教  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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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7卷  中国臧传佛教  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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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8卷  中国南传佛教  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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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9卷  日本佛教  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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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10卷  韩国佛教  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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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11卷  越南佛教  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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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12卷  斯里兰卡与东南佛教  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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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13卷  亚洲之外佛教  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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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  第14卷  世界佛教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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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通史》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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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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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底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人,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

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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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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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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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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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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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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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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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

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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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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