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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国俗世原一家》

内容概要

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们即可看出：汉传佛教对民间风俗的影响，及由于受汉地民风的“反影响”而
发生了种种变化的佛教本身，一般都在宋代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转型。宋代以后，中国汉传佛教
便再也不象唐代那样坚持守望着某种意义秩序以关照整个社会的信仰走向，它仅仅是对于社会现存秩
序的被动适应，作为儒学治世、道家治身的补充而已——这种失去拯救精神、徒留形式的补充只是力
图在暖昧的现实和虚幻的理想之间找到片刻的慰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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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国俗世原一家》

作者简介

李林，1970年出生于河南省息县。1989年河南信阳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1993年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毕业。1990年起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承担课题撰述。现为清华大学科技园文化
总监、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首席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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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国俗世原一家》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纷纷仙佛西土来——神灵信仰观音（附泗州大圣）弥勒阎王（附地狱）文殊、普贤、地藏
其他第二章 僧尼大众共骈阗——时令年节浴佛节孟兰盆节腊八节其他第三章 佛事本为人事设——生
活礼仪饮食生育做寿（附放生）丧葬其他第四章 大千处处法音闹——民间文艺俗讲（附变文）说经宣
卷其他第五章 人间无处不道场——社团组织佛社家庙庙会福田院（附慈善事业）秘密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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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国俗世原一家》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既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 
   “佛教中国化”指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吸收、扬弃和改造，以及同步进行着的佛教因为受中
国文化影响而发生的转变和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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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国俗世原一家》

编辑推荐

　　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们即可看出：汉传佛教对民间风俗的影响，及由于受汉地民风的“反影响
”而发生了种种变化的佛教本身，一般都在宋代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转型。宋代以后，中国汉传
佛教便再也不象唐代那样坚持守望着某种意义秩序以关照整个社会的信仰走向，它仅仅是对于社会现
存秩序的被动适应，作为儒学治世、道家治身的补充而已——这种失去拯救精神、徒留形式的补充只
是力图在暖昧的现实和虚幻的理想之间找到片刻的慰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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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国俗世原一家》

精彩短评

1、大乘佛教是唯一最终成功在中国广泛落地开花的佛教分支，但这也是它的不幸，因为本地文化已
经将它改变得面目全非了。
2、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5日捐赠
3、把俗世的来历交待了一番
4、对每个专题的介绍面面俱到而不失简洁，并且有作者一贯的观点。但对于每样佛教人物事物具体
的民间活动形式不是很接近生活，比如每位菩萨原意所为与民间祭拜所求的差别等等描述不清。比起
作者另一本书貌似略逊。那本可惜一直买不到《张力的消解——禅学的佛学批判》网上看过部分章节
5、尼瑪誰告訴你「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是孔子說的？（P70）做學術先對得起自己的知識面才
對得起讀者好吧。看在作者辛辛苦苦總結這麼多節日的份上，多給你一顆星。
6、中国佛教与民俗融合的轨迹
7、作者搜集了不少风俗资料集合而成此书。书中（第130页）对祖先崇拜描述为“陋习”，认为是“
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是“佛教”的“推波助澜”等语，不够中肯。中国文化建基于孝道，体现
在慎终追远，作者否定了祖宗祭祀，并推诿于佛教，加以没有提供考证，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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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国俗世原一家》

精彩书评

1、盂蘭盆節興起於佛教好嗎！什麽叫做「那時是盂蘭盆會還僅限於在寺廟中舉行，並且具有濃厚的
佛教色彩，影響有限，還不足以同道家爭奪天下」？？請問那個時候道家會在七月十五擺會供嗎？？
？還有你搞不搞得清中國朝代順序啊？晉朝的確佛教盛行就有盆齋，那你丫還為毛說盂蘭盆會儀式的
「主角由道士變為僧人」了啊？？第一次開始舉辦盂蘭盆會的蕭衍是南朝人好嗎！！晉朝的時候他還
距離自己成為一顆受精卵還有一百多年時間呢好嗎！！！靠，真吐槽無力。什麼時候中國這些叫獸們
可以不爲了錢權功名而潦草出書，中國的學術研究才能看得到一點點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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