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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法律与佛教》

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唐代讨论佛教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佛教的慈悲平等观念与法律的公平正义理念有共通之
处。佛法在于劝人为善，强调慈悲平等；法律旨在禁人为恶，体现公平正义，两者极具相似性。佛教
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都影响到唐代的立法、司法和守法。同时，唐代统治者利用法律规范佛教的有
序发展。法律尊重佛教自身特点，给予理解和支持，取消了僧徒跪拜君王、僧徒同俗推勘的规定。
本书的研究涉及佛学、哲学、佛教史和中国法制史等领域。佛学领域主要涉及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基
本教义的领悟与戒律修持的认识等问题。哲学领域主要涉及佛教教义中所内涵的辩证法思想，诸如中
观论、唯识论等。佛教史领域主要涉及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发展、学派等以及对僧传等资料的分析。
张海峰编著的《唐代法律与佛教》主要的研究任务基本落在中国法制史领域，通过法律史的视角来分
析佛教与法律的互动关系。在中国法制史领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寻儒家与道教对传统法律的
影响，而对佛教影响中国古代法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把佛教与道教或者其他神学思想放在一起，从
宗教或者神学的角度来进行法的宗教性研究，或者从更广义的角度出发研究法与宗教的关系问题。通
过前文对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法制史领域对佛教影响中国古代法制的论题尚未进行较
为系统的研究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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