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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
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
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
（Eurasian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
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
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
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
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
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
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
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
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无疑是
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
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
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
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
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
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
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
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
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
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余太山    201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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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天伽蓝记》由篠原典生著，介绍了印度佛教发展史。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
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20世纪
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
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
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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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佛陀的宗教    “佛教”，顾名思义，是佛陀的宗教，进一步说是由佛陀讲述的宗教。这里所说的“
佛陀”，指的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公元前6一前5世纪在北印度生活的人物，即释迦牟尼的尊称。但佛
陀并非专指释迦牟尼，其原意是“觉悟者”，当时的印度把达到宗教最高境界的人物称为佛陀。佛陀
应具备完美的人格，这样的人物出世一般非常罕见，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佛陀应该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人
。他作为释迦族的王子，生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小国。结婚生子后不久，29岁之年决定出家。他加入
了修行者之列，游方各地，寻觅良师益友，曾做过种种苦修，但发现毫无意义，遂放弃苦修，静心冥
想，得到正觉，成为佛陀，时年35岁。从此之后，释迦牟尼踏上传教之路，组织出家人的集团，教化
在家信徒。这样，由释迦牟尼所讲述的内容就是佛教的根本。    不过，不管哪个宗派、哪个系统的佛
经，都说佛陀并不是释迦牟尼一个人，应有多个佛陀存在。佛陀到底是指释迦牟尼一个人，还是释迦
牟尼只是众多佛陀中之一个？这里面包含非常重要的问题。    《杂阿含经》保存了比较古老的佛经内
容，其中有这样的一条：“我得古仙人道，古仙人径，古仙人道迹，古仙人从此迹去，我今随去。”
这是释迦牟尼成道时的感言，虽然得到正觉是释迦牟尼个人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正法”是
释迦牟尼自己发明的，或者发现的。通往得到正觉的这条路，是古仙人已经走过的路，这条路线上清
楚地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释迦牟尼踩着古仙人的足迹，一步一步地走向正法。好比有人在荒野里行走
时，忽然发现前面有个古道，他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发现古代的城堡、宫殿、园林等，这一条反映
了释迦牟尼成道时的心情，虽然他达到了普通人无法达到的境界，但他并不孤独，前面有人已走过同
样的路。一般，有人开始着手大事业或者计划大工程的时候，往往自以为是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业或者
完全创新的工程，但如果虚心想问题就会发现，实际上在过去已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我们正在走的
这条路，也是古人先开辟的一条古道，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大到思想道德层面，小到生活习惯、口头
禅等，都与生活环境或社会风气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行为、想法，都反映这个人的生活经历，换
句话说每个人的思维方式、行动模式都体现了这个人的“历史”。修行成道是毕生的大事业，不管有
意识还是无意识，肯定都受到过去先人做过的工作的影响，释迦牟尼认清了这一点。传说，释迦牟尼
悟道时，同时发现这是“古仙人道”，于是合掌礼拜古仙人，即过去的佛陀，表示皈依自己所了解的
“法”。这样，释迦牟尼悟到的认识具备了宗教性质，释迦牟尼的思想生活与久远的过去联系在一起
，偶然化为必然，后来，释迦牟尼的思想体验被赋予人格，产生“值遇古佛”的思想，形成了“过去
佛”的传说。即释迦牟尼之前已出现过佛陀，他们同样传教说法，释迦牟尼悟到了正法，换句话说他
发现了过去佛所讲述的法。《大唐西域记》里说，有外道崇拜过去佛，但不信仰也不拜释迦牟尼，这
可能说明过去佛的性格。大胆的推测，佛经里出现的过去佛的名字，不是佛教信徒所创造的，而是当
时印度较有名的佛陀、觉悟者或传说中的思想家的名称。佛教徒把他们的名字借过来，作为过去佛加
以崇拜。其实，佛教的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等，也是吸收当地传说而发展的，所以，我们的推测也不
是不能成立的。    释迦牟尼去世200多年之后的阿育王时期，留下了修复过去佛佛塔的刻文记录，可见
释迦牟尼去世后不久已经形成了过去佛信仰，也就是说，佛教承认了释迦牟尼以外的佛陀的存在。另
外，佛教传说还提到将来会出现成为佛陀的人物，即弥勒。    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佛陀到底是指释
迦牟尼一个人，还是释迦牟尼只是众多佛陀中之一个？我们已经发现佛陀是称号，而不是专指某一个
具体人物。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佛陀是什么？其实，佛教的历史可以说是围绕这个问题而
展开的。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佛陀可以解释为觉悟者、把握最高真理者；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佛
陀是得到正觉的、了解正法的人。但这些都没有说明任何问题。觉悟也好，正法也好，其内容都超越
我们普通人的知识、体验或理解，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那就是自己成为佛陀。从古到今：佛教
学者一直讨论关于佛陀的问题。如何理解佛陀，怎样解释佛陀，这就是佛教最大的问题。换句话说，
佛教是探讨佛陀的宗教。佛教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等的发展脉络，也反映了佛教
信徒对佛陀的理解的变迁。除了文献里的讨论以外，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遗迹、遗物来理解佛教的面
貌，当时佛教信徒是怎样理解佛教的，尤其在家信徒的活动情况在文献里是很少提及的。其实，在家
信徒的信仰方式对佛教发展的方向有一定的引导性，我们想通过这些遗迹、遗物来了解当时的佛教信
仰的一端，以此阐明对佛陀的理解。    无论怎样，释迦牟尼只有一个，因为出现了他，才诞生了佛教
。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出现释迦牟尼这个人物的历史背景。    1.1  佛教产生以前的印度社会和思想    
我们看佛教的历史之前，首先要了解一下佛教产生之前的印度。现在的佛教是世界性宗教，在东亚和
东南亚各地与当地文化交融，从而形成独特的佛教文化。不过，佛教毕竟是在印度诞生的，佛教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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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佛教教团的规定等都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和中国不同，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中国有《春
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大量的史书，可以用来复原历史，印度则没有这类史书
存在。因此，早期佛教经典是记录和反映当时印度社会的重要文献。佛教曾经是印度大陆最重要、最
流行的宗教，现在，印度各地保存有不少的佛教遗迹，这也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重要资料。可以说
，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佛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文化的发展。这好比要了解儒教史，
就需要把握各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动向。    1.1.1  印度河文明    众所周知，印度是最早的人类文明
的地区之一，考古学发现表明，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印度河流域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文明，即印度
河文明。1921年，英国学者第一次发掘哈拉帕遗址，发现规模很大的城市遗址。后来在印度河下游又
发现一座更大的城址，即摩亨佐·达罗。后来，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及外国研究机构一直继续考
古工作，发现的遗迹多达200多处，其分布地域十分辽阔，南北1100公里，东西1550公里。该文明属于
青铜器时期，具有完整的城市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河文明的城市虽然发现有很厚的城墙，但城内
没有发现王宫或神殿等标志性建筑，这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文明不同，是印度河文明的特点
。从出土文物来看，农业和商业非常发达，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有规模很大的储藏谷物（主要是麦子）
的仓库。印章和雕塑代表了印度河文明的艺术水平，大象、牛、老虎、犀牛等动物形象表现得非常巧
妙。印章上面除了刻有文字以外，还表现动植物，虽然画面不大，但非常生动。这些造型及题材内容
等，都与后世的印度艺术，包括佛教艺术有着一定的联系。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到公元前1800年左
右突然间消失无踪，目前，其灭亡的原因没有明确的定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雅利安人人侵；印
度河河道改道，因此靠水上交通进行贸易而发达的城市经济崩溃；地壳变动导致洪水；由于气候变迁
，导致沙漠化。无论怎样，印度河文明对后世印度文化的发展有不少的影响。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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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天伽蓝记》由篠原典生著，介绍了印度佛教发展史。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
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20世纪
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
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
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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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伽蓝记/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精彩短评

1、太科普了，不带劲。
2、通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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