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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文化简明辞典》

内容概要

可阅读、可查找、最易读的佛学入门工具书
［推荐1］打破辞典编排陈规，按照内容重新分类
本书打破大部分辞典按照笔画或者历史年代编排的方式，依佛教自身的特点将内容划为十一个主题，
分别从历史、人物、典籍、建筑、部派组织、礼仪节日等方面介绍佛教文化。每个主题含数十至数百
个词条，之 前各附导论，更加方便读者分类掌握相关知识。
［推荐2］拣选重点与精髓，最简明的佛学辞典
佛学辞典多为大部头工具书，语言晦涩，名相繁杂。本书精心挑选了佛教文化中最重要和最具普遍性
的词条，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加以编辑整理，文字平实，内容丰富，便于携带和查找。
［推荐3］内容编配极具匠心，集中解释相关性词条
佛教内容纷繁复杂，很难在短时间内对其深入了解。本书针对这个问题，特地在各主题中，将相关性
较强的词条集中编排，以方便读者全面、正确、轻松地了解相关概念、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等，迅速掌
握要点。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为一般佛学爱好者编写的辞书，也是提供认识及深入佛教义理的知识性读物。全书依据内容，
分为起源背景、佛菩萨、教制教职、人物、历史事件、教义、经籍书文、礼仪节日、道场寺院等十一
个主题，几乎涵盖了中国佛教文化相关的所有方面，将近3000个词条。
各个主题中的词条编排打破了传统辞书依照笔画顺序的方法，一方面将意义相同、名称不同的名词并
列放在同一个词条的标题中，以免读者重复检索；另一方面，还将内容上关联紧密的词条放在一起，
使读者能迅速、简便、完整地掌握相关知识，大大提高了阅读性。附录部分则依照笔画做了详细的索
引，以方便读者查找。
本书在内容上力求全面而精炼，所以只收录了佛教文化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概念。在每个主题之前，
特意作了明晰的导读，以便读者能从整体上把握该部分内容。全书涵盖广博，编排科学，语言平实易
懂，又不乏学术严谨性，实为了解和深入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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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凡例
条目分类目录
一　起源背景、世界观
二　佛、菩萨、非人
三　教派、组织
四　人物
五　历史事件
六　教义
七　经籍书文
八　礼仪、节日
九　教制、教职、器物、称谓
十　成语、典故、杂语
十一　道场、寺院、古迹、塔
索引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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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简单明了，覆盖全面，排版舒服
2、我编辑的，简明，丰富，适合想深入学习佛教的读者。
3、可阅读、可查找、最易读的佛学入门工具书
4、专业，详尽。家里应该备一本随时查阅。
5、读辞典是我的一大阅读嗜好，此书读来非常有趣，文字深入浅出，基本囊括佛教文化的方方面面
，印度佛教，大乘小乘金刚乘的教义礼仪人物成语都收入其中，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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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在几千年的岁月中，因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几经荣衰。近年来，由于
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复苏和发展，佛教以其包容性、向善性、智慧性等特点，渐有大兴之势。然而
，究竟什么是佛教？是寺庙里缭绕的香烟袅袅？是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是浩如烟海的三藏典籍？还
是那灵动活泼的机锋禅语？⋯⋯所有这些，都是佛教涵盖的内容。然而，正因为佛教这种内涵丰富、
包罗万象的特点，往往令初学之人不知从何学起，以至放弃或者愈发迷惑。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迫切
需要佛教导论类书籍以及内容全面、方便查询的辞书。关于前者，我们半年前已出版周绍贤先生的经
典著作《佛学概论》，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现在，我们又在著名国学学者龚鹏程先生的推荐下，
推出这本《中国佛教文化简明辞典》，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考虑。首先，因佛教涉及哲学、历史、人
物、艺术、礼仪等诸多方面，以往的佛学辞典往往部头过大，不便携带，这本辞典则精选了最重要和
最常见的近3000个词条，集成一册，便于初学和有一定佛学基础的读者随时查阅。其次，本书的编著
者九界（萧振士）为台湾著名佛教学者，长期从事佛教史编辑和佛经编译工作，出版过多部普及性佛
学读本，因而既保有简明、通俗、活泼的语言风格，又不乏严谨性与专业性，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第
三，辞典大多依照笔画或者拼音顺序编排，若将这种方法用在佛教辞典上，则会因为其涵盖内容过于
宽泛、细碎而难以了解佛教全貌，所以本书打破这种模式，按照内容分为起源背景、佛菩萨、教派组
织、历史事件、人物等十一个主题，每个主题之前各加一篇导读，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该章内容。
另外，在每章的条目安排上，还特意将有关联的词条放在一起，以使人能够全面、比较的掌握相关知
识，并极大提高了该书的阅读性。最后，由于本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等背景知识较多，我们在编辑
的过程中查阅了诸多相关文献，并悉心做出索引，希望可以令读者更方便地使用这本辞典，以对佛教
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注：以上为本书出版后记。
2、最近啃食完厚达四百多页的《中国佛教文化简明辞典》，居然从中找到了记忆与趣味，之前实在
未曾料想到。儿时曾经很为一本收录了大量寺庙神像的书着迷，终日忙着临摹画像，查找传说故事，
以至于家人下达了“禁读令”。其时家长恰在“统战”部门工作，却怕自家子女“走火入魔”。后来
不知从哪得了一星半点儿不确定的论述，说佛教应属无神论，不禁对着满桌子神鬼造像大感诧异，每
每与小伙伴讲起都被讥笑无知者无畏。如今在《中国佛教文化简明辞典》中突然见到“佛教是绝对的
无神论，因为报应不是由鬼神决定，也不是依靠鬼神来令人解脱”之论述，大感亲切。佛教的无神论
当然与思想政治课程中教授的无神论同名异理，但究其根由，毕竟从未有一个永生且创造并主宰万物
的总神，其典籍中大量的鬼神和超能力记载当然无法抹去，但鬼神亦有寿限，自我的修行才是解脱的
正途。而后来对于佛教辞典的认识大多来自丁福保所编之《佛学大辞典》，虽然1922年初版印量不大
，但其三万多字条目和三百多万字的内容一时无两，数年来在佛学普及界享有大名，且被认为是丁氏
的代表作品，苏慧廉等人还将其译为英文（近年出版的《寻找苏慧廉》中亦有提及）。当然此书规模
过大，镇柜备查可以，翻阅比较困难，因此一直未收。后来读到季羡林的一篇文字《翻译的猫腻》，
指名道姓地指责丁福保此书完全译自日本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词典》，据为己著实属不当，并且季老
先生不知与比他更老且已故去多年的丁老先生有何冤仇，一反常态地不依不饶，恶毒地讥讽了其“玉
照”。当然此事眼下基本上能够确定大概，《佛学大辞典》确是由丁福保居士耗时八年译自日本人织
田德能的《佛学大辞典》，是删除了日本佛教相关资料及文献出处之后所成的节译本。（维基百科表
述如上）丁福保本人其实倒并不太避讳，因为他在辞典的序中亦提及了织田版大词典，并且从其他一
些事迹看来，丁氏的多数佛学作品其实都是直接译介日本佛学著作或稍加改动。我倒不主张在此事上
一棍子打死老先生，因为此种做法与令季先生怒发冲冠的抄袭还是稍有区别，毕竟那个无版权年代，
编、译、著不分倒也常见（至今日仍然常见），而且从其自身言行看，对于搜求原版图书、译介著作
之类事实并无明显的回避，姑且算其无心（当然有更多达人挖掘出了更多丁氏著作“抄袭”的事实，
且看其发展吧）。眼下这本《中国佛教文化简明辞典》显然注意到了上面这段公案，以极显眼的大字
标明了九界（萧振士）编著，省去不少麻烦。不过全书内容显然多有转引、改写之处，但却无注解，
若能再版，希望加入。依书中介绍，九界是台湾著名“青年”佛教学者（其实也快六十了），他在此
书中精选了三千个词条，不按普通辞典体例编著，而是分成了起源背景、世界观；佛、菩萨、非人；
教派、组织；人物；历史事件；教义；经籍、书文；礼仪、节日；教制、教职、器物、称谓；成语、
典故、杂语；道场、寺院、古迹、塔这十一个主题，并且根据词条的相关度进行了聚合和类比（洋气
啊）。翻阅一遍，感觉此书按序编排，极适合我等完全的门外汉之入门寻盲。其索引查询和衍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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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找又都很方便，专业人士亦可按其导引自行查证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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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佛教文化简明辞典》的笔记-第98页

        圣德太子
日本用明天皇第二子（574——622）。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派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华，后派学生
和僧人来中国留学，学习中国文化制度及佛学。为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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