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13位ISBN编号：9787534720314

10位ISBN编号：7534720311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作者：李四龙

页数：1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前言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当历史车轮进
到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这
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
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弘
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
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
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1992年
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
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
刊》；另一方面，注重于文化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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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内容概要

目 录
一 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历史进程
二 佛教信仰与民间社会心理
（一）善恶报应
（二）观音信仰
（三）净土信仰
（四）冥界信仰
三 寺院生活与民间社会生活
（一）寺院结构与寺院制度
（二）日常行事与节日活动
（三）几种主要佛事活动
（四）以寺院为中心的民间社会
生活
四 佛教影响下的民俗与民间日常
生活
（一）丧祭民俗
（二）上元节（元宵节）
（三）浴佛节
（四）中元节（盂兰盆节）
（五）腊八节（佛成道节）
五 变文、宝卷与民间传承文学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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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作者简介

李四龙，男，1969年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讲师。1987-1991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
系科哲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91-1993年在航天部上海新中华机器厂机关工作；1993-1999年就读于北
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以“智*思想与宗教派佛教的兴起”获得博士学位。2001-2002年为美国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在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访问学习。 作者的研究重点为中国
佛教史、佛教哲学与比较宗教学。迄今已发表《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与
反批判》、《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和学制管理》等论文十余篇，《佛教征服中国》、《当代学术入门
：神学》等二部译著，以及《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一部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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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书籍目录

目 录
一 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历史进程
二 佛教信仰与民间社会心理
（一）善恶报应
（二）观音信仰
（三）净土信仰
（四）冥界信仰
三 寺院生活与民间社会生活
（一）寺院结构与寺院制度
（二）日常行事与节日活动
（三）几种主要佛事活动
（四）以寺院为中心的民间社会
生活
四 佛教影响下的民俗与民间日常
生活
（一）丧祭民俗
（二）上元节（元宵节）
（三）浴佛节
（四）中元节（盂兰盆节）
（五）腊八节（佛成道节）
五 变文、宝卷与民间传承文学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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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章节摘录

从佛教传入之初到隋唐时代，佛教逐步渗透到民间社会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虽然也曾受到民间社会的
热烈欢迎，但较诸佛教各宗派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性影响，毕竟逊色了许多，在这一时期民间社会的
佛教信仰是附着在这种影响之上的。佛教虽已走向民间社会，但基本上尚未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反过来
影响中国佛教的发展趋向。这股社会力量要在宋元明清社会中得以充分展现，那时佛教彻底融入了社
会生活，与儒教、道教乃至各种民间原始信仰融合在一起，勾画了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生活图景。中
国佛教在唐武宗时期受到未曾有过的重创，所谓“会昌法难”（845年）。据《唐会要》卷四十七记载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
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时隔不久，后周世宗（955年）整顿佛教，废除境内寺
院3366所，中国佛教再遭打击。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其原初的锐气。这主要是从中国佛教的理论建树和
理论影响而言，若是从佛教在民间社会的影响而言，中国佛教很快就恢复了生机，各地寺院的香火经
过一段压抑以后很快又转为旺盛。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僧尼人数高达458800人，寺院4万余所。北
宋以后佛教在民间社会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佛教内部的三个事实：第一，净土信仰盛行于宋代
。志磬《佛祖统纪》称杭州地区“年少长贵贱，见师者皆称阿弥陀佛，念佛之声盈满道路”。净土信
仰的修持方法主要是称名念佛，常被称作“易行道”，非常适合民间社会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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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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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精彩短评

1、入门书，范围很广，内容很浅
2、这书不错！我们要好好读书！要多读这样的好书！
3、觉得可读性不错，比较薄但是有看头，普及类
4、ytm
5、精炼的大一新生的入门读物
6、简明扼要，好！
7、挺有意思的小书
8、呵呵，不错。论文有着落了。
9、建议作者可以扩展写成学术专著
10、佛教普及知识读本，适合入门学习
11、宗教
12、看的是97年出的老版，封面比新版的好。这本小册子不足十万字，基本把佛教文化与中国民间社
会的几个关系和关系描述清楚了，基本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想要继续了解可以此为线索继续去阅
读其他作品。这个系列的书质量基本还是过得去的，在90年代出版物泥沙俱下的时候算是难得的了。
13、西藏同学要的，不晓得具体怎样
14、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8日捐赠
15、该话题犹如一口井，现在作者才刚开始刨坑
16、该书很有启发的价值
17、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详尽的资料，但是深度稍显不足。民间社会对于佛教的信仰对于佛教、政
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没有深入涉及。
18、正版全新的，带有淡淡的纸墨香气。在当当网买书很让人放心。书不是很厚，对佛教在中国的发
展以及相关的民俗活动讲的挺全面，是一本不错的了解中国佛教的入门书籍。物美价廉值得买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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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精彩书评

1、很简约的佛教民俗介绍。从社会心理，到社会活动，再到日常生活都囊括其中了。尽管有许多未
能括充其中，如佛教布施与民间慈善、手工业发展以及琴、曲等文艺发展，不过大体能把握着佛教对
于民间社会的影响。而佛教民俗反向作用于佛教经典的译传、流通，佛论的造作则较少论及，仅在书
前提到。20世纪，当马克斯韦伯考察美国社会时发现，新教教团林立，相与竞争信众，通过各种手法
运作，强调对基督的真信与真解，同时获得远强大于欧洲新教的发展生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竞
就理论上作相竞辩别，传播方面则或秉持”度有缘人“的行法，实施随缘度化。尽管，行法不错，因
境因人而作，但后世不肖之人，往往不太注重彰显自身的教义，甚至随顺众生求得人间福报之心愿，
媚世逐俗，致使乱象丛生，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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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章节试读

1、《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的笔记-第二章之善恶报应

        佛教信仰与民间社会心理
    佛教走入民间社会后，普通百姓并没按照佛教的自身教理教义理解信奉佛教，他们的信仰中带有极
强的功利性目的。（“信义”or“信权”“信利”）（他们相信菩萨罗汉等神灵主宰着现实人生（至
少宁可信其有），故而希望他们的信仰和崇拜能为自己带来福泽。）
    在此基础上，民间社会结合原有的民间信仰，形成了新的民间社会心理。这些民间社会心理通常融
合儒释道的信仰系统，并且夹杂有原始的民间信仰尤其是鬼神信仰。

善恶报应
1、善恶报应思想对民间社会具有深刻影响，不仅在人活着的时候有其社会功能，而且在人们的观念
里支配着身后的鬼魂世界。（城隍庙屋檐下的大算盘；阴间地府的业镜等；）

2、佛教传入前，中国文化中就已经具备善恶报应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以天人感应的形式影响中国
社会）
（1）《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韩非子》：祸福随善恶；
《晏子春秋》：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
殷周之际：“以德配天”；“天命靡常”（蕴含善恶报应的思想萌芽）
《尚书·召诏》：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命（初期天人感应思想）
（2）到西汉，董仲舒采用“人副天数”“谴告”说等一些列神学语言，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天人感应
的思想。（“天”是“百神之大君”，检查人世间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所有人的功过是非善恶，然后
给予相应的惩罚）
（3）稍后的图谶纬书更加重了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
（当东汉社会流行神仙方术，谶纬迷信之时，恰巧佛教传入。于是，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逐渐与
中国固有文化中的天人感应相互融合，形成富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善恶报应思想，广泛传播于中国民间
社会）

3、佛教常把劝人修善止恶当做自己的基本宗旨。
《七佛通戒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道教“劝善书”也常印此八字）
十恶；（杀生，偷盗，淫邪，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邪见）
十善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
）
五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
（这些善行恶行有其与世俗道德、社会伦理规范相吻合的地方。）

4、佛教独特的理论依据：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的宇宙人生图式。
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
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
四谛：苦，集，灭，道
十二因缘：无明，行（前世因）；识，名色，六处，触，受（现世果）；爱，取，有（现实因）；生
，老死（来世果）-----（三世两重因果）
轮回，根据十善十恶来决定来世的轮回
五戒十善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感生天，人，阿修罗；
十恶五逆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感生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
轮回的三种方式：随重（根据今生善恶的比重）；随习（如果今生未作大善大恶之举，则随今生一些
特殊的嗜好习气转世投胎）；随念（根据人死之际心中的一年来决定轮回的去处）

Page 10



《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佛教如此宣传因果报应，原想要人们透彻了解事件的空，苦，无常，证悟涅槃寂静的诸法实相。）

5、民间社会心理的理解（借此获得今生的幸福，来世的山包，或者亡亲死后的安乐）
佛教宣扬可以通过个人的行善修得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安泰，禳灾息祸，极大拓展了普通百姓的心灵空
间，在他们宿命论的思想土壤上培植一颗单纯依靠自身努力生长的生命之树：善恶报应，自作自受。
在中国民间社会，尤其是宋以后，基本上形成了善恶报应的社会心理。（南宋洪迈《夷坚志》420卷，
谈善恶报应的内容占去大半；宋俞成《萤雪丛说》；宋吴自牧《梦梁录》）
（中国的天人感应思想+印度佛教的三世两重因果报应论=民间社会的善恶报应说）

6、受佛教影响的善恶报应在中国民间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影响。
（1）对道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太平经》；完备的鬼神督查体系来考察世人的善恶）
（2）辅助实现儒家伦理规范。（神道学说辅助推行儒家教化，以善恶报应规劝子孙从善改过，如司
马光《家范》；《朱子治家格言》；族规乡规民约等）
（3）促成个人不断反省是非功过的社会风气，尤其在明清时期普遍流行各类“功过格”“劝善书”
等。（如刘山英编录《信心应验录》等；又如“自知录”功过格等，把善恶报应的思想观念推行到社
会的各个角落）
（4）善恶报应思想的流行，同时也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占察法会”使更多的底层百
姓接触佛教，信仰佛教。）
综上，佛教在民间培植了善恶报应的心理基础，为自身的发展留下广阔空间。虽然他们始终没能理解
佛教的教义，或者说他们从未想过要去理解这些教义。

2、《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的笔记-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历史进程

        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历史进程

1、佛教传入汉地：汉明帝遣使求法（《魏书·释老志》有记载，但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
》等均未载录具体的年代。）；最迟到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佛教已经传入汉地，这是不争的事实
。（《后汉书·楚王英传》有记载楚王刘英信奉佛教之事。）

2、佛教传入中国后，先后经历了“格义”、“判教”两个历史阶段，形成中国佛教理论不断发展的
演进序列。
东晋时期般若学盛行，出现六家七宗（这是用老庄易等中国固有文化思想去理解、传译佛教的“格义
”阶段）；
南北朝时期高僧大德斥责这种“格义佛教”，主张按照原意理解佛教经典，出现各派论师。这个时期
是空宗与有宗，大乘与小乘佛教纷然并行的阶段。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判教思想，并依照一定的标
准于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
一般认为这个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认为自此以后宋元明清便走向了衰落。（但是，这是就佛
教理论的发展而言的，宋元明清佛教在理论建树上已失去隋唐时期的那股磅礴的气势，若是就佛教对
民间社会的影响而言，宋元明清佛教尚不能用“衰落”来形容。）

3、探讨佛教对中国社会，民间生活所造成的现实影响，首先会联想到寺院僧尼的晨钟暮鼓、古佛青
灯的生活，以及民间百姓吃斋念佛，布施行善，烧香许愿，超度追荐等佛教俗信。

4、不妨以五代、北宋之际作为分界线，把中国佛教走向民间社会的进程分成两个历史阶段。这是一
个佛教在民间社会逐渐兴盛乃至有些泛滥的发展过程。

5、佛教传入之初，就已隐含了民俗化并走向民间社会的倾向。因为佛教之所以能够传入，重要的诱
因是东汉时期流行的神仙方术，图谶纬书等迷信思想。汉人之所以能够亲近佛教，主要还是因为把它
比附于当时那些迷信思想。（意即佛教之传入是契合迷信之诱因，对佛教之理解与接纳也恰在于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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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民间社会》

迷信，故而佛教自传入之初就不可避免的流于迷信这一民间社会之产物，故而隐含了这样民俗化的倾
向。）
仙佛不分的特点，以后一直成为民间社会信仰佛教的态度，即所谓“见佛辄拜，遇仙则求”的现象。

6、从历史发展顺序来看
首先，现存石窟造像资料汝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使我们得到了一些感性认识。（综观造
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显然，这些官方或民间的造像
基本上处于世俗性功利目的，反映出这时候佛教一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流传的一大批中国人自撰的疑伪经，为佛教在民间社会的传播提供了经
典依据与思想基础。（据隋彦琮《众经目录》卷四所列的伪经，已达209部490卷）（这批伪经打多遵
循中国固有的思维理路，文化传承，风俗习惯，很能适合中国普通民众的人生理想，故而它们在佛教
走向民间社会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价值与地位。）
代表作有：《四天王经》《延年益寿经》《益算经》等——以佛教观点讲述人生寿算，迎合中国人希
求长生多福的心理
《提谓波利经》——借佛口将佛教五戒与中国文化特别崇奉的五星，五岳，五行予以配对，吸引民间
社会同情佛教、信奉佛教
《地藏菩萨（占察善恶）业报经》——末法时代的众生应当用木轮相法占察前世的善恶业因、现世的
苦乐吉凶
观音信仰，弥陀信仰，弥勒信仰，地藏信仰（民间社会更多以冥界信仰来表现）等佛教信仰由此得以
培植，逐渐流行于中国民间社会。
因此，这个时期的佛教开始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伦理观念相互结合，逐渐生成新的民间信仰，逐步
奠定民间社会信仰佛教的心理基础。
善恶因果报应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等传统思想相契合，于是
有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千百年民间社会的普遍心理。
佛教译出或编出许多佛教人物孝亲的故事来迎合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儒家），如释迦牟尼为母亲上天
说法，大目犍连，地藏菩萨地狱救母等；
根据佛教教理发展出一整套用于“慎终追远”的丧祭仪式来迎合民间伦理需要，辅助实施儒家礼仪，
如超度追荐（做七，百日斋，三年斋等）

再次，在唐一代，民间社会的佛教活动十分频繁，已具备相当规模。
根据敦煌文献记载，影响中国人至今的十王斋、念经课诵等超度追荐仪式已经大致成型。俗讲，变文
也反映出民间社会的佛教活动已经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佛教虽已经走向民间社会，但基本上尚未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反过来影响中国佛教的发展趋向。这股
社会力量要遭宋元明清社会中得以充分展现，那时佛教彻底融入了社会生活，与儒教道教乃至各种民
间原始信仰融合在一起，勾画了中国晚起封建社会的生活图景。）
唐武宗灭佛（会昌法难845年），使得佛教受到重创，后周世宗（955年）整顿佛教，飞出境内寺
院3366座，中国佛教再受打击。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元气。（这是从中国佛教的理论建树和理论影响而
言的，如果从民间社会影响而言，中国佛教很快就恢复了生机，香火旺盛）

最后，北宋以后佛教在民间社会更加兴盛。得益于：
净土信仰盛行于宋代。称名念佛，“易行道”，适合民间社会口味。
宋代佛事活动十分频繁，制定了许多仪轨。超度荐祖，修福行善，宗教性活动世俗化变成日常生活的
第一部分，有些佛教节日转为民间民俗节日。
宋开宝四年（971年）敕令开掉中国第一部汉文木版《大藏经》。印经风气，佛经流传，满足民间社会
信仰佛教之需要。
北宋后佛教的世俗化，民俗化，一方面仍然以寺院为活动中心，僧俗一起庆祝佛教节日如浴佛节，盂
兰盆节，腊八节等，形成地方贸易性质的庙会等；另一方面，佛事活动已被引入社区生活，家庭生活
，被掺入各种民间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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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辅证资料在信史正史中不常见，可参照其他野史中的描述，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
旧事》《夷坚志》《容斋随笔》《燕京岁时记》《帝京岁时记》《陔余丛考》《阅微草堂笔记》《金
瓶梅》《三言二拍》《西游记》《红楼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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