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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与佛寺》

前言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
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
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
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
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
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
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
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
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
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
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
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
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
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
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
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
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
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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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与佛寺》

内容概要

《汉化佛教与佛寺》讲述了：“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
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
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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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与佛寺》

作者简介

白化文，男，1930年8月27日生，北京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工
作，历任教员、副教授、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现任《中华大典-民俗典》主编，全国古籍保护工
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
委员会委员，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编委，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版本目录学学刊》顾问。主
要著述有《汉化佛教法器服饰略说》、《佛教图书分类法》、《汉化佛教与佛寺》等40余部，论文3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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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与佛寺》

书籍目录

一 佛光的折射二 释尊的生涯三 佛像与佛寺四 山门与天王殿五 大雄宝殿六 菩萨七 观世音菩萨八 中国
的罗汉九 汉化的诸天十 藏经与藏经阁十一 塔与经幢十二 受戒与戒坛十三 僧人生活与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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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与佛寺》

章节摘录

　　前殿，包括山门（山门殿）、钟楼、鼓楼、天王殿这一组设施。有的寺院限于条件，常将山门与
天王殿合并，取消钟楼和鼓楼。大寺理应齐备：人山门东钟西鼓（即从坐北朝南的方向看，左钟右鼓
），再进则为天王殿。　　佛寺大门称为“山门”。“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多居山林之处，故有
此称。山门一般有三个，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这三座门常盖成殿堂式，至
少是把中间的一座盖成殿堂，叫山门殿或三门殿。殿内塑两大金刚力士像。金刚力士是手执金刚杵守
护佛法的护法神。据《大宝积经》卷八《密迹金刚力士会》说，金刚力士原为法意太子，他曾发誓说
，皈依佛法后，要常亲近佛，当作金刚力士，普闻一切诸佛秘要密迹之事。他后来成为佛的五百名执
金刚随从侍卫的首领，称为“密迹金刚”。当了卫队长，自然有坐“传达室”看门的任务。可是外来
户“金刚力士”只是一个人，所以中国早期佛教的金刚力士像只有一尊。这不合乎中国人爱对称的习
惯，到后来就又添上一位。　　这种增加，与佛经中的说法不一致，于是有人提出质问，那么就得有
人解释。唐代中国和尚为佛经作的注疏之一《金光明经文句》中解释说：据经文，金刚力士只是一位
，现在寺院里却有两尊像，乃是适应外界情况变化，多一位也没什么。这是一种自我解嘲式的抹稀泥
的解说。因为两位金刚已经站在那里，无法再取消，同时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也就姑从此说了。　　
现今寺门左右的金刚力士像，都是面貌雄伟，作忿怒相，头戴宝冠，上半身裸体，手执金刚杵，两脚
张开。其不同者，只是左像怒颜张口，右像忿颜闭唇。　　由于一位张口一位闭口是两位金刚的主要
区别所在，就从而产生出对此情况加以解释的附会传说。据说，左像开口发“阿”声，右像闭唇发“
畔”声。按佛家说法，这两个音原是梵语中开头与结尾的两个音，它们有神奇色彩，一开一合，是一
切言语音声的根本（基础）。“阿是吐声权舆，一心舒遍，弥纶法界；畔是吸声条末，卷缩尘刹，摄
藏一念”。“恒沙万德，莫不包括此二音两字”。说得神乎其神。可是俗人哪懂这些，他们追求别的
解释法。《封神演义》中想使这二位金刚进一步汉化，就说他们是哼哈二将郑伦、陈奇死后封神而成
。这就把梵语的“阿”、“畔”二音轻轻掉舌一转，转成汉人很懂的带感情色彩的“哈”、“哼”两
个词，非常通俗化大众化了。当然，有些佛教徒认为，那不过是小说家的胡编乱造，顶多也就是戏言
。但据说，在云南有的寺院山门内就塑有骑火眼金睛兽的哼哈二将。可见，世俗人等，包括佛学水平
不高的僧人，爱的还是汉化了的土生土长的东西，哪怕它是小说也罢。　　需要补充的是：近代的山
门前，总立着一块石碑，t上刻“不许荤酒人山门”七字。据说有的好酒的和尚，故意把它读成“不许
荤，酒人山门”。因而后来碑文又刻成“荤酒不许人山门”了。现代的寺院，因随喜的俗客太多，立
碑也等于具文，所以常常不重视它，任其自灭。到了今天，此种碑百不存一矣。又，在某些戒坛殿的
戒坛之后，也常设此碑，那是作为立规矩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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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与佛寺》

编辑推荐

　　当代文史专家白化文描绘的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寺庙导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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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与佛寺》

精彩短评

1、白先生带着一口俏皮话说起了佛的故事。虽亦有微议，然予我等无知小辈，却最是入门的坦途。
2、佛教汉化的一本普及读物
3、不愧大家，浅显易懂，想了解佛教的人值得一读。
4、介绍宗教的书籍，宗教研究者写的往往比这种宗教的信仰者写的更靠谱。
5、去好多景区都有寺庙，但以前都只是看看建筑，建筑背后的文化却不甚了解。看这书可以了解一
些。
6、说起来名山古刹也去过不少了，基本都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不明所以，读完此书，方才有所了解
。
7、很好的一本书，对于佛教寺庙的建筑有很详细的说明，不愧为大家小书，不过作者似乎不是佛教
徒，文字间总有点不屑的感觉。
8、去的佛寺多了，加之近期求知欲旺盛，所以从得知被吴承恩的如来佛骗了整个童年之后便决定找
本佛教入门来观瞻一下。恰巧帮某人做了关于基督教的作业，结合起来倒发现两大宗教的某些教义不
谋而合。可教众的信仰需求却如此不同。佛教本身得名“像教”，这也为佛教以佛像艺术吸引目光提
供了可能，加上汉传佛教中种种本土化的变化，神魔小说的影响，为佛寺佛像建筑更提供了愈发丰富
的可以演说的素材。此书用来入门极好，前半部分故事性又强，看完必有收获。另，摘下书中提到的
北京寺院，发现即使北京向来不被当作佛教旅游圣地，可广济寺，大钟寺，法源寺，智化寺，卧佛寺
，碧云寺，法海寺，云居寺，真觉寺，以及雍和宫，白塔寺，八大处，潭柘寺，到处都有精品可看啊
。
9、通俗易懂的佛教知识体系简述，很好。
10、佛教简史，语言幽默，但颇为戏谑。
11、读的时候觉得明白了许多事。现在又忘了。好像主要是规章制度和典故。
12、解惑祛魅，趣味盎然
13、四合院葡萄架下老大爷逗贫风的佛教科普吐槽神作
14、佛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换了多少容颜？作者的语言蛮幽默的，看得让人痛快，但作者应
该只是佛门中的过客，所以随他看看热闹就好了。
15、入门的好书
16、上半年见到最喜欢的那对夫妇很是推崇，于是收了回来。早上一读，果然是浅显易懂，又清晰有
趣。想起我浪出过一本周绍贤的《佛学概论》，难怪早上总觉得“周绍良”的名字很是眼熟。【一次
聚会时，前同事说我浪有人寄了本《佛学概论》给他央他写书评，他倒是看不上眼呢⋯⋯╭(╯^╰)╮
17、果然可做旅游手册啊。。。
18、非常好，寺庙导游手册。
19、马马虎虎看了下 知之甚少
20、小书也有大学问。。。这套书挺好。。。大家小书
21、这是我的佛教常识启蒙书。文笔通顺，内容安排很清晰。属于手掌书，拿在手上很可手。
22、至少对我而言是汉化佛教知识最佳入门书，没有之一。
23、深入浅出，很多内容有助于我下学期继续吹《文化概论》
24、很好的介绍了汉化佛教
25、推荐语：值得买
26、旅游必备！
27、丰富 清晰 有趣
28、一本比较详尽、材料较丰富的佛教通识读本。书中所列许多寺院、石窟都去过，相见恨晚，倘若
早了解一些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知识，参观时也不致太囫囵吞枣。看佛教的汉化，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
现象：民间文学在这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封神榜演义》《西游记》等戏曲、小说不但构建了汉
化佛教的体系，还为许多佛界造型提供了细节支撑。不过，作者虽为学者，有些地方不尽客观，从语
言上便有所体现，比如书中惯用语“化腐朽为神奇”。塔从南亚的覆盂形态转变为多层楼阁式使用此
语便颇为不妥。
29、言简意赅，不失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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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与佛寺》

30、4.11周日開始讀，4.15周四上午看完了。

一本了解佛教的很好的入門書。
31、有意思
32、景点很多是佛寺，看一看入门介绍比较好，装逼。= =。小时候奶奶常带我去寺庙，可惜记忆已经
不多了。
33、挺好的普及本
34、很是清爽，对外出旅游帮助尤大！
35、寺院旅游小指南，旅遊必備
36、佛教的八大圣地，众佛像、菩萨像渊源，汉化的过程，佛教常识读本。
37、#南亚次大陆神话人物被佛教收编后的中国变形记#真是好书，浅显易懂，看完可以过一回导游瘾
了。
38、佛教的科普读物～～客观的像是破除封建迷信来的。
39、连载普及文章的结集，语言浅近，信息量大。
40、真好看。解答了我多年的n多疑惑
41、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5月30日捐赠
42、去了一趟独乐寺，回来就找到这么一本“寺庙导游指南”。汉族向来有容纳和改造外来文化的能
力；佛教文化又极为广大，无所不包。这样一来，汉化佛教文化在民间传说、民俗习惯、戏曲小说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逐渐成型。在汉化佛寺里可以看到穿着中国古代衣冠的他国之神，也能在五百罗汉
里看到一位叫十全老人、破邪见尊者的罗汉像，几使人忘记他就是乾隆皇帝⋯⋯
43、书是好书，读了记不住
44、送给朋友的，没看
45、入门书
46、中国人民的汉化水平太牛了，改造外来神佛已臻化境～
47、很系统！
48、一边装系统一边读完的
49、汉化汉传一字之差，作者把握的很好。这本书确实在讲佛教在中国的汉化之旅，那曾经南亚大陆
的人生哲理性的佛教，到了汉家的土地上，怎么着也就无法摆脱最终必须有的，祖先崇拜的道路了。
但凡文化融合，其实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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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佛教与佛寺》

精彩书评

1、介绍佛教在汉地的演化，非常详实和条理化，对于佛教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了解。另该书的印
刷质量非常好。
2、首先，我很佩服白化文先生的功力，曾经看到很多关于佛教的资料，以为是妙论精言，然而，终
究的源头竟出现在这样一本小册子里，不可否认，大家小书系列给了我很多的惊喜，同时，我也感到
很多文抄公的低下。这本书的内容十分的丰富，以一个大视角对汉化佛教进行了一次概述，同时，对
于佛寺这个普通人接触佛教最直接的东西的介绍，也让我大开眼界。家中无人信教，当然，我也不信
，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宗教仪的一点本初的好奇引我对佛寺以及佛教产生了兴趣，而白化文先生的这本
“小”册子，委实不小，功力深厚，内涵丰富，知识实用。但我终究不太喜欢这本书的语气，作为一
个宗教研究者而非信教者，和很多研究者一样（这当然也是学术标准），他来解析佛教时套用的理论
以及语气让我终感觉隔了层纱，对于真实本相的纱。这个真实，我总是从偏颇中才能揪出，然而，这
不尽然是真理，只是我喜欢的一个态度罢了。白化文的话是挑动的，作为一名信徒，他对于宗教的这
种可看化处理，我觉得勇气是巨大的，然而，文辞之间的轻佻也便让我将他定位在研究者这个位置。
我读书，书本其次，方法为上，知识其次，态度为上。这本书，起到了普及的作用，他的内涵和内容
都是丰富而旷大的，然而，他的不普及，也便是他将读者带入的是一个寺外的寺，庙外的庙，失去了
烟熏缭绕，既好且坏，普及而又不普及了。
3、今天读白化文老先生的《汉化佛教》，看完释的一生，余味未尽，又看一遍，方觉悲从心来，郁
郁满腔，糜糜不散。成佛前释叫悉达多，是刹帝利种姓，一个小国酋长的儿子（并不是说他就是传统
意义上的王子了，因为那是一个部落氏族的国家，是部落酋长合议制）。悉达多出生时娘就死了，后
来他说他娘升到兜率天了，这代是怎样的自我安慰。然后悉达多长到一定年龄，就和当年其他时髦的
年轻人一样(他出门前遇到的最时髦的年轻人就是苦行僧)，跑出去修行，打算探明人生的真谛。(呵
呵)他老爹让另外五人跟他一起修行，于是这六人成了难兄难弟，一天就吃一点，每人都饿的前胸贴后
背，形似骷髅，称为饿佛。一天悉达多饿得不行脏的不行到水里洗澡，结果给洗虚脱了(你会信吗？)
，连爬上岸的劲都没，一个姑娘遇见把他救了，喂了乳糜(这一风俗在中国演化成了喝腊八粥)。他醒
过来被队友看见，指责背叛信念。“食己诸根悦”，他这样自辩。队友还是把他抛弃了，他空落落一
个人，被放逐了一般。于是他坐在草堆上防止生疮，为了避雨又把草堆挪到一棵无花果树下，悲凉地
坐着。种种不顺遂涌上来，他说如不成佛，绝不站起。可见此时他已经和自己赌咒了。昏昏荡荡坐那
么多天一定有许多梦，什么各种鬼怪对他威逼利诱，无花果树成了精神依靠于是保护了他，地震等自
然灾害为了增加叙事的紧张性也加了进来。到这里也还不能说是特别悲惨，因为还有这件事：悉达多
出家六年，回来后发现已经有了个儿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据说这是六年怀一胎啊。他这时于是真
正成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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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笔记-第48页

        近代的山门前，总立着一块石碑，上刻“不许荤酒入山门”七字。据说有好酒的和尚，故意把它
读成“不许荤，酒入山门”。因而后来碑文又刻成“荤酒不许入山门”了。现代的寺院，因随喜的俗
客太多，立碑也等于具文，所以常常不重视它，任其自灭。到了今天，此种碑百不存一矣。又，在某
些戒坛殿的戒坛之后，也常设此碑，那是作为立规矩的样品。
该页还有关于哼哈二将郑伦陈奇是如何由梵语的“阿”“哞”汉化而来的表述，颇有趣味。

2、《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笔记-第87页

        可见，高深繁缛的理论并不适宜作广泛深入人心的传播。简单的几条施政口号，答应满足大众最
迫切的愿望才容易获得皈依。观音、地藏、弥勒、药师佛，他们的知名度高就靠着这些。文殊就有点
越来越靠边，得让观音居正座。更不用提学者气很浓的无着与天亲了。再拿玄奘来说，在中国和世界
上知名度极高，但他译的经今虽具存，读者不多。他创始的佛教中国宗派法相宗，理论水平极高，但
数传而绝，若断若续。学者们常利用的还是《大唐西域记》，一般人却是从《西游记》小说等来错误
地认识他的。哀哉！

3、《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笔记-第125页

        这里讲了三十三种观音的形象，其中一个“马郎妇观音”，源于唐代元和年间发生在陕西的民间
故事。“⋯⋯葬后，老僧以锡杖挖拨，见仅存锁子骨化为黄金。”
上学期读到一首黄山谷诗：“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暂婵娟。”也用了“锁骨菩萨”的故事。貌
似关于锁骨菩萨的传说有很多版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我对其中的道理还不太明白，先记一笔，以
后遇到其他的说法，再参看。

4、《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笔记-第87页

                  

5、《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笔记-第138页

                有趣的是，由于五百罗汉人数众多，很难一一指实，有的人就想把自己的形象也塑将进去，过
过受香火的瘾。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清乾隆皇帝。北京碧云寺罗汉堂里第四百四十四尊（有牌位、号
数）罗汉称为“破邪见尊者”，这位金身顶盔挂甲，罩袍蹬靴，两手扶膝，双目炯炯，分明戎武帝王
身，哪是超尘离垢相，原来，这就是乾隆为他自己塑的那尊罗汉像。

6、《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笔记-第55页

        中国弥勒的化身。据说，他就是五代时的布袋和尚。这位和尚名叫契此，身广体胖，言语无恒，
常背着个口袋在闹市出现，面带喜容。布袋里百物俱全，他常在稠人广众中将袋中之物倾泻于地，叫
道：“看！看！”时人莫之能测。后梁贞明二年（916），他在浙江奉化岳林寺东廊磐石上圆寂。临终
遗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世人总不识。”于是隐囊而化。汉族向来有彻
底改造外来户使之归化的民族心理，化身的说法与遗偈又提供了根据，于是北宋时便逐渐以大肚弥勒
来取代天冠弥勒。

7、《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笔记-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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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500罗汉，甚至囊括了乾隆皇帝和耶稣！济公是中国土产罗汉，南宋台州僧人。被神化为降龙
罗汉转世。据民间传说，他去罗汉堂报到晚了，只能站在过道里或蹲在房梁上。面相常被塑成哭笑不
得，半嗔半喜。

8、《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笔记-第62页

        今日佛寺所见四大天王形象，基本上由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描述塑造而成，汉化更为彻底
，说四大天王本是中国武将“佳梦关魔家四将”，死后才经姜子牙开封神榜派去西方作四大天王。至
此，四大天王的就地改造工作基本完成，甚至进行了“返派遣”。至于毗沙门天王分出的化身托塔李
天王，以及他的三个儿子，特别是哪吒，经过《封神演义》《西游记》和戏曲的连续塑造，早已脱离
本根，在群众中家喻户晓的程度也远远超过四大天王了。汉族潜移默化消化改造外来事物的能力，实
在巨大。同时也证明了，外来事物，只有扎根分蘖，土生土长，适应当地气候，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
。

9、《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笔记-第105页

        关于地藏菩萨的“大愿”里说：“这些内容，如孝道，很有些传统伦理道德气息，是佛教汉化后
适应本地情况的新说教。”

之前听刘老师提到过，陈寅恪先生曾撰文梳理这一问题，下次读他的书要注意下。

10、《汉化佛教与佛寺》的笔记-第200页

        关于度牒和戒牒，蛮有意思。不知现在出没于CBD一带的假和尚假尼姑，有没有人管理，他们应
该是没有任何证明自己出家人身份的戒牒之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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