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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的傳入與發展 

 
→

民
間
宗
教
多
流
傳
於
庶
民
階
層
，
未
經
官
府
認
可
，
多
採
祕
密
傳
教 

３
民
間
汲
取
世
俗
化
的
佛
、
道
思
想
，
形
成
新
的
教
規
教
義
，
發
展
組
織
，
吸
納
信
眾 

２
東
漢
以
來
，
境
外
佛
教
傳
入
，
本
土
道
教
創
立
，
若
逢
政
治
動
盪
、
天
災
與
疾
疫
，
宗
教
能
撫
慰
人
心
，
宗
教
團
體
也
能
濟
助
人
民 

１
傳
統
信
仰
：
追
溯
至
商
周
時
代
的
尊
天
祀
祖
與
泛
神
崇
拜 

佛教的傳入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 

衝突及調適 
佛教與政府的關係 

佛教的 

慈善志業 佛教與中國思想的調和 中國式清規戒律 佛教與庶民生活的結合 

３
東
漢
末
至
魏
晉
，
中
原
戰
禍
與
災
疫
綿
延
，
人
民
為
解
脫
苦
難
，
求
助
宗
教
，
佛
教
漸
興 

２
東
漢
明
帝
遣
使
西
域
求
法
，
迎
回
高
僧
，
在
洛
陽
建
第
一
座
佛
寺
「
白
馬
寺
」 

１
佛
教
起
源
於
印
度
，
約
在
兩
漢
之
際
由
西
域
傳
入
中
國 

 

Ｂ
玄
奘
則
是
於
唐
太
宗
時
西
行
天
竺
，
歷
時
十
數
年
後
回
國
，
並
與
其
弟
子
致
力
於
譯
經
工
作
。 

 
 

 

為
研
究
南
亞
各
國
古
代
史
的
重
要
資
料
。 

 

Ａ
法
顯
是
中
國
至
天
竺
（
今
印
度
）
求
法
的
第
一
人
，
而
後
於
東
晉
首
都
建
康
譯
經
講
學
，
並
著
有
佛
國
記
，  

●
補
充
：
法
顯
與
玄
奘
： 

 

Ｂ
中
國
僧
人
在
翻
譯
佛
經
卓
有
貢
獻
者
，
以
東
晉
法
顯
及
唐
朝
玄
奘
為
代
表 

 

Ａ
來
自
西
域
龜
茲
的
鳩
摩
羅
什
，
精
通
佛
理
，
譯
出
許
多
佛
經
，
文
筆
流
暢
符
合
原
意 

２
魏
晉
南
北
朝
以
後
出
現
大
量
翻
譯
為
中
文
的
佛
經
： 

１
佛
教
發
展
早
期
階
段
，
慣
用
中
國
傳
統
儒
、
道
觀
念
解
說
佛
教
義
理
，
使
中
國
人
易
於
理
解
，
有
助
於
佛
教
融
入
中
國
文
化 

 

Ｂ
印
度
原
始
佛
教
未
禁
止
吃
葷
，
但
經
南
朝
梁
武
帝
強
制
佛
教
徒
不
吃
葷
後
，
漢
傳
佛
教
形
成
吃
素
習
慣 

 

Ａ
前
秦
時
道
安
倡
導
出
家
人
以
「
釋
」
為
姓
，
而
後
普
遍
為
佛
教
僧
尼
接
受 

●
為
因
應
民
情
，
佛
教
在
中
國
逐
漸
發
展
出
特
有
的
規
範
： 

 
 

轉
為
漢
人
的
相
貌
。 

 

佛
教
來
自
中
國
境
外
，
故
早
期
佛
像
造
型
不
同
於
中
國
人
的
樣
貌
。
但
在
中
國
發
展
既
久
，
佛
教
神
明
形
象
的
塑
造
便
從
胡
人 

●
補
充
：
觀
世
音
菩
薩
像 

 
→

觀
世
音
菩
薩
由
原
本
的
男
相
轉
化
為
慈
祥
且
更
易
為
人
接
受
的
女
相 

２
為
順
應
中
國
文
化
，
使
百
姓
易
於
接
受
，
佛
教
神
明
在
造
型
上
比
印
度
佛
教
親
切 

１
佛
教
的
興
盛
與
普
及
，
祈
求
佛
教
神
明
庇
祐
，
逐
漸
成
為
百
姓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自
給
自
足
的
風
氣
，
成
為
中
國
佛
教
特
色
之
一 

 
→

唐
朝
禪
宗
百
丈
懷
海
禪
師
主
張
僧
尼
「
一
日
不
作
，
一
日
不
食
」，
減
少
對
世
俗
供
養
的
依
賴 

２
佛
教
徒
常
被
詬
病
不
事
生
產
、
坐
食
百
姓 

 

此
為
慧
遠
對
東
晉
政
府
要
求
沙
門
（
即
出
家
人
）
須
禮
敬
王
者
時
所
發
表
的
反
駁
言
論
，
文
中
論
證
為
何
沙
門
不
須
禮
敬
王
者
。 

●
補
充
：
沙
門
不
敬
王
者
論
： 

 
→

關
於
孝
：
南
朝
劉
勰
引
父
母
恩
重
難
報
經
強
調
佛
教
對
孝
道
的
重
視 

 
→

關
於
忠
：
東
晉
高
僧
慧
遠
撰
沙
門
不
敬
王
者
論
予
以
反
駁 

１
出
世
觀
念
與
傳
統
倫
理
的
忠
、
孝
牴
觸 

●
佛
教
有
迥
異
於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地
方
，
因
此
遭
受
攻
訐 

→
 

佛
教
與
中
國
文
化
衝
突
及
調
適
的
互
動
過
程 

 
 

雲
岡
石
窟
佛
像
與
印
度
北
部
犍
陀
羅
的
風
格
相
近
，
犍
陀
羅
曾
受
希
臘
化
影
響
，
佛
像
雕
塑
有
希
臘
風
格
的
通
肩
式
服
飾
。 

 
 

北
朝
崇
佛
較
偏
向
追
求
修
福
行
善
、
祈
求
庇
祐
。
朝
廷
甚
至
不
惜
投
入
大
量
的
時
間
、
人
力
、
物
資
。 

 

位
於
今
中
國
山
西
省
大
同
市
，
開
鑿
於
北
魏
。
相
較
於
南
朝
崇
佛
較
重
視
帶
有
清
談
遺
風
的
講
經
、
說
法
，  

●
補
充
：
大
同
雲
岡
石
窟 

 

中
國
史
上
的
毀
佛
行
動
以
北
魏
太
武
帝
、
北
周
武
帝
及
唐
武
宗
在
位
時
，
對
佛
教
發
動
的
迫
害
最
為
著
名
，
合
稱
「
三
武
之
禍
」。 

●
補
充
：
毀
佛
行
動 

２
用
之
者
：
基
於
統
治
考
量
，
善
用
佛
教
的
力
量 

→
 

清
朝
為
拉
攏
蒙
古
各
部
族
，
支
持
藏
傳
佛
教
發
展 

 
 

經
濟
動
機
；
或
者
本
身
對
其
他
宗
教
的
信
仰
（
如
道
教
），
而
限
制
佛
教
，
甚
至
發
動
毀
佛
行
動 

１
限
之
者
：
君
主
基
於
道
德
觀
念
，
及
出
於
如
佛
教
徒
不
敬
君
主
、
不
入
戶
籍
、
不
生
產
和
納
稅
，
恐
使
國
窮
民
困
等
政
治
、 

●
歷
代
統
治
者
對
佛
教
的
態
度
，
既
有
限
之
者
，
也
有
用
之
者
： 

３
宋
朝
設
有
類
似
組
織
，
推
動
社
會
救
濟
事
業
；
有
慈
幼
局
收
養
棄
嬰 

２
唐
朝
出
現
由
寺
院
辦
理
，
但
獲
得
官
方
支
持
的
機
構 

→
 

救
濟
貧
困
、
療
養
疾
病
、
撫
慰
孤
獨 

１
南
朝
齊
時
有
「
六
疾
館
」，
梁
武
帝
設
有
「
孤
獨
園
」 

 

●
佛
教
界
發
起
的
社
會
組
織
，
投
入
救
濟
貧
病
孤
苦
的
慈
善
事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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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創立與發展 民間宗教 

道教的創立 道教世俗化表現 道教與政府的關係 前言 白蓮教 羅教 拜上帝會與太平天國 

 
 

崇
拜
老
子
，
假
託
老
子
傳
道
，
因
教
徒
尊
稱
張
陵
為
天
師
，
故
稱
天
師
道
。
又
因
入
道
者
須
交
五
斗
米
，
又
稱
五
斗
米
道
。 

●
補
充
：
天
師
道 

３
張
角
用
畫
符
念
咒
以
驅
邪
、
治
病
的
手
段
傳
教
，
建
立
「
太
平
道
」 

２
東
漢
順
帝
時
，
張
陵
首
創
「
天
師
道
」，
奉
老
子
為
教
主
，
尊
為
太
上
老
君
，
在
今
四
川
行
醫
傳
道 

１
背
景
：
東
漢
末
，
朝
政
腐
敗
，
連
年
災
荒
，
人
民
生
活
痛
苦
，
張
陵
與
張
角
先
後
創
立
反
映
人
民
理
想
及
現
世
要
求
的
道
教
教
派 

 
→

中
國
本
草
學
的
發
展
，
與
這
些
道
教
的
實
踐
過
程
息
息
相
關 

３
道
教
煉
丹
的
需
要
，
許
多
草
木
、
礦
物
成
為
煉
製
丹
藥
的
原
料 

→
 

強
化
對
中
醫
藥
物
的
認
識 

 
→

利
用
民
間
神
靈
信
仰
，
使
道
德
規
範
被
視
為
神
靈
的
命
令
，
讓
人
遵
守 

２
吸
收
佛
教
教
義
，
強
調
行
善
積
德
、
因
緣
果
報
，
許
多
通
俗
化
的
道
德
觀
念
、
勸
善
思
想
廣
傳 

 
→

道
教
提
供
服
食
丹
藥
與
追
求
長
生
的
方
術
，
而
受
上
層
階
級
青
睞 

１
魏
晉
南
北
朝
，
世
族
流
行
玄
學
，
以
老
莊
思
想
為
基
礎
，
又
貪
圖
享
樂
、
追
求
長
生
不
老 

 
 

（
２
）
於
科
舉
考
試
創
辦
「
道
舉
」，
並
設
玄
學
博
士 

 
 

 

（
１
）
派
道
士
赴
海
外
宣
講
道
德
經
，
追
封
老
子
至
帝
王
位
階 

 

Ｃ
唐
朝
時
，
附
會
老
子
為
祖
先
，
大
力
推
崇
道
教 

 
 

 

強
調
佛
道
雙
修
而
加
以
崇
敬
，
向
其
諮
詢
國
政
，
時
人
稱
為
「
山
中
宰
相
」 

 

Ｂ
南
朝
梁
武
帝
信
佛
教
，
但
對
道
士
陶
弘
景
，
因
其
世
族
背
景
而
拉
攏
，
也
因
其
宣
揚
儒
家
忠
孝
倫
理
、
援
佛
入
道
、 

 

Ａ
北
魏
時
，
天
師
道
寇
謙
之
主
張
佐
國
扶
命
、
信
守
五
常
而
受
北
魏
太
武
帝
信
任
，
尊
為
國
師
，
定
道
教
為
國
教 

２
統
治
者
利
用
： 

 

Ｂ
天
師
道
自
張
陵
創
教
，
傳
至
其
孫
張
魯
時
，
在
漢
中
建
立
政
教
合
一
的
割
據
政
權 

→

後
曹
操
攻
之
，
張
魯
敗
降
，
接
受
招
安 

 
 
→

影
響
：
朝
廷
授
予
各
地
招
募
兵
馬
之
權
，
形
成
割
據
勢
力
；
黃
巾
餘
黨
又
蔓
延
不
止
。
從
根
本
上
動
搖
東
漢
統
治 

 

Ａ
張
角
創
立
「
太
平
道
」，
吸
引
大
批
信
眾
，
甚
至
號
召
各
地
信
眾
起
兵
反
漢
，
掀
起
「
黃
巾
之
亂
」 

１
統
治
者
的
壓
制
： 

 

●
由
於
勢
力
的
茁
壯
，
道
教
在
發
展
過
程
也
不
免
面
臨
政
府
的
壓
制
或
利
用
： 

２
清
末
，
另
有
附
會
基
督
教
義
而
創
立
的
「
拜
上
帝
會
」，
後
利
用
窮
苦
人
民
的
不
滿
而
招
攬
民
眾 

 

１
代
表
者
：
白
蓮
教
以
及
羅
教 

→
 

這
些
民
間
宗
教
多
脫
胎
於
佛
、
道
等
傳
統
信
仰 

 

●
中
國
民
間
宗
教
起
自
宋
朝
，
盛
行
於
明
清
時
期 

 

Ｂ
影
響
：
團
練
漸
為
日
後
政
府
倚
重
應
付
戰
事
的
主
力 

 

Ａ
以
官
逼
民
反
為
由
起
事
，
四
川
、
湖
北
最
嚴
重 

→

後
倚
賴
地
方
官
紳
辦
理
團
練
，
方
勉
強
平
定 

 
→

清
朝
中
期
以
後
，
生
存
競
爭
激
化
，
白
蓮
教
曾
於
嘉
慶
年
間
引
發
「
川
楚
教
亂
」 

５
明
清
時
期
，
白
蓮
教
不
斷
變
換
形
式
持
續
發
展
。
若
遇
政
府
施
政
不
當
，
則
號
召
民
眾
抗
爭 

 
→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於
開
國
前
即
曾
加
入
，
並
藉
其
力
抗
元
成
功 

４
元
末
白
蓮
教
首
領
韓
山
童
倡
言
彌
勒
下
生
，
自
居
「
救
世
明
王
」
而
起
兵 

●
補
充
：
彌
勒
，
據
佛
教
說
法
，
彌
勒
終
有
一
日
會
下
生
成
佛
（
未
來
佛
），
廣
度
眾
生
。 

 
 
→

白
蓮
教
融
入
彌
勒
思
想
，
相
信
彌
勒
將
引
領
世
人
達
太
平
盛
世 

３
元
朝
中
葉
後
因
政
府
苛
捐
雜
稅
，
濫
用
民
力
，
社
會
危
機
日
益
惡
化 

２
教
義
：
標
榜
信
徒
無
須
剃
度
，
可
家
居
修
行
、
娶
妻
生
子
，
教
義
通
俗
易
懂
，
迅
速
傳
播 

１
起
源
：
由
南
宋
時
人
茅
子
元
融
合
佛
教
教
義
與
修
持
方
式
所
創 

 
 

有
水
手
經
常
借
宿
，
日
久
而
皈
依
。
而
水
手
多
著
青
衣
，
故
稱
「
青
幫
」。 

●
補
充
：
青
幫
，
據
傳
明
末
清
初
有
錢
、
翁
、
潘
姓
等
三
人
流
寓
杭
州
，
因
該
處
為
大
運
河
所
經
之
重
要
漕
運
碼
頭
，  

 
 

如
杜
月
笙
便
曾
協
助
國
民
黨
在
上
海
執
行
「
清
黨
」，
抗
戰
時
期
協
助
發
展
情
報
組
織
。 

 

●
補
充
：
民
國
建
立
後
，
青
幫
組
織
依
然
活
躍
，
且
與
政
局
關
係
密
切
。 

 
→

清
末
民
初
，
青
幫
的
宗
教
色
彩
已
褪
，
以
祕
密
幫
派
形
式
活
躍
於
南
方
，
入
幫
者
多
為
中
下
層
勞
苦
大
眾 

３
發
展
：
羅
清
過
世
後
，
羅
教
逐
漸
發
展
形
成
不
同
支
系
，
以
「
青
幫
」
最
為
著
名 

 

「
真
空
家
鄉
」
即
無
生
老
母
所
居
之
地
，
也
是
人
類
的
出
生
地
和
最
後
的
歸
宿
，
相
當
於
佛
教
的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 

 

「
無
生
老
母
」
為
羅
祖
所
創
的
至
上
神
，
其
為
宇
宙
萬
物
的
主
宰
，
也
是
慈
悲
的
救
世
主
。 

●
補
充
：
真
空
家
鄉
，
無
生
老
母
： 

 
 

「
真
空
家
鄉
，
無
生
老
母
」
身
邊 

→
 

以
自
創
的
「
寶
卷
」
教
化
信
徒 

２
教
義
：
以
通
俗
方
式
解
釋
儒
、
釋
、
道
等
派
經
典
義
理
，
認
為
一
心
修
道
行
善
，
即
可
悟
道
成
真
，
回
歸
永
恆
的 

 
→

以
漕
運
船
民
為
主
要
傳
教
對
象 

１
起
源
：
明
朝
中
期
羅
清
所
創
，
其
出
身
自
漕
運
軍
人
而
皈
依
佛
教
，
精
研
佛
理
後
宣
稱
悟
道 

 
 

先
後
有
美
人
編
練
的
「
常
勝
軍
」，
以
及
法
人
編
練
的
「
常
捷
軍
」
加
入
戰
局
。 

●
洋
人
助
戰
：
太
平
天
國
期
間
，
在
華
列
強
原
持
中
立
觀
望
的
態
度
，
後
為
保
護
在
中
國
的
利
益
而
助
戰
清
朝
，  

 
→

一
八
六
四
年
南
京
城
破
，
太
平
天
國
覆
滅 

５
失
利
原
因
：
太
平
天
國
發
生
內
訌
，
加
上
李
鴻
章
率
領
的
淮
軍
及
洋
人
助
戰
，
局
面
轉
向
對
清
軍
有
利 

 

 
→

太
平
軍
勢
盛
之
時
，
曾
國
藩
奉
命
幫
辦
湖
南
團
練
，
以
維
護
儒
家
傳
統
名
教
為
號
召
，
組
「
湘
軍
」
與
之
對
抗 

４
太
平
天
國
為
控
制
思
想
以
利
政
教
合
一
，
利
用
宗
教
宣
傳
及
帶
領
信
眾 

→

被
認
為
破
壞
傳
統
文
化
與
社
會
倫
理 

３
起
事
：
一
八
五
○
年
，
洪
秀
全
起
事
，
隔
年
建
號
「
太
平
天
國
」。
一
八
五
三
年
占
領
南
京
，
改
名
天
京
，
定
為
國
都
。 

２
發
展
：
入
廣
西
宣
傳
，
當
地
人
民
因
生
活
困
頓
而
跟
隨
者
日
眾 

１
起
源
：「
拜
上
帝
會
」
建
立
者
為
廣
東
人
洪
秀
全
，
本
身
對
清
朝
統
治
不
滿
，
又
受
基
督
教
宣
傳
品
勸
世
良
言
影
響
而
創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