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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五台山佛教與《五台山佛教史》  

 

麻天祥  

武漢大學哲學宗教學系教授 

   

  本人於佛教實在是一位初入門的學者，一個事事需要學習的人。原本著眼於中國思想史

的我，由於前輩、同仁的引導、幫助，接觸到佛學研究。這些年來，無論天南地北、海內域

外，無論聽年高德劭長者的教誨，風華正茂同仁的高論，還是見後起之秀的勇猛精進，他們

縱橫佛說，難免有醍醐灌頂之感，越來越覺得知識匱乏、學習的必要，故有書必索之閱。至

讀崔正森先生《五台山佛教史》尤增感慨。 

  崔正森先生曾就學於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教授，現任山西省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五

台山研究》主編、五台山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是一位治學嚴謹、勤奮進取、悃幅無華的

學者。 

  《五台山佛教史》上下兩冊，七十餘萬字。其主要內容是：五台山是文殊道場之因、五

台山佛教的起源、東晉十六國以來各個朝代的佛教、五台山與國內名山古剎和印度、尼泊爾、

斯里蘭卡、越南、朝鮮、韓國、日本等國際佛教文化交流、五台山歷代寺廟概況等，是幫助

我們全面瞭解、深刻認識五台山佛教文化的一部最好論著。其特色如下。 

  一、 就研究方法說，我看有五個特點：  

  (一)舉綱張目 五台山是文殊道場，文殊思想當是五台山佛教文化的核心。因此，本書在

緒論中就開宗明義地論述了文殊的身世、形象、思想、禪法、淨土、道場、信仰和五台山氣

候清涼兼有五頂的特點，從而揭示了五台山是文殊道場之因，並為以後各章即五台山佛教的

源流、宗派、禪法、文化交流等目鋪開了道路，起了綱舉目張的作用。  

  (二)史傳結合 五台山佛教歷史悠久，源遠流長，如何才能揭示出那興衰榮辱的發展歷程

呢？本書採用了斷代史的寫法，從而揭示了五台山佛教的來源和魏齊、隋唐、元明清三個興

盛階段及慘遭兩次滅法厄運的下場。就每個朝代的佛教而論，本書以歷代帝王與五台山、名

人將相與五台山、五台山佛教的宗派、高僧、撰述和國際佛教文化交流四個層面來寫，這就

揭示了五台山佛教的興衰之因、發展規律和五台山僧人對佛教文化的貢獻。於此，敘事用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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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體」，寫僧（人）用了「傳記體」，時、事、人分開用了「章節體」。這樣，既層次

分明，又縱橫連貫，給人以一個有分有合、動靜協調之感。至於最後一章〈名剎古剎佛教文

化交流〉，則是用了通史的寫法，這樣既使讀者對各個名山古剎有所瞭解，又對五台山產生

了一個「海納百川」、「對外開放」的深刻印象。 

  (三)比較研究 五台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五台山是中國佛教的著名聖地。所以，

本書對五台山佛教文化的研究，不是孤立的、靜止的、片面的就五台山而談五台山，而是把

它放在了中國佛教這個大範圍內和中國五大名山之中來比較研究，如對五台山佛教的起源，

就是先寫佛教傳入中國，次寫佛教傳入山西，後寫佛教傳入五台山；再就各個朝代的五台山

佛教，也是簡略地先談中國各個朝代的佛教，再寫五台山各個朝代的佛教，這樣就顯出五台

山佛教的地位和影響，從而得出了「五台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是中國佛

教文化的縮影」、「五台山是中華衛藏」等結論。 

  (四)科學論證 眾所周知，佛教中有許多傳說故事，五台山佛教也不例外，那麼，如何寫

好五台山佛教史呢？作者經過深入實際調察研究，對五台山的地理範圍、佛教傳入五台山的

問題、楊五郎出家五台山的傳說、順治皇帝出家五台山的傳說等問題，一一作了縝密的考證，

提出了五台山的地理範圍的「兩省八縣說」、佛教傳入五台山的「東晉後趙說」，而對後兩

個問題都作出了否定。從而，樹立了一家之言，使五台山佛教史成了一部「信史」（日本東

京大學故教授鎌田茂雄語）。 

  (五)索隱探幽 在沒有先例的情況下，如何寫好五台山佛教史呢？一種辦法是抓住幾個重

大問題，濃墨重彩地勾勒出個輪廓，給人一個概貌，但作者在研究五台山佛教的過程中，發

現五台山有極其豐厚的佛教文化底蘊，且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較大影響。因此，作者採取了細

致入微、索隱探幽的寫法，如對帝王宰臣、名人居士、高僧碩德思想文化的深刻論述外，又

對曇鸞的醫學思想、窺基的聲法理論、法照的五會念佛、智廣的《悉曇字記》、慧超的《往

五天竺傳》、李通玄、澄觀的淨土思想、璧峰禪師的華嚴字母和三世章嘉活佛與五台山的關

係等等，都作了深入細致的研究，從而揭示了五台山佛教對中國佛教和傳統文化的巨大貢獻

和影響。因此說，此書也是一部五台山佛教思想史。 

  二、就學術觀點說，誠如佛學專家黃心川教授在〈序〉中所言：「這部書徵引文獻廣博，

資料翔實，敘述完整，重點突出，不乏新見。」「對五台山佛教發展中出現的未解之謎或引

起爭論的問題都做了疏理、考證，提出了自己的看法」。我也覺得鮮見疊出，創新不少，大

略言之，主要有七： 

  (一)創立了五台山地理範圍的「兩省八縣說」 《古清涼傳》說，「五台山基環所至五百

里」，即五台山的地理範圍為山西省的五台、繁峙、代縣和河北省的阜平縣，故謂「兩省四

縣說」。作者經過對五台山脈的實際考察和《五代五台山圖》的對照，得出了五台山的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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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為山西省的五台、繁峙、代縣、原平、忻州、定襄、盂縣和河北省的阜平縣，即「兩省

八縣說」。 

  (二)創立了五台山佛教起源的「東晉後趙說」 佛教界認為五台山佛教起源於東漢永平十

一年（六八）；清初著名學者、思想家顧炎武認為，五台山佛教起源於北魏。作者不迷信、

不唯書，經過詳細考證後指出，東晉後趙初期，西域高僧佛圖澄將佛教由洛陽傳入山西，他

的高足彌天釋道安於東晉永和九年（三五三）又將佛教傳入五台山北陲恒山，繼有道安高足

慧遠法師再將佛教傳入五台山地區的原平、代縣、繁峙、五台等地。北魏太延五年（四三九），

佛教又由敦煌、長安傳入平城（今大同市），然後再由平城傳入五台山腹地。到北魏孝文帝

時期（四七一－四九九），五台山佛教進入了第一個興盛初期。 

  於此同時，作者還指出，五台山最早的寺廟依次是：道安於東晉永和九年（三五三）建

的恒山寺，其次是他的弟子慧遠於東晉永和九年至升平五年（三五三－三六一）在原平縣建

的勝井院（又名婁煩寺）、白仁岩寺，爾後才是魏孝文帝時期（四七一－四九九）在繁峙縣

建的銅鐘寺、公主寺、五台縣建的宕昌寺、佛光寺、清涼寺和大孚靈鷲寺（今顯通寺）等寺

廟。 

  (三)首次提出「五台山佛教文化的核心是文殊信仰」的觀點 五台山是文殊道場，文殊是

五台山佛教的祖師。在中印佛教中，他享有崇高地位，是佛教界崇信的主要對象之一。所以，

文殊信仰就成了五台山佛教文化的核心，也是東方各民族佛教徒的共同信仰。文殊是般若智

慧的化身。因此，文殊信仰就是信仰智慧、信仰科學、尊重知識、尊重人才。到五台山旅遊

參學，就是要開啟智慧，學習科學文化知識。 

  (四)首次提出「五台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和「世界佛教五大聖地之一」的觀點 作

者以歷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真細致地考察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的形成過程後指出，到明代

萬曆年間（一五七三－一六二○）才把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華山分別確定為文殊、

普賢、觀音和地藏的道場。以文殊在印度佛教中就是首席菩薩，在中國唐代宗又欽定文殊居

於普賢、觀音、地藏之右，佛教界也有一種金五台、銀峨眉、銅普陀、鐵九華之說，故謂「五

台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作者又根據三世章嘉活佛說的「世上有五個殊勝加持地，

那便是中部印度金剛座、東部漢地五台山、南部布達拉山、西部空行地烏仗那、北部貴種地

香拔拉」的說法，提出了「五台山是世界佛教五大聖地之一」的觀點。 

  (五)第一次提出「五台山是中國佛教文化縮影」的觀點 經過中印佛教的周密研究後，作

者指出文殊菩薩既是大乘空宗的創使人，又是密教的祖師之一，深受顯密兩教崇拜。因此，

五台山就有漢傳佛教的三論宗、天台宗、唯識宗、華嚴宗、淨土宗、律宗、禪宗（包括北宗、

南宗的溈仰宗、臨濟宗、雲門宗、法眼宗、曹洞宗和黃龍派、楊歧派）、密宗和藏傳佛教的

希解派、薩迦派、噶舉派、格魯派（包括達賴系、班禪系、章嘉系和哲布尊丹巴系），故曰

「五台山是中國著名的漢藏佛教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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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作者還考察了五台山歷代寺廟三百七十七座後指出，五台山現存寺廟還有一百九十二

座，其中四十三座內就保存了自唐代以來各個朝代的建築，也保存了自北魏以來各個朝代的

造像二萬三千零九十一尊、寶塔二百餘座、石碑一千零六十六餘通、石雕一千六百二十九餘

幅、漢藏樂器三千零四十五餘件、藏經三萬四千八百九十二冊。 

  因此，作者又提出了「五台山是中國古代佛教建築藝術的寶庫」。「五台山是中國古代

佛教造像藝術的博物館」、「五台山是中國寶塔藝術的展覽館」、「五台山是中國佛教音樂

的藝苑」。總之，「五台山是中國佛教文化的縮影」。 

  (六)第一次提出「五台山是中華衛藏」的觀點 作者通過對唐代以來各個朝代佛教的考察

後指出，唐穆宗長慶四年（八二四）西藏始求《五台山圖》，北宋元祐至紹聖年間（一○八

六－一○九七）藏傳佛教希解派祖師帕當巴桑結至五台山朝聖，元代又有薩迦派五祖八思巴、

膽巴和噶舉派三世活佛攘迥多吉朝拜五台山，明代永樂年間（一四○三－一四二四）宗喀巴

弟子釋迦也失把格魯派傳入五台山。至此，五台山就成了漢地唯一的漢藏佛教聖地，且受到

蒙藏人民的傾心信仰和崇拜。因此，明清的統治者就通過「興黃教，宏啟宗門」，令藏傳佛

教領袖駐錫五台山，鼓勵蒙藏人民朝拜五台山的方法，達到綏靖蒙藏、民族團結、社會穩定、

國家統一、邊民享昇平之福逾五百餘年的巨大作用。從而提出「五台山是中華衛藏」的觀點，

並指出它既有深遠的歷史意義和巨大的現實意義。 

  (七)第一次提出「五台山是國際佛教文化交流中心」的觀點 本書不僅闢出專章論述了五

台山與國內名山古剎佛教文化交流，而且從唐代起就以專節論述了五台山與印度、尼泊爾、

斯里蘭卡、越南、緬甸、朝鮮、韓國、日本等國的佛教文化交流，從而得出了「五台山是國

際佛教文化交流中心」的結論。 

  崔正森先生以二十年的心血鑄就的這部書，不僅研究方法科學，創見頗多，而且填補了

名山文化研究領域的空白，還為中國佛教的研究提供了翔實可靠的資料。他不僅為呼之欲出

的「五台山學」奠定了一個堅實基礎，而且它標誌著五台山研究中心從日本回到了中國山西。

鑑於此，我以為，研究中國思想文化，不研究中國佛學不可；研究中國佛教，不研究五台山

不可，研究五台山，不讀崔先生《五台山佛教史》尤不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