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佛教宗派概况 

中国佛教是由汉语系佛教亦称大乘佛教、巴利语系佛教亦称南传上座

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藏语系佛教亦称喇嘛教三部派组成的。其

中，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全国仅云南独有。由于从隋唐开始，中国佛教

有了宗派。当时印度佛教，因有“大乘和小乘”两大流派，都曾在我

国流行过（现在云南的傣族地区信奉小乘佛教，其它地区信奉大乘

佛教），些不同的佛学传入东土，被炎黄子孙所接受和研究，由于

有各自的理解和悟性，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许多佛教宗派，主要

有：三论宗（又名法性宗）、瑜伽宗（又名法相宗）、天台宗、化严宗

（又名贤道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八大宗派（都属于大乘

佛教）。 

1、三论宗：由隋代吉藏完成其理论体系，因为是依据《中观论》、《百

论》、《十二门论》这三论创立的宗派，故叫三论宗。因其着重阐扬“诸

法性空”，所以又称“法性宗”，初兴起时流传很盛，传至唐代渐

衰，近代已不复存在。 

2、喻伽宗：是由印度的弥勒、无著、世亲创立的宗派。因为是以弥勒说，

无著记录整理的《瑜伽师地论》为根本教典而立宗，所以叫瑜伽宗。我

国唐代玄奘法师译传此宗，以分析法相表达“唯认真性”而得名法

相宗，唐代盛兴后渐衰，但传至日本。 

3、天台宗：由隋代智蚁创立，为我国早的佛教宗派，因智蚁常住浙

江天台山而得名。该宗起初流传不广，后来却很盛行，唐宋两代相继



传承，发扬光大，并传入日本、朝鲜。 

4、华严宗：始于隋代杜顺，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创

始人法藏武则天赐号“贤首”，故又称贤道宗。唐武宗灭佛后，一蹶

不振。后传入日本。

5、禅宗：“禅”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禅定。禅宗是六世纪初由

印度的菩提达摩在中国嵩山少林寺创立的，以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

的全部修习而得名。禅宗在中国一直很兴盛，从唐朝至今，是中国佛

教势力最大，流传最广的宗派，并先后传入日本、朝鲜。 

6、净土宗：由唐代善导创立，以念“阿弥陀佛”名号，求往生西方

极乐净土为宗旨而得名。由于修行简易，在民间流传甚广。后传入日

本。 

7、律宗：由唐代道宣创立，主要是学习和研究戒律而得名。以《四分

律》为依据，规定了受戒、说戒、安居以及衣食坐卧的标准。至今中国

僧尼出家受戒和日常生活，均按这一派行事，律宗因而通于各宗。唐

代时由鉴真传入日本。 

8、密宗：是印度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创立，在八世纪时传入中

国。以密教经典《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依据而得名。因为这两部佛经

是释迦牟尼对自己亲属传授的秘密真言，所以又称“真言宗”。密宗

在唐代盛行一时，后来逐渐衰落。也被传入日本。（转帖） 

中土佛教宗派简介

天台宗 



中国佛教宗派。因创始人智顗常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其教义主要依

据《妙法莲华经》，故亦也称法华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

它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而成一家之言，

当时得到朝野的支持和信奉，对隋唐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多有影响。元

明以后，该宗学者往往兼倡并净土，形成“教在天台，行归净土”

之风。

9世纪初，日本僧人最澄将此宗传到日本，在平安时代（784～

1192），与真言宗并列发展，史称“平安二宗”。13世纪由此宗分出

日莲宗。当今，日本天台本宗、日莲宗都很兴旺，而日莲宗在 20世纪

又分出几个新兴教派。

三论宗 

中国佛教宗派。隋吉藏创立。因依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

《百论》等三论立宗，故名。

此宗初祖龙树。是释迦牟尼灭后第一个重要的大乘佛教学者。其《中

论》、《十二门论》等，发挥缘起性空的学说，为大乘佛学建立了牢固

的理论基础。

禅宗 

主张修习禅定，因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

心宗。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

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 

相传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大家各作一偈，时神秀作偈：“身是菩



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认为“未见本

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

处惹尘埃。”弘忍认可，并秘密传以衣法，为第六代祖。慧能得法后

南归，隐居 15年，继至曹溪住宝林寺。后应请在韶关大梵寺说摩诃

般若波罗蜜法，并传授无相戒。嗣法弟子法海集其言行为《六祖坛经》，

是为南宗。神秀于弘忍寂后至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弘禅，20余年中门

人云集，是为北宗。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绝。

净土宗 

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因其始祖慧远曾在庐山建立莲社提倡

往生净土，故又称莲宗。

净土思想渊源于印度。在东汉时净土经典开始传入中国。唐代善导往

玄中寺听净土要旨，后到长安，在光明、慈恩等寺弘扬净土教义，正

式创立净土宗。

该宗由于修行方法简便，人人都能做到，故自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宋

明以后与禅宗融合，其他如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也都兼修念佛

法门。同时又很快普及于一般社会，有所谓“家家弥陀佛”的说法，

一直流传至今。

法相宗 

因剖析一切事物（法）的相对真实（相）和绝对真实（性）而得名。

又因强调不许有心外独立之境，亦称唯识宗。由于创始者玄奘及其弟



子窥基常住大慈恩寺，故又称慈恩宗。

创始人玄奘曾游学印度 17年，回国后先后译出瑜伽学系的“一本十

支”各论，并翻译了《成唯识论》，奠定了法相宗的理论基础。

此宗所传唯识因明之学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日本亦有流传。

华严宗 

以《华严经》为根本典籍，因实际创始人法藏号贤首，也称贤首宗。以

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为宗旨，又称法界宗。

此宗传承为杜顺一智俨一法藏一澄观一宗密。该宗推戴杜顺为初祖，

而实际创始人为法藏。法藏 28岁以后，开始广事讲说，有著述 100

余卷，详尽发挥智俨的教规新说，正式创立华严宗。

律宗 

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实际创始人为唐代道宣。因依据五部律中的《四

分律》建宗，也称四分律宗。复因道宣住终南山，又有南山律宗或南

山宗之称。

相传释迦在世时，为约束僧众，制订了各种戒律。第一次佛教结集时，

由优婆离诵出律藏。其后因佛教各派对戒律的理解不尽一致，所传戒

律也有所不同。据僧史记载，中国汉地翻译戒律和实行受戒，始于三

国。当时印度昙柯迦罗来洛阳，见中国僧人只落发而未受戒，即译出

摩诃僧祗部戒本，以为持戒的准绳。又请印度僧立羯磨法（受戒规

则）创行受戒。　

该宗由鉴真传至日本。唐天宝十三载（754），鉴真在日本当时的都



城奈良东大寺佛殿前筑坛传戒，弘扬戒律，是为日本有律宗之始。

密宗 

亦称密教、秘密教、瑜伽密教、金刚乘、真言乘等。因该宗依理事观行，

修习三密瑜伽（相应）而获得悉地（成就），故名。

印度最后一个时期的佛教中密教盛行，其教典总称为怛多罗。密教在

教理上以大乘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为其理论前提，在实践上则

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礼仪、本尊信仰崇拜等为其特征。宣传口诵真

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手式或身体姿势，“身密”）和心

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可以即身成佛。最初流传于西南印度、

德干高原,后来再向南印度和东北印度传播，以超戒寺为中心，获得

波罗王朝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在 11世纪西亚突厥系的伊斯兰军队侵

入南亚次大陆以后，中印的佛教寺院受到入侵军队的彻底摧毁，佛

教在印度也就消失了。

汉地密宗　　印度密教的思想和实践传入中国，始于三国时代。唐开

元四年（716),印度密宗高僧善无畏携带梵本经西域来到长安，深受

玄宗礼遇，被尊为“国师”。开元五年起，先后于长安、洛阳两处译

出密教经典多部。

日本密宗　　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空海大师来唐学法，在

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大师受金刚界、胎藏界两部秘法，并受传法大阿闍

黎位。3年后回国，以平安（今京都）东寺为中心弘传密教，并建高

野山金刚峰寺为传教“根本道场”,创立真言宗,以传金刚界密法为主，



亦称“东密”。

藏地密教　　在中国西藏行区的密宗通称“藏密”。早在 7世纪松赞

干布时期的藏传佛教，就传入密部经典。8世纪间印度密教僧人寂护

和莲花生到藏弘法，建有密教的根本道场桑耶寺。其后又有法称来藏

传瑜伽金刚界法、大曼荼罗等灌顶；无垢友、施戒等来藏译出《集密》

等许多密宗典籍。密教在西藏得到了流传。但公元 841年赞普朗达玛

禁佛时受到了严厉的打击。11世纪中期，中印度超戒寺僧人阿底峡

应请入藏，其弟子续其法灯，首开西藏密教噶当一派。15世纪初，

宗喀巴及其弟子贾曹杰、克主杰等创立格鲁派。下传达赖、班禅两大系，

为现今藏地盛行的一大密宗教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