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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崔峰所*的《文化的输入与演变（鸠摩罗什长安
弘法研究）》以鸠摩罗什长安弘法这一事件为研究对
象，来探讨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的输
入与演变过程。印度佛教输入中国持续了近千年之久
，这一输入是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的罕见典范，也是中
印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然而，印度佛教融入中
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足在经过严格的
筛选后才被加以吸收和改造，*终成为具有鲜明特色 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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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峰，男，山东省宁阳县人，历史学博士，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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