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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在大量的一、二手研究的基礎上，借助了傳播理論，對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傳播活動進行了分析，研究成果酌分為上、下兩編。在傳播理論中，一個被視為有效的傳播行為，包括了幾個要件：一、傳播背景的了解；二、傳播媒介及受眾；三、傳播活動的實際內容及活動。在上編裡，我們主要討論了佛教在六朝時期得以傳播的社會背景，並且進一步討論了佛教傳播所利用的媒介及所面對的受眾。對於地方佛教的發展情形，我們利用了藏內史料加以論證，藉由考察地方寺院的成立及活動，側面反映出佛教在六朝時期地方上的流布情形。


　　在下編裡，我們選擇了兩個課題，對於佛教傳播的實際內容作了扼要的討論。一、寺院教育及其內容：為了令正法得以流傳，首先必須對於肩負傳教任務的僧侶進行一定的教育。經由考察後發現，漢地寺院中所施行的教育，其內容兼有內外兩學。因此我們認為漢地的寺院教育，並沒有走向將中國傳統之學完全摒除於外的極端，而是向中國傳統作了一定的妥協；二、譯經活動的形成與發展：翻譯活動被視為是一種跨文化的交流，好的譯本對於正法的流傳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從譯經史來觀察，我們發現譯經事業雖在中國有長達千年的傳承，但是中國譯師在其中所能發揮的作用極小，而外來譯師所擔任的角色可能遠比我們想像中來得重要。在進行了一定的翻譯活動後，逐漸形成有系統的譯經理論，然而提出這些理論的卻非那些在譯經工作中擔任舉足輕重角色的外來譯師，這個有趣的現象似乎暗示了外來譯師的漢語能力或有所不足。因而，外來譯師的語言能力，是否能夠對自己所進行的譯經工作進行反省，並且在兩種異質語言中通達無礙，這些都是值得再進一步商榷的問題。


　　本文利用了傳播理論，將六朝佛教的傳播情形較有系統的收納進來。透過達到這個初步目標，我們希望可以進一步思索佛教在地化的問題，並且能夠進一步探討佛學大盛於隋唐的原因，以及中國佛教宗派的成立與判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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