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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游记》采取儒家积极人世之精神，借助道家生命修炼之手段，达到佛家四大皆空之境界，承
载着包括儒、释、道、易、医、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生命学、心灵学、金丹学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成为中华文明的自觉载体：吴承恩绝对不是百回本作者，孙悟空是人类心灵最完美象征，唐僧81难
原型是《还源篇》81章，小说文化原型是《性命圭旨》，李世民所代表之所有读者才是小说真正的主
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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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安纲，山西芮城县学张乡人。
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运城学院中文系教授，山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东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西游记文化学刊》主编，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专家顾问
委员，百度网、国学网国学顾问，山西芮城道教文化促进会顾问，张纪中((西游记》、《老子》、《
吕洞宾》电视剧顾问。
著有《圆照法师与金刚心法》、《西游记奥义书》、《李安纲批评西游记》、《古今八子批评西游记
》、《三教九经丛书》；担纲国家教育部项目《道德经道德体系研究》、山西省教育厅项目《吕祖全
书》校注；报告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新时代历史使命》、《老子心解》、《西游记与企业管理》
、《西游记奥义与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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