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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在国内宗教美学研究中，道教美学研究，很有生气。
无论是道教美学思想史的梳理，还是道教重要美学思想家的论述，还是道教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等方面，都有创新性成果问世。
余虹的《禅宗与全真道美学思想比较研究》一书，是对目前道教美学与禅宗美学研究中尚无人涉及的
课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为道教美学研究补充了新的内容。
余虹的这部新著，其显著特点表现在“新、实、细”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选题新，视角新，观点新。
本书立足于对释道二教中有代表性的流派——禅宗与全真道的美学思想作比较研究，揭示二者的共同
性和差异性，以作为解剖中国宗教审美化色彩的突破点，其选题、视角与立意皆有独到之处。
作者明确指出：“禅宗与全真作为中国宗教中三教合一的典范，其宗教思想从内在到外在皆表现出极
大的相通相似之处，从宗教修养的逻辑起点到终点，二教皆构成了一个相似的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
”本书深入揭示了二教宗教思想的相似相通，并以“心”为核心范畴，初步建构起二者宗教思想从“
真心”——“妄心”——“真心”的逻辑结构。
作者还明确指出了“中国宗教修养的过程乃审美人生的生成过程与审美人格的建构过程”，而“禅宗
与全真的宗教修养过程体现为一种审美人生的生成过程，二者皆表现出强烈的人生审美化倾向，此点
不同于原始佛教和西方基督教”，从而揭示出宗教与审美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这就为进一步研究宗
教与审美的结合，找到了另一条途径。
总之，书中有不少新颖之见，读之令人解颐。
其次，是实：资料充实，论述扎实。
作者十分重视用充分的文献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不作一般的泛泛之论，从而使本书的创新之处及
其具体分析，能落到实处。
比如，在第一章第二节《“心性”之美——“禅”与“道”的契合点》中，作者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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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禅宗和全真道分别是佛教和道教的重要流派，通过对二者美学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宗教审
美人生化的特点。
　　《中华文史新刊：禅宗与全真道美思想比较研究》从二者的审美本体入手，阐明“禅”和“道”
同样重视人自身的心性之美，而心性之美实质上就是生命之美，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比较分析：禅
宗注重明心见性，全真讲究性命双修；禅宗“禅悟境界”和全真“仙道境界”的不同追求；禅宗和全
真在审美意象、境界上的异同；禅宗和全真审美人格的相似相异。
新颖细致的比较分析，展现了宗教与审美之内在联系，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化不同侧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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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虹，1968年生，重庆涪陵人，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美学学会
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
在《哲学研究》、《云南社会科学》、《四川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独立完成专著一部，参加编写著作两部。
曾获四川省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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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 言第一章 “禅”与“道” ——禅宗与全真道审美本体论第一节 禅中之道与道中之禅 ——“禅”
与“道”的交融一 禅中之道二 道中之禅第二节 “心性”之美 ——“禅”与“道”的契合点一 禅宗心
性论二 全真心性论三 禅道心性之美第二章 “顿悟成佛”与“性命双修” ——禅宗与全真道审美修养
论第一节 “悟”——禅宗审美修养论一 “顿悟成佛”——禅宗审美体验论二 “无修之修”——禅宗
之审美实践论第二节 “修”——全真道的审美修养论一 “性命双修”——生命的双重超越二 “无心
是道”——全真修道之基本原则三 功行兼备——全真道“以善合真”的审美修养论四 顿悟渐修——
全真道之审美悟修论第三节 禅宗与全真道审美修养论比较第三章 “禅悟境界”与“仙道境界” ——
禅宗与全真道审美境界论第一节 “见山只是山” ——禅宗“禅悟境界”的审美特质第二节 “白云稳
驾一仙神” ——全真“仙道境界”的审美特质第三节 禅悟境界与仙道境界之比较第四章 “不言之美
” ——禅宗与全真道审美表现论第一节 “不言之美”——禅道的言说方式第二节 禅宗与全真道诗歌
的审美特征一 禅宗诗歌的审美特质二 全真道诗歌的审美特质三 禅宗与全真道诗歌审美特性的比较第
五章 觉悟人格与仙真人格 ——禅宗与全真道审美人格论第一节 禅宗之觉悟人格一 禅宗之“狂诞”人
格二 禅宗之“隐逸”人格第二节 全真道之仙真人格一 王重阳之“颠狂”人格二 丘处机之“济世”人
格三 张三丰之“隐仙”人格第三节 禅宗与全真道审美人格比较一 禅宗与全真道审美人格比较总论二 
禅宗之“狂诞”与全真道之“颠狂”人格比较三 禅宗与全真道“隐逸”人格比较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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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禅”与“道”——禅宗与全真道审美本体论禅宗与全真道的出现代表着三教合一的释道文化
的成熟。
禅宗形成于隋唐，而全真道产生于金元，全真道的产生是基于对唐代钟吕内丹道与禅宗心性论的继承
与吸纳。
由此，二者在宗教理念、修炼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皆表现出太多的相似之处，而且，二者的宗教思想
都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追求自由人生，重视直觉，关心生命等特点，是中国宗教人生审美化的典型
体现。
对任何学术领域的研究，皆不能回避对它本体的关注。
对禅宗与全真道美学思想的研究自然应该从其本体论开始，因为它是整个思想的核心和逻辑起点。
在中国哲学中本体论更侧重于对对象本原的研究。
美学理论认为美本原于生命，生命之源即美之源。
那么禅宗与全真宗教美学思想的本体范畴是什么呢？
皮朝纲先生指出：“禅宗哲学与美学是以‘禅’作为本体范畴”，“‘禅’是（禅宗）终极信仰中安
身立命的源点”。
“道”历来是道家及道教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家及道教美学的最高范畴。
潘显一先生在其《大美不言》中说：“道教的‘道’是其最高信仰、教理枢要、宗教哲学的最高范畴
，也是道教美学的最高范畴。
”“‘道’即美。
”可见“禅”与“道”作为禅宗与全真宗教思想的本体范畴，同时也是其美学思想的本体范畴，这种
宗教与审美本体的一致性源于二者共同的本质：“心”。
正如导言中所论，禅宗与全真道以“心”作为宗教修为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使宗教修养化为了一种
修心修性的人生修养。
心乃生命之源，也是美之源，正是在“心”上，禅宗与全真的宗教思想与美学思想找到了契合点。
并且以此为出发点，使宗教美学思想的研究成为可能。
此章主要通过对“禅”、“道”及其本质“心性”之美的研究，来探究禅宗与全真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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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修定而成的，从开始写作到课题结题再
到成书，历时五年多，其间经过了太多的曲折，目前总算告一个段落。
然而我的心却没有一直期待的轻松与狂喜，倦怠之余，更多的是空落与不知所措的茫然。
静而思之，我发现，不知不觉我已养成早餐后，坐在电脑前思考和写作的习惯，写作不知什么时候已
成为了我的生活方式，尽管其中有太多的艰辛。
但艰辛之余，也领略了不少难得的快乐，我尤其陶醉那种进入写作境界后的恍然隔世之感，这使我能
时常摆脱纷烦浮躁的现实，领略一片宁静与安然。
本书写作的过程，也是自我提升的过程，不只是在学识上，更是在心灵的启迪，生命的智慧上。
平常心是道，以平常心处世待人，尽量让自己拥有一份空壑明静的心灵空间，这将成为我今后人生的
座右铭。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激我的博士导师潘显一先生，他一步步把我领进道教美学的大门，他开阔的思想
，敏锐的思维，亲切、幽默的个性，让我得益匪浅。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皮朝纲先生，虽然我已毕业多年，但本书的写作，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
禅宗部分的写作，很大部分得益于先生的帮助，他的严谨与耐心，令我敬佩而感动，我为自己在求学
路上能遇到二位先生深感庆幸。
本书的顺利出版，赖于中华书局编辑翁向红博士的辛勤劳动，她的认真与严谨给了我很深的印象，特
此向她表示诚挚的感谢和衷心的祝福。
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的专家们对本课题的支持，此外，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的资助，特此表示衷心感谢，另外，我要感谢我的先生和我的儿子天天。
先生在学术上给我指导，在精神上给我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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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禅宗与全真道美学思想比较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禅宗与全真道美学思想比较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