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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良博士论文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和作者一样打从心眼里高兴。
与国良第一次相识是在五年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
好像是大会休息的间隙，国良来我房间相访，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沉静寡言。
因自己年长他八岁，我自始至终视他为同行和朋友。
后来他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这才有了我们在一起相互学习的机缘，这才有了我为之作序的这篇博
士论文。
读博士之前，国良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先后发表了几十篇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
他讷于言谈而敏于运思，疏于交际而勤于苦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仍坚持每年发表八九篇学术论文。
他的这篇近五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是他多年学术积累的成果总结，这部专著中的许多章节，早已分别
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期刊上。
两年前，我否定了国良第一次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原因是选题的论域过宽。
老实说，他这篇博士论文的选题，开始我也颇多保留和顾虑：一是它的选题仍然太宽，魏晋玄佛的“
道体”、“心体”、“审美”，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写成一篇甚至几篇博士论文，我担心论域太宽
容易流于空泛；二是这一选题早已被前人和时人反复耕耘过多遍，差不多已是“题无剩义”，如果没
有新的阐释框架，如果没有新的材料发现，很难在前人的基础上标新立异、独出新解，我担心最后选
题虽大而新意无多，给人以“大山临盆”的滑稽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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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四”以后西方文化的输入，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
的过分依赖也给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回复到魏晋玄佛的内在理路上，对魏晋玄佛的发展历程、各派
特征及其与魏晋审美风尚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
初步摆脱了“本质现象”、“一般一特殊”等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特别是
魏晋文化的本土化特征，提供了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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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国良，1964年生，河南新野人。
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现为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与佛道文化研究，1997年入高校任教以来，先后在《周易研究》、《宗教学研
究》、《江汉论坛》和《河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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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二、如何看待何晏与王弼的学术关系    　三、何王宇宙生成论的基本内容　    四、何王的宇宙
生成论在其“贵无论”玄学中的地位　　第三节　正始道体论之本体论思想    　一、王弼宇宙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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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第三节　向秀的道体论思想  　  一、前人对向秀玄学产生误解的原因   　 二、向秀道体论
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竹林道体论的历史地位　    一、竹林道体论与正始之同及其原因　    二、竹
林道体论与正始之异及其原因　第三章　西晋崇有派的道体论　　第一节　西晋玄学的政治文化背景
　    一、太康之治　    二、八王之乱与元康之放　　第二节　裴颁的道体论思想　　  一、对裴頠所崇
之“有”的概括介绍　　  二、裴颁道体论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郭象的道体论思想　　  一、郭象
玄学的基本属性　　  二、郭象道体论的基本内容　　第四节　裴郭道体论的现实意义　　  一、从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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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印度佛教的积极改造　　　三、门阀士族对佛教的青睐⋯⋯中编　心体论下编　审美论主要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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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理致与山水在人类的各种审美活动中，山水审美一直是一个不分种族、不分时代、长盛不衰、
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在不同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对山水的欣赏其着重点也是不同的。
即以中国哲学为例，儒家哲学对山水美的欣赏主要偏重于它的德，而道家哲学对山水美的欣赏则主要
偏重于它的理。
魏晋玄佛作为对道家哲学和印度佛教的改造和发挥，它所讲的问题概括一下实际也正是一个“理”字
。
因此与道家哲学一样，在魏晋玄佛那里能够把山水和人联系起来的也主要是“理”。
由于山水成了“理”的载体，使人们在欣赏它的时候能够感受“理”的妙趣，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
理致”，所以山水游赏才会成为魏晋士人诸多审美活动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从魏晋人对山水审美活动的激赏看，自然山水对“理”的言说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充满
生机的自然山水，使人体悟到道的妙理，用魏晋人自己说的一句话来表达也就是：“大矣造化功，万
殊莫不均。
”①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由于大道的自然无为，才使万物呈现得如此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千娇百
媚。
二是通过充满生机的自然山水体悟到乐情任性的心性之理，也即是说人只有在完全按照他们的本性活
动时才是幸福的快乐的。
譬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②就是由飞鸟的夕还体悟到了一种有关“生命存在”的妙理。
戴建业先生说陶渊明“这里的‘真’不是逻辑上的‘真’，而是‘存在者状态’上的‘真”’，是指
“摆脱了一切俗缘的遮蔽”的“存在的本真状态”，是“本真存在的澄明朗现”③。
这一认识确实是一语中的。
那么所谓“存在的本真”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的本性。
可见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游赏不仅可以体悟到“道”之理，还可以体悟“性”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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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这本小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能够这么快在中华书局出版，是我没有想到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殊荣”——至少对于我是这样的，一要感谢我的恩师戴建业先生。
记得当初就此选题向戴师征求意见时，心里很有点惴惴，害怕因魏晋玄佛研究过热而被否决。
谁知戴师竞爽快地答应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当初在我只能说是一种盲目的兴趣，而在戴师则早已把这一选题放在西学东渐这
一大的文化背景下来审视了。
回想一下当初我之所谓新见，真有点惭愧，因为它们几乎全部都是前人已经说过了的。
如果没有戴师的热情鼓励、积极支持、耐心指导、严格要求，我可能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
可以说整部书稿，从角度的切入，论域的确定，章节标题的确立，到文献材料的选用，句子、字词乃
至标点符号的修改，处处都凝结着戴师辛勤的汗水。
举例来说，譬如我的提纲开初并无第三部分，而第一、第二部分也是混在一起的，是经戴师严厉地督
促、苦口婆心地劝说（仅提纲就修改了六次），而后才有了目前的’格局。
再如第二部分，我原来本是以“性体”来命名的，也是因戴师的一再质疑，而后我才改从“心体”切
入。
别的且不说，即仅就这两点来看，戴师对本书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遗憾的是由于我本人的愚钝，对恩师很多精妙的思想并未完全领会，以致本书至今仍存在着诸多不足
。
二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的谭邦和教授、张三夕教授、周光庆教授、孙文宪教授，和武汉大学的郑传寅
教授、程水金教授。
他们有的不仅是我的授课业师，而且还同时参加了我的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
没有他们的指导，我的这本小书恐怕也同样难以这样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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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体·心体·审美:魏晋玄佛及其对魏晋审美风尚的影响》：中华文史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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