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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整合”一词，是一个人类文化学概念。
“整合”是一个过程，是主体文化对非主体文化的选择、淘汰、改变的机制。
中古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是儒释道三家思想交流与对话、斗争与融合的时代。
佛教与佛学，作为一种异域宗教文化，在中古时期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对话与融
合；道教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至李唐王朝，则由于统治者的特别催崇，加之自身
理论的渐趋完善，其社会地位与思想理论也具有了与儒、佛论衡的资本。
这一过程决定着自汉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
因此，对三家研究将决定我们是滞能够认识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与本质。
    中古时期儒释道思想的整合，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对非主体文化的佛、道思想进行选择
、淘汰、改制，使之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范式的过程。
具体地说就是调整儒学内部结构，摒弃汉以来儒学中神学目的论的内涵，把佛教与佛学义理和道家与
道教学说中有关宇宙论、心性论这些具有形上本体论性质的思辨内容，经选择、改变后整合到儒学中
来，使儒学变成一种以社会伦理为宇宙万物本原的本体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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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有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古时期山东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及山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项目1项。
在《孔子研究》、《史学史研究》、《齐鲁学刊》、《中国农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学术
成果曾获山东省第20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国家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山东省教学成果一等
奖、山东教委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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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汉魏两晋思想之域的异彩纷呈　　第一节 印度原始佛教概说　　一、印度佛教发展历程
概说　　印度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五世纪，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时期，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
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就社会根源而言，公元前六世纪，古印度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有利条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已
有较快的发展。
在其与外界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于恒河流域一带，建立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逐步形成十六
个多民族、多体制、多文化的邦国。
由此以来，致使原来婆罗门教的思想统治发生了动摇。
从思想根源上来说，佛陀（释迦牟尼）时代，印度思想界主要思想流派有二：一是婆罗门教的思想学
说，一是非婆罗门教的思想学说。
这种非婆罗门派的思想学说，又称之为“沙门”或“道人”思潮。
婆罗门教源于公元前二千年印度的原始宗教“吠陀教”，正式形成于公元前七世纪。
它以《吠陀》为最古老的经典（《吠陀经》是婆罗门教和后来印度教的经典）。
这一宗教信仰多神，主要信奉梵天。
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这便是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
同时，婆罗门还主张善恶因果，人生轮回，灵魂转世。
这一宗教，到了释迦时代，虽在形式上依然维持着它的三大纲领，但在当时新建立的一些城邦国度中
，它已不能成为指导社会生活与人们宗教生活的唯一宗教了。
佛陀时代的“沙门”思潮，是当时一种新的思潮，是非婆罗门教诸家思想的通称。
在佛陀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与婆罗门思潮相对抗的六派哲学，亦称“六师学说”。
　　其一，顺世派哲学，代表人物是阿耆多。
这是古印度唯物主义的一个哲学学派，从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后，已发展成为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
重要派别。
它与近代的唯物论相似，又接近于现代新兴的存在主义。
因其主张依循现实世间，执着情想而建立的理论，所以世人称之为顺世派。
其主要思想观点认为地、火、水、风四大元素是独立长存的，人和世界由此而合成，人死后还归为四
大元素；承认物质是不断运动的，并具有内在的力量；否认有永恒、无所不在的灵魂存在，认为灵魂
与肉体是不可分的，人死魂灭；强调感觉是认识的源泉；主张种姓平等。
这一学派在当时的手工业者、农民以及下层民众中间有着重要影响，是反对婆罗门教的一个重要学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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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古时期儒释道思想的整合，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对非主体文化的佛、道思想进行选
择、淘汰、改制，使之形成一种新的思维范式的过程。
　　儒释道三家学说在理论上相互诘难，在思想内容上相互改造，在学术上相互吸收，而在社会影响
上相互消长。
有唐一代，三家争竞趋融，共同构成了中古时期学术的主要思想要素和基本框架，抢劫了中古时期学
术的繁荣和发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古时期儒释道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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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