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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赖永海编著的《中国佛性论》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局着眼，把佛性论放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
，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国佛性思想流传、发展的全貌。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用以范畴为线索，把佛教史上的佛性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而把中土佛
性思想的各种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发展揭示出来。
《中国佛性论》以几对大的范畴和几十对小的范畴来阐述中土佛性思想，在具体论述中又多采用互相
比较的方法，充分揭示了各个范畴之问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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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赖永海，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宗教与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旭日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鉴真图书馆馆长。
已出版《佛学与儒学》、《中国佛教文化论》、《湛然》、《佛道诗禅》、《宗教学概论》、《佛典
辑要》、《维摩诘经释译》、《楞伽经释译》、《梁高僧传释译》、《唐高僧传释译》、《宋高僧传
释译》、《宗教与道德劝善》等十多部学术著作。
主编海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总15卷，700万字）、第一个大型禅学丛刊《禅学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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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国佛学发展大势与中土佛性思想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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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众生有性说与中土涅檠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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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有说与悉有性
  二  始有说与当果义
  三  佛性与性佛
  第二节  有因必得果与因不即是果
  一  有性终作佛与有因必得果
  二  佛性非性佛与因不即是果
  三  有因必得果与因不即是果
  第三节  亦本亦始与非本非始
  一  本有于当与亦本亦始
  二  中道佛性与非本非始
  三  因果圆融与即本即始
第五章  性具与性起
  第一节  性具说与天台宗
  一  性具善恶与一念三干
  二  贪欲即道与三谛圆融
  三  转迷开悟与定慧双修
  第二节  性起说与华严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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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本来是佛与无尽缘起
  三  方便五性与华严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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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中道佛性与华严境界
  一  生佛互具与生佛相即
  二  修善开悟与离妄还源
  三  中道佛性与华严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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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即心即佛与无情有性
  一  木石无性与无情有性
  二  本觉真心与真如佛性
  三  六祖“革命”与心的宗教
第七章  顿悟与渐修
  第一节  顿悟见性与理不可分
  一  小顿悟与大顿悟
  二  顿悟见性与祖师禅法
  三  直下顿了与理不可分
  第二节  拂尘看净与因缘见性
  一  次第修行与三乘佛教
  二  闻教信修与因缘见性
  三  拂尘看净与借教悟宗
  第三节  顿悟渐修与鱼兔筌蹄
  一  渐以成顿与顿不废渐
  二  顿悟渐修与鱼兔筌蹄
  三  教无顿渐与人有利钝
第八章  自力与他力
  第一节  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
  一  西方净土与自性弥陀
  二  极乐世界与兜率净土
  三  理即佛与究竟即佛
  第二节  自性自度与慈悲普救
  一  自度与佛度
  二  解脱不离世间与三品九级往生
  三  修禅与念佛
  第三节  难行道与易行道
  一  自力有限与佛力无边
  二  三学难修与佛号易念
  三  净土法门与末法时代
第九章  中土佛性与汉唐社会
  第一节  佛性学说的繁荣与汉唐社会的苦难
  第二节  中土佛性论的特点与宗教学说的现实品格
  第三节  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与儒释道三教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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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承认报应是业报、自报，而不是通过上帝的奖惩来实现这一点说，慧远采取了印度佛教的说法
，他根据佛教的业报说，提出“三业体殊，自同有定报”，主张报由于业，业必得报。
在运用报应理论去解释现实人生问题时，慧远的“三报论”很富有圆融性。
慧远日：“业有三报：一日现报，二日生报，三日后报。
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
生报者，来生便受。
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干生然后乃受。
”此一“三报说”对于解释社会人生问题，特别对于解释业报反常的现象，是一种颇为圆滑的理论。
例如，《三报论》日：“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就而前行始应。
”也就是说今生之业不一定今生得报，因而今生之祸福殃庆，不一定就是今生之业所致，而可能是前
生乃至百生干生前的行业的报应。
基于这一理论，慧远进一步指出：世人所以“谓积善之无庆，积恶之无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
之于善人”，全是由于“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
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
中土传统的报应说所以缺乏说服力，也正因为多囿于视听、经验，而缺少这种视听之外的玄想和论说
，故此说实可补中土报应之“局限”，而为佛教思想争取地盘和徒众。
实际上，慧远的“三报论”在一定范围内比他的“法性论”更有影响，作用更大。
因为“体极为宗”的思想固然可以使一些文人名士从“反本”中得到解脱，但对于更广大的平民群众
来说，则更想通过今生今世的奉佛修行，以图来生来世能有个好的报应（能成佛当然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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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佛性论》这篇论文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佛性的专著，是一项具有
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光明日报》　　　　赖永海同志的《中国佛性论》阐述了中国佛学中关于佛性的学说，详
细论证其源流演变，取材广博，分析细密，确有独到之处，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
中，对于一个专门问题进行如此详细的研讨尚属罕见。
　　——张岱年　　　　“佛性”论，是大乘佛教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中国佛教思
想史上，它尤其具有着广泛的作用。
可是，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以此为专题而进行研究。
本论文则对“佛性”论作了专门研究，确是有开拓性的。
作者独立思考，深入探索，既不因袭旧说，更不苟同他人，颇多创见，甚为难得。
　　——郭朋　　　　《中国佛性论》的第一点特色是，大陆学者在佛教研究中首次针对专题进行精
细的纯学术探讨，是水平很高而严谨的学术论著。
第二点特色是，赖氏能环绕着佛性论这个中国佛学的中心课题讨论早期的法性论与真神论，本有说与
始有说，（天台）性具论与（华严）性起论，慧能的顿悟禅与后期禅宗发展，自力（禅）与他力（净
土）等等直接间接有关的论题，广引佛教经论予以诠释与论证，而讨论的顺序有条有理，文笔亦极畅
通达意，乃属上乘之作。
⋯⋯任氏（继愈）称赞赖永海“这部书有首创的功绩”，实非过言。
　　——傅伟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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