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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佛教中国化的漫长岁月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之一的老庄思想自始至终在起着助化和推动
作用。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禅与老庄》以禅与老庄关系的历史发展为主线，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禅与老庄在本体论、思维方法、民族心理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具体考察了
老庄与禅宗渊源、互补及互用诸重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佛教禅学的思想特质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
的地位。
足以体现禅与老庄思维模式、思想特色的“我佛一体”之禅境与“天人合一”之道境，始终是《凤凰
文库·宗教研究系列：禅与老庄》阐述的重点。
对楞伽禅、慧能禅及后期祥宗与老庄思想之不同关系，作者亦有精当论述与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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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小跃，历史学博士，中国哲学、宗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年至2010年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2010年7月起任南京图书馆馆长，并兼任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
究院副院长。
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宗教学）首席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
才（理论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哲学）、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出版的个人专著有：《罗教与揭秘》、《罗教与禅宗》、《禅林宝训释译》、《社会科学十万个为什
么·宗教卷》，合著有：《中国无神论史》（上下卷）、《中国宗教史》（上下卷）、《哲学概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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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
前言
第一章 老庄思想与禅学源流
第一节 老子之道论
第二节 黄老学·神仙方术·黄老道
第三节 庄子之道论
第四节 老庄与道教
第五节 中国早期禅学
第六节 老庄及其流变与中国早期佛禅的关系
第二章 老庄本体之道与佛禅本体之空
第一节 老庄之“无”与佛禅之“空”
一、老子论“无”
二、格义佛教
三、道安、竺法深的“本无派”与玄学的“贵无派”
四、六家七宗概述
第二节 庄玄的即无即有与佛禅的非有非无
一、庄子的“有无”观
二、郭象的“独化”论
三、大乘佛教的中道观
四、鸠摩罗什的“毕竟空”
五、僧肇的“不真空”以及他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
第三节 老庄玄学的无为而无不为与佛禅的即体即用
一、老庄的无之体用论
二、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辨的逻辑进程
三、僧肇的“即体即用”及其中国化倾向
第四节 庄子的万物一齐与僧肇的物我一体
第三章 老庄的天人之学与禅宗的心性之学
第一节 禅宗心性之学溯源
一、印度佛教心性学略述
二、中土早期佛教心性学略述
第二节 老庄的道法自然与楞伽禅的心性本净
一、老子的“道法自然”论
二、庄子的“天”论
三、楞伽禅的“藉教悟宗”
四、老庄的自然论与楞伽禅的性善论
第三节 老庄的心斋静默与楞伽禅的守心观净
一、老庄的“守静笃”、“缮性”、“心斋。

二、达摩、慧可的“凝住壁观”、“安心入道”、“萧然静坐”及其与老庄思想的异同
三、僧璨、道信的“任性合道”、“直须任运”以及他们对老庄思想的批评
四、弘忍、神秀的“守心住境”、“息妄修心”及其与老庄思想的异同
第四章 老庄的契道合天与慧能禅的明心见性
第五章 老庄的天人合一之道境与后期禅宗的我佛一体之禅境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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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老子之道论　　虽说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一开始就依附上了由黄老学和神仙方术
发展而来的黄老道，从而被称之为“佛道”。
但佛教为何偏偏选上了黄老道，以曲折的形式体现着与老庄，尤其是与老子的关系，而置其他中国传
统思想而不顾，其间是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
欲揭示和弄清这一点，首先应该对老子的道论给予说明。
　　曾经有人把“天”和“气”视作是中国哲学史的两大“魔物”，孰不知，在这两大“魔物”旁还
雄踞着另一“神物”——“道”。
欲治中国古代思想史，这“伏魔降神”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
　　“道”，本义是路。
《尔雅·释宫》：“一达谓之道路。
”《说文》：“道，所行道也。
”道遂表示具有一定规律的过程。
中国古代圣哲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从经验的、有限的、可以言说的层次来谈论和运用道。
《左传》、《国语》以及《论语》、《孟子》所说的先王之道、君子之道、人生之道，“朝闻道，夕
死可也”，“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有道”（《孟子·离
娄上》）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而将这种情况加以改变的，实以老子为第一人。
　　在老子哲学中，“道”成为最高和恒常的存在。
而且这种恒常之道又是宇宙万物的本始和本根。
尽管老子从其本意来说，似乎不太愿意给世界本原的存在以指谓，因而老子在谈论它的时候便表现出
十分勉强的样子，但是，惟其老子勉强为之而终未能彻底摆脱视本体为一实体存在的缚累，所以，老
子又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在仅有五千言的《老子》中论道达七十余次，并由于太执著于作为最高本体
的道，从而自然要提高甚而神化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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