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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
，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
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
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
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
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
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
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
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
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
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
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
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
紧迫任务。
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
着手呢？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
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
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
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
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
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
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
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
），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
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
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
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
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
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
《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
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
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
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
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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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
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
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
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
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
，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
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
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
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
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
业绩和事功。
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
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
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
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
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
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
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
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
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
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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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藏评传》叙述的就是这位伟人的生平事迹以及思想学说。
法藏，唐代阐释华严经义学与建构华严教义学的一代学僧。
他基于“经论互补”的佛学立场，依据作为印度佛教“经王”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以晋译六十华
严为对象，畅演华严经义学，最终完整地建构了博综诸家的华严教义学体系，充分展示其中国化佛教
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成为晋代以降的“格义佛教”类型转向“证义佛教”类型的重要人物，完成了
中国化佛教最具理论色彩的华严教义学体系，并因此而被后世推尊为“华严三祖”。
法藏一生所着力建构的华严教义学理论，如别教一乘、如来藏缘起、法界统观、五教判、六相圆融、
十玄无碍、行位果德论等学说，无不成为后世华严宗义学的重要理论基石，不仅奠立了中国华严宗的
义理架构，影响了天台宗、唯识宗、禅宗，而且影响远及日本与朝鲜，推动了朝鲜和日本华严宗的创
立与发展，成为东亚华严学的主流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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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第一章　从“华严和尚”到“华严宗主”一、师承智俨二、译经大德三、
畅演华严四、主要撰著五、“华严宗主”第二章　隋唐之际的华严经义学及其信仰一、《华严》弘传
略史二、华严经义的论释与讲解三、隋唐之际的华严经义学四、《华严经》信仰的确立及其影响第三
章　法藏的华严经义学一、华严五分结构说二、华严经教十义三、宗趣与教体论第四章　法藏华严教
义学之一：判教体系一、三藏教判观二、华严判教略史三、以义分五教四、以理开十宗五、别教一乘
义六、法藏四宗义七、判教证成及其效应第五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二：心识与种性一、心识之判教
二、种性与佛性三、三乘与一乘的种性观四、三性一际与摄相归性第六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三：如
来藏缘起与法界缘起一、因门六义二、缘起十门义三、法界与真如缘起四、藏识缘起与染净缘起五、
如来藏缘起与华严唯心论第七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四：法界统观一、“五门十义”与法界统观二、
法界统观的展开之一：理事圆融三、法界统观的展开之二：因果与法界并阐四、法界统观的展开之三
：十玄无碍五、法界统观的展开之四：六相圆融第八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五：性起与缘起一、缘起
诸说与别教缘起二、性起十门义三、性起因果与缘起因果四、华严性起与天台性具第九章　法藏华严
教义学之六：华严观门一、华严观门之一：十重唯识观二、华严观门之二：华严三昧观三、华严观门
之三：妄尽还源观四、普贤圆行：华严观门的实践旨趣第十章　法藏华严教义学之七：行位果德论一
、华严行位论二、断惑修行论三、理性与行性四、卢舍那：果身圆满论第十一章　法藏的华严宗义学
及其效应一、法藏与李通玄二、法藏与慧苑三、法藏与澄观四、法藏与华严禅的推展五、法藏与宋代
华严宗义学第十二章　结语：法藏思想的影响及其历史地位一、法藏思想的历史贡献二、对宋儒性理
之学的影响三、对东亚佛教的影响及其地位附录法藏简谱主要参考文献索引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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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藏从智俨学，时在智俨的晚年。
法藏在智俨门下凡修学九年，止于智俨示寂。
　　智俨（602—668），俗姓赵，天水（今甘肃天水市）人。
因智俨尝住云华寺，故别号“云华和尚”；又因主持终南山至相寺，故人称“至相尊者”。
智俨亦是被后世推尊为“华严二祖”的祖师大德。
　　据法藏《华严经传记》卷3记载，智俨12岁时即从充满神僧色彩的杜顺法师出家。
　　杜顺，亦称法顺（557—640），雍州万年县人（今陕西省境界）。
18岁时，投礼因圣寺魏珍禅师出家，专修禅观，畅达禅旨。
此外，还专攻《华严》，常以读诵《普贤菩萨行愿品》为早晚课。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被赐号为“帝心”。
故人称“帝心和尚”、“帝心尊者”等。
相传著有《五教止观》和《法界观门》。
这两部著作都是华严教义学的奠基性著作，杜顺也因此而被后世推尊为“华严初祖”。
其所阐立的《五教观门》，又称“五教止观”，成为华严宗义学的重要学说。
　　智俨14岁得度为僧后，即入至相寺，依法常法师习《摄大乘论》。
据传，当时有两位梵僧游至相寺，智俨随其习梵文，并预言智俨日后“当为弘法之匠”。
智俨聪慧好学，进步神速。
数年间，尽得《摄论》精义，“词解精微”，显示了非凡的佛法悟解才能，名动一时。
　　进具足戒后，智俨广学《四分》、《迦延》、《毗昙》、《成实》、《十地》、《地持》、《涅
粲》诸经论，尽得其奥。
此后，智俨还尝随静琳（一说法琳）研习经义，“索隐探微，时称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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