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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主要是佛学、哲学、史学内容，具有文献性质、学术性质、统战性质。
强调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加
强两岸文化交流、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有着重要作用。
本丛书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对祖国佛教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属于珍贵文化典籍的
整理工作。
因此对促进两岸统一、团结海外华人、增加民族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杨仁山大德文汇》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收录的是杨仁山大德的禅宗文，包括佛教初学课本、
十宗略说、《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等不等观杂录、经论略释、禅教编、补遗、经典发隐、附录9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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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仁山大德生平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池州石埭县人，自幼聪慧过人，性格豪爽，淡泊名利，研读
儒学，兼学天文、地理、历数、音韵以及黄老庄列。
1861年偶读《大乘起信论》，深深地被经中甚深微妙的佛门大智慧所折服，一心学佛。

　　鸦片战争后，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仁人志士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救国救
民之道路。
杨仁山曾萌发过实业救国思想，然而在两度出访英、法，考察其政教工业之后，最终决定把自己的一
生献给佛教的振兴事业，以此做为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

　　救国必须先救教，而振兴佛教必须从流通经典开始。
从1866年创办“金陵刻经处”起，花费毕生精力，刻印了经典两千馀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馀卷，佛
像十馀万帧，对近代佛教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佛教教理方面推尊华严学说，并且深入研究净土法门。
常以“教宗贤首，行在弥陀”做为一生的佛教总结。
并且主张八宗兼弘，培养出一大批卓越的佛学人才:谭嗣同专于华严，桂伯华精于密宗，黎端甫善于三
论，章太炎、谢无量、梅光羲、李证刚、欧阳竟无均擅长于法相唯识。

　　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中国宋元以后失传的隋唐古德著述三百多种，择其精要刻印流通，使三
论宗、唯识学等宗派得以旧义复明、宗旨重光、绝学恢复，近代中国佛教因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复兴
之路。

　　1907年在金陵刻经处创办“只洹精舍”，培养精通英文、梵文的高级佛教人才，以便在全世界范
围内弘扬佛法。
该精舍以培养具有国际眼光的弘法、研究人才为宗旨，采用新式佛教教育制度，为现代佛教教育开创
了一个新的方向。

　　杨仁山居士刻经流通，兴办教育，讲学研究，对近代佛教之重振贡献极大，成为当之无愧的近代
中国佛教复兴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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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章可作三种喻。
一者，求经世之才，须具九方皋眼目，方能得伊尹、太公其人者；二者，接超世之机，须具九方皋眼
目，方能得六祖、临济其人者；三者，读载道之书，须具九方皋眼目，不在语言文字上计较短长。
心与古会，而离言妙旨，豁然显露，求文字相，了不可得。
观其言天下之马，若灭若没，若亡若失。
岂专论马也哉？
其寄意远矣。
唯九方皋观之以天机，始能见其神。
既得其神，则牝牡骊黄，何庸介意？
故伯乐以“得精忘粗”等四句称之，此四句义，实为三喻之秘密心法也。
　　不死之道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
燕君甚怒其使者，将加诛焉。
幸臣谏日：“人所忧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过乎生。
彼自丧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
”乃不诛。
有齐子亦欲学其道，闻言者之死，乃抚膺而恨。
富子闻而笑之。
日：“夫所欲学不死，其人已死，而犹恨之，是不知所以为学。
”胡子日：“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术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术者亦有矣。
卫人有善数者，临死以诀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
他人问之，以其父所言告之，问者用其言而行其术，与其父无差焉。
若然，死者奚为不能言生术哉？
”　　此章示学道之要门也。
知而未行者可以教人，而得其传者可以成道，此理之当然者。
而世人每不信之，以致当面错过，终身无学。
为治此病，分作三层，一者，燕君不得其术而怒使者，纳幸臣之谏而释然无悔，可谓毫无灼见矣；二
者，齐子恨言者之死，而富子笑之，胡子申其正义，以解富子之诮；三者，胡子引卫人之事以实其说
，卫子得父之传而不能行，告之于人而人行之，与其父同。
学道之人，苟知此意，则寻师访友，随处获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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