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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有关佛学文章的结集。
作者虽以道教内丹学的研究著称，但其实于佛学亦用力甚勤，在硕士阶段师从著名学者楼宇烈教授研
究佛学，尤其对天台佛学和禅学有独到的研究与体悟。
作者在研佛悟道的过程中，以广阔的胸襟，虚心学习人类社会中各家各派的修炼思想和理论，虚心向
各种有一己之长的大师们学习，不怀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
同时又有最自信最坚定的立场，一切以自己的眼光而作最后的判断，敢于超越一切已有的理论和已有
的大师们，站在高处，看到远方。
佛道儒医，乃至现代悟道大师们的经验成果，都在作者的考察范围之内。
其研究旨趣是：通过比较与实践，确立自己的见地，成立自己的文化判摄，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
因而本书虽非一家一派的专门研究，但却蕴含了丰富精深的佛学识见，初步显示了作者在佛学上不同
凡响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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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观复斋，作者之书房也。
观者，智慧之本也；复者，本性之源也。
故观妄想本空，复本觉妙性；观诸法如如，复性净明体。
时时起观，时时复本，而观无观执，复无复相，全体皆是，不增不减。
斋主戈国龙，祖籍江西临川，南京大学理学学士(1990)，北京大学哲学博士(1999)，中国社会科学院宗
教学博士后(2001)，先后师从楼宇烈、汤一介、陈来等著名学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宗教学系教授。
于南京大学少年班就读时，因感生命之无常、宇宙之浩渺，遂于南园草坪，静夜沉思，致虚入浑，初
悟大道。
乃由理而文，考入北大，专研佛道超越之学问，兼及现代诸家灵修教法。
既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又有二十多年的修道经历与实证体验，发愿弘扬中华修道文化，创立观复斋教
学的系列课程与文化体系，开发传统的智慧资源为现代社会服务。
定慧兼美，学修并重，内修外弘，全体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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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
第一章　对中国哲学的兴趣
　修身之学——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读《论语别裁》
　文化与人生
　形上形下
　理学旨归
　无极化思维场
　论哲学——我的哲学观
　哲学论——我的哲学大纲
　思想散论
　　哲学家与哲学
第二章　走进佛学的殿堂
　《心经》的哲学意义
　《金刚经》中的“有无”问题
　清净的莲花
　《中论》思想略析
　佛法·哲学·宗教
第三章　《摩诃止观》之“圆顿”义
　1、引论
　Ⅱ、《摩诃止观》论圆顿止观
　Ⅲ、圆顿止观的哲学意义
　Ⅳ、附论
第四章　从《摩诃止观》看“烦恼即菩提”在天台圆教中的意义
　一、“烦恼即菩提”与“圆顿止观”
　二、“烦恼即菩提”与“四谛”
　三、“烦恼即菩提”与“一心三观”
　四、“烦恼即菩提"与“六即”
第五章　临济禅中的“有”与“无”
　一、有法与无法
　二、有心与无心
　三、有修与无修
第六章　禅思随感录
　与真实共处
　真性与妙用
　当下的圆满
　禅：一种存在的体验
　本来面目
　无门之门
　⋯⋯
第七章　在化学与学佛之间
第八章　与佛学相关的宗教学思考
第九章　从性命问题看内丹学与禅之关系
第十章　明心见性与内丹学的性命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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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之方法，多为外求法，依据五官或五官之延伸的仪器，去探索外部世界的规律（自然科学）
；或依据所占有的材料，给予分析和综合，提出新的观点（社会科学）。
科学之方法，重视客观的求证。
哲学之方法，多为内求法，返求诸己，入静沉思。
哲学的思考，是一种究根究底的反思的思考或一种直觉的体悟。
神秘经验固非哲学，然哲学不离神秘经验。
在神秘经验中哲学家常有所得。
哲学之方法，重视主观的体验。
科学和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同。
科学只研究某一部分某一领域的问题，哲学则研究宇宙的全体。
有谓科学中有“宇宙学”，其以宇宙为研究对象。
其实“宇宙学”所研究的，仍是自然科学之一类，其所研究的宇宙只是物质的宇宙之一有限部分的某
些问题，非是以存在之本体为研究对象。
严格说来，宇宙非是科学所能研究的，而只是哲学所能思及的。
因此，科学只能给人某一领域的知识而哲学却能给人以世界观和方法论。
科学和哲学所能给人的境界不同，科学能给人的除了社会功利方面，即能增进生产力发展，丰富物质
文化生活之外，就科学研究者所有之境界而言，大部分科学工作者只是为科学的结果而研究，非是以
科学研究本身为目标。
其所达到的境界，所拥有的知识或与常人有深浅程度的差别，却无种类的不同。
科学知识只是常识的延伸。
若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目标，就在科学研究本身，则科学研究可提供一种科学家把握世界的方式，
一种保持与世界的密切联系而走出个人的狭窄的生活视野的方法。
再进一步，科学研究给科学家一种思维的快乐，使科学家进入纯知觉的理性境界。
在此境界中，科学家摆脱了一切日常生活的单调沉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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