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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白汉代佛教传人以后，就一直是在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中演变和发展的。
传统思想文化不仅内涵丰厚，而且形态多样，但儒学无疑是其主流和基础。
儒学在先秦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汉唐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到宋代走向了成熟。
最终形态的儒学，其实是以儒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
从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唐代是它走向成熟的重要前夜，从三教关系来看，自南北朝三教既冲突又融
合的复杂关系全面展开以来，到隋唐时也已进入了三教融合为主调、三教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力图融
合吸收其他两家以发展自己的新阶段。
柳宗元的三教观，既是三教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儒家思想中的体现，也是儒学走向成熟的重要前奏
。
柳宗元是唐代重要的哲学家，也是唐代儒学的重要代表。
汉唐儒学的发展，受到了来自于佛教的正反两方面的发展动力。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大乘般若学和涅槃佛性论的先后兴盛，既开拓了中国佛教发展的
新纪元，也为儒学在隋唐时期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动力，这种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儒佛之争中儒
学受到的反面刺激，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佛教思想资源的正面推动。
相似的情况也来自于道教，但较之于外来的佛教，由于道教乃土生土长，在三教之争中道教又常引儒
以为同道，因而道教与儒学的冲突小于佛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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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柳宗元是唐代重要的哲学家，也是唐代儒学的重要代表。
汉唐儒学的发展，受到了来自于佛教的正反两方面的发展动力。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大乘般若学和涅槃佛性论的先后兴盛，既开拓了中国佛教发展的
新纪元，也为儒学在隋唐时期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动力，这种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儒佛之争中儒
学受到的反面刺激，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佛教思想资源的正面推动。
相似的情况也来自于道教，但较之于外来的佛教，由于道教乃土生土长，在三教之争中道教又常引儒
以为同道，因而道教与儒学的冲突小于佛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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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儒教”之“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教化”，二是“宗教”，前者侧重于儒家思
想的伦理性，后者侧重于儒家礼仪上的神异性。
“教化”与“宗教”这两个方面，虽各有侧重，但又不可截然分割。
在儒家“神道设教”的思想体系中，“神道”指向宗教的神异性，“设教”则指向现世的伦理性。
由于传统儒家思想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属性，且这两方面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关于儒家思
想是否是宗教的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在柳宗元关于儒家思想的论述中，他一方面大力宣扬儒家的现世伦理品格，另一方面又极力贬黜其神
圣、神异趋向，希望儒家思想在规范社会秩序、提升人的道德理性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所以，着眼于柳宗元的思想体系，本章标题中的“儒教”一词是在“教化”意义层面上使用的。
关于柳宗元的思想归属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研究文章甚多，几乎用同一种声音在呐喊：柳
宗元是法家！
这种研究，一方面把柳宗元“炒”得炙手可热，另一方面也把他的真实思想深深掩蔽起来。
80年代，人们开始对柳宗元的哲学思想进行重新定位，现在对其儒家思想归属基本没有疑义了。
柳宗元的儒家风范，最突出的莫不过于“民本”思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本书不再作为讨
论的重点。
本书所关心的是，柳宗元是如何建构其儒家思想体系的。
概言之，柳宗元儒家思想体系的建立，是通过对“孔子”思想的创造性诠释来完成的。
柳宗元把儒家“道统”的核心归于“孑乙子”，再通过去除汉代以来附加在“孔子”身的神圣、神异
蔽障而凸显其“大公之道”与“生人之意”两大方面，以此作为儒家思想的“真精神”，然后从道器
不二的思维方式出发，把儒家思想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统统纳入“大中”这一理论框架之内，从而
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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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
2004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洪修平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秋季入学的时候，洪师正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
次年春天，洪师从大洋彼岸发来邮件，让我参加北大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工程”，该课题的
子项目“汉唐集部”是由洪师负责的，他让我从汉唐八位儒家学者的别集中挑选一种。
由于我本科、硕士阶段的专业都是中文，而博士阶段跨到了哲学，学科交叉的经历使我选择了柳宗元
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与哲学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
唐代佛、道二教理论十分发达，二教都站在各自立场之上大力倡导“三教融合”，也都出现了代表性
的人物，而在儒家学者中，既提倡“三教融合”又不失儒家立场的代表人物应该是谁呢？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
在《河东先生集》的校点过程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仿佛都在与这位旷世奇才进行着跨越千年时空的心灵交流，为他的才华而折服
，也为他的不幸而扼腕。
随着对柳宗元思想理解的加深，我越来越感觉“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应该是他。
2005年圣诞节，我代表洪师到北大参加“《儒藏》负责人会议”，期间与汤一介先生谈了这一想法，
他鼓励做下去。
于是，我选择了《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研究方向明确以后，我一边做《河东先生集》的校点工作，一边积累毕业论文的第一手材料，校点工
作基本完成时，毕业论文的框架也基本确立了，材料也基本“各就位”了。
在这期间，我赴台湾辅仁大学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交流。
台湾各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是共享的，因此辅大帮助办的“阅览证”可以让我整日徜徉于各大学的图书
馆之中，对台湾及海外“柳学”研究状况有了清晰的了解，也获得不少平日较难得的资料。
由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所以毕业论文写作起来得心应手，一挥而就。
答辩时，得到赖永海、徐小跃、卞敏、徐长安、杨维中诸位教授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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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编辑推荐：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简介：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
学研究中心是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是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时学术研究机构。
中心的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一项、省部级科研奖20余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余项，省部级
以上项目2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40余种。
中心现有一个博士后流动站，一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四个硕士点，下设五个研究室、一个资料室（有
中国诗学方面的纸质图书10余万册），一个网站：中国诗学网，创办学术年刊《中国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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