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

13位ISBN编号：9787801237651

10位ISBN编号：780123765X

出版时间：2006-6

出版时间：宗教文化出版社

作者：觉醒

页数：4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

内容概要

　　玉佛寺第十任住持。
童真入道，1921年在安韦镇净土庵依净修老和尚出家，法名真禅，字，昌悟。
1931年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依德浩和尚受具足戒。
佛学造诣颇深。
真禅法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在任期间，为增进世界佛教徒的了解和友谊、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发挥了积
极的影响。
在佛学研究方面也造诣颇深，除经常主持讲经法会外，还著有《玉佛丈室集》十册、小丛书若干本，
另有大量的佛学研究论文在海内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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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综述真禅法师“爱国爱教”思想管窥略述上海玉佛禅寺在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的楷模——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走“文化
佛教”之路——纪念真禅长老圆寂十周年识才爱才大人榜样——缅怀真禅长老的福德慧德真禅法师与
人间佛教真禅法师的佛教文化观关于“佛教文化”内涵问题的一点探讨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制度建设
——以玉佛寺为中心当代“文化僧人”与中国文化的传承——以真禅法师为例华严禅的当代实践——
以真禅法师为中心当代著名高僧真禅法师真禅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从真禅法师的学术研究看其佛学思
想的基本特色真禅法师佛学思想与实践的人间性特征真禅法师与上海佛教佛法与哲学关系管窥 ——纪
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真禅法师的僧团建设和佛教教育思想学习真禅法师人间佛教的禅学思想加强学
术建设，创造先进文化真禅法师与华严学论真禅法师的禅学思想——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试析真
禅法师佛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试析真禅法师对太虚大师佛教革新路向的践行真禅法师与当代江苏佛教因
缘侧记学习真禅法师的弘法经验推进当代佛学研究禅宗与华严的综合倡导者——从应慈老法师到真禅
法师禅贵实践不尚空谈——真禅法师禅法精神简论真禅法师与玉佛寺的佛教文化事业真禅法师的当代
人间净土思想真禅法师“文化佛教”析论真禅法师的佛教人生观缅怀一代高僧真禅大和尚慈善事业与
人间佛教——从真禅法师的入世看当代高僧的弘法模式真禅法师僧教育思想与实践探微“人间佛教”
的实践者——论真禅法师的思想及其对当代佛教的影响真禅法师“人间佛教”思想浅析真禅法师关于
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思想与实践传统重建与现代调试——写在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之际真禅
法师与当代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出版事业——以《佛教知识》的编辑出版为例佛教使命与人间佛教的杰
出践行者——真禅大师圆寂十周年纪念中国佛学地位的再审视——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真禅法师
的佛学思想——兼论真禅法师对中国佛教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试论真禅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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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真禅法师（1916—1995）是当代中国的一代高僧。
他禅宗临济，教在华严，行归地藏、普贤。
在其早年的参学进路中，真禅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历参受学于民国佛教复振的中心区域之一江苏诸
高僧，如应慈法师、震华法师、常惺法师、慈舟法师、圆瑛法师。
本文透过近代佛教禅教兼弘的“华严禅”进路，具体结合真禅法师的参学历程，以禅教一致论的现代
推展为议题，试图阐释真禅法师如何自觉地融人禅教一致这一中国化佛教的主流传统，透显当代中国
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内涵，及其与中国化佛教传统中华严禅思想的内在关联，从而提出人间佛教作为
传统佛教或佛教传统的现代推展，既离不开有为僧人对佛教传统自身的承续，更需要加以与时俱进的
推展。
而真禅法师正是这样的僧人典范。
　　一、禅教一致：华严禅的思想特质所谓“华严禅”，并不是意指中国佛教的特定宗派，而是中国
化佛教的一种融合思潮或佛教传统。
华严禅的真正奠基者，一般认为是华严五祖、清凉澄观门下的圭峰宗密大师（780—841）。
　　据对宗密思想的着精钻研究的董群先生在《融合的佛教》一书中的理解，华严禅首先并最主要的
是指禅门的一种融合方法，认为“华严禅这个概念，在佛教中更多地指唐末以降，特别是宋代流行的
禅学方法，以华严宗方法，特别是理事方法，阐发禅的意义。
华严禅的实际创始者是宗密”。
正是宗密使华严禅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完善化。
他还进一步区分了狭义的华严禅与广义的华严禅。
所谓狭义的华严禅，特指宗密所致力的华严宗与禅宗之菏泽宗的融合；而广义的华严禅，则指禅门所
主导的融合禅教、禅密、禅净、顿渐乃至三教会通的思想立场。
　　华严禅的出现，并不是佛教历史演进的偶然现象，而应该理解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
向。
尽管个中缘由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佛教中国化的推展进程中，华严与禅之间的融会，
展示了佛教中国化更丰富的面向。
在此意义上说，华严禅是中国化佛教圆融的一大范例。
华严禅思想的实践性格，充实了中国式的佛教智慧。
　　华严禅始于宗密大师，其思想特质在于教禅一致。
在宗密所撰的《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对禅教一致论的阐释，尽管受到当时禅宗的一时不满，但愈到后
世，宗密禅教一致的华严禅思想，其调和佛教的内在圆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以禅教一致论为核心旨趣的华严禅，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徒的方法认同与佛教界的团结，推进了中国
佛教的弘化志业。
　　唐末以降，宗门渐陷于喋喋不休的宗系之诤。
这种情形，既引发了禅门对自身修证传统的内在反思，从而表达其禅史的处境化理解，同时也导致教
门更自觉地返经明教，以最大限度地展现佛陀教化的契理与契机。
正是通过对禅法修证传统的历史与现状的双重反思，明清以来的佛教人士对于佛教现状与历史，大都
有着相当全面而深刻的识见，试图超越丛林宗派之争、门户之见，关注历史的传统承续与佛教理法的
正信，落归于佛教正法对于现实人生的内在意义，强调了一种世法与佛法兼顾并重的佛学取向，致力
于以佛学摄世学、使世学终归出世之佛学的佛教经世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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