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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受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佛教传人中国后就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
如果说，魏晋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主要表现为中土人士以老庄思想去理解、接受般若学，把般若学玄学
化，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徒则多以传统的灵魂思想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的“轮回报应说”和“佛性
理论”。
当然，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玄学化的“六家七宗”后来终于被僧肇的《不真空论》所纠
正，而南北朝时期的竺道生则以本体化了的“理佛性”来为当时带有实体化倾向的佛性理论“正本清
源”。
　　竺道生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提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二是主张“顿悟
成佛”。
而这两个思想都是建立在同一思维模式，即大乘佛教的本体论基础之上的。
在竺道生看来，既然一切众生都是佛性的体现，就不应该把一类众生（如“一阐提”）排除在佛性之
外；至于“顿悟成佛”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是，所谓佛性亦即作为本性的“理”，“当理为佛”，
而“理”是不可分的，因此必须以“不二之悟”（即顿悟），“符不分之理”。
竺道生的这两个思想对南北朝之后的中国佛教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可以说成为了隋唐佛学乃至中国
佛教佛性理论的主流思想。
因此，要了解、把握南北朝以后的中国佛教，不能不研究竺道生的思想。
　　余日昌同学在博土论文选题时提出以竺道生的涅架学为研究对象，我十分赞同，并告之研究竺道
生的思想，最关健的是要把握住其本体论的思想模式；日昌君在制定论文提纲时，始终坚持了本体论
思想模式这条主线，在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经过较深入的独立思考和一年多的艰苦劳动，终
于较好地完成《竺道生佛学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受到了有关专家的一致好评。
毕业后，日昌君又对整个论文进行了重新修订和充实，并把论文易名为《实相本体与涅架境界》，更
加突出了本体论这条主线，现四川大学拟把它纳入《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相信它的出版将对深入
研究竺道生思想乃至中国佛教的佛性理论有所助益，故十分乐意把它介绍给大家。
　　赖永海　　2003年10月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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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相本体与涅槃境界：梳论竺道生开创的中国佛教本体理论》受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传统文化
的影响，佛教传人中国后就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
如果说，魏晋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主要表现为中土人士以老庄思想去理解、接受般若学，把般若学玄学
化，那么，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徒则多以传统的灵魂思想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的“轮回报应说”和“佛性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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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说附录：竺道生言论汇编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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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将阻碍对竺道生佛学思想中许多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深究。
这些问题是：历史疑论中竺道生论及的所谓“十四科”内容究竟是什么？
竺道生佛学思想是睿智奇想，还是厚积薄发？
更进一步，竺道生的佛学思想是否曾经是一个比较完整而且独创的思想体系呢？
本文认为，只有首先弄清这些基本问题，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准确地探讨竺道生对中国佛学的历史
发展，尤其是对佛教中国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这就是本书开始讨论的出发点。
　竺道生所处的六朝时代，慧风东扇，法云南移，格义迂乖，遗教更新，中国佛教的发展正处在佛教
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三国佛教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
汉代末期洛阳的佛教两大系统，至三国时已由北至南广为流传。
一其中安世高一系偏于小乘的禅数学，支娄迦谶一系偏于大乘的《般若》学。
安氏之学主张“禅之用在洞悉人之本原。
数之要者，其一为五蕴。
”安译《阴持人经》为代表，推广一种与道家“养生成神”之学相得益彰的安般禅法，皆在承袭汉化
佛教的神明住寿之说，尤其通过端心一意，去恶除蔽，体会“五蕴聚身”背后的元气，神识佛陀之教.
“非身无我”的微妙，从而通过证得小乘“四法印”，先入涅槃解脱道，再得广大神通。
它的传扬并没有多少佛教本体论的成分。
　　与安氏禅学比较，支娄迦谶所传《般若》系佛教思想，则主要体现大乘佛教中的佛教本体论思想
，重在说明佛、法身、涅粲、真如、·空等本体论观念。
为了了达所谓的本体，支系流传的《道行般若经》（又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首楞严》等佛
经宣扬般若智慧，一时盛行于南方建业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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