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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总持之智：太虚大师研究》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依据超越性的总持智，融贯佛教的
诸乘诸宗，把握全体佛教的精义，摄导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学说，契合当时中国以及世界的形势，以
期建立崭新的中国佛教、世界佛教、世界新文化的第一人。
《总持之智：太虚大师研究》主要从对&ldquo;佛教的综摄&rdquo;、&ldquo;佛教义理的融贯&rdquo;
、&ldquo;佛教义理的整体构建&rdquo;和&ldquo;以佛教摄导科学&rdquo;、&ldquo;以佛教摄导哲
学&rdquo;、&ldquo;以佛教摄导其他宗教&rdquo;、&ldquo;以佛教摄导国学&rdquo;等方面总持出世间
与世间的思想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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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丁小平编著的《总持之智——太虚大师研究》太虚指出中国佛教之所以必须注重总持之传统，有着非
常深刻的原一因。
从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来看，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以及国家民族长期统一的政治传统，使得中华民族
的文化心理，向来是有统持性、积极性的，“非统贯一切之道不足以尽其情，非圆澈一切之理不足以
定其志⋯⋯必于变申求得其常，偏中求得其圆为满足”，这都是与“长时分散而未脱离之印度人⋯⋯
民性相异”，也是与岛国日本之民族性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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