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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我们的楼老师频频出现在报章杂志、电视与网络上，“粉丝”无数，人们称他为“中国
传统文化真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他穿着一件旧旧的“唐装”，讲国学、论佛学，娓娓道来，参禅悟玄，被自己的学生起了外号：“楼
体悟”；他还忙里偷闲领着大家唱昆曲、弹古琴，中医茶道，如数家珍；他在自家门口租了一套小屋
，起名“国艺苑”，生机盎然。
　　今年，楼老师七十五岁，在北京大学执教五十周年。
我们这些学生借题发挥，要给他统计“科研成果”。
《中国的品格》一书出版以后很受欢迎。
该书完全没有学术著作的晦涩，以口语的方式，讲解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
楼老师以前做了很多的资料工作，早年精心研读荀子、王弼的著作，他的《王弼集校释》是一部公认
的学术经典；后来倾心研究中国近代哲学，花大力气整理康有为的论著；研究兴趣转移到佛学以后，
主持编选了四卷十册《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几乎影响了国内年轻一代所有的佛教学者。
过去他写的学术论文，篇篇都有资料的基础，文风朴实，虽说常有不同于前人的新解，却从来不用“
一惊一乍”的时髦术语。
要是没有太多的接触，学术界对楼老师的印象，大抵如此：一板一眼，以资料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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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以“口说”的方式展示我国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佛学大家楼宇烈先生之思想关怀的著作。
楼先生常说，闲谈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思想，有时精心撰写的书稿，反而会有以文害义的弊端。
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跟随着不同的采编者对楼先生的”访谈”，感受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悟，
对国学、佛学的参悟，对昆曲、古琴的品鉴，对中医、茶道的赏鉴：品味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真诚的
倡导者和实践者”的人文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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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字之书　　与那一代人一样，楼先生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全
国性政治运动。
期间，他去过工厂，到过农村，但是谈起这些，他没有丝毫怨愤之色，反而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社会
实践机会。
他认为，每个学生不仅要念“有字之书”，更应该去念“无字之书”，所谓的“无字之书”就是社会
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了解当今社会的现状，结合自己学习的书本知识进行思考，这对于学生们将会有
很大的启发。
　　与佛结缘　　1960年毕业后，楼先生留校任教，并参与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的
编写工作。
在这个编写组里面，楼先生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资料的搜集、管理和提供，并开始对佛教有了接触和了
解。
楼先生回忆说：“我在编辑组的时期，任继愈先生也开始在系里面开设了佛教方面的课程，我就给他
做课堂的辅导，也就是助教，当时我应该对佛教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个时代还有宗教迷信的传统，说佛教是人们的精神鸦片。
不过我有一个看法，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隋唐以后，是离不开佛教的，佛教在中国的整个
文化里面，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佛教，但这是事实。
我当时逐渐有了这样一个认识：离开了佛教，任何人想把隋唐以后的中国哲学中讲得深入透彻是不可
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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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收入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各种访谈录，有的是问答体，有的是属于人物专访的通讯稿·这些
文章还有一些属于楼老师与学生的课堂问答，以及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本书还收了徐文明教授介绍楼老师有关寺院建设的两篇论文，里面提到的“三境”（净、静、敬）与
“四信”（正信、智信、自信、实信）近年受到国内佛教界的高度重视。
这些文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记录了楼老师的“口说”，蕴涵了楼老师多年沉潜反复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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