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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阅读“禅宗美学”、“中国美学”一类的著作时，我们发现人们对于“美学”概念的使用是各种各
样、人言言殊的。
因此，当我们开始追寻中国佛教美学的历史踪迹时，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美学”？
本书所说的“佛教美学”在语义上究竟指什么？
“美学”不应回避研究“美”。
不过，关于“美”的本质，众说纷纭，莫衰一是。
于是，现代美学出现了非本质主义的解构思潮，“美学”一变而为研究人的“审美活动”或人对现实
的“审美关系”的哲学学科。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是，如何界定“审美活动”和“审美关系”？
区别“审美活动”与“非审美活动”、“审美关系”与“非审美关系”的前提难道不仍然是如何界定
“美”？
二是，非本质主义的解构思潮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的情况。
美学解构主义者在否定别人关于美的定义的同时，未尝没有自己的建构。
关于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对西方当代美学研究有素的学者阎嘉有一段很好的分析：“所谓‘解构’
，已成了后现代的典型特征。
解构主义者所针对的目标是所谓‘元叙事’或‘元话语’，它们多半是传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当作出
发点或理论诉求的‘理论预设’⋯⋯  然而，我们时常可以发现，‘解构’成了一些理论家和批评家
的策略，即借‘解构’之名来张扬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例如，当我们认真阅读那些解构‘大师’们（从尼采到福柯、利奥塔）的著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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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中国佛教茭学思想史的专著。
作者以美是普遍快感及其对象、美学是感觉学为独特视角，聚焦汉译佛典关于愉快情感及其对象的形
态、特征、本质、规律及其价值评判的思想理论及其演变历史。
    佛教从“色即是空”的基本世界观出发，对纯粹的官能快感及其对应的现实世界的形式美、形象美
持否定态度，竭力追求出世的清净无染的道德美、真实无妄的本体美，同时又从“色复异空”的中观
世界观出发，对官菔快感对应的现实美加以变相的肯定。
本书由此展开了中国佛教美学思想的历史巡礼。
东汉佛教美学莲花初开。
奠定了大小乘美学思想的基石；六朝佛教美学繁花似锦，佛典的翻译和著述催生了佛教美学的繁荣；
隋唐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构将美学世界装点得琳琅满目；宋元禅宗美学一枝独秀；明清佛教美学余音
缭绕；近代太虚法师宣告了佛教茭学走向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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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佛教所说的“般若圆智”，以“闭智塞聪”、“无知无虑”为特点。
然而，“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智弥昧，照逾明”①。
正由于它“无知”，所以能洞悉物相之本体；正由于它“昏昧”，所以具有“无幽不察”、“独觉冥
冥”②的独到之“明”，佛家谓之“圆明”。
《万善同归集》卷上载：“观诸相好，谛了圆明，方阶净域。
”《万善同归集》卷中载：“因从三观薰发，果具五眼圆明，方能游戏神通，出入百千三昧，净土佛
国，履践无阂道场。
”佛典屡言“圆智”如“圆月”一样“明朗”、像太阳一样“大放光明”，均指圆智的“圆明”之美
。
佛教将这种无知而无所不知的透彻认识方式称为“圆观”、“圆览”、“圆照”。
《圆觉经》云：“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
”又云：“生死涅粲，同于起灭，妙觉圆照，离于华翳。
”般若智之圆美还表现在体认涅槃之理的“圆通”上。
“通”即通脱无碍。
般若空智于相破相，于空破空，打通真与俗、如来与万法、涅粲与世间的壁垒，在处理事与理、事与
事、理与理等矛盾时左右逢源。
这种自由通脱、毫无挂碍之美，即般若圆智的“圆通”之美。
《三藏法数》卷四十六载：“性体周遍日‘圆’，妙用无碍日‘通’，乃一切众生本有之心源，诸佛
菩萨所证之圣境也。
”《楞严正脉疏》云：“六根互用，周遍圆融，成兹妙果。
其修入方法最为方便者，即从耳根修入，耳根闻性，人人本自圆通。
如十方鼓声，一时并闻，是圆也；隔墙听音，远近能悉，是通也。
声有动静，循环代谢，而闻性湛然常住，了无生灭，若不寻声流转，而能反闻自性，渐自动静双除，
根尘（指主客体）迥脱，寂灭现前，六根互相为用，遂得圆通。
”又《楞严经》云：“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开示，慧觉圆通，得无疑惑。
”（4）法圆为关“法”，指思维方法、认识方法。
佛教尤其强调“法圆”，讲求“万法圆通”，并把“法圆”视为“圆智”在认识“圆理”时呈现的一
大特点。
所谓“圆通”之法，即“圆活”之法，也就是禅宗所说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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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与佛教结缘，始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需要。
笔者原来是主攻中国古代文论的。
古代文论中常常夹杂着佛教用语，不了解佛教，就无法深入理解古代文论，因此开始关注佛教及其与
古代文论的联系。
发表在1990年第1l期《百科知识》上的《佛教文化与民族文论》是笔者在这方面的最早研究成果。
该文从诸多侧面提纲挈领地剖析了佛学义理与中国古代文论的交互联系。
以此为基础，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关学的文化精神》一书第五章“佛教文化与中国美学”中，笔者
又进一步细化，分别从十五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佛教思想与中国文艺美学的关系。
这十五个方面是：一、真假色空与美之真幻；二、“一切皆苦”与悲剧意识；三、“识有境无”与境
界理论；四、神存形灭与贵神贱形；五、“三界唯心”与“文心学也”；六、“了无分别”与整体把
握；七、“禅定”之学与“虚静”生思；八、“现观现量”与“即景会心”；九、“渐顿”之说与艺
术灵感；十、“活法”论与“圆活生动”；十一、“言语道断”与“不著一字”；十二、“像教”理
论与艺术想象；十三、呵佛骂祖与创新自得；十四、参禅妙悟与审美解读；十五、不落二边与辩证思
维。
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调整视角，撰写并于1997年出版了《佛教美学》一书。
该书分三部分：上编为“佛教流派美学”，勾勒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各宗各派的关学个性；中编为“
佛教义理美学”，着力挖掘佛教理论的美学意蕴，揭示佛教文化的关学品格；下编为“佛教艺术美学
”，描摹各门佛教艺术的美学风貌。
中编是该书的重点，也是该书最富有新意的地方。
笔者系统剖析了佛教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行为方式的美学意蕴，
并据此撰写了《佛教美学：在反美学中建构美学》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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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佛教美学史》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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