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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佛学精神是印度佛教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合而形成的。
外来佛教传入中土后，经过两汉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附、迎合与调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传统儒
道的共存并进、冲突交流，隋唐时期的相互吸收、独立创新，以及入宋以后的融合渗透、三教合一，
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精神特质的中国佛学理论。
中国佛学一方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思辨精神和文化宽容精神，另一方面又融合吸收了以儒
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等，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学
精神。
   本书追溯了中国佛学精神的印度文化之源、中土文化之根，并对中国佛学精神的形成发展、中国化
佛教宗派的主要理论学说、中国佛学精神在不同理论学说中的体现，以及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伦理
精神和人文精神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探索和分析，是研究中国佛学形成发展历程、中国佛学基本
理论学说、中国佛学精神特质的力作。
   本书是带有专著性质的国学教材，读者对象为大专或本科生，系高职高专以上院校人文素质或通识
教育的教材，也可作为社会人士、干部与经理人才的讲座教材与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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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修平，哲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学者，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
才培养计划”，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现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
、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200部）副主编，并兼任国际儒联理事、中
国宗教学会理事等。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宗教的研究，在海内外出版《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禅学思想史》、
《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等学术著作20部，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科研成果
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等十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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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绪论： 中国佛学的特点与精神?第二讲 中国佛学精神的印度文化之源?　第一节 印度文化精神?
　　一、 印度文化精神形成的诸多因素?　　二、 印度文化精神的几个主要表现?　　三、 印度文化主
题的几个重要观念?　第二节 印度佛学的创立与发展?　　一、 佛教的创立与原始佛学思想?　　二、 
佛教的分化与佛学的发展?第三讲 中国佛学精神的中土文化之根?　第一节 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展开?
　　一、 两汉时期?　　二、 三国两晋时期?　　三、 南北朝时期?　　四、 隋唐时期?　　五、 宋代
以后?　第二节 佛教中国化的方式与途径?　　一、 佛教的方术灵神化?　　二、 佛教的儒学化?　　三
、 佛教的老庄玄学化?第四讲 中国佛学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中国佛学精神的孕育?　　一、 汉
代佛学的两大系统?　　二、 魏晋佛学与玄学?　　三、 南北朝佛教学派?　第二节 中国佛学精神的形
成?　　一、 天台宗?　　二、 三论宗?　　三、 法相唯识宗?　　四、 华严宗?　　五、 禅宗?　　六、 
净土宗?　第三节 中国佛学精神的渗透?　　一、 入宋以后佛学的衰微与佛教的持续发展?　　二、 明
清佛教的停滞与居士佛学的兴起?　　三、 近现代佛学的复兴与人间佛教的提出?第五讲 性具实相说?
　第一节 五时八教与止观并重?　第二节 三谛圆融与一念三千?　第三节 性具善恶与无情有性?第六讲 
诸法性空论?　第一节 六家七宗与僧肇佛学?　第二节 破邪显正与真俗二谛?　第三节 八不中道与二藏
三法轮?第七讲 法相唯识学?　第一节 三性三无性?　第二节 唯识转依说?　第三节 五重唯识观与五种姓
说?　第四节 五位百法与因明学说?　第八讲 法界缘起论?　第一节 业感缘起到真如缘起?　第二节 法界
观门与无尽缘起?　第三节 六相圆融与十玄无碍?　第四节 五教十宗与禅教一致?第九讲 修心见性论?　
第一节 般若、佛性与东土五祖?　第二节 神秀北宗与息妄修心?　第三节 惠能南宗与顿悟心性?第十讲 
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　第一节 中国佛学圆融精神的形成?　　一、 中国佛学圆融精神形成的文化根
源?　　二、 中国佛学圆融精神形成的现实需要?　　三、 中国佛学圆融精神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中
国佛教的三教融合思想?　　一、 三教融合思想的历史发展?　　二、 三教融合思想的一般内涵?　第
三节 中国佛教的判教思想?　　一、 南北朝时期的判教思想?　　二、 隋唐时期的判教思想?　第四节 
中国佛教理论学说中体现的圆融精神?　　一、 在魏晋南北朝佛教理论中的体现?　　二、 在隋唐佛教
宗派理论中的体现?　　小结?第十一讲 中国佛学的伦理精神?　第一节 中国佛教的善恶观?　　一、 业
报轮回与善恶报应?　　二、 性具善恶与十善业道?　　三、 劝世宝卷与功过格?　第二节 中国佛教的
戒律观?　　一、 道宣戒律观?　　二、 天台戒律观?　　三、 禅宗无相戒与百丈清规?　第三节 中国佛
教的修行观?　　一、 从戒定慧到六度四摄?　　二、 无修之修与称名念佛?　第四节 中国佛教的孝亲
观?　　一、 魏晋南北朝佛教孝亲观?　　二、 唐宋佛教孝亲观?　　三、 宋元以降的佛教孝亲观?　小
结?第十二讲 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　第一节 中国佛学人文精神的思想渊源?　第二节 中国佛学人文精神
的人本意蕴?　　一、 从“诸法无我”到佛性如来藏?　　二、 从涅槃佛性到自心自性?　　三、 从见
性成佛到发达人生?　第三节 中国佛学人文精神的入世关怀?　　一、 “体用一如”： 入世关怀的理论
依据?　　二、 “即世间求解脱”： 入世关怀之融入平常日用?　　三、 “救世救国”： 入世关怀之
参与世间事业?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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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佛学之精神》是带有专著性质的国学教材，读者对象为大专或本科生，系高职高专以上院
校人文素质或通识教育的教材，也可作为社会人上、干部与经理人才的讲座教材与读物。
　　中国佛学一方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思想精神和文化宽容精神，另一方面又融合吸收了
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等。
从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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