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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直到18世纪，西方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哲学，实际上不过是欧美哲学的同义语而已。
这种令人惊叹的文化现象，整个19世纪也没有多大的改观，连黑格尔这样的一代大师，在就东方思想
的地位和价值的评估问题上，也显得少了些远见，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中国及印度的思想表现
出了非理智的冷漠，甚至固执地认为，那些未被当时多数西方人所知的东方思想无非是“真正的哲学
”兴起之前的一种序曲。
步他的后尘，一些西方哲学名流，在拒绝把中国和印度历史上的不朽思想家称为“哲学家”的同时，
竟然不愿承认东方也有哲学。
    其结果，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西方所发表的重要的哲学史著作，对旨趣不同的东方思想常常是悭吝
得连一章的篇幅也不给。
西方知识界的这种偏执，在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大量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思想著述相继在西方翻译出版
，才开始出现根本性的转折，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得以形成了真正的东西思想和东西哲学的比较学
问。
    譬如罗素的巨著《西方哲学史》，取此书名本身，即显示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的区别，也是对东
方的思想和哲学的世界地位的首肯。
当然，时至今日，在对东西思想的价值评判中，不见得就已无存偏见和曲解，重视西方，轻鄙东方，
这种思想意识和学术倾向，不仅西方人有，东方人也照样有，而个中原因，除历史、文化的因素以外
，很重要的一点，则是人们对东方思想和哲学的研究还远远谈不上深入细微而引致的隔阂。
    并且，即便说东方思想，也绝非只有单一的体系。
事实上，属于东方世界的各个国度、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思想文化，从来都是千姿百态、各
呈特色的。
就像西方思想因为浸润着多种文化源流的至深影响而表现出种种差异一样，东方思想也包含诸多个性
迥异的体系，如中国思想、印度思想、日本思想等。
所以，试图用一种凝固而单一的思维对东方思想的整体作某种一元的解释，所得结论必然是肤浅的，
同理，用这样的理解去进行东西思想和东西哲学的比较，也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成果。
    诸桥辙次博士的这部(《三圣会谈》的高明处就在这里。
它不同于以往的东方思想研究，或孤立进行某个点面的深入作业，或貌似宏观其实却不过是停留于浅
表，对一些大而无当的课题作空泛抽象地解读，而这部《三圣会谈》是通过细究并比较孔子、老子、
释迦牟尼这三位东方思想史上的卓越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进而达成透视东方思想传统的底蕴这一旨
意。
当然，不能认为孔、老、释三家之说可等同于东方思想文化的总汇，但他们毕竟是古代东方世界思想
精英的典范，其在文化意义上的影响恐怕很难以用适当的言语加以概括。
    今天，孔子作为思想巨人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已是谁也无法撼动的，老子也早就是举世公认的
古代著名哲人，而释迦牟尼不仅在佛教文化圈深孚众望，即便在当代西方，也是名贯遐迩的圣哲。
总之，他们的思想和说教至今还在发生着作用，仅凭这一点，将这样的三位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加以
横向对照，姑且不说文章立论如何，这个选题本身，就颇具启示意义，也表现了著者在学术上的敏觉
和锐眼。
    的确，要在十余万字的小书里，详尽细味三位非寻常人物的思想经历，是很难做到的。
诸桥博士的做法是，铺陈材料，展开必要的议论，紧系三位先圣的思想特征这一中心环节，这样，既
精炼了文字，也突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所以，通观全书，虽篇幅不长，但给人的印象并不淡然和模
糊。
    孔子的思想和哲学，主要是企图回答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这一点，怕已是耳熟能详的常识。
以人为核心的思想贯通了孔子的全部学说，无怪乎黑格尔要说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思辨的哲学是一
点也没有的”。
诚然，黑格尔的评语有其偏颇的一面，但它却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
是的，详于人道略于天道的孔子哲学，严格说来它属于一种人本哲学和道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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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孔子思想体系中核心的仁学涵义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仁”这个语词，并非孔子始作，但作为哲学概念将其内涵发挥到极致的，则是孔子的创举。
“爱人”和“修己”，是孔子“仁”的另一层意义，显然这是“仁”的伦理道德范畴。
“仁者人也”，是仁的另一层意义，它超越了伦理道德范畴，提出了人类对其本质的自我问题，即要
求说明人之所以为人，故成了“仁”向完全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升华的标志。
可以说，孔子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经济思想、文艺思想、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思想体系
的建构，都是以其“仁”的概念作为哲学基础的，亦即“仁”构成了孔子思想体系的总纲，换句话说
，孔子思想的全部内容也可归结为是以“仁”为核心的人本哲学指导下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学问。
    众所周知，道家是先秦思潮中与儒家对立而生的一派。
被人奉为道家始祖的老子，也一直被认作是消极无为的没落阶级的思想代表，以此与孔子积极进取的
意识倾向相对照。
从一定意义上说，老子思想较之倡导人本主义的儒家及其他先秦诸子，确要显得超脱一些。
然唯其超脱，才使他有可能倾心于宇宙根本问题的思索，能在哲学高度对大干世界阐发诸多独特的见
解。
老子也因此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力图从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他把自然看作一个整体，
由自然世界的有序性，首创“道”这一范畴，用它反映整个自然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是“道”按照自然规律变化的结果，亦即“道”是自然世界的统
一。
老子以“道”论为核心的宇宙观表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必然主张尊从“道”，顺乎自然，奉守“
不争”和“无为”，而任何背离了“道”和自然的人为努力都将徒劳无益。
老子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了他的小国寡民的理想政治的蓝图。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老子的有些议论不免会让人困惑，但若据以哲学视野，老子思想确有许多不同
凡响、值得深味的地方。
老子认识世界的思维路线和他解释自然界、人类的生生变化的辩证观念，无疑都是中国古代无与伦比
的思想和哲学成就。
    印度是一个擅长思索无限、憧憬未知世界的民族，由于对“普遍存在”的极度关注，故而在他们独
特的思维方法乃至神秘的宗教思想中都充满了哲学的智慧。
诸桥博士以“空”来概括释迦牟尼的思想基调，见地精湛。
在释迦看来，不仅认识的主体是“空”，连构成思考对象的一切事象也皆“空”，这就是他所认定的
万物万象的实相。
用这个观念来体察人生现象，那么人生也势必是“无我”的，而尚未悟道的众生却往往追求“有我”
，因众生的这种无知而发生的行为，也就成为人世间一切痛苦和烦恼的总根源。
“空”观念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必然给它带来超越现世的特征，所以，释迦在伦理观上主张轮回转生
，在方法论上则鼓吹脱离二极的“中道”。
在解释世界各种现象的联系方面，释迦是以富蕴辩证精神的“缘起”说为其利器的。
宇宙万般事象的发生，都基于“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现象之间，原来是以因果关系
互相联系着的。
释迦自己也常说，懂得了“缘起”说，也就懂得了佛法的精神，可见，“缘起”说与“空”观念一样
，是他学说的基本思想。
    诚然，无论孔子、老子还是释迦牟尼，他们的思想体系都不无内在的矛盾和显见的局限。
这些，在这篇短文中恐怕是难以一一细述的，而且，详论此题，也并非译者试作此序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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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乘车的孔夫子、坐青牛的太上老君、骑白象的释迦牟尼⋯⋯儒、道、佛三圣齐聚庐山五老峰。
高端会谈，强强对话，悉数道破天、地、人的东方哲学。

与强调逻辑和辩证的西方哲学不同，东方的哲学观念更质朴、自然、平和。

在《三圣会谈：你是自己最好的老师》一书中，日本极富盛名的汉学大师诸桥辙次，以通俗流畅的语
言、诙谐幽默的笔法，勾勒出栩栩如生的“三教之圣”形象，全面介绍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
即儒、道、佛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东方哲学的思想精要。

天、地、人、中庸、盛衰、生死⋯⋯在儒、道、佛三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具备不同的含义和价值。
本书从这些每一个东方人都深切关注的问题出发，阐释三种哲学思想的异同和交融，及它们对人类生
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每一个身处东方社会中的人，都在这三种思想的交互影响下度过自己的一生——领悟儒、道、佛的思
想，即是探究东方人的精神家园。

《三圣会谈：你是自己最好的老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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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诸桥辙次(1883～1982年)，日本著名汉学家，文学博士。
1908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此后任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曾获日本文化勋章、朝日文化奖、紫
绶褒章等殊荣。
著有《中国古典名言事典》、《儒教讲话》、《庄子物语》、《古典的睿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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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昆仑山，还是蓬莱山？
 还有哪些名山可以考虑呢？
昆仑山和蓬莱山无疑也是理想的场所。
尤其蓬莱山，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
《列子·汤问》中就有记载说，渤海东面有大海，大海之中有岱舆、员峤、方壶、瀛州、蓬莱五山。
 相传在蓬莱山长有产珠玉的树木，如果吃了这树上的果实，就能够长生不老。
中国历史上首先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晚年四处寻找长生不老药，为觅得此药，曾渴望亲往蓬莱，
但却因病逝于途中而未能如愿。
这个传说很有意思。
根据古代传说提供的材料，蓬莱山当在日本境内，所以，蓬莱后来也就成了日本的别名。
并且，从日本本土去那里不过一个昼夜即至，来去还算方便，因此，蓬莱山称得上是三圣会谈的理想
场所。
 不过，仍有一点小麻烦。
据《山海经》载：“非有道者不至此岛”。
就是说，不能领会“道”的人是去不成的。
如此说来，作为主持人的尚由子就不能去了。
 那么，昆仑山又如何呢？
据说昆仑山上有一处景色秀美的瑶池，池周围布满了璀灿的珠玉。
很久以前，昆仑山就以西王母的传说而闻名遐迩。
西王母原本实有其人，后来便成了神仙。
相传周穆王即位十七年曾游览过昆仑山，因遇见美女西王母，竟然乐而忘返。
另外，汉武帝也曾在昆仑山得到西王母所赐的仙桃。
这种仙桃每三年结果一次，凡人吃后，能够长生不老，所以是十分珍贵的物品。
自古以来，西王母手捧仙桃的形象，也常常成为画家们创作的主题。
 昆仑山上不仅有众多的金殿玉楼，山上还长有一种玉色的草木，它所结的果实，人只要吃上一个，就
如酒醉一般，可以把三百年间的世事忘个精光。
真可谓神奇的境地，以它作为会谈之地，一定会使会谈增添不少魅力。
不过，细细琢磨一下，这些毕竟都是《列仙传》、《神仙传》中的故事，虽不乏趣味，但如过于强调
这一点，并以此作为三圣会聚地点的选择依据，恐怕有所不妥。
 排除了上述地点，最后便想到庐山。
 独有庐山最理想 庐山位于江西省星子县，山高1400多米，方圆2500里，称得上是一座群峰叠起的大山
，而且山上山下随处可见名胜古迹。
从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说法，正因为此故，尚由子曾二次登庐山考察。
第一次在1918年，那次还谈不上是什么考察，不过是短暂的走马观花。
第二次是在1921年，尚由子住在庐山的中心区牯岭这一避暑胜地，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在山间
的名胜走访调查。
 庐山山貌的奇绝秀丽自不待言，还有许多从峰谷间奔泻而下的瀑布，景色壮美无比。
在日本人的心中，白乐天可与清少纳言的文才相媲美，他的诗句“香炉峰上雪卷帘”很早以前就在日
本广为流传。
这个香炉峰就是庐山中的一座山峰。
另外，李白的诗《匡庐瀑布》、欧阳修的诗《庐山高歌赠刘凝之》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深受日本历
代文人的喜爱，人人皆会吟咏。
庐山不仅与文人墨客关系甚密，而且和道家、佛教、儒教也有着种种关联。
 如此看来，把庐山作为三圣会聚之地，实在最理想不过。
象征儒、道、佛三教关系的“虎溪三笑” 庐山又名匡山，关于匡山一名的由来，还有一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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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有个名叫匡俗的人，弟兄六人个个精通老子的道术，他曾多次受到朝廷的任命，但都婉言谢绝。
后来匡俗隐居庐山，成了仙人。
匡俗升天后，只留下他所居住的“庐”屋，这就是庐山“庐”字的含义。
把庐山称做匡山，自然源于匡俗之姓。
人们把匡俗的姓和他的“庐”屋相联，也就成了匡庐。
并且，在庐山的山麓，散存着不少与儒、道、佛三教有关的遗迹。
 譬如“虎溪三笑”，就是这类轶事中的一个。
在中国晋代，一年夏天，住在庐山东林寺的慧远法师正闭门修行。
按照佛门的戒律，夏天的闭门修行，得三个月不出寺门一步。
在此期间，有一天，陶渊明和陆修静登门来访。
偶遇知巳，慧远高兴万分，竟然忘了闭门修行的佛规，临别时，把两人送出了寺门。
就在三人过虎溪桥时，不知是否为提醒慧远意识自己已经破戒，突然从林中传出一声虎啸，三人不禁
哑然，继而又若有所悟地放声大笑，这就是所谓“虎溪三笑”。
这个传说十分有趣，不无讽刺意味，也一直是后世画家极为喜爱的题材。
 当时，慧远法师不用说是佛门人士；陶渊明固然以诗人著称于世，但他的世界观可说是受到儒教的充
分浸润的；陆修静则是个不折不扣的道士，梁武帝下达迫害道教诏敕时，他曾甘冒杀身之祸致力于复
兴道教的活动。
所以，慧远和陶渊明、陆修静的会面，也可以看作是儒、道、佛三贤的雅会。
 所以，若是如此探寻始末根由，庐山无疑最有趣味。
当然，庐山之妙不仅于此，它还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关于这一点，请不妨读一读我的游记《西
游漫笔》。
下面，特给大家介绍欧阳修的名篇《庐山高歌赠刘凝之》，它能帮助我们想象庐山那奇秀无比的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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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著者诸桥辙次(1883～1982)，是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汉学家，文学博士。
1908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此后历任国学院大学教授、东京文理科大学名誉教授、都留文科大
学校长等职。
    曾因卓越的研究业绩获得朝日文化奖、日本文化勋章、紫绶褒章等殊荣。
    诸桥博士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大汉和辞典》、《广汉和辞典》、《中国古典名言事典》、《
儒教讲话》、《庄子物语》、《古典的睿智》等，另有《诸桥辙次著作集》(10卷)。
    本书日文原著于诸桥辙次逝世前三个月，即1982年9月由日本讲谈社发行初版，后又列入该社的学术
文库。
中译本即根据该书1985年的第八次重印本译出。
    翻译过程中，曾参阅了任继愈先生的((老子今译》和夏延章等先生的《四书今译》，在此一并致谢
。
    译文如有疏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2011年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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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社会浮躁异常，急需一种与强调逻辑和辩证的西方哲学不同的古老东方的哲学，以质朴、自然、
平和的观念抚平人心。
《三圣会谈:你是自己最好的老师》中，三位不同时空的智者以“开会”和“闲谈”的形式，阐述东方
哲学，形式新颖活泼，在现当代同类作品比较少见。
作者诸桥辙次是日本知名汉学家，著述甚丰，在学术界地位不凡。
《三圣会谈:你是自己最好的老师》适合于中学生、大学生，对哲学、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人群。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圣会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