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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和日本的池田大作思想研究专家撰写的主题论文，反映了近年来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的
最高水平。
全书分为五个专题：宗教?哲学，人生?人性，和平?交流，教育?文化，和谐?共生。
本书作者多为中日史学界、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专家，如章开沅、冯天瑜、贾惠萱等。
书中不乏创见，如贾惠萱对池田大作哲学思想的概括等。
近年来，国内某些大学的研究所纷纷出版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的著作，但是能够出版一部集国内外池田
思想研究专家于一堂的高水准著作，本书应为首开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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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曲庆彪：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党委书记，主要研究方向为东西方哲学综合对
比研究。
主持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10多项，获国家、省部级奖励10余项。
先后出版著作20多部，代表作有《超越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
》、《小康社会理论研究》、《现代视觉中的国学》、《回归与超越——池田大作和平文化思想研究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研究》。
在《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理论创新的时代制高点》、《趋时——周易的大智慧》
等学术论文百余篇。

　　[日]寺西宏友：1955年日本北海道出生。
1978年日本创价大学经济学院毕业。
1980年创价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毕业。
1983年至1988年德国科隆大学留学。
1988年起在创价大学任教，现任创价大学教授、副校长、常务理事。
还兼任创价大学创友会（同窗会）委员长、日本创价学会副会长、学术部长、日本户田纪念国际和平
研究所理事、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理事等职。
主要从事西洋经济史、德国近现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
访问了60多个国家，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10多次访华，积极推进与中国的学术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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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 文明的“裂变”与重生
序言二 池田大作思想研究的意义
宗教·哲学篇
　寻找池田哲学的原点——以两部对话录为核心
　试论池田大作人类和平思想中的佛教哲学渊源
　佛教现代化与池田大作
　池田哲学与和谐理念的复权
人生·人性篇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
　池田大作人性善恶与伦理实践思想探论
　创价教育学中的人的价值——与冯契哲学的比较
和科·交流篇
　池田大作新人本主义思想对地球市民教育之重要性
　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与孔墨学说
　大公、大智、大信——论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的情谊
　池田大作废核思想与“无核世界”的构建
　池田大作和平思想与岳麓书院精神研究
　池田大作国际和平活动的起源
教育·文化篇
　池田大作儿童教育理念解析
　为“人”的艺术——池田大作美学思想管窥
　池田大作的人本教育观——以《新人间革命》、《创价大学之章》为中心
　中道人本主义是创价教育的指标——池田大作人本教育观的探讨
　从池田大作品格教育思想谈两岸品格教育发展
　⋯⋯
和谐·共生篇
池田大作先生前五届研讨会致辞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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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的记忆也包含在“藏识”的这个领域。
那么，阿赖耶识的领域就成为个别的业和记忆以及超越个别的民族和国家等集团性领域。
池田还说，“所谓第九识‘根本净识’就是每个生命的本源实体，同时也和宇宙生命融为一体”①，
他把第九识根本净识看做超越集团性、具有普遍性的宇宙生命，而且认为这个集团性和普遍性贯串于
个别性中。
就是说，个别的人的生命里具有集团的倾向性和宇宙生命。
　　这个九识论所说的根本净识相当于十界论的“佛界”。
十界论讲每个生命的精神境界的同时，也讲宇宙生命也存在的法。
而且十界的最高境界“佛界”也是作为法而实存在个别的生命和宇宙生命中的。
从而，佛是指显现具有人的生命佛性的样子，在此意义上，就会导致“佛就是生命”的逻辑。
这是牧口的门生，也是池田的老师户田在监狱里认真读《法华经》而领悟的一部分。
户田被认为提起了原点，即把日莲的法华经解释展开为现代性的。
从来法华经的解释倾向于经典表现的内容是荒诞无稽的故事，因“佛就是生命”的觉醒，佛教，特别
是法华经讲人生命充实的经典，也不是设定从现实离去的终极的实体，而是说明现实的人本身之中最
尊贵的法。
因此，池田把户田的领悟看做宗教焕发于现代的原点。
　　这样看来.池田和牧口所理解的佛法一念三千论中的生命概念，可以看做实体和作用、个别性和普
遍性的相即关系。
辩证法把这个实体和作用、个别和普遍作为重要的原理而对待，这里，首先要对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
的冯契对人的存在方式看法进行讨论。
唯物论者一般认为精神依存于物质，是人脑的作用或者功能，是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
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
精神有其物质基础，人的心灵依存于人脑的活动。
唯物论者当然不能承认上述的佛教生命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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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坚信，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东方民众所培育传承的这种“万物其生的精神气质”，正是开垦21
世纪和谐与创造的新文明沃野的无穷的希望泉源。
　　人本主义才是跨越近代科学文明界限，解决现代战争、环境破坏、人性沦丧等种种问题，开创和
平共存文明，开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主轴。
　　善恶的基准因时因地而异，但绝对不变的普遍价值基准是“生命的尊严”。
生命尊严的哲学是教育的基盘。
　　——池田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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