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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厚，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
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入宋以后出现的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更是构成了上千
年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历史变奏，既构成了汉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
的主要内容，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的基本历史画卷。悠久而
丰厚的思想文化是人创造的，又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
开一个个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从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关系的
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通过对儒佛道思想家与儒佛道思想的互动这一特殊的视角，展
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丰富内涵、历史变奏以及重要特点，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新文化建设提供了有
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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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修平，哲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富布赖特（Fulbright）研究学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校务委
员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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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等10多项，出版学术著作20多部（其中多部在海峡两岸同
时出版，两部译为韩文），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科研成果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等2O多项省部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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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儒家篇
第一章 儒家思想家与儒家思想文化
第一节 先秦儒家思想家与先秦儒学
一、孔子仁学的建立
二、孟子的“性善论”与“天人合一”思想
三、荀子的“礼论”与“知论”
第二节 汉唐儒家思想家与汉唐儒学
一、董仲舒的神学化儒学思想
二、韩愈与李翱的性情论
三、柳宗元与 刘禹锡的天论
第三节 宋明理学家的新儒学思想船
一、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及其特色
二、程朱的理学新说
三、陆王的心学体系
第四节 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家与儒学基调的转变
一、明末清初智识主义的兴起与儒学基调的转变
二、从李贽到戴震
第二章 儒家思想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第一节 儒家思想家与中国传统伦理
一、“圣性”与圣人人格
二、礼乐文化与伦理本位
三、儒家的道德修养论
第二节 儒家思想家与中国传统心性论
一、早期儒家的人性论
二、心性论与本体论的交涉
第三节 儒家思想家与中国教育思想
一、先秦儒家教育思想
二、汉唐时期的教育思想
三、宋明时期的教育思想
第四节 儒家思想家与中国王道政治
一、为政以德与民本主义
二、从内圣到外王
三、宋明的书院与乡约
第三章 儒家思想与中国思想文化之基
第一节 儒家思想与中国人文精神
一、中国思想文化的人文精神
二、儒家思想与中国人文精神
第二节 儒家思想与中国思想文化
一、儒家仁德文明与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
二、德性伦理、内在超越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质
三、儒家传统与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
佛教篇
第一章 中国佛教思想家与佛教的中国化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的开始
一、道安的佛学思想及其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二、慧远的佛学思想及其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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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僧肇的佛学思想及其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
四、竺道生的佛学思想及其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第二节 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上）
一、智颉的佛学思想与天台宗的形成
二、道绰、善导与净土宗的形成
三、法藏、澄观的佛学思想与华严宗的形成发展
第三节 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下）
一、玄奘、窥基与法相唯识宗的形成
二、神秀、惠能与禅宗的形成发展
三、宗喀巴与藏传佛教改革
第二章 中国佛教思想家与中国佛学
第一节 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
一、佛教心性本体论讨论的主要问题
二、中国佛教心性论范式的比较
三、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中国佛学的思维特点
一、吉藏与中道思维
二、一心三观与三谛圆融
三、相即相入与唯心回转
第三节 中国佛教道德修养论
一、天台宗的道德修养论
二、华严宗的道德修养论
三、禅宗的道德修养论
第三章 佛教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第一节 中国佛学对儒家思想的影响与渗透
一、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与宋明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
二、中国佛教思想与宋明理学的人性论
三、中国佛教心性解脱论与儒家道德修养论
第二节 中国佛教思想对道教思想的影响
一、中国佛学与道教心性论的历史形成
二、中国佛学与道教道体论
三、中国佛学与道教道性论
四、中国佛学与道教内丹学
第三节 中国佛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
一、佛教因明逻辑
二、佛教思维方式
三、佛教人生观
四、佛教生死观与命运观
五、佛教伦理观
道家道教篇
第一章 道家思想家与道家思想
第一节 先秦秦汉道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老子与道家学派的创立
二、庄子与道家思想的发展
三、稷下道家与汉初黄老之学
第二节 玄学家与魏晋玄学
一、何晏、王弼与正始之音
二、阮籍、嵇康与竹林风度
三、裴颇、郭象与元康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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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道家思想家与道家的思想品格
一、宇宙的思者与道家哲学
二、文化的清流与道家精神
第二章 道家思想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第一节 开放的胸襟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
一、文化源头活水与文化主脉的形成
二、传统文化的整合与外来文化的融通
第二节 玄远的品格与文化的哲思和精神
一、传统哲学思想的主干构成
二、传统文学艺术的精神韵质
三、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维度
第三章 道教思想家与道教文化
第一节 道教思想家与道教的形成发展3盯
一、道教的创教与早期道派
二、葛洪神仙道教与南北朝道教改革
三、隋唐道教思想家与道教的兴盛发展
四、钟吕金丹道与张伯端金丹派南宗
五、南宋金元道教与王重阳全真道
第二节 道教思想家与道教的信仰理论和实践
一、道教思想家对道教信仰理论的发展
二、道教思想家对道教宗教实践的推动
第四章 道教思想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第一节 对传统文化演进与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
一、古代文化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建构
二、生命超越观的凸显及其文化意义
第二节 对民间社会和古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影响
一、对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影响
二、自然的探求与古代的科学技术
结语：道家道教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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