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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

内容概要

本书在大量文献尤其是敦煌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北宋禅在中日早期禅宗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尤其
是作者对神秀历史地位的评价，一反传统扬慧能抑神秀的习惯。
马克瑞编著的这本《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是一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禅宗史的名著，作者旨在探
寻早期中国禅宗史的真相，重点在恢复禅宗北系（北宗）的历史原貌，及其对惠能之后中国禅宗（南
宗）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予以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禅相对的历史地位。书中的许多观点与国内
学界多有不同，如对“南顿北渐”的评判、“金刚与楞伽”性质等，甚至还提出了南宗是基于北宗发
展起来的，“没有北宗，就不可能有南宗”这样“另类”的观点。当然，这些“新见”都是建立在作
者对禅宗基本文献，包括二十世纪发现的敦煌文献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这就无疑使本书具有很高
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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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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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缩写与习惯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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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坛经》所传递的禅之信息
2.作为历史性寓言的《坛经》
3.对《坛经》心偈的传统诠释
4.本研究的内涵
5.禅的非历史性学说与禅的历史性研究
6.“北宗”与“东山法门”这两个术语的起源
7.传奇与历史的分野
8.本书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历史篇
第一章：菩提达摩、其嫡传弟子及楞伽诸师
1.菩提达摩之传奇
2.菩提达摩之生平
3.僧副
4.慧可
5.慧可之继承者
6.法冲与《楞伽经》诸师
7.《楞伽经》在早期禅中的可能运用
第二章：从中国的外省到洛阳和长安
1.菩提达摩和东山法门
2.《续高僧传》中的道信之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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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神秀在玉泉寺
12.神秀在洛阳和长安
13.神秀的迁化及其后果
14.老安及其门徒
15.玄赜与法现（显）
第三章：第七代及其以后
1.后期北宗历史的轮廓
2.降魔藏
3.景贤
4.义福
5.普寂
6.普寂的门徒
7.对普寂后期门徒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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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宗在西藏
第四章：“灯统传承”历史的发展
1.早期禅文献中的传奇与机缘对话
2.“灯统传承”文本的结构和功能
3.“灯统传承”文本的理论基础
4.传承理论的渊源
5.中国佛教早期的传承理论
6.《达摩多罗禅经》及其序言
7.与传承理论的出处相关的其他证据
8.一份早期禅文本中的传承理论之暗示
9.法如碑
10.《传法宝纪》的作者
11.《传法宝纪》的内容
12.净觉与《楞伽师资记》
13.《楞伽师资记》与《楞伽经》
14.北宗与机缘对话
15.机缘对话：马祖道一与北宗
第二部分：教义篇
第五章：最早的禅之教学
1.引言
2.《二入四行论》
3.信之讯息
4.四行的含义
5.入之理
6.“壁观”的实践
7.菩提达摩的论着与禅宗教义的后期发展
第六章：东山法门的基本教义
1.东山法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2.文本信息
3.《修心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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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心要论》中的守心与禅修
6.“守一不移”的背景
7.《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的守一不移
8.明镜之喻
9.早期禅文本中的镜像之用
10.太阳、明镜与《达摩论》
第七章：神秀与北宗宗教哲学
1.引言
2.《圆明论》
3.《五方便》
4.神秀与北宗禅法
5.北宗作品中延伸隐喻的使用
6.作为“观心释”的北宗隐喻
7.在北宗内使用观心释的可能先例
8.神秀思想的架构
9.《圆明论》的特性
10.《圆明论》中的渐修、顿悟与圆宗
11.持续修道与圆宗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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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圆明论》中的逆观与顺观
13.神秀对禅修的指导
14.《五方便》文本的构建
15.《五方便》第一门与《起信论》
16.第一方便（门）的独特性
17.《五方便》第二门
18.《五方便》中禅修实践的描述
19.北宗禅思
结论
1.《坛经》所呈心偈的原始意义
2.北宗历史的发展阶段
3.八世纪末期禅宗其他派别
4.北宗没落的制度性原因
5.北宗衰落时期教义上的分化
6.早期禅宗教义中的动静因素
7.关于北宗及禅学研究的余思
附录
参考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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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灾难，别买。
2、其实没读过，跟风打个一星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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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的笔记-第4页

        汉译：对于神会这个佛教信徒而言，佛教信仰者应该把不断向佛果企及作为自我逐渐净化的方式
，从而不断将自我朝向澄明之境推进。
原文：According to Shen-hui，the adherents of that school taught that one should approach Buddhism as a
means to progressively purify oneself, to propel oneself further and further along the path of to perfect
enlightenment.

批评：原文没有“（神会）这个佛教徒”，而是在说那个宗派（北宗）的追随者，according to也没有
“对于。。而言”的意思。原文是说，在神会看来，这个宗派（北宗）的追随者的主张是什么。“澄
明之境”（perfect enlightenment）啥的，也是熊伟的海德格尔读多了吧。分句里的译文不评了，译得
别扭。

2、《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的笔记-第19页

        苦的性格
===
哈哈哈哈哈

3、《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的笔记-第4页

        汉译：虽然心偈和轶事早有闻传，但这些却明显地在神会圆寂之后方才成书——神会现存作品没
有提及到它们——它们被设计出来首先由神会所阐明而去扩张“地盘”。
原文：Although the verses and anecdote introduced earlier were evidently written after Shen-hui’s death—his
extant writings include no mention of them—they are designed to expand on positions first articulated by him. 

批评：“introduced earlier”不是“早有闻传”，而是“（本书）前边提到的”。不能见到“expand”
就往“扩张”想，“expand on”是固定搭配，“阐释”的意思。应该译成（硬译）：“前边提到的心
偈和故事虽然明显是在神会死后才被写下来的——神会现存作品中并没有提到它们——它们意图被用
于阐释由神会初次提出来的一些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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