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心流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佛心流泉》

13位ISBN编号：9787801709561

10位ISBN编号：780170956X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林安梧

页数：2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佛心流泉》

内容概要

佛法有多大，心量就有多大。
林安悟大师归宗于佛，但与诸多其他宗教往来相善。
佛心是佛心，但若执着这佛心，那已不是佛心了！这便是执着而来的遮蔽。话语指向对象，去除话语
，回到存在本源！如如自在！真空妙有！话语背后，是怎样一个鲜活的世界。《佛心流泉》给我们呈
现了生活之本，从真实存在的本源，开启佛心，来感悟当下的生活世界，体认人生社会的种种，来印
证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作者从儒、道、佛的视野观照社会和世界，谈生活、谈工作、谈亲情、谈道德?谈文化、谈政治，
谈教育，深刻的揭示了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仍然深刻而活跃的存在着。文笔清晰流畅
，读来如炎热夏日喝清凉的泉水，甘甜爽口，意味深长。文字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让人感受到纯
正深厚的中国文化的魅力，也同样能领悟到一种元气淋漓的天地精神，以天地之精华，滋养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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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昕博士。现任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暨所长、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暨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南华大学哲学所创所所长
、玄奘大学中文系暨宗教系教授　　兼通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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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佛心流泉》，是在生活世界中开启的，是在文化总体中诞生的，有批判、有治疗，更重要的是
有温暖、有热院。　　佛心流泉，启请佛心，妙生流泉，“佛心，非佛心，是之谓佛心”；“流泉，
非流泉，是之谓流泉”。　　——星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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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看标题还以为是将佛教的书，仔细看来原来是将儒学、和传统文化的，书中讲述了很多人生
的智慧和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当然，喜欢各种书籍的人都有，人们的阅读口味不一样，喜欢研究国学
、社会学的的同志不妨一看，我觉得会对您们有所帮助。
2、　　佛心是佛心，但若执着这佛心，那已不是佛心了！这便是执着而来的遮蔽。话语指向对象，
去除话语，回到存在本源！如如自在！真空妙有！话语背后，是怎样一个鲜活的世界。《佛心流泉》
给我们呈现了生活之本，从真实存在的本源，开启佛心，来感悟当下的生活世界，体认人生社会的种
种，来印证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3、　　短暂的一生，决定着自己未来生命的含义，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念一想，事关我
们未来的大局，我们的一分一秒、一昼一夜在公正地记录着我们的功德和罪孽，何去何从，完全由我
们自己选择决定。能否将我们的生命延伸到千年界、万年界、极乐界，取决于我们的一生如何度过；
能否避免生命下到家畜界、阴间、火炼层，也完全依据我们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我们短暂的一生，价
值极大，既是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宝给我们，若肉体死后我们的生命不能去高层生命空间，而是下到家
畜界，那么，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地球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假如我们在地球上一无所有，肉体死亡后生命
若能去千年界享受一千年的幸福，甚至能去极乐界享受永恒的生命，又有什么不值得呢？
　　
4、别人打分这么高，我为啥就只觉得还成呢
5、这位作者，当真对“！”情有独钟
6、读书懂人生哲理
7、慢慢研读中⋯⋯
8、　　《佛心流泉》
　　作者作者林安梧乃台湾国学学者，来自宝岛，平时接触台湾的东西并不多，这个好看到了这本书
，他的作品尤其自身独特的风格，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的，不知道各位书友感觉如何呢？
　　书名叫《佛心流泉》其实主要内容还是将儒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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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标题还以为是将佛教的书，仔细看来原来是将儒学、和传统文化的，书中讲述了很多人生的智
慧和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当然，喜欢各种书籍的人都有，人们的阅读口味不一样，喜欢研究国学、社
会学的的同志不妨一看，我觉得会对您们有所帮助。
2、本书作者从儒、道、佛的视野关照社会和世界、谈生活、谈工作、谈亲情、谈道德、谈文化、谈
政治、谈教育，深刻的揭示了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仍然深刻而活跃的存在着。作者文
笔清新流畅，读来如炎炎夏日喝清凉的泉水，甘甜爽口，意味深长；文字出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让
人感到纯正深厚的中国文化魅力，也同样能领悟到一种元气淋漓的天地精神。
3、短暂的一生，决定着自己未来生命的含义，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念一想，事关我们未
来的大局，我们的一分一秒、一昼一夜在公正地记录着我们的功德和罪孽，何去何从，完全由我们自
己选择决定。能否将我们的生命延伸到千年界、万年界、极乐界，取决于我们的一生如何度过；能否
避免生命下到家畜界、阴间、火炼层，也完全依据我们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我们短暂的一生，价值极
大，既是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宝给我们，若肉体死后我们的生命不能去高层生命空间，而是下到家畜界
，那么，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地球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假如我们在地球上一无所有，肉体死亡后生命若能
去千年界享受一千年的幸福，甚至能去极乐界享受永恒的生命，又有什么不值得呢？
4、《佛心流泉》作者作者林安梧乃台湾国学学者，来自宝岛，平时接触台湾的东西并不多，这个好
看到了这本书，他的作品尤其自身独特的风格，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的，不知道各位书友感觉如何呢
？书名叫《佛心流泉》其实主要内容还是将儒学的。
5、佛心是佛心，但若执着这佛心，那已不是佛心了！这便是执着而来的遮蔽。话语指向对象，去除
话语，回到存在本源！如如自在！真空妙有！话语背后，是怎样一个鲜活的世界。《佛心流泉》给我
们呈现了生活之本，从真实存在的本源，开启佛心，来感悟当下的生活世界，体认人生社会的种种，
来印证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6、昨天，在中心书城结束了后院读书会的交流之后，我就到了旁边的深圳图书馆，正在书架旁找书
的时候，听到广播说，五楼讲厅有台湾来的林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什么和社会实践，林先生研究儒学
。虽没听清题目，但是记住了两个关键词：台湾、儒学，看看时间，觉得可以一听，于是赶往五楼。
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找了位置坐下来。听主持人的介绍，是《公民儒学和社会实践》，这个题目很
不错。我之前没有听过林安梧先生的名字，他和我见到的台湾朋友们很象，一派儒雅。穿唐装，戴一
顶贝雷帽，中西合璧的打扮。讲座时间一个多小时，因为考虑到要闭馆，我还要借书，所以没有参与
互动就离开了。时间虽短，但已经给了我足够的线索。在书架上找到了林先生的《佛心流泉》，并一
本佛祖的画传，走出图书馆，仰望夜空，心中非常充实纯净。路途中，在车上，偶然一望，看到一轮
金黄的月亮，还只是半圆多些，但是那样美，在夜空里。书在今天读完了，泛读，因为是散文集的形
式，只选了我感兴趣的文章看，其他的就一掠而过了。书正和昨晚的讲座对应，之所以插单来看这本
书，既是因为昨晚的讲座，也是因为，昨晚讲座中给的线索，正好解释了我一些疑问。我自己，对儒
释道都是喜欢的，近来的阅读，是以佛经为主，虽然我自己深受教益，但对于儒释道发展的未来，仍
然觉得迷惘。于丹讲说论语、《弟子规》背诵这样的事情，不能说没有积极的一面，但是，总觉得是
有问题的，而对这个问题的存在，还没有想透彻，经由讲座和书，明白到，儒学不是没有前景，是需
要落实到日常生活，所以林先生说公民儒学替代君子儒学，因为时代环境变了，一味恢复，也并不对
，这和刻舟求剑其实非常类似，随着时代的变革，应当发展出相应的新儒学、新佛学，应该站在新的
角度去理解儒释道的含义，使之更具生命力，而不是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老雕虫。今年是辛亥百年纪念
，林先生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是，“告别了专制，进入了民主宪政”，当然，他说的是台湾。在听
林先生讲解的时候，偶而会掠过荒谬感。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在时间里，很多东西都改变了面目，
对台湾、对大陆的印象，在不知不觉间，竟然颠倒了。林先生认为，在公民儒学的社会里，法之前是
规范，规范之前是礼，礼前是仁，仁前是义，道为根源，德为本性。从这句话，正想到了佛山受车轧
的小女孩，经过的行人，如果心中有德，何至于视而不见？仁，说着易，做着难，所以有“满口的仁
义道德，肚子里却是男盗女娼”这样的说法。儒学最重要的是“仁”，君子儒学强调内在自我的完善
。公民儒学，我理解是公民意识为表，儒学为底。林先生讲了一些小故事，都是“多管闲事”，督促
相关部门和个人做出改变，从小处推动社会进步。以公民的身份，有礼貌地发表意见。管小事，免生
大事。林先生特别强调，忍受不合理的错失，忍受不合理的待遇，而不去追问、就此了事，这在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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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称为恶。不要说没有用，社会的变革需要这样点滴的推动。林先生解释和谐社会：和而不同，才叫
大同。我记得在台北时，陈老师也对我说过类似的事例，每 一个人和社会是相关的，社会上的事，并
不是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就可以不管，而是需要尽一份力量，尤其是做为一个知识份子。两相映照，
我觉得，这可能是台湾教育的力量吧。关于教育，因为林先生就在大学任教，所以也谈了很多。他觉
得“仁”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关怀，从家庭亲情、从父母而起。仁者，事亲是也，义也，敬长是
也。台湾教师会注意学生的基本修养，道德仁义礼才能守得住，成为守法的公民。而家庭是一个小型
的公民意识加人伦意识的社会，以人伦为重。《弟子经》和《孝经》、《二十四孝》有些不错，但有
些也是需要调整的。因为这些书藉产生的儒学基础，是帝皇专制、父权高压下的儒学，不是生活性的
儒学，以顺服的伦理当作真正的伦理。而儒家是服从道理的。了解了儒学的历史，也就会明白，本身
儒学就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在民主宪政时代，不能按照过去的标准进行。这些话真是深得我心。因为
我本人对《弟子规》的相当部分也是抗拒的，很多内容，其实已经失去了可行性。林先生认为，儒学
在大陆，看似遍地大热，但是儒学是要生根的，生根就不能离开生活的世界。脾气好和道德高是两回
事。温良恭俭让，并非不守原则。孔子周游列国，凭的是理念。当然，物质条件还是重要的，这是基
本，但是单只物质条件还不够，公民意识很重要。林先生提到从广州到深圳，广深动车无人排队，因
为很快就可以上车。用大陆的套话来说，是物质文明发展，促进精神文明发展。只是，我们知道，事
实上不是这样，物质的发达，伴之而来的是精神方面的高度糜烂和空虚。新儒释道，未必是全面的解
决方法，但是仁义礼智信，这些古老风雅的准则，如果在新时代，有新的生命力，并渗透进生活中，
也许，的确会有作用。因缘巧合地听了这个讲座，看了这本书，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我自己，既然相
信，就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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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佛心流泉》的笔记-第54页

        佛心是放下
佛心是宽容
佛心是智慧
佛心是无欲
佛心是智慧

2、《佛心流泉》的笔记-第28页

        人类一直在在探索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真理

3、《佛心流泉》的笔记-第1页

        封面很白，很干净，上面有一条一条的细纹，拿在手上很舒服

4、《佛心流泉》的笔记-第2页

        读书让人净化心灵

5、《佛心流泉》的笔记-第1页

        这本书的内容好吗？很像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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