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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

前言

　　1984年至1991年间，我有幸担任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负责组织策划并
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究”，主持了《黄宗羲全集》、《王阳
明全集》等多种古籍的整理校点工作。本来还计划组织一套“浙学资料汇编”和一套“浙学研究丛书
”，但由于某种非学术的原因干扰了这一计划的贯彻落实，致使当时的我在离职感言中发出了“出师
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但到2000年前后，形势变化，我再次被委任为本院“国际阳
明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继而担任主任。于是，与时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董平先生共同策划、分工
合作，由他负责主持“阳明后学研究资料丛刊”的课题①，由我负责主持“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
究”的课题。后来，由我主持的课题先后得到浙江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立项成为浙江
省2001年度社科规划重大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2002年度规划课题。我们的课题组12名成员经过7年的艰
苦努力，最终完成了这套包括9部专著、1部译著、1部论文集，总计11册约300万字的“阳明学研究丛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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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

内容概要

《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以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的关系为论题，结合晚明社会思潮变迁，透过阳明学
派的历史形成及其推展演进，考察并辨析阳明士子所展开的丛林交游，探讨阳明学派及其思想与晚明
佛教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着重评述阳明士子不同类型的佛教观之内容及其影
响、晚明佛教界对于阳明良知心学的不同评析、晚明儒佛交涉的内容及其广泛的思想效应，同时专题
讨论了“阳明禅”与晚明“狂禅”之间的思想关系，最后则涉及晚明东林学派、蕺山学派等对阳明学
派儒佛交涉现象的评议及其对晚明思潮、学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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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

作者简介

陈永革，1966年10月生，浙江永康人。哲学博士，专攻中国哲学及佛教思想传统。现为浙江省会科学
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著有《晚明佛学的复兴与困境》、《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人间潮音
：太虚大师传》、《儒学名臣：刘宗周传》、《法藏评传》、《晚明佛教思想研究》、《佛行人间：
佛教社会观》、《近世中国佛教思想史论》等。校释典籍《长阿含经》、《近思录》、《欧阳德集》
等。参译《剑桥明代中国史》（下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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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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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交游  第一节　王阳明的丛林交游  第二节　浙中王门的丛林交游  第三节　江右王门的丛林交游  
第四节　泰州王门的丛林交游  第五节　南中王门的丛林交游  第六节　小结第2章  阳明学派的儒佛调
和论及其佛教观  第一节　儒佛调和与儒佛异同  第二节　佛教经典观  第三节　佛教历史观  第四节　
佛教义理观  第五节　佛教教化观  第六节　小结第3章　晚明佛门的阳明心学论  第一节　出儒人佛者
的评判  第二节　以佛解儒者的评析  第三节　宗门禅僧的评析  第四节　小结第4章　晚明佛门的儒释
互阐与良知析解  第一节　儒释之辨及其效应  第二节　儒典析解及其效应  第三节  晚明学僧的良知析
解  第四节　小结第5章　“阳明禅”与晚明狂禅论　第一节　阳明学与禅学　第二节  晚明“狂禅”诸
说　第三节  “狂禅”与祖师禅　第四节　儒佛调和与晚明的心学流变　第五节　小结结语　儒佛交
涉及其对晚明学风的影响  第一节　东林学派的判析  第二节　蕺山学派的判析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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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

章节摘录

　　晚明这一历史时段的划定，据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的看法，“大体上断自隆（庆）万（历）
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16世纪的下半期以及17世纪的上半期”①。樊树志所著《晚明史》一书，则把
晚明史明确区划于1573年至1644年间，包括万历（1573-1620）、天启（1621－1627）、崇祯
（1628-1644）三朝，凡72年。②另有学者指出，“晚明时期，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
和崇祯五朝”③。这种分期法，更把嘉靖末年纳入晚明的时段区划。　　无论上述何种划分，在晚明
的时间段中，万历一朝即长达48年，无疑是晚明时期最令人瞩目的一朝。就此而论，所谓“晚明佛教
”，主要即指明神宗万历一朝而言④，这正是通常所称的“万历佛教”。圣严法师的论文汇辑《明末
佛教研究》一书，则把其所讨论的明末佛教这一对象，扩展到了自1500年至1702年间二百余年的佛教
活动。⑤本文所指称的晚明佛教，虽以“万历佛教”为论述主体，但时间大致限定为上起隆庆元年
（1567年），下至永明王永历十八年（1661年），跨度近百年。　　晚明时期所主要经历的隆庆、万
历、崇祯三朝（1567-1644），时间虽不足九十年，但包括佛教思潮在内的社会思潮却遭逢着一个前所
未有的裂变时代。　　着眼有明一代的佛教演进大势，有学者称之为思想呆滞的历史时期，即所谓“
佛法凋零时期”（如蒋维乔等人）。从事明代佛教研究的学者们，一般将其间的佛教演进划分为三个
历史时期，即明初时期、明中期和明末时期（晚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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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

精彩短评

1、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0日捐赠
2、阳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3、能从头到尾读完我也是挺佩服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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