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判佛教”的批判》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批判佛教”的批判》

13位ISBN编号：9787010117157

10位ISBN编号：7010117152

出版时间：2013-4-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文良

页数：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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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u111.com

Page 1



《“批判佛教”的批判》

内容概要

《“批判佛教”的批判》首先从时间维度对三十年来“批判佛教”的历史演进行了概述，介绍其问题
意识的产生、演变以及有关争论的情况；其次是从“批判佛教”涉及的问题出发，对松本史朗等人的
原始佛教批判、大乘佛教批判、禅宗批判、本觉思想批判、社会批判等分别进行考察，从而厘清“批
判佛教”的整体内涵；再次是结合海内外学者对“批判佛教”的各种回应，对松本史朗等人的佛教观
进行批判性考察，在指出其理论的合理性的同时，对其理论上的缺失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以期学人对
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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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良，哲学硕士、文学博士。1987年、199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2000年获东京
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佛教与宗教
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曾汪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研究员、日本创价大学国际高等佛教研究所客座研究
员。兼任日本印度学佛教学学会评议员等。长期学习并致力于佛学研究，主要究领域为华严学、禅宗
、日本佛教等。著有《中国禅宗宗派源流》（合著）、《澄观华严思想研究》（日文）等，发表学术
论文五十余篇，承担并完成日本学术振兴会项目“天台宗与华严宗的比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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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批判佛教”的缘起
第一节“批判佛教”出现的社会思想背景
一、日本主义与日本佛教
二、“场所哲学”与“批判哲学”
三、“宗学”与“佛教学”
第二节“批判佛教”思潮的经纬
一、“批判佛教”的源流
二、“批判佛教”论争中的几个问题
第二章原始佛教与根本佛教
第一节“缘起说”批判
一、佛教的根本教义是什么
二、松本史朗的缘起观
三、松本史朗的“缘起说”与原始佛教研究方法论
第二节佛教解脱观的批判
一、原始佛教的解脱思想
二、松本史朗对解脱思想的批判
三、佛教的解脱思想与“我”论
第三节涅槃思想批判
一、“涅槃”的原始意义
Z—、松本史朗对“涅槃”的理解
三、松本的“涅槃”解释能否成立
第四节关于原始佛教的经典
一、散文经典与韵文经典
二、《经集》是佛教经典还是耆那教经典
第三章如来藏不是佛教吗
第一节《胜鬘经》的一乘思想与如来藏思想
一、一乘思想与《胜矍经》一乘思想构造
二、“基体说”的假说
三、《胜矍经》与如来藏思想
四、如来藏不是佛教吗
第二节《般若经》批判——空思想与如来藏思想
一、从“空”到“有”——《般若经》的嬗变轨迹
二、《八千颂般若经》与《道行般若经》
三、如何看待《般若经》中的如来藏思想
第三节《维摩诘所说经》批判
一、《维摩诘所说经》为什么成为批判的对象
二、《维摩诘所说经》的思想构图
三、《维摩诘所说经》的“无住”与南宗禅
四、什么是真正的学问——祷谷意昭与高崎直道的争论
第四节《大乘起信论》批判
一、关于《大乘起信论》中的“信”
二、关于《大乘起信论》中的“真如”
第四章禅宗与如来藏思想
第一节为什么说禅思想不是佛教
一、禅与“想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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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禅与“无分别知”
第二节禅意味着“思维停止”吗
一、神会的“不作意”与“思维停止”
二、莲华戒与摩诃衍争论的实质
三、松本史朗与伊吹敦的争论
四、“桑耶宗论”的思想史意义
第三节临济禅师的“无位真人”的意义
一、临济禅师的“无位真人”的公案
二、关于“赤肉团”的含义
三、关于“面门”的含义
四、“无位真人”与“性用论”
五、“以心传心”与密教的“以心作心”
六、“心地法门”与密教的“心地”
七、“此人”是谁——与入矢羲高的分歧
第四节是印度禅还是中国禅——禅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第五章本觉思想与日本佛教
第一节本觉思想的源流
一、中国佛教中的“本觉”
二、日本佛教中的本觉思想
第二节祷谷意昭的本觉思想批判
一、“本觉思想”的定义
二、关于道元的“本觉思想”批判
三、日本佛教的“正统”与“异端”
第三节本觉思想批判的批判
一、“本觉思想”的定义能否共有
二、道元的“本觉思想”批判
三、法然能成为佛教的“正统”吗
第四节袴谷研究方法论批判
一、什么是真正的“批判”
二、是“批判佛教”还是新的宗学
三、什么是真正的佛教学术
第六章批判的佛教与佛教的批判
第一节日本佛教与社会歧视问题
一、町田宗夫的发言事件与曹洞宗的对应
二、本觉思想与社会歧视问题
三、佛教的平等理念与现实的不平等
四、津田真一与松本史朗的争论
五、佛教中的“平等”、“差别”与社会的“平等”、“差别”
第二节“日本主义”批判
一、“日本主义”与梅原猛的“日本学”
二、“批判佛教”对“日本主义”批判
第三节“批判佛教”的战争批判
一、战后日本佛教界对战争的反省和批判
二、“和”的反佛教性与佛教的反战性
三、“武士道”、“心”与战争
四、天皇制与无责任体制
五、“个体”的自觉与“他者”的确立
第七章佛教再构筑的理论尝试
第一节争论的由来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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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如何理解佛教中的“缘起”
一、“无明”与“十二支缘起”
二、“界”与“缘起”
第三节“主知主义”与“禅定主义”
一、“无明”的概念规定
二、佛陀的“觉悟”与“无明”
三、“行”的内涵
第四节两种佛教史观的对立
一、松本史朗的佛教史观——从“无我”到“我论”
二、津田真一的佛教史观——从《般若经》到《华严经》
第五节佛教可以是一种神学吗
一、松本史朗的“绝对他者”
二、津田真一的“神的佛教学”
附录断裂与延续——吕徵对中国佛教的批判与“批判佛教”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Page 6



《“批判佛教”的批判》

精彩短评

1、导师的书，读完还是有很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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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批判佛教”的批判》的笔记-第1页

        梵文本中《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乃至十念”出现在十九愿中，应译为“十发心”

界：巴利语相应部第十二“因缘相应”第二十经一节：“以生为缘而有老死，诸如来若出世，若不出
世，此界常住，作为法而住，作为法而决定。缘界”

法然在《选择本愿念佛集》中，认为称名念佛不单是修行法门的一种，而且是弥陀佛所选择、释迦佛
与诸佛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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