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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论》

内容概要

《解脱论》主要内容：“当下”使我们直接饮用生命的泉水，解除长久以来压在我们身上的生命负担
，使自由的生命得以自在宣泄。当我们的“顶门眼”打开，无限的天空即行呈现。这时我们明白了生
命的本来以及不可一世的东西原来是无比纯粹地呈现。有个学僧问禅师：“如何是本来心？”禅师说
：“坐却毗卢顶，出没太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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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论》

作者简介

　　韩凤鸣　男，安徽潜山人。受过完整的科班教育，2003年获得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7年进
入复旦大学博士后工作站，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哲学、宗教。现为河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教授
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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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论》

书籍目录

序言引子：自在方法和自在的生存第一篇 解脱主体的“清净”性考察第一章 本来无一物的“清净”
体第一节 本体论和本体的内容一、本体论的习惯：生存本体之“是”二、生存本体论：从独断本体到
呈现的本体三、本体的追问和本体的基本内容第二节 本体的建立及其内涵一、消解和空性的实现二、
空性身的性相三、心体的建立及其内涵第二章 关于清净“体”的描述或呈现第一节 本体转为相似的
解释一、真谛与俗谛都是直指二、直说与巧说皆为见性三、认识本体的方便道路第二节 语言的功过和
心灵的实相一、语言功绩不可没二、清除语言的胶着三、心灵的原真和圆融的当下第三节 默证和当下
心一、默证的辩证二、当下的现实性和当前性三、当下的超越性和永恒性第二篇 回归清净的历程第三
章 对禅修的新规定第一节 对禅修实践的新观察一、什么是正见和正法二、经教和师法的作用三、拂
尘磨镜的艰辛路第二节 对禅修前提的再讨论一、禅修的先导和入处二、不执定的修行形式三、关于苦
行和精进第四章 禅修的新法门第一节 方便法门知多少一、诸宗的家法二、看话和念佛第二节 看话禅
一、参话的正法二、疑情破生死三、磨砺和禅关第五章 禅悟和解脱境界第一节 陪的过程分析一、悟
的途径和感受二、悟的浅深和勘验三、关于悟的顿和渐第二节 悟的实质分析一、自心解脱与自力慧解
二、明心见性三、本来面目第三节 悟后境界分析一、悟的人类境界革新二、非言说的悟境描绘第三篇
无修之修和解脱者的生存第六章 无修之修和清净功夫第一节 戒定慧的清净本质一、无相戒是清净心
戒二、定慧等是清净心行三、清净的定慧双修第二节 本来清净和无修之修一、无念无心的功夫进路二
、无修的最上乘法第三节 从无修之修到平常道一、无修之修的日常性三、平常生活和平常心第七章 
平常之道和解脱者的实际第一节 心灵的解脱和丛林的生活实际一、贫穷的禅和安乐的禅二、丛林之家
与解脱的家三、入世解脱和现世解脱第二节 解脱者的不思议自在一、生死自在二、神通自在三、因果
自在第三节 自觉、觉他、圆满的解脱之境一、出入自在二、利己与普度三、禅宗的普度第八章 自然
的法则与自在心灵的会归第一节 虚拟的时空和当下的清净一、空间的消弥二、时间的泯灭三、不在时
空中的禅第二节 自由的生命和理性的生活一、自然的生命和自由的生命二、禅宗的自然及其清净归宿
三、理性的力量和当下的慈悲第三节 清净的信仰和平常的慈悲一、生活的愿望和俱生的烦恼二、生存
的慧解和心灵的上帝三、清净的信仰和平常的慈悲结语：《解脱论》的忏悔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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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论》

章节摘录

　　第一篇　解脱主体的“清净”性考察　　第一章　本来无一物的“清净”体　　第一节　本体论
和本体的内容　　人心“本来”是什么样子，是不清楚的；万物“本来”是什么样子，也是不清楚的
；人生本来是解脱的还是烦恼纠缠的，也是不清楚的。一些人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就生出种种意见，因
为不清楚而有种种意见，带来了人生的种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澄清“本体”问题。我们现在来到
“本体”面前，看看它是怎样形成的，看看最初的本体形象。我们将会发现最初的“本体”只是漫漫
生命积攒下来的出发点，“本体论”是人类烦恼之“思”的结果，本体的来源和归宿都是世俗生活给
予的。面对这样的本体，消解和放弃也要连同日常生活一起来考虑，要来到实际生活本身。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一样依傍着生存带来的不明的“思”，看习惯性的思引导我们走上什么样的路，然后我们
可以返身看清“思”。这样经历过一番之后，也许我们会“幻醒”，看到真正的本体。　　一、本体
论的习惯：生存本体之“是”　　人类具有反思能力之后就在追寻生存背后的“根本”，人们认为一
切事物背后都有个根本之物，决定着事物的起源、性质和过程，本体论是与思维一起出现。本体思维
隐含在一切文化传统中，这种思维传统是作为文明的基础摆放着的、人们理解过的资料，但在本体的
追问看来，却仍是新鲜活泼的、富有一切生机和无量前途的存在，这是我们的父母之邦。在传统的日
常中，在不免于世俗和独断的文化里，我们这些故乡的异乡者很难有纯洁的眼睛，我们很难看到纯洁
之物，也很难让生存真相自己跑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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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论》

编辑推荐

　　《解脱论》佛教的根本宗旨在于帮助人实现解脱，解脱是佛教全部理论和实践的最终指归。禅宗
也不例外。正因为禅宗所说的修心和心的解脱概括了其全部的理论、方法和目标，因而禅宗也称“心
宗”，传禅也称“传心”，解脱的境界就是新的开悟。而研究禅宗解脱论，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
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解脱论》作者具有较好的哲学素养和对人生的体悟，因而在对禅宗解脱论展
开全面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还是在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上，以及在对禅宗解脱论主
要特点的概括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独到之处，言不易言，说不可说，论他人所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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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论》

精彩短评

1、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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