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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溪禅学与诗学》

前言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初在南京创办的暨南学堂。其诞生是出于华侨教育的迫切需要。　　我
国古代不乏在文化和经贸上的对外交流，汉、唐、宋三朝尤甚。相比之下，明代虽有郑和下西洋，清
康熙帝也对外来文化怀有很大的兴趣，但总的来说，这两朝多处于海禁时期。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的
坚船利炮打破了大清朝封闭的国门，自此，海禁大开。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东南亚和美洲的开拓，我
国东南沿海的穷苦人民也因迫于生计而出国谋生，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不少政治流亡者流落到
了东南亚，使得南洋群岛的华人大增。在世界风潮和国内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海外侨胞的近代教育也
为之兴起。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改变了过去私塾义学的办学模式，相继办起了一批新式学堂。
但由于地处南洋的此类学堂多缺乏师资和教材，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在华侨中普遍出现了回
国升学的愿望。　　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员前往爪哇和新加坡等地视察华侨教育，1906年，清
政府学部再度派人到南洋调查学务，年底，电咨两江总督端方关于在南京办理爪哇侨生归国读书事，
得到了端方的肯定。端方向朝廷上奏折，提出了南洋各岛和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侨民如有愿送子弟来
宁就学，“并当一律收取，以宏教泽而系侨情”。清政府批准了这一奏折，招收侨生的暨南学堂遂于
南京开始筹办。1907年3月，国内第一所华侨学校在南京鼓楼薛家巷诞生，因学生多来自南洋，故取《
尚书·禹贡》中语：“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名之为“暨南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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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溪禅学与诗学》

内容概要

《曹溪禅学与诗学》内容简介：岭南是禅宗发展兴盛的重镇，禅宗于唐代在岭南酝酿成熟后，向全国
展开，“凡天下言禅者，皆本曹溪”(刘禹锡语)。中国佛教许多宗派式微之时，发源于曹溪的南宗禅
最后流布天下，其影响溢出宗教界而波及其他领域。岭南特殊的地理文化背景对禅宗的形成与发展的
意义、岭南禅文化兴盛的现象、内在的特征及其宗教渊源与历史影响，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曹溪禅学与诗学》对此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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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岭南地理沿革及禅文化历史渊源　　第一节 岭南地理沿革及南越族特征　　岭南，亦称
岭表、岭外，指五岭（即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以南地区。唐代贞观年间全国
设十道、开元年间设十五道，其中就有岭南道。岭南道治所在广州。岭南的范围大约包括现在的广东
、海南、广西和越南北部。唐以前，岭南属扬州管辖。当然，亦有观点认为应属荆州管辖。　　清代
徐文靖所撰《禹贡会笺》卷五云：“杜佑日，自晋以下历代皆云：五岭之南至于海，并禹贡扬州之地
。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在九州封域，则以邻接壤宜属荆州，岂有舍荆而属扬？又熊氏
曰：禹尝至会稽，并越地属扬州，亦甚矣。若会稽东南郡县及粤东八闽，唐虞时声教未通，贡赋不及
此，皆秦汉后开辟，皆在海中。桂林八树在番禺东，则南粤交广，禹时已通声教者可知。《国策》吴
起为楚悼南攻扬，《史记·南越尉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张晏日：扬越，扬州之南越也
。”　　“南越”一词，始见于秦汉史籍。《史记》中称“南越”，《汉书》称“南粤”，越、粤通
。《史记·秦始皇本纪》还称过“扬越”，谓秦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说明
秦时把南越包括在“扬越”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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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暨南国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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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7月3日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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