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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金观涛、刘青峰继《兴盛与危机》、《开放中的变迁》之后，第三部关于“超稳定结构”
学说的著作。

　　本书延续前两本著作的方法理论，继续从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假说出发，讨论中国历代政治文
化的特点及其演化机制。
通过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与近代西方文明扩张这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冲击，探讨中国文化融
合消化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模式，并进而揭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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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观涛，1947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研究。
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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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讨论代替般若学的中国众多佛学流派时，学术界大多认为它们与般若学注重“无”
、“空”的形而上思辨不同，普遍具有心性论倾向。
所谓心性论，即从人内心的道德感出发来理解道德和普遍的善，它是“道德价值一元论”思想方式的
典型表现。
心性论式的追求佛性的佛教流派取代般若之学，正表明“道德价值一元论”代替“天人合一”结构，
成为左右人们接受佛教的基本模式。
与“天人合一”结构根据自身逻辑来选择性吸收并误解般若之学类似，“道德价值一元论”对基于妙
有分析的佛教经典的吸收，也表现出极为相似的情况。
颇为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佛教在重视佛性论的同时却排斥唯识论。
如前所述，唯识论是印度大乘佛教发展到第二阶段的产物，是在般若学基础上从“妙有”之说发展出
来的。
当妙有与心对应时，它可以分成两种形态：一种是从与佛的共通思想来考察心，这就是主张佛性的说
法，如如来藏说，其代表为《如来藏经》、《胜鬓经》、《涅粲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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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1卷)》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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