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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心理学研究论纲
!

...兼论西方心理学的困境及其可能出路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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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西方心理学是以机械论"即人的心灵是一架机器为哲学基础建立的#这种机械

论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心理学界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认为

西方心理学自身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西方心理学的问题是其发展理念导致的"

因此必须进行理念的重新定位和发展框架的结构性调整"以生命心理学取而代之#生命

心理学的核心理念是人的心灵不是一架机器而是有生命的"并以生命论为哲学基础"以期

建构全部心理学"即全人的和全人类的心理学#

关键词!生命心理学%西方心理学%佛教心理学%禅宗心理学%中国古代心理学

一$西方心理学的困境及其可能的出路

西方心理学自创立以来"独步天下"舍我其谁"似乎没有它解决不了的心理问题#然

而表面的喧闹和浮华终究掩盖不了落到实处的悲凉和无奈#在临床上"面对人类无数而

又复杂的心理疾患和人格障碍"各式各样的西方心理疗法几乎束手无策"至多是心理安慰

和症状的缓解!

#西方心理疗法是否和能否彻底根治哪怕是最轻的一种心理障碍"甚至

是否和能否彻底根治哪怕是患最轻的一种心理障碍的最轻的一个患者"都是值得怀疑的#

西方心理学是从实验室里发展出来的"本质上是一种实验室心理学"但是人生活在生活中

而不是实验室里"人的生活既不能被重复"更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被重复"因而西方心理学

面对人类无限社会生活中无限的心灵问题"不仅仅是无能为力"更是压根就熟视无睹和漠

不关心#

就学科发展而言"西方心理学的第一个流派结构主义随着铁钦拿的去世而坍塌了"在

德国对它的反叛形成了格式塔心理学"结构主义移植到美国变成了机能主义%机能主义的

进一步发展则是行为主义"行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认知心理学#这是西方心理学发

展的主线#起于临床的精神分析"发展成新精神分析"一直难于被主流心理学所接受%人

本主义者反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同时吸收格式塔心理学"形成人本主义心理学"这是

西方心理学发展的整体框架#西方心理学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也没有产生自己的

牛顿"至今仍处于所谓的&前范式'阶段"

#学科内部分化成众多甚至无数几乎互不相关

的分支"整个心理学呈现出琐碎化和细碎化趋势"给人分崩离析的感觉#

西方心理学是由西方文明的文明预设和形而上学原理推演出来的关于人的心灵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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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诠释系统"因而其困境是文明预设和形而上学原理在心理学上的表现"不仅仅是心理学本身的问题"

更是心理学的理念和整体认知结构问题#西方心理学&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笃信客观普适性真

理$坚持以方法为中心$采取价值中立立场$固守人为机器的模型'所导致的&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

定论和量化研究'

!是其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困境不可能靠修修补补的方式"即所谓后现代心理学思

想的&整体论对原子论$建构论对还原论$去客观化对客观论$或然论对决定论$质化研究对量化研

究'

"#来解决#任何文明都是有阻抗和盲点的"文明的盲点是由其文明特质决定的"因而是文明本身无

法意识到"也是无法克服和超越的#西方心理学为了应对自身的危机左冲右突"虽然演变出了认知心理

学$积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等流派"但始终无法跳出其固有的藩篱和局限性$

#西方

心理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因此西方心理学只能进行理念和整体认知

结构的转变"即重构和创造"而且这种理念和认知结构的转变只能借助于另一种文明的心理学才能实现#

西方心理学虽然在学科建设即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方面领先于中国传统文明和印度文明

*含佛教文明+"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明对人类心灵和意识的研究领先于中国传统文明和印度文明"并

不意味着西方心理学就是标准和真理"甚至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心理学和印度心理学尤其是佛教心理

学不是科学#每一种文明即使没有独立的心理学学科"也必有系统的心理学思想%每一种文明的心理学

或心理学思想既有其优点"也必有其缺点#不同文明的心理学或心理学思想由于起源于特定的文明预

设和形而上学原理"在理念和认知结构上是相互内在冲突的"因而不同文明的心理学或心理学思想不可

能无原则地合而为一#因此要破解西方心理学和人类心理学面临的困境"构建全人的和全人类的心理

学"只能是以现存所有心理学或心理学思想为基础"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也就是学习$批判$超越和重

建"一言以蔽之"曰创造#西方心理学不可能被否定"也不可以被跨越"但可以被超越"也应该被超越"这

是之所以提出生命心理学的理由#

二$生命心理学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研究路径

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是一个时代主导性思潮#它无形中引导着甚至规定着人们该做

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代精神是由文明特质及其发展过程决定的"也就是说"

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时代精神"同一文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精神#美国政治学家

亨廷顿说"现在是文明冲突的时代"杜维明先生则认为现在是文明对话的时代"两种观点其实各执一端"

亨廷顿站在政治的立场强调的是文明的冲突而忽视了冲突的目的"杜维明先生站在文化的立场强调文

明的对话而忽视了文明内在的差异性所导致的不可调和性#应该说现在是人类一体化背景下的文明冲

突的时代#这个时代精神有两个要素"一是文明的冲突"二是人类的一体化#如果说冲突是手段和过

程"一体化则是目的和结果#没有文明的冲突"就不可能有人类的一体化"因为人类不可能无原则地一

体化%反之"只有经过文明冲突的血与火的洗礼"人类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应该指出的是"人类的一体

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既有冲突也必有对话*正因为有冲突才会有对话"其实冲突

也是一种对话+"但是就今天而言"冲突往往是主导性的局面#

人类一体化背景下的文明冲突这一时代精神"决定了当今中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现代化"其核心是解决成圣和成人的内在冲突#如果一个人成为圣人"他是人还是神%如果是神"则位

于神格"如果是人"则位于人格#如果一个圣人位于神格"他就在格位上高于人"他就拥有真理的诠释

权"必然导致人治和腐败%如果一个圣人位于人格"终极信仰又将投射到哪里/ 社会秩序又以什么为基

点来确立呢/ 解决这个内在冲突涉及到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一是中西文化的地位"即中西文化能否真

正平等地交流和对话"这不但取决于中西文化的现实地位"更取决于对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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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不但在现实实力"而且尤其是在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资格和西方文

明平等地对话和交流"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只能是西方文化的附庸%二是中西文化的特质"西方文化既

已完成现代化"其完成现代化的特质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内在的文化因子来完成其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又将如何完成现代化/ 三是中西文化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人类一体化的过程

中"中西两种文化本体将如何相处/

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几千年未遇的文化震荡中"对待传统文化出现了判教!

$卫道和比较三种态

度"而这三种态度恰恰是人们在文化冲突中进行文化思考的基点#所谓判教"是以一种文化为标准和真

理来衡量另一种文化的优劣"凡是以这种&标准和真理'能够解释的"就认为是合理的"否则就被否定或

淘汰#文化固然欢迎批判但不欢迎批判主义#所谓卫道"是顽固地恪守某种文化的原则为神圣的真理"

抱残守缺#文化固然需要保守但不需要保守主义#判教和卫道貌似对立实则都是站在自我的立场对他

者的评判"但是&他者'的立场其实是不可能的"他者无非是自我的镜像#只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既站

在自我和他者的立场"又超越自我和他者的立场"也就是比较的立场"才能实现自我和他者视域的融合#

三$生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

心理学的定义!西方心理学不同流派对心理学有不同的理解"但现在西方心理学界普遍地把心理学

定义为心理过程和行为的科学"而生命心理学认为心理学是人的心灵的科学#这个定义强调了两点"其

一"它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但不排斥对动物的研究%其二"它不但研究心理过程及其行为"更研究灵#

至于人是否有灵"灵的性质和内容是什么"能否以经验的方式研究灵"正是生命心理学要回答的问题#

心理学的目的!西方心理学不同的流派对于心理学的目的有不同的答案#结构主义是意识的分析"

功能主义是心理的功能"行为主义是行为的控制和预测"精神分析是精神疾病的治疗"而人本主义是自

我实现#生命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目的是心灵健康"也就是解决人生活中各种心理困惑和问题"把人的

心和灵的潜能完完全全地拓展发挥出来#

心理学的悖论!西方心理学的悖论是心身关系"

"而生命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悖论是生活和心灵健

康之间的关系#人必须生活"但只要生活就必然导致对心灵的污染"反过来心灵的污染又必然损坏人的

生活#既要生活"又要保持心灵的纯洁"正是每个生命必须面对的难题#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心灵内省就是心灵的自我观察#西方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灵是一架机器"因而心

灵不可能自我观察"更不可能客观地自我观察#生命心理学认为"人的心不但能够自我观察"而且能够

客观地自我观察#心灵内省虽然不能直接实证"但可以间接实证"因为心灵的改变必然会有行为的相应

变化#心灵内省是生命心理学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且生命心理学认为"心灵内省是心理学最基本和最根

本的研究方法#但是心灵内省并不是心理学唯一的研究方法"西方心理学所发展和应用的一切研究方

法"都会为生命心理学所接受"只不过生命心理学认为"就人的心灵研究而言"心灵内省最直接最根本"

其他一切方法"只有在心灵内省这一方法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和价值#

心理学的研究内容!西方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始于人的意识"最后落脚于人的行为和心理过程#生命

心理学不仅仅研究人的行为和心理"也研究而且主要研究人的灵魂#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灵魂被屏蔽的

原因"一是将灵归于纯粹的宗教问题"二是认为经验方法不可能认识灵#

心理学的实验和实验室!生命心理学认为"人的生命不可能重复"更不可能在实验室里重复#生活

就是天然的实验室"研究人的心灵只能在大跨度的时空即生活中完成#但这不排斥对具体问题的实验

室研究"实验室研究只是生活研究的一个部分"但不是生活研究的全部"也不是生活研究的标准#生活

实践虽然不能在实验室里重复"但可以在实验室里检验#生命心理学当然坚持科学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但同时并不排斥和排除人文心理学的发展路径#在生命心理学的框架内"科学心理学和人文心理学是

,

&O

,

!

"

吴根友!(判教与比较...关于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理论探索)"载(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三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

年"第
!&

&

#(

页#

HFGF

黧黑!(心理学史)"第
!"!

页#



师
!

领!生命心理学研究论纲

合一的#一言以蔽之"生命心理学是实验的"但不是实验主义的#

心理学的诠释系统!西方心理学是行为.心理诠释系统"也就是根据人的行为来推测人的心理#生

命心理学是心灵.行为群诠释系统"也就是根据人的心灵来解释人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作为一个整

体来表现的#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心灵.行为群诠释系统强调的是心灵和行为之间自变量和因变量的

关系"并不排除实际生活中以行为来推测心灵#

生命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生命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是能量$生命和健康#能量是本体和本源"生命是

能量功能.形态的存在和体现"健康是生命的目的#健康是人在生理上保持平衡"心灵上达到宁静"并

与社会保持和谐"与自然保持合一的完整良好的生活状态"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任何一个作为人的个体

和无限度的拓展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潜能"而不仅仅是免于身体的疾患和残弱"也不仅仅是免于物质

的匮乏和缺失#

生命心理学原理!*

!

+生命原理!人的心灵是有生命的"人是身$心和灵的格式塔"其核心是灵%*

#

+生

活原理!人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知识或能力"更是整个人身心的体验和变化"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生活中的

一切可能的问题%*

)

+自我实现原理!人不但追求社会自我实现"也追求身体和心智自我实现"更追求灵

的自我实现"并由此探寻生命的真谛和意义#

四$生命心理学的学科群及其与其他心理学的关系

生命心理学并不是西方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心理学的未来或未来的心理学%生命心理学不仅涉

及心理学的一个或几个学科"更涉及心理学的所有学科和所有问题%生命心理学不仅是知识"也是一种

视角"一种观点"一种哲学#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一切分支学科"都可以站在生命心理学的视角和高度重

新审视"而且可以审视出完全不同的意蕴和更加丰富的意义#生命心理学来自于以往所有的心理学"但

又超越了所有的心理学#它和以往所有的心理学"尤其是西方心理学"是批判$继承和超越的关系#西

方心理学最大的优点是客观性"最大的贡献是心理学因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历史舞台"但其问题

和悖论恰恰在这里!一个机械的心灵能对自己进行客观的研究吗/7 生命心理学继承了西方心理学的客

观性"借助佛教心理学和中国古代心理学抛弃了它的机械论"从而将心理学义无反顾地向前推进#从心

理学的精神和使命而言"生命心理学无愧于西方心理学的真正传人#在所有的分支学科中"人的心灵究

竟是什么"心灵有什么样的特质"它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始终是西方心理学回避或研究不足的学科"现重

点介绍如下#

人的心灵!人类意识是宇宙最复杂最不可捉摸的现象"西方心理学除了弗洛伊德的意识结构外"基

本上没有什么建树性的理论"生命心理学提出了自己的心灵结构模型*略+"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心灵发生

机制和作用机理#从纵的方面讲"阿赖耶识.末那识.感知觉.学习记忆.思维语言.情感.直觉%从

横的方面讲"认知活动.心理活动.意识活动.社会活动#整体上来理解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阿赖耶

识和末那识"相当于西方心理学的潜意识%二是感知觉$学习记忆和思维语言"相当于西方心理学的心

理%三是情感和直觉#生命心理学的意识观不同于西方心理学意识观之处"一是认为人有灵"并把灵理

解为阿赖耶识#西方文明只能对灵进行存在或不存在的形而上学思考"西方心理学对灵不但保持沉默"

而且唯恐避之不及#似乎只有宗教心理学勇敢地直面了人的灵魂"但也只是涉及到灵性*

/

D

6+6813?68

9

+

而非灵!

%二是认为禅定活动是人类意识正常的活动"将禅定活动纳入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禅定既非超

自然的神通"也非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心灵潜能%三是意识是一个整体"思维是而且

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从原则上讲"它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任何优势#

心灵特质!如果肯定阿赖耶识为人的灵"并且认为可以经验的方式即以心观心的方式认识灵"那么

下一个问题就是灵的本质是什么"它具有什么特质#生命心理学认为"人的意识和心灵是人的大脑和神

经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状态"其本质是能量的存在和表现#这种存在和表现与作为物质的存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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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西方心灵哲学提出了意识的感受性$意向性和表征性%美国心理学家和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把意识特质概括为自我性$连续性$变化性$选择性$目的性和累积性%格式塔心理

学内含着整体性和恒定性%进化心理学意味着差异性和适应性%行为主义心理学指出了反应性$黑箱性$

自发性和可塑性%变态心理学研究变异性%认知心理学表明认知性%宗教心理学内含着投射性%中国古代

心理学尤其是中医心理学指出了生命性$心身合一性和功能性%佛教心理学指出了攀缘性$弹性$超越

性$观照性$反观性$圆满性$转世性和投胎性#对人的心灵和意识这样一个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现象的

特质"不同的文明"同一文明中不同的学科"甚至同一学科中不同的流派都有不同的理解"这很正常#生

命心理学希望站在现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纵贯宗教$哲学和科学"横跨中$西$印"进行详备

深刻的研究#

心灵定律!正如物理学家发现了物理世界的普遍规律"心理学家也孜孜以求心灵世界的普遍规律"

这似乎成了西方心理学家梦寐以求的理想#休谟提出了相似联想律和时空相近联想律"费希纳提出了

量化身心关系的费希纳公式!

TP]?,

A

W

*其中
W

是刺激量"

T

是感觉量"

]

是常量+"但似乎都没有经受

住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澄清"心灵世界有无普遍规律是一回事"西方心理学家站在西

方心理学立场能否发现又是一回事#虽然生命心理学一向反对心理学模仿物理学"但为了表述的方便"

更为了比较物理世界和心灵世界本质差异"也以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为原型提出生命心理学的三大定律#

*

!

+自因自果律!每一个心灵并不都始终维持其静息或平静的心灵状态"并不仅仅受到外来刺激才改变

这种状态"而且心灵自身就可以改变并且意愿改变这种状态%*

#

+质性定律!心灵状态的改变和刺激的大

小不存在量化关系"但存在质化关系!有因必有果"因灭则果灭%*

)

+非对称律!心灵对刺激的反应"未必

大小相等"也未必方向相反"并且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和往复作用#如果以牛顿第二运动定

律的数学表达
YP>3

来理解"心灵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最大区别是"物理世界有一个常量
3

"而心灵世界

则不存在这样的常量!不但不同的人这个&常量'不同"而且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常

量'也不同#这就意味着"物理世界的规律不适应于心灵世界"而西方心理学恰恰是物理世界的原则应

用到心灵世界的产物"只不过将自变量质量*

>

+和因变量力*

-

+的函数关系转变成了自变量行为*

C.

V

2376,+

+和因变量心理*

>64;

+的函数关系#这是西方心理学从一开始就犯的一个原则性的致命错误"也

是西方心理学所有困局的根本原因#

五$生命心理学的哲学基础

生命心理学本体论!生命心理学之所以重视宇宙的本源"是因为如果宇宙的本源真如牛顿力学.康

德哲学所宣称的是没有任何生命的物质"生命心理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据#生命心理学认为"宇宙本

源是能量"宇宙是自为的"是有生命的功能.形态实体#相对于设计论和偶然论"这可以称为宇宙起源

的自为论#运动是能量的交换"时间是能量交换的过程"空间是能量交换的场所"物质是能量存在和表

现形式#物质的存在形式可以是物理的$生物的和心灵的"分别形成了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心灵世界#

能量的三种物质存在形式"虽然都是能量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内在逻辑和机理存在本质差异#人是物

理$生物和心灵的格式塔"因而形成了独特的人的世界#所有作为人的个体组成人类世界#如果宇宙的

本源是能量"那么能量存在的基本单位就是能子"从能量到物质转化的关键是能质子"由能质子形成物质

存在的基本单位就是质子*不同于现代物理学的质子+#这种自为的功能.形态实体"可能是能量闭合箱

中的风叶反复鼓动以阴阳交互作用的方式而产生的#相对于目前物理学界比较认同的宇宙起源的弦理

论!

"即宇宙可能是一个能量的闭合圈*弦+所产生的振动而形成的"这可以称作宇宙起源的风箱论#

生命心理学的认识论!如果说本体论关注&是'本身的本质特性"那么认识论则阐明知识的性质和范

围#认识论往往表现为诠释原则#为了明确起见"现将生命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的诠释原则对比如下#

*

!

+生命原则和机械原则!虽然都是动态的"但是生命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灵是有生命的"而西方心理学认

,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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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的心灵是一架机器%*

#

+功能原则和实体原则!生命心理学的基础是功能状态"西方心理学的基点是

实体%*

)

+整体原则和还原原则!生命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灵是一个整体"而西方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灵可以

分析还原为基本单位%*

'

+一元原则和二元原则!生命心理学不但认为心身一体"而且认知者和认知对象

相互作用和主客合一%西方心理学不但认为心身二元"而且认知者和认知对象主客对立%*

O

+组合变换原

则和线性原则!生命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灵可以组合变换的范式发挥作用"而西方心理学是以线性范式处

理心灵作用%*

$

+阴阳原则和辩证法!生命心理学推崇阴阳原则"西方心理学遵循辩证法#大体上讲"生

命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认识论的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认识论中的差异#不过有一点必须

强调"生命心理学的认识论并不完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论"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认识

论中抽绎出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认识论的格式塔"它本身就包含着西方心理学的认识论#

这一点的意义需要反复申明"并且希望读者尤其是那些捍卫西方心理学的人们牢记在心"生命心理学也

许在某些观点上和西方心理学针锋相对"但总体而言"生命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并不是针尖对麦芒"生

命心理学来自于西方心理学但又超越了西方心理学#

生命心理学的范式!西方心理学的范式问题并非心理学本身的问题"而是西方心理学本身的问题"

是西方心理学将物理学范式应用到心灵世界产生的必然结果#生命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灵和意识是自

然界存在的事物"和存在于自然中的原子一样"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心理学可以成为一门科

学"也有自己的范式#心理学的生命范式"也可以称为全人范式"其理论基础是人的心灵是有生命的"其

研究方法是心灵内省"其诠释系统是心灵.行为群的诠释系统#人类文明史上"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

学范式"西方文明牛顿的物理学范式"印度文明佛陀的心灵科学范式"中国文化(黄帝内经)的医学范式"

都是不同文明科学范式的典范#生命心理学不过是由整合几何学范式$物理学范式$心灵科学范式和医

学范式而成的全新的生命科学范式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应用和范例而已#

生命心理学的预设!生命心理学的基本预设!第一"人的心是有生命的%第二"人不但有心也有灵%第

三"人的灵是佛教所说的阿赖耶识*其实应该是阿末罗识"所谓的第九识"也就是完全清静的阿赖耶识+"

其本质是能量的存在和表现#生命心理学面临的问题是能否经受住科学的检验"即人是否有灵"灵是否

是阿赖耶识的问题#如果这两道防线被突破"斗争的焦点就会集中在人的心理是有生命的这一关键点

上...这既是生命心理学的理论硬核"也是它的底线#如果最终确证"正如现代西方心理学所断言的"

人的心理就是一架机器"生命心理学将因此没有任何意义#

!!

1S?3?/AF9T:<+42?*5)4</+O3

0

F9*+*

;0

50&-&#

$

*

U//,@638.*+,-.//,+

"

012345467.+/68

9

+

!"#$%&'$

!

0./8.+4

D

/

9

@2,?,

A9

B3/-,14;.;,482.

D

+./1

DD

,/686,4823821>34>64;6/3>3@264.FH26/>.@2346/>23/

C+,1

A

283C,18/.+6,1/

D

+,C?.>/;1+64

A

68/;.7.?,

D

>.48F*/

9

@2,?,

A

6/8/237.+.@,

A

46K.;82./.

D

+,C?.>/C188264S82380./8.+4

D

/

9

@2,?,

A9

68/.?-@,1?;+./,?7.82.>FH2.3182,+8264S/823882.

D

+,C?.>-,+ 0./8.+4

D

/

9

@2,?,

A9

6/6;.,?,

A

6@3?34;

D

/

9

@2,?,

A9

23/8,C.+.@,4/8+1@8.;@,>

D

?.8.?

9

"

34;

D

+,

D

,/.;7683?

D

/

9

@2,?,

A9

FH2.@.48+3?6;.36/823821>34>64;6/7683?

C184,83>3@264.F

()

*

+,%-#

!

7683?

D

/

9

@2,?,

A9

%

0./8.+4

D

/

9

@2,?,

A9

%

1̂;;26/>

D

/

9

@2,?,

A9

%

N.4

D

/

9

@2,?,

A9

%

8+3;686,43?E264./.

D

/

9

@2,?,

A9

!#

作者简介!师
!

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

#

L>36?

!

/26?64

A

2>

'

!#$F@,>

#

!#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武汉灵泉寺资助武汉大学

健康禅研究项目*

!!)V#)!%!)

+

!#

责任编辑!涂文迁

$

,

)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