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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号畴隐居士。
江苏无锡人。
自幻入家塾就读国学，曾受学于江阴南菁书院，后乃潜心医学，师从赵元益。
因赵元益博通中西医学，丁福保遂亦精通中西医。
1909年参加医科考试，获优等内科医士证书，开始行医。
后被派往日本考察进修，回国后在上海办医院、疗养院，并设医书局刊行医书。
1910年创办《中西医学报》，致力于编译日文西医书，向我国医界介绍西医知识，对中西医学的传播
均有贡献。
曾译述和编著的医书籍达160余种,编有《说文解字诂林》正续篇、《佛学大辞典》、《古钱大辞典》
等巨著。

先生热心收集整理古籍。
曾编印不少善本古籍，诸如《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及其
续编、《清诗话》、《文选类话》等。
编辑整理时，"误者正之，伪者删之，阙者补之"。

　　1904年偶读《释氏语录》，开始接触佛教，后从杨仁山居士学习佛学。
1914年起，他信奉佛教，宣扬佛学，编写了一系列佛学入门读物，笺注了《金刚经》、《六祖坛经》
等十多种佛经，合之以《佛学丛书》予以出版。

　　1912年起，丁福保先生开始编纂《佛学大辞典》。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呕心沥血。
至1919年完成了编纂工作。
1922年《佛学大辞典》正式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新式佛学辞典，此书辑录佛学词条3万余，360多万字，内容广泛，基本上囊括了佛教
各种专门名词、术语、典故、典籍、专著、名僧、史迹。
《佛学大辞典》对每条辞目首先注明其词性，如名数、物名、地名、书名、人名、术语、杂语、譬喻
、故事、仪式、图象等，然后解释其词义，征引其出处。
凡一词多义的，则依次列出，间或作必要考证。
对于翻译的重要专有名词、术语、人名、佛典等，均注明梵文与巴利文。
此外，全书还编有详细的辞条索引，便于检索。

　　1952年逝世，享年79岁。
一生著述等身，除《佛学丛书》以外，流传最广、最为人所称道的，则为他主持编纂的《佛学大辞典
》。
本书是丁福保居士著作的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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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志远，字正斋，号沛溪。
　　祖籍山东省海阳市盘石镇佐定山城。
1948年农历四月十五日生于北京。
文学博士、哲学硕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客座教授、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宗教艺术史》主持人、北京大通智胜景观规划设计院院长。
担任绍兴会稽山兜率天宫景区、上海金山东林寺景区、广西上林金莲湖金珂玄雷景区等处的总策划设
计师。
　　少年时代，书法绘画分别受教于中央文史馆馆员书法家彭八百和北京画院院长国画家王雪涛。
1993年后，为各地著名佛寺题写楹联匾额，书法作品被海内外多处收藏，多次发表并收入书法集。
曾主办《中日佛教书画大展》，《首届中国宗教书画巡回展》。
以“今世达摩”美名享誉各界，中国艺术家联盟网列入名家栏目，设立书画艺术馆。
　　2008-2011年出任中华佛教文化院副主席、《宗风》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华佛教宗风论坛”秘
书长、中国书画禅研究院院长、山东省海阳市沛溪书院院长。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级研修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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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静坐法最上乘之境界
第五章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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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笺经杂记（十四）　　余书藏中所收《坛经》，不下十余种。
其最佳者为明正统四年黑口刻本，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字大悦目。
元椠本典型尚存，气象静穆可敬。
其次则为嘉靖间五台山房刻本，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
古意犹存，尚为佳帙。
兹以两刻本，校勘其异同。
正统本之优点，为法海所撰《坛经略序》，尚未改为《六祖大师缘起外纪》，其《序》文亦未为后人
所窜乱。
正统本有无名氏《跋》一首，嘉靖本则摘录《跋》中之语，名曰《历朝崇奉事迹》，而删其《跋》。
正统本共分九品，曰《悟法传衣第一》；嘉靖本改为《行由第一》，分其后半为《般若第二》。
正统本曰《释功德净土第二》，嘉靖本改为《疑问第三》。
正统本曰《定慧一体第三》，嘉靖本改为《定慧第四》。
正统本曰《教授坐禅第四》，嘉靖本改为《坐禅第五》。
正统本曰《传香忏悔第五》，嘉靖本改为《忏悔第六》。
正统本曰《参请机缘第六》，嘉靖本改为《机缘第七》。
正统本曰《南顿北渐第七》，嘉靖本改为《顿渐第八》。
正统本曰《唐朝征诏第八》，嘉靖本改为《宣诏第九》，近刻本又改为《护法》。
正统本曰《法门对示第九》，嘉靖本改为《付嘱第十》。
其间字句之不同者尤不胜枚举。
于以知《坛经》之窜乱，其在正德、嘉靖间乎？
明人好窜改古书，已成为风俗，不独于佛经为然也。
余尚有嘉靖小字刻本，及闵刻朱墨本，亦为《坛经》中之佳品。
此外则有福建鼓山刻本、长沙刻本、金陵刻本、如皋刻本等，皆近时普通单行本也。
　　《坛经》最要之宗旨，在于示明一切万法，皆从自性生。
自性即是自心，自心即是真佛，故不必舍自佛而求他佛，但觅自心佛可也。
其重要之下手处，在于依法修行。
修须自修，行须实行。
其所修、所行者，先去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瞋恚、痴愚等十恶，再
去邪见、邪思、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等八邪。
去十恶八邪，即是除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贡高心，
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
常自见己过，不见他人之是非善恶，是之谓归依自性天真佛。
故六祖谓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也。
若不能依法实行，口善心不善，虽诵经念佛，奚益？
南辕而北其辙，其去真佛也远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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