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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说，“因”是指推理的根据、理由，“明”是知识、智慧，所以因明是通过宗
、因、喻等所组成的论式，进行推理、证明的学问。
从思想上说，因明包括逻辑学和认识论。
因明的逻辑学部分是为了研究逻辑规则和逻辑错误，逻辑规则是宗、因、喻三支或五分及其相互关系
的规定，陈那新因明的主要内容有因三相、九句因、合与离等；逻辑错误称为“似宗”、“似因”、
“似喻”，总称“过失”，包括宗九过、因十四过、喻十过等。
而认识论(又称“量论”)部分研究现量和比量，即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
在学派纷争的年代，为了证明本派学说的正确，指明对方学说的错误，辩论的方法成为至关重要的工
具，在长期辩论中，逐渐形成了推理形式。
最早起源于古印度正统婆罗门哲学派别关于祭祀的辩论，其中正理派深入研究了逻辑问题，以五支作
法为中心，初步归纳出正确推理的基本规则和错误推理的原因、类型。
在佛教内部，大乘空宗代表人物龙树著《方便心论》，较早地总结了佛家的逻辑学说。
他又著《回诤论》、《广破论》，以真空假有的观点破斥正理派的逻辑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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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前的研究者将陈那《集量论》开创的新量论置于体系核心的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逻辑学研究。
然而，以陈那《因明正理门论》和天主《因明入正理论》，特别是以后者为中心所展开的中国和日本
的因明研究，却是有着与此完全不同倾向的逻辑研究。
虽然传说《集量论》曾由义净译为汉文，但译出十四五年后便失传了。
因此，那种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逻辑学量论研究最终没有在中国和日本生根发芽。
不过，中国和日本自接受因明以后，便将其作为佛教研究的基础加以学习和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在南
都北岭的佛教各宗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竖义制度中获得了稳固的地位。
因此，研究者层出不穷，且留下了众多的撰述。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澄清上述因明研究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和传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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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因明正理门论》的翻译如上所述，在对《因明人正理论》做注释性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对
被认为是因明改革者、新因明创始者的陈那的因明理论给予了密切关注。
可以推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明正理门论》才应要求被翻译出来的。
在《因明入正理论》被翻译出来仅两年，即正值《瑜伽师地论》刚刚翻译完成不久的贞观二十三年，
《因明正理门论》的翻译也随即完成，这一事实可以构成上述情况的佐证。
虽然玄奘的弟子们也曾就《正理门论》撰写过注释书，但其状况与前述之《入正理论》的情形不同，
似乎并没有那么踊跃。
显而易见，大多数人只是在注释《人正理论》之际，从《正理门论》中寻求因明解释的依据。
至于因明本身的研究，仍然以《人正理论》为依据。
亦如前所述，陈那的《集量论》把量论作为组织体系的根本，明确知识的确实性，然而中国的因明研
究，并不是这种知识性的东西，而是以《正理门论》的能立、能破为中心展开论诤的逻辑，而且，一
直从究明论诤的逻辑向以论式的误谬为主的研究方向发展。
换言之，印度的论诤技术，就是在国王面前取得论诤的胜利以确保国王对自己教团外部保护的手段，
这一学问发展成为中国所接受的因明，明确论式中的误谬，追求正确的论式。
后世推出和论证因明三十三过，可以说正是这一状况的表明。
在这种状况中，中国的因明与印度的因明传统之间产生差异，独自地发展起来。
以下将列举被认为是对玄奘当时的《因明正理门论》所作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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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因明学的起源与发展》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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