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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典籍浩瀚，博大精深，即便是专业研究者，用其一生的精
力，恐也难阅尽所有经典。
加之，佛典有经律论、大小乘之分，每部佛经又有节译、别译等多种版本，因此，大藏经中所收录的
典籍，也不是每一部佛典、每一种译本都非读不可。
因此之故，古人有&ldquo;阅藏知津&rdquo;一说，意谓阅读佛典，如同过河、走路，要先知道津梁渡
口或方向路标，才能顺利抵达彼岸或避免走弯路；否则只好望河兴叹或事倍功半。
《佛教十三经》编译的初衷类此。
面对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究竟哪些经典应该先读，哪些论著可后读？
哪部佛典是必读，哪种译本可选读？
哪些经论最能体现佛教的基本精神，哪些撰述是随机方便说？
凡此等等，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读经的效率与效果。
为此，我们精心选择了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最能体现中国佛教基本精神的十三部佛经，认为举凡欲
学佛或研究佛教者，均可从&ldquo;十三经&rdquo;人手，之后再循序渐进，对整个中国佛教作进一步
深入的了解与研究。
　　&ldquo;佛教十三经&rdquo;的说法，由来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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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楞伽经》也是一部对禅宗、唯识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有着重大影响的佛经。
《楞伽经》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融汇了空、有二宗，既注重“二无我”，又讲“八识”、“三
自性”；二是把“如来藏”和“阿赖耶识”巧妙地统合起来。
因此之故，《楞伽经》既是“法相唯识宗”借以立宗的“六经”之一，又被菩提达摩作为“印心”的
依据，并形成一代楞伽师和在禅宗发展史颇具影响的“楞伽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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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套丛书主编赖永海先生在佛教界素有“北方（方立天）南赖（赖永海）”之称，为南京大学博士生
导师，是“赖家军”的“领军人物”，在中国佛教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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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尔时，大慧菩萨观未来一切众生，复请佛言：“愿为我说具修行法，如诸菩萨摩诃萨成大修　　
其时，世尊又对大慧菩萨说：“大慧，此空、无生、无自性、无二相，悉入一切诸佛所说经典之中，
佛经中都有此义。
大慧，佛经随顺一切众生心而说，但其真实义不在于文字言句之中。
譬如春时阳焰，诱惑诸兽生水想，而实无水。
众经所说也是这样，随诸众生之根机智慧，而有种种说法，为令各类众生皆得欢喜，方便趣入，并非
佛经中所说的每句话，都是显示佛教真实义。
大慧，你应当依义莫依于语言文字。
”　　其时，大慧菩萨对佛说：“世尊，有些经中说言，如来藏本性清净，一切众生贪嗔痴中均有如
来身，常无染垢，德相具足，如无价宝在垢衣中；外道说有恒常不变的神我，能造作众生五蕴等，遍
诸趣中无有生灭，现在世尊所说如来藏义，岂不与外道所说相同？
”　　佛说：“大慧，如来藏不同于外道所说之神我。
大慧，如来以性空、实际、涅榮、不生、无相、无愿等义说如来藏，为令愚夫离无我之怖畏，于无所
有境界说如来藏门。
未来、现在诸大菩萨不应于此执为有我。
大慧，如陶匠于泥水中，以轮绳、水杖、人功作种种器，如来也是这样，于法无我中，以随机摄化，
方便说法，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种种名称各各不同。
大慧，我说如来藏，为摄化执著于我之诸外道，使其离于妄见，入三解脱，速得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诸佛所说之如来藏，不同于外道所说之神我，若欲离于外道见者，应知无我、如来藏义。
”　　其时，世尊重说颂道：　　外道计由神我故诸蕴相续不断，又计与生法为缘；或计一切悉是胜
妙自在天所作，此都是心量妄想。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具四种法成大修行。
何者为四？
谓观察自心所现故，远离生住灭见故，善知外法无性故，专求自证圣智故。
若诸菩萨成此四法，则得名为大修行者。
大慧，云何观察自心所现？
谓观三界唯是自心，离我、我所，无动作，无来去，无始执著过习所熏，三界种种色行名言系缚，身
资所住分别随入之所显现，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自心所现。
　　“大慧，云何得离生住灭见？
所谓观一切法如幻梦生，自他及俱皆不生故，随自心量之所现故，见外物无有故，见诸识不起故，及
众缘无积故，分别因缘起三界故，如是观时，若内若外一切诸法皆不可得，知无体实远离生见，证如
幻性即时逮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了心意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境，转所依止，获意生身。
”　　大慧言：“世尊，以何因缘名意生身？
”　　佛言：“大慧，意生身者，譬如意去速疾无碍，名意生身。
大慧，譬如心意于无量百千由旬之外，忆先所见种种诸物，念念相续疾诣于彼，非是其身及山河石壁
所能为碍，意生身者亦复如是，如幻三昧力通自在诸相庄严，忆本成就众生愿故，犹如意去生于一切
诸圣众中，是名菩萨摩诃萨得远离于生住灭见。
大慧，云何观察外法无性？
谓观察一切法如阳焰、如梦境、如毛轮，无始戏论种种执著，虚妄恶习为其因故，如是观察一切法时
，即是专求自证圣智。
大慧，是名菩萨具四种法成大修行。
汝应如是勤加修学。
”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佛言：“愿说一切法因缘相，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了达其义，离有
无见不妄执诸法渐生顿生。
”　　佛言：“大慧，一切法因缘生有二种，谓内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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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者谓以泥团、水杖、轮绳、人工等缘和合成瓶，如泥瓶、缕迭、草席、种芽、酪酥，悉亦如是，名
外缘前后转生。
内者谓无明爱业等生蕴界处法，是为内缘起，此但愚夫之所分别。
　　“大慧，因有六种，谓当有因、相属因、相因、能作因、显了因、观待因。
大慧，当有因者，谓内外法作因生果；相属因者，谓内外法作缘生果，蕴种子等；相因者，作无间相
生相续果；能作因者，谓作增上而生于果，如转轮王；显了因者，谓分别生能显境相，如灯照物；观
待因者，谓灭时相续断无妄想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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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典籍浩瀚，博大精深，即便是专业研究者，用其一生的精
力，恐也难阅尽所有经典。
加之，佛典有经律论、大小乘之分，每部佛经又有节译、别译等多种版本，因此，大藏经中所收录的
典籍，也不是每一部佛典、每一种译本都非读不可。
因此之故，古人有&ldquo;阅藏知津&rdquo;一说，意谓阅读佛典，如同过河、走路，要先知道津梁渡
口或方向路标，才能顺利抵达彼岸或避免走弯路；否则只好望河兴叹或事倍功半。
《佛教十三经》编译的初衷类此。
面对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究竟哪些经典应该先读，哪些论著可后读？
哪部佛典是必读，哪种译本可选读？
哪些经论最能体现佛教的基本精神，哪些撰述是随机方便说？
凡此等等，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读经的效率与效果。
为此，我们精心选择了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最能体现中国佛教基本精神的十三部佛经，举凡欲学佛
或研究佛教者，均可从&ldquo;十三经&rdquo;入手，之后再循序渐进，对整个中国佛教作进一步深入
的了解与研究。
　　近几十年来，中国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特殊的文化、社会价值逐渐为人们
所认识，研究佛教者也日渐增多。
而要了解和研究佛教，首先得研读佛典。
然而，佛教名相繁复，义理艰深，文字又晦涩难懂，即便有相当文史基础和哲学素养者，读来也颇感
费力。
为了便于佛学爱好者、研究者的阅读和把握经中之思想义理，我们对所选录的十三部佛典进行了如下
的诠释、注译工作：一是在每部佛经之首均置一&ldquo;前言&rdquo;，简要介绍该经之版本源流、内
容结构、核心思想及其历史价值；二是在每一品目之前，都撰写了一个&ldquo;题解&rdquo;，对该品
目之内容大要和主题思想进行简明扼要的提炼和揭示；三是采取义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原则，对所选译
的经文进行现代汉语的译述。
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它对原典的阅读和义理的把握能有所助益。
当然，这种做法按佛门的说法，多少带有&ldquo;方便设施&rdquo;的性质，但愿它能成为&ldquo;渡海
之舟筏&rdquo;，而不至于沦为&ldquo;忘月之手指&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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