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刚经·心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刚经·心经>>

13位ISBN编号：9787101073737

10位ISBN编号：7101073735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陈秋平 译注

页数：1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刚经·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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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藏知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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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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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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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各类小本般若经的编译与流传中，以《金刚经》与《心经》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
    般若经的核心思想是“空”。
但佛教所说的“空”，非一无所有之“空”，而是以“缘起”说“空”，亦即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是条件（“缘”即“条件”）的产物，都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条件具备了，它就产生了（“缘起”）；条件不复存在了，它就消亡了（“缘灭”）。
世间的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念念不住的过程，因此都是没有自性的，无自性故“
空”。
    《金刚经》和《心经》作为般若经的浓缩本，“缘起性空”同样是其核心思想，但二者又进一步从
“对外扫相”和“对内破执”两个角度去讲“空”。
《金刚经》的“对外扫相”思想集中体现在“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这个偈句上，对内破执则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点睛之笔；《心经》则是以“色不异空，空
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来对外破五蕴身，以“心无挂碍”来破心执。
两部经典都从扫外相、破心著的角度去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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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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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金刚经法会因由分第一善现启请分第二大乘正宗分第三妙行无住分第四如理实见分第五正信希有分第
六无得无说分第七依法出生分第八一相无相分第九庄严净土分第十无为福胜分第十一尊重正教分第十
二如法受持分第十三离相寂灭分第十四持经功德分第十五能净业障分第十六究竟无我分第十七一体同
观分第十八法界通化分第十九离色离相分第二十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净心行善分
第二十三福智无比分第二十四化无所化分第二十五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不受不贪
分第二十八威仪寂净分第二十九一合理相分第三十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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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段简单地示说了如何降心离相，把须菩提所问的“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两件事，再细
说明。
佛陀回答须菩提的问题，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四心”：一、广大心的平等观，不拣择优劣亲疏，
灭度一切众生之类，令其降伏凡圣九流的分别心；二、最胜心，使众生皆断除烦恼，了生脱死，而入
无余涅槃。
但灭度众生的菩萨大悲心行，必须与般若无相相应，要这样降伏其心，安住其心。
发悲愿为本的菩提心，才能成就名副其实的菩萨；三、无对待心，视一切众生平等无差别，因为众生
本就是“性空”的；四、无颠倒心，菩萨心无四相，即没有我、人、众生、寿者四相之分别计较。
又菩萨若能用般若妙智，照了性空本无四相，名降伏其心，否则非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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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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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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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藏知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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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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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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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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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设施”的性质，但愿它能成为“渡海之舟筏”，而不
至于沦为“忘月之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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