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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释印顺(1906-2005)，当代佛学泰斗，博通三藏，著述宏富，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经典、制度、历
史和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辨析与阐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成为汉语佛学研究的杰出
典范。
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建立起自成一家之言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对二十
世纪中叶以来汉传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的高度重视。
    经台湾印顺文教基金会授权，我局于2009年出版《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23卷)，系统、全面地介
绍了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成果和思想，受到学术界、佛教界的广泛欢迎。
应读者要求，我局今推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将印顺法师的佛学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逐一出
版，以满足不同领域读者的研究和阅读需要。
为方便学界引用，《全集》和“系列”所收各书页码完全一致。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的编辑出版以印顺文教基金会提供的台湾正闻出版社出版的印顺法师著
作为底本，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
以下就编辑原则、修订内容，以及与正闻版的区别等问题，略作说明。
    编辑原则    编辑工作以尊重原著为第一原则，在此基础上作必要的编辑加工，以符合大陆的出版规
范。
    修订内容    由于原作是历年陆续出版的，各书编辑体例、编辑规范不一。
我们对此作了适度统一，并订正了原版存在的一些疏漏讹误，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原书讹误的订
正：    正闻版的一些疏漏之处，如引文、纪年换算、人名、书名等，本版经仔细核查后予以改正。
    2．标点符号的订正：    正闻版的标点符号使用不合大陆出版规范处甚多，本版作了较大幅度的订正
。
特别是正闻版对于各书中出现的经名、品名、书名、篇名，或以书名号标注，或以引号标注，或未加
标注；本版则对书中出现的经名(有的书包括品名)、书名、篇名均以书名号标示，以方便读者。
    3．梵巴文词汇的删削订正：    正闻版各册(特别是专书部分)大都在人名、地名、名相术语后一再重
复标出梵文或巴利文原文，不合同类学术著作惯例，且影响流畅阅读。
本版对梵巴文标注作了适度删削，同时根据《望月佛教大辞典》、平川彰《佛教汉梵大辞典》、荻原
云来《梵和大辞典》等工具书，订正了原版的某些拼写错误。
    4．原书注释中参见作者其他相关著作之处颇多，为方便读者查找核对，本版各书所有互相参见之处
，均分别标出正闻版和本版两种页码。
    5．原书中有极少数文字不符合大陆通行的表述方式，征得著作权人同意，在不改变文义的前提下，
略作删改。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对汉语佛学研究有极为深广的影响，同时在国际佛学界的影响也日益突出。
我们希望“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的出版，有助于推进我国的佛教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一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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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顺法师(1906—2005)，当代著名高僧、百科全书式的佛学泰斗。
1930
年出家，追随太虚法师投身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在当时便以学问精深享誉佛教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赴台湾，创建了多所著名佛学院。

这本《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上下)》是“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之一。

《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上下)》分为阿毗达磨的起源与成立；六分阿毗达磨论等数章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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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印顺法师（1906－2005），当代著名高僧、百科全书式的佛学泰斗。
1930年出家，追随太虚法师投身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在当时便以学问精深享誉佛教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赴台湾，创建了多所著名佛学院。
　　印顺法师博通三藏，造诣精深，一生讲学不辍，著述宏富，撰写、编纂作品四十余种，陆续结集
为《妙云集》（24册）、《华雨集》（5册）及《中国禅宗史》、《印度佛教思想史》、《原始佛教圣
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等专著行世
，其学术水准备受海内外佛教界、学术界推崇。
由于他在介绍和弘扬印度佛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被誉为&ldquo;玄奘以来第一人&rdquo;，并深刻影响
了汉语佛教学术研究的走向。
印顺法师一生倡导和阐发&ldquo;人间佛教&rdquo;思想，对当代汉传佛教界尤其是台湾佛教界的思想
和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遍布全球的慈善组织慈济功德会创始人证严法师即出自印公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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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阿毗达磨藏的情形，与经、律不同。
这是以集成的契经为对象，而有所分别、整理。
经是应机说法的，论是就事分别的。
经是一一经别别宣说的，论是一一法详为论究的。
经是重于随机的适应性，论是重于普遍的真实性。
经是表现为佛(及大弟子等)的开示、问答，所以大体能为僧伽所尊重；论是作为佛弟子的撰述，由于
部派的传承不同，不免互相评论。
所以经藏与律藏，代表了佛法的一味和合时代；论藏代表了佛法的部派分立时代。
当然，这只是大概的分别而已。
    阿毗达磨论书的性质，显然是不同于经(律)藏的。
论书的研究，当然也有不同于经、律的特殊意义。
首先，在初期圣典中，应重视阿毗达磨论书所有的特殊性。
阿毗达磨所以能独立发展，终于成为大流，与经、律鼎立而三，而有后来居上的优势，这是研究阿毗
达磨论所应特别重视的。
有些学者，重视佛陀以来论议分别的学风，以此为阿毗达磨的根源，从分别解说去理解阿毗达磨。
分别论议的学风，当然是阿毗达磨成立的有力因素，但仅是分别解说，是不会形成阿毗达磨式的论书
的。
在本书的研究中，认为论书是以经藏的集成为前提的。
经藏的众多教说，或大同小异而过于繁复、杂乱；或因过于简要而意义不明显；或因对机不同，传说
不同，似乎矛盾。
对于这样的契经，需要简单化、明确化、体系化，于是展开一项整理、分别、抉择、组织、阐发的工
作。
先是集取中心论题，类集一切法义；以法为主，而进行分类的、综合的、贯通的、深入的论究。
化繁为简，由浅而深，贯摄一切佛法，抉择佛法的真实义，使佛法事理分明，显而易见。
论书是出发于分别经法、整理经法、抉择经法，所以在论书的进展中，终于提出了基于哲理基础的佛
法的完整体系。
由于师承不同，论师的根性不同，论理方法不一致，所以论书与部派的分化相应，而大大地发达起来
。
惟有重视论书体裁、方法等特殊性，才能理解论书是符合佛教界自身的要求而发达起来的。
  第二项论书与部派教义的发达    说到部派思想，一般依据汉译的《异部宗轮论》或南传的’《论事》
，总是以为：大众部(Mahasamghika)这样说，说一切有部(Sarvastivadin)那样说；对于某一部派的教义
，误解为一开始就是这样。
当然，如大众部、分别说部(Vibhajyavadin)、说一切有部、犊子部(Vatsiputriya)等根本部派，在发展完
成时，思想定型，确如《异部宗轮论》等所说，不可能再有太大的变化。
然这些根本部派，在起初分立成部时，决不能以发展完成的思想去理解的。
这在说一切有部的论书研究中，可以充分地明白出来。
例如“说一切有部有四大论师”，而四大论师中的法救(Dharlmatrata)、觉天(Buddhadeva)，属于说一
切有部，而思想显然近于经部(S~travadin)。
经部正是从说一切有部中分离出来：这可知说一切有部中，早就存有不同的思想系统。
《异部宗轮论》所说的说一切有部宗义，只是说一切有部中居于主流地位的阿毗达磨论师，也就是毗
婆沙师(Vibhasika)。
依这一意义去理解：大众部与上座部(Sthavira)的分立；上座部中分别说部的脱出，说一切有部与犊子
部的分立，起初都只是由于某些问题、某些根本理论的不能和合，而形成分立。
一般法义，彼此间的差异是并不太大的。
如犊子部与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就说：“若六若七与此(有部)不同，余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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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彼此的差异并不太大；分立以后，自部(尤其是大部派)内却存有不同的意见。
这样，在部派的发展中，“由浑而划”，“由微而著”，对立的部派固然发展到种种异义的对立；自
部也不断分化，成为不同的部派。
依《异部宗轮论》等，发见某些问题，上座部的支派同于大众部，而大众部的支派反而与上座部派相
同。
这似乎希奇，其实正说明了：大众部与上座部初分时，某些问题可能还没有存在，还没有被重视，或
者这些并非分部的主要问题。
所以，从论书去理解部派佛教，就会知道每一部派教义的次第发展性。
部派佛教的研究，应重视分立的主要问题。
把握部派的主要异义，顺着思想开展的自然倾向，也就容易理解其他的论义了。
而且，还能进一步地发现，一味和合的时代，佛教界早有不同的见解存在了。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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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释印顺(1906-2005)，当代佛学泰斗，博通三藏，著述宏富，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经典、制度、历
史和思想作了全面深入的梳理、辨析与阐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成为汉语佛学研究的杰出
典范。
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建立起自成一家之言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对二十
世纪中叶以来汉传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的高度重视。
    这本《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上下)》是“印顺法师佛学著作系列”之一，收录了其
创作的一些佛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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