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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文集。
收入了我的三十余篇文章。
这些文章基本在刊物上已正式发表。
由于在写这些文章时并未考虑以后要一起结集出版，因而文章与文章之间自然就缺少呼应。
特别是一些内容会有重复，体例仅考虑所发刊物的要求，没有考虑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时的统一。
近日对文章做了一些修订，主要是在体例方面的加工，力求按照一本书的统一体例来规范这些文章，
实质性内容则没有大的改动。
　　再有，本书中所收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约有二十年，它们反映了笔者在不同时期对佛教的理解水
平，一些文章彼此间的观念可能有差别，对十分明显之处笔者在加工时做了少许调整，但仍可能看出
不同。
　　本书定名为“佛教思想与文化”，是因为它可在较大范围内容纳本人写的这些文章。
书中所收文章的侧重点是佛教的教义或哲理，但有些则偏重于佛教的历史、文献等。
这些文章既包括与佛教自身有关的内容，也包括一些宗教哲学比较类的探讨等，各类文章的内容或多
或少都与佛教有关。
　　书中所收文章虽然包括中国佛教的内容，但主要的篇幅是印度佛教的成分，中国佛教部分论述不
多。
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联系印度历史上的其他思想流派展开论述的。
因为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有其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与佛教同时发展的有许多其他派别，离开了对这些
文化背景的把握和对有关派别的了解是很难完整准确地评述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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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思想与文化》是对佛教思想与文化的研究文集。
作者就佛教的义理、佛教在中国、佛教与其他思想派别、佛教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与
分析。
书中对佛教的研究立足于印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对有关问题的考察-般都追根溯源，使用资料翔
实可靠，评述概括客观平实。
书中在重点研究佛教思想的同时，还对印度的其他宗教哲学，如婆罗门教或印度教中的哲学思想等作
了不少论述，并对佛教与基督教等宗教的思想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
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学术性和知识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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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卫群，1954年生于江苏徐州。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道教教研室主任，外国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
究室主任。
主要从事佛教和东方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曾赴荷兰、日本、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印度、美国、蒙古等国学习或访问研究。
主要著作有《佛学概论》、《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编译）等书八部
；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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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佛教的基本义理　初期佛教基本教义中的“空”观念　佛教早期的“中道”思想　佛教的
“涅槃”与“世间”关系观念　佛教的“有为法”与“无为法”观念　佛教中的“性空”与“识有”
观念　佛教中的“心性清净”与“如来藏”思想　佛教中观派的“不生”观念（二）佛教在中国　《
坛经》与般若思想　三论宗创立者吉藏与般若中观思想　汉文佛教大藏经中的两部“外道”文献　关
于玄奘所译的《胜宗十句义论》的年代　古代汉文佛典中的“同词异义”与“异词同义　古代汉文佛
典对婆罗门教思想的记述　汉译佛典中“心”的主要含义及其在中国佛教中的使用（三）佛教与其他
思想派别　佛教哲学的否定型认识及其与婆罗门教哲学的渊源关系　佛教阿含类经中记述的“六师”
思想　从“常”与“无常”观念看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基本教理差异　从《百论》中佛教对“外道”的
批驳看中观派的理论特色　《成唯识论》中的唯识空观及其对“外道”的批判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
与奥义书思想　佛教的“如来藏”思想与婆罗门教的“我”的观念　奥义书与大乘佛教中相关思想比
较（四）佛教与社会　佛教思想与当今世界的若干问题　佛教思想与当代社会　佛教等宗教派别的伦
理思想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　禅宗的“佛法在世间”思想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　佛教的人生现象
观念　佛教的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五）综合　印中伦理思想比较　佛教与基督教的“神”观念比较
　印度古代哲学与宗教的密切关联　古印度哲学中的“智慧”与“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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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批判外道时，瑜伽行派具体分析了不少在古印度影响较大的派别的理论。
如《成唯识论》卷第一中批判了数论派的“二十三法”和“三德”等实有的观念，认为数论派的理论
“但是妄情计度为有”；批判了胜论派的“句义”实有理论，认为“胜论者实等句义，亦是随情妄所
施设”；批判了顺世论、耆那教等派的“极微”实有理论，认为“彼所执，进退不成，但是随情虚妄
计度。
”这里说的“妄情计度”、“随情妄所施设”、“随情虚妄计度”等都是“识”的作用，即是一种虚
妄的认识形态。
虚妄的认识从逻辑上说应具有“性空”的本质。
　　在批判小乘时，瑜伽行派侧重分析了说一切有部等小乘佛教提出的许多基本观念。
如《成唯识论》卷第一中说：“余乘所执离识实有色等诸法，如何非有？
彼所执色、不相应行及诸无为理非有故。
”即认为小乘所主张实有的色等法离开识是不存在的。
在详细分析了色法之后，该论卷第一中说：“实无外色，唯有内识变似色生。
”在论及心不相应行法时，该论卷第一中说其“如余假法非实有体”。
在分析了无为法后，该论卷第二中说：“诸无为，许无因果故，应如兔角，非异心等有。
”此处的“内识变”、“如余假法”和“非异心等有”实际要表明的含义是一样的，即认为诸法都是
识的变现，并没有实在的东西。
在这种变现中，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对“我执”和“法执”总体批判时，瑜伽行派也突出了“识”的作用。
《成唯识论》卷第一中说：“诸识生时，变似我法。
此我法相虽在内识，而由分别似外境现。
诸有情类，无始时来，缘此执为实我实法。
如患梦者患梦力故，心似种种外境相现，缘此执为实有外境。
”这里就清楚地表明了在“一切唯识”基础上的事物“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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