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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喀巴大师将量学因明视为打开佛教教理宝库的金钥匙，是证明佛与佛法正确可信的有力理论武
器，将量学因明作为佛学的基础课，正式列为显学五部之首。
宗喀巴大师就用因明学这只明察秋毫的“世间”慧眼和“打开教理宝库的金钥匙”，重新全面审视了
印藏学者的一切经论学说，拨开了重重迷雾，打开了一个个症结，对那些被缺乏精细理性思辨素质的
历代的解经者们搞得乱无头绪、错误百出、违经背理的学说观点，一一做了纠正，一个更合乎理性的
、新的显密佛教理论体系，被创建了起来。
也就是说，自从有了因明逻辑这个有力的认识方法、思辨武器，才使对佛法的认识和解说走上了一条
真正正确的轨道。
 因此，要想打开佛法深理的宝库，首先必须掌握因明这个“世间慧眼”和“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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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识仁波切，甘肃省天堂寺第六世活佛，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雪域当代深孚众望的藏学家、藏
传佛教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兼任甘肃省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西藏大学客座教授等多种社会职务
。
多识仁波切用藏汉两种文字撰写出版了十多本涉及多学科的图书。
尤其是中文版的《爱心中爆发的智慧》系列书系，享誉海内外，被誉为“来自喜马拉雅的智慧财富”
，“有关佛教哲学、佛经解读及藏传佛教知识最为权威、经典、最为畅销的汉文读本之一”，“华语
世界研读、学修藏传佛教的必备之书”。
多识仁波切出版的藏文著作有：《藏语语法论集》、《云使浅释》、《诗学概论》、《藏密典籍选编
》、《多识论文集》、《多识诗文集》、《佛教总论乐道灯塔》等。
多识仁波切还翻译、讲解、注释了《大威德之光》、《佛理精华缘起理赞》、《西藏的心灵智慧》、
《菩提道次第心传录》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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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准色法类——法处色。
 前面介绍的色类属前五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所感触、所反映的对象。
法处色纯属第六意识，即心识感知对象。
这类法处色共分以下五类： A.极微色。
极微色是用心识将可见粗色分析成的极微物质元素。
这种极微元素非视觉等前五识感知对象，而只是心识认识的物质“色”。
 B.透明色。
一般色是有质碍，如墙阻挡视线透视墙背后景色。
透明色是一种视觉与所见景象之间存在的明亮介质，在心中引起的透明光感。
 C.无表色。
无表色是从表面上看不到的思想动机，在人的内心产生的一种妨碍行善作恶的无形障碍意识。
如守持戒律的僧人心中的防止坏戒的戒心意识，具诚信者心中对所信者不生怀疑的防非意识，恶人心
中妨碍产生善念善行的护恶意识。
这种思想上的障碍，虽然无形，却能起到如墙如坝阻拦善行恶性的作用，故称为无表色。
 D.名义色。
名义色如观修白骨观的心境中显现的骷髅相，梦境也属此类。
此类景象非真色，故称“名义色” （归译“遍计所执色”）。
 E.自在色。
自在色是修遍处定等获得变化自在力而随意化现出的各种景象，如佛菩萨的神变形象。
 对上述五种法处色，佛教哲学各派观点不一致。
毗婆沙和应成中观家认为无表色为标准色，但经部、唯识、自续中观家认为非标准色，是准色类。
五种法处色，原出于佛经，故佛教均承认五种法处色是色，但毗婆沙和应成中观家只承认无表色为标
准色，其余四种是只显现于心识的名义色。
各家都认为名义色为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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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藏传佛教认识论:开启量学(因明学)宝库之金钥匙》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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