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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观学概论》和《唯识学概论》两书的作者弘学居士，本名李英武，重庆南岸人氏。
外祖母、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弘学是我汉藏教理院同班同学正果法师的忠实弟子。
1993年他写了《佛学概论》，我专门为他写了序，并希望他能“写出中、高两级佛学院校学生阅读的
佛学书籍，并作为各级佛学院校的教材或参考资料”。
次年，他奉赵朴初会长之命，又写了《藏传佛教》。
两书受到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十六年来，他先后出版了《人间佛陀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佛教文学》、《中国佛教简史
》、《佛教图像说》、《曼荼罗文化艺术丛书》四种、《中国佛教各宗派丛书》八种、《禅门风姿》
、《净土探微》等数十种佛学著述，同时注疏了数十部佛教典籍，选编了《中国历代高僧名著精选》
上、中、下三册，并对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唯识论文进行了收集，汇编成《唯识论文集》二册。
弘学在弘扬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海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有广泛的影响，受
到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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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
其中上篇唯识史要主要讲述了唯识学的产生及其史略，唯识思想在印度的演变，唯识学在中国的传播
及演变，玄奘大师和他的弟子等内容了；下篇唯识要义则介绍了五位百法、蕴处界三科、唯识五法与
三性之学说、唯识义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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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弘学，本名李英武，重庆南岸人氏。
1938年生，1957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藏语文专业。
受业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和夫人马时芳先生。
先后问学于梁在农(智慧法师)教授、阿旺洛追扎巴、密悟格西。
1956年三次谒见贡噶活佛，蒙授金刚三昧耶戒，又蒙授童七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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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讲录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唯识学概论>>

章节摘录

　　世亲与无著，虽是骨肉兄弟，其性格与阅历却有很多不同。
在性格上，无著菩萨是一个始终采取实行主义的人，重于精神的修养，将客观的理论运用到主观上来
，使之达于主客观一致的境界；世亲菩萨是个学者性格的人，其头脑非常明晰，其著作组织严密，其
所作之《俱舍论》、《唯识三十颂》一直至今日，仍然在学术界流行不已。
特别是《俱舍论》在藏传佛教中更享盛誉，有“八年《俱舍》、三年唯识”之说。
就阅历说，无著对于小乘佛教的造诣虽然很深，但他毕竟是具有菩萨根性之人；所以他没有怎样经过
小乘佛教徒的阅历，就为唯识大乘而努力了。
世亲则不然，他出家于小乘说一切有部，起初还是有部之学匠，对于大乘佛法，而立于排斥的地位。
其后弃小转大，完全是无著的训示。
就著述而言，无著对于赖耶八识说，站在创说者的地位。
世亲虽竭力弘扬唯识大乘，但始终不脱祖述者的地位。
欲与无著同席还有所不能，因为他只是传宗弘布无著思想而已。
真正欲对唯识学有所认识，当仍以无著为中心。
但仍要强调的是，世亲所学比无著范围广，他的思想涉及各个方面，如就纯粹继承无著的系统，并简
单地把其组织起来，而在内容方面求大成来说，就是《唯识二十论》及《唯识三十颂》。
更应该肯定，由于世亲菩萨弘布唯识，唯识思想的显扬，不但达于无遗憾的地步，而且更被完全整理
组织起来。
同时，就立自破他方面说，对于唯识思想持反对态度的学派，世亲常给予无情的反破痛击，以彰唯识
的正义。
并且为了使人易于理解唯识起见，世亲更创作了有关唯识思想的入门书或纲要书，如《百法明门论》
及《唯识三十颂》，就是很简明地整理前期复杂思想的一种体系书。
世亲菩萨运用种种方法，尽力于唯识思想的普及，所以他在唯识学史上的功绩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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