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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書作者積四十餘年的佛學研究功力，以十一分判來判釋全體佛法。
其內容綱領如下：1.「捨邊中道」判釋釋迦牟尼與《阿含經》思想，是所謂原始佛教。
2.
「法有我無」判釋小乘的說一切有部、經量部的實在論思想。
3.「即法體空」判釋般若思想與中觀學。
4.「識中現有」判釋唯識學。
5.「佛性偏覺」判釋如來藏思想、華嚴宗、早期禪、北宗禪。
6.「佛性圓覺」判釋天台宗、南宗禪。
7.「挾相立量」判釋佛教知識論。
8.「空有互融」判釋空宗與有宗的綜合發展。

9.「委身他力」判釋淨土宗和日本京都學派特別是田邊元的發揮與開拓。
10.「無相立體」判釋京都學派特別是久松真一的禪法。
11.「佛性解構」判釋興起於日本的批判佛教，強調佛教的批判性格與功能，否定佛性思想。

　　本書所運用的資料，非常多元，除漢語資料外，還包含梵語、西藏語和日本語多種。
又本書以文獻學與哲學分析所合成的雙軌研究法來處理有關文本，先扣緊可靠的文本，然後以哲學解
析來判別它的義涵。
這樣做既可以在研究方面聚焦於客觀的文本，不會離開文本而作主觀的測想，又可析論文本的哲學內
涵，為它的思想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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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哲學組特聘研究員，李遠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早年留學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京都大學、德國漢堡大學，分別研習日本語、梵文、藏文及方法論。
獲加拿大
McMaster University 哲學博士，博士論文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dhyamika”
由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又在印度加版。
在學術研究上受益於中、日、德、法、美諸方學者，但學無常師，擇善而從。
研究領域涵蓋佛學、儒學、先秦道家、京都學派哲學、現象學、歷程哲學，皆寫有專書。
近十年開始造論，開拓純粹力動現象學，寫有《純粹力動現象學》、《純粹力動現象學續篇》、《純
粹力動現象學六講》。
目前致力於純粹力動現象學之量論（知識論）之構思與撰著，已出版《西方哲學的知識論》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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