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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缘起深般若》

内容概要

《四重缘起深般若》内容主要包括：总序（谈锡永）、序言（谈锡永）、修订版说明（邵颂雄）、前
言、第一章解说《心经》、一、般若的体性与修证、二、《心经》辑译、三、佛与菩萨的三摩地、四
、五道十一答、（一）利根与钝根、（二）瑜伽行的四种所缘境事、（三）资粮道的现证、（四）加
行道的现证、（五）见道的现证、（六）三解脱门——说见道至修道的过渡、（七）修道的现证、（
八）无学道的现证、（九）密咒道的现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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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缘起深般若》

作者简介

　　谈锡永，笔名王亭之。广东南海人。童年随长辈习东密，十二岁入道家西派之门，旋即对佛典产
生浓厚兴趣，至二十八岁时学习藏地密宗，于三十八岁时得宁玛派金刚阿阁梨位。1986年由香港移居
夏威夷，1993年移居加拿大。　　早期佛学著述收录于张曼涛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近期著作多
发表于《内明》杂志，并结集为《大中观论集》。主编《传统文化典籍导读丛书》《宁玛派丛书》及
《大中观系列》。　　近年发起成立&ldquo;北美汉藏佛学研究协会&rdquo;，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合办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并编辑出版《汉藏佛学研究丛书》及《汉藏佛学》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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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缘起深般若》

书籍目录

总序(谈锡永)序言(谈锡永)修订版说明(邵颂雄)前言第一章  解说《心经》  一、般若的体性与修证  二
、《心经》辑译  三、佛与菩萨的三摩地  四、五道十一答    (一)利根与钝根    (二)瑜伽行的四种所缘境
事    (三)资粮道的现证    (四)加行道的现证    (五)见道的现证    (六)三解脱门——说见道至修道的过渡   
(七)修道的现证    (八)无学道的现证    (九)密咒道的现证  五、般若咒义  六、认许与随喜第二章  龙树四
重缘起  一、空性与缘起  二、四重缘起观    (一)总说    (二)业因缘起    (三)相依缘起    (四)相对缘起    (
五)相碍缘起  三、四重缘起观的例证    (一)不生不灭    (二)不常不断    (三)不一不异    (四)不来不去  四
、结论  附录一 七十空性论疏  附录二 中观口诀第三章  弥勒瑜伽行  一、瑜伽行的基道果  二、法相    (
一)前言    (二)三自性相无自性    (三)三无自性有自性    (四)转依  三、唯识    (一)陈那与唯识今学    (二)
关于自证分    (三)四正加行    (四)唯识与法相  附录  《三自性判定》略释第四章  如来藏  一、何谓如来
藏?  二、如来藏与阿赖耶  三、龙树说法界  四、不增不减  五、如来藏九喻  六、不二法门附录  法界赞
后记一附录  1  藏译本《七十空性论疏》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5231)  2  藏译本《中观口诀》    (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5324)  3  藏译本《法界赞》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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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缘起深般若》

章节摘录

　　专说体性，相当于汉译的《金刚经》。此虽未被普遍承认列入印度所称三略本范围之内，但却实
为般若系列的重要经典。　　至于《心经》，阿底峡说它专说般若波罗蜜多的体性，可是这也并非笼
统地唯说空性，他解释无垢友的释论，指出无垢友其实是依循着五道的修证，来说般若波罗蜜多的体
性。　　佛家的五道，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　　在见道位，行者触证真如，便
成初地菩萨，这时候，他已现证了般若波罗蜜多的体性，如是即为登菩萨地，所以见道名为登地，而
资粮道以及加行道则名为地前。　　菩萨于触证真如之后，重重离碍，即是由二地以至十地，总共九
个层次。此中的关键是第六地，由此地开始叩深般若波罗蜜多的门。经历第七地，至第八地才能现证
深般若。　　第六地名为现前地，即是指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开始现前；第七地名远行地，是指行
者经历一段漫长的心路，解脱心性而人住法性，并从此可不再变异生死，是故名为远行；至第八地，
行者已稳住于法性，因为他已走完了漫长的远行心路，再无变异，如如不动，是故名为不动地。　　
菩萨及至十地圆成，即入无学道（佛道）。在无学道中，有一个佛的因位，称为无间道，此即修金刚
喻定，无间而成佛。《心经》之所言，即由资粮道说至无间道，此已为经中大部分正文，超越无间道
的佛道，则相对地说得简单一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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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缘起深般若》

精彩短评

1、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关于佛学，这书讲得最为圆满。正见由此出。
2、基:龙树中观。道:弥勒瑜伽行。果:文殊不二法门如来藏
3、很不错的一本书，从四重缘起到唯识古学，从般若中观到如来藏义，从实修的角度阐明佛法的次
第，是一部对想要深入了解佛教理论与实践的人的很好的引导。
4、都知道佛为一大事因缘才留下诸多文本，但真正拿出这些林林总总的文本来，要做到一刀豁破名
言之林莽，令那幽隐的密意之水脉明白呈现，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余于谈上师得之矣！也只有这样讲
，才真为诸多了义经论正名，令浅慧谤法者哑口。《胜鬘经》、《不增不减经》、《七十空性论》、
《三自性判定》，这么好的经论少有人谈。
5、四重缘起中观为基，三无自性瑜伽行为道，不二法门如来藏为果。广大甚深！岂是泛泛读过便可
通达耶？然足以令我抉择瑜伽行大中观为根本知见！
6、谈师无愧于勇猛精进。对理解心经 很有帮助，甚至比 《心静内义及究竟义》好读，套书里的第一
本。遍翻不得，不知谁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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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缘起深般若》

精彩书评

1、本书分四章，心经内义解、龙树、弥勒、文殊。佛教的智慧称为般若，心经是精华概要或者说地
图，所以作者安排在第一章节。通俗地说龙树侧重讲理论，包括中论等。弥勒侧重讲修证实践。文殊
讲深奥的不二法门最高级佛教。我读此书感觉有两个特色，也就是书题中的深般若和四重缘起。第一
是心经内义也就是标题中的深般若：心经的解说用了五道的框架，不增不减为见道，前面空性无相为
资粮、加行道，后面一串无讲述修道，直到无学道。其二是四重缘起来解说佛教的缘起说，分为业因
、相依、相对、相碍。层层深入，不是简单地一句缘起无自性。书中提到顺中论说的相似般若的问题
，就是只从名词上去理解般若作用很有限，不能解决烦恼的问题。必须观修缘起，层层深入。以上浅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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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缘起深般若》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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