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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说佛》

内容概要

本书由《佛教理论框架》和《佛教理论框架导读》两部分组成，书中多识教授对藏传佛教理论进行了
高度的概括，以目标体系、修道体系、基本理论体系，三个体系勾勒出藏传佛教的总体面貌，他以自
己深厚的佛学功底，在区区数万字之内，将博大精深的佛教理论给予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的阐释。
作者曾自称这是他最满意并且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此书是为读者奉献的一份精神世界之旅的精确
的导游图。
《佛教理论框架》是多识仁波切对藏传佛教理论的高度概括，仁波切以自己深厚的佛学功底，在区区
数万字之内，将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藏传佛教理论予以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的梳理和阐释。
多识仁波切曾自称这是他最满意并且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2001年5月，多识仁波切应邀到苏州西园寺戒幢律研究所担任《藏传佛教概论》课程的系列讲座主讲。
在讲座中，仁波切以《佛教理论框架》为蓝本，为学员们介绍了藏传佛教的特点并就佛教理论问题作
了系统、精辟的论述。
上卷  佛教理论框架
引 子
第一章  目标体系
第一节人天善果
第二节二乘罗汉果
一、精神断灭论 / 二、抑制业源论 / 三、斩断系缚新变论
第三节  无上佛果
一、统摄为断、证二法 / 二、统摄为自利性和利他性二成就 / 三、统摄为“四身” / 四、统摄为“三功
德”
第二章  修道体系
第一节理论的先导作用
第二节与目标相应的道路
第三节下士道修行重点
一、下士道修行重点 / 二、树立具缘人身难得观 / 三、人生无常观 / 四、恶道苦重观 / 五、皈依法 / 六
、善恶业报观
第四节中士道修行重点
第五节 上士道修法重点（显宗部分）
一、菩提心发心法 / 二、学修菩萨行 / 三、止观的义理和修法
第六节成佛捷径金刚乘要义
一、智慧殊胜 / 二、方便殊胜 / 三、教义理论殊胜
第三章  基本理论体系
第一节二谛论
一、小乘毗婆沙的二谛观 / 二、小乘经部的二谛观 / 三、大乘唯识宗的二谛观 / 四、自续中观二谛观 / 
　　五、应承派中观二谛观
第二节佛心论
一、佛心和佛性的名称 / 二、佛教各宗派的佛心定义
第三节无我论
一、毗婆沙的我和无我观 / 二、经部的我和无我观 / 三、唯识宗的我和无我观 / 四、自续中观的我和我
无观 / 五、应承中观的我和无我观
中卷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异同
第一章  佛教和非佛教的区别
第一节佛教与非佛教以“四项基本原则”区别
一、有为无常 / 二、有漏皆苦 / 三、诸法无我 / 四、涅槃寂静
第二节佛教针对世间观念修行，目的是超越世间观念
第三节佛教弟子的修行以知足健康为准则
第四节佛教的境界是脱离轮回的涅槃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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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异同
第一节“一切教乘并行不悖，一切佛言的均属教诲”
第二节藏传佛教的十二个显著特点
一、显密结合，以显为基础，以密为究竟 / 二、经教上重五部四续，闻思修全面结合 / 三、学四部，
宗一见 / 四、修证之道，有显有密 / 五、守三种戒 / 六、衣食特点 / 七、高僧转世制度 / 八、寺院分学
院式和禅院式两种 / 九、德行和智慧并行不悖，反对脱离菩提心的小乘式的开悟 / 十、尊崇佛陀临终
遗训，始终坚持“行为合于《律》，观修合于《经》，言论合于《论》”的原则 / 十一、尊师重教，
视师如佛 / 十二、戒讲戒脉，法重法脉传承
下卷  佛教理论框架导读
引子  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第一章  佛教的三级目标体系
第一节人天善果是人类和天类的最佳生存状态
第二节破除三界烦恼，获得我法二无智慧的二乘罗汉果
一、精神如灯火，业如灯油，油尽而灯灭 / 二、对种子进行冷冻，不让它发芽 / 三、斩断捆绑在流转
巨轮上的绳索
第三节梦中觉醒，心智如花开放的无上佛果
一、统摄为断，证二法。自性身属于断法，其余功德属于证法 / 二、统摄为自利性和利他性二成就。
法身属于自利性的成就，色身和利众事业属于利他性成就 / 三、统摄为“四身” /  四、统摄为“三功
德”
第二章  佛教的三级修道体系
第一节心中要有可燃烧放光的智慧体
第二节成佛必须经过的三个阶段
第三节在轮回中获得人天幸福的下士道修行法
一、下士道修行重点 / 二、树立具缘人身难得观 / 三、人生无常观 / 四、恶道苦重观 / 五、皈依法 / 六
、善恶业报观
第四节脱离轮回，超越生死的中士道修行法
第五节解脱成佛，利益众生的上士道显宗修行法
一、菩提心发心发 / 二、学修菩萨行 / 三、止观义理的修法
第六节身心双修的成佛捷径，上士道密法修行法
一、智慧殊胜 / 二、方便殊胜 / 三、教义理论的殊胜
第三章  佛教的三个基本理论体系
第一节俗谛和胜义谛是理解佛法并且解脱的基础
一、小乘毗婆沙的二谛观 / 二、小乘经部的二谛观 / 三、大乘唯识宗的二谛观 / 四、自续中观的二谛观
/ 五、应承派中观的二谛观
第二节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种子的佛心论
一、毗婆沙的佛心定义 / 二、经部的佛心定义 / 三、唯识宗的佛心定义 / 四、中观宗的佛心定义
第三节破除我执，超出轮回的无我论
一、毗婆沙的我和无我观 / 二、经部的我和无我观 / 三、唯识宗的我和无我观 / 四、自续中观的我和无
我观 / 五、应承中观的我和无我观
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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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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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佛教理论框架引子第一章 目标体系第一节　人天善果第二节　二乘罗汉果一、精神断灭论二、
抑制业源论三、斩断系缚新变论第三节　无上佛果一、统摄为断、证二法二、统摄为自利性和利他性
二成就三、统摄为&ldquo;四身&rdquo;四、统摄为&ldquo;三功德&rdquo;第二章 修道体系第一节　理
论的先导作用第二节　与目标相应的道路第三节　下士道修行重点一、下士道修行重点二、树立具缘
人身难得观三、人生无常观四、恶道苦重观五、皈依法六、善恶业报观第四节　中士道修行重点第五
节　上士道修法重点（显宗部分）一、菩提心发心法二、学修菩萨行三、止观的义理和修法第六节　
成佛捷径金刚乘要义一、智慧殊胜二、方便殊胜三、教义理论殊胜第三章 基本理论体系第一节　二谛
论一、小乘毗婆沙的二谛观二、小乘经部的二谛观三、大乘唯识宗的二谛观四、自续中观二谛观五、
应承派中观二谛观第二节　佛心论一、佛心和佛性的名称二、佛教各宗派的佛心定义第三节　无我论
一、毗婆沙的我和无我观二、经部的我和无我观三、唯识宗的我和无我观四、自续中观的我和我无观
五、应承中观的我和无我观中卷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异同第一章　佛教和非佛教的区别第二章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异同下卷　佛教理论框架导读第一章　佛教的三级目标体系第二章　佛教的三
级修道体系第三章　佛教的三个基本理论体系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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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要比原先《爱心中爆发的智慧》来的更加系统，不累赘。是了解西藏藏传佛教显教及密教
前导不错的一本书，由于多识活佛对于汉文和藏文都是精通的，所以在阐述上就自由的多。但在律藏
典籍上涉入的还有点浅显，阐述的不够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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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佛教理论框架及其导读》其实只是副标题，书名是《活佛说佛》。不过我不喜欢这个书名，感
觉有点下里巴甚至有点跟随书市潮流的波浪，最初在八角街旁边的古修哪书坊看到时直接忽略了过去
，后来看过作者的另一本书，才知作者是高人，于是又去找了来读。这位作者就是多识仁波切，大昭
寺尼玛次仁的老师。不过这个副标题也有点不确，更为贴切的可能是在前面加上“藏传”二字，因为
本书对内地的显宗只是略略提及。不过这应当是在作者看来，内地的显宗仍不能超越金刚乘的范畴，
不能超越宗喀巴大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系统化逻辑化整理。严格说来，这本书我没有100%看懂，但
我仍然觉得很有收获。这是我在读完多识仁波切《藏传佛教疑问解答120题》（这个书名我也觉得小儿
科，有点象《十万个为什么》，但内容精湛）之后的又一次收获又一次提高。十多年来，断断续续七
七八八地看了些佛学类的书，有收获有迷惘。比如“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这样的诗句
，我觉得很美很美，甚至在初遇我老婆时就因此让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仍然懵懵懂懂不知究竟
。比如“旗动风动心动”，太酷了，但它是它我是我，我只能用思维去尽可能地想它，它和我仍然隔
着厚墙。比如禅宗参话头，哦老天，这实在是太难了，怎么他们说的我都不懂？难道在这末法时代我
这样的根器太差劲？OK，那就先坐坐吧，天台宗六妙法门，数息我可能从未数到过100，甚至50有可
能都没有数到过，不是因为睡着了，而是因为仅仅数息完全不能占据太多的大脑内存，我数息的时候
完全可以并行运算其它的程序，于是杂念纷至沓来。净土宗似乎比较简单（可能我了解不多），一心
念佛就好，但我不大相信——这是不是太简单了，会不会有点傻，如果念一辈子后发现错了怎么办？
——BTW，我看南怀瑾和多识仁波切的观点，在这点上有相近处，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约是一方
面觉得只念佛号很不足够，另一方面觉得可借他力（个人理解，仅供参考）。我认为佛学和科学不应
该是一个手掌上的不同手指，而应该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活佛说佛》里提到了美国人卡普拉写的《
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就有这样的观点，而这本书的简写本在十三年前
被我引用进了我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这本书的全译本现在正静静地立在我的书柜里，很遗憾买得太
多但看得太少。再一次愤怒声讨象《易经的智慧》作者曾仕强这样的人，现在论文图书满天飞，能不
能不要把那些你一知半解甚至全然不懂的东西也写出来浪费别人的时间误导别人的理解，那是罪过啊
）。但是，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材料，没有太强地感觉到它们在一个体系里，最多有些讲佛说的这个
三千大千世界啊，与我们现代科学观测到的情况有着如何的相似处；佛观一碗水，八万四千虫啊，与
我们的微生物科学又如何如何？那如果一碗水里的微生物有八万四千零一条呢？于是我想是不是我的
思维僵化了，于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也愿意欣赏艺术作品，并且与搞艺术的人厮混，听他们海阔天空
。或许是之前的方便法门于我不够方便，现在，《佛教理论框架及其导读》与我的思维对上频率了。
封面上的广告辞说它是航海图和指南针，于我心有戚戚焉。先讲目标，再讲路径。亲爱的朋友们，我
的思维习惯就是这样的。有因明学的辅助，说起话来就是合拍。摘抄一段讲缘起性空的文字如下：既
然各种事物都是在条件中产生、存在，也是在条件中消亡，这就说明没有自性。如果有自性就不需要
缘起，既然是缘起，证明就没有自性，中观论中的推理法就是这样的。因为是缘起，所以才是性空；
因为是性空，但是它的现象还存在，所以它是缘起。闻、思、修三个方面都不可忽略。在初步的观想
上，多识仁波切提到的是观想佛像。这与去年罗布林卡一位僧人告诉我的差不多。但是，我不知道这
是不是与金刚经说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的意思相矛盾。还得多
看些书。先闻、先思，大体清楚后再修，不能乱修，尤其是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我在这本书上用荧
光笔划了好多内容作为加注，让我下次重读时可以提纲挈领明晰重点。本想再摘抄多一点，想想还是
恐怕失了全貌后让人误解，罢了。只是强烈推荐这本书——多识仁波切著《活佛说佛——佛教理论框
架及其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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