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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思想史》

内容概要

《般若思想史》作者为当代日本学者，作者从文献学角度简要印度佛教一个重要内容--般若学的发展
与特质。其内容有：印度古代精神文化的轮廓；佛陀及其觉证；佛教阿毗达磨的展开等。
《般若思想史》作者山口益先生精通梵、藏以及汉文，以深厚拘语言学功底研究印度中观、唯识两派
论书的原典文献，在国际佛教学研究领域有极其广泛的影响。山口先生一生著述颇丰，如《世亲之成
业论》、《佛教思想入门》、《西藏语之系统》、《印度文化史》、《中边分别论释疏》、《月称造
中论释》、《中观佛教论考》、《世亲唯识的原典解明》、《般若思想史》等等。译者在山口先生众
多著作中之所以首先择取《般若思想史》介绍给中文读者，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般若思想史》的
部头虽然不大，但它却是山口先生在深入研究原典文献的基础上旨在揭示印度中观和唯识两派思想之
内涵的总结性著作。二是山口先生将此著冠以《般若思想史》的名称，其用意极深，即这是一种从学
术的角度试图通过“般若”理念打破中观、唯识及如来藏思想间壁垒的极其有意义的尝试。三是山口
先生《般若思想史》中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就如来藏思想的产生背景做了深入的深讨，并从《究竟一乘
宝性论》中挖掘出“缘起即是如来藏”的核心思想，换言之，在他看来，《究竟一乘宝性论》中提及
的“如来藏”一词指的就是“缘起”，这对于解央近二十多年来国际上围绕“如来藏思想”所发生的
种种争端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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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思想史》

作者简介

山口益（1895～1976）
日本之印度佛教专家。为真宗大谷派僧。京都人，先后毕业于真宗大谷大学专修科及研究科。曾留学
法国，随烈维学习梵文、巴利文、藏文。回国后，历任大谷大学教授、校长等职。昭和十八年（1943
），以〈佛教に于ける无と有の对论〉得文学博士学位。昭和三十七年（1962），以治大乘佛教学有
功，荣受紫绶褒章；三十九年，更荣封文化功臣（系日本最高学术荣赏）。五十一年示寂，享年八十
二。
其治学功绩厥为破除宗义成见，返本还源，探大乘佛教本义于诸原始文献中，为佛教研究开一新风貌
。对印度唯识学研究的贡献，居功甚伟。主要著作除上列博士论文外，另有《中边分别论释疏》、《
中观佛教论考》、《般若思想史》、《月称造中论释》、《佛教思想入门》等。此外，编有《辩中边
论》一书。
［参考资料］　长尾雅人〈永怀吾师山口益先生〉（《世界佛学名著译丛》{8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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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思想史》

书籍目录

总序
译者序
作者序
第一章 印度古代精神文化的轮廓
第二章 佛陀及其觉证
--十二因缘和四圣谛
第三章 佛教阿毗达磨的展开
经律论的成立--佛教与希腊思想的接触--阿毗达磨的性格--说一切有部--其他各部派--贵霜王朝统治下
的佛教状况和态势--大乘经典的成立
第四章 龙树的中观说
--空和假
一、根本中论--八不--戏论寂灭--空性·胜义谛--空用
二、空义·世俗谛--假设--中道
三、对恶取空的规戒--空的行道--般若波罗蜜--般若空中的净土教思想--假与识
四、龙树与诸大乘经典
五、提婆诸百论的倾向
第五章 无著--世亲的瑜伽唯识
--通往空的道路的设定确定
一、瑜伽唯识的兴起及其文化地位
二、三时法轮
三、针对空性论展开的识论--三性说的设定
四、通往唯识无境和识无的道路
五、唯识缘起的当相
六、识的空无--转识得智--无有
七、从空无之慧到无有之智的悲--唯识的宗教性--与中观说关于佛身说之间的异同
八、中观与唯识有关唯心解释之间的异同
第六章 如来藏思想
--空·法性的历史实践
一、《究竟一乘宝性论》的如来藏说
二、缘起即如来藏
三、超越般若的如来藏
四、如来藏的自体义，佛的誓愿
五、如来藏的因义（大乘法的信解，般若波罗蜜，虚空藏三昧，大悲）
六、如来藏的果义（如来法身功德的四波罗蜜，光明无量和寿命无量）
七、与瑜伽唯识之间的相似非相似性
第七章 中观瑜伽的历史交涉附：清辨的教系
第八章 归谬论证派
第九章 自立论证派与瑜伽唯识
一、中观自立派--中观经量派
二、有相唯识与无相唯识
三、唯识派的《中论释》和观誓的《般若灯论释疏》
四、瑜伽中观派
五、瑜伽中观派的旁流--狮子贤的《现观庄严论宗》
（一）狮子贤的学派
（二）现观庄严的谱系
（三）《现观庄严论》的历史性格
（四）西藏的中观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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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思想史》

（五）《现观庄严论》的内容概述
（六）《现观庄严论》中之瑜伽唯识的要素
第十章 中观思想的密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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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思想史》

精彩短评

1、感謝某人送了本翻譯好拗的概述史。
2、读得慢
3、昨晚及今晨读罢。应该说未读完全。全书议论较难。文字校对有脱字。翻译不流畅。可能因为取
值严谨。所以牺牲流畅。全书打算再读一遍。讲般若而把中观唯识如来藏等派别揉和来讲。使人耳目
一新。可见著者的功力。
4、好书，值得细读！
5、比较难懂
6、我佛高深 我读不懂
7、尼玛不懂术语就别乱翻书！没学好日语语法就别乱翻书！不会说中文就别乱翻书！
8、挺不错的
9、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是从原典学的角度对龙树以后的印度佛教圣典进行研究的。
10、不错，和国内的不一样。
11、大三,早忘到姥姥家了,为了读牟宗三的参考书
12、般若与如来藏的关系很有意思
13、翻译成这个鬼样子也好意思出版，误人子弟
14、完全的看不懂，是我太差劲还是译者太高深
15、相当不错，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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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思想史》

精彩书评

1、摘第四章第四节：“⋯⋯虽然《般若经》力图开显的般若波罗蜜便是慧的完成，它处于菩萨必须
到达的波罗蜜的最高位，然而，当谈到这种般若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位于伊朗
的势力范围内，被认为曾经影响了基督教的诺斯替（Gnostiques）学派。希腊语的Gnosis（直观）相当
于这里所说的慧即般若（prajna），所以，看来伊朗与印度的交往不仅仅停留在前述的艺术方面，而
是处于远远地超出我们想象的更深的层面。”（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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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思想史》

章节试读

1、《般若思想史》的笔记-第25页

        然而这种缘起关系当被唯识注释家解释时，就被说成是“识蕴藏诸法时的关系，于识是成就和完
成诸法诸法之物这一点上就是因缘，诸法蕴藏识时，诸法对于识之果而言，就是为了识而必须发挥作
用这一意义上的增上缘（ādhipateya，inevitable efficient）”①①译注：此段引文没有注明出处。
此段实际出自无著《摄大乘论》，只是作者引用时作了解释性的修改。玄奘译文如下：

        论曰：如是二识更互为缘，如《阿毗达磨大乘经》中说伽他曰：
　              诸法于识藏　　识于法亦尔 　更互为果性　　亦常为因性
        论曰：若于第一缘起中，如是二识互为因缘；于第二缘起中，复是何缘？是增上缘。

世亲解释道：

        阿赖耶识与一切法，于一切时互为因果，展转相生。若于此时，阿赖耶识为诸法因，即于尔时诸
法为果；若于此时阿赖耶识为诸法果，即于尔时诸法为因。⋯⋯此中第一缘起，谓阿赖耶识中所有习
气，与彼诸法互为因缘。第二缘起，谓无明等为增上缘，由无明等增上势力行等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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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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