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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庐山慧远与毗昙学》中讲到的毗昙学是比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时间更早，影响更深层的一种佛教思
潮。毗昙学与玄学崇有派在主张种族不变、性分不变的观点上完全一致，是佛教“形谢神不灭”说的
哲学支柱，也为当时的宗法关系和儒家孝道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说明，因而也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形
成了最具中国佛教特色的学说。慧远所接触的毗昙学僧伽提婆于庐山译出的《阿毗昙心论》及《三法
度论》两部论典，十分受到慧远的重视，慧远并曾亲为之序。慧远在《阿毗昙心序》中，对毗昙的核
心著作《阿毗昙心论》，有如下的评述：《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颂，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
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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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男，辽宁丹东人，1982年12月生。2002至2006年在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专业学习。2006年至2008年，在
中山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学习，毕业论文为《庐山慧远的念佛思想》。2008年至2011年，在北京师
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宗教学专业学习，毕业论文为《庐山慧远与毗昙学》。2011年7月进入南开大
学哲学院工作，现为宗教学教研室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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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死阴及生阴分别为死、生刹那时之有情，中阴譬如为连接二者之通道，生阴之后即为本有
，也即正常的生命状态。这样，通过中阴之连接，前后之生命体得以相续不断。因此，前世之色身虽
因一期生命之结束而散灭，但心识却仍然相似相续了，并以中有的形式存在，直至因缘成熟后，方开
始下一期之生命。 需要注意的是，种子的相似相续虽以心识之相续不断为前提，但这并非意味着心识
是异于种子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心识本身就是种子。因为业种子并非是实体，它仅仅是对心之作用的
一种譬喻性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种子是心之功能、作用。二者的关系是非一非异的，所说
其异，则陷入二元之对立中，种子为染，心识清净，此即印度之梵我论。但若二者是一，则染净相杂
，从而使佛与众生之界限相模糊。以此，毗昙学虽认为业行会以种子的形式在心识中相续不灭，但此
说并非究竟了义。其立义之宗旨在于通过心识的相续，建立三世之相续；又通过种子的相续，解释报
应之必然。 三业力之作用 因为心识可以相续不断，故藏于其中的种子亦可相续不断，待缘而显现。
若今世因缘成熟，即在今世受报，若缘在来世，即来世受报，若缘在后世，则后世受报。《阿毗昙心
论》云：“若业现法报，次受于生报，后报亦复然，余则说不定。”即业力可有四种现起果报的方式
，即今生即现，来生再现，多生之后方才现起，以及不定，既可以现起也可以不现起，其中的原因在
法救所造之《杂阿毗昙心论》中讨论得更为清楚。《杂阿毗昙心论》卷三： 三业：现、生受、后受。
现法受业，若业此生作即此生熟，名为现受。若第二生熟者，名为生受。第二生后熟者，名为后受。 
现法受是指此生造业此生得果，而生受则指此生造业来生感果，而后受则是指经三生或三生以上方感
得相应之果报。 就所感之果而言，共有三种，自业种子所感为报果，即有情之身心。共业种子所感为
所依果，即有情所依之器世间。若是净业种子，则可于未来得解脱果，趣向涅槃。《阿毗昙心论》卷
一云： 善业成二果，所依果及报果。无漏业亦有二果，所依果及解脱果。不善业亦有二果，所依果及
报果。善或成三果者，谓善有漏业能除诸烦恼是三果：所依果、报果及解脱果。一果谓余说者，谓余
无记业是一果：所依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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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庐山慧远与毗昙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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