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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概念与方法（修订版）》

内容概要

著名佛教学者、哲学家吴汝钧代表作
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佛教
【编辑推荐】
◎汉语学界著名佛教学者、佛学诠释学的倡导者、哲学家吴汝钧代表作。
◎作者细致地研究了儒家的义理之学、佛学的判教说和西方的哲学诠释学，博采三家之长，在继承传
统研究方法和采用现代学术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从佛学哲学诠释和佛学文献诠释两个方面来解读佛学
思想，史料与思想并重。
◎随文配有200余条佛教术语的名词解释，为读者提供准确理解佛学的方便途径，并为这些术语的逻辑
关系和逻辑论证配上图示，直观而精准，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
【内容简介】
《佛教的概念与方法》是著名佛教学者、哲学家吴汝钧的佛教研究专著，初版于1988年，2000年修订
，兼用概念解释和逻辑论证两种方法来解读佛学思想，是运用西方哲学方法研究佛学的优秀范本。
本书根据不同主题，重新编排吴汝钧先生多年来撰写的佛学研究论文汇集而成。按内容分为印度佛教
和中国佛教两部分，兼用概念诠释和逻辑论证的方法，比如借鉴主客二分法来诠释十二因缘，用直接
、间接知识来对比解释现量、比量，阐释龙树的三谛论证、陈那的逻辑、法称的认识论则采用西方哲
学的形式逻辑、符号逻辑、真值函蕴系统三个角度，既避免了只用佛教话语容易导致的狭隘观点，又
澄清了许多西方佛学研究者的知识论框架容易造成的误解和曲解。阐释转识成智理论则分为原因、方
法、理论根据、理论困难以及解决方法等明确的步骤，让读者熟悉问题背景、解决思路、论证过程和
最终结论。对禅宗、华严宗、天台宗的研究则既用逻辑论证教义，又有禅诗譬喻佛理，兼有哲学研究
和文学欣赏的双重优势。
本书析解名词，简练精准；论证观点，理据翔实。作者悉心研究儒家的义理之学、佛学的判教说和西
方的哲学诠释学，博采三家之长，从佛学哲学诠释和佛学文献诠释两方面来解读佛学思想，200余条佛
教术语的关系和逻辑论证过程配有文字说明和图解，学术性和可读性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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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概念与方法（修订版）》

作者简介

吴汝钧（1946—），台湾著名佛教学者、哲学家，其研究专精于佛教，并旁及儒学、道家哲学、京都
哲学、现象学、怀特海过程哲学。曾于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留学，研究梵文、藏文、佛教逻辑、
哲学方法论。历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浸会大学哲学教授、香港能仁书
院哲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哲系教授。长期从事佛经编译、佛教哲学方法论和东西方哲学
融通等研究工作，在佛学研究上提出文献学与哲学分析双轨研究法，目前着力于纯粹力动现象学理论
体系的建构，有学术专著40余部、译著4部、编著5部。
已出版作品：《佛学研究方法论》《西方哲学析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儒家哲学》《老庄哲
学的现代析论》《金刚经哲学的通俗诠释》《纯粹力动现象学》《佛教中观哲学》《佛教思想大辞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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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概念与方法（修订版）》

书籍目录

修订版序
初版序
第一篇　印度佛教之部
一、论十二因缘
二、印度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
三、佛三身说
四、般若经的空义及其表现逻辑
五、从逻辑与辩证法看龙树的论证
六、龙树之论空假中
七、否定式与中观辩证法有关年代的话
八、唯识宗转识成智理论之研究绪论
九、陈那的逻辑
十、法称的认识论
十一、Pratyaksa 与知觉
十二、“爱”的讨论
十三、印度佛教哲学名相选释
第二篇　中国佛教之部
十四、龙树与天台哲学
十五、天台宗哲学名相选释
十六、龙树与华严哲学
十七、华严宗的相即逻辑
十八、达摩禅
十九、从哲学与宗教看寒山诗
二十、禅佛教哲学术语选释
二十一、佛教的真理观与体用问题
二十二、宗密的灵知与王阳明的良知的比较研究
附　录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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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概念与方法（修订版）》

精彩短评

1、标题取得大了吧
2、花心思做了研究，但言语表达晦涩。
3、后浪【佛学基础丛书】003
4、反正我看了的感觉就是很差，文章都很虚，作者的硕士论文更是惨不忍睹。。。
5、台湾 佛学大师级人物
6、十年前寺中读过台版，遍寻笔记不得。恍如隔世
7、吴先生的书有一本收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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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概念与方法（修订版）》

精彩书评

1、对于这本《佛教的概念与方法》身为佛弟子的笔者是非常赞叹的，对于作者台湾的吴汝钧先生这
位哲学家、佛教学者的学识也是由衷的钦佩，其对于佛教知识研究的深入程度令人惊叹，所涉及的佛
教知识不论是横是纵都是非常可观的。《佛教的概念与方法》内容翔实，论点逻辑清晰、梳理精细；
由此对于作者扎实的功底、严谨的学术态度可见一斑。书中既有吴汝钧先生对于佛教重要概念的理论
研究，也有对日本佛学者论文翻译的作品，亦有文献读书的笔记；本书初版于1988年，于2000年修订
，2015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第三版。在此书的初版序中，作者坦承的说：“现代的学术研
究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即要尽量避免重复已有的论点，要有自己的创意。”这也就意味着作者这些论
文的目的与佛教普度众生的愿景是不同的，所以这其中便少了宗教的人文关怀，以至本书内容只是纯
理论、学术性的研究。学者的佛学与佛教出家人的佛法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学术性的研究大多通过
对佛教经典，思想概念，和名词名相上进行研究，而佛教徒相信佛法是阐明宇宙、生命真谛，同时又
引导众生契入佛教之中所说的涅槃境界。以学者的角度而言，对于与佛教相关的论文，其旁征博引的
目的只是要解开心中对于佛教相关知识的疑惑，而宗教的人文关怀是建立在对人格的尊重，生活质量
的提高，生命的爱护为重点，令其觉悟与进步。就其内容而言，说这本书是吴先生较早期的佛教论文
集；又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本书的内容是针对佛教之中一些较为高深的概念进行研究、解析，如般若
空性的概念，理论逻辑性强的天台、唯识宗理论，作者翻译的关于两位瑜伽行派论师陈那、法称的论
文，更有不拘常法的禅宗思想。由此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对于佛法的兴趣方向早期着重于般若宗，从
其再版时加入的两个篇章得知，在中后期作者对于佛法的理解已由真空转向于妙有的研究阶段，故对
于灵知和体用有了一番详细的论述。又因为本书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理论性的特点，与普通流通的基
础读物在层次上有一定的差距，这对于佛教刚入门的初机而言就会有种晦涩难懂的感觉，而对于有一
定佛学基础的佛子们，在道业的精进上却有非常大的帮助，对于学习研究佛学的学者也能起到很好的
引导辅助作用。刚入佛门的人被称为初机，意为初学之人，在佛教中有一类人被称之为善知识，这类
人的作用对于学佛初机是非常关键的，善知识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来引导初机以契入佛法，而普通的
人如果没有前行者的引领，独自研习经典，很容易有种“一入佛门深似海”的感觉，扎入高深的理论
之中无法理解其真实含意。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得出作者自身对佛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佛教文
化研究的影响，这在本书中能时常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影子。作者所翻译的陈那与法称文章就是日本佛
学者所著。日本佛教由原来理论实践并行，到近代侧重理论研究，这令其在佛学研究上闻名于世，由
于日本佛学研究的高水准风格，也令作者本身表现得重研究而轻实践。在中国的佛教中，不论是汉传
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对于佛法的修持上都是以务实的态度将佛法落实到生活的点滴之中，重实践轻
理论，用各种方便去引导众生修习佛法，这也是佛教徒和佛教学者之间的区别，前者以证悟佛的知见
为终极目标，其教化的方法带有非常浓厚的人文关怀，而后者仅是学术性的，从自身需求去研究，两
者之间的差异在作者的这本书中就明显的体现出来了。时至今日，佛教文化已被商人大肆利用、推广
，这让真正的佛教与佛学知识蒙上了不光彩的冤屈，尽管生活中已经可以很容易看到以佛学、智慧和
禅意的文化推广，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多少人是真正的走进了佛门，所以更谈不上对佛法的了解，这些
情况让未树立起信心和想认识了解佛法的人对于佛教、佛法的理解，就会产生一定的距离和偏颇。对
佛法有坚定信心不受外道影响改变的，佛教中将此称之为正信，而要达到这一正信的程度，是需要一
个过程，对佛教知识足够的积累就是必要的条件。很多时候在自身基础还没有完善，思想还不具备独
立的条件时，就会对佛教的教义产生非常大的误解，更甚至觉得有矛盾，而因此退失信心，产生邪见
。佛教的经典，号称三藏十二部，其中以经、律、论为三藏，以佛陀说法的十二种方式为十二部，在
佛教之中通达经、律、论的法师，被称誉为三藏法师；这些法师不仅精通佛法，而且对于佛法的实践
也有丰富的经验，而这实践的方法，在师父与弟子的传承之中会直接影响到弟子在学佛道路上的走向
。中国汉地影响力最广的两大宗派，分别是净土宗与禅宗，就净土而言，虽然在修行的法门上只是念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其背后一样有教义的传承；如现今修行净土的寺院道场以江西庐山东林寺
，安徽宣城弘愿寺二者为例，虽然同是称念佛陀名号往生西方极乐，但前者为净土祖庭以祖师慧远大
师思想为修行背景，后者则以二祖善导大师的思想为修行背景。虽然二者的目的和方法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思想上对佛法的理解却略有不同。东晋慧远师从道安法师，而道安法师则集禅法、般若之大成
于一身，尤以般若性空为重，这就直接影响了慧远大师对于佛法的理解与修持方向；而慧远创立莲宗
之时，印度净土思想初入中国尚未成形，至北魏昙鸾始提出称名念佛（六字“南无阿弥陀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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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概念与方法（修订版）》

到道绰的继承与发展，隋朝善导师法于道绰禅师，受净土法门、信念坚固。所以宗土思想以慧远大师
为始，故称其为初祖，而在昙鸾、道绰的继承与发展下，善导将其光大，称其为二祖。虽然净土宗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终极目标，初祖慧远大师侧重于自性佛力的救度，而二祖善导大师则完全以称名
念佛仰仗佛力往生极乐为依止，这就体现出了二者对佛法概念与实践方法的不同之处。而以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的禅宗，在其发展与理论上和净土宗一样，由初始传入中国，被接受至发展，每个时期都
有不同的思想概念提出，禅宗的思想其灵活性足以让人咋舌，其教学方法脱离传统概念，令人当下觉
悟本源、见性成佛，又因为这种灵活性，禅宗始终给人一种捉摸不透、似是而非的感觉。当人们试图
从经典或记载的文献之中去了解禅宗时，却只能找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印心”，这些话的
意思对于禅者而言就是“分明只在眼前”，而对于没有契入禅之中的人而言，就如隔山千万重了。吴
汝钧先生除了在本书中提到达摩禅外，尚有禅宗其它派别的论述未收入本书，在此不一一赘述。学术
性的研究佛学是否能将佛教的概念彻底弄懂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必须要对佛教的相关知识有一
个系统全面的认识才能客观的将这些概念理清楚，尽管对概念清楚了，但如果缺少实践，那理论终归
是理论，在于佛法中所提到的生命本源同样是难以契入其中，那佛法仅是一门知识、学问，这与佛陀
所宣讲佛法的目的，令众生觉悟本源，脱离轮回的终极目标是相背离的。
2、《佛教的概念与方法》是著名佛教学者、哲学家吴汝钧的佛教研究专著，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初版
于1988年，2000年修订，在佛教界和佛学思想界都产生了比较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全书分成两个部分
：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从内容来看，本书是作者一系列佛教学术研究的论文集，包括自己写就的论
文和翻译的外文论文。文章编排按照问题的不同来分类，每一章都集中讨论一类问题。在这本书中，
作者运用概念解析和逻辑论证相结合的方法，厘清了佛教的主要概念的准确意涵，再现了诸多学说和
理论观点的论证过程，不再局限于单纯地普及佛教知识，而是引导读者对一些著名的佛教学说获得清
晰、准确的印象。比如龙树的中观论，对空假中三观三谛的辨析和诠释注重理出逻辑线索，再引导读
者作准确的理解；再如对现量、比量等佛教认识论概念的梳理，通过宗密的“灵知”和阳明的“良知
”之间的对比阐释来呈现儒释思想的差异和融通，另外还讨论了佛教的体用、真理观等问题，都有颇
多的真知灼见。本书的一大优点在于概念诠释与逻辑论证的两种方法相结合的解说方式。首先是提取
最关键的一些佛教术语，分门别类，细致地给以诠释，以这些佛教术语为点逐步展开佛教的一些重要
学说，用词义辨析、逻辑论证把概念、术语联结起来，形成词义清楚、关系分明的概念群，让读者条
分缕析、循序渐进地理解并把握佛教主要教义，避免许多因为条理不清而导致的误解，因此本书既可
当作工具书查阅术语的解释，也可作为进一步学习研究的必读书。为满足读者的不同需要，依据台湾
商务印书馆2000年的繁体竖排修订版，重新编辑校订出版简体横排版。书中保留作者的佛教术语译名
，仅对容易造成误解的汉语常用字词、句子稍作改动，如“精采”改为“精彩”，“视⋯⋯作”改为
“把⋯⋯视作”。同时，对原书中的一些版式问题，也做了调整：重新编排了目录；正文中的经文、
禅诗改成引文格式以便区分不同的内容；中英文注释重新做了规范处理尤其是英文注释的书名、期刊
名；对文中注、章末注也做了区分；附录部分的页码与正文页码连续，以方便读者阅读和检索。最后
，书中的佛教术语专业性很强，背景知识量也比较大，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参考查阅了诸多的文献资
料，力所不逮，难免疏漏，祈请方家指正。
3、当时在深圳书城买的，当时看了一下目录，感觉很扎实，然后匆匆翻了一下最后一章王阳明的良
知与宗密的灵知的比较，感觉可以，就买了。花了几个小时把这本书大部份内容看了一下，除去龙树
那一部份的哲学逻辑没有细看，其它的篇幅基本上都读了读，实在让人很失望，整本书看似每一部份
都有所涉及，但写得太浅了，了无新意，比如像对达摩禅的介绍与寒山诗的介绍。书中篇幅最大的唯
知的部分，写得也是枯燥无比，要看唯积方面的书，有太多书比这本好了。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第一
篇的十二节是一篇“爱”的讨论，居然是一篇文人之间相互扯皮的破事，个中文风与酸啊，认真受不
了。书中最后一部分，对于王阳明的良知与宗密的灵知的对比，也是非常不深入，我只看过王阳明的
传习录，以我对王阳明的良知这一概念的理解，都觉得作者对比得有失偏颇，缺乏深入的理解。这一
主题本是我很有兴趣的，良知与佛性到底是指同一物什还是无始无明，这一课题作者的深度与功课是
远完不够的。有时看这方面的书，我真觉得这些人佛学家真的不太扎实，这些人为学几十年，就留下
这点东西？，让人失望。如果这书，你想读，是真对佛学有兴趣，建议别买了，空有这厚度，空有这
目录，内容没有什么真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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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佛教的概念与方法（修订版）》的笔记-第260页

        大乘思想的特色，在于不舍世间这一精神方向，或生活态度。
十八种空义为：（1）内空；即内法空，内法为内六入，即眼、耳、鼻、舌、身、意。此是认识器官
空无自性。（2）外空；即外法空，外法为外六入，即色、声、香、味、触、法。此是认识对象空无
自性。（3）内外空；内法与外法合起来空无自性。（4）空空； 空却对“空”概念的执着。（5）大
空；这是对空间的自性的否定。（6）第一义空；这是空却对作为第一义的诸法实相的执着。（7）有
为空；种种有为的因缘和合法都是空无自性。（8）无为空；无为即是第一义，即是最高真理。破除
对最高真理的执着，即无为空。（9）毕竟空·毕竟即是空理；破除对空理的执着，即毕竟空。（10）
无始空；这是空却对时间的执着。（11）散空；诸法都是因缘条件和合而成，条件离去，则空无所有
。（12）性空；诸法为因缘和合，其本性是空。（13）自相空；自相即是本性，诸法本性为空。（14
）一切法空。（15）不可得空；诸法由因缘和合而成，因缘都是外在的条件，毕竟不可得，故为空。
（16）无法空；诸法终归灭无，故为空。（17）有法空；诸法为因缘和合，故为有法，这有法究竟亦
会灭无，故为空。（18）无法有法空。
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磐寂静。
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现象界万法的生起，是有一定规律的，这即是必须依因待缘。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意是物质现象即此即没有独立的自性，即此即是空；即是说，物质现象的本质
要透过空来了解。另外一面，没有自性，空的本性，亦不离物质现象，其意义要在物质现象方面落实
。
如来：指已经觉悟的人格，由真理、真如而来的人格，这即是佛。
阿吽：这两音亦是梵语五十个字母中最初与最后的字母，故有最初与最后的意思。在密教，这两字象
征太初与终极。前者是万有所以发生的形而上的原则；后者则是万有的归宿，是智慧与德性义。密教
又以为，阿相当于菩提心，是求取觉悟的发端：吽则相当于涅磐，是菩提心的结果。
业即是说，由身、口、意三者而来的或善或恶的行为，可召感后来的果报。
缘起：佛教最基本的观念，显示佛教对生命、存在的基木看法。宇宙万法，包括物质方面的外境与精
神方面的心识，都是由条件或原因 的集合而生起，缘集则成，缘去则灭。

2、《佛教的概念与方法（修订版）》的笔记-第392页

        禅佛教的宗旨， 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
禅的修习，分为打坐与参话头两种。
十牛：修习佛道的人由最初入门以至最后获得觉悟，中间经过十个阶段，而以对待牛的十种态度为喻
。牛即心牛，为最高主体性、真我这是本具的本心本性。 （1）寻牛：要寻回自己的主体性。（2）见
迹：见到足迹。（3）见牛：悟到主体性的存在（4）得牛：把握到主体性。（5）牧牛：涵养主体性。
（6）骑牛归家：使主体性回归于自己。（7）忘牛存人：去除对主体性的意识。（8）人牛俱忘：去除
主客相对的意识。（9）返本还源：返归客观的现象世界。（0）入哪垂手：济度众生。
洞山良价教人修禅的三种入路：这即是鸟道、玄路、展手。鸟道指修行者应安住于自由的境地，一如
飞鸟的所行，了无束缚。玄路是导入超越乎一切相对性之上的深远的境界的道路。展手是老师以种种
不同的手段、方式，以引导修行者开悟。
据《楞严经》而引出三种障害佛道的邪恶的想法。其一是想生，即意识杂乱，不得清净；其二是相生
，即心为外境所束缚，不得自在；其三是流注生，即心中仍有微细的邪念在作用。
大死一番是修禅的人所必须通过的历程，才能达致最高的境界。 必须先死去，然后才能复苏，故死而
不死。
达摩的禅法，谓入道有二面，其一是重智慧，所谓“理入”，另一是重实践修行，所谓“行入”。行
入又分四面。这即是：（1）报怨行；吾人对往昔的宿业，应有正确的认识，并承受之，而无怨憎。
（2）随缘行；中心观 吾人应能随顺苦乐顺逆之缘，而渐进于道，但不应因这些缘业而转移生命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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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必须保住真性，“心无增灭”。（3）无所求行；经验世界是空、无常、苦，吾人不应对之有任
何贪恋，应“息想无求”。（4）称法行； 能称法即能培养出一种公心，一种客观的意志，因而能自
利利他，摄化众生。
归家稳坐：停止浪荡的生涯，回归家中。譬喻不再在外面求索，回归到内在本有的真理中来，安住于
真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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