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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三大系統，即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
但是就國內學術界而言，對漢傳佛教的研究的成果較多，而有關藏傳佛教的研究相對來說顯得薄弱，
至於藏漢佛教之間的比較研究更是缺乏，因而本書的研究可以說是填補了國內這一領域的空白。 全書
通過對佛教哲學中最核心的幾個方面如宇宙觀、因果報因論、緣起論與中觀思想、心性論、修行實踐
論及漢密（唐密）與藏密等問題在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間不同的特點進行比較研究，以探尋兩種哲學
思想的基本特徵及其共性與差異，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本書的意義與價值大致有如下這些方面： 第
一，本書通過對藏漢佛教哲學思想形成的歷史與文化背景的考察，揭示了兩者間的異同及各自的面向
，以呈現兩大佛教系統的豐富性。 第二，通過對藏漢佛教哲學思想的比較研究，究明兩者間各自發展
的邏輯特點與規律，從而為認識理解藏漢佛教文化提供一種方法論的理路與學術基礎。 第三，由比較
再進而探究藏漢佛教文化之間互相的影響，為現代社會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間的交流與互動，並促進共
同的發展提供歷史的經驗與思路。總之，該書的出版，對於人們正確認識、理解藏漢佛教哲學理論體
系的形成及其對現實佛教活動的影響，以及引導藏漢佛教交流互動，促進佛教與社會主義建設相協調
，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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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藏汉佛教关于世界形成元素和演变过程的比较　　一、关于世界形成元素的论述　　原始
佛教认为地、水、火、风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后来佛教密宗吸收了顺世论的“四大说”，在“地
、水、火、风”四大上加上了“空”和“识”，形成了六大说，认为这六种元素是构成世界的本原。
实际是把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作为世界本原，成为心物平行的二元论。密教认为宇宙的本体和现象是
合二为一的，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宇宙的本体和现象都是由六大元素构成。前五大为“色法”
，属于胎藏界（理、因），后一大——“识”为“心法”，属于“金刚界”（智、果），色心不二，
胎金为一，二者统摄宇宙万有，又存在于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密教又把“六大”分为“随
缘六大”和“法尔六大”。“法尔六大”是一种本体的绝对实在，有相应的属性和作用。地性坚，有
保护万物的作用；水性湿，有摄受万物的作用；火性暖，有促使万物成熟的作用；风性动，有长养万
物的作用；空性无碍，有不起障碍的作用。这些就是宇宙万有的本性和根本作用。“随缘六大”是假
托于“法尔六大”而存在的一种相对的现象界，是随因果条件而显现出来的。法尔六大和随缘六大是
能生与所生的关系。密教又认为，“六大法体”也是“六大法身”（佛的真身）。“六大法身”可以
变现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无一不是“六大法身”的各别显现。六大构成的万物都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有着诸佛菩萨的灵性。这样，密教又从心物平行的二元论走向万物有灵论。藏传密教在六大缘起的基
础上，提出了“七大缘起说”，认为地、水、火、风、空、识、见（智）构成法界。汉地佛教对于世
界形成元素，在吸收了印度佛教四大、六大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事、理等概念，探讨世界的本质和现
象及其相互关系，后面将予论述。　　二、藏汉佛教关于宇宙形成的动力和宇宙本体的论述　　藏汉
佛教均接受了印度小乘佛教的业感缘起说，均认为宇宙万物的形成动力是业。“佛教相信：宇宙形态
的变化，生命过程的流转，那是由于众生所造的‘业力，的结果。”佛说“宇宙万物生于业”，因业
受思想意识的支配，故意识占重要地位。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生成、灭亡都是众生共业的因
缘作用，除业因缘外，无任何造物主，故佛说“三界唯识”。《俱舍论》说“业生世界”，其观点就
是否定上帝、天神创世。佛教缘起论主张宇宙万物成、住、毁、空，都是众缘相互作用的结果。佛教
讲无常，是因为洞悉宇宙万物乃至有情生命不断经过成、住、坏、空四劫，无时无刻都在变异之中，
生灭循环不已。每一个世界从成立到毁灭，其过程可分为成、住、坏、空四个时期，称为“四劫”，
四劫之中各有二十中劫，总合为八十中劫，称为一大劫。佛教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如同圆环
，没有起点与终点，因此无所谓宇宙的起源与创造之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宇宙的真理——
缘起，即所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万事万物莫不是在因缘和合之下产生、消长乃至灭亡，
而宇宙运转的法则，佛教提出六因、四缘、五果的因果论以为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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