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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书原名《佛教的涅槃概念》，临发排付印之前改为《大乘佛学》。
相应地，其姊妹篇《佛教的中心概念和法的意义》也易名为《小乘佛学》。
　　《大乘佛学》与《小乘佛学》是俄国著名佛教学者舍尔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一1942年）
的代表作品。
最初即以英文写成。
出版七十余年来一直被西方的佛教学研究者、东方学学者视为不朽名著，代表了以西方比较语言学、
比较哲学方法研究东方佛教的成果，舍氏本人被认为是独辟蹊径的开拓性哲学史家。
由于其特殊风格，舍氏同他的门下弟子被称为彼得堡学派。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佛学研究界可谓独领风骚。
　　舍尔巴茨基出身于帝俄贵族家庭，从小即受良好的西欧标准的教育。
少年时代，他便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
1884年，他中学毕业考入彼得堡大学，就学于历史文学系。
起初其兴趣完全在语言学方面。
他在米纳耶夫（I.P.Minayeff，1840-1890年）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语言学的尤其是梵文的学习。
后者是俄罗斯著名印度学者，通晓梵语、巴利语、汉语、满语等，其学术成果直到今天仍然令人钦佩
。
米纳耶夫赴缅甸考察后，又从米氏高足奥登堡学习梵文；并听德国学者布劳恩关于古代哥特语、盎格
鲁·萨克森语、高地德语讲座；这一时期他还学习了教会斯拉夫语。
此前，舍氏也已经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
1889年，舍尔巴茨基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彼得堡大学任实习教员。
旋即赴维也纳，随布勒尔（Btihler1837——1898年）学习印度诗学。
这一时期，舍氏在布勒尔指导下研究拜尼尼语法、印度的《法论》及古代碑铭解读。
1893年回到彼得堡后，有6年间他似乎放弃了对印度学的专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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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乘佛学》是俄国著名佛教学者舍尔巴茨基的代表作品。
在该书中，舍尔巴茨基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如他以热寂说的假设来说明涅槃状态如何一方面能量不失
，另一方面又因绝对的能量均衡而涅架界中无造作生起；又如他从整个印度思想发展背景而假设了所
谓前佛陀的佛教；他所分析的数论基本哲学范畴对佛教哲学体系的正反影响等等，都是闪烁着光芒的
见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乘佛学>>

作者简介

舍尔巴茨基(Th.Stcherbatsky)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佛教学界最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是西方佛学彼得堡学
派的巨擘。
舍氏1866年生在波兰。
他少年时代即已掌握英、法、德语；青年时代更熟稔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等；他精通梵文、藏
文，了解汉文、日文，足可称为不世出的学者。
其学术领域包括印度诗学、古代戏剧、碑铭学、藏学、佛教哲学等。
他曾访过中东，到过波斯，在印度和蒙古都居住过，曾拜见过第十三世达赖。
他对“第二佛陀”世亲的《俱舍论》、法称?《正理滴论》有着深湛的研究和独到的心解。
《大乘佛学》《小乘佛学》和《佛教逻辑》只是他的部分代表作。
他是俄国科学院东方学部通讯院士，又是欧洲三个东方学研究团体——英国亚洲学会、巴黎亚洲学会
和柏林东方学会——的名誉会员。
1942年舍氏逝于前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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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著者序第一章序论第二章佛教与瑜伽第三章神秘的直观第四章佛陀相信个体之我的永恒性吗第五章佛
陀是不可知论者吗第六章晚期小乘佛教的立场第七章绝对的两重性第八章毗婆沙师第九章经量部第十
章瑜伽行派第十一章中观派第十二章小乘的因果理论第十三章大乘的变形的因果理论第十四章相对性
的理论第十五章由神秘直观证得的实在且不朽的佛陀第十六章关于涅粲的新观念第十七章相对性本身
是相对的吗第十八章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平行发展第十九章欧洲的类似理论第二十章正理一胜论学派的
地位第二十一章结论附录一关于《中论》与中观派附录二《中论》(第一、第十五、第十八及第二十五
品)专有名词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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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教与瑜伽　　在公元前6-5世纪，就在佛教兴起之前，印度酝酿着骚动不安的哲学思索。
各种各样的见解和思想体系涌现出来并活跃地传布在不同阶层的印度人中间。
唯物主义的理论、否认人死后个体之我继续存在、否认人的道德及非道德行为有相应报应的教义广泛
地流传着。
正统的婆罗门社会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仍然坚持这种古老的祭祀宗教，而它也向其信徒许以天堂
中的福乐存在的报偿；另一部分人，从很早以来就倾向于一种一元论的宇宙观，他们将最高福乐的报
偿解释成个体人格之我消融于非人格的无所不包的绝对之中。
之后，婆罗门学者发展了这么一种观念：被束缚于无数世存在中的永恒不死的自我（灵魂、阿特曼）
，由于不断积累功德，作为报偿，它终归会复归于某种纯粹精神的纯净状态。
　　在否定因果报应的唯物论者和主张复归于纯粹精神状态的灵魂不灭论者之间，佛陀是取中间道路
的。
从灵魂不灭论者那里，他接受了经一系列不断进步的多世存在而积累精神性的善德的教义，但他却反
对他们关于永恒不灭的精神性原理的说教。
　　就我们对佛陀哲学立场的了解，他似乎很为这一矛盾所困扰过：一方面假设了一种永恒的、纯净
的、因为不可说明的原因而必然为现世的尘垢染污的精神原理；另一面，这种原理后来又要复归于它
原初的本然清净。
因而，这使他走向了对任何永恒原理的否认。
除了虚空（空间）和断灭，对他说来，唯一终极性的实在便是分析为无限的过程中的刹那生灭的构成
元素（dharmas法）的物质和精神（色与心）。
这种非人格的世界过程的观念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奥义书中发展了的，关于非人格的唯一世界实体的思
想。
很有可能，数论学派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便准备了这样的基础，以使佛陀将世界分析为色与心这样的
元素。
佛陀哲学主张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他否定了一切实体性（substantiality），将世界过程转变为无数分离
各别的转瞬即逝的元素的调和的现象。
他放弃了奥义书的一元论和数论派的二元论立场，建立了一套基于极端多元论立场的哲学体系。
佛教的本质和出发点的玄想性质看起来是很明显的——只要我们接受那些关于佛陀同时代的游行思想
家以及他们与佛陀论争的记载。
他们之间所争论的关键问题都具有玄想性质。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伦理问题以及对因果报应的解说，但它们都极为密切地联系到某种本体论学说和最
终解脱的教义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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