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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作者从藏传佛教中观派理论出发，对藏传大乘佛教作了系统的概括、梳理
，并对《金刚经》、《般若心经》这两部代表着佛教智慧的广度和深度的经典典籍作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和剖析。
从佛学角度针对现代人作生动活泼的阐释，并翻译解读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诗体佛
学著作。

　　《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为当代人正确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提供了清晰的路径。
让佛学的般若智慧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以大乘佛教的妙智，解决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困境和信仰问
题。
为广大研读、学修佛教哲学，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人士提供了一份最权威系统的珍贵读本。

　　《爱心中爆发的智慧》读者对象：对佛教以及藏传佛教感兴趣的读者。
研究、学修藏传佛教的人士。
进行宗教及文化研究的学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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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多识仁波切，本名多识?洛桑图丹琼排，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寺第六世朵什活佛，西北民族
大学藏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识仁波切是藏传佛教法流清净、戒脉具足的转世活佛，从小深入甘藏、青藏等学院式、禅院式寺院
，侍师如佛地遍学“五部”、“四续”，闻、思、修，显、密全面结合的当代佛学宗师。
兼任西藏大学客座教授等多种社会职务，成立“藏人文化发展促进会”，是我国官方唯一认可的关于
民族区域的NGO组织。

　　多识仁波切不但精通佛学，同时也精通藏、汉语言学、传统文化以及佛教哲学等诸多学科，与世
界各国藏学家、汉学家、佛教精英交往甚密。
多年来专心修持，并从事藏传佛教教学，他用两种文字撰写出版了十多部涉及多学科的著作，以《爱
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享誉海内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爱心中爆发的智慧>>

书籍目录

上卷
论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节 绪论
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
二、研究佛教的重要性
三、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宗教、解释宗教
第二节 正论
一、佛教反对盲目的信仰，主张理信
二、佛教信仰的目的并非为了死后进入天堂
三、佛教彻底否定主宰宇宙万物的造物主的存在
四、佛教的哲学观点不全是唯心主义
五、佛教并非不关心现实问题
六、佛教的道德并不是维护神权的道德
七、佛教不反对科学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密义浅释
概述
正文解释
附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本）⋯⋯⋯⋯【唐】玄奘　译
附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本）⋯⋯⋯⋯【唐】宾国三藏般若共利言等　译
破执断惑慧宝《金刚经》妙理剖析
第一节 开篇
第二节 金刚经总义
第三节 妙理剖析：正文重点、难点解说
一、名称含义
二、说法的情况记载
三、真如发心三问
四、舍波罗密多
五、理性佛无相
六、事信与理信
七、事法与理法
八、佛母般若法
九、四果性空
十、理法无得
十一、二世间本空
十二、奉持功德
十三、理法不依言传
十四、“名”是虚名
十五、正见稀有
十六、忍波罗密多
十七、无二见慧目
十八、大机胜法
第四节 结语
附一：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后秦】鸠摩罗什　译
附二：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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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义净　译
下卷
藏传佛教：人类文明园地中的一束奇葩
一、藏传佛教全面地接受了佛陀的三乘教义
二、藏传佛教拥有佛陀教义中的两大精华
三、藏传佛教代表佛教思想理论发展的高峰
四、藏传佛教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内涵
五、藏传佛教具有完整的目标体系和高尚的价值观念
六、藏传佛教的覆盖面遍布世界各地
《佛法三根本要义》通俗解说
第一节 佛法总述
一、四法印——佛法的四条原则
二、众生生存环境——器世界
三、生命的流转运动——轮回
四、因果善恶报应
五、世间因果和超世因果——四谛
六、佛的四身和事业
七、三宝皈依法
第二节 佛法三根本义
第三节 《要义》正文解说
附：《佛法三根本要义》
⋯⋯⋯⋯⋯⋯⋯⋯宗喀巴大师　著　　　多识仁波切　译
佛教三宝原理奥义解
导论
第一节 佛法总的概念
一、知识性
二、理辩性
三、情感性
四、实践性
第二节 皈依法的重要性
第三节 信与解的重要性
一、“信”为道之本、善之源
二、智慧为生佛之母、解脱之门
三宝原理
第一节 三宝总述
一、“三宝”与佛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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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佛教哲学共分分别派、经论派、唯识派、中观派四大派别。
　　分别、经论二派属于小乘哲学，唯识、中观属于大乘哲学。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何对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承认精神和物质哪个是第一性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
主要分界线。
根据这个标准划分，在佛教哲学中除唯识派的世界观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外，其余各派的认识论、世界
观都属于唯物主义，而中观论属于辩证唯物主义。
　　　　现将佛家的主要哲学观点作一简略介绍，以资分辨。
　　佛教哲学的最高范畴是“达摩”，译为“法”。
“存在”、“知识对象”与“法”是同义词。
“存在”又分具体的存在和抽象的存在两种。
　　具体的存在是在具体的时间、空间和特定条件下的存在，是暂时性的存在，故称“无常物”；　
　抽象的存在无形相、无生灭、无时空属性，故称“恒常物”。
　　具体存在的定义是“有具体的性能、作用” ，也就是说以特殊性能、作用证实它的存在。
　　具体的存在又分色法、识法、不相应法。
　　“色法”是物质，包括色、声、香、味、触；“识法”指精神意识，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
觉、意识；“不相应法”指的是一种非物质也非意识活动的存在,如时间、年、月、日、生、死、无常
和人等。
如“人”并不是可见色体（人体）的名称，而是肉体和思想意识的总合名称，既不是单一的色体， 也
不是单一的意识，因此属于“不相应法”。
　　　　一切存在都包括在六根六境及六识之中了。
　　六根：视神经、听觉神经、嗅觉神经、味觉神经、触觉神经、心识神经；　　六境：形色、声音
、气味、味道、冷暖、硬软等触觉对象和思想对象；　　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触识、心
识。
　　其中六根和六境属于物质，六识属于意识。
　　　　凡物质都是物质元素构成的。
物质元素的最小单位，分别派认为是“不可分割的最小物质单位”（《阿毗达摩论》），但经论派不
承认不可分割的物质元素的存在。
　　除了唯识派以外的其他各派，无一例外地承认“识生于境，无境便无识”（《菩提心经》）。
意思是说：主观意识是客观事物引起的，若无客观事物，便无主观意识。
唯识派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客观世界是主观意识的外现，只有意识才是真实的存在（唯识为真）。
　　他们的理由是：如色的美丑，各个人所见不同，同一件事物，有人认为美，有人认为丑，有人又
认为不美不丑。
依此类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形相、性质都依人们的主观意识而有所不同，若是客观存在，怎会有
这样的差别?又如眼见的形象、耳闻的声音等未必是客观存在，如梦中的形象、声音之类。
唯识家将梦境当做客观世界是主观意识外现的典型例子。
　　中观各派均对唯识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驳，认为佛说“三界唯识”，是否定大梵天之类的所谓“
造物主”，并非否定客观存在。
　　月称《入中论》中说：“若无所知对象（客体），就不可能有能知的意识。
”　　寂天《入菩萨行论》中质问唯识论者：“若先有识而后有境，其识缘何而生？
若境与识同时生，其识缘何而生？
（因境是因，识是果，先生因，后生果才合乎因果之理，若境与识同时生，就成为识无因。
）若境先灭而识后生，其识缘何而生？
 ”　　又说：“认识来源于所识对象，苦乐产生于自身的业缘。
”　　　　小乘分别派和经论派都认为，主观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如“镜子”，反映客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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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佛的“圆镜智”的名称由此而来。
在反映的方式方法上分别派和经论派各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心识对客观对象直接接触，后者认为
心识直接认识的对象是五官识中形成的形象。
　　佛家哲学都认为，认识的形成必具三因：　　一是外因（认识对象）；　　二是先前识（意识是
一种连续不断的意识续流，不能中断，一中断，现时意识就无法产生，故认识必须有先前意识）；　
　三是主官识（如形色的主官识是眼识，声音的主官识是听识等）。
　　　　“无境识不生”这句话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主观意识的来源是客观事物；
意识的存在表现在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上，无反映就无法确认有识。
“主观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在这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已一目了然，不必举更多的例子。
　　第二个问题是事物的可知性问题，这也是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不同点之一。
佛家哲学对世界万物坚持可知性观点，这从以下两个问题可以说明。
　　首先在佛教哲学中，“有”和“存在”、“知识对象”是最高范畴的同义词，认为“有”和“存
在”就是“知识对象”，如果把宇宙万物看作不可知的神秘之物，怎会把它列为“知识对象”呢？
“不可知”与“知识（可知）”是矛盾概念。
　　其次，“佛陀”真正的含义是“具有遍知一切智慧者”。
“遍知一切智慧”这个词的外延和“一切存在”这个词的外延是相等的。
　　“佛”是“人”发展的最完善境界，“佛”的智慧是人的智慧的发展高峰，佛家承认人人有成佛
的可能性，就是承认人人有掌握遍知一切智慧、认识一切事物的可能性。
　　佛家主张遍知一切智慧的获得，不是靠神灵的加持和神秘力量的暗中帮助，而是靠自己的精进（
勤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禅定之力（思想专一和高度集中），进行闻（学习）思（思考、研究）修
（反复实践），认为每一种知识的获得都是学习和认识的结果。
　　正如萨迦班智达所说：“如果不学能成遍知者，因果之说就成了谎言。
”弥勒在《庄严经论》中说：“如果不精通五明，虽然是大菩萨也成不了佛。
”　　法称在《因明释量论》中说：“遍知智慧是习学成就。
”就是说人的智慧具有很大的潜力，经过锻炼，就可以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就。
　　佛家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宝物是智慧，世界上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都是人类智慧行为（业）的结晶
，不是什么神明的恩赐、创造。
　　　　下面将佛教哲学的几个主要观点作一简单介绍：　　1.诸法无常观。
　　“无常”指事物的暂时性，分粗细两种含义。
　　“粗分无常”指的是一切事物的成毁生灭和一切生命的生死过程的短暂性。
　　“细分无常”指一切事物和生命的一刻不停的生灭交替变化，认为一切事物均处在时间过程中，
无论物质和精神的存在，都是即生即灭、生灭交替、新陈代谢的续流。
　　物质的最小单位是物质粒子，意识续流的最小单位与最短时间单位同步。
对物质元素和短暂时间性进行分析，事物和意识的独立存在本质就不可把握，自然得出“诸法自性空
”的结论。
　　恩格斯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这和佛教的说法完全一致。
　　　　2. 因果论。
　　认为一切事物之间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因果关系，每个事物都既是前一事物的果，又是后一事物的
因，事物相互之间有的是原因，有的是条件，有的是结果；有的是直接原因，有的是间接原因。
　　因果关系是一切实有事物的普遍关系（实有事物具备三性，即时间性、空间性、特殊性，与虚无
和抽象概念相区别）。
　　　　佛家认为第一粒植物种子和第一个人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有第一粒植物种子和第一个人，就
是违反因果普遍性逻辑规律的，因为种子的前因是种子，人的前因是人，永远不可能有“第一个”无
因的种子和无父母的人。
　　因为任何事物和任何生命的存在，都是处在时间线上的前后相续的一个运动过程，而且事物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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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本身又是一个新旧物质和新旧生命的因果链，这个因果链在逻辑上无法找到它的开头和结尾。
　　佛家认为局部事物有始有终，事物总体无始无终；同样，人的一生有始有终，但作为人的生命的
整体而言，这一生只是整个生命过程中的一个保持相对稳定的“生命段”，过去曾经历过无数个这样
的生命段，今后仍然要经历无数这样的生命段，这就是佛教的生命续流和轮回转世说的逻辑推理根据
。
　　从意识的前后连续性，推论前世和后世意识的必然存在；从同类因推出物质之因是物质、精神之
因是精神，推出初生婴儿的意识必然也有前世的同类意识因，因为从父母身上获得的只是物质肉体的
同类因物质成分，而没有精神因素，这就是《因明学》论证生命转世的主要逻辑方法。
　　3.缘起论。
　　“缘起”的“缘”，不但指各种事物因果关系中的“因”，即原因、条件，还指各种事物相对关
系中相对的对立面。
因此缘起论不但包括因果论，还包括相对论。
　　　　缘起观点小乘和大乘佛教都承认，但把缘起论提高到相对论和辩证哲学的高度，并把它作为
佛教教理殿堂的基石重视和弘扬，是由龙树开始到宗喀巴的诸中观大师创造性的贡献。
苏联科学院院士沏尔巴茨基在《佛家涅槃概论》中说：“龙树应列入人类伟大哲学家之列，与其说是
印度学家的工作，还不如说是一般哲学家的工作。
”他说：“龙树的奇异文章风格总是会令人感到有趣味、大胆，使人无法回答，有时也仿佛骄傲。
”他把龙树的观点和英国布拉得烈（1846～1924） 、德国黑格尔的哲学观点进行比较说：“布拉得烈
对于日常生活差不多一切的概念，如事物的性质、关系、空间与时间、变化、因果、动作、自我等都
一一加以驳斥，与龙树的否定论正相吻合。
”“我们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龙树的辩证法之间或许可以发现更大的亲切的类似。
”　　宗喀巴继承了龙树正宗思想继承人月称、寂天一派的驳论中观学说，并对缘起论作了创造性的
发展，对藏传佛教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的《中观根本智慧疏》、《入中论疏》、《菩提道次第广（略）论》、《辨了义不了义论》、《佛
理精华缘起理赞》等著作是中观缘起哲学的经典之作，从中可以看出缘起思想的博大精深。
　　　　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
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
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反杜林论》）　　这和佛家的缘起观见解相同。
　　　　龙树在《中观根本智慧论》中说：“无非缘合之物，故无非性空之物。
”　　宗喀巴得出：“存在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性空。
”“万物若有自性，何需依赖众缘？
”　　“缘起”之义，一是指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指相对关系，如大和小、好和坏、是和非、
有和无、相对和绝对、生和死、物质和精神、对立和统一、部分和整体等。
　　中观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变化、作用都离不开对条件关系的依赖。
处于相对关系中的任何一方不存在，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如事物的成毁和人的生死的条件
是同时形成的，生长的过程就是死亡的过程。
　　人的物质形体和精神意识也是辩证的统一，密法中宣布：“气是体，神是能，气就是神，神就是
气。
”人体失去意识，就不是人体，而是尸体。
同样，意识若失去物质形体，也就无所谓意识。
　　　　佛教中所说的转世“灵魂”，也非纯粹的精神，而是五根俱全的隐性生命。
　　“五根”是指眼根、耳根等五官识的能源物质，《俱舍论》称“内色”。
即使是无色界生命，也不是纯粹的识体，只是五蕴中“色蕴”处于潜在状态的一种特殊生命。
　　对这类问题先辈已有详细的论述，只是那些一知半解的人不了解真正的佛法理论，把佛家的神识
概念和其他宗教的灵魂概念错误地混为一谈了。
　　　　4.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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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树说：“一切佛说法，不离二谛义。
”　　月称说：“不懂二谛分别义，认识定误入歧途。
”　　“二谛”即指理、事二谛。
　　“理谛”也称胜义谛、真谛，“事谛”也称世俗谛、假谛。
　　译成哲学通用语,“理谛”就是绝对真理,“事谛”是相对真理。
　　“二谛”的“谛”是“真实义”，即真确的认识。
　　　　什么是真确或正确认识?《因明论》中规定真确或正确认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认
识和被认识对象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即准确无误；　　第二，认识必须反映事物的此时此刻的状态
，即“新知”。
　　第一个条件排除了幻觉和错觉；　　第二个条件排除了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事物发展状况的“反
映滞后”和“主客观脱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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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藏传佛教最权威、经典、畅销的汉文读本，带你领略佛教世界的最高智慧。
　　2．《爱心中爆发的智慧》天堂寺第六世活佛撰写，内容全面，深入浅出，为研修藏传佛教的必
备之书。
　　《爱心中爆发的智慧》卖点：　　1．有关佛教哲学、佛经解读及藏传佛教知识最为权威、经典
，最为畅销的汉文读本。
　　2．甘肃天堂寺第六世朵什活佛撰写，多识仁波切精通藏、汉语言学、传统文化以及佛教哲学等
诸多学科，曾用两种文字撰写出版了多部著作，享誉海内外。
　　3．《爱心中爆发的智慧》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藏传佛教的理论体系，讲解佛教经典，适合不同层
次读者的阅读需求，是研读、学修藏传佛教的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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