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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度吠檀多哲学史(上卷)》主要内容包括：正统派哲学的思想始源：吠陀；正统派哲学的思想始源
：奥义书；《薄伽梵歌》的哲学思想；吠檀多哲学的根本经典：《梵经》；乔荼波陀与《圣教论》；
商羯罗的哲学思想；罗摩奴阉的限定不二论；摩陀婆的二元论；筏罗婆的哲学；16世纪不二一元论派
的动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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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晶，男，1954年出生四川成都人。
1983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1986年硕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赴日本东京
大学留学。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任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兼法定代表人、香港玄奘法师研究会秘书长、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外籍会
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哲学、梵文、佛教、易经。
主要论著有《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哲学》（东方出版社，2002年），《示教千则》（商务印书馆，2010
年），《印度六派哲学》（台湾大元书局，2011年）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吠檀多哲学史（上卷）>>

书籍目录

序章 第一节吠檀多的产生 第二节吠檀多派的主要哲学家 一从《梵经》到商羯罗之前的哲学家 二商羯
罗之后的哲学家 三吠檀多不二一元论派的哲学家 第一章正统派哲学的思想始源：吠陀 第一节吠陀的
成立及开展模式 一历史过程 二主要内容 第二节《梨俱吠陀》的哲学思想 一《梨俱吠陀》的多神教 二
《梨俱吠陀》的宇宙创世说 三原人创世论 四吠陀的轮回思想 第二章正统派哲学的思想始源：奥义书 
第一节奥义书的成立及其意义 第二节奥义书的哲学 一梵与我的概念 二梵我一如思想的发展 三“二梵
”说与“二我”说 第三节奥义书的解脱观 一《梵书》的理论 二奥义书的轮回观 第四节奥义书与原始
佛教 一理论基础解析 二外在的区别 三形上学立场的区别 第三章《薄伽梵歌》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薄
伽梵歌》的背景及内容简介 第二节《薄伽梵歌》与其他哲学派别的关系 一数论 二瑜伽 三弥曼差 第三
节《薄伽梵歌》的哲学思想 一《摩诃婆罗多》的哲学思想 二神我 三原质 四三德 第四节《薄伽梵歌》
的宗教观 一瑜伽修行理论 二神论 三轮回说 第五节伦理道德观 一种姓的职责与义务 二平等观 三祭祀 
第四章吠檀多哲学的根本经典：《梵经》 第一节《梵经》的年代、名义及其结构 第二节《梵经》的
不一不异论 第三节《梵经》的宇宙观 第五章乔荼波陀与《圣教论》 第一节乔荼波陀的历史背景 一名
称与历史 二《圣教论》介绍 三《圣教论》发展线索 第二节《圣教论》的哲学思想 一喳的本体论思想 
二四位说的现象论 三摩耶的幻相说 四绝对不生说 五梵我一如说 六结论 第三节乔荼波陀与佛教 一理论
的时代性和渗透性 二理论上的比较 三结论 第六章商羯罗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商羯罗的生涯与历史时代
背景 一商羯罗的生平与年代 二历史时代背景 三商羯罗的著作 第二节商羯罗思想研究 一绝对的梵和阿
特曼 二宇宙论 三个我观 四认识论 第三节解脱观 一轮回的本质与主体 二无明的本质 三解脱论 第四节
商羯罗与佛教 一问题的由来 二吠檀多与佛教哲学的异同 三《梵经注》对佛教的批判 四《示教千则》
对佛教的批判 五结论 第五节结束语 第七章罗摩奴阉的限定不二论 第一节罗摩奴阁的生平及时代背景 
第二节梵与个我、世界的关系 第三节认识论 第四节宗教伦理观 第五节结论 第八章摩陀婆的二元论 第
一节摩陀婆的生平及著作 第二节摩陀婆的二元论 第九章筏罗婆的哲学 第一节筏罗婆的思想背景 第二
节《小注》的哲学思想研究 一作为世界原因的梵 二梵是无属性的行为主体 三结论 第十章16世纪不二
一元论派的动向 第一节时代和思想背景 第二节摩吐苏陀那·沙罗须瓦提 第三节其他哲学家 附录印度
吠檀多哲学的梵我观与朱熹理学之比较 参考文献 梵汉哲学术语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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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 《圣教论》介绍 1.关于《圣教论》的名称及其注疏 《圣教论》一书有多个名称，经过整
理，现归纳如下： （1）从其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上来讲，因为它是对《蛙氏奥义》一书的注疏，普
通被称为《蛙氏奥义颂》。
 （2）根据著者的名字，也可称为《乔荼波陀颂》。
 （3）还有一个名称就是《圣教论》，这个称呼是根据此书的内容和性质而得来的。
商羯罗在对此书作注疏时，认为乔茶波陀比较忠实地传承了天启圣典的思想，它是一本“关于传统教
义的著作”。
后世根据商羯罗的注疏，就把它理解为是对天启圣典具有权威性的论书。
《圣教论》还可以称为《阿笈摩论》，这是音译。
 关于注疏的情况如下： 在对《圣教论》的所有的注疏中，商羯罗的是最古老的。
《乔荼波陀颂注》，这是他对《圣教论》的注释，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蛙氏奥义》的复注。
商羯罗对《蛙氏奥义》也有注释。
 对商羯罗的注释主要有6种复注，其中最重要的是欢喜智的复注。
另外摩陀婆也对《圣教论》有重要的，而对他的复注有3种。
 对《圣教论》的注释当然是商羯罗的为最古老最具权威性。
这是因为从吠檀多哲学史上来分析，商羯罗之前的吠檀多哲学家乔荼波陀理论的佛教化倾向非常严重
，从《蛙氏奥义》到《圣教论》的四个章，越往后佛教的色彩越浓厚；特别是第四章，通篇都是佛教
梵语的术语，与吠檀多的经典如奥义书和《梵经》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完全都有可能把它看作佛教的
经典。
达斯古普达甚至认为乔荼波陀就是一个佛教徒。
然而，商羯罗所处的时代当时佛教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佛教已经开始走向衰退，印度教得到了复兴。
商羯罗对佛教梵语应该是很熟悉的，但是，中村元博士通过对商羯罗的《梵经注》全篇的文字和 内容
的分析看出，乔氏在《圣教论》中所使用的佛教梵语在商羯罗的《梵经注》中完全没有出现过。
于是商羯罗在注释《蛙氏奥义》和《圣教论》时，顺应时代潮流，竭力恢复吠檀多传统。
当然，在他的著作中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佛教的因素，但商羯罗确实把佛教的因素赋予了吠檀多的性格
，包摄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因此，可以认为商羯罗的《乔荼波陀颂注》是从佛教化向吠檀多传统回归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乔荼波陀的生平不详，因此《圣教论》的成书年代也就不清楚。
中村元推定，《蛙氏奥义》大约成书于公元1—200年间，而《圣教论》大约成书于公元7世纪中叶。
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认为，《蛙氏奥义》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或许再稍晚一点。
金克木教授的理由是，《蛙氏奥义》属于较古老的十三种奥义书中的一种，而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这十
三种奥义书都出现于吠陀的晚期，即佛教和耆那教等许多宗教和哲学活跃时期，也即公元前6世纪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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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度吠檀多哲学史(上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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