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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佛教传入中国近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三大系统，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
但是就国内学术界而言，对汉传佛教的研究的成果较多，而有关藏传佛教的研究相对来说显得薄弱，
至于藏汉佛教之间的比较研究更是缺乏，因而本书的研究可以说是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

《藏汉佛教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由乔根锁、魏冬、徐东明所著，全书通过对佛教哲学中最核心的几个
方面如宇宙观、因果报因论、缘起论与中观思想、心性论、修行实践论及汉密（唐密）与藏密等问题
在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间不同的特点进行比较研究，以探寻两种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共性与差异
，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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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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