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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彻悟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之“涅槃妙心”，乃佛教之源，这涅槃妙心，是
经由禅思而证得的。
禅思，即在禅定中思考，佛教谓之“止观”，是一种通过调控心灵以达到如实认识身心世界、获得绝
对自由的技术，属于瑜伽。
瑜伽意为“相应”，其定义，一般是“调制自“心的技术”。
禅思或止观，乃佛教的源头活水，亦成为佛教之擅长甚或专利。
东方古代诸宗教，如婆罗门教、印度教、道教、苯教等，虽然也都有属于瑜伽的禅定、气功、内丹等
，但其内容，皆不及佛教禅学之精深博大。
基督教、伊斯兰教的静默、拜功等也近似于瑜伽禅定的修行，若论方法之多样、理论之深邃，则二者
远不及佛教。
　　佛教向以经籍浩瀚、哲学发达著称，晚近学者颇有唱佛法非宗教而为哲学者。
而佛教哲学，与一般思辨哲学不同，多分源于禅思，多属禅思中所悟证的主观体验之逻辑外化。
佛教虽典籍浩瀚，要离开以“了生死”为宗旨的宗教体系，而从中去找一纯哲学专著或论文，殊不易
得。
所谓的佛教哲学，在佛典中都是紧紧围绕宗教性主题而阐演，而且通常都是放在禅学中，作为修观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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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早期天台学对唯识古学的吸引与抉择》内容简介：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创立最早的一
家。
相对于唐代以弘传玄奘新译唯识经典为主的慈恩系唯识学，唯识古学主要指南北朝时以弘扬旧译《十
地经论》与《摄大乘论》为主的地论学派与摄论学派。
早期天台学的创立，是以《地论》与《摄论》的弘扬为背景的，慧思直接或间接问学的禅师，多与地
论师有一定的关系，南岳慧思与天台智见性成凯师徒，不同程度地受到地论师与摄论师学说的影响。
但天台学并未因此成为唯识古学之一系，原因在于天台学在吸收唯识古学的同时，有抉择唯识学的一
面，这种抉择成为天台学建立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然而，过去的研究中，关于这一问题较少涉及。
因此，《早期天台学对唯识古学的吸引与抉择》以早期天台学（主要以南岳慧思与天台智颉为范围）
对唯识古学（包括地论师与摄论师的学说）的吸收与抉择为研究对象，试图借此把握天台学之精神实
质。
进而，通过中土人士对唯识学态度的具体分析来探索唯识学在汉地数兴数衰的根本原因，借此加深对
唯识学的理解，同时也反思天台祖师对唯识思想态度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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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佛性论》属于世亲所作，是没有怀疑的。
近代对《宝性论》梵文残片的发现，以及藏文本的研究，使人确信该论与三大士有关，并推动了西方
与日本对如来藏学的研究①。
《起信论》则存在较大的争议②。
于是，三大士之前，是否还有比较重要的大师造作如来藏思想的论典成为探讨如来藏学是否可以作为
与中观、瑜伽并行的一支的关键。
目前对此难以下一定论。
　　第三，这些依如来藏思想修行的人是否组织成教团尚是有待考证的问题，但作为与称为“空宗”
的中观派相对的被视为“有宗”的瑜伽行派，是否仅指纯粹的唯识学派也需考定。
“有”可解释为假有，如依他起性的赖耶，也可解释为妙有，如佛性、如来藏。
可能的情况是，瑜伽行派或许也包括了依如来藏与依唯识修行的两支，而且这两支也不易分得很清楚
。
　　第四，倘从无著创兴唯识学派的前因后果来看，唯识学派可以看作从如来藏系分化出来的一支。
无著向弥勒请法并证人大乘空观，具体所依是如来藏或唯识思想无法从历史上加以考证，但从无著初
期传法受挫的情况来看，应该并不是后来纯粹的唯识学。
他请弥勒为众人说法，讲《瑜伽师地论》，可能双方还是经过讨论的，考量了听法者的根机与接受的
程度。
而其余流传下来（经由无著传出）的弥勒论典却主要是如来藏系及少量般若系经论，说明弥勒直接讲
给无著的是这些经典，并且无著也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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