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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5月，东方哲学研究室孙晶研究员的著作《印度六派哲学》（繁体字版）由台湾大元书局出版发
行，共计25万字。

在印度哲学史传统上，凡承认吠陀圣典权威性的婆罗门教哲学都被称为正统派哲学，凡否认吠陀圣典
权威性的哲学流派被称为异端派。
前者因为共有六派，即：弥曼差、吠檀多、数论、瑜伽、胜论、正理论，所以又被称为“六派哲学”
。
而异端派则是指的佛教、耆那教和唯物论派的顺世论。

该书是对印度自吠陀产生以来正统派哲学的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的详述，它主要论述正统派哲学产生
的思想渊源——吠陀和奥义书的哲学，具体分析六派哲学各自的理论特点。
“六派哲学”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集合概念，而它是代表着印度婆罗门教正统宗教哲学的总的理念。
我们现在所持的印度六派哲学的概念，是近现代学者无批判地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所指的这六个派别
的哲学最迟在孔雀王朝的时代现存的本派经典已经成形，形成了一个遵吠陀为圣典的哲学潮流。
实际上六派哲学的形成也是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的。
直到19世纪初，西方的印度学者才将正统的婆罗门系统的六派哲学进行了组合整理，除了按照以是否
承认吠陀的权威为标准来划分正统与异端之外，还按照不同的阶层和在印度教中的地位来进行分别介
绍；他们认为，六派哲学实际上追求的是同一真理，都是以吠檀多不二一元论哲学作为哲学基础的。
到20世纪以后，印度国内的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来介绍印度哲学史，其中一般都按照现在的六派哲学
形式来论述。
因此可以认为，印度哲学史对六派哲学概念的确立还是比较近代的事情。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潮流，这是因为吠檀多不二一元论哲学在印度思想界所处的地位，无论是印度国内
或国外的学者都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同时，印度的思想家或政治家都受到了不二一元论很深的影响。

六派哲学同为印度婆罗门教的宗教哲学，其宗教派系和思想渊源都各不相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
系：弥曼差和吠檀多；数论与瑜伽；胜论与正理论。
三系的区分是以其教义理论的性质来加以划分的，如果从其理论的起源来看的话，又可以将六派分为
两大系统。
即分为吠檀多系和弥曼差系。
从吠檀多系来讲，这一系是以奥义书作为其思想理论的来源，吠檀多派为本系的主干，数论与瑜伽则
属于末枝。
吠檀多派不但以奥义书作为思想理论的来源，数论与瑜伽最初也是起源于奥义书的。
弥曼差系则是由梵书发展而来，以祭式学为主；弥曼差派是本系的主干，胜论与正理论则是本系的末
枝。

http://philosophy.cass.cn/info.aspx?n=2011102009481886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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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晶  男  1954年1月6日出生
职称：研究员 籍贯：山东济南   民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成都
毕业学校：（学士）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
（硕士）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88年赴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留学，师从前田专学教授，学习印度哲学和梵文。
东京大学论文博士。

现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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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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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社会兼职：国际易学联合会秘书长、中华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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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向：印度哲学、梵文、佛学、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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