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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师友中，我是被看作研究三论或空宗的。
我曾在《为性空者辨》中说到：我不能属于空宗的任何学派，但对于空宗的根本大义，确有广泛的同
情！
　　空宗——圣龙树的论典，对我可说是有缘的。
早在民国十六年，我开始阅读佛典的时候，第一部即是《中论》。
《中论》的内容，我什么都不明白，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好，使我趋向佛法，终于出了家。
出家后，曾一度留意唯识，但不久即回归空宗——嘉祥的三论宗。
抗战开始，我西游四川，接触到西藏传的空宗。
那时，我对于佛法的理解发生重大的变革，不再以玄谈为满足，而从初期圣典中领略到佛法的精神。
由于这一番思想的改变，对于空宗，也得到一番新的体认，加深了我对于空宗的赞仰。
三十一、二年，时断时续地讲说《中论》，由演培笔记，整理成《中论讲记》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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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观派做了系统深入研究，内容深广，视野恢弘，涵摄了印度佛教、中国佛教之教史、教
理、教制等各个方面。
其研究跨度宏大——书中的印度佛教部分，梳理从佛教产生前印度的思想、社会与文化，到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的整个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部分，涵盖从中国佛教传入伊始到近代以来佛教
复兴时期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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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印顺法师（1906-2005），当代著名高僧、百科全书式的佛学泰斗。
1930年出家，追随太虚法师投身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在当时便以学问精深享誉佛教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赴台湾，创建了多所著名佛学院。

　　印顺法师博通三藏，造诣精深，一生讲学不辍，著述宏富，撰写、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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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所说的印度论理学，称为“正理”，渊源很早。
梵语尼夜耶，译为正理，正理即是真理；后来，即转用为论究考察真理的方法，成为印度论理学的专
称。
这和西洋的逻辑，从逻格思的术语变化而来一样。
印度的正理学派，约成立于西元之初。
其后，佛教学者也加以采用，特别是法相唯识学，即发展为著名的因明。
正理学派的论理方法，总凡十六句；他的论式，是五分论法。
到世亲及弟子陈那，把五分论法加以改善，成为三支论法。
因明是佛教所用的术语，因为考察事理真相的三支论法，主要是以理由——因支来证明宗义，因支特
别重要，故名因明。
然也没有忘弃正理一词，如陈那师资所著的《因明正理门论》、《因明入正理门论》等是。
　　现在说中观，《中论》即是中道的方法论、论理学，这不但事实如此，在名称也是如此的。
如正理是真理，在印度早成为论理学的专名，而龙树的《中论》等五部论典，即被称为“五正理聚”
，这可见《中论》等即是以论理方法探究真理之学。
又如《菩提道次论》，即每称中道观察为“正理观察”。
法相唯识家的因明与龙树学系的中观，虽同为论理方法，而因为中观本源于佛陀的缘起法，因明却仅
是正理学派方法——可说是常人的方法论的修正。
所用的方法不同，所以对究竟实相的中道，也不免有所不同。
这也是空有二宗的根本不同处，所以要特别地揭示出来。
中国的古三论师，并未使用因明式的方法。
到了唐代的新三论宗，即贤首承日照三藏的学系，也采用了因明（不过，也说它是不究竞的），如《
十二门论宗致义记》所说。
中观学在印度，龙树论是没有承认正理学系的方法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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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精义，莫过于“大小共贯”、“真俗无碍”。
　　——印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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