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哲学祛魅-牛津通识读本>>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哲学祛魅-牛津通识读本>>

前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哲学祛魅-牛津通识读本>>

内容概要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哲学祛魅-牛津通识读本>>

作者简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哲学祛魅-牛津通识读本>>

书籍目录

前言 语言及发音注解 1理性与信仰——印度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2婆罗门起源——祭祀、思索宇宙
、同一性 3远离尘世——佛陀的中道 4争议与辩护——语言、文法和论辩 5范畴与方法——胜论派和正
理派 6物与非物——佛教思想的发展 7见证与被见证——瑜伽和数论派 8言语与著作——伐致呵利、弥
曼差和吠檀多 跋——从古代经典思想到现代 索引 英文原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哲学祛魅-牛津通识读本>>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理性与信仰印度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印度哲学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且丰富多样，前后跨越大约二千五百年，涵盖了几大主要的宗教传统。
以哲学为背景的宗教意义尤为深远，这是因为从传统上来说，在印度，无论人们关注什么都试图要去
理解其本质，因此人们认为哲学思考的作用是与个人的命运直接相关的。
所以，哲学并未被看成是一种在工作之余可以被搁置一边的专业性的学术追求，而是被看作人们内在
或精神上的一种追求，它试图去理解实相（即现实）的真正本质。
也许人们会说，西方人所说的宗教和哲学在印度是合二而一的，因为在那里，人们总是试图在最广义
的层面上去理解生命的意义和结构。
相对于把宗教看成是一种带有启示性的信仰、把哲学当做一种学术性思辨，印度人的这种看法倒更接
近苏格拉底的理论。
 思考与信仰 我们首先要掌握的一个要点就是印度哲学的本质，对此作进一步的探索是值得的。
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认为通过逻辑推理便可以了解事物的本质，并将上帝从中分离出来
。
毫无疑问从那以后，在西方，哲学和宗教之间就有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人们一直认为在宗教这一领域中，“信仰不可捉摸”不仅得到允许，而且有时是必需的；有时仅仅由
于某人的身份，其所陈述的事情便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他们所说的一切，无论是否能得到证实
，甚或产生疑义，都被当做是真理）；同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另类”，比如超凡的上帝，一些具
有超人类或超自然地位和／或知识的人，以及／或者各种类别的超人类或超自然的力量源泉。
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任何的因素，都受到了不同宗教传统拥护者的“信奉”，不过有人是深信不疑
，有人是将信将疑，这些人便是我们所熟知的“信徒”。
 对于信徒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相信宗教修行是与他们的命运直接相连的。
具体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多样化的。
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修行会影响他们此生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影响只有死后才能
体验到。
还有些人认为现在和／或死后，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他们的信仰和修行所直接引发的；也
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命运完全受控于他们所相信的超凡的、超人类的强有力的“他者”；还有些人认为
这是以上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对以上内容作何种理解，正因为存在着宗教信仰和修行与个人命运——尤其是死后的命运之间的
关系，宗教才被归为耶稣救世学，或是“系统的灵魂救赎”。
 与此相对，哲学这门学科自康德以后主要关注的是，仅借助理性的论辩对可知的实相的本质与结构进
行探究。
这也就是说，无论哲学家们关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题，他们研究的方法必须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信仰
不可捉摸是不被允许的，任何人的话语都不能凌驾于理性之上，任何一种修行都不能超出人类知识能
力的范围之外。
此外，无论其内容如何，哲学探讨都被一概看成具有其自身的智识目的，而且可能对任何事物都不产
生影响。
哲学完全不是什么耶稣救世学——事实上，这正是它区别于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关于宗教与哲学的划分，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这两个领域仍然会关注一些共同的内容。
其次，即便是在西方，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两者间的共同性在于，宗教与哲学在根本上都关注实相的本质。
比如，让我们来看一种宗教，它持有以下教义：有一种存在被称为上帝，众所周知他在整个宇宙中都
是超凡无比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他创造了拥有不朽灵魂的人类所生存的世界；一个人的所作所
为会影响他的来世。
即便是这么一小段内容，我们也能从中了解到，根据这种宗教信仰，实相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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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便是上帝与非上帝）组成的，不可能再有其他任何事物，因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
我们还能从中了解到，非上帝这一类中至少有一部分存在物是众生的（所有个体的灵魂），而且是永
恒的。
最后这一点非常具体地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人类本质的重要内容：人类本身就是实相的一部分，实相
可能是以众多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组成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有些因果系统会把当前的行为与将来未知的某种存在方式联系起来。
 即便人们可能会有兴趣去了解实相本质的许多其他方面，即便关于这一点宗教也可能有话要说，即便
这个例子过于笼统，我们却获知了哲学也同样十分关注的两个关键问题：实相是如何从根本上构成的
，人类的本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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