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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
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
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
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
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
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
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
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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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这部文集是我的几册专著之外关于藏学的零篇论著的选集。
近年来我关于中国藏学的专著有：    1．2000年民族出版社的《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藏文，与谢
淑婧合作)    2．200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佛教小词典》(与杜继文合作)    3．200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的
《西藏的天文历算》    4．200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    这些专著出版不久
，都容易买到。
而l987年我与陈久金先生合作用汉藏两种文字写出的《藏历的原理与实践》一书是我的著作里很重要
的一种，因年代已久，现在已经很难买到。
这本书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藏文原著及其汉文译解以及实例的演算；第二类是汉藏两种文字的研究
论文。
现在把前一类作为文集的第二册(即《藏传时轮历时宪历译解》)，后一类加上一些关于藏历的其他论
述作为第三册(即《藏历研究》)。
    第一册(即《藏传佛教·因明·文献研究》)是关于藏传佛教和藏传因明学的论著。
其中的《吐蕃佛教》一篇原是1987年应任继愈先生之邀为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四册隋唐卷而写
的，因该书至今尚未出版，此文虽然因写作时间较早，未能参考最新资料，而自认为其中的“顿渐之
诤”和“吐蕃时期的译经事业”两节尚有其物色，故将其收入本文集先行发表。
　　此外随带还有一些文献研究和其他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集中的不少专有名词，因引用文献不同，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为保持所
引文献原貌，未作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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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明信先生，1917年生人，藏语名索南嘉措，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1941-1948年入甘肃省拉卜楞寺学经，并考取了诗寺的“绕降巴”学位。
1950年到中央民委工作，于1953年调北京民族出版社，1979年后供职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民族组。

　　黄先生具有深厚的藏文和藏传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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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于食甚发生的时刻预报，这对于时轮历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也可以说利用太阴日计算日食的一个优点。
因为按时轮历的规定，当白月完结时，也就是第十五个太阴日结束的时刻，这时日月黄经正好相差半
周。
所以，月食永远发生在第十五个太阴日结束时，因此，推算月食食甚的时刻，只需求出第十五个太阴
日结束的时刻即得。
当黑月完结时，也就是说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的太阴日结束时刻为日月同经的时刻，如有日食，则为食
甚时刻。
这是时轮历常用的方法。
但是，体系派在推算交食食甚时刻时，根据实际观测经验，认为还应对此时刻作一改正。
他们以当日太阴日的不同长短（54-64漏刻之间）为依据。
给出九个不同的修正值，以对应的修正值与太阴日结束时刻相加，即为所求时刻。
总之，时轮历已有一套系统的推算预报日月食的方法，它预报日月食时的各个项目以及方法都已齐全
，其中包括判断食限的数值、交食发生的时刻、食延时间、入食方向、食分大小等，因此，对于古代
的天文学来说，已经是相当先进的方法了。
但是，由于预报日食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它要求十分精密的观测数据，通过复杂的运算，才能取得
较为精密的结果。
这对于古代没有精密的观测手段的藏族人民来说，就难以达到了。
事实上，藏族的历法家也都承认时轮历在推算日食时没有时宪历精密，所以在藏区往往两种历法并甩
，互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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