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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佛教犹如一道闪亮的光芒，照耀着印度、中国、东南亚乃至世界
各地，在启迪昏蒙、开启智慧、指导人生、净化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500余
年的辉煌和沧桑，铸就了佛教坚毅而独特的性格，不畏艰难、积极入世、化导群生、保
持位格是佛教在应对世俗、提升社会过程中一贯坚持的坚定信念，正是靠着这种信念的
策励，佛教才逐步扩大了自己的传播区域，加深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佛教的了解，从而进
一步巩固了．其世界性宗教的地位。伴随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欢呼雀跃，新千年的曙光照
彻着地球每一个角落，新世纪的钟声催人奋进、引人向上。在这种前进向上的氛围中，
佛教作为古老宗教的一支，应该如何在新世纪勃发生机，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而体现出佛法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呢?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佛教犹如一道闪亮的光芒，照耀着印度、中国、东南亚乃至世界
各地，在启迪昏蒙、开启智慧、指导人生、净化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500余
年的辉煌和沧桑，铸就了佛教坚毅而独特的性格，不畏艰难、积极入世、化导群生、保
持位格是佛教在应对世俗、提升社会过程中一贯坚持的坚定信念，正是靠着这种信念的
策励，佛教才逐步扩大了自己的传播区域，加深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佛教的了解，从而进
一步巩固了．其世界性宗教的地位。伴随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欢呼雀跃，新千年的曙光照
彻着地球每一个角落，新世纪的钟声催人奋进、引人向上。在这种前进向上的氛围中，
佛教作为古老宗教的一支，应该如何在新世纪勃发生机，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而体现出佛法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呢? 佛教素以其哲学思辨色彩浓厚、人本智信特征
明显著称，在古代乃至近现代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为中外众多哲学家所推崇。佛
教哲学内涵丰富，既有世界观、人生观、实践论等基本哲学范畴，又有辩证法的理性思
辨方法，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三法印、六度、四摄、中道等基本名相支撑着佛教
的理论大厦，吸引着众多佛法爱，好者深入其中汲取养料。明辨善恶、勘破是非，珍惜
人生、热爱生命，广行慈悲、泽被生灵是佛教所大力宣扬的大乘菩萨精神的主要内容。
毋庸置疑，在世界哲学大家庭中，佛教哲学的深刻性、生动性、实用性、实践性非常突
出。佛教哲学不讲唯经是崇、唯人是瞻，而是十分强调灵活性，注重应时应机、应理应
事，主张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识”的古训展示了佛教民主、自由、理性的开放型性格。
佛教力主开发人类潜在的无上智慧，将人类思想中丑陋、污秽的成分彻底清除，从而以
纯洁、美妙、清净的智慧去观照世间的一切，既能视一切如同己出，又能视一切如同他
出，从而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替他人着想，以慈悲之心与乐拔苦， 以行“八正道”严
以律己。佛教在适应社会、包容异说、重塑自我、奉献社会等方面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
。 佛法重在生活，重在寻常日用，佛教教理中蕴蓄着与时俱进的理论成分。在当今社会
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佛教想要重焕生机、再现活力，首先必须从理论
到表述都能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以现代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要想传播佛法
，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理解佛法，准确把握佛法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对佛法的理解
与表述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理解是正确表述的基础，表述则是正确理解后通过语言
载体进行传达的能力。表述的方式有深有浅、有繁有简单、有古有新，深、繁、古的表
述给人以深厚、艰涩、丰富的感觉，而浅显、简明、新颖的表达方式更适合现代人的需
求。借助浅近语言和全面而集中的专题介绍，一定能够回应现实的需求，为现实人生提



供有益的指导。《觉群小丛书》正是本着浅、简、新的原则编写的，丛书从不同的视角
入手，通过对一些艰深的佛学命题的专门探讨，旨在推动传统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
现代化阐释，突出佛陀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本怀。丛书用语体文、简体字写作，行文
流畅，文字优美，生动活泼，内容与生活紧密结合，具有通俗性、趣味性、可读性的特
点。丛书拟分数辑出版，每辑五、六本，每本约为八万字，由丛书编委会约请海内外著
名的法师、居士、学者主笔，计划出满一百本，撰写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佛教学识和语
言表达能力，能够用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对佛教的义理进行深入浅出的梳理，
以独特的视角把握佛教精深渊博的哲学内涵， 相信定能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本丛书的主编， 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向所有的作者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由
于时间及水平等方面的原因，书中如有不足或欠妥之处，尚祈读者朋友见宥并多提宝贵
意见。欢迎读者朋友踊跃加入到通俗弘法的行列中来，积极投身于佛教的传播事业，为
佛教的振兴和发展，为繁荣社会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需求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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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导言
一、心是有层次之分的
1、感觉、知觉、意志
2、意识、前意识、潜意识
3、“八识”说与西方心理学
二、“心”的底层——阿赖耶识
1、阿赖耶即“藏识”
2、自相、果相、因相
3、阿赖耶识与生命主体
三、贯通“心”的桥梁——末那识
1、“意”即“识”
2、“我执”与“自物”
3、“染污”与“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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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的表层——“前六识”
1、十八界
2、“五识”与“感觉”
3、意识及其分类
五、一切法的构成
1、“心法”
2、“心”的作用、活动——“心所有法”
3、“心”的对象——色法
4、与“心”不相应——“心不相应行法”
5、真理之域——“无为法”
6、法相与唯识
六、“种子”发芽成长
七、唯有“识”而无有“境”
八、转变所依即成佛
九、成佛的阶梯
结语：“唯识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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