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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囊括了当代佛学泰斗印顺法师的全部佛学著作，共分为23卷，计800万字，内容涵盖
印度佛教、中国佛教之教史、教理、教制等各个方面：
1、时间跨度——《全集》中的印度佛教部分，涵盖从佛教产生前印度的思想、社会与文
化到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再到大乘佛教的整个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部分，涵盖从中国
佛教传入伊始到南北朝的发展时期、隋唐佛教兴盛时期、宋元佛教转型时期、明淸佛教
衰落时期直到近代以来佛教复兴时期各个阶段。
2、涉猎内容——《全集》包含了佛教文献学、佛教史学、佛教地理学、佛教哲学、佛教
教理学、佛教艺术、佛教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内容。
3、著述形式——《全集》中既有探幽索微的关于佛教哲学和佛教史地考证的精深专著、
恢宏广博的通史类著作，也有深入浅出的佛教思想导论和雅俗共赏的佛教文化介绍性著
作。
4、佛教形态——《全集》涉及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主要佛教形态。
印顺法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佛学研究，对佛教的历史和思想做了全面而客观的厘清
、阐释与批评，建立起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学术水平受到海内外学术界、佛教
界的高度推崇。
本书囊括了当代佛学泰斗印顺法师的全部佛学著作，共分为23卷，计800万字，内容涵盖
印度佛教、中国佛教之教史、教理、教制等各个方面： 1、时间跨度——《全集》中的
印度佛教部分，涵盖从佛教产生前印度的思想、社会与文化到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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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发展
时期、隋唐佛教兴盛时期、宋元佛教转型时期、明淸佛教衰落时期直到近代以来佛教复
兴时期各个阶段。 2、涉猎内容——《全集》包含了佛教文献学、佛教史学、佛教地理
学、佛教哲学、佛教教理学、佛教艺术、佛教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内容。 3、著述形式—
—《全集》中既有探幽索微的关于佛教哲学和佛教史地考证的精深专著、恢宏广博的通
史类著作，也有深入浅出的佛教思想导论和雅俗共赏的佛教文化介绍性著作。
4、佛教形态——《全集》涉及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主要佛教形态。 印顺
法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佛学研究，对佛教的历史和思想做了全面而客观的厘清、阐
释与批评，建立起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其学术水平受到海内外学术界、佛教界的
高度推崇。 目前，关于印顺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并逐渐产生国际性影响，成为世界佛
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本书的出版，将为我国学术界在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取得和
保持优势地位奠定扎实的文献基础，并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佛教学术研究。
显示全部信息

作者简介

释印顺（1906—2005），当代佛学泰斗，博通三藏，一生游心法海，讲学不辍，著述宏
富，撰写、编纂佛学著作四十余种，陆续结集为《妙云集》（24册）、《华雨集》（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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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度佛教思想史》、《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
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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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一卷
第一卷
1.般若经讲记
悬论
  《金刚经》，在中国佛教界流行极为普遍。如三论、天台、贤首、唯识各宗，都有注
疏。尤以唐宋来盛极一时的禅宗，与本经结有深厚的因缘。传说：参礼黄梅的六祖慧能
，就是听了本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开悟的。六祖以前，禅宗以《楞伽》印心，此
后《金刚经》即代替了《楞伽》。宋代，出家人的考试有《金刚经》一科，可见它的弘
通之盛！本经的弘通，也有它的特殊因缘。中国佛教的特点，一重实行：如台、贤、禅
、净各宗，都注重行持，尤重于从定发慧的体悟。二好简易：国人的习性好简，卷帙浩
繁的经论是极难普遍流通的。本经既重般若的悟证，卷帙又不多，恰合中国人的口味，
所以能特别地盛行起来！
  本经的文义次第，是极为难解的。“修多罗次第所显”，如不明全经的文义次第，即
不能理解一经的宗趣。无著说：“金难坏句义聚，一切圣人不能入。”世亲说：“法门
句义及次第，世间不解离明慧。”本经文义次第的艰深，实为印度学者所公认！所以，
我国本经的注疏虽多，大抵流于泛论空谈，少有能发见全经脉络而握得宗要的！关于这
，我想多少提供一点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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