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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理论的基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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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与外道的辩论，使其具体的方法论获得不断的完善，形成

了自己的方法论，即因明学。 

 

  印度佛教理论基本由佛教的哲学本体论、佛教哲学方法论、佛教宇宙观、佛教人生观、佛教宗教观、佛教

政治观、佛教伦理观和佛教美学观等几部分构成。 

  一、佛教哲学的本体论:“缘起性空” 

  《中国哲学史》佛教哲学的代表人物僧肇在其“般若”学著作《不真空论》中讲到了佛教的本体论，“缘

起性空”，“即万物之自虚”。 

  印度佛教的空或者无相，乃是从《阿含经》到大乘、密乘经典中反复宣讲的重要义理，被看作佛法的心

髓，佛教因而有“空门”之称。 

  《般若经》中，不但论述了一切因缘和合的有为法空，而且说佛、涅槃、菩提等无为法也是自性空，共说

十八种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散空、性空、

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发空。大乘经中还有三空（所空空、空相空、空空亦

空）、七空、十三空、十六空等多种说法。 

  二、佛教哲学的方法论：缘起法——因明学 

  佛教早期的方法论是作为朴素的辩证法的缘起法，缘起法或称因缘法，乃是释迦思想、佛教教义之基石与

纲宗，甚至被强调为即是佛法、即是佛的“法身”。《阿含经》中说“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

生，此灭则彼灭”。而由本体论的“空”所引发出的正是否定及否定之否定的辨证法。 

  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与外道的辩论，使其具体的方法论获得不断的完善，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即

因明学。因明的一些基本规范就有许多出自外道，只是后来才被佛家吸收采纳，并经陈那、法称等人的改革、

创新而形成系统的哲学和逻辑的理论，故习惯上常把因明狭义地界定为“佛家逻辑”、“佛家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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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学也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早期的佛教因明是由于与外道论证的需要。《阿含经》中已有“知”、

“处”、“喻”三支论式，形成三藏之后，论藏中又专列“论事”，其中也涉及“结论”、“小前提”、“命

题”等。后来又经历佛教古因明时期的“六庄严”，即六位著名的高僧：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法

称的发展，陈那创立了新因明。并写有《正理门论》、《集量论》、《入论》等佛教方法论专著。 

  三、佛教宇宙观：“三科”、“六大” 

  “三科”，即三类，指“蕴”、“处”、“界”三类观察世界的方法或宇宙要素、宇宙结构说。“蕴”，

指 “五蕴”，即色、受、想、行、识五类东西的积聚，五种东西积聚在一起必然有荫蔽、遮盖的作用，因而

又可译为五阴，含有这五种东西能荫蔽本性光明，使人心阴暗不明的意味。五蕴中，色蕴属物质现象，受、

想、行、识四蕴为心理、心灵现象，色（物）、心二元结合，集起我人及我人所依止的世界，可以说五蕴所表

示的就是佛教的宇宙结构论。三科中第二类“处”，又译“入”，意谓内心与外境交涉，产生心识的处所或门

户，是从认识活动着眼观察宇宙人生。而第三类“界”，即指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此六界，

后来多译为“六大”，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六大基本要素。到了后来的佛教的真言宗，以六界说为本进行发挥，

形成更为精致的宇宙结构论，称为“六大缘起论”。 

  四、佛教人生观：“四谛” 

  四圣谛，略称“四谛”，即四条圣智所见、真实不虚、不可移易的真理，成为佛教最为基本人生观。 

  第一“苦谛”，是对人生诸苦、人生缺陷的揭露，具有人生价值评判的意味。第二“集谛”，是阐明老病

死忧悲苦恼等苦果如何生起，以何为因。即人生无常与人要求恒有的对立矛盾造成了众生苦。所以产生了第三

“灭谛”，只要从自心中止息、消灭造成诸苦的根源——烦恼，便会从生老病死等众苦中获得解脱，超越生

死。而超脱的方法就构成了第四“道谛”，即灭息烦恼，达到涅槃的路径、修行方法，其主要为“八正道”，

与此引出了佛教的宗教观。 

  五、佛教宗教观：三十七道品、六度四摄 

  从佛教的“四谛”人生观中可知佛教是从对诸苦的认识的开始，为了祛除烦恼，通过一定的宗教修行，从

而达到涅槃。而这种修行方法即为佛教的宗教观。 

  三十七道品在《阿含经》中被多次讲述，为小乘、大乘共通的修行道。三十七道品基本上按修行渐次深入

的次第而排列，其内容又可以互相涵摄。三十七道品又可分为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

分、八正道分。四念处指四种止息烦恼妄念的法门。四正勤是四种以精勤心断恶生善的法门。四如意足意为引

发神通的四种法门，为已得禅定者所修之法。五根谓五种能令无漏法生根、坚固不动的东西。五力是由五根增

长而自然产生的五种能维持修行、断除烦恼的力量。七觉分是指能使菩提智慧发生、增长、开展的七法。八正

道即八种趋向于涅槃的正道。并且有说：“得道有种种因缘，未必是人人皆须依四谛、三十七道品的渐次逐渐

修学，只要总观无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见身心无我，便是见道。” 

  而另有出家僧尼所要遵守的修行方式，即保证持戒清净，不被烦恼系缚的诀要，是“守护根门”——在日

常生活中，念念守护烦恼惑业生起的门户、根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而三十七道品一般被认为是小乘的修行道，大乘别有其严整的修行体系。与亟求个人解脱、修行重在净化

自心的小乘相比，大乘着眼于法界众生，其维持以在众生中、社会活动中带动广大众生共趋佛道为特色，其胸

怀、宗旨、果位都要比小乘广大。大乘道的修持，以“发菩提心”为前提，为动力。菩提心以尽度一切众生皆

入无余涅槃为内容。已发菩提心的菩萨所修的“菩萨行”或“菩萨道”，总摄于“六度四摄”共十项内容。六

度即六种达到涅槃彼岸的途径：布施度、持戒度、忍度、精进度、禅定度、慧度。四摄为四种摄化众生的技

巧，第一布施，第二爱语，第三利行，第四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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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佛教政治观：国王十法，跋祗七法 

  佛陀一直憧憬着一个理想的社会，他虽然没有建成他所理想的国家，但他建立了由他的弟子组成的小社

会——僧伽团体。佛陀为这个团体制定的制度、法则，可看作他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增一阿含经》第42卷

中曾提到佛陀的“国王十法”，其中说到：“若国王成就十法，便得久住于世”。佛陀向政治家的劝戒还有很

多，比如曾告戒波斯匿王当以“四意”对待臣民。佛陀的社会政治主张，集中表现于他对跋祗国的赞赏。即跋

祗七法：一、人民经常集会，讨论正事；二、“君臣和顺，上下相敬”；三、人皆遵法守纪，不违犯礼度；

四、人皆孝事父母，敬顺师长；五、崇重宗教，祭祀祖先；六、性生活严肃，注重贞洁，从不淫乱，“至于戏

笑，言不及邪”；七、尊崇养护沙门，敬重持戒有德行者。 

  佛教的政治观基本可以有几个要点：1、以正法教化人民，奖善惩恶。2、惠施平等，周济贫困。3、仁慈

爱民。4、知人善任，选贤用能。5、当政者应注重自身修养。 

  转轮王盛世中，关于大同世界的幻想，也是佛教政治观的一部分。 

  七、佛教伦理观：慈悲 

  佛教的伦理观是与其政治观紧密相连的，其政治观作用到每一个人身上便成为佛教的伦理观。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佛教因果观的伦理教化的“业”的观念。 

  表现了佛教的两大基本伦理精神的“智慧”与“慈悲”。慈、悲、喜、舍，是《阿含经》到大乘诸经中佛

陀反复倡导的精神。慈，意为以深刻、亲切之友情待人，慈悯众生，深心愿给予众生快乐、幸福。悲，原意为

痛苦，引申为能感同身受地体察他人的痛苦，深切同情、怜悯，愿为其拔除痛苦。喜，指对众生持欢喜友爱的

态度，尤其是对众生的幸福快乐庆幸、喜悦。舍，意为舍弃、施舍，指舍弃怨亲等分别和自己的财物身命。 

  平等观念也是佛陀一直所强调的，要求均平齐等、没有差别，即从“等视众生”的立场出发，以慈悲心平

等对待一切众生，不分怨亲亲疏，不论信佛与否。反对种性差别。 

  还有在佛陀故事中经常提到的知恩报恩的伦理原则。 

  另有过好世俗生活的教戒——“现世喜乐”观念。佛陀并非说只有出家才能修行，并非主张一切人都要出

家，并非认为任何人出家修道都比其在家要好。反而倡导“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 

  八、佛教美学观。 

  佛教作为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必然少不了通过艺术作品、艺术形象来打动人们，于是产生佛教特有的美

学观。但佛教毕竟是一种宗教哲学，其重点不在美学上，所以佛教美学观又是一种不完全的美学观。美在本质

上是属于此岸的尘世世界，对于向往尘世生活的人来说，美的诱惑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巨大的。因此，佛徒们完

全有理由回避美。 

  对于决心成佛的人来说，崇高才更令他神往，佛经上经常提到的“庄严”就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崇高。我们

甚至可以这样说，佛教信徒对于佛教的最高境界——涅槃境界的追求，是在“庄严”这种审美情绪的感召下进

行的。佛徒信仰的动力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审美的动力。 

  佛教在具体的美学实践中表现出一些佛教特有的美学观：1、强调审美主客体的统一；2、佛教故事与寓言

折射地反映现实；3、崇尚自然美；4、表现出特有的对人体美的重视；5、通过对恶与丑的描述，产生从反面

来表现美与善的思想；6、其色空观对中国美学虚实相生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7、强调因果报应的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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