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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北京藏学讨论会提要 

 

    本文的内容概要如下：何为因明学?印藏学者们如何把零散在佛经中的因明或量理学的论断加以整

理收集编成典籍，撰写注释论著，传授给诸弟子的；什么叫做因明?以及因明有哪些种类、比量的定义

以及它们的定义和事相等；真因的定义、真果因、真自性因和真不可得因三者的定义及其分类；似因的

定义及其分类，相违因、不定因和不成因的定义及其分类等；现量的定义、根现识、意现识、自证现识

和瑜伽现识的因缘、所缘缘、增上缘和世无间缘，以及非共性增上缘的解字等；视觉意现识的分析和自

证能力等；对瑜伽现识的分析。对有无现识的伺察识和对伺察识要不要意念的分析；颠倒识会不会阻碍

量理业、有无颠倒识的所缘缘、伺察意的定义以及有无伺察意的领悟和伺察意是否真实的分析等；有无

被量理的近似理由所遮现象举实例予以说明；有无现而不定之意、现量应不应该成为准则等的分析，并

概要分析有关专家学者对此下的不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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