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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求真理的路上，古今中外之賢聖都是依據事實的觀察而實證，並透過嚴

密的論證來演述給眾生了知。本學報亦本於此佛法義學求真求實的精神而創刊，

並以現代學術論文的方式來發揚佛法正理，揭示現代佛學學術界眾多學者一向都

忽略的實證精神。除此之外，本學報中所採用的論文皆是依據論藏三量──至教

量、現量、比量──的嚴密方法闡釋佛法中深妙義理，而此三量正是引自西方神

學體系的現代佛學學術界所缺乏的學術標準。由於近代佛學學術界普遍缺乏論議

的標準，往往猶如天馬行空一般各自發揮，使得佛學學術論文脫離了追求真理的

目標，這是整體佛教教界與學術界的極大損失。因為大量的人力、時間與資源的

投入，所獲得的結論卻常常產生錯誤，無助於真理的追求、解脫的實證與法界光

明的增上，對於世人當然是極大的損失。為了避免這種長期的資源浪費與損失，

而且有助於學術界追求真理，以及對傳統佛教一向所採用富有實證精神的論藏三

量標準，都能精準地修正方向及實際理解，本學報要求所有論文作者都以此標準

來造論，確實值得佛教界與學術界的重視。 

由於以論藏三量的標準所撰寫的論文，才能正確地處理佛學與哲學所面對的

所有命題並獲致可靠有效的結論，而此結論將具有實證與實踐的意義，並非文字

訓詁式的研究與空談。因此，以論藏三量為標準的學術論文，可以預見地將會是

未來東西方哲學學術界所必然採用的標準與主流。由於現代學術界的訓練中缺乏

論藏三量的元素，使得要以論藏三量的嚴謹標準來撰寫學術論文，成為高難度的

學術創作，也是現代佛學學術界亟待建立的學術能力。在這樣的環境條件與標準

下，本期學報採用三篇論文： 

1、《阿含經》之聖法印略探──兼略論不生不滅法史觀（蔡禮政） 

2、以《阿含經》略論道德的根源──並略評釋昭慧《佛教後設倫理學》（陳

介源、蔡禮政） 

3、阿賴耶識的內涵與外延──評陳一標〈有關阿賴耶識語義的變遷〉（游

冥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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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禮政著作的〈《阿含經》之聖法印略探─兼略論不生不滅法史觀〉，乃依

據富有實證精神之三量標準，探討《阿含經》中釋迦牟尼佛於經中所舉示佛法的

準繩──聖法印──的意涵，以作為佛學中判斷各種學說是非對錯的標準。該文

探討釋迦牟尼佛所證悟「實相」的內涵與法印之間的關係，進而深入探討佛教核

心教義中「法」有「生滅法」（其異名有：五蘊法、緣起法、緣生法或一切法等

等）及「不生不滅法」（其異名有：涅槃、空性、如來藏等等）兩大分類的要旨。

該文申論生滅法與不生不滅法是法界必然存在的二種法，二者之間有嚴謹的分類

與邏輯關係。如果混淆二種法之間的分類關係而認為彼此可以轉換，或者主張只

有其中的一種存在，必然會產生嚴重的邏輯錯誤。因而此種分類與關係，可以作

為論斷各式學說主張的準繩，也是構成法印的基本要素。該文將法印的結構分為

「根本法印」與「對治法印」以對應不生不滅法與生滅法；並且認為小乘的三法

印中，涅槃寂靜法印是「根本法印」，即是大乘不生不滅的一實相印而含攝其他

生滅的「對治法印」。此項法印的見解在學術界確屬創見。 

此外，該文辨析及歸納出「釋印順所闡述的佛教史為『生滅法史觀』，並不

符合法印的準繩」，因此提出「不生不滅法史觀」的獨到見解。該文中「法印與

史觀」的部分，辨析釋印順將印度佛教史切割成三個時期而對應小乘的三法印，

有嚴重的邏輯錯誤；並證明「不生不滅法史觀」才是符合佛教教理的正確史觀，

並且是以「不生不滅法」作為佛教的核心教義──不論是大乘教或小乘教。此亦

是極富學術創見並且符合論藏三量的標準。 

陳介源、蔡禮政合著的〈以《阿含經》略論道德的根源──並略評釋昭慧《佛

教後設倫理學》〉，該文以《阿含經》的義理探討西方哲學二千餘年來，到現代

物質文明發展困境下，人類所一直關懷的倫理學的核心命題──道德的根源。該

文認為探討倫理學命題的同時，應該先建立穩固而無法破壞的價值體系。現代倫

理學繼承二千年來西方哲學對於善、正義、道德受體……等道德用語無法永遠明

確定義的困境，一直無法對於人類的道德實踐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就是因為缺乏

穩固一致的價值體系。該文認為十法界是佛教所主張永恆且穩固的價值體系，並

且以《阿含經》證明：入胎識如來藏是出生與住持十法界的根源，所以也是價值

的根源。由於如來藏的真實存在而可以實證，因此使得十法界的價值體系具有實

證與實踐的意義。這是現代佛教界與學術界的重要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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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法界的價值體系中，六凡業道是所有有情必須面對的業道抉擇，四聖法道

則是所有有情厭惡業道輪迴後，所必須面對的法道抉擇。人類每一世的每一事件都

在面對業道與法道的抉擇，如果沒有正確的價值觀與抉擇的智慧，就無法對倫理學

的命題進行探討與定義。該文認為佛教的義理是主張具有實證意義的「自由意志的

抉擇智慧」，是在自由意志下以實證的智慧進行實踐道德的抉擇。該文認為，康德

主張基督宗教是理性宗教，卻是以不能實證與驗證的公設為前提，本質上並不是理

性宗教。佛教是以實證三種事實：1、自由意志的抉擇，2、如來藏永恆存在，3、法

界實相的智慧，在這三者都可以貫徹及親證的前提下，使得佛教成為真正的理性宗

教，因此亦使得自由意志的抉擇智慧具有指導道德實踐的意義。 

此外，該文並因釋昭慧《佛教後設倫理學》一書中對於現代倫理學的許多重

要命題有所探討，因此特選該書作為評論的基礎。佛教雖然是一個古老的宗教，

對於現代倫理學的種種重要命題與道德用語的定義，卻仍然能夠跨越時間與空間

的限制，對於現在物質文明發展下的困境提供發人深醒的智慧，以作為現代人類

實踐道德的判斷準則，因為佛教的義理是宇宙中的真相而不可能被改變。因此，

該文認為佛教本質是科學、先進與文明的，同時亦顯示佛教一向超越世俗的自

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而追求出世間絕對自由──成佛──的最究竟普世

價值。由於該文對於倫理學的架構有完整的論述，對於善的定義與道德的根源，

亦有獨到的創見並切合《阿含經》的義理，且極富深度、廣度與高度。該文對於

倫理學的研究方法論亦提出極為精闢的主張與創見，因此內容極為精彩豐富，是

難得一見的佳作。 

游冥鴻所著〈阿賴耶識的內涵與外延──評陳一標〈有關阿賴耶識語義的變

遷〉〉，以語意學中內涵與外延的術語，來說明法界實相心──阿賴耶識、第八

識、藏識、異熟識、阿陀那識、心、所知依，並申論阿賴耶識的存在乃是一種客

觀的事實，所以祂有具體的內涵與外延，也能讓人觀察到祂的存在，因此阿賴耶

識乃是客觀的存在而有實證的意義。該文以學者陳一標的論文為例，提出大部分

的西方和日本學者，將佛教的義理當做思想來研究，這其實是違背佛教經教的基

本主張，因為佛教的經教中處處皆留存著要求實證的文字證據。這些學者因為偏

見與方法上的錯誤，所得的結論即成為文字訓詁的遊戲而不具有效性。 

該文以《阿含經》的經文來探討阿賴耶識內涵，並舉證《成唯識論》、《攝

大乘論》、《解深密經》所說內涵，作為實證阿賴耶識的外延的重要參考。例如，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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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賴耶識是無始以來的存在，是不待他緣、本然的存在，是諸法的根本因；以

許多面向來說明永恆存在的阿賴耶識，其存在條件與方式與其他諸法的存在條件

是截然不同的。此外，阿賴耶識隱藏於肉體內，維持眾生的壽命，是眾生所貪愛

的對象，並且被眾生內執為我，因此阿賴耶識是具有具體內涵的心體。然而，阿

賴耶識一詞在語意學中，其實是具有「能藏、所藏與執藏」三種意義，使得不能

實證阿賴耶識的古今中外學者，對於阿賴耶識與種子之間的關係是一抑異？只能

想像與猜測而產生種種誤解。該文對於阿賴耶識的內涵與外延的詮釋，有極精闢

的創見；並指出阿賴耶識的外延，不是語言文字所能夠圓滿表述的，因為祂正是

語言文字所指涉的真實事物，是實證的標的，只能以實證的方法來認識。阿賴耶

識是唯有大乘見道以上的菩薩才能夠實證，並且真正了知阿賴耶識的內涵與外延

而能夠有詮釋的能力；故非尚未親證的阿羅漢所知，更非阿羅漢所能詮釋。因此，

該文亦是一篇精闢而有創見的佳作。 

佛法義學的本質是以實證法界中事實真相的智慧，作為實踐道德的依據，使

得論文作者、讀者、被評論者，皆可以因為追求真理增進法界光明而獲得利益。

以上三篇論文皆係採用實證精神的三量標準所撰寫的論文，由於論證嚴謹，所以

其結論皆具備有效性，可以作為學術界的重要參考，都是難得一見的優秀作品。

本人在此代表學報感謝許多位作者熱誠的投稿，並且耐心地經歷編審委員的審

議；對於編審委員們盡心盡力地審查各篇論文，亦由衷感謝。本學報秉持著為佛

教界與學術界的利益貢獻一分心力的使命感，率先以富有實證精神的三量標準審

查論文，期待佛教界與學術界能夠認同此標準，或對此標準提供建言。最後，亦

期待佛教界與學術界能因本學報的出版，獲得業道與法道上的利益而皆歸敬三

寶，是為至禱！ 

 

總編輯 

白志偉 謹識 

公元 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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