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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译所传 因 明论著的 近代研究

汉译大藏经 中残存 的来 自 印度的 因 明 著作仅有被归于龙树名 下的 《方便心论 》 、
被归 于世亲名 下 的

《如 实论 》 、陈那 的 《因 明 正理门 论 》
以及商羯 罗 主的 《因 明人正理论》这 四部 。 此外

，
还有 《解深密经第八

品 ？ 如来成所作事 品 》中 的
“

证成道理
”

部分 、 《瑜伽师地论 》
的

《
本地分 ？ 闻所成地第十 》

中 的
“

因明处
”

、 《阿

紕达磨集论》中 的 《抉择分中论议品 》 、 《阿毗达磨杂集论 》的 《抉择分 中论品 》等 ，
因 在公开讨论中得 出 了

说明
：
本 文 由桂 绍 隆

（
Ｓｈｏ ｒｙｕＫａ

ｔ
ｓｕ ｒａ

） （
曰 本龙谷 大 学教授 ） 著 ， 周 丽玫

（
电 子 科技 大 学 中 山 学院 ） 、

郑 锦 （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东 语 学 院 ） 、
谢鹏

（
浙 江 工 商 大学 东 语 学 院 ）

、 高 洁 （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东 语 学 院 ） 、 张 真真 （ 浙 江 工商 大 学 东 语 学 院 ） 翻译 ， 慧 观

（
肖 平

， 浙 江工 商大 学 东语 学 院教授
）
校 阅

，

沈 海 燕
（
上海 大 学 哲 学 系教授

）
编 审 。

作者简 介 ：
桂绍 隆

（
Ｓｈｏ ｒ

ｙ
ｕＫａ

ｔ
ｓＵｒ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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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男

，
曰 本 滋 贺 县人 ， 京 都 大 学 文 学 博 士 ，

现 为 广 岛 大 学 名 誉教授
，
曰 本 佛

教传道 协会理 事长 ，研 究领域
：

佛教认识 论 、 逻辑 学 。

译者简 介 ：

周 丽 玫
（

１９ ７８
－

） ，
女

，

江 西省 吉安 市人 ， 中 山 大 学 外 国 语学 院 曰 语 系 语言 文 学 硕 士 ， 现 为 电 子 科技大 学 中 山

学 院外 国 语 学 院 日 语 系讲 师
，
研 究领域 ：

日 本 文化 、 中 日 关 系 。

校 阅简 介 ：
肖 平

（ 慧 观 ）
（
１９ ６３

－

） ，
男

， 吉林 省 吉 林 市 人
，
中 山 大 学 历 史 系 中 国 近现代史 历 史 学 博 士 ，

现为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东 语 学 院教授 ， 研 究 领域 ： 历 史 学 、语 言与 翻 译 。

明 治维新以后 ，
以南条文雄 、

笠原研寿 为始的 欧洲各 国 留学生将以佛教原典的文献学相关研究为 中

心 的
“

近代佛教学
”

引人后
，
对 日 本的 因 明 （佛教认识论 、逻辑学 ）研究产生了 巨大影响 。 该研究史根据研

究对象不同
，
可分为如下几个领域 。 以下所涉及学术论著

、
论文具体书刊信息可在收录于塚本启 祥 、松永

有庆 、矶 田熙文编著 《梵语佛典研究 Ｉ ＩＩ论著篇》

？中井本秀执笔的 《第 ４章认识论 、逻辑学》 （ Ｐ Ｐ ．３９ ３
－４８５ ） ，

印度学佛教学论文数据库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ｉｎ ｂｕｄｓ ． ｎｅｔ ）， Ｊ

－

ＳＴＡＧＥ（ ｈ ｔ ｔｐｓ ：／／ｗｗｗ ．

ｊ
ｓ ｔ ａｇｅ

．

ｊ
ｓ ｔ

．

ｇｏ ．

ｊ ｐ／ｂｒｏｗ ｓｅ／
－

ｃｈａｒ ／
ｊ
ａ／ ） ，

Ｃｉ Ｎ
ｉ ｉ （ ｈ ｔ ｔ

ｐ
：／／ｃ ｉ

．ｎ ｉ
ｉ ．ａｃ．

ｊｐ ） 以及其他网站 ，
故在此仅从五个方面提供如 下最小限度的信息 。

―

、汉译所传因 明论著的近代研究

二
、基于梵语原典 、

藏译的 因 明论著研究

三
、
藏传佛教 因明研究

四 、汉传佛教 因明研究

五
、
因 明与逻辑之 比较研究

明治维新之后的 日本因明研究概况

桂绍隆著 周 丽 玫 郑 锦 谢 鹏 高 洁 张真真译 肖 平校 阅

（
曰 本龙谷 大学

；

电子科技大 学 中 山 学 院 ， 广 东 中 山 ５２８４０２
；

浙 江工 商 大 学 ，
浙 江 杭 州 ３ １００ １ ８ ）

摘要
：

明治 维新后
，

日 本许 多 佛教僧侣和学者如 南条文雄和 笠 原研寿被派往 欧洲各 大学 学 习 西

方对佛教文献研 究 的传统 。 学成 回 国 后
，

他们 建立 了
一 个被称 为

“

现代佛教研究
”

的 新 学科
，
强

调 对保存在 梵 文
、
巴利 文和 藏文 中 的 古典佛教文 献的 考释研究 。 这对 日 本的 因 明 或佛教逻辑和

知识论的研 究 有很大 的 影 响 。 在 本 文 中
，
我将从五个方 面 介绍现代 日 本 的 因 明 文献 研究 ：

一 是

对 汉语 因 明 文献 的 研 究
；

二是对 梵 文 和藏 文 因 明 文献 的 研 究
；

三是对 藏传 因 明 的研究
；

四是 对

因 明 在 中 国和 日 本 的发展的研 究
；

五是从比较逻辑 的 立 场对 因 明 所作的研 究 。

关 键词
：

因 明
；

现代佛教研 究 ；
日 本的 因 明 文 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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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的规则而为人们所关注 。 汉字文化 圈 中 的 因 明学可 以说仅 以 《因 明正理门论 》及 《因 明人正理

论》为对象展开 ，
包括上述论著 的分析 内容在 内 的印度佛教认识论

、
逻辑学之形成过程

，
可参照梶山 雄一

（
１ ９ ２５￣２００４年 ）的 《

佛教知识论的形成 》。

？

（

一

） 《
方便心论 》

采用近代佛教学方法论
，
积极推进因 明研究 的是毕业于东京帝 国大学 印度哲学专业

，
曾 留学 于德

、

英的宇井伯 寿 （ １
８ ８２ ？ １ ９６３年 ） 。在就职于东北帝 国大学期 间

，
他撰写的全六卷本 《印度哲学研究 》 的第二

卷 （
１ ９２５年 ） 中收录 了 利用 《

方便心论 》汉文校订文本 ，读音标记汉文文本及引 用 《遮 罗迦本集 》 《正理经 》

等佛教 以外印度论著 的解说所构成的 《方便心论的注释性研究 》

一文 。 自 宋版大藏经以 来
，
此书一直被认

为是龙树的作品 ，
但宇井直接加 以 否定

，
认为是

“

龙树以前某个小乘佛 教信奉者之作
”

。 这一点后来遭到

梶山 和石飞道子的否定 。

宇井之后
，

饭 田顺雄将 《方便心论 》加 以 训读和注释
，

投稿于《国译
一

切经印 度撰述部论集部 １
》 （

１ ９ ３ ３

年 ） 〇

在宇并研究的６ ０年后
，
为 《方便心论》新增光彩的是梶山雄

一

。 他在《佛教知识论的形成 》中 ，详细分

析了 《方便心论 》
的内 容

，
并相继列举理 由 指出

，
不能像宇井那样断定此书不是龙树的著作 。 《

正理经 》中

作为
“

错误的论难
”

而被否定的是
“

相应
”

，
此名 称列举于 《方便心论 》第 ４章

，

梶山 由此指 出
，
这与龙树使用

的
“

归 谬论法
”

如 出一辙
，
在 《方便心论 》

中 被视为
“

正确 的论难
”

。 这一点 的提出
， 可 以说使 《方便心论》的

研究发生 了 巨大地翻转 。 梶山 在 《诡辩与Ｎａｇ
Ｓｒ

ｊ
ｕ ｎａ （ 龙树 ） 》

？
中 将《方便心论》定位于

“

反逻辑学书
”

，
并 向

１ ９８９年在维也纳召 开 的第 二次 国际 ｄｈ ａｒｍａｋＴｒｔ ｉ （法称
）
学会 的纪要？提交 了题为 《 〈方便心论 〉 的作者身

份
》 （
ＯｎｔｈｅＡ ｕｔｈ ｏｒｓｈ ｉ

ｐｏｆ 

ｔｈｅＵｐａｙｖｈｒｄａｙａ ）的论文 。

长崎法润在
《古 因明 》

？中公开发表了 《方便心论 》第一章之现代 日语译文 。

将梶山 论点进
一

步向 前推进的是石飞道子 。 她在 《关于 〈方便心论 〉
的作者 》

？中 明确指 出 ，
龙树为该

论著的作者 ，
同 时前后发表 了 涉及 《方便心论 》及龙树的

一些研究 ，
均公开 于其主页 （ ｈｔ ｔｐ ：／／ｍａｎ ｉｋａｎａ ．

ｌ
ａ．

ｃｏｏｃａｎ．

ｊｐ ） 。 作为集大成之作 ，石飞在 《龙树著 〈方便心论 〉研究 》

？中 发表了该论著的现代 日 语译文及详细

？ 注解 。

木村俊彦在 《 〈方便新论 〉的逻辑及立场 》
？
中批判 了梶 山说和石飞说 。

另外
，
作为 国际佛教学大学 院大学 日 本古写经研究组的研究成果

，

室屋安孝发表了 《关于汉译 〈方便

心论 〉金 刚寺本与兴盛寺本 〔 附追记 〕 》 ，

？揭示 了 以往难以解释的几处不 同解读 。

最后
，
论及

《
方便心论 》作者为谁这

一

问题
，
由 于该书译于汉译佛经史 中被视为

“

黑暗时期
”

之时
，

同

一时代几乎无其它汉译佛典 ，
因此

，
认 为该书可能为译者们 （吉迦夜与昙曜 ）基于 可获得的资料建构而

成 。 这样就可 以解释该书为何 内容晦涩
，
结构不协调 了 。

（
二

） 《如实 论 ． 反质难品 》

在 日 本 以 《如实论 》本论为 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论 文可谓绝无仅有 。 唯
一

可列举的为收录于 《国译
一

切经 ？ 印度撰述部 ？论集部 １
》 （

１ ９３ ３年 ） 中 的中野义 照的读音标记汉文文本及注 释 。 不过 ， 目前以筑波大学

小野基为首的研究组正在从事 《如实论》研究 ，
其成果也将陆续公开 。

Ｈ（
三

） 陈 那 （Ｄ ｉｇｎｄｇａ ）造 《
因 明 正理 门 论Ｋ ／Ｖ

ｙａｊｗ ｒｍＵａ ）

Ｗ与 《方便心论 》相 同
，

对 《正理门论 》进行近代佛教学研究的也是宇井伯寿 ，
该论 的汉文校 订文 本

、读

＞音标记汉文文本及详细解说 《因 明正理门论解说 》 ，
发表于 《印 度哲学研究

》
第 ５卷 （

１ ９ ２９年 ） 。

此外
， 《国译

一切经 ？

印度撰述部 ？论集部 丨
》。＾ ］年 ） 中

，
林彦 明著有读音标记汉文文本 及注释 。

？在宇井研究约５０年后
，桂绍隆尽可能地搜集 了 《正理 门论

》
的梵语断 片

， 并参 考Ｇ ．Ｔｕｃｃ ｉ的该书 英译

Ｈ版《陈那 的 〈 因明 正理门论 〉》 （ ７？ｉｅ
／Ｖ

ｙａｙｏｍｕ从ａ 〇／ Ｚ＾ｉａｇａ ）

？
以及北川秀 则的

《集量论》研究 著作 《印 度古

＞典逻 辑学研究——陈那 （
Ｄｉ

ｇｎ
ａ
ｇ
ａ ） 的体系 》 ，

？收集 了 《
集量论》藏语译文 中 的 平行 （ ｐａ

ｒａｌ ｌｅ ｌ ）文本 ， 公开发

表了 《
正理门论 》的现代 日 语 翻译及解说 。在 《因 明正理门论研究 （

一

）
￣

（七 ） 》
？之后

，
桂绍隆对 《集量论》

的

３胜主觉 （Ｊ ｉｎｅｎｄｒａｂｕｄｄｈ ｉ
） 《复注 》第 ３章

、第４章梵语文本进行 了校订 ，作为成果 ， 完成 了 《集量论 》该章节的

§还原梵语文本工作
，
并回 收 了多数 《

正理门论 》梵语断片及平行文本 。 目 前
，
正在进行基于该成果的 《因 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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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理门 论》的英译工作 。

作为有关 《
正理门论》的 最新研究 ，

还有利用新发现资料对该论注释 （写本 ）进行介绍 的 日 本学僧师

茂树的 《
关于胜语藏所收沙门宗 〈 因 明 正理门论注 〉 》 。

？

最后
，
现已得知

，
长期 以来只能通过汉译阅读的 《

正理门论 》
的梵语写本存在 。 吾心中期待尽早能开

始对梵语原典的校订工作 。

（
四

） 商褐 罗 主 （ §ａ〇ｋａｒａ ｓｖｄｍｉｎ ）造 《
因 明 入正理论》 （ ｒｏｙｅ ｉａ ）

此为东亚佛教界研读及研究最为广泛的 因 明论著 。 将其梵语原典及汉译进行比较 ，
制作校订文本 ，

对汉文书进行注音 ，并译为现代 日 语的是宇井伯寿 。

？

《国译
一

切经 ？ 印度撰述部 ？论集部 １
》 （ １ ９ ３３年 ） 中

， 林彦明著有读音标记的汉文文本及注释 。 并在 《国

译一切经 》 （ 和汉撰述部 ？ 论疏部 ２ １
－

２３
，
１ ９３６

￣

１ ９６０年 ） 中收录 了 中村元的 《因 明人正理论疏 》以及渡边照

宏
、宫坂宥 胜 《因 明论疏明灯抄 》的读音标记汉文文本及注释 。

金仓圆照撰有 《
因 明入正理论梵汉两语对照 》 。

？

立川 武藏发表了 该书 的梵语文本及带有详 细注释的 英译版 《六世纪 的 印度逻辑写 本 》 （
／１ ５＆认－

Ｃｅｎ ｔｕｒｙ 
Ｍａｎｕａｌ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Ｌｏｇ
ｉｃ ） 

〇
？

泰本融发表 了基于立川 文本 的现代 日 语译文 《佛教逻辑学人门 》 。

？

关于本 书
，

尽管以武邑 尚邦为 首发表有 多 数研究论文
，
但在此仅列举 出渡边照宏撰写 的指 出玄奘所

译
“

大种和合火
”

之错误的 《关于玄奘译 〈因 明人正理论 ＞》 。

？

（
五

） 有关 因 明 的 其他论著

对此进行历史性研究 的首先要举出梶 山雄一的 《佛教知识论的形成 》 。
关于不仅有汉译 ，还存在藏

译 、梵语原典的 《瑜伽师地论 ？ 因 明处 》 ，有矢板秀 臣的梵语原典校订及翻译 《瑜伽论 的因 明 》
？及索引

“

Ｉ ｎ？

ｄｅｘｔｏ ＩｈｅＨｅ ｔｕｖ ｉｄｙａＴｅｘ ｔｉｎｔｈｅＹｏｇａｃａｒａｂｈｆｌｍｉ

”


，

？ ■

以及 《关于瑜伽论 因 明 的知识论 》

＠
等

—

系列研究成

果 。

二 、基于梵语原典 、藏译的 因 明论著研究

有关印 度撰述的因 明论著的研究 ，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 日 本佛教学界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

一

。 其最

大的原因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印度僧人罗 喉罗 （ Ｒｆｉｈ ｕ ｌａＳａＡｋｒ ｔ
ｙ
ｆｌ
ｙ
ａｎａ

）
到访中 国藏地 的寺院时 ，成功地拍摄 了

法称的 《释量论 》及其注释 ，
使得智吉友

（
ｊｆｔＳｎａ奶ｍ ｉ ｔｒａ

） 及其弟子宝称 （Ｒａ ｔｎａｋｌｒｔ ｉ

）之著作集的 梵语原典得

以公开刊 印 。 ５０年代后半期 开始
，
此影响 由陆续 留学德国 的北川 秀则 、梶 山 雄一 、服部正 明 、 户崎宏正

、
长

崎法润等人传至 日 本学界 。 遂于６０年代后
，

以 其为 中心 的佛教认识论 、逻辑学研究取得 了 卓越进展 ＾ 而其

成果
，
从下述面 向普通读者的刊物 中可见

一斑 。

三枝充惠编著 《讲座佛教思想第 ２卷 认识论 ？ 逻辑学 》 。

？

平 川 彰 《原始佛教的认识论 》

三枝充塍 《初期大乘佛教 的认识论》

服部正 明 《
中期大乘佛教 的认识论 》

户崎宏正
《后期大乘佛教 的认识论 》

北川 秀则
《中期大乘佛教的逻辑学 》

梶山雄一
《
后期 印度佛教的逻辑学》

武村 尚邦 《中 国
？

日 本的 因 明思想 》

泰本融 《比较逻辑学序说》

梶山 雄一编 《讲座大乘佛教思想第９卷 认识论 ？逻辑学 》 。

？

第一章 《
佛教知识论的形成 》

第二章 《
陈那的认识论与逻辑学 》 （桂绍隆 ）

第三章 《
法称的认识论 》 （户 崎宏正 ）

第四章 《法称的逻辑学 》 （赤松明彦 ）

〇

５

＞

＞
Ｈ

＞

Ｃ

〇

特

祖
：

国

外

藏
学

译
著



ａＭ＾ ／ｐ ｔｅ ｉ５桂绍 隆 著 周 丽玫 郑 锦 谢 鹏 高 洁 张 真 真 译 肖 平校阅 明 治 维 新之后 的 ｂ 本因 明 研 究 概况

＾第五章 《
刹那灭论证》 （御牧克 已 ）

＾第六章《有神论批判 》 （宫坂宥胜 ）

：第七章 《
一切智者 的存在论证 》 （ 川崎信定 ）

国第八章《概念与命题 》 （长崎法润 ）

＾梶 山雄一编 《岩波讲座东洋思想卷 ８ 印度佛教 １ 》 。

？
？

氣桂绍隆 《逻辑学派 》

学梶 山雄一编 《
岩波讲座东洋思想卷 ８ 印度佛教 ３

》 。

？

译梶 山雄一 《存在与认识 》

著桂绍隆 《
概念 》

户崎宏正 《认识》

岩田 孝 《语言与逻辑 》

桂绍隆编 《
大乘佛教系列 第 ９卷 认识论与逻辑学 》 。

？

第
一

章 《
佛教逻辑学的构造与其意义》 （桂绍隆 ）

第二章 《存在论
——存在与 因果》 （稻见正浩 ）

第三章 《认识论——知觉的理论及其展开 》 （船山徹 ）

第四章 《逻辑学——法称 的逻辑学 》 （岩 田孝 ）

第五章 《真理论
——量 （

Ｐｒａｍａｏａｓ ）是什么 》 （小野基 ）

第六章 《语言哲学
——遮诠 （ ａｐｏｈａ ）论 》 （ 片 冈启 ）

第七章 《全知者证明 ？轮回 的证 明 》 （护 山真也 ）

第八章 《 〈刹那灭 〉论证——对 时间实体 （
Ｔｉｍｕ Ｓｕｂｓ ｔａｎｃｅ ）的挑战 》 （谷贞志 ）

战后 引领 日 本佛教认识论
、
逻辑学的 梶山雄

一

自 选的相关论文集 ，
在其过世后被收录于 《梶 山 雄一

著作集第７卷 认识论与 逻辑学 》

＠
中 。 另外

，
梶山 的英文论文集 《佛教哲学研究 ：

精选集 》 （如ｘｄｉｅｈｎ

ｄｈｉｓ ｔＰｈ 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ｅｌｅｃ ｔｅ ｄＰａｐｅｒｓ ）

？业已 出版 。

＾现按照顺序 罗列 了印度佛教主要逻辑学者及其著作 ，涉及了 日 本研究者的主要成果 。 另外还可参照

Ｂ ｉｒｇ
ｉ
ｔＫｅ ｌ ｌｎｅ ｒ博士编写的网 站 ： 东方认识论以及南亚与西藏的论证 （ＥＡＳＴＥＰ 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 ＲＧＵ ？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ＩＢＥＴ ） （ ｈｔ ｔｐ：／／ｅａ ｓ ｔ ．ｕｎｉ

－

ｈｄ． ｄｅ／ ） ０

此外
，
可称为 中观学派之鼻祖的龙树 ，

在当时对实在论的逻辑学进行 了彻底嘲笑 、 批判
，

而其本人在
“

枚举法
”

中加人
“

归谬法
”

的论争法对 印度逻辑学的发展起到 了极大作用 。 但本文不拟涉及包括龙树在

内 的 中观派学者们 的
“

逻辑学
”

。

（

一

）世亲 （Ｖａｓｕｂａｎｄｈｕ ） 的 逻辑学 著作 《
论轨

》《论式 》《
论心

》

此三部作品 已经散佚 ，
且无译本 。 因陈那在 《集量论 》

各章的
“

其他学派批判
”

开头逐一引 用 《论轨》中

的学说进行批判
，
由 此可推知其 内容 〇 至 于另外两部论著 ， 陈那仅在《正理门论》末尾提及了 书名 。 因此在

日 本学界 ，
几乎没有得到研究 。 （ 只有武邑 尚邦的 《关于世亲的逻辑著作 》 ）

？
牵强而言 ，桂绍隆的 《印度逻辑

学 中遍充概念的生成与发 展 》

？
中

，
对世亲的逻辑学也有所涉及 。 另 外 ，

该论文也承续梶 山雄一的 《佛教知

Ｈ识论的形成 》 ，
试图 对印度逻辑学 、

佛教逻辑学 的发 展过程加 以记述
，
证明在其发展过程中 ，

印度逻辑学

ｇ中最为重要的概念——
“

遍充
”

（ ｖｙａＰ ｔ ｉ ）起源于印度语法学的
“

限定词
”

（ ｅｖａ ） 的 功能
，
是经由 陈那而被确

＞立为逻辑学关键概念的 。 此英 文摘要为 《印度逻辑 中遍充概念的起源与 发展 》 （ Ｏｎ 认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ｍｉ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ｃ ｅｐ ｔｏｆ

ｖｙｄｐ ｔｉｉｎＩｎｄｉａｎＬｏｇ
ｉｃ ） 〇

？

２（
二

） 陈那 （
Ｄ ｉ

ｇｎ
ｄ
ｇａ ） 的逻辑 学著作

＾ｉ ． 《正理门论 》 ［
参照第一部分 （三 ）

］

；

＞２ ． 《集量论》 （
／Ｖｏｍ＾ｉａｓ ａｍ ｚｘｃ ｃａｙａ

－

ｖ ｒ奶 ）

在 《集量论 》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有北川 秀则与服部正 明 。 其 中 ，
北川秀 则在早年撰写的 《印度古

§典逻辑学之研究》 （
１ ９６５年 ） 中 ，

发表了 《集量论 》第 ２
、
３

、
４

、
６章 中陈那 《 自 释》部分 的藏译校订文本与 日 译

ｇ注解 。 此外 ，该书 的 内容还包括第 １
、
２ 、 ３章的

“

正理学派批判
”

以及第 ３章
“

论轨批判
”

部分的 文本与 日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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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且书 中还收录 了法称 （Ｄｈａｒｍ ａｋｉｒｔ ｉ ） 著 《成他相续论》与陈那著 《取因假设论》的英语译文 。 北川 的翻译

特点在于 ， 他在 自 己无法理解的难点处备注 了
“

读解困难
”

，
未加 以 翻译 。 他在第一部分

“

陈那的逻辑学体

系
”

中 尝试着用过去占 主流的亚里士 多德的形式逻辑学术语来解释说明 印 度逻辑学 ，
再对陈那的 逻辑学

以特殊图 解的方式加以展示 。 由 此在陈那所提 出 的
“

似宗
”

中发现 了
“

陈那逻辑学 的限制以 及如何突破问

题
”

的命题
，
并作 了深人的 考察研究 。 北川 秀则 曾有志于英译第 ２章以后的

“

他学派批判
”

部分 ， 但是 由 于

疾病缠身
，
最终未能完成 。

逻辑学学者 山下正男 曾对北川 秀则 的该著作做过善意的评价 。

？
山下 正男 指 出

，
书 中独解

“

九句 因
”

的 同时 ， 言及陈那论证式中
“

喻支
”

之
“

实例
”

部分乃不甚必要 。 山下正男 与 下文中将会提 到的末木刚博 、

大森正藏 ，
是心系 印度逻辑学的少数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 ，

他在 《理想 》６ １ ０号 （
１ ９ ８４年 ）上发表 《空 的逻辑

学 》
一文

，
文中通过

“

哈斯图式
”

来阐 释说明
“

空 的思想
”

。

此外
，
桂绍 隆在《陈那的 因 三相》 加 中对北川秀则所理解的

“

因 三相
”

作 了 修正 。

在
《
再议陈那之因 Ｈ相 》 （ＤｉｇｎＳｇａｏｎ７？ ｅ ｃｏｎ＾ｅ ｒｅ＜

／ ）

？中他否定 了 Ｏｅ ｔｋｅ对
“

因三相
”

的理解
，
并在

《 因三相公式 》 （ ＯｎｔｒａｉＶｆｉｐｙａ／ｏ ｒＴＯ ｕＺａｅ产中 ， 通过
“

因 三相
”

的定型句变化 ，
对陈那 以前的佛 教逻辑学进行

了梳理 。

特

輊

国

外

学

著

担任 《集 量论》第 １章和第 ５章研究 的是服部正明 。 其第 １ 章的研究成果为 《陈那 的知觉论 ：
从梵文断片

与藏译 本看陈那集 量 论 中 的量 论 》 Ｐｅ ｒｃ ｅｐ ｔ ｉｏｎ
，６ｅ ｉｎｇ ｔ ／ｉｅ／ＶａｔｙａＡ：

．

？ （＾ ａｒｉｃｃ ／ｉｅ＾ａ

ｆＶａｍ助ａｓ ａｍｕｃｃ ａｙａ＾ｗｎｉ ／ ｉｅ５肌５
／

［

：心
＿／
＾〇

＾
７７１６尬ａｍｆ ｔ ／ｉｅｒｅ ｒｓ

ｉｏｍ ） 。

？该
“

注释
”

参考涉及了 陈那以后

的佛教逻 辑学 者的论著 （ 《释 量论 》等 ） 以及佛教 以外的 印度哲学诸派的论著所编写而成 ，
即便已经过去

半个世纪 ，
至今仍然有很大参考价值 。 其第 ５章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 《

陈那 的集量论与胜主觉的注

释第
５ 章 ：

观１ 遣 他 品 》 （
ＴｈｅＰｒａｍｄ Ｏａｓａｍｕｃ ｃａｙａｖ ｒ ｔｔｉｏｆ

Ｄ ｉ

ｇｎＳｇａｗ
ｉｔｈＪｉｎｅｎｄｒａｂｕｄｄｈｉ

’

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ｉｑａｔｅ ｒＦｉｖ ｅ ： ／４ ｒｔｙ
ａ
ｐ ｏ／ ｉａ

－

ｐａｒ如ｆｉ
） ，

？其中辑录 了胜主觉 （ Ｊ
ｉ ｎｅｎｄ ｒａｂｕｄｄｈｉ

） 《复注 》的藏文校订 Ｄ 在此之前
，
服

部正 明发表的 《弥 漫差颂广释 （Ｍ ｉｍ ａｓａｌｏｋａｖａｒｔ ｔ ｉｋ ａ ）
，
遮诠理论 （Ａｐ ｏｈａｖａｄａ

）章研究 （上 ） （下 ） 》

？是有关鸠摩

利罗 对遮诠理论批判 的翻译研究
， 同时也是一篇首次将遮诠 （

Ａ
ｐｏｈａ ）理论纳人印 度哲学史 的 研究论文 。

此外
，

他还发表了 ０＃％＾７７ｉｅ〇 ｒｙ 〇／Ｍｅ ａ＾ｇ 、

？
《
陈那理论的意义 》

？等数篇有关第 ５章 的翻 译研究
， 但 当＠

得知丹麦 的平特 （ Ｐ ｉｎｄｔ ）也在进行第 ５章的研究时
， 便调整 了研究方 向 。

此外
，
有关陈那遣离论的研究 不胜枚举 ， 其中包括桂绍 隆 的 《陈那的遣 离 论 》 Ｍ ｐｏ ／ｒｎ ｍｅ ｏｒｙ ｏ／

〇咖印（１ ） ，原 田 和宗的 《陈那的遣离论研究笔记 （

一

） （
二 ） （三 ） 》 ，

０片 冈启 的 《陈那的意义论 》
》以及 《牛 的

认知是基于什么——陈那 的遣离论 》
＠等 （ 通过批驳 Ｊａ

ｙ
ａｎ ｔａ等其他学派来讨论遣离论构成片 冈 的研究特

点 ） ， 吉水清孝的 《

一词一事物 ： 比较陈那理论与鸠摩利 罗理论间 的 差异 》 （
Ｗ〇ｕＭ〇ｆｔｅ／ｅ ｒａｒ／ｔｈｇ Ａｙａ

ＩＦｏｒｄ：
Ｄ故

＇

ｅｒｅ ｒｅｃｅ６ｅ加ｅ ｅｎ Ｄｉ

ｇｎｄｇａ
’

ｓａｍｉＡ ｕｍｆｉｒｉ ／ａ
’

ｓ７７ｉｅｏｒｉｅ ｓ等研究 。 而上 田 昇从

比较思想 的视 角 出发
，
撰写 出 版 了专著 《陈那 、逻辑学与遣离论

——

比较逻辑学研究 》 。

？有关法称以后 的

遣 离论的研究
，
下文将会涉及 。

与北 川 、 服部同一时期的陈那研究学者另 有武 邑 尚邦 。 其 《
集量论

》
研究的成果被收录在

《
佛教逻辑

学的研究——知识的确切性论述研究 》
？
中 。

随着胜主觉 （ Ｊ
ｉｎｅ ｎｄｒａｂｕｄ ｄｈ ｉ ） 的 《复注 》 梵文本于西藏某寺院被发现 ，

后经奥地利科学研究院 的^

Ｓｔｅ ｉｎ ｋｅ ｌ ｌｎｅｒ （斯坦因凯勒 ）研究小组陆续进行梵语转写及校勘 出版
，
标志着 《集量论 》研究进人了

一个新｜

的纪元 。 其中 ， 第 １
、 ２章分别已 于 ２００５年 、

２０ １ ３年 由北京中 国藏学研究中心出 版 。 第 ３ 、
４章 由 桂绍隆于京都￥

的龙谷大学完成校订工作 。 第 ５章则结合丹麦Ｏ ｌｅＰ ｉｎｄｔ的研究成果
，

由 Ｂ ｉ ｒｇｉ ｔＫｅ ｌ ｌｎｅｒ等人于奥地利科学研

究院陆续完成校订工作 。 第 ６章的校订工作 由 筑波大学的 小野基研究小组负 责 。 照此情形 ，
胜主觉 （ Ｊ ｉ

－２

ｎ ｅｎｄｒａｂｕｄｄｈｉ ） 《复注 》的校注版将在近年 内 出 版问 世 。￥

关于 《复 注 》第 １章 的翻译研究
，
片 冈启 与吉 田 哲二人分别发表了 《 〈集量论注释 〉

１ ． １ 日 译 》 （
Ｐ ｒａｍａ ｉｊａｓａ

－^

ｍｕｃ ｃａｙｔ ａ
ｉｋａａｄ １

． １ 和訳 ） 、

？
《 〈集量论注释 〉第

一

章 （ ａ
ｄＰＳＩ３ ｃ

－

５＆ＰＳＶ ）
日 译 》 （ Ｐｒａｍａｉｊ ａｓａｍｕｃｃ ａ

ｙ
ａ 丨 ｉｋｆｉ第

一

章 （ ａｄＰＳＩ３ｃ
－

５＆ＰＳＶ ） 和訳 ）

？等 。 且在以上 翻译研究 的基础上
，
二人还在 《印 度学佛教学研究 》等学ｇ

报上发表了 数篇 相关的研究论文 。 此外
，
近藤隼人著有 《 〈集量论注 释 〉 （丹ｏｍ＾ｏｓ 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ｆ^ ）第 １章 〈六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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犄十科论 〉 注释书 的认知论 》 。

？

桓关于 《集量论注释 》第３ 、
４章 ，桂绍隆 《通过胜主觉重新发现陈那理论 》 （

／？ ｅ＜
ｆｃＣ〇？； ｅ ｒ^ ｇ ￡＾７ｕ＾ａ ｔ／ｉｒ〇Ｉ^

Ｊｉ ｎｅ ／ ｉｄｒａｉ ｉｗＭｉｉ ） 、

？
《集量论注释第 ３章梵文写本的研究报告 》 〇４Ｒｅｐｏ

ｒｔｏｎ 认ｅＳ ｔ ｉｗ／ｙｑ／

＇

Ｓａｍ ／ｃ ｒｉｉＭａｎｕｉｃ ｒｉｐ ｔ

国ｑｆｆＶａｍ助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ｉＭ Ｃ／ｉａｐｔｅ ｒ３ ）
？
以及 《

集量论注释第４章梵文写本的研究报告 》 〇４／Ｒ ｅｐｏｒｔｏｒａｔ／ｉｅ

外Ｓ ｔｉＭｆｙ ｑ／

＇

Ｓａ／ｗ ＡｒｉｔＭａｎｉｉｓ ｃ ｒｉ
／
Ｕ／Ｖａｍ＾ａｓａ ／ｍｉｃｃ ａｙｆａｉＡ ： ５Ｃ／ｉ ｃｐ ｔｅ ｒ４ ） ，

？
辑录了 《集量论 》

３ 、
４两章的 全偈颂

氣的 梵语文本并进行 了梵文转写 。 此外 ， 桂绍隆研究小组 的共 同研究者渡边俊和及志贺净邦的研究论文 中

＾也提到 了 《复注 》中第 ３ 、 ４章的相关内容 。 负责第 ６章校订工作的小野小组成员小野基 、室屋安孝 、 渡边俊

＾和今后也将陆续发表涉及 《
正理 门论

》和 《
如实论 》的考论 。 室屋的最新论文 《正理门论与大智人 （ ｕｄｇｈａｔ

ｋａ
ｊ

Ｈａ ） ｝ （
ＴｈｅＮｙＳｙａｍｕｋｈａａｎｄｕｄｇｈｃ＾

ｉ
ｔ ｃ＾ ｆｌａ ）

？是一篇提倡对 《
正理门论 》最终偈进行梵文转写的新研究 。

３ ．陈那 的其他著作

《因轮决择论 》 （ ／／ｅ
ｍｃ ｏ＾ｏ＾／ Ｔｗｚｒａ ）是陈那留下的另

一

本逻辑学著作 。 就该 书的研究成果 中 ， 引人注 目

的当属武邑 尚邦的 《藏译 因轮决择颂的译解 》 。

＠
另有宇井伯寿著 《陈那著作的研究 》 （岩波书店

，

１ ９５８年 ）

对陈那的其他著作 《观所缘论》及 《取因假设论》等汉译版进行的翻译研究 。 其中对 《观所缘论 》的研究成

果
，
除 了有 山 口益

、
野泽静证之 《

世亲唯识的原典解 明 》

＠
外 ，还有松 冈宽子 以及伊藤康裕的最新研究 。 关

于 《取因假设论 》的研究成果 ，
有上文提到 的北川 秀则的英译研究。 另 外 ，

本文旨在 阐明因 明的研究史
，故

未对 《观三世论 》的研究进行触及 。

（
三

） 法称 （
Ｄｈ ａｒｍ ａｋｌｒｔｉ ）

的 逻辑 学著 书

１ ．

《释量论 》 （
ａ

）

宫坂宥胜出 版了该论释的梵藏校订文本以及索引 。 《释量论》梵文与藏文
［
／Ｖａｍ＾＾ｃｔｔ＾ｒＭｉ ／ｃｏ

－＾ｒ ｉ／ ｃＳＣＳａ／ｗＡＴｔ

’

ｔ

ａｎｄｒｉ６ｅ ｉ ａｎ
） ］ ，

？
《释量论索 弓 ｜ 》 （

Ｐｒａｍａｉｊａｖａｒｔ ｔ ｉｋ ａ
－

ｋ５ｒｉｋａ索 引 ）

？
。 此外

，
还有相关的论述研究之 《法称的

一

生及作品 》

？
。

由 小野基与高 岛淳合著 出版的 《法称梵文原典ＫＷＩＣ索引 》 ，

？
内容不仅涉及《释量论》 ，

且涵盖 了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ｋＴｒｔｉ

）所有现存于世的梵语原典作品 ，
十分实用 。

＾于 １ ９９８年出版的渡边重朗著《梵文转写本之智作护的释量论注释及如意喜的复注 》 （Ｓｏｎ＾ｄ

片〇／７ １５〇？＾？认〇６ ／
１
３
７〇／？ ） （ ？３〇８ 丨１ １１ ．ｅｄ ＿

）
以及井原照莲著 《角 宫

？
的释量论复注 》梵文转写

（Ｓａ／Ｍ＆ ｒｉｉＯＴ〇ｍ？ｃ ｒｉ
／
）
ｔｓｑ／

＇

Ａ＾ａｒａＡａｇ
ｏｍｉｒａ

－

ｓ故Ｓ
） （ ＿Ｆａｃｓ ｉｗｉ ．ｅｃ〇 ， 为法称文献 的基础性研

究做出 了 巨大的贡献 。

（ １ ）第 １章 《为 自 比量章 》＋ 自 注

第 １章的翻 译研究 ，
有长崎法润 与其师Ｓ ．Ｍｏｏｋｅｒ

ｊ
ｅｅ合著 出 版 的 第 １

￣５ １ 偈的英译本 《法称 的释量论 》

（
７７ ｉｅｆＷｎａｃ ｉ（ｗＳ ｒＭ ￡

＿

Ａ：ａｍｏ／ Ｄ／ｉａｒｍａＡ ：Ｚｒｔ ｉ
）

？
，
太田 心海与Ｐ ．Ｒ ．Ｖ ｏ ｒａ合著并发 表在 《佐贺龙谷短期大学纪要 》

？

上的第５２
￣

９４偈的英译本 ，
以及太 田 心海个人发表的第 ９５￣ １ ６２偈的 日译本和第 １ ６３￣ １ ８０偈的英译本 。在之

后发表的研究成果 中
，
有矢板秀臣 的第 １ ９８￣２２３偈 的英译本 《论无体量之

一

》 （ Ｏｎｏ／ｍｐｏ／ａＷ／ｕ

＇

／ ） ，

？若原雄

昭 的第 ２ １ ３￣２ １ ９偈与第２９２ ￣３ １ １偈两部分 的 日 译本 《阿含经的价值与全知者的存在证明 》 ，

？
以及大前太对

第 ２２４偈之后 的部分进行的 日译 《法称的圣典观》 。

？

Ｈ第 １章 的主题
，
不仅有推理论

，
也涉及遣离论和圣典论 。 对于遣离论

， 赤松明彦通过 《法称的遣离论 》

？

ｇ做 了精彩的解说。 此外赤松也在 《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上发表了有关法称以后的 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 与智

＞吉友 （Ｊ ｉｉ ａ ｉｉ政ｉｍ ｉ ｔｒａ ） 的遣离论的研究论文
，

并在 向 巴黎第三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 中结合了这部分的研究
２成 果 。 而 《轨论 （ ｖａｄｈ ｉｖａｄ ｉｎ ）和遮除论 （Ｐｒａ ｔｂｅｄｈａｖａｄ ｉｎ ） ： 印度佛教的语义 理论所呈现的 两个方面 》 （Ｗｄ－

ＩＨｈｉｖａｄｉｎｅ ｔＰｒａｉｉｓｅｄｈａｖａ ｄｉｎ：Ｄｏｕｂ ｌｅａｓｐｅｃ ｔ
ｐ ｒ＾ｓｅ ｎｔｅ

ｐａｒ ｌａｔｈ＾ｏｒｉｅｓ＾ｍａｎ ｔｉｑ ｕｅｄｕｂｏｕｄｄｈ
ｉｓｍｅｉｎｄｉｅ ｎ ）

？为其

＾论文的一部分
，
现已公开发表 。

＞除大前之外 ， 有若原雄昭著 《法称的 吠陀 （Ｖｅｄａ
） 圣典批判 》 ，

？秋本胜著 《阿含经 （ｇａｍ ａ
）论
一

考》
＠对

Ｃ
圣典论做过讨论研究 。

ｑ在法称的著述 中最引起议论的
，
是针对其作为推理论基础 引 入的 自性 因 （ ｓｖａｂｈａｖａｐｒａｔ

ｉｂ ａｎｄ ｈａ ） 内 容

＾的 解读 。 构成其嚆矢是松本史朗 的 《 自 性因 》 （ 《印度 学佛教学研究 》第５９号
，
１ ９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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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羯那伽觉明 （

Ｋａｗ ａｋａｇｏｍｉｎ
）针对第 １ 章撰写的 《复 注 》的 冒 头部分 由 桂绍 隆公开发表在 《

羯那

伽觉明 （
ＫａｒＤａｋ ａｇｏｍ

ｉｎ
） 〈释量论第 １章复注 〉 的 日 译研究 （ １ ） （ ２ ） 》 。

？此外 ，
有赤松明彦著 《羯那伽觉明与 寂

护 》 （
Ｋｏｒｆｉ ｏＡａｇｏ

ｍ
ｉ

＇

ｎｏｎｅ／祕ａ ）

？
的 论文研究 。 针对第 １章前３９偈羯那伽觉明 （ Ｋａｒｉｊａｋａｇｏｍ

ｉｎ
）
撰写的

《复 注 》 ，
渡 边俊和在对其进行相关研究后发表 了 《

在非知觉 （
ｄｒｓｙ

ａｎｕｐａ ｌａｂ ｄｈ ｉ

） 中知觉可能性的把握 》

？
等

有关法称 比量论研究的论文 。

（ ２ ） 第２章 《量成就章 》

关于第２章的 日 译研究
，
有木村俊彦撰写的 《法称宗教哲学的原著研究 》

？以及 《法称的哲学与宗教 》 。

？

此外 ，
有稻见正浩与Ｔｏｍ Ｔｉｌｌｅｍａｎｓ合作发表的 《从新视角理解 〈释量论 〉 中量成就章的结构 》

ＬｏｏＡ ：〇／； ／ ｉｅ／＊

’

ｒｏｍｅｕｗ＾：ｏ／ ｉ ／ｉｅ／Ｖａｍｄ邮 ｉ ｉＷ ／ｕ

＇

Ｃ／ ｉａｐｔｅ ｒ以及稻见本人独 自 撰写的 《法称

的轮回论证
（
上

） （ 下 ） 》
？等诸多论述研究 。 其中 ， 由 稻见撰写已 发表的 《〈释量论〉现量章的研究 （ 丨

）

￣

（
１ ３ ） 》

？

一文 中涉及 了 所有的 注释 。

第 ２章 的研究
，
除了撰写过名 篇 《轮 回 的论证

——佛教逻辑学派 的 唯物论批判 》
？的生 丼 智绍 所撰写

的 《论释 １论 ｎ１ １ ３ 》
？等数篇论文外

，
还有木村城司 、

护 山真也等人 的相关论 文

年 ）
，
而文中受到批判的斯坦因凯勒 （ Ｓ ｔｅ ｉｎｋ ｅｌｌｎｅｒ ） ，

继而通过 《再述 自 性 因 》 ａｇｍ

＇

ｎｐ

一文加 以反驳。
以此为契机

，

日 本佛教学界陆续 出现了许多相关的论述研究 。 片 冈启 通过 《
自 性因 （ ｓ ｖ

－

^
ａｂｈａｖａｐｒａｔ ｉｂａｎｄｈａ ）的研究示意图 》

？对此类的先行研究进行了较为 系统 的梳理
，
例如有桂绍隆发表 《再议：

自性因 （ Ｓｖａｂｈ ａｖ ａｐ ｒａ ｔｉｂａｎｄｈａ ） 》与 《释量论 ＩＶ ．２０２－２０６
为 了 正确理解 自 性因 （ ｓｖａｂ ｈａｖａｐ ｒａ ｔ ｉ ｂａｎｄ ｈａ ） 》 ；

？ｔ

固

福 田洋一 的 《对法称的逻辑结构 的试问 》

＠与 《法称逻辑学 中 自性 因 （ ｓｖａｂｈ＆ｖａｐｒａ ｔ
ｉｂａｎｄｈａ ）的 意义 》 ；

？岩 田外
孝的 《法称的 自 性证因 （ ｓｖａｂｈａｖａｈ ｅｔｕ ）说笔记 》

？
以及 《法称 的

“

本质
”

论 》
？
等 ，详情参照其论文 。藏

之后
，
桂绍隆撰写 的 《法称逻辑学中 的术语—— 自 性 （

ｓｖａｂｈａ ｖａ ） 》

？—经发表
［其修改版 《从阿毗达磨＃

到 法称对 自 性 概念之探讨 》 （ Ｆｒｏｍ４ ６ ／ｉ ｉｄ ／ｉａｍａｔｏａｓｐｅ ｃ ｉａｌ ｒｅ／ｅ ｒｅ ｎｃ ｅｔｏ ｔ ／ｉｅｃｏｎ
－

，

？金泽笃就在 自 己 主编 的 《印度逻辑学研究 》创刊号 （ ２０ １ ０年 ）上发表的 《读 自 性 因 （
ｓｖ－^

ａｂｈａｖａｐ ｒａ ｔ ｉｂａｎｄｈ ａ ）

——

印度逻辑学 、佛教逻辑学研究史的一个点滴》 ，

对上文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这也成

为了第６３届 印度学佛教学会学术大会上集体讨论的对象 ， 详情可见随后公开发表的会议报告 《 自 性因

（
ｓｖａｂｈａｖａｐｒａ ｔ ｉｂａｎｄｈａ ）的讨论》 。

？报告表 ７Ｋ ， 大家通过大会讨论达成 了 一致共识 。 另外
，

在此次大会上发

表的论文 中
，

包括上述 片冈启 的论述研究 、福 田洋一的 《 自性 因 （ ｓｖａｂｈ ａｖａｐ ｒａ ｔｉｂａｎｄｈａ
）
的 复合词解 释 》以

及金泽笃的 《剖析 自性 因 （ ｓｖａｂｈａｖａｐｒａｔ ｉｂａｎｄｈａ ） 》均刊登在 《印 度逻辑学研究 ＩＶ 》上 。 其中 ，
福 田洋一进而

还在 《
印度逻辑学研究 Ｖ 》上继续发表 了 《 〈释量论 〉 自 注 中 的

“

从属
＂

（ ｐ ｒａ ｔ ｉ ｂａｎｄ ｈａ ） 之意 》 。

此外
， 《印 度逻辑学研究 》 自 创刊 以来 ，

有关佛教逻辑学关系 的论述研究稿件纷至沓来 。 其中有狩野

恭的《法称的否定逻辑 》 ；
小野基的 《论相违决定 （ ｖ

ｉｒｕｄｄ ｈｄｖ
ｙ
ａｂ ｈ ｉ ｃ＆ｒ ｉ ｎ ） 》 （ 创 刊号 ） ；

福 田 洋一 的
《
法称与他

者的排除 （ ａｎｙ
ａ
ｐｏｈ

ａ
） 》 ；
崔境真 的 《作为推理对象的普遍 》 （ ＩＩ ，

２０ １ 丨 年 ） ；
谷 贞志的 《空与刹那 ：

动态 的认识

论与逻辑学 》 （ ＨＩ，

２０ １ １年 ）
；

片 冈 启 的
《何为遣离 》 ；

西泽史仁的 《关于佛教逻辑学史的考察 》 （ Ｖ ，

２０ １ ２年 ）
；

赤松明彦 的 《关于陈那
“

他者 的排除
”

的定义部分——辛哈师利 《逻辑哲学探究 》第 ８章的研究 （ １ ） 》 ；

小川

英世的
《
关于波你尼 （Ｐａｐｉｎｉ

） 文法学
“

语言领域外不使用 的原则
”
——陈那

“

遣离论
”

的文法学派解释 》 ；

狩

野恭的 《 〈知识论 〉
的推理论与陈那的遣离论一一从推理命题中遣离

一词的谓语概念到语

义概念 》 ；
片冈启 的 《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 的概念论——付托与虚构 》 （ Ｗ ，
２０ １４年 ） 。

对法称印 度逻辑学研究的贡献之
一

便是 ，
在定型

“

刹那灭论证
”

的过程 中 明 确 了
“

归谬论证
”

（ ｐ ｒａｓａｒｉ

＠
ｇａ ）是正当的论证法 。 在此问题上做出 巨大贡献 的是岩 田孝 。 其研究成果 《法称之归谬及 归谬还元 的解

Ｗ

读》 （ ＺＶａｓａ ／ｉｇａｐｒａｓａｇｍ
ｉ ｉｐａ／ｙａｙａ６ ｅ ｉＺ）／ｉａ／

＊

ｍａＡ ：ｉｒｔ ｉｉｍＪ化 丨狀汀 尺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ｏｒｅｎ
）

？
已 出 版问世 。 此外 ，

谷 贞

志 、上 田 昇等人也做 ｒ相关研究 ，其中 渡边俊和的 《
陈那的否定论证 与归 谬论证 》 （ Ｄｉｇｎ３ｇａｏｎａｎｄ

／
■

Ｖａｓａｒｔｇａ ）

？
中 引用 了有关胜主觉 （Ｊ ｉｎｅｎ ｄｒａｂｕｄｄｈ ｉ

）
的最新资 料 。

稻见正浩 、
松 田 和信 、

谷贞 志共同公开出 版 的
《
释迦觉的释量论研究——于加德满都 国家档 案收 藏

馆的发现 ｓ ｔ 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ＰｒａｍｄＡａｖ ｄｒＵ ｉｋ（取ｋｄｂｙ含＆ｋｙａｂｕｄｄｈ
ｉ

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 ｓｃ 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
，Ｋａｔｈ．

－

ｍａｎｄｕ ） 〇
？

Ｔ
Ｉ

Ｂ

Ｅ
Ｔ
Ａ

Ｎ


Ｐ
Ｌ
Ａ

Ｔ
Ｅ

Ａ

Ｕ


Ｆ

０
７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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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栏
籲

国

外

学

译

著

ｄ
ｃｄ

＞

＞

〇

Ｃ
１

桂绍 隆通过 《法称 的真理论 》
７７ｉｅ〇７ 〇／ ７Ｖｕ＾ ） ，

？对第二章开头的
“

量论的定义
”

进行

了英译 。 此外
，
针对

“

量论 的定义
”

的研究
，
有谷贞 志 的 《逆反 的认识论与逻辑 》 ，

？稻见正浩的 《佛教逻辑学

派的真理论
天主觉 （Ｄｅｖｅｎｄ ｒａｂｕ ｄｄｈｉ

） 与 释迦觉 （ Ｓａｋｙａｂｕｄｄｈ ｉ
） 》 ，

？小野基 的 《智作护 （Ｐｒａ
ｊ
ｆｉａｋａｒａｇｕｐ

－

ｔａ
）对法称量论定义的理解 》

？
以及 《量论的定 义

——智作护 （ Ｐｒａ
ｊ
ｆｔａｌｃａｒａｇｕｐｔ ａ

） 的 解释 》 ，

？木村诚 司 的 《量

论的定义 》
？其他 ３编等相关论文 。

同期受到热议 的还有 《集量论 》归敬偈所提到 的
，
以 及法称也 曾 解说过的

“量种
＂

（ ｐ
ｍｍａｏａｂｈＱ ｔａ

）

—

词
，

对该词 的研究可举岩 田 孝的 《世尊是如何成就量 （ ｐｒａｍａａ ） 的 ？ 》 ，

？袴谷宪昭 的 《量种 （ ｐｒａｍＷａ
－

ｂｈＱｔａ ）

与童种 （ Ｉｃ ｕｍａｌａ
－

ｂｈＱ ｔａ ） 的语义》
？
以 及 《量种 （ Ｐｒａｍａｐａ

－

ｂｈＱｔａ ）補记》 ，

？小野基的《量种 （ ｐｒａｍ ａｏａｂｈＱ ｔａ ） 意思

的变迁 》

？
等相关论文 。

（ ３ ）第 ３章 《现量章》

户崎宏正在对 《集量论》第
一

章的 自说部分进行翻译的 同时 ，
也将整部 《现量章 》原稿的校订 、

日译 、

详细解说汇总为 《佛教认识论 的研究
——法称 （Ｄｈａｒｍａｋｌｒｔ ｉ ）著 〈释量论 〉 的现量论 （上 、下 ） 》

？公开发行 。

并且在此之前 ，

已经在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 》 （第 ２ １
￣

３３号 、 １ ９６ ３￣ １ ９６ ８年 ）上发表 了 《佛教逻辑学说与经量

部说 （ １ ）

￣

（ ５ ） 》。

桂绍隆依据对第 ３２０偈以后 内 容的研究 ，
发表 了 《法称 （Ｄｈａｒｍａｋｌｒｔ ｉ ） 的

“

自 我认识
”

理论 》 。

＠关于 自 我

认识
，

有如下研究 ：
原 田 和宗的 《作为文章表示对象的

“

直观
”

与
“

自 我认识
”

（上 ） （ 中 ） （下 ） 》 ，

？久 间泰贤 的

《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ｋｉｒｔ ｉ ） 的 自 我认识 （ ｓｖａｓａ ｉｐｖｅｄａｎａ ）纪要 》 ，

？村上德树 的 《论对象认识与 自 我认识 的 区别 》 ，

？

小林久泰的 《作 为认识结果的 自 我认识》 ，

？
片 冈 启 《 自 我认识与两面性》

？等 。

关于现量的 对象
“

自 相
”

（ ｓｖａｌａｋ§ａ ｉｊ ａ ） ，
有 如下研究

：
沖和 史的 《论 自 相 》 ，

？谷 贞 志的 《法称 （ Ｄｈ ａｒ
？

ｍ ａｋｌｒｔｉ
）的

“

自 相

”

（ ＳＶＡＬＡＫＡＡ ）
问 题 》 ，

？
小林久泰 的 《智 作护 （

Ｐｒａ
ｊ
Ｍｋａｒａｇｕｐ

ｔａ ）对 自 相（ ｓｖａｌ ａｋ§ａｕａ ） 的解

释》
？
等 。

桂绍隆在《知觉判断 ？疑似知觉 ？世俗知 》 、

？
《论 知觉判断 》 （ Ｏｎｆｔ ｒｃ叩 加／辟服似 ）

？
当中

，
提 出

“

知

觉判断
”

的 概念
，
作为法称认识论的

一

个重要构成要素 。 其后 ，
福 田洋一

、
木村诚司 、沖和史 、

狩野恭 、 乘山

悟等也对此加以论述 。 近年来 ， 中须贺美幸又发表了 《法称的
“

托付的排除
”

论审定 （ ａｄｈｙａｖａｓａｙ ａ ） 、信

心 （ ｎｉＳ ｃ ａｙ
ａ ） ， 以知 觉判断 的 关 系 为 中心 》

？
《法称 （ Ｄｈａ ｒｍａｋＴｒｔｉ

） 的 遣离论——知觉 判断与 托付 的欠缺

（ ｓａｍａｒｏｐａｖｉｖｅｋａ ） 《
法称 （

Ｄｈ ａｒｍａｋｌｒ ｔ
ｉ

） 的知觉判断学说及其于佛教真理论上的受容 》

？
等 。

法称的共同 了知限定 （ ｓａｈ ｏｐａ ｌａｍｂｈａｎ ｉ

ｙａｍ ）
唯识论是其个人的 贡献 。 关于唯识论证的考察亦有如下

研究
：
松本史 朗 的 《共 同 了 知 限定 （

ｓａｈ ｏｐａ ｌａｍｂｈａ－ｎ ｉｙａｍａ ） 》 ，

？岩田 孝的 《备注至共同 了知 限定 （ ｓａ
－

ｈｏｐａｌａｍｂｈａｎｉｙａｍａ ）的结论 ，法称和他的评论 》 ｓａＡｏｐａ ／ａｍｉ ／ｉａｎ ｉｙａｍａ
－Ｓｃ ／ｉ／

ｉｗｉｙ
ｂＺ
ｇ
ｅｎｍｇ

Ｄ ／ｉａｒ
－

ｍａｋｌｒｔ ｉｓｕｎｄｓｅ ｉｎｅｒ尺ｏｍｍｅ ／Ｕａ ｆｏｒｅ ｎ ）

？等 以 及近 年松閃宽 子的 《
寂护对共 同 了知 限定 （

ｓａｈｏｐａ
ｌａｍ ｂｈａ ｎ ｉ

ｙａ
－

ｍａ ）的证明之解释 的重新审视》
／／Ｕｅ ｒ

／
ｊ ｒｅｔｏ＾ｏｎ〇／ 认ｅ ？

ｓａＡｏｐａ／ａｍｆｃ ／ｉａｎ ｉｙａｍａ ｆＶｏ
ｑ ／

＇

／Ｊｅ
－

ｅｘａｍ ｉｎｅ ｄ
）

＠等

（４ ）第４章 《为他 比量章 》

谷贞 志把开头 １ ４偈 的 翻译研究 ，
以 《 〈释量论 〉 Ｉ

Ｖ
〈释量论 〉的问 题 （ １ ） 》

？为题公开发表 。 渡边重 朗在

《
正理 门论的注释者－ＰＶ４ ．２７试论 》

？
以及 《密 教思想 》 中对第 １ ５４ １ 的内 容进行 日译并做

了相关ＰＶＩＶ１ ９５
－

２０４
－

？
为首 ，发表了 多篇关于本章的论文 。

２ ．

《
释量论》的注释家们

（
１
）帝释慧 （Ｄｅｖｅｎｄｒａｂｕｄｄｈ ｉ） 《释量论注疏》 （

ｆＶａｍａ＿ ３ｍ
ｉ
Ａａ－ｐａ／ｉ＿／７ Ａ：ｆｉ ）

松本史 朗在《佛教逻辑学派 的二谛说 （上 ） （ 中 ） （下 ） 》

？
中

，
不仅法称

，
也澄清 了 帝释慧 （ Ｄｅｖｅｎｄｒａｂｕｄ －

ｄｈ ｉ
） 和释迦慧 （§６ｋｙａｂｕｄｄｈｉ

） 的存在论 。

岩 田孝发表了 《帝释慧 （ Ｄｅｖｅｎｄｒａｂｕｄ ｄｈｉ ） 的知识论 》
？
和 《帝 释慧 （

Ｄｅｖｅｎ ｄｒａｂｕｄｄ ｈｉ ） 的 悲悯增长论证

（上 ） （ 慈悲 ） 》 。

？稻见正浩著 《
佛教逻辑学派的 真理论——帝释慧 （Ｄｅ ｖｅｎｄ ｒａｂｕｄｄ ｈｉ

） 和释迦慧 （ §ａｋｙａｂｕｄ
－

ｄｈｉ
） 》 。

？

（ ２ ）释迦慧 （ §５ １１
丫
３１）１ １ ￡１ （１ １１ 丨 ） （§６ １＾３１１＾ ） 的 《释量论释 》 （ ／＾０＾５ ＾

１＜？加成 ￡１
－妹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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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田 孝发表 了 《释迦慧 （ §５ｋｙａｍ ａｔ ｉ
） 的知识论 》 。

？櫻井 （那须 ） 良彦在论文 《法称 （
Ｄｈ ａｒｍａｋｉｒｔｉ

） ，
释迦慧

（ §ａｋｙａｂｕｄ
ｄｈｉ

） 和寂护 （ §６ｎｔａｒａｋ§ ｉ ｔａ ） 的遮遣 （Ａｐｏｈａ ） 论 》

＠中
，
明 确指 出 了 释迦慧所 主张 的遣离 的三种含

义 。 石 田 尚敏发表了 《
论他者的排除 （ ａｎｙ郎ｏｈａ ） 的分类 ： 释迦慧和寂护的

“

他者的排除
”

三种分类 》
＠来论

证 同
一主题 。 另 外

，

冈 田 宪沿著有 《
论释迦慧 的遣离论注释的另

一

面 》
？

。

（ ３ ）智作护 （ Ｐｒａｊ
ｆｔａｋａｒａｇｕｐ

ｔａ ）
的

《释量论庄严疏 》 （
／Ｖａ／ ７诚ｋｗ；狀成放咖 ：ｄｍ

）

沖和史发表了 《 〈多样不二 〉 （ ｃ
ｉ时ｃｆｏａｉ ｆａ ）论 的展开智作护 （ ＰｒａｊＭｋａｒａｇｕ ｐｔａ ） 的论述 》 。

＠

作为继北川 、
梶山 、服部 、户畸之后的 日本有代表性 的佛教逻辑学研究学者 ，

岩田 孝最初 的研究对象

是智作护 （
Ｐｒａ

ｊ
Ｍｋａｒａｇｕ ｐｔａ ） ，他发表了 以 《智 作护在有 相唯识 的方面 》

［
￡７ｎＡ ｓｐｅｈｃｆｅｓ

ｆＶｑ ／
肪Ａａｒａｇｉｉ／＾ａ（

ＰＶＢｈ ） ］
？为 核心 的 一系 列论 文 。 其 代表作 是在维 也纳 大学 斯坦 因 凯勒 （

Ｅｒｎ ｓｔ

Ｓｔｅ ｉｎｋ ｅｌ ｌｎｅｒ ）的指导下 ，
向 汉堡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 《

同 时认知的 必然性 ：认知 与对 象完全同一无别之说

的 结 构 与 演 变 》 （ ＳａｈｏｐａｌａｍｂｈａｎｉｙａｍａｆＳｔｒｕｋ ｔｕｒｕｎｄＥｎ ｔｗ ｉｃｋ ｌｕｎｇｄｅｓＳｃ ｈｌｕｓｓ ｅｓｖｏｎｄｅ ｒＴａｔｓ ａｃｈ ｅ
，

ｄｑｆｉ

Ｅｒｈｅｎｎ ｔｎ ｉｓｕｎｄＧｅｇｅｎｓ ｔａｎｄａｕｓｓｃｈ ｌｉｅｆｉｌｉｃｈ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ｗａｈｒｇｅｎｏｍｍｅｎｗｅ ｒｄｅｎ
，
ａｕｆ

ｄｅｒｅｎＮｉｃｈｔ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 ｎ －

ｈｅ ｉ ｔ ）〇
？

木村诚 司发表 了 《对藏传佛教 中 的智 作护 （ Ｐｒａｊ
ｆｉ ｆｉｋａｒ ａｇｕｐ ｔａ ） 的评价 》

＠
等论文 。

小 野基在 《智作护 （ Ｐｍｊ
ｆｉａｋａ ｒａｇｕｐ

ｔａ ）对法称的量的 定 义 解释 》气佛教逻辑 学派 的 谱 系——智 作护

（
Ｐｒａ

ｊ
Ｍｋａ ｒａｇｕｐｔａ

）及其后继者产等研究 的基础之上 ，

又 向维也纳大学提交了 博士 论文
，
研究关于智作护

（
Ｐｍ

ｊ
Ｍｋａｍｇｕｐ

ｔａ
）对 《释量论 》第 ２章起始７偈的注释 。 其后又出版 了 《

智作护对有效量定 义的解释 ： 〈释量

论
） 第二品第

Ｕ偈季 ｝ （Ｐｒ （ｙ

ｆＷＪｃａｒａｇｕｐ ｔａｓＥｒｋ ｌｒｕｎｇ
ｄｅ ｒＤｅｆｉｎ ｉ ｔ ｉｏｎ

ｇｉｉｌｔ ｉｇｅｒ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 ｉｓ（ Ｐｒ（ｉｍｄｎａｖ ｄｒｔｔｉｋ ｄｌａ／ｎ

丹ｏｒｎ＾ｉｏＭｒｍｈ ／／１
－７

） 。

？继而小野把对 《释量论 》第 四章起始部分的智作护的注释的 日 译研究

写成论文 《释量论庄严疏 ：
为他 比量 （ ＰｒａｍＷ ａｖＭ ｔ ｉｋａｌ ａ

ｉｉｋ ａｒａ ，Ｐａｒａｒｔｈａｎｕｍｔｏａ ）章的研究校订 、文 本

分析与 日 译 、译注 （ １ ）
？

（ ７ ） 》
？公开发表 。

渡边重 朗也公开发表了 论文如 ： 《 〈 释量论庄严 〉 中关 于量的定义 》

特

国

外

学

译
著

ｔ ｉｋａｂｈａｙａｍａｄＰｒａｍａ ｔｉ ｃｔｖａ ｒｔｔ ｉｋａｍ２ ． ｌ ．ａｂｃａｎｄ２ ．４． ｄ—２． ５． ａｂＳａｎｓｋ ｒｉｔＴｅｘｔａｎｄＴｉｂ ｅ ｔａｎＴｅｘｔｗｉｔｈＴｉｂｅ ｔａｎ

—

Ｓａｎｓ ｋ ｒｉ ｔＩｎｄｅｘ ）

？
〇

稻见正浩长年在东京学艺大学召集年轻学者 召开
“

Ｐｍ
ｊ
Ｍｋａｒａｇｕｐ ｔａ研究会

”

。 以下 论文是该会研究成

果 的一部分 ： 《智作护 （
Ｐｒａ

ｊ
Ｍ ｋａｒａｇｕｐｔａ） 的两种认识对象及认识手段 〈

释量论庄严疏 〉 （
ｆＶｏｍ妳 ｄ／如

ｈｒａ ） ａｄＰＶＩ Ｉ Ｉ１
－

２ 日 译研究 》

Ｗ
《智 作护 （ Ｐ ｒａ

ｊ
Ｍｋａｒａｇｕｐｔａ ） 的 ｖ

ｙ
ａ ｖａｃｃｈｅｄａ再考 〈 释量论庄严疏 〉

（
ｆＶａｍ＾ｏ？

；５ｒＷ认 ５／ａ／ｃ
ｄｎｉ ） ａｄ ＰＶＩＶ１ ８９

－

１９４日译研究 》

你
《智 作护 （

Ｐｒａ
ｊ
Ｍ ｋａｒａｇｕｐ

ｔ ａ ）的 不二知 》 。

Ｋ

稻见 团 队成员之一的林庆仁著有 《智 作护 （ Ｐｍ
ｊ

Ｍ ｋａｍｇｕｐｔａ ）对 梦的 阶层理解 等 三 篇关于智作护

（
Ｐ ｒａ

ｊ

ｄｋａｒａｇｕｐ
ｔａ ） 的论文 。

另外还公开发表 了 《
有相唯 识论者Ｙａｍａｒｉ

》

＠
。

同 为该团 队成员 的护 山真也亦发表 了 以
《
论智作护 （

Ｐｒａ
ｊ
Ｍｋａｒａｇｕｐｔａ ） 关于 〈

释量论
〉 （

ｆＶａｍ＾ＯＴ； ６ｒｍ
－

ｆｃ ａ ）Ｉ Ｉｋ ．３４的解 释 为首 的至少十篇关于智 作护 （Ｐｒａ
ｊ
Ｍｋ ａｒａｇｕｐ ｔａ ） 的论文 。 并将其汇总归纳作为博士论

文提交维也纳大学
，
后来公开发行 《全知与宗教的权威 ：

有关智作护在 〈释量论庄严疏注 〉 中对 〈
释量论

〉

Ｕ ８
－ Ｗ和 ２９

－

３ ３的研究 》 （ Ｏｍｎ ｉｓｃ ｉｅ ｎｃｅａｎｄＲｅ ｌｉｇ
ｉｏｕｓＡ ｕｔｈｏｒｉ ｔｙ：ＡＳｔｕｄｙ

ｏｎＰｒｃｙ ｎａｋａｒａｇｕｐ ｔａ
＇

ｓＰｒａｍ邱ａｖｄ ｒｔ
－

ｔ ｉｋ ｄｌａｆＬｋｄｒａｂｈ ｄ^ ｙａ ａｄＰｒａｍｄＪＭｗ ｄｒｔ ｔｉｋａＩＩＳ
－

Ｉ Ｑａｎｄ２９
－

３３ ） 。

？Ｈ

小林久泰 围绕智作护 （ Ｐｒａ
ｊ
ｆｉａｋａｍｇｕｐ

ｔａ ）对《释量论 》第三章的
“

唯识论证
”

的注释所做的研究成果有
： ｇ

《
智作护 （

Ｐ ｒａ
ｊ
Ｍｋａｒａｇｕｐ ｔａ ）对认识无所缘性的论证 》

？
、 《智作护的二 ｉ帝及其论证 》 ｏｎ 如^

ＴｗｏＴｒｕｔｈｓａｎｄ Ａ ｒｇｕｍｅ ｎｔａｔｉｏｎ ）

？
等多篇论文 。

（４ ） 
Ｍａｎｏｒａ ｔｈａｎａｎｄ ｉｎ

《
释量论注释 》 （ ｆＶａｍ识 ^

桂绍隆在
《
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ｋｌ ｒｔ ｉ

）认识手段二种论 ？

Ｍ ａｎｏｒａｔｈａｎａｎｄｉｎ的 说明 》 （ 《
印 度哲学佛教思想论集 》^

２００４年 ） 中 ，
把Ｍ ａｎｏｍ ｔｈａｎａｎｄ ｉｎ对于 《释量论 》第三章起始 １ ０偈及对此 １ ０偈 的 注释翻 泽成 日 文 。 野武美弥￥

子与Ｅｌ
ｉＦｒａｎｃｏ共同撰写 了 《法称论对象的二兀性 ： 〈释量论 〉 Ｉ ＩＩｌ

－

６３ 》 （
／）／ ｉａ７７ｎａＡ：

ｉｒｆ
ｉｏｎ纟 ／ｉｅＤ ｔｚｏ／办

ｆＶａｍａ／ｉｏｙ ａｒｍ
’

Ａ ａ ／／／并出版
，
并把对第 ５章 的起始第６ ３偈 的注释翻 译成 ｒ英 文 。ｇ

本 多惠 的 《
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ｋ ｌｒｔｉ ）的

“

认识批判
”

产中提示 出 日 译 。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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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
量决择》 （ ｉｎＧｃ ａｙａ ）

过去只能使用藏译本 ，
经山上证道 、矢板秀臣

、
下 田 浩明等人收集部分梵语断片 ，

如今梵语完稿文本

由 斯坦 因凯勒 （ＥｒｎｓｔＳｔｅ ｉｎｋｅｌ ｌｎｅｒ ）和Ｐａｓｃａ ｌｅＨ ｕｇｏｎ
＝苫米地等流公开刊行 。

法上 （
Ｄｈａｒｍ ｏｔ ｔａｍ ）的 复注的梵文抄本部分也被发现

，

奥地利科学院将其立项并逐步进行校对修订 。

酒井真道与石 田 尚敬参与 了 第２章的校订工作 ，
并就其各 自 向维也纳大学提出博士论文 。 岩 田孝与渡边

俊和参与了 第三章 的校订工作 。

（
１

）第 １章《现量论》

参照藏译本 ， 高丽行信将其中
一

部分翻译成 日语 《

“

量抉择论
＂

（
Ｐｒａｍａｎａｖ ｉｎｉ ｓｃａｙａ ）现量章 日 译》发表 。

？

户 崎宏 正发表 《法称 （
Ｄｈａ ｒｍａｋｌｒｔ ｉ

） 著
“

量抉择论
”

（ Ｐｒａｍａｎａｖ ｉ ｎｉ ｓｃａｙａ ）第
一

章 现量 （ 知觉 ）论 的 日 译 （ １ ）

？

（ ８ ） ？
？

〇

西川 高史著有 《

“

量抉择论
”

（
Ｐｒａｍ＆〇ａｖ ｉｎｉ

§ｃａｙａ ） 的现量定义 》 Ｄ
？

（ ２ ）第 ２章 《为 自 比量》

赤松明 彦对本章著有如前所述的 《

“

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ｋｉ ｒｔ ｉ

）

”

的逻辑学 》 。

酒井真道 以 对法上 （ Ｄｈ 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 的 《复注 》的梵语文本的研究为基础 ，
发表了 《法上对来 自 〈量决定

论 〉 中 的
“

成刹那减输
”

的论证之再运用 》 （瓜 丨 ／ｉｅ

ｉｎ ｔｈｅＰｒａｍ邮ａｖ ｉｎｉ^ ｃａｙａ（
ｉｋａ ）

？等成果 。

（ ３ ）第 ３章 《为他 比量 》

谷贞 志将藏译本开头截至第 ６偈的内容 的 日 译研究写成论文 《

“

量抉择论
”

（
Ｐｒａｍａｉ？ａｖ ｉｎｉ §ｃａ

ｙ
ａ ）１ １ １解

释 的问题
［

１
］ ［

２
］ 》

？并公开发表之后 ，
又以对第 ５ ９偈前的英译研究为基础 ，

形成 《

“

量抉择论
”

１１ １的 翻译的

问题》 （ ７７ｉｅｆＶｏ６ Ｚｅｍ
ｑ／

＇

／ｎｔｅ ／ｐ ｒｅｔｏｔｉｏ ｚｉｏｎ／Ｖａｍ妳ｗ ｉｎｆｉｃａｙａ／／／ ），分十次公开发表 。

另一方面
， 岩 田 孝将藏译本截至第五偈 内容的 日 译研究 以及第 ６４

￣

６７偈的 日 译研究 以 《 〈量抉择论 〉

以 ｉｃａｙａ ）第三章 （为他者的推论章 ） 日 译研究 》为主题分八次发表于 《东洋 的思想与宗教》 （第 ６

！ 号
，

１ ９８９年 ）等刊物上 。又将其德语翻译形成论文ｆＶａｍａｔｉａｗ ｉｎｉｉｃａｙａ ／／／ （ ６４
－６７

）Ｄｉｅ／？ｅｄｕｚｉｅｎｍ客
ｒｉｃ／ ｉ ｉ？ ｉｇｅｒ

Ｇｒｉｉｎｄｅａｕｆ
ｄｅｎ ｓｖａｂｈａｖａ－ｕｎｄｋ＆ｒｙａｈｅ ｔｕ等发表于 

ＷｉｅｎｅｒＺｅ 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ｉｌｒｄｉｅＫｕｎｄｅＳ ｉｌｄａｓ ｉｅｎｓｕｎｄＡ ｒｃｈｉｖ

／＾ 。

？现在
，
新近发现 的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 的 《复注 》梵文抄本 与 已 刊行的 《量决择 》

梵文文本的德译本也正在完善当 中 。

另外 ，本章的梵语文本校订本为苫米地等流与Ｐａｓｃａ ｌｅＨｕ
ｇｏｎ的合著 ，

并公开发行 《法称的
“

量抉择论
”

，

第三章ＫＤｈａｒｍａｋｌｒｔ ｉ

＇

ｓＰｒａｍｄ^ ａｖ ｉｎ ｉ^ ｃ ａｙｎＣｈａｐ ｔｅｒ

３

．Ｃｒｉ ｔ ｉｃ ａｌ ｌｙ 
ｅ ｄｉ ｔｅｄ ｂｙ



Ｐａｓｃ ａｌｅＨｕｇｏｎａｎｄＴｏｒｎＴｏｍａｂ ｅ ｃｈ ｉ
，

ｗｉ ｔｈａ
ｐ ｒｅｆａｃ ｅｂｙＴ

ｏｍ
］．Ｆ．Ｔｉｌｌｅｍａｎｓ ．Ｓａｎｓｋ ｒｉ ｔ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Ｔｉｂｅ ｔａｎＡ ｕｔｏｎｏｍｏ ｕｓＲｅｇｉｏｎ
，８．

） 〇
？

４
． 《因滴论》 （ ／／ｅ ｔｕ６ ｉｍ／ｕ ）

原 田 和宗将开头部分的 日 译形成 《 〈 因滴论ＸＷｅｔｏｈＷｕ ）第 Ｉ节试译 》

＠和 《 〈 因
一

滴 〉 （ ／
／ｅＷＷｕ ） 第 Ｉ Ｉ

节试译》 ，

？
并公开发表 。

乘 山悟
一直坚持研究Ａ ｒｅ ａ

ｔ
ａ对本书 的 《复注 》 ，

发表 了 《 〈因滴论注疏 ＞认幻 ，
关于论证 因总

说章 》

＠
等的研究论文和 《Ａｒｃａ ｔ的

“

推论的 阐明
”
——

〈因滴论注疏 〉
研究

（
１

）（ ｐｐ
． 丨
－５

 ） 》
？之

、 后的翻译研究 。

酒井真道发表了 《
阿克塔 （

Ａｒｅ ａ 丨ａ ）对法称的刹那灭论证解释》

？
《阿克塔 （Ａｒｅａ

ｔ
ａ ）所作 〈因滴论注疏 〉

（Ｍｅ ｔｕｂ ｉｎｄｕｔｉｋａ ）译注研究——阿克塔 （ Ａｒｅａ ｔａ ）对法称的刹那灭论证解释 》

？
等多篇论文 。

志贺净邦发表 了 《耆那教逻辑家与阿克塔Ａｒｅａ
ｔ
ａ的冲突与交流 》

ａｎｄ／ｎｔｅ ｒａｃｈｏｗｉｅｔｏｅ ｅｒａＪａｉ／ｉａ

ｙ４ ｒｃａ／ａ
）

？
等论文 ， 与耆那教逻辑学进行对比研究 。

基于 《因滴论 》 ，桂绍隆著有 《法称的 因果论》 ，

？
明 确 指 出 法称将因果关系设定为两种 。

另 夕 卜 ，
佛教逻辑学 中对因果论的研究

，

以梶山雄一在其论著 《
三五思量 （

Ｔｒｉｋａｐａｆｉｃａｋａｃ
ｉｎｔａ ） 》

？
介绍法

称 （
Ｄｈ＿ａｋＴｒｔ ｉ

）
等人的 因果关 系 的确 立法为契机 ，

出 现 了 神 子上 惠生 的 《
论佛教徒 因果关 系的确立方

法 》 ，

？见法称 的
《
因 果关 系的 确立 》 、

？
《
因果确定性 》 （Ｏａｆ ／ ｉｅＤｅ ｉｅ ｒｍ ｉｍｒｉ ｉｏｎｏ／ Ｃｏ＾ ｏｔｏｙ ）

？等相关研究成

果 。 渡边俊和著有 《因果关系的归缪及差异概念》
？
等三篇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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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关于与 因果论有着密切关系的存在论 ，
尤其是关于法称 （Ｄｈａｒｍ ａｋＴｒｔｉ

） 的
“

存在的定 义
”

之

解释
，
有 以下论著 ： 神子上惠 生的 《物体具有的普遍功能 （

Ｓａｍａｎｙａａｋ ｔ ｉ ） 与特殊功能 （
Ｐｒａ ｔ ｉ ｎ ｉｙａ ｔｆｉｆｉａｋｔ ｉ ） 》

？及

《论有效作用能力的东西之概念 》 （ Ｓｏｍｅｒｅｍｗ ／
ｃ ｓｏｎｔ／ｉｅｃｏｎｃｅｐ ｔ桂绍隆 的

《何为 存在 》

？
，

久间 泰贤的 《形成有效作用的是胜义的存在吗 ？ 》

？
，
稻见正浩的 ｙａｉｈｔａｉＭ

？及 《两种 因果效力
——物

之普遍的机能和特殊 的机能 》 （ ５
５

？ ／１５ ７１７
３

§〇＾办 「〇 ／１＞？

‘

７〇
＾ ６〇＾ ？ １

＇

）

５＾等 。 由 此佛教逻辑学 中 的
“

因果 效力
”

（ ａｒｔｈ ａｋｒ ｉ

ｙ
ａｇａ ｋ ｔ ｉ ） 的概念得以 日渐明晰 。

５ ？

《议论的逻辑 》 （

Ｍ ｕｃｈ的校订稿文 本出版后在很长
一段时间 内并未受到重视 ， 是佐佐木亮发现 了该文稿 的价值 ， 并

对此进行研究 。 其成果有 《法称的 堕负 （土８＾１
１３ ８出５ １？ ）之解释 （

１
） （

２
） 》

＠
、 《 〈论议正理论 〉 中 的堕 负 》 （

服－

ｇｒａＡａｓ ｔｔｅｎａ ｉｒａ ｉ／ｉｅ又于２ ０ １ ４年在维也纳 召开的 国际佛教学会上发表 了 《正理派对法称堕

负 理论 的 接 受 和 解释 》 （Ａ ｃ ｃｅｐ 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ｎ ？ｅ／

ｐｒｅ ？ａｆｉｏｎｑ／

＂

／）／ｕ？７ｎａＡ
ｉ
Ｚｒｔｉ

’

ｓＴＴｉｅｏ ｒｙｑ／

＇

ｒａｉｇ
ｒａ／ｉａ ｓ ｔ／ｉＳｎａ ｉｒａｉ／ｉｅ

／Ｖｙ５ｙａＳｃ ／ｗｏ ／
） ，
该论文以会议论文集 的形式正在印 刷出 版 中 。

６ 

＿

《
正理一滴 》 （ ／ＶｙＳｙａｉｉｎＪｕ

 ）

（
１

）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注

． 本 书是在法称的作品 当 中 最早被舍尔 巴斯基 （ Ｓ ｔｃｈｅ ｒｂａｔｓｋ
ｙ
ａ ） 出 版梵藏文本及索 引 、英译本的一本

书
，
因此积 累 了相当多 的 翻译研究成果 。

作 为 日 本权威的印 度哲学研究者
，
中村元在 《为 了理解印度逻辑学 Ｉ

》

？中提供了该书 的全稿译文 。 另

外其论著 《
为 了理解印度逻辑学 Ｉ Ｉ

－

印度逻辑学术语集成—— 日译试译 》
＠也可 以作为佛教逻辑学的术语

词典使用 。

特

国

外

学

译
著

前 文 中提及 的木村俊彦 的 《法称宗教哲学的原著研究 》

一

书 中也收录 了全文稿 的 日译 。 另 外也有如

渡边照 宏 《正理
一

滴论法上释 日 译 （
１

）
￣

（
４

） 》

？
，
山畸次彦 《法称著 ？法上注 ：逻辑学小论第 １ 章试译》 ，

？沖和

史 《法上著 〈
正理一滴论注 〉第 丨章 的 日 译研究 （ １ ） 》

？等这类提供节译的论著 。并且 ，沖和史还著有 《法上著

〈
正理

一

滴论注 第
一

章 的知觉判断 》
＠
等 。 除此以外 ，

矢板秀 臣
、
三代舞等人亦写有相关

研究论文 。

另 外 ，
对《法上灯论》 等的复注 ， 大 内暎信 、

沖和 史
、
矢板秀臣等人也做 了相关研

究 。

（
２ ）调伏天 （Ｖ ｉｎｌｔａｄｅｖａ ）注

渡边照宏公开发表 了
《
调伏 天造 ？ 正理

一

滴论释 日 译
》 。

？

（
３ ）莲华戒 （ Ｋ ａｍ ａｌａ＾ｌ ｌａ ）注

户 崎宏正著有 《论莲华戒 （ Ｋａｍａ ｌａ＾ｉ ｌａ ）造 〈
正理一滴序品要略 〉 》 、

《莲华戒 （
Ｋａｍａ ｌａ＜ｉ ｌａ

） 造 〈
正理一滴序品要略 〉 （Ｎｙ＆ｙａｂ ｉｎｄｕｐｎｒｖａｐａＪｃｅ ｓａＪｃ ｉｐ ｔ ａ ）

现量章的 文本与 日 译 》 。

？

志贺净邦著有 《莲华戒 （
Ｋａｍａ ｌ ａ Ｔ^ ｌａ ）造 〈

正理
一＊

滴序要略 〉
的研究

》 〇
＠

（
４

） 《
成他相续论 》 （ Ｓａ／ｉ垃加似〇 ／

＂

〇５ｉ ｃＷ／ｕ ）

北 川秀则在前 文所述书 中 刊载 了其英译 。 桂绍隆在 《法称 〈成他相续论 〉 》

？
中刊载 了 其 日译 。 稻见正

宏发表 了 《论佛教量论传统 中的他心 问 题》 （ ７７ｉｅｙＭ
ｉ
Ｗｓｉ

Ｖｉ 如 ￡
）
）
ｉ ５ ｆｅｍｏ／ｏｇ

＾ｃ ａ／Ｈ

７＞ａ＾心ｎ ）
、

？
《
他者是否存在——印度佛教后期唯识思想的他心问题》

？等论文 。ｇ

（ ５ ） 《观相属论 》 （ Ｓａｍ６ａ／ｉｃＷｉａｐ ａ７ＴＡ：沾 ）^

金仓圆照将其 日 译 以论著 《法称思想中 关联问题的观察》
？的形式发表 。清水庸连同后期 出 版的光月

２

（
Ｐｒａｂｈａｃａｎｄｒａ ） 的注

一起共同 形成论著 《法称 的 〈观相 属论 〉 （
Ｄ／ｉ ｒａｍａｉＺｎＸ Ｓａｍ ６ａ／ｉ ｃ／ ／ｉ ｃ

ｙ
）ａ＾招 ） 的 日 译说ｐ

明 》
？并 出版 。 其后 ， 矢板秀 臣搜集 到本 书 的最后 两 偈 的梵 文 《论理密要 （

Ｔａ ｒｋａｍｈａｓ
ｙ
ａ ） 的 〈观相属论 〉 ￥

（
Ｓａｍｂａｎｄｈａｐａ

ｒｌｋ＾ｄＹ＾ ｏ
？＞．

（
四

）法 称 以后 的佛教逻辑 学 者

关于年代论 ，
可参考船山彻的 《８世纪那烂陀 出 身 的注释家备忘录——佛教 知识论的谱系 》 。

？

§
１ ． 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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犄关于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针对 《量决择 》 《

正理一滴 》的 注释的研究已 有论述 ，
现对其独立作品 的研究

＾加以介绍 。

：（ １ ） 《刹那灭论证》 （尺Ｗｋｚｉ）

国谷贞 志发表过翻译研究《
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ｔｔ ａｒａ ）的 〈刹那灭论证 〉注释问题 （
１

）
￣

（ ３ ） 》 。

？近年还有酒井真

＾道发表的 《法上 （
Ｄｈａｒｍ ｏｔ ｔａｍ ） 的消灭之无原因性的理解产以及崔境真发表的 《对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 ｔｔａｍ ） 的消

氣灭之无原因性 的理解》 。

？

学（ ２ ） 《遣离论 》 （
Ｚｌ
ｐｏ

／ ｉｑ＾ ｒａ
ｉａ ／Ｙ职Ｉ ）

译赤松明彦在发表 《法称之后 的遣离论展开 》

＠后 ，
又发表 了 《法上 （Ｄｈａ ｒｍｏ ｔｔａ ｒａ ） 的遣离论再考 》 。

＠
近

著年
，
石 田 尚 敬在

《
法上 （ Ｄｈａｒｍ ｏｔ ｔ ａｒａ ） 的分别知考察 等论文 中论及到法上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 的遣离论 。 片 同

启也在 《三个遣离说——到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ｔｔａｒａ ） 为止的模型变迁 和 《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 ｔｔａｒａ ） 的概念论 〉产等论

文 中 ，
以基于其他学派 的评论这

一

宏大视角论述了 法上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 的遣离论 。 在 《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

的概念论 》

一文开头处
，
片 冈对遣离论研究史的 简略勾 画十分有用 。 （片 冈至少著有近 ２０篇关于遣离论的

论文 ）还有
，

在
《
评论版Ｂｈａ ｔ ｔａＪ ａ

ｙ
ａｎｔ ａ

＇

ｓＮｙａｙａｍａｎ
ｊ
ａｒｉ ：Ｋｕｍａｒｉ ｌａ （鸠摩利 罗 ）

对遣离论的驳斥部分 的开头

部分
，

有对遣离论的研究史进行的总结 。

（ ３ ）其他关于法上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 ｒａ ） 的研究 、

松本史 朗 写过 《法上 （
Ｄｈａｒｍｏ ｔ ｔａｒａ ） 和 吉多利 （ Ｊ

ｉ ｔａ ｒｉ
）
的哲学立场 》产木村诚司 写过 《法上 （Ｄｈａ ｒｍ ｏ ｔ

－

ｔａｍ ）关于量论 （
Ｐｍｍａｎａ

）
的定义 》 。

＠木村 基于 自 身拥有的横跨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 的逻辑学方面广博的

知识
，
至少写有 ３０篇 以上论文 。 将这些论文全部在此介绍不太可能 ， 其 中仅关于

“

量论 （
Ｐｒａｍａｎａ ）的定义

”

就有４篇论文 。 此外
，

他还著有关于 自 性 （ ｓｖａｂ ｈｄｖａ ）与 自相 （ ｓｖａｌａｋ ｉ ？ａ§ａ ） 的严谨的研究成果 。 其他还有矢板

秀 臣 、林庆仁 、三代舞 、
西泽史仁等发表过有关于法上 （

Ｄｈａｒｍ ｏｔ ｔａｒａ ） 的论著 。

２？净护 （§ｕｂｈａｇｕｐ ｔａ
）

（
１

） 《外境存在论证偈 》 （
加 ／ｉｙ

＾ｔ／
ｉａｓ

ｆ以／
ｉ
认５ ｒｉＡ： ５

）

服部正 明 在《
净护 （ §ｕｂｈａｇｕｐｔａ ）之外部存在论证偈 》 （

從
ｑ／

＊

—文 中
，

＠ 将净护认定为作者 。 神子上惠生公开发表过以 下
一

系 列论文
： 《
论净护 （ §ｕ ｂｈａｇｕｐｔａ ） 的 习 气 （ ｖ加ａｎｄ ）理

论
》

？
《
论净护 （ §ｕｂｈ ａｇｕｐｔａ ） 的唯识说 》

？
《支持净护 （ § ｕｂｈａｇｕｐｔａ ） 的极微说》气净护 （ §ｕｂｈａｇｕｐ

ｔａ ） 的外 部存

在论证偈
（
８５

１１
｝
＾１１ ［ １３８ 丨

（１ （１ ［１
丨
１
＾

１
４ １＾

） 》气论净护 （ §１１ １） １＾叩１３
）
的唯识说以所缘 （

ａｌａｍｂａｎａ ）为 中心 》气净

护 （§ｕ ｂｈａｇｕ ｐｔａ ）论 习气 （ ｖｄｓａｎａ ）
理论 》

？
《
净护 （ §ｕｂ

ｈ
ａｇｕｐ

ｔａ ） 的交流论 》 。

匈御牧克 已发表过 《净护 （ §ｕ ｂｈ
－

ａｇｕｐｔａ
） 的 〈外界成就偈 〉第 ５９

－６０偈
》 。

＠

（ ２ ）其他文献

宫坂宥胜将《考察圣典颂》 （知办 ｏ／ＴＡ ：

？

細 ） 译作 日语发表在《净护 （§ｕ ｂｈａｇｕｐ ｔａ ） 的语言论》 。

＠渡边

重 朗 在《佛教逻辑学派 的 破神论 》

＠
中发表了 《分别 神论颂 》 （ ／＞ｏｒａＡ ／ ｉｏ＾Ｗｈ ） 的藏语文献及其 日 语 翻

译
，
在《净护 （§ｕｂｈ ａｇｕ ｐｔａ ）的 Ｓａｒｖａｊ

ｆｉａｓｉｄｄｈ ｉｋｄ ｒｉ ｋｆｉ》
？中发表 了藏语文献及其 日语翻译 。 神子上惠生 《

关于净

护 （ §ｕｂｈａｇｕｐ ｔａ
）的 〈

外遮遣思择颂 〉 （ ／Ｉ ｎｙ即 ）梵语断片》 。

＠
其他还有广濑智

一

、

一 乡 正道等

对净护 （§ｕｂｈ ａｇｕｐｔａ ）进行过论述 。

Ｈ（ ３ ）寂护 （ §ａｎ ｔａ ｒａｋ §ｉ ｔａ ）和莲花戒 （
Ｋａｍａ ｌａ ｉ^

ｌａ ） ： 《摄真实论 》和 《摄真实论疏义 》 （
Ｔｏ？ｉ

； ａｓａｇｒａ
／ｉ＾）ｃ＾ Ａ： ）

｜此师徒二人属于瑜伽中观派 ，
对佛教 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哲学学说进行过批判性评论 ，

留有大量著作 、

＾翻译以 及研究成果 。 以 下将 《梵语佛典的研究 ３ 论书篇 》中介绍过的 内 容稍作介绍 ，
只列举研究人员 姓

２
名

，
并追加近期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

ｇ绪论 渡边照宏发表过部分翻译 。

＾
一

乡 正道在 《
论寂护

（§ａｎｔ ａｍ ｋ§
ｉ
ｔａ ）和莲华戒 （

Ｋａｍ ａｌａｆｉ
Ｔ

ｌａ ）对造论意 旨的 见解 》

＠一文 中对渡边的解 释

＞进行了评价 。

第 １章 （
Ｐｒａｋ ｒｔ ｉ

ｐａ
ｒｉｋ？ａ ） 自 性０考察 ， 有今西顺吉 、本多惠 、 中 田直道的 翻译 。

§第２章 （ ｉｓｖａｒａｐａｒｔｋ ？ａ ） 自 在神 考察
，

有渡边重朗的翻译和木村俊彦 的研究成果 。

Ｓ第 ３章 （ Ｕｂｈａｙａｐａｒｉ ｋ§５ ） 両者 （７）考察 ，
有本多惠的 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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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
ｓｖａｂ ｈ６ｖ ｉｋ ａ

ｊ
ａｇａｄｖａｄａｐａ ｉｉｋ§５ ）世間 自 性論乃考察 。

第 ５章 （ §ａｂｄａｂｒａｈａｍｐａ ｉｉｋ§５ ）語梵 （７）考察 ，
有中村兀的 翻译 。

第６章 （
Ｐｕ ｒｕ§ａｐａ

ｒｉｋ§５ ）神我 （
７）考察 ， 有 中村兀的翻译 。

第 ７章 （
Ａ ｔｍａＰａ

ｒｉｋ§５ ） 自 我乃考察
，
有服部正 明 《以 真理纲要对我论进行评价》 。

＠

（ １ ）
Ｎ ａｉ

ｙ
ａｙｉｋ ａ－Ｖａ ｉ

Ｓｅ
ｉｋ§ａ （ 正理 派 ｉ： 勝論派 ） ，

有龙山 章真 、 内藤 昭文 的 翻译以 及 田 丸俊 明 的研究成

果 。

（ ２ ）ＭｉｍａｒｐＳ ａｋａ （ ￥
—

７
— ＞寸一派 ） ，有金冈秀友 的翻译和服部正明 的 翻译与研究成果 。 有内藤 昭

文的 翻译 。

（ ３ ）Ｋ郎ｉ ｌａ （寸一 亇派 ）有服部 、本多 、内藤 的翻译 。

（
４

）Ｄ ｉｇａｍｂａｒａ Ｃ ｉ＾
＇

Ｖ ＾
ｆ 十派 ）有 田丸的 翻译 。

（ ５ ）Ａｕｐａｎ ｉａ ｔｋａ Ｃ

１＾ 工
一

夕
＂

一

＞夕 派 ）有 中村兀 的翻译 。

（ ６ ）Ｖ６ｔｓ Ｉ
ｐｕｔｉｉ

ｙ
ａ （犢子部 ）有长泽实导和内 藤的翻译 。

第 ８章 （ Ｓｔｈｉ ｒａｂｈａ ｖａｐａ
ｒｉｋ§５ ）恒常存在０考察 ，

有御牧克 已的研究成果 《恒常性批判 （Ｓ ｔｈｉ ｒａｓｉｄｄｈ ｉｄＧ§ａ Ｃｉ

ａ ） ＞ 〇
＠

第９章 （Ｋａｒｍａｐｈａ ｌａｓ ａｍｂａｎｄｈ ａｐ ａｒｉｋ§５ ） 業 匕 果Ｏ 関係乃考察
，
有清水公庸的 翻译 。

第 １ ０章 （Ｄ ｒａｖ
ｙ
ａｐａｄｄｒ ｔｈａｐａｒ〗ｋ §５ ）

實句義 （７）考察
，

有菱 田 邦男 的翻 译 。

第 １ １ 章 （Ｇｕ ｉ？ａ
ｐ
ａｄａ ｒｔｈａｐａｒ

Ｔｋ§５ ）徳句 義 （７ ）考察
，
有菱 田邦男的 翻 泽 。

第 １ ２章 （
Ｋ ａｒａｍａｐａｄ５

ｒｔｈａｐａｒｉｋ§
５

）業句義 Ｃ７）考察
，
有 桑月 心的 翻译 。

第 １ ３章 （ Ｓ６ｍａｎｙａｐａ
ｄａｒｔｈａｐａｉｉｋ§５ ） 同句義 （

７）考察
，
有野武美弥子的 《

以普遍 （ ｓａｍａｎ
ｙ
ａ ） 的知觉为 中心

的评论 Ｔａ ｔ ｔｖａ ｓａｇｒａｈａ ，
ｖｖ ．７ ２ １

－７３ １
》 。

？

第 １ ４章 （ Ｖ ｉ她ａｐａｄａｒｔｈ ａｐａｒｉｋ％ ） 異句義Ｗ考察
，
有菱 田 邦男 的研究成果 。

第 １ ５章 （
Ｓａｍ ａｖＱ

ｙ
ａｐａｄ
Ｍｈａｐａ

ｒｉ ｋ的 ） 和合句 義 Ｃ
７

） 考察
，
有 清水 公庸 的 《试译Ｔａ ｔｔ ｖａｓａｇｒａｈ ａ 〈 内属 的考

察 〉 》 。

＠

第 １ ６章 （ ｇａｂｄａｒｔｈａｐａ ｉｉｋ的 ）語 意Ｏ考察 ，
有伊原照莲和 太 田心海的研究成果

，

以及小林信彦的翻译和

研究成果 。

有服部正 明 的 《
从

〈
摄真实论 〉 （ ７Ｖｚｍ ；ａｓ ａ＾ｇｒａ／ｉａ ）ＸＶＩ看引 用 自 Ｖ ａｋｙ ａｐ ａｄＴ

ｙ
ａＩ Ｉ的诗节

》 ０
？

有藤井真圣的 《从 〈摄真实论 〉 （
ｒａｗｔ＾ｏ／ｎｇｒａ／ｍ ）看遣离论者 的见解产为 主的 一系列 论著 ，

在２０ １ ５年

提交给佛教大学的博士论文 《 〈摄真实论 〉 （ Ｔ＾ｆｏｓａ＾ｇｒａ／ｉａ ） ，
§ａｂｄａｒｔｈａｐａｒｉｋ§６的研究》中有全部译文 。

有 冈 田宪 尚 的 《摄真实论 （ Ｔａ ｔ ｔｖａｓａｒｐｇｍｈａ ）纽ｂｄａｒｔｉｉ ａｐ ａｒｉｋ§５章的研究 （
１

） （ ２ ） 》

？
《关于 〈

摄真实论 〉 （
ｒａｔｏ ｏｎ

Ｈｌｇｒａ／ｍ ） ，４§ａｂｄａ ｒｔｈａｐ ａｉｉ ｋ§５章 中取著 （
ａｖａｓ ｉｉｙ

ａ ） 和决知 （
ａｄｈｙａｖａｓｄｙａ ） 的用法》 ０

＠

第 １ ７章 （
Ｐｒａ ｔ

ｙ
ａｋ§ａ ｌａｋ §ａ

ｉ｝ａｐａ ｒｉｋ§５ ）現量乃考察 ，
有服部的研究成果 。

船 山彻在 《ｋａｌ

ｐ
ａｎＱｐｏ

ｈａ研究 ： 〈有关寂护 （ §６ｎ ｔａｒａｋ§ ｉ
ｔａ ） 《摄真实论 》 （

ｒａＷｉ
／ ａｓａ Ｔ＾ｉｇ

ｒａ／
ｉａ ）ｖｖ ．

１ ２ １ ２－ １ ２６ ３和

莲花戒 （
Ｋａｍ ａｌ ａ＾ｌａ

） 《摄真实论疏义 》 （
７ｂｔｏ〇５咏ｇ

ｒａ／
ｉａ
－

ｐａ
／＾ Ａ＾ ）直接知觉定义 的 翻译 〉 》

＠
中发表了前半部

分的 翻译 。 另外还 发表过 《寂护 （ §５ｎｔａｒａ ｋ§ ｉ ｔａ ）文本的
“

无缪
”

（Ｎｏｎ
－Ｅｒｒｏｎｅｏｕｓ ） 中对直接知觉的定义及相关

问题
》气在莲华戒 （ Ｋａｍａｌａ ｉ^ｌａ ） 的直接知觉论中

“

意 的认识
”

（ｍｔｏａｓａ ） 》

＠
《莲华戒 （Ｋａｍａ ｌａ＾Ｔ ｌａ ）关于瑜伽知

觉和菩萨道的观点 〉产等论著 。 《哲学研究 》 的论文 ，
是在佛教认识论方面对直接知觉分类的三重性进行指

摘的重要论文 。

第 １ ８章 （Ａｕｍ ｄｎａｐａｒｉｋ＾ｄ ）
比量 （７）考察

，
志贺 净邦在 《 〈摄 真实论 〉 （ ｒａ＾ｏｓ ａｍｇｒｏ ／ｉａ ） 及 〈

摄 真实论疏义 〉

（ ） 第 １ ８章 〈
推理的考察 （ ４ｍ／廳／ ｉｃｐａｒｉｈａ ） 〉

日 译与译注 （
１

）

？

（３ ） 》
＠ 中发表过全部译

文 。

其他还有石桥荣的 《 〈摄真实论疏义 〉 （
７

１

〇＾〇５０ ／７１＾７

＊

〇 ／？ ．０＾ ０／１
＞ ／
＾ ） ，

“

现量考察论
”

（ ９加）
＾扭１）３１

；

１
１＾ ） １ ＜１ ．

１ ３ １ １
－

１ ３２８试译
〈第二规定辞

“

无迷乱
”

的探讨 〉 》 。

？

第 １ ９章 （ Ｐｒａｍ ｄ的ｎ ｔａｒａ
ｐ
ａ ｉｉｋ§５ ）他量 （７）考察

，
有 岛 义德的翻译和研究成果 。

在矢板秀 臣 的
《 〈
摄真实论释 〉 ， 〈

语知考究 （ §６ｂｄａＶ ｉ Ｃｄｍ ） 〉章的研究 〉产和 《 〈
摄真实论释 〉

“

类 比考 究
”

Ｈ

３

＞

＞

２

犄

輊
：

国

外

藏
学

淨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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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ｐａｍ ａｎａｖ ｉｃａｒａ ） 章的研究 （ Ｉ） （
ＩＩ

） 中有部分翻译 。

第 ２０章 （ Ｓｙａｄｖａｄａｐ ａｒｉｋ沿 ）
多元論乃考察 ，

在若 原雄昭 的 《
佛教徒的耆那教批判 （

１
） 》

？和 《佛教徒 的耆

那教批判 （２ ） 》
？中有翻译研究 。

第 ２ １ 章 （
Ｔｒａ ｉ ｋｄｌｙａｐａｉ

ｉｋ沿 ） 三時 （７）考察 ， 有菅沼晃和佐佐木现顺的翻译 。

志贺 净邦 在 《摄 真实论及摄真实论 释 第 ２ １ 章 〈
三时的考 察 （Ｔｒａ ｉｋｄｌ

ｙ
ａｐａｒｉｋ％ ） 〉

校订文献 以及 日 译

（ ｋｋ
． １７ ８５

－－

１ ８０８ ） 》
？
中进行了 翻译 。

第２２章 （
Ｌｏｋｄｙａ ｔａｐａ ｉｌ ｋ？５ ）顺世派 （７）考察

，

有宫坂的部分翻译 。

生井卫 （ 智 绍 ）在 《
后期佛教徒对 巴哈斯帕谛 （ Ｂｄｒｈａｓ ｐａｔｙａ ） 的评价 （

１
） 》

？和 《从ＴＳ看前世 的论证 》

＠
为

主的 一系列论文 中
，
对佛教徒如 何评价顺世论 （ Ｌｏｋａｙａ

ｔ ａ ） 派进行了研究 ，
并作为 向 广岛大学提交的博士

论文 《轮回的论证——佛教逻辑学派对唯物论的评价 〉产出版发表 。

第２３章 （
Ｂ ａｈ ｉ ｒａｒｔｈａｐａｉｉ ｌｃ＾ｉ ） 外境 （７）考察

，
有太 田心海和菅沼 的部分翻译 。

？

有栗原 尚 道的 《关于摄真实论 ，

Ｂａｈｉ ｒａｒｔｈａｐａ ｒｉｋ沿中表现出 的形象虚拟论 〉卢等研究成果 。 神子上惠生

在
《唯识学派对外界对象的考察 （

１
）
？

（ ３ ） 〉卢中发表翻译研究 。

松冈 宽子撰写过 《寂护 （§ａｎ ｔａｍｋ ｉ ｔａ ）译本 的 同时知觉之必然性证据再考 》气 〈摄真实论 〉

／ｉａ ） 佛陀有 关他心的认知 Ｏｎ ｔｈ ｅＢ ｕｄｄｈａ
’

ｓＣｏｇｎ ｉｔ ｉ ｏｎｏ ｆＯ ｔｈｅ ｒＭ ｉ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ｈ ｉｒａｒ ｔｈａｐａｒｌｋ祀ｏｆ Ｔａｔ ｔｖａ ｓａｉｐ

ｇｒａｈａ》
＠等一系列论著 。

第 ２４章 （§ｒｕｔ ｉｐａｒｉｋ＾５ ）聖典

Ｃ７）考察 。

第 ２５章 （ Ｓｖａ ｔａ
ｂｐｒｄｍ胡ｙ

ａｐａ ｉｉｋ％ ） 自 律的真性Ｏ考察 。

第２６章 （
Ａ

ｔ ｉｎｄｒｉ
ｙ
ａｐ

ａ ｒｉｋ⑷超感覚 的領域０考察 ，
有川 崎信定的部分研究和渡边重朗的部分翻译 。

船山彻 的 论文 《莲华戒 （ Ｋａｍ ａ ｌ姐 ｌａ ）对两个瑜伽行派 的定义 》

＠指出 了
一个极其重要 的论点 ，

瑜伽行

派之有相派 与无相派的 区别与一直以来 的后期瑜伽行派的区别是不同的 。 生井智绍发表了 《关于摄真实

论ＸＸＶ Ｉ３４２７
－

３４２９
》 。

＠另 外
，
渡边重朗公开发表了 《

摄真实论释词汇表——藏语 ？梵语 ？ 日语 １
》 。

＠

（
４

）班智 达阿育王 （
Ｐａｉｊ ｃＪｉｔａＡ＾ｏｋａ ）

梶 山雄一著有 《班智达阿育王 的Ａｖａ
ｙ
ａｖ ｉｎｉ ｒａｋａｒａｉ

？ａ》 （ ７７ｉｅ ４ ４ ５〇＆ａ ） 。

＠船山

彻在 《部分与整体
——印度佛教 知识论方面的概要与后期课题 〉卢中对Ａｖａｙａｖ ｉｎ ｉｒａｋａｍｉｊａ进行了 论述 。

（ ５ ）吉多利 （Ｊ
ｉｍｒｉ ）

白崎显成花费很大精力推进了 对吉多利 （Ｊ
ｉｍｒｉ

）
逻辑学相关著作 的研究 。他以 《论吉 多利 （ Ｊｉ ｔａｒｉ ）的非

一端论 （ ａｎｅｋ如ｔａｖａｄａ ） 〉产为开端 ，
前后至少撰写有 １４篇论文 。在 《吉多利 （ Ｊ

ｉｔａｒｉ

）

——人与 思想 中对吉多

利 （ Ｊ
ｉｍｒｉ

） 的整体进行了描绘 。 在 《吉多利 （ Ｊ
ｉｍｒｉ

） 的 〈普遍实在论批评 〉》
？
中发表 了 由 校订的文

献和 日 译 。在《ＴｈｅＢｄｌｄｖａ ｔａｒａ ｔａｒｋａ》
？
中发表了 Ｂａｌａ ｖａｔｄ ｒａ ｔａｒｋａ藏译文献的校订 。 白崎出 版过诸如善逝宗 义

分别注 Ｓｕ
ｇ
ａ ｔａｍａ ｔａｖｉ ｂｈａ ｆｉｇａｂｈ站ｙａ等很 多关于吉 多利 （ Ｊ ｉｔＱｒｉ ）其他著作的 翻译研究成果 。 宫坂宥 胜将藏译

本 《
因 真理教 ７Ｋ 》 （

／／ｅ ｆｕ＾血， 〇
／
＞〇￡ ？６访 ） 的 日 译本发表在 并将其梵藏索 引发表在 《

密教文

化 〉〉 。

？
田丸俊昭在 《吉多利 （ Ｊ

ｉｔａｒｉ ） 的Ａｎｅｋｍｎａｖ６ｄａｎ ｉｒ｛ ｉｓａ》

＠
中进行 了 翻译

，若原雄昭 在 《阿含量 （ ５ｇａｍａ ）的

价值和全知者的存在证明 》

？
中对

一智成就论进行了 翻译 。久间泰贤著有 《关于吉多利 （ Ｊ ｉｔａｒ ｉ ）提出 的法有

法决定论 （ ０［ １３！

＇

１１１ ３此 ３１１１ １
＾

！１＾ ３
）
＾

） 》 〇

？

（
６

）智 吉友 （ Ｊ ｆ ｉａｎ ａ ｒ^ｉｍｉ ｔｒａ ）

梶山雄
一

的 ７Ｖ认 ａｐ 

ａ／ｉｃ ｏＡａｃ（前 出 ）包括 《成立因果存在论》 （ ／ｉ伽ｏｓ的英译 。

①ＳａｋＱ ｒａ ｓ ｉｄｄｈ ｉ＾ｓ ｔｒａ
（有相证明论 ）

笕无关通过 《有形象知论方面的增益与减损 的意义 〉卢《智 吉友 （ｊＭｎａ的ｍ ｉｔｒａ ） 的
“

有相证 明论
”

（ ＳＡ Ｋ

ＡＲＡＳＩＤＤＨ括ＡＳＴＲＡ ）第六章 》

＠
《智吉友 （ Ｊ

ｆｉｔａａ妨ｍ ｉ ｔｒａ ）提出 的有相 唯识学派系谱 》

＠等进行 了先驱性的研

究工作 。

新井一光在 发表了 《智 吉友 （ Ｊｆｉｔａａ访ｍｉ ｔｒａ
）
的 中 观派批判 》

＠和 《 〈
有相证明论 〉 你加 ）

〈 自 我认识章 〉的 日 译研究 （
１

）

？

（３ ）产之后 ，
又公开发表了 《智吉友 （ Ｊ

ｆｉａ ｎ故ｉｍｉ ｔｍ ） 研究》 。

＠关于瑜伽行唯

识学派 的有相 派 与无相 派 的对论
，

以梶山 雄一 的 《瑜伽行派 中的有相 （
ｓａｋ Ｑｍ ） 和形象虚伪论 （ ｎ ｉｍｋ ａｍ

－



２ ０１ ７ 年 １
０ 月第 ４ 期第五卷 总第二十 期 喜蔵春原论场

ｖａｄｉ ｎｓ ）争议的
一些材料》

？为开端
，

有沖和 史 《论宝作寂 （Ｒａｔｎａｋａｒ站ａｎ ｔ ｉ ） 的有形象说 》

＠
《
无相唯识与有相

唯识 》
？
以及岩 田 孝的 《智作 护 的有 相唯识论 》 ［

ｅ ｉｒａｚｌ ｓｐ ｅＡ ｔｄｅ ｓ

（
／￥瓜 ）

］
、

？
《关于有形相知识说的考察 》

？
《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ｋｉｒｔ ｉ
） 的 〈有形相说论证 〉及其展开 》

？等研究成果 。

②遣离论 （ Ａｐｏｈａｐｒａｋａｒａａ ）

小川 英世发表过 《智 吉友 （ Ｊ ｆｉ＆ｎ ａ§ｒｔｍｉ ｔｒａ ）的概念论》

＠和 《智吉 友 （ Ｊｆｉａｎａｇｒｉｍ ｉ ｔｒａ ） 的遣离论 》 。

？赤松明

彦 向 巴黎第三大学提出 过博士论文 《遣离论的发展 ：
智 吉友 （ Ｊｆｔａｎａ姐ｍｉ ｔｒａ ） 的遣离论 》 （

１ ９８３年 ） ，
并出 版

过《Ｖ ｉｄｈ ｉｖｄｄ ｉｎｅｔＰｒａｔ ｉ
§ｅｄｈａｖ＆ｄ ｉｎ： 印度佛教的语义学表现出 的双面性理论 》 。

？桂绍隆发表过 《智吉友 （ Ｊｆｉ

ａｎａ＾ｒｉｍ ｉ ｔｒａ ） 的遣离 》

？和 《智吉友论师 （Ｊ ｆｉａｎ ａＳｒｉｍ ｉ ｔｒａ ） 的遣离论 》 。

？

③刹那灭论 （Ｋ§ａ〇ａｂｈａｆｔｇａｄｈｙａｙａ ）

谷贞志著有 《智吉友 （Ｊｆ ｉａｎａｓｎ
－

ｍ ｉ ｔｒａ ） 〈
瞬间消灭 （刹那灭 ）之刹那 灭 （ Ｋ汹 ａｂｈａｆｔｇ ）章 〉的 试译 （ １Ｍ ４

） 》
？

和 《法称 （ＤｈａｒｍａｋＭｉ ）哲学中 的逻辑与时间——假设的否定推理 （应成 （ ｐ ｒａ ｓａｎ ｇａ ） ）与瞬间 的存在之刹那

灭性 （ ｋｓａｎｉｋａ ｔｖａ
） 》
？
为主 的大量 翻译研究和论述成果 。 关于谷对法称 （

Ｄｈａｒｍ ａｋＴｒｔｉ
） 的 刹那灭论证 的研究

已经做了介绍 。 刹那灭论证的历史始于世亲 （
Ｖａｓｕｂａｎｄｈｕ ） ，

由法称 （Ｄｈａｒｍ ａｋＴｒｔ ｉ
）
正式确立 ，并 由 其后继

者不断发展壮大 ，
这段历史在谷的主要 著作 《刹 那灭之研究 》

？
中 已有了 精彩总结 。 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 ｌｃＴｒｔ ｉ
） 的

后继者 中存在着 两个流派 ，
对此作出 了 具体证明 是谷贞 志最大的功绩 。 谷贞志也著有 《 〈无常 〉 的哲

学——法称和刹那灭 》

８是 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著作 。

久 间 泰贤 在发表过 《
智 吉友 （ Ｊ ｆｉａｎ ａｆｉｒｉｍ ｉ ｔｒａ ） 的 目 的功用 （ ａｒ

ｔｈａｋｒｉｙａ ） 》

？和 《经 量部说与 唯识学 说的相

关性—— 以智 吉友 （ Ｊｆｉａｎ ａｓｘｌｍ ｉｔｒａ ） 为例 》

？
等论文后 ， 将提交给维也纳大学 的博士论文以 Ｓｅ ｉｒａｗｕ／

特

国

外

破 Ｉ

学

泽
著

ｌ ｉｃｈｋｅ ｉ ｔｉｎｄｅ ｒＡ ｕｇｅｎｂ ｌｉｃｋ ｌｉｃｈｋｅ ｉｔｓ ｌｅｈｒｅＪｈａｎａｓｔｌｍ ｉ ｔｒａｓ：Ｋ＾ａＪｉａｂ ｈａｎａｄｈｙａｙａ／
，Ｐａｋ ＾ａｄｈａｒｍａｔａｄｈｉｋａｒａ：Ｓａｎ

－

ｕｒｎ／ 沉 ｅ ｒｓ ｅ ｔｒ ｉｍｇ为题出 版发表 。 基于智吉友 （Ｊ ａｎａｉｉｍｉ ｔｒａ ） 的记述
，

指 出
“

二谪论
”

有 复数的 阶层
，

这是久间做 出 的贡献 。

④主宰论 （ｆｅｖａｒａｖ＾ｄａ ）

狩野恭发表 了 《智 吉友 （ ｊＭｎａ ｇｒｉｍ ｉｔｒａ ） 的两类无想 （ Ｖ ｉｋａｌｐａ ） 》

？
《智吉友 （ ｊＭｎ ａＳ ｉ

ｉｍ ｉ
ｔ ｒａ ） 的 〈 主宰神

论
〉》

？
等等 。

（
７

）宝称 （
Ｒａ ｔｎａｋｌ ｒｔ ｉ

）

〇

①


成遣离 （
Ａ
ｐｏｈａｓ ｉ ｄｄｈ ｉ ）

梶 山 雄一发表了 《宝称 （Ｒａｔ ｎａｋＴｒｔｉ

） 的遣离 （ Ａ ｐｏｈａ ）论》，神子上恵生发表 了 《宝称 （ Ｒａｔ ｎａｋ ｉｒｔｉ ） 的遣离

（
Ａ
ｐｏｈａ ）说 》 。

＠

②刹那灭论 （Ｋ§ａｉ？ａｂｈａ ｆｉｇａｓ ｉ ｄｄ ｈ ｉ ）

梶山 雄一发表 了 《宝称 （ Ｒａ ｔｎａｋｌｒｔｉ ）的 归谬论证和 内遍 充论的生成 》 。

＠
白 石龙彦发表 了 《宝称 （ Ｒａｔ

－

ｎａｋｌｒｔｉ ）著 〈
刹那灭论 〉 〈否定 的遍充篇 〉研究 （ １ ） 》 。

？

③恒常性的批判 （ Ｓｔｈ ｉ ｒａ ｓ ｉｄｄ ｈ ｉｄＱ§ａ
ｉ

？ａ ）

御牧克 已 发表 了 《恒常性 的批判 （ Ｓｔｈ ｉ ｒａｓ ｉ ｄｄｈ ｉ ｄＧ？ａ〇ａ ） 》
？
《论 比量 （ ｖ

ｉ ｎ如 ｉ
ｔ
Ｗｉ ｎｕｍａｎａ ）与恒常性的批判

（ ｓ ｔｈ ｉ ｒａｓｉｄｄ ｈ ｉｄＱ細ａ ） 》气佛教对 １

＊

旦常性的批判 （ Ｓｔｈ ｉｒａｓ ｉｄｄ ｈ ｉｄＤ柳ａ ）和对刹那灭 的证明 》 〇
？

④多样不二照 明论 （ Ｃ ｉｔｒａｄｖａ ｉ
ｔａｐｒａｋ

＾ａｖａｄａ
 ）

北原祐全发表 了 《宝称 （Ｒａｔ ｎａｋ ｌｒｔ ｉ ） 的 〈
多样不二照 明论 〉 （ ）梗概》 。

＠护 山 真也

发表了 《宝称 （
Ｒａ ｔｎａｋＴｒｔｉ

） 著 〈多样不二照 明论 〉
日译研究 （上 ） （下 ） 》 。

？
此外

，

护 山还发表了 《形象虚伪论和

多样不二论 （上 ） （下 ） 》

？
《宝称 （Ｒａ ｔｎａｋＴｒｔｉ

）
的存在论针对Ｐａｒｉｍ ａｌＧ ．Ｐａｔ

ｉ
ｌ提 出 的对象的 四个分类的批判性

探讨 》 。

？

⑤唯我论 （ Ｓａｎｔｔｏ（ｉｎ ｔ ａｒａｄ〇§ａ ｉ

？ａ ）

梶 山雄
一发表了英文版 的 《佛教唯我论》 。

？

⑥遍充论 （
Ｖ
ｙ
ａ
ｐ ｔ ｉｎ ｉｒａ

ｙ
ａ ）

梶 山雄一发表了 《宝称 （Ｒａｔ ｎａｋＭ ｉ
） 的遍充论》

？

⑦主宰神 的证明 （ｆｅｖａｒａ ｓａｄｈ ａｎ ａｄＱ视ｌａ ）

Ｈ

彐

Ｈ
＞

＾

２

＞

＞

ｃ

〇

Ｃ



桂 绍 隆 著 周 丽玫 郑 锦 谢 鹂 高 洁 张 其 宾 译 肖 平校阅 明 治 维 新之后 的 曰 本 因 明 研究 概况

藏传佛教的研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佛教学研究取得很大发展的
一个领域 。 其中 ， 白 馆戒

云为藏传佛教因明学的研究做出 了 巨大贡献 。 他不仅指导 、 培养 了许多 日 本研究人员
，
还用 日

、藏两种语

言写了 数量庞大的论文 和著作 。 其 中代表性的著作有
： 《藏传佛教 因 明 学 ：

认识论研究 Ｉ 法称 （ ｄｈａｒ
－

ｍａｋＴｒｔ ｉ ） 〈释量论 〉 第二章
“

量的 成立
”

和法称 （ ｄｈａ ｒｍａ ｌｃｉｒｔ ｉ ） 〈同 释论 ？ 解脱 道作 明 〉第二章 的 日 译 研究 》
？

《藏传佛教因 明学 ：
认识论研究 ＩＩ 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ｋｉｒｔ ｉ ） 〈释量 论 〉第三章

“

现量
”

和法称 （
ｄｈａｍｍｋＴｒｔ ｉ ） 〈

同 释

论 ？解脱道作 明 〉第三章 日 译研究 》 （ ２０ １ １年 ） 、 《藏传佛教因 明学 ：
认识论研究 ＤＩ 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 ｌａｒｔ ｉ ） 〈

释量

论 〉第
一

章
“

为 自 比量
”

和法称 （ ｄ ｈａｒｍａｋｉｒｔ ｉ
） 〈同释论 ？解脱道作明 〉第

一

章 日译研究 》 （ ２０ １ １年 ） 、 《藏传佛教

因 明学 ： 认识论研究ＩＶ 法称 （ ｄｈａｒｍ ａｋＭ ｉ ） 〈释量论 〉第 四章
“

为他 比量
”

和 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ｋｌｒｔ ｉ
） 〈同 释论 ？ 解

脱道作明 〉第四章 日译研究 》 （ ２０ １ ２年 ） ，其 中
一

部分 已经公开发表在 《成 田 山佛教研究所纪要 》 《真宗综合

研究所纪要 》上 。 白馆还翻译了佛教 因 明学用语集 ，
出版了 《隆多 喇嘛 〈释量论等因 明所 出 的名词 〉 》 。

＠除

此之外
，
白 馆又发表了 《西藏逻辑研究史 》 〇４／／ｉｓ ｉ ｏ／ｙ 

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Ｓ？ｕ
（ｆ ｉｅ ｓ ｉｎ《藏传佛教 因 明学 的系

谱 》 描述了藏传佛教因 明学的历史 。

白 馆的 弟子小野 田俊藏针对西藏寺院的辩经 （ ＢｓｄｕｓＧｒｗａ ）作 了研究 。 在发表 了 《关于辩经 （ｂ ｓＤｕｓ
－

ｇｒｗａ ）的学习 》 （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２７
－

１ 、
１ ９７ ８年 ） 、 《西藏寺院的辩经类型 》

＠
《辩经 （ １^ 〇 （１１３ ） 中

”

１＾〇￡ １

＂

的功

能 》
？
《 ｌａｎ

＇

ｄｅｂ ｓｔＳｈｕｌ （答辩法 ） 的 变迁 》

？
《辩经 （

ＢｓｄｕｓＧｒｗａ ）书 的系 谱》

＠
等之后 ，

又通过维也纳大学 出 版

了 《西藏寺院 的辩经 ： 辩经 逻辑的历史与结构研究 》 （ＭＣＷ４ Ｓ７７ＣＺ）￡ａ４ ｒ￡：／ＴＶ７７ＢＥ７Ｖ１Ｓ ｔｕｄｙｏｎｔ ／ｉｅ 讯５
－

ｔｏｒｙ ａ／ｗｆＳｔｒｕｃ ｔ ｕｒｅｓｇｎｗｚＬｏｇ
ｉｃ

，１ ９９２年 ） ，
又给 《西藏文学随笔 》 （

？ＣＭａｙｓｏｎ
ｎｉ ｅｔａｎ ｉ ｉｔ ｅｒａｉｕｒｅ

产投

稿 《辩经的文学》 Ｃｗａ Ｚｉｔｅｎｒｉｗｅ ） 。另 一方面
，
出 版了 《ＴＨＥＹＯＮＳ

＇

ＤＺ ＩＮＲＴＡＧＳＲ ＩＧＳ
，
西藏逻辑手

册版及介绍 》 （
／！Ｍａｎｕａ／ ／ｏ ｒｒｉ６ ｅ ｔａｎＬｏｇｉｃ

－－

ｅ ｔｔｏ ｉｏｎｗ ｉ ｔ ／ｉ／ｎｔ ｒｏ
ｔｉｕｃ ｔ ｉｏｎ

） ，
＠还至少发表 了１ ０篇和 以 《关于

特

栏

国

外

威
学
译

著

护 山真也发表 了 《宝称 （Ｒ ａｔｎａｋｌｒｔ ｉ
） 著 〈

主宰神证明的反驳 〉
日 译研究 （上 ） （ 中 ） 》 。

？

（ ８ ）宝作寂 Ｒａ ｔｎａｋａｒａ§６ｎｔｉ 《内遍充论 》 （ ／Ｉａｍａｒｔ／ｉａｎａ ）

梶 山雄一著有 《宝作寂 （ Ｒａｔｎ＆ｋａｒａ＾ａｎ ｔ ｉ ） 的逻辑学书 》 ，

？
在以 《宝作寂 （

Ｒａ ｔｎａｋａｒａＳ＆ｎ ｔｉ ） 〈内遍充论 〉》
？

这个名字发表了 日 文版之后 ，
又 出版 了梵蔵文本的修订和英文版 《宝作寂的 内遍充论 》

？

关于 内遍 充论和 外遍充论 ，
前人 已有许多研究 。 例如 ，

谷贞 志的 《思想年代学 的逆转 ：
宝作寂

（ Ｒａｔｎａｋａｒａ＾ａｎｔ ｉ
）

—

＊
■智吉友 （ Ｊ ｆｉａｎａ＾ｒｌｍｉ ｔｒａ

） 》 ，

？小野基的 《佛教论理学派 的 内遍充和外遍充 》 ，

？志贺 净邦的

《内遍充和外遍充的再评价 》 。

？

护山真也围绕着宝作寂 （Ｒａ ｔｎａｋ ａｒａｇａｎ ｔ ｉ ） 的唯识纲要书
，

发表 了 《宝作寂 （Ｒａｔｎ Ｓｋａｒａｇａｎｔ ｉ ） 的量论 》 。

？

又
， 宝作寂 （

Ｒａ ｔｎａｋａｒａ＾ａｎｔ
ｉ
）的 《般若波罗蜜 多论 》是智 吉友 （ Ｊｆｉａｎａｆｉｒｉｍｉ ｔｒａ

）
的有形象论 （ Ｓ ａｋａｒａｓ ｉｄｄｈｉ

） 的批

判对象 ，
又是无相唯识 的纲要书

，
关于宝作寂 （Ｒａ ｔｎａｋａｒａｓａｍ ｉ

） 《般若波罗蜜多论 》
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
，

不过 ，
这里暂且不拟涉及 。

（ ９ ）解脱护 （
Ｍｏｋ祐ｋａｒａｇｕｐｔａ ） 《逻辑的语言 》 （ ｒａｒ／ ｃａｉ ／ｉＳ袖 ）

梶 山雄一发表 了附有详细 注解 的英文版 《佛教哲学概论 ，
解脱护 （

Ｍ ｏＭａｋａｒａｇｕｐｔａ ） 的 〈逻辑的 语言 〉

招 ）的 注释翻译》
？
和 日语译文《认识和逻辑 （Ｔａｒｋ ａｂ ｈａ％ ） 》 。

？

星野雅德著有 《量论笔记 ： 以 〈逻辑 的语言 〉 和梶山 雄一译 〈逻辑语 〉为基础 》

？和 《解脱护

（Ｍｏｋ ？＆ｋａｒａｇｕｐｔａ ） 的现量说 ：
以

〈 自 觉知章 〉
的 日 文版和考察为 中心 》 。

？

（
１ ０ ） 明寂 （Ｖ ｉｄ ｙａｋａｒａｇａｎｔ

ｉ
） 《正理阶梯 》 （

ｒａｒＡａｓｏｐｆｉ／ｉａ ）

原 田 高明发表了 《关于 〈
正理阶梯 〉 （ｆａ＾ａｓ叩

？

（ １ １
） 《逻辑 的秘密

》 （
ｒａｒ／ ｃａｒａＡａｓｙａ ）

矢板 秀 臣 的 《逻辑的秘密 （ Ｔａｒｋａｒａｈａ ｓｙａ ）研究 （ Ｉ ）
￣

（
ＩＸ

） 》

？
和其他许多论述

一起被收录在 《佛教 知识

论的原著阐 明 》 。

？

（附言 ：
印 度佛教逻辑学书籍 的相关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盛行的研究领域之一

，
想要做 出

－个全面的清单是不容易的 。 还有很多重要 的研究这里都没有提到
，
请大家谅解 。 ）

三 、藏传佛教因明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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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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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前 ，
佐伯 良谦在

《
佛教学杂志 》

？连载 了
《
因 明作法的变迁及其著述 》 。在其过世后 ，

研究成果出版为 《因 明作法的变迁及其著述 》 。

？林彦明发表 了 《民 国佛教学者 的 因明学》 。

＠

二战后
， 在 日 本 ，

继续 因 明研究 的是武 邑 尚邦 。 他发表 了许多论文 ，
如

： 《因 明 中 的三支作法及其含

义 》

？
《文轨 的 因 明学说

——附敦煌本残简 的介绍 》

？
《关于 敦煌残简 〈 因 明人 正理论疏 〉》

？
《
日 本 的因 明研

究
：
以宝观的研究为 中心 》

？
《
关于敦煌写本 〈净眼 的 因 明 书 〉》

？
《
净眼撰 〈因 明人正理论后疏 〉》

？
《
楠宝观

的 因 明研究 》
？等等 ，

这些论文集 中整理出 版为 《
因 明学——起源 和变迁 》 。

？

根无一 力发 表 了 《关于慈恩撰 〈因 明大疏 〉 》

？
《因 明 四种相违的研究 （

１
） （ ２ ） 》

？
《关于源信 的 〈因 明论疏

四相违略注释 〉 》

？
等等 。

原 田 高明发表了 《关于 因 明三十三过本作法 中 的 〈义心云 〉 》

？和 《关于 因 明论三十三过 》 。

？

蜷 川祥 美发表了 《关于藏俊的因 明思想 》
＠
《唯识比量抄的研究 （

１
）（ ２ ） 》

？
等等 。

后藤康夫也专注于 因 明研究 ，
发表 了 《贞庆的 〈 因 明 四种相违 〉解释 ： 〈

四 相违短册 〉 〈法 自 相相违 因 〉

翻刻 读解研究 》
？
《
贞 庆的因 明解释 ： 东大寺 图 书馆藏 〈

法 自 相短释 〉 》

？
《
贞 庆的 〈

因 明 四种相违
〉
解释 （

２
）

〈
四相违短册

〉
翻 刻研究 ：

法差别相违因 （ １ ）（
２

） 》

？
《唐代的 〈

因 明人正理论 〉
的 争论 ： 中 国

？

日 本 的理解

（ 上 ） 》

？
等等 。

小野 山 岛祥雄发表 了 《从唯识学派看法宝的 因 明理解 》

？

吉 田慈顺发表 了 《初期 日 本天 台 的 因明研究 ： 通过 〈倘谕弁惑章 〉的探讨 〉产 《中 国 诸师对因明 的理解产

等等 。

现在引 领 日 本 因 明研究的学者是师茂树 〇 同时
，
他也研究 中 国 的唯识 ，

并通 过对玄奘 的
“

唯识 比量
”

的研究
，

出 版了 著作 《逻辑和历史 》 ，

？
还发表 了 《

云英晃耀 的 因 明学 〉产《关于圣语藏所收的沙 门宗 〈
因明正

ｄｏｇ
－

ｐａ》
？为首 的藏语逻辑学特有术语 （ ｌｄ ｏｇｃｈｏｓ ，

ｓｐｙ ｉ与ｂ
ｙ
ｅｂｒａｇ ，

＇

ｂｒｅｌ
－ｂａ与

＇

ｇａ ｌ
－ｂａ

，
ｉ
ｊ
ｅｓ

＇

ｇｒｏｌｄｏｇｋｈｙａｂ ，

ｍ ｔｓｈａｎｎ ｉｄ与ｍｔｓｈｏｎｂ
ｙ
ａ 等等 ）相关的研究 。

福 田 洋一也是研究法称的学者 ，
上文也已 介绍过他的功绩 ，

同时 ，
福田 也是西藏逻辑学研究的佼佼

者 ，
出 版 了 《 〈 量明 蔵 〉 的 翻译研究 》 《 〈西藏 因 明 学研究 〉 ： 萨迦班智 达贡 噶 坚赞 （ Ｓａ

－

ｓｋ
ｙ
ａｐａｎｄ

ｉ ｔａＫｕ ｎ
－

ｄｇａｈ
－

ｒｇｙａｌ

－

ｍ ｔｓ
－

ｈａｎ ） 〈关于正确认识手段的逻辑宝库 〉文本 ？ 日 译 ？注解 》 。

＠除此之外
，
福田 还发表 了 《萨

迦 班智 达 贡鳴坚赞
（
Ｓａ－ ｓｋ

ｙ
ａｐａｎｄ ｉ ｔａＫｕｎ －ｄｇａｈ

－

ｒｇｙａ ｌ
－ｍｔ ｓ

－ｈａｎ
） 的 逻辑学立 场》

？
《萨迦班智达 贡鳴坚赞

（ Ｓａ
－

ｓｋｙａｐａｎｄｉ ｔａＫｕｎ－ｄｇａｈ
－

ｒｇｙａ ｌ
－ｍｔｓ

－ｈａｎ ） 的 遣离说 》

？
《关于格鲁派 因 明学的 实在论解释 》

？
《关于初 期

藏传因 明学中
“

不同 主体之性名 事相
＂

（ｍ ｔｓｈａｎｍｔｓｈ ｏｎ
ｇｚｈ ｉ

ｇ
ｓｕｍ ）的讨论 》

？
《藏传因 明学中 ｌｄｏｇｐａ的 意义

和功能 》
？
《 自 相的遣离 （Ａｐｏｈａ ）

？ 观念的 遣离 （Ａｐｏｈ ａ ）

？普遍 ？特殊 ？矛盾 ？结合 ：
藏传 因明学 中概念操作 的

方法》

？
等等许多论述 。

木村诚司上文也已 提到多次 ，他在藏传因 明学 的领域也发表了许多优秀的 研究成果 。 他发表 了 《藏

传佛教 中 因 明学 的定位 》

？
《关于藏传因 明学 书籍中的解脱和

一切智者 的证 明 》
？
《法称 （

ｄｈａｒｍａｋＴｒｔｉ ） 的思

想立场——藏传佛教的解释 》

？
《宗喀 巴 的因 明学见解 》

？
《
藏传佛教 中量 （ ＰｒａｍＷａ

） 的定义 》
？
《萨迦班智 达

贡鳴坚赞 （
Ｓａ

－

ｓｋｙａｐａｎｄ ｉ ｔａ Ｋｕｎ－ｄｇａ ｈ
－

ｒｇｙａｌ
－ｍｔｓ

－ｈａｎ ） 和Ｕｙ
ｕ
ｇｐａ的逻辑学说 》

？
《
藏传佛教 的定义 》

？
《量的

备忘录笔记 》

？
等等许多论文 ， 每

一篇都非常有参考价值 。

完成了在 印度 的藏传佛教寺院 的多年学习之后 ，
西泽史 回 到 了 日 本

，
向 东 京大学提交 了 题为

《藏传

佛教 因 明学 的形成和发展
：
认识手段论》 （

２０ １ １ 年 ） 的博士论文 ，
又发表 了 许多有关西藏佛家逻辑学的 研

究成果 。 例 如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认识手段论 》

？
《格鲁 派的认识手段论 》

？
《恰 巴 ？ 曲 吉僧格的认识手

段论》

？
《藏传佛教逻辑学 中 的

“

理解
”

（
ｒｔｏｇｓ ｐａ ）概念》

＠
《
以西藏他者排除 （

ａｎｙａｐｏｈａ ）论的形成和发展一

１ １ ￣ １ ２世纪桑浦系 因 明学的传承为中心 》

？等等 。

同样 ，
研究法称的西川高史发表 了 《藏传佛教 中

“

认识
”

的定义
〉产 《关于认识对象 （ ｄｏｎ 和 ｙ

ｕ ｌ ）

——对

藏传因明学中
“

对象
”

的理解 》
？
等等 。

出版 了 《格鲁派 中时 间论的研究 》
？的 根本裕史还发表 了 《藏传因 明学 中 遍充概念的发展 》 。

？

四 、汉传佛教因 明研究

特

国

外

学

译
著

Ｔ
１

Ｂ
Ｅ

Ｔ
Ａ

Ｚ

ｘｌ

ｒ
＇

Ａ
Ｔ
Ｗ
Ａ

Ｃ


Ｆ

０
Ｆ
Ｉ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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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栏

国

外

学

译
著

＠
（
Ｄｉ

ｇｎａｇａ ） 、逻辑学和遣离 （
Ａ
ｐｏｈａ ）说 ： 比较逻辑学的 研究》 。

？

在利用现代逻辑学 中 的方法论来研究佛教认识论 ？逻辑学方面 ，
谷贞 志发表了 《 〈瞬间的存在性 〉

论

证
（
Ｋ

§ａｐ ｉ ｋａ ｔｖａ
－

ａｎｕｍａｎａ ）及其 〈逻辑空 间 〉 的 问题 》 ，

？岩 田 孝发表 了 《現量 （ ｐｒａ ｔｙａｌｃ§ａ ） 构造 的研究 〔
１
〕
̄

〔
３

〕》 。

？谷贞志还发表 了 《刹那灭论证和直观注意逻辑 》 。

？

石飞道子发表 了 《从现代逻辑学来看遍充 （ ｖｙ
ａ
ｐ

ｔ ｉ

） 的概念 》 ，

？
冈崎康浩发表了 《因三相说的非古典模

式以 陈那 （ Ｄｉ

ｇｎａｇａ ）和郞陀郁伽罗 （ Ｕｄ ｄｙｏ ｔａｋａｒａ ） 的逻辑学为 中 心 》 。

？

石飞道子把印度逻辑学解释 为
“

演绎逻辑
”

，但是 ，
北川秀 则早 已在 《关于 印度逻辑研究方法论 的注

记 》
？
中指 出 了 印度逻辑学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 不同 。桂绍隆在 《印度人 的逻辑学 》

？上强调 了 印度逻辑

学归纳法的规则 。 以此为基础
，
谷泽淳三通过 《作为逻辑学的印 度逻辑学 ： 归纳法和演绎法 》

？批判 了石飞

的解释 。 而且 ，桂绍隆还赞成通过与 图尔 明 （Ｔｏｕ ｌｍ ｉ ｎ ）模型 的对 比来解释 印度 的论证法 。 作为一个印 度语

言学的研究者 ，
谷泽是少数实际运用 比较思想方法论的印度哲学研究者 ，并发表 了 《遣离 （

Ａ
ｐｏｈａ ）说到底

Ｈ在说什么 》

＠
等论文 。

ｇ【
编 审者按

：
本文挂一 漏 万

，
特将 刘 宇 光教授 的

《西 方学界 的佛教论理 学
一知识论研究现况 回顾 》

一

＞文 中相 关 的 日 本 因 明 研究 成果摘 录如 下
，

以 为 补充说明
：

有相 当 数 目 的 日 本 学者不 同程度地 用 英文或德 文撰述其量论研究
，

较 早 一

辈 的 有 长 崎 法 润

＾（ Ｈｏ
ｊ
ｕｎＮＡＧＡ ＳＡＫＩ ） 、 永 富 正 俊 （ Ｍａｓａｔｏ ｓｈｉＮＡＧＡＴＯＭ Ｉ ） 、 户 崎 宏正 （Ｈ ｉｒｏｍａｓａＴＯＳＡＫ Ｉ

） 、
服部 正 明

ｈ（Ｍ ａ ｓａａｋｉＨＡＴＴＯＲ Ｉ ） 、 梶 山 雄 一 （ＹｕｉｃｈｉＫＡ
Ｊ

ＩＹＡＭＡ ） 、 北 川 秀 则 （Ｈ ｉｄ ｅｎｏｒｉＫＩＴＡＧＡＷＡ ） 、
河 村 澄雄

＞（ Ｌｅ ｓｌｉｅＫＡＷＡＭＵＲＡ ） 、长尾雅人 （
Ｇａｄ

ｊ
ｉｎＮＡＧＡＯ ） 、 立 川 武藏 （ＭｕｓａｓｈｉＴＡＣＨ ＩＫＡＷＡ ） 。

而 中 、 青一 辈 的
Ｃ则 有 片 冈啓 （

Ｋｅｉ ＫＡＴＡＯＫＡ
） 、 根本裕史 （

Ｈ ｉ ｒｏｓ ｈｉＮＥＭＯＴＯ
） 、 野 武 美 弥子 （

Ｍ ｉ

ｙａ
ｋｏＮＯＴＡＫＥ ） 、 师 茂树

ｇ（ＭｏｒｏＳＨ ＩＧＥＫＩ ） 、 川 尻 洋平 （Ｙ ｏｈ ｅｉＫＡＷＡ
Ｊ

ＩＲＩ
） 、 石 田 （Ｈ ｉ ｓａｔａｋａＩ ＳＨ ＩＤＡ

） 、桂 绍隆
（
Ｓｈｏｒｙｕ

ＫＡＴＳＵＲＡ
） 、

＾
一

乡 正道 （Ｍ ａｓ ａｍ ｉｃｈｉ ＩＣＨ ＩＧＯ ） 、稻 田 正 浩 （Ｍａｓ ａｈｉｒｏ ＩＮＡＭ Ｉ ） 、本 田 义 央 （Ｙｏ ｓｈｉｃｈ ｉｋａＨＯＮＤＡ ） 、
林 庆仁

理门论注 〉 》
？等等 。后者是关于 《

正理门论 》
的一些新发现的注释 。 师茂树还发表了 《

东亚因 明文献数据库

的构想和模型制作 》 ，

？在很早之前就论述 了构建因明文献数据库的重要性 。

五 、 因 明 与逻辑的 比较研究

中村元从 比较思想的观点探讨 了佛教逻辑学 ， 并公开发表 了 《东方人的思维方法 ： 印度人 ？

中国人的

思维方法 》

＠和 《东方人的思维方法 ：
日 本人 ？西藏人的思维方法 》 。

？并陆续发表了 《空观的符号逻辑学研

究 》
？
《用数理逻辑来阐述佛教逻辑 》

？
《印度逻辑学家对排中律的见解 》

？
《
印度逻辑学中 归纳法的意义 》

？

等等 。 中村 出版 了 《
比较思想论 》 ，

？
并在 １ ９７４年设立了 比较思想学会 。 而且 ，还发表了 《普遍思想 》 晚年

间
，
更是在长达 １ ０年的时间 里在现代思想上连载 《逻辑的构造 》 ，

通过 《逻辑 的构造 》 ，
中村不仅 比较 了东

西方 的逻辑学 ，
还探索 了

“

普遍逻辑学
”

的确立问题 。 在他逝世后 ，
此连载 出版为未完 的 《逻辑的构造 ）〉全 ２

卷 。

？

作为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者而被大家熟知的末木刚博
，

是少数从正面研究佛教逻辑学的 日 本哲学家 。

他发表了 《因明 九句因 的符号逻辑学研究 》
？
《因 明 中 的误谬论 》 ，

？并出版 了 《
东洋 的合理思想 》 。

？

二战后的大森庄藏是 向 日 本介绍 了分析哲学的代表性哲学家 。 他通过 《刹那假说和阿喀琉斯及其观

测问题——时间不流动 》 ，

？从 自 己 的时 间论立场出 发 ，
对佛教逻辑学中的 刹那灭论做出 了积极意义上的

评价 。

正理论学派 的逻辑学研究者泰本融著有《论事 （
Ｋａｔｈ ａｖａ ｔ ｔｈｕ ） 中的名辞逻辑学〉〉

？
《比较逻辑学序说》 。

？

广泽隆之从 比较思想的观点 出发 ，
发表 了 《陈那 （

Ｄ
ｉｇｎａｇａ ）的认识论》

？
《关于佛教术语的概念 》 。

？

上 田 升运用数理逻辑学的方法论 ，
进行了 比较逻辑学的研究 ，

发表了 《陈那 （
Ｄ

ｉｇｎａｇａ ）逻辑学的逻辑

学性评价——与亚里士多德的对 比》
？
《遣离 （Ａｐｏｈａ ）说的剖面—— 同音异议 》

？
《陈那 （Ｄ ｉ

ｇｎａｇａ ） 的
“

内涵
”

和
“

外延
”

》

？
《错误的认知 （Ｖ ｉ

ｐａｒｙａｙａ ）考——佛教逻辑学中 的归谬论证》
＠
《相违决定的

一个小模 型 》

＠
《关

于遣离 （Ａｐｏｈａ ）说的
“排除

”

：

语言 的含义 （ ａｒｔｈａ ） 的模型 》

？
《论议领域和遣离 （

Ａｐｏｈａ ）代数
——否定名辞的

外延性含 义 》

？
《
遣离 （Ａｐｏｈａ ）说 和名 辞 ： 否定名 辞 ？ 复合语 》

？等 许多论文 。 其 中一部 分出 版为 《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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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ｅｉ
ｊ

ｉｎ ＨＡＹＡＳＨ Ｉ
） 、
江 崎公见 （

Ｋｏ
ｊ

ｉＥＺＡＫ Ｉ
） 、
船山 彻

（
Ｔ ｏｍＦＵＮＡＹＡＭＡ

） 、赤松明 彦 （
ＡｋｉｈｉｋｏＡＫＡＭＡＴ－

ＳＵ ） 、
稻 见 正 浩 （ＭａｓａｈｉｒｏＩＮＡＭ Ｉ ） 、

岩 田 孝 （Ｔ ａｋａｓｈｉＩＷＡＴＡ ） 、 狩 野恭 （ＫｙｏＫＡＮＯ ） 、计 良 隆世 （
Ｒ
ｙｕｓ ｅｉ

ＫＥ ＩＲＡ ） 、
齑藤 明 （Ａｋｉ ｒａＳＡＩＴＯ

） 、 志 贺净邦 （
Ｋｉ ｙｏｋｕｎｉ ＳＨ ＩＧＡ ） 、 白 石 竟彦 （ＴａｔｓｕｈｉｋｏＳＨ ＩＲＡ Ｉ ＳＨ Ｉ

） 、 宇野 智

行 （Ｔｏｍｏｙｕ
ｋｉＵＮＯ ） 、渡 量俊和 （Ｔｏｓ ｈｉｋａｚｕ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 、 吉 水清孝 （Ｋｉｙｏ ｔａｋａＹＯＳＨ ＩＭ ＩＺＵ ） 、 木村俊

彦 （ Ｔｏｓｈ ｉｈ ｉｋｏ Ｋ ＩＭＵＲＡ ） 、 久 间 泰 贤 （Ｔａｉｋｅｎ ＫＹＵＭＡ ） 、 小 川 英 世 （Ｈｉｄｅｙｏ ＯＧＡＷＡ ） 、 松 岛 央龙

（Ｈｉｄ ｅｋａ ｚｕＭＡＥＤＡ ） 、 前 田
（Ｈ ｉ ｓａｋ ａｍｉＭＡＴＳＵ ＳＨ ＩＭＡ ） 、 冲 和 史 （

Ｋａｚｕ ｆｌｉｍｉＯＫＩ
） 、 藤 永 伸 （

Ｓ ｉｎＦＬ
［Ｊ

ＩＮＡ －

ＧＡ ） 、 大 前 太 （
Ｆｕ ｔｏ ｓｈｉＯＭＡＥ

） 、 小 野基 （
ＭｏｔｏｉＯＮＯ

） 、 小 野 田 俊 藏 （
ＳｈｕｎｚｏＯＮＯＤＡ ） 、 谷 贞 志 （

Ｔａｄａｓｈｉ

ＴＡＮ Ｉ
） 、上田 升 （Ｎｏｂｏ ｒｕＵＥＤＡ ） 、 宇 野 智 行 （ＴｏｍｏｙｕｋｉＵＮＯ ） 、 矢板秀 臣 （Ｈｉｄ ｅｏｍｉＹＡＩＴＡ

） 、 小 林久 泰

（Ｈ ｉｓａｙａｓｕＫＯＢＡＹＡＳＨ Ｉ
） 、
山 上证道 （ Ｓｈｏｄ。 ＹＭＡＫＡＭ Ｉ

） 、 吉 水 千鹤 子 （ＣｈｉｚｕｋｏＹＯＳＨ ＩＭ ＩＺＵ
） 、 吉 水清

孝 （Ｋｉｙｏ ｔａｋａＹＯＳＨ ＩＭ ＩＺＵ ） 、森 山 清 澈 （ Ｓ ． ＭＯＲ ＩＹＡＭＡ ） 、
生 井智 绍 （Ｃ ｈｉｓｈ６ Ｍａｍｏ ｒｕＮＡＭＡ Ｉ ） 等

，
本文

所 述及 所列 的 日 本 学人论著只 限于其 用 英 文或德 文撰写 者
，
不 包 括 日 文论著 。

日 本 学界是近年 才较 多 使

用 英文或 德文撰写量论相 关著作
，

尤其 留 学德
－奥 者的数 目 日 增

，
在 四 届 法称 国 际会议 中

，

曰 本 学 者每 占

甚 高 的 与 会比例 。

？

注释 ：

①平 乐 寺 书 店
， １ ９９０年

②《讲 座 大 乘佛教 第 ９卷 认识 论 与 逻辑 学 ＞ ， 春秋社 ，
１ ９ ８４年 。

③甲 子社
、 丨
９２４￣ 丨

９３０年
；
重 版

；
岩 波 书 店

，
１ ９４４ ￣ 丨 ％５年 。

④《理 想 》 第 ５ １ ０号 ， １ ９８４年
；

收 录
《著作 集 》 第 ４卷 。

⑤ ｉｎＪ／ ｉｅ￡／
）ｉｓ Ｊｅｍｏ ／ｏｇｉｃａ／７＞ａ＜ｔｏ ｉｏｒｅ

，
ｅｄ ．ｂｙ

Ｅ． Ｓｔｅｉ
ｎｋｅｌ ｌ

ｎｅｒ
，１９９ １

，
Ｗ ｉ

ｅｎ
。

⑥安居 事务所 ，
１ ９８ ８年 。

⑦《印 度哲 学佛 教 学 》 第 １ ９ 号 ， ２００４年 。

⑧山 喜房 佛 书林
，
２００６年 。

⑨《印 度学 佛教 研究 》 第 １ ０８号 ， ２００６年 。

⑩《 曰 本 古 写 经研 究 所研 究 纪要》创 刊 号
，
２０ １ ６年 。

？Ｈｅ ｉｄｅｌ ｂｅ ｒ
ｇ，

１ ９３０年 。

？铃 木 学术 财 团 ， １９６５年

？ 《广 岛 大 学 文 学部 纪要 》 ３ ８
￣

４６号 ， １ ９７７
－

１ ９ ８７年

？《 东 亚 佛 教研 究 》 第 １
３号 ，

２０
１ ５年

仏 教逻辑 学 ＞ ，
大 东 出 版社 ，

１ ９ ３６年

？｛ 文化 》４
－

６
， １９３７年 。

？Ｊｏ 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ｍ ｉｏｓ ｏ

ｐ
ｈｙ，

Ｖｏ ｌ
． ｉ

－

２
，１

９７ １
年

？栽 于 （从 大乘佛 教到 密 教 》
，

１
９８

１年 。

？《福 井纪念论 集
》 Ｉ

９６０年

？《成 田 山 佛教研 究所 纪要 》 第 １ ５号
，

１ ９９２年 。

？《 梵语佛 教文献研 究 》 ， １ ９ ９５年 。

？《印 度 学 密 教学研 究 》 ， １９ ９３年 。

？理 想社 ， １ ９７４年 。

＠春秋社 ， １ ９７４年 。

？岩 波 书 店
， １ ９８ ８年

？岩 波 书 店
， １ ９８ ８年

。

？春秋社 ，
２０ １ ２年 。

？春秋社 ， ２０ １ ３年 。

＠临 川 书 店
，

１ ９８９年 ， 第 二版 ， ２００５年
。

？《 印 度学佛教研 究 》７
－

丨 卷
，

１ ９５ ８年

？《广 岛大 学 文 学部 纪要 》 第 ４５号 ， 特 辑号 ， １ ９ ８６年

？《哲 学 》 第 ３ ８号
，

１ ９８６年 。

？《读北 川 秀 则 著 〈印 度 古 典逻辑 学之 研究 〉 》 ， 《哲 学研 究 》 第 ４４号 ， １ ９７０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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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国

外

学

译
著

—

＞
２

＞
Ｈ
ｎ
＞

〇
？〇

ｃ

？ 《印 度学 佛教 学 研究 》第 ６３号 ， １９８３年 。

？《 印 度的 文化 与 逻辑 》２０００年 。

？《佛教与 其 它 宗教 》 １９８５年 。

？ＨａｒｖａｒｄＯｒｉｅｎ ｔａ
ｌＳｅｒｉｅｓ 哈佛大 学 东 方 系 列 ４７

，
丨９６８年 。

？《京 都 大学 文 学部研 究纪 要 》 第 ２ １号 ， １９８ ２年 。

？《京 都 大学 文 学部研究 纪 要 》第 １
４￣ １５号 ，

１９７ ３
－

１９ ７５年 。

？Ｗｉｓｄｏｍ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ｉ
ｏｎ

，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 ｒ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
ｎｇ：ＴｈｅＢｕｄｄｈ

ｉ
ｓ ｔ Ｓｔｕｄ

ｉ
ｅ ｓＬｅｇａｃｙｏｆ

Ｇａｄ
ｊｉ
ｎＭ．Ｎａｇａｏ ，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

Ｈａｗａ ｉ
ｉ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年 。

？智 慧 ？ 感知 ？ 理 解 ：
长尾雅人的佛教遗 产 ，夏威 夷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０年 。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５ ５号 ， １ ９７９年 。

？ 《佛教 学会报 》 第 １ ０
￣

丨 ２号 ， １ ９８４
￣

１ ９８６年 。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２８号 ， ２０ １ ２年 。

？ 《印 度学佛 教学研 究 》 第 １ ３ １ 号 ， ２０ １ ３年 。

？Ｊｏｕｍ ａ／ ｑ／

＇

／ｎ ｔ
ｆｉ
ａｎ《印 度哲 学 》

，
Ｖｏ ｌ ．３９２０ １ １ 。

？山喜房 佛 书 林
， ２ ００６年 。

＠百华 园 ， １ ９６ ８年 。

？《南 亚 古 典 学 》 第 ２号
，
２００７年 。

？《印 度学 藏 学研 究 》 第 １
５号

，

２０
１ １ 年 。

？《
印 度哲 学 佛教 学 研究 》 第 １ ７号 ， ２０ １０年 。

＠／ｎＳａ／ ｉｓ Ａｒｒｉ ｔ ．Ｗａｎｕｉ ｃ ｒｉｐｈｉ
ｎ Ｃ／ｉ ｉ

ｍｉ
ｊｅｄ

．Ｅｍ ｓｔＳｔｅ
ｉ
ｎｋ ｅ ｌｌ

ｎ ｅｒｅ ｔａｌ
．
， Ｂ ｅ ｉ

ｊ
ｉ ｎ

ｇ
２ ００９ ， （ 中 国 的 梵 文 写本

，
恩斯特 ？ 斯坦 因 机 勒

，

北 京 ， ２００９年 ） 。

？ 《印 度学 佛教学 研究 》 Ｖ〇 １ ．５９ （
３

）
，
２０

１ １
年 。

？ 《
印度 学佛教 学研究 》 Ｖ〇

１
．６４

（
３

）
， ２０ １ ６年 。

？Ｊｏ 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ｄ ｉａｎＰｈ ｉｌｏｓ ｏｐ ｈｙ《印皮 哲 学＞ ，

２ ０
１
７

年

＠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８ ／９号
，

１ ９５ ３年 。

？法 藏馆 ， １ ９５ ３年 。

？ 《
印度 古典研 究 》Ｖｏ

ｌ
． ＩＩ ， １９７２年 。

＠ 《
印度 古典 研 究八 〇１３ ． １１ ＆ １１

１
， １９７２

，
１ ９７ ６年 。

＠ 《 密教 文化 》 第 ９ ３ 、 ９４号
，
１９７０

，
１ ９７

１ 年 。

＠ 东 京外 国 语大 学 亚 非语 言 文化研 究所
，

１ ９９６年 。

？ 角 宫
（Ｋ ａｍａｋ ａ

ｇ
ｏｍｉ

ｎ
） ，约 ７ ７０

￣

８３ ０ ｒ

？ Ｎａｖ ａＮａ ｌａ ｎｄａＭａｈ ａｖ ｉｈ ａｒ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ｕＷ ｉｃａｔｉ ｏｎ
（
新 那 烂 ■陀 研究 出 版社 ） ，

Ｖｏ ｌ
．４ ， Ｐａｔ ｎａ

，１ ９６４年

？ 第 ２５
￣

２ ７ 、 ３ １

￣

３４号
， １９７９

－

１ ９８ ８ 年 。

？ 《大 正 大 学 大 学 院研 究论集 》 第 ９号 ，
１９ ８５他 ３编 。

？《
佛 教学研 究

》 第 ４
１ 号 ， １ ９８５他 １编 。

？《哲 学年报 》 第 ４７号 ，

１ ９ ８８他５ 编 。

＠《哲 学研究 》第 ４６号 ， １ ９８０年 。

＠Ｚ ｉ
ｎｂｕ ｎ２ １ 欧 文 纪要

，

１９８７年 。

？《龙谷大 学 大 学 院 纪要 》 第 １ 丨 号 ， １９９０年 。

？《印 度 学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７ ０号 ，
１ ９ ８７年 。

＠ＡｃｔａＩｎｄｏ ｌ
ｏ
ｇ

ｉ ｃａ印度 学 刊 ， Ｖｏ
ｌ

．６ ， １ ９８４年 。

？《 印度逻辑 学研 究 》 Ｉ
Ｖ

， ２０ １ ２年 。

？ 《印度 学 佛教学研 究 》第 ３ ５－ １
，
４０－２号

，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２年 。

？ 《印度学 佛教 学研 究 》第 ３３
－

１ 号 ，
１
９８４年 。

？ 《印度逻辑 学研 究 》 第３ ５
－

２ ，
１ ９８ ７年 。

？ 《 东 洋思 想 与 宗 教》 第 ５ 号 ， １ ９８８年
。

？ 《南都佛教 》 第 ６ ３号 ， １９８ ９年 。

？《佛教 与 耆 那教 》２００５年 。

⑩ ／ｆｅ ／
ｉ

ｇｉｏｎＺ
ｏｇｉ

ｃｉ
ｎｐ ／

ｉ＂ｏｓ ｏｐ ／ ｉ
ｉ
ｃａＺａｎａ ／” ｉ

ｓ佛教哲 学 中 的 宗教与 逻辑分析 ，Ｗ ｉｅｎ 维也纳
， ２０ １ １

年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第 ４ 期第五卷 总第二十期 羼趙惠原论 》５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２９ 号 ． ２０ １ ３年 。

？Ａｒｂｅ ｉ ｔｓｋ ｒｅ ｉｓｆｔｉ ｒＴｉｂｅ ｔ
ｉ
ｓｃ ｈｅｕｎｄＢｕｄｄｈｉ ｓｔ ｉｓｃｈ ｅＳ ｔｕｄ ｉｅｎＵｎｉ ｖｅｒｅｉｔ ｔＷ ｉ

ｅ ｎ
（
维 也纳 大学 南 亚

、
西 藏及佛教研 究所 ）

，

１ ９９３
年 。

？《印 度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３０号 ， ２０ １３年 。

？东 洋 文库 ， １ ９９２上
，
辑 录 了 本 幸 释迦觉 所撰 写 的 《复 注 》的 梵语 文本 （

断 片 ） 。

？《广 岛 大 学 文 学部 纪要 》 第 ５ ４ ， ５６ 号 ， １ ９９４ ， １ ９％年 。

？《印 度学报 》 第 ３号
，
１９ ８ １ 年 。

？《印 度学佛 教学研 究
》 第 ９９号 ，

２００ １ 年 。

？木耳 社 ， １ ９８ 丨 年 。

？大 东 出 版社
， １９ ９８年 。

？Ｗｉｅ ｎｅ ｒ
Ｚｅｉｔ ｓｃｈｒｉｊｉ

ｆ
ｕｒｄｉ

ｅＫｕｎｄｅＳｕｄａｓ ｉ
ｅｎｓ ＾－ ＾ ｉ＾ ｉｌ

）
ｉｔ ＾＾

，
３０ ， １ ９８６４

－


〇

？ 《
南都 佛教 》 第 ５ ６

￣

５７ 号
，

１９８ ６
￣

 １ ９ ８７年
。

？ 《广 岛 大 学 文 学 部 纪要 》《 岛 根县 立 国 际短期 大 学 纪要 》 《东 京 学 艺 大 学 纪要 第 ２部 门 人文科学 》 １９９２
－

２０ １ ４年 。

？ 东 方 出 版
，

１
９９６年 。

？ 《印度 学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８０号 ， １ ９９２年

特

国

外

学

译
著

？Ｊｏ
ｕｍｏＺ 〇／

／ｍＷａｎＰＭｏｓｏ
ｐ ／

ｉｙ《印 度哲 学 学报 》 ， Ｖ ｏ
ｌ

．

１ ２ ， １ ９ ８４年
。

？ 《佛 教思 想 的 诸 问 题 》 丨 ９８５年 ？

？ 《原始 佛教 与 大 乘 佛 教 》 １９９ ３年

？ 《印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８４ 号 ， １ ９９４年

？ 《 印度 学佛教 学 研究 》 第 丨 ３ ２号 ， ２０ １
４年 。

＠ 《 驹 泽短期 大 学 佛教论 集 》 第 １ 号 ， １ ９９ ５年 。

＠《驹 泽短 期 大 学佛教论 集 》 第 ６号 ， ２０００年 。

＠《
驹 泽短 期 大 学佛教论 集 》 第 ６号 ， ２０００年 。

＠《驹 泽短期 大 学佛教论 集 》 第 ２９ 号 ， ２００ １年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究 》第 １ ２９号 ， ２０ １３年 。

？大 东 出 版社
，

丨 ９７ ９ ， １９ ８５年 。

？《
南 都佛教 》 第 ２ ３号 ， １ ９７６年 。

佛教学会报 》 第 １ ３
￣

１７号 ，
１ ９ ８９

￣

１ ９９２ 年 。

＠ 《 曰 本 佛教 学会年报 》 第 ７３号 ，
２００８年 。

？ 《印度 学佛 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１７ 号 ， ２００９年 。

？ 《
日 本 藏 学 会 会报 》 第 ５５ 号 ，

２００９年 。

⑩ （印度 学 佛 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２６ 号 ， ２０ １ ２年 。

＠（密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４号 ，

１ ９８ ２年 。

＠＜印 度 学 密教 学研 究 》 ， １ ９９ ３年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第 １ ２ ４号 ，２０ １ １

年 。

＠（印 度哲 学 与 佛 教＞ １ ９８ ９年 。

？Ｓｔｏｒｉｅ ｓｏｎＢ ｔｗＷ ／ｉｉｊ ｎｉｉｎ Ｚｉｏｎｏ ｕｒ ｏ／ ｆＶ
ｑ／
＾ｓ ｏｒ ／ｌ ．Ｋ ．ｌ＾ａ？ｔｅｒ

（
Ａ ．Ｋ ．Ｗａｒｄ ｅｒ教授佛 学 思想 研 究

） ， １ ９９ ３年 。

？（ 南 亚 古典 学 》 第 ９ 号 ，
２０

１
４年 。

＠《
南 亚 古典 学 》 第 １ ０号

，
２０ １ ５年 。

＠＜ 哲 学 》 第 ６ ７号 ，
２０ １ ５年 。

曹 洞 宗研 究 员 研修生 纪要 》第 １
２号

， １
９ ８０年 ？

＠ 《印 度学佛 教 学研究 》 第 ５９号
，

１ ９８ １ 年 。

＠ 《印度 学佛 教 学研究 》 第 １２４号
，
２０ １ １年 。

＠ 《 高 知高 等 工 业 专业 学校学 术 纪要 》 第 １ ７号 ， １ ９ ８ 丨 年 。

佛 教思 想 论 集 》 ， １ ９７ ６年 。

＠ 《 密 教思 想 》 ，
１９７７年 。

＠《比较思 想 之路 》 第 ４号 ，
１ ９ ８５年 。

？《 南 都 佛 教 》 第 ４５
￣

４７号 ， １ ９８０
￣

１ ９ ８ 丨 年 。

＠《佛教 学 》 第 １
３号 ， １

９ ８２年 。

＠｛
日 衣佛 教 学 会 年报 》 ７ ２号 ， ２ ００７ 年 。

Ｋ

Ｗ
Ｈ
＞

■

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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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始佛教 与 大 乘佛教 （
下 ）》

，

１ ９９３年 。

？ 《ＰＨ 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Ａ》第６９号
，

１９８ １ 年 。

＠ 《龙谷 大 学 大 学 院 文 学研 究科 纪要 》 第２ ２号 ， ２０００年 。

＠ 《印 度哲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１２号 ， ２００５年 。

＠ 《印 度 学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０８号 ，

２００６年 。

＠ 《东 海佛 教》 第 ２０号 ， １ ９ ７５年 。

＠《
印 度 学 佛教 学研 究 》Ｖ〇

ｌ
．３ １

－

１ ， １９８２年 。

＠Ｔｅ
ｉｌＩｕｎｄＴｅｉ ｌＩ Ｉ ， ＦｒａｎｚＳｔｅ ｉｎｅ ｒＶｅｒｆ ａ

ｇ
Ｓ ｔｕ ｔｔ

ｇ
ａｒ ｔ

，１９９ １
年 。

＠《 曰 本藏学会 学 报》第 ３ １
号

， １ ９８ ５年 。

＠《印 度学 佛教 学 研究 》 第 １ ８４号 ， １９９４年 。

＠《哲 学 ？ 思 想论 集 》 第 ２ １ 号 ， １９９６年 。

＠Ｖ ｅ ｒｌａｇ 
ｄｅ ｒｓ ｔｅ ｒｒｅ ｉｃｈ ｉｓ ｃｈｅｎＡ ｋ ａｄｅｍ ｉｅｄｅ ｒＷｉｓｓ ｅｎｓ ｃｈｉ＾ｉｅｎ

，
２０００年 。

？《哲 学 思 想论 集 》 第 ２８
￣３６号

，
２ ００３￣２ ０ １ １ 年 。

？ 《成 田 山 佛 教研究 所纪要 》第 １号
， １ ９７６年 。

＠ 《
成 田 山 佛 教研究 所 纪要 》第 ２３ 号 ， ２０００年 。

＠野武 美 弥子 、林庆仁 、 护 山 真也 合著 ， 《南 都佛教 》 第 ８５ 号
，
２ ００５年 。

＠石 田 尚敏
、
野武 美弥 子 、 林庆仁 合著 ， 《南 都佛教 》 第 ８５ 号

，
２ ００５年 。

＠ 《神子上 惠 生教授颂 寿 纪念论集 》 ， ２００４年 。

＠ 《 东 洋 的思 想 与 宗 教 》 第 １ ２号 ，
１ ９９５年 。

＠ 《佛教 学 》 第 ４４号 ，
２００２年 。

？ 《 印度 学佛教 学研究 》Ｖｏｌ ．４６
－

２
， １ ９９８年 。

？ＬＩＴＶｅ ｒ
ｌ
ａ
ｇ ，

２０ １４年 。

？ 《哲 学 》第 ５ ３号 ， ２００ １ 年 。

？Ｊｏ ｕｒｎｏ／
ｑ／

＇

／ｍ ｆ
ｉ
ａｎＰ／ｉ

ｉ
Ｚ （ｗｏｐ／ｉ

ｙ，
Ｖｏｌ ．３９ （４

－

５ ） ， ２０ １ １年 。

＠Ｌｅｉｐ
ｚ

ｉｇ
ｅｒＳｔｕ ｄ

ｉ
ｅｎ Ｚ ｕＫｕ ｌｔｕｒＵｎｄ Ｇｅｓｃｈ

ｉ
ｃｈｔ ｅＳｕｄ

－

ＵｎｄＺｅｎｔ ｒａｌａｓ
ｉ
ｅｎｓ ２０ １ ４年 。

？平 乐 寺 书店
，
２００５年 。

？《智 山 学报 》 第 ４０ 、
４５号 ，

１ ９７７ 、 １ ９８２年 。

？ 《哲 学 年报 》 第 ４５
？

５ １ 号 ， １ ９８６
￣

 １９ ９５年 。

？《驹 泽 大 学 佛教学部论 集 》第 １５号 ，
１ ９８４年 。

？Ｊｏ 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 ｉａｎ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ｙ，
Ｖｏ ｌ ．４３－２／３

，２０ １５年 。

＠《 高知 工 业 高 等 专 门 学 校 学 术纪要 》 第 １ ８ ， ２ １ 号 ， １ ９８２
，
１９８５年 。

？《 高知 工 业 高 等 专 门 学 校 学 术纪要 》第 ２ ５
￣３ ８号 ， １ ９ ８２

￣

１
９９４年 。

＠Ｖ〇
ｌ

．３ ７
－４３

，１ ９９３
￣

１ ９９７年 。

？Ｂｅ ｉ

ｊ
ｉｎ
ｇ

ａｎ ｄＶｉｅｎｎａ ：Ｃ ｈｉｎａＴｉｂｅ ｔ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 ｌｉ ｓｈｉ

ｎ
ｇ
Ｈｏｕ ｓｅ ／Ａｕ ｓｔｒｉａｎ Ａｃａｄ ｅｍｙ

ｏｆＳ ｃｉｅｎｃ ｅｓＰｒｅ ｓｓ
，２０ １ １年 。

？ 《九 州龙谷短 期 大学 纪要 》第 ４４号
，

１ ９９８年 。

？ 《密教 文化 》 第 ２０２号 ， １
９９９年 。

？ 《印度 学佛 教学研 究 》 第 ９６号 ， ２ ０００年 。

？ 《印度 学藏 学 研究 》第 ３号
，
１ ９９ ８年 。

《南都佛教 》 第 ９３号 ， ２０ ０９年 ：

＠ 《 宗教 学——比较思 想 学论集 》第 １ ０号
，

２００９年 。

＠ 《耆 那教研 究 》 第 丨 ９号 ， ２０ １ ３年 。

＠ 《南都佛教 》 第 ５０号 ， １ ９ ８３年 。

＠ 《印 度 学试论集 》第 ４／５号
，

１ ９６３年 。

＠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３ ９／４０号 ， 〖 ９ ８４年 。

＠ 《
哲 学 》 第 ３９号

，
１ ９８ ７年 。

＠Ｄｈａｒｍａｋ ｉ ｒｔｉ

＇

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 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 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ｄＴｉｂｅ ｔａｎＰｈｉ
ｌｏｓｏ

ｐ
ｈｙ，
项 丨抓１ ９９９年 。

＠ 《哲 学 》第 ５６ 号 ， ２００４年 。

＠《龙谷 大 学佛教文化研 究 所纪要 》 第 １ ７号 ， １ ９９８年 。

＠Ｊｏｕｍ ａｌｏｆ 
丨ｎｄ ｉ

ａｎＰｈ ｉｌ
ｏｓ ｏｐｈｙ ，

￣

Ｖｏｌ ．７
－

１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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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第 ４ 期第 五卷 总第二十期

員想惠原 论培

＠ 《龙谷 大学佛 教文化研 究所 纪要 》 第 ４
１
号

， ２００２年 。

？ 《 东 亚 佛教——其成 立与 展 开 》２００２年 。

？ 《
印 度的 文化 与逻辑 》２０００年 。

？ 《印 度学 佛教研 究 》Ｖｏｌ ．６ １

－

１
，
２０ １ ３年 。

？ 《久 远 》第 ３ 、４号 ，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３年 。

？ 《印 度学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１３ ０号 ， ２０ １３年 。

？ 《法华 文化研 究 》 第 ７号 ， 丨９８２年
。

？ 《法华 文化研 究 》 第 ９号
，

１９８３年 。

？ 《智 山 学报 》 第９
－

１ ３ ， １９３６
，
１９３ ７年 。

？ 《论 集 》 第 １ 号
，
１ ９７ ５年 。

？ 《哲 学 》 第 ３８号
，

１９ ８６年 。

？ 《佛 教 与 社会》
，

１９ ９０年 。

＠ 《印 度 古 典研 究 》 第 １卷
，
１９ ７０年 。

？《 印度 学佛 教 学研 究
》 第 １５号 ，

１ ９６０年 。

？《神秘思 想 论 集 》 ，
１ ９８ ０年

。

？《印 度 学佛 教 学研 究 》 第 ９７号
，

２０００年 。

？《广 岛 大 学 文 学部 纪要 》 第 ４３号
，

１ ９８３年 。

＠ ＿
／ｏｕ ｒｎａ／ｆｌ ｆｉｉ

Ｚｏｓｏｐ ／
ｉ
ｙ，
Ｖｏ

ｌ
．２９ ，２００ １

年

？《对 多语 言 、 多 文化 社会 的视察——关 注新 型 共 生 的视点 与 教 育 》 ， ２００８年 。

？《
宗 教研 究 》新 １ ２

－

３ ， １９３７年 。

？ 《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３ ７号 ，

１ ９８ １ 年 。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７５号
，
１ ９８９年 。

＠ 《 日 本佛教 学会年报 》 第 ６０号
，
１ ９９５年 。

＠ 《 高 知工 业 高 等专 门 学校 学 术纪要 》 第４ １ 号 ， １９９７年 。

？ 《印度 学佛教 学研究 》第 １ ２ １ 号 ， ２０ １０年 。

＠ 《印度 学佛教 学研究 》 第 １
２５ 号 ，

２０ １ １ 年 。

？ 《印 度 学佛 教 学研究 》 第 ５５号
，
１ ９７９年 。

＠ 《印 度 学佛 教 学研 究 》 第 ６５号
，
１ ９８４年 。

＠ 《印度 学佛 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３２号 ， ２０

１４年 。

＠ 《 南 亚 古 典学 》第 ５号 ， ２０ １ ０年 。

印 度逻辑 学 研 究
》 第 ７号 ， ２０ １ ４年 。

＠ 《 东 洋 文化研 究所 纪要 》 第 １ ５４号 ， ２００９年 。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究 》 第 ５８号
，

１ ９８ １年 。

？《驹 泽短 期 大学 研究 纪要 》 第 ２５号 ， １９９７年 。

？《印 度 学佛 教 学 研究 》 第 １ ５号 ， Ｉ ９６０年

？《印 度 学佛 教 学研 究
》 第 ３８号 ， １ ９８ ２年

＠《 南 都佛教 》 第 ４８ 号
，

１ ９８ ２年 。

？《龙谷 大 学佛 教 文化研 究所 纪 要 》 第 ２２号 ，
１ ９８ ３年 。

＠《龙谷 大 学论 集 》 第 ４ ２９号 ， １ ９ ８６年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４３号
，

１９ ８７年 。

＠《龙谷大 学论 集 》 第 ４ ３４／４３５号 ， １ ９ ８９年 。

＠《原 始佛 教与 大乘 佛教 》 １ ９９ ３年 。

＠《印 度哲 学与 佛教 》 １ ９８９年 。

＠ 《智 山 学报 》 第 ７号 ， １ ９５９年 。

＠ 《佛 的研 究 》 １９ ７７年 。

＠ 《成 田 山佛教研究 所 纪要 》 第 １ ０号
，

１ ９ ８７年 。

＠ 《怫教 学研究 》 第 ３４号 ，
１ ９７８年 。

＠ 《 密教 思 想 》 １ ９７７年 。

＠ 《 自 我 和 无我 》 １ ９ ７６年

特
栏

：

国

外

藏
学
译

著

？

Ｔ
Ｉ

Ｂ

ｒｎ

Ｔ
Ａ

Ｚ


Ｐ
Ｌ
Ａ
Ｔ
ｍ
Ａ

Ｃ


Ｆ

０

３３

Ｃ

Ｍ



羼截惠原论 ｔｅ桂 绍 隆 著 周 丽玫 郑 锦 谢 鹏 高 洁 张其 真译 肖 平校 阅 明 治 维新 之后 的 曰 本 因 明 研究 概况

＠ 《印度 学 佛教学 研 究 》第 ４０号
，
１ ９７２年 。

＠ 《早稻 田 大学 大 学 院 文 学研 究科纪要 》 第 ４３卷 ， １９９８年 。

＠ 《佛教 学研究 》第 ４４／４５号 ，
１９９３年 。

＠１ 《知之知 的邂逅 》 １
９９３年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９ ７号 ， ２０００年 。

＠《宗 教 学 比较思 想 学论 集 》第 ６ 、７号
，
２ ００３ 、２００５年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０６号
，
２００５年 。

＠乙丨１１ １） １？１ ２７
，
１９９２年 。

＠《法称 的 思 想及 其对印度和 西藏 哲 学 的 影 响 》 ，
１ ９９９年 。

＠《
哲 学研 究 》 ５６ ９号 ， ２０００年 。

＠ 《佛教 哲 学 分析 中 的 宗 教与 逻辑 》 ， 维也 纳 大 学
，
２０ １ １年 。

＠《 印度 学 藏学 研究 》 第 １ １
￣ １ ３号

，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

＠ 《龙 谷大 学佛 教学 研究 室 年报》 第 ６号
，
１９ ９３年 。

？ 《成 田 山 佛教研 究所 纪要 》 第 ２４号 ， ２００ １年 。

＠ 《成田 山佛教研 究所纪要 》第 ２８ ￣２９号
，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

＠ 《龙谷大 学 论集 》 第４４７号
，

１９９５年 。

＠《印 度 学藏学 研 究 》 第 １号 ， １９ ９６年 。

？ 《印 度 学 藏 学研 究 》 第 １９号 ， ２０ １ ５年 。

＠《印 度 学报 》第 ２ 号
，

１ ９ ７６年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第 ５０号 ，
１ ９７７年 。

＠东 方 出 版 ， １ ９９６年 。

＠神 子上 ［
１９９６ａｂ９７ ］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第 ８４号 ，
１ ９９４年 。

＠《印 度 学 藏 学研 究 》 第 １ 、２号
，
《龙谷大 学论 集 》第 ４４９号 ， １９９６ ￣ １ ９９７年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第 １ ２４号 ， ２０ １ １年 。

？印 度哲 学 期 刊 ，
Ｖ〇１

４２－２
，
２０ １４年 。

？Ｐｒａｍａａｋｉ ｒｔ ｉ
，


２００７年 。

＠ 《印度 哲 学佛教 思想 论 集 》 ， ２００４年 。

＠印 度古 典研究 ５
，

１９８ ５年 。

《印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７号 ， １ ９６ 丨年 。

＠ 《东 方 学报 》６２号 ， １９ ９０年 。

＠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４４号 ，

１ ９ ７４年 。

＠ 《僧传 的研 究 》 １ ９８ １ 年 。

？ 《佛教 史 学研 究
》２６

－

１
，
１９８３年 。

？ 《神 户女 子 大 学 纪要 文学 部 篇 》第 １ ５号
，

１９ ８３年 。

＠ 《密教 文化 》 第 ２ ９／３０号
，

１ ９５ ５年 。

＠第 ６８号
，

１ ９６４年 。

？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３４号
，
１ ９ ７８年 。

＠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４ １
号

， １９ ８５年 。

？ 《印度 学 佛教 学研 究 》第 １ ０２号
，
２００３年 。

？ 《印 度学 佛教 学研 究 》 第 丨 ９ １ 号 ，
１ ９７０年 。

＠ 《北 海道 驹泽 大 学研 究 纪要 》 第 ５号
，

１ ９７０年 。

？ 《北 海道驹 泽 大 学研 究 纪要 》第 １６号 ， １ ９８ 丨年 。

＠ 《曹 洞 宗研 究 员 研 究 纪要 》 第 ３４号
，

２００４年 。

＠《印度 逻辑 学研 究 》 第 ２
￣

４号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２年 。

＠ 山喜房佛 书 林 ，
２０ １６年 。

＠ 《印 度学佛教 学研 究 》第 ２７ 号 ，
１ ９６５年 。

＠ 《印 度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５ ０号 ， １ ９７７年 。

＠ 《讲座 ：

大 乘 佛教 ８ 》 １ ９８ 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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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度 学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６ １号
，

１ ９８ ２年 。

？Ｓ ａｂｈ ａａ第 ５ 号
，
１９ ８３ 年

。

＠ 《佛教思 想 的 诸问题 》 １ ９８５年 。

？ 《
哲 学 》 第 ３３号 ，

１９ ８ １年 。

？ 《
印度 学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５ ８号
，
１ ９８ １年 。

＠Ｚ ｉ ｎｈｕｎ
，
２ １

，
１９ ８７年 。

＠ 《佛教 的 逻辑 与 认识论 》 ，
１ ９８６年 。

＠ 《佛教 学研讨 会》 第 ４８号 ，
１ ９８ ８年 。

？ 《 高知 工 业 高 等 专 门 学校 学 术 纪要 》 第 ３２
－

３６号 ， 丨９９０￣ 丨９９２年 。

＠ 《佛教认识论 传统 的 研 究 》 ，
维也 纳 大 学 １ ９９ 丨 年 。

＠春秋 社 ， ２０００年 。

＠春秋 社 ，
１ ９９６年 。

＠ 《佛教 文化 〉 第 ３３号 ， １ ９９５年
。

？ 《佛教 学 》 第 ３ ８号
，

１ ９％年
。

《印 度学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７８号
， １
９９ １ 年 。

＠ 《 南都佛教 》 ， 第 ７ １ 、 ７５ ／７ ４号 ， １ ９９５年 ， １ ９９７年
。

＠ 《
印度学 佛教 学研 究 ＞ ，

第 １ ５ 号 ， １ ９６０年 。

＠ 《
印 度学 佛教 学研 究 ＞ ，

第 ８６ 号
，

１ ９９４年

＠ 《佛 教 史学论 集 》
，

１ ９６ １
年

。

？ 《印 度学佛 教 学研究 》
，
第 １ ０２号 ， ２００３年 。

《
印 度 学佛 教 学研究 》 ，

第 ４０ 号
，

１ ９７２年 。

＠ 《
印 度 学佛 教 学研究 》 ，

第 ４２号 ， １９７３年 。

＠Ｋａａｂｈａ
ｇ
ａｓ ｉｄｄｈｉ

，Ｐａｒｉ ｓ１ ９７６年

＠《印 度 学佛教 学研究 》
，
第 ８７号 ， １９９５年 。

？《
南 亚 古典 学 》 ， 第 ６ 、

７号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２年 。

＠信 州 大学 人文 学部 人文科学论 集 《
人 类情报 学 科编 》 第 ４５

、
４６号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２年 ．

？信 州 大学人 文 学部 人文 科 学论 集 《人 类信 息学 科编 》 第 ４７ 号 ， ２ ０ １ ３年

？（印 度学佛教学研 究
＞

，
第 １

３
－

１
，
１ ９６５年 。

？ 《 ｔ 野 教授 古稀 纪 念论 文 集 》 Ｉ９６０年 。

南 亚 古典 学 〉 ， 第 ９ 、 １０号 ，
２０ １４ 、２０ １５年 。

佛教 史 学 》４
－

８期 ， １ ９６０年 。

？ 《佛教大 学 大 学院 研究 纪要 》 第 １ ７ 号
，

１９ ８９年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Ｐｈ ｉ
ｌ
ｏｌｏｇｋ ａ ｅｔ Ｐｈ ｉｌ

ｏｓ ｏｐ ｈｉ
ｃａｂ ｕｄｄｈｉ

ｃａ Ｉ Ｉ， １９ ９９４
－

？ 《高 知 工业 高等 专 门 学 校 学术 纪要》 第 ４０ 号 ， １ ９９６年 。

？ 《印 度哲 学佛教思 想论 集 》 ， ２００４年 。

？ 《佛教哲 学分析 中 的 宗 教与 逻辑 》
，
Ｗｉ

ｅｎ２０ １ １年 。

＠ 《印 度学佛 教 学研究 》 第 １ ２ ５号
，
２０ １ １年

。

？ 《京 都 大 学文 学部研 究 纪要 》 第 １０号 ， １９６６年
。

？ 《世 界名 著２ 大 乘佛典 》 ，
１９６８年 ； 中公文 库 《逻辑 的 语 言 》

，
１ ９７５年 。

？ 《驹 泽 大 学 大 学院佛教 学研究会 年报 》 第 ４６号 ， ２０ １ ３年 。

？ 《
驹 泽 大 学佛教学部论 集

》 第４５号 ，２０ １ ４年
。

？ 《印 度 学佛 教 学研究 》 第 ７０号 ， １ ９９０年 。

＠ 《成 田 山 佛 教研究 所 纪要 》第 １２
￣

１
９号 ， １９８ ９

￣

１ ９９６年 。

＠成 田 山新胜寺 ， ２００５年 。

＠人类 文化研 究机构 ． 综 合地球环境 学 研究 所 ， ２ ０ １ ０年 。

＠《大 谷大 学研究 学报 》 第 ５６号
，
２００４年 。

＠名 古屋大 学 ，
１ ９８ ６年 。

＠ ｜

《大 谷 学报 》 第 ６９号
，
１ ９９０年

？《佛 教 史 学研 究 》 丨
￣

２２ ，
丨 ９ ７９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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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指Ｉ春原论矩 桂 绍 隆 著 周丽 玫 郑 锦 谢 鹏 高 洁 张 真 其 译 肖 平校 阅 明 治维 新 之后 的 日 本 因 明 研 究 概况

＠《
日 本藏 学会会报 》２ ５

，
１９７９年 。

＠《印 度学佛教学研 究 》３５
－

１
， １ ９８６年 。

＠《印度 学佛 教学 研究 》３ ７
－

２ ， １９８９年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 ９９５ 〇

＠名 古屋 大 学
，
１ ９８ １ 年 。

＠ 《印度学 佛教 学研究 》２８
－

２
，
１ ９８０年 。

＠ 东 洋文库
，
１９ ８９年 第 一 卷 ￣

第 六卷 。

＠ 《
日 本 藏学会会报 》第 ３ ５号

，

１９ ８９年 。

＠《 曰 本藏学会会报 》第 ３７号 ， １ ９９ １年 。

＠《 东 洋的 思 想和 宗教
》第 １７号 ， ２０００年 。

＠《
曰 本藏学会会报 》第４９号

，

２００３年 。

＠佛教学 研讨会 第 ８０号
，
２００４年 。

＠《印度逻辑 学研 究 》１ ， ２０ １ ０年 。

＠《西藏 的佛教 和社会 》 ， １ ９８６年 。

＠《 日 本 藏学 会会报 》 第 ３３号
，

１９ ８７年 。

？《驹 泽 大学 佛教 学部研究纪要 》 第 ４６号 ，
１９ ８ ８年 。

＠《佛教 学 》第 ２９号 ， １ ９９６年 。

？《驹 泽短期 大 学佛教论 集 》 第 ２号
，

１ ９９６年 。

＠《驹 泽短期 大学研 究纪要 》 第 ２４号 ， １ ９９６年 ＝

＠《驹 泽短期 大 学佛教论 集 》 第 ４号
， １９９８年 。

＠《驹 泽 大 学佛教 学部 研究 纪要》 第 ６ ８号 ，
２０ １０年 。

？《 东 洋 文化研究 所纪要 》第 １５ ２册
，
２００７年 。

＠《印 度哲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１６号 ， ２００９年 。

？《
曰 本藏学会会报 》 第 ５６号

，
２０ １ ０年 。

？《印 度逻辑 学研究 》 第４号 ， ２０ １ ２年 。

？《印 度逻辑 学研 究 》 第 ７号 ， ２０ １ ４年 。

＠ 《仓敷艺 术科学 大 学纪要》 第 ６号
，
２００１年 。

？ 《
仓敷艺 术科学 大 学纪要 》 第 １ ６号 ， ２００ １年 。

？平 乐 寺 书 店
，
２０

１ １年 。

？《 日 本藏学会会报》 第 ５７号 ， ２０ １ １年 。

＠第 ２
￣

３号
，

１９２ １
－

１ ９２２年 。

？法隆 寺 ，
１９６９年 。

＠《 日 华 佛教研 究会年报 》 第 ２号 ， １
９３７年 。

＠《佛教 学研 究 》第 ２ １ 号
，

１ ９６４年 。

？《龙谷 大学论 集 》 第 ３ ８９号 ，
１９ ６９年 。

＠ 《印 度学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３ ５号
，

１ ９６９年 。

？《龙谷大 学 论集 》第 ３９４号 ， １ ９７０年 。

？ 《印 度学 佛教学研 究 》 第 ２ １

－

１卷 ， １ ９７２年 。

？《龙谷 大学 论集 》第 ４ １ ８号 ，
１９ ８ １ 年 。

？《僧传 的 研究 》 ，
１９８ １年 。

？法 藏馆
，

１ ９８ ６年 。

？ 《印 度学 佛教 学研 究 》第 ５ ９号 ， １ ９ ８ １年 。

＠《龙谷大 学 大 学 院 纪要 》 第 ６ ￣７号 ， １
９８５

－

１９ ８６年 。

？ 《天 台 学 报 》 第 ２８号
，
１ ９８５年 。

＠《 印度 学 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４０－ １号 ， １ ９９ １年 。

＠ 《印度 学佛教 学 研究 》 第 ４４－ １号
，

１９９２年 。

＠ 《印度 学佛教 学 研究 》 第 ４９
－

１ 号 ，２０００年
。

＠ 《佛教 学研究 》第 ５ １ 、 ５ ６号
，
１ ９９ ５ 、 ２００２年 。

＠ 《南 都佛教 》 第 ９５号 ， ２０ １ ０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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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都 佛教 》 第 ９８号 ， ２０１ ３年 。

＠ 《岐 車 圣 德 学 园 大学佛 教文化研 究所纪要 》 第 １
４－

１ ５号 ， ２０ １４
－

２ ０ １ ５年 。

＠ 《岐 阜 圣德 学 园 大学佛 教文化研 究所纪要 》 第 １６号 ，
２０

１
６年

。

＠ 《佛教学 研究 》第 ７ １ 号
，

２０
１ ５年 。

＠ 《佛教学 研究 》 第 ７ １
号

， ２０ １ ５年 。

？ 《印度 学 佛教 学研究 》 第 ６５－ １ 号 ， ２０ １ ６年 。

＠ ＞ｎａｋａｎｉ ｓｉａ 出 版
，
２０１５年 。

＠《 因 明 学 佛教 学 研究 》 第 １ ３６号 ， ２０ １５年 。

？《 东 亚佛教研究 》第 １ ３号
，
２０ １ ５年 。

人 文科 学和 计 算机研 究会 ２００８论文 集 》
，

２００８年 。

＠美铃 书 房 ， １ ９４８年 。

＠美铃 书 房 ，
１９４９年 。

？ 《印 度 学佛教学研 究 》第 ５号
，

１ ９５４年 。

＠ 《印 度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１ ３号 ，
１９５ ８年 。

？ 《
印 度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６０号 ，
１９８ ２年 。

？ 《印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６ 丨
号

，
１９８ ２年 。

＠岩波 书 店
， １ ９６０年 。

？春秋社 ， １９７ ５年 。

？青土 社 ， ２０００年 。

＠《印度 学佛教 学研 究 》 第 ９号 ，
１ ９５ ７年 。

？ 《佛教 的 比较 思 想论研 究》 ， １ ９ ７９年 。

＠讲谈社 现代 新 书
，

１ ９７ ０年 。

？现代思想 ，
１９ （ ６ ）

，
１
９９ １年 。

？ 《印度 学 佛教 学研究 》 第 １ ６号 ， １ ９６０年 。

？ 《讲座 佛教 思 想 》 第 ２卷 ，
１９７４年 。

＠ 《智 山 学 报 》 第 ３ ９号 ， １ ９７６年 。

＠ 《现代 密 教》 第 １ ６号
，

２００３年 。

？ 《
比较 思 想研 究 》 第 １ ５号 ， １９８ ８年 。

？《 印度 学 佛教 学研究 》 第 ３７
－

１号 ，
１ ９ ８８年 。

＠《印度 哲 学佛 教 学研 究 》 第 １ 号 ， １９９３年 。

＠ 东 方 学 第 ９０号 ，
１９９５年 。

＠《印度学佛教 学研究 》 第 ５６
－

３号 ， ２００８年 。

印度学 佛教 学研 究》 第 ６２
－

１
号

，
２０ １ ３年 。

＠《 目 白 大 学人 文学 研 究 》第 丨 １号
，
２０ １ ５年 。

＠ 《 印度 学佛教 学研究 》 第 ６４－２号 ， ２０ １ ６年 。

？ 山 喜房佛 书 林
，

２００ １年 。

印度学 佛教 学研究 》 第 ４０号
，

１ ９７２年 。

第 ６ １ 号 ， １ ９７３年
； 《印 度学佛教 学研究 》 第 ２２

－

２ 、 ２３
－

２ ， １ ９ ７ ３ 、 １ ９７４年 。

＠ 《 印度学 佛教 学研究 》 第 １ ０３号 ， ２００３年 。

＠ 《印度哲 学和佛 教 ＞
，

１ ９ ８９年 。

＠ 《比较逻辑学 研究 》 第 ６号
，
２００８年 。

＠ 《 印 度学 佛教 学研究 》 第 １ ５号
，

１ ９６０年 。

？ 中 公新 书
，

１９９ ８年 。

＠ 《
人文 科学论 集 》 第 ４ １号 ， ２００７年 。

＠ 《
人文 科学论 集 》 第 ３ 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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