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序论  根本资料的处理
	一、处理根本资料的方法需要反省
	二、Oldenberg的原典批评的方法与对此的批判
	三、汉巴对照研究的意义
	四、只依据原典而尝试对原典加以批评的方法
	五、宇井氏的原始佛教资料论及其批判
	六、将经律当作作品而探究其性质——律藏的考察
	七、经藏的考察
	附注
	第一章  根本的立场
	一、佛陀是否排斥哲学性的思索
	二、佛教的新立场
	三、何谓存在的“法”
	四、存在的“法”的体系——五蕴说
	五、五蕴说的基础——无我的立场
	六、存在的“法”的体系
	七、六入处说的独特意义及其发展
	八、“观法”的意义
	附注
	第二章  缘起说
	一、缘起说新解之概观
	二、认为缘起说的传统解释不甚正確的理由——谬误的阐明
	三、对传统解释中的谬误之阐明
	四、九支缘起的解释
	五、十支缘起的解释
	六、十二缘起的解释
	七、十二缘起注释中的特殊解释
	八、缘起的逆观、真实的认识的意义
	附注
	第三章  道谛
	一、五蕴六入缘起说的意义
	二、无我的立场与道德的建立
	三、人类应履行之道——八正道
	四、轮回思想与无我思想是否属同一体系
	五、业的意义
	附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