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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24 日，北京师范大学 “2016 年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在

法宝博士的精彩演讲中拉开了帷幕。法宝博士（Dr. Dhannapala 

TAMPALAWELA HELAGEDARA）是联合国和平大使，早年于法国索邦大学毕

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法宝博士讲座的题目是《关于佛教中克服我执的哲学思

辨》。这是一场经典阐释深奥又对当前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的演讲，他从浩瀚的佛经史籍出发，运用国际现代印度学和佛学研究理论，以

“我执”为核心概念，从《胜义空经》到《阿毗达摩》，从认识论的角度，阐释

佛教思想体系中克服我执的人生智慧和历史遗产。他指出，“我执”，对人类而

言，与生俱来，又在个体与群体的灵魂或意识中不断变化。在法宝博士的讲座

中，生灭、因果、空寂、轮回，都不再是枯燥的佛经字义，而是唯识论的精神

遗产在历代佛教经典中的蕴藏。法宝博士在讲座中探讨了唯识论和中观论等佛

学思潮，指出，世界总是在变化的，任何一种意识都是存在的状态，都在生、

住、灭之间产生瞬间改变。人类需要克服成见，战胜我执，才能正确地认识世

界。根据他的解释，从阐释学的意义上说，佛教不是宗教，而是哲学。

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李国英教授主持了这次讲座。他高度肯

定法宝博士讲座带给学员的哲学和佛学史的思考，指出，关于“我执”的讨论，

是深刻的哲学命题，也有当代现实意义。克服“我执”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必由之

路。



金丝燕教授点评了法宝的讲座，寥寥数语，思想精彩。金教授再次强调了

法宝博士的观点，即佛学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宗教，然后指出，佛学的克服我执

的思辨并不是佛陀想出来的，而是在印度古代的哲学的三大圣典（《吠陀经》

《佛家梵歌》《奥义书》）中已经提出来了，由佛陀进一步发展。在佛经的思

想中，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每一个意识体的延续，生生灭灭的延续，没有

灵魂的转身，只有意识的转身。金教授最后还提供了研究佛学的几部重要的著

作，包括阿毗达摩的《俱舍论》、《人施设论》、《论事》等，供有兴趣的学

员进一步阅读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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