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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他起 

 

1.1. （問）此中何者依他起相? 

1.2. （答）標 

謂阿賴耶識為種子，虛妄分別所攝諸識。 

（答）徵 

此復云何? 

 

1.2.1. （王）《攝大乘論疏》： 

＠上略舉所知三相名，此下出彼體。阿賴耶識為種子虛妄分別所攝諸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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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依他起相即是虛妄分別所攝諸識。如是諸識，依何生起?以阿賴耶識為種子

故起。即此亦顯依他起相是有種子法。 

1.3. （答）釋 

 

1.3.1. （釋諸識） 

謂身，身者，受者識，彼所受識，彼能受識，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

自他差別識，善趣惡趣死生識。 

1.3.2. ＠釋阿賴耶識為種子： 

（由名言種） 

此中若身，身者，受者識，彼所受識，彼能受識，世識，數識，處識，言說

識，此由名言熏習種子。 

（由我見種） 

若自他差別識，此由我見熏習種子。 

（由有支種） 

若善趣惡趣死生識，此由有支熏習種子。 

 

1.3.2.1. （王）《攝大乘論疏》：（由名言種） 

＠此復云何下，詳出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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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身者受者識者， 『眼等五根名身』。『眼等所依能執受（阿陀那識）

意界名為身者，即第八識，彼於身中為主公故』。『六識所依意界名為受

者，即第七識，意識等依之而起，領受種種苦樂事故。』 

＠彼所受識，『即色等六外界』。彼能受識，『即眼識等六識界。』 

＠世識數識等者，『世謂諸界三世因果生死相續不斷性』，『數謂諸界非

一眾多一十百千多寡計量性』。『處謂器界村邑河山東西南北方隅處所

性』，『言說謂依見聞覺知所起言說詮表境界性。』 

＠此等通名識者，依識分位立，由識現似諸影像故。此上諸識皆用所知依

中所說名言熏習種子為因而生。 

1.3.2.2. （王）《攝大乘論疏》：（由我見種） 

＠「自他差別識」者，由我見故，即於身等諸識，差別自他，我我所有，

他他所有等，依識建立，似彼影像，名自他差別識。「此由我見熏習種

子」為因而生，由我見熏習故隨諸識生起彼執也。 

1.3.2.3. （王）《攝大乘論疏》：（由有支種） 

＠「善趣惡趣死生識」者， 隨諸有情業果差別，即於身等識建立人天地獄

餓鬼旁生等善惡諸趣，死此生彼，識似彼影現，說名為識。 「此由有支熏

習種子」為因而生，由無明行緣起識等，由愛取有緣起生等，諸趣生死由

此有故。 

1.3.3. ＠釋虛妄分別所攝 

由此諸識，一切界趣雜染所攝，依他起相虛妄分別皆得顯現。如此諸識，皆

是虛妄分別所攝，唯識為性，是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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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王）《攝大乘論疏》： 

＠「由此諸識一切界趣雜染所攝，依他起相虛妄分別皆得顯現」者，是三

界五趣雜染所攝，依他起相虛妄分別皆即諸識義，離此諸識無彼界趣等

也。 

＠「如此諸識，皆是虛妄分別，唯識為性」者，身等五根色等六處乃至世

等諸識皆似離識別有性故，故說此言。以彼但由虛妄分別生，唯識所變現

故。 

＠「是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依」者，為遍計所執自性所依。非有似有，

由識顯現，故名顯現。 

1.4. （結） 

如是名為依他起相。 

2. 遍計所執 

 

2.1. （問） 

此中何者遍計所執相? 

（答） 

謂於無義，唯有識中似義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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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王）《攝大乘論疏》： 

＠「無義唯有識中」者，依他起諸識中無有常恆真實我法義故。 

＠「似義顯現」者，似有常恆真實我法義而現起故。 當知彼似義即是遍計所

執相，本來非有，但由遍計顯現似有故，即是依他起相上所起增益執，是為

遍計所執相。 

3. 圓成實相 

 

3.1. （問） 

此中何者圓成實相? 

（答） 

謂即於彼依他起相，由似義相永無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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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王）《攝大乘論疏》： 

＠遍計所執似義之相，依他起相上永無所有，即此無義之相是依他起相真實

自性，是為圓成實相。 

4. 《解深密經》 

一切法相品第四 

 
 

4.1. （明諸法相） 

云何諸法遍計所執相？謂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別，乃至為令隨起言說。 

《披》謂一切法名假安立等者：本地分說：謂如是名為如是義，於事假立，為

令世間起想、起見、起言說故。若於一切色等想事，不假建立色等名者，無有

能於色等想事起色等想；若無有想，則無有能起增益執；若無有執，則無言

說。 

 

云何諸法依他起相？謂一切法緣生自性，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

緣行，乃至招集純大苦蘊。 

 

云何諸法圓成實相？謂一切法平等真如。於此真如，諸菩薩眾勇猛精進為因緣

故，如理作意無倒思惟為因緣故，乃能通達；於此通達漸漸修集，乃至無上正

等菩提方證圓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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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明得善巧）  

一、於所知相 

「復次，德本！相名相應以為緣故，遍計所執相而可了知； 

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執以為緣故，依他起相而可了知； 

依他起相上遍計所執相無執以為緣故，圓成實相而可了知。」 

二、於所知法 

「善男子！ 

若諸菩薩能於諸法依他起相上，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即能如實 

了知一切無相之法； 

若諸菩薩如實了知依他起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雜染相法； 

若諸菩薩如實了知圓成實相。即能如實了知一切清淨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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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所斷證 

「復次，德本！若諸菩薩能於依他起相上，如實了知無相之法，即能斷滅雜

染相法；若能斷滅雜染相法，即能證得清淨相法。」 

4.2.2. （明齊施設） 

「如是德本！由諸菩薩如實了知遍計所執相、依他起相、圓成實相故，如實

了知諸無相法、雜染相法、清淨相法。如實了知無相法故，斷滅一切雜染相

法；斷滅一切雜染相法故，證得一切清淨相法。齊此名為於諸法相善巧菩

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