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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略釋三性 

 

1.1. 依他起性 

 

1.1.1. （問所解法及所釋詞） 

若依他起自性，實唯有識，似義顯現之所依止。 云何成依他起?何因緣故名

依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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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李）攝大乘論[T069H]： 

＠「若依他起自性，實唯有識」，講依他起就是在說緣起，「實唯有識」

這裡的識指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就是「無始時來，樂著戲論熏習為因所生

一切種子異熟識」，阿賴耶識裡的種子就是戲論熏習來的，戲論熏習來的

依止性的種子遇緣會起現行，就是異熟， 

＠所以阿賴耶識也叫作一切種子異熟識，他包括最重要的兩個功能:種子與

異熟，種子是熏習來的，異熟是要緣生，所以阿賴耶識又叫作熏習、緣

生，種子是熏習來的所以你在學阿賴耶識的時候，要注意種子六義，阿賴

耶識緣起的重點要注意緣起八義，合起來整個阿賴耶識恆轉如瀑流，我們

稱之為緣性緣起，緣性緣起就是五唯，唯行、唯法、唯事、唯因、唯果。 

1.1.1.2. （李）攝大乘論[T069H]： 

＠實唯有識的識雖然是指阿賴耶識，可是阿賴耶識的種子是熏習來的，但

唯一會戲論的是第六意識，只有第六識會起名言戲論，阿賴耶識的種子位

是第六意識起現行來的，就是前所說雜染品法現行，阿賴耶識相續而生。 

＠雜染品法現行是一現行就過去，但是我們心裡過不去， 我們心裡會因第

七末那的我執會不捨離於是自相續，第七末那恆審思量我相隨，他的特性

就是我痴、我見、我愛、我慢，一現行就過去你就會因第七末那的緣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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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受，就成為阿賴耶識裡的種子位，阿賴耶識會攝藏種子就是因為有第七

末那的執受，執受把種子放在阿賴耶識裡攝藏，然後再反過來把種子執以

為我--我愛執藏，所以我們說第七末那執第八識的見分(攝藏)為我。 

1.1.2. （答所釋詞攝所解法） 

一、由依他生 

從自熏習種子所生，依他緣起故名依他起; 

二、由依他住 

生剎那後無有功能自然住故，名依他起。 

 

1.1.2.1. （王）《攝大乘論疏》： 

依他起自性前既說言實唯有識，即有自性。似義顯現之所依止，即為他

依。如是云何成依他起?此問法體（道理）。復何因緣名依他起，此問得

名。答中，從自種生，依他眾緣而起故，又生剎那後不自然住故，以是二

因成依他起，即此因緣名依他起。 

1.2. 遍計所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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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問所解法及所釋詞） 

若遍計所執自性，依依他起實無所有似義顯現。 云何成遍計所執?何因緣故

名遍計所執? 

 

（答所釋詞攝所解法） 

一、由生顛倒 

無量行相意識遍計顛倒生相，故名遍計所執。 

二、由無自體 

自相實無，唯有遍計所執可得，是故說名遍計所執。 

 

1.2.1.1. （王）《攝大乘論疏》： 

 問意，概本非有，云何得成遍計所執，復何因緣得此名耶?答中雖本無有，

然由無量行相意識遍計故， 有顛倒相生，執為實有，以是故成遍計所執，

名遍計所執。自相實無，唯有遍計所執可得，故成遍計所執，名遍計所

執。 

此中無量行相者，是遍計所依。意識者，是能遍計。顛倒生相者，是遍計

所執。謂意識緣於無量行相起諸分別，周遍計度有無一異自他差別等，由

是執有我法相生，成遍計所執。 

1.3. 圓成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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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問所解法及所釋詞） 

若圓成實自性，是遍計所執永無有相。云何成圓成實?何因緣故名圓成實? 

 

（答所釋詞攝所解法） 

一、由無變異性 

由無變異性故名圓成實; 

二、由最勝義 

又由清淨所緣性故，一切善法最勝性故，由最勝義名圓成實。 

 

1.3.1.1. （李）攝大乘論[T069H]： 

（問所解法及所釋詞） 

只要將徧計所執還他只是名言，不要把徧計所執的名言相執實就是圓成實

相，就是你在依他起上增益了徧計所執，你可以用他們不要把他執實就

好，徧計所執永無有相就是圓成實。 

（答所釋詞攝所解法） 

一、由無變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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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起的本性(刹那滅，生起即滅去)就是這樣没有變異過，你也不能執有一

個圓成實性、法性...没有變異。無變異是指道理永遠没有改變，如三性、三

無性...等道理，無變異就是指一切法的真實性，法性是不會變異的，圓成實

也就是一個道理性，這道理性、理體没有變異就是一切法的真實性，「無

變異性故，名圓成實」。 

1.3.1.2. （李）攝大乘論[T069H]： 

二、由最勝義 

這道理性是不會改變的就是通常所說的自性清淨，法爾如是，但我們重要

的還是要離垢清淨。 

「又由清淨所緣性故」，依他起不要讓他變成雜染的依他起，清淨你的所

緣境，這一切法都是依他起，不要用自己的緣名為境又再逐名為實去染污

他讓他變成雜染的依他起; 

「一切善法最勝性故」，善法最勝的就是無漏法，無漏法有兩種，一種是

有為的無漏;一種是無為的無漏，而現在我們用聖言量讓你如理思惟屬有為

的無漏，真正的無為的無漏不在名言上，真正的無為一定要自證， 真正最

勝的空性勝解是無為的，一定要自證，這是「一切善法最勝性」， 一切善

法裡有為的無漏到最勝性的時候就是要自證無為的無漏， 

「由最勝義，名圓成實」，前文已定義過依他起等三性，此處再定義一次

是為了入下文的似義顯現，入似義顯現就是要入所取空，所取空已是 要入

加行位的忍位，等到再入能取空，能、所俱泯的時候就是世第ㄧ後心的見

道位。 

2. 廣遍計所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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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顯二遍計成所執性 

 

2.1.1. （總標） 

復次，有能遍計，有所遍計，遍計所執自性乃成。 

 

2.1.1.1. （李）攝大乘論[T069H]： 

＠能徧計的是第六意識的心，所徧計的就是依他起，第六意識怎麼去緣依

他起而遍計 (二取)?徧計所執自性就是二取性。 

＠只要你在依他起上不要生遍計所執的“執”，就是如執取不有，你用名言是

没有問題的，只要不把名言執為實有，只要你不生遍計所執的“執”就是圓成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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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徵釋） 

 

2.1.2.1. ＠別徵 

此中何者能遍計?何者所遍計?何者遍計所執自性? 

2.1.2.2. ＠隨釋 

 

2.1.2.2.1. （能遍計） 

一、出意識體 

當知意識是能遍計，有分別故。 

二、釋有分別 

所以者何? 

二、一 顯二因生 

由此意識，用自名言熏習為種子，及用一切識名言熏習為種子，是故意

識，無邊行相分別而轉， 

二、二 顯名遍計 

普於一切分別計度，故名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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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1.1. （王）《攝大乘論疏》： 

＠為廣分別遍計所執，說能遍計等。當知意識是能遍計有分別故者謂唯

此意識有隨念計度等分別故能遍計，五識唯有自性分別不能遍計。 

＠無性云:『用自名言熏習為種子者，無始生死所有意識戲論名言熏習

種子為此生因。及用一切識名言熏習為種子者，謂用無邊色等影識名言

熏習種子為因，似彼生故。是故一切無邊行相分別而轉。』 

＠此中用自名言熏習為種子者，此即意識見分種子。及用一切識名言熏

習為種子者，是意識相分種子。由彼意識能遍緣十八界法故，隨於三境

等，或用色等名言熏習為因生於相分，或用一切名句文等表義名言熏習

為因似彼心等相分生。故說此意識用自及一切識名言熏習為種子。 

＠應知此中見相有別，假實義殊，非謂諸識種子共生一識。不爾，應與

性決定引自果義相違。諸有智者，不應如語而執其義。由此意識能遍分

別，及用一切識種子為因相分生故，是故意識能遍計度。 

2.1.2.2.2. （所遍計） 

又依他起自性，名所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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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2.1. （王）《攝大乘論疏》： 

＠又依他起自性為所遍計者，遍計所執本無有故，非所遍計。圓成實性

聖智境故，亦非所遍計。唯此依他起自性色等諸蘊，是凡智所緣。由不

了達彼實性故，依之生起遍計所執，故成所遍計。 

2.1.2.2.3. （遍計所執自性） 

一、成所執性 

又若由此相，令依他起自性成所遍計，此中是名遍計所執自性。 

二、釋由此相 

由此相者，是如此義。 

 

2.1.2.2.3.1. （玅境長老 1996）： 

＠前面解答了兩個問題：什麼是能遍計？什麼是所遍計？現在回答第三

個問題，怎麼叫做遍計所執自性呢？「又若由此相」，又我們假設由這

樣的情況，「令依他起自性成所遍計」，就是我們這個第六意識一動，

有無量的行相的顛倒執著就使令這依他起自性變成所遍計了，這個時候

呢，就叫做遍計所執自性。 

＠這樣講，當然事實上是這樣子，但是也應該把前面那個意思加上去，

就是這個所遍計－這個似義顯現的境界，他本身有個欺誑性，他本身是

虛妄的，是不真實的，但是他與真實相似。我們就看不出來他是虛偽

的，就執著他是真實的了，於是乎成為遍計所執自性了。有這麼兩個意

思。 

2.2. 釋由品類能遍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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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問） 

一、總問 

復次，云何遍計能遍計度? 

二、別問 

緣何境界?取何相貌?由何執著?由何起語?由何言說?何所增益? 

 

2.2.1.1. （王）《攝大乘論疏》： 

復次，云何遍計能遍計度者，是總問。緣何境界等，是別問。答中先別，

後總。別義既顯，總義自明故。 

2.2.2. （答） 

一、別答 

謂緣名為境，於依他起自性中取彼相貌，由見執著，由尋起語，由見聞等四

種言說而起言說，於無義中增益為有; 

二、總答 

由此遍計能遍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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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 （王）《攝大乘論疏》： 

一、別答 

1.「緣名為境」者，遍計所執正以名為所緣相故，設離於名即不能起種種分

別。 

2.「於依他起自性中取彼相貌」者，謂於依他起自性中取彼遍計所執相貌。

取彼彼境事相貌，施設彼彼名故無性云:『由能取相說名為想，於依他起自

性中取眼等相。』 

3.「由見執著」者，謂由見故執著彼事實是此名，或如是名實是彼事，或彼

彼事中實有如是名之自性，如是名自性實在彼彼境事中。 

4.「由尋起語」者，由尋及伺是語行故，能起於語而為他說。為他說者，必

有所據始令他信， 

5.故復「由見聞覺知四種言說而起言說」。言說有據眾謂實有， 

6.由是便「於無義中增益為有」，世間極成，謂為真實。 

二、總答 

總由如上種種「遍計能遍計度」。 

2.2.2.2. （王）《攝大乘論疏》： 

一、別答 

1.此如有人先有蛇等名想言說， 

2.次於闇室見於繩等，即於繩上緣蛇為境，取蛇相貌， 

3.次由見故執 如是繩實是其蛇。 

4.執實蛇已，由尋起語。 

5.次為他說，室中有蛇，室中有蛇，我實見故。他復為他說如是 言:彼室有

蛇，彼室有蛇，我於他所聞實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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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斯眾共於無蛇室中，增益蛇實有。 

二、總答 

遍計所執生起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