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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略釋三性 

 

1.1. （總問） 

此三自性各有幾種? 

1.2. 別答 

 

1.2.1. 依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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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標） 

謂依他起略有二種: 

（釋） 

一者、依他熏習種子而生起故，二者、依他雜染清淨性不成故。由此二種

依他別故，名依他起。 

 

1.2.1.1.1. （親）： 

「雜染清淨性不成故」者:由即如是依他起性，若遍計時，即成雜染;無分

別時，即成清淨。由二分故，一性不成，是故說名依他起性。 

1.2.1.1.2. （玅境長老 1996）： 

「依他熏習種子」是通說的，「雜染清淨性不成」是別說的，有總別的不

同。故此二種依他的分別故，故名叫做依他起。就是他本身不固定，就會

有變化，可以有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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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遍計所執性 

 

1.2.2.1. （標） 

遍計所執亦有二種: 

（釋） 

一者、自性遍計執故，二者、差別遍計執故。由 此故名遍計所執。 

 

1.2.2.1.1. （親）： 

「自性遍計執故」者:如於眼等，遍計執為眼等自性。「差別遍計執故」

者:如即於彼眼等自性，遍計執為常、無常等無量差別。 

1.2.3. 圓成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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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標） 

圓成實性亦有二種: 

（釋） 

一者、自性圓成實故，二者、清淨圓成實故。由此故成圓成實性。 

 

1.2.3.1.1. （李）攝大乘論[T069H]： 

圓成實在說性德，自性圓成實故(自性清淨);清淨圓成實故在說修德(離垢

清淨)。性德雖然是本具但要由修德來顯發，不修不成。 自性圓成實就是

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的性德，清淨圓成實就是離垢清淨，就是因為不如理

分別所導致的執著所以才會有垢，離垢就是要離二執，離二執得二空，得

二空就會知道本來就是法爾如是，本來就是二空。 

1.2.3.1.2. （性）： 

「自性圓成實」者:謂有垢真如。「清淨圓成實」者:謂離垢真如。 

2. 廣執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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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廣遍計 

 

2.1.1. （出四種） 

一、略標列 

復次，遍計有四種: 一、自性遍計，二、差別遍計，三、有覺遍計， 四、無

覺遍計。 

二、隨難釋 

有覺者，謂善名言;無覺者，謂不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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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玅境長老 1996）： 

這「有覺者」怎麼講？「謂善名言」，就是我們善於種種名言的人，他通

達種種的名言，自己內心裡面有種種的思想、觀察，又能夠用語言文字把

它表達出來，就是有顯境名言、有表義名言，就是這樣意思，這是善名言

的。 

這個「無覺者」，你只要是有情，他內心裡面都會有分別，但是有的有情

他不能夠用名言去表達他內心的思惟，不能，他不能用名言來表達。別人

說出來的名言，他也不能了解，他不能明白，有這樣的眾生就叫做「無覺

者」。就像牛羊一類，牛羊一類就不行，或者說嬰兒也有問題，那麼有這

樣的分別。 

2.1.2. （出五種） 

 

2.1.2.1. 一、標數 

如是遍計復有五種: 

壬二、列釋五  

一、依名遍計義自性，謂如是名有如是義; 

二、依義遍計名自性，謂如是義有如是名; 

三、依名遍計名自性，謂遍計度未了義名; 

四、依義遍計義自性，謂遍計度未了名義; 

五、依二遍計二自性，謂遍計度此名此義如是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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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 （王）《攝大乘論疏》： 

ㄧ、依名計義者，謂乍聞彼色等名，便計有色等事。 

二、依義計名者，謂乍見色等事，即計是色等。 

三、依名計名自性謂遍計度未了義名者，謂先於彼名不了其義，由是於彼

名亦不了知，還以餘名而計度之。如見古文或外國文者，復以今文、本國

文而計度之者日也。阿賴耶識，此云藏識等。 

四、依義計義自性謂遍計度未了名義者，謂先於彼事未了其名，由是於彼

事亦不了知，還以餘事而計度之。如先未見飛機者，乍見空中飛颺，即遍

計言，此是蜻蜓耶，抑是鷹準耶，如是等。 

五、依二遍計二自性謂遍計度此名此義如是體性者，（摘錄自 攝大乘論

講記：就是以已了義的名，及已了名的義，推求未了知的名義，或因名而

推想到義，或因義而推想到名，「遍計度此名此義，如是體性」，這叫依

二遍計二自性。」） 

2.2. 廣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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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標數） 

復次，總攝一切分別，略有十種: 

2.2.2. （列釋） 

 

2.2.2.1. 一、根本分別（義識），謂阿賴耶識。 

二、緣相分別（相識），謂色等識。 

三、顯相分別（見識），謂眼識等，并所依識。 

四、緣相變異分別，謂老等變異，樂受等變異，貪等變異，逼害時節代謝

等變異，捺落迦等諸趣變異。及欲界等諸界變異。 

五、顯相變異分別，謂即如前所說變異所有變異。 

 

2.2.2.1.1. （王）《攝大乘論疏》： 

此段二釋義同無性加詳，彼云: 

ㄧ、根本分別者，謂阿賴耶識是餘分別根本，自性亦是分別，故名根本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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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相分別者，謂分別色等有如是緣相。 

三、顯相分別者，謂眼識等并所依識，顯現似彼所緣相故。 

 

2.2.2.1.1.1. （玅境長老 1996）： 

這個「顯相分別」就是我們的心心所法，這個心心所法他能夠照了一切

相，也就是那個緣相，所緣的一切相能照了，能夠分別。那麼是什麼

呢？就是眼識、耳識……就是前六識。「並所依識」，就是末那識，就

是第七識。那麼這是「顯相分別」。這樣說，「顯相分別」就是見識，

「緣相分別」就是相識，那個「根本分別」就是義識。前面說的阿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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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為義識，也有相識，也有見識。這三種分別，他能總攝一切分別的，

總攝所有的分別都可以包括在內的，這就是總說的分別。 

2.2.2.1.1.2. （玅境長老 1996）： 

＠立相見識 

「若處安立阿賴耶識識為義識」，前面是約轉識說，這底下約本識，約

阿賴耶識說。若一個地方安立了阿賴耶識識為義識。這個「義識」的義

怎麼講呢？這個《攝大乘論》無性菩薩他解釋，這「義」是因的意思，

因果的因，因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下面有相識和見識，就是阿賴耶識

為相識、見識的因，相識、見識因一切種子的阿賴耶識而有，所以他是

因，可以這樣解釋。但是，為什麼叫做「義」呢？印順老法師解釋，阿

賴耶識的種子是因為你的執著心執著一切法的熏習而才有這麼多的種子

的，是名為「義」，這麼樣解釋這個義。 

「應知此中餘一切識是其相識」，前面解釋二相的時候，就是前六識有

相識、見識。這個阿賴耶識怎麼叫相識？怎麼叫見識？在這裡才說到。

「餘一切識是其相識」，就是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法，這一切識是

阿賴耶識的相，是「相識」。 

「若意識識及所依止」，這個「意識識」就是前六識。「及所依止」

呢，就是末那識，染污的末那識，末那識是意識的依止處，那麼加起來

就是七個識。這七識呢，「是其見識」，是阿賴耶識的見識。 

2.2.2.1.2. （王）《攝大乘論疏》： 

四、緣相變異分別者，謂似色等影識變異所起分別。 

「老等變異」者，謂色等識似老等相起諸變異。何以故?外內色等皆有老

等轉變相故。等者，等取病死變異。 

「樂受等變異」者，由樂受故身相變異，如說樂者面目端嚴。等者， 等

取苦及不苦不樂受。 

「貪等變異」者，謂由貪等身相變異。等者，等取瞋癡忿等。如說忿等惡

形色等。 

「逼害時節代謝等變異」者，謂殺縛等，令身相等生起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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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節代謝」亦令內外身樹色等形相改變，如說寒等所逼切時身等變異。 

「捺落迦等諸趣變異」者，等即等取一切惡趣，彼處色等變異共了。 

「及欲界等諸界變異」者，等取色界。無色界中，無似色等影像識故。於

諸天中及靜慮中亦有有情及器色等種種變異，如末尼珠威神力故種種淨妙

光色變異。 

2.2.2.1.3. （王）《攝大乘論疏》： 

五、顯相變異分別者，謂由眼等所依根故，令似色等影像顯現，眼識等識

種種變異，即於此中起諸分別，即如前說老等變異隨其所應而起變異。何

以故?如說眼等根有利鈍，識明昧故。如無表色所依變異，彼亦變異。由

樂受等變異亦爾，如說樂者心安定故，如說苦者心散動故。貪等逼害時節

代謝變異亦爾。捺落迦等及欲界等依身變異，識亦變異，如應當知。無色

界中，亦有受等所作變異，諸識分別。 

2.2.2.2. 六、他引分別，謂聞非正法類，及聞正法類分別。 

七、不如理分別，謂諸外道聞非正法類分別。 

八、如理分別，謂正法中聞正法類分別。  

九、執著分別，謂不如理作意類薩迦耶見為本六十二見趣相應分別。 

 

2.2.2.2.1. （王）《攝大乘論疏》： 

六、他引分別者，謂善惡友親近所起，及與聽聞正法、非正法為因分別，

即是外道迦毗羅等及正法中諸騷揭多（善逝）所有分別， 

七、八、名不如理，如理（思惟）分別。如是二種隨其所應能生邪見、正

見相應二種分別。 

九、薩迦耶見為因所起六十二見相應分別，即梵網經中前際後際中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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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謂我過去為曾有耶，如是等分別名執著分別。言見趣者，是品類義。 

（六十二見＝ 

常見＋斷見＋三世Ｘ五蘊Ｘ（蘊是我＋蘊異我＋我在蘊＋蘊在我）） 

2.2.2.3. 十、散動分別，謂諸菩薩十種分別: 

 

2.2.2.3.1. （王）《攝大乘論疏》： 

散動分別者，散亂擾動，故名散動，此即分別，是故說名散動分別。此 

即擾亂無分別智。何以故?由此擾亂般若波羅蜜多故。無分別智即是般若

波羅蜜多。謂諸菩薩十種分別者，謂諸菩薩能發語言，他引而轉，不稱真

理，十種分別。何以故?證會真理若正現前不可說故。 

 

2.2.2.3.1.1. （玅境長老 1996）： 

＠這以下是指大乘佛法，大乘佛教徒的分別。前面這上面說「執著分

別，謂不如理作意類薩迦耶見為本，六十二見趣相應分別」，這就有一

個含藏在裡面的意思，這是小乘佛法所對治的分別。小乘佛法主要就是

破這個我見，他不明顯地說破法執，不是那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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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指大乘佛教徒，他不但是斷我執，也斷法執的，那要通達一真

法界的道理才可以。 

2.2.2.3.2. 一、無相散動，二、有相散動， 

三、增益散動，四、損減散動， 

五、一性散動，六、異性散動， 

七、自性散動，八、差別散動， 

九、如名取義散動，十、如義取名散動。 

為對治此十種散動，一切般若波羅蜜多中說無分別智。如是所治能治，應

知具攝般若波羅蜜多義。 

 

2.2.2.3.2.1. （王）《攝大乘論疏》： 

＠無性釋云:於一切般若波羅蜜多中具說如是十種散動對治。且如說

言，世尊，云何菩薩應行般若波羅蜜多?舍利子，是菩薩實有菩薩。不

見有菩薩。何以故?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 色不離空，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何以故?舍利子，此但有名謂之為色。此自性無生無

滅，無染無淨。 假立客名，別別於法而起分別。假立客名，隨起言說，

如如言說，如是如是生起執著。如是一切菩薩不見。由不見故，不生執

著。如說於色，乃至於識，當知亦爾。 

2.2.2.3.2.2. （王）《攝大乘論疏》： 

＠此中為對治無相散動故，彼經說言，『實有菩薩』等。謂實有空為菩

薩體。 

＠為對治有相散動故，即彼經言，『不見有菩薩』等。謂遍計所執自

性， 永無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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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治增益散動故，即彼經言，『色自性空』等。謂即遍計所執自

性，永無有故。 

＠為對治損減散動故，即彼經言『不由空故』等。謂彼法性是實有故。

＠為對治一性散動故，即彼經言，『色空非色』 等。淨不淨境，性各別

故。 

＠為對治異性散動故，即彼經言，『色不離空』等。謂遍計所執色自性

無所有即是空故。 

＠為對治自性散動故，即彼經言，『此但有名謂之為色』等。 

＠為對治差別散動故，即彼經言，『無生無滅，無染無淨』等。 

＠為對治如名取義散動故，即彼經言，『假立客名別別於法而起分別』

等。 

＠為對治如義取名散動故，即彼經言，『假立客名隨起言說如如言說如

是如是生起執著。如是一切菩薩不見，由不見故不生執著，此意說言於

名於義如實了知無妄執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