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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2022.5.22 

一、 課程目標 

1. 「菴羅果種喻」的內容與寓意為何？ 

2. 何謂「如來藏」三義？ 

二、 課程內容 

1. 佛性如來藏，就如一顆種子，藏在果實之中，以法為水，滋潤它，發出芽，長出

苗，然後茁壯長大。 

2. 因此，教育很重要，這在佛教，稱為「薰習」。 

3. 但是，教育有內、外兩方面的講法，「如來藏」是內在義的探求。 

4. 「如來藏」有三義，即：清涼無熱，大智慧聚，妙寂泥洹。 

5. 從這三方面認識它的特點，是與「識心」煩惱不同，它是「智」而非「識」，但

是，我們仍將用「識心」來分別，認識它的特性，然後，運用智慧的方法，把握

它的真實，稱為「識智雙運」。 

6. 清涼無熱是指如來藏沒有惱人的煩惱。凡夫不能沒有煩惱，但是，如何面對煩惱，

不因煩惱而動搖自己的如來藏，這是清涼無熱的措意所在。 

7. 大智慧聚是無我的智慧，即《心經》「無智亦無得」的心態。 

8. 妙寂泥洹是不再生死，稱為涅槃。

涅槃有小乘與大乘的不同。聖嚴法

師說：「證入大乘涅槃的人，不會被

三界的生死所縛、煩惱所動，故已不

像凡夫那樣地貪戀世間，也不像小

乘聖者那樣地厭離世間，而是以眾

生為福田，在三界做佛事」。（《心經

禪解》p.085）妙寂泥洹是大乘義。 

9. 如來藏此三義被無明所包圍，不得

顯現，因此，要突破無明的障礙，才

可以得以證實。它的名字有很多，諸

如：如來、應供、等正覺，或有十個，但是，道本無名，只不過，依名責實，是

取名之由來。三義所在，即是成佛之意。 

三、 文本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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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泥洹  梵文涅槃的異譯，是寂滅

義，是不生不滅義。從原始佛教所講

四聖諦中的「滅諦」、三法印中所謂的

「涅槃寂靜」、阿羅漢的「不受後有」、

〈雪山偈〉中的「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涅槃經》的佛性、般若、法身、

解脫，到諸大乘經中的法界、真如、

如來藏，都是指的同一樣東西，那就

是無我的智慧、緣起的空性。不過在

如來藏系統的經典中，為了不使一般

人落於無因無果的斷滅空見，所以不

欲明說空性的智慧，要說是一切智、大智慧，要說泥洹就是佛的異稱，就是名為

如來、應供、正等覺的佛。P.104-105 

2. 如來藏系經典，是把因中的佛性，視為即是果上的如來，不是由於修行而造作了

如來，所以將因中的如來藏與果上具足十種尊號的如來，畫上了等號，以使眾生

起信，從此修行，除煩惱而顯佛身。原始的佛法，不說佛性如來藏，但能依諸道

品，如法修行，便可離生死的三界而入不生不死的涅槃，那便是知苦果、斷苦集、

修滅苦之道、證苦滅的涅槃。P.105 

3. 無漏  梵語 anāsravaḥ，是有漏 āsrava 的否定語。漏是煩惱的異名，三界眾生

的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六識，緣外境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產生的煩惱不絕，猶如屋頂破了洞，在連綿不斷的雨季中，漏水不停，十分困擾；

又如儲水的容器，底部有破洞或破縫，任你整日注進多少功德善法之水，總是隨

注隨漏，不僅功德不能圓滿，而又使你困擾不已。所以稱生死三界為有漏界，名

為三漏；一切以自我執著為動因的煩惱法，都是有漏法，包括十不善法及人天果

報，都是有漏法。P.107 

4. 與漏法的煩惱相對者，是出生

死法，是解脫法，是菩薩法，是佛

法，便是無漏法。例如四聖諦中的

道諦，即是戒、定、慧三無漏學，

即是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乃至包

括菩薩行的六度與四攝，無量無

我的悲智大行，難行能行，都是無

漏法。如來藏經典，多強調果德的

無漏寶藏，少說因行的無漏法門，

目的是為引發眾生嚮往成佛的信

心，然後鼓勵眾 生從事開發如來

寶藏的實修工作。P.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