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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 
《成唯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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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離言無二義． 
愚夫樂著二依言戲 

 
超越一切尋思勝義諦相 
現等覺已，為他宣說、 
顯現、開解、施設、照了 

 
                                                                                                                                                                                                                                                             

 
 
 
 

          

主題名稱： 
超越尋思勝義． 

現正等覺－ 
勝義諦相品 

 唯識經論 

        《解深密經》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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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援引 
 

勝義諦相品 
第四講 

《解深密經》 

      
 
 

勝義諦相品，第 四講：幻化事業…之一 

經
典 

原
文 

《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云： 
“若有眾生非愚夫類，已見聖諦，已得諸聖出世間慧，
於一切法離言法性如實了知；彼於一切有為、無為，見
已聞已，作如是念：『此所得者，決定無實有為、無為。
然有分別所起行相，猶如幻事迷惑覺慧，於中發起為、
無為想，或為、無為差別之想。』不如所見，不如所聞，
堅固執著，隨起言說：『唯此諦實，餘皆癡妄。』為欲
表知如是義故，亦於此中隨起言說。彼於後時不須觀
察。” (《大正藏》第16冊，#0676經，頁689中，唐/玄奘譯) 

釋
義 

之
一 

1. 若有眾生已證得聖智，了知離言法性，同步，
也徹悟沒有真實的有為、無為。了知心、心所
起分別的虛妄”行相”，並非自己所證悟之有為、
無為，故施設語言說虛妄不真。事後無須觀察 

      
 
 

勝義諦相品，第 四講：幻化事業…之二 

經
典 

原
文 

《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云： 
“爾時，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佛說離言無二義，  甚深非愚之所行；  
 愚夫於此癡所惑，  樂著二依言戲論。  
 彼或不定或邪定，  流轉極長生死苦；  
 復違如是正智論，  當生牛羊等類中。” (《大正藏》

第16冊，#0676經，頁689中，唐/玄奘譯) 

釋
義 

之
一 

1. 佛陀所說存在的本性，必然是離言、沒有二元對立
的虛妄。然而，凡夫以已雜染心執著愛論與見論，
形成戲論。凡夫無力得定，乃至得邪定，流轉生死
河，終因違反宇宙真理，必然投生畜生道。本品第
一主題：一切法無二，闡述已圓滿。本文之文字，
重覆甚多，以利行者逐字觀修用。 

      
 
 

勝義諦相品，第 四講：幻化事業…之三 

經
典 

原
文 

《解深密經．勝義諦相》云： 
“爾時，法涌菩薩白佛言：”世尊！從此東方過七十二殑
伽河沙等世界，有世界，名具大名稱；是中如來，號廣大
名稱。我於先日，從彼佛土發來至此。我於彼佛土曾見一
處，有七萬七千外道并其師首，同一會坐。為思諸法勝義
諦相，彼共思議、稱量、觀察、遍推求時，於一切法勝義
諦相，竟不能得。唯除種種意解，別異意解，變異意解，
互相違背共興諍論，口出矛𥎞，更相𥎞已、刺已、惱已、
壞已，各各離散。世尊！我於爾時，竊作是念：『如來出
世，甚奇！希有！由出世故，乃於如是超過一切尋思所行
勝義諦相，亦有通達，作證可得。』」說是語已。” 
(《大正藏》第16冊，#0676經，頁689下，唐/玄奘譯) 

釋
義 

1. 法涌過去由具大國土來。當時，曾聽聞外道師徒探
尋勝義諦相，不能得！而且衍生諸多異解，帶來紛
爭，品出惡言，相互排擠，乃至離散。愚生當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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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經典援引：《法華經》 

經
典 

原
文 

《法華經》云：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
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
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
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為
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大正藏》第九冊，#0262經，頁7上，姚秦・鳩摩羅什譯) 

經
文
釋
義 

 

諸佛繼續投胎於不同緯度空間，其因緣始終只有一個：幫
助眾生解脫輪迴生死苦，四大主因，如下： 

1/ 開佛知見－令得清淨：深化教義，助眾生開解煩惱縛。 

2/ 示佛知見－正信不迷：揭示正信系統，令眾生不再迷惑。

3/ 悟佛之見－了悟佛理：拓展法理系統，幫助證悟佛理。 

4/ 入佛知見－圓滿得證：落實終極體悟，終得圓證菩提。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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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與科學 
－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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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解說：作意－定義 

作
意 

︱ 

定
義 

作意－定義 

 以敏銳的心理作用興起念頭 (to be attentive)。 

認識色境，必定先興起作意，否則色境雖現前，
行者無力認識它 

《瑜伽師地論》卷一云： “雖眼不壞，色現在前，
能生作意，若不正起，所生眼識，必不得生；要眼
不壞，色現在前，能生作意，正復現起，所生眼識，
方乃得生。” 

經文教導：眼識之生起現行，必須要有 ”作意”為其
助緣。不僅如此，乃至八識心王，或其他心所之生
起，也要有「作意」心所為其助緣！ 

 

      
 
 

2023-4-16短片：腦機共生－願景…之一 

回
顧
︱ 

腦
機
接
口 

腦機接口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 －簡介：

** 利用精巧的機器人，將極細的線…插入大腦 

** 植真入可以接收和傳送大腦信息的傳感器 

** 細線的另一端，則連接電腦 

** ** 將8 毫米厚度的芯片，可以與人類頭骨齊平，
置入於頭頂位置，易言之，開腦大小，只要一
個硬幣大小，就能擷取人腦電波、脈膊等信號 

** 更重要的是：支持遠程數據的無線傳輸。 

** 白天可以使用一整天，晚上進行充電。 

2020-8-29：Neuralink 馬斯克首次發表會 

      
 
 

2021-5-5短片：腦機共生－願景…之二 

馬
斯
克
公
司
︱ 

成
果 

．
省
思 

Neuralink 公司成果展現： 

1. 電腦可納入3000多個電極，以微創探入大腦 

2. 可望治療恢復感覺、運動功能受損、神經系統疾病 

3. 尚末得到臨床認可，源於電極陣列數量，限制潛力 

4. 該公司宣稱：藉由電極線陣列，發展寬頻腦機接口 

5. 每一陣列(electrode thread)，有96個線，分佈達
3072個電極 

6. 創建神經外科手術機器人：一小時可完成神外手術 

7. 可望降低成本達數千美元, 馬斯克獨具市場經營能力 

8. 獵鷹9號龍飛船以低成本贏得NASA合同，打敗波音 

9. 目前開始治療截癱、阿滋海默、運動神經元、脊椎
感覺活性受創病人 

10.該公司設備，充當大腦與器官之間的直接橋樑。 

短片/真愛－非單向求取.mp4
mazda廣告…美女停車技術.wmv
使命必達.wmv
短片/腦機共生－ 願景.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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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4-16短片：腦機共生－願景之三 

腦
機
接
口
︱
省
思 

省思 

1. 技術－成熟度： 

1)神經系統：是不可逆的。 

2)失敗率：有多高？！ 

2. 人定勝天嗎？！ 

1) 考慮過世間的極限嗎？！ 

2) 益與損…如何平衡？ 

3. 知識與智慧…差異 

1) Neuralink的發展，是知識或智慧 

2) 就本案而言，如何轉化知識成為智慧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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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疑．解惑 

      
 
 

作意一界定：名相解說 

作
意
之
界
定 

︱ 

釋
義 

 

作意－ 界定：非常靈敏、銳利的心理作用。 

「作」謂興起，「意」即念頭，作意，就是興起
念頭，我們要認識某一色境，必定先要對它作意，
才能認識它，假使不對它作意，而是興起其他的念
頭，則色境雖然現前，也不能認識它。 

《瑜伽師地論》卷一云：”雖眼不壞，色現在前，
能生作意，若不正起，所生眼識，必不得生；要眼
不壞，色現在前，能生作意，正復現起，所生眼識，
方乃得生。」意思是說︰眼識之生起現行，必須要
有「作意」為其助緣。不僅如此，乃至八識心王，
或其他心所之生起，也要有「作意」心所為其助緣 

      
 
 

相解說：作意－體性、業用 

作
意 

︱ 

體
性 

、
業
用 

作意－體性 

   ”作意” 心所之親作用：“警覺心種，令起現行。”，
意指：作意是一種非常敏銳的心理作用，它雖然尚在種
子位（潛伏位），即能警覺應起心王、心所的種子，令
起現行！ 

作意－業用 

 作意”有二層作用： 

1. 令心未起而起：令心已起，並趣向於境。 

2. 用以落實修行： 

1) 短期目標：行者以智慧觀照百法中之任何一法，
則現前即能令吾人趨吉避凶、福慧雙照。 

2) 終極目標：畢竟令吾人了生脫死、圓證菩提。 

      
 
 

遍行心所一名相解說 

遍
行
心
所 

︱ 

釋
義 

心所有法：簡稱心所法，意指：心所有的諸思想現象 

心所法：共有51法，即遍行五，別境五，善心所十一，
煩惱六，隨煩惱二十，不定四。 

遍行心所，有五：一作意，二觸，三受，四想，五思。 

遍行－定義：”遍”是周遍，”行”是巡行，謂作意等五
種心所，無遠弗屆，到處都能去。所謂 “遍四一切，名
為遍行。” 周遍四一切為何？即： 

1.一切性—— 謂遍於善、惡、無記三性。 

2.一切地—— 謂遍於三界九地。 

3.一切時—— 謂遍於有漏、無漏、世、出世時。 

4.一切心—— 謂八識之生，必與俱故；與諸心所亦相應
故。作 

 

 

恭祝：妙吉祥如意！ 

18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