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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教導 

《解深密經》 
《瑜伽師地論》 
《成唯識論》 
《百法明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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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深密經》─架構 

 
 

 
 
 
 

彼聞如是所說法已 
於生無自性性中， 
能正信解相無自性性 
及勝義無自性性 
當知菩薩法假安立 

及不捨 
阿耨多羅三藐二菩提 

為依、為住 
大乘中 

修暑摩他．毘婆舍那 
 
 
 
 
 

          

主題名稱： 
菩薩法假安立 

－ 
依住菩提願 

   唯識經論 

   分別瑜伽品．第1講 

課程內容 vs.《跨領域－重磅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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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內容 

+ 名相解說 

 
   

2. 會通－ 

宗教 Vs. 科學 

 

   

    3. 釋疑解惑－ 

     知見 +生命實踐 

 

  憶往昔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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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昔視頻 
 

念波與夢－獨頭意識 
  19集．《視．異次元－解密》 

釋聖玄‧北京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5 

      
 
 

《憶往昔》：念波與夢－獨頭意識…一 

憶 

往 

昔 

︱ 

視 

頻 

簡 

介 

念波與意識－總覽 

1. 念波的發射與接收，涉及我人第六意識的活動。 

2. 念波的強度與頻率，決定發射與接收的成功與否 

3. 念波極易被干擾，前五識關閉則干擾少，投/受成功 

4. 我人的認知、記憶…等功能，屬腦作用，是謂：識。

5. 第六識種子，具有持續功能，將過去世的種子，帶
到未來世，造成生生世世的延續。 

6. 第六識，不必俱起前五識能獨起思想、分別一切現
象，或獨立運作，故稱：獨頭意識 

綜論：請融入今日教學主題，心得報告第一段名稱： 

夢中獨頭－菩薩法假安立 

圖檔/圖檔…海報、大海報、投稿文配圖/海報、大海報/大海報特寫…第二場《人生曉宴》暨《無盡燈之夜》.jpg
圖檔/2016-12-18…天津講座…生命智慧．魅力四射－全國巡講第六講.jpg
短片/憶往昔…視頻/2024…憶往昔/2024-2-19…憶往昔…念波與夢－獨頭意識…19集《視·異次元－解密》/雙合視頻…2024-2-19速改.念波與夢－獨頭意識.19集·異次元.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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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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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 
 

分別瑜伽品 
－簡介 

      
 
 

分別瑜伽品－簡介 

分
別
瑜
伽
品 

．
簡
介 

佛家觀修…以瑜伽行為主，即修止觀。 

1. 瑜伽：梵文的音譯，是相應、契合之意。側重：
境隨心轉的相應之理，亦即修學令我心與真理達
到相應契證的境界。彰顯：唯識止觀之妙行，明
證：諸法唯識所現，必須分別其定慧行相，故名：
分別瑜伽品。 

2. 《解深密經》：有系統教授…觀修瑜伽行止觀。 

3. “分別瑜伽品”：總結一切止觀為”圓滿最極清淨
妙瑜伽道”，也是世尊教授中最究竟圓滿的一篇 

4. 分別瑜伽：先將瑜伽分類、功能，依類別作觀修，

      統攝一切三摩地/samadhi，意指：三昧、入定。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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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 
 

分別瑜伽品 
第 1 講 

菩薩法假安立 
－依住菩提願 

      
 
 

無自性相品．第7講－法無我性－遍一切故…之一 

經
文 

《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云： 

 “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菩薩何依
何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鉢舍那？」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知菩薩法假安立，
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為依、為住，於大
乘中修奢摩他、毘鉢舍那。” 

(《大正藏》第16冊，#0676經，頁694下，唐玄奘/譯) 

釋
義 

1. 梵文奢摩他/samatha，華譯：止。 梵文毘缽舍那
/Vipasyana，華譯：觀 

2. 菩薩法假安立 = 菩薩安立法假名。所以，佛所教授種
種止觀法，也是假施設，是故：安立法為假名。 

3. 經文“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為依、為住”：大
乘止觀根本心願…發菩提心，依此覺安立假名作觀修。 

釋聖玄‧北京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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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補充教授 
－《無自性相品》 

第8、第9講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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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 
 

無自性相品 
第 8講 

雜染不相應－ 
法性安住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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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性相品．第8講－法無我性－遍一切故…之一 

經
文 

《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云： 

 “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於常常時、於恒恒時，
諸法法性、安住、無為。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於常常
時、於恒恒時，諸法法性安住故無為，由無為故無生
無滅；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是
故我依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
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大正藏》第16冊，#0676經，頁694中，唐玄奘/譯) 

      
 
 

無自性相品．第8講－法無我性－遍一切故…之二 

釋
義 

1. 本段經文乃就智識雙運而言說，因為“勝義無自性性”
彰顯智識雙運的境界。 

2. 前述 “相無自性”是就識境而言，今者，依 “法無我
性”而言，是依 “常常時、恆恆時，諸法法性案住”而
言，亦即依諸法無為之法性而言說。無為法性，就是智。

3. 本段經文是昇華思惟的言說，茲以螢光幕為例，說明如
下： 

    就螢光幕本身，它是超越螢幕所顯的影像世界。螢光幕
的性，是謂：法性，是恆常安住的…有螢光幕，就有這
個法性。 

若果，將整個法異視為一個螢光幕，這個法性則恆常存在，
這種性謂之：無為法性，因為法界的性是超越緣起的。 

      
 
 

無自性相品．第8講－法無我性－遍一切故…之三 

釋
義 

再如，螢光幕的本性，可以說是超越螢光幕影像世界的性。
螢光幕影像世界建立的自性，必然不同於螢光幕的本性，
因為，已經加上無量的名言句義、概念與雜染。唯有將
這些名言句義、概念…等清除之後，才能說螢光幕影像
上的自性，等同於螢光幕的本性。易言之，鏡中影之自
性，自然只是鏡性，而非法性本身。 

再者。據此，方能正確了知：“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
寂靜、自性涅槃” 其自性即是螢光幕性，而非鏡性。 

綜論：一切諸法，其自性即是法性，即是如來法身，據此，
無生無滅、本來寂靜，即是法爾如是的法性，是謂：自
性涅槃。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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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 
 

無自性相品 
第 9講 

超越三自性 
－立三無自性性 

      
 
 

無自性相品．9講：超越三自性－立三無自性性…之一 

經
文 

︱ 

釋
義 

 

之 

一 

1. 別觀，應作“別異”解。世尊指陳：不是因為眾生
將遍計性、依他性、圓成性，視為獨立自性 (或稱：
別異自性)，因此，安立三無自性性。 

2. 再者，亦非因為眾生有三種類別，各個分別執持一
自性，不得不施設三無自性。 

3. 易言之，佛不分別三種有情，也不分別三種自性，
亦即佛觀察的視角…不在於 “別相”，即事事物物
各別之相也。 

4. 既然不依別相，自然依共相。因為，佛教謂：諸法
有自相與共相二種，個別不同的相，是謂：自相，與
他共通的相叫做共相。 

5. 小結：佛是因為有情眾生在依他自性上、在圓成自性
上，增益遍計，是故說：三無自性性。 

      
 
 

無自性相品．9講：超越三自性－立三無自性性…之二 

經
文 

︱ 

釋
義 

 

之 

二 

6. 簡而言之，對於相依，眾生一定加以遍計; 對於圓成，
有情一定加以遍計，因為，有情眾生習於住在名言
與句義之中，亦即慣於依止佛之言說，因而落入名
言，並且加以執取而形成遍計所執…這就成為總相！

7. 據此得知：佛不以三自性為真實，亦不以圓成自性
為究竟，因為眾生難以超越言說，因此難以理解三
自性之密意。茲以依他 自性為例：吾人一見 “依
他”，立即落入概念… “外境恆常依心識而成顯
現”。由此概念，也可以成立唯識，然而，若依究
意義，這個概念，其實只是識境中的真實，在智識
雙運的境界中，心識不真實，亦非不真實，所以依
他自性不能視為真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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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性相品．9講：超越三自性－立三無自性性…之三 

經
文 

︱ 

釋
義 

 

之
三 

8. 至於圓成性，在識境中是最高的建立，一切諸法在
識境中如實而任運圓成，故該任運，是最究境的緣
起。然而，它依然落於緣起，所以只能說：它是諸
佛聖人在後得智中見識境的生起是圓成自性相，但
在法爾的根本智境中，可以成立圓成相。然而，它
局限在識境中，所以，對以上二種自性，不能離開
戲論而建立，因此，便必然落於遍計。 

綜論：三自性，不能說其為真實，它只是方便之施設，
是以必須建立三無性性的理念來超越三自性。 

瑜伽行古學，甚深理解三無性超越三自性的密意，所
以，在真諦的譯典中，明示：現代唯識學人主張：
遍計執自性…有相，無自性性; 依他起自性…有生，
無自性性; 圓成實自性…有勝義無自性性。 

 

恭祝閤府：妙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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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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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昔視頻 
 

逼真的錯覺 
－ 四種存在力量 

  41-35集．《教學相長－解深》 

      
 
 

《憶往昔》視頻：逼真的錯覺－四種存在力量…一 

憶 

往 

昔 

︱ 

視 

頻 

簡 

介 

錯覺 vs. 存在力－交互關係 

1. 力：實非力量，它只是一種交互作作。 

2. 因緣：只是業力所感召的假合而已。 

3. 四緣生諸法：更無第五緣！ 

4. 聽經聞法，力求勝解 ：方能了知現象界與終極真理關
係 

5. 入出離道－無相修慧：種善根、得法淨、成熟相續、
多修勝解，福慧圓滿。 

綜論：請融入今日教學主題，心得報告第一段名稱： 

超越錯覺－唯識方法論 

      
 
 

《憶往昔》視頻：逼真的錯覺－四種存在力量…二 

三
界
唯
心
．
萬
法
唯
識 

唯識概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唯識概說： 

佛教瑜伽行派的基本主張。謂一切現象都是心識的轉化 

與變現。所以現象是虛幻，只有心識是真實有。鎮州臨 

濟慧照禪師語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所以夢、幻、 

空花，何勞一把捉。”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唯識家認為宇宙萬有的存在，必須透過 “識”，依識的虛 

妄分別執持萬有，才能產生一切生命現象。例如：法界 

之內的宇宙山河都是透過自我 “心識”的現起，才有種種
功用，此即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的基本詮譯。 

      
 
 

《憶往昔》視頻：逼真的錯覺－四種存在力量…三 

錯
覺 

︱
來
源 

錯覺來源：心識種子－投射現行 

1. 深層潛意識－阿賴耶識 (簡稱：心識)：它像一座
大倉庫，飽含當事人不同生命時段行為造作的行
為能量種子，等待這一世當事人持續造作同一屬
性的行為能量，據此同頻共振喚醒心識中同一屬
性，能量已經飽足的能量種子，投射現行在這一
世的現象界。 

2. 錯覺來源：不明究理的當事人，開始誤以為這只
是這一世的果報 ，殊不知…它的主因涉入過去
的累世。 

3. 命運－涉入三世因果：這是吾人對命運認知，第
一個錯覺來源。解套命運，始於明因果．懂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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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昔》視頻：逼真的錯覺－四種存在力量…四 

唯
識
三
性
︱ 

功
能 

唯識三性－說明現象界呈現的屬性 

唯識宗把宇宙萬法分為三種性質，即遍計所執性(受
名言限制)、依他起性(受緣起法限制)、圓成實性(受
相礙緣起限制)，用以說明：宇宙萬物的呈現，其屬
性應該歸類為三種。。 

1. 遍計所執性：普遍計度一切法，然後顛倒迷執，
認為或有或無者，名遍計所執性，是謂：妄有。 

2. 依他起性：萬法皆無自性，不能單獨生起，須靠
眾緣俱備，然後乃生，名依他起性，是謂：假有。

3. 圓成實性：諸法的本體，名為法性，亦叫真如，
湛然常住，遍滿十方，具有圓滿成就真實之性，
名圓成實性; 是謂：實有。 

      
 
 

《憶往昔》視頻：逼真的錯覺－四種存在力量…五 

四
緣
︱ 

宇
宙
問
世
條
件 

說 

四緣－宇宙問世條件說 

四緣，意指：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乃
唯識家用以說明：阿賴耶識種子投射出來，不可或缺
的內/外條件。易言之，因緣是種子與現行，相互薰習
成果的條件。茲說明如下： 

1. 因緣： 凡一事一物之生，本身的因素叫做親因，
旁助的因緣叫做外緣，統稱：因緣。 

2. 所緣緣：其中第一個緣字，是攀緣、抓取之義，心
識為能緣，境界為所緣，心心所法，仗境方生，即
見相二分，俱起為緣。 

3. 增上緣：增強其力用，使其得生。 

4. 等無間緣：是前念與後念，必須次第相續而起，體
用齊等，無所中斷。 

      
 
 

《憶往昔》視頻：逼真的錯覺－四種存在力量…六 

超
越
錯
覺
︱ 

止
觀
．
如
實
觀 

超越錯覺－止觀．如實觀 

1. 以上篇幅，聖玄將在唯識範中…與錯覺相關的屬性、
條件，說清楚、講明白，用以喚醒行者：落實踐行
的重要性，方能不陷入名言句義．遍計所執性的束
縛，繼續引發依他起性與圓成實相的越陷越深！ 

2. 在《逼真的錯覺－四存在力》投稿文中，指出：這
四種力，都不是力，只是一種交互的作用而已。清
楚地，吻合唯識家對宇宙萬象呈現的屬性與條件說。

3. 我人唯有藉由生命實踐功夫－止觀與真如觀，方能
精準超越宇宙萬象的錯覺，直接立基在如如不動的
空性寂滅。止觀與真如觀，是唯識課下一章節即將
啟動的內容，精彩可期。 

4. 文殊法教不二中道：時時直擊超越錯覺，值得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