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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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種所緣境事： 
一者、有分別所緣境事 
二者、無分別所緣境事 
三者、事邊際所境境事 
四者、所作成辦所緣境事 

周遍尋思伺察 
若忍、樂、慧、見、觀 

是名：毘缽舍那 
 
 
 
 
 
 

          

主題名稱： 
周遍尋思伺察 

－ 
忍樂慧見觀 

   唯識經論 

   分別瑜伽品．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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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山．朝心－ 
黑暗中的摯燈人 

  31集．《提月點燈－話創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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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昔》：朝山．朝心－黑暗中的摯燈人…一 

憶 

往 

昔 

︱ 

視 

頻 

簡 

介 

朝山．朝心－黑暗中的摯燈人 

1. 我人為何會…憶亡人？！ 

2. 坊間朝山，有止觀的功能嗎？！為什麼？！ 

3. 藉由朝山，如何進行…洗心革念？！ 

4. 量與數，如何帶來束縛？！ 

綜論：請融入今日教學主題，心得報告第一段 

 
朝山．朝心－話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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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解說/2024-3-3…視頻解說…朝山．朝心…31集提月/修一…中視頻…2024-3-4重速.朝山·朝心－黑暗中的摯燈人.31集提月.mp4


2024/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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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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解說 
 

十二部經 

      
 
 

名相解說：十二部經…之一 

名
相 

解

在佛教，把一切佛經的內容；分為十二種類，是謂：
十二部經，又稱：十二分教，如下： 

1. 長行︰以散文直說法相，不限定字句者，因行文種類
長，故稱長行。例如：藥師經 

2. 重頌︰既宣說於前，更以偈頌結之於後，有重宣之意，
故名重頌。例如：普門品 

3. 孤起︰不依前面長行文段的意義，單獨發起的偈頌。
例如：《法句經》、《佛所行讚》。 

4. 因緣︰述說見佛聞法，或佛說法教化的因緣。例如：
佛說未曾有因緣經。 

5. 本事︰是記載佛說各弟子；過去世因緣的經文。例如：
本事經。 

6. 本生︰是記載佛說其自身；過去世因緣的經文。例如：
《佛說本生心地觀經。 

      
 
 

名相解說：十二部經…之二 

名
相 

解
說 

：
十
二
部
經 

7. 未曾有︰記佛現種種神力不思議事的經文。例如：
《佛說四未曾有法經》。 

8. 譬喻︰佛說種種譬喻以令眾生容易開悟的經文。例如：
《譬喻經》。 

9. 論議︰指以法理論議問答的經文。例如：《文殊師利
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10.無問自說︰如阿彌陀經，是無人發問而佛自說的。例
如：《阿彌陀經》 

11.方廣︰謂佛說方正廣大之真理的經文。例如：大方廣
佛華嚴經。 

12.記別或授記︰是記佛為菩薩或聲聞傳授成佛時名號的
記別。例如：文殊師利授記經。 

綜論：此十二部中，只有長行、重頌、孤起是經文的格
式，其餘九種都是依照經文中，所記的別事而立名。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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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解說 
 

四尋思觀 

      
 
 

名相解說：四尋思觀…之一 

名
相 

解
說 

：
十
二
部
經 

四尋思觀－ 定義：是唯識修行五位…即資糧位、加
行位、通達位、修習位、究竟位，其中加行位所
修的觀法，計有四種：名尋思觀、義尋思觀、自
性尋思觀、差別尋思觀，茲概說如下： 

3. 名：能詮的名言。 

4. 義：所詮的義理。 

5. 自性：名和義的體性。 

6. 差別：名義上的差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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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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講 

周遍尋思．伺察 
－忍、樂、慧、見、觀 

      
 
 

分別瑜伽品．第3：周遍尋思．伺察－忍樂慧見觀…之一 

經
文 

《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云： 

 “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如我為諸菩薩所說法假
安立，所謂契經、應誦、記別、諷誦、自說、因緣、譬
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菩薩於此善聽、
善受、言善通利、意善尋思、見善通達，即於如所善思
惟法，獨處空閑作意思惟。復即於此能思惟心，內心相
續，作意思惟。如是正行多安住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
是名奢摩他。如是菩薩，能求奢摩他。彼由獲得身心輕
安為所依故，即於如所善思惟法，內三摩地所行影像，
觀察勝解捨離心相。T16n0676_p0698a11║即於如是三摩
地影像所知義中，能正思擇、最極思擇，周遍尋思、周
遍伺察，若忍、若樂、若慧、若見、若觀，是名毘鉢舍
那。如是菩薩，能善毘鉢舍那。」” 

(《大正藏》第16冊，#0676經，頁697下，唐玄奘/譯) 

      
 
 

分別瑜伽品．第3：周遍尋思．伺察－忍樂慧見觀…之二 

經
文
釋
義 

 

1. 善聽、善說：不止聽聞經法，還要有能力領略密意。 

2. 言善通利，意善尋思，見善通達：通曉名言句義、
尋思其意，以利見地通達。 

3. 即於如所善思惟法，獨處空閑作意思惟：以利入抉
擇。 

4. 復即於此能思惟心，內心相續，作意思惟：念念相
續，足見心是相續的。只有心相續，才能修止觀。 

5. 如是正行多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是名奢摩如是
菩薩能求奢摩他：修止，得到的覺受…身與心的輕安，
意指：沒有心理負擔，而非身心舒服。 

      
 
 

分別瑜伽品．第3：周遍尋思．伺察－忍樂慧見觀…之三 

經
文
釋
義 

 

6. 正思擇、最極思擇，如何踐行： 

1) 正抉擇：將所緣事與現前事，等持視之。其後依
法義抉擇等持其中境界，得到見地，謂：正思擇 

2) 最極思擇：抉擇到最究竟處，並且徹悟在空中仍
有識境時時會生起，這才是智慧雙運。 

3) 依此究竟處…作尋思、作伺察其粗、細之分別。 

4) 若忍、樂、慧、見、觀，是名：毘缽舍那：抉擇
出一個法義之後，不只能認同該法義，而且能夠，
承擔該法義，謂之：忍。例如：無生法忍。 

5) 忍、樂、慧、見：是行者觀修時的覺受，由此覺
受得決定見，再由此決定見觀修，是謂：現證…
決定見、現證無生，現證大樂。 

 

恭祝閤府：妙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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