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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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摩他凡有幾種 
由隨彼無間心故 
當知有三種 
復有八種 
初靜慮乃至 

非想非非想處，各一 
如佛所說：菩薩十地 
復說：佛地為第十一 

 
 
 
 
 

          

主題名稱： 

奢摩他－ 
凡有幾種 

   唯識經論 

   地波羅蜜多品．第1講 

、 

課程內容 －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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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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後審判－來世現行 

釋聖玄‧北京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5 

      
 
 

《憶往昔》：死後審判－來世現行(一) 

視
頻
︱ 

簡
介 

死後審判－來世現行 

1. 死後有審判嗎？！如何知道？！ 

2. 過去世的種種，為何來世必定現行？ 

3. 為什麼有人，不相信來世必定現行？！ 

請融入今的教學主題內容：菩薩十地－佛地十一 

 

心得報告，第一段主題:  

來世現行－生命教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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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聖玄‧北京大學/哲學系   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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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憶往昔》視頻 

接續： 
名相解說．釋經義 

+經典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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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波羅蜜多 

      
 
 

名相解說－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 

名
相
解
說
︱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波羅蜜多－意涵 

     波羅蜜多：意指，已經到達清淨彼岸。吾人學佛
修行，就是要由充滿煩惱和苦痛的此岸，到達沒
有煩惱和痛苦的清淨彼岸。 

般若波羅蜜多－定義 

   「般若波羅蜜多」（梵語：Prajñāpāramitā）
直譯：以佛法的智慧到達解脫的彼岸。三般若：
意指，由文字聞修 (文字般若)，透過觀修 (觀照般
若)，因而親證般若根本智慧智慧 (實相般若)。 

般若波羅蜜多－境界 

    超越生死輪迴苦海，到達不生不滅究竟解脫境界 

 
主講人：釋聖玄   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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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經義： 
 

地波羅蜜多品． 
第七 

      
 
 

釋經義：地波羅蜜多品．第七…之一 

釋
經
義 

本品教導：菩薩如何修持十波羅蜜，如下： 

1. 十地中，每一地的波羅蜜，內容為何？！地，意
指：修行證果的階位。 

2. 教導：建立般若根本智的義理 + 般若實踐功夫。
此二者的結合，統德：波羅蜜多。 

3. <分別瑜伽品> 、<地波羅蜜多品> ：闡述大乘踐
行功夫。 

      
 
 

釋經義：地波羅蜜多品．第七…之二 

釋
經
義 

承上頁 

1. 本品由觀自在菩薩提問，計有三分：問十地、問波
羅蜜多、問綜合前二分。 

1) 問十地：依菩薩的清淨分而問。 

2) 問波羅蜜多：問六波燭蜜多、問四波羅蜜多、問
六波羅蜜多中…各個的差別。再問：波羅蜜多所
的異熟果為何？繼續問：清淨與雜染的差異？！
最後建立三波羅蜜多。 

3) 問十地與波羅蜜多：依十地果而問隨眠及粗重斷，
甚且問及證果相，及菩薩之現證。再問：功德與
過失。最後，問及…”一乘”，同步，歸結本經。 

4/ 值得注意：佛全以蜜意回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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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經義：地波羅蜜多品．第七…之三 

釋
經
義 

承上頁 

1. 何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不二法門，亦即如
來藏。 

2. 世尊先說般若，目的是為了更進一步說：甚深般若
波羅蜜多。 

3. 因此，本品即不離般若波羅蜜多而言說：如來藏之
觀修，然而，這也不能只說是般若波羅蜜多，因此
通說六波羅蜜多，更說四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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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波羅蜜多品 
第11講 

菩薩十地－佛地十一 

      
 
 

地波羅蜜多品．第1 ：菩薩十地－佛地十一…之一 

經 

典
原
文 

《解深密經．地波羅蜜多品》云： 

“爾時，觀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
所說菩薩十地，所謂極喜地、離垢地、發光
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
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復說佛地為第十
一。如是諸地，幾種清淨？幾分所攝？」” 
 
”(《大正藏》第16冊，#0676經，頁703中，唐玄奘/譯) 

      
 
 

地波羅蜜多品．第1 ：菩薩十地－佛地十一…之二 

經
文
釋
義 

 

本品具體解說：諸地各有幾分清淨，諸地如何攝
此清淨 

重點是：此即以清淨為各地的現證果。 

菩薩的現證果：非由作意所得，非由捨離所得，
這就是不二法門的核心要義。 

觀自在菩薩所提問：實為引發世尊作出密意回
答…不二法門。 

 

恭祝閤府：妙吉祥如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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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投無路．出奇制勝 
－馬斯克秘笈 
(#75; 奇葩 & 閨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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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昔》：走投無路．出奇制勝－馬斯克秘笈 (一) 

視
頻
︱ 

簡
介 

危機、轉機－一體兩面 

1. 有效提問，讓自己有危機感，有利於昇華轉機 

2. 身為世界首富，Musk 為何時時處於危機之中？ 

3. 觸及內在體悟的基本條件？ 

4. 何謂第一性原理 (The First Principle)？ 

心得報告，請融入今的教學主題內容：奢摩他一凡有
幾種？！ 

第一性原理 vs.第一義諦 

－會通 

      
 
 

《憶往昔》：走投無路．出奇制勝－馬斯克秘笈 (二)

馬
斯
克
成
功 

︱
秘
笈 

之 

 一 

馬斯克成功－秘笈之一 

   馬氏成功的諸多方法中，集中範定在 “意識”開發，如下： 

1. 有效提問：集中火力在意識的運用，方能想透徹。

這是馬氏正確運用美國發明家查理斯‧凱特靈 (Charles 

Kettering)的名言：“清楚的陳述問題，就解決問題的
一半。” 馬斯克成功運用這個名言！ 

2. 利他為已任：這是意識開發之後的昇華轉化，意指：
不只要成功，更希望轉向以民為本的利他大氣昇華。
顯然，馬氏成功運用愛因斯坦的名言：”愛因斯坦
名言：“不要為成功而努力，要為做一個有價值的
人而努力。”“Try not to become a man of success 

but rather try to become a man of value.”。足見，
馬氏一生不只力求成功，更重要希望彰顯：生命存
在的價值。 

      
 
 

《憶往昔》：走投無路．出奇制勝－馬斯克秘笈 (三)

馬
斯
克
成
功 

︱
秘
笈 

之
二 

承上頁 

馬斯克成功－秘笈之二 

3. 觸及內在覺醒－開發意識：與智者同行，是開發意
識的重要摯燈引路，只有與智者同行，才能時時看
到典範力量，以利處處觸及內在的意識覺醒。 

綜論： 

    馬氏有獨特成功人格特質，然而為何他時時都在恐懼
之中，這是本文最值得探索的重點。因此，下文論述
馬斯克失敗－誤解第一性原理。 

 

      
 
 

《憶往昔》：走投無路．出奇制勝－馬斯克秘笈 (四) 

馬
氏
失
敗 

︱
誤
解
第
一
性
原
理 

第一性原理：哲學 vs. 佛法 

1. 哲學出處：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名言：“每個系統都
存在第一性原理，它是一個最基本的命題，或假設，不
能被省略或刪除，也不能被違反。”足見，第一性原理 

(The First Principle) 彰顯法爾如是不可逾越的特質。 

馬氏卻將第一性原理誤以為只是創業的立基，如下： 

馬氏說：去關注事務最基本的真理 (the fundamental truth), 

亦即在一個特定的領域，針對那些沒有爭議的真理，推
理出一個結論。    第一性原理，幫助擺脫邏輯思惟二元
對立的束縛，有助於人類深化意識的探索。而且要見他
人所見，想他人所不能想，獨特的想法，令自己最終出
類拔萃！ 

      
 
 

《憶往昔》：走投無路．出奇制勝－馬斯克秘笈 (五) 

馬
氏
失
敗 

︱
誤
解
第
一
性
原
理 

承上頁 

2. 佛法出處：《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云： 

“隨順因緣而不違逆，是為正法，其性常住永無隱滅。”
      (詳見《大正藏》第七冊，#0220經，頁954下，唐朝玄奘/譯) 

     經典教導：隨順現象界每一個人、事、時、地、物的
因緣，不與之違逆，因為現象界吾人所見每一個因緣，
都是二元對立的，不管好/壞、貧/富、美/醜、生/

死…等，都是來自同一個如如不動的本源，因而能與
其和諧共處，這就是闡明終極真理的正法，而其法性、
本性則是如如不動、超越生/滅變遷的常在，因此，
也永無隱滅之際。 

      
 
 

《憶往昔》：走投無路．出奇制勝－馬斯克秘笈 (六) 

馬
氏
失
敗 

︱
誤
解
第
一
性
原
理 

承上頁 

綜論：馬氏錯解第一性原理為現象界之極致 

第一義諦，乃諸法之第一，故云第一義諦，真實故云真
諦、聖者所見，故云聖諦，殊勝之妙義，故云勝義諦。 

足見，第一義諦是法爾如是，如如不動、不需要加以驗
證本然存在的佛性根本智。量子力學創始人，德國科
學家普朗克Max planc指出：心是物質的母體(Matrix)！
然而， 有形的物質背後，必須有念念相續的意識作支
撐，此其一。更有甚者，意識的背後，則是如如不動
的寂滅…心靈智慧，佛教謂之：根本智、般若智、佛
性、本性、空性…等終極本質的異名詞。易言之，普
朗克一語道破：物質的現象界，及其背後空性終極本
質相互融攝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