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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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於勝解行地 
依十法行 

極善修習勝解忍 
超過彼地 

證入菩薩正性離生 
此分滿故， 

於一切分皆得圓滿， 
當知如是 

十一種分普攝諸地 
 
 
 
 

          

主題名稱： 

先勝解行地 
－ 

後正性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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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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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法 
－盡在自心 

(#104-66 《視，教學相長－維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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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昔》：萬法－盡在自心…之一  

視
頻
︱ 

簡
介 

萬法-盡在自心 

1. 精神層次的放鬆，如何做到？！ 

2. 如何體悟：萬法，盡在 自心？ 

3. 如何做到：一心徹悟．根本智彰顯？ 

4. 觀心的重要性：試舉一例 

請融合今日教學主題：此分滿－一切分皆得圓滿 

寫作：心得報告，第一段主題:  

   萬法盡在自心－成佛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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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典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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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解說： 
 

等持/等至 
唯識五位－ 
大乘五位 

 

      
 
 

名相解說－等持/等至 

名
相
解
說
︱ 

等
持
．
等
至 

1. 等持：定的別名。梵語三摩地，華譯為等持，即心安
住於一境而平等維持之義。 

  

2. 等至：定的別名。身心平等安祥叫做等，以定力才能
達至此種等的境界，所以叫做等至。 

  

 

      
 
 

名相解說－唯識五位…之一 

名
相
解
說
︱ 

唯
識
五
位 

之
一 

唯識五位，又作：大乘五位、唯識修道五位。唯識宗
將大乘菩薩之階位分為五等，如下： 

1. 資糧位：意指，含攝有漏善以達佛果之位。指十住、
十行、十迴向等諸位菩薩，以福德智慧為助道資糧，
故稱資糧位。十住、十行、十迴向之菩薩階位又稱大
乘三賢位。其中，十住偏重修理觀，十行偏重修事觀，
十迴向多修理事不二觀。此類修行稱為大乘順解脫分，
雖已能斷除分別二執之現行，然對於能、所取之種子
依舊潛伏未除，此乃唯識五位最初伏障之階段。 

2. 加行位：意指，四加行（煖、頂、忍、世第一）位菩
薩，由得福智資糧，加功用行而入見道（歡喜地），
住真如位，稱為加行位。即於資糧位所積集之善，更
進一步為得無漏智而加力修行之位。此位能達「無二
我」而「有二無我」之境界，然心中仍變帶「如相」
現前，故仍非實住之唯識境界，稱為大乘順抉擇分。 

      
 
 

名相解說－唯識五位…之二 

名
相
解
說
︱ 

唯
識
五
位 

 

之
二 

3. 通達位，又作見道位：初地菩薩體會真如，智照於理，
得見中道，故稱通達位。即證得初無漏智，並體得真
如理之位。此係修行第一大劫之成熟階段，相當於初
地之入心，故又稱見道位。 

4. 修習位，又作修道位：指二地至十地菩薩，得見道已，
為斷除障，復修習根本智，故稱修習位。即於通達位
證得真如理，再反覆修習之位。 

5. 究竟位：指妙覺佛證此果位，最極清淨，更無有上，
故稱究竟位。即指佛果之位。 

  

〔經典援引：成唯識論卷九、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五、瑜
伽師地論卷六十四、唯識三十論頌、大乘法相名目卷
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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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 
 

地波羅蜜多品 
第4講 

此分滿－ 
一切分皆得圓滿 

      
 
 

地波羅蜜多品．第4講：此分滿－ 一切分皆得圓滿…之一 

經 

典
原
文 

《解深密經．地波羅蜜多品》云： 

“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微細毀犯誤
現行中正知而行，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
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
此分圓滿。而未能得世間圓滿、等持、等至及圓滿聞持
陀羅尼，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
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
滿。而未能令隨所獲得菩提分法，多修習住，心未能捨
諸等至愛及與法愛，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
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
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諸諦道理如實觀察，又未能於
生死涅槃棄捨一向背趣作意，又未能修方便所攝菩提分
法，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大正藏》第16冊，
#0676經，頁703中，唐玄奘/譯) 

      
 
 

地波羅蜜多品．第4講：此分滿－ 一切分皆得圓滿…之二 

經 

典
原
文 

《解深密經．地波羅蜜多品》云： 

“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
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生死流轉如實觀察，又由
於彼多生厭故，未能多住無相作意，由是因緣，於此分
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
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令無相作意、無
缺、無間、多修習住，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
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
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於無相住中捨離功用，又未能
得於相自在，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
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
分圓滿。而未能於異名眾相、訓[5]詞差別、一切品類
宣說法中，得大自在，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未圓滿。 
(《大正藏》第16冊，#0676經，頁703中，唐玄奘/譯) 

      
 
 

地波羅蜜多品．第4講：此分滿－ 一切分皆得圓滿…之三 

經 

典
原
文 

承上頁《解深密經．地波羅蜜多品》云： 

“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彼諸菩薩由是
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得圓滿法身現前證受，由是因緣，
於此分中猶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
得，彼諸菩薩由是因緣，此分圓滿。而未能得遍於一切所
知境界無著、無礙、妙智、妙見，由是因緣，於此分中猶
未圓滿。為令此分得圓滿故，精勤修習便能證得，由是因
緣，此分圓滿。此分滿故，於一切分皆得圓滿。” 
(《大正藏》第16冊，#0676經，頁703中，唐玄奘/譯) 
 

      
 
 

地波羅蜜多品．第4講：此分滿－ 一切分皆得圓滿…之四 

釋
義 

︱ 

此
分
滿
．
一
切
分
圓
滿 

經文釋義：此分滿－ 一切分皆得圓滿 

以下詳列諸地菩薩所必須證得的圓滿。 

1.即前所謂：未能證得勝解忍。 

2.於微細毀犯，未能正知。 

3.未得世間圓滿等持、等至。 

4.未能得多修習而住三十七菩提分，未能捨對等至及法
的慈悲。 

5.未能觀察諸諦道理，及未能捨離涅槃與輪迴的分別。 

6.未能對生死流轉如實觀察，及厭於生死而未得無相。 

 

      
 
 

地波羅蜜多品．第4講：此分滿－ 一切分皆得圓滿…之五 

釋
義 

︱ 

此
分
滿
．
一
切
分
圓
滿 

承上頁 

7. 未能住無相而修習。 

8.未能住無相而捨離功用，是即有作意，由是於相不得
自在。 

9.未能於通達言說，即未能於用言說宣說密意時得自在。

10.未能現證圓滿法身現前。 

11.未能遍一切所知境，無著無礙，妙智妙見。 

綜論：如上所說，即為地地超越所須得的勝解忍，菩薩
住於一地，雖清淨分圓滿，但同時即有勝解忍不圓滿，
即即上來所說。上列的勝解忍不圓滿，由世間說至出
世間，由識境說至智識雙運境界，此即上來說的密意。
所以，成佛並非捨離世間而成，而是無捨離而捨離，
是即地地超越，所謂圓滿 ，即是無捨離而捨離圓滿，
若作意捨離，即此分猶未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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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閤府：妙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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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往昔》視頻 
 

 第七末那識 
－ 

驅動輪迴轉世 

      
 
 

《憶往昔》：第七末那識－驅動輪迴轉世…之一 

視
頻
︱ 

簡
介 

第七識與輪迴轉世－關係 

1. 阿陀那的核心要義？！ 

2. 第七末那識與第八阿賴耶識的關係？ 

3. 何謂…識的三能變？ 

請融合今日教學主題：先勝解行地．後正性離生 

寫作：心得報告，第一段主題:  

   第七識－輪迴轉世驅動手 

      
 
 

《憶往昔》：第七末那識－驅動輪迴轉世…之二 

第
七
識
︱ 

輪
迴
轉
世
．
推
手 

第七識－輪迴轉世．推手 

1. 第七識 －別名：又稱：阿陀那識。阿陀那，梵語 

ādāna，華譯：作執、執持、執我。 

2. 阿陀那識－輪迴轉世推手：其因有 二，如下： 

1) 阿陀那識－恆審思量：執持感官、身體，令其
不壞失。 

2) 阿陀那識－執持萬法種子：因而形成肉身與宇
宙萬相的恆生相續，故又稱 執持識。 

3) 阿陀那識－恆與四煩惱相應：我癡、我愛、我
見、我慢等四煩惱相應，故恆與第七識相應。 

4) 阿陀那識－恆審第八阿賴耶識之見分：將第八

阿賴耶識，視為”我、我所”，繼而取之。    

      
 
 

《憶往昔》：第七末那識－驅動輪迴轉世…之三 

搶
救
輪
迴
轉
世
︱ 

放
下
我
執 

搶救輪迴轉世－放下我執 

1. 與第七末那識/阿陀那識相較，第八阿賴耶識，只是
含藏累世行為造作，業的能量，就輪迴轉世而言，
第八識只是輪迴的倉庫，只是輪迴的主體。 

2. 然而，第七識，則因念念不斷的恆審思量，日日徇
私，鞏固其輪迴轉世推手的負能量，形成小我不堪
人生，故知：人生諸苦源自第七識我執…根本煩惱。 

3. 經典指導：《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
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正藏》第八冊，#0235經，

頁751中，姚秦．鳩摩羅什/譯)。染著的心，始於淨心 

(Purify your mind)的著手改善，方能超越時間三世
執取的煩惱，解脫命運的桎梏。 

      
 
 

《憶往昔》：第七末那識－驅動輪迴轉世…之四 

 

畢
竟
空
︱ 

圓
滿
成
就
合
一 

畢竟空－圓滿成就合一 
1. 有相培福外一章－無相修慧，以不二中道，昇華思惟，超

越執取的二元對立，體現現象界與終極本質之一如平等，
據此最大化啟動利他。 

2. 轉化小我－蛻變成大我：由思惟昇華的能量擢升，不斷積
累高能量，終至畢竟空的圓滿合一，成就空有并具．有無
相生，全程彰顯：小我如何蛻變為大我，其生命力能量的
轉化。放下執取二元對立，方能解脫命運的桎梏。 

《大乘廣百論釋論》云："應捨執著空有兩邊，領悟大乘不二

中道。” (《大正藏》三十冊，#1571經，頁249中，唐玄奘/譯)。  

經典教導：超越執取終極本質如如不動的“空”，以及現象界

風情萬懂的“有”，易言之，超越針對空/有二元對立的執取，

同步，展現：空/有相互融攝精神，是謂：大乘不二中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