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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疏決卷一                                      2012/09/26 

歐陽漸學 

讀楞伽有四難六利四最。難者疏而通之。利者最者抉而出之。

名之曰楞伽疏決。四難六利四最者。 

一百八句詮難。文有三聚。大慧問佛一聚。世尊牒問一聚。世尊

述古一聚。若遺義牽文。聚聚不合。難一。百八之數。宋魏唐

譯都缺不足。不符百八不合聖言。難二。分別意量。須以四句

方攝得盡。故凡言句皆是四句。不明此例。生句不生句必致誤

作一反一正一俗一真之解。宋譯不過以不生文寫生文上作不生

句生句。楞伽宗通遂望文生義。竟據以為宗門唯一要旨是不生

義。不生弁首經有深意云云。誤俗義為真義。強超義於墮義。

何啻認賊作子咒龜成蛇。究其受害。在不明凡言句義皆屬四句

所致。遇此著述莫判涇渭。難三。九事之開古為百八。九事之

約今為五法。此而不知。則百八句文凌亂散沙苦無條貫。文尚

難知況得其旨。難四。依事詮義義在法外。是故法唯蘊諦義則

無量。(無量義經)義唯無相法則百八。迭相善巧誰少誰多。不

明乎此法內求義。動輒障疑況能得旨。難五。凡此五難。開卷

墮霧跬步面牆。今欲疏而通之。應信瑜伽諸佛語言九事所攝之

文。應信雜含九誦四分之意。瑜伽了義相應。阿含轉展傳來。

據以詮古。舍此無由。先詮百八句。後詮問牒偈。百八三詮。

句事與義。詳見下文。五難冰釋。 

二文字不便難。名相代有不同。與慣見異則易生誤。難一。句法

顛倒。虛字全無。文既改觀。義無從得。難二。句義略極。文

少義多。隱晦澀艱。思索不得。難三。凡此三難。目不數行。

況能終卷。今欲疏而通之。有明員珂楞伽會譯在。宋魏唐三。

融取即明。缺一仍昧。宋譯文晦。其義不彰。唐善伸文。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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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義。借唐解文。以魏補義。罄無不宜。然今則逕取唐文。折

衷宋魏。而三難渙矣。 

三啟縢無鑰難。宗匠式微。三關誰勘。唯識絕學。委細誰研。故

凡不得其解者。都付諸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以了

之。唯一大言。宮商同調。廬無真面。望國啣哀。經可通歟。

今為臚舉全經。皆空俱遣不如是談。經云如來藏者生死流轉涅

槃苦樂之因。凡愚不知妄著於空。(卷六二左)如何乃有皆空之

言。經云諸取根滅。諸諦解脫。而實未捨未轉如來藏藏識之名。

(卷六十八右)如何乃有俱遣之語。十有五處徧稽不得。相似法

流正法難見。十五處者。攝法有三。曰。一切佛法悉皆攝入此

五法中。(卷五二十一)曰此五種法三性八識及二無我一切佛法

普皆攝盡。(卷五二十二)曰唯願為我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相眾

妙法門此是一切諸佛菩薩入自心境離所行相稱真實義諸佛教

心。(卷二一右)即真有三。曰凡愚不了五法自性諸識無我於心

所現。(卷五十九右)曰五法為真實三自性亦爾修行者觀此不越

於真如。(卷二二十三)曰覺二無我是佛體性。(卷四三左)執計有

四。曰五法諸心自性等中如言取義則墮建立及誹謗見。(卷四十

左)曰離心意意識妄分別想。(卷五十五左)曰捨五法自性諸分別

見是故我說虛妄分別執著種種自心所現諸境界生。(卷四八右)

曰識種轉依即說此惡名為真如是故真如離於心識離分別者悉

離一切諸分別故。(卷三十一右)此所應捨。亦但捨執。入位有

五。曰了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境住第八地。(卷二二十左)

曰願為我說五法自性諸識無我差別之相知此漸修至如來位。(卷

五十九右)曰菩薩摩訶薩當善知三自性相。(卷二十三左)曰我今

當說妄計自性差別相善知此義證聖智境。(卷三二十右)曰菩薩

善知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三無我相已示現佛身說唯心法。(卷二十

六左)空遣之言都無所有。楞伽述古百八句法。以無相為宗。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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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創今五法。以一切唯心所現自證所行而為其宗。是故以聖事

說空法。談如幻而捨不生。(卷四十三右)奈何自墮空無。因誣

聖教。聖教為惡取空者說。寧可我見如須彌山。不可空見懷增

上慢。但空詮唱。奇難阻生。今欲疏而通之。法當由唯識言說

法相。入唯心宗趣法相。(二法相見卷四六右)法當由禪宗宗趣

法相。參印心言說法相。(菩提達摩指示四卷楞伽以印心)宗匠

需人。唯識有籍。是在智者擇而趣之。 

四雜厠無敘難。雅頌失所。琴瑟不調。增我繁蕪。安能純繹。讀

雜亂書。倍阻機頴。今欲疏而通之。如治世籍。典志以通。事

紀本末。不嫌學顰。割裂全部。以義類萃。凡得六聚。曰知法

義。曰辨中邊。曰解深密。曰超一切量。曰五法三自性。曰八

識二無我。既循轍埒。風雲可通。 

五知法知義利。掃除文字一法不立。是為知義而不知法。奔逐名

相數寶說食。是為知法而不知義。解深密經。修奢摩他毗鉢舍

那諸菩薩眾知法知義。五相知法。十相知義。云何而可缺法遺

義。楞伽明明別意說須知法。其於自利。曰言說顯義第一義因

言而入。曰因語言燈入自證境。其於利他。曰菩薩善觀句相而

了其義疾得菩提開悟眾生。曰方便度生說九部教。楞伽明明別

意說須知義。曰實義是涅槃因言說是生死流實義從多聞得多聞

謂善於義。曰言語分別不能顯示自證不可如言取義。楞伽又明

明合意說須知法知義。曰義語不一不異。今欲決而出之。聚知

法義。都凡十節。應如是學。 

六辨析中邊利。空者是妄計性句義。(卷二十六)則如幻者是緣起

性句義。如實者是圓成性句義。既說證智行相矣。云何而言諸

識行相。既說觀察離相智矣。云何而言建立執著智。既說證智

相由如幻三昧起。願持相由本願加持起矣。云何而言無影像相

由外小習慣起。空斯淨矣。云何以事說空。不生寂矣。云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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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如幻。圓融周徧。上下四旁。無欠無餘。中義斯在。大哉觀

乎。語海拘虛。今欲抉而出之。聚辨中邊。都凡五節。應如是

學。 

七釋解深密利。方便則三權一實。機異則三實一權。一聚訟也。

楞伽解之。聲聞依他無自捨三說一。聲聞未覺法執捨一說三。

執性者闡提有佛姓五逆皆授記。執相者障重則姓無姓無則障

重。一聚訟也。楞伽解之。佛不捨眾生。善根或時生。執頓者

漸為初大。執漸者頓為惡空。一聚訟也。楞伽解之。淨自現流

法爾相漸。自證聖境法爾是頓。妙義重重。於斯觀止。今欲抉

而出之。聚解深密。凡十六節應如是學。 

八超一切量利。外法實無。量於何有。自證自心。超於何有。說

此岸量。說彼岸超。仍依方便。有漏法中一切皆是執著分別。

無漏法中一切皆是自心所現。不取於相如如不動。是大涅槃是

不思議。是大波羅蜜。是佛體性。是自覺性。今欲決而出之。

聚超一切量凡十六節。應如是學。 

九五法三性利。分別有二。諸法如幻自心所見妄分別起。依彼分

別心心所起。是緣起性。此之分別。現妄為相緣起分別。起心

為見緣起分別。是為緣起分別。自心所現生執著時。八分別起。

是妄計性。此之分別。是為執起分別。妄計亦有二。緣起分別

是妄所謂聖亦現妄。執起分別方是妄計。能所取亦有二。藏識

影像相現屬緣起分別事。愚墮二見分別有無屬執起分別邊。如

是種種皆有二相。二相不明。說有墮世。說無墮空。皆外道種。

楞伽文在。鏡日明光。纖悉不遁。今欲抉而出之。聚五法三自

性。凡十三節。應如是學。 

十八識無我利。佛以性空實際涅槃不生。是等句義說如來藏。是

為淨八識。(卷二)無始偽習所熏名為藏識。(卷六)是為染八識。

八識謂如來藏名藏識意及意識幷五識身。(卷五)是為染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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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攝論無漏寄賴耶中據是聖言。稽考楞伽。凡稱如來藏必曰

如來藏藏識。文不一見略舉六條。一而未捨如來藏藏識之名。

二應淨如來藏藏識之名。三若無如來藏名藏識者則無生滅。四

如來藏藏識本性清淨。五如來藏藏識與七識俱起。六如來藏名

藏識與意等習氣俱。因是而談。則凡言如來藏者。非獨特說無

我如來藏也。亦連類說同居阿賴耶識藏也。故曰如來藏是善不

善因能徧興造一切趣生。是以賴耶為不善因也。若非賴耶。無

漏如何能為不善因耶。故曰甚深如來藏而與七識俱。八以七為

俱有依也。客塵七識也為客塵所染。八七俱有依相依也。現識

以不思議熏變為因。賴耶為無明熏變。非如來藏為無明熏變

也。七八異體而能熏變。故稱不思議熏也。慧日容光。纖毫難

混。楞伽不明。相似教興。長夜迷淪。哀我眾人。如何無明能

熏真如。如何真如受無明熏。如何心性本淨客塵所染心性非識

唯是真如。如何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楞伽。外道有實性相名

不生滅。(卷二)內法但以凡夫虛妄起生滅見不如法性而言諸法

離於生滅。(卷五)遮義則是。表義則非。有塵有根有識稱三和

合。有不生不滅有生滅稱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是豈如楞伽聖

言耶。是豈合勝鬘如來藏藏識與七識俱起耶。熟讀楞伽。霾雲

障霧一掃而空。今欲決而出之。聚八識二無我。凡十二節。應

如是學。 

十一最早出。般若法華大乘經外。阿毘達磨如來出現功德未來。

華嚴略境。密嚴唐出。深密雖亦同譯然未全文。故讀楞伽頗知

古義。 

十二最博大。禪宗法性法相而外兼攝真言。胎藏頓現。金剛漸修。

楞伽同意頓漸兩談。無相何次。而三昧加持乃在初地。灌頂加

持必在極覺。金剛藏菩薩成就功德菩薩。即身成佛仗勅行事。

而仍位在極喜。故讀楞伽無宗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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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最整簡。或卷盡而義出。或數卷而旨彰。每憚繁重。向若望

洋。楞伽不然。一叚一事。文多數百。文少數十。故讀楞伽引

人入勝。 

十四最緊切。唯識法相每苦散碎。數千百卷貫通綦難。楞伽節節

朝宗。段段歸義。賅備諸法極利觀行。故讀楞伽無殊入定。 

談十四事已。更有一語鄭重相談。一切唯有識詳說起義。一切

自心所現總觀現相。應如是學。 

百八句第一 

唐譯開始。有羅婆那王勸請品一卷。其文分二段。初段世尊示

自心分別實境事。次段楞伽王用四尋思得四如實智。葢捨法非

法即生自證聖智。得現觀入初地。乃是見道邊事也。又楞伽王

問法非法與大慧問百八句同旨。確是初品相貌。但以二譯都無。

今不入聚。唐譯最後有偈頌品二卷。宋譯亦無。亦不入聚。百

八句者。先佛事義。應入知法義聚。然以今古事異。百八句判

為一談。若云此之第一特是詮釋古佛之法古佛之義。第二以後

乃是今佛五法今佛一切自心所現義耳。百八句以三種敘。曰詮

曰事曰義。 

�初詮。句者。四句也。葢一事四義為四句。非四事為四句也。一

事四句者。如說生句。不生句。生不生句。非生不生句。四句

也。經不出後二句者。俱句非句。熟習法句者一望而知。不必

贅文也。經必出前二句者。根本具也。生句對不生句為根本。

生不生句對非生不生句為推增是也。今以本經言四句者證之。

有曰諸佛說法離於四句謂離一異俱不俱及有無等建立誹謗。此

但三事耳。(卷三六)有曰離有無等四種句故。此但一事耳。(卷

三十九)有曰四句者謂一異俱不俱有非有常無常等。(卷三十八)

此雖四事。然與三事一事皆置等言。則數不唯四。斷可知耳。

句義何以必須四耶。言四句者但依世俗而有言說。(卷五)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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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緣從此生世閒與四句相應耳。(卷五)若超過四句不可度量

矣。(卷五) 

�次事。瑜伽諸佛語言九事所攝先佛世尊展轉傳來是稱阿含。阿含

九誦實維九事。是則先佛之法定必九事。確乎無疑。本經云 此

百八句皆是過去諸佛所說。(卷二二十二右)離諸根量宗因譬

喻。魏譯量為阿含聖經所說。(卷五二十一)又云言說法相者謂

說九部種種教法。(卷四七左)是則百八句為先佛之法。百八之

事開於九事。又確乎無疑。是故詳釋百八應根九事。初釋古百

八句。後釋問牒兩偈。 

 初釋古百八句。此應作兩番讀。初番讀得四十八句。如下。 

 
百八句 ………………………………………………………………. 九事 

生一 常二 …………………………………………………. 諦 

○相 三 住異四 剎那五 ……………………………….. 緣起 

相分之相      

自性六 ………………………………………………………………… 菩提 

     顯揚。四 

尋 思 提 入

菩提分。倣

之。 

空七 斷八 …………………………………………………. 諦 

○心 九 邊唐無 中十 …………………………………... 諦 

苦集。亦可是

第八識也。與

下四七之心

不同。宋魏作

邊。非中為

邊。 

     

○恆 十一 緣十二 因十三 ………………………………… 緣起 

魏作變。與緣

因一類應是

變。非變為

恆。 

     

煩惱十四 愛十五 ………………………………………………... 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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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十六 善巧十七 清淨十八 相應十九 譬喻二十..... 菩提分 

弟子二十一 師二十二 種姓二十三 三乘二十四 …………….. 說者 

無影像二十五 願二十六 三輪二十七 標相二十八 …………….. 諦 

宋作無所

有。魏作 

非寂靜 

  宋魏作相。   

有二十九 無三十 俱三十一 ………………………………. 諦 

 宋魏缺     

自證聖智三十二 現法樂三十三 ………………………………………….. 菩提分 

剎三十四 塵三十五 水三十六 弓三十七 大種三十八 界 

算數三十九 神通四十 ……………………………………………... 界 

虛空四一 雲四二 ………………………………………………... 界 

巧明四三 技術四四 ……………………………………………... 界 

宋工巧技術

處句合為一

句。魏唐開

二。唐五明 

處不再出。 

魏再出。 

     

風四五 地四六 ………………………………………………... 界 

○心 四七 ……………………………………………………………….. 處 

意識意處      

假立四八 體性四九 ……………………………………………... 蘊 

蘊五十 眾生五一 ……………………………………………... 蘊 

覺五二 涅槃五三 所知五四 ……………………………… 菩提分 

外道五五 荒亂五六 ……………………………………………... 諦 

幻五七 夢五八 陽燄五九 影像六十 火輪六一  

乾闥婆六二 ……………………………………………………………. 菩提分 

天六三 …………………………………………………………………. 蘊 

飲食六四 媱欲六五 ……………………………………………... 食 

見六六 …………………………………………………………………. 諦 

波羅蜜六七 戒六八 ………………………………………………... 菩提分 

日月星宿六九 …………………………………………………………. 界 

諦七十 果七一 滅七二 ………………………………… 諦 

 四沙門果 滅道之滅    

滅起七三 ………………………………………………………………. 菩提分 

魏作起滅盡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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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方七四 ○相 七五 支分七六 ……………………………… 界 

 相人之相 因明三歺    

禪七七 迷七八 ………………………………………………... 諦 

不亂之意      

現七九 護八十 ………………………………………………... 諦 

 大論作藏

護。追戀過

去未來之

意。與現一

類。 

    

種族八一 仙八二 王八三 ………………………………… 蘊 

攝受八四 寶八五 記八六 ………………………………… 諦 

魏作捕取 貪財物 貪取事    

一闡提八七 女男不男八八 ………………………………………….. 蘊 

味八九 作九十 ………………………………………………... 緣起 

 宋作事。攝

論 法 性 緣

起 與 愛 非

愛 緣 起 為

二緣起。味

者愛也。 

    

身九十一 ……………………………………………………………….. 處 

計度九二 動九三 ………………………………………………... 緣起 

宋作覺      

根九四 …………………………………………………………………. 處 

有為九五 無為 因果九六 ……………………………… 緣起 

 唐 無 句

此。宋有。

宋 譯 第 三

十 句 缺 無

品句。而唐

譯 既 加 無

句。今唐缺

無為句。例

應 倣 宋 而

加之。 

    

色究竟九七 ……………………………………………………………. 蘊 

時節九八 ……………………………………………………………….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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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籐九九 種種一百 ……………………………………………... 界 

演說百一 決定百二 ……………………………………………... 界 

毗尼百三 ………………………………………………………………. 諦 

比丘百四 住持百五 ……………………………………………... 說者 

文字百六 ………………………………………………………………. 界 

 

應加無為句為百七。或仍心句加邊句得百八。然須對勘梵本。 

次番讀得九事。如下。 

生常。空斷。邊中。煩惱愛。無影像願三輪標相。有無俱。外道

荒亂。見。諦果滅。禪迷。現護。攝受寶記。毗尼。如是諸法攝

屬於諦。 

自性。方便善巧清淨相應譬喻。自證聖智現法樂。覺涅槃所知。

幻夢陽燄影像火輪乾闥婆。婆羅蜜戒。滅起。如是諸法攝屬菩提

分。 

相住異剎那。變緣因。味作。計度動。有為因果。如是諸法攝屬

緣起。 

剎塵水弓大種。虛空雲。風地。日月星宿。時節樹籐種種。算數

神通。巧明技術。醫方相支分。演說決定。文字。如是諸法攝屬

於界。 

假立體性。蘊眾生。天。種族仙王。一闡提女男不男。如是諸法

攝屬蘊與眾。 

飲食媱欲。攝屬於食。 

心。身。根。攝屬於處。 

弟子師種姓三乘。比丘住持。如是諸法攝屬說者。 

後釋問牒兩偈。問偈為四十八偈有半。作二十聚讀之。多是問法

中之義。楞伽全部答此不多。至極要義約略談得。疑猶有文。

如法華涅槃華嚴都非全品。然廣讀他經可答此問者。不妨取用

也。 

計度。迷惑。────────────────────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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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土。化相。外道。無影次第。依魏譯──────────二聚 

佛子名解脫處縛解人。禪境界。三乘道。依宋譯──────三聚 

緣生。作能作。二俱異。(四句說)諸有起無色定滅盡定 

想滅。定覺。 ───────────────────四聚 

所作生。持身進去。見諸物。入諸地。 ─────────五聚 

佛子德。破三有處身生住處。神通自在。三昧心相。 ───六聚 

藏識意識。起諸見退諸見。性非性。唯心立相。無我無 

眾生隨俗。不起常斷見。佛外不違來世異部。性空剎 

那滅。胎藏起世不動。世間如幻夢乾城陽燄水月。菩 

提分覺分起。───────────────────七聚 

國士亂見諸有。知世法離文字如空花不生滅。──────八聚 

真如。度心。如虛空離分別。地次第得無影。二無我。 

所知淨。─────────────────────九聚 

聖智。戒眾。摩尼寶。語言。眾生。諸物。───────十聚 

伽他長行。道理解釋。───────────────十一聚 

飲食。愛欲。───────────────────十二聚 

轉輪王。諸小王。王守護。天眾。地日月星宿。────十三聚 

修行師。阿闍梨。弟子。如來。本生事。眾魔異學。──十四聚 

自性。心。假設。風雲。念智。籐樹。────────十五聚 

象馬獸捕取卑陋人。六時攝。一闡提。女男不男。修行 

進退瑜伽師。諸趣形色相。得富饒自在。釋迦甘蔗種。 

仙人苦行。佛現名色大眾圍繞。──────────十六聚 

食肉。斷肉。───────────────────十七聚 

國士日月形。須彌蓮花。德字師子。陀羅寶成。無垢日 

光。花果箜篌腰鼓。───────────────十八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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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佛色界成佛。持正法佛住正法住。悉檀諸見。毘尼 

比丘。佛子獨覺聲聞轉依。得無相得世通得出世心住 

七地。僧破僧。─────────────────十九聚 

為眾說醫方。迦葉等佛是我。不說唯心而說斷常我無我 

。仙人等滿男女林等中。─────────────二十聚 

牒偈有三十九偈。初十偈。牒其己問。而總答以唯心無 

境無次無相義。次九偈。詰其應問云何不問。(須彌巨 

悔日月。前但問相。此與身塵說量)後十八偈。又牒已 

問。而以最後二偈總答百八句是離諸見離言說之法。 

�後義。是聖智事離諸見言說。以無相為義。如經所言。唯 

願為說百八句差別所依聖智事自性法門。(卷二五左)如經 

所言。如先佛所說一。百八種句一一相相應遠離諸見過 

亦離於世俗言說所成法。(卷三十右)如經所言。次第令 

住一百八句無相法中。(卷三六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