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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教育基金會—課程綱要    講授者：熊琬老師 

2011.12.12 

唯識的認識與修證哲學---境、行、果 每週一 19：30~21：00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教教教教材材材材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    

一、百法明門論表解． 
八識規矩頌講記． 
唯識三十頌講記 

 
于凌波居士 

 
佛陀教育基金會 2011.10 

二、大乘百法明門論研究 簡金武 佛陀教育基金會 2006/5 

三、唯識新裁擷彙 唐大圓 佛陀教育基金會  

 

參考書參考書參考書參考書 :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 

1.唯識名詞白話新解 于淩波 佛陀教育基金會 2009/4 

2.唯識研究 周叔迦居士 大乘印精舍  

3.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法舫法師 天華出版社  

4.相宗十講 慈航法師 天華出版社  

5.唯識三頌講話 慈航法師 汐止靜修禪院  

6.唯識學綱要 于凌波 東大書局  

7.唯識要義(又名唯識讀本) 楊白衣   文津出版  

9.唯識學概論   韓廷傑   文津出版社  

10.唯識學探源 印順法師 正聞出版社  

11.唯識學概論 張曼濤主編 大乘文化社  

12.唯識學今論 張曼濤主編 大乘文化社  

13.唯識學的發展與傳承            張曼濤主編  大乘文化社  

14.唯識開蒙  元  雲峰集 佛陀教育基金會 2008/7 

15.相宗綱要正續合編 梅光羲 佛陀教育基金會 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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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類課程分類課程分類課程分類 佛教基本課程佛教基本課程佛教基本課程佛教基本課程  

 
宗旨 
與 

目標 

甲、宗旨與目標： 
宗旨：自來佛教所謂「性相兩宗」，或「空有兩宗」，二者相

輔相成未可分割。何謂「相宗」、「有宗」？理解其思想、理

念是佛法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目標：從「相宗」出發，建立了隱固的佛學基礎，進而旁通

他宗，則是事半功倍。唯識學是佛學之基礎，它是佛教兩大

支（空、有兩宗）之一的「相宗(有宗)」。 
近代太虛大師（法相唯識、法性空慧、法界圓覺）及印順法

師（虛妄唯識、性空唯名、真常唯心）都列為佛教三系之一。

故是研討佛教所不可或缺三足鼎立之重要一環。總之，唯識

學是傳統所謂「空、有兩宗」之一。亦是現代佛學三系之一。

代表不同的思維方式，也是佛教的基礎學問。學習唯識，即

是奠定了佛法堅實隱固的理論基礎。 
本學期課程擬先從唯識學的歷史與意義介紹，而以唯識

思想為核心研討對象。就法相宗而論，宜先從《百法明門論》，

作為入門之基礎。進而《八識規矩頌》，而《唯識三十頌》，

而《成唯識論》，再次則《瑜伽師教論》等，皆可階而登也。 

唯識的 
歷史 
與 

意義 

 

乙、唯識的歷史與意義 
(一)、從印度到中國的唯識學：印度大乘佛教，以中觀與瑜伽為

二大宗派，亦有以空、有二宗稱之者。空宗以形上學為主，

有宗以現象萬有為主。空宗是產生在佛滅後六百年頃，有龍

樹菩薩出因鑒於當時外道以「我法實有」與小乘以「我空法

有」等偏執，於是造《中觀論》等，揭示「緣起性空」之義

以破斥之。而有「中觀學派」的流衍。但此派流傳久遠，其

末流乃成為「惡取空」，即所謂「沈空滯寂」是也。於是在佛

滅後九百年頃，無著、世親出世，吸納部派如經量部、一切

有部等之精華，又針對惡取空之敝而矯正之，而有「瑜伽行

派」之產生。此派依據《瑜伽師地論》及《解深密經》，而無

著有《攝大乘論》、《阿毗達磨集論》等，世親有《百法明門

論》、《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論》等的著作。 
流傳在漢地的舊唯識學，有攝論宗（立第九識阿摩羅識為淨，

第八識及染淨合）與地論宗（北道以賴耶為無明、南道以賴耶

為淨識）。及至玄奘得自護法之傳人戒賢而將其學傳來中士，

由窺基法師接受其教，而發揚光大之；是為「新唯識學」。隋

唐時代的法相宗於焉完成。其經典以《唯識三十論》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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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唯識論》乃是詮釋《唯識三十論》而成的。玄奘大師因

窺師之請，糅合十大論師（護法、德慧、安慧、難陀、火辨等，

主要乃依據護法之說，即屬護法系之著作。）之說而成具有代

表性的唯識著作--在隋唐佛教大乘八宗（性、相、台、賢、禪、
淨、律、密）為法相唯識宗，而在華嚴宗五教（小、始、終、

頓、圓）中以法相宗為「相始教」，至四種緣起（業感緣起、

賴耶緣起、如來藏緣起、法界緣起）中，屬「賴耶緣起」。 
(二)、唯識的衰微與復興：自唐武宗以及五代周世宗二次滅佛法

難後，唯識宗因經典喪失之故，隨之衰微。近代復興中國佛

教之父楊文會(字仁)赴英倫時結識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雄，
交契頗深。因互相交換中、日佛教經典。其中有不少法相宗

文獻，經由太虛大師、歐陽竟旡等繼續大力倡導與推動，而

復興發揚了法相宗1。太虛大師力主八宗並弘外，將漢傳佛教

分為法相唯識、法性空慧、法界圓覺三大系。印順法師名目

略加更動而有虛妄唯識、性空唯名、真常唯心三大系。 
(三)、唯識學的歷史意義：從以上唯識學自來由性相兩宗，有宗

與空宗對立。在印度佛教中，可說由世親的《俱舍論》集部

派佛教（主要是有部與經部）之大成，唯識又代表有宗，以

挽救空宗(中觀) 末流之弊病。至屬隋唐為八大宗之一，華嚴
宗收納在四緣起之一。現代革新中國佛教的太虛大師又將佛

教分為三大系，唯識屬其中的「法相唯識」（虛妄唯識）。自

清末民初，歐風東漸，歐陽竟旡等又借唯識以與歐美風靡一

世的哲學相對抗，足見唯識學地位的日益受到重視。 
(四)、就藏密而言：藏密無論在語言、文字以至教理上，與印度

佛教無不有著密切的關連，西藏密宗思想都不出中觀（包括

應承派、自續派）、唯識以至大中觀（如來藏）而已。這正與

太虛大師的三系分類相合。 
（五）、唯識經典： 
唯識者，以《解深密經》為本經，以《瑜伽師地論》為本論。

及但不外闡明「萬法唯識」、「唯識無境」之理。其學博大精

深，結構完整，系統嚴密，殆罕其比。 
法相唯識學固以六經（1.華嚴經（佛陀跋陀羅、實叉難陀兩譯
本），2.解深密經（菩提流支、玄奘兩譯本），3.如來出現功德
莊嚴經（未傳譯），4.大乘阿毘達磨經（未傳譯），5.楞伽經（求

                                                 
1 歐陽先生創設支那內學院，專研法相，著有《唯識抉擇談》等。其弟子有王恩洋（著有《八識規
矩頌釋》）、湯用彤、黃懺華、熊十力等。另有梅光羲（著有《相宗綱要》等），北方有韓清淨（著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等）唐大圓（著有《唯識研究述要》等）。時有「南歐北韓」之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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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跋陀羅、菩提流支、實叉難陀三譯本），6.厚嚴經（未傳譯，
一說為日照譯之大乘密嚴經）。）、十一論（1.瑜伽師地論（玄
奘譯），2.顯揚聖教論（玄奘譯），3.大乘莊嚴經論（波羅頗蜜
多羅譯），4.集量論（真諦、義淨兩譯本，今已失傳），5.攝大
乘論（佛陀扇多、真諦、玄奘三譯本），6.十地經論（菩提流
支譯），7.觀所緣緣論（玄奘譯），8.阿毘達磨集論（玄奘譯），
9.二十唯識論（菩提流支、真諦、玄奘三譯本），10.辯中邊論
（真諦、玄奘兩譯本），11.分別瑜伽論（未傳譯）。 
但法相宗在我國之主要理論依據被認為係六經十一論以外之

成唯識論為依據。自唐代法相宗，則是以《唯識三十頌》為

本，所謂高樹法幢，以三十頌六百言闡述大乘法相之妙趣。

其後，護法、安慧等諸論師各為三十頌作注，玄奘以護法學

說為主，合糅諸論師之作，而譯成「成唯識論」十卷。其注

釋書甚多，如窺基之《成唯識論述記二十卷》、《成唯識論掌

中樞要四卷》、《成唯識論別抄十卷》，慧沼有《成唯識論了義

燈十三卷》，智周有《成唯識論演祕十四卷》等不下三十種。 
《唯識三十頌》之內容架構：境（唯識性與唯識相）、行（轉

識成智）、果（五位：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究

竟位）。 
其他，如《唯識二十頌》則是破斥小乘、外道。《百法明門論》

則略陳名數。 
全書係就諸法而略分為五位百法，即：(一)心法，有眼識等八
種。(二)心所有法，立偏行等六種分位，即：(1)偏行，有作意
等五種。(2)別境，為有欲等五種。(3)善，有信等十一種。(4)
煩惱，有貪等六種。(5)隨煩惱，有忿等二十種。(6)不定，有
睡眠等四種。(三)色法，有眼等十一種。(四)心不相應行法，
有得等二十四種。(五)無為法，有虛空無為等六種。本論有「如
世尊言，一切法無我」之語，乃說明一切法即五位百法，次

列舉補特伽羅無我及法無我，而闡述一切法無我之理，以為

本論之主要旨趣。蓋俱舍立「七十五法」之說，而僅論及補

特伽羅無我之理，是猶妄計心外有實法；唯識則闡明百法皆

不離識、實我本空，故一一之法亦非實法，是為唯識證理之

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