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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c 0:27] +852 6920 3636: 成佛需要具備強而有力的根據。成佛論需要有積極之上進性，以確保眾生皆可成

佛。 

[18 Dec 0:33] +852 6920 3636: 轉識成智之四重主體觀之成佛論，其主導性主體(末那識)具"有覆”之障礙性，故此

在轉識成智之路上，卻是上進無力，不具強而有力之積極性。 

[18 Dec 0:38] +852 6920 3636: 再從成佛根據之動力因來說，依據染淨和合的倉庫(阿賴耶識)，具雜染性的成佛

根據不能作為強而有力之動力因。 

[18 Dec 0:42] +852 6920 3636: 唯識宗是經驗的入路，從而觀察、歸納，看出自我在現實上之無奈性，困難重重

來障蔽自我走成佛之路。 

[18 Dec 0:44] +852 6920 3636: 就是因為有以上的困難，故此由唯識宗系統轉至如來藏思想。 

[18 Dec 0:50] +852 6920 3636: 1.由唯識宗之經驗的入路改為如來藏思想之超越的入路。直下肯定眾生皆有佛性，

以此先天的、天生而有的、眾生皆有的如來藏佛性，作為成佛之根據，以確立眾生皆可成佛之必然性、普遍性及公

平性。 

[18 Dec 0:56] +852 6920 3636: 2.由唯識宗具雜染性的成佛根據(阿賴耶識倉庫)，改為以清淨無染的如來藏作為純

淨的成佛根據，以作強而有力之動力因。 

[18 Dec 1:02] +852 6920 3636: 3.不以"識”(有覆、有障礙性的主體)來作主宰，來作決定選取走上成佛之路；而改

以"心”(清淨的主體)來作主導的角色，更能保證成佛之上進積極性。 

[18 Dec 1:22] +852 6920 3636: "識”的梵文是 vijnana。vi是區分、分別(to divid，to discriminate)；jna是了解，

知道(to know，to understand )。即是"了別”的意思，也就是了解、分別。然而 vi 之區分、分別，jna之知道及明

白，了了分明，知道有不同，便有相對(X與-X)，由相對而有對立，而有對抗，而有抗爭，而有戰爭之煩惱禍害。

煩惱禍害之根源就是來自"識”之本質活動功能:了解分別而有污染性。故此，識之本質是污染的，不能依靠此污染主

體作為主導的角色來走成佛之路。由此需改由清淨無染的”心"來作主導性主體的角色，來走成佛之路。 

[18 Dec 1:38] +852 6920 3636: 4.如來藏思想就是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來作為純淨的根據，更能強而有力作為成

佛的動力因，更具主動積極性。 

[18 Dec 1:41] +886 958 604 609: 感恩老師祥細解說分享 

[18 Dec 9:02] 甘耀權: 有説阿頼耶識與如來藏是 modeA mode B 一體的兩面，然否？ 

[18 Dec 9:36] 黃堅強: 唯識從人的認知機能作為說法的起步點，以「識」貫穿上下，與印度人分析性的頭腦十分

契合。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言心，「心」的概念在中國先秦已具。 

 

欲問，「如來藏自性清淨心」這說法是誰最早提出來？「心」這觀念在印度早已有之，還是佛學傳入中國，經歷文

化激盪後的結果？ 

[18 Dec 10:09] 甘耀權: 將心説為佛智便會混亂了 

[18 Dec 10:41] +852 9608 3540: 感恩老師解說但怎樣才能改由心作主導？不受識的牽制？日常生活工作謀生都

要靠識才可生存。也是所謂工具理性？現代教育的根基。 

[18 Dec 10:51] +852 9840 0983: 這個論壇互動得很好，令我們學到較深層的思考。 

[18 Dec 10:56] 甘耀權: 轉識成智指的就是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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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c 12:01] +852 6920 3636: 補充"法”的意思:  "法”  ，梵文是 dharma，音譯達摩、達磨。 依我研究之心得，

佛學中，”法"字有不同的語用(meaning in use):1.佛法之"法”，真理義。2.法門之"法”，方法義。3.色聲香味觸法之"

法”，語言、概念義。4.有為法之"法”和法相之"法”，經驗事物義(例如，蘋果)。5.無為法之"法”，抽象事物義(例如，

數)。6.因明學之有法與"法”，此"法”是謂詞義。7.一切法之"法”，此”法"可以是具體之現象和抽象的事物(例如:時、

空、數)之總稱。8.人空與法空之"法”，此"法”是客體義(人空之"人”是主體義)。 

[19 Dec 0:21]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思想怎樣來的？ 

[19 Dec 0:31] +852 6920 3636: 最早的是《如來藏經》(大方等如來藏經)，用了 11種譬喻來說明"如來藏”這觀念。

表明眾生皆有如來藏佛性，用以確立成佛之根據，証立成佛之公平性、必然性及普遍性。 

[19 Dec 0:43] +852 6920 3636: 跟著是《不增不減經》，提出 : 眾生界即是如來藏，如來藏即是法身。如此，把

佛性隱顯之不同形態展現出來。表明眾生之佛性乃不增不減，是故佛性具備超越性、先天性、恒存性，進一步確立

眾生皆可成佛之公平原則。 

[19 Dec 0:52] +852 6920 3636: 然後《勝鬘夫人經》提出"空如來藏”，把污染有垢的煩惱空掉；另外以”不空如來

藏"確立恒有不變之佛法和法身。 於此經中，問了一個經典的問題:如來藏若是自性清淨，何以純淨的心會起染污

之煩惱？ 佛只回答:難可了知！ 

[19 Dec 1:19] +852 6920 3636: 《楞伽經》則提出”如來藏藏識"來回答淨心何以會生起染垢之煩惱。《楞伽經》是

以”如來藏"作為善因(清淨心作成佛根據)；另以"藏識”(阿賴識)作為不善因，以此來解釋染垢煩惱的來源。這其實是

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思想涵攝唯識宗之八識系統。   如來藏思想在污染之"識”之主體生命之上，超越地設定了有

一自性清淨之心，作為主導性主體，自作主宰而起現清淨無染之自性(成佛)。使成佛更具稹極性、上進性及強而有

力之保証性。 

[19 Dec 1:27]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則是中國化的《楞伽經》思想，以”一心開二門"再次解說淨心何

以生起染垢之煩惱。一心可開出生滅門(煩惱世界)，亦可開出真如門(清淨世界)。然後由覺性作超越的根據，以保

證生命上進之必然性，所以有"六覺論”:本覺，不覺，始覺，隨分覺，究竟覺，相似覺。 

[19 Dec 1:28] +852 6920 3636: 先展重點，後詳。 

[19 Dec 1:28] +852 6920 3636: 解說後，上述問題自明。 

[20 Dec 0:15]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思想之歷程 

[20 Dec 0:21] +852 6920 3636: 早期唯識宗:無著所寫的《攝大乘論》，是開創唯識宗的早期論書，提出的是九識:

在第八識阿賴耶識之上添加第九識庵摩羅識(清淨識)，以此清淨無染之識作為成佛的根據。 

[20 Dec 0:27] +852 6920 3636: 以清淨無染之識(庵摩羅識)作為成佛的根據，與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同樣是以清淨

的主體，作為成佛的根據，為何在正統的、成熟的唯識宗思想(世親之《唯識三十頌》)，把第九識刪除，只有八識？ 

[20 Dec 0:32] +852 6920 3636: 依我之見，從梵文 vijnana之語理分析，凡是識都是了別義: 了解分別世界而執著

之，由此而構成對立，走上歧視及斗爭之路，令至生命煩惱盈盈。簡言之，煩惱有染是識的本質。 

[20 Dec 0:43] +852 6920 3636: "庵摩羅”是清淨義，"識”是污染有垢義。合起來而言"庵摩羅識”，便是”清淨的、污

染有垢的"主體。(清淨的污染？污染的清淨？不通！)故此，"庵摩羅識”這個複合詞本身是個自相矛盾的觀念，不能

成立，故被揚棄。 

[20 Dec 0:49] +852 6920 3636: 晚期的唯識宗是”地論宗"思想。"地論”是研究《華嚴經》中之《十地經》作為獨立

之論書；自成宗派而名”地論宗"。 

[20 Dec 1:02] +852 6920 3636: 地論宗分為南北兩道。南道地論師知道不可添加第九識清淨識(庵摩羅識)，故只

言八識，索性把第八識阿賴耶識視為清淨無染之識。可是，這樣只是重蹈覆轍，與第九識的問一樣:阿賴耶識是污

染有垢的(潛藏煩惱的有漏種子)。故此"清淨的阿賴耶識”此觀念，在語意上也是自相矛盾，不能成立。最後南道地

論師之思想與如來藏思想融合，再無獨立的南道地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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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ec 1:06] +852 6920 3636: 北道地論師堅守第八識是污染有垢的，保留正統唯識宗的主張。故此最終走回世

親之成熟唯識宗思想，與之融合，再無獨立的北道地論師。 

[20 Dec 1:18] +852 6920 3636: 上述之思想歷程，表現了由唯識思想走上如來藏學說之奮鬥過程:明白到不能以污

染有垢的主體(識)作為成佛的根據，故此需要在第八識以上加一個清淨無染的主體，可是創始者無著加的是第九識

(庵摩羅識)這個自相矛盾的觀念，此路當然不通；另一條路是不加第九識，索性強把第八識(阿賴耶識)視作清淨無

染，結果都是一樣，重蹈覆轍，自相矛盾。 

[20 Dec 1:23]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思想便是順此思路而來:不以污染之主體(識)作為成佛的根據，而要另行確

立清淨的主體，故此改為以”自性清淨心"(不以”識")作為成佛的根據。 

[20 Dec 9:32] 黃堅強: "自性清淨心" 是誰，在何經首先提出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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