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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ec 0:18] +852 6920 3636: "自性清淨心" (全名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是佛學的專有名詞，是學者把概念清晰

化，以作討論上有共許的名詞作溝通。 

[21 Dec 0:23] +852 6920 3636: "心性本淨" 的思想最初是在小乘部派佛教之大眾部，在《異部宗輪論》提出；另

外，分別說部在《舍利弗阿思曇》，亦復說心性本淨。 

[21 Dec 0:27] +852 6920 3636: 當時之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與犢子部)認為心性本淨之說是不了義(未完全究竟圓

滿的學說)。 

[21 Dec 0:33] +852 6920 3636: 後來經大乘佛教之發展，(詳見昨日所寫之"如來藏思想之歷程”)，之後，"自性清

淨心" 之核心概念得以確定下來，成為真常心佛學之中心思想。 

[21 Dec 0:46] +852 6920 3636: 大乘佛教如何把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思想一步一步開展？如何把先前”心性本淨"

是不了義，然後發展成了義(圓滿的學說)之自性清淨心？ 

[21 Dec 13:27] +852 9422 8226: 有機會希望老師領導禪修 

 

[21 Dec 13:31] 何濼生教授: 謝謝 

[21 Dec 17:54] +852 9422 8226: 趁此佳節，感恩老師們一直以來耐心教導，同學們無私護持。也感恩一年到晚替

我們服務的智度會義工，也特別感謝今晚因為要服務我們而未能回家過冬的警察、消防員、大廈護衛員、的士大哥...... 

[22 Dec 0:20] +852 6920 3636: 大乘佛教如何把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的思想一步一步開展？如何把先前”心性本淨"

是不了義，然後發展成了義(圓滿的學說)之自性清淨心？ 

[22 Dec 0:20]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最重要的思想特色是什麼？ 

[22 Dec 0:22]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最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以"如來藏”這概念作為成佛的根據。 

[22 Dec 0:31] +852 6920 3636: "如來”即是佛，佛是如此地來，不生不滅，不增不減，而又如此地去。"如來藏”即

是佛藏: 佛性在胎藏(潛藏)的狀態。所以"如來藏”即是佛性。"眾生皆有如來藏”即是眾生皆有佛性: 這佛性在潛藏的

狀態。故此眾生皆有成佛的潛能，由此而支持眾生皆可成佛的公平性。 

[22 Dec 0:48]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的本性清淨。以清淨無染的主體生命作為根據，由此而成就清淨無染的圓

滿佛境界，於存在價值上具備一致性(淨生淨)。故此在邏輯上更具一致性。清淨的潛能純淨地展現清淨的主體生命

(成佛)，如此更合理，更有力，更有用。 唯識宗之”轉識成智"是"染生淨”(亦即"染轉淨)”的模式。問題在於污染的主

體生命如何能保証，如何能推動，如何能純淨地、有力地走上清淨的境界？末那識之自我意識之自我障蔽性，所表

現出的是有心無力之無奈性。 

[22 Dec 0:54] +852 6920 3636: 唯識宗是轉污染的識而成清淨的智。如來藏即是起現清淨的心，由潛藏狀態轉成

實現狀態: 佛性潛藏時，在隱的狀態，名為"如來藏”；佛性生起後，在顯的狀態，名為"法身”。 

[22 Dec 0:59] +852 6920 3636: 為何眾生要成佛，成就清淨的生命？如來藏學說的回答: 因為眾生本來是佛，本

性原本就是清淨的生命。成佛只是回復本來狀態(清淨無染)。眾生本來是佛，而不是眾生刻意要去成佛。 

[22 Dec 1:10] +852 6920 3636: 既然眾生本來是佛，為何現實上大多數眾生不是佛？  答: 眾生本來具有成佛的潛

能，原則上眾生皆可成佛，此佛性仍在潛能的狀態，在如來藏之胎藏狀態(名之為"正因佛性”)，需要保育之，長養

之，使之成長，需要實踐修行(名之為"緣因佛性”)，需要智慧增長(名之為"了因佛性”)。”三因佛性"(正因，緣因，了

因)合起來，才能成為成佛之必要和充足條件。 

[22 Dec 1:13] +852 6920 3636: 以上先把如來藏思想之精華精簡扼要陳述出來，之後，依經論再作內容上內開展。 

[23 Dec 0:52]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經》是最早的大乘經建立"如來藏”這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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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ec 0:52] +852 6920 3636: 如何得知？ 

[23 Dec 0:57] +852 6920 3636: 在佛學中，凡是新觀念的建立，必定是重重覆覆，用不同的譬喻，反覆敍說同一

個觀點。因為是新思想，前所未聞，或前所罕聞，便需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說明這一個新思想。 

[23 Dec 1:10]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經》說明"如來藏”這觀念，用了種種譬喻，來引薦”如來藏"這個核心概

念。         經中用了: 如來眼，如來身，淳蜜，粳糧，真金寶，珍寶藏，大法寶藏，菴羅果，真金像，貴子，聖王，

轉輪王，來比喻如來藏之自性清淨、常無染污、常住不變、安穩常住、內實不毀壞、淨一切智、珍貴、常在不變易、

清涼無熱、如來性不動、自身皆有佛性、甚深微妙之性質。 

[23 Dec 1:18]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經》於此確立如來藏之價值性是清淨無染，在存有論上具備恒存性，再

加上眾生皆有如來藏佛性之公平性，便能說明並先驗地肯定眾生皆可成佛之保証性。 

[23 Dec 1:33] +852 6920 3636: 眾生皆有"如來藏”佛性，悉有成佛的潛能，全有成佛的根據。為何未是佛？         因

為在現實世界中，此清淨之佛性、此成佛之潛能處於潛藏的狀態，被諸煩惱覆沒，受貪欲恚痴所累，猶如穢花纒，

又如被無數群蜂圍著淳蜜，結使勞塵纒，又如糠糟覆蓋粳糧，真金像穩沒於淤泥中，耽惑於五欲而生死輪轉，受苦

無量，正如菴羅(清淨)果藏於無明殼內，即如惡業煩惱纒。這是主體生命之現實性。 

[23 Dec 1:44] +852 6920 3636: 故此，雖然具有清淨無染之成佛潛能，還需要有顯現佛性之條件: 去除現實上之

煩惱，清除萎花，除滅塵勞，去除糠糟，開如來藏，令得智寶藏，信勤方便行，去穢現真緣，勤淨除斷，精進滅眾

過惡，以金剛慧搥破煩惱。    簡言之，通過實踐修行和增長智慧，來破除煩惱之纒繞，如來藏此潛藏之清淨佛性，

便會起現成圓滿的真理生命(法身)。 

[23 Dec 1:54]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潛藏之佛性，經過實踐修行和增長智慧後，起現了佛性，生命的狀態呈現

出 : 清淨無染，德相備足，淨一切智，開佛無量知見，成最正覺道，亦成無上道，三昧具足，現淨佛智，金色晃

耀，得息清涼，相好畫然顯，眾相具足。這就是如來藏佛性顯現之圓滿生命形態。 

[23 Dec 1:55] +852 6920 3636: 以上是《如來藏經》之中心思想。 

[24 Dec 0:29] +852 6920 3636: 現說明《不增不減經》之中心思想。 

[24 Dec 0:37]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經》是開創性地描述"如來藏”這核心觀念: 表明自性清淨，佛性在潛藏狀

態，需要實踐修行和增長智慧把如來藏這潛能顯現，成就圓滿的生命形態(法身)。       《如來藏經》主要是以敘述

式及譬喻式來作概說。 

[24 Dec 0:39] +852 6920 3636: 進深一步，作內容上的開展，以論證來解說，則是《不增不減經》。 

[24 Dec 0:47] +852 6920 3636: 唯識宗探取經驗之入路，觀察及歸納而作出現實上的分類，故有"五種姓”之說(注

意: 是"種姓”，而不是"種性”，因為與印度由人種姓氏建立不同的階層 caste system)。"五種姓”是佛種姓，菩薩種

姓，緣覺種姓，聲聞種姓，無種姓。 

[24 Dec 1:02] +852 6920 3636: "無種姓”即是無佛種姓: 沒有成佛的性質。故此在論證”眾生皆可成佛”，變得有難

度。雖然是有難度，但也可以拆解。因為說”無種姓"是經驗現實之觀察報告，此是從”行佛性"(實踐修行)之角度來描

述；若然從”理佛性"而言，從道理上而說，末那識和阿賴耶均具備”無記"之可變性而可變好，因有(三世輪廻)無量世

之無限機會，邏輯上便可最終都能保證”眾生皆可成佛"。 

[24 Dec 1:12] +852 6920 3636: 上述唯識宗之主體具有可變性(變好)及邏輯上有可能成佛，只是一個形式的說法，

因為眾生可以變好，亦可變壤，故此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根據來支持(詳細論証，請看之前之分析)。         ”如來藏

佛性"之提出，自性清淨及具備恒存之超越性，便是如來藏學說之關鍵性特質，需作論說而證立之。 

[24 Dec 1:13] +852 6920 3636: 更正: 亦可變"壞” 

[24 Dec 1:18]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經》從心性本淨而說自性清淨，此是簡單易明。進一步而論說”如來藏"

具備恒存之超越性，則是《不增不減經》之開展。 

[24 Dec 1:27] +852 6920 3636: 《不增不減經》建構了"眾生界”此核心觀念來解說佛性。”界"字，梵文 dhtua，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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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界和果界兩地義。故此從”因界"義而言，眾生界即是如來藏，是因地之成佛之根據；另從”果界"義而說，眾生界

即是法身，是果地之成佛之體態。 

[24 Dec 1:36] +852 6920 3636: 總言之，眾生界之佛性(如來藏與法身)具有不增不減的超越性。天生而有，先於

經驗(a priori)而有，是故無所謂增加，此是"不增”；落入經驗界，不因後天而會有所減少，此是"不減”。所以是恒存。

由此而証立如來藏佛性之超越性和恒存性。 

[24 Dec 1:38] +852 6920 3636: 如何由《不增不減經》去到《勝鬘經》之"空不空如來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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