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月 1日 至 24日 

[1Jan 0:17] +852 6920 3636: 由阿賴耶緣起到如來藏緣起 

[1Jan 0:18] +852 6920 3636: 唯識宗系統是阿賴耶緣起。如來藏系統是如來藏緣起。 

[1Jan 0:29] +852 6920 3636: 阿賴耶識是種子識，庫藏著一切潛能，以支持前七識之經驗主體起現活動。前七識

以阿賴耶識這個潛能作為根據。故此，相對於經驗主體來說，阿賴耶識是個潛能主體。由此而可解釋現實上不同個

體的獨特性(individuality)。 

[1Jan 0:33] +852 6920 3636: 李白天生詩才橫溢，即是在阿賴耶識之中庫藏了豐富的作詩潛能(本有種子，由過去

生命階段帶來現世)，故成詩仙。 

[1Jan 0:42] +852 6920 3636: 杜甫後天努力奮鬥，開發及培育詩才，即是由不停的"現行”(在現實生起行為活動)

而新獲豐富的作詩潛能，儲存於藏識之內，名之為”新熏種子"，由現世之生命階段自決地實踐而獲得。故成詩聖。 

[1Jan 0:49] +852 6920 3636: 阿賴耶識擁有一切潛能(種子)，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種子。前世帶來今生是”本有種

子"(即是天賦)。今世努力培育得來的是”新熏種子"。 

[1Jan 0:52] +852 6920 3636: 種子是潛能的狀態，如何可以起現？就是需要”緣起": 需要因緣具足才能生起而成現

行(現實行為及現象)。 

[1Jan 0:59] +852 6920 3636: 具體地說，種子需要依從六條運作規則，才能由潛能轉化成現行，唯識宗名之為”

種子六義"。於是乎便可因緣具足而緣起。阿賴耶識是種子識，種子需緣而起，亦即是阿賴耶識需緣而起。全名是”

阿賴耶識緣起"，簡稱”賴耶緣起"。 

[1Jan 1:00] +852 6920 3636: 如何是種子六義？又如何由阿賴耶緣起到如來藏緣起 

[1Jan 1:24] 甘耀權: 禪定亦可以找出潛藏的種子？ 

[2Jan 0:33] +852 6920 3636: 如何是阿賴耶緣起與種子六義？又如何由阿賴耶緣起到如來藏緣起？ 

[2Jan 0:39] +852 6920 3636: 阿賴耶的具體內容就是種子(潛能)。種子由潛能狀態轉化成現實形態，不會無緣無

故自己起現，而需要依從六條運作規則，才能因緣具足而起現。這就是"種子六義”。 

[2Jan 0:44] +852 6920 3636: 唯識宗嚴格遵守佛教無常(無不變之本體)的基本立場，故此首先確定由潛能起現而

成之現象乃是"剎那滅”，而不是永恒不變的現象。"剎那滅”用以契合佛教之無常義。 

[2Jan 1:02] +852 6920 3636: 唯識宗嚴守佛教主體觀念論(而非實在論)的立場，故此以主體之六根六識(眼耳鼻舌

身意)作為”緣"(條件)而能起現六境之"現行”(現實上之色聲香味觸法)之生起，不會是無因無果，而是"果俱有”: 即是

肯定了經驗主體作為"因”之存在，與此同時，果已經是確定俱有了。簡言之，有因必有果。"果俱有”用以肯定佛教

之主體觀念論而有主體與客境相交，由此成就主客相交之因果性。 

[2Jan 1:12] +852 6920 3636: 由於種子由潛能轉化成現象，此因與果其實只是隱與顯之不同形態。故此，由種子

轉成現行，亦即由因轉成果，具備存在上之連貫性，現行之果永恒地隨著種子之因而轉現出來，這就是”恒隨轉"。”

恒隨轉"用以確立種子(潛能)與現行(現象)在存在上之連貫性，亦即肯定因果存在之必然性。 

[2Jan 1:27] +852 6920 3636: 如是因，則如是果。不同種子有不同的性質 :有善性，惡性，無記性(即”中性")。種

善因，生善果。種惡因，生惡果。種子之轉化成現行，亦依從善惡之價值性，這就是”性決定"。"性決定"用以確立

緣起之價值性質，亦即因果原則具備價值一致性。 

[2Jan 1:33] +852 6920 3636: 種子由潛能生起成而現象，不會是自生，而是緣生，需依待眾緣和合而生起，這就

是"待眾緣”，也是最基本的佛教共法。"待眾緣”用以契合佛教之創發性之緣起觀念。 

[2Jan 1:39] +852 6920 3636: 經驗世界千差萬別，有花鳥蟲魚之不同物種。菊花種生菊花，蘭花生蘭花。物種各

之引起自己的品種而成為由種子轉現出來的成果，這就是"引自果”。"引自果”確定物種存在之一致性。 

[2Jan 1:43] +852 6920 3636: 賴耶緣起就是透過"種子六義”此運作規則而把種子由潛能起現成現象。這就是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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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之具體操作情況。 

[2Jan 1:43] +852 6920 3636: 又如何由賴耶緣起到如來藏緣起？ 

[2Jan 1:58] 文: 謝謝老師  

[2Jan 1:59] 文: 想請問老師，為什麼我們人對同一物件，但會生起不同的識？ 

這是我們第六識的分別起作用嗎？ 

[3Jan 0:35] +852 6920 3636: 一件物體的存在是”境"，由主體之前五根和五識(眼耳鼻舌身)進行攝取五境(色節香

味觸)之感覺素材(sense data )。不同的主體因應不同的根識狀況，所攝取的感覺素材已有不同。正所謂年紀大，

機器壞；人老了，眼又聾，耳又矇。由此而言，雖是同一物件，年輕人和年老人的前五識已會生起不同的攝取外在

之存在世界而生起不同的感覺和印象。 

[3Jan 0:54] +852 6920 3636: 前五根和識是主體和客體相交的通道/入口(所以又名”五入")，相交接之後便提供經

驗素材給第六識(意識)此認知主體進行了解分別。前五根識依據自身的具體狀況(年齡、健康等)而攝取及提供五境

之經驗素材給予第六識。認知主體(意識)得到什麼經驗素材(對世界的情報)，便得到什麼的認知。例如，以前年輕

時，眼界好，遠遠都看到駛來的巴士是幾號路線；現在年老了，眼花了，只可以近近才看到有輛巴士駛來。不單只

同一物件令至生起不同的認知；甚至同一個人(不同年齡)，亦可對同一物件而生起不同的認知。 

[3Jan 1:00] +852 6920 3636: 上述是從生物性、物質性的主體條件(前五根)的存在狀況來作解釋同一物件而有不

同的認知。進一步來說，亦可從主體之主觀心靈來了解，提升至第七識(末那識)這個心理主體來解釋。 

[3Jan 1:06] +852 6920 3636: 第七識末那識是自我意識，是性格主體。所以眾生有不同的性格: 有人較開朗，亦

有人較狐疑；有人較坦直，也有人較抑鬱；有人較積極，又有人較消極。 

[3Jan 1:14] +852 6920 3636: 面對相同的事實，因性格和心理不同，便會生起不同的認識。當年鞋厰派兩個推銷

員去到非洲，發現相同的事實: 非洲人是不穿鞋的。性格消極的推銷員便覺得沒有市場，沒生意可做；性格積極的

推銷員便覺得這是個無限的市場，荒蕪之地任開創。同一事實，因性格主體的心理不同而生起不同的認知。 

[3Jan 1:17] +852 6920 3636: 為何性格不同？此乃因為先天之本有種子(潛能)和後天之新熏種子之不同(儲存於第

八識阿賴耶識這個倉庫之中)。 

[3Jan 8:00] 黃堅強: 🏼 🏼  

性格自我 的提出很有意思。 

中國人有云：「三歲定八十。」 

又說「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正好對應了性格的先天與後天各有的影響。 

[5Jan 0:22] +852 6920 3636: 如何是阿賴耶緣起？又如何由阿賴耶緣起到如來藏緣起？ 

[5Jan 0:25] +852 6920 3636: 阿賴耶識隨緣起現一切法，此即”賴耶緣起"之說。 

[5Jan 0:30] +852 6920 3636: 以阿賴耶識起緣之說為主，而以清淨自性為客之說法，此是唯識宗系統。為何清淨

自性為客？ 因為在阿賴耶識之中，有漏之煩惱種子佔主導性，而無漏之清淨種子屬於寄存之客居角色。 

[5Jan 0:37] +852 6920 3636: 《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是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之系統收攝賴耶緣起之說，將阿賴

耶識統攝於自性清淨心，此是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為主，以虛妄有染之阿賴耶識為客，如此形態，乃是如來藏真常

心系統。 

[5Jan 0:42] +852 6920 3636: 故此，以”如來藏藏識"之概念來涵攝”賴耶緣起"學說，此名之為"如來藏緣起”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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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可將真常心系統(如來藏)與虛妄心系統(唯識宗)分別開來。 

[5Jan 0:45] +852 6920 3636: 真常心系統雖名為"如來藏緣起”，但是，真正來說，不是"如來藏”直接緣起，而是透

過"藏識”(阿賴耶識)來作緣起。 

[5Jan 20:44] 黃堅強: 緣起即涉因果，如來藏不涉緣起，亦即不在因果之中，對嗎？ 

[5Jan 23:59] +852 6920 3636: 不對 

[6Jan 1:56] +852 6920 3636: 何謂”緣起"'？因緣和合而生起存在，名之為”緣起"。”因"是主要條件(例如:開成菊花

之種子)，”緣"是輔助條件(例如:陽光、水份、空氣、肥料、溫度等)。”因"加”緣"合起來是"因緣”，亦即是統稱之為"

原因”。有"原因”便有"結果”(有因必有果)。"緣起”之"緣”是"因"，”起"是”果"。"緣起”即是因果。 

[6Jan 1:57] +852 6920 3636: 緣起即還因果，如來藏不直接緣起，不等如不在因果之中。 

[6Jan 2:02] +852 6920 3636: 如來藏(佛性)乃成佛之因(成佛之根據)，由實踐修行把潛能狀態之佛性轉變成現實形

態(而成法身這個結果)。故此，如來藏是因，法身是果。 

[6Jan 2:17]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緣起"在《大般涅槃經》進一步作出內容上的開展。如來藏是"正因佛性”，是

正正式式成佛之因(成佛之根據)。再實踐完成般若智(了悟法理)而是"了因佛性”。再加上實踐修行之具體功夫(行八

正道、念佛、禪修等)而是”緣因佛性"。總的來說，把潛藏的佛性由潛能狀態生成現實形態(生起法身這個結果)，此

是”生因佛性"。”四因佛性"(正因，了因，緣因，生因)正是"如來藏緣起”之更精密的因果思想發展。 

[6Jan 2:18] +852 6920 3636: 有了”四因佛性"，便有”三身佛性"。 

[6Jan 2:20] +852 6920 3636: ”四因佛性"是因，”三身佛性"是果。這是"如來藏緣起”之因果關係之思想發展。 

[6Jan 2:21] +852 6920 3636: 什麼是”三身佛性"？”四因佛性"與”三身佛性"的關係如何？ 

[7Jan 0:32] +852 6920 3636: ”四因佛性"與”三身佛性"正是因果關係。 

[7Jan 0:33] +852 6920 3636: ”四因佛性"是因，                        ”三身佛性"是果。 

[7Jan 0:45]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是成佛之因，成佛之根據，是為一因佛性。 

[7Jan 0:49] +852 6920 3636: 總而言之，如來藏是論證眾生皆有”因佛性”。故此眾生皆可成佛。將佛性之超越性、

恒存性、不變性作為支持成佛公平性、普遍性、必然性及上進性。 

[7Jan 0:54] +852 6920 3636: 由《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勝鬘經》、《寶性論》、到《楞伽經》(及《大乘起

信論》)，便是上述思想之發展之次遞深化，精密化，系統化，而得而完成真常心成佛論之根據之核心思想。 

[7Jan 1:00] +852 6920 3636: 問題之再進一步，為何眾生皆有”因佛性"(成佛之根據)，卻眾生還不是佛，還未成佛？

當然，之前上述經論都有解說成佛需要條件:既要實踐完成般若智和修行。然而，把”因佛性"精細地分解成”四因佛

性"，此是《大般涅槃經》之創建貢獻。 

[7Jan 1:03] +852 6920 3636: 從存有論而言，眾生皆有佛種性，便是正式之成佛根據(正因佛性)。 

[7Jan 1:08] +852 6920 3636: 除此之外，還需要主體性條件之要求:知行合一。如此便需要了悟佛教法理(了因佛

性)，與及配以實踐的功夫(緣因佛性)。把潛藏的佛性生起而成現實的佛性(生因佛性)。 

[7Jan 1:12] +852 6920 3636: 四因佛性便是把成佛之根據所面對的問題(未能成佛，不能成佛)，用精煉出來的概

念(正因、了因、緣因、生因)，成功地作出全方位的解說。此乃《大般涅槃經》的成就。 

[7Jan 1:13] +852 6920 3636: 又為何出現”三身佛性"之思想？什麼是”三身佛性"？”四因佛性"與”三身佛性"的關係

如何？ 

[7Jan 23:44] +852 6920 3636: 又為何出現”三身佛性"之思想？什麼是”三身佛性"？”四因佛性"與”三身佛性"的關係

如何？ 

[7Jan 23:44] +852 6920 3636: 有因則有果 

[7Jan 23:46] +852 6920 3636: 有了成佛之因(因佛性)，進一步便需要有成佛之果(果佛性)。 

[7Jan 23:47] +852 6920 3636: ”四因佛性"是”因佛性"，”三身佛性"是"果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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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an 23:48] +852 6920 3636: ”三身佛性"是法身、報身、化身。 

[7Jan 23:50]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是”因佛性"，佛性在潛藏的狀態。法身是"果佛法”，佛性在實現形態。 

[7Jan 23:57] +852 6920 3636: 善有善報。因地行善，福德圓滿得佛果，而成"報身”。因地修悟圓滿的眾生，得到

善的果報而有圓滿的佛身，這是"正報身”。成佛所依之佛土，是為"依報身”。 

[8Jan 0:02] +852 6920 3636: 成佛後，具備佛之形態和處於佛之果地，但亦會慈悲廣度因地之眾生，故方便接引

而變化及重返娑婆世間，重臨因地而變現"化身”，救度眾生。 

[8Jan 0:08] +852 6920 3636: ”三身佛性”乃是相應因果兩地之關係而詳細及精準地建構出來的。 

[8Jan 0:08] +852 6920 3636: ”四因佛性"與”三身佛性"的關係又是如何？ 

[9Jan 0:38] +852 6920 3636: ”四因佛性"與”三身佛性"的關係又是如何？ 

[9Jan 0:44] +852 6920 3636: 如來藏佛種性是正因佛性，佛性在潛藏狀態，乃是”因地"的佛性，名之為”如來藏"；

佛性在實現的形態，乃是”果地"的佛性，名之為”法身"。 

[9Jan 0:48] +852 6920 3636: 實踐修行(例如:八正道、念佛、禪修等)是”緣因佛性”。行善因，得善之果報。故此，

實現”緣因佛性"，可成就佛果之圓滿"報身”。 

[9Jan 0:55] +852 6920 3636: 實現般若智(即是般若波羅蜜)是"了因佛性”。般若活智能不捨不著一切法而具足一切

法。實現了般若智，可不著於煩惱之眾生世界；亦可不捨離煩惱之眾生世界，而救度之。故此，實現"了因佛性”，

便可由果地重返因地，而自在變化，成就方便之"化身”。 

[9Jan 1:01] +852 6920 3636: "正因”、"緣因”與"了因”佛性，先是處於潛藏之狀態，故需將之實現而生起之，這是”

生因佛性"，是總體地說:由隱藏到顯現之狀態，而生起及成就佛果(包括法身、報身和化身)此”三身佛性"。 

[9Jan 1:02] +852 6920 3636: 以上是”四因佛性"與”三身佛性"的關係。 

[9Jan 1:05] +852 6920 3636: 這是如來藏成佛論之更精細之發展，把佛性論因果兩地之關係清晰地展現出來，更

全面及更完備地處理了真常心系統之佛性論問題。 

[9Jan 1:10]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真常心系統之思想，由重點放在成佛的根據(在於四因佛性)，成就了”因佛性"，

進而則是由因到果，故需論證及建立"果佛性”(三身佛性)之內容。 

[9Jan 1:14] +852 6920 3636: 《大般涅槃經》更是在”果佛性"之觀念上，作進一步的內容開展，建立出四個指標，

表明實現圓滿的生命是具備四個明明白白的美好特質:涅槃四德。 

[9Jan 1:15] +852 6920 3636: 什麼是"涅槃四德”？ 

[9Jan 1:25] +852 6920 3636: 總結補充:正因佛性成就法身。緣因佛性成就報身。了因佛性成就化身。生因佛性將

前三因佛性成就三身佛性。 

[10Jan 0:37] +852 6920 3636: 什麼是"涅槃四德”？    "涅槃"是 nirvana 的音譯，意思是佛性實現後之不生不滅之

絕對寂滅的狀態。                                                        "四德”  是四種特質。              "涅槃四德”是理想生命實現出

來的四種特質，具體地指: 常、樂、我、淨。 

[10Jan 0:39] +852 6920 3636: "涅槃四德”是成佛後的形態，亦即是"果佛性”在內容上的開展。 

[10Jan 0:46] +852 6920 3636: ”三身佛性”亦是對”果佛性"之描述，這是相應”四因佛教"而開出之因果關係而分別地

說明果地之佛性。                                                                              "涅槃四德”則是總體地說，展明果地之佛性之

理想特質。 

[10Jan 0:49] +852 6920 3636: 什麼是"涅槃四德”？         常:永永遠遠                                                  樂:開開心

心                                                 我:真我的風采                                     淨:清淨無染、光明磊落 

[10Jan 0:54] +852 6920 3636: 什麼是"涅槃四德”？理想而圓滿生命具備四種特質，就是:永永遠遠， 開開心心，

清淨無染而光明磊落，活出真我的風采。 

[10Jan 0:58] +852 6920 3636: "涅槃四德”之常、樂、我、淨是《大般涅槃經》的創構性觀念，是一一 相應原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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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所言:無常、苦、無我、染。 

[10Jan 1:02] +852 6920 3636: 原初佛教所言之”無常、苦、無我、染"展示了生命的現實性。《大般涅槃經》之"涅

槃四德”("常、樂、我、淨”)展示了生命的理想性。 

[10Jan 1:06] +852 6920 3636: 原初佛教所言:”無常、苦、無我、染"，是承認及面對現實，這是起

點。                                                                                        《大般涅槃經》之"涅槃四德”("常、樂、我、淨”)確立

了生命的理想，這是希望，才是終點。 

[11Jan 0:16]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思想屬於真常心系統。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作為真常心，以此而為成佛的根

據，作為成佛之因，於佛性論上成就了因佛性之思想。 

[11Jan 0:20] +852 6920 3636: 由《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勝鬘經》、《寶性論》、到《楞伽經》(及《大乘起

信論》)，皆全力論證眾生皆有如來藏此”因佛性”。故此眾生皆可成佛。將佛性之超越性、恒存性、不變性作為支持

成佛公平性、普遍性、必然性及上進性，而得而完成真常心成佛論之根據之核心思想。 

[11Jan 0:31] +852 6920 3636: 《大般涅槃經》進一步由成佛之因匯通至成佛之果。將因佛性(四因佛性)精密化後，

更展現果佛性(涅槃四德)。把佛性之因果兩地開展出來。這是《大般涅槃經》開出的思路。故此，在歷史上依據《大

般涅槃經》而曾建立了涅槃宗學說(合共有十一家之多)。 

[11Jan 0:38] +852 6920 3636: 問題之再進，雖然有了"三身佛性”及"涅槃四德”對"果佛性”之內容作出開展，但是相

對地，這是較簡畧的描述。再而要求對成佛之果更精細的交待，包括成佛之體(佛身)與及成佛之土(佛境界)。此則

通向華嚴經和華嚴宗。 

[11Jan 0:40] +852 6920 3636: 華嚴經和華嚴宗對果佛性作出了圓融無礙及圓滿無盡的闡述。 

[11Jan 0:43] +852 6920 3636: 對佛身之開展，華嚴思想以毘盧遮那佛(亦即大日如來)作為圓滿法身之展現。 

[11Jan 0:44] +852 6920 3636: 對佛境界之開展，華嚴思想以無盡法界作為真性緣起之展現。 

[11Jan 0:49] +852 6920 3636: 真常心系統至此到達了一個圓滿的高峯，而華嚴宗名之為”別教一乘圓教":展示出實

現了圓滿的佛身與法界，所以是與別不同的佛乘境界，是為一圓滿的教乘。 

[11Jan 0:59]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思想論證了”因佛性"，全力證立成佛之根據。涅槃宗乃匯通”因佛性"與”果佛

性"，展現佛性論因果兩地之全面性。華嚴思想則全力開展"果佛性”之圓滿境界，示現圓融無礙之法身和法界。 

[12Jan 0:24] +852 6920 3636: 由《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到《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 

[12Jan 0:25] +852 6920 3636: 如何掌握真實的世界？ 

[12Jan 0:26] +852 6920 3636: 先由唯識宗之”三自性”講起。 

[12Jan 0:31] +852 6920 3636: 真實的世界原是由依待其他因緣和合，才生起存在，而有其自身的特性。此就是”

依他起自性"。 

[12Jan 0:36] +852 6920 3636: 但眾生之”八識"之迷執，令至完完全全，計計較較，執執著著，而生起有其自身特

性之存在世界。此就是”遍計所執自性"。 

[12Jan 0:40] +852 6920 3636: 故需轉識成智，才能悟入圓滿而成就真實存在世界自身之特性。此就是”圓成實自

性”。 

[12Jan 0:44] +852 6920 3636: 簡而言之，真實的世界原是”依他起自性"。識迷則是"遍計所執自性"。智悟則是"

圓成實自性”。 

[12Jan 1:04] +852 6920 3636: 其實，真實的世界只有一個(就是緣起的"依他起自性”)。但是，眾生的心靈狀態有

所不同: 有迷有悟。以迷執的"識”而完全計較及執著來看存在世界，只會開出扭曲的、污染的、有煩惱的"遍計所執

自性"。以開悟的”智"而真其所真、如其所如，如如契合原本之緣起"依他起自性"，圓滿成就真實之存在世界，便是

"圓成實自性”。 

[12Jan 1:12] +852 6920 3636: 總而言之，真實的存在世界只有一個，視乎眾生的心靈是迷執還是開悟。以迷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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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便開出煩惱有染的世界；以開悟之"智”便開出清淨無染的世界。所以唯識宗之成佛論必需”轉識成智"，才能開出

清淨圓滿真實的世界。 

[12Jan 1:16]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系統則以《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來處理眾生心靈如何開出煩惱有染和清

淨無染的世界。如何？ 

[12Jan 1:27] 1 林張丽琼: 謝謝老師，要慢慢重看又重看，感恩 

[13Jan 0:17] +852 6920 3636: 為何要掌握真實的世界？ 

[13Jan 0:27] +852 6920 3636: 掌握真實的世界就是真其所真，如其所如。掌握真如實相，不增不減，活在清淨無

染的境界中。"不增”即是不會無事生事，不會生起事端，不會增生虛想妄念，而自尋煩惱。"不減”即是不會偷工減

料，不會文過飾非，不會隱瞞事實，而製造煩惱。所以要掌握真實的世界。 

[13Jan 0:42] +852 6920 3636: 唯識宗知道”識"的本性是了解現象、分別對象、區分世界、將事物二分(成 X 和-X)

而執著之，成為相對，變成對立，形成對抗，產生抗爭，導致戰爭，成就禍患。由相對變對立，由對立變對抗，由

對抗變抗爭，由抗爭變戰爭，從而開出煩惱有染的生命形態。簡言之，煩惱之根源來自”識"。故此，”識"不是理想

的生命。 

[13Jan 0:47] +852 6920 3636: ”識"的本性完全是了別、計較、執著，具歧視性、排斥性，開出的是”遍計所執自性

"，是個扭曲了世界面貌，而不是真實的、真如的如如世界。 

[13Jan 0:57] +852 6920 3636: 若要真如實相地掌握清淨無染的真實世界，開出"圓成實自性"，則必需要以無分別、

無歧視、無扭曲、無增減的”智"來契合"依他起自性”之緣起實相，而悟入真實的存在世界。結論仍然是”轉識成智"。

這是唯識的成佛論。 

[13Jan 1:00] +852 6920 3636: 以上是把唯識宗之”三自性”思想和"轉識成智”的觀點融合地說，從而開出及解釋煩

惱有染和清淨無染的世界。 

[13Jan 1:02] +852 6920 3636: 進一步便可解釋如來藏系統以《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來處理眾生心靈如何開出

煩惱有染和清淨無染的世界。\ 如何解釋之？ 

[14Jan 0:19] +852 6920 3636: 唯識宗之”轉識成智"學說通過”識"來解釋煩惱有染的現實世界；另以”智"來說明清淨

無染之理想世界。 

[14Jan 0:32] +852 6920 3636: 唯識宗之”轉識成智"學說的問題在於"轉”之動力因產生問題:為何一定要”轉識成智

"？"轉識成智"有何強力的保證？如何保證生命必然要上進(成佛)？現實上運作的主體(尤其是第七識自我意識末那

識這個具主導性而又具障礙重重的性格)，在上進(成佛)之路上更顯得有心無力，無可奈何而無能為力，被四隨煩惱

緊緊跟隨。 

[14Jan 0:42] +852 6920 3636: 簡單地說，唯識宗之”轉識成智"之成佛論不是不能成立，而是成佛之動力較弱勢，

成佛的根據不夠純淨，具污染性。\ 此好比一輛跑車，其所用的燃是具有雜質的，所以影響了車速，不及純淨的燃

料那麼好跑。 

[14Jan 0:48] +852 6920 3636: 故此，如來藏系統改以”心"來說明清淨無染之理想世界，以自性清淨心作為動力因，

作為成佛的根據。\ 此好比一輛跑車，其所用的燃料全是純淨的，沒有雜質的，跑起來(走上進成佛之路)，當然更

強勁有力。 

[14Jan 1:06]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系統之”自性清淨心"學說通過”如來藏"此潛藏之清淨佛性來解釋清淨無染的

理想世界；另以”藏識"(阿賴耶識)來說明煩惱有染之現實世界。\ 綜合地說，如來藏系統的《楞伽經》，便是以"如來

藏藏識”來作兩頭的說明: 以如來藏之自性清淨心來說明"淨生淨”的理想世界；進而涵攝唯識宗學說，把八識學說鯨

吞，置於如來藏之中而遞屬之，以藏識阿賴耶識(結合前七識而一齊起現活動)，從而解釋”染生染”之現實世界。故

此合成"如來藏藏識”此創構性觀念。具備價值一致性地解釋了染和淨之存在世界。 

[14Jan 1:10] +852 6920 3636: 以上是由唯識宗之"轉識成智”到如來藏系統《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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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Jan 1:11] +852 6920 3636: 再進一步，如何由《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到《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之

路？ 

[15Jan 0:26] +852 6920 3636: 如何由《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到《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之路？ 

[15Jan 0:34] +852 6920 3636: 唯識宗以”識"解釋現實上之煩惱染法，以”智"開出理想上之清淨法。 

[15Jan 0:36]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系統之《楞伽經》以”識藏"解釋現實上之煩惱染法，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開出理想上之清淨法。 

[15Jan 0:40]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以"一心開二門”來解說染和淨之存在世界。��眾生心”開出"心生

滅門”和"心真如門”來說明染淨世界。 

[15Jan 0:43] +852 6920 3636: 當"眾生心”開出有生有滅的"生滅門”，便會成就煩惱染法。 

[15Jan 0:44] +852 6920 3636: 當"眾生心”開出不生不滅的"真如門”，便會成就清淨法。 

[15Jan 0:51] +852 6920 3636: 為何開出有生有滅的"生滅門”，便會煩惱有染？妄心生妄念，由無念而起(妄)念，

起(妄)念後又要息念，使之復歸無念。故此”生念"、”滅念"，乃是相對的虛妄，虛妄的相對，全因"眾生心”而起，令

至煩惱盈盈。 

[15Jan 1:03] +852 6920 3636: 為何”開出不生不滅的"真如門”，便會清淨無染？因為心真則法真，心如則法如，眾

生心真如實相地契合一切法，”不生"妄念，自然不需滅念，故此是”不滅"念。心沒有扭曲，沒有污染；沒有無事生

事之添加煩惱，亦沒有生事後而要息事寧人之煩惱。此就是不生不滅之真如門，全由眾生心而起，乃是清淨無染的。 

[15Jan 1:07] +852 6920 3636: 從上而看，便可看到《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之思路，確實與《楞伽經》之”

如來藏藏識"之思維模式，乃是一脈相 。 

[15Jan 1:08] +852 6920 3636: 這就是如何由《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到《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之路。 

[15Jan 1:12] +852 6920 3636: 那麼，《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之思路，比起《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之思

想，有何發展？有何創新之意？ 

[15Jan 15:58] 黃堅強: 那麼，禪宗是否就是從 如來藏/真常心 一系發展出來？ 

[15Jan 22:14] 錢淑嫺: 禅宗应看初祖达摩祖师的四部经: 心性论，血脈论，破相论，入道四行观韭重要。 

[15Jan 23:13] 錢淑嫺: http://blog.ifeng.com/articleJan 598804.html 

[15Jan 23:16] 1 林張丽琼: 陳老師，你在講襌嗎？ 

[15Jan 23:42]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思想與禪有何關係？ 

[15Jan 23:50] +852 6920 3636: 如來藏思想主要是講自性清淨心。《楞伽經》是真常心系之經典，也是講如來藏自

性清淨心。達摩祖師傳的就是《楞伽》心印: 傳《楞伽經》之自性清淨心，由此而名之為”如來清淨襌"，簡稱”如來

禪"。由初祖達摩到五祖弘忍，都是傳”如來禪"。 

[15Jan 23:55] 黃堅強: 禪宗的禪法乃預設了 如來藏 的義理。 

[15Jan 23:57] 甘耀權: 佛教各宗大多是依如來藏立宗的！ 

[16Jan 0:06] +852 6920 3636: 六祖惠能將”如來藏清淨之自性"和”般若化遣執著之明淨自性"結合起來，而成自性

頓教之"祖師禪"。順此而下，一花開五葉，開出了五大宗派: 曹洞宗，臨濟宗，法眼宗，雲門宗，溈仰宗。由此南

方頓教禪法大盛。\ 北方則流行神秀之守承前五祖之"如來清淨禪”，實踐觀心看淨之禪法，被武則天迎入宮廷，奉

為國師。\ 故此當代有"南能北秀”之稱名。南方是大盛惠能之頓教法門，北方則流行神秀之漸教法門。 

[16Jan 0:14] 黃堅強: 北方神秀之 觀心看淨 之禪法又是源於那一派的義理？ 

[16Jan 0:14] +852 6920 3636: 五祖弘忍夜授《金剛經》，惠能聽至”應無住而生其心"而開悟，連續講了五個自性: 何

期自性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無動搖，能生萬法，本自具足。這就是惠能的自性頓教法門的核心思想。 

[16Jan 0:17] 黃堅強: 《金剛經》也屬於般若系/空宗的經典嗎？ 

[16Jan 0:20] +852 6920 3636: 惠能開悟之五自性禪定法門，正是契合如來藏思想《大般涅槃經》之”涅槃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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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我、淨。\本不生滅: 常\ 本自具足: 樂\ 能生萬法: 我\ 本自清淨: 淨\本無動搖: 定 

[16Jan 0:31] +852 6920 3636: ”本不生滅"即是不生不滅之恒常性，故此是”常"。\ "本自具足”則知足常樂，故此是”

樂 ”。\ ”能生萬法"則是主體之創造性，能生起一切事物之可能性，故此是"我”。\ ”本自清淨"當然就是清淨無染之明

淨性，故此是"淨”。\ ”本無動搖"乃是不會搖搖擺擺，而堅持不動搖，故此是"定”。 

[16Jan 0:33] +852 6920 3636: 《金剛經》是屬於般若系/空宗的經典。 

[16Jan 0:34] +852 6920 3636: 故此說六祖惠能將”如來藏清淨之自性"和”般若化遣執著之明淨自性"結合起來，而

成自性頓教之"祖師禪"之特色。 

[16Jan 0:41] +852 6920 3636: 神秀所傳承的是前五祖之"如來清淨禪”，實踐觀心看淨之漸教法門。其禪法之教理

根據正是契合如來藏系統之思想。\ 神秀之菩提偈頌正是四句顯示三因佛性: 正因，了因，緣因。 

[16Jan 0:46] +852 6920 3636: "身是菩提樹"之"菩提”是覺也。菩提樹是覺悟之樹。身是覺悟之體，覺悟之根據。

依般若，得菩提，成就覺性而了悟法理。此就是"了因佛性”。 

[16Jan 0:50] +852 6920 3636: ”心如明鏡臺”表明本心如明鏡臺之清淨無染，此乃如來藏之自性清淨心，以此清淨

心作為正正式式之因佛性，作為成佛的根據。此就是"正因佛性”。 

[16Jan 0:55] +852 6920 3636: "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這是具體之修行，實踐之工夫，通過拂拭塵埃，去除

煩惱，回復清淨之自性，讓如來藏佛性起現。此就是”緣因佛性"。 

[16Jan 0:57] +852 6920 3636: 以上將如來藏思想之教理應用於解說惠能與神秀的禪法之佛理根據。 

[16Jan 13:27] 黃堅強: 般若系的經典如《金剛經》、《維摩經》似乎都有個共通的特點，就是專是破除 語言名相 的

虛妄，蕩相遣執，將與「相」相關的東西如概念名言一概破斥。 

[17Jan 0:21] +852 6920 3636: Johan : 對。 

[17Jan 0:26] +852 6920 3636: ”空宗之般若自性"與”如來藏之清淨自性"如何結合成六祖惠能之”自性禪法"？ (此亦

是"般若學”與"如來藏思想”融合之應用。) 

[17Jan 0:40] +852 6920 3636: "如來藏之自性清淨”，本是明淨的佛性，因被客塵煩惱所蒙污，故需淨化之，回復

本來明淨之本心本性。”般若清淨之自性"，正是用以破邪顯正，息妄歸真，把污染去除，化遣執著，破掉煩惱，拭

拂塵埃。如來藏佛性是自性清淨之”體"，般若發揮蕩相遣執之”用"。故此”般若自性"與”如來藏自性"便能從"體”與"

用”的關係結合而成”自性學"，從而支持六祖惠能之”自性禪法"。(此亦是"般若學”與"如來藏思想”融合之應用。) 

[17Jan 0:44] +852 6920 3636: 其實，禪法是教乘(佛理圓熟後)之應用，自有其理論的根據。 

[17Jan 0:45] 黃堅強: 怪不得說 禪宗 高峻。 

[17Jan 0:49] +852 6920 3636: 依”如來藏思想”而開出禪宗之”息妄修心宗"，觀心而看淨，把虛妄之煩惱止息，修

行而回復自性清淨之心。 

[17Jan 0:55] +852 6920 3636: 依”般若學”而開出禪宗之”泯絕無寄宗"，蕩相遣執，泯絕相對的虛妄，虛妄的相對，

由此而無執無著無所得，故而無寄，任運解脫自如。例如石頭禪(希遷大師)，牛頭禪(法融)等。 

[17Jan 0:55] 黃堅強: 那麼，源於 禪宗的一個重要綱領：「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就是對 般若空宗的一個演譯。

對嗎？ 

[17Jan 1:03] +852 6920 3636: 依”華嚴宗思想”而開出禪宗之”直顯心性宗"，把真心真性直接顯現出來，令真心性

起，實德緣起，展現圓融無礙，圓滿無盡之真實明淨境界。例如洪州宗(道一系禪法)，荷澤宗(神會系禪法)。 

[17Jan 1:05] +852 6920 3636: Johan : 對。 

[17Jan 1:12] +852 6920 3636: 可參閱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所著《禪源諸詮集都序》，便是詳細地把襌宗與佛法之

理論根據(教乘)之關係展示出來。 

[17Jan 1:16] 黃堅強: 華嚴宗也屬般若系？ 

[17Jan 1:18] +852 6920 3636: 不懂佛法少說禪， 以盲導盲心更亂 。如人飲水自知暖， 鸚鵡學舌野狐禪 。陳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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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即席感言 

[17Jan 1:24] +852 6920 3636: 懂了佛法不說禪， 滿口名相心還亂 。如人說食終不飽， 空談公案口頭禪 。陳沛

然即席感言 

[17Jan 1:26] +852 6920 3636: 華嚴宗也屬般若系？………………………………………………非也。 

[17Jan 15:04] 黃堅強: （名）相、概念、言語 的使用是否必然 造成「執」，端看使用者是那個心，識心 還是 真

常心？ 

[17Jan 15:06] 黃堅強: 正如陳老師前說，開悟以後，識心仍有作用，乃服務於行佛之事業。 

[17Jan 15:15] 黃堅強: 當代一位英國哲學家（語言哲學家）提出一個有趣的原則： 

 

對於語言能表達的東西，我們應該說得清楚，語言不能表達的，我們就應該保持沉默。 

 

他雖然不以語言為「執」，但看得清楚語言的局限，且與「維摩一默」有着異代之共鳴。 

[17Jan 15:17] +86 138 2877 2962: 维特根斯坦 

[17Jan 15:25] 甘耀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 

[17Jan 15:33] 黃堅強: 佛道二家皆對言語概念保持一種批判的眼光。 

[17Jan 15:37] 黃堅強: 可見，有些智慧是言語可以道盡，有些卻不能。 

 

這也是维特根斯坦的洞見。 

 

不過話也要說回來。假若言語可以道盡的智慧尚未掌握到了一定程度，言語無以道盡的智慧 亦難接得上。 

[17Jan 16:00] 彭泓基: 黄兄，言语只是工具，从来都有很大的局限，包括经典所载，更无法言全智慧，因而有禅

宗心法，公案更蘊涵重要的启示。执着于文字、术语和经典，会成为修行障碍，难得正果。最重要的是如何体悟其

中大智慧，然后全心全意地修行，知行合一，而不是口与心不符、言与行不一。切戒我执，自以为是，谨与各位大

德共勉。 

[17Jan 16:04] 甘耀權: 過河需用筏，過後便捨之。 

[17Jan 16:14] 黃堅強: 誠哉斯言！ 

[17Jan 16:43] 彭泓基: 道佛心法相通！ 

[17Jan 17:31] 何濼生教授: 道云歸根復命佛言明心見性。 

[17Jan 17:31] 何濼生教授: 實質沒有分別 

[17Jan 17:38] 陳明志醫生: 明心: Truth is One; there is no Hindi truth, no Buddhist truth, no Christian truth, no 

Islamic truth; only truth. (萬法歸一, 一歸萬法.）To be able to see truth as truth and nothing else, that requires a lot 

of Humility and wisdom.  

[17Jan 17:56] 黃堅強: 答彭 Sir、甘先生：  

 

學佛之始，大部分人都是由「一分清明，九分習氣」起步。經教漸積，清明與習氣此消彼長，靠的皆是文字智慧之

力。佛法一個基礎部份，也是靠語言文字可道盡的智慧來挺立。  

 

「口与心不符、言与行不一、自以为是」，自是習氣仍重，經教自省之力未足，超出語言文字之智慧於此亦無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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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至於「知行合一」，更是儒、釋、道各家各派實踐到了圓熟的表現。至此，理已非由言出，乃喻諸行動。 

[17Jan 18:11] 甘耀權: 為學日增，為道日損，損之又損。方有禪門頓悟之機！ 

[17Jan 20:40] 彭秀儀: 一心……心通 

常行直心，知行合一，理直氣壯 

感恩善知識大德  

[17Jan 21:55] 1 林張丽琼: 大家好！什麼時候轉台討論道德經？ 

大家都回歸正題好嗎？；本次主題是：般若行"愣加經與如來藏思想"不過離開主題，要不然對陳沛然老師不好意思

了。如與主題無關，因緣成熟再深入討論，謝謝大家支持平台。 

[17Jan 22:01] +852 6791 8840: 說的好對 🏼 🏼 

[17Jan 22:37] 錢淑嫺: 其实道德经與禅是通的，只是名相不同，我觉得甘师兄没有離題

 

[17Jan 22:38] 錢淑嫺: 一通百通  

[17Jan 22:50] 1 林張丽琼: Stephanie 不知您的理解能力什麼是離題？我在平台的意思是，不是本期主題就是離

題，我要再向您說明般若行是老師作答，你們的問題是還繞主題去請教老師，不是叫您加把嘴，你明白嗎？ 

[17Jan 23:43] 錢淑嫺: 不著於相，如如不动，管它换 多少名相，不就是同样一个東西？？？？

这是眼力的问题，不是什么離不離题  

[17Jan 23:49] 1 林張丽琼: Stephanie 可能您不適合般若行的遊戲規則，如您堅持您的遊戲規則，這台真的不適合

您，自重！ 

[18Jan 0:11] 錢淑嫺: 阿弥陀佛 大师姐少安毋無燥，大慈大悲引导我们这些一竅不通的小

不点归於正道，切莫生氣啊！！！辛苦你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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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Jan 0:23] 1 林張丽琼: Stephanie 再告訴您一次，不是生氣，是為護平台成立的原則，般若行平台的遊戲規則

不是我定的，是由般若行超過 10 位主題嘉賓一起用心參與才定出般若行平台細則，如您再次不守規矩，我會不通

知您除了您的大名，請不要見怪，我自會向二位會長解釋原因。 

[18Jan 0:25] 彭泓基: 多多，学无前后，各自修行，达者为先，何分师徒？众生平等，应灭慢心！ 

[18Jan 1:05] +852 9422 8226: 我一點都不覺得多多起了慢心，多多菩蕯只是在做福大家，為大家創造和維持一個

理想的學習平台。無規矩不成方圓。既然眾生平等就大家一起維持這個平台的𓈱順運作。 

[18Jan 1:16] 黃堅強: 對佛學的興趣，完全是因禪宗公案而啓動的。分享一則尚記憶猶新的公案。 

[18Jan 1:19] 黃堅強: 和尚甲：師傅說的「空」你明白嗎？ 

和尚乙：應該沒問題！ 

和尚甲：說說看？ 

[18Jan 1:21] 黃堅強: 和尚乙 遂舉起手，在空中揑了一把，然後將手掌徐徐打開。說：「明白嗎？」和尚甲：「唔...」 

[18Jan 1:24] 黃堅強: 和尚甲霍然伸手，將和尚乙的鼻子緊緊地揑一把，和尚甲放聲大叫，一邊捂著鼻子，一邊駡

向和尚甲：「你幹麼揑人！」 

[18Jan 1:25] 甘耀權: 其實是偏題了。不過在禪與如來藏的關係上，是頗為重要的討論。 

[18Jan 1:27] 黃堅強: 和尚甲道：「由突然揑痛、到大痛、到痛漸消退，你體會到緣起和無常嗎？」 

[18Jan 1:28] 黃堅強: 「在緣起和無常之中，證到 空性嗎？」 

[18Jan 1:33] 黃堅強: 萬本《般若》，莫若一記公案，喻理於 當下剎那，中間有行動，有感受，有反應，有對話，

將你千般思緒一下凝住。 

[18Jan 1:38] 黃堅強: 真常心，已經夠抽象；還加上般若智，更是玄之又玄。 

可是公案就是要將遠在天邊的一下子拉入當下，讓你摒息！ 

 

粗淺了解，以為拋磚引玉。 

[18Jan 1:46] 黃堅強: 還是將時間交回給陳老師，繼續說法！ 

 

感謝 

[18Jan 8:06] 彭泓基: 我从来没有说【多多起慢心】，我只是说【学佛者与修行人应主意灭慢心】，一个平台，应为

【众生平等，达者与众分享，不分师徒，共尊佛道】！ 

[18Jan 8:19] 彭泓基: 主题讨论是对，是好，是这平台的宗旨。但是否也可考虑留一点空间讨论和分享？ 

[18Jan 8:49] 1 林張丽琼: 早上好！Lawrence 謝謝你分享，智度會有另一平台"佛智分享"是給智度會會友共同分

享，內容什麼都可以討論（只要是有關佛法）都可放在平台與大家分享，開懷的討論。 

般若行是專題平台，所以有些局限，下次開弘法組會議，也要商討您提出的寶貴意見，感恩！ 

[18Jan 9:07] 1 林張丽琼: 陳老師！早上好！你閉關一天了，大家都想繼續般若啊！感恩！ 

[18Jan 9:54] 錢淑嫺: DORDOR 师姐，我也想当一个好学生，也不是有心犯规，拜托你把本平台的遊戲规則贴上

來，以正视听，那么我们从此就会规規矩矩，不逾雷池了，拜托拜托。。。我们感恩你苦口婆心，请受晚輩一拜

 

[18Jan 9:58] +852 6920 3636: 我其實……………………………………去了大陸裱畫呀。哈哈！把我的近作:著了

色的韋馱護法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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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Jan 10:00] +852 6920 3636: 現開始要工作，培訓新人。忙了。晚些才有空。 

[18Jan 10:00] +852 6920 3636: 請各大護法見諒。  

[18Jan 10:01] +852 6920 3636: 你們個個都是護法呀。  

[18Jan 11:06] 1 林張丽琼: Stephanie 其實有關平台遊戲規則問題，我親自和妳通電話:說明般若行和佛智分享的

分別，你太忙了，可能忘記我們的對話,再一次向您重點說明； 

 

"佛智分享"是給智度會會友共同分享，內容什麼都可以討論（只要是有關正法佛法）都可放在平台與大家分享，開

懷的討論。 

 

般若行平台: 

是主題分享平台，每期主題嘉賓提供討論主題，會友分享及可以請教主題的問題，老師作答，作為學生不要加插意

見，最重要是不離題，今期嘉賓是陳沛然老師，主題分享：楞伽經與如來藏思想，為期二個月。 

感恩大家支持般若行。 

[18Jan 12:25] 錢淑嫺: 谢谢 DORDOR 师姐的耐心指引，你跟我在電話说的时候，我水平太低，誤会了同一主題，

同一个東西，如果換了其它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个其它法门的术语名詞也是通的，结果無心之失，犯了规也不自知，

深自反省，深自忏悔，请师姐和各菩萨慈悲原諒，救我愚蒙！阿弥陀佛  

[18Jan 12:29] 1 林張丽琼: Stephanie 謝謝你！共勉！ 

[18Jan 12:32] 錢淑嫺: 不好意思啦，是我对【離題】的定义理解水平太低，慚愧慚愧  

[18Jan 14:27] 陳明志醫生: 明心: Stephanie 及 Dor Dor 兩位都是對的; "般若行" 是老師經論的平台; 專注討論

老師所選的佛經. "佛智分享" 平台是佛法,修法自由討論的平台. Stephanie 是一個富有修佛經驗的師姐; 希望您能

多多分享您修法的經驗及心得. Dor Dor 是我們平台的把闗者, 責任重大, 常常會被人誤會, 以為她執法太嚴; 但

是這是她的責任. 兩位都是大菩薩, 受我明心三拜.  

[18Jan 14:39] 1 林張丽琼: Ronald 不敢，互頂禮+互勉  

[18Jan 14:53] 錢淑嫺: 入鄉隨俗，我应该尊重 DORDOR 师姐，她苦口婆心，为谁辛苦为誰忙？感恩各位菩萨！

感恩 DORDOR 师姐！ 

[18Jan 16:31] 1 林張丽琼: Stephanie 大家努力，不要障礙會友，做好弘法工作，感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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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Jan 18:08] 1 林富華手機: 陳沛然，你畫的飄帶飄起得很神啊，  

[18Jan 21:08] 1 林張丽琼: 謝謝老師分享出神入化韋馱護法，巧奪天工，美 

[18Jan 23:40] +852 9770 2818: 謝謝相片！永誌不忘的歡樂相聚！ 

[19Jan 0:17] +852 6920 3636:  

[19Jan 0:19] +852 6920 3636: 唯識宗以”識"解釋現實上之煩惱染法，以”智"開出理想上之清淨法。 

[19Jan 0:20]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系統之《楞伽經》以”識藏"解釋現實上之煩惱染法，以”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開出理想上之清淨法。 

[19Jan 0:20]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以"一心開二門”來解說染和淨之存在世界。由"眾生心”開出"心生滅

門”和"心真如門”來說明染淨世界。 

[19Jan 0:20] +852 6920 3636: 那麼，《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之思路，比起《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之思

想，有何發展？有何創新之意？ 

[19Jan 0:38] +852 6920 3636: 唯識宗以”識"作為現實上之主導性主體來"轉識成智”，結果較難證立上進之保証

性。                              故此曾經嘗試以第九識”庵摩羅識"這清淨識來開出理想上之清淨法(攝論宗的入

路)。                                          又或將第八識阿賴耶識看成是清淨識(南道地論宗的入路)。                 結果以上這

兩條入路都是失敗，因為"識”之本性是汚染的，不能強把污染有垢之"識”當成是清淨無染的主體。這是自相矛盾的

概念，故此不能成立。 

[19Jan 0:48]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系統明暸不能以"識”作為主導性的主體來開出理想上之清淨主體，故此改以”

心"(如來藏自性清淨心)開出理想上之清淨法。即是在污染有垢之”識"之上添加”心"來解釋清淨法，保留”識"來說明汚

染法。這由《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來完成。 

[19Jan 0:55]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其實吸納了唯識宗轉識成智之思維模式，與及融合《楞伽經》之清

淨心思想，以"一心開二門”來總持染和淨之存在世界。 

[19Jan 1:06] +852 6920 3636: 唯識宗把污染的識"轉成”清淨的智(此即"轉識成

智”)。                                                 《大乘起信論》則以"一心"(眾生心)來開出"二門” : 污染之生滅門和清淨之真

如門。換言之，這個"眾生心”已包含了污染有垢和清淨無染的世界。至於你自己想開出哪個世界，此是由你自己的

一個"心"來作決定。 

[19Jan 1:13]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之上述如此講法，有何好處？                         一 : 

如此可免除了唯識宗由"污染之識”生起"清淨之智”之"價值不一致性”。如何由"染生淨”之"異質生成論"，較難強而有

力保證上進之必然性。 

[19Jan 1:21] +852 6920 3636: 二 : 如此亦可避免了如來藏思想由”自性清淨心"生起"煩惱染垢”之"價值不一致

性”。如何由”淨生染"之"異質生成論”，需較曲折地以”如來藏藏識”來間接解釋現實上之煩惱染法之生起。 

[19Jan 1:26] +852 6920 3636: 這就是《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之思路，比起《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之

思想來得更簡單、直接、易明，而亦都吸納了唯識宗之思想系統。 

[19Jan 1:29] +852 6920 3636: 問題之再進，《大乘起信論》如何保証眾生上進之必然性？ 

[19Jan 1:35] +886 958 604 609: 感恩陳老師細心解說阿彌陀佛 

[19Jan 10:19] 黃堅強: 生滅門 轉入 真如門，變成純粹一念之轉，免卻 唯識 那種步步克除煩惱/有漏種子 的功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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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意思嗎？ 

[20Jan 0:31]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由"眾生心”自己決定開出"心生滅門”或"心真如

門”。                              此好比戴眼鏡，你選擇配戴無色平鏡片，便能真正如此這樣看見清淨真如的世

界。                                如果你選擇配戴有色鏡片，便會看到染了色的世界。 

[20Jan 0:42] +852 6920 3636: 選戴了無色平鏡，自然可以看見清淨的真如世界，可是眾生活在凡塵俗世中，難免

會沾染或蒙受而令鏡片有塵埃，故亦需時時勤拂拭，使鏡面回復明淨，所以亦需步步克除煩惱。(此乃是需要有漸

修的工夫) 

[20Jan 0:42] +852 6920 3636: 問題之再進，《大乘起信論》如何保証眾生上進之必然性？ 

[20Jan 0:47] +852 6920 3636: "眾生心” : 眾生的一顆心，可開出污染有垢的"心生滅門”，亦可開出清淨無染的"心

真如門”。但問題是如何保証眾生必然選擇清淨之法，走上進之路？ 

[20Jan 1:01] +852 6920 3636: 故此，《大乘起信論》在染淨共融之"眾生心”之上，另加上"覺”，作為自我超越之動

力之根據，作為推動走向清淨無染之圓滿究竟之路，乃是一條無上正確之道。《大乘起信論》以"六覺論”作為保証

眾生上進之必然性。 

[20Jan 1:05] +852 6920 3636: 為何"覺”可以作為超越的根據，也是最後的保證，用以確立強而有力之動力因，用

以支持上進成佛論之必然性？ 

[20Jan 1:07] +852 6920 3636: 概說佛教智慧之路。 

[20Jan 1:18] +852 6920 3636: 原初佛教之”識": 開啟認識的心靈。                                                         以"六

識”(眼、耳、鼻、舌、身、意)來建立主體，從而讓外在對象世界(六境:色、聲、香、味、觸、法)有六條入口(渠道)

可以進入主體的心靈世界。                                                                                                         由此而形成主體和

客境相交相接相觸，令主體從矇眛走上了解分別之認識路上，可成就知識。 

[20Jan 1:25] +852 6920 3636: 開啟生命的學問 : ”慧"      原初佛教之"三學"(戒、定、慧)，當中之”慧”便是從知識

的領域突破出來，因為知識很多，可能煩惱更多。若要解脫之在，則需要”慧"，令到聰明伶俐，機 

[20Jan 1:27] +852 6920 3636: 靈應變，任運自如。令生命境界更圓熟。 

[20Jan 1:35] +852 6920 3636: 為生命的慧學確立真實存在的根據 : 一切有部之”慧心所"                       "心所"即

是心理屬性(psychological attributes)。這是一切有部(毘曇宗)以多元實在論的立場為"心所”建立實實在在之存有論

的根據，從而表明”慧"之心理現象乃是真實不虛。 

[20Jan 1:37] +852 6920 3636: 進而是空宗之般若，唯識宗之八識，如來藏之心，便來到 

[20Jan 1:38]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之六覺。明晚論證。待續！ 

[20Jan 2:06] +852 6920 3636: (修訂)                         開啟生命的學問 : ”慧"                                       原初佛教有"

三學"(戒、定、慧)。     "三學”即是三種生命的學問 :戒(受持戒律)，定(禪定靜坐)，慧( 機靈伶

俐)。                                                                                              當中之”慧”便是從知識的領域突破出來，因為知

識很多，可能煩惱更多。知得越多，可能越是執著。知識不能令人解脫。                       若要解脫自在，則需從知

識之見網跳出來，改為需要”慧"，令到聰明伶俐，機靈應變，任運自如。令生命境界更圓熟。                            有

"慧”才不會執著，才不會有煩惱。 

[21Jan 1:55] +852 6920 3636: 確立般若智作為成佛之必要條件 : 般若佛母      一切有部(毘曇宗)的貢獻在於肯定

"慧” 在存有論上實在的存在，以"慧心所”作為實實在在存在的根據。                                                然而，此"慧”  只

是一個心理現象，純粹是從屬於"心王”(主導性的心靈)。"慧心所”只是"五位七十五法”  中 46 個"心所”  之其中一個，

只具從屬性和跟從性的功能，而不能突顯其重要性和主導性的角色。                                            大乘空宗深明"

慧”之特殊作用，為免混淆，故改用"智”此觀念，從而展示其超越性和必要性。所以在般若經群之中，都把般若(智)

稱之為”佛母"，合稱而成"般若佛母” : 般若是成佛之必要條件。(眾生都是由母親生出來，沒有母體，便沒有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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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母親便是我們存在的必要條件。) 

[21Jan 2:19] +852 6920 3636: 在中文的使用上，是"智慧”合稱，但在佛學上則是分開的。意思亦有不

同。                                                    "慧”是比"識”(知識、認識)高超一級，含有機靈活潑，不執不著的聰明伶俐，

較為屬於世俗上之靈慧。                                     ”智”比”慧"又高一級，是屬於超越的層次，了悟法理，徹入真如實

相，而可安身立命，開悟人生，成為"佛母”(其後在《大般涅槃經》正名為"了因佛性”)。為免凡人自以為聰明，故此，

不把 prajna 翻譯為”智"，只音譯為”般若"，免得世人聽了便自作聰明，而以為自己已有"智"。其實"般若”即是"智”，

故可合稱"般若智”。平常，一般人稱之為"般若智慧”，此乃是不精準的。(不過可體諒，因為中文辭彙是"智慧”合用。) 

[21Jan 2:38] +852 6920 3636: 如何由空宗之般若，進至唯識宗之轉識成智及如來藏之心，然後來到《大乘起信論》

之六覺。明晚論證。待續！ 

[22Jan 0:39] +852 6920 3636: 空宗之般若展示真空之智。唯識宗成就真空妙有之智。 

[22Jan 0:41] +852 6920 3636: 空宗以般若智成就理想世界之必要條件，是為佛母。 

[22Jan 0:43] +852 6920 3636: 唯識宗採取經驗的入路，承認了真空之智之後，還得解說妙有之世俗之智。 

[22Jan 0:49] +852 6920 3636: 故此，唯識宗轉識成智之後，面對經驗現實之世界，由此而開出十八種"現觀智” : 成

就面對現實之觀照之智。 

[22Jan 0:51] +852 6920 3636: 唯識宗之"十八種現觀智” : 成就面對現實之觀照。 

[22Jan 0:57] +852 6920 3636: 面對現實生活而顯現出來之生活處世的智慧，肯定循序漸進實踐的智慧有 : 見道、

修道、究竟道。並確立從實踐的過程中而生起的智慧 : 聞所生智、思所生智、修所生智。 

[22Jan 1:03] +852 6920 3636: 既懂得於現實之中而顯現觀照的智慧，由此而能面對現實之世間而展現理想的世

界，是故透徹體證現實與理想相即的智慧 : 不善清淨世俗智、善清淨世俗智、勝義智、不善清淨行有分別智、善

清淨行有分別智、善清淨行無分別智。 

[22Jan 1:08] +852 6920 3636: 唯識宗之強調應世的智慧，故此對成就事功的智慧有清楚之階段性之建立，由此而

有 : 成所作前行智、成所作智、成所作後智。從而顯示按部就班之順次秩序。 

[22Jan 1:14] +852 6920 3636: 最後，依主體生命的境界來分高下，從而指示生命提升智慧之路，故此而有 :  聲

聞等智、菩薩等智。由此表明現實生活之成所作之智慧，乃是依於主體不同的生命境界之深淺而有所不同的成就。 

[22Jan 1:25] +852 6920 3636: 總而言之，唯識宗之"十八種現觀智” : 成就面對現實之觀照。相應主體生命境界之

不同，由是而落入面對現實生活之展示循序漸進之實踐智慧，並從實踐修持之過程由行動之實現而生起智慧，即於

現實之中而透現理想之生命形態，貫通現實與理想相即的智慧，有智慧地成就井井有條之次序性之所作事功，成功

地建構現世觀照之智。 

[22Jan 1:27] +852 6920 3636: 如何由唯識宗之"十八種現觀智”來到如來藏之"自性清淨心”，然後再來到《大乘起

信論》之"六覺”？ 

[23Jan 12:42] 1 林張丽琼: 歡迎加入般若平台，謝謝分享！稍後平台遊戲規則放在你私人 whatsapp 

[23Jan 12:54] 1 林富華手機: 菩薩的菩蕯相  

[23Jan 14:09] +852 9770 2818: 觀音菩薩像非常荘嚴！  

[23Jan 14:19] 何濼生教授: 和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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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Jan 21:09] +852 9436 0878: 觀音菩薩像非常荘嚴！  

[24Jan 0:40] +852 6920 3636: 總述唯識宗之"十八種現觀智”  :                                                                          1.

見道、                                                   2.修道、                                                     3.究竟

道、                                                            4.聞所生智、                                 5.思所生

智、                                                  6.順抉擇分智、                          7.不善清淨世俗智、            8.善清淨世俗

智、               9.勝義智、                                       10.不善清淨行有分別

智、                                                             11.善清淨行有分別智、                                                                12.

善清淨行無分別智、                                                                13.聲聞等智、                             14.菩薩等智。 

[24Jan 0:41] +852 6920 3636: 總說佛教智慧之路: 

[24Jan 0:43] +852 6920 3636: 原初佛教之”六識": 開啟認識的心靈。 

[24Jan 0:45] +852 6920 3636: 原初佛教之”慧學"                     開啟生命的學問 。 

[24Jan 0:48] +852 6920 3636: 空宗之"般若佛母”: 成就理想世界之必要條件。 

[24Jan 0:48] +852 6920 3636: 唯識宗之"十八種現觀智” : 成就面對現實之觀照。 

[24Jan 0:52] +852 6920 3636: 如來藏系統之"自性清淨心”: 確立成佛之純淨必然根據。 

[24Jan 0:53]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之"六覺”: 保證成佛之上進必然性。 

[24Jan 0:54] +852 6920 3636: 如何由唯識宗之"十八種現觀智”來到如來藏之"自性清淨心”，然後再來到《大乘起

信論》之"六覺”？ 

[24Jan 0:59] +852 6920 3636: 唯識宗之"十八種現觀智”是”轉識成智"之後，而要面對現實生活所起現各種漸進之

智慧。然而問題不在”現觀智"，而在”轉識成智"。 

[24Jan 1:07] +852 6920 3636: 講來講去，問題都是在於唯識宗如何證立由污染的生命形態(轉識)，而具備強而有

力的、純淨的動力因，作為保證生命上進(成智)的根據？如何由”染生淨"之異質生成論，確是顯得不夠強勁。 

[24Jan 1:16] +852 6920 3636: 故此，如來藏系統改以”心"來說明清淨無染之理想世界，以"自性清淨心”作為動力

因，作為成佛的純淨根據。                                 如此便能以"淨生淨” 之價值一致性來確立成佛之必然性，更合邏

輯之前後一致性而更具強而有力的保証。這由《楞伽經》之"如來藏藏識”來完成。 

[24Jan 1:22] +852 6920 3636: 唯識宗的問題在於難以保證"染生淨”。而如來藏系則要較曲折解釋"淨生染”。 

[24Jan 1:32]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則以"一心開二門”而總持染淨二界: "心生滅門”開出染之世界("染生

染”模式)，"心真如門”開出淨之世界("淨生淨”模式)。                                                    染淨二界皆由染淨共融之"眾

生心”開出。眾生自身之心靈想開出染也可，淨也可。                如此便能具備”染生染"，”淨生淨"之價值一致性，

故更合邏輯了。 

[24Jan 1:34] +852 6920 3636: 問題之再進，《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如門"如何保証眾生上進之必然性？ 

[24Jan 1:36]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如門"不能保証眾生上進之必然性，只能確立主體之自主

性，以及解決上述染淨價值之一致性。 

[24Jan 1:38] +852 6920 3636: 故此《大乘起信論》需要在"眾生心”之上以"覺”來作為超越的保證。 

[24Jan 1:48] +852 6920 3636: 佛陀是"覺”者。"覺”是"智”的實現完成。故說:"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經》句子)。    簡化地說，即是”依般若，得菩提"。這是音譯，意譯則是"依般若智，得無上正等正覺”。

簡說”依智，得覺"。覺是智之實踐完成而圓滿之呈現形態。所以覺是最高的(無上的)，是超越的。 

[24Jan 1:58] +852 6920 3636: 我在上述已論証了”佛教智慧之路" : 由識即慧，由慧到慧心所，由慧心所到般若，

由般若到現觀智，由現觀智到自性清淨心，然後才來到覺。這亦是佛教有宗入路之心識論之思想發展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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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然後，由論書《大乘起信論》吸納唯識宗及《楞伽經》思想而

集大成，創構了"六覺”之說，從而作為保証生命上進之必然性。 

[24Jan 2:10] +852 6920 3636: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與”覺"有何不同？        "如來藏”是佛性，此佛性是自性清淨的，

是處於潛藏的狀態，是成佛的根據，是因佛性，是成佛的”可能"，佛性尚未實現出來

的。                                                          "覺”則是智之實現完成，已是圓滿之佛性之呈現，已是事實，而不單只是

個"可能性”。故此，”覺"代表真實性，真實不虛，強而有力地作為超越的根據，實質有力地推動生命之必然上進性。 

[24Jan 2:12] +852 6920 3636: 《大乘起信論》便是以"六覺”來推動"眾生心”來走清淨之上進路。 

[24Jan 2:12] +852 6920 3636: 如何是”六覺"？ 

補漏: 

總說佛教智慧之路: 

1.原初佛教之”六識":         開啟認識的心靈。                                

2.原初佛教之”慧學" :                         開啟生命的學問 。                            

3.一切有部之”慧心所":   為生命的慧根確立真   實存在的根據 。                                      

4.空宗之"般若佛母”:            成就理想世界之必要   條件。  

5.唯識宗之"十八種現觀智” : 成就面對現實之觀照。 

6.如來藏系統之"自性清  淨心”: 確立成佛之純淨  必然根據。 

7.《大乘起信論》    之"六  覺”: 保證成佛之  上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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