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1 月 1 日 至 4日 

 

[1/1115:07] GS 黃漫儀: Dear Dordor 

謝謝分享 🏻 

Seren 

[1/1115:08] 1 林張丽琼: Seren 

 

歡迎您加入般若行 

 

今期是討論"解心密經"。 

主題嘉賓:黎耀祖博士 

管理員：陳穎斌醫生 

協助：Dordor Lam 

 

溫馨提示"般若行"是有導師配合大家討論經教專用，有関佛法分享請大家 post 在"佛智分享"不要 post 在"般若行"

如佛教講座請放私人朋友圈. 

 

感謝大家支持弘法工作。感恩！互勉！ 

[1/1115:10] GS 黃漫儀: 十萬分感恩 🏻♀ 🏻♀ 🏻♀ 

[1/1115:10] GS 黃漫儀: 懇請各位領導多多指教 🏻♀ 🏻♀ 🏻♀ 

[1/1122:13] 1 林張丽琼: 老師，請問解深密經甚麼是一切法？為甚麼一切法會是無二的？有勞老師解答 

[3/1121:20] 黎耀祖: 《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中有關「一切法」及「無二」的經文。 

「爾時，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即於佛前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言：最勝子！言一切法無二，一切法無二者，何等一

切法？云何為無二？」 

「解甚深義密意菩薩告如理請問菩薩曰：善男子！一切法者，略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是中有為，非有為

非無為；無為，亦非無為非有為。」 

[3/1121:23] 黎耀祖: 這段經文主要講述兩位菩薩的問答：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向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提出了這個問

題： 

【佛說一切法無二，那麼，甚麼是一切法？甚麼是無二？】 

解甚深義密意菩薩回答說：一切法可以分為「有為法」與「無為法」兩種。當中，「有為法」是非有為非無為的；「無

為法」亦是非無為非有為的。 

[3/1121:26] 黎耀祖: 有為法： 

有為是有造作，有作為的意思。有為法是指因緣條件和合而成的事物或經驗界的現象。 



無為法： 

無為法與有為法對稱，當然是非因緣條件造作的，亦離一般事物生、住、異、滅等四相。是聖者內證的境界，非一

般凡夫所能理解，故此只能以遮詮（否定）的方式來表達。 

 

無二相： 

沒有二分的相狀，如有為法非有為非無為。 

[3/1121:40] 黎耀祖: 解甚深義密意菩薩的回答太過簡單，所以如理請問菩薩向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要求再作詳細的

解釋： 

1. 有為，非有為非無為 

   非有為：有為法並非實法，它們都是主體心識轉現出來的假有存在，具有生、住、異、滅四相。既然非實法，何

來有真正的有為法呢？故說非有為。 

   非無為：有為法雖然是假有的幻相，但卻是主體心識遍計所執而有的，具有生、住、異、滅四相。既然是因緣條

件造作而有，當然不可能是無為法，故說非無為。 

 

2. 無為，亦非無為非有為 

無為法的情況跟有為法一樣。既然有為法並非實有，是由主體心識分別而轉現出的假相，無為法是有為法的對稱，

當然也不是實有。 

例如：先有病，然後好了，才叫痊癒；如果沒有病，何來痊癒？ 

[4/1112:40] 1 林張丽琼: 謝謝老師詳細解釋！感恩！ 

 

請老師講解八識通三性： 

     無覆無記 

     有覆無記 

     善、惡恶、無記 

謝謝！ 

[4/1112:44] 黎耀祖:  

今晚下課後再回應。 

[4/1112:45] 1 林張丽琼: 不急！謝謝！ 

 

2016 年 11 月 5 日 

 

沒有對話 

 

2016 年 11 月 6 日 

 

沒有對話 



 

2016 年 11 月 7 日 

 

沒有對話 

 

2016 年 11 月 9 日 – 18日 

 

[9/1122:12] 黎耀祖: 阿賴耶識在三性中屬無記性，而與它相應的心所是五個遍行心所。阿賴耶識存在的特性是無

覆無記。「無覆」顯示阿賴耶識具有開放性，不會障礙成佛；「無記」顯示阿賴耶識具有可變性，主體可透過現行來

改變種子的性質。 

         第七識的見分緣第八識的見分，所以在三境中，末那識屬「帶質境」，在三性中屬無記性。污染意的存在性

質卻是「有覆無記」的，「有覆」顯示出污染意的障礙性，會障礙成佛，因為它除非不活動，但一活動便會與四煩

惱一起，障礙我們的生命成長。「無記」顯示此備可變性，主體可透過現行來改變種子的性質。 

        前五識在三境中是性境，在三量中屬現量，在三性中則通善、惡、無記三性。而與前五識相應的心所只有三

十四個，分別為遍行五個，別境五個，善十一個，中隨煩惱兩個，八個大隨煩惱及貪、瞋、癡這三個根本煩惱。 

        第六識通三性、三量及三境的，而與它相應的心所總共五十一個，正因為意識能跟所有心所相應，故此意識

與善心所相應則作善，與煩惱心所相應則作惡。亦正由於這個原故，意識的三性、三界、三受會時常變易。故說：

「性界受三恒轉易。」另外，在身口意三業中，尤以意業最為厲害，因它能引起第八識的異熟果。故頌云：「動身發

語獨為最，引滿能招業力牽。」  

[13/110:27] 1 林張丽琼: 知恥近夫勇也！現在國家更積極硏發自家生產航天用發動機(又是美歐各國禁止輸出高科

技之列)(再感謝)；待成功後，中國將不可同日而語矣!! 

[13/110:27] 1 林張丽

琼: http://blogapp.sina.cn/html/share.d.html?articleId=b10e63ca0102wnwt&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

=0 

[13/110:29] 1 林張丽琼: 謝謝潘校長分享  

 

感恩老師謝謝老師詳細解釋 

 

請老師講解八識通三性： 

     無覆無記 

     有覆無記 

     善、惡恶、無記 

謝謝！ 

Dordor 合十 

http://blogapp.sina.cn/html/share.d.html?articleId=b10e63ca0102wnwt&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blogapp.sina.cn/html/share.d.html?articleId=b10e63ca0102wnwt&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13/1112:48] 黎耀祖: 關於八識與善、惡、無記性及阿賴耶識、未那識的有覆、無覆問題，之前已作解說，若有不

明白的地方，煩請再次提出討論，謝謝！  

[17/110:59] 吳竹筠: 黎老師: 

你好! 

如你前言, 唯識有六经十一論之多, 而 每经論都各有其名相, 系統也十分之龐大, 对初學者来说, 望而生畏, 可否

分享您學唯識的入路方法, 好讓我們後學者得益呢 � 

 

其次, 有个問題, 也想聴你的看法, 《一闡提》是一直以来, 受人爭議的問題, 可否也與我們分享你的看法及其中的

玄妙。 

感恩♥ 

[17/1110:54] +852 9840 0983: 老師在這個平台上的問與答對我們是非常有幫助，因為問要懂得去問，當然答也要

具足才能答，我這些不問不答的，並不是旁觀，只是因爲層次不同而已，我一直默默欣賞、讚嘆！ 

[17/1111:30] 1 林張丽琼: 感恩黎老師抽出寶貴時間主持"般若行"解深密經，會友每個提問都得到老師精密回答，

大家受益匪淺，Shelia 說得對，不到這學佛層次，根本連問都不會問，但會默默學習，感恩老師及大家 Q&A，另

大家有因緣進入解心密經。大家加油啊！請教老師。 

12 月 1 日開始這平台是陳沛然老師主持"楞伽經与如來藏思想"。 

[17/1111:39] 黎耀祖: 大家早！因為我今日白天的課堂較多，今晚回家後才能解答大家的提問，對不起！祝願大家

能在這平台上透過《解深密經》的討論，掌握唯識學的精義、法喜充滿！  

[18/111:01] 黎耀祖: 回答 Isabella 的問題： 

唯識之難並不在於高深的義理，而在於煩多的名相，如果能從大處著眼，用宏觀的角度去看唯識學系統的義理架架，

梳理清楚義理與義理之間的關係及其所要處理的問題是什麼的話，應該能輕易掌握唯識學的精要。

 

[18/111:03] 吳竹筠: 感恩黎老師的指導 �  

[18/111:05] 黎耀祖: 唯識哲學系統的義理架構 

 

1. 對佛教思想所作的傳統分類 

境行果：對佛教義理所作的一種綱要性總括 

            境：所觀之境（理論） 

      行：所修之行（方法） 

tel:+852%209840%200983


      果：所證果位（果報） 

2. 建構唯識思想的義理架構 

先以境行果及問題處理的方式來為唯識思想建立起一個分析架構。在這個分析架構中，每項思想、觀念之間是有著

義理上的關聯。 

唯識宗是繼空宗之後而發展起來的新宗派。空宗的旨趣是要蕩相遣執，無論是法體也好，法相也好都要空掉，可以

說空宗是破而不立的。但當空宗發展到末流的時候卻有走向虛無主義的傾向，所以唯識宗便繼空宗之後出來承擔起

歷史的重任，完成破而後立一切法的工作。 

唯識宗在對一切法的存在重新作出說明及解釋之前，必先要對整個存在世界重新進行分類，於是就有五位百法的提

出。五位百法這樣的經驗分類正正代表了唯識宗對存在世界的了解。當我們對客觀存在世界進行分類之後，會進而

追問客觀世界是怎樣來的問題？唯識宗於是用三重識轉現理論及八識系統來解釋。而在識轉現的過程中必定會牽涉

到種子，所以繼而要處理種子的來源﹑種類及種子六義等問題。 

另外，唯識宗是主張境不離識的，即是說客體（對象世界）不可以離開主體心識的活動範圍而能夠獨立存在，所以

當主體以不同的心識意念去緣取客境的時候就會產生出不同的對象世界，這就涉及到三自性與三無性的問題。既然

對象世界不能夠離開主體心識的活動範圍，那麼對象世界的存在有否客觀性呢？換言之，知識論的客觀性基礎是否

可以建立起來呢？於是唯識宗就提出三類境及四分說來處理客觀存在世界及知識的客觀性問題。 

那麼當我們明白了唯識的理論之後又如何呢？唯識宗始終都是佛教，最終的目的就是要修行成佛，所以在處理完唯

識理論之後必定要進而處理有關佛性論及實踐修行理論的問題。 

在講佛性論時必先會遇上成佛的質素問題，這就是五種姓說。在現實上，有些人具備成佛的質素，但有一些人卻完

全沒有成佛的質素，永世不能成佛，這就是無種姓（一闡提）的眾生。那麼具備成佛質素的眾生又應怎樣修行呢？

這就牽涉到轉依的問題，究竟如何去轉依呢？在轉依的過 

程中有五位的修行，漸漸地將有漏的八識轉為無漏的四智，並證得涅槃的境界及具備佛的三 

身，這樣就完成修行及證得佛果。  

[18/111:11] 黎耀祖: 一闡提��概念是如來藏系統的用語，唯識宗一般稱之為無種姓的眾生。無種姓是唯識學中五

種姓的其中一項，主要是處理成佛的根據問題。 

 

唯識宗的五種姓說：眾生生命昇進的根據 

  唯識宗始終都是宗教，修瑜伽行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成佛。但當眾生在實踐修行之前必定會問一個很關鍵的問

題：就是自己究竟有沒有成佛的潛能（佛性）呢？若果有，其根據何在呢？又這根據是本有還是始有呢？在回答這

些問題時，印度唯識宗提出了五種姓說，五種姓分別為菩薩種姓、聲聞種姓、緣覺種姓、不定種姓及無種姓，其中

的無種姓眾生（即一闡提）是完全沒有成佛的能力的，而其他的四種姓則具備成佛的能力。 

  至於成佛的根據，唯識宗認為一切眾生除一闡提外無始以來在第八識中就已含藏無數的無漏種子，這些無漏種

子就是日後成佛的根據。換言之，在唯識宗的立場來看，佛性基本上是本有的。那麼為何具有佛種姓（無漏種子）

的眾生在現實上又有成佛與未成佛之差別現象產生呢？唯識宗認為具有佛種姓而又未能成佛的眾生是因為未能得

到正聞熏習及修行，所以第八阿賴耶識中的無漏種子未能起現取代有漏種子。 

  玄奘在回國之後將印度這一套非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五種姓說在中國弘揚，並以之作為本宗的秘傳私授窺基。

其實玄奘在回國前曾經想過省去一闡提不能成佛這種說法，但卻受到老師（戒賢）的嚴厲責罵，說中國人不懂唯識

真義，玄奘忠於師承家法，最後都將一闡提無佛性的思想傳回中國。 

        為了修補玄奘五種姓說的漏洞（無種姓眾生不能成佛），窺基將佛性區分為理佛性與行佛性兩種：  



1. 理佛性：在理論上，人人先驗地具有成佛的能力。 

2. 行佛性：現實上，人要經過努力修行才能令佛性起現。 

  故此，就理論言，一切眾生皆有「理佛性」，人人皆有成佛的可能；但就現實而言，並非人人都會實踐修行，

所以並不是所有眾生皆有「行佛性」。窺基就這樣地把「無種姓」所造成的難題消解了。 

[18/111:15] 黎耀祖: 雖然一闡提並非唯識學的慣用語，但現在同學問到這問題，我亦嘗試引用《大般涅槃經》來

跟大家一起討論。 

[18/111:16] 吳竹筠: 黎老師 

説得調理清楚, 十分佩服老師 �♥ 

學生獲益良多, 感恩!  

[18/111:17] 黎耀祖: 一闡提能否成佛 

一.「一闡提」一詞的語意分析 

「一闡提」的梵文為 icchantika／eccantika，是由梵文動詞 īṣ變化而來，有「希求」、「欲樂」的含意。Icchant 是

īṣ的現在分詞，加上變為名詞的構成音 ika 而成為「希求者」、「多貪者」、「欲樂者」、「極欲者」。一闡提除了有「多

貪」、「多欲」的本義外，更可引申為「斷善根」、「信不具足」、「慧不具足」、「窮凶極惡」的眾生。故此，在《大! 

 

 

2016 年 11 月 22 日 – 24日 

 

[22/1117:15] 1 林張丽琼: 老師請指教如何讓"清淨心識"達到"圓成實性"的悟境 

[24/110:44] 黎耀祖: 在我們的阿賴耶識中，無始已來本具清淨無染的無漏種子，但由於勢弱故未能起現，只要我

們透過「正聞熏習」，就能令潛藏已久的無漏種子起現，並取代有漏的種子而得二轉依。除此之外，我們亦要透過

重重的觀修去斷煩惱、所知二障，只要透過正聞熏習的外緣及斷二障的觀修便可證入圓成實的清淨境界。

 

[24/110:52] 1 林張丽琼: 感恩老師！ 

[24/117:38] +852 6750 6666: 感恩老師、DorDor 的問答 ，提綱挈領

 

 

 

tel:+852%206750%206666


2016 年 11 月 30 日 – 12月 01日 

 

[30/1114:48] 1 林張丽琼: 老師你好！想請教「空宗談空，有宗說有」有排斥嗎？如不排斥想了解更多。 

[30/1114:57] 錢淑嫺: 空有不二，魔佛不二。。。我昨晚看楞严经看到的。。。。我还以为生佛不二。是为不落二边，

平等住。。。是这样的吗？ 

[30/1115:03] 1 林張丽琼: 謝謝 Stephanie 但以我理解應有出入，由老師慈悲解答吧! 

[1/121:40] 黎耀祖: 一般人以為「空宗談空，有宗說有」，便誤以為兩者的思想是互相對立乃至互相排斥的。但是

我們若將唯識宗的三自性與空宗的三是偈作一對照的話，可見空有二宗的思想非但不互相排斥，並且是互相會通的。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說明了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所生，事物處於空無自性的存在狀態之中，這其實就是

緣起的觀念。而三自性中的依他起性亦是講緣起，說明一切事物的生起都要依他（其他條件）而有，只不過唯識宗

將所依的「他」改造成四緣及阿賴耶識中的種子而已。可見空有二宗的思想在緣起的大前提之下是可以互相會通的，

只不過是兩者的表達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亦為是假名」一句指出事物的存在並沒有實自性，其存在只是一施設而

已，這指出了事物存在是有其虛妄性，這跟唯識宗遍計所執自性的意義完全一致，一切法都是有其虛妄性。至於「亦

是中道義」一句指出能如實地看待因緣法就能契合離言、離二邊執著的最高中道境界，中道與三自性中的圓成實自

性亦是相通的。因為唯識宗亦認為如果能如實地看待依他起的世界的話，是可以契入圓成實的真如理體。 

[1/123:34] 1 林張丽琼: 早安！黎博士 

感恩您抽出寶貴時間為智智會會友主持"解深密經解答問題"大家得益匪淺，祈望日後再續法緣，感恩您在般若行提

供寶貴意見及豐富資料，另大家更了解學習唯識入門由解深密經開始，感恩！ 

謝謝 

Dordor 合十 

 

 

給智度會會友； 

大家好 

 

1）感恩大家分享由黎耀祖博士主持解深密經，今天將暫告圓滿。過去 60 天學習的交流，互相分享理解修行及經

典，黎博士的全情投入，好感動啊！每位的問題老師都圓滿為大家作答，感恩！。 

 

2）今天是討論"楞伽經与如來藏思想。 

主題嘉賓:陳沛然博士 

管理員：甘耀權會董 

協助：Dordor Lam 

 

3）再提醒大家"般若行"是有導師配合大家討論經教專用，有関佛法分享請大家 post 在"佛智分享"不要 post 在"般

若行"如佛教講座請放私人朋友圈. 

 

再次感謝大家支持弘法工作。感恩！互勉！ 

[1/123:40] 1 林張丽琼: 老師早上好！感恩您開示「空宗談空，有宗說有」會努力學習，再次感謝。 



[1/127:19] 吳竹筠: 感恩黎老師的教導♥ � 

謝謝 Dordor  

感謝智度会  

[1/128:03] 黎耀祖: 祝大家菩提道上勇猛精進，福慧增長！  

[1/128:14] 1 林張丽琼: 感恩老師指導，  

[1/129:12] +852 9840 0983: 感恩老師！  

 

 

 

 

 

 

 

tel:+852%209840%200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