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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 心 」 仍 俱 有 如 來 的 一 切 德 相 ， 但 有 情 眾 生 的 「 心 」 自 久 遠 以 來

就 已 被 自 身 的 妄 念 薰 染 、 蒙 塵 而 失 去 了 光 明 。 然 而 ， 眾 生 卻 也 能 透 過

此 一「 妄 心 」的 修 持，將 之 轉 為 與 佛 相 同 的「 心 」；是 故，《 楞 伽 經 》

也 就 開 演 了「 自 覺 聖 智 」這 一 自 證 的 心 地 法 門，使 其 成 為 通 往「 成 佛 」

蹊 徑 之 橋 樑 。  

《 楞 伽 經 》 具 備 了 佛 教 重 要 的 基 本 教 義 與 修 行 法 門 。 然 因 本 經 的

經 文 義 理 十 分 艱 澀 ， 難 以 理 解 ， 使 得 有 情 眾 生 有 高 不 可 攀 、 畏 懼 及 放

棄 其 教 義 之 研 究 與 修 行，甚 而 輕 忽 其 重 要 性，這 是 令 人 十 分 惋 惜 的 事。

因 此 ， 本 論 文 透 過 三 漢 譯 本 的 對 讀 方 式 來 研 究 ， 期 望 能 把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修 學 意 涵 能 更 明 確 的 顯 示 。 此 經 在 印 度 流 行 較 晚 ， 與

中 土 有 著 殊 特 之 因 緣 ， 並 有 開 中 國 禪 宗 門 之 說 。 達 摩 傳 法 予 慧 可 時 ，

曾 曰：「 吾 道 幽 玄，無 徵 不 信，吾 在 此 土 遍 覽 群 經，唯 四 卷《 楞 伽 經 》

可 印 證 。 」 因 此 ， 經 由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修 學 ， 可 使 凡 愚 眾

生 ， 覺 了 唯 心 ， 捨 離 妄 別 ， 契 入 中 道 ， 達 至 無 我 、 自 證 、 自 覺 聖 智 的

佛 境 地 。  

撰 寫 一 篇 論 文 ， 是 必 須 經 由 眾 多 因 緣 的 和 合 才 能 完 成 的 。 自 從 我

由 馬 來 西 亞 來 到 台 灣 圓 光 佛 研 所 開 始 ， 直 到 畢 業 論 文 的 完 成 ， 在 這 期

間 ， 隨 著 歲 月 的 流 逝 ， 增 益 了 我 滿 心 的 感 恩 。 諸 如 ： 發 大 悲 願 辦 僧 伽

教 育 的 圓 光 佛 研 所 上 如 下 悟 所 長，精 心 策 劃 課 程 提 升 與 關 心 同 學 修 學 程

度 的 教 務 長 性 一 法 師 、 用 心 照 顧 同 學 日 常 生 活 的 訓 導 長 惟 理 法 師 、 教

務 組 長 ， 以 及 所 有 研 所 全 體 行 政 師 長 、 圓 光 禪 寺 、 校 本 部 之 所 有 單 位

的 師 生 與 護 法 居 士 等 。  

身 為 一 位 僑 生 還 要 感 謝 的 是 僑 生 會 的 僑 務 助 理 及 全 體 僑 生 會 的 幹

部 。 此 外 ， 還 要 一 併 感 恩 的 是 台 灣 所 創 辦 的 十 方 教 育 單 位 之 護 僧 獎 學

基 金 會 、 十 方 僧 伽 醫 護 基 金 會 等 。 以 上 ， 不 但 減 少 了 學 生 們 的 經 濟 負

擔 ， 同 時 也 替 僑 生 們 辦 妥 了 包 括 簽 證 在 內 的 服 務 工 作 ， 好 讓 僑 生 們 不

必 勞 碌 奔 波 、 安 心 修 學 。  



回 想 在 佛 研 所 的 三 年 學 習 生 涯 ， 無 論 是 語 文 科 目 、 論 文 寫 作 與 方

法 學 ， 還 有 佛 學 科 目 ， 老 師 們 的 教 導 ， 對 於 吾 人 論 文 的 撰 寫 都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如 ： 朱 建 民 老 師 、 莊 國 彬 老 師 、 劉 奕 賜 老 師 、 黃 國 清 老 師 、

索 羅 尼 老 師 、 游 祥 洲 老 師 、 林 崇 安 老 師 等 。 在 日 文 方 面 ， 十 分 感 謝 提

供 珍 貴 資 料 與 文 獻 搜 集 的 性 一 法 師 、 野 川 博 之 博 士 、 真 定 法 師 ； 以 及

啟 發 吾 人 得 以 接 觸 及 聽 聞 《 楞 伽 經 》 ， 從 而 有 意 寫 此 論 文 的 張 國 一 老

師 。 還 有 ， 專 精 其 領 域 的 口 考 老 師 ： 劉 嘉 誠 老 師 與 熊 琬 老 師 ， 都 不 厭

其 煩 的 、 細 心 的 審 閱 及 斧 正 本 論 文 ， 並 對 於 論 文 寫 作 的 方 法 、 技 巧 上

提 供 了 諸 多 的 寶 貴 意 見 。 接 著 ， 我 誠 摯 的 感 激 教 導 吾 人 三 年 的 指 導 教

授 蔡 耀 明 老 師 ， 其 以 不 斷 的 引 導 與 啟 發 ， 讓 我 了 解 了 「 生 命 之 流 轉 與

還 滅 ， 應 藉 由 聞 、 思 、 漸 入 信 、 解 及 修 行 ， 而 能 層 層 轉 進 至 佛 菩 薩 的

菩 提 大 道 ， 使 生 命 之 價 值 得 以 相 續 的 昇 華 」 。  

寫 論 文 的 過 程 雖 是 跌 跌 撞 撞 、 時 遇 瓶 頸 與 拙 折 。 儘 管 如 此 ， 對 於

吾 人 課 業 上 或 是 生 活 上 都 給 與 種 種 相 助 與 支 援 ； 並 在 重 重 恩 惠 的 支 撐

之 下 ， 使 我 有 著 一 股 無 形 的 力 量 與 信 念 來 完 成 此 學 習 階 段 的 任 務 。 但

願 此 論 文 能 符 合 佛 法 本 然 如 是 ， 不 離 諸 法 實 相 及 正 知 正 見 。 當 然 ， 其

中 必 有 許 多 主 觀 與 錯 誤 的 謬 見 ， 懇 請 學 界 不 吝 指 正 。  

單 純 的 心 願 與 誠 心 ， 僅 願 此 拙 文 能 開 啟 吾 人 對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之 聞 、 思 與 修 持 的 重 視 ， 而 不 是 只 停 留 在 遙 瞻 絕 讚 或 束 之 於 高

閣 。 於 此 ， 若 有 一 絲 一 毫 的 善 功 德 ， 願 將 之 迴 向 予 臥 病 在 床 的 恩 師 證

空 法 師 、 祇 園 全 體 常 住 大 眾 、 先 父 鄭 庚 辛 、 慈 母 、 吾 兄 姊 弟 與 在 家 親

屬、護 法 小 居 士、佛 友，十 方 道 場 靜 修 院，以 及 十 方 法 界 諸 有 情 眾 生 。 

最 後 ， 對 於 承 先 啟 後 的 歷 屆 學 長 以 及 同 學 們 ， 以 下 所 列 舉 的 同 學

為 同 一 屆 之 代 表 ， 如 ： 天 澤 師 父 、 惟 善 師 父 、 慧 嚴 師 父 、 見 臻 師 父 、

林 家 安 、 普 恩 師 父 、 印 斌 師 父 ， 還 有 佛 研 所 全 體 國 際 班 的 同 學 們 ， 在

我 學 習 佛 法 的 路 程 中 所 提 供 之 幫 助、關 心 與 指 教，一 併 在 此 致 上 謝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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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 文 以 四 卷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之 修 學 與 真 理 的 實 現 為 探 討

課 題 。 在 義 理 方 面 ， 闡 述 「 自 覺 聖 智 」 修 行 的 次 第 與 道 理 ， 也 就 是 離

「 心 、 意 、 意 識 」、「 非 心 非 識 」、「 勝 義 」 的 「 自 覺 聖 智 」 義 。「 自

覺 聖 智 」 是 必 須 透 過 親 自 實 踐 、 觀 察 、 覺 悟 與 證 知 ， 並 非 能 從 他 人 所

能 得。 為 對「 自 覺 聖 智 」作 更 深 的 了 知 ， 本 論 文 再 詳 細 探 討 四 個 課 題 ：

(一 )「 自 覺 聖 智 」的 相 關 名 相 或 語 詞 ； ( 二 )「 自 覺 聖 智 」乃 是「 心 、 意 、

意 識 」的 轉 依 ； ( 三 )「 自 覺 聖 智 」與「 如 來 藏 藏 識 」； (四 )「 自 覺 聖 智 」

的 學 理 與 實 踐 。 凡 夫 要 離 開 一 切 妄 想 之 見 、 成 就 「 自 覺 聖 智 」 的 勝 解

之 後 ， 再 加 以 昇 華 、 層 層 上 進 ， 才 能 直 入 如 來 究 竟 之 果 地 。 所 以 ， 在

佛 法 修 行 的 義 理 方 面 ， 就 分 析 從 凡 夫 地 如 何 能 入 聲 聞 、 緣 覺 ， 菩 薩 及

入 如 來 地 的 理 論 ； 並 說 明 證 入 「 自 覺 聖 智 」 的 修 行 次 第 與 方 法 。 在 修

行 無 間 即 證 真 時，行 與 理 是 智 如 不 二， 融 洽 為 一 的。 所 以 ，必 須 頓 了 、

頓 離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 方 能 到 達 如 來 自

證 的 境 界 。 最 後 結 論 ， 綜 合 歸 結 ： 凡 夫 、 外 道 、 聲 聞 、 緣 覺 等 如 何 能

超 凡 入 聖 、 轉 迷 為 悟 與 佛 證 「 自 覺 聖 智 」 境 界 的 實 踐 關 係 。 此 即 探 討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最 高 甚 深 不 可 思 議 的 目 的 。  

 

 

關 鍵 字 ：  

《 楞 伽 經 》 、 「 自 覺 聖 智 」 、 「 轉 依 」 、 「 如 來 藏 」 、 「 如 來

藏 藏 識 」、「 如 來 禪 」、「 入 心 量 地 」、「 五 法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 「 四 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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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 h e  f o u r t h  v o l u m e  o f  t h e  L aṅ kā v a tā r a - Sū t r a  d e a l s  w i t h  t h e  n o t i o n  o f  S e l f  

A w a k e n i n g  t o  N o b l e  W i s d o m  i n  r e l a t i o n  t o  i t s  p r i n c i p l e s  a n d  p r a c t i c a l  p a t h .  A s  

t o  t h e  c o n c e p t u a l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  t h e  m e a n i n g  o f  t h e  A w a k e n i n g  t o  N o b l e  

W i s d o m  i n  t h e  c o m m o n  s e n s e  i s  t h a t  t h e  e x p e r i e n c e  a n d  r e a s o n i n g  a n d  i n  t h e  

u l t i m a t e  s e n s e  i s  e r a d i c a t i o n  o f  c i t t a ,  m a n a s  a n d  v i n n a n a  o r  a c i t t a  a n d  a v i n n a n a .  

I t  i s  i m p o s s i b l e  f o r  a n  i n d i v i d u a l  t o  g e t  s e l f - a w a k e n i n g  t o  n o b l e  w i s d o m  f r o m  

a n o t h e r  p e r s o n  b u t  o n l y  t h r o u g h  h i s  o w n  p r a c t i c e ,  o b s e r v a t i o n ,  a n d  e n l i g h t e n i n g  

a n d  r e a l i z a t i o n .  T h e  p u r p o s e  o f  t h e  p r e s e n t  s t u d y  i s  t o  g e t  a  d e e p e r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a b o u t  t h e  d o c t r i n e  o f  S e l f - a w a k e n i n g  t o  n o b l e  w i s d o m  a n d  t o  

a c h i e v e  t h i s  g o a l  t h e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i s  i m p l e m e n t e d  t h r o u g h  f o l l o w i n g  f o u r  

t o p i c s :  

i .  a  t e r m i n o l o g i c a l  a n a l y s i s  o f  “  S e l f - A w a k e n i n g  t o  N o b l e  W i s d o m ”  

i i .  H o w  t o  t r a n s f o r m  t h e  c i t t a ,  m a n a s ,  a n d  m a n o v i n n a n a  i n t o  S u p r e m e  

W i s d o m   

i i i .  S e l f - A w a k e n i n g  t o  N o b l e  W i s d o m  a n d  T a t hāg a t a g a r b h a - g a r b h a  v i n n a n a  

i v .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o f  “ S e l f - A w a k e n i n g  t o  N o b l e  W i s d o m .   

I n  o r d e r  t o  a c h i e v e  t h e  p a r a m o u n t  s t a g e  o f  T a t hā g a t a g a r b h a  e x p e r i e n c e ,  

t h e  o r d i n a r y  p e r s o n  f i r s t  s h o u l d  g i v e  u p  t h e  w h o l e  s e t  o f  m i s c o n c e p t i o n s  a n d  

 I



v i e w s  w h e r e b y  h e  g e t s  t h e  r e a l  m e a n i n g  o f  “  S e l f - a w a k e n i n g  t o  S u p r e m e  W i s d o m ,  

a n d  s u b s e q u e n t l y  m a k e s  a  p r o g r e s s  t o  t h e  l a s t  l e v e l  o f  T a t hāg a t a g a r b h a  

e x p e r i e n c e .  T h e r e f o r e ,  i n  t h i s  s t u d y ,  f r o m  a  c o n c e p t u a l  p o i n t  o f  v i e w ,  t h e r e  h a s  

b e e n  m a d e  a n  e x p l a n a t i o n  o f  t h e o r e t i c a l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a s  t o  t h e  p r a c t i c a l  p a t h  

w h i c h  l e a d s  a n  i n d i v i d u a l  f r o m  h i s  w o r l d l i n e s s  t o  t h e  l e v e l s  o f  Ś rā v a k a ,  

P r a t y e k a - B u d d h a ,  B o d h i s a t t v a  a n d  f i n a l l y  t o  t h e  u l t i m a t e  s t a g e  o f  

T a t hāg a t a g a r b h a  e x p e r i e n c e .  M o r e o v e r ,  i t  i s  d e s c r i b e d  t h e  m e t h o d  a n d  

s e q u e n t i a l  p r a c t i c e  t o  r e a l i z e  t h e  S e l f - A w a k e n i n g  t o  S u p r e m e  W i s d o m .  O n c e  w e  

a r e  e n l i g h t e n e d  t o  t h e  s u p r e m e  w i s d o m ,  n o  l o n g e r  t h e r e  e x i s t s  a  d i f f e r e n c e  

b e t w e e n  t h e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  a n d  b o t h  b e c o m e  u n i t e d .  O n  i n s t a n t  

e n l i g h t e n m e n t ,  o n e  i s  t o  i m m e d i a t e l y  d e t a c h  f r o m  f i v e  d h a r m a s ,  t r i - s v a b h a vā s ,  

e i g h t  v i n n a n a s ,  a n d  t w o f o l d  n o n -ā t m a n  a n d  t h e n  h e  c a n  g e t  t h e  s e l f  r e a l i z a t i o n  

o f  T a t hāg a t a g a r b h a .   

F i n a l l y ,  i t  i s  p o i n t e d  h o w  e i t h e r  a n  o r d i n a r y  p e r s o n ,  o r  a  h e r e t i c ,  o r  a  

ś rā v a k a ,  o r  a  p r a t y e k a - B u d d h a  e n t e r s  n o b i l i t y  a n d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o f  t h e  

t r a n s f o r m i n g  c o n f u s i o n  i n t o  t h e  n o b l e  w i s d o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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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 楞 伽 經 》 1  ( L a ṅ kā v a tā r a - sū t r a )  是 源 自 於 印 度 大 乘 佛 教 思 想 之 經

典 ， 經 文 內 容 涵 括 修 行 義 理 與 實 踐 之 體 驗 。  

「 自 覺 聖 智 」 ( P r a t y ā t m ā r y a - j ñ ān a )  2  是 指 如 來 自 內 證 的 智 慧 。 佛 在

證 道 時 自 言 ： 「 奇 哉 ！ 大 地 眾 生 ， 無 一 不 俱 如 來 智 慧 德 相 ， 但 以 妄 想

顛 倒 執 著 ， 而 未 能 證 得 。 」諸 佛 之 所 以 能 成 就「 正 覺 」， 是 因 為 能「 覺

悟 」 自 我 本 具 之 「 如 來 」 3， 此 稱 為 「 自 覺 」 。 而 又 能 將 自 己 覺 悟 所 修

之 法 ， 普 及 與 令 其 他 有 情 也 與 佛 一 樣 ， 能 覺 悟 自 我 本 具 的 佛 性 ； 此 謂

「 自 覺 覺 他 」 。 諸 佛 覺 悟 宇 宙 之 實 相 後 ， 不 僅 將 自 己 從 迷 惑 中 解 放 出

來 ， 更 欲 使 他 人 也 能 夠 完 全 得 到 「 解 脫 」 ， 這 稱 為 「 覺 行 圓 滿 」 。  

「 聖 智 」， 在《 楞 伽 經 》是 指 佛 透 過 實 際 修 行 所 親 證 的 智 慧 境 界 。

本 文 是 依 據 宋 譯 《 楞 伽 經 》 4 來 探 討 「 自 覺 聖 智 」 之 第 一 義 涵 。  

                                                   
1

a .《 楞 伽 經 》宣 說 世 界 萬 有 皆 由 心 所 造，吾 人 認 識 作 用 之 對 象 不 在 外 界 而 在 內 心 ，

此 是 結 合 如 來 藏 思 想 與 唯 識 阿 賴 耶 識 思 想 ， 是 為 代 表 印 度 後 期 大 乘 佛 教 思 想

之 經 典 ， 其 成 立 年 代 約 於 西 元 四 百 年 前 後 。 全 經 一 再 強 調 ： 迷 的 根 源 乃 在 於

無 始 以 來 之 習 氣 ， 及 未 能 了 知 諸 法 乃 自 心 之 顯 現 。 故 若 能 徹 悟 意 識 之 本 性 ，

捨 離 能 取 、 所 取 之 對 立 ， 則 可 臻 於 無 所 分 別 之 佛 境 界 。  

b . 《 楞 伽 經 》 中 較 為 重 要 之 思 想 為 ： ( 一 ) 結 合 如 來 藏 與 阿 賴 耶 識 思 想 ， 而 為 《 大

乘 起 信 論 》 思 想 之 先 驅 。 ( 二 )  將 禪 分 為 愚 夫 所 行 禪 、 觀 察 義 禪 、 攀 緣 如 禪 、

如 來 禪 等 四 種 。 此 為 禪 宗 史 上 頗 值 得 注 意 之 資 料 。  

c .《 楞 伽 經 》 四 卷 ， 全 稱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 劉 宋 求 那 跋 陀 羅 譯 （ 4 4 3 ） ， 收

於 大 正 藏 第 十 六 冊 。 「 楞 伽 」 ， 山 名 ； 「 阿 跋 多 羅 」 ， 「 入 」 之 義 。 意 謂 ：

佛 陀 入 此 山 所 說 之 寶 經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0 )  
2
 荻 原 雲 來 編 纂，《 梵 和 大 辭 典 》，台 北：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1 9 7 9 年，初 版。p . 8 5 1。 

3
a . 現 存 三 漢 譯 本 對 此 同 樣 義 涵 的 聖 智 ( P r a t y ā t m ā r y a - j ñ ā n a ) ， 有 不 同 翻 譯 的 語 詞 。

可 參 考 本 文 附 錄 ： 「 三 漢 譯 本 經 文 比 對 」 編 號 1 0 9、 1 3 0、 1 3 5 等 等 。 例 如 ： 宋

本 譯 為「 自 覺 聖 智 」、「 自 證 聖 智 」； 魏 本 譯 為 「 聖 智 自 覺 」、「 自 內 聖 智 」 、

「 內 身 證 聖 智 」 、 「 聖 智 內 身 證 」 ； 唐 本 譯 為 「 自 證 聖 智 」 。 基 於 本 論 文 是

依 據 較 接 近 梵 文 的 宋 本 ， 而 在 宋 本 較 常 出 現 的 聖 智 語 詞 是 「 自 覺 聖 智 」 ， 故

依 宋 譯 「 自 覺 聖 智 」 為 論 題 。 一 切 如 來 的 智 境 都 無 可 說 ， 也 不 可 思 議 ， 其 已

超 越 識 境 的 語 言 文 字 及 一 切 概 念 。  

b .  參 考 ：  談 錫 永 譯 著 ，〈 梵 本 新 譯 《 入 楞 伽 經 》 〉 自 序 ， 台 北 ： 全 佛 文 化 ， 2 0 0 5

年 ， 初 版 ， p . 4 。  
4
 依 據 宋 譯 《 楞 伽 經 》 的 原 因 有 二 ：  

a . 在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序 中 記 載 ：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 先 佛 所 說 ，

微 妙 第 一 真 實 了 義 ， 故 謂 之 〈 佛 語 心 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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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研究主題  

諸 佛 自 覺 的 聖 智 ， 都 是 每 一 位 眾 生 所 嚮 往 的 智 慧 ； 是 一 乘 頓 教 的

玄 綱 ， 也 是 禪 門 印 心 的 要 訣 。 本 文 想 以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觀

念，來 作 探 討。其 主 要 依 據 的 參 考 文 獻 為《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四 卷 5 ，

宋 求 那 跋 陀 羅 譯 ， 簡 稱 為《 楞 伽 經 》， 又 名 四 卷《 楞 伽 經 》或 宋 譯《 楞

伽 經 》 ， 收 錄 於 《 大 正 藏 》 第 十 六 冊 ， 經 號 6 70。  

《 楞 伽 經 》 文 義 廣 博 精 深 ， 內 容 完 整 。 此 經 乃 先 佛 所 說 ， 微 妙 第

一 真 實 了 義 ， 故 被 稱 為 「 佛 語 心 品 」 6 。 此 品 多 以 定 ( d h y ān a )、 慧 ( j ñ ān a )

來 詮 述 ， 最 後 是 以 戒 ( ś ī l a )來 勸 解 。 《 楞 伽 經 》 最 重 要 的 觀 念 表 述 ， 應

為 「 自 覺 聖 智 」 境 界 7  以 及 「 第 一 義 」 8  的 經 義 意 涵 。 此 經 可 供 探 討

的 方 式 頗 多 ， 本 文 則 以 扣 準 其 「 自 覺 聖 智 」 為 重 要 義 理 核 心 的 觀 念 ，

來 探 討 其 內 涵 。  

第 二 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b . 祖 師 達 磨 ， 以 付 二 祖 曰 ： 『 吾 觀 震 旦 所 有 經 教 ， 惟 《 楞 伽 》 四 卷 ， 可 以 印 心 。

祖 祖 相 授 ， 以 為 心 法 。 如 醫 之 難 經 ， 句 句 皆 理 ， 字 字 皆 法 。 後 世 達 者 ， 神 而 明

之 。 如 盤 走 珠 ， 如 珠 走 盤 ， 無 不 可 者 。 若 出 新 意 ， 而 棄 舊 學 ， 以 為 無 用 ， 非 愚

無 知 ， 則 狂 而 已 。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7 9 ,  c 1 0 - 1 6 )  
5
 參 閱 ： 釋 印 順 著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 《 華 雨 集 》 第 一 冊 ， 台 北 市 ：

正 聞 ， 民 8 2 ， p . 1 5 0 。  

「 三 譯 中 ， 宋 譯 依 梵 文 直 出 ， 語 多 倒 綴 ， 不 易 句 讀 ； 魏 譯 文 繁 而 晦 ； 唐 譯 乃 譯 義

始 暢。然 宋 譯 早 出，雖 質 直 亦 間 勝 於 唐 譯。此 非 比 觀 三 譯，不 足 以 見 楞 伽 之 真 。

昔 明 員 珂 編 《 楞 伽 會 譯 》， 讀 者 稱 便 。 支 那 內 學 院 刻 《 藏 要 》， 以 宋 譯 《 楞 伽 》

為 主 ， 考 訂 於 魏 、 唐 二 譯 及 梵 本 ， 亦 通 《 楞 伽 》 之 善 書 ！ 世 之 弘 通 本 經 者 ， 以

宋 譯 為 盛 ， 今 亦 從 之 。 」  
6
 同 註 4 a 。  

7
 a . 劉 宋 譯 與 魏 譯 同 「 如 來 自 證 的 境 界 」 ( t a t h ā g a t a s y a - p r a t y ā t m a g a t i - g o c a r a ) 。 唐 譯

為 「 般 若 境 界 」 ( p r a j ñ a - g o c a r a ) 。 此 「 般 若 境 界 」 魏 譯 為 「 慧 境 界 」 ， 實 指 對

識 境 實 相 之 認 知 。  

 b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汝 等 諸 佛 子 ， 今 皆 恣 所 問 ， 我 當 為 汝 說 ， 自 覺

之 境 界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0 ,  b 1 6 - 1 7 )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有 七 種 第 一 義 ： 所 謂 心 境 界 ( c i t t a - g o c a r a )； 慧 境

界 ( p r a j ñ a - g o c a r a ) ； 智 境 界 ( j ñ ā n a - g o c a r a ) ； 見 境 界 ( d ṛ ṣ ṭ i d v a y a g o c a r a ) ； 超 二 見 境

界 ( d r s t i d v a y a t i k r a n t a - g o c a r a ) ； 超 子 地 境 界 ( s u t a b h u m y a n u k r a m a - n a - g o c a r a ) ；  
如 來 自 到 境 界 ( t a t h ā g a t a s y a  p r a t y ā t m a g a t i g o c a r a )。 大 慧 ！ 此 是 過 去 、 未 來 、 現 在 ，

諸 如 來 、 應 供 、 等 正 覺 性 、 自 性 、 第 一 義 心 。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3 ,  b 1 3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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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 伽 經 》中 的 大 慧 菩 薩，思 慮 與 悲 憫 觀 察 未 來 世 的 諸 有 情 眾 生 ，

將 只 樂 著 於 名 言 致 使 心 產 生 迷 亂 ， 又 傾 向 於 名 相 而 認 為 是 真 理 ， 並 且

執 著 於 二 乘 及 外 道 之 行 。 於 是 大 慧 菩 薩 像 一 般 的 智 者 ， 為 自 利 利 他 而

問 已 超 越 識 境 的 世 尊 ， 如 何 才 能 令 彼 於 三 世 墮 入 邪 見 之 世 人 ， 得 以 開

悟 之 法 ？ 如 何 才 能 與 佛 相 應 成 正 等 正 覺 ？ 其 差 別 、 其 成 就 、 其 決 定 、

其 法 味 如 何 ？ 所 以 渴 望 的 想 探 討 佛 陀 於 《 楞 伽 經 》 中 ， 一 再 強 調 如 何

修 成 「 自 覺 聖 智 」 之 悟 境 。  

佛 陀 在 世 時 ， 印 度 的 思 想 界 正 處 於 學 說 林 立 ， 呈 現 出 極 其 複 雜 的

狀 態 。 處 在 這 樣 的 環 境 中 ， 佛 陀 究 竟 採 取 怎 樣 的 立 場 以 對 治 各 學 派 的

弊 病 ？ 從 《 楞 伽 經 》 內 容 中 的 百 八 問 就 可 追 溯 到 ， 佛 陀 是 以 其 超 理 智

的 智 慧 ， 來 駁 異 導 正 當 時 對 「 覺 」 的 諸 多 紛 紜 與 修 持 。 因 此 ， 吾 人 欲

藉 著 研 究 此 「 自 覺 聖 智 」 的 根 本 思 想 ， 來 釐 清 以 下 幾 項 問 題 。  

一、「自覺 聖 智 」的相關名相  

「 自 覺 聖 智 」 的 名 相 ， 能 解 釋 為 ： 修 行 的 實 證 。 從 「 自 覺 聖 智 」

這 語 詞 ， 似 乎 可 牽 涉 出 更 多 相 近 及 令 人 欲 探 討 的 名 相 ， 如 ： 開 悟 、 菩

提 、 覺 悟 、 覺 知 、 證 悟 、 解 脫 、 涅 槃 、 正 覺 、 正 智 、 般 若 、 如 如 、 真

如 、 真 諦 、 真 理 、 實 相 、 見 性 、 成 道 、 成 佛 、 明 心 、 真 心 、 如 來 藏 、

如 來 藏 識 、 自 性 、 不 二 、 中 道 與 佛 性 等 等 。 到 底 這 些 名 相 或 語 詞 ， 是

否 與 「 自 覺 聖 智 」 有 著 相 同 的 意 義 呢 ？ 本 人 想 以 此 作 為 研 究 的 課 題 與

動 機 之 一 。  

二、 「 自 覺 聖 智 」 乃 是 「 心 、 意 、 意 識 」 9  的 轉 依 1 0 

                                                   
9   此 是 菩 薩 所 修 學 ； 遠 離 由 心 外 別 立 餘 法 以 認 知 世 間 之 心 境 界 。   

參 閱 ： 談 錫 永 譯 著 ， 〈 梵 本 新 譯 《 入 楞 伽 經 》 〉 ， 台 北 ： 全 佛 文 化 ， 2 0 0 5 年 ，

初 版 ， p . 4 9 。  
1 0
 轉 所 依 之 意 。 又 作 所 依 已 轉 、 變 住 。 轉 ， 轉 捨 、 轉 得 之 義 ； 依 ， 指 使 染 淨 迷

悟 等 諸 法 得 以 成 立 之 所 依 。 轉 依 ， 即 轉 捨 劣 法 之 所 依 ， 而 證 得 勝 淨 法 之 所 依 。

如 唯 識 宗 所 說 ， 由 修 聖 道 ， 斷 滅 煩 惱 障 、 所 知 障 ， 而 證 得 涅 槃 、 菩 提 之 果 ，

此 二 果 即 修 習 之 最 殊 勝 境 界 。 凡 夫 依 心 、 意 、 意 識 的 修 持 ， 到 了 證 佛 果 位 時 ，

就 能 將 凡 夫 所 依 識 ， 轉 為 聖 者 自 覺 的 智 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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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 伽 經 》 相 傳 為 大 乘 唯 識 宗 所 依 的 「 六 經 」 1 1  之 一 ， 因 為 在 經

文 中 ， 處 處 說 到 唯 識 宗 義 有 關 的 名 詞 ， 如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等 。 但 是 若 更 深 一 層 的 去 探 究 本 經 之 根 本 大 義 ， 就 會 發 覺 《 楞 伽

經 》 不 僅 只 是 開 示 唯 識 名 相 ， 而 且 還 頻 繁 的 彰 顯 出 「 如 來 自 證 的 智 境

界 」 ， 此 要 義 是 相 當 值 得 重 視 與 研 究 的 課 題 ， 也 是 本 論 文 所 要 研 究 的

核 心 論 點 。  

《 楞 伽 經 》 雖 然 廣 為 宣 導 「 心 、 意 、 意 識 」 的 義 理 ； 但 是 經 文 中

卻 又 明 示 一 切 「 唯 心 所 現 」 並 不 是 究 竟 的 真 實 境 界 。 難 道 佛 陀 所 說 之

法 也 會 自 相 矛 盾 嗎 ？ 如 宋 譯 本 說 ：  

「 若說真實者，彼心無真實 」 1 2、  

「 如實處見一切法者，謂超自心現量 」
1 3、  

「 超度諸心量，如來智清淨 」 1 4 。   

其 次 ， 「 自 覺 聖 智 」 是 如 何 從 「 心 、 意 、 意 識 」 的 不 同 層 次 而 得

以 「 轉 識 成 智 」 ？ 從 人 的 生 命 來 看 ， 對 於 五 蘊 、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 一

切 法 如 何 不 離 心 ？  心 又 如 何 不 離 一 切 法 ？ 這 與 如 來 自 然 覺 知 諸 法 的

實 證 有 著 極 大 關 係 ， 故 成 為 本 論 文 的 研 究 課 題 之 二 。  

三、「自覺 聖 智 」 與 「 如 來 藏 藏 識 1 5 」  

                                                   
1 1

《 成 唯 識 論 述 記 》卷 1： 法 相 宗 立 宗 所 依 據 之 主 要 經 論 。 六 經 指 ： ( 一 )《 華 嚴 經 》

（ 佛 陀 跋 陀 羅 、 實 叉 難 陀 兩 譯 本 ） ， ( 二 )  《 解 深 密 經 》 （ 菩 提 流 支 、 玄 奘 兩

譯 本 ） ，  ( 三 )  《 如 來 出 現 功 德 莊 嚴 經 》 （ 未 傳 譯 ） ，  ( 四 )  《 大 乘 阿 毘 達 磨

經 》 （ 未 傳 譯 ） ， ( 五 )  《 楞 伽 經 》 （ 求 那 跋 陀 羅 、 菩 提 流 支 、 實 叉 難 陀 三 譯

本 ） ， ( 六 )  《 厚 嚴 經 》 （ 未 傳 譯 ， 一 說 為 日 照 譯 之 《 大 乘 密 嚴 經 》 ） 。  

( T 4 3 ,  N o . 1 8 3 0 ,  p . 2 2 9 ,  c 2 8  -  p . 2 3 0 , a 1 )  
1 2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4 ,  c 1 8 )   
1 3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4 ,  a 2 3 - 2 4 )  
1 4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1 ,  a 1 9 )  
1 5

 參 閱 ： 談 錫 永 譯 著 ， 〈 梵 本 新 譯 《 入 楞 伽 經 》 〉 ， 台 北 ： 全 佛 文 化 ， 2 0 0 5 年 ，

初 版 ， p . 7 6 ~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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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之 途 徑 ， 必 須 修 習 菩 薩 道 之 內 涵 、 六 波 羅 蜜 以 及 如 來 藏 ( 佛 性 )

等 思 想 的 教 義 ， 而 這 些 並 非 凡 夫 、 外 道 、 聲 聞 、 緣 覺 所 能 側 重 的 。 從

佛 教 思 想 的 發 展 ， 是 以 佛 陀 之 菩 提 、 法 身 的 永 遠 以 及 佛 智 之 不 可 思 議

的 教 義 ， 這 是 為 「 一 切 眾 生 悉 有 如 來 藏 」 的 根 據 ， 並 勸 導 眾 生 藉 由 如

來 藏 藏 識 轉 依 為 如 來 藏 之 智 境 。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與 如 來 藏 的

關 係 又 是 如 何 ？ 有 何 重 要 特 徵 ？ 此 為 本 論 文 研 究 課 題 之 三 。   

四、「自覺 聖 智 」的學理與實踐  

「 自 覺 聖 智 」 ， 在 學 理 與 實 踐 上 ， 是 如 何 替 代 語 詞 的 使 用 ？ 在 實

踐 上 ， 其 轉 變 的 關 係 又 如 何 達 成 ？ 在 學 術 研 究 上 ， 若 沒 有 具 備 修 行 的

基 礎 ， 則 所 有 理 論 的 內 容 就 會 落 於 空 泛 想 像 而 已 ， 並 且 容 易 造 成 各 執

一 方 ， 彼 此 互 相 的 在 語 言 文 字 上 爭 辯 ， 無 益 於 「 法 」 的 修 習 。 佛 法 能

源 遠 流 傳 至 今 ， 絕 不 是 依 賴 佛 學 理 論 之 高 超 或 有 限 語 言 文 字 所 能 達

成 ， 也 不 是 依 靠 高 超 難 入 、 境 界 難 及 ， 又 或 只 屬 上 根 、 利 智 、 神 祕 的

修 行 途 徑 來 維 繫 的 。 「 自 覺 聖 智 」 如 何 能 在 理 論 與 實 踐 上 相 攜 共 同 並

進 呢 ？ 此 為 本 論 文 研 究 課 題 之 四 。 下 述 的 章 節 ， 將 依 此 四 課 題 ， 進 一

步 的 加 以 擴 展 。  

第 三 節  學 界 研 究 成 果  

就 《 楞 伽 經 》 來 作 為 學 界 研 究 成 果 的 有 不 少 ， 但 研 究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則 有 限 。 目 前 ， 在 中 文 的 學 術 界 ， 尚 未 見 到 專 門 討 論

有 關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長 篇 論 文 。 大 部 分 的 論 題 都 集 中 在 ：

「 禪 法 」 、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 「 如 來 藏 」

等 方 面 所 作 的 論 述 1 6 。 有 鑑 於 此 ， 吾 人 嘗 試 著 探 析 有 關 「 自 覺 聖 智 」

的 義 理 意 涵 ， 來 作 為 修 學 上 的 經 驗 與 提 升 。  

                                                   
1 6

a . 小 川 弘 貫 ， 〈 《 楞 伽 經 》 に 於 お け る 如 來 藏 思 想 〉 ， 《 印 度 學 佛 教 學 研 究 》 9

卷 1 期 = 1 7 期 ， 1 9 6 1 年 1 月 ， p . 2 1 3 ~ 2 1 6 。  

 b . 古 天 英 ， 〈 《 楞 伽 經 》 中 有 關 禪 宗 思 想 探 索 〉 ， 《 慧 炬 》 2 6 2 期 ， 民 7 5 年 4

月 ， p . 2 1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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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前 所 既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 與 《 楞 伽 經 》 相 關 的 研 究 議 題 ， 可 分

為 兩 類 ： 一 是 、 古 賢 大 德 著 作 之 相 關 見 解 與 注 疏 ； 二 是 、 當 代 學 者 之

研 究 。 本 論 文 將 範 圍 設 限 在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以 及 其 於 當 代 既

有 的 研 究 成 果 上 。 目 前 學 術 界 研 究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及 相 關 經

論 而 言 ， 乃 以 日 本 為 多 數 。 在 所 搜 集 的 論 文 中 ， 以 《 楞 伽 經 》 「 自 內

聖 智 」 、 「 自 覺 聖 智 」 或 「 自 證 聖 智 」 來 作 為 主 要 論 述 核 心 的 共 有 四

位 日 本 學 者 ， 即 管 沼 晃 著 〈 《 入 楞 伽 经 》 に お け る 「 自 內 聖 智 」 の 意

義 〉 、 齐 藤 哲 吉 著 〈 《 楞 伽 经 》 に 於 け る 「 自 觉 聖 智 」 の 境 界 に 就 い

て 〉 、 神 谷 麻 俊 著 〈 《 入 楞 伽 经 》 の 「 自 證 聖 智 」 ─ ─ 〈 集 一 切 法 品 〉

中 心 〉 以 及 和 田 真 二 著 〈 《 楞 伽 經 》 に 見 ら れ る 「 自 覺 聖 智 」 に つ い

て 〉 。 今 將 其 論 述 如 下 ：  

一 、 管 沼 晃 1 7 對 《 楞 伽 經 》 「 自 內 聖 智 」 1 8 的 觀 點  

管 沼 晃 是 以 傳 統 踏 實 的 方 式 ， 依 著 四 卷 《 楞 伽 經 》 為 其 主 要 研 究

的 根 據 。 管 沼 晃 透 過 參 照 梵 文 、 藏 譯 、 漢 譯 三 種 版 本 ， 發 覺 各 個 譯 本

對 《 楞 伽 經 》 的 譯 義 ， 皆 有 很 大 的 差 異 ， 並 將 幾 個 版 本 嚴 密 地 比 較 對

照 、 將 原 文 翻 譯 成 漢 文 ， 然 後 ， 以 此 方 式 來 詮 釋 佛 自 內 聖 智 的 意 義 。

他 並 且 認 為 ， 無 論 要 從 以 上 的 任 何 一 個 版 本 ， 來 解 說 經 文 的 意 義 ， 是

很 不 容 易 的 。 自 古 以 來 有 這 樣 的 認 為 ： 《 楞 伽 經 》 是 解 說 「 五 法 」 、

「 三 性 」、「 八 識 」、「 二 無 我 」的 經 典 ， 也 是 大 乘 佛 教 的 重 要 教 說 。

故 依 此 教 說 ， 將 其 論 文 分 為 四 章 來 考 察 。  

於 第 一 章 ， 首 先 他 將 自 內 證 聖 智 的 相 關 語 詞 ， 包 含 在 ：「 自 覺 」 、

「 內 身 證 」、「 自 內 證 」、「 自 證 處 」、「 自 證 智 境 」、「 自 證 境 界 」、

「 自 證 法 」 、 「 自 覺 聖 智 趣 所 行 境 」 、 「 自 覺 聖 智 境 界 」 等 等 。 大 致

                                                                                                                                                             
 c . 岑 詠 芳〈《 楞 伽 經 》如 來 藏 與 藏 識 一 體 二 名 之 辨 〉《 唐 君 毅 先 生 紀 念 論 文 集 》，

台 北 ： 臺 灣 學 生 書 局 ， 1 9 8 3 ： p . 6 0 9 ~ 6 5 4 。  

 d . 周 繼 武 〈 《 楞 伽 疏 決 》 與 《 唯 識 抉 擇 談 》 質 疑 〉 《 現 代 佛 教 學 術 叢 刊 . 2 8 》 ，

台 北 市 ： 大 乘 文 化 ， 1 9 8 0 ： p . 6 1 ~ 6 8 。   
1 7  管 沼 晃 ， 〈 《 入 楞 伽 经 》 に お け る 自 內 聖 智 の 意 義 〉 ， 《 宗 教 研 究 》 ， 第 4 0

卷 ， 1 9 6 6 年 1 1 月 ， p . 4 3 ~ 6 6 。  
1 8  此 處 引 用 「 自 內 聖 智 」 ， 是 依 作 者 的 論 文 主 題 而 取 ； 其 義 是 等 同 於 本 論 文 的

「 自 覺 聖 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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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是 順 著 各 個 版 本 的 譯 文 比 對 ， 來 分 析「 自 內 聖 智 」義 理 。 他 認 為 ：

『 從 《 楞 伽 經 》 無 方 針 羅 列 的 体 裁 當 中 ， 還 是 很 明 確 的 可 看 到 ， 作 為

釋 尊 「 自 內 證 」 到 解 脫 的 崇 高 智 慧 。 』  

其 考 察 與 研 究 是 值 得 贊 同 的 ， 並 藉 以 語 言 文 字 來 指 向 佛 智 與 第 一

義 涵 的 目 標 。 所 謂 ： 「 心 行 處 滅 ， 言 語 道 斷 」 ， 真 實 的 第 一 諦 是 不 落

於 語 言 文 字 的 。 佛 是 因 二 法 而 說 出 自 內 智 慧 所 證 之 密 法 。 此 二 法 是 ：

一 是 無 增 無 減 、 離 言 說 妄 想 、 離 字 二 趣 的 「 緣 自 得 法 」 究 竟 境 界 ； 另

一 是 古 先 聖 道 ， 無 過 去 、 現 在 、 未 來 ， 法 界 常 住 的 「 本 住 法 」 。 所 以

說 ， 「 佛 從 正 等 正 覺 至 到 涅 槃 ， 未 說 一 字 」 。  

顯 然 ， 管 沼 晃 是 循 著 「 文 獻 」 的 方 式 來 論 述 佛 自 內 聖 智 的 意 義 。

當 然 ， 依 循 經 文 來 詮 釋 ， 基 本 上 並 無 重 大 的 歧 見 存 在 。 然 而 ， 對 於 所

舉 出 的 文 獻 ， 何 以 成 為 其 逐 文 進 行 疏 解 與 說 明 「 自 覺 聖 智 」 重 心 的 基

礎 ？ 如 上 述 所 引 之 文 「 佛從正等正覺至到涅槃，未說一字、亦不 已說

當說。 」 何 以 是 「 自 覺 聖 智 」 的 思 想 ？ 就 沒 有 再 作 詳 細 的 說 明 ， 也 許

因 篇 幅 所 限 ， 或 者 只 著 重 於 文 獻 之 徵 引 而 尚 未 能 論 述 。 是 以 面 對 這 樣

微 細 的 意 見 ， 本 論 文 將 於 行 文 論 述 之 際 ， 逐 一 探 究 。  

第 二 章 至 第 四 章 ， 大 體 上 是 以 前 面 慣 用 之 架 構 進 行 論 述 ， 此 架 構

是 以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的 教 說 來 詮 解 「 自

內 聖 智 」 。 其 論 述 方 式 仍 然 不 變 ， 亦 舉 出 從 各 個 譯 本 的 原 文 ， 並 解 說

何 謂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的 名 相 ； 然 後 再 逐

一 的 詮 釋 各 個 名 相 的 定 義 、 關 聯 與 差 異 的 義 涵 。  

就 其 研 究 成 果 觀 之 ， 對 於 語 言 學 的 掌 握 ， 確 實 非 常 專 精 ， 並 且 具

備 相 當 豐 碩 的 文 獻 學 知 識 。 但 是 ， 卻 未 直 接 論 述 或 觸 及 「 自 內 聖 智 」

之 思 想 、 概 念 、 詮 釋 等 角 度 ， 亦 無 有 重 大 之 歧 見 存 在 。 就 如 在 文 章 的

一 開 始 就 很 明 確 的 表 示 ： 「 從 往 昔 至 今 ， 學 界 對 於 《 楞 伽 經 》 深 奧 思

想 之 研 究 ， 尚 未 有 統 一 的 書 寫 形 態 。 」 順 此 一 問 題 而 進 行 溯 源 式 的 考

察，將 會 發 現 這 樣 的 一 個 問 題，實 則 就 牽 連 著 所 謂「 自 覺 聖 智 」或「 自

內 聖 智 」 之 切 入 的 核 心 觀 念 為 何 等 相 關 問 題 。 這 也 涉 及 學 界 諸 多 不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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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研 究 ， 那 就 是 以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來 詮

釋 「 自 內 聖 智 」 的 意 義 。  

從 以 上 的 論 述 ， 吾 人 認 為 管 沼 晃 對 於 《 楞 伽 經 》 「 自 內 聖 智 」 的

研 究 ， 有 幾 點 值 得 注 意 ：  

1 .1 對 於 《 楞 伽 經 》 「 自 內 聖 智 」 的 各 個 譯 本 之 原 文 或 是 義 理 等 方

面 ， 投 入 不 少 心 力 ， 這 足 以 提 供 我 們 作 為 參 考 價 值 及 借 鏡 。  

1 .2  甚 少 論 及 其 他 學 者 對 於《 楞 伽 經 》「 自 內 聖 智 」的 思 想 或 觀 點 。

就 所 收 集 的 四 篇 有 關 此 論 題 的 文 章 之 中 ， 從 年 代 來 看 ， 應 以 管

沼 晃 為 首 。 大 抵 之 前 ， 還 未 有 此 相 關 的 著 作 或 二 手 資 料 。  

1 .3 對 於 其 論 述 的 觀 點 與 方 式 ， 大 致 上 是 相 同 的 理 念 。 基 本 上 是 較

著 重 於 經 典 ， 亦 是 通 過 文 獻 學 ， 把 握 其 語 言 ， 進 而 校 訂 ； 再 以

幾 組 的 教 說 來 進 行 隨 文 注 解 式 的 綿 密 說 明 。  

1 .4  雖 然 有 將 論 題 設 於 《 楞 伽 經 》「 自 內 聖 智 」 的 意 義 ， 實 際 上 卻

牽 連 著 許 多 相 關 的 論 題 及 概 念 。 這 些 觀 點 ， 觸 及 了 大 乘 佛 教 重

要 的 教 說 ： 「 五 法 」 、 瑜 伽 行 派 「 三 性 」 思 想 、 「 如 來 藏 」 、

「 性 相 」 、 「 事 理 」 、 「 真 妄 」 、 「 空 有 」 、 「 二 諦 」 等 的 論

題 。 環 繞 著 這 些 問 題 ， 則 將 引 申 出 其 他 歧 義 的 理 念 。 從 這 些 論

題 之 深 度 與 義 蘊 的 角 度 來 看 ， 管 沼 晃 並 未 進 行 闡 發 及 研 究 。  

1 .5  若 以 「 五 法 」、「 三 性 」、「 八 識 」、「 二 無 我 」、「 如 來 藏 」

等 來 論 述 《 楞 伽 經 》 「 自 內 聖 智 」 。 那 麼 ， 在 義 理 層 次 上 如 何

才 能 避 免 混 淆 ？ 每 一 名 相 皆 有 著 不 同 的 意 義 ， 如 一 字 詞 的 「 真

如 」 、 「 圓 成 實 性 」 、 「 二 無 我 」 、 「 阿 賴 耶 」 、 「 如 來 藏 」

等 ， 在 當 中 是 否 也 有 階 位 的 區 別 ？  

1 .6  較 著 重 於 印 度 的 大 乘 經 典 ， 較 少 涉 及 到 中 國 注 疏 與 論 點 。  

由 上 述 可 窺 見 ， 管 沼 晃 是 專 力 於 文 獻 來 詮 釋 《 楞 伽 經 》 「 自 內 聖

智 」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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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齐 藤 哲 吉 1 9 對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觀 點   

齐 藤 哲 吉 是 依 據 三 漢 譯 本 ， 互 相 對 照 ， 並 以 義 理 分 析 的 方 式 來 論

述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觀 點 。 在 管 沼 晃 所 提 及 所 應 注 意 的 問 題

幾 乎 都 在 作 者 的 論 述 之 中 ， 想 必 早 已 注 意 到 相 關 的 論 題 。 綜 觀 整 篇 論

文 架 構 ， 除 了 引 用 三 漢 譯 本 之 外 ， 還 有 採 取 祖 師 大 德 之 注 疏 或 論 典 ，

如 唐 法 藏 的 《 入 楞 伽 經 心 玄 義 》 、 《 入 楞 伽 經 心 玄 義 篡 要 鈔 》 、 鈴 木

大 拙 的 《 佛 語 心 論 》 、 《 楞 伽 經 論 疏 折 衷 》 等 等 。 由 此 一 一 分 析 祖 師

們 對 「 自 覺 聖 智 」 的 理 念 如 何 。 這 表 示 並 不 把 範 圍 只 設 限 在 印 度 大 乘

經 典 ， 而 是 將 此 經 典 的 思 想 開 展 至 其 他 。  

首 先 ， 就 以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 「 第

一 義 心 」 等 來 顯 示 《 楞 伽 經 》 的 要 旨 。 並 特 別 讚 賞 法 藏 於 《 入 楞 伽 經

心 玄 義 》 的 十 門 是 最 為 精 要 。 在 文 章 裡 ， 對 「 自 覺 聖 智 」 是 《 楞 伽 經 》

之 核 心 思 想，提 出 了 肯 定 的 看 法。而 且 還 在 數 章 討 論 所 關 注 的 焦 點 上 ，

如 在 第 一 至 第 五 章 ， 就 舉 出 ：  

2 .1  三 譯 本 皆 有 佛 陀 所 說 的 自 覺 境 界 。  

2 .2 菩 提 達 摩 (或 磨 )付 與 禪 的 要 義 予 二 祖 慧 可，也 是《 楞 伽 經 》「 自

覺 聖 智 」 的 如 實 境 界 。  

2 .3  與 禪 宗 的 密 切 關 係 ， 是 歸 結 於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  

2 .4  在 《 楞 伽 經 》 中 所 說 的 如 來 禪 是 指 向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  

2 .5  馬 祖 道 一 之 佛 心 宗 ， 就 以 《 楞 伽 經 》 佛 語 心 ， 來 顯 示 真 實 義 為

其 教 下 與 宗 旨 。  

2 .6  接 著 詳 細 的 將 三 漢 譯 本 如 何 分 析 唯 心 與 唯 識 2 0 。 對 《 楞 伽 經 》

之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的 四 種 法 門 有

                                                   
1 9  齐 藤 哲 吉 ， 〈 《 楞 伽 经 》 に 於 け る 自 觉 聖 智 の 境 界 に 就 い て 〉 。 臨 濟 宗 大 學

禪 學 研 究 會 《 禪 學 研 究 》 1 9 7 0  年 1 月 ， 第 1 4 號 ， p . 7 9 ~ 1 0 4 ( L ) 。  
2 0

 齐 藤 哲 吉 ， 〈 《 楞 伽 经 》 に 於 け る 自 觉 聖 智 の 境 界 に 就 い て 〉 。 臨 濟 宗 大 學

禪 學 研 究 會 《 禪 學 研 究 》 1 9 7 0  年 1 月 ， 第 1 4 號 ， p . 8 2 ~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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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特 殊 的 見 解 ， 並 舉 出 此 四 種 法 門 在 瑜 伽 、 唯 識 的 同 稱 異 義 之

內 容 2 1 。 其 中 也 牽 涉 了 如 來 藏 心 2 2 、 漸 頓 之 說 、 性 相 、 義 和 語 、

宗 通 說 通 、 一 異 、 真 妄 、 生 不 生 、 涅 槃 與 佛 等 概 念 來 支 撐 其 觀

點 。  

2 .7  從 齐 藤 哲 吉 之 文 中 ，可 看 到 他 確 實 有 很 深 廣 的 見 解 。但 吾 人 渴

望 想 知 道 如 何 方 能 修 成 「 自 覺 聖 智 」 之 悟 境 ， 就 像 在 研 究 動 機

的 一 節 所 說 ， 其 法 味 如 何 ？ 似 乎 只 能 瞻 望 讚 嘆 而 已 ！ 若 已 耳 聞

了 「 自 覺 聖 智 」 之 悟 境 ， 而 無 一 徹 底 通 往 的 路 徑 或 藍 圖 ， 亦 無

攀 爬 的 階 梯 或 扶 繩 ， 這 對 於 吾 人 身 心 生 命 深 切 的 問 題 ， 還 是 遙

不 可 及 的 事 。  

 

從 這 些 基 本 觀 點 來 看 ， 兩 位 的 方 向 與 理 念 是 不 同 的 。 相 較 於 管 沼

晃 對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觀 點 ， 齐 藤 哲 吉 在 義 理 方 面 就 透 露 出

更 多 及 更 高 的 評 價。從 行 文 中，不 難 可 見 諸 多 的 見 解，是 通 過 法 藏《 大

乘 起 性 論 》之「 三 性 」思 想 以 達 至「 性 相 」融 通 、「 三 性 」與「 二 諦 」、

「 般 若 」 、 「 中 觀 」 之 「 空 」 及 瑜 伽 行 派 之 「 有 」 等 來 作 為 其 對 《 楞

伽 經 》「 自 覺 聖 智 」的 論 述 方 式 。  因 此 ， 在 論 述 分 析 時 所 帶 入 的 既 有

概 念 ， 如 ： 「 真 如 」 、 「 真 妄 」 、 「 空 有 」 、 「 性 相 」 等 就 很 容 易 與

《 楞 伽 經 》「 自 覺 聖 智 」的 義 理 混 淆，並 且 就 順 理 成 章 地 劃 上 了 等 號 。

但 這 些 名 相 是 否 都 有 同 樣 的 義 涵 ？ 尚 且 不 在 此 談 論 ， 吾 人 將 於 本 論 文

第 三 章 加 以 分 析 ， 屆 時 能 結 論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第 一 義 涵 的 面

貌 。  

三 、 神 谷 麻 俊 2 3
對 《 楞 伽 經 》 「 自 證 聖 智 」 的 觀 點  

                                                   
2 1

 齐 藤 哲 吉 ， 〈 《 楞 伽 经 》 に 於 け る 自 觉 聖 智 の 境 界 に 就 い て 〉 。 臨 濟 宗 大 學

禪 學 研 究 會 《 禪 學 研 究 》 1 9 7 0  年 1 月 ， 第 1 4 號 ， p . 8 3 ， 註 1 5 。  
2 2

 作 者 似 乎 以 法 藏 或 慧 遠 《 大 乘 起 性 論 》 的 三 性 相 即 之 思 想 來 詮 釋 本 經 四 法 之

內 涵 ， 但 行 文 並 沒 有 特 別 註 明 此 見 解 的 根 據 。 p . 8 3 及 8 9 ， 註 3 0 。  
2 3

 神 谷 麻 俊 K a m i y a  M a s a t o s h i ， 〈 《 入 楞 伽 经 》 の 自 證 聖 智 ─ ─ 〈 集 一 切 法 品 〉

中 心 〉 ， 《 印 度 學 佛 教 學 研 究 》 ， 4 2 ( 2 1 - 2 )， 同 朋 大 學 に お け る 第 2 3 回 學 術 大

會 紀 要 ( 二 ) ，  1 9 7 3 年 3 月 ， p . 1 5 8 ~ 1 5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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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谷 麻 俊 是 依 《 入 楞 伽 經 》 的 「 自 證 聖 智 」 ， 以 〈 集 一 切 法 品 〉

為 研 究 中 心 。 神 谷 麻 俊 參 考 管 沼 晃 的 著 作 後 ， 想 必 覺 得 除 了 「 五 法 」

「 三 性 」 等 四 法 之 外 ， 還 有 其 他 也 是 相 關 「 自 證 聖 智 」 的 大 乘 主 要 論

題，所 以 文 章 內 容 有 點 類 似 延 續「 自 覺 聖 智 」或 作 為 補 遺 的 短 篇 論 文 。

文 中 是 以 三 個 要 點 來 略 述 「 自 證 聖 智 」 的 活 動 領 域 ：  

(1 )如 來 的 特 質 與 「 自 證 聖 智 」  

(2 )涅 槃 等 與 「 自 證 聖 智 」  

(3 )妄 法 與 「 自 證 聖 智 」  

對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觀 點 ， 雖 然 也 是 依 據 文 獻 解 讀 ， 實

際 上 是 順 著 管 沼 晃 的 篇 目 與 內 容 ， 進 行 隨 文 解 義 的 論 述 ， 但 還 是 很 值

得 參 考 之 處 。 此 篇 論 文 在 吾 人 所 收 集 的 文 章 當 中 ， 是 屬 於 較 簡 短 的 。

其 論 述 方 式 也 與 前 者 大 致 一 樣 ， 首 先 舉 出 相 關 「 自 覺 聖 智 」 的 經 文 ，

然 後 作 詮 釋 的 工 作。除 此 三 要 點 之 外，前 後 的 介 紹 與 論 述 就 稍 微 薄 弱 。

內 文 除 了 參 照 管 沼 晃 的 論 文 以 及 南 條 文 雄 校 訂《 梵 文 入 楞 伽 經 》之 外 ，

就 沒 有 其 他 學 者 或 注 疏 了 。  

四 、 和 田 真 二 2 4 對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觀 點  

此 篇 短 文 ， 與 前 三 篇 有 所 不 同 。 其 是 在 介 紹 以 及 讚 賞 鈴 木 大 拙 對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觀 點 而 提 出 看 法 。 和 田 真 二 是 從 鈴 木 大 拙

的 論 文 片 段 來 進 行 考 察 。 首 先 ， 是 介 紹 鈴 木 大 拙 的 生 平 以 及 其 在 學 界

的 地 位 ， 然 後 陳 述 此 經 的 思 想 。 以 下 是 其 論 文 的 要 義 ：  

4 .1  《 楞 伽 經 》是 不 太 被 世 上 知 道 的 經 典，即 使 知 道 也 不 太 能 通 讀 。

《 楞 伽 經 》 是 佛 教 各 宗 派 所 依 的 經 典 ， 其 中 以 「 不 立 文 字 」 、

「 教 外 別 傳 」 的 禪 宗 亦 不 例 外 。 在 鈴 木 大 拙 諸 多 的 著 作 當 中 ，

                                                   
2 4  和 田 真 二 ， 〈 《 楞 伽 經 》 に 見 ら れ る 「 自 覺 聖 智 」 に つ い て 〉 ， 日 本 宗 教 學

會《 宗 教 研 究 》第 7 1 卷 ，第 5 6 回 學 術 大 會 紀 要 特 集 ， 1 9 9 8 年 3 月 ， p . 1 9 7 ~ 1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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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以 「 禪 」 為 考 察 之 課 題 ， 如 ： 有 關 「 禪 的 本 質 」 、 「 禪 的 體

驗 」 、 「 禪 理 」 、 「 禪 哲 學 」 、 「 悟 理 」 等 。  

4 .2  鈴 木 大 拙 是 以 大 乘 佛 教 諸 多 的 思 想 當 中，來 說 明《 楞 伽 經 》「 自

覺 聖 智 」 的 重 要 性 。 在 方 法 上 首 先 是 比 較 、 對 照 梵 、 藏 、 漢 本

的 經 文 ， 然 後 翻 譯 日 文 。 實 際 上「 自 覺 聖 智 」或 是「 自 證 聖 智 」

的 境 界 是 存 在 的 。 《 楞 伽 經 》 的 重 要 思 想 ， 被 他 認 為 是 「 八 識

的 心 理 學 」 和 「 三 性 的 認 識 論 」 等 ； 然 而 事 際 上 ， 此 心 理 邏 輯

本 身，並 不 是「 楞 伽 宗 」的 意 思，只 是 能 作 為 修 行 的 輔 助 資 料 。 

4 .3  在 四 卷 《 楞 伽 經 》 都 是 以 「 佛 語 心 」 為 中 心 。 此 「 佛 語 心 」 即

「 核 心 」 、 「 心 要 」 之 義 ， 不 是 三 界 唯 心 的 心 。 從 進 入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來 說 ， 是 成 就 阿 耨 多 羅 三 藐 三 菩 提 的 心 要 ， 換 句

話 說 ， 「 自 覺 聖 智 」 是 《 楞 伽 經 》 的 主 要 核 心 。 鈴 木 大 拙 的 想

法 是 ： 「 自 覺 聖 智 」 應 該 是 要 靠 自 內 修 證 才 能 獲 得 ， 是 無 法 從

他 人 身 上 所 能 獲 得 覺 悟 之 經 驗 。  

以 上 ， 基 本 敘 述 了 各 個 不 同 的 觀 點 。 其 中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各 學 者 於

文 獻 之 徵 引 、 論 述 的 重 心 、 關 懷 的 焦 點 等 ， 各 方 面 都 有 所 重 ， 各 有 其

見 解 。 若 尚 有 分 歧 意 見 的 存 在 ， 就 如 吾 人 於 研 究 動 機 一 節 所 提 到 的 ，

將 在 各 章 節 之 論 述 行 文 中 ， 再 次 的 進 行 分 析 與 釐 清 。 故 本 文 就 第 四 至

第 六 章 ， 將 會 討 論 與 吾 人 生 命 密 切 關 係 的 修 學 之 次 第 與 方 法 ； 在 這 方

面 ， 還 是 有 很 大 的 探 討 空 間 。  

本 論 文 是 以 繼 承 學 者 的 成 果 為 背 景 知 識 ， 重 新 再 探 討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基 本 內 容 及 義 理 義 涵 。 希 望 藉 此 能 夠 更 清 楚 的 掌 握 佛

法 的 真 理 與 修 行 的 重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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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資料  

一、研究方法 

對 於 上 述 所 談 論 及 欲 處 理 之 問 題 意 識 ， 本 論 文 首 先 採 用 「 文 獻 學

彙 整 」 與 「 義 理 學 分 析 」 來 解 讀 ， 以 便 瞭 解 文 字 上 實 際 的 意 義 ； 再 透

過 「 思 想 史 方 法 」 以 探 討 印 度 思 想 史 的 流 變 。 例 如 ： 釋 尊 的 教 化 ， 是

如 何 以 其 德 行 與 智 慧 ， 致 力 予 實 際 現 實 社 會 的 福 利 。 以 助 於 瞭 解 佛 教

的 超 越 與 自 由 無 礙 之 能 力 ， 這 與 世 俗 的 奇 蹟 和 靈 異 現 象 ， 是 有 很 大 的

差 別 的 。 藉 此 來 理 解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之 思 想 、 歷 史 背 景 與 整

體 脈 絡 來 顯 示 出 「 自 覺 聖 智 」 超 越 性 與 完 整 性 。 最 後 ， 採 取 「 佛 法 的

修 行 義 理 」 來 談 論 佛 教 如 何 將 信 仰 與 實 踐 落 實 在 生 活 當 中 ； 又 釋 迦 牟

尼 佛 如 何 以 智 慧 觀 諸 法 ， 如 何 成 就 正 等 正 覺 ？ 茲 探 討 如 下 ：  

 (一 )  思 想 史 方 法  

佛 教 思 想 史 的 研 究 範 圍 廣 泛 ， 是 思 想 與 歷 史 的 結 合 ， 這 與 考 據 學

和 哲 學 都 有 關 係，亦 是 隨 著 歷 史 發 展 的 脈 絡，而 描 述 其 思 想 的 流 變。 2 5  

在 本 論 文 的 第 二 章 是 採 取 思 想 史 方 法，來 探 討 釋 迦 牟 尼 佛 在《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思 想 淨 化 歷 程 。 這 包 括 從 早 期 的 根 本 佛 教 ， 例 如 ， 從

《 阿 含 經 》是 如 何 來 闡 述「 自 覺 聖 智 」？ 以 及 在 大 乘 經 典 如《 般 若 經 》

與 《 金 剛 三 昧 經 》 ， 對 於 「 成 道 」 或 「 正 覺 」 的 思 想 演 變 又 是 如 何 ？   

(二 )  語 言 文 獻 學 方 法  

本 論 文 之 第 三 章 ， 將 使 用 語 言 文 獻 學 的 方 法 ， 從 梵 文 之 字 源 學 及

相 關 語 法 ， 來 探 求 經 典 的 文 字 與 意 義 。  

 (三 )  義 理 詮 釋 方 法  

此 是 分 析 釋 迦 牟 尼 佛 於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思 想 。 本 論 文

之 第 四 至 第 六 章 是 透 過 此 方 法 ， 來 把 握 佛 教 肯 定 與 否 定 的 超 越 義 理 。

                                                   
2 5

 吳 汝 鈞 著 ， 《 佛 學 研 究 方 法 論 》 ， 台 北 ： 台 灣 學 生 書 局 ， 1 9 8 3 初 版 ， p . 1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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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從 東 西 方 思 想 來 看 ， 從 肯 定 與 否 定 方 面 的 形 而 上 格 局 ， 例 如 ：

西 方 思 想 中 的 存 有 、 生 命 、 善 等 肯 定 原 理 ； 而 在 東 方 思 想 中 的 道 家 與

佛 教 卻 強 調 以 否 定 的 原 理 為 根 本 ， 如 非 存 有 ( 無 ) 、 死 、 惡 等 。 經 由 此

方 法 ， 來 探 討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思 想 是 ： 超 越 肯 定 與 否 定 、

無 與 有 兩 端 而 證 得 最 高 真 實 的 中 道 。  

(四 )  佛 法 修 行 與 實 踐 的 道 理     

佛 法 實 修 與 實 證 的 道 理 ， 實 際 上 並 不 是 一 種 研 究 方 法 ， 但 它 卻 是

表 示 接 觸 甚 至 契 入 佛 教 的 必 經 之 路 。 佛 教 不 只 是 一 種 哲 學 ， 也 是 一 種

宗 教 ， 而 宗 教 就 離 不 開 信 仰 與 修 行 的 實 踐 。 所 以 ， 若 要 真 正 的 瞭 解 佛

教 ， 就 不 得 不 將 修 行 落 實 予 生 活 了 。 2 6  

本 論 文 從 第 四 至 第 六 章，是 以 佛 法 修 行 與 實 踐 的 道 理，來 討 論《 楞

伽 經 》 之 「 自 覺 聖 智 」 ， 經 由 此 去 發 掘 ， 如 何 才 能 開 啟 和 佛 陀 一 樣 的

覺 悟 ？ 釋 迦 牟 尼 佛 如 何 以 智 慧 觀 見 諸 法 及 普 利 有 情 ？ 如 何 在 覺 行 圓 滿

中 成 就 人 生 ？ 又 如 何 以 延 續 佛 陀 傳 統 「 拈 花 微 笑 」 的 「 以 心 傳 心 」 ，

來 超 越 一 切 的 對 立 之 相 ， 進 入 絕 對 徹 見 本 具 的 佛 性 。  

二、研究資料 

研 究 資 料 可 分 為 「 原 典 資 料 」 、 「 二 手 資 料 」 及 「 當 前 研 究 成 果 」

三 類 。  

「 原 典 資 料 」 是 梵 、 藏 及 漢 文 之 經 典 翻 譯 。 本 文 第 二 章 是 涉 及 此

經 之 源 流 ， 首 先 網 羅 有 關 《 楞 伽 經 》 重 要 的 文 獻 依 據 ， 再 依 所 涉 及 到

「 自 覺 聖 智 」 觀 念 的 文 獻 為 參 考 本 ； 最 後 是 以 文 獻 校 勘 為 進 行 研 究 的

基 礎 。 目 前 《 楞 伽 經 》 現 存 的 漢 譯 版 本 有 三 種 ， 藏 文 本 還 都 有 保 存 ，

梵 文 本 只 剩 南 條 文 雄 之 校 訂 本 ， 英 文 和 日 文 本 是 依 梵 或 藏 文 來 翻 譯 後

再 加 註 釋 。  

(一 )  相 關 的 傳 譯 本  

                                                   
2 6

 同 前 註 ， p . 1 5 3 ~ 1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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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 楞 伽 經 》 約 有 五 種 相 關 的 傳 譯 本 ：  

1 .  南 條 文 雄 梵 文 校 訂 本 （ 簡 稱 梵 本 ） ：  

N a n j r o  B u n j r u ,  e d . T h e  L an ka v a v a t a r a  Su t r a  ( K y o t o： O t a n i；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2 3 )  

2 .  二 藏 譯 本 (簡 稱 藏 譯 本 )：  

（ 1 ） 智 吉 祥 賢 《 聖 入 楞 伽 大 乘 經 》 ( 「 西 藏 大 藏 經 」 北 京 版

No.5519， 漢 文 藏 譯 No.775 )  

     Ḥp h a g s  p a  L aṅ  k a r  g ś e g s  p a  t h e g  p a  c h e n  p o ḥ i  m d o .  

   北 京 版 ， ngu 函 ， 頁 60-208；  

   奈 塘 版 ， ca 函 ， 頁 81-298；  

   德 格 版 ， ca 函 ， 頁 56-191。  

（ 2） 智 金 剛 《 聖 入 楞 伽 寶 經 名 為 諸 佛 所 說 心 髓 品 》 (「 西 藏 大 藏

經 」 北 京 版 No.5520， 漢 文 藏 譯 No.776 )  

Ḥp h a g s  p a  L aṅ  k a r  g ś e g s  p a  r i n  p o  c h eḥ i  m d o  l a s  S aṅ s  r g y a s  t h a m s  c a d  k y i  

g s uṅ  g i  s ñ iṅ  p o  s h e s  b y a  b aḥ i  l eḥ u .    

北 京 版 ， ngu 函 ， 頁 208-313；  

奈 塘 版 ， ca 函 ， 頁 298-456；  

德 格 版 ， ca 函 ， 頁 192-284。  

3 .  三 漢 譯 本 （ 通 簡 稱 舊 譯 ） ：  

（ 1）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簡 稱 「 劉 宋 」 譯 本 ， 求 那 跋 陀 羅 譯 ，

《 大 正 藏 》 十 六 冊 ， 頁 479 上 -514 中 。  

（ 2）《 入 楞 伽 經 》， 簡 稱 「 元 魏 」 譯 本 ， 菩 提 流 支 譯 ，《 大 正 藏 》

十 六 冊 ， 頁 514 上 -586 中 。  

（ 3）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 簡 稱 「 唐 」 譯 本 ， 實 叉 難 陀 譯 ， 《 大 正

藏 》 十 六 冊 ，  頁 587 上 -640 下 。  

4 .  英 譯 本 ：  

鈴 木 大 拙 英 譯 本 （ 簡 稱 鈴 木 譯 ） ：  

D a i s e t z  T e i t a r a o  S u z u k i ,  T h e  L an ka v a v a ta r a  Su t r a .  ( R o u t l e d g e  &  K e g a n  P a u l  
L t d ,  1 9 5 6 )  

5 .  二 日 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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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梵 文 和 訳 入 楞 伽 經 》安 井 広 済 訳（ 簡 稱 安 井 譯 ）：（ 京 都 ：

法 藏 館 ， 1976）  

（ 2） 《 ラ ン カ ─ に 入 る 梵 文 入 楞 伽 經 の 全 訳 と 研 究 》 ， 常 盤 義 伸

訳（ 簡 稱 常 盤 譯 ）：（ 京 都：花 園 大 學 國 際 禪 學 研 究 所 ，19 9 4 ） 

 

(二 )文 獻 的 採 用  

本 文 文 獻 的 採 用 如 下 ：  

1 .  由 於 能 力 尚 未 具 足 ， 未 能 完 全 的 熟 棯 與 利 用 梵 文 原 典 作 為 研 究

的 文 獻 。 故 以 漢 譯 四 卷 本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為 主 要 依 據 。  

2 .  另 以 《 入 楞 伽 經 》 和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為 輔 助 與 參 照 本 。 此 二

部 經 出 於 四 卷 本 之 後 ， 或 許 經 過 後 人 的 整 理 ， 經 文 有 所 增 添 與

刪 減 ， 詞 綴 雖 然 較 為 淺 白 通 順 ， 但 與 原 典 經 義 就 有 所 差 距 。 為

了 讓 文 獻 更 為 完 整 ， 而 以 此 二 部 經 作 為 四 卷 本 的 補 遺 文 獻 。 2 7  

3 .《 楞 伽 師 資 記 》 、 《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 及 其 他 相 關 《 楞 伽 經 》 的 文

獻 為 參 閱 本 2 8 。  

本 論 文 依 據 四 卷 《 楞 伽 經 》 的 緣 由 如 下 ：  

1 .  四 卷 《 楞 伽 經 》 所 翻 譯 的 年 代 與 梵 文 原 典 較 為 接 近 。 這 點 許 多

學 者 大 致 上 都 那 麼 的 認 為 ， 且 也 依 四 卷 本 來 作 為 其 研 究 的 主 要

依 據 。 2 9  

                                                   
2 7

 鈴 木 大 拙 著 ， 〈 楞 伽 經 〉 ， 《 鈴 木 大 拙 全 集 》 第 五 卷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昭

和 4 3 年 ， p . 4 6 4 ~ 4 6 5 。  

鈴 木 大 挫 對 此 經 所 持 的 立 場 ： 四 卷 宋 譯 本 確 實 是 保 存 《 楞 伽 》 之 原 型 ， 而 七 卷

本 及 十 卷 本 ， 經 過 了 百 年 、 二 百 年 以 後 ， 在 原 始 《 楞 伽 》 上 添 加 了 不 少 。 只 從

外 表 看 ， 不 能 驟 下 判 斷 ； 但 讀 到 添 加 之 部 分 ， 看 出 其 內 容 ， 感 知 到 在 後 代 有 所

添 加 。 關 於 這 一 點 ， 說 到 聖 典 的 開 展 發 達 ， 一 切 並 非 是 單 純 化 的 。 或 者 從 其 內

容 意 義 方 面 看 到 中 間 具 有 變 化 行 跡 之 路 標 。  
2 8

 參 閱 ： 《 新 篆 大 藏 卍 續 藏 經 》 第 1 7  和  1 8  冊 。  
2 9

 a . 鈴 木 大 拙 著 ， 〈 楞 伽 經 〉 ， 《 鈴 木 大 拙 全 集 》 第 五 卷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昭

和 4 3 年 ， p . 4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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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早 期 的 注 疏 ， 較 多 是 以 四 卷 《 楞 伽 經 》 為 重 。  

3 .  四 卷 《 楞 伽 經 》 具 有 單 純 的 面 貌 與 特 色 ， 此 可 參 閱 本 論 文 附 錄

三 ： 「 三 漢 譯 本 」 的 經 文 比 對 有 明 顯 的 展 示 。  

4 七 卷 與 十 卷 《 楞 伽 經 》 ， 似 曾 經 過 整 理 ， 譯 文 與 梵 本 會 有 較 大

的 差 異 。  

「 二 手 資 料 」 是 指 各 種 語 文 或 中 文 的 學 述 資 料 及 後 代 注 疏 和 綱 要

書 。 如 ： 英 文 的 學 述 資 料 有 A . K . W a r d e r (渥 德 爾 )著 ， 王 世 安 譯 的 《 印 度

佛 教 史 》 3 0 ， 這 是 一 本 值 得 參 考 的 書 ， 運 用 的 材 料 相 當 廣 泛 ， 態 度 也

比 較 客 觀。除 了 有 很 好 的 語 言 修 養 之 外，還 利 用 近 代 考 古 學、民 族 學 、

人 類 學 的 成 果 等 ， 所 記 載 的 也 平 實 可 信 。  

日 文 的 學 述 資 料 有 服 部 正 明 及 長 尾 雅 人 著 ， 許 明 銀 譯 的 《 印 度 思

想 史 與 佛 教 史 述 要 》 3 1 。 此 是 具 有 研 究 佛 教 及 瞭 解 印 度 思 想 二 特 色 之

參 考 書 。 此 書 內 容 充 實 ， 譯 筆 信 達 。  

另 有 高 楠 順 次 郎、木 村 賢 泰 著，高 觀 廬 譯 的《 印 度 哲 學 宗 教 史 》3 2 ，

此 外 ， 還 有 許 多 近 代 的 論 文 ， 是 以 禪 法 、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 「 如 來 藏 」 等 作 為 《 楞 伽 經 》 的 主 要 論 述 。 吾 人

首 先 收 集 、 歸 類 和 整 理 ， 並 置 於 附 錄 及 註 明 其 類 別 。  

除 了 參 考 現 代 學 者 的 研 究 成 果 之 外 ， 也 旁 及 其 他 相 關 的 文 獻 。 以

上 列 舉 之 資 料 都 具 有 相 當 可 觀 的 研 究 成 果，對 於 探 討《 楞 伽 經 》的「 自

                                                                                                                                                             
b . 高 崎 直 道 ，《 楞 伽 經 》， 東 京 ： 大 藏 出 版 株 式 會 社 ， 1 9 9 5 年 六 月 ， 三 版 ， p . 1 8 。 

  c . 釋 印 順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親 聞 記 》 〈 晴 虛 法 師 序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5 ， p . 1 。  
3 0

 A . K . W a r d e r ( 渥 德 爾 ) 著 ， 王 世 安 譯 的 《 印 度 佛 教 史 》 ， 据 德 里 摩 鐵 拉 爾 . 巴 拿 攝

達 斯 出 版 社 1 9 8 0 年 ， 第 二 版 譯 出 。  
( A . K . W a r d e r ,  I N D I A N  B U D D H I S M ,  M o t i l a l  B a n a r s i d a s s ,  S e c o n d  R e v i s e d  E d i t i o n :  D e l h i ,  
1 9 8 0 . )  

3 1
 服 部 正 明 及 長 尾 雅 人 著 ， 許 明 銀 譯 的 《 印 度 思 想 史 與 佛 教 史 述 要 》 ， 台 北 ：

天 華 出 版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民 7 5 年 ， 初 版 。  
3 2

 高 楠 順 次 郎 .  木 村 賢 泰 著 ， 高 觀 廬 譯 的 《 印 度 哲 學 宗 教 史 》 ， 台 北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民 6 0 年 ， 初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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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聖 智 」思想，是有很大的引證及輔助之功能。由於所涉及的資料廣泛，吾 人

均 擇 其 與 本 論 文 有 關 者 列 入 參 考 ， 以 徵 博 引 之 效 。  

第 五 節  全 文 結 構 述 要  

本 論 文 之 內 容 與 結 構 的 安 排 ， 是 配 合 研 究 方 向 而 設 立 ， 並 逐 一 的

探 討《 楞 伽 經 》「 自 覺 聖 智 」的 基 本 內 容 與 思 想。經 過 閱 讀《 楞 伽 經 》，

將 整 體 的 研 究 架 構 分 為 七 個 部 份 來 討 論 。 其 實 ， 每 一 章 的 順 序 都 有 互

相 的 關 聯 ， 這 表 示 《 楞 伽 經 》 並 非 一 般 所 說 的 零 亂 、 無 次 序 的 。  

 

第 一 章 「 緒 論 」 ： 說 明 研 究 主 題 、 介 紹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前 人 研

究 成 果 、 研 究 方 法 與 資 料 以 及 全 文 結 構 概 述 。 首 先 介 紹 本 文 主 題 研 究

背 景 與 過 程 。 在 初 步 進 行 探 討 的 時 候 ， 發 覺 釋 尊 當 時 ， 是 以 其 超 理 智

的 智 慧，來 對 治 印 度 各 學 派 混 雜 的 弊 端。釋 尊 親 自 修 煉 當 今 已 成 佛 了 ，

但 是 ， 我 們 為 何 還 執 迷 在 三 界 六 道 的 輪 迴 當 中 ？ 凡 夫 和 佛 有 怎 麼 樣 的

差 別 ？ 怎 樣 才 能 成 就 佛 的 正 等 正 覺 ？ 到 底 成 佛 的 法 味 又 是 如 何 ？ 由 此

就 延 伸 出 本 文 所 想 探 索 的 四 個 課 題：(一 ) 「 自 覺 聖 智 」相 關 名 相；(二 )  

「 自 覺 聖 智 」乃 是「 心 、 意 、 意 識 」的 轉 依 ； (三 ) 「 自 覺 聖 智 」與「 如

來 藏 藏 識 」；(四 )  「 自 覺 聖 智 」的 學 理 與 實 踐。從 這 些 課 題 能 檢 驗 出 ，

一 般 世 人 概 念 上 所 形 成 的 矛 盾 和 偏 見 ， 還 能 啟 發 凡 夫 外 道 等 ， 如 破 除

不 正 知 見 ， 進 而 轉 識 成 智 ， 並 證 得 「 自 覺 聖 智 」 。 全 文 以 四 課 題 為 核

心 論 述 ， 並 分 為 七 章 來 對 應 探 討 。 第 一 至 第 三 課 題 是 有 關「 自 覺 聖 智 」

的 義 涵 ， 將 在 第 三 章 會 有 更 詳 盡 的 探 索 。 第 四 課 題 是 有 關「 自 覺 聖 智 」

的 學 理 與 實 踐 。 有 關 「 自 覺 聖 智 」 學 理 方 面 ， 分 由 第 一 章 至 第 三 章 來

討 論 ； 而 本 文 第 四 章 至 第 六 章 是 依 「 自 覺 聖 智 」 修 行 方 法 與 實 踐 方 面

來 探 討 。 此 四 課 題 可 作 為 行 者 的 踏 腳 階 梯 ， 但 是 還 必 須 實 際 的 一 層 一

層 轉 進 ， 方 能 深 入 、 了 知 與 成 就 。  

 

第 二 章「《 楞 伽 經 》相 關 文 獻 的 考 察 」： 提 供 使 用 的 文 獻 之 簡 介 ；

經 典 的 傳 譯 、 相 關 的 注 疏 ； 並 從 整 個 章 節 來 互 作 回 應 與 結 論 。 本 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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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用 四 卷 本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為 依 據 ， 並 參 照 七 卷 《 入 楞 伽 經 》

和 十 卷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 藉 由 日 本 學 界 的 幾 篇 相 關 的 研 究 成 果 ； 以

及 將 其 中 仍 有 待 探 討 的 部 份 ， 納 入 本 文 一 併 探 索 。 從 文 獻 的 彙 整 與 思

想 史 來 處 理 有 關 《 楞 伽 經 》 的 傳 譯 ， 以 及 《 楞 伽 經 》 的 要 義 及 經 文 內

容 大 意 。 從 中 就 發 覺 到 四 卷 《 楞 伽 經 》 最 具 特 殊 的 地 方 ： 只 用 「 一 切

佛 語 心
3 3 」 第 一 、 第 二 ， 作 為 整 部 四 卷 《 楞 伽 經 》 之 品 名 。 此 「 心 」

非 一 般 人 所 說 的「 人 心 」之 心 ； 而 是 指「 中 樞 」、「 中 心 」、「 精 髓 」，

明 說 在《 楞 伽 經 》裡 都 已 具 備 了 佛 教 中 諸 多 重 要 的 意 義 。「 一 切 佛 語 」

即 涵 攝 大 乘 佛 法 中 的 一 切 內 容。「 自 覺 聖 智 」是《 楞 伽 經 》的「 中 心 」，

其 之 所 以 重 要 是 因 為 無 論 大 乘 或 二 乘 ， 因 了 達 「 自 覺 聖 智 」 而 能 各 自

證 得 。  

 

第 三 章 『 「 自 覺 聖 智 」 的 意 義 與 特 色 』 ： 分 析 「 自 覺 聖 智 」 的 思

想 中 所 含 蓋 的 名 相 ； 「 自 覺 聖 智 」 在 相 關 經 典 的 意 涵 ； 「 自 覺 聖 智 」

的 特 色 與 重 要 性 。 這 是 本 文 最 為 核 心 的 一 章 ， 同 時 也 逐 一 的 探 索 在 研

究 動 機 所 提 出 的 三 課 題 ：  

 

(一 )「 自 覺 聖 智 」 的 相 關 名 相 ： 帶 出 「 自 覺 聖 智 」 主 要 義 涵 是 ： 如

來 的 智 慧 ， 是 不 由 他 悟 ， 必 須 親 證 。 諸 佛 如 來 都 是 以 這 樣 的 方 式 ， 自

己 親 證 如 來 智 慧。因 此，「 自 覺 聖 智 」乃 是 凡 夫 與 佛 最 大 的 差 別 所 在 ，

也 就 是 為 甚 麼 ， 釋 尊 已 成 佛 ， 而 凡 夫 還 在 輪 迴 。 從 「 自 覺 聖 智 」 的 相

關 名 相 或 語 詞 ， 無 論 「 自 覺 聖 智 」 所 包 含 的 語 詞 ， 還 是 「 自 覺 聖 智 」

的 語 詞 本 身 ， 都 是 假 名 施 設 ， 只 不 過 是 用 來 認 知 「 佛 所 證 得 無 比 深 邃

的 智 慧 」 。 由 探 討 語 詞 和 語 詞 當 中 ， 能 了 知 其 之 間 卻 是 互 為 關 聯 的 ，

這 就 證 明 了 佛 陀 所 說 的 ： 「 世 間 沒 有 單 一 存 在 的 個 體 」 。  

 

                                                   
3 3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註 解 》 卷 1 ：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 佛 語 心 者 ， 即 諸 佛 所 說 心

法 也 。 然 經 中 所 說 法 門 大 約 有 四 ， 謂 五 法 、 三 自 性 、 八 識 、 二 無 我 ， 而 獨 言

心 者 ， 蓋 此 四 種 法 門 ， 是 一 經 之 綱 目 ， 究 心 之 精 要 。 如 《 入 楞 伽 》 云 ： 五 法 、

自 性 等 眾 妙 法 門 ， 是 一 切 諸 佛 菩 薩 ， 入 自 心 境 ， 離 所 行 相 ， 稱 真 實 義 ， 諸 佛

教 心 也 。 」 ( T 3 9 ,  N o . 1 7 8 9 ,  p . 3 4 3 ,  c 2 5 -  p . 3 4 4 ,  a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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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自 覺 聖 智 」 乃 是 「 心 、 意 、 意 識 」 的 轉 依 ：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 從 空 、 無 之 因 緣 ， 能 度 虛 妄 如 幻 之 眾 生 ， 了 達 種 種 境 界 ，

離 心 而 無 所 得 ， 行 無 相 之 道 ， 漸 漸 昇 入 諸 地 。 若 能 了 達 三 界 唯 心 ， 入

如 幻 三 昧 ， 得 方 便 智 ， 離 諸 有 無 而 到 達 菩 薩 究 竟 之 地 ， 能 把 從 無 始 以

來 ， 虛 妄 分 別 、 煩 惱 習 氣 剎 那 斷 盡 ， 入 解 脫 道 ， 隨 證 佛 果 。 並 能 恆 住

於 一 切 法 ： 平 等 、 不 二 、 真 如 ， 離 於 外 道 所 起 之 心 、 意 、 意 識 ， 轉 識

所 依 成 智 就 能 成 就 佛 身 。  

 

(三 )「 自 覺 聖 智 」 與 「 如 來 藏 藏 識 」 ： 平 等 、 真 如 法 界 又 稱 為 如 來

藏 或 佛 性 ， 無 論 情 與 無 情 皆 有 佛 性 ， 只 因 覺 性 有 高 低 。 雖 然 眾 生 執 迷

不 悟 ， 但 覺 性 仍 有 ， 故 需 將 「 如 來 藏 藏 識 」 發 揮 擴 充 ， 漸 漸 增 長 至 於

圓 滿 ， 即 謂 成 佛 。  

 

在 第 四 章 是 分 析 『 《 楞 伽 經 》 入 「 自 覺 聖 智 」 所 行 的 次 第 』 ： 介

紹 修 行 的 種 類 ； 以 及 凡 夫 、 外 道 及 二 乘 如 何 進 展 到 如 來 地 ， 又 如 何 的

修 持 ， 方 能 入 「 自 覺 聖 智 」 所 修 之 相 乃 至 通 達 究 竟 之 相 。  

 

第 五 章 『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修 行 方 法 與 次 第 』 ： 延 續 第

四 章 的 「 成 就 勝 解 」 3 4 後 而 起 「 自 覺 聖 智 」 的 修 行 方 法 。 這 是 已 進 到

「 入 心 量 地 」 3 5 和 「 入 無 所 有 地 」 3 6， 談 論 菩 薩 從 初 發 心 到 成 就 佛 果 必

須 經 歷 很 多 的 修 行 階 次 。 在 還 未 證 悟 前 都 是 在 「 勝 解 行 地 」 的 階 段 ，

進 入 「 勝 解 行 地 」 ， 是 菩 薩 從 始 至 終 解 行 的 重 大 綱 領 。 在 修 行 無 間 ，

即 證 真 時 ， 行 與 理 ， 智 如 不 二 ， 融 洽 為 一 。  

 

                                                   
3 4

 參 閱 ： 釋 印 順 著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華 雨 集 》第 一 冊 ， 台 北 市 ：

正 聞 ， 民 82， p .161 ~170。  

印 順 法 師 是 依 楞 伽 義 次 而 分 為 四 門 ： 一 、 入 勝 解 行 地 ； 二 、 入 心 量 地 ； 三 、 入

無 所 有 地 ； 四 、 入 最 勝 地 。 經 云 ：「 無 所 有 何 次 」？ 勝 義 自 證 ， 有 何 次 第 可 言 ？

然 勝 義 空 性 不 礙 如 幻 法 相，其 中 次 第 因 循，固 歷 然 有 序。於 四 門 中，復 為 分 別 ，

連 百 八 句 共 作 二 十 章 。  
3 5

 同 前 註 ， 3 3 。  
3 6

 同 前 註 ，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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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章 是 漸 次 通 達 「 入 最 勝 地 」 3 7 ， 或 稱 「 入 如 來 地 」 ， 並 提 出 對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究 竟 實 證 的 境 界 。 離 心 、 意 、 意 識 ， 亦 是 一

切 根 量 3 8 到 究 竟 覺 ， 是 為 圓 證 「 自 覺 聖 智 」， 究 竟 入 「 楞 伽 」 之 意 義 。

若 欲 證 得「 自 覺 聖 智 」的 境 界，就 得 離 心、意、意 識、「 善 知 二 無 我 」、

「 二 障 煩 惱 斷 」 及 能 「 永 離 二 種 死 」 。 本 章 細 目 的 施 設 是 欲 使 行 人 頓

了「 四 門 」、 頓 離「 四 門 」， 才 能 層 層 的 轉 進 入 如 來「 自 覺 聖 智 」趣 。

所 謂 的 「 四 門 」 即 是 「 五 法 」、「 三 自 性 」、「 八 識 」、「 二 無 我 」 。

然 而，這 也 只 不 過 是 作 為 修 行 的 輔 助，並 不 是《 楞 伽 經 》的 終 極 意 思 。

若 能 到 如 來 自 證 的 境 界 ， 亦 是 入 如 來 地 、 證 如 來 法 身 ， 也 是 本 經 最 高

甚 深 不 可 思 議 的 目 的 。  

 

第 七 章 是 「 結 論 」 ： 為 全 文 作 出 簡 要 的 歸 納 整 理 ， 並 扼 要 提 出 所

研 究 成 果 與 未 來 展 望 。 藉 著 這 些 章 節 的 探 討 ， 能 釐 清 「 自 覺 聖 智 」 的

義 涵 與 問 題 回 應 ， 以 作 為 進 一 步 深 入 研 究 之 基 礎 。 本 論 文 的 章 節 ， 是

順 著 經 文 的 引 述 ， 以 及 修 證 的 次 第 來 論 述 。 從 中 也 可 覺 察 出 ， 漸 入 自

心 的 次 第 與 因 循 。  

                                                   
3 7

 同 前 註 ， 3 3 。  
3 8

a . 參 閱 ： 釋 印 順 著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華 雨 集 》第 一 冊 ， 台 北 市 ：

正 聞 ， 民 82， p .154 ~155。  

『 自 證 ， 即 「 一 切 外 道 所 不 行 ， 自 覺 聖 智 所 行 」。 出 二 邊 ， 離 四 句 ， 超 越 根 量 ，

難 解 難 入 ， 故 喻 以 楞 伽 難 入 之 城 ， 而 佛 入 其 中 。 「 自 覺 聖 智 所 行 」 ， 為 一 經 眼

目 ， 然 實 淺 深 、 偏 圓 不 一 ， 未 可 儱 侗 視 之 ！ 試 為 之 分 解 ： 一 、 由 「 無 常 苦 空 無

我 境 界 ， 真 諦 離 欲 寂 滅 息 ； 陰 入 界 共 相 ， 外 不 壞 相 如 實 知 ， 心 得 寂 止 。 得 寂 止

已 ， 禪 、 定 、 解 脫 、 三 昧 、 道 、 果 、 正 受 解 脫 ， … … 是 名 聲 聞 得 自 覺 聖 智 」。 』 

b .以 及 釋 印 順 著，〈 妙 雲 集 下 編 之 六 《 我 之 宗 教 觀 》〉，台 北 市：正 聞，民 82，

p .66~ 67。  

『 道 是 無 所 不 在 的 ， 但 卻 是 不 可 思 議 ─ ─ 不 是 概 念 的 知 識 ， 語 言 文 字 所 能 表 達

得 了 的 。 『 老 子 』 說 ： 「 道 可 道 ， 非 常 道 」 。 又 說 ： 視 之 不 見 ， 聽 之 不 聞 ， 搏

之 不 得 ， 佛 法 稱 為 「 超 越 根 量 」 ， 而 只 可 強 名 為 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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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楞伽經》相關文獻的考察 

本章從經錄中來探討《楞伽經》的文獻與 內 容 大 意 ：第一節：《 楞

伽經》的傳譯； 第 二 節 ： 梵本、藏譯與漢譯三版本的章節比對； 第 三

節 ： 《楞伽經》要義 ； 第 四 節 ： 《楞伽經》 內 容 大 意 ； 第 五 節 ： 《楞

伽經》的相關注疏。  

第 一 節  《 楞 伽 經 》 的 傳 譯  

《 楞 伽 經 》 包 含 著 印 度 當 代 一 切 的 思 想 ， 所 以 在 歷 史 上 有 很 重 要

的 意 義 3 9 。 關 於 此 經 在 印 度 的 集 出 及 流 傳 ， 歷 來 學 者 們 都 有 許 多 不 同

的 看 法 ， 由 於 所 論 證 的 過 程 很 繁 雜 ， 故 只 就 其 成 果 而 引 述 ：  

1 .  A . K . W a r d e r  ( 渥 德 爾 )在 《 印 度 佛 教 史 》 中 ， 認 為 ： 《 入 楞 伽 經 》

收 集 了 唯 心 運 動 所 感 興 趣 的 有 關 各 色 各 樣 不 同 問 題 的 討 論 。 背 景 在 錫

蘭 (楞 伽 島 )， 佛 陀 應 魔 王 邀 請 到 首 都 ( R āv a n a )訪 問 。 這 有 趣 的 背 景 連 同

末 後 幾 品 一 起 無 疑 是 後 人 增 加 的 。 此 經 的 基 本 概 念 即 是 「 唯 心

( c i t t a m ā t r a )」： 宇 宙 間 除 了 心 之 外 甚 麼 也 沒 有 ， 一 切 存 在 體 例 如 色 和 其

他 諸 蘊 ， 都 是 心 中 所 想 像 之 物 。 他 認 為 《 入 楞 伽 經 》 比 《 解 深 密 經 》

更 為 直 接 了 當 的 陳 述 唯 心 主 義 。 另 外 ， 他 揭 露 在 《 入 楞 伽 經 》 的 第 六

品 中 ， 將「 藏 識 」等 同 於「 如 來 藏 ( t a t h āg a t a g a r b h a )」。 並 借 用《 勝 鬘 經 》

之 如 來 藏 的 敘 述 ， 納 入 藏 識 的 新 學 說
4 0 。 有 關 「 唯 心 」 、 「 藏 識 」 與

「 如 來 藏 」 等 問 題 ， 將 在 第 三 和 第 四 章 討 論 。  

2 .佐 佐 木 教 悟 、高 崎 直 道 、井 ノ 口 泰 淳 與 塚 本 啟 祥 等 在《 印 度 佛 教

史 概 說 》 中 ， 有 如 此 記 載 ： 《 楞 伽 經 》 繼 承 如 來 藏 思 想 ， 卻 將 如 來 藏

與 阿 賴 耶 識 視 為 同 一 而 企 圖 融 合 。 此 經 在 世 親 的 著 作 與 《 寶 性 論 》 中

皆 未 引 用 ， 推 想 是 在 其 後 的 作 品 。 但 其 中 素 材 則 相 當 古 老 ， 由 漢 譯 年

                                                   
3 9

 南 懷 瑾 述 著 ，《 楞 伽 大 義 今 釋 》 敘 言 ， 台 北 市 ： 老 古 ， 民 9 1， 台 灣 二 版 ， p . 3 。 
4 0   A . K . W a r d e r ( 渥 德 爾 ) 著 ， 《 印 度 佛 教 史 》 ， 据 德 里 摩 鐵 拉 爾 . 巴 拿 攝 達 斯 出 版

社 1 9 8 0 年 ， 第 二 版 譯 出 ， p . 4 0 0 ~ 4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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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紀 元 四 四 三 )判 斷，其 成 立 是 在 五 世 紀 初 頃，全 體 的 基 調 是 唯 心 說 。

4 1  

3 .在 善 慧 所 撰 的 〈 《 楞 伽 經 》 編 集 時 地 考 〉 中 ， 認 為 ： 此 經 為 真 常

唯 心 的 要 典 。 應 當 是 在 笈 多 王 朝 盛 世 而 編 集 流 通 。 經 中 有 引 述 《 勝 鬘

經 》 和 《 大 般 涅 槃 經 》 等 。 而 《 大 般 涅 槃 經 》 中 雜 糅 有 《 大 毗 婆 沙 論 》

的 行 文 ， 《 大 毗 婆 沙 論 》 為 西 元 二 世 紀 末 的 作 品 ， 偈 頌 品 說 到 龍 樹 的

住 持 佛 法 。 龍 樹 約 為 西 元 二 到 三 世 紀 時 候 的 人 ， 所 以 本 經 的 編 集 ， 總

在 三 世 紀 以 後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此 經 談 到 ： 「 由種種心分別諸法 ，非

諸法有自性，此但妄計。 」 這 與 世 親 的 唯 識 三 十 頌 ： 「 由彼彼遍 計，

遍計種種物，彼遍計所 執，自性無所有。 」 的 文 義 次 第 ， 非 常 一 致 。

所 以 本 經 實 為 唯 識 興 盛 以 後 的 作 品 ， 可 能 還 在 世 親 以 後 。 唯 識 學 者 ，

平 常 說 六 經 十 論 ， 但 這 是 依 《 成 唯 識 論 》 的 引 經 而 說 。 在 無 著 世 親 的

引 證 中 ， 有 《 十 地 經 》 、 《 解 深 密 經 》 、 《 阿 毗 達 磨 大 乘 經 》 ， 卻 從

沒 有 說 到 《 楞 伽 經 》 與 《 密 嚴 經 》 ( 更 遲 ) 。 在 中 觀 家 ， 也 是 比 世 親 略

遲 ， 與 安 慧 同 時 的 清 辯 ， 才 有 引 用《 楞 伽 經 》。 傳 為 提 婆 所 作 的 論 典 ，

上 有 「 楞 伽 」 二 字 ， 這 是 菩 提 流 支 所 加 的 。 世 親 考 為 西 元 三 六 ○ 年 到

四 四 ○ 年 時 期 的 人 ， 所 以《 楞 伽 經 》的 集 出 ， 約 為 西 元 五 世 紀 中 期 。 4 2  

4 .平 川 彰 在《 印 度 佛 教 史 》 中 認 為 ： 此 經 中 說 到 如 來 藏 、 自 性 清 淨

心 ， 還 說 唯 識 說 之 阿 賴 耶 識 ， 引 用 了 《 勝 鬘 經 》 、 《 大 雲 經 》 、 《 鴦

崛 摩 羅 經 》 等 ； 從 這 幾 點 可 知 道 此 經 的 成 立 較 《 勝 鬘 經 》 晚 。 從 《 楞

伽 經 》 翻 譯 到 中 國 的 年 代 來 推 算 ， 此 經 被 視 為 在 西 元 四 ○ ○ 年 已 經 成

立 了 。 另 外 ， 此 經 與 《 大 乘 起 信 論 》 共 通 的 思 想 很 多 ， 且 認 為 《 大 乘

起 信 論 》是 受《 楞 伽 經 》之 影 響 而 成 立 。 所 共 通 的 語 言 有 業 相 、 轉 相 、

現 識 、 分 別 事 識 等 。 4 3  

                                                   
4 1

 佐 佐 木 教 悟 等 著 ， 《 印 度 佛 教 史 概 說 》 ( 高 崎 直 道 撰 ， 第 1 2 章 )  台 北 ： 佛 光 出

版 社 ， 1 9 9 6 二 版 ， p . 1 0 2 ~ 1 0 3 。  
4 2

 張 曼 濤 主 編 ， 《 經 典 研 究 論 集 》 ， ( 《 現 代 佛 教 學 術 叢 刊 》 第 9 1 冊 ) ， 台 北 ：

大 乘 文 化 出 版 社 ， 民 6 8 初 版 ， p . 3 6 5 ~ 3 7 1 。  
4 3

 平 川 彰 著 ， 《 印 度 佛 教 史 》 ， 台 北 ： 商 周 出 版 ， 2 0 0 2 初 版 ， p . 3 1 1 ~ 3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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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 崎 直 道 在〈《 入 楞 伽 經 》の 唯 識 說 〉的 文 章 裏 表 示 ：《 楞 伽 經 》

說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 各 種 唯 識 系 統 的 思

想 與 如 來 藏 系 統 的 思 想 ， 還 嘗 試 綜 合 兩 者 。 4 4  

6 .安 井 廣 濟 於 〈 《 入 楞 伽 經 》に あ ら わ れ た 識 の 學 說 に つ い て 〉 認

為 ： 此 經 是 說 五 性 、 一 佛 乘 、 禁 止 食 肉 等 。 在 後 世 密 教 出 現 時 ， 很 明

顯 的 採 用 外 教 的 教 理 ； 而 佛 陀 的 異 名 有 梵 天 ( B r a h m a n ) 、 毗 紐 ( V i ṣ ṇ u ) 、

自 在 天 ( Ī śv a r a )、 迦 毗 羅 ( K a p i l a  )等 。 4 5    

《 楞 伽 經 》 早 於 六 朝 時 代 ， 就 已 傳 到 中 國 來 。 此 與 《 密 嚴 經 》
4 6 ，

《 勝 鬘 經 》 4 7  有 意 趣 相 同 之 處 。 此 經 前 後 有 四 種 譯 本 ， 現 今 的 經 藏 中

                                                   
4 4

 高 崎 直 道 撰 ， 〈 《 入 楞 伽 經 》 の 唯 識 說 〉 《 仏 教 學 》 創 刊 號 ， 1 9 7 6 ， p . 1 。  
4 5

 安 井 廣 濟 ， 〈 《 入 楞 伽 經 》 に あ ら わ れ た 識 の 學 說 に つ い て 〉 《 大 谷 學 報 》

第 2 號 ， 卷 5 2 ， p . 1 。  
4 6

 《 密 嚴 經 》 ， 全 稱 《 大 乘 密 嚴 經 》 （ 梵 名 G h a n a  - v y ū h a -  s ū t r a  ） 凡 三 卷 。 譯 本

有 二 ， 一 為 唐 代 日 照 （ 地 婆 訶 羅 ） 譯 ， 另 一 為 唐 代 不 空 三 藏 所 譯 ， 兩 本 皆 收

於 《 大 正 藏 》 第 十 六 冊 。 本 經 旨 在 闡 說 一 切 法 乃 心 識 所 變 ， 全 經 計 分 「 密 嚴

會 」 、 「 妙 身 生 」 、 「 胎 生 」 、 「 顯 示 自 作 」 、 「 分 別 觀 行 」 、 「 阿 賴 耶 建

立 」 、 「 自 識 境 界 」 、 「 阿 賴 耶 微 密 」 等 八 品 。 初 ， 佛 出 過 三 界 ， 於 密 嚴 國

土 （ 大 日 如 來 之 淨 土 ） 應 如 實 見 菩 薩 、 金 剛 藏 菩 薩 之 請 問 ， 而 宣 說 法 要 ， 示

以 如 來 藏 不 生 不 滅 之 理 ； 金 剛 藏 菩 薩 復 對 來 會 之 菩 薩 眾 宣 說 阿 賴 耶 識 之 能 示

現 眾 法 ， 染 淨 諸 法 恆 以 此 識 為 所 依 ， 更 闡 明 阿 賴 耶 識 隨 迷 悟 之 緣 而 別 凡 聖 。

於 本 經 中 ， 揭 出 《 十 地 》 、 《 華 嚴 》 、 《 大 樹 》 、 《 神 通 》 、 《 勝 鬘 》 等 經

之 經 名 。 又 經 中 闡 明 五 法 、 八 識 、 三 性 、 二 無 我 之 義 、 阿 賴 耶 識 之 染 淨 二 分 ，

復 以 海 比 喻 阿 賴 耶 識 、 以 風 比 喻 境 界 、 以 波 浪 比 喻 七 識 ， 以 及 八 識 九 識 之 說

等 ， 凡 此 ， 皆 同 於 《 楞 伽 經 》 所 說 。 ( T 1 6 ,  n o .  6 8 1 ,  p . 7 2 3 ,  b 1 7 - 2 1 )  

 參 閱 ： 印 順 《 勝 鬘 經 講 記 》 又 稱 《 勝 鬘 師 子 吼 一 乘 大 方 便 方 廣 經 講 記 》 台 北 ：

正 聞 出 版 ， 民 4 0 ， 初 版 ， p . 2 4 3 。  

  參 閱 ： 印 順 《 攝 大 乘 論 講 記 》 台 北 ： 正 聞 出 版 ， 民 3 5 ， 初 版 ， p . 6 0 ,  2 0 9 ,  3 2 6 。 
4 7

《 勝 鬘 經 》 ， 梵 名  ( S r īm ā l ā d e v i s iṃ h a n a d a - s ū t r a )。 全 一 卷 ， 南 朝 劉 宋 求 那 跋 陀 羅

（ 梵 G u n a b h a d r a ,  3 9 4 ～ 4 6 8 ） 譯 。 全 稱 《 勝 鬘 師 子 吼 一 乘 大 方 便 方 廣 經 》 、 又

稱 《 師 子 吼 經 》 、 《 勝 鬘 師 子 吼 經 》 、 《 師 子 吼 方 廣 經 》 、 《 勝 鬘 大 方 便 方

廣 經 》 ， 收 於 《 大 正 藏 》 第 十 二 冊 。 本 經 為 大 乘 如 來 藏 系 經 典 中 代 表 作 之 一 ，

內 容 敘 述 勝 鬘 夫 人 對 釋 尊 立 十 大 誓 願 、 三 大 願 ， 並 自 說 大 乘 一 乘 法 門 ， 闡 釋

聖 諦 、 法 身 、 如 來 藏 等 。 經 中 認 為 三 乘 之 教 歸 於 大 乘 之 一 乘 ， 得 一 乘 即 得 如

來 法 身 。 眾 生 雖 被 煩 惱 所 纏 ， 然 其 本 性 清 淨 無 垢 ， 與 如 來 同 等 ， 故 皆 具 有 如

來 之 性 （ 佛 性 、 如 來 藏 ） 。 且 以 如 來 藏 為 基 礎 ， 即 使 在 生 死 輪 迴 之 世 界 ， 亦

有 獲 得 涅 槃 之 可 能 。 本 經 之 一 乘 思 想 ， 即 是 承 繼 《 法 華 經 》 者 ， 而 成 為 大 乘

佛 教 之 重 點 所 在 。 又 本 經 之 特 色 乃 在 以 在 家 婦 人 說 法 ， 故 與 維 摩 居 士 所 說 之

《 維 摩 經 》 ， 並 為 大 乘 佛 教 在 家 佛 教 之 代 表 作 。 於 天 台 宗 所 立 藏 、 通 、 別 、

圓 四 教 中 ， 本 經 被 攝 於 別 、 圓 二 教 ； 而 於 華 嚴 宗 所 立 小 乘 、 始 、 終 、 頓 、 圓

等 五 教 之 中 ， 本 經 被 攝 於 終 教 中 。 ( T 1 2 ,  N o . 3 5 3 ,  p . 2 1 7 ,  a 3 - 5 )   

  參 閱 ： 印 順 《 勝 鬘 經 講 記 》 又 稱 《 勝 鬘 師 子 吼 一 乘 大 方 便 方 廣 經 講 記 》 台 北 ：

正 聞 出 版 ， 民 4 0 ， 9 月 初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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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存 三 種 譯 本 ： 有 劉 宋 求 那 跋 陀 羅 譯 的 四 卷 本 ， 另 有 元 魏 菩 提 流 支 譯

的 十 卷 本 ， 唐 朝 實 叉 難 陀 譯 的 七 卷 本 。 雖 是 同 名 為 《 楞 伽 經 》 ， 然 譯

文 或 簡 、 繁 、 詳 、 略 ， 義 旨 與 出 入 間 有 很 大 的 差 異 4 8 。 而 古 來 的 誦 習

者 ， 則 多 以 劉 宋 譯 的 四 卷 《 楞 伽 經 》 為 主 4 9 。  

四 卷 《 楞 伽 經 》 之 盛 行 或 因 傳 說 中 國 禪 初 祖 菩 提 達 摩 ， 曾 將 此 四

卷 《 楞 伽 經 》 授 與 慧 可 ， 以 作 為 南 天 竺 一 乘 宗
5 0 的 心 地 法 門 ， 因 此 而

成 為 禪 宗 祖 師 傳 承 所 依 據 之 重 要 教 典 。 所 以 四 卷 《 楞 伽 經 》 ， 在 中 國

佛 教 歷 史 上 佔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地 位 5 1 ， 也 為 一 般 所 重 視 。 此 四 卷 《 楞 伽

經 》 當 時 確 實 興 盛 一 段 時 期 ， 且 有 印 行 流 通 與 誦 持 講 說
5 2 。 四 卷 《 楞

伽 經 》 的 譯 者 求 那 跋 陀 羅 三 藏 法 師 ， 是 從 南 印 海 道 來 華 ， 前 後 還 譯 出

了 《 法 鼓 經 》 、 《 勝 鬘 經 》 、 《 鴦 崛 摩 羅 經 》 、 《 無 量 壽 經 》 、 《 般

若 經 》 等 5 3 ， 他 所 譯 出 的 經 典 是 較 早 亦 是 較 為 可 靠 的 典 籍 。 因 此 ， 本

經 無 論 是 在 中 國 或 是 印 度 佛 教 思 想 中 ， 都 有 它 的 獨 特 價 值 與 深 長 的 研

究 。  

                                                   
4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註 解 》 卷 1： 「 此 經 凡 四 譯 ， 今 存 者 三 。 其 一 則 劉 宋 求 那

跋 多 羅 譯 成 四 卷 ， 曰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 其 二 則 元 魏 菩 提 流 支 譯 成 十

卷 ， 曰 ： 《 入 楞 伽 經 》 。 其 三 則 唐 實 叉 難 陀 與 復 禮 等 譯 成 七 卷 ， 曰 ：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 若 論 所 譯 文 之 難 易 ， 則 唐 之 七 卷 文 易 義 顯 始 末 具 備 。 今 釋 從 宋

譯 四 卷 者 ， 以 此 本 首 行 於 世 習 誦 者 眾 ， 況 達 摩 大 師 授 二 祖 心 法 時 ， 指 《 楞 伽 》

四 卷 可 以 印 心 ， 而 張 方 平 嘗 書 此 本 。 蘇 子 瞻 為 序 其 事 ， 是 知 歷 代 多 從 此 本 。

然 文 辭 簡 古 ， 至 於 句 讀 有 不 可 讀 ， 乃 取 七 卷 中 文 義 顯 者 釋 之 ， 仍 採 古 註 善 者

併 註 之 。 此 經 以 法 喻 為 名 ， 第 一 義 心 為 體 ， 了 妄 顯 性 為 宗 ， 斥 小 辯 ( ＝ 辨 ) 邪 為

用 ， 方 等 大 乘 為 教 相 。 」 (  T 3 9 ,  N o . 1 7 8 9 ,  p . 3 4 3 ,  b 2 9 - c 1 3 )  
4 9

 胡 適 〈 楞 伽 宗 考 〉 卷 二 ， 《 胡 適 禪 學 案 ， 柳 田 聖 山 主 編 ： 胡 適 文 存 第 四 集 》 ，

台 北 ： 正 中 書 局 ， p . 1 5 6 。 胡 適 認 為 ： 『 菩 提 達 摩 是 南 天 竺 婆 羅 門 種 ， 他 從 海

道 到 中 國 廣 州 ， 大 約 在 劉 宋 晚 年 ( 約 4 7 0 ~ 4 7 5 ) 。 但 必 在 宋 亡 ( 4 7 9 ) 之 前 。 證 據 有

二 ：  

( 1 ) 《 續 僧 傳 》 說 ： 「 初 達 宋 境 南 越 ， 末 又 北 度 至 魏 」 ， 可 證 他 來 在 宋 亡 之 前 。 

( 2 )《 續 僧 傳 》( 卷 1 9 ) 的《 僧 副 傳 》中 說 僧 副 是 太 原 祁 縣 人 ， 從 達 摩 禪 師 出 家 … …

時 約 蕭 梁 初 期 ( 約 4 8 5 ) … … 。 』   
5 0

 胡 適 ，〈 楞 伽 宗 考 〉卷 二 ，《 胡 適 禪 學 案 ， 柳 田 聖 山 主 編 ： 胡 適 文 存 第 四 集 》，

台 北 ： 正 中 書 局 ， p . 1 5 6 。  
5 1

 胡 適 〈 楞 伽 師 資 記 〉 序 ， 《 胡 適 禪 學 案 ， 柳 田 聖 山 主 編 ： 胡 適 文 存 第 四 集 》 ，

台 北 ： 正 中 書 局 ， p . 2 3 7 。 『 … … 推 想 此 記 作 於 開 元 時 ， 正 當 楞 伽 宗 大 師 勢 力

最 盛 。 』  
5 2  

參 閱 ： 《 新 篆 大 藏 卍 續 藏 經 》 第 1 7 和 1 8 卷 ， 台 北 ： 白 馬 精 舍 印 經 會 。  
5 3

《 出 三 藏 記 集 》 卷 1 4 ： ( T 5 5 , N o . 2 1 4 5 ,  p . 1 0 5 ,  b 1 7 - p . 1 0 6 ,  b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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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的 論 述 ， 從 學 界 對 於 《 楞 伽 經 》 相 關 文 獻 的 研 究 ， 大 致 可 歸

納 如 下 ：  

1 .此 經 後 於 《 勝 鬘 經 》 ， 早 於 《 密 嚴 經 》 5 4 。  

2 .此 經 流 通 ， 應 在 公 元 五 世 紀 之 中 期 5 5 。  

3 .此 經 宣 說 的 地 點 ， 是 靠 近 南 印 度 ， 傳 為 當 今 的 斯 里 蘭 卡 5 6 。  

4 .此 經 的 漢 譯 本 有 四： 一 為 北 涼 曇 無 讖 所 譯 ， 二 為 宋 求 那 跋 陀 羅 所

譯 ， 三 為 元 魏 菩 提 留 支 所 譯 ， 四 為 唐 實 叉 難 陀 所 譯 。 其 中 除 曇 無

讖 所 譯 已 失 傳 外 ， 其 他 三 譯 本 至 今 仍 在 ， 但 其 文 字 及 組 織 卻 有 差

異
5 7 ：  

(1 )劉 宋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 四 卷 ， 是 以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 綜

貫 全 經 之 綱 目 ， 其 文 字 最 古 與 晦 澀 。  

(2 )元 魏 《 入 楞 伽 經 》 ， 十 卷 ， 全 經 分 十 六 品 ， 其 義 理 較 完 備 。  

(3 )唐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 七 卷 ， 全 經 分 十 六 品 ， 其 文 字 表 達 較 明

確 。  

此 三 譯 本 ， 在 解 讀 方 面 ， 主 要 依 據 宋 譯 本 ， 另 使 用 二 版 本 作 為 對

照 ， 以 疏 解 困 難 與 艱 澀 不 明 之 處 。 此 外 ， 選 取 有 關 漢 文 經 典 現 存 最 古

之 經 錄 《 出 三 藏 記 集 》 5 8 來 考 察 《 楞 伽 經 》 的 相 關 文 獻 。 透 過 此 舉 ，

                                                   
5 4

 平 川 彰 著 ， 《 印 度 佛 教 史 》 ， 台 北 ： 商 周 出 版 ， 2 0 0 2 初 版 ， p . 3 1 1 ~ 3 1 2 。  
5 5

 印 順 ， 〈 《 楞 伽 經 》 編 集 時 地 考 〉 ， 妙 雲 集 下 編 之 九 ， 《 佛 教 史 地 考 論 》 之

七 ， 台 北 ： 正 聞 出 版 社 ， p . 2 3 0 。  
5 6

 同 前 註 ， p . 2 3 0 ~ 2 3 1 。  
5 7

 釋 印 順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親 聞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5 ，

p . 2 。
 

5 8
《 出 三 藏 記 集 》 卷 1 ： 「 出 三 藏 記 集 序 」 ( T 5 5 ,  N o . 2 1 4 5 ,  p . 1 ,  a 6 )  

《 出 三 藏 記 集 》 ， 凡 十 五 卷 。 南 朝 梁 代 僧 祐 （ 4 4 5 ~ 5 1 8 ） 撰 。 又 作 《 出 三 藏 記 集

錄 》 、 《 梁 出 三 藏 集 記 》 、 《 出 三 藏 集 記 》 、 《 出 三 藏 記 》 、 《 僧 祐 錄 》 。 收

於《 大 正 藏 》第 五 十 五 冊。係 集 錄 後 漢 至 南 朝 梁 代 之 際 所 翻 譯 經 律 論 等 之 緣 由 、

目 錄 及 翻 譯 之 同 異 、 序 跋 等 ， 並 附 譯 經 者 之 傳 記 。 內 容 其 中 包 含 東 晉 道 安

（ 3 1 2 ~ 3 8 5 ） 所 作 《 綜 理 眾 經 目 錄 》 中 之 《 古 異 經 錄 》 、 《 失 譯 經 錄 》 、 《 涼

土 異 經 錄 》 、 《 關 中 異 經 錄 》 、 《 疑 經 錄 》 等 。 道 安 之 《 綜 理 眾 經 目 錄 》 乃 中

國 最 早 之 經 錄 ， 於 今 雖 已 不 存 ， 然 對 本 書 之 成 立 ， 提 供 不 少 重 要 資 料 及 佛 教 學

者 對 佛 教 聖 典 提 出 看 法 之 珍 貴 文 獻 。 為 有 關 聖 典 之 傳 來 、 翻 譯 、 研 究 、 流 布 等

史 實 之 基 礎 資 料 ， 而 為 了 解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初 期 時 教 理 之 途 徑 ， 此 在 思 想 史 上 具

有 極 大 之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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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流 通 時 期 和 宣 說 的 地 點 ， 會 較 為 清 楚 ， 能 避 免 只 停 留 在 傳 說 的 事

蹟 。  

其 次 ， 關 於 《 楞 伽 經 》 的 文 獻 ， 已 有 前 人 整 理 過 ； 但 是 ， 在 《 大

藏 經 》中 的 目 錄 部 (T49  & T55 )，卻 是 中、日 學 界 所 沒 有 人 整 理 的 領 域 ，

故 本 文 藉 此 因 緣 ， 以 電 腦 式 的 掃 描 後 ， 作 詳 細 的 整 理 與 歸 納 ， 並 把 內

容 放 在 本 論 文 之 「 附 錄 」 。  

在 整 理 、 分 析 與 歸 納 的 工 作 過 程 中 ， 令 吾 人 有 所 發 覺 的 是 ： 此 經

陸 續 翻 譯 至 中 國 後 ， 許 多 祖 師 皆 大 力 弘 揚 此 經 之 三 個 傳 譯 本 ， 尤 其 是

四 卷 本 ； 並 且 更 深 入 的 為 其 作 注 解 。 但 是 ， 後 來 為 何 沒 落 至 少 有 人 去

弘 揚 與 發 展 呢 ？ 是 否 正 如 二 祖 慧 可 傳 法 僧 璨 時 所 言：「 此 經 五 百 年 後 ，

翻 為 名 相 之 學 」 5 9 ？ 這 或 許 有 許 多 原 因 ， 但 是 後 來 中 國 各 宗 ， 尤 其 是

後 期 禪 宗 與 淨 土 法 門 的 弘 傳 與 發 展 ， 漸 漸 忽 略 了 「 經 」 與 「 教 」 的 重

要 性 。 此 推 論 是 依 據 以 下 的 幾 個 佐 證 ：  

                                                                                                                                                             
  僧 祐 之 著 作 ， 現 存 者 除 本 書 之 外 ， 尚 有 《 弘 明 集 》 、 《 釋 迦 譜 》 。 僧 祐 雖 為 一

位 推 弘 「 十 誦 律 」 之 學 者 ， 然 在 文 獻 資 料 之 收 集 整 理 上 貢 獻 至 鉅 。 本 書 為 有 關

漢 文 經 典 現 存 最 古 之 經 錄 ， 如 道 安 之 《 綜 理 眾 經 目 錄 》 一 書 亦 必 透 過 本 書 ， 方

能 窺 見 其 經 緯 。 本 書 雖 分 為 異 譯 、 失 譯 、 疑 經 等 項 目 ， 但 於 內 容 上 則 尚 未 作 大

小 乘 之 分 別 。  
5 9

 列 舉 數 經 錄 的 記 載 ：  

a .《 續 高 僧 傳 》 卷 1 6： 「 每 可 說 法 竟 曰 ： 此 經 四 世 之 後 變 成 名 相 ， 一 何 可 悲 ！ 」

( T 5 0 ,  N o . 2 0 6 0 ,  p . 5 5 2 ,  b 2 9 - c 1 )   

b .《 景 德 傳 燈 錄 》 卷 3： 「 故 我 初 祖 兼 付 楞 伽 經 四 卷 ， 謂 我 師 二 祖 曰 ： 吾 觀 震 旦

唯 有 此 經 可 以 印 心 ， 仁 者 依 行 自 得 度 世 。 又 二 祖 凡 說 法 竟 ， 乃 曰 ： 此 經 四 世

之 後 變 成 名 相 ， 深 可 悲 哉 ！ 我 今 付 汝 宜 善 護 持 ， 非 人 慎 勿 傳 之 ， 付 囑 已 師 乃

遊 方 ， 莫 知 其 終 。 」 ( T 5 1 ,  N o . 2 0 7 6 ,  p . 2 2 1 ,  b 6 - 1 1 )   

c . 《 北 山 錄 》 卷 6 ： 「 傳 法 與 可 ( 第 一 祖 慧 可 也 ) ， 可 遇 賊 斷 其 臂 ， 以 法 御 心 。 初

無 痛 惱 ， 每 歎 楞 伽 經 曰 ： 此 經 四 世 之 後 變 成 名 相 ， 深 可 悲 矣 ！ ( 僧 璨 、 道 信 、

弘 忍 、 慧 能 為 四 世 也 ， 此 後 多 以 名 相 傳 心 也 ) 自 可 至 六 祖 。 」 ( T 5 2 ,  N o . 2 1 1 3 ,  p .  

6 1 1 ,  a 2 7 - b 2 )   

d . 《 佛 祖 綱 目 》 卷 2 8 ： 〈 二 祖 慧 可 傳 法 僧 璨 〉 品 ： 「 又 二 祖 凡 說 竟 ， 乃 曰 ： 此

經 四 世 之 後 ， 變 成 名 相 ， 深 可 悲 哉 ！ 我 今 付 汝 ， 宜 善 護 持 ， 非 人 慎 勿 傳 之 。

付 囑 已 ， 乃 遊 方 ， 莫 知 其 終 。 」 ( 卍 續 8 5 ,  N o . 1 5 9 4 ,  p . 6 0 1 ,  b 7 - 9  )  



 28

1 .《 楞 伽 經 》是 後 期 的 大 乘 經 典 之 一 ， 對 中 國 禪 宗 影 響 很 大 ， 但 至

唐 代 禪 宗 六 祖 惠 能 以 後 ， 此 經 的 地 位 日 漸 下 降 。 一 直 到 北 宋 的 蘇

軾 ， 才 重 新 強 調 《 楞 伽 經 》 的 重 要 性 6 0 。  

2 .當 蘇 軾 推 重 《 楞 伽 經 》 的 當 時 ， 禪 宗 正 流 行 「 看 話 禪 」 和 「 文 字

禪 」 。 六 祖 不 識 文 字 卻 能 只 聽 聞 《 金 剛 經 》 的 「 因無所住而生其

心 」 就 頓 然 開 悟 。 吾 人 推 論 六 祖 或 因 文 化 及 傳 法 的 需 要 ， 較 不 著

重《 楞 伽 經 》，形 成 此 經 漸 漸 衰 微 的 事 實。故 自 六 祖 以 後 的 禪 師 ，

多 數 傾 向 于 棒 、 喝 等 「 不 立 文 字 ， 教 外 別 傳 」 的 方 式 來 傳 法 。 雖

然 馬 祖 道 一 ， 也 曾 直 接 引 述 此 經 來 印 證 即 心 即 佛 的 思 想 ， 但 內 涵

卻 已 有 極 大 的 變 化 了 。  

3 .從 淨 土 的 經 論 陸 續 翻 譯 至 中 國 後， 由 於 眾 生 根 機 之 緣 故， 導 致 歷

代 祖 師 們 朝 向 大 力 弘 揚 淨 土 三 經 6 1 且 作 注 解。此 舉 不 懷 疑 能 令《 楞

伽 經 》 也 間 接 的 被 忽 略 了 。  

4 .由 於 淨 土 法 門 的 弘 揚，當 代 的 人 們 都 非 常 熱 烈 的 修 持「 持 名 念 佛 」

與 「 臨 終 帶 業 往 生 」 法 門 。 這 對 修 《 楞 伽 經 》 文 義 艱 澀 且 深 奧 的

法 門 來 說 ， 就 成 為 很 大 的 對 比 。 修 行 者 退 失 信 心 而 不 重 視 此 經 也

是 必 然 會 有 的 。  

5 .縱 使 禪 淨 雙 修 者 ， 亦 是 以 觀 相 6 2 、 持 名 或 求 人 天 福 報 之 功 德 為 其

修 行 方 針  。 漸 漸 的《 楞 伽 經 》之 教 義 已 成 為 語 言 文 字 的 名 相 學 ，

其 核 心 內 涵 也 被 慢 慢 淡 薄 了 ， 這 的 確 是 令 人 感 嘆 與 惋 惜 的 。  

6 .由 於 其 深 奧 的 內 涵 ， 再 加 上 對 此 經 不 勝 了 解 ， 自 然 而 然 就 會 被 套

上 許 多 自 家 主 觀 意 識 和 響 起 穿 綜 錯 雜 的 爭 議 6 3 音 聲 了 。 這 對 於 初

                                                   
6 0

 張 宏 生 ， 〈 蘇 軾 與 《 楞 伽 經 》 〉 ； 《 人 文 中 國 學 報 》 8 期 （ 民 9 0 年 9 月 ） ：

p . 2 9 ~ 5 2 。  
6 1

 印 順 ， 《 淨 土 與 禪 》 ， 妙 雲 集 下 編 之 四 ， 台 北 ： 正 聞 出 版 社 ， p . 4 6 。  

淨 土 三 經 ︰《 無 量 壽 經 》、《 阿 彌 陀 經 》、《 觀 無 量 壽 經 》， 屬 於 淨 土 經 典 群 。

凡 此 皆 以 阿 彌 陀 信 仰 為 內 容 ， 然 其 成 立 過 程 頗 為 複 雜 。 主 要 闡 述 由 於 菩 薩 利 他

誓 願 而 有 淨 土 ， 眾 生 因 其 誓 願 而 生 淨 土 ， 證 得 菩 提 。  
6 2

 賀 世 哲 主 編 《 敦 煌 石 窟 全 集 1 1： 楞 伽 經 畫 卷 》〈 第 一 章 ， 楞 伽 經 變 〉（ 香 港 ：

商 務 印 書 館 ， 2 0 0 3 年 ） ， p . 1 1 ~ 9 2 。  



 29

學 者 或 未 能 接 觸 此 經 者 ， 肅 然 會 退 避 三 舍 又 或 只 能 遙 望 讚 歎 彼 岸

之 妙 相 莊 嚴 了 。  

據 相 關 歷 史 資 料 記 載 ， 《 楞 伽 經 》 原 有 大 、 中 、 小 三 部 。 大 部 者

約 有 十 萬 頌 之 多 ， 如 唐 法 藏 之《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6 4  引 隋《 開 皇 三 寶 錄 》

稱 ：  

在于闐南遮俱槃國中，俱有《楞 伽經》等十本大經，各十萬

頌；中部者，約有三萬六千頌， 如中土之諸梵本皆稱有三萬

六千偈；小部者約有二說：唐法 藏之《入楞伽心玄義》有記

載小本千頌有餘；宋寶臣之《注 大乘入楞伽經》稱略本四千

頌有餘。 65 中土所譯之四本，均取自小部。  

由 此 推 論 ， 中 土 所 譯 的 四 漢 譯 本 皆 出 自 小 部 。 以 下 ， 欲 從 經 錄 中

來 探 討 ： 一 、 《 楞 伽 經 》 集 出 之 地 點 。 二 、 《 楞 伽 經 》 之 題 解 。 三 、

《 楞 伽 經 》 譯 者 與 譯 出 的 年 代 。 四 、 《 楞 伽 經 》 之 傳 播 。  

一、《楞伽經》集出之地點 

《 楞 伽 經 》 的 梵 本 經 題 為  ( L aṅ kā v a tā r a  Sū t r a )  ， 意 譯 為 「 ( 降 ) 入 楞

伽 經 」 。 楞 伽  ( L aṅk a )  ， 當 今 許 多 著 作 都 認 為 是 位 於 印 度 南 部 的 斯 里

蘭 卡
6 6  ( S r i  L a n k a ) ， 可 是 並 沒 有 充 足 的 依 據 來 證 明 此 L a n k a 就 是 當 今 的

S r i  L a n k a 。 S r i  為 吉 祥 之 意 思 ， 此 地 之 所 以 吉 祥 ， 大 概 因 為 與 釋 迦 牟 尼

                                                                                                                                                             
6 3

 程 恭 讓 「 《 楞 伽 經 》 如 來 藏 段 梵 本 新 譯 及 對 呂 瀓 關 於 魏 譯 相 關 經 文 批 評 的 再

批 評 」 。 《 哲 學 研 究 》 2 0 0 4 年 第 3 期 ， p . 5 4  -  5 8 。  
6 4  

《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 卷 1 ： 「 第 八 部 類 傳 譯 者 ， 先 明 部 類 依 所 見 聞 有 其 三 部 。 一

大 本 有 十 萬 頌 ， 如 《 開 皇 三 寶 錄 》 說 ： 「 在 于 闐 南 遮 俱 槃 國 山 中 ， 具 有 楞 伽

等 十 本 大 經 各 十 萬 頌 ； 二 次 本 有 三 萬 六 千 頌 。 如 此 所 翻 諸 梵 本 中 皆 云 三 萬 六

千 偈 ， 經 中 某 品 即 備 答 一 百 八 問 。 如 吐 火 羅 三 藏 彌 陀 山 ， 親 於 天 竺 受 持 此 本 。

復 云 西 國 現 有 龍 樹 菩 薩 所 造 釋 論 ， 解 此 一 部 ， 三 小 本 千 頌 有 餘 ， 名 楞 伽 紇 伐

耶 ， 此 云 楞 伽 心 。 即 此 本 是 舊 云 乾 栗 太 心 者 訛 也 。 」( T 3 9 , N o . 1 7 9 0 ,  p . 4 3 0 ,  b 3 - 1 2 )  
6 5  

見 《 注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卷 一 ： ( T 3 0 , N o . 1 7 9 0 ,  p . 4 3 4 )  
6 6  胡 適 〈 楞 伽 宗 考 〉 《 胡 適 禪 學 案 ， 柳 田 聖 山 主 編 ： 胡 適 文 存 第 四 集 》 p . 1 7 5 。

如 此 記 載 ：「 … … 楞 伽 是 位 於 印 度 南 部 的 一 個 海 島 ， 有 人 指 為 錫 蘭 島 ， 今 雖 不

能 確 知 其 地 ， 但 此 經 的 佈 景 是 在 南 天 竺 的 一 島 ， … … 。 」  

釋 成 觀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義 貫 》 ， 高 雄 市 ： 高 雄 文 殊 講 堂 ， 民 8 4 ， p . 1 。  

釋 普 行 ， 《 楞 伽 經 今 文 譯 註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6 ， p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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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種 種 因 緣 之 故 。 相 傳 釋 迦 牟 尼 從 龍 宮 說 法 七 日 畢 ， 從 大 海 出 ， 經 楞

伽 島 ， 應 大 慧 菩 薩 之 請 而 說 「 離 言 自 證 法 」 ， 後 來 集 出 《 楞 伽 經 》 。  

若 楞 伽 就 是 位 於 印 度 南 部 的 斯 里 蘭 卡 ， 為 何 於 南 傳 佛 教 國 家 及 南

傳 經 藏 或 巴 利 典 籍 並 無 此 部 經 的 記 載 ？ 若 世 尊 在 此 地 宣 說 大 乘 的 「 離

言 自 證 法 」 ， 後 來 所 集 出 的 《 楞 伽 經 》 何 以 沒 有 在 此 地 流 傳 ？ 且 當 今

的 斯 里 蘭 卡 是 比 較 傾 向 於 弘 揚 南 傳 的 佛 法。玄 奘 法 師 在《 大 唐 西 域 記 》

有 如 此 的 記 載 ：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神 呈奇貨。都人士子往來求採，

稱其福報所獲不同，隨得珠璣賦 稅有科。國東南隅有 [馬夌 ] 

(勒隥反 )迦山，巖谷幽峻神鬼遊舍。在昔如來於此說 [馬夌 ]

迦經 (舊曰楞伽經訛也 )。 67 

從 以 上 的 推 論 ， 以 及 經 錄 所 描 述 的 地 點 ， 都 不 能 肯 定 指 出 「 楞 伽 」

就 是 當 今 的 「 斯 里 蘭 卡 」 。 所 以 吾 人 的 認 為 是 接 近 玄 奘 法 師 與 印 順 法

師 的 看 法 ， 《 楞 伽 經 》 的 集 出 地 點 是 在 印 度 東 南 之 危 險 處 ， 不 能 很 明

確 的 說 明 就 是 當 今 的 「 斯 里 蘭 卡 」 島 。 6 8  由 於 本 論 文 所 論 述 的 主 軸 是

「 自 覺 聖 智 」 ， 故 暫 且 不 作 深 入 的 追 溯 。  

二、《楞伽經》之題解 

首 先 為 經 題 之 名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略 作 解 釋 ， 並 搜 集 一 些 著 作

6 9 對 此 經 名 的 釋 義 。 吾 人 對 此 經 名 之 整 理 、 分 析 與 歸 納 ， 可 參 閱 本 論

文 附 錄 七 。「楞伽」，梵語是 L ab ka，是「不可入」或「不可往」的「危

險 處 」 之 意 ， 只 有 具 神 通 的 人 方 能 到 達 ， 而 意 譯 則 為 「 難 入 」
7 0。 另

                                                   
6 7  玄 奘 譯 ， 辯 機 撰 ， 《 大 唐 西 域 記 》 卷 1 1 ： (  T 5 1 ,  N o . 2 0 8 7 ,  p . 9 3 4 ,  b 1 6 - 2 0 )  
6 8  印 順 ， 〈 《 楞 伽 經 》 編 集 時 地 考 〉 ， 妙 雲 集 下 編 之 九 ， 《 佛 教 史 地 考 論 》 之

七 ， 台 北 ： 正 聞 出 版 社 ， p . 2 3 0 。  
6 9  參 閱 ： 《 一 切 經 音 義 》 卷 3 1 ： ( T 5 4 ,  N o . 2 1 2 8 ,  p . 5 1 1 ,  a 2 - 7 )  ， 《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

卷 1 ： 西 明 寺 沙 門 法 藏 撰  ( T 3 9 ,  N n o . 1 7 9 0 ,  p . 4 2 5 ,  c 9 - 1 1 ) ， 《 注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卷 1 ： 并 序 ( ［ 宋 、 時 ］ ) 東 都 沙 門 ( 寶 臣 ) 述 」 ( T 3 9 ,  N o . 1 7 9 1 ,  p . 4 3 3 ,  b 2 5 - 2 8 )  
7 0《 新 譯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序 ， 天 冊 金 輪 聖 神 皇 帝 製 ：「 摩 羅 山 頂 ， 既 最 崇 而 最 嚴 。

楞 伽 城 中 ， 實 難 往 而 難 入 。 先 佛 弘 宣 之 地 ， 曩 聖 修 行 之 所 。 爰 有 城 主 ， 號 羅 婆

那 。 乘 宮 殿 以 謁 尊 顏 ， 奏 樂 音 而 祈 妙 法 。 因 鬘 峯 以 表 興 ， 指 藏 海 以 明 宗 。 所 言

《 入 楞 伽 經 》 者 ， 斯 乃 諸 佛 心 量 之 玄 樞 。 群 經 理 窟 之 妙 鍵 ， 廣 喻 幽 旨 ， 洞 明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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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楞伽」也是山名，原本指的是 一處地名，古稱為「楞伽國 」。

此一國有一楞伽山，山上居住了很多羅剎、夜叉，因此人皆不敢前往，

恐被傷害，故又稱「危險處」。 在 『 羅 摩 耶 那 詩 篇 』 ， 是 以 「 楞 伽 」

來 作 為 島 的 名 稱。島 中 又 有 山 名「 摩 羅 耶 」，以 現 在 位 南 印 度 大 海 中 ，

被 保 克 海 峽 與 陸 地 隔 開 。 在 以 前 海 路 並 不 通 達 ， 又 常 為 狂 風 、 駭 浪 、

暗 礁 、 洄 流 等 重 重 障 礙 ， 確 為 難 往 難 入 之 處 ， 這 也 就 是 傳 為 夜 叉 或 羅

剎 鬼 國 楞 伽 島 得 名 之 原 因 。  

阿跋多羅，( a v a ta r a )  ，「入」的意思，佛入此山說法之意。寶字 應

是譯人添加，因「楞伽寶」表經義是 無上之寶。因此《楞伽阿跋 多羅

寶經》， (L aṅ ka v a t a r a  Su t r a )，亦是 《 入 楞 伽 經 》 之 意 ， 也 就是說本經是

佛陀入楞伽山所說的寶經。  

三、《楞伽經》譯者與譯出的年代 

本 文 參 考 的 經 錄 主 要 有 梁 僧 佑 《 出 三 藏 記 集 》 、 隋 法 經 《 眾 經 目

錄 》 、 隋 費 長 房 《 歷 代 三 寶 記 》 、 唐 靜 泰 《 眾 經 目 錄 》 、 唐 道 宣 《 大

唐 內 典 錄 》 及 唐 智 昇 《 開 元 釋 教 錄 》 等 ， 其 中 以 漢 文 經 典 現 存 最 古 之

經 錄 ： 梁 僧 佑 的 《 出 三 藏 記 集 》 較 為 可 靠 與 可 信 。 其 後 之 經 錄 ， 因 時

代 的 流 變 之 差 距 ， 皆 有 互 相 傳 抄 及 諸 多 真 偽 混 淆 之 失 。 7 1  

《 楞 伽 經 》 在 北 涼 時 已 傳 入 漢 土 ﹐ 在 眾 多 的 著 作 當 中 ， 大 致 上 都

會 有 共 同 的 這 樣 認 為 ： 「 《 楞 伽 經 》 最 早 為 北 涼 曇 無 讖 所 譯 ， 但 此 本

已 佚 失 ， 現 存 三 漢 譯 本 。 」 到 底 北 涼 曇 無 讖 是 否 有 譯《 楞 伽 經 》？ 還

是 真 的 譯 後 而 散 失 ？ 當 《 楞 伽 經 》 傳 入 漢 土 時 ， 是 印 度 本 ， 還 是 西 域

                                                                                                                                                             
義 。 不 生 不 滅 ， 非 有 非 無 。 絕 去 來 之 二 途 ， 離 斷 常 之 雙 執 。 以 第 一 義 諦 ， 得 最

上 妙 珍 。 體 諸 法 之 皆 虛 ， 知 前 境 之 如 幻 ， 混 假 名 之 分 別 。 等 生 死 與 涅 槃 ， 大 慧

之 問 初 陳 ， 法 王 之 旨 斯 發 。 一 百 八 義 ， 應 實 相 而 離 世 間 。 三 十 九 門 ， 破 邪 見 而

宣 政 法 。 曉 名 相 之 並 假 ， 袪 妄 想 之 迷 衿 ， 依 正 智 以 會 真 如 ， 悟 緣 起 而 歸 妙 理 。

境 風 既 息 ， 識 浪 方 澄 。 三 自 性 皆 空 ， 二 無 我 俱 泯 ， 入 如 來 之 藏 ， 遊 解 脫 之 門 。 」

( T 1 6 , N o . 6 7 2 ,  p . 5 8 7 ,  a 3 - 2 1 )  
7 1 《 大 唐 內 典 錄 》 十 卷 。 唐 ‧ 道 宣 撰 。 又 作 《 內 典 錄 》 。 收 在 《 大 正 藏 》 第 五 十

五 冊 。 本 書 為 道 宣 所 撰 之 佛 教 目 錄 學 書 。 道 宣 在 該 書 卷 十 〈 自 序 〉 一 文 內 ， 曾

敘 及 撰 述 該 書 之 旨 趣 ， 謂 前 人 目 錄 多 不 詳 備 ， 費 長 房 之 《 歷 代 三 寶 紀 》 雖 較 詳

贍 ， 但 又 有 真 偽 混 淆 之 失 。 故 此 書 之 撰 ， 乃 志 在 改 革 前 代 書 之 弊 病 。  

( T 5 5 ,  N o .  2 1 4 9 ,  p . 2 1 9 ,  a 3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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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又 說 楞 伽 島 就 是 於 印 度 南 部 的 錫 蘭 島 ( 當 今 稱 斯 里 南 卡 島 ) 等 眾 多

錯 綜 複 雜 的 問 題 ， 卻 都 沒 有 很 明 確 的 定 論 。 基 於 上 述 疑 問 ， 吾 人 就 試

著 從 諸 經 目 錄 去 考 證 《 楞 伽 經 》 的 譯 者 與 年 代 。 今 順 著 時 代 先 後 ， 略

述 如 下 ：  

第 一 譯 本 ： 四 卷 《 楞 伽 經 》  

是 中 天 竺 國 曇 無 讖  ( D h a r m a r a k s h a ) ， 於 西 元 四 一 二 年 來 華 ， 在 北 涼

之 首 都 姑 臧 地 方 ， 於 八 年 中 譯 出 《 楞 伽 經 》 ， 示 寂 於 西 元 四 三 三 年 。

他 曾 經 譯 出 《 大 般 涅 槃 經 》 四 十 卷 ， 譯 出 《 楞 伽 經 》 的 確 切 時 代 就 不

得 詳 知 。 由 於 此 譯 本 今 已 散 佚 ， 所 以 也 無 法 作 任 何 的 對 照 。 現 在 所 獲

得 梵 文 原 典 ， 預 想 也 並 不 是 曇 無 讖 所 依 之 譯 本 。  

經 過 查 尋 ， 吾 人 發 覺 在 《 出 三 藏 記 集 》 7 2  所 記 載 ， 曇 摩 讖 所 譯 的

諸 多 經 典 當 中 並 沒 有 《 楞 伽 經 》 的 記 錄 。 但 是 與 《 楞 伽 經 》 同 一 時 期

的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卻 非 常 明 確 的 被 註 明 譯 出 年 代 。 再 從 其 生 平 的 記 錄

當 中 ， 由 始 至 終 都 清 楚 的 陳 述 曇 摩 讖 所 譯 的 是 《 大 般 涅 槃 經 》 ， 而 完

全 沒 有 提 到 《 楞 伽 經 》 。  

呂 澂 在 〈 《 入 楞 伽 經 》 講 記 7 3 〉 中 表 示 不 可 信 曇 無 讖 有 譯 出 《 楞 伽

經 》 。 然 而 ， 較 後 出 現 的 《 歷 代 三 寶 紀 》 以 及 《 大 唐 內 典 錄 》 卷 三 ，

卻 有 記 載 曇 摩 讖 譯 出 《 楞 伽 經 》 四 卷 ， 但 並 沒 有 很 清 楚 的 交 代 或 註 明

此 即 是 所 失 佚 的 《 楞 伽 經 》 四 卷 本 。  

從 《 眾 經 目 錄 》 所 記 載 的 各 譯 者 生 平 當 中 7 4， 就 可 清 楚 的 看 出 其 所

譯 出 的 有 那 些 經 典。吾 人 認 為，距 離 經 典 譯 出 時 代 越 遠 的《 眾 經 目 錄 》，

其 所 收 錄 的 純 實 性 就 越 消 減 ； 而 此 經 錄 的 可 信 的 程 度 ， 也 是 如 此 的 推

論 出 來 。 本 論 文 基 於 主 題 的 設 限 ， 就 只 將 焦 點 與 篇 幅 設 定 於 「 自 覺 聖

智 」 的 研 討 。  

                                                   
7 2 《 出 三 藏 記 集 》 卷 2 ： ( T 5 5 ,  N o .  2 1 4 5 ,  p . 1 1 ,  b 1 1 - 2 6 )  
7 3  呂 澂 著 ， 《 呂 澂 佛 學 論 著 選 集 》 卷 ( 二 )， 〈 入 楞 伽 經 講 記 〉 ， 濟 南 經 ： 齊 魯 書

社 出 版 發 行 ， 1 9 9 1 年 ， 初 版 ， p . 1 2 1 5 。  
7 4

 參 閱 ： 本 論 文 的 附 錄 八 ： 「 《 楞 伽 經 》 各 譯 者 生 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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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譯 本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四 卷 一 品 ， 又 稱 為 「 宋 譯 」  

中 天 竺 求 那 跋 陀 羅 （ G u n a b h a d r a ， 此 云 功 德 賢 ） 。 他 於 西 元 四 三 五

年 ， 由 海 路 來 到 中 國 ， 並 於 西 元 四 四 三 年 ， 劉 宋 、 元 嘉 二 十 年 ， 在 丹

陽 祇 洹 寺 譯 出 此 經 。 所 翻 譯 經 典 中 另 有《 勝 鬘 經 》、《 鴦 掘 魔 羅 經 》、

《 雜 阿 含 經 》 等 ， 並 於 西 元 四 六 八 年 示 寂 ， 享 年 七 十 五 歲 。  

第 三 譯 本 ： 《 入 楞 伽 經 》 共 十 卷 、 十 八 品  

北 天 竺 國 菩 提 流 支 ( B o d h i r u c i 「 覺 愛 」 之 意 ) 。 三 藏 法 師 於 西 元 五 一

三 年 (北 魏 、 延 昌 二 年 )在 洛 陽 永 寧 寺 譯 出 此 經 7 5， 又 稱 為 「 魏 譯 」 ， 距

「 宋 譯 」 約 百 餘 年 後 。 法 藏 大 師 曾 於 《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 中 記 載 ：  

其四卷迴文不盡，語順西音，致 令髦彥英哲措解無由。愚類

庸夫強推邪，解其十卷雖文品少 具，聖意難顯，加字混文者

泥於意，或致有錯，遂 使明明正理滯以方言。 7 6 

吾 人 認 為 在 現 存 之 原 典 ， 也 許 就 是 如 此 ， 翻 譯 者 必 須 具 足 第 一 卓

越 梵 、 漢 文 的 能 力 方 可 融 會 貫 通 。 又 或 因 菩 提 流 支 為 了 幫 助 經 典 之 通

順 可 讀 ， 而 加 了 個 人 的 一 些 註 解 ， 但 讀 者 卻 又 無 從 辨 別 經 典 的 正 文 與

個 人 的 註 解 之 差 別 。 此 也 基 於 原 文 艱 澀 ， 在 教 義 上 就 更 難 理 解 了 。  

第 四 譯 本 ：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 七 卷 、 十 品  

唐 代 于 闐 國 實 叉 難 陀 ( S i k s h a n a n d a 此 云 學 喜 )。 實 叉 難 陀 在 西 元 七 ○

○ 年 (唐 久 視 元 年 )至 七 ○ 四 年，(唐 久 視 五 年 )，於 國 都 佛 授 記 寺 奉 敕 而

譯 出 此 經 ， 簡 為 「 唐 譯 」 。 最 初 的 「 麤 譯 」 是 於 西 元 七 ○ 二 年 ， 吐 火

羅 三 藏 法 師 彌 陀 山 所 譯 來 華 ， 此 人 住 天 竺 二 十 五 年 ， 精 通 三 藏 ， 特 別

精 通 《 楞 伽 經 》 之 玄 旨 。 在 當 時 帝 王 之 敕 令 下 ， 又 請 復 禮 、 法 藏 大 師

                                                   
7 5 《 歷 代 三 寶 紀 》 卷 3 ： T 4 9 , N o . 2 0 3 4 ,  p . 4 5 ,  a 4  
7 6 《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 卷 1 ： 「 奉 勅 令 共 翻 經 沙 門 復 禮 法 藏 等 ， 再 更 勘 譯 。 復 禮 輟

文 御 製 經 序 ， 讚 述 云 爾 ： 『 其 四 卷 迴 文 不 盡 ， 語 順 西 音 。 致 令 髦 彥 英 哲 措 解 無

由 ， 愚 類 庸 夫 強 推 邪 。 解 其 十 卷 雖 文 品 少 具 ， 聖 意 難 顯 。 加 字 混 文 者 泥 於 意 ，

或 致 有 錯 ， 遂 使 明 明 正 理 滯 以 方 言 ， 聖 上 慨 此 難 通 。 』 復 令 更 譯 ， 今 則 詳 五 梵

本 ， 勘 二 漢 文 ， 取 其 所 得 正 其 所 失 ， 累 載 優 業 當 盡 其 旨 ， 庶 令 學 者 幸 無 訛 謬 。 」

( T 3 9 , N o . 1 7 9 0 ,  p . 4 3 0 ,  b 2 2 - c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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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高 僧 協 助 ， 再 勘 譯 彌 陀 山 之 未 定 稿 。 武 則 天 后 並 為 之 作 序 文 。 法 藏

大 師 對 此 譯 本 評 論 說 ：  

詳五梵本，勘二漢文，取其所得 ，正其所失，累歲優業，當

盡其旨。 7 7 

由 此 可 見 ， 第 四 譯 本 之 譯 文 ， 超 越 前 二 譯 本 ， 並 且 文 筆 通 順 。  

以 上 ， 從 各 經 錄 中 可 發 覺 ， 對 於 《 楞 伽 經 》 的 相 關 資 料 是 相 當 一

致 的 。 由 北 涼 譯 本 至 劉 宋 譯 本 ， 可 見 從 西 元 五 世 紀 初 ， 本 經 已 流 入 漢

土 。 再 從 劉 宋 求 那 跋 陀 羅 所 譯 出 的 年 代 來 推 論 ， 是 可 相 信 學 者 們 謂 本

經 的 集 出 年 代 ， 很 有 可 能 是 西 元 五 世 紀 後 期 的 事 了 。  

四、《楞伽經》之傳播 

綜 觀 以 上 所 說 四 種 譯 本 ， 最 初 曇 無 讖 譯 經 的 年 代 是 西 元 四 二 ○ 年

至 四 三 ○ 年 之 間。經 過 十 年，求 那 跋 陀 羅 於 西 元 四 四 三 年 譯 出 第 二 譯 ，

都 是 四 卷 本 ， 而 達 摩 傳 授 於 慧 可 者 正 是 此 第 二 譯 本 。 在 經 過 不 到 一 百

年 期 間 ， 菩 提 流 支 於 西 元 五 一 三 年 譯 出 第 三 譯 ， 此 譯 本 增 加 為 十 卷 。

又 再 經 過 不 到 二 百 年，實 叉 難 陀 於 西 元 七 ○ ○ 年，在 唐 代 譯 出 七 卷 本 ，

此 七 卷 本 之 文 意 ， 在 四 卷 本 與 十 卷 本 之 中 間 。 從 初 譯 到 最 後 譯 本 ， 大

約 經 過 三 百 年 左 右 。 而 日 本 南 條 文 雄 博 士 之 梵 文 原 典 出 版 則 又 是 一 千

五 百 年 以 後 之 事 。  

一 般 的 說 法 是 認 為 兩 個 不 同 系 列 的 譯 本 ， 北 魏 及 唐 譯 所 據 的 梵 本

較 晚 出 現 ， 多 出 來 的 三 品 ， 亦 為 後 添 的 結 集 。 吾 人 認 為 這 個 說 法 不 盡

合 理 ， 因 為 梵 文 之 經 或 論 ， 有 時 會 將 繁 瑣 的 部 份 ， 不 斷 的 修 訂 、 省 略

與 刪 節 成 本 ， 劉 宋 本 所 據 ， 或 即 為 節 本 7 8 。 若 吾 人 之 推 論 合 乎 邏 輯 ，

那 便 不 能 說 結 集 有 先 後 。 據 多 羅 那 他 《 印 度 佛 教 史 》 第 二 十 章 ， 那 爛

陀 寺 因 法 難 被 毀 ， 經 論 因 而 殘 缺 ， 所 藏《 楞 伽 經 》只 餘〈 如 來 藏 品 〉。

                                                   
7 7 《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 卷 1 ： ( T 3 9 , N o . 1 7 9 0 ,  p . 4 3 0 ,  b 2 2 - c 1 ) 。  
7 8
 鈴 木 大 拙 著 ， 〈 楞 伽 經 〉 ， 《 鈴 木 大 拙 全 集 》 第 五 卷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昭

和 43 年 ， p .465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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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 澂 7 9  認 為 ， 此 是 宋 譯 較 北 魏 本 及 唐 本 為 簡 樸 的 原 因 。 然 而 ， 宋 譯 亦

非 只 有 〈 如 來 藏 品 〉 ， 故 吾 人 認 為 呂 澂 的 意 見 尚 有 探 討 之 處 。  

呂 澂 認 為 ， 諸 譯 本 的 文 義 都 很 有 出 入 ， 這 說 法 更 值 得 討 論 。 正 如

慧 可 所 預 料 的 ， 後 世 已 將 《 楞 伽 經 》 變 成 名 相 之 學 ， 若 修 學 者 缺 乏 實

修 的 體 會 ， 容 易 陷 入 名 相 的 泥 沼 ， 便 會 由 此 引 申 出 兩 種 梵 本 有 不 同 的

法 義 ， 但 是 ， 如 果 能 用 實 修 的 觀 點 去 理 解 ， 屏 棄 對 一 些 名 相 的 成 見 ，

則 吾 人 認 為 二 者 的 論 旨 ， 實 在 是 一 致 的 。  

第 二 節   梵 本 、 藏 譯 與 漢 譯 三 版 本 的 章 節 比 對  

本 經 現 存 之 梵 本 係 尼 泊 爾 所 傳 ， 日 本 學 者 南 條 文 雄 、 河 口 慧 海 等

人 於 一 九 二 三 年 將 之 校 正 出 版 。 除 漢 譯 本 外 ， 另 有 藏 譯 本 與 日 譯 本 。

藏 譯 本 有 二 種 ， 第 一 種 與 梵 文 原 典 完 全 一 致 ， 第 二 種 則 為 漢 譯 本 之 重

譯 本 。 此 節 將 分 為 兩 個 部 份 來 處 理 ： 其 一、梵、藏譯與漢譯三傳譯本

的章節比對，其二、三漢譯本各品共 同之對照。這樣就可看清楚 各個

譯本的整體架構與差別。 依 據 《 眾 經 目 錄 》 的 記 載 ， 《 楞 伽 經 》 的 現

存 漢 譯 本 ， 都 是 同 本 異 譯 8 0 ， 至 於 是 源 自 那 一 文 本 ， 就 沒 有 清 楚 的 註

明 。  

一、《楞伽經》梵 本 、 藏 譯 與 漢 譯 三 傳 譯 本 的 章 節 比 對  

北 魏 與 唐 譯 本 ， 內 容 跟 劉 宋 四 卷 本 有 很 大 的 不 同 。 最 重 要 的 分 別

是 ， 北 魏 及 唐 譯 本 在 經 的 開 端 ， 唐 譯 本 是 多 了 一 篇〈 羅 婆 那 王 勸 請 品 〉

﹝ Ravanadhyesana﹞ ， 在 北 魏 本 被 譯 為 〈 請 佛 品 Adhyesana〉 。 於 經 的 末 端 ，

北 魏 本 多 了 二 篇 〈 陀 羅 尼 品 ﹝ Dharani﹞ 〉 與 〈 總 品 Samanya〉， 而 唐 譯 本

也 多 了 二 篇 〈 陀 羅 尼 品 ﹝ Dharani﹞ 〉 與 〈 偈 頌 品 Gatha〉 。  

                                                   
7 9  參 閱 ： 洪 啟 嵩 、 黃 啟 霖 編 ， 《 呂 澂 文 集 》 〈 起 信 與 禪 — 對 於 大 乘 起 信 論 來 歷

的 探 討 〉 ， 「 當 代 中 國 佛 教 大 師 文 集 之 八 」 ， 台 北 ： 文 殊 出 版 社 ， p . 2 4。  
8 0

 以 現 存 的 梵 本《 楞 伽 經 》， 日 本 南 條 文 雄 校 刊 ， 1 9 2 3 年 出 版 的 為 標 準 來 刊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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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經》梵 本 、 藏 譯 與 漢 譯 三 版 本 的 章 節 比 對 表 ：  

          版本  
差異  

梵文  
 

內容  
差別  

求那跋陀羅  
(劉宋 ) 
A.D.443 
《楞伽阿跋多羅寶

經》四卷、一品  

菩提流支  
(元魏 /北魏 ) 
A.D.513 
《入楞伽經》 

十卷、十八品  

實叉難陀  
(唐 ) 
A.D.700-704 
《大乘入楞伽經》

七卷、十品 

西藏譯  
(年代不詳 ) 
9 dBam-po 

梵本：南條文雄

1923 出版  

內 容 （ 經 文 開

始 ） ： 三 漢 譯

本，北魏和唐譯

本 在 內 容 上 與

劉 宋 本 有 很 大

的差別。  
北 魏 和 唐 譯 本

在 經 文 的 開

始 ， 就 多 了 一

品。  

(缺 ) 1.請佛品  
(Adhyesana) 

1.羅婆那王勸請

品  
(Ravana 
dhyesana) 

1.hBodhGrogs 
kyisgSo-bba 
btab-pa. 
(Ravanadhyesan
a) 

1.Ravanadh- 
yesana) 

1.一切佛語心 品 之

一 
(Sarvabud- 
dhapravaca-nahrd
aya) 
 

2.問答品  
(Prawna) 

3.集一切法品  
(Sarvadharma- 
samuccaya) 

2.集一切法品  
(Sarvadharma- 
samuccaya) 2.chosthams- 

cadbsdus-pa 
(Sarvadharma- 
samuccaya) 

2.Sattrimwat- 
sahasrasarv- 
adharmasamuc-
caya 
 

4.佛心品  
(Buddhacitta) 
5.盧迦耶陀品  
(Lokayatika) 

2.一切佛語心 品

之二  
 

6.涅槃品  
(Nirvana) 
7.法身品  
(Dharmakaya) 
8.無常品  
(Anityata) 

3.無常品  
(Anityata) 

3.Mi-rtags-pa 
(Anityata) 3. Anityata 

9.入道品  
(Abhisamaya) 

4.現證品  
(Abhisamaya) 

4.mvon par 
rtogs pa 
(Abhisamaya) 

4.Abhisamaya 

10. 問 如 來 常 無

常品  
(Tathagata 
nityanitya) 

5.如來常無常品

(Tathagata 
nityanitya) 
 

5.de-bshin-gxeg
s-partag- 
pa dav 
mk-rtag-par 
hgyur-ba 
(Tathagata 
nityanitya) 

5.Tathagata- 
nityanitya 

3.一切佛語心 品

之三 
 

11.佛性品  
   (Buddhata) 
12.「五法」門品

(Pabcadharma) 

 
 

 

 
雖 然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只 有 一

品，但其內容卻

具 足 了 另 二 譯

本的義涵。  

4.一切佛語心 品

之四 
 13.恆河沙品  

   (Gabgana 
   divaluka) 

6.剎那品  
(Ksanika) 

6.sKad-cig-ma 
(Ksanika) 6.Ksan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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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剎那品  
   (Ksanika) 
15.化品  
  (Nairmanika)

7.變化品  
  (Nairmanika)

(題缺 ) 7.Nairmanika 

16.遮食肉品  
  (Majsa 
  bhaksana) 

8.斷食肉品  
  (Majsa 
  bhaksana) 

7.xa-mi-ga-ba 
  (Majsa 
  bhaksana) 

8. Majsa 
bhaksana 

17.陀羅尼品  
   (Dharani) 

9.陀羅尼品  
  (Dharani) 

(題缺 ) 9.Dharani 內 容 （ 經 文 末

端）：北魏和唐

譯 本 在 經 文 的

末端，也多了二

品。  

(缺 ) 18.總品  
  (Samanya) 

10.偈頌品 

   (Gatha) (題缺 ) 
10.Sagathakam

 

此 三 譯 ， 比 較 起 來 ， 宋 譯 的 四 卷 ， 雖 文 字 簡 澀 ， 卻 也 精 純 樸 實 ，

並 不 失 為 「 第 一 義 心 」 的 真 詮 。 所 以 達 摩 西 來 ， 特 傳 此 經 以 為 心 印 ，

並 說 ：  

吾觀震旦所有經教，唯 楞伽四卷，可以印心。
8 1 

這 些 譯 本 的 差 異 分 為 譯 文 意 思 表 達 不 一 致 及 文 字 多 寡 的 出 入 ， 此

可 從 參 考 本 論 文 之 附 錄 三 ： 「 三 漢 譯 本 的 經 文 校 勘 」 明 顯 的 看 出 。  

二 、  三 漢 譯 本 各 品 共 同 之 對 照  

經 由 本 論 文 之 附 錄 三 所 處 理 的 《楞伽經》三漢譯本經文對照，以及此節

所處理的章節比對，吾人再細分各品的共 同 之 處 ：  

 

三 漢 譯 本 各 品 共 同 之 對 照 ： ( 參 閱 附 錄 三 ： 0 0 1 ~ 5 6 2  三 漢 譯 對 照 之 編 號 ) 

《楞伽阿跋多羅寶經》 

宋 譯 四 卷  

《入楞伽經》 

魏 譯 十 卷  

《大乘入楞伽經》 

唐 譯 七 卷  

001《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第 一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 之 一  

如 是 我 聞 … 無 量 度 門 隨

001《 入 楞 伽 經 》 第 一 卷

〈 請 佛 品 〉 第 一  

歸 命 大 智 海 毘 盧 遮 那

佛 … 是 諸 菩 薩，具 足 無 量

001《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一 卷 〈 羅 婆 那 王 勸 請 品 〉

第 一  

如 是 我 聞 … 悉 已 通 達 五

法、三 性 、諸 識、 無 我 …

                                                   
8 1  朝 奉 郎 新 差 知 登 州 軍 州 兼 管 內 勸 農 事 騎 都 尉 借 緋 蘇 軾 書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序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7 9 ,  c 6 -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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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普 現 ， 於 五 法 、 自 性 、

識 、 二 種 無 我 究 竟 通 達 。 
( p . 4 8 0 , a 1 3 - 2 4 )  

自 在，三 昧 神 通 之 力，奮

迅 遊 化。 五 法、自 性、二

種 無 我 ， 究 竟 通 達 。
(p . 5 1 4 , c 3 - 1 8 )  

大 慧 菩 薩 摩 訶 薩 為 其 上

首 。 (p . 5 8 7 , b 1 0 - 2 1 )  

0 02 爾 時 大 慧 … 右 膝 著

地 ， 合 掌 恭 敬 ， 以 偈 讚

曰 ： (p . 4 8 0 , a 2 4 - 2 6 )  

 

0 02 大 慧 菩 薩 … 種 種 眾 生

種 種 心 色，隨 種 種 心 種 種

異 念。無 量 度 門，隨 所 應

度 ， 隨 所 應 見 而 為 普 現 。
(p . 5 1 4 , c 1 8 - 2 2 )，  

〈 問 答 品 〉 第 二  

爾 時 聖 者 大 慧 … 恭 敬 以

偈 讚 佛 ： （ p. 5 1 9 ,  a 4 - 7 )  

0 02《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二 卷〈 集 一 切 法 品 〉第 二

之 一  

爾 時 世 尊 ！ 於 海 龍 王 宮

說 法 … 舉 目 觀 見 摩 羅 耶

山 楞 伽 大 城，即 便 微 笑 而

作 是 言 ： (p . 5 8 7 , b 2 2 - 2 8 )  

0 09… 云 何 淨 其 念 ？ 云 何

念 增 長 ？ … 云 何 無 受

欲 ？ 何 故 名 無 受 ？  

( p . 4 8 0 , b 1 8 - 2 3 )  

0 09  

… 云 何 淨 諸 覺 ？ 何 因 而

有 覺 ？ … 云 何 名 佛 子，寂

靜 及 次 第 ？
(p . 5 1 9 , a 2 8 - b 4 )  

0 09… 云 何 起 計 度 ？ 云 何

淨 計 度 ？ … 云 何 名 佛

子 ， 及 無 影 次 第 ？  

( p . 5 9 0 , c 2 2 - 2 6 )  

0 53… 諸 識 有 幾 種 生 住

滅 ？ … 有 二 種 滅，謂 流 注

滅 及 相 滅。(p . 4 8 3 ,  a 1 0 - 1 4 )  

 

0 53《 入 楞 伽 經 》 第 二 卷

〈 集 一 切 佛 法 品 〉第 三 之

一  

… 諸 識 有 幾 種 生 住

滅 ？ … 一 者 相 生，二 者 相

續 生 。 (p . 5 2 1 , c 2 2 - 2 9 )  

0 53… 諸 識 有 幾 種 生 住

滅 ？ 相 續 住 及 相 住；相 續

滅 及 相 滅。(p . 5 9 3 , b 1 2 - 1 5 )

 

0 84 … 世 尊 所 說 心 意 意 識

五 法 自 相 … 顯 示 一 切

說，成 真 實 相 … 說 如 來 所

歎 ， 海 浪 藏 識 境 界 法 身 。
(p . 4 8 4 , a 5 - 1 0 )  

 

0 84… 說 心 意 意 識 五 法 自

體 相 應 法 門 … 一 切 諸 佛

所 說 法 心 … 說 觀 察 阿 梨

耶 識 大 海 波 境 界；說 法 身

如 來 所 說 法 故 。
(p . 5 2 3 , a 8 - 1 4 )  

 

0 84〈 集 一 切 法 品 〉 第 二

之 二  

… 唯 願 為 我 說 心 意 意 識   

五 法 自 相 眾 妙 法 門 … 稱

真 實 義 諸 佛 教 心 … 隨 順

過 去 諸 佛，演 說 藏 識 海 浪

法 身 境 界 。 (p . 5 9 4 , b 6 - 1 2 )

1 5 4… 薩 當 善 三 自 性 … 謂

妄 想 自 性、緣 起 自 性、成

自 性 。 (p . 4 8 7 , c 4 - 5 )  

 

1 54《 入 楞 伽 經 》 第 三 卷

〈 集 一 切 佛 法 品 〉第 三 之

二  

… 當 善 知 三 法 自 體 相 …

三 者 第 一 義 諦 法 體 相 。
(p . 5 2 7 , b 2 7 - c 2 )  

1 54… 當 善 知 三 自 相 … 所

謂 妄 計 自 性 、 緣 起 自 性 、

圓 成 自 性。(p . 5 9 7 , c 2 3 - 2 5 )

 

1 87 爾 時 世 尊 … 空 無 生 無

二 離 自 相 … 是 故 當 依 於

義 ， 莫 著 言 說 。  
( p . 4 8 9 , a 1 0 - 1 7 )  

1 87 爾 時 佛 告 … 一 切 法 空

不 生 無 體 不 二 … 相 汝 應

隨 順 於 義，莫 著 所 說 名 字

章 句 。 (p . 5 2 9 , b 9 - 1 7 )  

1 87 爾 時 世 尊 … 此 空 無 生

無 自 性 無 二 相 … 應 隨 順

義 莫 著 言 說。(p . 5 9 9 , b 1 - 8 )

1 8 8《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第 二 卷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

之 二  

爾 時 大 慧 … 修 多 羅 說 如

來 藏 自 性 清 淨 … 外 道 亦

說 有 常 作 者 離 於 求 那，周

遍 不 滅 … 彼 說 有 我 。  
( p . 4 8 9 , a 2 1 - b 3 )  

1 88 爾 時 聖 者 … 如 修 多 羅

說：如 來 藏 自 性 清 淨，具

三 十 二 相 … 外 道 亦 說 有

常 作 者，不 依 諸 緣 自 然 而

有 周 遍 不 滅 … 如 來 外 道

說 無 差 別。(p . 5 2 9 , b 1 8 - 2 6 )

 

1 88 爾 時 大 慧 … 修 多 羅 中

說 如 來 藏 本 性 清 淨，常 恒

不 斷 無 有 變 易 … 外 道 說

我 是 常 作 者，離 於 求 那 自

在 無 滅 … 如 來 藏 義，豈 不

同 於 外 道 我 耶 。  

( p . 5 9 9 , b 8 - 1 5 )  

2 08… 願 為 說 ， 言 說 妄 想

相 心 經 … 以 言 說 所 說 二

種 趣 ， 淨 一 切 眾 生 。  
( p . 4 9 0 , b 1 2 - 1 7 )  

2 08… 為 我 說 名 分 別 言 語

相 心 法 門 … 能 令 一 切 諸

眾 生 等 ， 得 清 淨 解 。

208《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三 卷〈 集 一 切 法 品 〉第 二

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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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5 3 0 , c 1 9 - 2 4 )  

 

… 言 說 分 別 相 心 法 門 …

令 一 切 眾 生，於 二 義 中 而

得 清 淨 。 (p . 6 0 0 , b 2 1 - 2 6 )  

2 46… 佛 說 緣 起 ， 如 是 說

因 緣，不 自 說 道 … 有 間 悉

檀 、 無 間 悉 檀 。  
( p . 4 9 3 , a 5 - 9 )  

2 46《 入 楞 伽 經 》 第 四 卷

〈 集 一 切 佛 法 品 〉第 三 之

三  

… 如 世 尊 說，十 二 因 緣 從

因 生 果 … 如 來 亦 說 依 於

因 緣 而 生 諸 法，而 不 說 有

自 建 立 法。(p . 5 3 4 , a 2 1 - 2 7 )

2 4 6… 佛 說 緣 起 ， 是 由 作

起，非 自 體 起 … 但 以 異 名

說 作 緣 起 ， 非 義 有 別 。  

( p . 6 0 2 , c 2 6 - 2 9 )  

 

3 29 味 著 三 昧 樂 ， 安 住 無

漏 界 … 彼 覺 法 亦 然，得 佛

無 上 身 。  ( p . 4 9 7 , c 5 - 9 )  

3 29 味 著 三 昧 樂 … 得 佛 無

上 體 ， 是 我 真 法 身 。
(p . 5 4 0 , b 4 - 8 )  

3 29 三 昧 酒 所 醉 ， 住 於 無

漏 界 … 酒 消 然 後 悟。聲 聞

亦 如 ， 覺 後 當 成 佛 。
(p . 6 0 7 , b 1 0 - 1 4 )  

3 30《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第 三 卷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

之 三  

爾 時 世 尊 … 意 生 身，分 別

通 相 … 修 行 者 了 知 初 地

上 增 進 相 ， 得 三 種 身 。  
( p . 4 9 7 , c 1 6 - 2 3 )  

3 30《 入 楞 伽 經 》 第 五 卷

〈 佛 心 品 〉 第 四  

爾 時 佛 告 … 我 今 為 汝 說

意 生 身 修 行 差 別 … 菩 薩

從 於 初 地 如 實 修 行，得 上

上 地 證 智 之 相 。
(p . 5 4 0 , b 1 5 - 2 3 )  

3 30《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四 卷〈 無 常 品 〉第 三 之 一

爾 時 佛 告 … 今 當 為 汝 說

意 成 身 差 別 相 … 諸 修 行

者 ， 入 初 地 已 ， 漸 次 證

得 。 (p . 6 0 7 , b 2 2 - 2 8 )  

4 10 爾 時 大 慧 … 世 間 諸

論 ， 種 種 辯 說 ， 慎 勿 習

近 … 不 脫 生 老 病 死 憂 悲

苦 惱 ， 誑 惑 迷 亂 。  

( p 5 0 3 , b 2 - 1 1 )  

4 10《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盧 迦 耶 陀 品 〉 第 五  

爾 時 聖 者 … 盧 迦 耶 陀 種

種 辯 說：若 有 親 近 供 養 彼

人 … 譬 喻 巧 說 ， 迷 誑 人

故 。 (p . 5 4 7 , a 2 4 - b 1 3 )  

4 10 爾 時 大 慧 … 如 來 一 時

說 盧 迦 耶 陀 呪 術 詞 論 …

不 能 解 脫 生 老 病 死 憂 悲

等 患 。 (p . 6 1 2 , b 2 9 - c 1 1 )  

 

4 20 爾 時 大 慧 … 所 言 涅 槃

者，為 何 等 法 名 為 涅 槃 …

非 以 見 壞 ， 名 為 涅 槃 。  

( p . 5 0 4 , c 1 - 9 )  

4 20《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涅 槃 品 〉 第 六  

爾 時 聖 者 … 非 見 滅 故 名

為 涅 槃 。 (p . 5 4 9 , a 9 - 2 1 )  

4 20 爾 時 大 慧 … 佛 說 涅

槃 … 非 以 見 壞 名 為 涅

槃 。 (p . 6 1 3 , c 2 4 - p . 6 1 4 , a 3 )

4 2 9 三 有 惟 妄 想 … 亦 無 有

所 說 。 (p . 5 0 5 , b 6 - 9 )  

4 29 三 有 惟 妄 想 … 不 說 不

可 得 。
(p . 5 4 9 , c 2 9 - p . 5 5 0 , a 3 )  

4 29 三 有 唯 分 別 … 其 義 不

可 得 。 (p . 6 1 4 , b 2 6 - 2 9 )  

4 30《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第 四 卷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

之 四  

爾 時 大 慧 … 為 異 為 不

異 。 (p . 5 0 5 , b 1 7 - 2 4 )  

4 30《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法 身 品 〉 第 七  

爾 時 聖 者 … 如 來 法 身 為

異 耶 為 不 異 耶 ？
(p . 5 5 0 , a 4 - 1 5 )  

4 30《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五 卷〈 無 常 品 〉第 三 之 餘

(= 二 ) 

爾 時 大 慧 … 如 是 等 為 異

不 異 。 (p . 6 1 4 , c 8 - 1 5 )  

4 67 

爾 時 大 慧 … 一 切 外 道 皆

起 無 常 妄 想。… 為 有 幾 種

無 常 ？ (p . 5 0 8 , b 9 - 1 2 )  

4 67《 入 楞 伽 經 》 第 七 卷

〈 無 常 品 〉 第 八  

爾 時 聖 者 … 世 尊 說 無

常 … 復 有 幾 種 無 常 ？
(p . 5 5 3 , b 2 5 - c 1 )  

4 67《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五 卷 〈 現 證 品 〉 第 四  

爾 時 大 慧 … 一 切 外 道 妄

說 無 常 … 所 言 無 常 復 有

幾 種 ？ (p . 6 1 7 , b 2 5 - 2 8 )  

4 83 爾 時 大 慧 … 為 說 一 切

菩 薩 聲 聞 緣 覺，滅 正 受 次

第 相 續 … 不 墮 一 切 聲 聞

緣 覺 外 道 愚 癡 。  
( p . 5 0 9 , a 2 0 - 2 4 )  

4 83 《 入 楞 伽 經 》第 七 卷

〈 入 道 品 〉 第 九  

爾 時 聖 者 … 為 我 說 諸 一

切 菩 薩 聲 聞 辟 支 佛 入 滅

盡 定 次 第 相 … 不 墮 聲 聞

辟 支 佛 外 道 迷 惑 之 法 。
(p . 5 5 4 , c 5 - 1 1 )  

4 83 爾 時 大 慧 … 願 為 我 說

一 切 聲 聞 緣 覺 入 滅 次 第

相 續 相 … 不 墮 二 乘 及 諸

外 道 錯 亂 之 中 。  
( p . 6 1 8 , b 1 1 - 1 6 )  

4 94 爾 時 大 慧 … 非 常 、 非 494《 入 楞 伽 經 》 第 七 卷 494《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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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常，謂 二 俱 有 過 … 陰 壞

則 應 斷 ， 而 如 來 不 斷 。  
( p . 5 0 9 , c 2 5 - p . 5 1 0 , a 2 )  

〈 問 如 來 常 無 常 品 〉第 十

爾 時 聖 者 … 為 是 常 耶 為

無 常 耶 … 而 佛 如 來 非 斷

絕 法 。  
( p . 5 5 5 , c 2 0 - p . 5 5 6 , a 2 )  

五 卷〈 如 來 常 無 常 品 〉第

五  

爾 時 大 慧 … 為 常 為 無

常 … 然 佛 如 來 實 非 斷

滅 。 (p . 6 1 9 , a 1 9 - 2 6 )  

5 00 爾 時 大 慧 … 更 為 我 說

陰 界 入 生 滅 。 彼 無 有 我 ，

誰 生 誰 滅 … .唯 然 受 教 。
(p . 5 1 0 , a 2 9 - b 4 )  

5 00《 入 楞 伽 經 》 第 七 卷

〈 佛 性 品 〉 第 十 一  

爾 時 聖 者 … 為 我 說 陰 界

入 生 滅 之 相 … 唯 然 受

教 。 (p . 5 5 6 , b 1 5 - 2 2 )  

5 00《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五 卷  

〈 剎 那 品 〉 第 六  

爾 時 大 慧 … 願 為 我 說 蘊

界 處 生 滅 之 相 … 當 為 汝

說 。 (p . 6 1 9 , b 2 6 - 2 9 )  

5 08 

爾 時 大 慧 … 惟 願 為 說 五

法 自 性 識，二 種 無 我 究 竟

分 別 相 … 凡 夫 妄 想，非 諸

賢 聖 。  
( p . 5 1 0 , c 2 1 - p . 5 1 1 , a 2 )  

5 08〈 法 門 品 〉 第 十 二  

爾 時 聖 者 大 … 為 我 說 五

法 體 相 及 二 無 我 差 別 行

相 … 是 故 生 於 分 別 之 心

非 謂 聖 人 。
(p . 5 5 7 , a 2 5 - b 1 2 )  

5 08 爾 時 大 慧 … 願 為 我 說

五 法 自 性 諸 識 無 我 差 別

之 相 … 於 心 所 現 見 有 外

物 而 起 分 別 ， 非 諸 聖 人 。
(p . 6 2 0 , a 1 9 - 2 8 )  

5 16 爾 時 大 慧 … 過 去 諸 佛

如 恒 河 沙 … 惟 願 如 來 哀

愍 解 說 。 (p . 5 1 1 , c 1 - 4 )  

 

516〈 恒 河 沙 品 〉 第 十 三

爾 時 聖 者 … 說 過 去 未 來

現 在 諸 佛 如 恒 河 河 沙 …

願 為 我 說。(p . 5 5 8 , a 2 9 - b 3 )

5 1 6 爾 時 大 慧 … 過 去 未 來

現 在 諸 佛 如 恒 河 沙 … 為

如 言 而 受 ， 為 別 有 義 。  
( p . 6 2 0 , c 2 4 - 2 6 )  

5 26 爾 時 大 慧 … 為 說 ， 一

切 諸 法 剎 那 壞 相 … 有

漏 、 無 漏 、 受 、 不 受 。  
( p . 5 1 2 , a 2 7 - b 2 )  

5 26《 入 楞 伽 經 》 第 八 卷

〈 剎 那 品 〉 第 十 四  

爾 時 聖 者 … 為 我 說 一 切

法 生 滅 之 相 … 有 漏 法 無

漏 法 ； 內 法 外 法 。
(p . 5 5 9 , b 1 0 - 1 8 )  

5 26 爾 時 大 慧 … 願 為 我 說

一 切 諸 法 剎 那 壞 相 … 無

漏 法  、有 受 法、無 受 法 。

(p . 6 2 1 , b 2 2 - 2 7 )  

 

5 41… 一 切 眾 生 法 不 涅

槃，誰 至 佛 道 ？ … 云 何 如

來 得 一 切 種 智 而 不 離 諸

過 ？ (p . 5 1 3 , a 4 - 1 3 )  

 

541〈 化 品 〉 第 十 五  

爾 時 聖 者 … 得 阿 耨 多 羅

三 藐 三 菩 提 一 切 種 智 ？  
( p . 5 6 0 , b 1 4 - 2 9 )  

5 41《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變 化 品 〉 第 七  

爾 時 大 慧 … 既 已 成 於 一

切 種 智，云 何 不 離 如 是 諸

過 ？ (p . 6 2 2 , b 4 - 2 0 )  

5 50 大 慧 菩 薩 … 正 法 成 就

而 食 肉 耶 。 (p . 5 1 3 , c 1 - 9 )  

5 50〈 遮 食 肉 品 〉 第 十 六

爾 時 聖 者 … 我 觀 世 間 生

死 流 轉，怨 結 相 連 墮 諸 惡

道 … 令 諸 現 在 未 來 眾 生

一 切 識 知。(p . 5 6 1 , a 2 0 - b 4 )

 

5 50《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斷 食 肉 品 〉 第 八  

爾 時 大 慧 … 願 為 我 說 食

不 食 肉 功 德 過 失 … 聞 已

奉 行 廣 為 他 說 。  
( p . 6 2 2 , c 2 8 - p . 6 2 3 , a 1 2 )  

5 60   -- --   

 

560《 入 楞 伽 經 》 第 九 卷

〈 陀 羅 尼 品 〉 第 十 七  

爾 時 世 尊 … 汝 應 諦 聽 受

持 我 楞 伽 經 呪 … 而 說 呪

曰 … 護 一 切 善 男 子 善 女

人 護 持 此 經 者 。
(p . 5 6 4 , c 1 1 - p . 5 6 5 , b 1 )  

5 60《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陀 羅 尼 品 〉    

第 九 爾 時 佛 告 大 慧 … 則

為 受 持 入 楞 伽 經 一 切 文

句 悉 已 具 足 。
(p . 6 2 4 , c 2 0 , - p . 6 2 5 , a 2 0 )  

5 61-- -- 561《 入 楞 伽 經 》 卷 第 九

〈 總 品 〉 第 十 八 之 一  

爾 時 世 尊 ！ 欲 重 宣 此 修

多 羅 深 義 … 如 是 三 昧

醉 ， 聲 聞 沒 亦 爾 。  

( p . 5 6 5 , b 5 - p . 5 7 6 , a 1 1 )  

5 61《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偈 頌 品 〉第 十 之 初

爾 時 世 尊 ！ 欲 重 宣 此 修

多 羅 中 諸 廣 義 故 … 皆 悉

離 生 滅 ， 亦 離 於 有 無 。  

( p . 6 2 4 , c 1 9 - p . 6 3 0 , c 2 6 )  

5 62-- -- 562《 入 楞 伽 經 》 第 十 卷 562《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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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品 〉 第 十 八 之 二  

依 諸 佛 住 持 ， 諸 願 力 清

淨 … 乾 闥 婆 修 羅，諸 天 比

丘 僧 ， 大 歡 喜 奉 行 。  

( p . 5 7 6 , a 1 5 - p . 5 8 6 , b 2 1 )  

七 卷〈 偈 頌 品 〉第 十 之 二

若 諸 修 行 者 ， 不 起 於 分

別 … 當 依 此 教 理，勿 更 餘

分 別 。  
( p . 6 3 1 , a 2 - p . 6 4 0 , c 1 )  

 

 

經 過 三 譯 本 各 品 的 比 對，將 四 卷 本 與 魏 譯 及 唐 譯 的 共 同 處 分 析 為 ： 

一 、 四 卷 本 文 意 簡 潔 而 精 萃 ， 佛 說 本 經 ， 是 為 了 回 應 外 道 哲 學 對

佛 教 的 攻 擊 而 進 行 辯 駁 。 四 卷 本 沒 有 品 目 之 區 分 ， 全 部 貫 通 在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 中 ， 不 過 以 「 第 一 」 、 「 第 二 」 等 作 為 標 誌 。 由 此 看 來 ，

分 品 是 到 了 後 代 才 有 的 。 這 是 為 了 提 示 內 容 ， 而 將 經 文 分 段 以 及 編 定

品 名 。 四 卷 《 楞 伽 經 》 雖 然 沒 有 經 過 後 人 的 整 理 ， 但 是 本 經 是 有 次 第

可 循 ， 並 不 是 一 般 所 傳 說 的 一 部 「 雜 記 」 。  

二 、 在 四 卷 本 的 開 首 是 以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 之 一 為 品 名 8 2。 這 與 十

卷 《 入 楞 伽 經 》 第 一 卷 的 〈 請 佛 品 〉 第 一 8 3 、 〈 問 答 品 〉 第 二 8 4 ； 《 入

楞 伽 經 》 第 二 卷 的 〈 集 一 切 佛 法 品 〉 第 三 之 一 8 5 ； 《 入 楞 伽 經 》 第 三

卷 的〈 集 一 切 佛 法 品 〉第 三 之 二  (…一切法空不生無體不二… )的 前 半

同 8 6 。  

又 與 七 卷《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第 一 卷〈 羅 婆 那 王 勸 請 品 〉第 一 8 7；《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一 卷 〈 集 一 切 法 品 〉 第 二 之 一 8 8 ； 第 二 卷 〈 集 一 切 法

品 〉 第 二 之 二 (…此空無生無自性無二相… )前 半 同
8 9 。  

                                                   
8 2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0 a 1 3 - 4 8 9 a 1 7 .  
8 3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1 4 c 3 - 5 1 4 c 2 2 .  
8 4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1 9 a 2 8 - b 4 .  
8 5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2 1 c 2 2 - 5 2 3 a 1 4 .  
8 6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2 7 b 2 7 - p . 5 2 9 b 1 7 .  
8 7

 T 1 6 , N o . 6 7 2 , p . 5 8 7 b 1 0 - 2 1 .   
8 8

 T 1 6 , N o . 6 7 2 , p . 5 9 0 b 2 2 - p . 5 9 3 b 1 5 .  
8 9

 T 1 6 , N o . 6 7 2 , p . 5 9 4 b 0 6 - p . 5 9 9 b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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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四 卷 本 的 第 二 品 名 為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 之 二 9 0 。 這 與 十 卷 《 入

楞 伽 經 》 第 三 卷 〈 集 一 切 法 品 〉 第 三 之 二 (…如來藏自性清淨，具三十

二相… )後 半 9 1 至 《 入 楞 伽 經 》 第 四 卷 〈 集 一 切 佛 法 品 〉 第 三 之 三 (得佛

無上體，是我真法身 )同 9 2 。  

又 與 七 卷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 集 一 切 法 品 〉 第 二 之 二 (…修多羅中

說 如 來 藏 本 性 清 淨 ， 常 恒 不 斷 無 有 變 易 … ) 後 半
9 3 至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三 卷 〈 集 一 切 法 品 〉 第 二 之 三 (… 三 昧 酒 所 醉，住 於 無 漏 界 … ) 同 9 4 。 

四 、 四 卷 本 的 第 三 品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之 三
9 5 與 十 卷《 入 楞 伽 經 》

第 五 卷〈 佛 心 品 〉第 四 9 6、《 入 楞 伽 經 》第 六 卷〈 盧 迦 耶 陀 品 〉第 五 9 7 、

《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涅 槃 品 〉 第 六 9 8 相 同 。  

又 與 七 卷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四 卷 〈 無 常 品 〉 第 三 之 一 9 9 相 同 。  

五、四 卷 本 的 第 四 品：〈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之 四 1 0 0 與 十 卷《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法 身 品 〉 第 七 1 0 1 、 《 入 楞 伽 經 》 第 七 卷 〈 無 常 品 〉 第 八 1 0 2 、

《 入 楞 伽 經 》 第 七 卷 〈 入 道 品 〉 第 九 1 0 3 、 《 入 楞 伽 經 》 第 七 卷 〈 問 如

來 常 無 常 品 〉第 十 1 0 4、《 入 楞 伽 經 》 第 七 卷 〈 佛 性 品 〉 第 十 一 1 0 5、〈 法

                                                   
9 0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9 a 2 1 - b 3 .  
9 1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2 9 b 1 8 - p . 5 3 0 c 2 4 .  
9 2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3 4 a 2 1 - 5 4 0 b 8 .  
9 3

 T 1 6 , N o . 6 7 2 , p . 5 9 9 b 8 - 1 5 .  
9 4

 T 1 6 , N o . 6 7 2 , p . 6 0 0 b 2 1 - 6 0 7 b 1 4  
9 5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7 c 1 6 - 5 0 5 b 0 9 .  
9 6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4 0 b 1 5 - 2 3 .  
9 7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4 7 a 2 4 - b 1 3 .  
9 8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4 9 a 9 - 5 5 0 a 3 .  
9 9

 T 1 6 , N o . 6 7 2 , p . 6 0 7 b 2 2 - 6 1 4 b 2 9 .  
1 0 0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5 b 1 7 - p . 5 1 0 b 4 .  
1 0 1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5 0 a 4 - 1 5 .  
1 0 2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5 3 b 2 5 - c 1 .  
1 0 3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5 4 c 5 - 1 1 .  
1 0 4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5 5 c 2 0 - p . 5 5 6 a 2 .  
1 0 5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5 6 , b 1 5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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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品 〉 第 十 二 1 0 6 、 〈 恒 河 沙 品 〉 第 十 三 1 0 7 、 《 入 楞 伽 經 》 第 八 卷 〈 剎

那 品 〉 第 十 四 1 0 8 、 〈 化 品 〉 第 十 五 1 0 9 、 〈 遮 食 肉 品 〉 第 十 六 1 1 0 相 同 。  

又 與 七 卷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五 卷 〈 無 常 品 〉 第 三 之 二 1 1 1、《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五 卷 〈 現 證 品 〉 第 四 1 1 2 、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五 卷 〈 如

來 常 無 常 品 〉 第 五 1 1 3 、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五 卷 〈 剎 那 品 〉 第 六 1 1 4 、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變 化 品 〉 第 七 1 1 5 、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斷 食 肉 品 〉 第 八 1 1 6 相 同 。  

六 、 在 四 卷 本 的 最 後 一 品 ， 是 以 斷 肉 食 的 理 論 ， 說 明 若 欲 生 在 梵

志 之 種 族 中 ， 得 智 慧 及 富 貴 ， 決 定 不 可 食 肉 ， 作 為 此 品 的 終 結 。 然 而

在 十 卷 《 入 楞 伽 經 》 與 七 卷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在 ， 卻 多 了 三 品 是 四 卷

本 所 沒 有 的 咒 語 與 偈 頌 。 這 與 當 今 一 般 的 佛 教 經 典 可 看 到 類 似 的 模

式 ， 例 如 ：  

若有人能受持讀誦此呪文句，彼 人得名誦一切《楞伽經》。

是故我說此陀羅尼句，為遮一切 諸羅剎，護一切善男子、善

女人護持此經者。 11 7 

以 及 ：  

天龍夜叉等，乾闥婆修羅。 諸天比丘僧，大歡喜奉行。 11 8 

                                                   
1 0 6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5 7 , a 2 5 - b 1 2 .  
1 0 7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5 8 , a 2 9 - b 3 .  
1 0 8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5 9 , b 1 0 - 1 8 .  
1 0 9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6 0 , b 1 4 - 2 9 .  
1 1 0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6 1 , a 2 0 - b 4 .  
1 1 1

 T 1 6 , N o . 6 7 2 ,  p . 6 1 4 ,  c 8 - 1 5 .  
1 1 2

 T 1 6 , N o . 6 7 2 ,  p . 6 1 7 ,  b 2 5 - 6 1 8 b 1 6 .  
1 1 3

 T 1 6 , N o . 6 7 2 ,  p . 6 1 9 ,  a 1 9 - 2 6 .  
1 1 4

 T 1 6 , N o . 6 7 2 ,  p . 6 1 9 , b 2 6 - 6 2 1 ,  b 2 7 .  
1 1 5

 T 1 6 , N o . 6 7 2 ,  p . 6 2 2 ,  b 4 - 2 0 .  
1 1 6

 T 1 6 , N o . 6 7 2 ,  p . 6 2 2 ,  c 2 8 - p . 6 2 3 ,  a 1 2 .  
1 1 7  《 入 楞 伽 經 》 卷 8 ： (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6 5 ,  a 1 7 - b 1 )  
1 1 8  《 入 楞 伽 經 》 卷 1 0 ： (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8 6 ,  b 2 0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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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可 從 十 卷 《 入 楞 伽 經 》 與 七 卷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的 對 照 之 下 ，

清 楚 的 顯 示 ：  

 

《 入 楞 伽 經 》第 九 卷〈 陀 羅 尼 品 〉第 十

七  

爾 時 世 尊 … 汝 應 諦 聽 受 持 我 楞 伽 經

呪 … 而 說 呪 曰 … 護 一 切 善 男 子 善 女 人

護 持 此 經 者 。 (p . 5 6 4 , c 1 1 - p . 5 6 5 , b 1 )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第 六 卷 〈 陀 羅 尼 品 〉

第 九 爾 時 佛 告 大 慧 … 則 為 受 持 入 楞 伽

經 一 切 文 句 悉 已 具 足 。  
( p . 6 2 4 , c 2 0 , - p . 6 2 5 , a 2 0 )  

《 入 楞 伽 經 》卷 第 九〈 總 品 〉第 十 八 之

一  

爾 時 世 尊 ！ 欲 重 宣 此 修 多 羅 深 義 … 如

是 三 昧 醉 ， 聲 聞 沒 亦 爾 。  
( p . 5 6 5 , b 5 - p . 5 7 6 , a 1 1 )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第 六 卷〈 偈 頌 品 〉第

十 之 初  

爾 時 世 尊 ！ 欲 重 宣 此 修 多 羅 中 諸 廣 義

故 … 皆 悉 離 生 滅 ， 亦 離 於 有 無 。  
( p . 6 2 4 , c 1 9 - p . 6 3 0 , c 2 6 )  

《 入 楞 伽 經 》第 十 卷〈 總 品 〉第 十 八 之

二  

依 諸 佛 住 持 ， 諸 願 力 清 淨 … 乾 闥 婆 修

羅 ， 諸 天 比 丘 僧 ， 大 歡 喜 奉 行 。  
( p . 5 7 6 , a 1 5 - p . 5 8 6 , b 2 1 )  

《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第 七 卷〈 偈 頌 品 〉第

十 之 二  

若 諸 修 行 者 ， 不 起 於 分 別 … 教 由 理 故

成 ， 理 由 教 故 顯 。 當 依 此 教 理 ， 勿 更 餘

分 別 。 (p . 6 3 1 , a 2 - p . 6 4 0 , c 1 )  

 

第 三 節  《 楞 伽 經 》 的 要 義  

本 經 內 容 可 有 二 種 解 釋：其 一，把 本 經 的 義 涵 蓋 刮 了「 三 界 唯 心 」、

「 唯 識 」 、 「 種 性 」 、 「 緣 起 」 、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 「 如 來 藏 」 、 「 如 來 藏 藏 識 」 、 「 勝 義 」  ( 第 一 義 ) 、

「 法 身 」 、 「 如 來 」 、 「 真 如 」 、 「 法 界 」 、 「 不 二 中 道 」 、

「 聖 智 」 、 「 涅 槃 」 、 「 禪 定 」 、 「 漸 頓 」 等 大 乘 佛 教 的 重 要 思 想 。

其 二 ， 鑒 於 經 中 以 「 一 切 佛 語 心 」 為 品 名 ，「 佛 語 心 」 或 「 如 來 藏 心 」

就 是 佛 教 之 心 髓 ， 因 此 認 為 經 義 主 要 是 說 明 「 自 覺 聖 智 」 1 1 9 。 經 由 經

                                                   
1 1 9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註 解 》 卷 1 ： 「 佛 之 心 乎 ， 且 此 經 之 要 ， 不 出 五 法 三 自 性

八 識 二 無 我 。 而 該 乎 真 妄 修 性 聖 凡 因 果 ， 皆 不 外 乎 一 心 。 能 究 此 心 者 ， 則 畏

惡 而 遷 善 ， 捨 妄 而 歸 真 ， 得 至 自 覺 正 智 之 地 。 不 能 究 此 心 者 ， 則 縱 情 肆 欲 ，

流 而 忘 返 ， 至 于 失 其 忠 孝 。 敗 俗 亂 常 ， 甘 蹈 刑 辟 ， 如 履 水 火 。 」  

( T 3 9 ,  N o . 1 7 8 9 ,  p . 3 4 3 ,  a 2 8 - b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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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的 比 對，可 覺 察 出 魏 譯 有「 集 一 切 佛 法 品 」，唐 譯 有「 集 一 切 法 品 」；

此 二 品 之 「 集 ( c i t t a )」 與 宋 譯 的 「 如 來 藏 心 」 1 2 0 之 義 相 同 。  

《 楞 伽 經 》 傳 「 自 內 證 」 心 法 ， 這 從 菩 提 達 摩 傳 法 給 慧 可 時 ， 就

可 明 顯 的 看 出 1 2 1 。 另 外 ， 本 經 一 開 始 ， 佛 陀 就 指 出 本 經 的 重 要 關 鍵 ：  

汝等諸佛子，今皆恣所問， 我當為汝說，自覺之境界。 1 2 2 

由 此 了 知 「 自 覺 聖 智 」 的 重 要 性 ， 直 接 能 顯 示 出 ， 十 方 法 界 眾 生

智 慧 層 次 深 淺 的 類 別 。 如 二 乘 聖 者 因 為 了 達 「 自 覺 聖 智 」 ， 才 能 了 生

死 。 大 乘 聖 者 ， 因 有 了 「 自 覺 聖 智 」 ， 而 能 通 達 一 切 法 空 之 深 義 ； 直

至 八 地 菩 薩 真 俗 圓 融 ， 理 事 無 礙 ， 是 因 有 「 自 覺 聖 智 」 ； 即 使 證 得 無

上 佛 果 ， 也 是 此 「 自 覺 聖 智 」 。  

經 文 首 先 由 大 慧 菩 薩 發 問 ， 共 有 一 百 零 八 義 ， 藉 由「 五 法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等 之 識 境 ， 依 次 第 觀 修 至 如 來 自 證 之 智

慧 ， 然 後 捨 離 所 證 真 如 之 相 ， 轉 依 至 佛 「 自 覺 聖 智 」 的 究 竟 境 界 為 中

心 論 點 。 另 外 ， 也 特 別 指 出 二 種 一 闡 提 的 人 ， 那 就 是 斷 了 善 根 的 極 惡

之 人 ， 在 佛 的 教 化 下 ， 可 重 植 善 根 ， 棄 惡 從 善 。 除 此 之 外 ， 還 指 出 聲

聞 和 阿 羅 漢 等，能 決 然 斷 滅 煩 惱 習 氣 而 究 竟 成 佛。最 後 提 出「 斷 食 肉 」，

如 《 入 楞 伽 經 》 有 云 ：  

若食肉者，我當與作大不饒益。 佛言：「大慧！羅剎惡鬼常

食肉者，聞我所說尚發慈心捨肉 不食，況我弟子行善法者當

聽食肉。若食肉者，當知即是眾 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慧！若

我弟子聞我所說，不諦觀察而食 肉者，當知即是旃陀羅種，

非我弟子，我非其師。是故，大 慧！若欲與我作眷屬者，一

切諸肉悉不應食。」 12 3 

                                                   
1 2 0

 談 錫 永 譯 著 ，〈 梵 本 新 譯 《 入 楞 伽 經 》 〉， 台 北 ： 全 佛 文 化 ， 2 0 0 5 年 ， 初 版 ，

p . 4 6 ， p . 6 9 註 9 2 。  
1 2 1

 鈴 木 大 拙 著 ， 〈 楞 伽 經 〉 ， 《 鈴 木 大 拙 全 集 》 第 五 卷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昭

和 4 3 年 ， p . 4 7 6 。  
1 2 2

 求 那 跋 陀 羅 譯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0 )   
1 2 3

《 入 楞 伽 經 》 卷 8 ： ( T 1 6 ,  N o . 6 7 1 ,  p . 5 6 1 ,  c 1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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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以 上 之 經 文 ， 就 能 清 楚 的 了 解 食 肉 的 過 患 與 不 食 肉 的 功 德 ， 這

也 顯 示 出 本 經 是 具 足 了 戒 、 定 、 慧 三 學 的 性 質 。 全 經 是 以 哲 理 思 辨 為

主，而 輔 以 各 種 形 象 的 比 喻，事 理 互 相 啟 發 說 明，使 修 習 者 易 於 理 解 、

掌 握 。 在 批 判 外 道 邪 論 ， 為 眾 菩 薩 解 疑 析 難 的 同 時 ， 還 指 出 了 修 行 正

確 的 態 度 與 正 確 方 法 ， 以 及 各 種 修 行 結 果 。  

此 節 及 第 四 節 的 內 容 大 意，將 綜 合 前 人 所 作 的 科 判 目 錄 1 2 4 來 作 為 本

論 文 第 四 章 至 第 六 章 的 詳 細 論 述 內 涵 。 吾 人 是 以 印 順 法 師 在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親 聞 記 》 之 精 簡 的 科 判 為 依 據 ， 其 他 注 釋 本 為 論 述 的 輔 助

本 。 由 此 編 成 一 簡 要 之 表 來 分 析 《 楞 伽 經 》 要 義 與 所 行 次 第 ：  

 

《 楞 伽 經 》 要 義 與 所 行 次 第 在 本 文 各 章 的 分 析 ：  

本

文

第

四

章  

內 容  聖 智 三

相  

識

境

界  

入

聖

道

階

位  

二 無 我 八 識  三 自 性  五

法  

本 文

第 四

至 六

章  

名  第

二

節  

入 勝 解

行 地  

1 . 無 所 有

相  

一

切

智  

外 道

聲 聞

緣 覺

 

執 人 我  
1 . 妄 想 自 性  

( 偏 計 所 執

性 )  

相  

第

三

節  

1 . 入 心

量 地  

2 . 入 無

所 有 地  

2 . 一 切 諸

佛 自 願 處

相  

道

種

智  

菩 薩 執 法 我  

染 八 識  

( 執 我 、 執

法 )  
2 . 緣 起 自 性  

( 依 他 起 性 )  

分

別  

第 四

章 及

第 五

章  

正

智  
第

四

節  

入 最 勝

地  

3 . 自 覺 聖

智 究 竟 之

相  

一

切

種

智  

如 來

人、法 無

我 智  

( 我 法 本

空 )  

淨 八 識 又

稱 「 如 來

藏 」 ( 達 我

法 本 空 )  

3 . 成 自 性

( 圓 成 實 性 )  如

如  

第 六

章  

 

 

                                                   
1 2 4 此 節 行 文 參 考 ：   

a .釋 印 順 著，〈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華 雨 集 》第 一 冊，台 北 市：正 聞 ，

民 82， p .1 49~170。  

b . 釋 印 順 講 說 ； 釋 印 海 記 述 ， 《 楞 伽 經 親 聞 記 》 ， 台 北 市 ： 嚴 寬 祜 基 金 會 ，

民 9 2 ， 初 版 。  

c . 釋 太 虛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d . 唐 ． 法 藏 撰 ， 《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 一 卷 ， T 3 9 ,  N o . 1 7 9 0  [ c f . N o . 6 7 2 ] 。  

e . 南 懷 瑾 述 著 ， 《 楞 伽 大 義 今 釋 》 ， 台 北 市 ： 老 古 ， 民 9 1 ， 台 灣 二 版 ， p .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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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文 及 表 是 摘 錄 印 順 法 師 著《 華 雨 集 》第 一 冊〈《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釋 題 〉 1 2 5 ：  

《 楞 伽 義 記 》， 於 三 十 九 門 ， 約 為 境 、 行 、 果 。 果 中 分 共 與 不 共 ，

是 知 本 經 有 次 第 可 循 ， 然 據 經 研 覈 ， 間 亦 未 盡 。 今 依 《 楞 伽 經 》 義 ，

科 此 楞 伽 正 宗 為 二 ： 一 、「 總 問 略 答 直 示 佛 心 」， 即 百 八 句 。 二 、「 隨

問 廣 答 漸 入 自 心 」 ， 乃 是 舊 判 的 四 十 一 門 或 三 十 九 門 。 隨 問 廣 答 中 ，

依 《 楞 伽 經 》 義 次 而 分 為 四 ： 一 、 入 勝 解 行 地 ； 二 、 入 心 量 地 ； 三 、

入 無 所 有 地 ； 四 、 入 最 勝 地 。 經 云 ： 「 無所有何次 」 ？ 勝 義 既 然 是 自

證 ， 還 有 何 次 第 可 言 ？ 然 而 ， 勝 義 是 空 性 ， 不 礙 如 幻 法 相 ， 其 中 之 次

第 還 是 有 因 可 循 ， 所 以 可 覺 察 出 經 文 固 然 是 有 依 其 序 的 。 於 四 門 中 ，

再 為 分 別 ， （ 連 百 八 句 共 ） 作 二 十 章 ， 列 表 如 下 ：   

 

一 、 總 問 略 答 直 示 佛 心 （ 一 章 ）   

 

                                                                     ┌ 心 意 意 識

（ 二 ）  

                                                           ┌ 開 示 性 相 ┼ 諸 法 自 性

（ 三 ）  

                                                 ┌ 善 辨 中 邊 ┤         └ 二 無 我 相

（ 四 ）  

                                       ┌ 成 就 勝 解 ┤         └ 遠 離 增 減 （ 五 ）  

                          ┌  ─ 入 勝 解 行 地 { P 1 6 1 - 1 2 } ┤         └ 解 釋 深 密 （ 六 ）  

                          │            └ 正 修 加 行 （ 七 ）  

                          │                       ┌ 正 觀 緣 起 （ 八 ）  

                          │             ┌ 能  入  道 ┼ 善 解 果 智 （ 九 ）  

[ P 1 6 2 ]  

                          │             │         └ 遠 離 妄 想 （ 一 ０ ）  

                          ├ ─ 入  心  量 地 ┤  

                          │             │         ┌ 聖 智 自 覺 （ 一 一 ）  

                          │             └ 所  入  地 ┤  

                          │                       └ 兼 通 理 教 （ 一 二 ）  

      二 、 隨 問 廣 答 漸 入 自 心 ┤  

                          │             ┌ 能  入  道 （ 一 三 ）  

                          ├ ─ 入 無 所 有 地 ┤         ┌ 身 心 轉 依 （ 一 四 ）  

                          │             └ 所  入  地 ┼ 自 覺 法 性 （ 一 五 ）  

                          │                       └ 善 通 理 教 （ 一 六 ）  

                          │             ┌ 圓 示 二 果 （ 一 七 ）  

                          │             ├ 別 論 三 德 （ 一 八 ）  

                          └ ─ 入  最  勝 地 ┤  

                                        ├ 通 攝 四 淨 （ 一 九 ）  

                                        └ 會 歸 一 實 （ 二 ０ 章 ）  

  

                                                   
1 2 5

 釋 印 順 著，〈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華 雨 集 》第 一 冊，台 北 市：正 聞 ，

民 82， p .1 4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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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上 大 科 ， 《 楞 伽 經 》 之 修 證 次 第 ， 歷 然 不 亂 。 為 易 於 受 持 ， 繁 簡 適 中 計 ， 就 此 五 門 、 二

十 章 ， 更 分 為 五 十 一 節 ， 注 明 文 段 ， 以 作 解 釋 所 依 。 更 科 列 如 下 ：   

 

      一 、 開 宗 明 義 門  

        一 、 直 示 佛 心 章  

          1 . 序 起 … … … … … … … … 「 今 世 後 世 淨 」 （ 經 文 至 此 ， 下 例 ）  

          2 . 百 八 句 … … … … … … … 「 應 當 修 學 」  

        二 、 心 意 意 識 章  

          3 . 析 妄 見 真 … … … … … … 「 作 二 見 論 」  

          4 . 藏 識 妄 現 … … … … … … 「 自 覺 之 境 界 」  

        三 、 諸 法 自 性 章  

          5 . 離 有 無 妄 想 … … … … … 「 自 覺 之 境 界 」  

[ P 1 6 4 ]  

          6 . 淨 自 心 現 流 … … … … … 「 應 當 除 滅 」  

          7 . 辨 真 妄 迷 悟 … … … … … 「 於 彼 應 當 修 學 」  

          8 . 立 種 性 差 別 … … … … … 「 一 闡 提 不 般 涅 槃 」  

          9 . 善 五 法 自 性 … … … … … 「 摩 訶 薩 應 當 修 學 」  

        四 、 二 無 我 相 章  

          1 0 . 二 種 無 我 … … … … … … 「 摩 訶 薩 應 當 修 學 」  

        五 、 遠 離 增 減 章  

          1 1 . 離 增 減 見 … … … … … … 「 神 通 自 在 成 就 」  

        六 、 解 釋 深 密 章  

          1 2 . 性 空 非 實 … … … … … … 「 莫 著 言 說 」 （ 卷 一 訖 ）  

          1 3 . 藏 心 無 我 … … … … … … 「 心 量 妄 想 」  

        七 、 修 勝 解 行 章  

          1 4 . 修 正 行 … … … … … … … 「 當 如 是 學 」  

[ P 1 6 5 ]  

          1 5 . 離 妄 想 … … … … … … … 「 諸 乘 及 諸 地 相 」  

          1 6 . 依 禪 定 … … … … … … … 「 隨 順 入 如 相 」  

          1 7 . 向 涅 槃 … … … … … … … 「 初 地 及 十 地 」  

      二 、 入 心 量 地 { P 1 6 5 - 5 } 門  

        八 、 正 觀 緣 起 章  

          1 8 . 心 量 離 言 … … … … … … 「 輪 迴 三 有 宅 」  

          1 9 . 幻 性 唯 心 … … … … … … 「 於 相 不 妄 想 」  

          2 0 . 文 句 施 設 … … … … … … 「 故 說 離 自 性 」  

        九 、 善 解 果 智 章  

          2 1 . 禪 果 差 別 … … … … … … 「 若 覺 得 解 脫 」  

          2 2 . 覺 智 差 別 … … … … … … 「 種 種 識 不 生 」  

        一 ０ 、 遠 離 妄 想 章  

          2 3 . 離 妄 想 … … … … … … … 「 如 是 則 為 成 」  

        一 一 、 聖 智 自 覺 章  

[ P 1 6 6 ]  

          2 4 . 自 覺 聖 智 … … … … … … 「 得 佛 無 上 身 」 （ 卷 二 訖 ）  

          2 5 . 得 意 生 身 … … … … … … 「 自 在 華 莊 嚴 」  

          2 6 . 入 無 間 等 … … … … … … 「 不 入 無 擇 獄 」  

          2 7 . 悟 佛 知 見 … … … … … … 「 是 名 佛 知 覺 」  

          2 8 . 等 佛 法 身 … … … … … … 「 我 為 佛 子 說 」  

          2 9 . 證 本 住 法 … … … … … … 「 悉 無 有 差 別 」  

          3 0 . 不 住 二 邊 … … … … … … 「 有 無 二 俱 離 」  

        一 二 、 兼 通 理 教 章  

          3 1 . 宗 通 說 通 … … … … … … 「 有 皆 如 幻 夢 」  

      三 、 入 無 所 有 地 門  

        一 三 、 行 無 相 道 章  

          3 2 . 境 空 心 寂 … … … … … … 「 我 說 為 心 量 」  

[ P 1 6 7 ]  

          3 3 . 因 語 入 義 … … … … … … 「 亦 非 無 所 有 」  

          3 4 . 捨 識 依 智 … … … … … … 「 如 來 智 清 淨 」  

        一 四 、 身 心 轉 依 章  

          3 5 . 轉 生 死 身 … … … … … … 「 如 乾 闥 婆 城 」  

          3 6 . 解 相 續 識 … … … … … … 「 相 續 不 觀 察 」  

        一 五 、 自 覺 法 性 章  

          3 7 . 非 有 無 … … … … … … … 「 心 則 平 等 見 」  

          3 8 . 離 能 所 … … … … … … … 「 是 亦 說 邪 智 」  

        一 六 、 善 通 理 教 章  

          3 9 . 善 入 自 通 … … … … … … 「 宗 為 修 行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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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 . 迥 異 世 論 … … … … … … 「 斯 皆 世 論 通 」  

      四 、 入 最 勝 地 門  

        一 七 、 圓 示 二 果 章  

[ P 1 6 8 ]  

          4 1 . 大 涅 槃 果 … … … … … … 「 亦 無 有 所 說 」 （ 卷 三 訖 ）  

          4 2 . 等 正 覺 果 … … … … … … 「 不 毀 大 導 師 」  

        一 八 、 別 論 三 德 章  

          4 3 . 法 身 … … … … … … … … 「 是 則 為 大 乘 」  

          4 4 . 解 脫 … … … … … … … … 「 無 所 有 何 次 」  

          4 5 . 般 若 … … … … … … … … 「 言 說 不 可 得 」  

        一 九 、 通 攝 四 淨 章  

          4 6 . 自 性 清 淨 … … … … … … 「 是 則 為 成 相 」  

          4 7 . 生 此 境 清 淨 … … … … … 「 是 則 佛 正 覺 」  

          4 8 . 離 垢 清 淨 … … … … … … 「 作 剎 那 想 」  

          4 9 . 得 此 道 清 淨 … … … … … 「 視 之 若 真 實 」  

        二 ０ 、 會 歸 一 實 章  

          5 0 . 開 跡 顯 本 … … … … … … 「 而 為 說 常 住 」  

[ P 1 6 9 ]  

          5 1 . 植 因 向 果 … … … … … … 「 斯 由 不 食 肉 」  

 

 

下 節 是 根 據 印 順 法 師 《 華 雨 集 》 第 一 冊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釋 題 」 精 簡 的 科 判 表 ； 南 懷 瑾 《 楞 伽 大 義 今 釋 》 精 微 要 旨 、 嚴 謹 的 分

析 ； 唐 代 西 明 寺 之 法 藏 ， 曾 經 參 加 七 卷 《 楞 伽 經 》 之 漢 譯 工 作 ， 並 撰

作 《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 一 卷 ； 以 及 太虛 法 師 《楞伽經義記》， 概 括 地 記

述《 楞 伽 經 》之 內 容 ， 今 作 一 簡 約 的 介 紹 四 卷《 楞 伽 經 》之 內 容 大 意 。 

第 四 節  《 楞 伽 經 》 的 內 容 大 意  

《 楞 伽 經 》 可 被 理 解 的 途 徑 是 甚 麼 ？ 各 宗 各 派 因 角 度 不 同 而 有 所

偏 重 。 例 如 修 學 唯 識 者 ， 注 重 無 著 、 世 親 一 系 的 學 說 。 相 反 的 ， 華 嚴

一 派 的 學 者 強 調 「 性 相 交 徹 、 圓 融 無 礙 」 。 天 台 宗 也 以 一 家 之 言 來 解

說 本 經 之 義 理 。 禪 宗 由 於 「 不 立 文 字 」 而 參 悟 如 如 、 正 智 之 理 體 。 在

《 楞 伽 經 》的 經 文 陳 述 當 中 ， 不 難 追 溯 到 為 何 自 唐 宋 之 後 ，《 楞 伽 經 》

對 中 國 佛 教 的 影 響 以 及 其 重 要 性 。 此 外 ， 藏 傳 佛 教 寧 瑪 派 ( N y i n g  m a b a  )  

的 最 高 法 門 「 大 圓 滿 」 ( r d z o g s  c h e n )也 依 《 楞 伽 經 》 為 基 本 經 典 。 印 度

論 師 中，屬「 瑜 伽 行 中 觀 派 」( Y o g a c a r a - M a d h y a m a k a )者 皆 重 視《 楞 伽 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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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西 藏 初 傳 佛 法 的 寂 護 ( S a n t a r a k s i t a )， 即 謂 《 十 卷 楞 伽 經 》 的 「 總 品 」

已 盡 攝 大 乘 佛 教 義 理 1 2 6 。  

《 楞 伽 經 》 是 由 當 機 的 大 慧 菩 薩 ， 請 佛 開 示 自 內 證 的 大 法 。 以 下

是 順 著 經 文 的 次 序 來 闡 發 本 經 各 卷 品 大 意 與 觀 念 1 2 7 ， 藉 此 對 整 部 經 能

夠 有 深 一 層 的 認 知 ：  

一、「一切佛語心品」之一 

此 品 經 文 從「 如是我聞 」開 始 至 「 應隨順義莫著言說 」 而 訖 1 2 8。 以

下 分 析 第 一 品 之 內 容 ：  

「一切佛語心品」之一 

科 判 ╱ 要 義  內 容 大 意  

1 . 1  諸 識 生 住 滅 有 二 種  大 慧 菩 薩 摩 訶 薩 而 為 上 首 ， 一 切 諸 佛 手 灌 其 頂 ，

自 心 現 境 界 ， 善 解 其 義 ， 種 種 眾 生 ， 種 種 心 色 ，

無 量 度 門 ， 隨 類 普 現 。 於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 究 竟 通 達 。  

1 . 2  明 七 種 性 自 性  大 乘 諸 度 門 ， 諸 佛 心 第 一 。  

1 . 3  七 種 第 一 義  所 謂 心 境 界 、 慧 境 界 、 智 境 界 、 見 境 界 、 超 二 見

境 界 、 超 子 地 境 界 、 如 來 自 到 境 界 。  

1 . 4  心 、 意 、 意 識 ， 五

法 ， 自 性 ， 相 等  
世 尊 所 說 心 、 意 、 意 識 、 五 法 、 自 性 相 、 一 切 諸

佛 菩 薩 所 行 、 自 心 見 等 所 緣 境 界 ， 不 和 合 。 顯 示

一 切 說 ， 成 真 實 相 ， 一 切 佛 語 心 ， 為 楞 伽 國 摩 羅

耶 山 海 中 住 處 諸 大 菩 薩 ， 說 如 來 所 嘆 「 海 浪 藏 識

境 界 法 身 」 。 . . . . . . 藏 識 海 常 住 ， 境 界 風 所 動 ， 種

種 諸 識 浪 ， 騰 躍 而 轉 生 ， . . . . . . 非 異 非 不 異 ， 海 水

起 波 浪 。 七 識 亦 如 是 ， 心 俱 和 合 生 。 譬 如 海 水 變 ，

                                                   
1 2 6

 談 錫 永 譯 著 ， 梵 本 新 譯 《 入 楞 伽 經 》 「 自 序 」 ， 台 北 ： 全 佛 文 化 ， 2005 年 ，

初 版 ， p .3。  
1 2 7

 此 節 文 參 考 ：   

a .釋 印 順 著，〈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華 雨 集 》第 一 冊，台 北 市：正 聞 ，

民 82， p .1 49~170。  

b .釋 印 順 講 說 ； 釋 印 海 記 述 ， 《 楞 伽 經 親 聞 記 》 ， 台 北 市 ： 嚴 寬 祜 基 金 會 ， 民

92， 初 版 。  

c .鈴 木 大 拙 著 ， 〈 楞 伽 經 〉 ， 《 鈴 木 大 拙 全 集 》 第 五 卷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昭

和 43 年 ， p.457~507。  

d .釋 太 虛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9。  

e . 唐 ． 法 藏 撰 ，《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一 卷 ， 大 正 新 脩 大 藏 經 第  3 9  冊 ， N o . 1 7 9 0  [ c f .  

N o .  6 7 2 ]  
1 2 8

 此 品 與《 十 卷 楞 伽 經 》及《 七 卷 楞 伽 經 》各 品 共 同 之 處 可 參 考 本 章 第 二 節「 三

漢 譯 本 各 品 共 同 之 對 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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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種 波 浪 轉 ， 七 識 亦 如 是 ， 心 俱 和 合 生 。 . . . . . . 凡

夫 無 智 慧 ， 藏 識 如 巨 海 ， 業 相 猶 波 浪 ， 依 彼 譬 類

通 。 . . . . . . 言 說 別 施 行 ， 真 實 離 名 字 ， 分 別 應 初 業 ，

修 行 示 真 實 ， 真 實 自 悟 處 ， 覺 想 所 覺 離 。  

1 . 5  上 聖 智 三 相  所 謂 無 所 有 相 、 一 切 諸 佛 自 願 處 相 、 自 覺 聖 智 究

竟 之 相 。  

1 . 6  聖 智 事 分 別 自 性 經  願 為 說 聖 智 事 分 別 自 性 經 ， 百 八 句 分 別 所 依 。  

1 . 7  淨 除 自 心 現 流 之 頓

漸  
世 尊 ！ 云 何 淨 除 一 切 眾 生 自 心 現 流 ？ 為 頓 為 漸

耶 ？ 佛 告 大 慧 ： 漸 淨 非 頓 ： 如 菴 羅 果 ， 漸 熟 非

頓 . . . . . . 譬 如 陶 家 造 作 諸 器 ， 漸 成 非 頓 . . . . . . 譬 如 大

地 漸 生 萬 物 ，非 頓 生 也 . . . . . . 譬 如 人 學 音 樂 、書 畫 、

種 種 技 術 ， 漸 成 非 頓 。 . . . . . . 譬 如 明 鏡 ， 頓 現 一 切

無 相 色 像 ， 如 來 淨 除 一 切 眾 生 自 心 現 流 ， 亦 復 如

是 ， 頓 現 無 相 ， 無 有 所 有 清 淨 境 界 ， 如 日 月 輪 ，

頓 照 顯 示 一 切 色 像 。 如 來 為 離 自 心 現 習 氣 過 患 眾

生 ， 亦 復 如 是 ， 頓 為 顯 示 不 思 議 智 最 勝 境 界 ， 譬

如 藏 識 ， 頓 分 別 知 自 心 現 ， 及 身 安 立 受 用 境 界 。

1 . 8  常 不 思 議 非 同 外 道  不 思 議 自 覺 聖 趣 境 界 ， 及 第 一 義 境 界 。 非 諸 外 道

所 說 常 不 思 議 因 緣 。  

1 . 9  五 無 間 種 性 及 菩 薩

一 闡 提  
一 闡 提 有 二 種 ： 一 者 捨 一 切 善 根 ， 及 於 無 始 眾 生

發 願。云 何 捨 一 切 善 根 ？ 謂 謗 菩 薩 藏，及 作 惡 言 ，

此 非 隨 順 修 多 羅 毗 尼 解 脫 之 說 ， 捨 一 切 善 根 故 ，

不 般 涅 槃 。 . . . . . . 捨 一 切 善 根 一 闡 提 者 ， 復 以 如 來

神 力 故 ， 或 時 善 根 生 ， 所 以 者 何 ？ 謂 如 來 不 捨 一

切 眾 生 故 。 以 是 故 ， 菩 薩 一 闡 提 不 般 涅 槃 。  

1 . 1 0  三 自 性  菩 薩 摩 訶 薩 當 善 三 自 性 。 云 何 三 自 性 ？ 謂 妄 想 自

性 、 緣 起 自 性 、 成 自 性 。 大 慧 ！ 妄 想 自 性 ， 從 相

生 。 . . . . . . 緣 起 自 性 事 相 相 行 ， 顯 現 事 相 相 ， 計 著

有 二 種 妄 想 自 性 ： . . . . . . 名 相 計 著 相 者 ， 謂 內 外 法

計 著 ； 事 相 計 著 相 者 ， 謂 即 彼 如 是 內 外 自 共 相 計

著 ， 是 名 二 種 妄 想 自 性 相 。 若 依 若 緣 生 ， 是 名 緣

起 。 云 何 成 自 性 ？ 謂 離 名 相 、 事 相 妄 想 ， 聖 智 所

得 及 自 覺 聖 智 趣 所 行 境 界 ， 是 名 成 自 性 ， 如 來 藏

心 。  

1 . 1 1  二 種 無 我 相  知 人 法 無 我 ， 煩 惱 及 爾 炎 ， 常 清 淨 無 相 。  

1 . 1 2  離 建 立 、 誹 謗 、 見  離 建 立 誹 謗 二 邊 惡 見 ， 疾 得 阿 耨 多 羅 三 藐 三 菩

提 。 覺 已 ， 離 常 建 立 ， 斷 誹 謗 見 ， 不 謗 正 法 。  

1 . 1 3  一 切 法 空 、 無 生 、

無 二 、 離 自 性 相  

我 等 及 餘 諸 菩 薩 眾 ， 覺 悟 是 空 、 無 生 、 無 二 、 離

自 相 已，離 有 無 妄 想，疾 得 阿 耨 多 羅 三 藐 三 菩 提 。

大 慧 讚 佛 ， 並 指 出 佛 已 在 無 生 滅 的 境 界 中 證 得 解 脫 ， 在 自 性 清 淨

寂 滅 中 得 大 智 慧，就 依 此 來 濟 度 眾 生。以 此 經 中 有 四 法 門，所 謂 五 法 、

三 自 性 、 八 識 、 二 無 我 ， 各 門 皆 攝 一 切 法 無 不 窮 盡 。 如 依 五 法 而 論 ，

所 謂 名 、 相 、 妄 想 、 分 別 ， 則 攝 盡 一 切 世 間 有 漏 法 ； 正 智 、 如 如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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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 一 切 出 世 間 無 漏 法 。 三 性 、 也 一 樣 攝 一 切 世 間 有 漏 法 與 出 世 間 無 漏

法 。  

此 品 的 內 容 是 說 明 一 切 諸 法 之 存 在 是 圓 融 無 礙 之 心 體 ， 既 非 言 語

可 及 ， 亦 非 思 慮 能 達 。 由 大 慧 隨 問 ， 經 裡 是 以 一 百 零 八 句 來 統 率 無 量

問 題 。 經 佛 陀 直 接 指 示 「 佛 心 」 之 所 在 ， 而 能 漸 漸 進 入 眾 生 自 心 。 本

經 教 導 吾 人 超 出 分 別 之 世 界 ， 任 何 的 執 著 ， 任 何 之 所 見 ， 皆 是 分 別 心

所 形 成 的 。 若 執 持 有 、 無 ， 一 、 異 ， 自 、 他 等 等 皆 屬 於 迷 執 ， 所 以 說

是 妄 想 ， 應 當 遠 離 妄 想 ， 而 遠 離 妄 想 亦 是 《 楞 伽 經 》 所 歸 趣 之 處 。  

自 性 第 一 義 心 ， 皆 三 世 諸 佛 所 依 之 第 一 義 自 覺 聖 智 境 界 ， 了 達 諸

法 皆 空 無 自 性 ， 不 與 外 道 「 斷 見 」 共 。 佛 陀 是 為 了 方 便 度 化 眾 生 而 建

立 種 種 法 。 佛 陀 破 斥 外 道 惡 見 共 ， 一 切 法 、 一 切 境 界 ， 皆 是 自 心 分 別

所 現 。 妄 想 執 著 之 外 道 ， 不 了 達 唯 心 無 性 ， 處 處 執 著 ， 於 心 量 之 外 ，

分 別 計 著 實 有 實 無 。 以 不 明 了 所 說 之 自 性 其 實 是 無 自 性 ， 執 有 而 作 有

見 之 論 斷；以 不 明 了 無 自 性 之 性 為 第 一 義，所 以 執 無 作 無 之 見 解 論 斷 。

而 此 邪 見 所 共 之 論 ， 皆 由 不 能 通 達 諸 法 乃 是 自 心 分 別 而 起 。 若 能 了 達

唯 心 ， 妄 想 不 起 ， 三 界 生 死 之 苦 及 無 明 、 愛 、 業 緣 之 集 ， 也 就 寂 滅 。  

說 明 二 空 智 相 ， 並 非 凡 夫 外 道 之 計 斷 、 計 常 所 能 證 得 。 離 生 死 是

名 無 生 、 是 離 常 見 。 雖 生 死 如 幻 、 如 夢 而 業 報 不 壞 ， 是 離 斷 見 。 此 即

空 、 無 生 、 無 二 、 離 自 性 相 之 諸 法 。 佛 說 法 皆 隨 眾 生 的 欲 願 ， 以 細 之

分 別 而 去 除 粗 分 別 ， 以 正 分 別 而 斷 除 邪 之 分 別 ， 但 這 些 都 是 假 言 施 說

以 顯 示 出 真 義，令 眾 生 能 以 法 而 遣 分 別 1 2 9。佛 說 諸 法，是 為 愚 痴 凡 夫 ，

發 起 歡 喜 信 受 之 心 ， 並 能 依 此 循 序 漸 進 ， 得 證 佛 道 。 自 覺 聖 智 並 非 在

言 說 當 中 ， 故 當 依 內 涵 之 義 而 不 執 言 說 之 文 字 1 3 0 。  

二、「一切佛語心品」之二  

此 品 經 文 由 「 爾時大慧菩薩 」 至 「 得佛無上身 」 而 訖 。  

                                                   
1 2 9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9， p .127。  
1 3 0

 南 懷 瑾 述 著 ， 《 楞 伽 大 義 今 釋 》 ， 台 北 市 ： 老 古 ， 民 9 1 ， 台 灣 二 版 ， p .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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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佛語心品」之二 

科 判 ╱ 要 義  內 容 大 意  

2 . 1  如 來 藏 不 同 外 道 所

說 之 我  

世 尊 修 多 羅 說 如 來 藏 自 性 清 淨 ， 轉 三 十 二 相 入 於

一 切 眾 生 身 中 ， 如 大 價 寶 垢 衣 所 纏 ； 如 來 之 藏 常

住 不 變 ， 亦 復 如 是 。 而 陰 界 入 垢 衣 所 纏 ， 貪 慾 、

恚 、 癡 ， 不 實 妄 想 塵 勞 所 污 ， 一 切 諸 佛 之 所 演 說 ，

云 何 世 尊 同 外 道 說 我 ， 言 有 如 來 藏 耶 ？ … … 佛 告

大 慧 ： 我 說 如 來 藏 ， 不 同 外 道 所 說 之 我 。 大 慧 ！

有 時 說 空 、 無 相 、 無 願 ， 如 實 際 、 法 性 、 法 身 、

涅 槃 、 離 自 性 、 不 生 不 滅 、 本 來 寂 靜 、 自 性 涅 槃

如 是 等 句 ， 說 如 來 藏 已 。 如 來 應 供 等 正 覺 ， 為 斷

愚 夫 畏 無 我 句 ， 故 說 離 妄 想 、 無 所 有 境 界 如 來 藏

門 。 … … 以 種 種 智 慧 善 巧 方 便 ， 或 說 如 來 藏 ， 或

說 無 我 。 以 是 因 緣 故 ， 說 如 來 藏 ， 不 同 外 道 所 說

之 我 ， 是 名 說 如 來 藏 。 開 引 計 我 諸 外 道 故 ， 說 如

來 藏 ， 令 離 不 實 我 見 妄 想 ， 入 三 解 脫 門 境 界 ， 希

望 疾 得 阿 耨 多 羅 三 藐 三 菩 提 。 … … 大 慧 ！ 為 離 外

道 見 故 ， 當 依 無 我 如 來 之 藏 。  

2 . 2  修 行 者 大 方 便  菩 薩 摩 訶 薩 ， 成 就 四 法 ， 得 修 行 者 大 方 便 。 云 何

為 四 ？ 謂 善 分 別 自 心 現 ， 觀 外 性 非 性 。 離 生 住 滅

見 ， 得 自 覺 聖 智 善 樂 。  

2 . 3  一 切 諸 法 緣 因 之 相  一 切 法 二 種 緣 相 ， 謂 外 及 內 。 外 緣 者 ， 方 便 緣 生 ，

是 名 外 緣 前 後 轉 生 。 謂 無 明 愛 業 等 法 ， 得 緣 名 。

從 彼 生 陰 界 入 法 ， 得 緣 所 起 名 。 彼 無 差 別 ， 而 愚

夫 妄 想 ， 是 名 內 緣 法 。  

2 . 4  言 說 妄 想 心 經 之 問  非 言 說 是 第 一 義 ， 第 一 義 者 ， 聖 智 自 覺 所 得 。 非

言 說 妄 想 覺 境 界，是 故 言 說 妄 想，不 顯 示 第 一 義 。

言 說 者 ， 生 滅 動 搖 ， 展 轉 因 緣 起 。 若 展 轉 因 緣 起

者 ， 彼 不 顯 示 第 一 義 。  

2 . 5  自 覺 聖 智 所 行 之 問  一 切 外 道 所 不 行 ， 自 覺 聖 智 所 行 。 離 妄 想 自 相 共

相 ， 入 於 第 一 真 實 之 義 。 諸 地 相 續 ， 漸 次 上 上 增

進 清 淨 之 相 。 隨 入 如 來 地 相 ， 無 開 發 本 願 。 一 切

諸 法 ， 我 及 餘 菩 薩 摩 訶 薩 ， 離 如 是 等 妄 想 自 性 自

共 相 見，疾 得 阿 耨 多 羅 三 藐 三 菩 提。令 一 切 眾 生 ，

一 切 安 樂 ， 具 足 充 滿 。  

2 . 6  明 四 種 禪  有 四 種 禪，云 何 為 四 ？ 謂 愚 夫 所 行 禪、觀 察 義 禪 、

攀 緣 如 禪 、 如 來 禪 。 云 何 愚 夫 所 行 禪 ？ 謂 聲 聞 、

緣 覺 、 外 道 修 行 者 ， 觀 人 無 我 性 ， 自 相 共 相 ， 骨

瑣 無 常 、 苦 、 不 淨 相 ， 計 著 為 首 ， 如 是 相 不 異 觀 ，

前 後 轉 進 ， 相 不 除 滅 ， 是 名 愚 夫 所 行 禪 。 云 何 觀

察 義 禪 ？ 謂 人 無 我 自 相 共 相 ， 外 道 自 他 俱 無 性

已 ， 觀 法 無 我 ， 彼 地 相 義 ， 漸 次 增 進 ， 是 名 觀 察

義 禪 。 云 何 攀 緣 如 禪 ？ 謂 妄 想 、「 二 無 我 」妄 想 ，

如 實 處 不 生 妄 想 ， 是 名 攀 緣 如 禪 。 云 何 如 來 禪 ？

謂 入 如 來 地 ， 得 自 覺 聖 智 相 三 種 樂 住 ， 成 辦 眾 生

不 思 議 事 ， 是 名 如 來 禪 。 . . . . . . 愚 夫 所 行 禪 ， 觀 察

相 義 禪 ， 攀 緣 如 實 禪 ， 如 來 清 淨 禪 。  

2 . 7  般 涅 槃  我 生 已 盡 ， 梵 行 已 立 ， 不 受 後 有 。 如 實 知 修 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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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我 ， 乃 至 得 般 涅 槃 覺 。  

2 . 8  明 二 種 自 性 相  各 建 立 已 ， 得 聖 智 自 覺 。 離 二 自 性 事 ， 而 作 有 性 ，

妄 想 計 著 。  

2 . 9  二 種 神 力 建 立  云 何 二 種 神 力 建 立 ？ 謂 三 昧 正 受 ， 為 現 一 切 身 面

言 說 神 力 ， 及 手 灌 頂 神 力 。  

2 . 1 0  緣 起 不 同 外 道 因 緣  眾 相 及 緣 起 ， 彼 名 起 妄 想 。 彼 諸 妄 想 相 ， 從 彼 緣

起 生 。 覺 慧 善 觀 察 ， 無 緣 無 妄 想 。 成 已 無 有 性 ，

云 何 妄 想 覺 。 彼 妄 想 自 性 ， 建 立 二 自 性 。 妄 想 種

種 現 ， 清 淨 聖 境 界 。 妄 想 如 畫 色 ， 緣 起 計 妄 想 。

若 異 妄 想 者 ，  即 依 外 道 論 。 妄 想 說 所 想 ， 因 見 和

合 生 。 離 二 妄 想 者 ， 如 是 則 為 成 。  

2 . 1 1  常 聲 為 惑 亂  爾 時 大 慧 菩 薩 摩 訶 薩 ， 復 白 佛 言 ： 世 尊 ！ 常 聲 者

何 事 說 ？ 佛 告 大 慧 ： 為 惑 亂 。 以 彼 惑 亂 ， 諸 聖 亦

現 ， 而 非 顛 倒 。 大 慧 ！ 如 春 時 炎 、 火 、 垂 髮 、 乾

闥 婆 城 、 幻 夢 鏡 像 。 世 間 顛 倒 ， 非 明 智 也 ， 然 非

不 現 。 大 慧 ！ 彼 惑 亂 者 ， 有 種 種 現 ， 非 惑 亂 作 無

常 。 所 以 者 何 ？ 謂 離 性 非 性 故 。  

2 . 1 2  一 切 法 如 幻  一 切 法 如 幻 ， 遠 離 於 心 識 ， 智 不 得 有 無 ， 而 興 大

悲 心 。  

2 . 1 3  明 當 善 觀 名 、 句 、

形 、 身 ， 及 四 種 計

論  

如 來 說 法 ， 離 如 是 四 句 ， 謂 一 異 、 俱 不 俱 、 有 無 、

非 有 非 無 、 常 無 常 ； 離 於 有 無 建 立 誹 謗 ， 分 別 結

集 ： 真 諦 、 緣 起 、 道 、 滅 、 解 脫 ， 如 來 說 法 ， 以

是 為 首 ； 非 性 、 非 自 在 、 非 無 因 、 非 微 塵 、 非 時 、

非 自 性 相 續 ， 而 為 說 法 。  

2 . 1 4  四 果 差 別 通 相  須 陀 槃 那 果 ， 往 來 及 不 還 。 逮 得 阿 羅 漢 ， 是 等 心

惑 亂 。  

2 . 1 5  明 有 二 種 覺  有 二 種 覺，謂 觀 察 覺，及 妄 想 相 攝 受 計 著 建 立 覺 。

2 . 1 6  明 當 善 四 大 造 色  云 何 菩 薩 善 四 大 造 色 ？ 彼 真 諦 者 ， 四 大 不 生 。 於

彼 四 大 不 生 ， 作 如 是 觀 察 。 觀 察 已 ， 覺 名 相 妄 想

分 齊 ， 自 心 現 分 齊 。 外 性 非 性 ， 是 名 自 心 現 ， 妄

想 分 齊 。 謂 三 界 ， 觀 彼 四 大 造 色 性 離 ， 四 句 通 淨 。

離 我 我 所 ， 如 實 相 自 相 分 齊 住 ， 無 生 自 相 成 。  

2 . 1 7  明 當 說 諸 陰 自 性 相  云 何 諸 陰 自 相 ？ 謂 五 陰 。 云 何 五 ？ 謂 色 受 想 行

識 。 彼 四 陰 非 色 ， 謂 受 想 行 識 。 大 慧 ！ 色 者 ， 四

大 及 造 色 ， 各 各 異 相 。  

2 . 1 8  明 外 道 有 四 種 涅 槃  云 何 為 四 ？ 謂 性 自 性 非 性 涅 槃 、 種 種 相 性 非 性 涅

槃 、 自 相 自 性 非 性 覺 涅 槃 、 諸 陰 自 共 相 續 流 注 斷

涅 槃，是 名 諸 外 道 四 種 涅 槃，非 我 所 說 法。大 慧 ！

我 所 說 者 ， 妄 想 識 滅 ， 名 為 涅 槃 。  

2 . 1 9  說 妄 相 自 性 分 別 通

相  

妄 想 自 性 ， 從 相 生 ： 緣 起 自 性 事 相 ， 行 顯 現 事 相 。

計 著 有 二 種 妄 想 自 性 ， 如 來 應 供 等 正 覺 之 所 建

立 。 謂 名 相 計 著 相 ， 及 事 相 計 著 相 。 名 相 計 著 相

者 ， 謂 內 外 法 計 著 。 事 相 計 著 相 者 ， 謂 即 彼 如 是

內 外 自 共 相 計 著 ， 是 名 二 種 妄 想 自 相 。 若 依 若 緣

生 ， 是 名 緣 起 。  

2 . 2 0  自 覺 聖 智 相 及 一 乘  佛 告 大 慧 ： 前 聖 所 知 ， 轉 相 傳 授 。 妄 想 無 性 ， 菩

薩 摩 訶 薩 ， 獨 一 靜 處 ， 自 覺 觀 察 ， 不 由 於 他 。 離

見 妄 想 ， 上 上 昇 進 入 如 來 地 ， 是 名 自 覺 聖 智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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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何 得 一 乘 道 覺 ？ 謂 攝 所 攝 妄 想 ， 如 實 處 不 生 妄

想 ， 是 名 一 乘 覺 。 一 乘 覺 者 ， 非 餘 外 道 、 聲 聞 緣

覺 、 梵 天 王 等 之 所 能 得 ， 唯 除 如 來 ， 以 是 故 說 名

一 乘 。  

 

此 品 的 內 容 大 意 是 以 一 切 存 在 、 唯 自 心 所 現 、 悉 皆 平 等 ， 從 而 實

際 的 去 體 會 自 覺 聖 智 。 覺 知 此 能 覺 之 自 體 和 如 來 一 味 ， 妙 絕 能 、 所 ，

超 越 能 覺 、 所 覺 之 分 別 ， 此 已 透 露 出 自 內 證 之 義 涵 。 《 楞 伽 經 》 的 教

義，主 要 是 妙 絕 能、所；結 果 到 達 自 覺 之 實 際 時，自 覺 之 心 也 要 泯 滅 。 

了 知 一 切 存 在 皆 是 唯 心 所 現 ， 此 是 以 內 在 習 氣 為 因 ， 外 在 虛 妄 之

境 為 緣 。 因 此 ， 出 現 分 別 之 世 界 ， 而 又 執 著 此 已 認 知 的 世 界 ， 各 自 展

開 妄 執 之 現 象 。 所 以 經 中 雖 分 有 多 門 ， 無 非 是 顯 示 此 唯 心 之 涵 義 。 但

此 唯 心 之 心 亦 不 可 保 留 ， 最 後 方 得 解 脫 。 由 此 而 知 ， 《 楞 伽 經 》 之 歸

趣 是 在 無 心 之 心 量 。  

佛 說 如 來 藏 ， 不 但 不 執 我 ， 而 是 為 開 引 執 我 、 執 法 之 外 道 ， 令 其

離 於 我 見 與 妄 想 。 佛 所 說 法 ， 皆 離 分 別 而 證 真 如 。 如 要 證 此 真 如 或 如

來 藏 ， 就 必 須 離 人 、 法 、 我 之 分 別 ； 並 入 空 、 無 相 、 無 願 三 解 脫 門 ，

方 能 得 無 上 菩 提 。 能 離 外 道 我 見 ， 當 知 此 即 是 人 無 我 、 法 無 我 所 顯 之

如 來 藏 。 修 四 種 觀 而 行 ， 能 得 成 就 意 生 身 ， 意 念 無 礙 ， 念 念 相 續 ， 無

能 為 阻 ， 也 正 是 妙 觀 察 智 、 平 等 性 智 了 。 所 以 意 生 身 亦 同 時 能 顯 現 無

量 身 ， 神 通 自 在 、 妙 相 莊 嚴 、 不 住 空 寂 而 能 成 就 眾 生 。 證 得 無 生 法 忍

之 菩 薩 ， 已 證 得 第 一 義 空 ， 得 無 功 用 、 無 分 別 智 ， 乃 至 入 如 來 地 ， 得

聖 智 善 樂 。  

諸 佛 說 法 ， 離 於 四 句 ， 即 離 於 有 無 、 斷 常 。 此 非 外 道 所 計 種 種 性

自 在 等 之 妄 見，但 為 淨 除 眾 生 煩 惱 障、所 知 障，善 分 別 諸 乘 及 諸 地 相 ，

而 說 明 四 種 禪 定 。 覺 悟 自 心 現 量 ， 無 能 取 、 所 取 之 實 法 ， 所 以 說 此 有

故 彼 有 。 外 道 不 覺 ， 計 著 能 取 、 所 取 ， 攝 受 心 外 境 界 ， 對 一 切 法 皆 起

有 、 無 之 見 。 佛 為 了 遣 去 愚 夫 之 妄 想 ， 應 了 知 諸 法 皆 唯 心 、 唯 識 ， 而

能 現 之 心 、 能 變 之 識 ， 一 切 皆 如 幻 。 說 明 因 有 種 種 相 待 之 法 ， 所 以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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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諸 乘 。 若 有 心 轉 至 解 脫 則 遠 離 ， 乃 至 有 能 乘 、 所 乘 、 能 起 、 所 起 、

能 取 、 所 取 之 心 ， 皆 非 究 竟 。 為 引 導 眾 生 ， 所 以 對 一 乘 之 如 來 乘 而 說

有 種 種 乘 ， 這 必 須 要 通 達 法 無 我 ， 遠 離 二 障 ， 得 無 分 別 、 平 等 智 ， 方

能 入 三 解 脫 門 。  

煩 惱 雖 滅 ， 餘 習 仍 在 ， 所 以 二 乘 只 能 得 到 滅 受 想 定 。 以 二 乘 已 得

不 退 轉 ， 外 道 仍 須 退 墮 ； 二 乘 已 能 斷 惑 ， 外 道 還 未 斷 惑 。 因 此 ， 二 乘

非 外 道 可 比 ， 但 只 可 名 得 三 昧 身 ， 不 能 稱 為 得 菩 提 身 或 法 身 ； 若 非 能

醒 覺 大 乘 的 佛 法 ， 距 離 成 佛 之 道 路 就 很 遠 了 。 1 3 1  

三、「一切佛語心品」之三  

此 品 經 文 由 「 爾時世尊 」 至 「 亦無有所說 」 而 訖 。  

「一切佛語心品」之三 

科 判 ╱ 要 義  內 容 大 意  

3 . 1  三 種 意 生 身  意 生 身 者 ， 譬 如 意 去 速 疾 無 礙 ， 名 意 生 身 。 所 謂

三 昧 樂 正 受 意 生 身 。 覺 法 自 性 性 意 生 身 ， 種 類 俱

生 無 行 作 意 生 身 ， 修 行 者 了 知 初 地 上 增 進 相 ， 得

三 種 身 。  

3 . 2  五 無 間 不 入 地 獄  謂 聲 聞 乘 無 間 種 性 、 緣 覺 乘 無 間 種 性 、 如 來 乘 無

間 種 性 、 不 定 種 性 、 各 別 種 性 。  

3 . 3  佛 知 覺  非 性 非 非 性 ， 性 非 性 悉 離 ， 謂 彼 心 解 脫 ， 我 說 為

心 量 。  

3 . 4  諸 佛 四 等 ， 謂 字

等 ， 語 等 ， 法 等 ，

身 等  

以 四 等 故 ， 如 來 應 供 等 正 覺 ， 我 爾 時 作 拘 留 孫 、

拘 那 含 牟 尼 、 迦 葉 佛 。 云 何 四 等 ？ 謂 字 等 、 語 等 、

法 等 、 身 等 ， 是 名 四 等 。 以 四 種 等 故 ， 如 來 應 供

等 正 覺 。  

3 . 5  不 說 是 佛 說  云 何 為 語 ？ 謂 言 字 妄 想 和 合 ， 依 咽 喉 脣 舌 齒 齦 頰

輔 ， 因 彼 我 言 說 妄 想 習 氣 計 著 生 ， 是 名 為 語 。 大

慧 ！ 云 何 為 義 ？ 謂 離 一 切 妄 想 相 、 言 說 相 ， 是 名

為 義 。 大 慧 ！ 菩 薩 摩 訶 薩 於 如 是 義 ， 獨 一 靜 處 ，

聞 思 修 慧 ， 緣 自 覺 了 ， 向 涅 槃 城 ， 習 氣 身 轉 變 已 ，

自 覺 境 界 觀 地 地 中 間 勝 進 義 相 ， 是 名 菩 薩 摩 訶 薩

善 義 。 . . . . . . 觀 語 與 義 非 異 非 不 異 。 . . . . . . 若 語 異 義

者 ， 則 不 因 語 辯 義 ， 而 以 語 入 義 ， 如 燈 照 色 。  

3 . 6  離 有 無 有 相  大 慧 ！ 不 生 不 滅 、 自 性 涅 槃 、 三 乘 一 乘 、 心 自 性

等 ， 如 緣 言 說 義 計 著 ， 墮 建 立 及 誹 謗 見 、 異 建 立 、

異 妄 想 ， 如 幻 種 種 妄 想 現 。  

                                                   
1 3 1

 釋 太 虛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2 8 ~ 2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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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  宗 通 相  一 切 聲 聞 、 緣 覺 菩 薩 ， 有 二 種 通 相 ： 謂 宗 通 及 說

通 。 大 慧 ！ 宗 通 者 ， 謂 緣 自 得 勝 進 相 ， 遠 離 言 說

文 字 妄 想 ， 趣 無 漏 界 自 覺 地 自 相 ， 遠 離 一 切 虛 妄

覺 想 ， 降 伏 一 切 外 道 眾 魔 ， 紉 自 覺 趣 光 明 暉 發 ，

是 名 宗 通 相 。 云 何 說 通 相 ？ 謂 說 九 部 種 種 教 法 ，

離 異 不 異 、 有 無 等 相 ， 以 巧 方 便 ， 隨 順 眾 生 ， 如

應 說 法 ， 令 得 度 脫 ， 是 名 說 通 相 。 . . . . . . 宗 及 說 通

相 ， 緣 自 與 教 法 。  

3 . 8  不 實 妄 想  愚 癡 凡 夫 ， 不 實 妄 想 自 性 ， 妄 想 故 。 大 慧 ！ 一 切

法 不 生，自 覺 聖 智 趣 境 界 者，一 切 性 自 相。大 慧 ！

藏 識 攝 所 攝 相 轉 ， 愚 夫 墮 生 住 滅 二 見 ， 悕 望 一 切

性 生 。 有 非 有 妄 想 生 ， 非 賢 聖 。  

3 . 9  善 義  謂 離 一 切 妄 想 相 ， 言 說 相 ， 是 名 為 義 。 大 慧 ！ 菩

薩 摩 訶 薩 ， 於 如 是 義 。 獨 一 靜 處 聞 思 修 慧 ， 緣 自

覺 了 ， 向 涅 槃 城 。 習 氣 身 轉 變 已 ， 自 覺 境 界 。 觀

地 地 中 間 勝 進 義 相 ， 是 名 菩 薩 摩 訶 薩 善 義 。  

3 . 1 0  明 智 識  若 善 分 別 智 識 相 者 ， 汝 及 諸 菩 薩 ， 則 能 通 達 智 識

之 相 。 疾 成 阿 耨 多 羅 三 藐 三 菩 提 。 大 慧 ！ 彼 智 有

三 種 ： 謂 世 間 、 出 世 間 、 出 世 間 上 上 智 。  

3 . 1 1  明 外 道 九 種 轉 變 論  外 道 有 九 種 轉 變 論 。 外 道 轉 變 見 生 ， 所 謂 形 處 轉

變 、 相 轉 變 、 因 轉 變 、 成 轉 變 、 見 轉 變 、 性 轉 變 、

緣 分 明 轉 變 、 所 作 分 明 轉 變 、 事 轉 變 。 大 慧 ！ 是

名 九 種 轉 變 見。一 切 外 道，因 是 起 有 無 生 轉 變 論 。

云 何 形 處 轉 變 ？ 謂 形 處 異 見 。 譬 如 金 變 作 諸 器

物 ， 則 有 種 種 形 處 顯 現 。 非 金 性 變 ， 一 切 性 變 亦

復 如 是。或 有 外 道 作 如 是 妄 想，乃 至 事 轉 變 妄 想 ，

彼 非 如 非 異 ， 妄 想 故 。  

3 . 1 2  一 切 法 相 續 義，解 脫

義  

若 善 分 別 一 切 法 ， 相 續 不 相 續 相 ， 我 及 諸 菩 薩 ，

善 解 一 切 相 續 巧 方 便。不 墮 如 所 說 義，計 著 相 續 。

善 於 一 切 諸 法 ， 相 續 不 相 續 相 。 及 離 言 說 ， 文 字

妄 想 覺 。 遊 行 一 切 諸 佛 剎 土 ， 無 量 大 眾 ， 力 自 在

神 通 總 持 之 印 。 種 種 變 化 ， 光 明 照 曜 。 覺 慧 善 入

十 無 盡 句 ， 無 方 便 行 。 猶 如 日 月 摩 尼 四 大 ， 於 一

切 地 ， 離 自 妄 想 相 見 。 見 一 切 法 ， 如 幻 夢 等 。 入

佛 地 身 ， 於 一 切 眾 生 界 ， 隨 其 所 應 ， 而 為 說 法 而

引 導 之。悉 令 安 住 一 切 諸 法 如 幻 夢 等，離 有 無 品 ，

及 生 滅 妄 想 。 異 言 說 義 ， 其 身 轉 勝 。  

3 . 1 4  明 一 切 法 不 生 不 應

立 宗  

一 切 法 不 生 ， 是 過 去 、 未 來 、 現 在 ， 諸 如 來 所 說 。

所 以 者 何 ？ 謂 自 心 現 ， 性 非 性 ， 離 有 非 有 生 故 。

大 慧 ！ 一 切 性 不 生 ， 一 切 法 如 兔 馬 等 角 。 愚 癡 凡

夫 ， 不 實 妄 想 自 性 ， 妄 想 故 。 大 慧 ！ 一 切 法 不 生 ，

自 覺 聖 智 趣 境 界 者 ， 一 切 性 自 相 不 生 。 非 彼 愚 夫

妄 想 二 境 界 ， 自 性 身 財 建 立 趣 自 相 。 大 慧 ！ 藏 識

攝 所 攝 相 轉，愚 夫 墮 生 住 滅 二 見，悕 望 一 切 性 生 。

有 非 有 妄 想 生 ， 非 賢 聖 。  

3 . 1 3  一 切 法 妄 想 自 性 非

性  

非 我 說 空 法 非 性 ； 亦 不 墮 有 見 ， 說 聖 智 自 性 事 。

然 為 令 眾 生 離 恐 怖 句 故 。 眾 生 無 始 已 來 ， 計 著 性

自 性 相 、 聖 智 事 自 性 計 著 相 ， 見 說 空 法 。 大 慧 ！

我 不 說 性 自 性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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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5  智 不 得 問  為 不 覺 ， 性 自 相 共 相 、 異 不 異 ， 故 智 不 得 耶 ？ 為

自 相 共 相 ， 種 種 性 自 相 隱 蔽 ， 故 智 不 得 耶 。 若 不

覺 自 共 相 異 不 異 ， 智 不 得 者 ， 不 應 說 智 。 應 說 無

智 ， 以 有 事 不 可 得 故 。 若 復 種 種 自 共 相 ， 性 自 相

隱 蔽 故 。 智 不 得 者 ， 彼 亦 無 智 ， 非 是 智 。 世 尊 ！

有 爾 炎 故 智 生 ， 非 無 性 會 爾 炎 故 名 為 智 。 若 山 巖

石 壁 地 水 火 風 ， 極 遠 極 近 ， 老 小 盲 冥 ， 諸 根 不 具 。

智 不 得 者 ， 此 亦 非 智 。 應 是 無 智 ， 以 有 事 不 可 得

故 。  

3 . 1 6  分 別 說 通 及 宗 通  三 世 如 來 有 二 種 法 通，謂 說 通 及 自 宗 通。說 通 者 ，

謂 隨 眾 生 心 之 所 應 ， 為 說 種 種 眾 具 契 經 ， 是 名 說

通 。 自 宗 通 者 ， 謂 修 行 者 離 自 心 現 種 種 妄 想 ， 謂

不 墮 一 異 、 俱 不 俱 品 ， 超 度 一 切 心 意 、 意 識 ， 自

覺 聖 境 離 因 成 見 相 ， 一 切 外 道 、 聲 聞 、 緣 覺 墮 二

邊 者 所 不 能 知 ， 我 說 是 名 自 宗 通 。 . . . . . . 謂 我 二 種

通 ， 宗 通 及 言 通 ， 說 者 授 童 蒙 ， 宗 為 修 行 者 。  

3 . 1 7  勿 習 瑢 世 間 論  一 切 世 間 論 ， 外 道 虛 妄 說 。 妄 見 作 所 作 ， 彼 則 無

自 宗 。 惟 我 一 自 宗 ， 離 於 作 所 作 。 為 諸 弟 子 說 ，

遠 離 諸 世 論 。 心 量 不 可 見 ， 不 觀 察 二 心 。 攝 所 攝

非 性 ， 斷 常 二 俱 離 。 乃 至 心 流 轉 ， 是 則 為 世 論 。

妄 想 不 轉 者 ， 是 人 見 自 心 。 來 者 謂 事 生 ， 去 者 事

不 現 。 明 了 知 去 來 ， 妄 想 不 復 生 。 有 常 及 無 常 ，

所 作 無 所 作 。 此 世 他 世 等 ， 斯 皆 世 論 通 。  

3 . 1 8  外 道 妄 想 涅 槃，非 涅

槃  

如 諸 外 道 妄 想 涅 槃 ， 非 彼 妄 想 隨 順 涅 槃 。 大 慧 白

佛 言 ： 唯 然 受 教 。 佛 告 大 慧 ： 或 有 外 道 ， 陰 界 入

滅 。 境 界 離 欲 ， 見 法 無 常 。 心 心 法 品 不 生 ， 不 念

去 來 現 在 境 界 。 諸 受 陰 盡 ， 如 燈 火 滅 、 如 種 子 壞 。

妄 想 不 生，斯 等 於 此 作 涅 槃 想。大 慧 ！ 非 以 見 壞 ，

名 為 涅 槃 。  

 

此 品 的 內 容 大 意 是：當 菩 薩 證 得 自 覺 聖 智 後，就 能 獲 得「 意 生 身 」，

能 化 身 說 法 度 生 ， 從 此 證 入 無 間 、 禪 定 、 解 脫 ， 悟 佛 知 見 、 等 佛 法 身 ，

證 本 位 法 而 不 住 二 邊 ， 並 且 兼 通 「 宗 通 與 說 通 」 。  

說 明 「 二 諦 」 之 相 關 性 ， 在 凡 夫 心 相 上 有 種 種 分 別 ， 是 為 世 俗 諦

法 ； 在 聖 者 心 智 中 遠 離 染 、 淨 緣 起 ， 進 入 一 味 無 二 之 相 ， 是 名 為 「 真

諦 」 。 依 據 聖 智 之 作 用 ， 觀 察 一 切 法 圓 融 自 在 ， 無 不 自 得 。 以 三 種 無

等 義 ： 一 、 無 上 境 地 ， 二 、 無 等 行 業 ， 三 、 無 等 效 果 。 此 即 由 於 證 得

真 、 俗 二 諦 ， 圓 融 無 礙 後 ， 菩 薩 能 觀 察 到 無 上 之 「 境 」 地 ， 依 此 境 地

才 能 成 就 悲 智 等「 行 」。「 行 」圓 滿 究 竟，得 智 斷 菩 提、涅 槃 二「 果 」，

亦 是 勸 令 我 們 體 悟 境 、 行 、 果 三 種 無 等 之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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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門 相 對 義 者 ， 一 、 教 義 相 對 ， 設 教 為 宗 ， 以 義 為 趣 。 本 經 能 令

吾 人 尋 教 而 得 其 義 。 二 、 理 事 相 對 ， 就 其 義 中 所 說 緣 起 差 別 事 相 上 ，

使 吾 人 趣 入 真 性 理 體 。 三 、 境 行 相 對 ， 說 真 、 俗 二 諦 之 「 境 」 ， 欲 令

吾 人 成 就 無 二 正 「 行 」 。 四 、 比 證 相 對 ， 於 修 行 中 ， 近 說 菩 薩 地 前 之

行 相 ， 其 意 在 深 入 十 地 之 境 界 ， 真 實 證 得 自 內 智 覺 。 五 、 因 果 相 對 ，

菩 薩 成 就 萬 行 之 「 因 」 ， 意 在 畢 竟 獲 得 佛 「 果 」 菩 提 。  

外 道 愚 夫 ， 無 真 性 實 智 ， 即 思 惟 解 脫 卻 無 可 解 脫 ， 取 有 為 之 生 滅

相 續 ， 增 長 有 、 無 「 二 見 」 。 凡 夫 顛 倒 ， 無 正 知 見 ， 須 知 離 佛 法 外 ，

無 真 解 脫 。 世 間 虛 妄 分 別 ， 皆 夢 幻 僅 有 貪 、 瞋 、 癡 三 毒 之 妄 想 。 無 能

起 妄 之 人 ； 貪 、 瞋 、 癡 所 生 之 五 陰 ， 亦 無 人 、 我 、 眾 生 等 相 。 離 於「 二

見 」 皆 不 可 得 。 以 隨 言 取 義 ， 故 墮 建 立 的 過 失 。 因 為 建 立 的 原 故 ， 而

墮 於 地 獄 。 所 以 不 可 隨 言 取 義 ， 若 計 著 五 陰 有 我 、 無 我 ， 或 是 、 非 ，

如 妄 想 所 執 ， 若 非 無 、 有 是 一 切 悉 有 者 ， 則 彼 所 見 的 都 不 會 有 錯 誤 ，

都 應 該 證 得 真 諦 。 然 而 ， 凡 愚 實 際 上 非 見 真 諦 ， 而 只 有 妄 想 執 著 。 一

切 染 、 淨 法 ， 皆 無 自 性 ， 非 如 外 道 撥 無 之 見 ， 以 外 道 與 佛 智 所 證 之 實

際 是 相 違 的 。  

採 集 、 即 長 養 ， 採 集 有 漏 的 種 子 現 熏 習 名 為 識 。 能 觀 察 諸 法 不 取

著 相 ， 解 脫 自 在 ， 是 名 為 智 。 被 境 所 縛 為 心 識 ， 覺 想 生 名 為 智 ； 此 智

為 世 間 小 乘 智 ， 無 所 有 則 是 大 乘 最 勝 智 。 心 意 識 若 離 於 分 別 ， 則 得 無

分 別 智 。 佛 子 若 得 如 來 清 淨 智 ， 就 能 善 巧 增 進 最 勝 之 第 一 義 ， 這 並 非

聲 聞 可 比 ， 而 所 行 的 境 界 畢 竟 皆 離 ， 無 有 一 法 可 取 。 佛 所 開 示 之 真 實

相，於 聖、凡 之 境 界 都 能 了 知 攝 受， 並 能 遠 離 諸 相。二 乘 執 法 有 自 性 ，

而 不 相 應 於 佛 智 ， 而 清 淨 智 與 佛 智 是 超 越 諸 心 之 限 量 的 。  

諸 佛 聖 智 覺 知 世 間 緣 起 法 ， 不 同 外 道 虛 妄 計 執 有 無 。 外 道 世 論 妄

想 分 別 ， 橫 計 作 者 ， 故 不 成 立 。 以 了 唯 心 ， 不 同 外 道 有 能 取 之 分 別 、

所 取 之 法 塵 ， 是 以 「 二 心 」 俱 離 ， 「 二 見 」 悉 泯 。 二 十 一 種 外 道 ， 皆

妄 計 有 能 解 脫 之 法 及 被 生 死 所 縛 之 人 ， 不 知 善 巧 方 便 ， 須 離 於 妄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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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妄 想 於 解 脫 ， 終 就 不 能 解 脫 。 外 道 立 說 紛 紜 ， 各 異 其 趣 ， 妄 見 能 所

有 無 ， 終 無 能 解 脫 1 3 2 。  

四、「一切佛語心品」之四 

此 品 經 文 由 「 爾時大慧菩薩 」 至 「 斯由不食肉 」 而 訖 。  

「一切佛語心品」之四 

科 判 ╱ 要 義  內 容 大 意  

4 . 1  如 來 為 作 為 不 作 等  如 來 之 藏 ， 是 善 不 善 因 ， 能 遍 興 造 一 切 趣 生 ， 譬

如 伎 兒 變 現 諸 趣 。 離 我 我 所 ， 不 覺 彼 故 。 三 緣 和

合 ， 方 便 而 生 。 外 道 不 覺 ， 計 著 ， 為 無 始 虛 偽 惡

習 所 薰 ， 名 為 識 藏 ， 生 無 明 住 地 ， 與 七 識 俱 ， 如

海 浪 身 ， 常 生 不 斷 ， 離 無 常 過 ， 離 於 我 論 ， 自 性

無 垢 ， 畢 竟 清 淨 。 其 諸 餘 識 ， 有 生 有 滅 。 . . . . . . 此

如 來 藏 識 藏 ， 一 切 聲 聞 、 緣 覺 心 想 所 見 ， 雖 自 性

淨 ， 客 塵 所 覆 故 ， 猶 見 不 淨 ， 非 諸 如 來 。  

4 . 2  不 生 不 滅 無 奇 特  大 慧 ！ 彼 生 滅 者 是 識 ， 不 生 不 滅 者 是 智 。 復 次 ，

墮 相 無 相 ， 及 墮 有 ， 無 種 種 相 因 ， 是 識 。 超 有 無

相 ， 是 智 。 復 次 ， 長 養 相 ， 是 識 。 非 長 養 相 ， 是

智 。  

4 . 3  外 道 七 種 無 常，非 是

佛 事  

一 切 外 道 有 七 種 無 常 ， 非 我 法 也 。 何 等 為 七 ？ 彼

有 說 言 ： 作 已 而 捨 ， 是 名 無 常 。 有 說 ： 形 處 壞 ，

是 名 無 常 。 有 說 ： 即 色 ， 是 無 常 。 有 說 ： 色 轉 變

中 間 ， 是 名 無 常 。 無 間 自 之 散 壞 ， 如 乳 酪 等 ， 轉

變 中 間 不 可 見 。 無 常 毀 壞 ， 一 切 性 轉 。 有 說 ： 性

無 常 。 有 說 ： 性 無 性 無 常 。 有 說 ： 一 切 法 不 生 無

常 ， 入 一 切 法 。  

4 . 4  滅 正 受 次 第 相 續  

如 來 非 常 非 無 常  

大 慧 ！ 一 切 所 作 皆 無 常 。 如 瓶 衣 等 ， 一 切 皆 無 常

過 。 一 切 智 眾 具 方 便 應 無 義 ， 以 所 作 故 。 一 切 所

作 皆 應 是 如 來 ， 無 差 別 因 性 故 。 是 故 大 慧 ！ 如 來

非 常 、 非 無 常 。  

4 . 5  因 誰 生 誰 滅  如 來 之 藏 是 善 不 善 因 ， 能 遍 興 造 一 切 趣 生 。 譬 如

伎 兒 ， 變 現 諸 趣 。 離 我 我 所 ， 不 覺 彼 故 。 三 緣 和

合 方 便 而 生 ， 外 道 不 覺 。 計 著 ， 為 無 始 虛 偽 惡 習

所 薰 ， 名 為 識 藏 。 生 無 明 住 地 ， 與 七 識 俱 。 如 海

浪 身 ， 常 生 不 斷 。 離 無 常 過 ， 離 於 我 論 。 自 性 無

垢 ， 畢 竟 清 淨 。  

4 . 6  明 如 來 藏 是 善 不 善

因  

善 不 善 者 ， 謂 「 八 識 」 。 何 等 為 八 ？ 謂 如 來 藏 ，

名 識 藏 ； 心 、 意 、 意 識 及 五 識 身 。  

4 . 7  五 法 ， 三 自 性 、 八

識 ， 二 種 無 我 ， 究 竟 分 別

相  

「 五 法 」 、 「 三 自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分 別 趣 相 者 ， 謂 ： 名 、 相 、 妄 想 、 正 智 、 如 如 。

                                                   
1 3 2

 釋 太 虛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2 0 4 ~ 2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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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8  六 波 羅 蜜，有 三 種 分

別  

波 羅 蜜 有 三 種 分 別 。 謂 世 間 、 出 世 間 、 出 世 間 上

上 。 大 慧 ！ 世 間 波 羅 蜜 者 ， 我 、 我 所 ， 攝 受 計 著 。

攝 受 二 邊 ， 為 種 種 受 生 處 ， 樂 色 聲 香 味 觸 故 。 滿

足 檀 波 羅 蜜 ， 戒 、 忍 、 精 進 、 禪 定 、 智 慧 ， 亦 如

是 。 凡 夫 神 通 ， 及 生 梵 天 。  

4 . 9  有 種 種 相 違 問 難  於 真 實 義 當 方 便 修 。 真 實 義 者 ， 微 妙 寂 靜 是 涅 槃

因 。 言 說 者 妄 想 合 ， 妄 想 者 集 生 死 。 大 慧 ！ 實 義

者 ， 從 多 聞 者 得 。 大 慧 ！ 多 聞 者 ， 謂 善 於 義 ， 非

善 言 說 。 善 義 者 ， 不 隨 一 切 外 道 經 論 。 身 自 不 隨 ，

亦 不 令 他 隨，是 則 名 曰 大 德 多 聞。是 故 欲 求 義 者 ，

當 親 近 多 聞 。 所 謂 善 義 者 ， 當 親 近 多 聞 。 所 謂 善

義 ， 與 此 相 違 ， 計 著 言 說 ， 應 當 遠 離 。  

5 . 0  不 食 肉 義  惟 願 世 尊 ！ 為 我 等 說 食 不 食 肉 功 德 過 惡 。 我 及 諸

菩 薩 ， 於 現 在 未 來 ， 當 為 種 種 悕 望 食 肉 眾 生 分 別

說 法 。 令 彼 眾 生 慈 心 相 向 ， 得 慈 心 已 。 各 於 住 地

清 淨 明 了 ， 疾 得 究 竟 無 上 菩 提 。 聲 聞 緣 覺 ， 自 地

止 息 已。亦 復 逮 成 無 上 菩 提，惡 邪 論 法 諸 外 道 輩 。

邪 見 斷 常 顛 倒 計 著 ， 尚 有 遮 法 不 聽 食 肉 。 況 復 如

來 世 間 救 護 ， 正 法 成 就 而 食 肉 。  

經 文 明 說 四 門 法 義 。 所 謂 四 門 ： 一 、 「 五 法 」 〈 名 、 相 、 妄 想 、

正 智 、 如 如 〉 。 二 、 「 三 自 性 」 〈 遍 計 、 依 他 、 圓 成 〉 。 三 、 「 八 識 」

〈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 末 那 、 阿 賴 耶 〉。 四 、「 二 空 」〈 我 空 、

法 空 〉 。 初 門 「 五 法 」 中 ， 前 三 是 凡 夫 境 界 ， 後 二 是 聖 人 智 境 ， 究 其

義 理 又 不 出 三 種 自 性 。 「 三 自 性 」 之 所 依 卻 又 不 離 八 個 識 。 「 八 識 」

唯 是 說 明 我 空 、 法 空 ， 也 就 是 人 無 我 、 法 無 我 之 義 。 若 從 還 原 的 方 向

看 ： 依 於 「 二 空 」 之 理 ， 說 明 有 「 八 識 」，「 八 識 」 以 攝 「 三 自 性 」 ，

開 「 三 自 性 」 成 為 「 五 法 」 ， 此 是 依 本 起 末 。 凡 聖 區 別 不 離 二 空 ， 法

唯 一 味 。 所 以 於 此 四 義 中 ， 隨 觀 一 門 ， 即 起 信 、 生 解 ， 行 成 、 得 果 ，

由 此 確 立 大 乘 正 見 。  

佛 說 一 切 法 緣 起 、 非 常 非 無 常 ， 佛 法 了 知 唯 心 ， 心 外 之 法 不 可 得 ，

非 決 定 有 四 大 和 合 之 能 造 、 所 造 ， 有 種 種 相 生 滅 ， 悉 離 外 道 之 妄 計 、

妄 見 。 凡 愚 妄 想 造 作 ， 非 不 造 作 ， 必 離 此 有 、 無 妄 想 心 ， 修 習 世 間 、

出 世 間 、 上 上 一 切 法 智 ； 此 已 遠 離 外 道 。 而 凡 夫 無 根 本 智 ， 終 不 覺 知

此 三 種 法 。 所 有「 二 見 」、「 四 句 」過 患 ， 皆 是 由 眾 生 無 實 義 的 言 說 、

虛 妄 執 有 所 立 。 離 分 別 及 虛 妄 惡 習 ， 以 平 等 觀 一 切 皆 自 心 現 ， 不 取 一

法 ， 亦 非 言 說 所 能 安 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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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識 」 與 「 七 識 」 ， 若 執 著 就 會 落 入 能 取 、 所 取 ， 此 是 智 者 應

當 遠 離 。 這 是 因 無 始 以 來 虛 妄 習 氣 所 熏 ， 如 鏡 示 現 像 ， 像 本 是 無 ， 不

須 離 開 像 才 能 覺 知 其 實 是 無 。 執 著 名 字 者 ， 如 觀 指 而 不 能 見 月 。 若 人

能 識 得 根 本 器 界 皆 是 心 ， 而 不 必 離 這 心 而 另 去 尋 覓 另 一 心 。  

「 五 法 」能 攝 一 切 法 ， 自 覺 覺 他 ， 不 隨 外 道 而 轉 。 觀 察 恆 沙 諸 佛 ，

不 來 、 不 去 、 不 壞 ， 安 樂 眾 生 ， 不 究 竟 滅 ， 此 又 稱 為 平 等 觀 。 猶 如 恆

沙 ， 隨 恆 流 而 性 常 。 比 喻 佛 隨 類 說 法 ， 法 性 不 壞 。 修 行 得 聖 智 ， 如 金

剛 、 舍 利 等 究 竟 不 壞 ， 名 為 無 生 滅 。 出 世 間 、 住 於 正 法 平 等 。 一 切 皆

如 幻 ， 色 法 不 實 ， 隨 生 隨 滅 ， 也 就 是 通 達 諸 法 實 相 ， 即 無 生 滅 、 真 實

性 。  

最 後 ， 是 斷 食 肉 之 制 ， 人 若 食 肉 就 會 障 礙 解 脫 ， 與 聖 道 相 違 而 息

滅 慈 悲 之 心 。 今 生 之 所 以 能 得 生 於 淨 裔 門 第 ， 具 足 智 慧 ， 生 長 富 貴 之

家 ， 皆 因 由 往 昔 、 歷 劫 、 前 世 不 食 肉 之 報 。 所 以 智 者 應 為 戒 斷 ， 而 能

入 於 定 慧 之 門 ， 進 而 漸 入 自 覺 聖 智 之 無 上 菩 提 1 3 3 。  

第 五 節  《 楞 伽 經 》 的 相 關 注 疏  

從 蔣 之 奇 及 蘇 軾 所 撰 寫 之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的 序 文 中 ， 可 覺

察 此 經 因 深 奧 難 讀 ， 而 幾 乎 寂 寥 於 世 。 後 來 經 過 宋 元 豐 時 ， 張 安 道 偶

然 遇 見 而 得 此 《 楞 伽 經 》 。 再 經 過 金 山 佛 印 禪 師 ， 刻 板 流 通 ， 以 及 蘇

軾 為 之 寫 書 ， 《 楞 伽 經 》 四 卷 又 見 流 行 。 1 3 4  明 初 時 候 ， 又 由 宗 氵助 為

之 作 注 ， 太 祖 讚 歎 其 注 與 《 楞 伽 經 》 之 精 確 ， 使 此 經 能 流 通 海 內 ， 並

且 以 此 試 經 而 得 度 。 宋 、 元 、 明 三 代 ， 本 經 仰 賴 禪 者 而 僅 行 於 世 。 明 、

清 之 際 ， 憨 山 作 《 觀 楞 伽 經 記 》 ， 智 旭 作 《 楞 伽 經 義 疏 》 ， 由 於 傾 狂

於 禪 而 輕 視 教 義 ， 導 致 被 評 責 。 自 從 海 路 開 通 以 來 ， 教 義 之 學 又 再 復

                                                   
1 3 3

 釋 太 虛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2 7 4 ~ 3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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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 之 奇 撰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序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7 9 ,  a 3 - 7 ) 。  

   蘇 軾 書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序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7 9 ,  c 6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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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 當 時 就 有 太 虛 之 《 楞 伽 義 記 》 ， 歐 陽 漸 之 《 楞 伽 疏 決 》 ， 邱 日虛 明

之 《 楞 伽 疏 證 》 等 逐 增 精 確 之 論 疏 教 義 。 1 3 5  

此 經 在 唐 代 之 前 ， 還 未 引 起 佛 教 的 特 別 注 意 ， 因 此 對 它 之 注 疏 、

詮 釋 和 研 究 並 不 多 。 但 自 唐 後 ， 研 究 者 漸 多 ， 這 可 從 諸 多 的 注 疏 和 詮

釋 1 3 6 而 推 論 出 。 有 關 此 經 的 注 疏 和 詮 釋 可 參 考 本 文 之 文 獻 目 錄 。 本 經

之 注 疏 極 多 ， 較 重 要 者 有 菩 提 流 支 的 《 入 楞 伽 經 疏 》 五 卷 、 新 羅 元 曉

的 《 楞 伽 經 疏 》 七 卷 、 隋 代 曇 遷 《 楞 伽 經 疏 》 六 卷 、 唐 代 智 儼 《 楞 伽

經 註 》五 卷 、 法 藏《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1 3 7 一 卷 等 ， 及 西 藏 大 藏 經 中 之《 聖

入 楞 伽 經 註 》等 。 此 外 ， 還 有 許 多 可 散 見 於 各 種 論 著 中 ， 對《 楞 伽 經 》

某 一 思 想 的 論 述 和 闡 釋 ， 如 ： 有 關 法 相 唯 識 的 理 論 ， 散 見 於 各 唯 識 論

典 中 。 在 眾 多 注 疏 、 論 著 中 ， 就 義 理 而 言 ， 闡 釋 較 深 入 的 當 舉 唐 法 藏

撰 之 《 入 楞 伽 經 玄 義 》 。 此 玄 義 對 《 楞 伽 經 》 之 思 想 旨 趣 、 教 義 特 色

等 進 行 分 門 別 類 的 剖 析 且 較 為 深 刻、準 確 的 概 括 和 歸 納，對 於 理 解《 楞

伽 經 》 頗 有 助 益 。 另 有 宋 寶 臣 註 之 《 註 大 乘 入 楞 伽 經 》 和 明 宗 防 、 如

杞 同 註 的 《 楞 伽 ( 阿 跋 多 羅 寶 ) 經 註 解 》 ； 雖 然 有 些 解 釋 與 經 文 之 意 不

盡 相 符 ， 但 詮 釋 細 密 ， 對 閱 讀 此 經 也 有 幫 助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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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 印 順 著，〈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華 雨 集 》第 一 冊，台 北 市：正 聞 ，

民 82， p .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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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 閱 ： 新 篆 大 藏 卍 續 藏 經 第 1 7  和  1 8  卷 ， 台 北 ： 白 馬 精 舍 印 經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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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明 寺 唐 代 僧 法 藏 （ 6 4 3 ~ 7 1 2 ） 撰 《 入 楞 伽 心 玄 義 》 卷 1 ： 全 一 卷 ， 又 作 《 入

楞 伽 經 心 玄 義 》 。 本 書 乃 注 解 《 入 楞 伽 經 》 之 著 作 ， 分 為 十 門 ， 即 ：  教      

起 所 因 、 藏 部 所 攝 、 顯 教 差 別 、 教 所 被 機 、 能 詮 教 體 、 所 詮 宗 趣 、 釋 經 題 目 、

部 類 傳 譯 、 義 理 分 齊 、 隨 文 解 釋 等 ， 並 立 有 相 宗 、 無 相 宗 、 法 相 宗 、 實 相 宗

等 四 宗 之 教 判 ， 旨 在 揭 示 法 相 、 實 相 之 區 別 。 ( T 3 9 , N o . 1 7 9 0 ,  p . 4 2 5 ,  c 9 -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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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楞伽經》「自覺聖智」的意義與特色 

「 自 覺 聖 智 」 指 如 來 自 內 證 的 智 慧 狀 態 、 正 確 觀 照 真 諦 之 智 慧 ，

亦 即 如 來 自 然 覺 知 諸 法 真 諦 之 聖 智 ， 又 稱 清 淨 法 界 智 1 3 8 。 佛 教 亦 有 將

佛 智 概 分 為 大 圓 鏡 智 、 平 等 性 智 、 妙 觀 察 智 、 成 所 作 智 等 語 詞 ， 並 認

為 諸 佛 是 靠 修 行 的 條 件 ， 例 如 ： 六 度 萬 行 而 所 依 止 的 根 本 之 智 慧 。 以

下 是 分 析 「 自 覺 聖 智 」 的 語 意 與 涵 義 。  

第 一 節  「 自 覺 聖 智 」 的 語 意 與 涵 義  

「 自 覺 聖 智 」 梵 文 是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j ñ āna＂ 這 個 複 合 詞 可 以 分 析 為

四 個 部 份 ， 亦 即  “ P r a t i ＂ + “ ā t m a ＂ + “ ā r y a ＂ + “ j ñ ān a ＂ 。  “ P r a t i ＂  

是 接 頭 音 節，從 字 面 上 的 分 析 是 表 示「 朝 向 」、「 反 相 」( a g a i n s t  ) 之 意 。 

“ ā t m a ＂ 1 3 9  名 詞， 字 基 ( b a s e f o r m ) 為 “ ā t m a n ＂ 表 示「 自 我 」、「 自 己 」、

「 自 身 」 之 意 。 “ P r a t i ＂ + “ ā t m a ＂ 因 連 音 而 形 成 “ P r a t y ā t m a＂ 。

“ P r a t y ā t m a ”  是 複 合 詞 ， 此 乃 是 「 自 」 、 「 自 內 」 、 「 自 我 」 的 意 思 。

從 字 面 上 是 沒 有「 證 」或 「 覺 」的 涵 義 ， 可 是 “ P r a t y ā t m a＂ 在 翻 譯 的 意

義 上 卻 含 有 「 自 我 本 身 」 、 「 自 我 內 在 」  、 「 自 所 內 得 」 、 「 內 自 身

得 」 之 意 。 於 《 楞 伽 經 》 三 漢 譯 本 的 譯 文 當 中 ， 就 可 覺 察 在 魏 譯 本 ，

“ P r a t y ā t m a＂ 被 譯 為 「 內 自 ( 證 ) 法 」 ， 唐 譯 本 將 之 譯 為 「 自 ( 證 ) 法 」 ，

宋 譯 本 是 譯 為  「 自 (覺 )」 。  

                                                   
1 3 8《 廣 釋 菩 提 心 論 》卷 4：「 清 淨 法 界 即 一 切 法 真 如 ， 為 一 切 法 無 顛 倒 自 性 正 因 ，

而 能 出 生 諸 佛 及 諸 佛 智。離 諸 障 染，建 立 三 摩 地 總 持 法 門，及 餘 無 量 福 智 諸 行 ，

成 就 一 切 眾 生 利 樂 等 事 ， 乃 至 成 熟 一 切 正 法 聞 [ 知 ＝ 持 ] 知 種 子 ， 如 是 等 相 皆 得

成 就 。 所 言 諸 佛 智 者 ， 謂 即 四 智 ： 初 大 圓 鏡 智 ， 是 智 遠 離 我 、 我 所 相 ， 及 離 能

取 、 所 取 分 別 ， 不 雜 一 切 煩 惱 垢 染 ， 於 一 切 所 緣 所 行 所 知 相 中 ， 不 忘 不 愚 ， 智

影 相 生 現 種 依 持 ， 彼 一 切 智 所 依 清 淨 ， 是 即 真 如 所 緣 無 分 別 智 。 二 平 等 性 智 ，

得 勝 上 所 緣 ， 是 智 能 觀 自 他 平 等 ， 已 能 安 處 無 住 涅 槃 ， 起 大 慈 悲 隨 往 一 切 現 身

現 [ 上 ＝ 土 ] 上 以 善 方 便 畢 竟 相 應 。 三 妙 觀 察 智 ， 普 攝 一 切 三 摩 地 、 三 摩 鉢 底 總

持 法 門 ， 於 一 切 所 知 分 位 ， 無 礙 而 轉 及 能 發 生 勝 功 德 寶 。 方 便 現 身 善 斷 眾 疑 ，

如 其 所 應 能 善 說 法 ， 四 成 所 作 智 ， 能 以 種 種 不 思 議 方 便 。 為 他 成 熟 一 切 所 作 ，

如 應 化 度 一 切 眾 生 ， 如 是 等 相 是 為 四 智 。 」 ( T 3 2 ,  N o . 1 6 6 4 ,  p . 5 7 2 ,  a 1 8 - b 6 )  
1 3 9

 S i r  M o n i e r  M o n i e r - W i l l i a m s p .  A  S a n s k r i t - E n g l i s h  D i c t i o n a r y ,  M o t i l a l  
B a n a r s i d a s s  P u b l i s h e r s  P V T . L T D .  p . 1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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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 ā r y a ＂ 1 4 0  指 聖 者、聖 人、尊 貴 或 崇 高 ( e x e c e l l e n t ,  m a s t e r ,  l o r d )  

之 意 ， 在《 楞 伽 經 》「 聖 」特 指「 佛 」或「 如 來 」。「 智 」“ j ñ ā n a ＂ 1 4 1 ，

指 「 智 慧 」  ( h i g h e r  k n o w l e d g e ,  c o g n i z a n c e )。 「 聖 智 」 梵 文 “ ā r y a - j ñ ān a ＂

與 「 覺 」 是 同 義 的 語 詞 。  

當 “ P r a t y ā t m a＂ +  “ ā r y a ＂ 的 時 候 ，  在 翻 譯 的 意 義 上 就 形 成 「 聖 者

自 身 在 修 持 及 實 證 上 」 的 意 思 。 此 處 為 了 符 合 翻 譯 語 詞 之 涵 義 ，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就 蘊 涵 「 覺 」 、 「 得 」 、 「 證 」 之 意 了 。  

「 自 覺 聖 智 」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j ñ āna＂ 是 由 「 自 覺 」 的 複 合 詞 與 「 聖

智 」 的 複 合 詞 加 在 一 起 而 組 成 。 “ P r a t y ā t m ā r y a - j ñ āna＂ 從 字 面 上 其 實 只

是 表 示 「 自 聖 智 」 之 意 思 。 然 而 ， 依 據 經 文 與 翻 譯 其 內 涵 時 ，

“ P r a t y ā t m ā r y a - j ñ ān a＂ 就 蘊 涵 著「 自 (覺 )聖 智 」、「 自 (證 )聖 智 」的 意 思 。

以 解 說 方 面 ， 「 自 覺 聖 智 」 “ P r a t y ā t m ā r y a - j ñ ān a＂ ( 陽 性 名 詞 )， 可 解 釋

為 ： 「 經 由 修 行 而 趨 向 實 證 高 超 的 智 慧 ， 或 由 心 、 意 、 意 識 所 轉 依 的

智 慧 。 」  

從 義 理 來 分 析，“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j ñ ān a ＂ 這 兩 個 複 合 詞 合 在 一 起

時 ， 意 思 是 沒 有 分 別 與 認 識 ， 也 就 是 「 無 分 別 智 」 、 「 勝 義 無 分 別 之

第 一 義 」 、 「 平 等 」 、 「 不 二 」 、 「 中 道 」 之 意 。 由 此 可 了 知 ， 智 慧

是 必 須 由 自 己 親 身 的 發 覺 與 體 驗 才 能 證 得 ， 所 以 諸 佛 如 來 皆 依 這 樣 的

方 式 ， 自 己 去 發 覺 與 證 得 諸 佛 如 來 的 智 慧 。  

漢 譯 把 “ P r a t y ā t m ā r y a - j ñ āna＂ 譯 為 「 自 覺 聖 智 」 、 「 自 證 聖 智 」 或

「 自 內 聖 智 」 。 實 際 上 ， 在 《 楞 伽 經 》 的 梵 文 本 ， 並 不 只 有 「 自 覺 聖

智 」“ P r a t y ā t m ā r y a - j ñ āna＂ 這 一 語 詞， 還 有 其 他 也 被 譯 為 和「 自 覺 聖 智 」

相 近 與 類 似 的 教 義 ， 例 如 ： 「 自 內 證 」 “ P r a t y ā t m aṃ  v e d i t a v y a ＂ 、

“ P r a t y ā t m a - g a t i k a ＂  也 被 譯 為 與 「 自 覺 聖 智 」 同 樣 意 思 。  “ g a t i ＂  動

詞 字 根 為 √ g a m， 陰 性 名 詞 ， 一 般 意 思 是 「 行 」 、 「 去 」 、 「 道 」 ； 而

                                                   
1 4 0

 S i r  M o n i e r  M o n i e r - W i l l i a m s p .  A  S a n s k r i t - E n g l i s h  D i c t i o n a r y ,  M o t i l a l  
B a n a r s i d a s s  P u b l i s h e r s  P V T . L T D .  p . 9 3 .  

1 4 1
 S i r  M o n i e r  M o n i e r - W i l l i a m s p .  A  S a n s k r i t - E n g l i s h  D i c t i o n a r y ,  M o t i l a l  
B a n a r s i d a s s  P u b l i s h e r s  P V T . L T D .  p . 4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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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經 有「 理 解 」、「 知 覺 」、「 覺 知 」的 意 思。此 外 “ P r a t y ā t m a - a d h i g a m a ＂  

譯 為 「 自 -覺 」 “ A d h i g a m a ＂  是 「 證 」 、 「 得 」 、 「 覺 」 、 「 覺 知 」 的

意 思 ； 與 梵 語 “ g a t i - g a m y a ＂ 和  “ g a t i m - g a t a h ＂  是 同 義 的 語 詞 。  

從 語 詞 上 來 探 討，是 沒 有 絕 對 的 差 異，但 在 實 際 上 還 是 有 所 不 同 ，

而 主 要 的 差 異 是 在 於 其 運 作 方 式 與 層 次 。 在 共 通 點 上 ， 是 一 貫 「 自 內

聖 智 」 的 體 現 。 依 次 第 與 修 學 上 ， 是 轉 依 趨 向 無 生 法 忍 、 無 上 正 等 正

覺 、 無 有 顛 倒 而 趣 向 菩 提 之 意 思 。 以 下 簡 略 的 列 舉 一 些 與「 自 覺 聖 智 」

相 關 語 詞 如 下 ：   

「自覺聖智」相關的語詞： 

自 覺  
p r a t y ā t m a 自 ( 覺 )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b u d d h i ,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a d h i g a m a ,  
s v a - b u d d h i  

聖 智  
ā r y a - j b ā n a  

自 證 智 境   
p r a t y ā t m a - g a t i  

自 覺 智  
p r a t y ā t m a - v e d y  

聖 智 境  
p r a t y ā t m a - s v a - g a t i  

自 證 聖 智 句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j b ā n a - p a d a  

自 覺 聖 智  
p r a t y ā t m a - j b ā n a - g a t i ,  
p r a t y ā t m a - v e d y a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j b ā n a ,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j b ā n a ,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j b ā n a - g a t i  

聖 證 智  
ā r y a - j b ā n a  

自 證 聖 智 所 行 處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j b ā n a - g a t i -  
g o c a r a ,  
 

自 覺 境 界  
p r a t y ā t m a - g a t i  
p r a t y ā t m a - g a t i - g o c a r a ,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j b ā n a ,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j b ā n a - g a t i  

聖 智 境 界  
ā r y a - j b ā n a - g o c a r a - v i ṣ a y a  

自 證 聖 智 所 行 境 界  
ā r y a - j b ā n a ,   
p r a t y ā t m a - g o c a r a ,  
p r a t y ā t m a - g a t i - g o c a r a ,  
 

自 覺 聖 智 所 行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g a t i - g o c a r a ,  
ā r y a - p r a t y ā t m a - j b ā n a - g a t i .  

聖 智 事 相   
ā r y a - j b ā n a - v a s t u  

自 證 聖 智 所 行 境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j b ā n a - g a t i .  

自 覺 聖 智 所 得  
p r a t y ā t m a - g a t i - a d h i g a m a - j b ā n a  

聖 智 內 證  
ā r y a - j b ā n a - p r a t y ā t m a - g a t i .

自 證 聖 智 所 趣 相  
p r a t y ā t m a - j b ā n a - g a t i - l a k ṣ a ṇ a .  

自 覺 聖 智 法 趣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d h a r m a - g a t i .  

聖 智 自 覺  
ā r y a - j b ā n a - p r a t y ā t m a - a d h i
g a m a .  

自 證 聖 智 殊 勝 相  
p r a t y ā t m a - a d h i g a m a .  

自 覺 聖 智 究 竟 之 相  
p r a t y ā t m a - j b ā n a - g a t i - l a k ṣ a ṇ a .  

聖 智 自 性 事  
ā r y a - j b ā n a - s v a b h ā v a - v a s t u  

自 證 聖 智 所 行 真 如  
T a t h a t a - ā r y a - j b ā n a - g a t i - g a m a n a  

自 覺 聖 智 究 竟 境 界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j b ā n a - g a t i -
g o c a r a   

聖 智 所 行 境  
ā r y a - j b ā n a - g a t i .  

自 身 內 證 聖 智  
s v a - p r a t y ā t m a - ā r y a - d h a r m a   

 

這 些 相 關 「 自 覺 聖 智 」 的 語 詞 ， 並 非 只 是 語 言 文 字 或 名 相 而 已 ；

而 是 必 須 透 過 佛 法 的 修 持 與 實 踐 ， 才 能 趣 向 並 進 入 佛 陀 之 語 心 ， 亦 是

修 證 成 佛 之 境 。 舉 出 這 些 「 自 覺 聖 智 」 相 近 的 語 詞 ， 主 要 是 強 調 「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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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文 字 」 是 為 了 表 達 一 真 實 之 境 而 發 起 的 。 某 一 「 語 言 文 字 」 必 有 一

指 涉 的 對 象 ， 然 而 「 語 言 文 字 」 本 身 又 只 是 一 種 工 具 或 一 方 法 ， 並 不

能 表 達 目 的 之 本 身 。 就 如 ： 以 手 指 指 月 ， 而 藉 著 手 指 的 指 尖 所 指 示 的

方 向 ， 來 窺 見 月 亮 ， 但 是 手 指 的 指 尖 絕 不 是 月 亮 。 如 果 固 執 的 執 著 手

指 尖 為 月 亮 ， 那 就 無 法 見 到 月 亮 了 。  

以 此 反 觀 ， 人 們 常 因 執 著 文 字 所 說 的 法 ， 即 是 法 的 本 身 。 因 此 ，

當 幾 個 不 同 的 名 詞 ， 同 時 在 表 達 一 樣 東 西 時 ， 就 會 被 這 些 名 相 給 迷 失

了 。 於 是 ， 就 有 文 字 表 達 的 分 支 ， 造 成 思 想 的 對 立 與 爭 論 ， 或 以 此 非

彼 ， 又 或 以 彼 非 此 ， 故 佛 說 應 依 義 不 依 語 。 語 言 文 字 只 能 作 為 藉 以 透

入 「 自 覺 聖 智 」 實 義 的 方 法 ， 到 達 目 的 時 ， 必 然 還 是 要 捨 下 。  

以 下 ， 將 分 別 探 討 在 第 一 章 所 提 出 有 關「 自 覺 聖 智 」的 四 個 課 題 ： 

第一課題：「自覺聖智」相關的名相 

回 應 到 研 究 動 機 所 提 及 的 ： 佛 是 因 二 法 而 說 出 自 內 智 慧 所 證 之

法 ， 亦 是 古 先 聖 道 的 「 本 住 法 」 。 所 以 說 ， 佛 從 正 等 正 覺 至 到 涅 槃 ，

未 說 一 字 。 面 對 此 意 見 ， 吾 人 認 為 無 論 佛 說 不 說 法 ， 是 否 有 佛 證 得 正

覺 或 入 涅 槃 ， 法 爾 本 然 如 是 、 依 然 常 住 。 此 一 境 界 是 具 有 自 內 聖 智 者

方 能 了 達，故 以 佛 未 說 一 字，來 表 達 佛 陀 自 證 且 具 足 深 邃 智 慧 的 境 界 。

一 字 不 說 ， 謂 諸 佛 所 自 證 之 道 ， 是 非 語 言 文 字 所 能 表 達 ， 唯 佛 與 佛 乃

能 徹 底 了 解 。  

有 關 本 經 「 自 覺 聖 智 」 這 語 詞 ， 在 當 今 的 時 代 ， 可 說 並 不 是 一 般

普 遍 的 佛 教 名 相 或 語 詞 ， 如 ： 般 若 、 智 慧 、 覺 悟 、 開 悟 、 正 覺 等 等 。

推 理 其 因 ， 除 了 本 經 之 甚 深 奧 義 之 外 ， 也 因 西 方 人 對 於 印 度 思 想 ， 一

直 都 只 著 眼 予 它 的 神 祕 的 直 觀 方 面 ， 而 對 理 性 是 缺 乏 分 析 能 力 的 。 於

此 ， 將 採 取 「 文 獻 彙 整 與 義 理 分 析 」 作 為 工 具 ， 來 闡 述 「 自 覺 聖 智 」

之 涵 義 ， 再 以 經 典 之 梵 、 巴 、 藏 、 英 文 、 詞 彙 知 識 等 ， 來 掌 握 本 論 文

的 理 論 結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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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覺聖智」相關的名相： 

「自覺 聖 智 」  
 [ 梵 ] p r a t y ā t m ā r y a - j b ā n a ,  s v a p r a t y ā t m ā r y a - j b ā n a ,  ā r y a - p r a t y ā t m a - j b ā n a ,  

p r a t y ā t m a - j b ā n a - g a t i ,  p r a t y ā t m a - v e d y a  

3 . 1 . 1  證 道 ： [ 梵 ] s ā k ṣ ā t - √ k ṛ ,  s ā k ṣ ā t - k a r a b a ,  s ā k ṣ i n , a d h i g a m a ,  s ā k ṣ ā t - k r i y ā ,  
a b h i - s aṃ - √ b u d   

[巴 ] s a c c h i - k i r i y ā  
[英 ] r e a l i z a t i o n ,  e n l i g h t e n m e n t ,  i n s i g h t  

《 四 教 儀 備 釋 》 1 4 2 ， 指 出 其 義 有 二 ：  
( 一 ) 指 覺 悟 正 道 ， 即 體 達 真 理 之 意 。  
( 二 ) 教 證 二 道 之 一 ， 指 諸 佛 所 證 之 實 理 。  

說 明 ： 證 道 與 自 覺 聖 智 同 義 ， 可 說 為 ： 證 道 、 自 覺 聖 智 、 覺 悟 、 正

道 、 真 理 、 實 證 之 理 等 。  

3 . 1 . 2  正 智 ： [ 梵 ] a k a l p a n a - j b ā n a ,  j b ā n a ,  s a m y a g - j b ā n a  
[巴 ] s a m m ā - J ā b a  
[藏 ] m i  r t o g  y e  s h e s  
[英 ] n o n - c o n c e p t u a l  w i s d o m     

(一 )指 契 於 正 理 之 智 慧 ， 為 「 邪 智 」 之 對 稱 。 即 離 凡 夫 外 道

之 邪 執 分 別 及 二 乘 人 之 偏 執 ， 契 於 中 道 妙 理 者 。 在 因 明

中 ， 則 指 真 現 量 與 真 比 量 ， 係 梵 語 j b ā n a 之 意 譯 。 據 《 因

明 入 正 理 論 疏 》 載 ， 如 實 量 知 諸 法 的 自 性 差 別 之 智 ， 為

離 染 緣 以 到 達 涅 槃 之 智 慧 。 1 4 3 

( 二 ) 指 無 學 位 所 成 就 之 無 漏 盡 智 及 無 生 智 。 係 無 學 十 支 之

一 。 《 俱 舍 論 》 1 4 4 ： 「 正 脫 正 智 其 體 是 何 ？ 頌 曰 ： 『 學

有 餘 縛 故 ， 無 正 脫 智 支 ， 解 脫 為 無 為 ， 謂 勝 解 惑 滅 ， 有

為 無 學 支 ， 亦 是 二 解 脫 蘊 ， 正 智 如 覺 說 ， 謂 盡 無 生 智 。 』」

此 正 智 並 以 盡 智 、 無 生 智 為 體 ， 唯 無 學 位 能 成 就 之 。  

( 三 ) 三 乘 人 所 修 之 無 漏 根 本 智 及 後 得 智 。 據《 瑜 伽 師 地 論 》1 4 5

卷 六 十 二 載 ， 正 智 有 二 種 ： ( 一 )  唯 出 世 間 正 智 ， 即 聲 聞 、

                                                   
1 4 2

元 元 粹 述 ，《 四 教 儀 備 釋 》卷 2：「 此 凡 聖 位 中 ， 有 教 證 二 道 地 。 前 屬 教 登 地 ，

為 證 此 約 行 教 證 也 ， 又 一 教 始 終 俱 為 教 道 。 若 說 十 地 已 證 之 法 名 為 證 道 ， 此

約 說 教 證 也 。 」 ( 卍 續 5 7 ,  N o . 9 7 7 ,  p . 6 3 6 ,  a 2 0 - 2 2 )   
1 4 3

唐 . 窺 基 撰 ， 《 因 明 入 正 理 論 疏 》 卷 3： 「 若 有 正 智 ， 簡 彼 邪 智 。 謂 患 翳 目 ， 見

於 毛 輪 第 二 月 等 。 雖 離 名 種 等 所 有 分 別 ， 而 非 現 量 。 故 雜 集 云 ： 現 量 者 ， 自

正 明 了 無 迷 亂 義 。 此 中 正 智 ， 即 彼 無 迷 亂 離 旋 火 輪 等 ， 於 色 等 義 者 ， 此 定 境

也 。 言 色 等 者 ， 等 取 香 等 ， 義 謂 境 義 。 離 諸 映 障 ， 即 當 雜 集 明 了 。 雖 文 不 顯 ，

義 必 如 是 。 不 爾 簡 略 過 失 不 盡 ， 如 智 不 邪 ， 亦 無 分 別 緣 彼 障 境 ， 應 名 現 量 故 。 」

( T 4 4 ,  N o . 1 8 4 0 ,  p . 1 3 9 ,  a 1 6 - 2 3 )   
1 4 4

《 阿 毘 達 磨 俱 舍 論 》 卷 2 5 ： 「 何 緣 不 說 有 學 位 中 有 正 解 脫 及 有 正 智 ？ 正 脫 正

智 其 體 是 何 ？ 頌 曰 ： 學 有 餘 縛 故 ， 無 正 脫 智 支 。 解 脫 為 無 為 ， 謂 勝 解 惑 滅 。

有 為 無 學 支 ， 即 二 解 脫 蘊 。 正 智 如 覺 說 ， 謂 盡 無 生 智 。 」  

( T 2 9 ,  N o . 1 5 5 8 ,  p . 1 3 3 ,  c 1 0 - 1 5 )  
1 4 5

《 瑜 伽 師 地 論 》 卷 6 2 ： 「 有 二 解 脫 ： 一 慧 解 脫 、 二 心 解 脫 。 此 中 依 慧 解 脫 ，

謂 世 間 慧 之 所 行 者 。 當 知 即 是 建 立 惡 行 及 與 善 行 并 彼 因 緣 ， 彼 體 性 者 ， 當 知

即 是 惡 行 善 行 ， 并 彼 因 緣 善 不 善 等 體 性 差 別 。 如 實 正 智 ， 又 依 心 解 脫 。 謂 心

染 淨 之 所 依 者 ， 當 知 即 是 色 等 境 界 ， 能 取 了 別 彼 世 間 慧 ， 心 解 脫 果 。 」   

( T 3 0 ,  N o . 1 5 7 9 ,  p . 6 4 7 ,  a 1 2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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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覺 等 二 乘 菩 薩 通 達 真 如 之 根 本 智 。  ( 二 ) 世 間 出 世 間 正

智 ， 聲 聞 、 獨 覺 以 最 初 之 正 智 通 達 真 如 後 ， 由 此 後 所 得

之 世 間 的 出 世 間 正 智 ， 亦 能 分 辨 一 切 差 別 相 之 後 得 智 。  
說 明 ： 正 智 與 自 覺 聖 智 無 有 差 別 之 義 。 故 自 覺 聖 智 的 別 名 ： 正 智 、

正 理 、 智 慧 、 中 道 、 妙 理 、 真 現 量 與 真 比 量 、 涅 槃 、 無 漏 智 、

無 漏 盡 智 及 無 生 智 、 正 脫 、 正 智 、 盡 無 生 智 、 正 見 、 無 漏 正

見 、 無 漏 根 本 智 及 後 得 智 、 唯 出 世 間 正 智 、 世 間 出 世 間 正 智 、

真 如 等 。  

3 . 1 . 3  如 如 ： [ 梵 ] t a t h a t ā ,  t a t h a t v a ,  t a t h ā t r a  
[藏 ] d e  b z h i n  n y i d  
[英 ] r e a l i t y  

指 如 如 智 、 如 如 境 。 據 《 佛 性 論 》 1 4 6 卷 二 載 ：  

( 一 ) 如 如 智 ， 指 真 如 妙 智 ， 本 來 清 淨 ， 既 不 為 無 明 所 覆 ， 亦

不 為 煩 惱 所 染 ， 照 了 諸 法 ， 平 等 不 二 ， 以 其 智 如 如 境 ，

故 稱 如 如 智 。  

( 二 ) 如 如 境 ， 指 真 如 妙 境 ， 常 住 一 相 ， 量 等 虛 空 ， 不 遷 不 變 ，

無 滅 無 生 ， 以 其 境 如 如 智 ， 故 稱 如 如 境 。   

說 明 ： 如 如 與 自 覺 聖 智 同 義 。 故 自 覺 聖 智 的 別 名 ： 如 如 、 如 如 智 、

如 如 境 、 真 如 妙 智 、 本 來 清 淨 、 平 等 不 二 、 真 如 妙 境 、 常 住

一 相 、 量 等 虛 空 、 不 遷 不 變 、 無 滅 無 生 等 。  

3 . 1 . 4  正 覺 ： [ 梵 ] s aṃ b u d d h a ,  s a m y a k - s aṃ b o d h i ,  b u d d h a ;  a b h i s aṃ b u d h y a  
[巴 ] s a m m ā - s a m b o d h i  
[英 ] p e r f e c t  e n l i g h t e n m e n t  

( 一 ) 意 指 真 正 之 覺 悟 。 又 作 正 解 、 等 覺 、 等 正 覺 、 正 等 正 覺 、

正 等 覺 、 正 盡 覺 。 等 者 ， 就 所 證 之 理 而 言 ； 盡 者 ， 就 所

斷 之 惑 而 言 。 即 無 上 等 正 覺 、 三 藐 三 菩 提 之 略 稱 。 梵 語

s a m b o d h 之 意 譯 ， 音 譯 三 菩 提 。 謂 證 悟 一 切 諸 法 之 真 正 覺

智 ， 也 就 是 如 來 之 實 智 ， 故 成 佛 又 稱 「 成 正 覺 1 4 7」 。  

( 二 ) 以 上 係 就 正 覺 之 廣 義 而 言 。 若 狹 義 言 之 ， 則 特 指 釋 尊 於

菩 提 樹 下 金 剛 座 上 覺 悟 緣 起 之 法 ， 證 得 解 脫 。 《 長 阿 含 》

卷 二 遊 行 經 （ 大 一 ‧ 一 五 下 ） ： 「 佛 昔 於 鬱 鞞 羅 尼 連 禪

水 邊 ， 阿 遊 波 尼 俱 律 樹 下 ， 初 成 正 覺 1 4 8 。 」  

說 明 ： 自 覺 聖 智 可 稱 為 正 覺 、 正 解 、 等 覺 、 等 正 覺 、 正 等 正 覺 、 正

等 覺 、 正 盡 覺 、 無 上 等 正 覺 、 三 藐 三 菩 提 、 證 悟 、 真 正 覺 智 、

如 來 之 實 智 、 成 佛 、 成 正 覺 、 覺 悟 緣 起 、 證 得 解 脫 、 生 身 、

                                                   
1 4 6

《 佛 性 論 》 卷 2 ： 「 復 次 如 來 藏 義 有 三 種 應 知 ， 何 者 為 三 ？ 一 所 攝 藏 、 二 隱 覆

藏 、 三 能 攝 藏 。 一 所 攝 名 藏 者 ， 佛 說 約 住 自 性 如 如 。 一 切 眾 生 是 如 來 藏 ， 言

如 者 ， 有 二 義 。 一 如 如 智 、 二 如 如 境 ， 並 不 倒 故 名 如 如 。 言 來 者 ， 約 從 自 性

來 ， 來 至 至 得 ， 是 名 如 來 。 」 ( T 3 1 ,  N o . 1 6 1 0 ,  p . 7 9 5 ,  c 2 3 - 2 8 )  
1 4 7

《 長 阿 含 經 》 卷 3 ： 「 汝 等 當 知 我 以 此 法 自 身 作 證 ， 成 最 正 覺 。 謂 四 念 處 、 四

意 斷 、 四 神 足 、 四 禪 、 五 根 、 五 力 、 七 覺 意 、 賢 聖 八 道 。 汝 等 宜 當 於 此 法 中

和 同 敬 順 ， 勿 生 諍 訟 。 同 一 師 受 ， 同 一 水 乳 ， 於 我 法 中 宜 勤 受 學 。 」  

( T 0 1 ,  N o . 1 ,  p . 1 6 ,  c 9 - 1 3 )  
1 4 8

《 長 阿 含 經 》 卷 2 ： 「 佛 昔 於 鬱 鞞 羅 [ U r u v e l ā ] 尼 連 禪 [ N e r a ñ j a r ā ] 水 邊 ， 阿 遊 波 尼

俱 律 [ A j a p ā l a - n i g r o d h a ] 樹 下 初 成 正 覺 。 」 ( T 0 1 ,  N o . 1 ,  p . 1 5 ,  c 9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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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身 、 報 身 、 法 身 等 。  

3 . 1 . 5  自 證 ： [ 梵 ] s v a - s aṃ v e d a n a - p r a t y a k ṣ a - p r a m ā b a  
[藏 ] r a n g  r i g  m n g o n  s u m  g y i  t s h a d  m a  
[英 ] s e l f - k n o w i n g  d i r e c t  v a l i d  c o g n i z e r  

指 由 自 力 證 悟 第 一 義 之 真 理 。 所 謂 自 證 者 ， 唯 佛 能 自 證 1 4 9 ，

非 從 他 人 而 得 ； 且 佛 所 自 證 之 甚 深 智 ， 縱 有 神 力 加 持 ， 亦 無

法 傳 授 他 人 。  

說 明 ： 自 覺 聖 智 又 名 自 證 、 第 一 義 、 真 理 、 自 證 深 智 等 。  

3 . 1 . 6  真 心 ： [ 英 ] t r u e  m i n d  

真 實 心 ， 或 意 謂 心 的 本 性 之 理 。 日 本 淨 土 真 宗 稱 此 為 他 力 之

信 心 。 反 之 ， 妄 心 即 指 錯 誤 之 分 別 心 、 虛 偽 心 ， 也 是 凡 夫 於

現 實 生 活 中 ， 所 生 起 之 虛 妄 顛 倒 心 。  

說 明 ： 真 心 1 5 0 、 真 實 心 、 本 性 等 可 成 就 自 覺 聖 智 。  

3 . 1 . 7  真 理 ： [ 梵 ] s a t y a ,  t a t t v a ,  t a t h a t ā  
[英 ] a x i o m s ,  t r u t h s    

據 《 大 智 度 論 》 卷 三 十 二 之 說 ， 「 如 、 法 性 、 實 際 」 等 三 者

同 為 諸 法 實 相 之 異 名 。 故 知 ， 真 如 、 法 性 （ 梵 d h a r m a t ā  ） 、

實 際（ 梵 b h ū t a  -  k o ṭ i ）、諸 法 實 相（ 梵 t a t t v a s y a  l a k ṣ a n a ,  d h a r m a t ā  ）

等 ， 皆 為 真 理 之 別 名 。 此 外 ， 其 同 義 語 另 有 緣 起 （ 梵  p r a t ī t y a  
- s a m u t p ā d a ） 一 詞 ， 此 係 因 所 有 存 在 之 萬 事 萬 物 ， 莫 不 藉 由 其

彼 此 間 相 依 相 關 之 關 係 而 成 立 者 ； 此 一 思 想 係 源 自 原 始 佛 教

之 基 本 思 想 ， 乃 至 大 乘 佛 教 ， 一 貫 之 佛 教 真 理 觀 。  

日 本 佛 教 ， 除 「 真 理 」 一 詞 外 ， 另 有 法 然 、 親 鸞 所 倡 「 自 然

法 爾 」 之 語 。 親 鸞 之 末 燈 抄 謂 ， 所 謂 自 然 之 「 自 」 係 由 其 自

身 原 本 之 意 ， 並 非 行 者 之 企 圖 。 所 謂「 然 」， 即 所 使 然 之 意 ，

亦 非 行 者 所 可 安 排 者 。 一 切 乃 因 如 來 之 誓 願 所 致 ， 故 云 「 法

爾 」 。  

說 明 ： 自 覺 聖 智 之 異 名 ： 真 理 1 5 1 、 真 如 、 法 性 、 自 然 法 爾 、 如 、 實

際 、 緣 起 、 諸 法 實 相 等 。  

3 . 1 . 8  大 般

涅 槃 ： [ 梵 ] m a h ā - p a r i n i r v ā b a   

[巴 ] m a h ā - p a r i n i b b ā n a  
[英 ] t h e  g r e a t  a n d  p e r f e c t  d e c e a s e  

音 譯 作 「 摩 訶 般 涅 槃 那 」 ； 略 稱 「 涅 槃 」 。 指 「 大 滅 度 」 、

「 大 圓 寂 」 ， 為 佛 完 全 解 脫 之 境 地 。 據 天 台 四 教 儀 集 註 卷 上

之 說 ， 大 者 ， 為 法 身 ； 滅 者 ， 為 解 脫 ； 度 者 ， 為 般 若 ， 亦 是

三 德 祕 藏 。 北 本 《 涅 槃 經 》 卷 二 十 六 ： 「 菩 薩 摩 訶 薩 修 大 涅

                                                   
1 4 9

《 佛 本 行 集 經 》 卷 9 ： 「 成 已 決 定 轉 於 無 上 清 淨 法 輪 ， 而 彼 菩 薩 能 於 一 切 天 人

魔 梵 沙 門 婆 羅 門 等 諸 世 間 中 。 自 證 諸 通 ， 證 諸 通 已 ， 闡 揚 正 法 。 其 法 祕 密 ，

初 中 後 善 ， 義 味 深 妙 具 足 ， 說 於 清 淨 梵 行 。 」 ( T 0 3 ,  N o . 1 9 0 ,  p . 6 9 3 ,  c 6 - 1 0 )  
1 5 0

《 佛 本 行 集 經 》 卷 3 8 ： 「 清 淨 真 心 行 梵 行 ， 善 語 處 所 精 勤 求 。 博 聞 多 智 須 稟

承 ， 其 有 寂 靜 離 欲 者 。 」 ( T 0 3 ,  N o . 1 9 0 ,  p . 8 3 0 ,  b 2 6 - 2 7 )   
1 5 1

《 佛 本 行 集 經 》 卷 4 8 ： 「 我 唯 取 真 理 ， 不 好 名 與 句 。 智 者 愛 實 義 ， 依 義 我 修

行 。 」 ( T 0 3 ,  N o . 1 9 0 ,  p . 8 7 6 ,  b 1 9 - 2 0 )  
1 5 2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卷 2 6 ： 「 菩 薩 摩 訶 薩 修 大 涅 槃 ， 於 一 切 法 悉 無 所 見 。 若 有 見

者 不 見 佛 性 ， 不 能 修 習 般 若 波 羅 蜜 ， 不 得 入 於 大 般 涅 槃 。 」  

( T 1 2 ,  N o . 3 7 4 ,  p . 5 2 1 ,  b 1 1 -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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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 ， 於 一 切 法 悉 無 所 見 ， 若 有 見 者 ， 不 見 佛 性 ， 不 能 修 習 般

若 波 羅 蜜 ， 不 得 入 於 大 般 涅 槃 。 1 5 2」  

說 明 ： 自 覺 聖 智 亦 可 稱 摩 訶 般 涅 槃 那 、 大 般 涅 槃 、 涅 槃 、 大 滅 度 、

大 圓 寂 、 完 全 解 脫 、 法 身 、 般 若 、 佛 性 、 般 若 波 羅 蜜 等 。  

3 . 1 . 9  解 脫 ： [ 梵 ] m o k ṣ a ,  v i m u k t i ,  v i m o k ṣ a  
[巴 ] M o k k h a 、 m u t t i 、 v i m o k k h a、 v i m u t t i  
[英 ] l i b e r a t i o n  

指 二 乘 聲 聞 等 無 法 思 議 之 大 乘 教 法 。 解 脫 ( m o k ṣ a  或 m u k t i ) ，

從  M o n i e r  W i l l i a m s 編 纂 的 《 梵 英 字 典 》 ， 其 詞 原 是 m o k s ，

意 為 擺 脫、無 束 縛。而 巴 利 文 協 會 編 纂 的《 巴 利 文 - 英 文 字 典 》

認 為 ， m o k k h a 源 予 m u c ， 意 為 放 鬆 、 釋 放 。 並 認 為 於 早 期 吠

陀 時 代 ， 尚 未 有 「 解 脫 」 概 念 ， 因 此 ， 「 解 脫 」 一 詞 可 能 是

吠 陀 晚 期 的 術 語 。 「 解 脫 」 亦 為 三 昧 之 異 名 。 三 昧 之 自 在 無

礙 ， 離 一 切 繫 縛 ， 故 稱 解 脫 。  

說 明 ： 自 覺 聖 智 之 異 名 為 解 脫 、 放 鬆 、 釋 放 、 三 昧 、 自 在 無 礙 。  

3 . 1 . 1 0  見 道 ： [ 梵 ] d a r ś a n a - m ā r g a ;  m ā r g a - d a r ś a n a ;  ā r y a - m ā r g a ,  d a r ś a n a ,  d a r ś a n ā k h y a  
[藏 ] m t h o n g  l a m  
[英 ] t h e  p a t h  o f  i n s i g h t  

又 作 見 諦 道 、 見 諦 ， 為 修 行 之 階 位 。 與 修 道 、 無 學 道 合 稱 為

三 道 。 指 以 無 漏 智 現 觀 四 諦 ， 見 照 其 理 之 修 行 階 位 。 見 道 1 5 3

以 前 者 為 凡 夫 ， 入 見 道 以 後 則 為 聖 者 。 其 次 ， 見 道 後 更 對 具

體 之 事 相 反 覆 加 以 修 習 之 位 ， 是 修 道 ， 與 見 道 合 稱 有 學 道 。

相 對 於 此 ， 無 學 道 又 作 無 學 位 、 無 學 果 、 無 學 地 ， 意 指 既 入

究 極 之 最 高 悟 境 ， 而 達 於 已 無 所 學 之 位 。 依 小 乘 佛 教 ， 以 修

三 賢 、 四 善 根 等 之 準 備 修 行（ 七 方 便 ）為 始 者 ， 能 生 無 漏 智 ，

而 趨 入 見 道 。 大 乘 則 以 初 地 為 入 見 道 ， 故 稱 菩 薩 之 初 地 為 見

道 ， 第 二 地 以 上 為 修 道 ， 至 第 十 地 與 佛 果 方 可 稱 無 學 道 。 密

教 以 始 生 淨 菩 提 心 之 位 ， 稱 為 見 道 。 以 無 漏 智 明 白 判 斷 道 理

者 ， 稱 為 決 擇 （ 決 斷 簡 擇 ） ， 見 道 為 決 擇 之 一 部 分 ， 故 稱 為

決 擇 分 。      

又 悟 入 涅 槃 之 境 界 或 欲 達 到 涅 槃 之 聖 道 皆 是 正 性 ， 故 特 稱 見

道 為 正 性 。 又 因 所 有 之 聖 道 皆 令 離 煩 惱 ， 稱 為 離 生 ， 見 道 令

離 異 生 （ 凡 夫 ） 之 生 ， 故 特 稱 見 道 為 離 生 ； 是 故 見 道 又 稱 正

性 離 生 、 正 性 決 定 （ 決 定 必 趣 涅 槃 之 意 ） 。 見 道 所 斷 （ 又 作

見 道 斷 、 見 所 斷 ） 之 煩 惱 ， 略 稱 見 惑 ； 修 道 所 斷 （ 又 作 修 道

斷 、 修 所 斷 ） 之 煩 惱 ， 略 稱 修 惑 。  

說 明 ： 自 覺 聖 智 別 稱 為 見 道 、 見 諦 、 見 諦 道 、 修 道 、 無 學 道 、 無 漏

智 、 現 觀 四 諦 、 見 照 、 見 道 、 聖 者 、 正 性 、 有 學 道 、 無 學 位 、

無 學 果 、 無 學 地 、 究 極 悟 境 、 淨 菩 提 心 、 決 擇 、 決 擇 分 、 悟

入 涅 槃 、 聖 道 、 正 性 離 生 、 正 性 決 定 、 見 道 所 斷 、 見 惑 、 修

道 所 斷 、 修 惑 。  

                                                   
1 5 3

《 阿 毘 達 磨 大 毘 婆 沙 論 》 卷 3 ： 「 見 道 能 為 畢 竟 對 治 ， 是 故 見 道 獨 說 離 生 。 諸

不 正 見 ， 要 由 見 道 ， 能 畢 竟 斷 故 名 正 性 。 世 第 一 法 無 間 引 起 ， 故 說 能 入 正 性

離 生 。 復 次 一 切 煩 惱 或 諸 貪 愛 ， 能 令 善 根 不 得 成 熟 ， 及 令 諸 有 潤 合 起 過 ， 皆

名 為 生 。 見 道 起 已 摧 彼 勢 力 ， 令 不 復 為 增 上 生 過 ， 由 此 見 道 獨 名 離 生 。 」  

( T 2 7 ,  N o . 1 5 4 5 ,  p . 1 3 ,  a 6 - 1 3 )  



 72

綜 上 所 述 ， 以 及 從 本 論 文 附 錄 四 所 彙 整 出 《 楞 伽 經 》 之 「 自 覺 聖

智 」 的 涵 義 ， 可 知 「自覺 聖 智 」包含有：開悟、菩提、覺悟、 覺 知 、

證悟、解脫、涅槃、正覺、 正智、般若、如如、真如、 真 諦 、 真 理 、

實 相 、 見 性 、 成 道 、 成 佛 、 明 心 、 真 心 、 如 來 藏 、 如 來 藏 識 、 不 二 、

中 道 與 佛 性 等 等 。 雖 然 如 此 ， 這 些 名 相 或 語 詞 ， 都 是 假 名 施 設 ， 以 作

為 認 知 佛 所 證 得 之 深 邃 智 慧 。  

既 然 已 認 知 了「 自 覺 聖 智 」之語 義；已知 佛 是 證 得「 自 覺 聖 智 」，

這和吾人的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 生活又有甚麼不同呢？佛陀 既然

是已覺悟的人，其言行舉止以及所說 所教，皆為覺悟、菩提等的體現。

在研究動機的一節，曾欲探尋何以能 成正覺？又如何才能擺脫生 死的

束縛？這就不得不從佛之證悟經驗後 之教義，來作為吾人的學理 依據

和基礎。於此，就有必要對「智 慧」與「識」作深一層的了解。 若 要

清 楚 「 智 」 ， 同 時 就 必 須 對 「 識 」 有 所 掌 握 。  

 

「 識 」 、 「 智 」 與 「 自 覺 聖 智 」 的 觀 念 ：  

「 識 」 [梵 ] v i j b ān a ,  v i j b a p t i ,  v i -√ j b ā ,   

[巴 ] v i j b ān a ,   

[藏 ] r n a m  s h e s ,   

[英 ] 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 ,  c o g n i t i o n ,  m i n d  

「 智 」 [梵 ] j b ān a ,  p r a j b ā ,  b u d d h i ;  a b h i -√ j b ā ,   

[巴 ] J b ān a ,  

[英 ] k n o w l e d g e ,  w i s d o m ,  t r a n s c e n d e n t a l  w i s d o m  

「 智 」 能 直 接 掌 握 真 相 或 實 體 的 整 體 或 大 全 ； 而 「 識 」 則 將 對 象

分 為 主 體 與 客 體 。 「 識 」 的 認 識 方 式 ， 是 分 析 並 一 一 列 舉 出 某 一 物 或

對 象 ， 如  A； 然 後 認 定 A 的 構 成 要 素 是 由 所 舉 出 等 要 素 所 組 成 。 此 認

識 只 是 對 A 做 過 一 番 分 析 而 已 ， 並 非 作 透 徹 無 遺 的 分 析 。 分 別 實 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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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識 」的 功 能，在 實 務 方 面 頗 有 裨 益，但 卻 不 屬「 智 」的 序 列。因「 識 」

永 遠 無 法 達 到 極 點 ， 只 帶 來 互 相 倍 增 的 效 果 。 1 5 4  

「 智 」 可 直 觀 到 整 個 整 體 ， 能 將 萬 法 作 一 整 體 性 是 從 內 部 去 掌 握

實 相 。 此 方 式 ， 是 能 將 整 個 情 勢 反 轉 而 滲 透 其 內 部 的 生 命 或 本 體 ， 也

就 是 「 自 覺 聖 智 」 直 觀 察 的 方 法 。 「 智 」 的 認 識 方 式 則 是 掌 握 它 的 本

來 面 目 ， 而 不 將 它 分 離 或 切 成 碎 片 ， 直 接 的 掌 握 它 的 整 一 或 大 全 ， 以

佛 教 的 名 相 或 語 詞 即「 如 如 1 5 5 」的 狀 態 。「 如 如 」二 字 ， 指 真 如 之 理 。

以 真 如 門 有 體 、 相 二 如 ， 故 重 複 之 而 稱 為 「 如 如 」 。 同 類 用 語 有 「 如

如 法 身 」 ， 也 是 指 如 如 之 真 理 。  

「 自 覺 聖 智 」， 實 為 如 來 之 境 界 ， 亦 是 佛 法 修 煉 的 不 可 思 議 法 門 ，

能 以 心 識 當 下 離 垢 、 解 脫 為 修 持 目 標 。 凡 夫 愚 痴 之 心 ， 不 知 道 佛 自 覺

的 真 實 境 界 。 況 且 ， 心 本 來 如 夢 幻 ， 實 無 有 一 法 可 得 。 雖 然 眼 前 的 一

切 都 俱 現 如 真 實 ， 其 實 都 是 心 、 意 、 識 虛 妄 的 作 用 ， 如 畫 師 為 悅 眾 之

意 願 而 作 畫 一 樣 ， 沒 有 真 實 性 的 存 在 。  

「 自 覺 聖 智 」 亦 即 掌 握 此 種 真 相 或 真 理 的 一 體 性 、 完 整 性 、 如 如

性 ， 不 將 真 相 分 割 成 任 何 種 類 的 二 分 法 ； 不 將 真 相 作 形 上 學 的 分 析 ，

不 作 物 理 學 的 分 析 ， 更 不 作 化 學 上 的 分 析 。 若 真 欲 以 語 詞 的 方 式 來 談

論 或 表 達 的 話 ， 可 勉 強 以 「 超 越 」 來 解 說 。 如 水 野 弘 元 在 《 佛 教 的 真

髓 》 裡 認 為 ：  

                                                   
1 5 4

 鈴 木 大 拙 著 ， 《 禪 天 禪 地 》 〈 悟 的 意 義 〉 ， 台 北 ： 志 文 出 版 社 ， 1 9 8 1 年 ， 初

版 ， p . 3 9 ~ 4 8 。  
1 5 5 《 佛 地 經 論 》 卷 7： 「 一 切 法 者 ， 謂 世 出 世 、 有 漏 無 漏 、 蘊 界 處 等 。 真 如 即 是

諸 法 實 性 、 無 顛 倒 性 ， 與 一 切 法 不 一 不 異 ， 體 唯 一 味 。 隨 相 分 多 或 說 二 種 ， 謂

生 空 無 我 、 法 空 無 我 。 真 如 實 非 空 無 我 性 ， 離 分 別 故 ， 絕 戲 論 故 。 但 由 修 習 空

無 我 觀 ， 滅 障 真 如 我 、 我 所 執 而 證 得 ， 故 名 空 無 我 。 」  

( T 2 6 ,  N o . 1 5 3 0 ,  p . 3 2 2 ,  c 2 9 - p . 3 2 3 ,  a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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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佛法，其特質實際上並非 個別單獨存在，而是整體不

可分割地蘊含在佛教的教法中， 如此方能超越理論而進入圓

滿實踐的領域。 1 5 6 

可 見 「 自 覺 聖 智 」 即 是 真 理 、 真 相 、 涅 槃 、 中 道 、 超 越 人 間 一 切

理 論 而 進 入 無 限 制 、 無 邊 際 、 圓 滿 實 踐 的 領 域 。 佛 以 具 足 圓 滿 「 自 覺

聖 智 」 來 教 導 不 同 機 緣 的 弟 子 ， 最 終 無 非 是 讓 弟 子 們 能 了 知 諸 法 之 實

相 ， 然 後 能 與 佛 一 樣 層 層 的 轉 進 入 佛 之 覺 境 。 由 此 就 可 以 帶 出 「 自 覺

聖 智 」 主 要 義 涵 是 ： 「 如 來 的 智 慧 ， 是 不 由 他 悟 ， 必 須 親 證 」 。 諸 佛

如 來 都 是 以 這 樣 的 方 式 ， 自 己 親 證 如 來 智 慧 。 因 此 ， 「 自 覺 聖 智 」 乃

是 凡 夫 與 佛 最 大 的 差 別 所 在 ， 也 就 是 為 甚 麼 ， 釋 尊 已 成 佛 ， 而 凡 夫 還

在 輪 迴 的 關 鍵 所 在 。  

 

第 二 節 「 自 覺 聖 智 」 之 語 詞 於 相 關 經 典 中 的 意 義  

一 切 語 言 文 字 也 不 等 於 諸 佛 證 悟 之 內 容 。 關 於 此 義 ， 各 個 宗 派 有

不 同 的 說 法 ： 華 嚴 宗 謂 「 果 分 不 可 說 」 ， 禪 宗 謂 「 不 立 文 字 」 ， 天 台

宗 亦 立 有 「 四 不 可 說 」 之 義 ， 而 本 經 稱 之 為 「 自 覺 聖 智 」 。 「 自 覺 聖

智 」 亦 如 同 法 爾 本 然 ， 無 論 那 一 語 詞 只 要 與 成 佛 有 關 連 者 ， 皆 與 「 自

覺 聖 智 」 有 密 切 的 互 為 連 系 。 如 ： 佛 證 得 「 自 覺 聖 智 」 而 成 就 正 等 正

覺 ； 佛 親 證 「 自 覺 聖 智 」 而 入 涅 槃 ； 若 具 足 「 自 覺 聖 智 」 眾 生 可 得 解

脫 等 等 。  

明 白 真 理 ， 原 是 開 佛 之 知 見 ， 於 生 死 中 得 到 自 在 ， 進 而 能 轉 變 ，

使 他 人 也 能 和 自 己 一 樣 ， 發 起 了 自 覺 、 覺 他 ， 覺 行 圓 滿 的 理 想 。 這 裡

主 要 帶 出 的 是 斷 惑 證 理 。 縱 使 有 頓 漸 的 差 別 ， 但 應 該 把 這 置 於 第 一 層

次 來 處 理 ； 無 論 那 一 宗 派 ， 都 是 一 樣 的 。 可 是 重 學 經 行 的 風 尚 ， 在 佛

世 的 時 候 ， 也 有 偏 重 於 理 論 的 考 察 或 戒 行 的 謹 守 、 不 離 有 、 無 、 生 、

                                                   
1 5 6

 水 野 弘 元 著 ， 香 光 書 鄉 編 譯 組 譯 ， 《 佛 教 的 真 髓 》 ， 嘉 義 市 ： 香 光 書 鄉 ， 民

9 1 ( 2 0 0 2 )  年 ， 初 版 ， p . 2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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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的 見 解 。 這 些 人 是 被 佛 呵 責 為 迷 倒 的 眾 生 ， 即 使 怎 樣 地 埋 頭 於 經 教

組 織 的 研 究，或 哲 理 的 研 究；縱 使 了 解 真 理， 也 不 能 獲 得 解 脫。 自 然 ，

也 不 能 稱 之 為 達 到 修 道 的 目 的 了 。 所 以 不 得 自 心 的 真 理 者 ， 成 佛 是 不

可 能 的 。  

在 第 一 節 已 討 論 了 「 自 覺 聖 智 」 的 相 關 語 詞 。 除 了 本 經 之 「 自 覺

聖 智 」 相 關 的 語 詞 ， 接 著 在 第 二 節 ， 就 試 著 從 其 他 不 同 時 代 、 不 同 派

系 的 典 籍 來 對 照 其 對 「 自 覺 聖 智 」 之 義 涵 。 由 於 所 涉 及 「 自 覺 聖 智 」

的 經 典 也 不 少，故 將 詳 細 經 文 內 涵 彙 整 並 置 於 本 論 文 之 附 錄 五：『「自

覺聖智」於相關經典之義涵』。 以 下 ， 略 舉 「 自 覺 聖 智 」 的 相 關 經 典 與 意

義 。 如 ： 《長阿含經》、《 大 乘 理 趣 六 波 羅 蜜 多 經 》 與《 金 剛 三 昧 經 》

等，其對於「 自 覺 聖 智 」 的 觀 點 又 如 何 ？  

一、「自覺聖智」於《長阿含經》之義涵 

佛 陀 在 世 時 ， 印 度 當 時 就 有 九 十 六 種 外 道 、 六 十 二 邪 見 以 及 六 師

等 ， 不 外 是 神 意 論 者 、 無 因 論 者 、 極 端 主 義 者 等 思 想 混 雜 的 時 代 。 佛

陀 如 何 向 他 們 提 出 依 其 正 覺 所 悟 之 真 理 呢 ？ 在 《 長 阿 含 經 》 ， 有 記 載

唯 有 聖 智 者 ， 才 能 諦 見 正 道 和 知 足 。 如 經 文 ：  

佛告阿難：「此有為法，無常變 易。要歸磨滅，貪欲無厭。

消散人命，戀著恩愛，無有知足 。唯得聖智，諦見道者，爾

乃知足。阿難！我自憶念，曾於 此處六返，作轉輪聖王。終

措骨於此，今我成無上正覺，復 捨性命，措身於此。自今已

後，生死永絕。無有方土，措吾身處。此最後邊，更不受有。」
15 7 

以 上 引 文 主 要 標 示 出 ， 從 根 本 佛 教 之 教 法 ， 可 覺 察 佛 陀 已 經 有 強

調 「 自 覺 聖 智 」 的 甚 深 義 涵 。 佛 陀 對 於 法 的 觀 察 ， 是 不 離 於 現 實 的 人

生 現 象 。 重 點 就 在 佛 陀 能 洞 察 ， 人 本 身 的 現 實 是 包 含 矛 盾 與 痛 苦 的 ，

因 而 探 求 如 何 由 苦 解 脫 出 來 ， 這 就 必 須 具 備 滅 苦 的 聖 智 了 。  

                                                   
1 5 7

《 長 阿 含 經 》 卷 4 ： ( T 0 1 ,  N o . 1 ,  p . 2 4 ,  b 1 8 - 2 5 )  



 76

二、「自覺聖智」於《大乘理趣六波羅蜜多經》之義涵 

此 經 述 說 甚 深 理 趣、決 定 了 義、菩 薩 摩 訶 薩 六 波 羅 蜜 多 及 其 真 言 。

闡 明 布 施 、 淨 戒 、 安 忍 、 精 進 、 靜 慮 、 般 若 等 六 波 羅 蜜 多 及 其 功 德 ，

以 令 未 發 心 者 知 如 何 發 心 ， 已 發 心 者 知 如 何 修 行 。 如 經 云 ：  

無盡藏菩薩言：「汝若已知，云何更問？乃生二種分別之心。

若言來者是緣起義，若言去者是緣滅義。何處無此生滅相耶？

然我國土無有去來生滅之相，若無去來，即是聖智所行之處；

若有去來，即是世間生滅之相。 若有音聲文字，亦是世間生

滅起盡之相。然我國土本無文字 ，亦無言說起盡之相。若無

起盡，即是自覺聖智所行之 境。離文字相是則解脫。」 1 5 8 

經 文 明 示 ， 若 有 去 來 、 音 聲 文 字 ， 此 是 世 間 生 滅 起 盡 之 相 ， 若 能

離 文 字 相 ， 是 則 解 脫 ； 若 無 去 來 、 生 滅 之 相 ， 也 就 是 自 覺 聖 智 所 行 之

境 。 凡 夫 常 以 顛 倒 所 執 之 二 分 別 心 ， 諸 佛 說 法 只 為 淨 離 惑 智 的 障 礙 ，

去 來 、 生 滅 者 ， 乃 有 為 虛 妄 之 相 。 自 覺 聖 智 顯 示 行 者 應 依 文 字 而 入 ，

而 不 可 執 文 字 相 ， 亦 指 依 文 字 求 實 相 ， 方 得 依 義 不 依 語 之 善 巧 。  

三、「自覺聖智」於《金剛三昧經》之義涵 

《 金 剛 三 昧 經 》 其 內 容 係 闡 釋 諸 法 空 、 真 如 、 如 來 藏 等 。 本 經 雖

僅 一 卷 ， 然 已 賅 攝 諸 大 乘 思 想 ， 堪 為 菩 薩 出 世 度 人 之 法 寶 。 如 經 云 ：  

若無思慮，則無生滅，如實不起 ，諸識安寂。流注不生，得

五法淨，是謂大乘。菩薩入五法 淨，心即無妄。若無有妄，

即入如來自覺聖智之地。入智地 者，善知一切從本不生，知

本不生，即無妄想。 15 9 

由 此 可 了 知 ， 入 自 覺 聖 智 之 地 者 ， 善 知 一 切 從 本 不 生 ， 即 無 妄 想 。

《 楞 伽 經 》 與 《 般 若 經 》 的 立 場 ， 以 慧 為 第 一 ， 以 般 若 波 羅 蜜 為 一 切

的 基 礎 。 這 與 歷 來 的 佛 教 ， 都 以 戒 定 慧 的 主 張 ， 掃 除 一 切 執 著 ， 孕 育

                                                   
1 5 8

《 大 乘 理 趣 六 波 羅 蜜 多 經 》 卷 2 ： ( T 0 8 ,  N o . 2 6 1 ,  p . 8 7 0 ,  c 2 5 - p . 8 7 1 ,  a 4 )  
1 5 9

《 金 剛 三 昧 經 》 卷 1 ： ( T 0 9 ,  N o . 2 7 3 ,  p . 3 6 6 ,  c 2 2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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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切 具 體 的 實 踐 。 「 自 覺 聖 智 」 亦 是 同 樣 以 慧 作 為 戒 定 的 內 容 而 表 現

其 作 用 ， 而 這 亦 是 持 續 不 變 的 作 為 菩 薩 生 活 上 的 指 南 。  

從 本 論 文 附 錄 五 所 彙 整 的 諸 經 對 於 「 自 覺 聖 智 」 的 義 涵 ， 大 致 上

都 與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義 涵 相 近 。 佛 教 經 典 的 傳 承 ， 分 為 二

類：解 脫 道 和 菩 提 道 的 經 典。屬 於 解 脫 道 之 類 的 經 典，如《 雜 阿 含 經 》，

一 方 面 ， 五 蘊 色 身 之 流 轉 ， 切 換 到 五 蘊 色 身 之 還 滅 。 屬 於 菩 提 道 眾 多

的 經 典 ， 就 有 ： 《 般 若 經 》 、 《 解 深 密 經 》 、 《 說 無 垢 稱 經 》 、 《 楞

伽 經 》 、 《 華 嚴 經 》 等 。  

 總 的 來 說 ， 從 上 所 引 述 ， 可 覺 察 《 楞 伽 經 》 之 「 自 覺 聖 智 」 是 不

與 外 道 相 論 ， 外 道 因 計 著 分 別 ， 所 以 不 能 得 常 不 思 議 。 此 常 不 思 議 ，

就 牽 連 到 第 二 課 題 ：『「 自 覺 聖 智 」乃 是「 心 、 意 、 意 識 」 的 轉 依 』，

以 下 就 來 分 析 第 二 課 題 ：  

 

第二課題：「自覺聖智」乃是「心、意、意識」的轉依 

宋 譯 與 魏 譯 《 楞 伽 經 》 譯 作 心 、 意 、 意 識 ， 唐 譯 《 楞 伽 經 》 譯 作

心 、 意 、 識 1 6 0 。 唯 識 學 派 認 為 ： 前 六 識 都 可 以 稱 為 意 識 ， 因 為 雖 依 眼

等 根 ， 緣 色 等 境 ， 而 實 為 一 意 識 的 隨 根 而 得 ， 只 不 過 依 名 而 不 同 ； 又

有 依 意 而 名 意 識 ， 六 識 都 依 意 而 生 ， 所 以 六 識 都 可 名 為 意 識 。 此 意 思

說 明 眼 等 諸 識 ， 是 意 識 的 差 別 ， 都 是 從 意 根 所 生 的 識 ， 其 體 是 一 ， 所

以 沒 有 列 舉 前 五 識 的 必 要 ， 並 非 單 說 六 識 中 的 第 六 識 。 意 識 和 識 ， 似

乎 不 同 。 識 ， 通 指 前 六 識 ； 若 說 意 識 ， 這 就 單 指 第 六 意 識 了 1 6 1 。 若 欲

知 凡 夫 是 如 何 依 止 心、意、意 識 而 得 以 將 識 轉 依 為 智 ？ 這 就 必 須 對 心 、

意 、 意 識 之 義 涵 作 了 解 ：  

 

                                                   
1 6 0

 參 閱 本 論 文 附 錄 三 ： 《 楞 伽 經 》 三 漢 譯 本 經 文 對 照 ， 編 號 0 8 2 。  
1 6 1

 印 順 《 大 乘 起 信 論 講 記 》 ， 台 北 ： 正 聞 出 版 社 ， 1 9 9 2 修 訂 一 版 ， p.1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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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心  

心［ 梵 ］c i t t a ,  c e t a s ,  m a n a s ,  ［ 巴 ］c i t t a ,  ［ 英 ］  c i t t a ,  m i n d ,  m e n t a l ,  t h o u g h t ,  

h e a r t .  「 心 」 之 意 譯 。 音 譯 作 「 質 多 」 。 又 作 心 法 、 心 事 ， 指 遠 離 對

象 仍 具 有 思 量 之 作 用 。 「 心 」 有 三 義 ：  

1 .  「 心 」 指 心 王 及 心 所 法 之 總 稱 ， 於 色 （ 物 質 ） 、 身 （ 肉 體 ） 而

言 ， 相 當 於 五 蘊 中 之 受 、 想 、 行 、 識 等 四 蘊 。  

2 .  指 統 一 「 心 」 之 主 體 ─ 「 六 識 」 或 「 八 識 」 。 就 心 王 而 言 ， 屬

五 位 之 一 ， 相 當 於 五 蘊 中 之 識 蘊 。  

3 .  在 大 乘 唯 識 宗 ， 「 心 」 則 指 第 八 「 阿 賴 耶 識 」 ， 含 有 「 積 集 」

之 義 ， 乃 諸 法 產 生 之 根 本 體 源 ， 故 亦 稱 「 集 起 心 」 ， 亦 是 「 阿

賴 耶 識 」 蓄 積 種 子 而 能 生 起 「 現 行 」 之 意 。 然 對 心 、 意 、 識 三

者 ， 小 乘 有 部 等 主 張 三 者 為 同 物 之 異 名 。  

二 、 意  

第 七 末 那 識 稱 為 「 意 」 ， 即 思 惟 作 用 。 將 心 之 主 體 從 所 屬 之 作 用

分 開 時 ， 前 者 稱 「 心 王 」 ， 後 者 稱 為 「 心 所 」 。 「 六 識 」 或 「 八 識 」

此 稱 為 心 王 ， 心 所 乃 指 隨 之 而 生 起 者 ， 亦 是 細 微 之 精 神 作 用 。 此 外 ，

佛 教 對 於 「 心 」 與 「 物 」 之 存 在 ， 乃 主 張 「 心 」 與 「 物 」 為 相 輔 相 成

之 關 係 ， 不 論 任 何 一 方 皆 不 能 單 獨 存 在 ， 故 佛 教 既 非 唯 心 論 ， 亦 非 唯

物 論 ， 而 係 一 種 空 無 自 性 論 ， 稱 為 色 心 不 二 。 然 自 實 踐 之 方 法 而 言 ，

則 佛 教 特 別 強 調 心 之 主 體 性 ， 所 以 會 被 視 為 唯 心 論 的 原 因 。  

三 、 意 識  

前 六 識 稱 為 「 識 」 ， 梵 語 ( v i j b a n a ) ， 即 了 別 、 認 識 作 用 。 六 識 ， 也

就 是 吾 人 所 有 諸 種 經 驗 ， 從 原 始 之 感 覺 至 高 度 之 思 考 均 包 括 在 內 。 凡

能 統 攝 多 種 經 驗 內 容 之 作 用 ， 皆 稱 為 「 意 識 」 。 至 於 意 識 與 物 質 之 關

係 ， 乃 哲 學 上 之 核 心 問 題 ， 「 觀 念 論 」 或 稱 「 唯 心 論 」 否 定 物 質 之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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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 性 ， 視 思 考 、 精 神 為 一 切 之 根 源 。 反 之 ， 「 唯 物 論 」 視 「 意 識 」 為

物 質 存 在 、 自 然 之 產 物 。  

以 上 回 應 在 研 究 動 機 所 提 及 之 課 題 二：「 自 覺 聖 智 」是 如 何 從「 心 、

意 、 意 識 」 的 不 同 層 次 而 得 「 轉 識 成 智 」 ；《 楞 伽 經 》 到 底 是 「 唯 識 」

還 是 「 唯 心 」 ？ 這 與 如 來 自 然 覺 知 諸 法 的 實 證 的 關 係 如 何 ？ 以 下 將 逐

一 探 討 ：  

四 、 唯 心  

佛 是 因 大慧之問而開演《 楞 伽 經 》 自 證 的 心 地 法 門 ， 即 說 眾 生 如 何

能 達 致 與 佛 共 同 的 心 地 。 自 證 並 非 凡 夫 外 道 所 能 臆 測 、 推 想 的 言 說 ，

而 是 此 時 的 心 地 已 親 自 切 入 並 契 合 佛 之 心 地 。 所 以 《 楞 伽 經 》 自 證 的

心 地 法 門 ， 是 眾 生 入 道 的 依 據 1 6 2 ， 亦 是 佛 說 法 的 本 源 。 從 五 蘊 、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 以 及 眾 生 、 佛 、 聖 賢 與 凡 夫 愚 痴 之 所 以 有 著 天 淵 之 別 ，

是 唯 此 心 的 緣 故 。 然 而 ， 也 必 須 唯 賴 此 心 地 ， 才 能 通 達 與 證 得 。 如 佛

在 《楞伽阿跋多羅寶經》卷一云： 

大慧！是故欲得如來隨入身者，當遠離陰界入心因緣，所作方便生住

滅妄想虛偽，唯心直進。觀察無始虛偽過、妄想習氣因，三有思惟無

所有，佛地無生到自覺聖趣，自心自在到無開發行，如隨眾色摩尼，

隨入眾生微細之心，而以化身隨心量度，諸地漸次相續建立。是 故，

大慧！自悉檀善應當修學。
16 3 

如 果 欲 獲 得 佛 身 ， 應 當 了 知 五 陰 、 十 八 界 、 十 二 入 、 是 從 心 所 而

起 因 緣 生 滅 之 法 ， 並 於 諸 法 上 遠 離 分 別 妄 想 習 氣 。 於 依 他 起 性 上 遠 離

遍 計 執，以 緣 生 無 性，當 體 即 空；一 切 唯 心，所 以 當 安 住 諸 法 唯 心 觀 ，

趨 向 佛 果 。 觀 察 三 有 之 苦 ， 都 是 從 無 始 以 來 虛 偽 過 患 ， 習 氣 為 因 之 所

集 起 ， 了 知 三 界 唯 心 。  

                                                   
1 6 2

呂 澂 著 ， 《 呂 澂 佛 學 論 著 選 集 》 卷 ( 二 ) ， 〈 入 楞 伽 經 講 記 〉 ， 濟 南 經 ： 齊 魯 書

社 出 版 發 行 ， 1 9 9 1 年 ， 初 版 ， p . 1 2 1 7 。  
1 6 3

《楞伽阿跋多羅寶經》卷 1：(T16, No. 670, p.483, c27 - p.484,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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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惟 世 出 世 間 最 究 竟 上 上 之 佛 法 ， 也 是 從 自 心 所 現 ， 實 無 所 緣 相

分 可 得 ， 此 無 相 中 也 沒 有 所 謂 的 生 滅 ， 這 就 通 達 佛 果 智 自 證 的 實 相 境

界 。 由 此 了 知 一 切 唯 心 ， 得 大 自 在 ， 無 功 用 行 ， 能 遊 諸 佛 剎 土 ； 以 八

地 菩 薩 而 得 色 自 在 ， 就 像 如 意 寶 珠 ， 能 在 明 空 中 顯 現 諸 色 像 ， 沒 有 定

形 ； 菩 薩 也 是 隨 眾 生 差 別 之 「 心 量 」 1 6 4 ， 而 現 出 差 別 身 ， 說 差 別 法 ，

漸 昇 諸 地 至 證 果 位 。 這 大 乘 自 行 的 悉 檀 善 法 ， 為 一 切 法 唯 心 觀 門 ， 是

有 別 於 凡 外 及 二 乘 的 。  

五 、 唯 識  

所 謂 「 唯 識 1 6 5 」( v i j b a p t i m ā t r a )， 即 表 示 只 有 表 象 ( v i j b a p t i ,  識 )；被 認

為是表象的東西，在外界是無存在的 。唯識學派舉出各種理由來 證明

作為表象而在心中映現出來的形象， 並不屬於外界的存在物。這 可被

理解為同一的東西，對應予見者的境 遇之差別，而不同地被表象出來。

表象並不是通過映寫外界的實在而生 的；而是由主觀內部自發地 顯現

出來的東西。然而， 「 唯 識 」 的 真 理 性 是 可 以 證 實 的 ， 如 ： 在 夢 與 想

像 等 的 日 常 經 驗 中，或 是 在 瑜 伽 與 禪 定 等 的 修 習 過 程 中，外 界 的 對 象 ，

即 使 不 是 實 在 ， 但 卻 能 生 起 對 象 的 表 象 。 因 此 ， 唯識學派認為，一般

之所以為離開心識，還有外界的存在 ；而實際上，也只不過是在 識上

的顯現而已。如經云：  

大慧！[於]彼一切眾生界皆悉如幻，不勤因緣遠離內外境界，心外無

所見，次第隨入無相處。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

分別觀察，當得如幻三昧，度自心現無所有，得住般若波羅蜜。捨離

彼生所作方便，金剛喻三摩提隨入如來身。隨入如如化，神通自在慈

悲方便具足莊嚴等，入一切佛剎外道入處。離心意意識，是菩薩漸次

轉身得如來身。16 6 

                                                   
1 6 4

「 心 量 」 一 語 ， 後 來 譯 為 「 唯 心 」 ， 即 知 染 淨 法 以 心 為 限 ， 不 離 心 外 ， 而 住 唯

心 。 住 唯 心 者 ， 即 知 一 切 諸 有 ， 皆 由 無 始 妄 想 習 氣 而 起 。 參 閱 ： 呂 澂 著 ， 《 呂

澂 佛 學 論 著 選 集 》 卷 ( 二 ) ， 〈 入 楞 伽 經 講 記 〉 ， 濟 南 經 ： 齊 魯 書 社 出 版 發 行 ，

1 9 9 1 年 ， 初 版 ， p . 1 2 4 7 。  
1 6 5

 印 順 《 大 乘 起 信 論 講 記 》 ， 台 北 ： 正 聞 出 版 社 ， 1 9 9 2 修 訂 一 版 ， p.4 1 6 。  
1 6 6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3 ,  c 1 9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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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 以 空 、 無 起 之 因 緣 ， 度 如 幻 之 眾 生 ，

了 達 種 種 境 界 ， 離 心 而 無 所 得 ， 行 無 相 之 道 ， 漸 漸 昇 入 諸 地 。 了 達 三

界 唯 心 、 入 如 幻 三 昧 、 得 方 便 智 、 離 諸 有 無 ， 到 達 菩 薩 究 竟 之 地 。 能

把 從 無 始 以 來 ， 虛 妄 、 分 別 、 煩 惱 ， 剎 那 剎 那 斷 盡 ， 就 能 入 解 脫 道 ，

離 於 外 道 所 起 之 心 、 意 、 意 識 ， 轉 所 依 識 ， 即 成 佛 身 。 經 中 ， 大 慧 菩

薩 再 次 請 佛 明 示 ：   

爾時，大慧菩薩，復白佛言：「世尊！所說心、意、意識、五法、自

性、相，一切諸佛菩薩所行，自心見等所緣境界不和合，顯示一切說

成真實相，一切佛語心。為楞伽國摩羅耶山海中住處諸大菩薩，說如

來所歎海浪藏識境界法身。」16 7 

 本 經 之 題 「 一 切 佛 語 心 品 」 ， 是 指 四 種 法 門 ： 「 五 法 」 、 「 三 自

性 」、「 八 識 」、「 二 無 我 」， 亦 稱 諸 識 之 緣 起 乃 是 自 心 所 現 量 。「 心 」

是 集 起 義 ， 指 第 八 識 ， 集 諸 種 子 之 起 而 現 行 。 「 意 」 指 恆 審 思 量 ， 指

第 七 末 那 識，能 為 第 六 意 識 之 根。「 意 識 」是 指 依 第 七 為 根 之 第 六 識 ；

「 識 」 字 統 括 前 六 識 。 六 識 依 第 七 為 根 而 得 名 「 意 識 」 ； 第 七 恆 審 思

量 第 八 識 為 「 我 」 ， 正 名 為 「 意 」 。 識 者 、 明 瞭 種 種 境 界 而 起 分 別 。

第 六 識 雖 然 能 了 別 ， 可 是 細 觀 察 時 是 有 間 斷 的 。 前 五 識 必 須 依 塵 境 才

能 發 識 ， 若 無 塵 境 當 前 ， 識 就 不 能 生 起 ， 所 以 識 會 有 間 斷 的 原 故 。  

「 五 法 」、「 三 自 性 」 是 明 示 ： 相 ， 即 人 無 我 相 、 法 無 我 相 之 相 。

佛 為 眾 生 了 達 唯 心 ， 離 自 心 邪 見 及 所 緣 之 境 界 ， 而 說 能 離 之 心 及 所 離

之 相 ， 乃 至 能 見 、 所 見 之 佛 亦 不 可 得 ， 此 指 證 一 切 法 離 言 說 自 性 真 如

實 相 之 法 。  心 、 意 、 意 識 ， 如 何 轉 所 依 識 ？ 經 云 ：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言：「四因緣故眼識轉，何等為四？謂自心現

攝受不覺，無始虛偽過色習氣，計著識性自性，欲見種種色相。大慧！

是名四種因緣。水流處，藏識轉識浪生。大慧！如眼識，一切諸根、

微塵、毛孔俱生，隨次境界生，亦復如是。譬如明鏡現眾色像；大慧！

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外境界風飄蕩心海，識浪不斷；因所作相異不異。

合業生相，深入計著，不能了知色等自性，故五識身轉。大慧！即彼

                                                   
1 6 7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4 ,  a 5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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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識身俱，因差別分段相知，當知是意識因。彼身轉，彼不作是念：

『我展轉相因。自心現，妄想計著轉，而彼各各壞相俱轉，分別境界，

分段差別，謂彼轉。』」16 8。 

 從 以 上 之 經 文 可 知 諸 轉 識 有 四 緣 因 ， 四 緣 者 ： 一 、 因 不 覺 自 心 所

現 境 界 而 攝 取 ， 並 非 由 於 不 覺 而 現 起 ， 而 是 由 不 覺 是 自 心 現 而 妄 取 。

二 、 因 依 所 現 的 粗 、 劣 、 有 漏 之 境 ， 諸 識 有 無 始 來 虛 妄 取 著 於 諸 塵 境

習 氣 。 三 、 諸 識 自 性 ， 取 著 了 別 於 塵 境 。 四 、 諸 識 樂 見 種 種 塵 境 。 以

此 四 因 緣 ， 諸 識 得 以 轉 依 。 六 識 各 有 習 氣 在 藏 識 中 ， 藏 識 海 就 成 大 瀑

流 ； 而 轉 識 亦 取 所 緣 之 境 如 浪 不 斷 ， 熏 習 生 長 。  

轉 識 緣 境 ， 諸 識 次 第 而 起 。 藏 識 也 一 樣 起 諸 轉 識 ， 或 各 識 次 第 起 ，

或 諸 識 俱 時 轉。譬 如 明 鏡 照 像，同 時 頓 見 ；又 如 猛 風 吹 海， 次 第 方 起 ，

藏 識 之 海 ， 瀑 流 現 諸 識 塵 。 以 此 緣 故 ， 心 海 為 境 界 風 吹 ， 飄 蕩 識 浪 ，

相 續 不 斷 。 心 海 為 因 ， 七 轉 識 為 所 作 之 相 。 如 浪 、 心 海 、 識 浪 ， 不 一

不 異 ； 因 之 所 作 相 所 以 「 非 異 」 ， 然 而 浪 息 海 存 ， 所 以 「 非 一 」 。  

業 所 招 感 得 異 熟 報 體 ， 即 八 識 ， 又 稱 異 熟 識 。 此 業 生 相 ， 亦 是 被

業 力 所 縳 著 。 由 報 身 所 發 之 識 ， 不 能 了 知 色 等 諸 法 皆 無 自 性 、 唯 心 所

現 ， 是 由 五 識 而 轉 起 。 身 ， 即 五 識 心 王 心 所 聚 。 轉 ， 謂 轉 變 、 轉 起 、

轉 現 之 義 。 五 識 身 俱 者 ， 謂 五 識 起 時 ， 有 意 識 也 同 起 。 第 六 意 識 能 了

諸 差 別 ， 有 獨 頭 意 識 起 。 此 所 謂 差 別 分 段 相 知 ， 所 以 意 識 通 現 、 比 、

非 三 量 。 在 未 證 真 如 時 ， 皆 是 獨 頭 現 量 。 其 前 六 識 身 轉 者 ， 第 六 每 依

前 五 轉 ， 前 五 常 依 第 六 轉 。 然 而 ， 卻 並 不 是 同 時 與 餘 識 展 轉 為 因 ， 但

依 各 緣 自 境 俱 時 而 轉 。  

總 之 ， 藏 識 恆 有 一 末 那 識 俱 轉 ， 意 識 則 在 熟 眠 位 及 死 位 等 的 時 候

是 不 轉 ， 如 在 定 時 前 五 識 皆 不 起 ； 有 時 ， 八 、 七 、 六 識 卻 是 同 轉 。  

                                                   
1 6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4 ,  a 1 0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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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 伽 經 》 之 意 趣 是 內 向 的 ， 至 於 唯 心 所 現 ， 只 不 過 是 為 了 觀 察

的 方 便 ， 而 著 重 於 導 入 超 越 唯 心 的 自 覺 自 證 。 所 以 ， 得 出 的 結 論 是 ：

「 唯 心 所 現 ， 不 是 法 門 的 宗 極 」 。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既 非 心 亦 非 識 ， 而 是 ： 藉 由 心 、 意 、 意

識 的 一 層 一 層 轉 進 ； 那 是 從 識 轉 依 為 智  、 由 染 而 轉 化 為 淨 、 由 遠 離 外

道 之 迷 而 轉 凡 夫 行 悟 入 菩 薩 行 ， 再 經 由 道 次 第 上 的 修 練 ， 方 能 實 證 佛

陀「 自 覺 聖 智 」之 境 界 。 就 迷 與 悟 來 說 ， 此 關 係 到「 自 覺 聖 智 」與 「如

來藏藏識」是 如 何 運 作 ？ 以 下 試 著 探 討 ：  

 

第三課題：「自覺聖智」與「如來藏藏識」 

回 應「 自 覺 聖 智 」與「 如 來 藏 藏 識 」的 關 係 如 何 ？ 以 下 再 作 分 析 ：

成 佛 之 途 徑 ， 必 須 修 習 菩 薩 道 之 內 涵 、 六 波 羅 蜜 以 及 「 」 如 來 藏 等 思

想 的 教 義 ， 而 這 些 並 非 凡 夫 、 外 道 、 聲 聞 、 緣 覺 所 能 側 重 的 。 從 佛 教

思 想 的 發 展 ， 是 以 佛 陀 之 菩 提 、 法 身 的 永 遠 以 及 佛 智 之 不 可 思 議 的 教

義 ， 這 是 為 「 一 切 眾 生 悉 有 如 來 藏 」 的 根 據 ， 並 勸 導 眾 生 藉 由 「 如 來

藏 藏 識 」 轉 依 為 「 如 來 藏 」 之 智 境 。 「 如 來 藏 」 義 涵 ， 並 非 是 《 楞 伽

經 》獨 倡。自 佛 說 法 以 來，無 處 不 曾 記 載，只 是 皆 異 門 立 說，所 謂「 空 」、

「 無 生 」 、 「 無 二 」 以 及 「 無 自 性 相 」 等 ， 與 「 如 來 藏 」 義 是 無 差 別

的 。 之 前 所 說 的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等 ， 亦

指 「 如 來 藏 」 義 。 因 以 「 八 識 」 最 終 是 歸 於 「 無 生 」 ， 「 五 法 」 終 極

至 「 無 二 」，「 三 性 」 最 終 是 歸 於 「 無 性 」，「 二 空 」 歸 於 「 空 性 」 ，

都 是 以 異 門 來 說 「 如 來 藏 」 之 義 涵 。  

若 說 《 楞 伽 經 》 不 是 站 在 唯 識 立 場 ， 但 此 經 亦 談 「 阿 賴 耶 」 緣 起

和 「 如 來 藏 」 緣 起 。 這 與 「 自 覺 聖 智 」 關 係 何 在 ？ 「 阿 賴 耶 識 」 是 所

有 唯 識 學 ， 普 遍 用 于 說 明 世 間 現 象 的 精 神 本 體 。 但 此 經 卻 說 「 阿 賴 耶

識 」 是 由 于 境 界 風 的 吹 動 而 起 波 動 。 境 界 來 自 「 自 內 身 取 」 即 意 識 中

取 ， 而 此 「 自 內 身 取 」 來 自 無 始 世 以 來 ， 虛 妄 分 別 色 境 界 之 薰 習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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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是「 阿 賴 耶 識 」的 種 子 。 整 個 世 界 所 謂 三 界 、 六 道 、 五 蘊 、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 就 是 在 這 自 心 「 八 識 」 的 循 環 圈 子 中 不 斷 變 換 運 動 。  

如 圖 示 ：  

                              

 

前 七 識 再           境 界 為 風 吹  

執 取 境 界 風          動 阿 賴 耶 識  

 

 

       賴 耶 識 起 波 浪 動  

        激 生 起 前 七 識  

 

世 間 之 自 心 「 八 識 」 循 環 不 斷 的 變 換 圖  

 

《 楞 伽 經 》 對 語 言 文 字 方 面 若 不 作 深 一 層 的 了 解 ， 容 易 誤 解 其 都

是 持 取 否 定 的 態 度 ， 再 加 上 譯 文 上 沒 有 很 清 晰 的 解 說 ， 由 此 自 然 會 造

成 理 解 出 現 差 錯 ， 且 更 為 隨 意 解 釋 提 供 了 方 便 。 這 也 是 在 佛 教 史 上 常

有 的 爭 論 。 阿 賴 耶 緣 起 和 如 來 藏 緣 起 ， 是 唯 識 學 中 差 別 很 大 的 兩 個 對

立 的 系 統 。 而 《 楞 伽 經 》 卻 提 出 「 不 生 不 滅 」 和 「 有 生 有 滅 」 兩 種 截

然 不 同 的 精 神 實 體 。 這 兩 種 特 殊 性 的 識 體 是 ：  

從 「 如 來 藏 」 排 除 無 明 七 識 ， 就 是 具 有 不 生 不 滅 、 不 可 分 別 特 性

的 識 體。另 一 種 特 性 的 識 體 卻 與 前 者 相 反：一 切 凡 夫 及 諸 聖 人 依 彼「 阿

賴 耶 識 」 的 原 故 而 有 生 有 滅 。 此 可 從 經 文 所 說 來 論 證 ：  

大慧！若泥團微塵異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不異。若不異者，

則泥團微塵應無分別。如是大慧！轉識藏識[真＝生]真相若異者，藏識

非因。若不異者，轉識滅藏識亦應滅，而自[真＝生]真相實不滅。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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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慧！非自真相識滅，但業相滅。若自[真＝生]真相[（識）＋滅]滅者，

藏識則滅。大慧！藏識滅者，不異外道斷見論議。大慧！彼諸外道作

如是論，謂攝受境界滅識流注亦滅。若識流注滅者，無始流注應斷。16 9 

佛 是 依 「 自 覺 聖 智 」 所 緣 的 清 淨 無 漏 之 境 界 ， 離 一 切 心 、 意 、 識

所 分 別 自 性 相 ， 即 是 真 如 、 自 覺 聖 趣 。 由 此 知 諸 法 自 相 及 共 相 ， 皆 是

虛 妄 之 相，都 是 由 妄 想 而 成。聖 賢 如 是 漸 次 觀 察，漸 離 諸 識、「 五 法 」、

「 三 自 性 」 等 凡 夫 之 分 別 ， 再 進 入 得 無 分 別 之 真 智 ， 此 稱 謂 佛 性 。  

 《 楞 伽 經 》 中 所 說 的 「 如 來 藏 識 」 是 一 清 淨 的 本 體 ， 亦 是 「 阿 賴

耶 識 」 的 別 稱 。 實 際 上 ， 無 論 以 「 阿 賴 耶 識 」 或 染 或 淨 之 說 ， 或 以 清

淨 「 如 來 藏 」 之 說 ， 這 是 《 楞 伽 經 》 對 於 「 阿 賴 耶 識 」 染 、 淨 與 成 佛

之 可 能 性 而 說 。 如 經 云 ：  

佛告大慧：「如來之藏，是善、不善因，能遍興造一切趣生。譬如伎

兒，變現諸趣。離我、我所，不覺彼故。三緣和合方便而生，外道不

覺計著作者，為無始虛偽惡習所薰，名為識藏。生無明住地與七識俱，

如海浪身常生不斷。離無常過，離於我論，自性無垢畢竟清淨。其諸

餘識有生、有滅，意、意識等念念有七。因不實妄想，取諸境界，種

種形處計著名相。不覺自心所現色相，不覺苦樂、不至解脫。名相諸

纏貪生、生貪。若因若攀緣，彼諸受根滅，次第不生。除自心妄想，

不知苦樂。入滅受想正受，第四禪，善真諦解脫。修行者，作解脫想。

不離不轉名如來藏識藏，七識流轉不滅。」
17 0     

此 是 說 眾 生 本 具 之 「 如 來 藏 藏 識 」 呈 顯 之 時 ， 也 是 眾 生 自 證 成 佛

的 境 界 。 此 義 是 以 「 如 來 藏 識 」 之 清 淨 義 為 依 據 ， 而 作 為 修 證 活 動 時

之 伺 察 的 對 象 。「 如 來 藏 識 」是 眾 生 自 我 意 識 之 本 來 狀 態 ，《 楞 伽 經 》

對 於 如 來 藏 概 念 認 為 ：  

如來藏及識藏名與七識俱生，聲聞計著，見人法無我。故勝鬘夫人承

佛威神，說如來境界，非聲聞、緣覺及外道境界。如來藏識藏，唯佛

及餘利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17 1 

                                                   
1 6 9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3 ,  a 2 7 - b 7 )  
1 7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0 ,  b 4 - 1 7 )  
1 7 1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0 ,  c 5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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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 伽 經 》 對 如 來 藏 之 概 念 ， 是 作 為 自 證 境 界 之 轉 向 。 其 實 是 去

除 人 、 法 諸 執 之 修 證 的 過 程 。 因 此 ， 如 來 藏 即 是 「 自 證 聖 智 境 界 」 ，

在 成 佛 境 界 中 ， 諸 識 是 清 淨 無 差 別 ， 且 能 遠 離 對 如 來 藏 境 界 的 執 著 。  

八 識 之 義 統 括 有 三 相，是 從 識 上 而 有 差 別 之 相。轉 相 識 及 業 相 識 ，

都 是 有 漏 、 虛 妄 分 別 之 三 界 之 心 、 心 所 而 集 聚 。 真 相 識 ， 是 與 四 智 相

應 轉 識 成 智 之 智 ， 由 無 分 別 智 通 達 真 如 所 生 清 淨 之 識 。 由 以 前 所 造 之

業 ， 引 八 識 受 此 業 報 ， 此 業 報 識 為 果 報 之 主 體 ， 名 真 異 熟 。 所 以 轉 相

是 染 前 七 識 ， 業 相 是 染 第 八 識 。 第 七 隨 第 八 識 所 生 而 繫 縛 執 以 為 我 ，

隨 同 八 識 於 諸 趣 轉 ， 前 六 識 由 異 熟 生 而 轉 ， 又 隨 境 緣 而 轉 ， 轉 有 漏 為

無 漏 。 凡 夫 不 能 隨 境 緣 而 轉 ， 二 乘 及 菩 薩 是 漸 能 至 佛 境 界 ， 完 全 清 淨

無 漏 。 諸 識 在 因 位 中 皆 有 轉 變 ， 唯 第 八 識 ， 因 中 不 轉 。 故 轉 相 通 前 七

識 ， 業 相 唯 第 八 識 ， 以 此 二 相 統 有 漏 識 ； 真 相 識 為 四 智 相 應 諸 識 之 清

淨 無 漏 識 。  

八 識 ， 又 稱 真 相 識 之 現 量 識 。 此 染 分 現 量 識 ， 與 四 智 之 無 漏 清 淨

識 同 現 量 。 但 是 ， 在 染 識 中 ， 唯 第 八 識 及 前 五 識 是 現 量 識 ， 第 六 識 只

有 一 分 是 屬 於 現 量 識 。 分 別 事 識 者 ， 是 非 量 、 比 量 識 。  

染 分 七 識 皆 是 非 量 ， 染 分 六 識 通 現 、 非 、 比 量 。 分 別 事 者 ， 即 六 、

七 ， 二 識 執 取 實 我 、 實 法 。 所 以 現 量 通 於 第 八 識 及 前 六 識 ， 是 通 於 聖

凡 染 淨 。 比 量 唯 在 獨 頭 意 識 ， 而 非 量 通 於 我 、 法 二 執 相 應 之 六 、 七 二

識 。 唯 在 凡 夫 因 地 的 染 位 上 ， 如 一 剎 那 與 現 量 相 應 ， 亦 名 真 識 。 所 以

凡 夫 眾 生 ， 若 能 在 一 剎 那 離 分 別 識 ， 即 與 此 現 識 相 應 。 反 之 ， 就 會 落

於 分 別 識 ， 眾 生 於 思 議 而 落 虛 妄 分 別 。  

不 起 分 別 ， 當 下 觀 照 了 知 身 心 世 界 ， 一 切 皆 唯 心 所 現 。 猶 如 鏡 中

像 之 現 影 ， 影 像 固 然 不 是 在 鏡 之 外 。 由 此 可 知 ， 吾 人 所 見 之 根 身 器 界

都 是 唯 心 所 現 、 唯 識 所 變 ， 也 不 是 在 心 識 之 外 。 所 以 若 能 息 除 一 切 虛

妄 分 別 ， 當 下 也 就 是 現 量 識 。 因 分 別 識 皆 從 現 量 識 之 轉 增 而 起 。 由 此

身 心 世 界 悉 皆 脫 落 ， 現 量 得 以 安 住 不 動 ， 即 為 聖 凡 平 等 如 來 藏 心 ， 這

也 就 是 佛 所 要 教 誡 弟 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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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 自 覺 聖 智 」 的 特 色 與 重 要 性  

在 這 一 節 將 要 介 紹 何 以 在 平 時 就 必 須 訓 練 的 「 自 覺 聖 智 」 ？ 《 楞

伽 經 》 之 所 以 能 為 諸 宗 之 所 重 視 ， 必 然 是 有 其 真 理 所 在 。 依 據 經 中 的

記 載 ， 凡 夫 若 透 過 自 身 的 修 煉 必 然 能 達 成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 譬 如

人 人 皆 有 佛 性 ， 都 可 成 佛 ； 然 而 ， 為 何 佛 已 成 佛 ， 而 自 身 還 在 五 濁 惡

世 沈 淪 呢 ？ 這 就 必 須 要 假 藉 以 此 凡 夫 之 身 ， 踏 實 的 修 煉 ， 方 能 從 凡 夫

身 的 修 煉 歷 程 ， 層 層 轉 進 至 高 無 上 的 佛 智 慧 。 除 此 之 外 ， 當 然 還 要 靠

正 確 的 方 法 與 正 因 才 能 成 就 。 在 本 文 第 五 章 ， 將 會 介 紹 如 何 才 能 達 致

「 自 覺 聖 智 」 之 正 果 。  

從 附 錄 四 及 五 所 彙 整 的 「 自 覺 聖 智 」 義 ， 可 覺 察 在 《 楞 伽 經 》 裡

有 很 多 的 名 相 ， 其 實 都 是 欲 表 達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 吾 人 將 其 義 簡

約 的 歸 納 如 以 下 ：  

1 .  離 心 、 意 、 意 識 ， 為 正 智 、 如 如 、 圓 成 實 性 、 如 來 藏 、 二 無

我 。  

2 .  諸 佛 菩 薩 所 行 ， 離 生 滅 、 有 無 、 生 死 ， 得 大 般 涅 槃 。  

3.  顯 示 諸 法 真 實 相 、 緣 起 、 性 空 、 中 道 、 不 二 。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義 ， 能 整 體 的 彰 顯 出 諸 法 的 實 相 。 一 方

面 能 揭 發 一 般 凡 夫 容 易 落 入 二 分 的 認 知 ， 並 且 還 能 導 正 趨 向 不 二 。 另

一 方 面 ， 在 鍛 鍊 和 轉 化 生 命 歷 程 的 當 中 ， 能 從 一 般 凡 夫 二 分 之 認 識 而

漸 次 導 入 聖 者 不 二 之 境 界 。 其 中 《 楞 伽 經 》 就 把 重 點 導 入 智 慧 ， 心 、

意 、 意 識 長 遠 的 相 續 轉 變 、 菩 薩 修 行 的 善 巧 方 法 、 或 是 隨 緣 自 在 的 示

現 。 凡 夫 就 能 隨 著 菩 提 道 修 煉 的 轉 化 與 進 展 ， 而 不 再 抓 取 與 認 為 生 命

是 固 定 不 變 的 概 念 。 這 即 是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特 色 與 重 要 的

關 鍵 。  

另 一 方 面 ， 隨 著 解 脫 道 和 菩 提 道 的 持 續 修 煉 之 進 展 ， 一 切 的 糾 結

就 可 以 掙 脫 和 解 開 了 。 所 以 ， 從 經 典 的 敘 述 ， 可 覺 察 出 ： 從 凡 夫 之 地

逐 漸 到 達 聖 者 之 地 ， 並 非 遙 不 可 及 之 事 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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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小  結  

八 識 最 後 歸 於 藏 識 ， 轉 識 以 藏 識 為 依 。 藏 識 是 由 知 而 轉 ， 亦 是 佛

內證所得。若能依所示而善體會藏識 境界，此境界其實就是法身 的智

境。佛陀之教義，向來都以表裡真實 、一致、中道之立場。故修 行必

須解行並進，絕不能偏頗於解或行所 能成就的。這是因為，修行 或實

踐是屬於自內證的，非語言文字所能 表達；而理論或學述研究卻 是以

語言文字的形式來詮釋修行與實踐的 活動。經由這樣的指向，內 證的

體悟才能展現出法之坦然性；也就是 佛陀成道後，將自內證之法 一一

說出後，行者才能有道可尋。以此成 為修行與實踐的重要依據， 而理

論或學述在修行的歷程，卻有引 導與指向目標之證明意義。  

《 楞 伽 經 》主 要 是 欲 使 行 人 能 頓 了「 五 法 」、「 三 性 」、「 八 識 」、

「二無我」，同時亦能頓離此四法， 即時就能通達如來「自覺聖 智」

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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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楞伽經》入「自覺聖智」所行的次第 

本 文 在 第 三 章 已 探 討 了 第 一 至 第 三 課 題 ， 是 有 關 「 自 覺 聖 智 」 的

義 涵 。 第 四 課 題 是 有 關 「 自 覺 聖 智 」 的 學 理 與 實 踐 。 在 學 理 方 面 ， 已

在 第 一 章 至 第 三 章 討 論 過 ； 而 本 文 第 四 章 至 第 六 章 是 依 「 自 覺 聖 智 」

修 行 方 法 與 實 踐 方 面 來 分 析
1 7 2。實 踐 亦 可 稱 為 修 行，佛 說 法 不 外 是 教 、

理 、 行 、 果 之 法 門 ， 而 行 與 教 、 理 、 果 是 互 為 相 應 的 。  

佛 惟 恐 學 人 不 善 了 知 ， 而 墮 入 外 道 惡 見 中 ， 故 說 次 第 。 本 文 所 論

述 的 凡 夫 已 包 含 外 道 邪 見 ； 外 道 小 乘 及 大 乘 菩 薩 所 證 得 境 界 是 有 不 同

的 層 次 ， 於 此 經 中 有 四 門 ， 所 謂 「 五 法 」 、 「 三 自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 若 依 「 五 法 」 而 論 ， 即 「 名 」 、 「 相 」 、 「 妄 想 分 別 」

則 攝 盡 一 切 世 間 有 漏 之 法 ； 也 就 是 為 何 凡 夫 、 外 道 、 聲 聞 、 緣 覺 乃 至

菩 薩 未 能 證 得 佛 果 之 因 。 此 將 於 本 章 第 二 至 第 三 節 再 作 探 討 。 第 四 節

將 分 析 與 入 如 來 地 之 「 正 智 」 、 「 如 如 」 ， 能 攝 盡 一 切 出 世 間 無 漏 之

法。「 三 性 」也 是 如 此 攝 盡 一 切 世 出 世 間 之 法，以 下 本 章 將 一 一 說 明 。 

第 一 節  前  言  

從 第 三 章 已 論 述 由 八 識 而 能 證 得 藏 識 法 身 ， 本 章 將 分 析 由 「 五 法 」

而 入 ， 最 後 以 正 智 為 歸 。 凡 夫 因 不 能 了 解 「 名 」 、 「 相 」 而 起 妄 想 分

別 。 「 名 」 指 事 ， 「 相 」 指 事 相 。 「 分 別 」 ， 是 在 「 名 」 、 「 相 」 上

起 能 、 所 之 分 ， 而 不 知 這 些 其 實 是 不 實 在 的 。 「 如 」 即 真 實 、 狀 其 如

                                                   
1 7 2  本 文 從 第 四 章 至 第 六 章 所 引 的 經 文 之 解 說 行 文 ， 是 參 考《 楞 伽 經 》的 諸 註 疏 ，

其 中 以 釋 太 虛 著 ，《 楞 伽 經 義 記 》較 為 精 簡 ， 作 為 主 要 參 考 本 ， 其 它 為 輔 助 本 。

如 ：  

a .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b . 南 懷 瑾 述 著 ， 《 楞 伽 大 義 今 釋 》 ， 台 北 市 ： 老 古 ， 民 9 1 ， 台 灣 二 版 。  

c . 談 錫 永 譯 著 ， 梵 本 新 譯 《 入 楞 伽 經 》 「 自 序 」 ， 台 北 ： 全 佛 文 化 ， 2 0 0 5 年 ，

初 版 。  

d . 釋 印 順 講 說 ； 釋 印 海 記 述 ， 《 楞 伽 經 親 聞 記 》 ， 台 北 市 ： 嚴 寬 祜 基 金 會 ， 民

9 2 ， 初 版 。  

e . 釋 成 觀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義 貫 》 ， 高 雄 市 ： 高 雄 文 殊 講 堂 ， 民 8 4 。  

f . 釋 普 行 ， 《 楞 伽 經 今 文 譯 註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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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並 非 真 有 一 法 確 實 定 性 名 為 真 「 如 」 。 能 知 「 如 」 者 ， 亦 是 「 正

智 」 ， 雖 然 「 如 」 本 來 具 有 ， 但 無 「 正 智 」 ， 尚 不 能 起 用 ， 所 以 「 五

法 」 最 後 究 竟 歸 極 於 「 正 智 」 ， 也 是 由 「 五 法 」 而 入 聖 智 自 相 。 佛 說

一 切 法 緣 起 ， 因 緣 和 合 ， 所 以 有 種 種 相 之 生 滅 ， 如 實 離 能 取 所 取 、 分

別 妄 想 ， 離 有 無 妄 想 ， 修 習 世 間 、 出 世 間 達 至 出 世 間 上 上 一 切 法 智 。

此 次 第 的 達 成 就 務 必 修 煉 「 聖 智 三 相 」 了 。 如 經 云 ：  

復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建立智 慧相住已，於上聖智三相，

當勤修學。何等為聖智三相當勤 修學？所謂：無所有相、一

切諸佛自願處相、自覺聖智究竟 之相。修行得此已，能捨跛

驢心慧智相。得最勝子第八之地，則於彼上三相修生。大慧！

無所有相者，謂聲聞緣覺及外道 相，彼修習生。大慧！自願

處相者，謂諸先佛自願處修生。 大慧！自覺聖智究竟相者，

一切法相無所計著，得如幻三昧 身，諸佛地處進趣行生。大

慧！是名聖智三相，若成就此聖 智三相者，能到自覺聖智境

界。是故大慧！聖智三相，當勤修學。 17 3 

此 明 示 在 修 學 菩 薩 的 行 者 ， 應 當 了 知 能 、 所 分 別 境 界 都 是 由 自 心

所 現 ， 必 須 遠 離 外 道 、 小 乘 及 大 乘 劣 智 所 見 的 分 別 。 所 謂 聖 智 ， 事 實

是 超 越 外 道 及 二 乘 之 劣 智 ， 才 能 具 足 聖 智 三 相 。 菩 薩 修 唯 心 觀 ， 已 得

根 本 智 慧 ， 此 是 因 為 已 修 學 聖 智 三 相 的 緣 故 。  

所 謂 聖 智 三 相 ： 一 、 無 所 有 相 ， 謂 初 地 離 去 虛 妄 分 別 、 人 法 我 執 ，

空 無 形 像 之 二 空 智 。 二 、 一 切 諸 佛 自 願 處 相 ， 謂 八 地 由 諸 佛 加 持 圓 成

大 悲 本 願 。 三 、 自 覺 聖 智 究 竟 之 相 ， 謂 十 地 進 趣 究 竟 佛 地 之 自 覺 聖 智

境 界 。 修 此 三 相 ， 亦 是 捨 懈 怠 心 及 二 乘 偏 空 智 ， 入 菩 薩 地 ； 至 第 八 地

增 長 慧 ， 不 計 著 一 切 法 ， 得 如 幻 三 昧 ， 就 能 直 趨 向 佛 地 。 如 是 修 行 ，

就 能 達 究 竟 圓 滿 無 上 菩 提 。  

諸 法 雖 如 幻 無 定 實 性 ， 而 由 修 學 者 所 了 解 之 不 同 認 知 ， 而 有 種 種

的 差 別 ， 所 以 能 證 聖 智 也 有 其 差 異 。 以 下 將 分 析 各 別 的 差 異 ：  

                                                   
1 7 3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5 ,  a 1 4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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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 入 勝 解 行 地 」 之 「 無 所 有 相 」  

「 入 勝 解 行 地 」1 7 4 是 論 述 地 前 菩 薩 對 佛 法 有 徹 底 的 認 識。首 先 要「 成

就 勝 解 」 ， 對 佛 法 要 善 辨 中 道 ， 瞭 解 佛 法 深 密 的 義 理 。 在 善 辨 中 道 之

過 程 ， 佛 陀 開 示 了 諸 法 性 、 相 之 理 ， 主 要 讓 菩 薩 能 深 知 心 、 意 、 意 識

及 諸 法 自 性，乃 至 二 種 無 我。同 時 也 須 遠 離 凡 夫、 外 道 之 有 無、 一 異 、

常 斷 之 增 、 減 二 邊 之 妄 執 。  

「 聖 智 三 相 」 ， 就 是 由 小 乘 到 大 乘 ， 自 出 離 世 間 到 不 出 世 間 、 不

入 世 間 的 佛 法 歷 程 1 7 5 。 第 一 階 段 是 得 無 所 有 相 ： 亦 是 樂 於 修 習 聲 聞 、

緣 覺 以 及 其 他 學 派 ， 所 共 修 的 空 相 而 得 生 起 。 初 得 「 無 所 有 相 」

( n i ra b ha v a -  l a k s an a )， 是 證 空 果 ， 但 此 是 偏 空 ， 不 是 圓 滿 解 脫 的 知 見 ， 必

須 「 悲 」 、 「 智 」 雙 運 ， 方 能 進 入 真 空 妙 有 的 境 界 ， 所 以 必 須 再 進 修

第 二 個 階 段 才 能 達 成。諸 地 次 第 及 三 界 往 來，一 切 皆 是 自 心 所 現 境 界 ，

而 凡 愚 不 能 了 知 ， 所 以 佛 方 便 建 立 施 設 種 種 差 別 相 。  

諸 法 仗 因 緣 而 起 ， 其 性 本 源 是 空 寂 。 一 切 相 皆 如 幻 ， 依 如 幻 相 ，

假 名 諸 法 。 以 一 切 法 相 皆 如 幻 ， 只 是 從 因 緣 而 有 的 原 故 ； 以 一 切 法 性

皆 空 寂 ， 如 幻 之 有 ， 亦 稱 之 為 空 。 此 因 緣 所 生 法 ， 若 執 之 則 為 遍 計 之

有 漏 依 他 起 。 若 了 達 如 幻 本 空 ， 是 為 圓 成 實 之 無 漏 依 他 起 ； 所 以 「 三

性 」 為 法 界 總 相 之 一 法 門 。  

「 相 」 即 影 像 ， 影 像 是 依 外 道 、 小 乘 之 執 著 而 起 ， 此 就 與 事 之 真

實 而 相 違 ， 所 以 若 欲 遠 離 此 相 ， 就 必 須 以 大 乘 之 正 見 ， 來 覺 察 與 了 知

外 道、小 乘 之 學，進 而 將 此 影 像 徹 底 的 蠲 除，方 能 證 得 最 上 的「 正 智 」。 

經 中 ， 大 慧 菩 薩 依 一 切 眾 生 分 別 妄 想 ， 建 立 種 種 「 名 」 、 「 相 」

與 種 種 問 難 ， 如 果 隨 著 「 名 」 而 執 為 實 有 ， 也 就 是 墮 於 遍 計 所 執 ； 而

                                                   
1 7 4

 參 閱 ： 釋 印 順 著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華 雨 集 》 第 一 冊 ， 台 北 市 ：

正 聞 ， 民 8 2 ， p . 1 6 3 。  

根 據 印 順 法 師 將 大 慧 隨 問 ， 經 佛 陀 廣 答 而 漸 漸 進 入 眾 生 自 心 的 一 段 共 分 為 四

門 〈 廣 分 為 十 九 章 〉 第 一 門 為 「 入 勝 解 行 地 」 〈 從 第 二 章 至 第 七 章 〉 。  
1 7 5

 東 方 橋 編 著 ， 〈 讀 《 楞 伽 經 》 的 方 法 學 〉 ， 台 北 ： 玄 同 文 化 ， 2 0 0 1 年 ， 初 版

p . 1 0 9 ~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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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八 句 一 切 皆 非 ； 由 於 一 切 皆 非 的 原 故 ， 更 應 當 將 之 盡 空 卻 。 一 切 法

皆 離 言 絕 思 ， 而 契 會 於 一 真 法 界 。 所 以 ， 於 下 將 辨 境 、 行 、 果 以 成 一

切 法 唯 識 之 初 ， 先 去 掉 遍 計 所 執 以 顯 一 切 法 皆 真 ， 若 將 唯 識 所 現 境 執

為 實 境 ， 行 為 實 行 ， 果 為 實 果 ， 則 一 切 法 皆 成 法 執 。 以 下 將 分 析 外 道

及 二 乘 所 證 之 差 別 相 ：  

一、外道所證之道 

「 自 覺 聖 智 」是 有 異 於 外 道 所 證，聖 智 所 證 有 二 義，一 是 為「 常 」，

一 是 為「 不 思 議 」。「 常 」可 稱 為 本 然 如 是 ， 不 假 造 化 ， 所 以 又 名「 無

為 」 。 「 不 思 議 」 即 超 過 種 種 言 論 ， 離 心 所 言 之 分 別 。 外 道 因 以 作 者

為 「 常 」 、 為 「 不 思 議 」 ， 所 以 其 趣 向 就 與 佛 法 有 很 大 的 差 異 了 。 佛

法 稱 之 為 「 常 」 ， 是 有 因 、 有 相 ， 而 外 道 作 者 ， 卻 因 、 相 皆 不 成 立 。

佛 法 以 第 一 義 智 為 現 量 之 因，以「 自 覺 聖 智 」所 行 為 相。外 道 以 無 常 ，

而 以 此 作 比 較 分 別 ， 認 知 另 有 作 者 常 住 為 比 量 之 因 和 相 ， 所 以 外 道 所

證 皆 異 於 「 自 覺 聖 智 」 所 證 。  

凡 夫 、 外 道 為 無 明 所 惑 ， 執 著 於 自 心 的 妄 想 境 界 以 為 是 修 持 。 凡

夫 見 ， 不 能 通 達 聖 者 「 第 一 義 心 」 ， 所 以 不 墮 入 常 端 就 是 墮 入 斷 邊 ，

是 為 二 見 ， 此 是 因 不 了 解 自 心 所 現 為 幻 境 之 原 故 。 就 如 經 云 ：  

大慧！此是過去、未來、現在， 諸如來、應供、等正覺，性

自性第一義心。以性自性促一義 心，成就如來世間、出世間、

出世間上上法，聖慧眼入自共相 建立，如所建立不與外道論

惡見共。大慧！云何外道論惡見 共？所謂自境界妄想見，不

覺識自心所現分齊不通。大慧！ 愚癡凡夫、性無性、自性第

一義作二見論。 17 6 

凡 夫 愚 痴 之 心 ， 不 知 佛 自 覺 真 實 的 境 界 ， 而 且 心 本 是 如 幻 ， 無 有

一 法 可 得，雖 然 一 切 俱 現 或 存 在，實 際 上 皆 是 虛 妄 不 實 的。當 心、意 、

意 識 起 分 別 時 ， 都 會 以 此 起 分 別 的 自 我 立 場 為 是 。 反 之 ， 一 切 法 都 沒

有 真 實 自 性 的 存 在 。  

                                                   
1 7 6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3 ,  b 1 6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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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道 是 以 立 一 個 造 物 主 為 因 ， 因 此 建 立 「 常 」 及 「 不 思 議 」 ， 不

是 因 自 相 而 成 立 。 其 實 有 建 立 必 有 破 壞 ， 是 生 滅 法 ； 既 然 是 生 滅 法 ，

又 怎 麼 能 說 「 常 」 及 「 不 思 議 」 呢 ？ 外 道 的 「 常 」 及 「 不 思 議 」 ， 是

基 於 生 滅 無 常 的 異 因 而 說 ， 不 是 從 自 覺 第 一 義 智 而 證 得 。 外 道 是 從 計

度 比 較 而 知 常 、 不 思 議 ， 就 像 兔 角 一 樣 沒 有 自 相 可 得 ， 是 不 能 與 實 際

來 作 證 明 。 佛 則 是 從 自 覺 聖 智 第 一 義 中 而 知 常 、 不 思 議 ， 諸 法 皆 由 因

緣 所 生 ， 非 有 性 亦 非 無 性 ， 所 以 才 有 常 與 無 常 之 說 1 7 7 。  

二、聲聞、緣覺所證之道 

「 自 覺 聖 智 」 亦 有 異 於 聲 聞 、 緣 覺 乘 所 證 ， 此 二 乘 所 得 智 之 修 習

有 二 差 別 ： 一 是 、 所 證 相 即 是 諸 法 染 、 淨 共 相 ， 但 二 乘 並 不 了 知 甚 深

法 是 不 離 自 心，卻 以 為 是 在 心 外。因 此， 於 究 竟 習 氣， 還 未 能 盡 除 離 ，

所 解 脫 的 生 死 ， 是 為 分 段 生 死 ， 而 非 變 易 生 死 。 二 是 、 有 所 執 相 ， 於

一 切 法 雖 知 非 由 作 者 所 生 ， 但 卻 執 著 實 有 堅 、 濕 、 煖 、 動 ， 苦 、 空 、

無 、 常 等 自 相 共 相 ， 而 未 能 得 知 諸 法 其 實 是 無 我 之 執 。 如 經 云 ：  

復次，大慧！有二種聲聞乘，通分別相。謂得自覺聖差別相，

及性妄想自性計著相。云何得自 覺聖差別相聲聞？謂無常苦

空無我境界，真諦離欲寂滅。息 陰界入自共相，外不壞相如

實知。心得寂止，心寂止已，禪 定解脫三昧道果正受解脫。

不離習氣不思議變易死，得自覺 聖樂住聲聞，是名得自覺聖

差別相聲聞。 17 8  

聲 聞 、 緣 覺 乘 的 「 自 覺 聖 智 」， 是 離 四 顛 倒 見 ， 證 四 諦 理 ， 於 根 、

身 、 器 界 、 自 相 共 相 等 ， 外 緣 不 壞 之 相 、 如 實 了 知 ， 得 心 解 脫 及 慧 解

脫 ， 並 能 斷 除 三 界 煩 惱 、 生 死 之 苦 。 由 於 藏 識 中 尚 有 無 明 種 子 所 在 ，

不 離 習 氣 ， 所 以 仍 有 變 易 生 死 。 聲 聞 、 緣 覺 於 地 、 水 、 火 、 風 四 大 種 ，

以 及 所 顯 青 、 黃 、 赤 、 白 之 色 相 ； 並 顯 示 堅 、 濕 、 煖 、 動 等 壞 不 壞 相

                                                   
1 7 7  釋 印 順 講 說 ； 釋 印 海 記 述 ， 《 楞 伽 經 親 聞 記 》 ， 台 北 市 ： 嚴 寬 祜 基 金 會 ， 民

9 2 ， 初 版 p . 1 0 9 - 1 1 1 。  
1 7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6 ,  b 6 - 1 3 )  



 94

之 性 質 ， 雖 然 知 道 非 外 道 所 計 生 者 ， 也 依 隨 先 佛 善 妙 之 說 ， 但 卻 仍 然

會 執 著 於 自 相 共 相 ， 是 實 有 自 性 的 。  

聲 聞 、 緣 覺 ， 不 知 生 死 涅 槃 二 法 是 無 自 性 的 ， 由 自 心 分 別 而 起 怖

畏 生 死 、 而 欲 求 入 涅 槃 。 妄 計 未 來 根 、 塵 、 境 界 之 悉 滅 ， 而 以 為 是 涅

槃 的 境 界 。 由 於 藏 識 仍 未 轉 化 ， 即 未 證 「 自 覺 聖 智 」 境 界 ， 所 以 必 須

離 二 邊 的 相 對 ， 方 能 證 入 「 如 來 藏 」 的 絕 對 。  

聲 聞 、 緣 覺 乘 之 種 姓 能 於 五 蘊 、 十 八 界 、 十 二 入 的 自 相 及 共 相 如

實 證 知 ， 斷 顛 倒 分 別 ； 聞 佛 說 法 而 得 喜 悅 ， 無 間 修 習 ， 次 第 入 八 地 即

四 向 、 四 果 。 因 為 對 緣 起 法 尚 未 了 悟 ， 只 能 斷 煩 惱 而 未 斷 無 明 習 氣 ，

只 了 分 段 生 死 而 不 能 度 變 易 生 死 。 修 習 人 無 我 觀 ， 也 只 能 證 少 分 的 涅

槃 覺 。 入 勝 解 行 地 是 地 前 菩 薩 所 應 知 、 所 應 修 的 境 界 。 若 無 此 勝 解 ，

也 就 無 法 到 達 七 地 菩 薩 境 界 ， 雖 是 屬 於 有 心 地 ， 但 卻 不 同 於 凡 夫 妄 執

之 心 地 1 7 9 。  

第 三 節  「 入 菩 薩 地 」 之 「 自 願 處 相 」  

佛 的 本 願 是 ， 希 望 眾 生 能 如 佛 自 己 一 樣 ， 如 果 眾 生 能 起 如 佛 之 願

相 ， 此 即「 自 覺 聖 智 」生 起 之 因 ， 而 能 與 佛 願 相 契 合 。 菩 薩 所 證 得「 自

覺 聖 智 」 是 有 異 於 聲 聞 、 緣 覺 乘 所 證 。 菩 薩 因 為 知 道 此 二 乘 皆 分 別 執

著 自 相 、 共 相 而 捨 離 自 相 、 共 相 ； 這 也 是 說 於 分 段 生 死 ， 得 而 不 證 ，

以 度 眾 生 本 願 之 力 ， 離 人 、 無 我 之 見 ， 入 於 法 無 我 ， 而 能 住 諸 地 。  

菩 薩 雖 然 同 樣 得 此 智 境 ， 但 以 悲 愍 眾 生 ， 不 取 寂 滅 樂 及 正 受 樂 ，

所 以 能 離 二 種 無 我，漸 次 昇 入，第 二 階 段 的 菩 薩 地 之「 自 願 處 相 」： 

「 自 願 處 相 」 ( s a r v a b u d d h a s v a p r a n i d ha na d h i s t ha n a - l a k s an a ) ： 即 說 過 去 諸

佛 ， 從 菩 提 大 悲 心 流 露 ， 自 發 的 大 願 力 所 生 ， 完 成 福 德 之 準 繩 。 但 是

雖 然 有 解 脫 知 見 ， 而 福 德 智 慧 尚 未 圓 滿 ， 所 以 最 終 還 要 以 修 「 自 覺 聖

智 」 究 竟 之 相 ， 才 能 證 入 佛 地 。 此 還 必 須 先 證 「 無 所 有 相 」 ， 接 著 才

                                                   
1 7 9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9 1 ~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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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進 入 第 三 層 次 ， 方 能 依 空 起 用 。 如 果 只 知 道 沉 空 住 寂 ， 就 是 偏 而 不

圓 ， 成 為 小 乘 的 果 位 。 由 於 悲 願 無 窮 ， 緣 生 不 捨 ， 此 又 是 菩 薩 修 習 的

自 障 。 所 以 最 終 必 要 統 攝 於 「 自 覺 聖 智 」 究 竟 之 相 ， 才 能 證 得 圓 滿 而

不 偏 的 佛 果 。 如 經 云 ：  

復次，大慧！聲聞、緣覺、第八 菩 薩 地，滅三 昧 樂 門 醉 所 醉 。

不善自心現量，自共相習氣所障 。墮人法無我法攝受見，妄

想涅槃想，非寂滅智慧覺。 18 0 

大 乘 菩 薩 成 就 兩 種 覺 相 ， 那 就 是 已 了 知 人 無 我 和 法 無 我 。 由 此 而

得 究 竟 善 知 方 便 無 所 有 覺 ， 又 名 得 入 無 相 智 的 善 巧 觀 察 ， 從 而 進 入 菩

薩 的 初 地 ， 也 就 是 歡 喜 地 的 境 界 。 得 入 百 劫 三 昧 ， 見 諸 佛 與 菩 薩 ， 自

知 前 後 際 各 百 劫 之 事 ； 大 願 殊 勝 神 力 自 在 ， 當 得 如 來 自 覺 地 ， 而 得 自

覺 聖 樂 三 昧 正 受 。 經 文 說 明 ：    

大慧！菩薩者，見滅三昧門樂。 本願哀愍，大悲成就。知分

別十無盡句，不妄想涅槃想。彼 已涅槃妄想不生故，離攝所

攝妄想。覺了自心現量，一切諸 法妄想不生。不墮心意意識

外性自性相計著妄想。非佛法因 不生，隨智慧生，得如來自

覺地。 18 1   

登 地 ， 謂 見 一 切 法 如 幻 ， 永 離 外 道 妄 計 ， 自 覺 聖 智 ， 斷 諸 妄 想 。

次 第 而 至 十 地 ， 神 通 功 德 ， 究 竟 圓 滿 。 成 佛 後 仍 不 違 本 願 ， 為 成 熟 眾

生 ， 普 現 說 法 ， 圓 成 佛 事 。  

八 地 菩 薩 若 無 佛 力 加 持 ， 亦 等 同 二 乘 ， 並 為 三 昧 之 樂 所 昏 醉 。 不

善 了 知 自 心 現 量 ( s v a c i t t a - d r w y a ) ， 將 為 自 共 相 習 氣 所 障 ， 著 二 邊 見 。 菩

薩 到 此 境 界 ， 才 能 體 會 到 「 性 空 」 是 非 實 有 ， 「 藏 心 」 是 無 我 等 ， 佛

法 中 的 深 密 之 義 涵 。 如 果 以 地 前 菩 薩 的 階 位 來 談 ， 就 相 當 於 十 住 、 十

信 、 十 行 、 十 迴 向 之 三 賢 位 及 煖 、 頂 、 忍 、 世 第 一 法 之 四 加 行 位 。 地

前 菩 薩 ， 對 諸 法 有 深 刻 及 殊 勝 的 察 知 ， 是 同 等 於 將 要 開 悟 、 見 性 之 見

                                                   
1 8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b 2 1 - 2 4 )  
1 8 1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b 2 4 -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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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位 。 1 8 2 以 下 乃 佛 陀 廣 答 ， 而 漸 漸 進 入 眾 生 自 心 之 諸 地 ， 即 「 入 心 量

地 」 與 「 入 無 所 有 地 」 ：  

一、「入心量地」（七地前） 

「 入 有 心 量 地 1 8 3 」是 從 初 地 至 七 地 ， 證 悟 一 切 唯 心 所 現 ， 但 此 時 還

是 有 相 、 有 功 用 ， 所 以 稱「 有 心 量 地 」。 又 可 分 為「 能 入 之 道 」及「 所

入 之 地 」 。  

「 能 入 之 道 」即 菩 薩 必 須 正 觀 緣 起、善 解 一 切 智 及 遠 離 一 切 妄 想 。

在 正 觀 緣 起 的 過 程 當 中 ， 應 該 了 解 到 心 量 是 離 言 、 幻 性 唯 心 及 一 切 語

言 、 文 字 之 虛 假 ， 這 就 是 菩 薩 開 悟 必 經 的 過 程 ， 如 此 才 能 遠 離 妄 想 之

執 見 。  

「 所 入 之 地 」 即 是 指 菩 薩 所 證 的 「 自 覺 聖 智 」 ， 初 地 以 後 的 菩 薩

具 足 了 七 個 層 次 ， 第 一 、 「 自 覺 聖 智 」 ， 然 後 ， 就 能 獲 第 二 、 「 得 意

生 身 」 ， 能 化 身 說 法 度 生 ， 由 此 而 能 證 入 第 三 、 得 無 間 解 脫 ， 第 四 、

能 悟 佛 知 見 ， 第 五 、 等 同 佛 的 法 身 ， 第 六 證 本 住 法 ， 亦 是 法 界 、 法 身

本 自 常 住 不 變 ， 第 七 、 不 住 二 邊 。  

 

從 第 三 章 的 第 二 課 題 已 討 論 了 心 、 意 、 意 識 的 轉 變 ， 由 意 識 所 變

化 之 身 稱 為 意 生 身 。 此 意 生 身 乃 初 地 以 上 之 菩 薩 為 濟 度 眾 生 ， 無 空 間

與 時 間 之 阻 礙 ， 依 「 意 」 所 化 生 之 身 。 此 「 意 」 廣 義 稱 為 八 識 ， 狹 義

是 指 第 六 、 七 ， 二 識 。 此 二 識 到 了 菩 薩 位 轉 識 成 智 ， 分 別 二 執 全 斷 ，

俱 生 執 也 隨 分 斷 除 ， 與 智 相 應 之 意 心 王 ， 轉 成 清 淨 末 那 意 識 ， 而 現 諸

化 身。證 佛 果 時 是 八 識 相 續 全 轉，是 為 自 受 用 身；由 七 識 現 他 受 用 身 ；

前 六 識 現 種 種 化 身 ； 所 以 意 生 身 是 通 於 佛 及 菩 薩 。 有 三 種 意 生 身 ， 如

經 云 ：  
                                                   
1 8 2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3 0 1 ~ 3 0 2 。  
1 8 3

參 閱 ： 釋 印 順 著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 《 華 雨 集 》 第 一 冊 ， 台 北 市 ：

正 聞 ， 民 8 2 ， p . 1 6 5 ~ 1 6 6 。  

根 據 印 順 法 師 將 大 慧 隨 問，經 佛 陀 廣 答 而 漸 漸 進 入 眾 生 自 心 的 一 段 共 分 為 四 門

〈 廣 分 為 十 九 章 〉。 此 為 第 二 門 是 證「 入 有 心 量 地 」〈 從 第 八 章 至 第 十 二 章 〉，

相 當 於 唯 識 宗 之 「 通 達 位 」 及 「 修 道 位 」 前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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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大慧：「有三種意生身。云何為三？所謂：三昧樂正受

意生身、覺法自性性意生身、種 類俱生無行作意生身。修行

者，了知初地上上增進 相，得三種身。」 18 4 

三 種 身 相 之 第 一 種 ， 是 初 地 至 七 地 可 得 ； 第 二 種 ， 乃 八 至 十 地 可

得 ； 第 三 種 ， 唯 佛 獨 有 。 如 實 修 行 的 一 乘 法 者 ， 就 能 逐 漸 層 層 增 上 地

而 得 三 身 。 以 下 將 舉 出 佛 在 本 經 所 開 演 「 能 入 」 與 「 所 入 心 量 地 」 之

境 界 ：  

大慧！云何三昧樂正受意生身？ 謂第三、第四、第五地，三

昧樂正受故，種種自心寂靜，安 住心海，起浪識相不生，知

自心現境界性非性，是 名三昧樂正受意生身。 18 5 

三 昧 樂 正 受 意 生 身 ， 原 為 初 地 至 七 地 得 。 此 意 生 身 ， 是 從 中 而 攝

前 後 。 平 等 正 受 三 昧 樂 ， 在 第 三 、 第 四 地 才 能 顯 現 。 由 是 自 心 所 現 種

種 之 相 ， 絕 不 分 別 ， 心 無 動 搖 ， 不 為 識 浪 所 轉 ， 了 一 切 法 無 性 ， 而 能

現 身 無 礙 。 如 經 文 ：   

佛告大慧：「我說如來非無性， 亦非不生不滅攝一切法，亦

不待緣故不生不滅，亦非無義。 大慧！我說意生、法身，如

來名號。彼不生者，一切外道、 聲聞、緣覺、七住菩薩非其

境界。大慧！彼不生，即如來異名。」
18 6 

又  

大慧！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 ，不增不減。此及餘世界，

皆悉知我，如水中月，不出不入 。彼諸愚夫，不能知我，墮

二邊故。然悉恭敬供養於我，而 不善解知辭句義趣，不分別

名，不解自通，計著種種言說章 句，於不生不滅作無性想，

不知如來名號差別，如因陀羅釋 迦、不蘭陀羅。不解自通，

會歸終極，於一切法，隨說計著 18 7。  

                                                   
1 8 4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7 ,  c 1 9 - 2 3 )  
1 8 5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7 ,  c 2 3 - 2 6 )  
1 8 6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6 ,  a 2 6 - b 2 )  
1 8 7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6 ,  b 1 8 -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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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說 非 以 無 法 說 為 不 生 不 滅 ， 也 非 攝 取 不 生 不 滅 而 為 如 來 ， 亦 非

待 緣 而 有 ， 亦 非 有 其 說 而 無 義 。 平 常 佛 說 不 生 不 滅 ， 其 實 是 如 來 之 別

名 ， 依 最 勝 意 生 身 、 法 身 、 說 為 不 生 不 滅 ， 但 非 外 道 二 乘 乃 至 七 地 以

前 菩 薩 所 能 知 。 所 以 「 不 生 不 滅 」 即 「 如 來 」 別 號 ， 就 像 帝 釋 有 「 因

陀 羅 釋 迦 」 等 別 名 ， 「 不 蘭 陀 羅 」 等 乃 至 其 他 萬 類 ， 亦 皆 各 有 很 多 的

名 稱 ， 然 而 其 物 則 一 ， 亦 非 無 此 物 的 自 性 。 「 釋 迦 佛 」 ， 在 此 娑 婆 世

界 亦 有 無 數 別 名 ， 凡 愚 眾 生 ， 雖 聞 、 見 ， 卻 不 知 其 就 是 「 如 來 」 之 別

號 ， 所 以 有 知 為 「 如 來 」 者 ， 即 一 切 智 者 、 佛 者 ， 乃 至 意 生 者 1 8 8 。  

有 三 阿 僧 祇 不 增 減 之 數 ， 在 十 方 界 ， 無 不 如 是 隨 眾 生 心 而 見 。 佛

比 喻 如 水 中 之 月 ， 隨 感 而 現 ， 不 出 不 入 。 愚 痴 凡 夫 雖 然 知 道 而 恭 敬 供

養 ， 可 是 未 能 了 解 其 義 涵 ， 最 終 於 名 號 上 隨 言 計 著 ， 不 能 自 通 會 歸 於

聖 智 ， 而 於 一 切 法 的 異 名 、 差 別 相 所 繫 縛 。 如 佛 告 訴 大 慧 ：  

六地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緣覺入 滅正受。第七地菩薩摩訶薩

念念正受，離一切性自性相正受 ，非聲聞、緣覺。諸聲聞、

緣覺墮有行覺，攝所攝相滅正受 。是故七地非念正受，得一

切法無差別相，非分得種種相性，覺一切法善不善性相正受，

是故七地無善念正受。 18 9 

初地乃至七地菩薩摩訶薩，觀三 界心、意、意識量，離我我

所自妄想修，墮外性種種相，愚 夫二種自心攝所攝，向無知

不覺無始過惡虛偽習氣所熏。
19 0 

聲聞、緣覺三昧門得樂所牽故， 作涅槃想。大慧！我分部七

地善修心、意、意識相，善修我 我所，攝受人法無我，生滅

自共相，善四無礙，決定力、三 昧門，地次第相續，入道品

法。不令菩薩摩訶薩不覺自共相 ，不善七地，墮外道邪徑，

故立地次第 19 1。  

                                                   
1 8 8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2 8 1 ~ 3 0 0 。 
1 8 9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a 2 5 - b 3 )  
1 9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b 4 - 7 )  
1 9 1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b 1 1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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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初 地 至 六 地 ， 入 滅 正 受 與 二 乘 共 ， 有 間 斷 ， 即 有 時 在 定 ， 有 時

不 在 定 。 至 七 地 ， 是 處 在 無 間 常 住 定 中 ， 了 一 切 法 無 有 別 自 性 可 得 ，

實 無 有 法 可 動 心 ， 不 同 二 乘 取 法 ， 起 作 意 而 覺 入 定 。  

七 地 無 間 尚 還 未 能 自 然 活 動 運 用 的 功 能 ， 至 第 八 地 ， 方 能 任 運 不

斷 。 初 地 至 七 地 ， 尚 須 觀 三 界 有 漏 心 皆 唯 心 量 ， 離 愚 夫 種 種 執 取 過 患

習 氣 。 八 地 能 不 住 於 三 昧 樂 者 ， 皆 由 佛 所 加 持 ， 令 圓 滿 上 求 下 化 之 本

願 。 第 八 地 修 願 波 羅 密 以 趨 佛 地 ， 不 同 二 乘 牽 於 樂 境 。 所 以 佛 分 初 地

至 七 地 之 修 習 次 第 ； 善 觀 察 心 相 ， 離 人 法 二 執 ， 入 二 無 我 ， 不 著 生 滅

法 自 共 相 。 如 經 云 ：   

大慧！彼實無有若生若滅，除自 心現量，所謂地次第相續及

三界種種行，愚夫所不覺。愚夫 所不覺者，謂我及諸佛說地

次第相續，及說三界種種行。 19 2 

理 智 一 如 ， 無 分 別 智 實 證 真 如 ， 無 施 設 之 地 相 可 得 ， 亦 無 三 界 過

患 可 觀 ， 一 切 皆 自 心 現 量 。 愚 夫 不 知 諸 佛 施 設 方 便 之 意 ， 不 能 了 知 唯

心 所 現 ， 所 以 知 見 上 就 有 差 別 了 。 如 ：   

從初地轉進至第七地，見一切法 如幻等方便，度攝所攝心妄

想行已，作佛法方便，未得者令得。 19 3 

從 初 地 以 至 轉 進 入 第 七 地 ， 修 如 幻 之 方 便 法 門 。 如 能 覺 察 一 切 皆

為 自 心 所 現 ， 並 遠 離 二 取 之 見 ， 得 如 幻 之 自 利
1 9 4。 覺 知 住 「 入 心 量 地 」

的 自 利 情 況 之 後 ， 續 而 將 住 進 「 入 無 所 有 地 」 ， 即 八 地 菩 薩 行 種 種 利

他 之 不 壞 方 便 ：   

 

二、「入無所有地」（八地） 

                                                   
1 9 2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b 1 7 - 2 0 )  
1 9 3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c 5 - 7 )  
1 9 4

 釋 太 虛 著，《 楞 伽 經 義 記 》，台 北 市：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民 8 9，p . 2 0 9 ~ 3 0 2 ~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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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門 是「 無 所 有 地 1 9 5 」， 證 入 此 地 的 菩 薩 已 超 越 小 乘 法 ， 而 為 大

乘 不 共 法 了。所 以 不 但 了 解 到 一 切 唯 心 所 現，而 且 能 使 心 地 寂 滅 不 生 ，

無 相 無 功 用 ， 獲 得 身 心 轉 依 。  

此 中 也 分 「 能 入 道 」 及 「 所 入 地 」 。 在 「 能 入 道 」 境 界 中 ， 經 中

說 ： 八 地 菩 薩 至 此 能 做 到 「境空心寂」 ， 外 不 被 境 界 所 惑 ， 內 不 被 煩

惱 所 染 ， 稱 為 「 不 動 」 ， 這 時 才 能 真 正 做 到 捨 妄 識 、 依 聖 智 了 。 至 於

「 所 入 地 」中 ， 第 八 、 九 地 之 菩 薩 獲 得 身 心 轉 依 ， 所 謂「 轉 生 死 身 」、

「 解 相 續 識 」 ， 超 越 二 乘 直 趨 薩 婆 若 海 的 「 自 覺 法 性 」 。 若 以 菩 薩 自

覺 智 慧 ， 以 對 諸 法 能 夠 確 知 「 非 有 、 無 」 ， 「 離 能 、 所 」 ， 得 根 本 無

分 別 智 、 得 覺 法 自 成 身 ， 最 後 做 到 「 善 通 教 理 」 一 切 言 說 、 思 慮 而 迥

然 異 於 世 間 之 戲 論 。 如 經 云 ：  

大 慧 ！ 云 何 覺 法 自 性 性 意 生 身 ？ 謂 第 八 地 觀 察 覺 了 如 幻 等

法，悉無所有，身心轉變。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無 量相、

力、自在、明，如妙華莊嚴迅疾 如意；猶如幻、夢、水月、

鏡像，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 一切色種種支分具足莊嚴，

隨入一切佛剎大眾，通達自性法 故，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
19 6 

覺 法 自 性 性 意 生 身 ， 乃 是 七 地 以 前 之 修 行 ， 所 以 還 須 用 功 以 自 精

進 ， 到 了 八 地 觀 行 成 熟 後 ， 於 無 相 觀 中 得 無 功 用 行 ， 了 知 第 一 義 空 ，

身 心 才 得 以 轉 變 為 覺 法 自 性 性 意 生 身 。  

從 八 地 觀 行 成 熟 後 ， 才 能 轉 我 愛 執 藏 之 根 本 依 ， 而 得 無 量 三 昧 及

無 量 相 好 、 神 力 、 自 在 、 光 明 而 迅 疾 如 意 。 雖 非 四 大 造 色 之 身 ， 卻 能

                                                   
1 9 5

 參 閱 ： 釋 印 順 著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華 雨 集 》 第 一 冊 ， 台 北 市 ：

正 聞 ， 民 8 2 ， p . 1 6 6 ~ 1 6 7 。  

根 據 印 順 法 師 將 大 慧 隨 問，經 佛 陀 廣 答 而 漸 漸 進 入 眾 生 自 心 的 一 段 共 分 為 四 門

〈 廣 分 為 十 九 章 〉。 此 為 第 三 門 是 證「 無 所 有 地 」〈 從 第 十 三 章 至 第 十 六 章 〉，

相 當 於 唯 識 宗 之 「 修 道 位 」 中 間 之 一 分 ， 屬 於 菩 薩 第 八 不 動 地 及 第 九 善 慧 地 階

位 。  
1 9 6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7 ,  c 2 7 - p . 4 9 8 ,  a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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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具 足 身 。 雖 現 相 好 ， 卻 猶 如 幻 、 夢 、 影 、 像 ， 而 通 達 諸 法 自 性 1 9 7 。

如 經 中 ， 世 尊 以 偈 答 大 慧 菩 薩 ：  

非無性無生，亦非顧諸緣，非有 性而名，名亦非無義。一切

諸外道，聲聞及緣覺，七住非境 界，是名無生相。遠離諸因

緣，亦離一切事，唯有 微心 住，想、所想 俱離。其身 隨 轉變，

我說是無生。無外性無性，亦無 心攝受，斷除一切見，我說

是無生。如是無自性、空等應分 別。非空故說空，無生故說

空。因緣數和合，則有生有滅， 離諸因緣數，無別有生滅。

捨離因緣數，更無有異性；若言 一異者，是外道妄想。有無

性不生，非有亦非無；除其 數轉變，是悉不可得。 19 8 

佛 說 無 生 ， 非 無 一 切 法 ， 亦 非 觀 察 諸 法 而 另 外 別 有 一 法 。 然 而 名

「 有 」 義 ， 是 無 生 法 ， 凡 夫 外 道 乃 至 七 地 菩 薩 皆 不 能 知 。 遠 離 能 生 之

因、所 生 之 果、能 想 之 心、所 想 之 相 ，唯 有 安 住 於 一 真 微 妙 之 微 心 中 ，

轉 我 愛 執 藏 之 根 本 依，為 清 淨 識，不 見 心 外 有 法 可 取，亦 無 能 取 之 心 。

因 此 說 無 生 ； 空 、 無 性 等 ， 非 有 空 之 實 法 而 說 空 ， 是 達 一 切 法 無 生 而

空。因 緣 和 合 而 有 生 滅，離 緣 起 法 就 別 無 異 因 ，緣 散 即 不 和 合。 其 實 ，

言 一 、 言 異 ， 都 是 外 道 之 妄 想 。 經 云 ：  

但有諸俗數，展轉為鉤鎖，離彼 因緣鎖，生義不可得。生無

性不起，離諸外道過，但說緣鉤 鎖，凡愚不能了。若離緣鉤

鎖別有生性者，是則無因論，破 壞鉤鎖義。如燈顯眾像，鉤

鎖現若然，是則離鉤鎖，別更有 諸性。無性無有生，如虛空

自性，若離於鉤鎖，慧無所分別。復 有餘無生，賢 聖所得法，

彼生無生者，是則無生忍。 19 9 

離 於 四 句 ， 就 十 二 支 因 緣 之 轉 變 ， 隨 俗 假 設 ， 展 轉 相 生 ， 猶 如 鉤

鎖 。 離 此 鉤 鎖 ， 則 無 緣 起 ， 生 即 不 有 ， 那 還 有 滅 ？ 所 以 離 外 道 妄 見 之

過 而 說 鉤 鎖 ， 以 生 無 故 說 不 生 起 。 若 離 鉤 鎖 而 另 別 計 有 能 生 之 法 ， 別

計 異 因 ， 就 同 等 於 無 因 ， 此 是 外 道 破 壞 了 鉤 鎖 義 涵 的 邪 見 。  

                                                   
1 9 7

 釋 太 虛 著，《 楞 伽 經 義 記 》，台 北 市：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民 8 9，p . 2 1 0 ~ 2 1 1 , 2 8 9 ~ 2 9 1。 
1 9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7 ,  c 1 9 -  p . 5 0 8 ,  a 6 )  
1 9 9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8 ,  a 7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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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說 明 緣 生 即 無 生 ， 若 離 緣 生 而 別 求 無 生 ， 這 都 是 妄 見 。 比 喻 以

燈 照 物 ， 諸 物 由 燈 而 顯 ， 是 則 燈 外 取 物 。 無 生 自 體 猶 如 虛 空 ， 不 應 離

鉤 鎖 而 求 。 此 緣 起 法 ， 乃 聖 智 所 證 ， 為 第 八 地 菩 薩 ， 證 無 生 法 忍 時 所

得 ， 所 以 能 作 如 是 觀 ， 可 離 妄 而 得 三 昧 。 癡 、 愛 等 十 二 支 ， 由 無 明 發

業 ， 乃 至 於 受 生 老 死 苦 ， 是 為 內 緣 的 鉤 鎖 。 佛 再 比 喻 說 ：  

若使諸世間，觀察鉤鎖者，一切 離鉤鎖，從是得三昧。癡、

愛諸業等，是則內鉤鎖；鑽、燧 、泥團、輪、種子等名外。

若使有他性而從因緣生，彼非鉤 鎖義，是則不成就。若生無

自性，彼為誰鉤鎖 ？展 轉相 生故，當 知因 緣義。堅、濕、煖、

動法，凡愚生妄想，離數無異法，是 則說無性。如 醫療眾病，

無有若干論，以病差別故，為設 種種治。我為彼眾生，破壞

諸煩惱，知其根優劣，為彼說度 門。非煩惱根異，而有種種

法，唯說一乘法，是則為大乘。 20 0 

 若 依 鑽 燧 諸 因 緣 而 生 火 ， 泥 團 、 輪 等 因 緣 而 生 瓦 器 ， 種 子 等 因 緣

而 生 芽 ， 亦 是 外 緣 鉤 鎖 。 假 設 是 有 一 法 ， 是 離 鉤 鎖 因 緣 而 生 他 物 的 ，

這 道 理 決 不 能 成 立 。 若 執 著 緣 生 無 自 性 為 無 一 切 法 ， 誰 能 為 展 轉 相 生

之 鉤 鎖 ？ 所 以 應 當 善 巧 了 知 因 緣 之 義 。 凡 愚 計 執 堅 、 濕 、 煖 、 動 四 大

性 之 法 ， 實 則 離 無 始 虛 妄 習 氣 之 鉤 鎖 ， 別 無 諸 法 。 了 知 第 一 義 空 ， 畢

竟 唯 心，方 能 證 無 生 之 義。如 來 是 為 了 眾 生 種 種 煩 惱，而 說 種 種 法 門 ，

其 實 只 有 一 乘 教 法 ， 是 無 有 差 別 之 相 ， 如 醫 療 眾 病 ， 亦 有 種 種 方 藥 ，

由 此 可 知 如 來 教 義 是 有 權 實 之 法 2 0 1 。 如 經 云 ：  

大慧！八地菩薩及聲聞、緣覺， 心、意、意識妄想相滅。
20 2 

大慧！八地菩薩摩訶薩，聲聞、 緣覺涅槃。菩薩者，三昧覺

所持，是故三昧門樂不般涅槃。 若不持者，如來地不滿足，

棄捨一切有為眾生事故，佛種則 應斷。諸佛、世尊，為示如

來不可思議無量功德。 20 3 

                                                   
2 0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8 ,  a 1 9 - b 8 )  
2 0 1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2 9 1 ~ 2 9 2 。 
2 0 2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b 3 - 4 )  
2 0 3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b 7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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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了 八 地 ， 就 與 二 乘 同 樣 捨 去 我 愛 執 藏 。 然 八 地 之 所 入 三 昧 ， 即

二 乘 所 執 著 為 涅 槃 。 以 二 乘 不 了 唯 心 ， 灰 心 滅 智 ， 耽 著 為 樂 。 八 地 菩

薩 在 六 識 上 ， 法 執 不 起 。 如 經 云 ：  

復次、大慧！聲聞、緣覺、第八 菩 薩 地、滅三 昧 門 樂 醉 所 醉 ，

不善自心現量自共相，習氣所障 ，墮人法無我，法攝受見，

妄想涅槃想，非寂滅智慧覺。大慧！菩薩者，見滅三昧門樂，

本願哀湣大悲成就，知分別十無 盡句，不妄想涅槃想。彼已

涅槃妄想不生故，離攝所攝妄想 ，覺了自心現量，一切諸法

妄想不生，不墮心、意、意識， 外性自性相計著妄想。非佛

法因不生，隨智慧生，得如來自 覺地。如人夢中方便度水，

未度而覺，覺已思惟為正為邪， 非正非邪。餘無始見、聞、

覺、識因想，種種習氣，種種形 處，墮有無想，心、意、意

識夢現。大慧！如是菩薩摩訶薩於第八菩薩地，見妄想 生。20 4 

八 地 菩 薩 可 以 比 喻 如 飲 三 昧 酒，臥 無 為 床 而 入 涅 槃。因 其 不 取 相 、

不 執 法 的 原 故 ， 離 盡 妄 想 ， 成 就 自 利 、 利 他 悲 願 ， 修 無 盡 行 ， 不 墮 有

漏 心 、 所 取 心 外 之 法 ， 以 無 相 妙 慧 為 佛 法 的 正 因 ， 畢 竟 成 佛 。 如 人 在

夢 中 度 水 ， 還 未 度 水 而 覺 醒 ， 醒 後 思 惟 是 真 還 是 假 ； 然 而 非 真 非 假 ，

因 在 夢 是 有 ， 醒 後 卻 是 沒 有 存 在 的 事 實 。 覺 醒 的 時 後 ， 若 不 依 佛 智 修

或 行 自 覺 覺 他，則 所 作 猶 如 執 著 夢 境 為 真 實 一 樣。此 即 第 八 地 的 菩 薩 ，

見 妄 想 生 時 是 猶 如 夢 幻 2 0 5 。     

第 四 節  「 入 如 來 地 」 之 「 自 覺 聖 智 究 竟 之 相 」  

「 自 覺 聖 智 」 是 不 藉 語 言 文 字 之 教 相 ， 是 自 內 親 證 而 得 ， 於 佛 說

一 切 法 相 ， 是 不 取 法 亦 不 取 相 ， 而 成 就 一 切 三 昧 ， 得 定 心 如 幻 三 昧 ，

由 此 而 入 聖 智 現 行 之 究 竟 相 。  

                                                   
2 0 4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b 2 1 - c 5 )  
2 0 5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3 0 0 ~ 3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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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門 是 「 入 最 勝 地 2 0 6 」， 此 有 「 圓 示 二 果 」 之 義 涵 。 菩 薩 到 了 佛

果 ， 滅 除 我 執 、 斷 煩 惱 障 ， 可 以 獲 得 涅 槃 果 ； 去 除 法 執 ， 斷 所 知 障 ，

證 入 菩 提 果 ， 也 就 是 證 得 無 上 正 等 正 覺 。 斷 煩 惱 障 ， 以 慈 悲 心 度 一 切

眾 生 ， 可 得 解 脫 功 德 ； 斷 所 知 障 ， 以 法 空 慧 得 般 若 ， 以 菩 提 心 成 法 身

德 。 如 此 ， 佛 果 崇 高 境 界 ， 依 一 般 大 乘 經 論 所 說 ， 都 以 四 種 清 淨 而 攝

盡 。 四 種 清 淨 ： 自 性 清 淨 、 生 此 道 清 淨 、 離 垢 清 淨 、 得 此 道 清 淨 。 此

自 性 清 淨 攝 於 「 如 來 藏 」 中 。 以 唯 識 說 ， 應 攝 入 「 圓 成 實 」 中 。 所 以

經 文 中 說 ： 「 如 來 藏 識 藏 2 0 7 」 。 如 說 ： 「 略 有 三 種 識 ： 真 識 、 現 識 、

分別事識 2 0 8 」。 又 說 ：「 如來之藏…為無始虛偽惡習所熏，名 為識 藏…

自性無垢，畢竟清淨 2 0 9 」 。   

此 上 說 如 來 藏 、 說 真 識 、 說 自 性 無 垢 ， 皆 是 就「 自 性 清 淨 」而 說 。

如 何 轉 識 依 智 ， 而 「 生 此 道 清 淨 」 ， 必 須 明 白 佛 說 「 五 法 」 道 理 ， 才

能 生 定 、 發 慧 。 以 「 五 法 」 為 本 ， 再 延 伸 「 三 自 性 」、「 八 識 」、「 二

無 我 」 。   

「 得 此 道 清 淨 」 ， 大 慧 以 「 六 波 羅 蜜 滿 足 ， 得 成 正 覺 」 問 佛 。 佛

以「 六 波 羅 蜜 」有 三 種 分 別 ：「 世 間 、 出 世 間 、 出 世 間 上 上 」來 說 明 。

佛 以 「 出 世 間 上 上 波 羅 蜜 」 為 大 乘 菩 薩 所 修 ， 不 但 超 越 著 相 凡 夫 世 間

六 波 羅 蜜 ， 也 超 過 二 乘 出 世 間 ， 偏 空 、 墮 於 攝 取 涅 槃 。 菩 薩 所 修 六 度

                                                   
2 0 6

參 閱 ： 釋 印 順 著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釋 題 〉 ， 《 華 雨 集 》 第 一 冊 ， 台 北 市 ：

正 聞 ， 民 8 2 ， p . 1 6 7 ~ 1 6 8 。  

根 據 印 順 法 師 將 大 慧 隨 問，經 佛 陀 廣 答 而 漸 漸 進 入 眾 生 自 心 的 一 段 共 分 為 四 門

〈 廣 分 為 十 九 章 〉。 此 為 第 四 門 是 證「 入 最 勝 地 」〈 此 中 從 十 七 章 到 二 十 章 〉。

相 當 於 唯 識 宗 之 第 十 法 雲 地 及 佛 地 ， 為 五 位 中 之 修 道 位 後 分 及 究 竟 位 之 全 分 。 
2 0 7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說 如 來 境 界 ， 非 聲 聞 緣 覺 及 外 道 境 界 。 如 來 藏

識 藏 。 佛 及 餘 利 智 依 義 菩 薩 智 慧 境 界 。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0 ,  c 7 - 9 )  
2 0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諸 識 有 三 種 相 ， 謂 ： 轉 相 、 業 相 、 [ 生 ] 真 相 。

大 慧 ！ 略 說 有 三 種 識 ， 廣 說 有 八 相 。 何 等 為 三 ？ 謂 真 識 、 現 識 及 分 別 事 識 。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3 ,  a 1 4 - 1 7 )  
2 0 9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如 來 之 藏 是 善 不 善 因 ， 能 遍 興 造 一 切 趣 生 。 譬

如 伎 兒 變 現 諸 趣 離 我 我 所 ， 不 覺 彼 故 。 三 緣 和 合 方 便 而 生 ， 外 道 不 覺 計 著 作

者 ， 為 無 始 虛 偽 惡 習 所 薰 ， 名 為 識 藏 。 生 無 明 住 地 與 七 識 俱 ， 如 海 浪 身 [ 長 ]

常 生 不 斷 。 離 無 常 過 離 於 我 論 ， 自 性 無 垢 ， 畢 竟 清 淨 。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0 ,  b 4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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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門 ， 以 「 離 妄 為 本 」 ， 離 於 前 七 識 妄 想 分 別 ， 方 能 契 合 第 八 真 常 妙

心 ， 真 心 獨 現 ， 達 至 佛 果 彼 岸 。   

入 最 勝 地 最 後 一 段 經 文 是 「 會 歸 一 乘 」 〈 第 二 十 章 〉 ， 佛 說 法 雖

有 五 乘 共 法 ， 三 乘 共 法 ， 但 最 後 皆 會 歸 於 一 乘 不 共 法 ， 並 希 望 人 人 皆

得 成 佛 。 於 是 佛 分 析 道 ：   

大慧！云何種類俱生無行作意生 身？所謂覺一切佛法，緣自

得樂相，是名種類俱生無行作意生身。
21 0 

種 類 俱 生 無 行 作 意 生 身 ， 乃 是 遍 器 世 間 、 有 情 世 間 、 正 覺 世 間 而

現 佛 身 ， 乃 至 異 種 異 類 之 身 ， 隨 感 而 應 。 無 行 作 者 ， 言 不 假 造 作 功 用

之 境 界 。 自 證 稱 性 圓 滿 無 漏 之 功 德 ， 與 十 方 三 世 諸 佛 平 等 。 如 佛 說 ：   

大慧！此是菩薩涅槃方便不壞， 離心、意、意識，得無生法

忍。大慧！於第一義無次第相續 ，說無所有妄想寂滅法。 21 1 

八 地 以 至 佛 ， 復 以 種 種 方 便 而 利 他 ， 雖 得 涅 槃 ， 方 便 不 壞 ， 離 過

患 盡 而 得 無 生 法 忍 。 於 所 證 第 一 義 ， 皆 是 唯 心 ， 畢 竟 無 所 有 ， 無 有 一

定 次 第 ， 得 寂 滅 法 2 1 2 。  

進 入 第 三 相 是 自 覺 聖 智 究 竟 之 相 ( p r a t y a t m a r y a j n a n a g a t i - l a k s an a ) ： 那 是

對 於 一 切 法 相 ， 都 無 所 執 著 ， 自 得 如 幻 三 昧 之 身 ， 進 循 一 切 諸 佛 所 修

行 、 所 趣 的 諸 地 次 第 而 行 ， 此 明 示 ， 本 經 所 說 為 佛 自 證 的 境 界 。 「 自

證 」是 為 佛 自 心 識 的 經 驗 ， 是 離 於 一 切 言 說 ， 稱 之 為「 自 所 得 聖 智 」。

這 種 聖 智 亦 是 「 如 來 藏 智 」 或 「 如 來 藏 空 智 」 。  

為 何 楞 伽 王 聞 此 經 已 ， 頓 而 開 悟 ？ 因 已 遠 離 心 、 意 、 意 識 ， 而 得

斷 除 「 自 我 」 的 三 界 相 續 身 見 之 執 著 。 此 能 證 入 清 淨 心 ； 能 體 驗 心 識

不 受 污 染 的 境 界 ， 亦 能 入 「 如 來 藏 」 。  

                                                   
2 1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8 ,  a 4 - 6 )  
2 1 1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c 7 - 1 0 )  
2 1 2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3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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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 「 寂 靜 」 或 「 遠 離 生 」 之 義 。 「 寂 靜 」 亦 是 「 無 我 」 ， 與 「 寂

靜 」 相 對 的 是 煩 惱 或 無 明 。 凡 夫 的 無 明 是 「 自 我 」 的 執 著 ； 遠 離 生 即

是 「 無 生 」 ， 服 從 於 緣 起 法 則 的 呈 現 稱 為 「 生 」 ， 不 落 緣 起 便 是 「 無

生 」 。 故 「 無 我 」 、 「 無 生 」 也 是 佛 的 法 身 。 諸 佛 欲 令 凡 外 眾 生 ， 離

生 死 輪 迴 及 種 種 妄 見 ， 勇 猛 精 進 ， 而 說 佛 自 覺 聖 智 究 竟 之 相 ：  

一 、 如 來 自 性 清 淨 ， 無 諸 垢 染 ， 故 無 分 別 愛 憎 ， 唯 以 本 願 三 昧 力 安 樂

眾 生 ， 不 因 外 道 而 生 惱 亂 。  

二 、 如 來 法 身 自 性 本 空 ， 實 不 能 壞 ， 雖 歷 三 世 間 而 平 等 不 動 。  

三 、 如 來 度 生 光 明 無 有 限 量 。  

四 、 如 來 自 覺 聖 智 無 生 滅 變 易 。  

五 、 如 來 智 身 本 無 增 減 ， 取 不 見 減 ， 投 不 見 增 。  

六 、 如 來 不 因 眾 生 極 苦 之 法 而 起 煩 惱 ， 實 由 本 願 大 悲 心 不 捨 眾 生 故 。  

七 、 如 來 說 法 皆 隨 順 涅 槃 解 脫 義 ， 恆 常 不 變 ， 坐 斷 三 際 而 無 來 去 相 。  

「 如 來 」 如 此 深 意 ， 實 非 不 知 生 死 本 際 的 愚 夫 可 知 。 眾 生 既 不 知

生 死 本 際 ， 又 如 何 能 解 脫 ？ 若 離 分 別 心 ， 眾 生 生 死 就 無 差 別 了 。 以 正

智 觀 察 內 外 諸 法，就 能 取 智 與 所 取 境，皆 虛 幻 無 實。如 是 則 染 心 自 滅 ，

證 如 來 清 淨 解 脫 果 。  

總 的 來 說 ， 諸 佛 悉 皆 平 等 、 不 來 、 不 去 、 不 壞 ， 為 安 樂 眾 生 ， 而

不 究 竟 滅 ， 就 像 沙 隨 河 流 而 沙 性 不 變 ， 法 性 不 壞 。  

《 楞 伽 經 》 是 以 「 五 法 」 、 「 三 自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等 來 概 括 佛 法 全 體 。 通 過 對 它 的 了 解 ， 能 次 第 入 于 一 切 諸 地 ， 乃 至 入

如 來 自 身 內 證 智 地 。 此 「 五 法 」 ， 純 粹 是 宗 教 的 唯 心 主 義 。 但 在 唯 識

來 看 ， 「 五 法 」 只 是 自 我 意 識 分 別 的 產 物 。 反 觀 若 以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的 角 度 看 來，如 果 覺 悟 到 世 間，無 非 是 意 識 分 別 的 概 念 表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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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而 不 再 受 虛 妄 認 識 所 支 配 ， 而 達 到 無 相 、 寂 靜 的 程 度 。 若 能 契 合 修

習 者 ， 所 追 求 的 「 自 覺 聖 智 」 狀 態 ， 亦 是 本 經 核 心 的 最 高 境 界 了 。  

至 於 「 三 自 性 」 ， 指 「 妄 想 自 性 」 、 「 緣 起 自 性 」 、 「 成 自 性 」 ，

是 宗 教 唯 心 主 義 ， 對 一 切 現 象 分 類 的 一 種 方 法 。 「 三 自 性 」 的 邏 輯 結

構 與「 五 法 」是 一 致 的：心、心 所 法，是 因 緣 形 成，此 即「 緣 起 自 性 」；

由 此 因 緣 法 上 安 置 名 、 相 而 以 為 實 ， 就 是 「 妄 想 自 性 」 ； 從 緣 起 自 性

上 除 滅 妄 想 自 性 ， 是 為 「 真 如 」 。 以 《 楞 伽 經 》 的 思 想 ， 對 此 真 如 的

內 證 ， 就 是 「 正 智 」 ； 「 正 智 」 和 「 真 如 」 ， 皆 統 名 為 如 來 藏 心 ， 也

就 是 「 自 覺 聖 智 」 的 要 義 。  

「 八 識 」 ， 若 詳 加 說 明 就 是 人 生 本 源 的 部 分 ， 此 屬 于 本 經 的 哲 學

核 心 ， 三 界 唯 心 之 說 。  

所 謂 「 二 無 我 」 ， 指 人 無 我 和 法 無 我 ， 是 大 乘 佛 教 共 同 信 奉 的 基

本 道 理 ， 也 就 是 支 撐《 楞 伽 經 》所 要 達 到 的 最 高「 自 覺 聖 智 」之 境 界 。

值 得 提 出 的 是 ，《 楞 伽 經 》最 特 殊 的 一 點 是 把「 五 法 」、「 三 自 性 」、

「 八 識 」、「 二 無 我 」 最 終 歸 結 為 「 五 法 」 的 真 如 ， 亦 即 「 自 覺 聖 智 」

之 境 界。就 此 而 成 為 其 特 色 及 不 能 用 唯 識、中 觀 或 其 他 學 說 來 套 上《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所 要 表 達 之 義 涵 。  

 

第 五 節  小  結  

一 切 佛 法 ， 畢 竟 只 是 一 乘 ， 有 志 於 大 乘 的 菩 薩 ， 當 勤 加 修 學 並 完

成 聖 智 三 相 ， 才 是 佛 法 真 正 的 歸 趨 。 總 視 此 入 「 自 覺 聖 智 」 所 行 的 次

第 是 ： 於 彼 聲 聞 、 緣 覺 、 外 道 ， 所 共 修 習 的 空 相 ， 而 生 的 無 所 有 相 。

依 諸 先 佛 誓 度 一 切 眾 生 的 本 願 ， 修 行 而 生 的 自 願 處 相 。 於 一 切 法 相 、

非 法 相 ， 無 所 計 著 ， 得 如 幻 三 昧 ， 普 現 色 身 ， 向 諸 佛 妙 果 地 ， 進 趣 修

行 而 生 的 自 覺 聖 智 究 竟 相。若 能 成 就 這 聖 智 三 相，便 能 到 達 自 覺 聖 智 ，

中 道 、 實 相 的 究 竟 境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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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藏 識 境 界 ， 亦 彰 唯 識 境 之 初 依 識 而 說 明 相 ， 總 刮 明 示 一 切 法

是 唯 識 所 變 、 緣 起 如 幻 之 相 ， 不 可 計 執 ， 若 執 即 成 妄 。 破 之 、 自 然 顯

一 切 法 的 真 實 性。佛 法 顯 示 三 世 諸 佛 皆 說 ：諸 住、 諸 地 ，悟 自 心 現 量 ，

心 外 別 無 所 有 。 第 七 地 ， 心 量 住 ， 第 八 地 ， 無 所 有 住 ， 乃 至 佛 地 ， 最

勝 心 量 無 所 有 住 ； 並 非 別 有 一 最 勝 法 ， 只 是 心 量 無 所 有 。 佛 以 「 自 覺

聖 智 」 、 菩 提 、 證 清 淨 法 界 ， 自 受 用 身 、 法 身 ； 至 於 他 受 用 身 ， 遍 一

切 處 光 明 普 照 ； 三 類 化 身 ， 如 意 清 涼 ， 以 身 口 意 三 輪 隨 機 施 化 ， 方 便

為 說 諸 乘 。 所 有 世 間 、 出 世 間 一 切 法 ， 皆 清 淨 法 界 所 流 出 ， 皆 是 如 來

地 法 ， 無 一 定 相 續 之 諸 法 次 第 ， 畢 竟 唯 心 ， 一 切 差 別 悉 皆 平 等 ， 一 切

行 果 互 攝 互 入 ， 悉 皆 圓 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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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楞伽經》「自覺聖智」的修行方法與次第 

佛 法 在 修 習 的 當 中 ， 於 方 法 上 是 重 在 對 治 ， 而 對 治 是 指 專 以 治 心

為 主。治 心 須 先 立 正 解，繼 而 續 以 實 踐 方 能 達 至 實 證。能 實 踐 一 切 法 ，

以 對 治 惑 業 之 苦 ， 此 可 稱 之 為 修 行 。 修 行 必 須 與 佛 之 教 理 相 應 ， 才 能

成 就 佛 之 證 智 境 界 ， 即 證 見 佛 之 「 自 覺 聖 智 」 境 。 本 章 總 分 八 節 以 探

討 「 自 覺 聖 智 」 的 修 行 方 法 與 次 第 。  

第 一 節  前  言  

延 續 修 習 「 自 覺 聖 智 」 所 行 的 次 第 ， 接 著 就 是 本 經 所 要 展 示 的 修

行 要 門 。 菩 薩 若 想 離 妄 證 真 ， 入 「 自 覺 聖 智 」 境 界 ， 必 須 捨 離 喧 囂 的

群 眾 、 情 染 的 習 俗 與 昏 沉 的 睡 眠 ； 當 於 靜 夜 的 初 、 中 、 後 三 時 ， 覺 悟

修 行 的 方 便 法 門 。 更 應 當 捨 離 外 道 的 惡 見 、 經 論 、 言 說 及 聲 聞 、 緣 覺

二 乘 的 偏 斷 空 相 ， 然 後 才 能 一 心 求 通 達 「 自 心 所 現 妄 想 相 」 的 智 慧 。

此 章 為 修 煉 「 自 覺 聖 智 」 的 重 要 之 工 具 ， 若 無 配 合 修 煉 的 工 具 ， 就 算

有 很 好 的 質 料 ， 亦 不 能 實 現 整 體 的 工 程 。 故 佛 教 示 眾 生 善 巧 方 便 之 修

行 方 法， 其 中 就 有 ：修 正 行 、 離 妄 想 、 依 禪 定 、 向 涅 槃 、 證 轉 依 、

等 正 覺 。 若 能 修 行 方 能 對 治 妄 想 分 別 ， 再 依 戒 、 定 方 能 與 涅

槃 相 應 ， 與 此 相 互 的 當 下 ， 將 識 轉 依 於 智 而 能 達 至 佛 之 「 自 覺

聖 智 」 境 。 以 下 將 逐 一 的 分 析 ：  

第 二 節  修 正 行  

本 經 是 因 大 慧 菩 薩 請 佛 為 未 來 的 大 機 眾 生 ， 說 精 勤 不 懈 、 無 間 之

法 ， 以 及 教 示 善 巧 方 便 之 修 行 方 法 。 佛 除 了 一 一 勸 菩 薩 摩 訶 薩 ， 應 當

遠 離 凡 夫 、 外 道 、 小 乘 之 相 ， 還 須 一 心 以 大 乘 為 最 終 的 趣 向 。 所 以 佛

說 若 欲 得 修 行 者 大 方 便 ， 菩 薩 摩 訶 薩 必 須 成 就 四 法 ： 善 分 別 自 心 現 、

觀 外 性 非 性 、 離 生 住 滅 見 、 得 自 覺 聖 智 善 樂 。 如《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二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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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成就四 法，得修行者大方便。云何

為四？謂善分別自心現，觀外性 非性，離生住滅見，得自覺

聖智善樂，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行者大方便。」
21 3 

依 此 方 便 之 法 ， 修 四 種 觀 而 行 ， 方 能 證 得 成 就 。 此 所 行 之 事 ， 是

為 證 見 佛 境 ， 而 成 就 歸 趣 於 佛 之 「 自 覺 聖 智 」 。 以 下 分 別 說 明 四 種 觀

行 ：  

一 、 善 分 別 自 心 現 ( s v a c i t t a d r i w a v i b h a v a n a t a )  

善 分 別 自 心 現 ， 指 善 能 觀 察 三 界 一 切 法 ， 皆 唯 心 所 現 。 無 論 內 外

諸 法 乃 至 萬 緣 ， 皆 是 心 及 心 所 之 分 別 而 顯 現 。 若 能 離 我 、 我 所 ， 三 界

生 死 也 就 無 有 去 來 。 了 知 根 、 身 、 器 界 ， 都 是 從 無 始 以 來 虛 妄 分 別 、

習 氣 所 現 而 為 業 報 。 以 「 前 六 識 」 依 托 為 本 質 ， 隨 而 現 起 妄 想 相 ， 乃

至 獲 得 聖 果 ， 這 一 切 皆 唯 心 顯 現 。 若 能 具 足 唯 心 觀 ， 即 能 掌 握 一 切 修

行 方 法 之 總 持。能 識 得 唯 心，這 與 佛 菩 薩 就 沒 有 差 異 了。經 文 如 是 說 ：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 ？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

離我我所，無動搖，離去來，無 始虛偽習氣所熏，三界種種

色行繫縛，身、財、建立妄想隨 入現，是名菩薩摩訶薩，善

分別自心現。
21 4 

修 行 者 能 善 觀 察 三 界 森 羅 萬 象，各 個 唯 是 自 心 所 影 現，都 非 實 有 。

如 是 觀 察 ， 一 切 形 形 色 色 的 流 變 、 去 來 等 現 象 ， 表 面 似 有 作 用 ， 但 尋

其 究 竟 ， 根 本 無 有 動 搖 去 來 ， 只 不 過 由 無 始 以 來 ， 受 虛 偽 妄 想 習 氣 ，

所 薰 習 的 觀 念 而 形 成。這 些 觀 念 的 形 成，是 被 三 界 種 種 的 五 蘊 所 繫 縛 ；

是 被 生 命 根 身 器 的 建 立 所 支 配、黏 著，所 以 妄 想 就 隨 之 而 入 的 顯 現 了 。

如 果 能 透 徹 觀 察 這 道 理 ， 即 是 大 乘 道 的 善 分 別 自 心 現 2 1 5 。  

 

                                                   
2 1 3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9 ,  b 2 6 - c 1 )  
2 1 4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9 ,  c 1 - 5 )  
2 1 5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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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觀 外 性 非 性 ( b a h y a b h a v a b h a v o p a l a k s a n a t a )  

觀 察 一 切 法 皆 唯 識 所 緣 而 起 ， 心 外 無 有 自 體 ， 猶 如 陽 燄 、 夢 、 幻 ，

分 別 執 為 實 我 、 實 法 。 此 是 凡 夫 外 道 ， 從 無 始 以 來 ， 虛 妄 分 別 習 氣 為

因 之 所 現 行 。 如 經 云 ：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 ？謂燄、夢等一切性，無使

虛偽妄想習因，觀一切性自性。 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善觀外

性非性，是名菩薩摩訶 薩，善觀外性非性。 21 6 

能 善 於 觀 察 ， 外 物 與 境 的 性 能 都 是 無 自 性 ， 能 觀 察 萬 物 的 存 在 ，

隨 時 隨 地 都 在 變 動 不 定，都 是 暫 時 偶 然 的 顯 現。就 如 夢、幻 境 的 出 現 ，

又 如 光 的 影 像 消 散 一 樣 。 一 切 外 境 及 萬 物 的 性 能 ， 都 沒 有 固 定 的 長 久

存 在 ； 都 是 由 無 始 以 來 ， 受 虛 偽 妄 想 習 氣 所 薰 習 而 生 ， 沒 有 一 物 是 真

實 的 存 在 。 若 能 清 楚 觀 察 此 道 理 ， 就 是 大 乘 道 的 觀 外 性 非 性 2 1 7 。  

三 、 離 生 住 滅 見 ( u t pa d a s t h i t i b h a n g a d r s t i v i v a r j a n a ta )  

觀 察 三 界 ， 一 切 有 漏 法 都 是 無 自 性 的 。 就 像 幻 境 及 夢 境 ， 無 自 、

他、共 生，但 卻 隨 識 心 之 分 別 而 顯 現 。心 之 內 外， 其 實 無 有 一 法 可 得 。

既 然 無 有 一 法 可 得 ， 如 何 才 能 遠 離 於 生 住 滅 見 ？ 經 文 如 是 說 ：  

云何菩薩摩訶薩，善離生住滅見 ？謂如幻、夢一切性，自、

他、俱性不生，隨入自心分齊， 故見外性非性。見識不生及

緣不積聚，見妄想緣生於三界， 內外一切法不可得。見離自

性，生見悉滅，知如幻等諸法自 性，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

忍已，離生住滅見，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離生住滅 見。21 8 

 能 看 透 內 外 身 心 的 一 切 境 界 ， 皆 是 緣 起 和 合 的 。 雖 有 而 無 生 ， 一

切 都 是 自 心 境 界 的 錯 綜 分 別 。 由 此 就 能 確 實 印 證 ， 外 物 或 外 境 是 無 自

性 的 ， 一 切 現 識 作 用 是 不 存 在 的 。 雖 是 因 緣 和 合 所 形 成 的 萬 象 ， 但 只

                                                   
2 1 6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9 ,  c 5 - 9 )  
2 1 7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3 5 。  
2 1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9 ,  c 9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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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時 間 、 空 間 互 相 積 聚 之 現 象 ， 不 能 長 存 不 變 。 一 切 妄 想 是 從 因 緣 而

生 ， 三 界 內 外 的 一 切 事 物 ， 的 確 沒 有 自 性 可 得 。 唯 有 確 實 了 知 ， 諸 法

如 夢 幻 的 自 性 ， 了 無 形 象 可 得 ， 方 能 證 入 無 生 法 忍 。 證 得 之 際 才 能 夠

遠 離 ， 生 住 滅 的 妄 見 。 這 時 妄 想 不 生 ， 智 慧 明 照 ， 是 為 大 乘 道 的 離 生

住 滅 見 。  

四 、 得 自 覺 聖 智 善 樂 ( s v a p r a ya t ma r y a jba n a d h i g a ma b h i l a k s an a ta )  

自 覺 聖 智 善 樂 者 亦 可 稱 為 意 生 身 ， 就 如 其 念 ， 只 須 相 續 中 ， 心 意

起 用，即 能 無 間、無 礙 疾 速 的 往 來， 且 能 觀 內、外 一 切 法 其 性 不 可 得 ，

與 現 觀 相 應，證 諸 法 如 幻 等 性，入 無 生 法 忍，證 超 越「 二 無 我 」的「 心 、

意 、 意 識 」 、 「 五 法 」 、 「 三 自 性 」 ， 得 住 「 第 八 地 」 。 如 經 云 ：  

云何菩薩摩訶薩，得自覺聖智善 樂？謂得無生法忍，住第八

菩薩地，得離心、意、意識、五 法、自性、二無我相，得意

生身。 21 9 

第 八 地 之 菩 薩 得 無 生 法 忍 ， 於 一 切 有 漏 法 都 不 再 顯 現 。 精 進 勤 修

第 一 義 無 相 之 觀 ， 念 念 自 然 趣 入 佛 智 。 能 觀 離 有 漏 ， 或 得 無 漏 之 觀 ，

即 得 無 生 法 忍 。 二 乘 與 菩 薩 的 差 別 只 不 過 是 ， 二 乘 轉 得 第 六 妙 觀 察 智

之 生 空 ， 菩 薩 得 二 空 智 ， 八 地 現 前 ， 升 至 十 地 等 覺 。 入 了 佛 地 就 開 始

具 足 四 智 ， 即 離 過 、 絕 非 ， 無 漏 不 思 議 智 ， 離 心 、 意 、 意 識 等 差 別 、

真 如 平 等 、 離 一 切 相 ， 一 切 法 。 所 以 八 地 以 上 ， 能 得 第 六 、 七 ， 二 識

所 起 之 意 生 身 。  

此 節 主 要 明 示 若  欲 轉 迷 成 悟 ， 就 須 修 正 觀 ， 隨 而 證 入 於 如 來 身 、

法 身 或 入 法 界 。 以 緣 生 無 性 ， 一 切 唯 心 ， 所 以 當 安 住 於 諸 法 唯 心 之 觀

念 ， 趨 向 佛 果 。 觀 察 三 有 之 苦 ， 皆 從 無 始 以 來 ， 虛 偽 過 患 習 氣 為 因 之

所 集 起 ， 而 了 知 三 界 唯 心 。 思 惟 世 出 世 間 ， 最 究 竟 上 上 之 佛 法 ， 只 是

                                                   
2 1 9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9 ,  c 1 6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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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心 所 現 ， 實 無 所 緣 、 相 分 可 得 。 所 謂 理 智 一 如 、 唯 一 真 如 ， 此 已 到

佛 果 智，自 證 實 相 的 境 界。除 了 須 修 正 行 之 外，接 著 將 介 紹 遠 離 妄 想 2 2 0。 

第 三 節  離 妄 想  

在 第 二 節 已 說 如 何 修 行 ， 但 修 行 的 目 的 是 要 離 妄 想 。 妄 想 從 何 而

生 ？ 依 據 經 文 ， 將 其 歸 為 三 類 ： 依 諸 法 因 緣 相 而 生 、 依 言 說 妄 想 相 而

生 、 依 相 對 概 念 的 四 句 相 而 生 。 此 是 菩 薩 在 修 離 語 言 文 字 相 及 離 妄 想

分 別 心 之 差 別 行 位 。 以 下 將 說 明 如 何 遠 離 妄 想 ：  

一 、 遠 離 妄 想 自 性  

一 切 世 出 世 間 、 有 漏 無 漏 諸 法 ， 悉 入 「 五 法 」， 即 所 謂 ： 名 、 相 、

別 想 、 正 智 、 如 如 ， 依 其 性 質 而 歸 納 為 「 三 自 性 」 。 佛 告 菩 薩 皆 當 善

巧 通 達 於「 三 自 性 」， 自 性 者 、 謂 諸 法 本 自 如 是 之 理 。 分 別 有 三 ： (一 )

「 妄 想 自 性 」 ， 指 虛 妄 、 想 念 、 起 計 較 度 量 ， 執 著 於 諸 法 之 相 。 ( 二 )

「 緣 起 自 性 」，即 仗 因 托 眾 多 之 緣 而 起，很 明 顯 的 表 示 法 是 無 實 之 體 。

( 三 ) 「 成 自 性 」 ， 亦 是 畢 竟 成 就 不 可 破 壞 ， 圓 滿 成 就 真 實 之 性 。 如 經

云 ：  

復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 三自性。云何三自性？謂妄

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 。大慧！妄想自性從相生 22 1。  

 若 依 此 「 三 性 」 判 一 切 法 ， 則 真 實 與 虛 妄 ， 生 滅 與 不 生 滅 ， 就 能

分 明 的 顯 現 。 妄 想 者 即 虛 無 ， 緣 起 指 依 他 幻 有 之 義 。 成 ， 即 真 實 義 。

妄 想 自 性 從 相 生 ， 指 「 妄 想 自 性 」 是 從 「 五 法 」 中 之 相 而 生 ， 也 可 說

是 從 一 切 緣 起 之 法 相 而 生 。 世 間 一 切 事 實 皆 從 緣 起 ， 若 執 著 此 相 為 實

有 ， 此 亦 謂 妄 想 。 若 能 離 妄 想 ， 惑 、 業 方 能 空 ， 生 死 才 能 了 ， 這 樣 成

自 性 就 自 然 現 起 了
2 2 2 。  

                                                   
2 2 0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3 6 ~ 1 3 7 。 
2 2 1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7 ,  c 4 - 6 )  
2 2 2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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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遠 離 言 說 妄 想 相  

大 乘 加 行 位 菩 薩 ， 所 修 的 主 要 是 遣 除 言 說 妄 想 之 習 氣 。 所 以 大 慧

代 表 眾 菩 薩，請 佛 說 此 言 說 妄 想 相 心 的 法 門。觀 一 切 法 唯 識 即 依 他 起 ，

但 有 漏 的 依 他 起 是 從 遍 計 執 而 起 。 無 始 以 來 遍 計 習 氣 ， 其 實 亦 是 言 說

妄 想 而 起。如 何 可 轉 或 遣 除 ？ 必 須 於 緣 起 自 性，遣 除 諸 言 說 妄 想 習 氣 ，

方 可 泯 滅 一 切 相 ， 證 真 實 性 。  

心 能 積 聚 諸 名 言 習 氣 ， 而 起 諸 言 語 分 別 相 。 所 以 必 須 觀 照 根 源 ，

以 通 達 能 詮 之 名 言 ， 及 所 詮 之 法 相 。 遣 除 我 、 法 二 執 以 及 無 始 以 來 妄

想 習 氣 ， 才 能 證 無 分 別 智 ， 起 後 得 智 ， 趨 向 無 上 菩 提 之 方 法 。 大 慧 菩

薩 摩 訶 薩 再 以 此 義 ， 請 示 世 尊 ：  

「   惟願更說，言說妄想所現境界。世尊！何處、何故、云 何、

何 因 眾 生 妄 想 言 說 生 ？ 」佛 告 大 慧：「 頭、胸、喉、鼻、脣 、

舌、齗、齒、和合出音聲。」 22 3 

 大 慧 問 有 關 言 說 妄 想 所 現 之 言 說 ， 是 何 處 、 何 故 、 如 何 而 生 ？ 佛

答 是 由 面 部 、 身 部 、 內 外 關 節 、 及 音 聲 上 之 高 低 屈 曲 之 差 別 ， 而 發 生

為 一 種 可 記 別 意 義 之 符 號 。 此 指 諸 語 言 ， 也 顯 示 出 言 說 的 生 起 。 大 慧

再 問 ， 言 說 與 第 一 義 之 關 係 ， 能 說 之 語 言 文 字 是 為 第 一 義 呢 ？ 抑 所 說

之 法 相 義 理 為 第 一 義 ？ 佛 卻 回 答 兩 者 都 不 是 。 而 是 ：    

大慧！自、他相無性故，言說相不顯示第一義。復次，大慧！

隨入自心現量，故種種相外性非 性，言說、妄想不顯示第一

義。是故大慧！當離言說諸妄想相。 22 4   

聖 智 所 自 證 覺 之 樂 境 ， 假 名 為 言 說 ， 用 以 遣 去 虛 妄 分 別 。 無 分 別

智 之 證 ， 方 是 第 一 義 。 第 一 義 ， 即 諸 法 實 相 之 義 涵 。 此 非 言 說 、 妄 想

境 界 所 及，言 說、妄 想 只 能 得 諸 法 之 共 相，不 得 諸 法 之 真 實 相。言 說 、

妄 想 ， 非 但 不 能 通 達 聖 境 ， 即 使 是 世 間 一 切 法 的 自 相 ， 也 不 能 證 得 。

                                                   
2 2 3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0 ,  b 2 6 - 2 9 )  
2 2 4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0 ,  c 1 2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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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言 說 文 字 乃 是 生 滅 法 ， 動 搖 無 常 ， 眾 緣 展 轉 生 起 ， 所 以 不 能 顯 示

第 一 義 。 第 一 義 心 是 無 自 相 、 他 相 ， 是 無 自 體 的 ； 是 離 於 言 說 、 妄 想

相 。  

  於 此 明 示 諸 法 是 無 自 性 ， 非 言 說 所 能 安 立 。 甚 深 畢 竟 空 之 義 涵 ，

於 無 分 別 智 才 能 顯 現 ， 也 是 二 乘 及 凡 夫 、 外 道 ， 所 不 能 了 知 。 所 以 二

乘 及 凡 夫 、 外 道 ， 恆 常 流 轉 於 三 界 生 死 及 變 易 生 死 之 中 ， 不 能 了 達 一

切 法 皆 假 名 言 說 。 佛 對 愚 夫 只 能 說 此 相 似 法 ， 而 對 「 自 覺 聖 智 」 之 佛

子 ， 指 已 證 離 妄 無 分 別 之 境 ， 就 可 以 實 際 的 開 示 離 言 之 法 了 2 2 5 。  

三 、 遠 離 四 句 相  

菩 薩 未 證 真 如 之 前 ， 皆 未 離 四 句 的 相 對 概 念 。 四 句 義 ， 即 「 一 、

異 、 亦 一 亦 異 、 非 一 非 異 」 或 「 有 、 無 ， 亦 有 亦 無 、 非 有 非 無 」 等 四

句 。 一 切 思 想 言 說 ， 總 不 出 此 四 句 ， 若 離 此 四 句 ， 則 思 想 言 論 也 就 無

所 安 立 。 所 以 成 不 思 議 ， 為 外 道 、 二 乘 智 所 不 能 行 。 如 大 慧 菩 薩 問 佛

言 ：  

世尊！惟願為說離一、異、俱、 不俱、有、無，非有非無，

常、無常，一切外道所不行，自 覺聖智所行。離妄想自相、

共相，入於第一真實之義。 22 6 

愚 痴 凡 夫 ， 不 知 性 自 性 心 量 ， 只 想 追 求 內 心 外 境 的 一 切 事 物 ， 在

這 樣 的 觀 念 理 論 裡 爭 論 。 這 都 是 因 為 性 自 性 ， 被 無 始 以 來 的 習 氣 所 污

染，而 執 著 這 些 妄 想 以 為 真 實。殊 不 知，那 只 是 錯 覺 所 生 的 幻 像 而 已 。

當 看 見 有 生 住 異 滅 的 現 象 ， 就 捉 住 內 心 外 境 的 各 種 性 能 ， 於 是 就 墮 入

同 和 異 、 俱 生 和 不 俱 生 、 有 和 無 、 非 有 和 非 無 、 常 和 無 常 等 的 妄 想 妄

見 中 。 這 就 會 產 生 互 相 對 立 、 矛 盾 的 見 解 和 理 論 ， 只 因 為 不 能 了 知 一

切 都 是 自 心 的 現 量 所 致
2 2 7 。  

                                                   
2 2 5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4 6 ~ 1 4 7 。 
2 2 6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0 ,  c 2 1 - 2 4 )  
2 2 7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4 8 ~ 1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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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依 禪 定  

按 照 佛 教 的 修 行 方 面 ， 特 別 是 禪 的 實 踐 ， 是 一 種 直 截 的 接 觸 宗 教

的 方 式 ， 而 不 是 學 述 上 的 研 究 。 不 過 ， 卻 也 可 透 過 學 述 的 另 一 方 式 ，

以 通 往 真 理 之 路 徑 。 實 踐 與 學 述 固 然 不 同 ， 但 是 ， 學 術 上 的 文 章 ， 也

都 有 出 自 禪 中 實 參 實 證 、 身 歷 其 境 的 經 驗 手 筆 2 2 8 。  

此 節 承 前 分 別 諸 乘 諸 地 行 相 ， 欲 由 相 對 達 至 絕 對 ， 就 須 藉 禪 定 修

習 。《 楞 伽 經 》有 說 四 種 禪 的 境 界 ： 愚 夫 所 行 禪（ h ā l o p a c ā r i k a d h y ān a ）、

觀 察 義 禪 ( a r t h a p r a v i c a y a d h y ān a )、 攀 緣 如 禪 ( t a t h a t ā l a m b a n a d h y ān a ) 及 如 來 禪

( t ā t h āg a t a d h y ān a ) 。 2 2 9  

一 、 愚 夫 所 行 禪  

愚 夫 所 行 禪 是 指 聲 聞 、 緣 覺 乘 及 外 道 的 禪 定 修 習 。 觀 察 一 切 無 非

是 苦 、 無 常 、 不 淨 、 無 我 ， 了 知 人 無 我 的 道 理 ， 知 此 身 也 不 過 是 肌 骨

聯 繫 組 合 所 成 。 若 計 著 於 這 些 種 種 不 淨 之 相 ， 就 會 自 相 纏 縛 。 所 以 觀

察 自 身 空 相 ， 以 解 脫 形 骸 之 累 ； 並 能 堅 定 不 移 ， 作 為 修 行 的 目 的 。 由

此 次 第 觀 察 和 定 力 的 修 持 ， 漸 次 轉 進 ， 至 證 得 滅 盡 定 的 境 界 。 經 云 ：  

云何愚夫所行禪？謂聲聞、緣覺 外道修行者，觀人無我性，

自相、共相、骨鎖、無常、苦、 不淨相，計著為首。如是相

不異觀，前後轉進，相不除 滅，是名愚夫所行禪。 23 0 

 此 愚 夫 並 非 指 一 般 的 凡 夫 ， 而 是 指 小 乘 兼 及 於 外 道 。 由 於 計 著 一

切 法 自 相 、 共 相 乃 至 觀 成 時 ， 仍 執 著 此 定 境 界 的 相 ， 就 以 為 達 到 究 竟

了 。 凡 心 識 有 所 執 ， 即 未 達 究 竟 的 境 界 ， 因 此 名 為 愚 夫 所 行 禪 。   

 

                                                   
2 2 8  吳 汝 鈞 著 ， 《 佛 學 研 究 方 法 論 》 自 序 ， 台 北 ： 台 灣 學 生 書 局 ， 1 9 8 3 初 版 ， 頁

x i v。 日 本 著 名 的 禪 僧 ， 柴 山 全 慶 的 著 作《 禪 之 歷 史 — 中 國 》； 鈴 木 大 拙 的《 禪

與 生 活 》 、 《 禪 學 隨 筆 》 、 《 禪 天 禪 地 》 ； 芳 賀 洞 然 的 《 禪 之 古 典 — 中 國 》

以 及 阿 部 正 雄 的 《 禪 之 立 場 》 等 等 。  
2 2 9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2 ,  a 1 3 - 1 4 )  
2 3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2 ,  a 1 4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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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觀 察 義 禪  

由 第 一 類 中 所 說 的 愚 夫 所 行 禪 之 境 界 ， 了 知 自 己 和 他 人 的 修 習 ，

都 是 無 有 真 實 的 自 性 。 已 觀 人 無 我 ， 繼 續 再 觀 法 無 我 ， 知 道 一 切 法 ，

實 無 有 真 實 的 自 性 ； 而 且 超 越 無 義 理 之 自 、 他 、 俱 等 外 道 句 義 ， 並 能

隨 順 諸 地 ， 於 種 種 法 無 我 義 作 觀 察 。 如 經 云 ：  

云何觀察義禪？謂人無我自相共 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

觀法無我，彼地相義漸次增 進，是名觀察義禪。
23 1 

 此 觀 門 能 覺 知 諸 法 自 、 共 相 皆 無 我 ， 離 於 外 道 、 小 乘 之 執 著 ， 能

隨 順 入 初 地 無 相 之 義 ， 故 名 為 觀 察 義 禪 。 此 是 菩 薩 之 漸 次 進 展 ， 由 於

只 依 言 說 、 理 解 來 觀 一 切 空 無 相 的 意 義 ， 所 以 還 沒 有 通 達 如 實 親 證 之

境 界 。  

三 、 攀 緣 如 禪  

 攀 緣 如 者 ， 是 因 為 緣 真 如 之 禪 觀 ， 所 以 名 為 攀 緣 如 禪 。 攀 緣 如 禪

又 可 稱 為 觀 真 如 禪 或 緣 真 如 禪 ， 就 是 推 想 「 人 和 法 」 ， 「 事 和 理 」 之

根 本 ， 是 無 固 定 的 自 我 存 在 ， 只 是 自 我 的 妄 想 所 生 而 已 。 如 經 云 ：  

云何攀緣如禪？謂妄想二無我， 妄想如實處不生妄想，是名

攀緣如禪。 23 2 

這 是 修 習 觀 察 所 遣 的 計 我 、 計 法 之 妄 執 ， 以 及 能 遣 的 「 二 無 我 」

觀 ， 均 不 可 得 。 如 實 的 二 我 ， 本 來 是 空 ， 不 起 妄 想 分 別 。 修 至 此 時 ，

心 行 處 滅 ， 親 證 真 如 ， 可 屬 通 達 位 及 地 上 菩 薩 的 修 習 。  

四 、 如 來 禪  

                                                   
2 3 1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2 ,  a 1 8 - 2 0 )  
2 3 2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2 ,  a 2 0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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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如 來 禪 ， 真 實 證 入 如 來 境 地 ， 得 到 自 覺 聖 智 的 三 種 樂 住 ， 住 第

一 義 境 界 ， 得 三 種 意 生 身 ， 故 名 如 來 禪 。 如 經 云 ：  

云何如來禪？謂入如來地，得自 覺聖智相三種樂住，成辦眾

生不思議事，是名如來禪。 23 3 

 如 來 禪 是 菩 薩 以 至 佛 地 的 禪 定 修 習 ， 是 指 觀 能 觀 心 空 的 空 相 亦 不

可 得 ， 而 契 入 如 來 所 證 的 法 界 。 此 禪 之 旨 趣 ， 是 頓 悟 自 心 本 來 清 淨 無

有 煩 惱 ， 具 足 無 漏 之 智 性 ， 且 此 種 清 淨 心 與 佛 無 異 ， 此 心 即 佛 。 當 轉

識 成 智 之 時 ， 能 發 不 思 議 之 妙 用 ， 大 智 慧 自 在 ， 成 辦 利 樂 ， 度 化 眾 生

的 不 可 思 議 事 。  

綜 觀 以 上 四 種 禪 ， 愚 夫 所 行 禪 ， 則 為 小 乘 及 一 切 外 道 所 行 。 由 於

心 識 已 有 所 執 ， 於 是 在 禪 定 中 便 有 種 種 境 界 。 然 後 執 持 此 種 種 境 界 以

為 實 在 ， 或 墮 「 常 」 的 一 邊 ， 如 ： 長 生 ； 或 墮 「 斷 」 的 一 邊 ， 如 ： 將

心 識 的 斷 滅 視 以 為 涅 槃 。 凡 墮 邊 見 者 ， 就 不 能 離 煩 惱 垢 了 。 經 中 ， 世

尊 欲 重 宣 此 義 ， 而 說 偈 言 ：  

凡夫所行禪，觀察相義禪，攀緣 如實禪，如來清淨禪。譬如

日月形，缽頭摩深險，如虛空、 火盡，修行者觀察，如是種

種相，外道道通禪；亦復墮聲聞，及 緣覺境界。捨 離彼一切，

則是無所有，一切剎諸佛，以不 思議手，一時摩其頂，隨順

入如相。 23 4 

修 行 自 覺 聖 智 境 ， 是 由 觀 察 義 禪 ， 入 攀 緣 如 禪 ， 然 後 證 如 來 禪 。

如 是 三 種 禪 定 ， 是 為 正 定 。 但 是 ， 佛 勸 誡 行 者 ， 一 定 要 捨 離 、 放 下 、

遠 離 諸 禪 定 的 境 界，不 住 於 斷 苦 慕 滅 之 聲 聞，及 觀 緣 起 修 之 緣 覺 境 界 ，

一 切 歸 於 了 無 所 得 。  如 此 十 方 剎 土 的 諸 佛 ， 都 會 同 時 之 間 來 摩 頂 ， 即

自 然 的 進 入 如 來 禪 之 境 界 了 2 3 5 。  

 

                                                   
2 3 3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2 ,  a 2 2 - 2 4 )  
2 3 4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2 ,  a 2 6 - b 5 )  
2 3 5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5 9 ~ 1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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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向 涅 槃  

所 謂 涅 槃 即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 是 遠 離 生 、 死 和 壞 、 滅 等 作 用

與 現 象 ； 是 一 切 正 覺 修 行 者 之 所 皈 依 的 。 涅 槃 之 境 界 是 與 其 因 地 的 禪

觀 相 關 ， 有 邪 正 、 淺 深 之 別 ， 那 就 會 導 致 其 果 地 涅 槃 的 正 義 了 。 吾 人

將 本 經 所 涉 及 的 涅 槃 ，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來 論 述 ， 並 從 這 四 種 涅 槃 詳 細 分

析 出 其 差 別 意 義 ： 外 道 之 涅 槃 、 二 乘 之 涅 槃 、 菩 薩 之 涅 槃 以 及 佛 之 大

般 涅 槃 。    

一 、 外 道 之 涅 槃  

諸 外 道 有 四 種 涅 槃，此 非 佛 所 修 持 的 自 覺 聖 智 之 涅 槃， 佛 告 大 慧 ： 

諸外道有四種涅槃。云何為四？ 謂性自性非性涅槃，種種相

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非性覺涅 槃，諸陰自共相相續流注斷

涅槃；是名諸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說法。大慧！我所說者，

妄想識滅名為涅槃。
23 6 

以 下 分 析 外 道 之 涅 槃 ， 有 四 種 ：  

(一 )性 自 性 ， 非 性 涅 槃 ( B h ā v a s v a b h ā v ā b h ā v a n i r v āṇ a )  

就 是 對 境 無 心 ， 內 在 獨 守 清 淨 ； 謂 諸 法 自 性 無 性 ， 計 著 本 無 後

滅 的 無 為 涅 槃 境 界 。  

(二 )種 種 相 性 ， 非 性 涅 槃 ( L a k ṣ aṇ a v i c i t r a b h ā v ā b h ā v a n i r v āṇ a )  

認 為 各 種 現 象 的 自 性 ， 都 無 存 在 的 斷 見 ； 謂 諸 法 實 有 種 種 本 體

而 絕 滅 ， 計 著 無 色 界 涅 槃 境 界 。  

(三 )自 相 自 性 ， 非 性 覺 涅 槃 ( S v a l a k ṣ aṇ a b h ā v ā b h ā v ā v a b o d h a n i r v āṇ a )  

對 自 己 身 心 各 種 色 相 和 內 在 的 自 性 ， 認 為 根 本 無 性 ； 謂 心 、 心

所 的 知 覺 悉 斷 滅 ， 計 著 無 想 定 涅 槃 。  

(四 )諸 陰 自 共 相 ， 相 續 流 注 斷 涅 槃  

                                                   
2 3 6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6 ,  a 1 6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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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k a n d h ā n āṃ  s v a s ā m ā n y a l a k ṣ aṇ a s aṃ t a t i p r a b a n d h a v y u c c h e d a n i r v ā n aṃ )  

認 為 自 己 五 蘊 ， 本 來 就 有 生 生 不 已 的 功 能 存 在 ； 謂 五 蘊 自 、 共 相

滅 ， 流 注 猶 存 ， 計 著 斷 滅 流 注 為 涅 槃 境 界 2 3 7 。  

除 了 以 上 四 種 不 是 佛 所 說 的 涅 槃 境 界 之 外 ， 還 有 二 十 一 種 妄 想 的

涅 槃 。 外 道 以 妄 想 的 涅 槃 ， 而 認 為 已 進 入 佛 所 說 的 涅 槃 境 界 。 此 依 據

經 文 再 說 明 ， 讓 行 者 能 抉 擇 與 各 自 檢 驗 ， 而 不 為 所 惑 ：   

佛告大慧：「或有外道：陰、界 、入滅，境界離欲，見法無

常，心心法品不生，不念去、來 、現在境界，諸受陰盡，如

燈火滅，如種子壞，妄想不生。 斯等於此，作涅槃想。……

有如是比種種妄想，外道所說，不成所成，智者所棄。大慧！

如是一切悉墮二邊，作涅槃想。 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

都無若生若滅。大慧！彼——外 道涅槃，彼等自論；智慧觀

察，都無所立。如彼妄想，心意 來去，漂馳流動，一切無有

得涅槃者。 23 8 

佛 破 斥 諸 外 道 見 有 法 壞 ， 心 外 見 有 生 滅 無 常 ， 惑 業 未 斷 而 有 以 下

的 計 著 ：  

(1 )  不 念 去 、 來 、 現 在 境 界 ， 諸 受 陰 盡 ， 計 如 ： 火 滅 、 種 子 壞 ，

就 以 為 是 涅 槃 。  

(2 )  計 從 生 方 至 於 滅 方 ， 以 為 涅 槃 。 如 境 界 想 息 滅 ， 猶 如 風 止 一

般 。  

(3 )  以 不 見 能 覺 之 心、 所 覺 之 境 ，計 為 涅 槃， 如 閉 目 入 黑 闇 一 般 。 

(4 )  以 不 分 別 常 與 無 常 ， 而 為 涅 槃 。  

(5 )  以 相 起 想 ， 想 能 招 苦 ， 計 無 相 為 涅 槃 ， 即 無 相 外 道 。  

(6 )  以 一 切 法 之 各 各 自 、 共 相 ， 歷 經 去 、 來 、 現 在 ， 不 作 壞 想 以

為 涅 槃 ， 如 小 乘 有 部 一 般 。  

                                                   
2 3 7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9 6 ~ 1 9 7 。 
2 3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4 ,  c 5  -  p . 5 0 5 ,  a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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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以 一 切 法 皆 壞 ， 唯 我 、 人 相 不 壞 ， 計 我 永 存 以 為 涅 槃 ， 如 尼

犍 子 一 般 。  

(8 )  以 惡 慧 取 數 論 二 十 五 諦 第 一 之 冥 性 、 與 二 十 五 之 神 我 。 謂 天

地 萬 物 ， 未 生 前 之 冥 初 性 ， 憂 喜 愛 或 黃 赤 黑 之 三 德 平 均 ， 無

物 可 得 。 由 神 我 要 求 ， 而 三 求 那 不 平 均 ， 轉 變 作 一 切 物 ， 以

為 涅 槃 。  

(9 )  以 煩 惱 及 褔 非 褔 業 自 然 會 盡，不 須 智 慧 而 得 解 脫，以 為 涅 槃 ，

此 乃 苦 行 外 道 。  

(10 )以 能 見 到 大 自 在 天 造 作 者 ， 為 涅 槃 。  

(11 ) 以 祖 、 父 、 孫 展 轉 相 生 ， 父 母 、 子 孫 世 代 流 傳 ， 別 無 異 因 以

為 涅 槃 。  

(12 )以 得 見 十 六 諦 或 二 十 五 諦 為 涅 槃 ， 此 諦 非 佛 法 中 之 諦 。  

(13 )以 見 諸 德 所 起 和 合 之 一 異 義 為 涅 槃 。  

(14 )以 見 事 事 物 物 ， 顯 色 自 然 如 此 為 涅 槃 ， 此 自 然 外 道 。  

(15 )以 覺 真 實 諦 為 涅 槃 。  

(16 )以 禮 拜 六 方 受 六 德 護 國 為 涅 槃 。  

(17 )以 時 為 涅 槃 。  

(18 )以 見 有 物 為 涅 槃 。  

(19 )以 見 無 物 為 涅 槃 。  

(20 )以 見 有 物 無 物 為 涅 槃 。  

(21 )以 見 有 涅 槃 之 覺 與 涅 槃 有 別 為 涅 槃 。 2 3 9  

                                                   
2 3 9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2 7 0 ~ 2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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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二 十 一 見 ， 皆 不 成 就 涅 槃 而 妄 想 成 立 ， 妄 想 中 妄 計 為 涅 槃 。

心 意 所 見 之 若 生 若 滅 ， 都 是 心 意 漂 流 ， 是 智 者 所 不 許 可 。 以 上 種 種 無

一 得 涅 槃 者 ， 皆 因 不 能 覺 知 ， 一 切 都 是 自 心 現 量 。 因 此 ， 世 尊 欲 重 宣

此 義 而 說 偈 言 ：  

外道涅槃見，各各起妄想，斯從 心想生，無解脫方便。愚於

縛、縛者，遠離善方便，外道解 脫想，解脫終不生。眾智各

異趣，外道所見通，彼悉無解脫，愚 癡妄想故。一 切癡外道，

妄見作所作，有、無有品論，彼 悉無解脫。凡愚樂妄想，不

聞真實慧，言語三苦本，真實滅 苦因。譬如鏡中像，雖現而

非有，於妄想心鏡，愚夫見有二。不 識心及緣，則 起二妄想；

了心及境界，妄想則不生。心者 即種種，遠離相、所相，事

現而無現，如彼愚妄想。三有惟 妄想，外義悉無有，妄想種

種現，凡愚不能了。經經說妄想，終 不出於名，若 離於言說，

亦無有所說。 24 0 

二 十 一 種 外 道 ， 皆 妄 計 有 一 個 能 夠 解 脫 之 方 法 ； 以 及 有 個 常 被 生

死 所 縛 之 人 ， 因 不 知 道 善 巧 方 便 ， 而 必 須 離 於 妄 想 。 如 果 只 一 味 妄 想

於 解 脫 ， 始 終 卻 不 能 生 於 解 脫 。 外 道 因 妄 計 故 而 立 說 紛 紜 ， 各 自 異 於

其 趣 ， 就 會 妄 見 能 所 、 有 無 ， 皆 是 癡 妄 ， 無 能 解 脫 。 執 著 言 語 就 能 招

惑 業 之 苦 ， 不 能 覺 知 真 實 ， 就 更 難 以 離 苦 了 。 所 以 ， 離 言 是 為 滅 苦 之

主 因 。 若 能 了 知 自 心 現 ， 則 妄 想 不 生 ； 如 果 遠 離 能 、 所 相 ， 所 有 事 境

雖 現 但 非 有 。  

其 實 凡 愚 夫 眾 生 妄 想 所 有 之 法 ， 都 脫 離 不 了 三 界 生 死 的 流 轉 。 其

心 若 不 能 離 於 妄 想 ， 就 不 能 瞭 解 佛 所 說 之 涅 槃 。  

外 道 因 為 無 明，不 能 了 達 唯 心 而 遍 計 執 著 妄 想，以 為 已 證 得 涅 槃 ，

然 而 這 並 不 是 如 來 所 證 之 涅 槃 。 佛 所 說 的 涅 槃 ， 都 須 泯 滅 一 切 虛 妄 分

別 之 識 ， 即 第 六 識 ； 更 應 當 疾 離 計 著 熏 習 長 養 藏 識 中 之 我 執 種 子 ， 以

及 虛 妄 分 別 的 境 界 。 若 能 滅 有 漏 、 有 染 的 第 六 識 ， 染 識 盡 滅 ， 藏 識 內

                                                   
2 4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5 ,  a 1 9 - b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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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氣 漸 漸 除 滅 ； 則 妄 想 識 滅 ， 入 於 如 來 智 境 ， 稱 為 涅 槃 。 佛 以 此 勸 誡

諸 菩 薩 ， 修 學 如 來 涅 槃 之 正 見 ， 不 應 當 沉 浸 在 諸 外 道 涅 槃 之 見 2 4 1 。  

二 、 二 乘 之 涅 槃  

聲 聞 、 緣 覺 的 涅 槃 ， 是 透 過 觀 四 諦 、 十 二 因 緣 ， 覺 知 蘊 、 處 、 界

的 自 相 共 相 都 是 無 我。遠 離 五 欲 六 塵，永 斷 三 界 見 思 惑，不 起 顛 倒 見 ，

不 生 妄 想 。 彼 二 乘 等 ， 就 於 他 們 但 斷 見 思 惑 的 修 持 ， 即 覺 自 我 和 捨 離

貪 著 外 境 等 的 愛 染，捨 離 習 氣 顛 倒 妄 想，觀 察 人 無 我 空，出 三 界 生 死 ，

認 為 是 涅 槃 ， 但 此 乃 未 達 大 般 涅 槃 。 如 佛 告 知 大 慧 ：  

諸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 不知生死涅槃差別一切性妄

想非性，未來諸根境界休息，作 涅槃想，非自覺聖智趣藏識

轉。是故凡愚說有三乘，說心量 趣無所有。是故大慧！彼不

知過去、未來、現在諸如來自心 現境界，計著外心現境界，

生死輪常轉。 24 2 

  眾 生 因 不 知 生 死 涅 槃 乃 是 一 切 唯 心 所 現 ， 所 以 凡 愚 、 外 道 在 分 段

生 死 中 流 轉 ， 二 乘 也 在 變 易 生 死 中 流 轉 。 佛 法 是 依 凡 愚 而 說 有 三 乘 ，

如 來 之 常 不 思 議 ， 確 實 非 凡 愚 、 外 道 及 二 乘 所 能 證 得 。 其 差 別 悉 是 從

自 心 分 別 而 所 現 ， 如 ： 聲 聞 不 知 生 死 涅 槃 、 一 切 法 無 性 ， 見 生 死 為 真

實 及 可 怖 畏 的 。 但 不 知 生 死 之 實 相 本 空 ， 乃 妄 計 未 來 根 塵 境 界 悉 滅 以

為 涅 槃 。 所 以 不 能 通 達 藏 識 轉 ， 為 清 淨 識 自 覺 聖 趣 之 大 涅 槃 。  此 不 思

議 之 涅 槃 ， 並 不 是 一 般 凡 夫 、 外 道 及 二 乘 所 能 證 得 ， 這 是 因 為 行 者 有

種 性 的 差 別 2 4 3 ， 如 經 云 ：  

復次、大慧！有五無間種性。云何為五？謂聲聞乘無間種性，

緣覺乘無間種性，如來乘無間種性，不定種性，各別種 性。
24 4

 

                                                   
2 4 1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2 7 3 。  
2 4 2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6 ,  c 2 2 - 2 7 )  
2 4 3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9 5 ~ 9 6 。  
2 4 4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7 ,  a 8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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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上 所 說 常 不 思 議 之 涅 槃 ， 唯 修 大 乘 行 者 、 證 如 來 智 者 之 所 能 證

得，非 凡 夫、外 道 及 二 乘 所 有。因 為 ，以 初 發 心 修 行 者 有 五 性 之 差 別 。

性 者、體 性 及 種 姓 之 義，如 佛 性 之 性 ；種 性 是 種 族 姓 氏 之 意 。無 間 者 、

即 契 證 義 ， 指 有 契 證 於 五 乘 法 之 五 姓 。 五 無 間 種 性 者 ， 謂 一 、 依 聲 聞

種 性 證 入 聲 聞 乘 。 二 、 依 緣 覺 種 性 證 入 緣 覺 乘 。 三 、 依 如 來 種 性 證 入

如 來 乘 。 四 、 依 不 定 種 性 證 入 於 三 乘 ： 謂 此 類 眾 生 在 因 上 種 性 未 定 ，

以 上 三 乘 均 能 悟 入 ， 遇 何 乘 緣 而 證 何 果 ； 未 入 菩 薩 不 退 位 之 前 ， 三 乘

進 退 無 定 。 五 、 各 別 種 性 ， 亦 稱 為 無 種 性 或 無 出 世 種 性 。 各 別 、 言 異

類 受 生 之 異 生 ， 此 指 凡 夫 。  

凡 夫 皆 不 能 悟 入 前 三 乘 之 果 ， 以 為 佛 法 只 能 增 長 人 天 之 福 報 ， 不

精 進 修 習 佛 法 卻 退 入 外 道 ； 以 升 天 為 涅 槃 ， 墮 落 惡 趣 。 常 不 思 議 、 唯

佛 、 菩 薩 能 證 得 。 而 小 乘 、 凡 夫 、 外 道 之 所 以 不 能 證 得 ， 是 因 為 從 無

始 生 死 相 續 以 來 ， 即 有 此 五 性 的 差 別 。 佛 告 大 慧 ：  

聲聞緣覺涅槃者，覺自相共相， 不習近境界，不顛倒見，妄

想不生，彼等於彼作涅槃覺。 24 5 

復次、大慧！二種自性相，云何 為二？謂言說自性相計著，

事自性相計著。言說自性相計著 者，從無始言說虛偽習氣計

著生。事自性相計著者，從 不覺自心現分齊生。
24 6 

 二 乘 覺 知 諸 法 之 自 、 共 相 ， 遠 離 六 塵 ， 知 苦 、 空 、 無 常 、 無 我 、

不 淨 ， 免 於 顛 倒 之 見 ， 於 此 觀 察 人 無 我 空 而 作 涅 槃 。 二 乘 有 二 種 妄 想

自 性 計 著 相 ， 是 名 相 計 著 及 事 相 計 著 。 二 乘 雖 可 證 人 無 我 之 涅 槃 ， 但

卻 猶 有 法 執 ， 此 與 外 道 是 共 同 之 相 。 二 乘 入 滅 正 受 ， 即 有 間 斷 、 有 時

在 定 ， 有 時 不 在 定 。 二 乘 取 法 ， 起 作 意 覺 而 入 定 。 因 不 了 唯 心 ， 灰 心

滅 智 ， 耽 著 為 樂 ， 以 此 執 著 為 涅 槃 2 4 7 。  

                                                   
2 4 5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註 解 》 卷 2 ： ( T 3 9 ,  N o . 1 7 8 9 ,  p . 3 7 3 ,  b 3 - 9 )  
2 4 6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註 解 》 卷 2 ： ( T 3 9 ,  N o . 1 7 8 9 ,  p . 3 7 3 ,  b 1 0 - 1 3 )  
2 4 7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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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菩 薩 之 涅 槃  

菩 薩 從 初 地 至 六 地 ， 入 滅 正 受 是 與 二 乘 共 ， 就 如 上 一 段 有 說 是 有

間 斷 、 有 時 在 定 ， 有 時 不 在 定 的 。 到 了 七 地 ， 即 入 無 間 常 住 定 中 ， 了

一 切 法 無 有 分 別 自 性 可 得 ， 也 沒 有 一 法 可 動 心 。 不 同 二 乘 取 法 ， 起 作

意 覺 入 定 。 至 八 地 ， 與 二 乘 同 捨 我 愛 執 藏 。  

八 地 菩 薩 在 六 識 上 ， 法 執 不 起 。 因 此 ， 八 地 能 不 住 於 三 昧 樂 者 ，

並 修 願 波 羅 密 以 趨 佛 地，不 同 二 乘 之 樂。佛 分 初 地 至 七 地 之 修 習 次 第 ；

善 觀 察 心 相，離 人 法 二 執，入 二 無 我，不 著 生 滅 法 自 共 相，入 第 八 地 ；

善 四 無 礙 ， 為 第 九 地 ； 決 定 力 則 達 第 十 地 ； 而 正 時 時 加 持 ， 不 令 墮 入

凡 外 過 患 ， 立 地 次 第 。 如 經 云 ：  

大慧！彼菩薩不久當得生死涅槃 平等，大悲巧方便，無開發

方便。大慧！彼於一切眾生界， 皆悉如幻，不勤因緣，遠離

內外境界，心外無所見，次第隨 入無相處，次第隨入從地至

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分別 觀察，當得如幻三昧，度自

心現無所有，得住般若波羅密， 捨離彼生所作方便；金剛喻

三摩提，隨入如來身，隨入如如 化，神通自在，慈悲方便，

具足莊嚴，等入一切佛剎，外道 入處離心、意、意識，是菩

薩漸次轉身，得如來身。 24 8 

「  自 覺 聖 智 」 之 證 得 ， 乃 見 一 切 法 皆 無 自 性 之 實 體 ， 緣 起 如 幻 ；

及 如 浮 雲 與 夢 等 ， 皆 是 幻 境 不 離 自 心 。 從 無 始 以 來 虛 妄 蒙 蔽 ， 執 取 在

外 ， 如 果 能 了 知 唯 心 如 幻 ， 斷 除 分 別 的 因 ， 泯 滅 妄 想 之 緣 ， 乃 至 能 觀

心 寂 ， 所 觀 的 境 是 空 ， 進 而 觀 身 及 所 受 用 的 器 界 ， 都 是 依 藏 識 而 顯 現

之 隨 影 。 只 要 藏 識 斷 滅 ， 及 離 能 所 之 取 ； 自 心 若 能 空 ， 則 所 現 生 住 滅

亦 空 ， 並 入 無 分 別 ， 證 菩 薩 地 。 此 為 八 地 菩 薩 ， 故 能 自 在 無 開 發 、 無

功 用 行 大 悲 方 便 。  

得 以 常 寂 滅 相 ， 生 死 即 涅 槃 ， 一 切 平 等 ， 不 住 生 死 ， 不 住 涅 槃 。

此 為 八 地 菩 薩 ， 故 能 自 在 無 開 發 、 無 功 用 行 大 悲 方 便 。  

                                                   
2 4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3 ,  c 1 7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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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空 無 起 之 因 緣 ， 度 如 幻 之 眾 生 ， 了 達 種 種 境 界 ， 是 離 心 無 有 所

得 ， 行 無 相 道 ， 漸 昇 諸 地 。 了 達 三 界 唯 心 ， 入 如 幻 三 昧 ， 觀 自 心 現 影

像 無 所 有 ， 得 方 便 智 ， 離 諸 有 生 起 而 證 無 生 性 。 到 達 菩 薩 究 竟 地 ， 入

於 金 剛 定 ， 至 無 始 來 妄 想 煩 惱 剎 那 斷 盡 ， 入 解 脫 道 ， 隨 證 佛 果 。 恆 住

於 一 切 法 平 等 、 不 二 、 真 如 ， 起 諸 變 化 ， 具 足 神 通 慈 悲 一 切 功 德 ， 遊

眾 佛 剎 ， 離 於 外 道 所 起 心 、 意 、 意 識 ， 轉 所 依 識 即 成 佛 身 。 悟 入 菩 薩

之 行 ， 須 遠 離 外 道 迷 ， 達 一 切 法 唯 識 如 幻 ， 自 覺 覺 他 ， 即 轉 凡 夫 而 為

菩 薩 ， 由 菩 薩 而 成 佛 2 4 9 。 但 是 ， 佛 告 大 慧 ， 也 有 菩 薩 是 不 般 涅 槃 的 ：  

大慧！彼一闡提，非一闡提，世 間解脫誰轉？大慧！一闡提，

有二種：一者、捨一切善根，及 於無始眾生發願；云何捨一

切善根？謂謗菩薩藏，及作惡言 ：『此非隨順修多羅、毗尼

解脫之說。』捨一切善根故，不 般涅槃。二者、菩薩本自願

方便故，非不般涅槃一切眾生、而般涅槃。大慧！彼般涅槃，

是名不般涅槃法相，此亦到一闡提趣。 25 0 

 一 闡 提 眾 生，為 何 不 信 世 間 有 此 解 脫 ？ 此 無 信 之 闡 提，說 有 二 種 ：

一 、 毀 謗 三 寶 不 順 法 戒 捨 善 根 者 。 二 、 因 悲 憫 無 始 眾 生 本 願 力 ， 如 地

藏 菩 薩 ， 永 遠 在 生 死 流 轉 中 度 眾 生 ， 眾 生 度 盡 方 證 菩 提 。 於 此 可 知 ，

由 於 不 順 從 經 律 之 說 ， 謗 菩 薩 藏 而 作 惡 言 ， 一 切 出 世 善 根 均 皆 斷 絕 ，

不 得 解 脫 。 至 於 菩 薩 本 願 方 便 ， 因 憫 眾 生 所 以 不 取 涅 槃 ， 若 一 眾 生 未

入 涅 槃 ， 菩 薩 就 不 先 入 。 然 而 ， 若 回 顧 眾 生 之 無 盡 ， 而 此 類 菩 薩 也 就

永 不 得 涅 槃 ， 而 入 一 闡 提 之 趣 ， 所 以 被 列 入 不 涅 槃 的 法 相 。 佛 再 告 大

慧 ：  

菩薩一闡提者，知一切法本來般 涅槃已，畢竟不般涅槃，而

非捨一切善根一闡提也。大慧！ 捨一切善根一闡提者，復以

如來神力故，或時善根生。所以 者何？謂如來不捨一切眾生

故。以是故，菩薩一闡提不般涅槃。 25 1 

                                                   
2 4 9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5 8 ~ 6 1 。  
2 5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7 ,  b 1 9 - 2 6 )  
2 5 1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7 ,  b 2 7 - c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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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 薩 一 闡 提 ， 其 實 已 達 一 切 法 空 、 本 來 涅 槃 之 相 ， 並 沒 有 一 涅 槃

可 得 ， 所 以 此 菩 薩 畢 竟 不 般 涅 槃 ， 並 非 是 捨 善 根 之 一 闡 提 。 然 而 捨 善

根 之 闡 提 ， 如 果 能 遇 諸 佛 菩 薩 ， 慈 悲 神 力 之 加 被 ， 仍 然 還 可 以 熏 發 出

成 佛 之 種 ， 因 為 如 來 是 永 遠 不 會 捨 棄 度 化 眾 生 的 悲 願 2 5 2 。  

四 、 佛 之 大 般 涅 槃  

如 何 才 能 達 至 佛 的 涅 槃 境 界 ？ 佛 所 說 的 涅 槃 真 實 義 ， 須 從 第 八 藏

識 、 第 七 識 意 、 第 六 意 識 的 執 見 與 一 切 自 性 習 氣 ， 轉 變 成 智 慧 境 界 ，

即 稱 為 涅 槃。所 以 諸 佛 的 涅 槃 境 界 是 自 性 本 空、當 體 清 淨 寂 滅，當 下 ，

更 無 餘 事 。  

吾 人 將 本 經 佛 所 說 的 涅 槃 真 實 義 、 歸 納 成 如 下 ：  

佛 告 大 慧：「 一 切 自 性 習 氣，藏 意 意 識 見 習 轉 變，名為 涅 槃 。

諸佛及我，涅槃自性空事境界。 復次、大慧！涅槃者，聖智

自覺境界，離斷常妄想性非性。 云何非常？謂自相共相妄想

斷，故非常。云何非斷？謂一切聖去來現在得自覺，故非斷。

大慧！涅槃不壞不死：若涅槃死者，復應受生相續；若壞者，

應墮有為相。是故涅槃離壞、離 死，是故修行者之所歸依。

復次、大慧！涅槃、非捨非得，非斷非常，非 一義非種種義，

是名涅槃。
25 3 

如 來 之 涅 槃 ， 是 須 將 一 切 有 漏 識 之 自 性 習 氣 轉 為 無 漏 。 見 習 ， 即

我 、 法 見 之 習 氣 ， 以 我 執 發 生 有 漏 、 善 不 善 、 無 記 之 有 漏 業 之 習 氣 ，

就 能 感 得 生 死 之 果 。 因 此 ， 必 須 將 我 執 習 氣 及 有 漏 習 氣 轉 捨 ， 為 清 淨

無 漏 ， 此 實 則 是 轉 捨 其 本 空 之 妄 執 境 界 ， 是 為 大 涅 槃 。  

佛 自 覺 智 境 是 ： 非 常 非 斷 、 非 有 性 非 無 性 。 以 離 名 言 妄 想 及 自 、

共 相 妄 想，稱 為 非 常。妄 想 離 而 第 一 義 聖 智 慧 親 證 ，此 稱 非 斷。 非 常 ，

即 非 有 性 ； 非 斷 ， 即 非 無 性 。 涅 槃 是 不 壞 不 死 者 ， 絕 非 世 間 有 漏 、 有

為 法、有 生 死 相 續、有 成 住 壞 空。所 以 外 道 不 明 佛 法，雖 修 得 禪 定 果 ，

                                                   
2 5 2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0 6 ~ 1 0 7 。 
2 5 3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2 ,  b 7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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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墮 惑 業 之 苦 。 此 大 涅 槃 是 不 思 議 法 界 ， 種 種 思 量 計 度 皆 不 可 得 ， 唯

有 親 證 方 能 相 應 2 5 4 。 有 關 佛 之 涅 槃 與 二 乘  涅 槃 ， 佛 再 告 大 慧 ：  

為無餘涅槃故說，誘進行菩薩行 者故。此及餘世界修菩薩行

者，樂聲聞乘涅槃，為令離聲聞乘進向大乘，化佛授聲聞記，

非是法佛。大慧！因是故記諸聲 聞與菩薩不異。大慧！不異

者，聲聞、緣覺、諸佛如來，煩 惱障斷，解脫一味，非智障

斷。大慧！智障者，見法無我， 殊勝清淨。煩惱障者，先習

見人無我斷，七識滅；法障解脫 ，識藏習滅，究竟清淨。 25 5 

二 乘 只 停 留 解 脫 分 段 生 死 ， 屬 於 有 餘 涅 槃 。 佛 陀 為 了 令 有 餘 涅 槃

之 聲 聞，能 捨 離 退 墮 樂 著 二 乘 之 行 者，進 求 有 餘 涅 槃，化 佛 授 聲 聞 記 。

此 只 為 誘 進 聲 聞 修 行 菩 薩 道 ， 而 非 法 佛 的 真 實 授 記 。 所 以 授 記 諸 聲 聞

與 菩 薩 不 異，是 指 聲 聞 已 修 得 煩 惱 障 斷，證 得 與 菩 薩 相 同 之 人 空 之 理 。

所 說 之 不 異 ， 指 二 乘 與 諸 佛 如 來 皆 得 煩 惱 障 斷 ， 所 得 之 解 脫 是 平 等 一

味 的 。 然 而 ， 二 乘 所 證 的 並 非 是 智 障 斷 之 無 上 解 脫 。 所 謂 智 障 斷 ， 即

須 見 法 無 我 ， 得 殊 勝 清 淨 ， 不 再 染 著 。  

二 乘 所 證 之 煩 惱 障 斷 ， 只 是 過 去 見 、 思 二 惑 所 積 習 ， 並 由 了 知 人

無 我 的 道 理 ， 而 頓 然 斷 除 煩 惱 障 。 若 能 將 七 識 之 根 本 無 明 斷 滅 ， 才 能

修 得 法 障 解 脫 ； 若 識 藏 之 生 相 與 無 明 習 氣 都 滅 盡 ， 方 能 證 得 如 來 究 竟

清 淨 之 法 體 ， 亦 是 菩 薩 所 須 行 的 境 界 。 所 以 菩 薩 所 行 與 二 乘 所 行 ， 並

非 全 然 沒 有 差 異 2 5 6 。 此 是 因 為 ：  

因本住法故，前後非性。無盡本 願故，如來無慮無察而演說

法。正 智 所化 故，念不 妄 故，無慮 無 察。四 住 地、無 明 住 地 、

習氣斷故，二煩惱斷，離二種死 ，覺人法無我及二障斷。大

慧！心、意、意識、眼識等七， 剎那習氣因，善無漏品，離

不復輪轉。大慧！如來藏者，輪 轉涅槃苦樂因。空亂意慧愚

癡凡夫所不能覺。 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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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性 即 一 切 常 住 、 本 來 如 是 。 佛 說 本 來 如 是 之 法 ， 可 表 達 為 不 說

一 字 。 如 來 以 無 盡 本 願 ， 所 薰 得 無 慮 無 察 之 正 智 ， 以 斷 如 來 支 末 無 明

四 住 地 、 根 本 無 明 之 無 明 住 地 的 習 氣 ， 斷 理 事 之 二 煩 惱 ， 離 分 段 、 變

異 之 二 種 死 ， 覺 人 法 無 我 ， 斷 所 知 二 障 。 由 於 眼 等 七 識 本 無 自 性 ， 但

因 如 來 藏 被 無 明 所 薰 ， 而 生 剎 那 習 氣 ， 此 不 成 善 無 漏 之 因 ， 但 有 虛 妄

生 滅 之 相，無 有 一 實 體 流 轉。如 來 藏 有 體 ，受 生 死 輪 轉 ，為 苦 樂 之 因 ，

七 識 無 體 ， 不 流 轉 。 然 而 聖 智 境 界 甚 深 之 理 ， 卻 為 墮 空 之 二 乘 、 亂 意

邪 慧 之 外 道 ， 及 愚 痴 凡 夫 所 不 能 覺 。 如 經 云 ：  

大慧！金剛力士所隨護者，是化 佛耳，非真如來。大慧！真

如來者，離一切根量，一切凡夫 、聲聞、緣覺、及外道，根

量悉滅，得現法樂住，無間法智 忍故，非金剛力士所護。一

切化佛，不從業生；化佛者，非 佛，不離佛。因陶家輪等眾

生所作相而說法，非自通處，說 自覺境界。復次、大慧！愚

夫依七識身滅，起斷見；不覺識 藏故，起常見。自妄想故，

不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 ；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

斷故，一切過斷。 25 8 

真 正 的 如 來 ， 須 離 一 切 凡 夫 、 二 乘 及 外 道 諸 根 所 限 之 量 ， 才 能 證

得 現 前 法 樂 安 住 、 無 間 法 樂 智 之 寂 滅 忍 ， 此 並 不 是 化 佛 之 所 能 及 的 。

一 切 化 佛 ， 是 不 從 業 生 ， 而 化 佛 ， 雖 然 非 真 佛 ， 但 卻 不 離 於 佛 。 化 佛

是 因 具 足 了 眾 生 由 緣 所 作 之 色 相 而 說 法 ， 並 非 依 如 來 自 證 之 自 通 處 ，

而 說 自 覺 聖 智 之 境 界 。 愚 夫 不 覺 第 八 識 藏 真 體 ， 依 諸 識 起 自 心 妄 想 分

別 之 斷 、 常 等 見 ， 不 如 實 知 、 不 能 得 見 生 死 的 本 際 。 待 此 妄 慧 完 全 寂

滅，方 得 解 脫。如 來 已 斷 盡 五 住 地 之 無 明 習 氣 ，所 以 一 切 過 失、 邪 惡 ，

皆 斷 盡 ， 而 離 一 切 業 因 與 業 果 2 5 9 。  

此 節 主 要 是 明 示 如 來 自 覺 聖 智 ， 必 須 離 一 切 過 及 業 報 ， 然 而 ， 為

了 調 伏 沒 有 信 心 的 眾 生 ， 了 知 罪 福 因 果 之 定 業 ， 而 顯 示 化 佛 方 便 的 惡

業 ， 以 警 惕 凡 愚 等 能 避 免 再 受 苦 果 。  

                                                   
2 5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3 ,  b 1 - 1 0 )  
2 5 9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3 2 9 ~ 3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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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節  證 轉 依  

 隨 著 勝 解 及 觀 行 的 開 展 ， 到 了 本 質 上 徹 底 轉 變 的 當 下 ， 稱 為 「 轉

依 」 。 「 轉 依 」 是 對 於 由 自 心 所 顯 現 的 種 種 之 相 ， 絕 不 起 分 別 ， 且 心

無 所 動 搖 ， 不 為 識 浪 所 轉 ， 覺 了 一 切 法 無 性 而 能 現 身 無 礙 。 如 經 文 ：  

謂第八地觀察覺了如幻等法，悉 無所有，身心轉變，得如幻

三昧及餘三昧門，無量相、力、 自在、明，如妙華莊嚴迅疾

如意。 26 0 

此 明 顯 的 指 出 吾 人 之 身 心 主 要 能 轉 變 的 ， 是 轉 我 愛 執 藏 之 根 本

依 ， 方 能 證 得 無 量 三 昧 、 無 量 相 好 、 神 力 、 自 在 及 光 明 而 迅 疾 如 意 ，

即 能 通 達 諸 法 自 證 圓 滿 無 漏 功 德 ， 了 知 第 一 義 空 ， 與 十 方 三 世 諸 佛 平

等 性 。 如 經 中 佛 再 告 大 慧 ：  

非妄想一生一不生，所以者何？ 謂有無妄想不生，故外現性

非性，覺自心現量妄想不生。大 慧！我說餘愚夫，自心種種

妄想相故，事業在前，種種妄想 性相計著生。云何愚夫得離

我、我所計著見？離作所作因緣 過，覺自妄想心量，身心轉

變，究竟明解一切地，如來自覺 境界，離五法、自性事見妄

想。以是因緣故，我說妄想從種種不實義計著生，知如實義，

得解脫自心種種妄想。
26 1 

 此 引 文 主 要 的 是 明 示 自 證 得 自 覺 聖 智 之 心 ， 不 生 自 心 現 量 、 不 生

非 言 語 建 立 之 分 別 、 亦 不 生 心 外 之 法 畢 竟 有 無 。 心 外 並 非 另 有 一 實 體

之 第 一 義 諦 ， 若 凡 夫 所 取 之 心 外 實 法 ， 可 以 不 生 於 妄 想 ， 而 凡 夫 自 心

卻 生 種 種 妄 想 ； 這 就 不 是 另 有 種 種 境 之 實 體 能 使 妄 想 生 起 ， 而 是 在 自

心 所 現 種 種 事 相 當 前 而 生 起 。  

離 我 、 我 所 計 著 ， 斷 能 作 、 所 作 諸 妄 計 因 果 ， 以 了 覺 眾 生 自 心 妄

想 之 相 為 鑑 ， 而 轉 入 如 來 知 見 之 境 界 ， 於 五 法 、 自 性 分 別 之 見 ， 徹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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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7 ,  c 2 7 - p .  4 9 8 ,  a 1 )  
2 6 1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0 ,  a 8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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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 悟 ， 並 盡 於 泯 離 。 以 是 因 緣 ， 於 種 種 不 實 之 外 境 ， 知 唯 心 所 現 ， 了

知 如 實 真 義 。 於 是 佛 再 告 誡 大 慧 菩 薩 ：  

如是觀世間，心轉得無我。一切 性不生，以從緣生故；一切

緣所作，所作非自有。事不自生 事，有二事過故，無二事過

故，非有性可得。觀諸有為法， 離攀緣所緣，無心之心量，

我說為心量。 26 2 

若 能 了 知 一 切 諸 法 ， 皆 是 眾 因 緣 和 合 而 妄 現 ， 就 無 有 自 性 可 得 。

若 能 如 此 觀 察 世 間，就 能 令 妄 心 轉 變，而 證 得 二 無 我 智。世 間 的 妄 想 ，

皆 因 為 執 著 四 句 的 歧 見 ； 所 以 諸 因 緣 ， 都 是 愚 夫 虛 妄 分 別 而 生 起 的 。

能 夠 如 實 的 觀 察 世 間 法 相 ， 即 非 有 非 無 、 離 四 句 、 絕 百 非 ， 轉 變 捨 離

一 切 有 漏 ， 而 能 證 得 二 無 我 。 由 離 一 切 名 、 相 、 妄 想 ， 就 能 直 達 正 智 ，

並 契 入 不 妄 不 變 之 「 如 如 」 。 這 就 像 真 空 實 際 的 境 界 ， 能 住 於 寂 靜 常

樂 之 涅 槃 ， 並 交 徹 融 攝 於 法 界 中 ， 因 而 得 種 種 意 生 身 ， 此 方 為 如 來 自

證 的 心 量 。  

總 而 言 之 ，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 是 無 有 任 何 虛 妄 境 界 所 能 遮 蔽

與 障 礙 的 。 所 以 菩 薩 必 了 知 一 切 法 的 相 續 和 不 相 續 之 相 ， 並 捨 離 妄 想

覺 ， 漸 而 達 至 佛 所 開 顯 的 種 種 神 變 、 莊 嚴 、 無 邊 行 願 之 境 界 ， 得 勝 轉

依 ， 此 境 能 起 自 利 利 他 的 作 用 2 6 3 。  當 眾 生 能 觀 察 ， 因 無 始 虛 妄 的 惡 習

泯 滅 、 覺 知 外 境 是 自 心 所 現 ， 而 阿 賴 耶 身 得 以 轉 依 、 觀 內 外 皆 不 起 虛

妄 分 別 ， 指 能 取 智 、 所 取 境 皆 虛 幻 無 實 。 如 是 即 轉 如 來 清 淨 法 身 ， 而

染 心 自 滅 ， 此 已 證 得 轉 依 之 義 了 。  

第 七 節  等 正 覺  

正 覺 ， 是 指 真 正 覺 悟 之 義 。 又 可 作 正 解 、 等 覺 、 等 正 覺 、 正 等 正

覺 、 正 等 覺 、 正 盡 覺 。 等 者 ， 是 就 所 證 之 理 而 言 ； 盡 者 ， 是 就 所 斷 之

惑 而 言 ， 名 為 無 上 等 正 覺 、 三 藐 三 菩 提 之 略 稱 。 梵 語 s a m b o d h i 是 正 覺

                                                   
2 6 2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0 ,  a 2 4 - b 1 )  
2 6 3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2 3 1 ~ 2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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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意 譯 ， 音 譯 為 三 菩 提 。 指 證 悟 一 切 諸 法 之 真 正 的 覺 智 ， 即 如 來 之 實

智 ， 所 以 成 佛 又 可 稱 為 「 成 正 覺 」 。  

一 切 諸 法 ， 本 來 是 空 無 自 性 ， 既 無 生 死 可 了 ， 也 並 沒 有 一 個 涅 槃

寂 滅 的 境 界 可 得。在 本 來 清 淨 自 性 的 真 如 中，既 沒 有 一 個 所 覺 的 境 界 ，

也 沒 有 一 個 能 覺 的 實 體 。 如 果 執 著 佛 境 界 的 有 、 無 ， 也 就 同 樣 執 著 有

一 涅 槃 可 入 或 可 出 一 樣 ， 仍 然 還 有 法 執 。 因 此 必 須 遠 離 能 覺 、 所 覺 二

邊 ， 了 無 所 住 ， 才 是 佛 法 正 覺 的 真 實 內 義 。 如 以 下 的 經 文 有 如 是 說 ：  

大慧菩薩復白佛言：「世尊！如 世尊說：『六波羅密滿足得

成正覺。何等為六』？佛告大慧 ：『波羅密有三種分別，謂

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 26 4 

由 於 先 前 都 在 開 示 因 心 的 迷 悟 而 有 凡 聖 的 差 距 ， 大 慧 菩 薩 惟 恐 眾

生 執 迷 不 悟 ， 心 不 去 修 行 ， 而 墮 入 斷 滅 見 。 所 以 繼 果 之 覺 ， 而 問 如 何

修 六 度 之 行 ， 目 的 是 令 行 者 能 慕 果 起 行 ， 進 而 證 入 果 位 。 佛 答 波 羅 密

有 三 種 分 別 ： 世 間 波 羅 密 為 人 天 行 、 有 為 有 漏 ； 出 世 間 者 為 二 乘 行 、

有 為 無 漏 ， 所 修 福 智 已 非 剎 那 ； 出 世 間 上 上 者 為 一 乘 行 、 無 為 無 漏 ，

此 指 一 切 如 來 平 等 法 身 。 佛 再 分 析 說 ：   

大慧！世間波羅密者，我我所攝 受計著，攝受二邊，為種種

受生 處，樂色、聲、香、味、觸 故，滿足 檀波 羅密。戒、忍 、

精進、禪定、智慧、亦如是 。凡夫神通及生梵天。 26 5 

凡 夫 所 修 之 世 間 波 羅 蜜 ， 計 著 我 、 我 所 ， 貪 著 種 種 受 生 ； 亦 著 於

二 邊，不 能 達 於 中 道 彼 岸；成 就 凡 夫 之 種 種 神 通，所 以 只 能 生 於 梵 天 。

至 於 出 世 間 波 羅 蜜 ， 佛 告 大 慧 ：   

 

 

                                                   
2 6 4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2 ,  b 2 4 - 2 7 )  
2 6 5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2 ,  b 2 7 - c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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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慧！出世間波羅密者，聲聞、 緣覺、墮攝受涅槃故，行六

波羅密，樂自己涅槃樂。 26 6 

出 世 間 波 羅 蜜 ， 即 二 乘 之 六 度 行 。 二 乘 人 厭 生 死 苦 ， 不 取 三 界 福

報 ， 向 所 取 之 解 脫 而 了 生 死 ， 住 於 涅 槃 之 樂 。 雖 修 六 度 ， 唯 求 自 利 ，

不 得 圓 滿 成 佛 。 接 著 道 出 ， 出 世 間 上 上 波 羅 蜜 ：   

出世間上上波羅密者，覺自心現 妄想量攝受、及自心二故，

不生妄想。於諸趣攝受非分，自 心色相不計著，為安樂一切

眾生故，生檀波羅密，起上上方便。 26 7 

出 世 間 上 上 六 度 者 ， 謂 菩 薩 覺 了 一 切 諸 法 ， 是 依 於 自 心 所 現 之 妄

想 量 ， 而 起 攝 受 計 著 。 能 如 實 知 ， 見 自 心 能 、 所 二 法 皆 非 實 體 ， 而 於

一 切 法 不 生 妄 想，不 住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而 行 佈 施，不 為 己 樂，但 為 利 益 、

安 樂 一 切 眾 生 而 生 檀 波 羅 密 ， 起 上 上 之 度 化 眾 生 的 方 便 。 這 又 如 何 能

修 成 ？ 佛 說 ︰  

即於彼緣妄想不生戒，是尸波羅 密。即彼妄想不生忍，知攝

所攝，是羼提波羅密。初中後夜 精勤方便，隨順修行方便，

妄想不生，是毗梨耶波羅密。妄想悉滅，不墮聲聞涅槃攝受，

是禪波羅密。自心妄想非性，智 慧觀察，不墮二邊，先身轉

勝而不可壞，得自覺聖 趣，是般若波羅密。 26 8 

若 能 於 「 能 持 」、「 所 持 」 諸 妄 想 分 別 之 心 皆 不 生 起 ， 心 得 清 淨 ，

而 得 成 就 性 戒 。 若 能 於 「 能 忍 」 、 「 所 忍 」 等 境 上 妄 想 分 別 之 心 皆 不

生 ； 能 如 實 了 知 ， 能 攝 、 能 忍 之 心 、 所 攝 、 所 忍 之 境 皆 非 實 有 ， 謂 能

成 就 無 生 之 忍 波 羅 蜜 。 如 果 能 於 晝 夜 ， 精 進 勤 習 種 種 方 便 ， 隨 順 如 實

法 性 而 修 無 上 智 慧 方 便 ， 此 就 能 成 就 ， 出 世 間 上 上 毗 梨 耶 波 羅 密 。 若

能 寂 滅 一 切 妄 想 分 別 ， 而 不 墮 於 聲 聞 對 涅 槃 之 攝 受 計 著 ， 此 能 成 就 ，

出 世 間 上 上 禪 波 羅 密 。 如 果 能 覺 了 自 心 所 現 ， 一 切 妄 想 非 有 自 性 ， 以

正 智 慧 觀 察 妄 想 境 界 ， 不 墮 於 二 邊 邪 見 、 不 起 有 無 見 、 離 於 生 滅 、 佛

                                                   
2 6 6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2 ,  c 1 - 3 )  
2 6 7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2 ,  c 3 - 6 )  
2 6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2 ,  c 6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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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常 寂 不 壞 ， 轉 得 最 勝 妙 身 而 不 壞 ， 無 漏 身 非 剎 那 壞 。 當 六 度 具 足 ，

證 得 自 覺 聖 智 趣 ， 是 為 出 世 間 上 上 般 若 波 羅 密 2 6 9 。     

等 正 覺 皆 以 離 妄 為 本 ， 也 是 實 踐 自 覺 聖 智 究 竟 圓 滿 的 境 界 ， 能 了

達 如 來 等 正 覺 之 自 身 、 自 覺 性 。 此 如 來 清 淨 法 身 的 平 等 自 性 ， 不 但 能

自 覺 ， 且 能 覺 他 ， 教 化 眾 生 ， 能 令 眾 生 轉 凡 為 聖 ， 達 至 修 行 的 正 真 目

的 。  

 

第 八 節  小  結  

此 章 主 要 是 說 明 「 自 覺 聖 智 」 的 修 行 方 法 與 次 第 ， 並 將 教 、 理 及

正 確 的 行 持 ， 落 實 及 實 踐 於 生 活 上 。 由 修 正 行 、 遠 離 種 種 顛 倒 妄 想 之

戒 行 規 範 ， 進 入 外 息 諸 緣 ， 內 心 寂 靜 、 不 離 實 相 入 道 之 真 定 。 就 此 能

從 根 本 的 解 決 對 愛 和 無 明 的 束 縛 ， 滅 除 惑 業 之 苦 ， 趨 向 解 脫 涅 槃 ； 身

心 及 外 境 皆 能 徹 底 的 轉 依 ， 從 煩 惱 的 雜 染 ， 轉 向 離 垢 的 純 淨 ， 又 從 偏

蔽 的 知 見 ， 趨 向 圓 明 的 悟 解 ； 這 一 連 串 實 踐 的 全 程 ， 都 須 與 智 慧 同 並

推 進 ， 乃 至 最 後 究 竟 的 等 正 覺 ， 也 就 顯 示 出 智 慧 的 最 高 標 準 的 「 自 覺

聖 智 」 境 。  

                                                   
2 6 9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3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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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章  《楞伽經》「自覺聖智」的實證 

此 進 入 教 、 理 、 行 之 證 果 的 階 段 。 《 楞 伽 經 》 是 經 大 慧 總 問 之 百

八 義 ， 引 起 佛 說 諸 佛 自 證 的 究 竟 之 大 乘 正 理 趣 。 「 百 」 是 以 「 事 」 為

對 象 ， 「 事 」 之 數 目 是 以 「 百 」 來 顯 出 其 繁 雜 。 「 八 」 是 指 「 相 」 ，

「 相 」 局 限 於 八 種 義 涵 之 內 。 世 間 之 事 ， 無 論 是 推 理 、 分 析 、 計 度 ，

都 不 離 二 極 端 。 而 且 ， 還 延 伸 到 四 極 端 ， 然 後 再 延 伸 正 、 反 的 八 個 相

態 ， 如 ： 「 有 」 ， 延 伸 有 、 無 二 端 ， 或 有 無 、 俱 不 俱 四 極 端 ， 再 發 展

為 正 、 反 八 個 相 的 形 態 。 如「 有 」之 正 、 反 相 ， 所 延 伸 出 為 有 、 非 有 、

亦 有 亦 非 有 、 非 有 非 非 有 四 極 ， 而 「 無 」 之 正 、 反 相 ， 所 延 伸 出 則 為

無、非 無、亦 無 亦 非 無、非 無 非 非 無 四 極，以 此 八 個 相，就 能 概 刮「 百 」

事 之 相 對 義 涵 。  

第 一 節  前  言  

佛 之 慧 境 是 與 戒 、 定 相 皆 並 俱 的 。 佛 無 一 時 刻 不 在 定 中 ， 即 所 見

的 無 一 不 是 內 證 境 界 。 佛 法 真 正 之 定 ， 並 不 拘 於 趺 坐 修 定 ， 而 是 心 能

一 刻 都 不 違 離 實 相 ， 且 剎 那 都 與 一 切 智 智 相 契 應 。 計 度 乃 是 戒 、 定 之

反 面 ， 凡 夫 遇 到 任 何 事 情 時 ， 皆 以 利 害 的 心 思 來 決 擇 ， 此 心 思 名 為 計

度 。 由 於 計 度 ， 迷 惑 也 隨 著 邪 知 見 解 而 產 生 ， 此 乃 戒 定 的 最 大 障 礙 。

修 戒 、 定 、 慧 都 是 意 在 解 脫 ， 所 以 定 必 須 從 根 本 淨 除 計 度 ， 而 修 定 有

其 方 便 與 次 第 ， 這 在 前 二 章 已 說 明 。  

從 知 道 修 煉 「 自 覺 聖 智 」 所 行 的 次 第 ， 並 了 然 清 楚 修 行 「 自 覺 聖

智 」 的 方 法 之 後 ， 如 何 才 是 通 達 「 自 覺 聖 智 」 所 證 的 境 界 呢 ？ 此 是 本

論 文 最 困 難 但 卻 是 最 重 要 的 一 章 。 所 謂 ： 「 言 語 道 斷 ， 心 行 處 滅 。 」

又 ： 「 佛 之 證 境 ， 非 語 言 文 字 章 句 所 能 言 詮 。 」 ； 「 若 證 言 證 ， 即 是

謗 佛 謗 法 。 」 等 難 于 描 述 的 佛 境 界 。 然 而 ， 本 著 此 難 入 的 經 典 ， 期 望

能 有 一 淺 顯 的 入 徑 來 了 知 「 自 覺 聖 智 」 所 證 的 境 界 。 故 引 用 佛 陀 在 本

經 所 說 的 基 本 立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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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告 大 慧：「 覺 人 法 無 我，了知 二 障，離二 種 死，斷 二 煩 惱 ，

是名佛之知覺。聲聞緣覺得此法 者，亦名為佛。以是因緣，

故我說一乘。」爾時世尊，欲重 宣此義，而說偈言：「善知

二無我，二障煩惱斷。永離 二種死，是名佛知覺。」 27 0
  

若 能 證 覺 了 人 無 我 和 法 無 我 ， 此 稱 為 覺 知 人 、 法 二 無 我 。 能 斷 除

煩 惱 障 和 所 知 障 ， 此 稱 為 覺 了 二 障 。 遠 離 分 段 生 死 和 變 易 生 死 ， 此 稱

為 離 二 生 死 。 能 斷 滅 了 貪 、 瞋 、 痴 的 根 本 煩 惱 和 忿 、 恨 、 覆 等 的 隨 煩

惱，此 稱 為 斷 二 煩 惱，以 上 的 境 界 也 被 稱 為 佛 自 覺 的 境 界。修 持 聲 聞 、

緣 覺 的 修 行 人 ， 得 此 境 界 ， 亦 同 等 是 佛 了 。  

此 章 將 分 析 「 自 覺 聖 智 」 的 無 二 慧 ， 指 所 觀 察 之 境 界 如 何 變 化 、

相 狀 與 外 道 定 之 差 別 乃 至 通 達 三 昧 的 境 界 。 接 著 再 分 析 「 自 覺 聖 智 」

之 住 地 及 種 類 等 功 用 ， 最 後 是 論 述 「 自 覺 聖 智 」 所 證 之 境 界 。  

第 二 節  「 自 覺 聖 智 」 的 無 二 慧  

這 裡 所 謂 的 「 二 」 ， 即 染 淨 、 起 滅 、 生 死 、 善 惡 等 二 事 。 但 是 ，

若 從 實 相 來 觀 察 ， 此 「 二 」 實 際 上 是 無 「 二 」 的 。 例 如 ： 染 淨 ， 染 法

之 實 相 即 淨 ， 淨 者 是 由 染 性 而 見 ， 並 非 離 開 染 而 見 淨 ， 因 此 染 淨 相 連

而 顯 現 二 法 。 若 從 實 相 來 論 述 ， 此 二 染 淨 其 實 皆 不 俱 存 ， 不 能 說 為

「 二 」 。 佛 法 之 精 髓 ， 意 在 明 示 人 、 法 本 無 定 性 ， 此 無 二 的 實 相 ， 亦

是 涅 槃 、 空 相 、 流 轉 無 定 性 等 皆 同 一 義 而 異 名 ， 也 就 是「 無 生 」、「 無

二 」 之 義 。 證 得 「 自 覺 聖 智 」 是 必 須 經 由 種 種 實 際 的 修 行 ， 若 要 達 成

究 竟 之 境 界 ， 是 以 「 五 法 」 、 「 三 自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等

行 法 為 入 處 。 此 行 法 必 須 遠 離 與 實 相 無 二 相 違 的 能 所 、 有 無 、 令 生 二

種 分 別 等 法 。 經 中 如 此 明 示 「 無 二 」 之 義 涵 ：  

云何無二？謂一切法，如陰熱、 如長短、如黑白。大慧！一

切法無二，非於涅槃彼生死，非 於生死彼涅槃；異相因有性

故，是名無二。如涅槃、生死， 一切法亦如是」。爾時、世

尊欲重宣此義，而說偈言：「我 常說空法，遠離於斷常，生

                                                   
2 7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8 ,  b 1 6 - 2 2 )  



 137

死如幻夢，而彼業不壞。虛空及 涅槃，滅二亦如是。愚夫作

妄想，諸聖離有無。 27 1 

以 上 主 要 是 說 明 世 間 一 切 相 對 待 之 「 二 」 法 ， 有 為 無 為 、 有 漏 無

漏 ， 如 ： 黑 白 、 長 短 ， 生 滅 、 斷 常 等 皆 落 入 「 二 」 ， 絕 了 相 對 之 法 才

能 稱 為「 無 二 」。一 切 對 待 皆 是 凡 夫 依 妄 識 分 別 而 生，所 以 無 二 法 相 ，

即 是 一 切 法 究 竟 的 實 相 。 真 理 是 絕 待 的 ， 如 陰 熱 、 長 短 、 黑 白 皆 相 待

而 立 ， 若 將 各 自 獨 立 分 開 時 ， 卻 各 自 的 自 性 也 不 能 成 立 。 如 長 是 因 為

短 而 成 立 ， 則 長 無 有 自 性 ； 若 長 是 有 自 性 ， 就 不 須 待 「 短 」 而 成 立 ；

而 今 須 藉 由 「 短 」 才 能 見 「 長 」 。 由 此 了 知 長 性 並 不 能 獨 立 存 在 ， 長

性 既 然 不 能 獨 立 存 在 ， 則 「 長 」 就 無 自 性 了 。 相 同 的 以 此 推 論 ， 若 短

是 因 長 而 成 立 ， 則 短 無 自 性 。 長 、 短 之 性 既 然 皆 非 本 有 ， 則 是 相 待 而

生 ， 所 以 ， 一 切 法 實 際 上 是 「 無 二 」 ， 因 相 待 性 而 能 見 其 差 別 性 。  

有 、 無 是 二 邊 極 端 的 見 解 ， 皆 是 妄 心 之 所 致 ， 若 能 淨 除 外 境 ， 妄

境 自 然 寂 滅 。 所 謂 無 取 的 境 界 ， 並 非 除 滅 了 而 成 無 ， 當 平 等 心 現 證 真

如 時 ， 此 即 聖 智 自 證 境 界 。 眾 緣 所 生 之 法 ， 非 佛 及 外 道 等 所 能 造 集 之

而 有 ， 所 以 計 有 計 無 ， 皆 是 妄 想 之 邪 見 。 而 無 二 慧 的 自 覺 聖 智 境 ， 是

以 諸 法 本 空 、 無 所 生 、 無 所 滅 ， 離 於 有 無 的 2 7 2 。 如 經 云 ：  

大慧！如來所得智，是般若所熏 。大慧！如來非心意意識，

彼諸陰界入處所熏。大慧！一切 三有，皆是不實妄想所生，

如來不從不實虛妄想生。大慧！ 以二法故有常無常，非不二。

不二者，寂靜，一切法無二生相 故，是故如來應供等正覺非

常非無常。大慧！乃至言說分別 生，則有常無常過。分別覺

滅者，則離愚夫常無常見不寂靜 慧者，永離常、無常，非常

無常熏
27 3。   

此 引 文 是 以 三 種 意 義 ， 來 證 明 如 來 被 稱 為 真 實 常 的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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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 如 來 的 法 身 是 因 以 般 若 所 薰 修 而 成 ， 所 以 名 為 真 實 常 。 此

如 來 之 常 不 同 於 三 界 眾 生，皆 是 從 心 意 意 識、陰 界 入 處 妄 想 所 薰 而 成 ，

所 以 都 是 無 常 。 如 來 是 因 不 從 妄 想 所 薰 生 ， 故 獨 稱 為 真 實 常 。  

第 二 、 以 如 來 法 身 寂 靜 ， 名 為 真 實 常 。 如 果 能 從 執 真 、 妄 二 法 為

相 對 待 者 ， 就 能 見 真 實 者 為 常 ， 而 執 著 虛 妄 分 別 者 為 無 常 ， 這 就 不 能

符 合 真 妄 不 二 的 道 理 ， 乃 是 常 與 無 常 二 法 的 分 別 。 然 而 如 來 所 體 證 的

不 二 之 道，乃 是 一 切 法 渾 然 寂 靜，真 常 虛 妄， 本 然 一 體 。了 知 無 有 真 、

妄 二 相 的 生 起 ， 此 為 如 來 所 頓 證 ， 是 離 一 切 相 ， 離 於 常 、 無 常 ， 所 以

非 常 非 無 常 ， 亦 是 真 實 常 。  

第 三 、 是 因 法 身 離 於 言 說 ， 所 以 是 真 實 常 。 由 於 薰 習 的 不 同 而 墮

於 常 、 無 常 之 計 著 ， 因 此 所 見 真 妄 皆 有 所 別 。 若 有 少 許 言 說 分 別 ， 即

墮 於 常 、 無 常 之 過 。 唯 有 如 來 能 寂 滅 一 切 分 別 之 覺 想 與 言 說 ， 建 立 於

言 語 道 斷 ， 心 行 處 滅 ， 契 合 於 離 言 法 性 。 由 於 凡 愚 因 內 心 不 能 寂 滅 妄

想 之 薰 ， 不 能 覺 知 此 五 蘊 色 身 之 無 常 ； 反 之 ， 「 自 覺 聖 智 」 境 卻 能 永

離 妄 見 ， 諸 惑 永 息 ， 生 死 永 斷 2 7 4 。  

總 括 此 節 ， 「 自 覺 聖 智 」 與 無 二 慧 同 一 義 涵 ， 有 二 即 有 分 別 ， 無

二 ， 以 一 切 法 皆 寂 靜 、 平 等 性 清 淨 無 二 ， 亦 不 說 常 與 無 常 。 如 來 ， 指

諸 法 如 義，以 寂 靜 慧 離 言 說、離 愚 夫 二 分 別 見 。所 有 二 見、 四 句 過 患 ，

皆 由 眾 生 ， 無 實 義 之 言 說 妄 有 所 立 。 離 分 別 及 虛 妄 惡 習 ， 以 平 等 觀 一

切 ， 其 實 皆 是 自 心 所 現 。 若 能 不 取 一 法 ， 亦 了 知 非 言 說 所 能 安 立 ，  此

即 「 自 覺 聖 智 」 無 二 慧 的 義 涵 。  

第 三 節  「 自 覺 聖 智 」 的 住 地  

從 上 一 節 了 知 「 自 覺 聖 智 」 的 無 二 慧 ， 接 著 是 分 析 如 何 能 進 入 及

安 住 於 「 自 覺 聖 智 」 的 住 地 ？ 於 此 地 又 有 甚 麼 特 殊 之 處 ？ 如 實 修 行 的

人 ， 能 令 心 、 意 、 意 識 及 身 心 轉 變 ， 而 得 聖 種 類 身 。 在 這 之 前 已 論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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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說 ： 「 妄 想 清 淨 ， 即 是 聖 智 境 界 。 」 大 慧 菩 薩 ， 為 令 眾 生 都 能 提 昇

進 入 而 安 住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 所 以 提 問 此 究 竟 的 聖 智 境 界 。 其 實

此 境 界 是 本 然 清 淨 的 ； 心 、 佛 、 眾 生 ， 於 此 各 皆 圓 具 這 獨 超 之 義 ， 不

由 他 證 ， 圓 滿 戒 、 定 、 慧 ， 成 就 法 身 。  

無 論 是 過 去 、 現 在 和 未 來 的 三 世 諸 佛 的 說 法 ， 都 是 以 一 切 諸 法 ，

無 非 是 「 自 心 現 量 」 之 所 生 而 說 。 所 謂 「 自 覺 聖 智 」 的 住 地 ， 或 住 於

涅 槃 的 境 界 和 如 來 的 果 地 ， 也 是 唯 心 所 顯 現 。 而 「 自 心 現 量 」 是 包 含

菩 薩 七 地 「 遠 行 地 」 及 第 八 地 「 了 無 所 得 」 之 地 。 此 二 地 ， 便 是 修 行

者 的 住 地 ， 然 而 ， 「 自 覺 聖 智 」 的 住 地 亦 即 是 「 佛 地 」 ， 是 修 行 者 最

高 ， 且 最 殊 勝 所 成 就 之 地 。 如 佛 告 大 慧 ：  

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 。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

覺觀察，不由於他離見妄想，上 上昇進，入如來地，是名自

覺聖智相。 27 5 

「 自 覺 聖 智 」的 行 相 ， 是 前 聖 所 自 證 知 覺 ， 轉 相 轉 授 的 甚 深 之 法 ，

主 要 的 是 「 妄 想 無 性 」 。 菩 薩 秉 此 教 義 ， 獨 自 於 一 寂 靜 之 處 ， 以 自 覺

的 智 慧 ， 觀 察 此 「 妄 想 無 性 」 之 理 。 覺 知 此 是 ， 不 由 於 其 他 法 門 所 能

修 證 的 。 唯 有 獨 超 一 門 的 直 進 ， 離 於 能 見 、 所 見 等 一 切 妄 想 ， 如 是 於

菩 薩 地 中 ， 上 上 昇 進 ， 而 入 如 來 自 覺 之 地 ， 是 名 為 內 證 「 自 覺 聖 智 」

之 行 相 。  

如 何 修 持 才 能 得 住 於 「 自 覺 聖 智 」 之 地 ？ 佛 解 說 道 ：  

自覺聖智所行，離妄想自相共相，入於第一真實之義諸地相，

續漸次上上增進清淨之 相，隨入如來地相。 27 6 

眾 生 之 所 以 不 得 見 「 自 覺 聖 智 」 之 妙 境 ， 常 為 「 四 句 」 這 一 切 根

本 妄 見 及 惡 見 所 致 。 因 此 翼 真 修 行 者 ， 必 以 離 「 四 句 」 為 首 要 ，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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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 」 不 離 ， 則 會 迷 惑 障 難 。 若 能 遠 離 「 四 句 」 之 過 ， 就 能 離 於 一 切 妄

想 計 著 之 自 相、共 相，自 然 就 能 趣 入 於 第 一 真 實 之「 自 覺 聖 智 」地 了 。 

佛 告 大 慧：「五 法、自 性、識、二 無 我，分 別 趣 相 者，謂 名 、

相、妄想、正智、如如。若修行 者，修行入如來自覺聖趣，

離於斷常有無等見，現法樂正受 住現在前。大慧！不覺彼五

法、自 性、識、二 無我，自 心現 外性。凡夫 妄 想，非 諸 賢聖。
27 7」  

佛 再 告 知 大 慧 ， 若 能 真 實 修 習 「 自 覺 聖 智 」 之 法 ， 善 諦 觀 五 法 、

三 自 性 、 八 識 、 二 無 我 等 皆 是 為 心 現 量 ， 本 非 實 有 ， 即 得 入 於 「 如 來

自 覺 聖 趣 」 ， 離 於 斷 常 有 無 等 惡 見 ， 得 安 住 於 「 現 法 樂 正 受 」 中 ， 並

且 三 昧 樂 常 現 在 前 。 凡 愚 之 所 以 不 能 覺 ， 是 因 於 自 心 所 現 ， 妄 想 分 別

執 著 一 切 外 法 之 性 為 實 有 ， 此 非 諸 聖 賢 的 正 智 所 見 。  

已 了 知 修 習 之 方 法 ， 住 於 「 自 覺 聖 智 」 之 地 ， 又 有 何 不 可 思 議 之

事 與 起 用 呢 ？ 經 文 有 清 楚 的 說 明 ：   

謂入如來地，行 [得 ]自覺聖智相三種樂住，成辦眾生不思議

事，是名如來禪。 27 8 

能 入 如 來 地 者 ， 是 上 上 智 頓 根 人 所 修 持 。 依 如 來 不 生 不 滅 為 本 修

習 之 因 ， 而 頓 悟 一 心 ， 頓 圓 佛 地 ， 圓 滿 戒 定 慧 之 行 ， 證 得「 自 覺 聖 智 」

相 之 三 種 樂 ， 即 禪 定 、 菩 提 、 涅 槃 ， 而 於 其 中 安 住 。 此 能 成 辦 為 度 化

眾 生 ， 頓 能 成 熟 一 切 眾 生 不 思 議 事 ， 令 其 隨 順 法 性 ， 入 於 真 如 究 竟 實

際 之 相 ， 是 為 如 來 清 淨 禪 。 除 此 之 外 ， 還 能 ：  

知上上地相，大願殊勝，神力自 在、法雲灌頂，當得如來自

覺地，善繫心十無盡句，成熟眾 生，種種變化，光明莊嚴，

得自覺聖樂三昧正受。 2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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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裡 主 要 是 明 示 於 佛 地 之 所 得 益 ， 以 及 起 用 之 智 相 ， 能 現 示 種 種

神 通 力 ， 變 現 自 在 上 上 增 進 ， 到 第 十 「 法 雲 」 地 而 受 灌 頂 。 當 證 得 如

來 自 覺 聖 智 地 ， 善 能 繫 心 於 十 無 盡 句 ， 恆 無 捨 離 為 成 熟 眾 生 ， 作 種 種

變 化 的 應 現 ， 光 明 莊 嚴 ， 恆 得 自 覺 聖 樂 三 昧 正 受 。 這 時 ， 世 尊 為 了 眾

生 能 真 正 明 了 ， 所 以 再 次 分 析 與 歸 納 ， 並 重 宣 此 義 ：  

心量無所有，此住及佛地，去來 及現在，三世諸佛說。心量

地第七，無所有第八；二地名為 住，佛地名最勝。自覺智及

淨，此則是我地，自在最勝處， 清淨妙莊嚴。照耀如盛火，

光明悉遍至，熾燄不壞目，周輪 化三有。化現在三有，或有

先時化，於彼演說乘，皆是如來 地。十地則為初，初則為八

地，第九則為七，七亦復為八， 第二為第三，第四為第五，

第三為第六，無所有何次？ 28 0 

三 世 諸 佛 皆 有 如 是 說 ： 『 一 切 法 之 諸 住 、 諸 地 ， 乃 是 悟 於 自 心 現

量，心 外 別 無 所 有。』第 七 地 稱 為「 心 量 住 」，第 八 地 名「 無 所 有 住 」，

乃 至 佛 地 ， 方 能 稱 為 「 最 勝 心 量 無 所 有 住 」 。 這 並 非 別 有 一 個 最 勝 之

法 ， 只 是 心 量 無 所 有 。 佛 以 「 自 覺 聖 智 」 之 菩 提 ， 以 證 清 淨 法 界 ， 自

受 用 身 、 法 身 。 至 於 他 受 用 身 ， 遍 一 切 處 ， 光 明 普 照 ； 三 類 化 身 ， 如

意 清 涼 ， 以 身 口 意 三 輪 ， 隨 機 施 化 ， 方 便 為 說 諸 乘 。  

所 有 世 間 、 出 世 間 一 切 法 ， 皆 清 淨 法 界 所 流 出 ， 皆 是 如 來 地 所 顯

現 之 清 淨 法 。 此 是 無 有 一 定 相 續 之 諸 法 次 第 ， 其 畢 竟 是 唯 心 ， 一 切 法

悉 皆 平 等 無 差 別 ， 一 切 行 果 悉 皆 圓 融 。 所 謂 平 等 大 乘 ， 即 互 攝 互 入 ，

並 沒 有 一 頓 或 漸 可 判 定 的 2 8 1 。  

離 一 切 見 ， 親 證 真 如 ， 一 切 相 無 所 有 ， 是 為 初 地 菩 薩 。 於 是 離 一

切 所 應 證 ， 離 一 切 所 能 證 ， 次 第 而 至 十 地 ， 神 通 功 德 ， 究 竟 圓 滿 。 而

仍 不 違 本 願 ， 成 熟 眾 生 ， 普 應 示 現 ， 不 假 造 作 ， 如 如 不 動 ， 住 「 自 覺

聖 智 」 之 地 ， 就 能 圓 成 一 切 佛 事 。  

                                                   
2 8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9 ,  c 1 0 - 2 4 )  
2 8 1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3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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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 自 覺 聖 智 」 所 證 的 境 界  

修 習 大 乘 菩 薩 的 行 者 ， 除 了 應 當 勝 解 「 自 覺 聖 智 」 的 無 二 慧 ， 進

而 住 於「 自 覺 聖 智 」之 無 所 有 地 。 於 此 ， 觀 察 一 切 法 相 ， 皆 由 覺 了 人 、

法 無 我 ， 開 發 出 佛 之 知 見 ， 發 起 無 量 歡 喜 之 境 界 。 這 些 境 界 ， 都 是 由

於 能 處 在 自 性 如 幻 三 昧 中 ， 不 斷 的 修 習 而 生 起 的 。 此 種 種 勝 相 ， 為 最

勝 佛 子 所 修 行 。 由 此 地 ， 再 超 過 佛 子 地 ， 達 至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

便 得 到 「 如 來 自 在 法 身 」 ， 也 就 是 能 徹 底 了 知 人 無 我 與 法 無 我 了 。  

佛 所 證 的 境 界 是 深 不 可 測 ， 為 了 求 證 佛 慧 ， 大 慧 菩 薩 請 世 尊 開 示

佛 所 證 的 境 界，即 佛 所 知 所 見，實 際 上 是 超 越 能 所、對 立 的 諸 法 實 相 。

如 佛 告 大 慧 ：  

覺人法無我，了知二障，離二種 死，斷二煩惱。是名佛之知

覺。聲聞緣覺得此法者，亦名為 佛。以 是 因 緣 故，我 說 一 乘 。
28 2 

證 覺 了 人 、 法 二 無 我 之 空 性 中 本 無 有 差 別 性 ； 了 知 煩 惱 障 是 對 執

著 自 我 而 造 諸 有 漏 業 、 召 感 生 死 苦 果 ， 能 障 礙 解 脫 。 此 外 ， 所 知 二 障

是 以 無 明 為 中 心 ， 不 能 了 知 一 切 法 空 性 ， 二 乘 對 無 邊 法 門 不 能 通 達 ，

不 能 生 起 大 悲 願 力 而 障 礙 菩 提 。 大 乘 因 已 了 解 所 知 障 ， 錯 亂 顛 倒 ， 亦

能 知 煩 惱 ， 無 有 實 體 ， 所 以 能 遠 離 分 段 與 變 異 二 種 生 死 。 唯 佛 能 證 得

無 量 自 在 法 身 ， 方 得 永 離 生 死 ， 壽 命 無 量 。 能 究 竟 斷 除 無 明 、 疑 惑 、

煩 惱 ， 二 煩 惱 即 俱 生 無 明 與 分 別 無 明 ， 此 二 無 明 須 到 佛 果 位 ， 方 能 完

全 淨 除 ， 究 竟 覺 悟 。 聲 聞 緣 覺 之 行 人 ， 若 能 回 小 向 大 ， 而 證 得 此 究 竟

境 界 ， 也 能 得 名 稱 為 佛 ， 所 以 三 乘 以 是 因 緣 ， 佛 說 唯 一 佛 乘 。  

以 下 依 據 經 文 ， 並 將 此 佛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作 詳 細 的 分 析 ：  

一 、 善 知 「 二 無 我 」  

                                                   
2 8 2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8 ,  b 1 7 -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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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知 「 二 無 我 」， 就 具 備 兩 種 無 我 的 覺 照 或 空 智 ： 一 是 、 人 無 我 ，

即 五 蘊 、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 三 種 法 和 合 的 假 我 無 實 體 ， 屬 我 執 ， 破 之

則 能 解 脫 煩 惱 障 。 二 是 、 法 無 我 ， 謂 無 實 質 ， 屬 法 執 ， 破 之 方 能 解 脫

所 智 障 。 如 經 云 ：  

云何人無我？謂離我我所，陰界 入聚無知業愛生。眼、色等

攝受，計著生識，一切諸根，自 心現器身藏，自妄想相施設

顯示。如河流、如種子、如燈、 如風、如雲、剎那展轉壞，

躁動如猿猴，樂不淨處如飛蠅， 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偽習

氣因，如汲水輪生死趣有輪，種 種身色如幻術、神咒、機發

像起。善彼相知，是名人無我智。 28 3 

在 一 個 無 邊 際 的 大 宇 宙 ， 是 沒 有 分 別 ， 有 或 無 我 的 存 在 ； 或 是 有

無 法 的 存 在 ， 一 切 都 是 和 大 宇 宙 合 為 一 體 的 。 菩 薩 修 行 當 中 ， 必 須 善

於 諦 觀 二 種 無 我 之 相 ， 所 謂 人 無 我 和 法 無 我 。  

何 謂 「 人 無 我 」 呢 ？ 須 知 離 了 無 始 以 來 ， 妄 想 自 性 所 執 著 的 我 ，

和 由 我 所 引 起 的 所 作 、 所 為 、 所 想 等 ， 皆 由 五 蘊 所 構 成 人 、 我 的 身 心

作 用 ， 都 是 由 無 始 以 來 ， 愚 痴 和 愛 欲 之 業 力 所 生 。 例 如 ： 由 眼 和 色 塵

等 的 攝 取 與 執 著，便 是 眼 識 的 作 用。其 餘 諸 根 的 所 知 所 識，也 是 如 此 。

身 心 一 切 諸 根 ， 以 及 自 心 所 現 ， 器 世 間 的 物 質 ； 和 能 藏 一 切 種 子 的 賴

耶 識 ， 都 是 自 心 所 顯 示 的 生 滅 的 現 識 與 法 相 。 譬 如 ： 河 流 、 種 子 、 燈 、

風 等 ， 都 在 剎 那 輾 轉 相 續 ， 不 停 變 壞 而 無 止 境 。  

人 自 生 執 著 ， 自 心 便 躁 動 如 猿 猴 、 歡 喜 逐 穢 如 飛 蠅 ， 像 風 火 一 樣 ，

無 厭 足 的 吞 滅 一 切。其 實，這 都 是 由 無 始 以 來，虛 妄 分 別 習 氣 所 形 成 。

於 此 輪 轉 生 死 ， 而 生 出 種 種 類 身 。 就 像 幻 術 和 神 咒 ， 機 鈕 一 發 動 ， 形

象 也 跟 著 起 作 用 。 若 善 於 觀 察 這 種 五 蘊 假 體 、 無 我 及 無 我 所 等 相 之 實

際 情 況 ， 便 能 了 解 實 際 上 ， 並 沒 有 實 在 的 我 存 在 ， 這 就 是 人 無 我 的 智

慧 了 。  

                                                   
2 8 3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7 ,  c 2 2 -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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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繼 續 開 示 何 謂 法 無 我 ：  

云 何 法 無 我 智 ？ 謂 覺 陰 界 入 妄 想 相 自 性 。 如 陰 界 入 離 我 我

所，陰界入積聚因業愛繩縳，展 轉相緣生，無動搖；諸法亦

爾，離 自 共 相，不 實 妄 想 相，妄想 力，是凡 夫 生，非 聖 賢 也 ；

心意識、五法、自性離故。大慧 ！菩薩摩訶薩當善分別一切

法無我。善法無我菩薩摩訶薩， 不久當得初地菩薩無所有觀

地相，觀察開覺歡喜，次第漸進 ，超九地相，得法雲地。於

彼建立無量寶莊嚴大寶蓮華王像 ，大寶宮殿，幻自性境界修

習生，於彼而坐，同一像類諸最 勝子眷屬圍繞。從一切佛剎

來佛手灌頂，如轉輪聖王太子灌 頂，超佛子地，到自覺聖智

法趣，當得如來自在法身，見法 無我故，是名法無我相。 28 4
 

若 能 覺 知 色 、 受 、 想 、 行 、 識 之 五 蘊 ； 六 根 、 六 塵 、 六 識 之 十 八

界 ； 六 根 、 六 塵 之 十 二 處 等 各 別 法 相 ， 互 相 涉 入 妄 想 的 情 況 ， 由 此 便

能 了 解 ， 自 性 本 來 即 「 如 如 」 ， 而 蘊 、 界 、 入 ， 本 已 遠 離 我 、 我 所 之

分 別 相 。 其 所 以 會 有 蘊 、 界 、 入 的 積 聚 而 為 身 心 ， 此 因 已 被 業 愛 之 繩

縳 ， 互 為 諸 緣 ， 所 以 諸 相 顯 現 。 實 際 上 ， 一 切 諸 法 ， 本 無 有 生 滅 、 來

去 、 自 他 諸 相 ， 沒 有 實 法 可 得 。 其 之 所 以 形 成 虛 妄 不 實 的 妄 想 之 力 。

只 是 凡 夫 們，習 慣 分 別 所 生 的 作 用，並 非 聖 賢 的 境 界。如 是 漸 次 觀 察 ，

漸 離 諸 識 、 五 法 、 三 自 性 等 分 別 ， 得 無 分 別 真 智 ， 是 為 法 無 我 智 ， 亦

稱 為 佛 性 。  

如 此 能 善 修 習 法 無 我 觀 ， 證 入 平 等 智 之 初 地 菩 薩 ， 知 一 切 法 畢 竟

無 得 、 能 所 之 相 ， 悉 然 寂 滅 。 於 是 開 覺 歡 喜 ， 漸 次 上 升 至 究 竟 地 ， 到

法 雲 地 之 後 ， 心 知 將 成 佛 ， 現 大 莊 嚴 寶 蓮 宮 殿 ， 於 百 萬 億 佛 剎 中 ， 現

幻 性 境 界 所 成 就 之 佛 子 圍 繞，一 切 佛 皆 以 五 智 水 來 灌 其 頂，超 佛 子 地 ，

證 自 覺 智 ， 圓 滿 法 身 ，  直 到 成 佛 ， 是 名 法 無 我 相 2 8 5 。  

此 境 能 啟 用 轉 化 ， 如 經 云 ：  

                                                   
2 8 4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1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7 ,  c 3 0 - p . 4 8 8 ,  a 1 3 )  

2 8 5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1 1 2 ~ 1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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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轉捨心意意識、

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身，及得意生身，得自覺聖 智善 樂。28 6 

當 菩 薩 得 無 生 法 忍 後 ， 即 進 入 並 住 於 第 八 菩 薩 之 不 動 地 ， 於 轉 瞬

間 ， 便 得 捨 離 由 八 識 之 心 、 意 、 意 識 、 五 法 、 三 自 性 、 八 識 、 二 無 我

相 所 成 就 之 身 ， 因 而 得 「 自 覺 聖 智 」 至 善 妙 樂 境 界 。 菩 薩 若 依 此 四 法

門 修 行 ， 亦 得 從 因 至 果 ， 一 門 直 入 ， 層 層 增 進 ， 而 起 用 化 他 之 無 上 方

便 。  

二 、 斷 二 障 、 離 二 死 、 斷 二 煩 惱    

經 中 的 大 慧 菩 薩 ， 為 令 行 者 不 迷 執 於 涅 槃 ， 所 以 繼 問 小 乘 四 果 ，

能 令 菩 薩 若 知 小 乘 所 修 之 行 、 所 得 之 果 ， 以 之 為 鑒 ， 可 得 不 墮 之 業 。

所 以 請 佛 開 示 四 果 ， 所 修 方 便 行 相 及 所 得 之 果 ， 離 人 我 相 ， 進 而 離 法

我 及 斷 二 障 ， 以 自 利 利 他 。 如 經 云 ：   

謂二無我相及二障淨，度諸地相 ，究竟通達，得諸如來不思

議究竟境界，如眾色摩尼，善能 饒益一切眾生，以一切法境

界無盡身財，攝養一切。 2 8 7 

佛 說 不 以 能 作 、 及 所 作 法 之 自 體 相 而 說 涅 槃 ， 執 取 心 外 有 法 ， 但

由 分 別 境 界 識 滅 ， 即 無 明 所 知 二 障 滅 ， 名 得 涅 槃 。 彼 第 六 識 為 第 八 識

因 ， 第 八 又 為 第 七 所 緣 ， 所 以 諸 識 依 止 而 展 轉 聚 生 。 若 意 識 分 別 、 習

氣 斷 ， 諸 識 種 種 虛 妄 不 生 。 要 以 達 法 無 我 ， 遠 離 二 障 ， 得 無 分 別 平 等

智 ， 入 三 解 脫 門 。 二 乘 如 海 中 浮 木 ， 逐 波 浪 而 轉 動 無 定 ， 喻 其 愚 智 不

了 境 界 唯 心 ， 便 為 無 明 境 界 風 飄 蕩 ； 煩 惱 雖 滅 ， 餘 習 仍 在 。 所 以 二 乘

不 過 得 到 滅 受 想 定 ， 還 未 能 達 到 佛 的 境 界 。 佛 說 得 證 佛 境 界 者 ， 必 須

具 備 以 下 的 條 件 ：  

大慧！如我所說涅槃者，謂善覺 知自心現量，不著外性，離

於四句，見如實處，不墮自心現 妄想二邊，攝所攝不可得，

                                                   
2 8 6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8 9 ,  c 2 7 - 2 9 )  
2 8 7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2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4 9 4 ,  c 2 1 -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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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度量不見所成。愚於真實不 應攝受，棄捨彼已，得自覺

聖法，知二無我，離二 煩惱，淨除 二 障，永 離 二死。上 上地，

如來地，如影幻等諸深三昧 ，離心意意識，說名涅槃。 28 8 

佛 說 涅 槃 ， 以 善 覺 知 自 心 現 量 ， 不 取 外 境 為 要 ， 此 為 本 經 中 之 要

義 。 誤 入 歧 途 而 求 涅 槃 ， 非 但 不 得 解 脫 ， 反 而 會 轉 增 生 死 之 束 縛 。 若

能 以 此 修 學 ， 離 於 四 句 ， 住 如 實 見 ， 乃 能 離 一 切 外 道 之 所 墮 ， 進 修 於

諸 佛 菩 薩 之 所 行 ， 得 大 三 昧 ， 離 心 、 意 、 意 識 者 ， 即 知 一 切 唯 心 ， 不

生 妄 想 而 說 名 涅 槃 2 8 9 。 佛 再 分 析 說 ：  

大慧！因是故記諸聲聞與菩薩不 異。大慧！不異者，聲聞、

緣覺、諸佛如來，煩惱障斷，解 脫一味，非智障斷。大慧！

智障者，見法無我，殊勝清淨。煩惱障者，先 習見人無我斷，

七識滅；法障解脫，識藏習滅， 究竟清淨。因本住法故，前

後非性。無盡本願故，如來無慮無察而演說法。正智所化故，

念不妄故，無慮無察。四住地、 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二煩

惱斷，離二種死，覺人法無我及 二障斷。大慧！心、意、意

識、眼識等七，剎那習氣因，善無漏品離，不復輪轉。大慧 ！

如來藏者，輪轉涅槃苦樂因。空亂意慧愚癡凡夫所不能覺。29 0 

聲 聞 、 緣 覺 雖 然 還 未 斷 除 所 知 障 ， 但 都 已 斷 除 了 煩 惱 障 ， 並 得 到

與 諸 佛 如 來 一 樣 的 「 一 味 解 脫 」 。 若 要 了 斷 所 知 障 ， 必 須 轉 第 六 識 ，

為 殊 勝 清 淨 之 果 ， 見 到 一 切 諸 法 的 本 體 根 源 乃 是 無 我 ； 並 斷 了 無 始 以

來，人 我 之 習 氣 煩 惱 執 著，證 得 人 無 我 的 境 界。轉 了 第 七 末 那 識 的「 俱

生 我 執 」 ， 滅 除 煩 惱 ， 進 而 使 人 、 法 二 障 都 得 解 脫 ， 藏 識 「 阿 賴 耶 」

的 根 本 習 氣 ， 轉 滅 為 究 竟 清 淨 。  

諸 佛 如 來 ， 以 自 發 的 無 盡 本 願 之 力 ， 能 安 住 在 無 思 無 慮 之 境 ， 而

演 說 一 切 法 。 這 是 因 為 諸 佛 如 來 已 斷 了 ， 四 住 地「 欲 、 色 、 有 、 見 」，

及 微 細 頑 固 「 無 明 住 地 」 的 習 氣 ； 已 斷 「 根 本 煩 惱 和 隨 煩 惱 」 的 兩 種

                                                   
2 8 8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3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0 5 ,  a 8 - 1 5 )  
2 8 9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2 7 1 ~ 2 7 2 。 
2 9 0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卷 4 ： ( T 1 6 ,  N o . 6 7 0 ,  p . 5 1 3 ,  a 1 8 - b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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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 惱 ； 已 遠 離「 分 段 生 死 和 變 易 生 死 」； 證 覺 了「 人 無 我 和 法 無 我 」；

並 完 全 斷 除 了 此 二 障 之 業 ， 遠 離 虛 妄 習 氣 ， 不 受 輪 轉 之 苦 2 9 1 。  

「 如 來 藏 藏 識 」 是 生 死 涅 槃 和 苦 樂 等 所 依 之 因 ， 只 因 一 切 凡 夫 們

不 覺 知 ， 而 執 著 以 為 是 「 空 」 ， 殊 不 知 執 「 空 」 仍 然 墮 於 虛 妄 顛 倒 之

中 ， 且 還 未 證 得 「 自 覺 聖 智 」 之 境 界 。  

 

第 五 節   小  結  

本 章 結 論 諸 佛「 自 覺 聖 智 」或 佛 之 知 覺 ， 明 佛 自 證 菩 提 果 之 境 界 ，

亦 是 證 得 如 來 藏 離 垢 的 境 界。斷 人 我 、法 我 二 執； 斷 煩 惱、 所 知 二 障 ；

遠 離 了 分 段 、 變 易 二 種 生 死 ； 滅 盡 根 本 、 枝 末 二 種 煩 惱 ， 如 是 即 名 為

佛 。 能 觀 察 世 間 一 切 諸 法 的 法 則 ， 都 是 因 緣 、 緣 起 所 生 。 在《 楞 伽 經 》

常 能 看 到 菩 薩 ， 皆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不 可 思 議 的 能 力 ， 這 些 能 力 ， 絕 對 不

是 憑 空 而 來 ； 而 是 菩 薩 在 行 六 度 時 ， 腳 踏 實 地 的 修 行 ， 方 能 造 成 這 些

菩 薩 ， 具 有 相 當 殊 勝 的 智 慧 與 能 力 。 故 善 修 學 「 自 覺 聖 智 」 ， 皆 能 通

達 一 切 修 行 的 道 路 。  

 隨 順 二 無 我 觀 ， 破 我 執 、 法 執 ， 能 達 解 脫 煩 惱 、 所 知 二 障 。 一 切

有 情 為 五 陰 等 和 合 而 成 ， 剎 那 生 滅 ， 無 有 主 宰 。 但 卻 以 為 實 體 ， 而 能

和 合 之 五 陰 法 ， 其 實 亦 實 眾 緣 所 生 。 所 以 佛 說 但 有 諸 法 ， 實 無 有 我 ，

以 法 破 人 、 我 之 執 。 佛 自 證 之 菩 提 果 乃 是 無 上 佛 果 ， 一 切 現 證 都 能 自

利 利 他 ， 實 為 最 圓 滿 ， 最 究 竟 的 不 可 思 議 之 境 界 。  

                                                   
2 9 1

 釋 太 虛 著 ， 《 楞 伽 經 義 記 》 ， 台 北 市 ： 佛 陀 教 育 基 金 會 ， 民 8 9 ， p . 3 2 9 ~ 3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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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  論 

本 論 文 是 從 思 想 史 、 文 獻 學 的 解 讀 與 彙 整 以 及 義 理 分 析 ， 來 進 行

探 討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義 涵 及 修 行 實 踐 的 方 針 。 值 得 關 注 以

及 欲 處 理 的 是 基 於 目 前 研 究 成 果 的 紛 雜 與 爭 議 ， 這 或 是 觸 及 瑜 伽 行 派

「 三 性 」思 想， 或 是 觸 及「 唯 心 」、「 如 來 藏 」， 又 或 是 涉 及「 真 俗 」、

「 真 妄 」 等 問 題 。 由 此 而 推 論 出 學 界 對 《 楞 伽 經 》 的 思 想 與 義 涵 ， 還

是 保 持 相 當 的 關 懷。從 行 文 的 論 述，再 回 顧 本 論 文 所 提 出 的 四 個 課 題 ：

一、「自覺 聖 智 」的相關名相； 二 、 「自覺 聖 智 」乃是「心、意、意

識」的轉依；三、「自覺 聖 智 」與「如來藏藏識」及四、「自覺 聖 智 」

的學理與實踐。  

藉 由 此 四 課 題 來 釐 清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基 本 內 容 與 思 想

義 涵 。 就 當 時 印 度 及 中 國 宗 教 思 想 ， 在 其 所 處 之 時 代 和 社 會 歷 史 脈 絡

之 現 象 ， 作 出 一 些 回 應 與 反 省 。 透 過 現 有 的 文 獻 與 研 究 成 果 ， 期 能 得

見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對 行 者 在 修 習 與 實 踐 上 所 開 展 的 菩 提 之 道

會 有 全 方 面 的 認 知 。  

第 一 節   本 論 文 的 回 顧 與 總 結  

回 顧 本 論 文 第 一 章 至 第 六 章 ， 從 主 題 ： 「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之 研 究 」 所 涉 及 的 歷 史 、 思 想 以 及 文 字 義 理 ， 至 其 修 行 方 法 、 次 第 與

所 證 的 境 界 ， 可 結 論 出 一 些 成 果 。  

人 在 根 本 生 死 輪 迴 的 關 鍵 上 ， 由 苦 的 壓 迫 而 起 出 離 心 ， 由 解 脫 道

進 而 層 層 轉 向 菩 提 道 的 修 行 。 儘 管 是 有 天 時 地 理 、 文 化 背 景 、 風 俗 等

的 不 同 ， 但 是 ， 若 以 自 覺 體 證 、 崇 高 智 慧 的 理 想 來 說 ， 應 該 都 是 一 線

的 。 經 中 舉 出 一 連 串 羅 網 式 的 名 相 與 法 要 ， 所 謂「 五 法 」、「 三 性 」、

「 八 識 」、「 二 無 我 」、「 如 來 藏 」等 ， 皆 是 引 用 以 表 達 佛 法 的 工 具 ，

在 這 其 間 就 無 有 高 下 之 分 了 。 如 佛 所 說 ： 「成正覺以來，至入大 般涅

槃之間，不說一字」 。 若 言 ： 「佛自證得法」 ， 那 佛 所 證 與 諸 佛 所 證



 149

的 ， 都 是 一 樣 。 離 言 說 相 的 法 ， 所 表 達 的 皆 不 是 實 相 ， 既 不 是 實 相 ，

就 如 同 未 說 一 字 。 從 古 先 聖 道 之 論 ， 如 來 出 世 或 不 出 世 ， 法 界 依 然 常

住 。  

佛 與 諸 佛 所 證 得 的 法 就 是 原 本 存 在 之 法 ， 佛 並 未 創 新 任 何 所 證 的

法 ， 所 以 如 同 未 說 一 字 新 法 。 依 據 《 楞 伽 經 》 所 說 的 ：『「自覺聖智」

離心、意、意識，唯實證相應 』 。 故 以 「 自 覺 聖 智 」 、 唯 一 、 平 等 、

中 道 、 第 一 諦 、 勝 義 、 無 分 別 、 緣 起 性 空 、 如 幻 不 定 ， 不 二 的 真 理 、

成 就 如 來 智 等 ， 來 作 為 結 論 本 論 文 之 主 題 。  

第 二 節   研 究 的 成 果 、 限 制 與 未 來 的 展 望  

本 文 主 要 是 以 《 楞 伽 經 》「 自 覺 聖 智 」 作 探 討 ， 經 過 閱 讀 、 收 集

與 彙 整 了 相 關 《 楞 伽 經 》 的 資 料 ， 對 於 「 自 覺 聖 智 」 的 義 涵 也 有 少 許

的 掌 握 。 並 將 所 探 討 的 結 果 作 出 以 下 的 評 估 ：  

一 、 本 文 研 究 的 成 果  

從 第 一 章 「 緒 論 」 的 研 究 方 法 中 ， 對 於 本 論 文 所 探 討 的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義 涵 、 行 門 上 的 方 法 次 第 與 實 踐 ， 可 從 四 要 點 來 驗 收 研

究 之 貢 獻 ：  

(一 )就 歷 史 與 思 想 史 方 法  

透 過 歷 史 的 演 進 與 思 想 的 溯 源 ， 本 論 文 確 立 了 《 楞 伽 經 》 無 論 是

印 度 或 是 中 國 在 各 宗 派 歷 史 上 的 定 位 與 影 響 。 就 本 論 文 的 第 二 章 而

言 ， 從 探 討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歷 史 與 思 想 史 的 文 獻 、 成 立 、

流 布 與 發 展 問 題 當 中 ， 能 掌 握 與 接 觸 到 不 同 系 統 的 佛 學 。 從 經 文 的 內

涵，追 溯 出 本 經 在 印 度 大 乘 佛 教 興 起 的 種 種 觀 念 與 思 想。從 經 典 來 談 ，

不 難 可 看 出 《 般 若 經 》 、 《 淨 土 經 》 等 經 思 想 的 足 跡 。 《 楞 伽 經 》 涉

及 了 「 空 」、「 中 道 」、「 阿 賴 耶 識 」、「 五 法 」、「 三 性 」 以 及 「 如

來 藏 」 等 ， 都 是 佛 教 大 乘 的 重 要 教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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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本 文 第 二 章 ， 可 覺 察 《 楞 伽 經 》 乃 屬 於 後 期 大 乘 思 想 的 經 典 。

由 大 慧 所 發 問 的 百 八 句 義 涵 ， 就 已 概 括 了 當 時 印 度 所 處 之 教 派 林 立 、

各 持 異 說 紛 歧 、 偏 重 極 端 的 思 想 。 經 由 佛 陀 類 似 問 非 所 答 的 演 說 出 自

證 之 法，能 夠 釐 清 一 般 學 者 對《 楞 伽 經 》分 出 多 種 的 思 想 的 論 斷，如 ：

認 為 《 楞 伽 經 》 是 建 立 唯 識 、 中 觀 、 如 來 藏 等 思 想 。 雖 然 ， 從 初 期 大

乘 至 後 期 大 乘 ， 的 確 是 顯 著 諸 法 本 性 寂 滅 、 涅 槃 、 空 性 至 如 來 藏 等 思

想 ， 然 而 經 文 有 清 楚 的 說 明 如 來 自 覺 自 證 的 思 想 ， 並 無 有 一 法 可 建 立

的 。 除 了 須 了 達 「 五 法 」 、 「 三 性 」 、 「 八 識 」 、 「 二 無 我 」 ， 還 須

即 時 捨 離 此 四 法 ， 方 能 成 就 「 自 覺 聖 智 」 的 境 界 。  

由 於 歷 史 不 斷 的 演 變 ， 在 翻 譯 上 也 許 會 造 成 思 想 上 的 偏 差 ， 但 至

少 吾 人 對 此 難 入 的 《 楞 伽 經 》 有 了 深 一 層 的 了 解 ， 而 不 至 於 僅 遙 望 而

不 解 讀 ， 此 間 接 也 能 減 少 一 分 讓 《 楞 伽 經 》 寂 寥 於 世 的 善 舉 。  

(二 )就 文 獻 學 方 法    

方 法 能 影 響 研 究 的 成 果 。 若 只 講 義 理 而 不 講 資 料 文 獻 ， 結 果 只 能

成 就 一 種 境 界，就 不 能 成 就 學 術。在 本 論 文，期 望 透 過 研 究 佛 陀 的「 自

覺 聖 智 」，能 夠 表 現 出 客 觀 的 學 術，並 且 與 現 實 的 生 活 能 夠 連 結 起 來 。

學 術 若 與 生 活 脫 節 的 話 ， 就 無 法 肯 定 學 術 與 宗 教 智 慧 的 價 值 了 。  

吾 人 在 著 筆 此 論 文 之 前 ， 收 集 了 多 方 面 有 關 《 楞 伽 經 》 的 文 獻 ，

並 將 此 相 關 資 料 的 若 干 心 得 ， 呈 現 於 附 錄 一 至 八 2 9 2 。 文 獻 的 掌 握 對 於

本 論 文 之 探 討 ， 是 有 著 相 當 的 補 助 與 價 值 。 以 下 將 敘 述 此 詳 細 過 程 ：    

就 如 本 文 第 二 章 所 論 述 ， 現 存 的 三 漢 譯 本 之 文 義 都 有 所 出 入 ， 所

以 在 閱 讀 時 ， 將 三 漢 本 一 併 對 照 與 解 讀 ， 此 對 於 理 解 經 文 之 義 涵 有 事

半 功 倍 的 作 用 。 除 此 之 外 ， 並 將 此 對 照 列 出 科 判 ， 以 方 便 查 詢 關 鍵 義

文 之 所 置。此 也 能 對 治 及 解 決 對《 楞 伽 經 》無 從 著 手 與 難 入 之 問 題 2 9 3 。 

                                                   
2 9 2

 參 閱 ： 本 論 文 附 錄 本 。  
2 9 3

 參 閱 ： 本 論 文 附 錄 二 與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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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由 歷 史 不 斷 的 演 進 ， 吾 人 選 擇 了 較 早 期 ， 比 較 沒 有 神 祕 色 彩 的

四 卷 《 楞 伽 經 》 為 主 要 依 據 。 從 三 漢 譯 本 的 比 對 ， 很 明 顯 的 知 道 較 晚

期 之 譯 本 是 有 添 加 與 刪 減 的 可 能 。 除 了 已 佚 失 且 無 從 考 察 的 資 料 ， 大

致 上 對 《 楞 伽 經 》 的 文 獻 已 有 較 完 整 的 認 知 2 9 4 。  

本 文 第 三 章 所 提 及 的 第 一 課 題 ：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相 關

語 詞 ， 亦 是 以 文 獻 的 方 式 所 探 討 之 成 果 。 依 據 現 有 的 《 楞 伽 經 》 原 典

以 及 相 關 《 楞 伽 經 》 之 典 藉 ， 吾 人 將 屢 次 出 現 於 經 中 之 核 心 關 鍵 語 詞

「 自 覺 聖 智 」 或 「 自 證 聖 智 」 加 以 彙 整 ， 經 由 搜 尋 、 整 理 、 分 析 與 歸

納 ， 「 自 覺 聖 智 」 之 義 涵 自 然 很 清 楚 的 顯 示 出 來
2 9 5 。  

 (三 )就 義 理 詮 釋 方 法  

此 是 本 論 文 主 要 進 行 探 討 論 述 的 方 式 ， 就 義 理 背 景 而 論 ， 首 先 參

考 以 往 的 著 作 之 目 錄 、 提 要 或 題 解 ； 再 涉 及 參 考 具 價 值 的 專 書 、 當 代

語 譯 本 ， 文 獻 介 紹 以 論 及 《 楞 伽 經 》 學 說 的 梗 概 與 涵 蓋 面 較 廣 的 要 義

解 明 ； 並 順 著 《 楞 伽 經 》 的 文 本 ， 整 理 出 科 判 或 表 解 ， 此 舉 能 令 「 自

覺 聖 智 」 之 要 義 有 一 目 了 然 的 效 果 。  

經 過 彙 整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義 涵 ， 發 覺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觀 點 與 所 在 的 位 置 ， 是 不 被 僵 硬 且 狹 隘 的 文 獻 史 觀 和 繁 多 艱

深 的 術 語 所 限 制 。 以 下 是 所 研 究 之 成 果 ：  

1 . 《 楞 伽 經 》 要 義  

《 楞 伽 經 》 主 要 帶 出 在 菩 提 道 上 ， 能 通 達 無 上 菩 提 的 正 等 正 覺 ，

進 而 成 就 諸 佛 如 來 的 果 位 。 通 達 與 貫 徹 到 無 比 高 等 的 覺 悟 ， 還 須 靠 修

行 與 鍛 鍊 才 能 證 得 。 修 煉 當 然 有 賴 於 腳 踏 實 地 所 下 的 工 夫 ， 以 避 免 養

成 不 適 切 的 觀 念 ， 而 造 成 終 究 的 修 煉 ， 但 是 ， 卻 迷 失 在 不 適 切 的 觀 念

或 見 解 上 ； 這 就 無 法 成 就 成 佛 的 果 位 了 。  

                                                   
2 9 4

 從 附 錄 六 ： 諸 經 論 中 的 《 楞 伽 經 》 、 附 錄 七 ： 《 楞 伽 阿 跋 多 羅 寶 經 》 經 題 解

釋 彙 整 及 附 錄 八 ： 《 楞 伽 經 》 四 漢 譯 本 作 者 生 平 等 之 文 獻 整 理 與 解 讀 後 ， 對

《 楞 伽 經 》 有 了 更 深 的 了 知 。  
2 9 5

 參 閱 ： 本 論 文 附 錄 四 與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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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流 轉 到 還 滅，可 從 學 說 和 修 煉 覺 察 到，五 蘊 基 本 上 都 是 無 常 的 、

困 苦 的 、 不 清 淨 的 ； 但 透 過 專 注 與 調 御 ， 進 而 皆 可 安 適 且 能 從 散 亂 與

雜 染 的 生 死 輪 迴 解 脫 出 來 ， 此 乃 是 「 自 覺 聖 智 」 之 境 界 。  

《 楞 伽 經 》 並 不 固 執 的 建 立 或 主 張 受 限 於 語 詞 的 學 說 ， 而 是 開 發

出 活 潑 、 生 動 有 效 的 教 學 。 了 知 「 分 別 認 識 只 不 過 是 認 識 的 顯 像 」 ，

《 楞 伽 經 》能 靈 活 的 將 其 轉 識 成 智。了 知「 語 言 只 不 過 是 假 借 的 指 稱 」，

不 僅 遂 行 空 觀 ， 不 把 語 詞 所 分 別 的 ， 誤 認 或 誤 執 的 差 異 性 或 對 立 性 ，

因 而 超 脫 諸 如 有 無、內 外、能 所 等，相 對 概 念 所 衍 生 的 不 如 實 的 戲 論 。 

經 由 「 自 覺 聖 智 」 的 遂 行 ， 不 論 在 認 識 流 程 ， 或 在 論 述 過 程 ， 皆 能 通

達 ， 無 所 從 來 又 無 所 至 去 之 如 來 聖 智 。 《 楞 伽 經 》 最 高 的 要 義 ， 即 稱

為 如 來 之 聖 智 。  

《 楞 伽 經 》 蘊 藏 著 豐 富 的 寶 藏 。 從 整 體 來 看 ， 《 楞 伽 經 》 有 如 此

的 義 涵 ：  

a .緣 起 性 空 ， 變 化 不 定 的 觀 念 ；  

b .佛 教 解 脫 道 和 菩 提 道 的 脈 絡 ；  

c .所 設 定 的 基 本 概 念 ， 只 不 過 是 假 借 來 指 稱 、 表 達 或 談 論 實 在 、 實

體 性 的 工 具 ；  

d .《 楞 伽 經 》「 自 覺 聖 智 」 ， 能 設 法 消 解 短 暫 、 表 面 、 或 固 定 的 論

斷 。 並 能 闡 明 ： 變 化 之 流 的 諸 多 面 向 、 深 厚 的 層 次 、 和 長 遠 的

歷 程 ；  

e .透 過 實 踐 或 鍛 鍊，一 般 世 人 或 凡 夫 就 能 徹 底 進 行 身 心 的 調 御 與 轉

化 ， 這 就 不 僅 是 知 識 學 或 語 言 學 上 的 轉 向 。  

2 . 《 楞 伽 經 》 的 特 色  

在 於 如 實 進 入 修 行 鍛 鍊 的 要 義 ， 並 以 難 入 而 能 入 的 走 向 與 通 達 菩

提 之 道 。 《 楞 伽 經 》 之 所 以 精 闢 廣 博 ， 在 於 其 諸 多 相 關 菩 提 道 的 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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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詞 ， 讓 行 者 如 實 的 能 契 入 修 煉 的 要 項 。 以 下 ， 再 詳 細 介 紹 本 經 與 本

論 文 主 題 之 特 色 ：  

(1 )轉 變 的 契 機  

《 楞 伽 經 》 之 所 以 尊 貴 是 在 於 其 能 整 體 性 的 檢 驗 和 特 別 訓 練 行 者

的 覺 照 力 、 理 解 、 思 惟 與 觀 念 。 若 行 者 ， 依 然 帶 一 般 著 凡 夫 ， 根 深 諦

固 、 虛 妄 分 別 與 執 著 之 偏 見 來 看 待 《 楞 伽 經 》 ， 就 如 在 語 詞 上 打 轉 、

繞 圈 子 或 爭 論 等 ， 則 會 造 成 切 不 進 修 行 與 鍛 鍊 的 要 項 ， 反 而 會 拌 倒 或

倒 退 。 此 時 ， 菩 提 道 相 關 說 詞 將 變 得 只 可 望 而 遙 不 可 及 的 難 入 ； 更 會

淪 落 為 不 切 實 際 的 虛 假 擬 泥 的 言 辭 。 在 修 煉 者 而 言 ， 依 舊 是 陷 落 在 凡

夫 世 俗 的 圈 子 ， 就 無 法 達 到 轉 變 的 契 機 。  

《 楞 伽 經 》無 論 是 進 入 修 煉 歷 程 、 走 上 菩 提 道 ， 乃 至 抵 達 菩 提 道 ；

或 者 是 對 特 別 訓 練 觀 念 上 ， 都 有 相 當 高 的 引 導 程 度 ； 並 且 可 發 揮 與 啟

動 關 鍵 的 作 用 。 基 於 特 別 訓 練 觀 念 上 ， 切 得 進 修 煉 要 項 ； 這 樣 才 能 在

修 煉 上 ， 得 以 貫 徹 與 通 達 菩 提 道 之 上 。  

經 由 探 討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 並 將 研 究 成 果 歸 納 為 兩 個 重

點 ： a.  從 生 命 歷 程 的 軌 道 ， 能 釋 放 吾 人 的 潛 能 。 b.  從 關 鍵 的 要 義 ， 去

開 啟 甚 至 轉 變 的 機 會 。 此 可 從 「 排 除 消 極 」 的 一 面 以 及 「 深 入 探 討 積

極 」 的 一 面 來 論 述 。  

i .   排 除 消 極 的 一 面 ， 即 不 能 完 全 使 用「 語 詞 」來 認 定「 自 覺 聖 智 」

之 語 詞 就 是 純 然 在 映 現 出 實 相 。 所 以 就 不 能 只 停 滯 在 外 表 來 捉 取

層 次 ， 必 須 排 除「 望 文 生 義 」或「 隨 文 取 義 」； 以 避 免 困 惑 在「 語

詞 」 的 爭 議 。  

i i .  若 從 深 入 探 討 積 極 的 一 面 ， 就 能 更 清 楚 看 出 佛 法 的 特 色 ， 切 要

於 因 緣 變 化 的 實 情 的 觀 照 與 體 認 。 藉 由 此 積 極 的 探 究 ， 能 開 啟 封

閉 的 概 念 、 斷 裂 的 區 分 或 偏 狹 的 經 驗 。 亦 能 從 多 層 次 、 長 遠 且 高

度 的 深 入 心 、 意 、 意 識 的 認 知 ； 再 透 過 修 煉 來 強 化 轉 變 的 實 踐 能

力 ， 直 達 法 性 平 等 觀 的 真 實 義 涵 。 這 樣 ， 能 將 分 別 式 的 認 識 轉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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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分 別 的 智 慧 與 覺 察 。 例 如 ， 能 覺 察 「 如 來 藏 藏 識 」 ， 成 就 「 意

生 身 」 、 一 切 法 皆 入 「 五 法 」 等 。  

(2 )難 入 能 入  

無 論 在 學 理 或 修 行 方 面 ， 《 楞 伽 經 》 的 確 具 有 艱 難 之 深 度 ， 經 由

歸 納 整 理 ， 分 為 三 重 難 入 能 入 ：  

i .  《 楞 伽 經 》 在 此 揭 露 心 意 識 之 生 命 資 訊 ， 在 感 官 對 象 的 認 識 或

顯 像 的 表 層 。 因 為 一 般 世 人 都 會 執 著 在 分 別 式 的 認 識 ， 或 在 認 識

顯 像 的 表 層 而 已 。 若 以 日 常 語 言 來 分 析 ， 《 楞 伽 經 》 實 際 上 是 用

在 無 相 對 立 的 真 實 義 上 。 一 般 世 人 都 會 掉 入 分 別 式 的 認 識 ， 以 及

誤 導 的 陷 阱 。 能 從 分 別 認 識 的 偏 見 而 要 扭 轉 向 真 實 義 上 ， 是 為 難

入 能 入 。  

i i .  於 特 殊 專 門 的 用 詞 上 ， 《 楞 伽 經 》 施 設 得 出 特 別 適 合 切 向 高 超

涵 義 ， 或 甚 深 義 理 的 專 門 用 詞。 例 如 勝 義 、 第 一 義 、 法 身 、 如 來 、

真 如 、 法 界 、 阿 賴 耶 識 、 如 來 藏 、 涅 槃 、 聖 智 等 。 能 排 除 深 奧 義

理 的 障 礙 ， 且 還 可 以 純 熟 的 運 用 、 貫 徹 、 通 達 至 義 理 的 道 路 ， 此

為 難 入 能 入 。  

i i i . 《 楞 伽 經 》 調 整 思 惟 方 針 ， 此 分 二 重 點 來 談 。 一 方 面 ， 排 除 將

對 象 用 以 事 物 化 或 實 體 化 的 想 法 ， 改 為 「 空 觀 」 的 思 惟 方 式 ， 導

向 緣 起 緣 滅 、 變 化 不 定 而 無 自 性 的 理 念 。 另 一 方 面 ， 去 除 藉 由 相

對 概 念 的 二 分 式 ， 或 二 極 化 的 想 法 與 枷 鎖 ， 改 變 成 能 運 用 的 上 ，

且 不 落 二 邊 的 「 不 二 中 觀 」 之 思 惟 方 式 ， 此 為 難 入 能 入 。  

 (四 )就 佛 法 修 行 與 實 踐 的 道 理  

此 是 分 析 佛 陀 於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思 想 。 本 論 文 之 第 四

至 第 六 章 是 透 過 此 方 法 ， 來 把 握 佛 教 超 越 空 、 有 兩 端 之 義 理 ， 而 證 得

最 高 真 實 的 中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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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陀 偉 大 的 形 像 與 無 限 的 功 德 智 慧 ， 若 要 了 解 何 以 他 的 本 質 早 已

被 奠 定 ， 就 有 必 要 透 過 他 的 智 慧 與 悲 願 了 。 而 這 些 都 不 是 歷 史 所 能 考

據 的 事 ， 因 此 ， 若 只 針 對 佛 陀 的 史 傳 和 教 理 作 研 究 ， 就 會 有 種 種 的 歧

異 ， 總 難 以 滲 透 入 佛 陀 的 生 命 深 處 。 在 探 討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修 習，無 論 透 過 如 何 深 刻 的 表 達 與 詮 釋，也 只 不 過 是 提 供 一 條 捷 徑 。

這 表 示 ， 每 個 人 若 要 達 到 大 徹 大 悟 證 覺 成 道 的 話 ， 就 必 須 各 別 的 親 自

體 驗 真 理 。  

從 學 理 與 實 踐 來 談 論 ， 佛 教 經 典 的 傳 世 ， 主 要 來 自 佛 法 的 的 運 作

與 教 學 ； 而 佛 法 的 運 作 ， 不 論 學 理 上 或 實 修 上 ， 其 實 不 外 乎 生 命 歷 程

的 認 識 、 探 索 與 安 頓 。 佛 法 的 探 索 ， 最 為 重 視 的 是 生 命 長 遠 的 變 化 ，

這 也 涵 蓋 了 生 老 病 死 的 關 聯 。 透 過 佛 法 的 修 習 ， 不 僅 能 使 生 命 歷 程 的

軌 道 ， 能 從 生 死 輪 迴 而 改 變 成 修 行 的 道 路 ； 從 凡 夫 三 界 六 道 的 形 態 ，

而 能 開 發 和 轉 化 成 趨 向 解 脫 或 菩 提 的 形 態 。 由 此 ， 就 可 覺 察 到 ， 眾 多

佛 教 經 典 的 論 述 都 很 重 視 ： 一 、 流 轉 於 五 蘊 、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之 生 命

歷 程 ； 二 、 進 行 修 行 趨 向 解 脫 道 和 菩 提 道 的 歷 程 。  

從 修 行 上 來 談 ， 工 夫 要 用 在 甚 麼 事 項 ， 方 能 稱 為 適 切 的 修 煉 ？ 從

《 楞 伽 經 》 所 帶 出 的 眾 多 法 目 ， 經 由 整 理 ， 將 論 述 修 煉 所 能 貫 徹 至 覺

悟 的 重 點 ：  

從 開 啟 最 外 表 的 一 層 ， 接 著 是 從 聚 集 在 段 落 性 的 集 合 體 ， 即 凡 夫

身 來 觀 看 ； 最 後 開 啟 最 內 隱 的 一 層 ， 將 心 意 識 之 生 命 資 訊 ， 也 就 是 在

生 命 歷 程 ， 相 續 不 斷 的 起 心 動 念 當 中 ， 匯 為 心 路 歷 程 所 造 成 的 生 命 資

訊 之 集 聚 、 習 性 和 起 用 ； 經 由 修 煉 、 通 達 與 貫 徹 ， 轉 換 成 禪 定 、 智 慧

與 菩 提 道 之 生 命 歷 程 及 品 質 。 當 心 意 識 之 生 命 資 訊 得 以 通 達 與 貫 徹 ，

即 是 轉 識 成 智 、 轉 換 成 菩 提 道 之 歷 程 以 及 轉 換 凡 夫 身 成 佛 身 。 此 則 能

成 就 了 知 心 、 意 、 意 識 、 頓 離 心 、 意 、 意 識 之 生 命 的 覺 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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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上 的 限 制  

由 於 個 人 的 學 術 涵 養 ， 或 因 資 料 的 收 集 與 解 讀 的 能 力 ， 促 成 本 論

文 在 進 行 當 中，仍 有 其 限 制 以 及 不 足 之 處，大 約 可 分 為 下 列 四 項 來 談 ： 

(一 )就 資 料 而 言 ， 主 要 是 依 四 卷 《 楞 伽 經 》 來 探 討 ， 並 參 考 其 他 相

關 「 自 覺 聖 智 」 的 部 份 ， 至 於 牽 涉 性 不 是 很 大 的 章 節 ， 都 會 被

省 略 ； 相 同 的 ， 全 面 性 的 研 讀 還 有 待 往 後 再 加 強 。  

(二 )本 論 文 所 提 及 的 哲 學 論 述 都 是 就 學 者 的 成 果 而 略 述，對 於 較 詳  

細 的 論 證 問 題 ， 若 與 本 文 主 題 沒 有 很 大 的 關 連 者 ， 只 好 略 過 。

將 其 哲 學 的 背 景 知 識 之 出 處 列 出 ， 日 後 有 機 緣 再 分 類 ， 以 各 別

的 主 題 來 討 論 。  

( 三 ) 對 於 《 楞 伽 經 》「 自 覺 聖 智 」 的 思 想 ， 除 了 本 文 所 論 述 之 外 ，

還 可 從 多 方 面 來 探 討 ， 如 ： 中 觀 學 、 唯 識 學 、 因 明 學 等 乃 至 除

了 大 乘 之 外 ， 原 始 佛 教 、 西 藏 佛 教 與 東 西 方 的 佛 教 又 是 如 何 來

看 待 《 楞 伽 經 》 「 自 覺 聖 智 」 的 思 想 ？ 由 於 範 圍 涉 及 太 廣 ， 本

文 無 法 一 一 的 討 論 。 因 無 法 在 本 文 作 詳 細 的 討 論 ， 將 來 若 有 因

緣 再 做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四 )因 《 楞 伽 經 》 之 注 釋 ， 涉 及 梵 、 藏 、 日 、 漢 等 語 文 ， 研 究 者 須

熟 悉 這 些 經 典 語 文 ， 才 能 探 究 原 典 精 義 以 作 論 述 。 本 論 文 則 多

用 近 代 學 者 之 翻 譯 資 料 ， 的 確 是 不 足 的 。  

以 上 是 本 文 無 法 作 詳 細 的 論 述 ， 還 有 很 多 未 能 顧 及 與 探 討 的 ， 期

待 以 後 能 繼 續 的 進 展 。  

三 、 未 來 研 究 的 展 望  

關 於 未 來 之 研 究 ， 可 以 從 兩 方 面 來 探 討 。 這 也 是 本 文 不 足 但 卻 值

得 研 究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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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 文 獻 來 說 ， 可 將 梵 文 、 藏 、 日 、 英 等 外 文 本 都 比 對 ， 關 鍵 語

詞 的 分 析 與 釐 清 等 雖 然 只 是 收 集 與 整 理 ， 但 對 閱 讀 與 研 究 《 楞

伽 經 》 就 有 莫 大 的 幫 助 。 當 然 這 也 存 在 著 一 定 的 難 度 ， 由

於 個 人 的 學 術 涵 義 、 收 集 資 料 及 對 文 獻 的 解 讀 能 力 ， 都

列 為 未 來 研 究 有 待 省 思 與 改 進 的 。  

(二 )以 義 理 來 說，藉 由 文 獻 的 彙 整，可 再 深 一 層 的 對「 聖 智 」與「 般

若 」 的 思 想 作 研 究 。 二 者 都 是 大 乘 體 系 的 思 想 ， 「 聖 智 」 為 聖

者 的 智 慧 ， 「 般 若 」 與 如 來 之 智 慧 又 有 那 方 面 的 差 別 或 是 可 直

接 劃 上 等 號 ？ 若 以 印 度 禪 與 中 國 禪 的 層 面 來 論 述 ， 二 者 又 有 如

何 的 關 係 ？ 其 中，從 初 祖 菩 提 達 摩 以 四 卷《 楞 伽 經 》之 如 來「 自

覺 聖 智 」印 心 來 傳 法，至 到 六 祖 所 頓 悟 的「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

這 期 間 是 有 何 轉 變 呢 ？ 未 來 希 望 能 深 入 理 解 此 二 思 想 以 釐 清

各 方 面 的 誤 認 標 準 與 矛 盾 的 觀 念 。  

以 上 ， 希 望 未 來 能 對 此 二 項 作 更 深 入 的 研 究 ， 成 果 如 何 ， 就 有 必

須要加以評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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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月溪，《月溪法師講楞伽經》，台北市：大乘精舍印經會，民 89(2000)。 

南懷瑾述著，《楞伽大義今釋》，台北市：老古，民 91(2002)，台 灣

二版。  

賀世哲著，《敦煌石窟全集：楞伽經畫卷》，香港：商務， 2003。  

釋印順講說；釋印海記述，《楞伽經 親聞記》，台北市：嚴寬祜 基金

會，民 92(2003)，初版。  

強梵暢編，《楞伽經法要表解》，台 北市：大乘精舍印經會， 2005，

台一版。  

談錫永譯著，梵本新譯《入楞伽經》，台北：全佛文化，2005 年，初

版。  

(二 ) 日 文 ：  

高崎直道，《楞伽經》，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95 年六月，三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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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英文：  

D a i s e t  T e i t a r o  S u z u k i ,  S t u d i e s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S u t r a :  o n e  o f  t h e  m o s t  i m p o r t a n t  
t e x t s  o f  M a h a y a n a  B u d d h i s m ,  i n  w h i c h  a l m o s t  a l l  i t s  p r i n c i p a l  t e n e t s  a r e  p r e s e n t e d ,  
i n c l u d i n g  t h e  t e a c h i n g  o f  Z e n .  台北市  :  S M C  P u b l i s h i n g ,  1 9 9 1 .  

F l o r i n  G i r i p e s c u  S u t t o n ,  E x i s t e n c e  a n d  e n l i g h t e n m e n t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  a  
s t u d y  i n  t h e  o n t o l o g y  a n d  e p i s t e m o l o g y  o f  t h e  Y o g a c a r a  s c h o o l  o f  M a h a y a n a  
B u d d h i s m .  D e l h i ,  I n d i a  :  S r i  S a t g u r u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  c 1 9 9 2 .  

四、專書及文章： (含 外 文 中 譯 )  

由 於 《 楞 伽 經 》 內 容 深 廣 ， 故 將 學 界 研 究 的 範 圍 歸 類 為 ： ○1 教 史 類 、 ○2 教 理

類 (再分為唯 識、唯心、禪、如來 藏、中觀、涅槃 等 )、○3 語 言 文 獻 類 、

○4 其他 (本經與其他典籍 )。  

(一 ) 中 文 ： (按姓名筆劃、古籍今著年代 ) 

水 野 弘 元 著 ， 香 光 書 鄉 編 譯 組 譯 ， 《 佛 教 的 真 髓 》 ， 嘉 義 市 ： 香 光 書

鄉 ， 民 9 1(2002 )  年 ， 初 版 。 ○2 教理類  

尼 尼 安 .斯 馬 特 著 (英 )、 高 師 寧 金 、 朱 明 忠 等 譯 ， 《 世 界 宗 教 ( w o r l d  
r e l i g i o n s )》第二版，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初版。○1 教史類  

平 川 彰 著 ， 莊 崑 木 譯 ，《印 度 佛 教史 》，台北：商 周出 版，2002 初版。

○1 教史類  

任繼愈主編，〈《楞伽經》思想剖析 〉，《中國佛教史 . 第三卷 》，

中國北京：中國社會科學， 1985-1988。○2 教理類  

佐佐木教悟等著，釋達和譯，《印度 佛教史概說》，台北：佛光 出版

社， 1996 二版。○1 教史類  

吳 汝 鈞 著，《佛學研究方法論》，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83 初版 。

○2 教理類  

吳 汝 鈞 著，《京都學派哲學：久松真一》，台北：文津，台灣學生書

局， 1983 初版。○2 教理類  

吳 汝 鈞 著，〈如 來 藏 思 想 與《 楞 伽 經 》〉，《 中 國 佛 學 的 現 代 詮 釋 》，

台北市：文津，民 84(1995)。○2 教理類 (如來藏 )  

吳 言 生，〈《 楞 伽 經 》與 禪 宗 思 想 〉，《 禪 宗 思 想 淵 源 》，中 國 北 京 ：

中華書局， 2001 年 6 月。○2 教理類 (禪 )  

呂 澂 著，《 呂 澂 佛 學 論 著 選 集 》1-5 卷，濟 南 經：齊 魯 書 社 出 版 發 行 ，

1991 年，初版。○4 其他  

呂 澂 著，《印度佛教思想概論》，台北：天華出版公司， 1992 初版 。

○1 教史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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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 澂 著，《印度佛教史略》，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民 72(1983)再

版。○1 教史類  

岑詠芳，〈楞伽經來藏與藏識一體二 名之辨〉，《唐君毅先生紀 念論

文集》， 台北 ：臺 灣學 生書 局， 1983：頁 609-654。○2 教理類 (唯識 ) 

杜 保 瑞 ， 〈 楞 伽 經 的 重 要 知 識 意 義 〉 ， 《 第 十 二 屆 國 際 佛 教 教 育 文 化

研 討 會 專 輯 》 ， 台 北 縣 ： 華 梵 大 學 出 版 部 ， 2002， 頁 13 8-156。 ○2 教理

類  

周繼武，〈楞伽疏決與唯識抉擇談質疑〉，《 現代 佛教 學 術 叢 刊 .28》，

臺北市：大乘文化， 1980：頁 61-68。○2 教理類 (唯識 )  

宗 浩 ， 〈 《 楞 伽 經 》 中 的 如 來 禪 和 神 會 的 如 來 禪 〉 ， 《 中 國 賓 川 雞 足

山 佛 教 文 化 論 壇 論 文 集 》 ， 中 國 北 京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 2003， 頁 384-385。 ○2 教理類 (禪 ) 

服 部 正 明 、 長 尾 雅 人 著 ， 《印度思想史與佛教史述要》，台北：天華

出版公司。○1 教史類  

東 方 橋 編 著，〈 讀《 楞 伽 經 》的 方 法 學 〉， 台 北 ： 玄 同 文 化 ， 2 0 0 1 年 ，

初 版 。 ○2 教理類  

威爾 .杜蘭著，幼獅翻譯中心編譯，《世界文明史 3──印度與南亞》，

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62 年 (1973)三版。○1 教史類  

高 楠 順 次 郎 、 木 村 賢 泰 著 ， 高 觀 廬 譯 ， 《印度哲學宗教史》，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60(1971)初版。○1 教史類  

張 曼 濤 主 編 ，《 印 度 佛 教 史 論 》， (印 度 佛 教 專 集 之 二 《 現 代 佛 教 學 術

叢 刊 》 第 93 冊 )， 台北：大乘 文化出版社，民 67(1978)初版。○1 教史

類  

張 曼 濤 主 編 ， 《 原 始 佛 教 研 究 》 ， (《 現 代 佛 教 學 術 叢 刊 》 第 9 4 冊 ) ，

台北：大乘文化出版社，民 67(1978)初版。○1 教史類  

張 曼 濤 主 編 ， 《 經 典 研 究 論 集 》 ， (《 現 代 佛 教 學 術 叢 刊 》 第 9 1 冊 ) ，

台北：大乘文化出版社，民 68(1979)初版。○2 教理類  

張 曼 濤 主 編 ，《 印 度 佛 教 概 述 》， (印 度 佛 教 專 集 之 一 《 現 代 佛 教 學 術

叢 刊 》 第 92 冊 )， 台北：大乘文化出版社，民 68(1979)初版。○2 教理

類  

渥 德 爾 著 (英 )、 王 世 安 譯 ， 《 印 度 佛 教 史 》 ， 据 德 里 摩 鐵 拉 爾 .巴 拿 攝

達 斯 出 版 社 1980 年 ， 第 二 版 譯 出 。 ( A . K . W a r d e r ,  I N D I A N  B U D D H I S M  M o t i l a l  

B a n a r s i d a s s ,  S e c o n d  R e v i s e d  E d i t i o n :  D e l h i ,  1 9 8 0 . ) ○1 教史類  

程 恭 讓 ，〈《楞伽經》如 來 藏 段 梵 本 新 譯 及 對 呂 澂 關 于 魏 譯 相 關 經 文

批 評 的 再 批 評 〉 ， 《 哲 學 研 究 》 ， 2004 年 3 期 ， 頁 54-58。○3 語言文

獻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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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世 哲 （ 主 編 ） ，《 敦 煌 石 窟 全 集 11：楞伽經 畫 卷 》〈 第 一 章 ， 楞 伽

經 變 〉， 香 港 ： 商 務 印 書 館 ， 2003 年 ， 頁 11-92。 ○4 其他 (本經與其他

典籍 ) 

蔡耀明撰，《般若波羅密多教學與嚴 淨佛土》(內在建構之道的佛教 進

路論文集 )，台灣南投：正觀出版社，民 90(2001)，初版。 ○2 教理類  

談 錫 永 編 ， 〈 《楞伽經》 導 讀 〉 ， 台 北 ： 全 佛 文 化 ， 1999 年 ， 初 版 。

○2 教理類  

龍達瑞著，黃心川、陳紅星主編，《 大梵與自我──商羯羅研究 》，

北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初版。○2 教理類  

釋印順，〈宋譯《楞伽》與達摩禪〉，《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12》，台

北市：大乘文化， 1980，頁 17-28。○2 教理類 (禪 ) 

釋印順著，〈楞伽經的如來藏說〉， 《如來藏之研究》，台北市 ：正

聞，民 70(1981)，頁 237-250。○2 教理類 (如來藏 ) 

釋印順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 源與 開展 》，台北：正 聞，1992 七版。

○1 教史類  

釋印順著，〈楞伽阿跋多羅寶經釋題 〉，《華雨集 . 第一冊》， 台北

市：正聞，民 82(1993)，頁 149-170。○3 語言文獻類  

釋印順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北：正聞，民 83(1994)修訂

本三版。 ○1 教史類  

釋印順著，〈楞伽經編集時地考〉， 《妙雲集下編之九：佛教史 地考

論》，新竹縣竹北市：正聞，民 89(2000)，頁 223-232。○1 教史類  

釋印順著，《印度佛教論集》，新竹：正聞，民 92(2003)初版一刷 。

○1 教史類  

釋惟全譯，《楞伽心語》，台北：好友印刷企業有限公司，民 93(2004)。

○2 教理類  

釋會容，〈楞伽經之如來藏與阿梨耶 識〉，《華嚴專宗學院佛學 研究

所論文集 (一 )》，台北市：華嚴專宗學院，民 83(1994)。○2 教理類 (唯

識 )  

(二 ) 日 文 ： (依 日 本 工 業 規 格 ) 

羽田 野 伯 猷  ， 〈 ジユニヤ―ナ .シユリ― .バドラ 著 《 聖 入 楞 伽 經 註 》

おばえがき 〉 ，《 京都ちべツ卜 .インド 學 集 成 （ 第 四 卷 ）：インド 篇

II》 京都：法 藏 館 ， 1988 年 ， 頁 100－ 121。 ○3 語言文獻類  

高崎直道，〈 《四卷楞伽》の譯文の問題點〉，《奧田慈應先生 喜壽

紀念：佛教思想論集》，日本京都：平樂寺書店，1976，頁 959-972。

○3 語言文獻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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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崎直道，〈 《入楞伽經》のマナス (意 )について 〉，《佛教の 歷史

的展開に見る諸形態：古田紹欽博士古稀記念論集》， 1981，頁 75-89。

○2 教理類 (唯識 ) 

高崎直道，〈 《楞伽經》の外教說：提婆造《外道小乘涅槃論》 と の

關連〉，《雲井昭善博士古稀記念： 佛教と異宗教》，京都：平樂 寺

書店， 1985 年，頁 215-232。○4 其他 (本經與其他典籍 ) 

高崎直道，〈魏譯《入楞伽經》の「如實修行」と《起信論》〉，《塚

本啓祥教授還曆記念論文集：知 の邂逅─佛教と科學》，1993 年 3 月

日，頁 223-238。○4 其他 (本經與其他典籍 ) 

常盤義伸，〈《ラン力―に 入る》梵文入楞伽經の全譯と研究〉，《研

究報告 (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 ).2》， 1994 年 12 月。○3 語言文獻

類  

泉芳璟，〈梵文入楞伽經に見えたる一百八句〉，《荻原博士還 曆紀

念祝賀論文集  (第一部，邦文部 )》，日本：山喜房佛書林，1972，頁

21-36。○3 語言文獻類  

米田睦雄，〈 《楞伽經》にらる 如來禪〉，《桐溪順忍和上追悼 論文

集》， 1986 年 12 月，頁 353-369。○2 教理類 (如來藏 ) 

鈴木大拙著，〈楞伽經〉，《鈴木大 拙全集》第五卷，東京：岩 波書

店，昭和 43(1968)年，頁 457-507。○2 教理類  

鈴 木 大 拙 著，〈 楞 伽 經 研 究 序 論 〉，《鈴 木 大 拙 全 集 》第五 卷，東京 ：

岩波書店，昭和 43(1968)年，頁 507-558。○2 教理類  

(三 ) 英 文 ：  (依 英 文 字 母 ) 

D o n a l d  D a v i d  G a r c i a ,  T h e  ' L a n k a v a t a r a '  a n d  ' P l a t f o r m  S u t r a s ' :   C o n t r a r i e s  a p a r t  
a n d  p o l a r i t i e s  t o g e t h e r ,  P h D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H a w a i i ,  1 9 9 7 .  ○2 教理類 (中觀 ) 

F l o r i n  G i r i p e s c u  S u t t o n ,  E x i s t e n c e  a n d  G n o s i s  i n  t h e  '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  -  a  S t u d y  
i n  t h e  o n t o l o g y  a n d  E p i s t e m o l o g y  o f  t h e  Y o g a c a r a  S c h o o l  o f  M a h a y a n a  B u d d h i s m   
( Z e n ,  T a t h a p a t a - P a r b h a ,  C i t t a m a t r a ,  C a u s a l i t y ,  A l a y a - V i j n a n a ) .  P H D ,  C o l u m b i a  
U n i v e r s i t y ,  1 9 8 6 .  ○2 教理類 (哲學思想 ) 

五、期刊論文： (含 外 文 中 譯 )  

(一 ) 中 文 ： (按姓名筆劃、古籍今著年代 ) 

王惠民，〈敦煌石窟《楞伽經變》初探〉，《敦煌研究》23 卷， 1990

年 5 月，頁 1-15。○4 其他 (本經與其他典籍 ) 

古天英，〈楞伽經中有關禪宗思想探索 〉，《慧炬》262 期，民 75(1986)

年 4 月，頁 21-26。○2 教理類 (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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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燦騰，〈《楞伽經》研究 〉 ，《中國佛教》 27 卷 6 期， 1983 年 6

月，頁 4-13。○2 教理類  

南懷謹，〈略舉楞伽經 --有關佛 法與禪宗修證的幾個問題 〉，《十方 》

6 卷 1 期， 1987 年 10 月，頁 1-5。○2 教理類 (禪 ) 

南懷謹，〈略舉楞伽經 --有關佛法與 禪宗修證的幾個問題  (續 )  〉 ，

《十方》 6 卷 2 期， 1987 年 11 月，頁 1-5。○2 教理類 (禪 ) 

洪修平，孫亦平〈略論楞伽 師、楞伽經與中國禪宗 〉 ，《世界宗教研

究》 1997 年 3 期。○2 教理類 (禪 ) 

洪啟嵩、黃啟霖編，〈起信與禪—對於大乘起信論來歷的探討〉，《呂

澂 文 集 》  「 當 代 中 國 佛 教 大 師 文 集 之 八 」 ， 台 北 ： 文 殊 出 版 社 ， 民

77(1988)年，頁 21 -40。○2 教理類  

胡 適 ， 〈 楞 伽 師 資 記 序 〉 ， 《 胡 適 禪 學 案 》 ， 柳 田 聖 山 主 編 ： 胡 適 文

存 第 四 集 ， 1975 年， 頁 1 43-153。○2 教理類 (禪 )  

胡 適 ， 〈 楞 伽 宗 考 〉 ， 《 胡 適 禪 學 案 》 ， 柳 田 聖 山 主 編 ： 胡 適 文 存 第

四 集 ， 1975 年， 頁 153-196。○2 教理類 (禪 ) 

張宏生，〈蘇軾與《楞伽經》〉，《人文中國學報》8 期，民 90(2001)

年 9 月，頁 29-52。○4 其他 (本經與其他典籍 ) 

郭朋，〈宋譯《楞伽》思想略述 〉 ，《中原文物》特刊， 1985 年，頁

27-34。○2 教理類  

程恭讓，〈《楞伽經》如來藏段梵本 新譯及對呂瀓關於魏譯相關 經文

批評的再批評 〉 ，《哲學研究》 2004 年第 3 期。○3 語言文獻類  

鈴木大拙著；郭忠生譯，〈 簡論楞伽經之研究  (一 )  〉 ，《菩提 樹》

31 卷 7 期 =367 期， 1983 年 6 月，頁 13-15。○2 教理類  

鈴木大拙著；郭忠生譯，〈 簡論楞伽經之研究  (二 )  〉 ，《菩提 樹》

31 卷 8 期 =368 期， 1983 年 7 月，頁 24-27。  

鈴木大拙著；郭忠生譯，〈 簡論楞伽經之研究  (三 )  〉 ，《菩提 樹》

31 卷 9 期 =369 期， 1983 年 8 月，頁 17-21， 45。  

鈴木大拙著；郭忠生譯，〈 簡論楞伽經之研究  (四 )  〉 ，《菩提 樹》

31 卷 10 期 =370 期， 1983 年 9 月，頁 20-24， 15。  

鈴木大拙著；郭忠生譯，〈楞伽經論佛之『三身』(上 )  〉，《菩提樹》

32 卷 10 期 =382 期， 1984 年 9 月，頁 37-40， 19。○2 教理類  

鈴木大拙著；郭忠生譯，〈楞伽經論佛之『三身』(中 )  〉，《菩提樹》

32 卷 11 期 =383 期， 1984 年 10 月，頁 33-37。  

鈴木大拙著；郭忠生譯，〈楞伽經論佛之『三身』(下 )  〉，《菩提樹》

32 卷 12 期 =384 期， 1984 年 11 月，頁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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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日 文 ： (依 日 本 工 業 規 格 ) 

安井廣濟，〈入楞伽經における 肉食の禁止 -- 梵文「食肉品」和譯 梵

文訂正 〉 ，《 大谷 學報 》 43 卷 2 期 =158 期， 1963 年 12 月，頁 1-13。

○2 教理類  

安井廣濟，〈入楞伽經『無常品』の原典研究 〉 ，《大谷大學研究年

報》 20 期， 1967 年 11 月，頁 65-133。○2 教理類  

安井廣濟，〈入楞伽經 の原典研究 --梵文「現證品」「如來常無常品」

「剎那品」「變化品」和譯梵文訂正 〉 ，《大谷學報》48 卷 2 期 =178

期， 1968 年 10 月，頁 1-21。○3 語言文獻類  

安井廣濟，〈入楞伽經 にあらわれる 識の學說について 〉 ，《大谷學

報》 52 卷 2 期 =194 期， 1972 年 10 月，頁 1-16。○2 教理類（唯識）  

安井廣濟，〈入楞伽經にあらわれる 人法「二無我」の教說について 〉，

《佛教學 セミナ一 》 19 期， 1974 年 5 月，頁 11-25。○2 教理類  

久保田力，〈《入楞伽經》に現われサ―ンクヤ說 〉，《論集》6 期，

1979 年 12 月，頁 100-102。○2 教理類  

久保田力，〈《楞伽經 》「無常品」末諸節の構成について  -- 成立

史的一資料として 〉 ，《印度學佛教學研究》 35 卷 2 期 =70 期， 1987

年 3 月，頁 50-53(L)。○1 教史類  

久保田力，〈《楞伽經》依用の最初の論師達：「偈頌品」成立 に關

連して 〉 ，《文化》52 卷 3.4 號（ 1989 年 3 月）：頁 13-44。○2 教理

類  

高垣忠司，〈入楞伽經第八章について　二、三の問題 〉 ，《佛教學

會報》 2 期， 1969 年 11 月，頁 35-38。○2 教理類  

高崎直道，〈入楞伽經の唯識說： D e h a - b h o g a - p r a t i ṣ ṭhāb h aṃ  V i j ñān a m の

用例をめつ 〉，《佛教學》 1 期， 1976 年 7 月，頁 1-26。○2 教理類  

高崎直道，〈入楞伽經 の意圖するあおの『變化品第七』考 〉 ， 《 印

度學佛教學研究》26 卷 1 期 =51 期，1977 年 12 月，頁 111-118。○2 教

理類  

舟橋尚哉，〈「八識」思想 の成立について：楞伽經の成立年時 をあ

っ 」。《佛教學セミナ一 》 13 期， 1971 年 5 月，頁 40-50。○1 教史

類  

舟橋尚哉，〈世親 と楞伽經との前後論について 〉 ，《印度學佛 教學

研究》 20 卷 1 期 =39 期， 1971 年 12 月，頁 321-326。○1 教史類  

小川弘貫，〈《楞伽經》に於 ける如來藏思想 〉 ，《印度學佛教學研

究》 9 卷 1 期 =17 期， 1961 年 1 月，頁 213-216。○2 教理類（如來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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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谷麻俊，〈入楞伽經 の自證聖智：集一切法品中心 〉 ，《印度 學佛

教學研究》21 卷 2 期 =42 期，1972 年 3 月，頁 158-159。○2 教理類（自

證聖智）  

神谷麻俊，〈入楞伽經 の「心」の一考察：集一切法品中心 〉 ， 《 印

度學佛教學研究》 23 卷 2 期 =46 期， 1975 年 3 月，頁 239-242。○2 教

理類  

神谷麻俊，〈楞伽經 の dhar ma と bhav a〉，《 印 度 學 佛 教 學 研 究 》25 卷

2 期 =50 期， 1977 年 3 月，頁 130-131。○2 教理類  

菅英尚，〈《楞伽經》におけるの類語  (佛教の体系と展相の研究 (共

同研究 )〉 ，《龍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通號 19 期， 1980 年 9

月，頁 34-42。○3 語言文獻類  

菅英尚，〈《楞伽經》における 唯心 〉 ，《印度學佛教學研究》29 卷

1 期 =57 期， 1980 年 12 月，頁 282-285。○2 教理類（唯心）  

菅沼晃，〈入楞伽經における自内聖智の意義 〉 ，《宗教研究》40 卷

2 期， 1967 年 2 月，頁 43-66。 ○2 教理類（自内聖智）  

菅沼晃，〈入楞伽經如來常無常品の註釋的研究：入楞伽經本文 研究

の試み 〉 ，《 東洋 學研 究》 2 期，  1967 年 8 月，頁 39-47(L)。○3 語

言文獻類  

菅沼晃，〈入楞伽經における唯心說について 〉 ，《印度學佛教學研

究》 16 卷 2 期 =32 期， 1968 年 3 月，頁 162-166。○2 教理類（唯心）  

菅沼晃，〈入楞伽經剎那品 の原典研究 〉 ，《東洋大學紀要 . 文 學部

篇》通號 23 期， 1969 年 12 年，頁 39-57。○2 教理類  

菅沼晃，〈入楞伽經における d harma naya について 〉 ，《印度學佛教

學研究》 18 卷 2 期 =36 期， 1970 年 3 月，頁 127-132。○2 教理類  

菅沼晃，〈入楞伽經における「五法」說の研究 〉，《東洋學研究》5

期， 1971 年 3 月 ，頁 189-207。○2 教理類  

菅沼晃，〈入楞伽經の如來藏說 について 〉 ，《印度學佛教學研究》

44 期 =22 卷 2 期， 1974 年 3 月，頁 90-97。○2 教理類（如來藏）  

菅沼晃，〈入楞伽經の如來藏論 〉 ，《東洋大學大學院紀要》 13 期，

1976 年 2 月，頁 67-96。○2 教理類（如來藏）  

菅沼晃，〈入楞伽經の唯心論 〉 ，《東洋學研究》 11 期， 1977 年 3

月，頁 63-82。○2 教理類（唯心）  

菅沼晃，〈入楞伽經三萬六 千一切法集品譯註  (一 )  〉 ，《東洋 學論

叢》 30 期， 1977 年 3 月，頁 91-193。○3 語言文獻類  

菅沼晃，〈入楞伽經三萬六 千一切法集品譯註  (二 )  〉 ，《東洋 學研

究》 12 期， 1978 年 3 月 ，頁 1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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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沼晃，〈入楞伽經三萬六 千一切法集品譯註  (三 )  〉 ，《東洋 學論

叢》 31 期， 1978 年 3 月，頁 87-172。  

菅沼晃，〈入楞伽經無常性品．現觀品．如來常無常品．變化品譯註 〉，

《東洋學論叢》 6 期， 1981 年 3 月，頁 1-134。○3 語言文獻類  

畝部俊也，〈『虚空』("akasa")という名稱の適用根據ど 　 akasatv a

を め つ --《 入 楞 伽 經 註 》 　 バ ル 　 リ ハ リ 〉 ， 《 佛 教 文 化 》 12 期，

2002 年 3 月，頁 91-114。○3 語言文獻類  

清水要晃，〈楞伽經の如來藏思想について：特に剎那品を中心に 〉，

《大崎學報》 128 期， 1976 年 3 月，頁 111-125。○2 教理（如來藏）  

清水要晃，〈入楞伽經 の識の三相說について ：如來藏 とア―ラ ヤ 識

の同視をめぐって 〉 ，《印度學佛教學研究》 25 卷 1 期 =49 期， 1976

年 12 月，頁 162-163。○2 教理類（唯識）  

清水要晃，〈《入楞伽經》宋譯 の「各別種性」について 〉 ，《 印度

學佛教學研究》28 卷 2 期 =56 期， 1980 年 3 月，頁 162-163。○2 教理

類  

西義雄，〈達摩の禪と楞伽經の關係 〉 ， Philosophia 48 期， 1964 年

12 月，頁 3-23。○2 教理類 (禪 ) 

川田熊太郎，〈 L aṅ k ā v a t ā r a に於 る四聖諦に就いて〉，《印度學佛教學

研究》 12 卷 2 期 =24 期， 1964 年 3 月，頁 35-38。○2 教理類  

谷川泰教，〈入楞伽經 に見られる引用文について 〉 ，《印度學佛教

學研究》 21 卷 2 期 =42 期， 1972 年 3 月，頁 156-157。○3 語言文獻類  

谷川泰教，〈入楞伽經 における 無記について 」。《印度學佛教 學研

究》 22 卷 2 期 =44 期（ 1974 年 3 月 31 日）：頁 381-385。○2 教理類  

辻本俊郎，〈 らン力一ヴアタ夕―ラ ．ス一トラにみられる口―力―

ヤ夕派 〉 ，《印度學佛教學研究》 85 期 =43 卷 1 期， 1994 年 12 月，

頁 79-81(L)。○2 教理類  

辻本俊郎，〈 Lankavatarasu tra における Loka yata 批判 〉 ，《印度學佛

教學研究》 46 卷 1 期， 1997 年 12 月，頁 443-441。○2 教理類  

鈴木大拙，〈達磨 と楞伽經 〉 ，《佛教研究》 3 卷 4 期 =11 期， 1922

年 11 月，頁 30-51。○2 教理類 (禪 ) 

鈴木大拙，〈禪宗 と楞伽經 〉 ，《大乘禪》 9 卷 1 期， 1932 年。 ○2 教

理類 (禪 ) 

和田真二，〈鈴木大拙博士 における 『楞伽經研究』の意義 〉 ， 《 印

度學佛教學研究》36 卷 2 號 =通卷第 72 號，1988 年 3 月，頁 218-221。

○2 教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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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真二，〈《楞伽經》中 に見られる『宗說二通』の問題 〉 ， 《 宗

教研究》 61 卷 4 號 =275 號， 1988 年 3 月，頁 157-159。○2 教理類  

和田真二，〈楞伽經に見られる『自覺聖智』 について 〉 ，《宗教研

究》 71 卷 4 號 =第 315 號， 1998 年 3 月，頁 197-199。○2 教理類（自

覺聖智）  

齊 藤 哲 吉 ，〈 楞 伽 經 に 於 る 自 覺 聖 智 の 境 界 に 就 いて 〉，《 禪 學 研 究 》

14 期 （ 1 931 年 1 月 日 ） ， 頁 79-104 (L )。 ○2 教理類 (自覺聖智 ) 

(三 ) 英 文 ： (依 英 文 字 母 ) 

A k i r a  S u g a n u m a ,  C i t t a - m a t r a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  《印度學佛教學研究》

16 卷 2 期， 1968 年，  頁 636-640. ○2 教理類 (唯識 )  

A r n o l d  K u n s t ,  S o m e  o f  t h e  P o l e m i c s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  S t u d i e s  i n  H o n o r  o f  
W a l p o l a  R a h u l a ,  S .  B a l a s o o r i y a ,  e d . ( 1 9 8 0 )  ,  p p . 1 0 3 - 1 1 2 . ○2 教理類 (中觀 )  

C a r l  B .  B e c k e r ,  C h a n g  T s a i (張載 ) a n d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入楞伽經 ), 《哲學思

想論集》 17 卷， 1992 年 3 月，頁 119-132。 ○2 教理類 (哲學思想 )  

C h i k a s h i  K u r o d a ,  A  N o t e  o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S u t r a ,  T e n r i  J o u r n a l  o f  R e l i g i o n .  N o .  
1  ( 1 9 5 5 . 3 )  ,  p p .  9 1 - 9 4 . ○3 語言文獻類  

D a i s e t z  T e i t a r o  S u z u k i ,  A n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t h e  S t u d y  o f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S u t r a ,  T h e  
E a s t e r n  B u d d h i s t  ( O r i g i n a l  S e r i e s ) .  V o l .  5  N o .  1  ( 1 9 2 9 )  ,  p p .  1 - 7 9 . ○2 教理類 (序

文 )  

D a i s e t z  T e i t a r o  S u z u k i ,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S u t r a ,  a s  a  M a h a y a n a  T e x t  i n  E s p e c i a l  
R e l a t i o n  t o  t h e  T e a c h i n g  o f  Z e n  B u d d h i s m ,  T h e  E a s t e r n  B u d d h i s t  ( O r i g i n a l  S e r i e s ) .   
V o l .  4  N o .  3 / 4  ( 1 9 2 7 - 1 9 2 8 )  ,  p p .  1 9 9 - 2 9 8 . ○2 教理類 (禪 ) 

E d w a r d  H a m l i n ,  D i s c o u r s e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  J o u r n a l  o f  I n d i a n  P h i l o s o p h y .  
N o .  1 1  ( 1 9 8 3 ) ,  p p .  2 6 7 - 3 1 3 . ○2 教理類 (哲學思想 )  

E i s h o  K a n 菅英尚 ,  C i t t a m a t r a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印度學佛教學研究》

29 卷 1 期， 1980 年，頁 282-285。  ○2 教理類 (唯識 ) 

E i s h o  K a n  菅英尚 ,  S o m e  p r o b l e m s  i n  t h e  L aṅ kā v a tā r a― sū t r a  ( 1 ) ,《印度學佛教

學研究》 50 期 =25 卷 2 期， 1977 年 3 月，頁 21-23(L)。○2 教理類  

G .  T u c c i ,  N o t e s  o n  L a n k a v a t a r a ,  I n d i a n  H i s t o r i c a l  Q u a r t e r l y .  V o l .  4  N o .  3  ( 1 9 2 8 )  ， 
p p .  5 4 5 - 5 5 6。 ○3 語言文獻類  

G i s h i n  T o k i w a 常盤義伸 ,  s v a c i t t a m :  T h e  B a s i c  S t a n d p o i n t  o f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s u t r a  ( c o n t i n u e d ) ,  《印度學佛教學研究》 57 期 =29 卷 1 期， 1980 年 12

月，頁 482-477。○2 教理類  

G i s h i n  T o k i w a ,  T h e  H i s t o r i c a l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o f  t h e  O p e n i n g  C h a p t e r  
R a v a n a d h y e s a n a  o f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s u t r a ,《 印 度 學 佛 教 學 研 究 》40 卷 1 期 ，

1991 年 12 月，頁 506-500。○1 教史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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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 s h i n  T o k i w a ,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S u t r a  C r i t i c i z e s  t h e  S a m k h y a  T h o u g h t ,《印度學

佛教學研究》 27 卷 1 期， 1978 年，頁 483-485。○2 教理類  

H a k u y u  H a d a n o ,  A  N o t e  o n  t h e  A r y a - L a n k a v a t a r a - v r t t i  b y  J n a n a s r i b h a d r a  ,  A c t a  
A s i a t i c a .  N o .  2 9  ( 1 9 7 5 )  :  p p .  7 5 - 9 4 . ○3 語言文獻類  

J i k i d o  T a k a s a k i 高崎直道 , T h e  c o n c e p t  o f  m a n a s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印度學佛

教學研究》 29 卷 2 期， 1981 年 3 月，頁 977-970。○2 教理類 (唯識 ) 

J i k i d o  T a k a s a k i ,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  I n d o l o g i c a l  a n d  B u d d h i s t  
S t u d i e s ,  I n  s e a r c h  o f  i t s  o r i g i n a l  f o r m ,  T o k y o  U n i v e r s i t y ,  ? ? ? ? p p . 3 4 3 - 3 4 7 . ○2 教

理類  

K u m a r a t o  K a w a d a ,  O n  t h e  F o u r - F o l d  T r u t h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印度學佛

教學研究》 12 卷 2 期， 1964 年，頁 505-508。○2 教理類  

M a s a t o s h i  K a m i y a ,  A  S t u d y  o f  C i t t a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印度學佛教學

研究》 23 卷 2 期， 1975 年，頁 736-739。○2 教理類 (唯識 ) 

M a s a t o s h i  K a m i y a ,  D h a r m a  a n d  B h a v a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印度學佛教

學研究》 25 卷 2 期， 1977 年，頁 654-655。○2 教理類 (自性 )  

M a s a t o s h i  K a m i y a ,  P r a y a t m a r y a j n a n a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印度學佛教學

研究》 21 卷 2 期， 1973 年，頁 665-666。○2 教理類 (聖智 ) 

N a o y a  F u n a h a s h i ,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a n d  t h e  T i m e  o f  V a s u b a n d h u ,《印度學

佛教學研究》 20 卷 1 期， 1971 年，頁 321-326。○1 教史類  

P a u l  J .  G r i f f i t h s  ( r e p r i n t )，  B o o k  R e v i e w :  " E x i s t e n c e  a n d  E n l i g h t e n m e n t  i n  t h e  
'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 - - a  S t u d y  I n  t h e  O n t o l o g y  a n d  E p i s t e m o l o g y  o f  t h e  Y o g a c a r a  
S c h o o l  o f  M a h a y a n a  B u d d h i s m " ,  b y  F . G .  S u t t o n .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m e r i c a n  O r i e n t a l  
S o c i e t y .  N o .  1 1  ( 1 9 9 2 . 4 - 6） . ○2 教理類  

S u a h  K i m  ,  A  P r o b l e m  o f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B u d d h i s t  
T h o u g h t  &  C u l t u r e . ( ? )  p p . 3 5 7 - 3 6 3 . ○2 教理類  

W i n s t o n  F .  B a r c l a y ,  O n  w o r d s  a n d  m e a n i n g :  t h e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d i s c o u r s e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S u t r a ,《 N u m e n》 ,  N o .  2 2  ( 1 9 7 5 . 4 )  :  p p .  7 0 - 7 9 . ○2 教理類  

松本史朗 ,  L a n k a v a t a r a  o n  I t a r e t a r a s u n y a t a .  《駒澤大學佛教學部論集》14

期， 1983，頁 1-8。○2 教理類  

常盤義伸 , The “ 信 不 及 ＂ ( s h i n  f u g y û )  a s  e x p o u n d e d  i n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印

度學佛教學研究》47 期 =24 卷 1 期，1975 年 12 月，頁 6-11(L)。○2 教

理類  

常盤義伸 , T h e  L aṅ kā v a tā r a  S ū t r a  c r i t i c i z e s  t h e  Sāṃ k h y a  t h o u g h t ,《印度學佛

教學研究》 53 期 =27 卷 1 期， 1978 年 12 月，頁 21-25(L)。○2 教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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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 工 具 書  

(一 ) 辭 典 ：  

荻 原 雲 來 編 纂 ，《 梵 和 大 辭 典 》， 台 北： 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1 9 8 8 再 版 。 

曲 立 昂 ， 《 英 印 語 及 漢 語 綜 合 大 辭 典 》， 台 北 ： 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 民

92(2003 )， 初 版 。  

M . M . W i l l i a m s , S a n s k r i t - E n g l i s h  D i c t i o n a r y ,  N e w  Y o r k :  O x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8 8 .  

(二 ) 日 、 梵 漢 藏 諸 本 對 照 ：  

羽田 野 伯 猷 (編 集 )，《 聖 入 楞 伽 經 註 》 チ べ ツ ト 佛 典 研 究 叢 書 ， 第 四

輯 ， 京都：法 藏 館 ， 1993 年 。  

(三 ) 索 引 ：梵、中文；梵、藏文：  

梵 文 佛 典 刊 行 會 編 纂 . A n  i n d e x  t o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 s u t r a  ( N a n j i o  
e d i t i o n ) : S a n s k r i t - C h i n e s e - T i b e t a n ,  C h i n e s e - S a n s k r i t ,  a n d  T i b e t a n - S a n s k r i t ,  w i t h  a  
t a b u l a t e d  l i s t  o f  p a r a l l e l  p a g e s  o f  t h e  N a n j i o  S a n s k r i t  t e x t  a n d  t h e  t h r e e  C h i n e s e  
t r a n s l a t i o n s  ( S u n g ,  W e i ,  a n d  T ' a n g )  i n  t h e  T a i s h o  e d i t i o n  o f  t h e  t r i p i t a k a .  日 本 京

都 市 ： 梵 文 佛 典 刊 行 會 ， 昭 和 9(1934 )。  

D a i s e t z  T e i t a r o  S u z u k i ,  A n  i n d e x  t o  t h e  L a n k a v a t a r a  S u t r a  ( N a n j i o  e d i t i o n )  :  
S a n s k r i t - C h i n e s e - T i b e t a n ,  C h i n e s e - S a n s k r i t ,  a n d  T i b e t a n - S a n s k r i t ,  w i t h  a  
t a b u l a t e d  l i s t  o f  p a r a l l e l  p a g e s  o f  t h e  N a n j i o  S a n s k r i t  t e x t  a n d  t h e  t h r e e  C h i n e s e  
t r a n s l a t i o n s  ( S u n g ,  W e i ,  a n d  T ' a n g )  i n  t h e  T a i s h o  e d i t i o n  o f  t h e  T r i p i t a k a .  2 n d .  r e v .  
a n d  e n l .  e d ,  T o k y o  :  S u z u k i  R e s e a r c h  F o u n d a t i o n ,  1 9 6 5 .  

F . E d g e r t o n , B u d d h i s t  H y b r i d  S a n s k r i t  G r a m m a r  a n d  D i c t i o n a r y , K y o t o : R i n s e n    
B o o k  C o . , 1 9 8 5 .  

佛 光 大 辭 典 查 詢 網 址 ： 「 錄 自 《 佛 光 大 辭 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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