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四堂課 相關資料 ======= 

[04]11:01 講義(二) 乃至廣說，如攝大乘論釋第四卷中 

及成唯識第七卷中說 ~關鍵字"唯識"  

http://tripitaka.cbeta.org/T31n1597_004 世親菩薩造 -十卷 

http://tripitaka.cbeta.org/T31n1598_004 無性菩薩造 -十卷 

http://tripitaka.cbeta.org/T31n1585_007 ~應是第十七頌 

攝論釋部份..有些前已解說~ 見講義二、九與十 

九[02]34:22 十[02]47:14-深密經卷第 3 

[04]11:40 華嚴經"心如工畫師" 兩版本全文~ 

19/80 實叉難陀 譯: 

爾時，覺林菩薩承佛威力，遍觀十方而說頌言： 

「譬如工畫師， 分布諸彩色， 虛妄取異相， 大種無差別。 

 大種中無色， 色中無大種， 亦不離大種， 而有色可得。 

 心中無彩畫， 彩畫中無心， 然不離於心， 有彩畫可得。 

 彼心恒不住， 無量難思議， 示現一切色， 各各不相知。 

 譬如工畫師， 不能知自心， 而由心故畫， 諸法性如是。 

 心如工畫師， 能畫諸世間， 五蘊悉從生， 無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爾， 如佛眾生然， 應知佛與心， 體性皆無盡。 

 若人知心行， 普造諸世間， 是人則見佛， 了佛真實性。 

 心不住於身， 身亦不住心， 而能作佛事， 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10/60 佛馱跋陀羅 譯: 

爾時，如來林菩薩承佛神力，普觀十方，以偈頌曰： 

「譬如工畫師， 分布諸彩色， 虛妄取異色， 四大無差別。 

 四大非彩色， 彩色非四大， 不離四大體， 而別有彩色。 

 心非彩畫色， 彩畫色非心， 離心無畫色， 離畫色無心。 

 彼心不常住， 無量難思議， 顯現一切色， 各各不相知。 

 猶如工畫師， 不能知畫心， 當知一切法， 其性亦如是。 

 心如工畫師， 畫種種五陰， 一切世界中， 無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爾， 如佛眾生然， 心佛及眾生， 是三無差別。 

 諸佛悉了知， 一切從心轉， 若能如是解， 彼人見真佛。 

 心亦非是身， 身亦非是心， 作一切佛事， 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求知， 三世一切佛， 應當如是觀， 心造諸如來。」 

[04]24:47 講義三 解說八識了別作用：  

這段講完後才接圖 1.2.3.此段三種了別作用的定義講義沒有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ripitaka.cbeta.org%2FT31n1597_004&h=IAQEAViyN&enc=AZO-4AQVuUrUFNr5GrmsiCF494-bJqXcjKrcz5W_K3aqhk9doCOnMe0HVdo87WoFmBDdFGGe69T9raDPSYJWOawotVt9a-un2yP1ngZx8Jp9edFkplh-YM3UtLphRVUA1EUtaeE4zZ15LlFHcm_Opq1EYFDyEnNRAh5vwPG60rMedw&s=1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ripitaka.cbeta.org%2FT31n1598_004&h=gAQEGG70C&enc=AZONeV7-_ANDSLE6m87e1OBUzfIHHeHNZ7D0XjQyOwOm-el7kf4uA709vVRaqKHo-kVsIxKExsg_fG_19YTBUqDAUDuaOdDGA9p32p-JyU_jHY90x8HMQbdt91fLFe2k_dq_A8zUEr5b1gM9ZbDIrSp68uyq9O_-Do64QLFqljE7Rg&s=1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ripitaka.cbeta.org%2FT31n1585_007&h=HAQHj6qlY&enc=AZMp0oZubWWB4cXeCTg1nh2-l3ape-yJShcD6hXafphmE6ke4d3m1lZJSKEevs6mK-r2-d7_0K_k1J3Ek1xTTmm0Oiqi0glFOMwXx3cgWxFhAPLqAWpYUc90ZIqSZl-X1jVdbdw-fVeLKPUwVHT_tZaF1HaX6VBKl_hGkdECfW5yMw&s=1


了別作用分成三種：一種稱為 

◆自性分別、第二個是 

◆計度分別、第三個是 

◆隨念分別 (這三種) 

那麼八識中的前⑤與第⑧識只有自性分別，能緣心了別所緣境，當這個能緣心去了

別所緣境的時候呢，它能夠得到所緣境的自相，但是沒有辨別計度的在內—對所緣

境沒有辨別計度在內，譬如說我們眼識看到白色得到白色的自相，但是眼識沒有什

麼呢—"這個是白色的"語言文字的計度分別，那麼這種稱為自性分別。它是現量的

境界。那個是這樣講：這個意思就是當我們要拿這個杯子，當我們看到這個杯子的

時候，你只是取這個杯子的相、你沒有一個心在想—這個是杯子、這是鐵做的、不

銹鋼做的或者是這個杯子是什麼顏色，沒有這些想法，只是取這個杯子相。這個就

叫自性分別。那麼這個是現量的境界，你一定看到這麼杯子你才能取這個相，所以

他是現量的境界。這是前⑤跟第⑧識呢是自性分別、現量境界。 

第⑦識呢只有計度分別，⑦呢它每一念無始以來他念念的緣⑧(阿賴耶識)的見分、

計度分別執⑧的見分為自我，所以呢⑦是計度分別。那麼因為⑦的計度分別是有顛

倒性的，本來沒有我..但是呢它執⑧的見分為我，所以呢它是屬於非量、是錯誤的，

它的量是錯誤的、是非量。 

那麼第⑥識呢有自性分別、隨念分別、計度分別，有這三種分別。 

第⑥與前⑤識它同緣一境的時候稱為五同緣意識，這個時候呢第⑥也沒有什麼—語

言文字的分別，只是取這個所緣境的自相，所以呢此時的⑥ 

是屬於自性分別、是現量境界； 

那麼⑥是什麼時候是隨念分別呢？就是⑥是由它的憶念力把過去曾經緣慮過的境界，

由憶念力的力量顯現在心中加以分別，因為⑥做這種分別的時候要依止念心所的力

量、隨順念心所，所以稱做"隨念分別"，在八個識中只有⑥有隨念分別的能力，那

麼一般說它通於比量及非量，但是也有書說他通於現量。[圖三有討論=32:01] 

還有呢，⑥還有計度分別。計度分別的"計"是"思慮"的意思、"度"是"推度"，那麼對

於過去、現在、未來不現前的境界加以推度思慮的分別是計度分別，那麼計度分別

主要是思心所跟慧心所的作用，那麼八識中的第⑥與⑦有計度分別，那麼⑥的計度

分別如果分別正確—那麼是屬於比量、那如果它分別錯誤—那麼就屬於非量；那⑦

的計度分別—於無我中計我，所以一定是非量 [下接講義三.p5 圖 123 時間=28:50] 

[04]1:00:42 講義三 四.詳論 八識自性 (三)能所薰等.. 有又再提到三量： 

三量呢—就是現量、比量、非量。這個前⑤識跟第⑧識剛剛說他們是屬於現量—是

屬於現量識，他們永久都是現量的；那麼第⑦識呢是非量識：⑦在凡夫位的時候永

久是什麼—是非量的；那麼第⑥識呢—它通於三量：有時候是現量、有時候比量、

有時候非量，所以八識之間呢在三量上面也是不同的，所以呢.. 不可以說是八識是

同一體性... 此略 



[04]1:01:31 亦非定異 (一) 引楞伽經 頌文 ： 

『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 

全文可參閱：http://tripitaka.cbeta.org/T16n0672_002 

[04]1:03:57 阿毘達磨大乘經： 

『諸法於識藏，識於法亦爾，更互為果性，亦常為因性。』 

印順法師攝論講記解說連結：http://goo.gl/dZrT9Z 

另外這裡有提到"種子生現行，現行薰種子"的概念.. 可參考 

智道法師在真實義品講記中的 圖第四 "由種現薰生定義剎那生滅" 

MP3 時間連結~ 

[02]12:56 (此次無錄影)但較為詳細 圖 4 下方圖~[02]22:43 

[40]19:09 影片(講解圖 4)：http://goo.gl/8sVQpR 

講義二.圖 4： 

http://goo.gl/myo4gd 

http://goo.gl/ZaK7pP 

[04]1:22:02 末後問題：關於真如的 挾帶 & 變帶~ 可參考 

真實義品[11]1:20:42 這邊可能有用圖解.. 可惜沒錄影與[12]01:20 處 

 

http://tripitaka.cbeta.org/T16n0672_002
http://goo.gl/dZrT9Z
http://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goo.gl%2F8sVQpR&h=hAQGbcXbQ&enc=AZOITvf2XyrjYmv2lPXb3D3PEXtIuf9LaQbpX2OJVC7jl1sj7JU7xlclhA2jczNmzJGzq6IAMpjay6h5Z_CYBesm1qjWVrgmpnu0bj3Zvl1HnGbd_47Wj_SRLmhA0kfxXxpNI0yI9YLn4Z1pgIC5Kdz0RbSj4UJRO8VvS4SM14c49g&s=1
http://goo.gl/myo4gd
http://goo.gl/ZaK7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