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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佛教真言宗女居士林與佛教法相學會合辦的佛學經典導讀，以及佛學專題講座

的開始。上午是佛典導讀，下午是專題講座，我已經在報紙上把時間清楚說明，同時亦把課

程程序的資料印出，已放在居士林給大家參考。 

 

    為何我們要開設這次導讀和講座呢？因為近年佛法在香港相當流行，講經的人很注重對

某一本經的解釋，另外講專題的人只依著某個專題去演講，有時就好像講經的不能夠顧及到

某種特定的問題，而講專題的，有時令人聽完後只對專題得到解答，而想在經教裡取得根

據，有時候反而很困難。   

 

    法相學會與女居士林有見及此，於是開辦佛經導讀及專題講座。我們希望對在香港有志

研討佛法、佛教學理的人，能夠藉此得到一個方便，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理解及修行。     

 

    現在，我說回佛經導讀方面。佛經導讀我們選取了幾種，第一，我們選了大乘佛學有宗

的重要典籍《成唯識論》；第二，我們選了大乘空宗的《中論》；第三，我們選了從前的人

以為它是小乘經，但現代的人認為它是佛經中最基本的經典，就是《雜阿含經》。再選大乘

佛教中很流行，而內容很空靈，被歷代的文學家留意、參讀的《維摩經》等。因為三藏十二

部經，第一，我們沒辦法選得太多，第二呢，我們仝人等到底學歷有限，不能太過博取。    

 

    現在，為何要先講「唯識論」(《成唯識論》)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唯識的名相比較

多，而這些名相對了解佛法非常有幫助，所以我們先講《成唯識論》，然後再講《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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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唯識論》是部大書，而我們的課程只有三個月，怎樣能講完呢？《成唯識論》主要

的分段是：第一，破外道；第二，破小乘；第三，說明阿賴耶識；第四，說明其他各個識；

第五，說明識如何變宇宙，第六，說明有關空、有的問題；第七，說明如何去修行。 

 

    有何辦法在幾個月時間內講完呢？依照我個人經驗，我在三十多年前，我曾經應「香海

蓮社」的邀請講《成唯識論》，講了十年數個月，每星期講一次，都要十年數個月才能講

完。現在只有三個月，我們怎樣講呢？我們就這樣辦：一段一段講，我們要分七段講，即是

說，令大家聽了那段後，好像有個獨立的單元來了解。三個月之後呢？續講「空宗」，講

《中論》。講《中論》亦是三個月，但三個月亦不能講完《中論》，先講一部份，點解呢？

因為我們若只一直學習同一類東西，我們會繁複生厭的，但是如果我們學一下這樣，拈一下

那樣，有時候還會興奮一點。好像學校的課程，譬如學數學，若經常學數學，你就會頭痛。

但若果你學一兩堂數學，再學一兩堂國文或英文，或音樂，這樣你就會好興奮，可以調劑一

下，所以我們就這樣。 

 

    現在用三個月講《成唯識論》，只是講「破外道」那一段，只可以講完這一段。跟著你

會問，現在已經無這類外道，你為何要講「破外道」呢？我的回答是：雖然它所破的是二千

多年前的外道，但它裡面所用的名詞，所運用的邏輯，對我們現在仍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對我們修止觀的人亦很有補助。 

 

    那我每星期回來聽課，豈不是學了外道的東西？不是這樣的。當我們講佛家如何破外道

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佛家為什麼要破外道這一點，要破人，即是說佛家與外道的某一觀

點不同，我們可以看到。  

 

    同時，為避免講破外道時太過繁瑣，我現在用一個半小時講，我會用三份二的時間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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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成唯識論》。大家聽完後除了了解它如何破外道之外，你還可以欣賞《成唯識論》的：

第一，它是論藏之中文章最好的；第二，你可以看到佛家論籍之思考周密的情況。除此之

外，我留一部分時間，至少三份一的時間，或者留一半的時間也說不定，我用廣州話白話，

講我所消化過的唯識的概論。這樣做是想令大家比只是讀書容易(掌握)，以作調和，希望這

樣會對大部分的人有益處。講完這些後，我會留下約十五分鐘給大家發問。希望大家若有什

麼問題，當然要與我所講的有關，不要問其他佛教以外的事，或者問其他宗教，這樣切不可

以。我所講的範圍以內的大家可以發問，我亦並不一定能解答你(的問題)，因為我是一個凡

夫，我只是盡我所能來回答你。不過在我未講完的時候，希望大家不要在中間插入發問，因

為這樣你會阻礙其他人。 

 

    已經花了二十分鐘，現在我要開始了。今天是否正式講《成唯識論》的本論呢？不是。

我要先講一篇文章，是什麼文章呢？就是窺基大師所造的《成唯識論述記》裡的序文，因為

這篇序文，幾乎可作為《成唯識論》的導讀。還有，附帶一提，窺基法師的文章，是中國佛

家古代大德中，文章最雄亮的。近人熊十力先生讚賞窺基法師的文章「譯筆宏整」，因為

《成唯識論》他有幫忙翻譯，是他和唐三藏兩人譯出的。 

 

    你讀《成唯識論》就知道它的譯筆是如何的宏整，「宏整」，宏大整齊。「韻語」，即

是指這篇文章，這文章是「四六文」。「沉雄」，很沉博，很雄亮。你讀其他的經序，很難

找到像這篇沉博而雄亮的文章。如果大家當中有人歡喜文學的，你可以附帶欣賞它。我不想

講太多其他的話，倒不如大家直接接觸古人的東西，對吧？大家可以讀一下，我們已影印這

篇序文給你們。我們讀一讀。 

 

    如果大家想要這篇(序文)詳細的注釋，你可去找這本書。因為人數太多，我沒辦法送每

人一本，而且我家裡也只有三、四本，第一冊沒有了，現在「佛學書局」可能還有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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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慧佛學社」有出售，只剩下這兩間有出售。第一冊：《成唯識論述記刪注》，如果你想

詳細看。 

 

    《述記》，是窺基法師造的，「刪注」，因為我想便利初學的人，將太繁的刪去，那些

難解的，我將它作注。已經出了三冊，第四冊，現在才印。第四、第五冊的稿已經有了，因

為以前一間印刷廠，我拿給它印，它卻倒閉，連我的稿也遺失了，幸好我影印了的底稿還

在，現在這幾天就要找人印刷。 

 

    好了，我們開首看看這篇序，至於窺基大師的歷史如何？我不花時間去講了，請大家去

圖書館、佛教圖書館之類的，去看一看那本《續高僧傳》，《續高僧傳》就有窺基法師的傳

記。如果你想簡單了解一下，就請你看一看、翻一翻星雲法師編的那本《佛光大辭典》，在

裡面查一下「窺基」這兩個字，查一下這兩個字就清楚了。  

 

    現在我們看這篇序。這篇序的序文有七段，我一段一段講給大家聽，要記住記住，我現

在是講給初學的人聽，而不是講給專家聽。記住記住，如果座上有專家的話，就請你不要笑

我了。  

 

    我們看序文的第一段，「竊以六位精微，資象、翼而筌理；二篇玄妙，藉蒙、列以探

機。況乎非有非空，息詮辨於言蹄之外；不生不滅，絕名相於常寂之津。至覺迥照其宗，將

聖獨甄其宰。無言之言風驚，韜邃彩而月懸。非有之有波騰，湛幽章而海濬。匪屬具體鄰

智，演賾鉤深，則空性了義，幾乎息矣。」 

 

    這就是第一段。這一段的意思是什麼呢？即是佛家的中道了義，雖然是源於佛說，但是

後代那些大德繼續弘揚，是非常有功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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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意思是怎樣呢？「竊以六位精微」，「竊」，私心，我自己私下的心，「竊以」：

我自己的私心以為。「六位精微」：所謂「六位」，是指《易經》，《易經》有六十四個

卦，每一個卦裡面，有六個爻，所謂爻者，爻者效也，即是將一件事情的進展，分成六個階

段， 就叫「六爻」。每個卦裡都有每個卦的內容，依著卦的進展，分作六個階段，就叫

「六爻」。每一爻，表示一個階段，「位」，就是階段，六個階段，指「六位」。 

 

    《易經》的每一卦都有六位，例如乾卦，有六爻，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

爻，六個階段。譬如坤卦，同樣的有六個階段，每一卦都有六個階段。《易經》裡六十四卦

的每一卦都有六個階段──六爻，用來說明易理。 

 

    「六位精微」指《易經》。《易經》的道理非常之精細微妙，《易經》的道理這麼微

妙，都要「資象、翼而筌理」，「資」者，取也，拿取，取什麼呢？「象、翼」。相傳是這

樣的：我們中國古代，起碼五、六千年前，或上萬年也說不定，我們中國人還是在遊牧時代

的時候，有一位聖王出現，叫伏羲氏，對吧？那個時候還未有文字，他就畫「八卦」，畫八

個卦來表示我們日常生活的事情，因為當時未有文字。 

 

    出現八卦之後，到了幾千年後，周文王將八個卦重疊起來，八個卦重疊，就(變成)八八

六十四個卦。重疊之後，每一卦有六個爻，六十四卦，被六相乘，共三百八十四爻，整個

《易經》就有三百八十四爻，(《易經》)用三百八十四爻來解說宇宙間一切現象。  

 

    於是，相傳周文王重卦，不只重卦，還把每一卦加上「卦辭」，用一句說話，或兩、三

句說話來說明卦的意義。後來又有人傳說，傳說有很多種的，現在我只說一種。相傳他的兒

子周公，又將每一爻來解釋，就有所謂的「爻辭」。這樣，有「卦辭」、有「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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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相傳，到了東周的時候，孔老夫子晚年很歡喜讀《易經》，他就造了十種書來解釋

《易經》的道理，叫作「十翼」。「翼」即是輔助、輔翼。「十翼」之中，首先是「象

辭」，分為兩部分，象辭上、象辭下。總共十種書來解釋《易經》的道理以作輔助。但後人

說這「十翼」不是孔夫子造的，是秦漢之間那些讀書人造的，不是孔子造的。雖然有種種說

法，但我們今天不是講《易經》，不必理會，對吧？如果你說：羅生你都沒有講「十翼」。

因為我不是講《易經》，如果你想了解「十翼」，你可讀我這本書的注，我會講得很清楚給

你聽。如果你沒有這本書呢，你可以去找《辭海》、《辭源》那些書查一下「十翼」，這樣

就妥當了。我們不須花時間去講它。 

 

    本來應該是「竊以六位精微，資『十翼』而筌理」這樣才對，為何卻說「象、翼」呢？

因為「十翼」之中第一個就是「象辭」，因此以第一個「象辭」作代表。要資取「象辭」等

的「十翼」來解釋其道理。 

 

    「筌」是什麼意思呢？「筌」是古代人用來捕魚的竹笠，因為你想得到魚就要用此竹笠

來捉魚。這用來譬喻有此「十翼」就可以把捉到《易經》的道理了。引申作「解釋」的意

義。 

 

    《易經》的「六位」這樣精微，都要取「十翼」來解釋道理，這即是暗示，深奧的佛經

若無「論」的解釋又怎可能呢？「資象、翼而筌理」，這是講儒家的。 

 

    「二篇玄妙，藉蒙、列以探機」，「二篇」是指道家老子的《道德經》，老子的《道德

經》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大部份講「道」，下篇大部份講「德」，所以叫《道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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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二篇很玄，「玄」即是道理很深遠。「玄」者，遠也。「妙」者，很神妙，很精

妙。二篇的道理玄妙。但二篇的道理玄妙，若我們只是讀二篇是不容易了解的，「藉蒙、列

以探機」，(「藉」：)仍然要靠、憑藉，「蒙」是《莊子》，「列」是《列子》。至於《莊

子》、《列子》是怎樣的呢？你自己去查一下《辭源》，或者讀我這本注。我又略了不談這

些了。 

 

    (「探」：)藉《莊子》及《列子》以探索，探索即是研究、探研它的機微，「機」者，

要也，機要，它重要的道理，仍然要靠《莊子》、《列子》作補助才能令我們明了，「藉

蒙、列以探機」。 

 

    不過後人說《列子》是假的，是晉朝人假造的。我們不必理會這些，我們現在不是研究

《列子》，這些留待大學裡的教授去講，我不必去理會，我現在只是講這篇文章。意思即是

什麼？老子《道德經》都要後人引申來解釋，這意思即是：何況是佛經呢？ 

 

    「況乎非有非空，息詮辨於言蹄之外」，「況乎」：何況。佛家的道理既不偏於空，亦

不偏於有，是中道的道理。既然非空又非有，這樣就變得很難去說明，這是離開言說的。 

   

    「息詮辨於言蹄之外」，「詮」即是解釋，「辨」亦是解釋，或者辯論，「息」者，

stop，停了，你想說都沒辦法說，不能說的，即是最深的道理，沒辦法說的。講到最深之處

是沒辦法講的。「息詮辨」，即是離開言說沒辦法講。「於言蹄之外」，「蹄」是什麼呢？

「蹄」者，是古代的人用來打獵，用來捉禽獸的一種工具。因為有蹄就可以捉到禽獸，這就

用來譬喻有了「論」、「書籍」就可以把捉道理。「言」是一種蹄，我們讀經的言語，等於

捉禽獸的工具，目的是想捉到禽獸。我們讀經也是一樣的道理，經，不過是一種工具，經論

是工具，我們的目的是要了解背後的道理。它說佛家的道理非有非空，要在言蹄之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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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能在言說之中去了解。 

 

    「不生不滅，絕名相於常寂之津」，學佛的人最重要的是，如果就小乘來說，就是證得

涅槃，涅槃的本體是不生不滅的。大乘的人經常說要證得真如空性，而真如也是不生不滅

的。它說這個不生不滅的涅槃與及空性，「絕名相於常寂之津」，「絕」就是斷，「名相」

是什麼？是語言、概念。我們所謂概念，即英文的 concept，可以說出來的就叫言語、語

言，言語裡的內容就叫概念。概念者，無聲的語言。語言者，有聲的概念。這是「名相」。

「絕名相」，你用名相都說不出來的。「於常寂」，真如常常都是寂滅的，沒有煩惱的。

「津」者，碼頭，渡江過海的碼頭。在一個常寂的碼頭、津裡面，你想了解真如，在碼頭處

渡過江，即所謂去體會常寂的真如，是不能用名言的。「絕名相於常寂之津」，即是佛家最

高的道理，用說話是講不到的。但不說又不可以，別人不明白的，不能不說。那唯有烘雲托

月，或者用手指來指月，你跟著手指來看月，不要老是看著那手指，唯有這樣。所以呢，又

不可以不說，於是那些佛、菩薩造論來解釋。 

 

    於是它說：「至覺迥照其宗，將聖獨甄其宰」。「至覺」者，指佛，佛是最高的覺悟，

所以叫「至覺」。「至覺」代表佛。它說佛「迥照其宗」，「迥」即是遠，佛的智慧，好像

太陽照耀大地，(其宗:) 把一切宗，「宗」者，重要的道理，他能夠把(一切)重要的道理，用

他的智慧，很深遠地能夠照了，照了即是說出來，但佛已經涅槃，他說出來的道理後人未必

明了，所以一定要靠後代的弟子。 

 

    「將聖獨甄其宰」，弟子有很多種的，有些幾乎是聖人，有些就比較.........   

 

    ⋯⋯那麼一定要靠什麼？要靠智慧深遠的、很高級的弟子了。「將聖」，將近達到聖人

的地位，「聖」，指佛。「將聖」者，差不多成佛的那類人，即是指哪些人呢？是指：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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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無著、世親，如果「有宗」就是這些人；「空宗」呢？龍猛、提婆，這些都是將近、接

近聖人。 

 

    為何要用「將聖」呢？原來以前的文人很歡喜用典故的，「將聖」這兩個字，如果你們

讀吓，現在的年輕人很少讀(過)這幾句話，如果你是老一輩的，有五、六十歲以上的，很多

人都讀過《孟子》，對吧？《孟子》記載，孔子的弟子讚美孔子(的說話)，它怎麼說呢？有

一個人問另一位弟子：「我們的孔老夫子是否聖人呢？他好像什麼都懂的」，這樣問另一位

弟子，那位弟子就回答，怎樣回答呢？(答：)「固天縱之將聖。」他說，這個孔夫子，是上

天放縱他，令他將近會變成聖人的。不只道德、智慧很好，「又多能也」，他的才幹(也)有

很多方面的。孔門弟子讚(美)他們的老師，這就是「將聖」(的意思)了。 

 

    窺基法師就用了這個典故。窺基法師讀很多儒家的書。這個「將聖」是指龍樹、提婆、

無著、世親這些後代的大菩薩。 

 

    「至覺迥照其宗」，佛遠遠地將很重要的道理說出來，而那些「將聖」──龍樹、提

婆、無著、世親──「獨甄其宰」，「甄」是什麼意思？那些造陶器的人把陶器拿去燒，就

叫「甄」。現在這裡用作什麼意思？當作「造」，作「造」字解。「獨甄其宰」，「宰」

者，宰輔、助手。宰輔即是什麼？即是現在的 minister，部長、宰相那一類，就叫作宰輔。

龍樹、提婆等將近、接近成佛的人，「獨甄其宰」，他造出其宰輔，即是(要)輔助佛。因為

他們要輔助佛，於是要怎樣做？寫(下)很多「論」，注(釋)很多書了。 

 

    那些書是怎樣的？「無言之言風驚，韜邃彩而月懸」，佛家最高的道理，講不出來的、

無言的，但「無言之言」，於講不出來的地方，他能夠講出來令到你明白，這叫「無言之

言」。即是說，龍樹、無著等人的智慧很深遠，能夠做到這樣。「風起(驚)」，像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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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者，起也，像風一樣的(興)起，「無言之言風起(驚)」。他說那些「論」，「韜邃彩

而月懸」，「韜」，藏也。「邃」，即是很深的，藏著很深的光彩、彩色。「月懸」，像月

亮掛在天空一樣。意思是什麼？那些菩薩造的「論」令到你好像望上那彩月一樣，(這是)

「韜邃彩而月懸」。 

 

    「非有之有波騰，湛幽章而海濬」，佛家(的要旨)是非有又非空，最主要是要證得「空

性」，「空性」，不能緊繃繃地說它是「有」，但不講也不行，對吧？「非有之有」，雖然

講「有」，但不(執)著於「有」。「非有之有」是指「經」「論」的語言。「波騰」，猶如

(水)波般騰起，即是說造很多很好的「論」。 

 

    「湛幽章而海濬」，「湛」，即是沉、沉了下去，「幽」者，很深的，「章」者，所指

的是文章、文彩。「論」裡沉(藏)有很多好的東西，好的文彩。「而海濬」，「濬」，深

也，好像大海一樣的深(博)，大海可以養很多魚，又博又深，「湛幽章而海濬」，好像海一

樣的深(博)。所以，你不要以為只靠佛說的經典就可以，這些菩薩：龍樹、提婆、無著、世

親等，功勞是非常之大的。 

 

    「匪屬具體鄰智」，「匪屬」者，即是「如果沒有了」，如果沒有了龍樹、提婆、無

著、世親這些人呢，「具體」是什麼呢？「具體」又是儒家的(語言)。儒家的《孟子》說，

孔夫子是一位聖人，其中孔子有很多弟子，有三千弟子，他說孔子的弟子之中，宰我、子貢

這些人，「皆有聖人之一體」，這些大弟子，都有聖人 ── 指孔子 ── 的一體。「一

體」者，一個人有四體的，兩手兩腳(加起來就是)四體，它說這些弟子只得到聖人的一體，

不能得到聖人的全部。唯獨有幾位(弟子)，一位叫冉牛，你不要以為叫阿牛的就不是好東西

啊﹗一位叫閔子，就是二十四孝「單衣順母」那位閔子，還有那個短命的顏淵，「則具體而

微」，「具體」兩字的來源就是這樣。只有宰我、子貢這些人，都是只得四體中的一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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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唯有閔子、冉牛、顏淵這幾位，「則具體而微」，「具」即是具備，四體具備，即是一

位聖人的縮影，但比較微一些、細一些，「微」即是少一些，及不上聖人，這是「具體而

微」。 

 

    在這(序文)裡，窺基法師又借用它，「匪屬具體鄰智」，「具體」者，即是指什麼？龍

樹、提婆、無著、世親等人就是「具體」；「鄰智」，(「鄰」是)接近，「智」即是指無上

菩提，那些人接近、幾乎(證)得無上菩提，就是「具體鄰智」。 

 

    如果沒有了這些人呢，這些人做什麼的？就是靠這些人「演賾鉤深」，「賾」，即是很

周密的、很細密的，細密的東西，若不將它排演、鋪演出來，你是不容易了解的。它把很細

密的道理，推演出來，(謂之)「演賾」。「鉤深」，佛所說的很深(妙)的道理，他們把它鉤

出來給人了解。如果沒有了這些菩薩去「演賾鉤深」，若是這樣的話，「則空性了義，幾乎

息矣」。「空性」者，所指的是真如，為何呢？這個「真如」，要你修空觀修到純熟，空觀

的那種空智，那種智慧、無漏智，(當)那種無漏智出現，就把所有的煩惱障、所知障壓低，

還未成佛就是把它壓低，若(已)成佛，(能)把它全部掃清，空掉所有這些煩惱障、所知障，

不是說(要)空掉真如。空掉煩惱障、所知障，就能把真如顯露出來。這個真如就叫「空

性」。用空的智慧掃除煩惱所顯露出來的實性，「性」者，體、實體。⋯⋯ 

 

    這樣，(就是第)一段。今天還未講到「論」的本文，還有時間，我繼續講下一段，好

嗎？因為今天你們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提出，對吧？好了，繼續講下一段。  

 

    這文章多麼跌宕，每句說話都好像有千斤之力，(遣詞)運語沉雄，很博學、沉博，而雄

亮，你不容易找到另外一篇像這樣的文章。寫佛經經注的序，寫得最好的是窺基法師，第二

就是華嚴宗的賢首法師，也是寫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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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說過那些菩薩是有功(勞的)，對吧？要講入(正)題就是要講唯識，現在就入(正)題

了。 

 

第二段：「《唯識三十頌》者，十支中之一支，天親菩薩之所製也。白虹飛祲(讀「侵」或

「寢」也可以)，素豪銷景。線華奧旨，舛鳳訛風；貝葉靈篇，乖魚謬日。顧惟法寶，斯文

行墜。誕茲融識，秀迹傳燈。晦孤明於《俱舍》，示同塵而說有。解慧縛於《攝論》，表縱

聖而談空。鑒洽智周，窮神盡叡。研精此頌，用標玄極。釋文未就，歸真上遷。義繁文約，

泉源重秘。」這樣是一段。 

 

    這段是說，世親菩薩作《唯識三十頌》，作《唯識三十頌》後，自己未曾加以注釋便死

了。這一段就是說這件事情。它說《唯識三十頌》，印度古代的人很歡喜用詩──有韻的語

句，很像我們中國人用韻語、用有韻(律)的東西，你不要以為古代的人很純樸，不用韻，

《易經》「十翼」裡，也有用韻，很多文章也有用韻，如〈乾文言〉、〈坤文言〉都有用

韻，讀起來鏗鏘有聲的。 

 

    老子《道德經》都有韻，你看它(的句子)是一對一對的，它一開首是「道可道，非常

道」，這樣一對三個字；「名可名，非常名」，這樣也是三個字一對；「無名天地之始」，

六個字，「有名萬物之母」，也是一對一對的，很美麗。故「常無欲以觀其妙」，這好像對

聯的頭句，「常有欲以觀其徼」。 

 

    印度人所有關於理論的書，都有用韻，用詩(的體裁)寫，叫作「頌」。「頌」的梵文是

什麼？叫作「gāthā 」，以前的譯音譯為「偈」，即現在你們(所謂的)「傾偈」。那些禪

宗法師「傾傾吓偈」便弄出幾句東西，好像六祖(慧能)，講話途中便弄出幾句「無相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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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為何譯作「偈」呢？gāthā ，古代的「偈」字讀作「gā」。「thā 」字呢？中國古

代人的音譯會把尾音全部省略。譬如「佛陀」，「buddha」，只譯「bud」作「佛」，

「dha」字不譯，對吧？「偈」呢，「gāthā」  的「thā」 字又不譯，因為我們中國

人、我們的祖宗歡喜簡略。「韻」，應該譯作「頌文」、「頌」，歌頌的詩，好像現在宗教

所頌的聖詩一樣。一般來說，小則三字一句，多則八字一句，一般是四句一行，那些貝葉，

四句，一句、二句、三句、四句，每句隔開一字，成為一行，就叫作一首頌。  

 

    世親菩薩造了三十首頌，「頌」這個字，英國人最歡喜把這個字翻譯成⋯⋯有些人把

「頌」字譯作「stanzas」，三十首「stanzas」；或者，有些人把「頌」字譯作「line」，因

為(看上去)一行一行的，三十「line」。 

 

    (世親菩薩)用三十首頌把整個唯識的道理提要鉤玄地說，所以學唯識的人一定要唸熟 

《三十頌》。如果你不是學唯識的，唸熟《三十頌》，保證你對佛法不會籠統。學佛的人，

最應該避免的是成為被古代的禪宗法師所駡的人，他們駡別人什麼？那些禪宗法師駡人「顢

頇佛性」，「顢頇」，即是走路很笨拙似的，「顢頇佛性」，即是對佛性不了解；「籠統真

如」，整天滿口「真如」，但籠籠統統的根本不知道「真如」是怎樣的。那些禪宗法師就是

這樣駡人的，學佛的人最忌就是變成這樣。如果你讀熟《唯識三十頌》，你稍為了解一下

它，就不會有「顢頇佛性，籠統真如」這個毛病了。  

 

    它怎樣說《唯識三十頌》呢？「十支(論)之一支」，大乘的唯識宗，最主要(的「論」)

叫「一本十支」。除了佛所說的經之外，菩薩所造的論最重要的是「一本十支」。「一本」

根本的論，叫《瑜伽師地論》。我這次回來(香港)，「法雨精舍」邀約我開講《瑜伽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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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現在我已講完第一冊，第二冊下星期開始(講)，那幾時才可以講完？我看十年也講不

完。一百卷，我已講完兩卷，第三卷才開首，我把兩卷編為一冊。那間「法住學會」為我開

了一個課程──《瑜伽師地論》的研究，只有十二堂，怎麼能講完呢？他說講不完明年再接

續講，我說這次真是麻煩了。如果大家想聽《瑜伽師地論》，不妨去「法雨(精舍)」，免費

的，如果去「法住(學會)」就要收費，收費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瑜伽師地論》是大乘有宗根本的論典，就叫作「一本」，其他有十本(論典)是補助

的，十本補助(的論典)之中，《唯識三十頌》是一支，「十支中之一支」也。 

 

    為什麼叫「一本十支」呢？我不花時間(講了)，請你查一查《佛光大辭典》(就可以

了)，對吧？查一查「一本十支」這四個字，你就(會)了解。這樣我就可以省回十分鐘了，你

自己看吧。如果你看我這本(《成唯識論述記刪注》)都可以，有這本書的話，看「一本十

支」的注釋就可以了。 

 

    它說「十支中之一支」，是誰造的呢？是「天親菩薩之所作(製)也」。「天親」，是印

度古代婆羅門很祟拜的毗紐天，他們說這位毗紐天很像四臂觀音菩薩。如果你想看毗紐天的

雕像呢，可以去跑馬地馬場旁養和醫院附近的印度廟，裡面有個毗紐天像。現在不知道是否

開放給人進去，以前我是進過裡面的。 

 

    另外，如果你想便利一點，一定可以進去的，你就(可以)去對面海，「假日酒店」，

「假日酒店」裡面有個地方，叫「咖啡閣」，對吧？「咖啡閣」對開放了一個石像，那個石

像叫什麼⋯⋯好像叫毗紐天像，對吧？陳瓊璀，是毗紐天像吧？是。很像四臂觀音的，那石

像很漂亮，值得去參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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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古代的人最崇拜這個毗紐天像，他們認為祂與世人最接近的，世人向祂祈求什麼，

祂都給予。所以，現在西方的學者認為，我們佛家的觀世音菩薩，即是婆羅門的毗紐天，這

個毗紐天的天像傳入西藏後就成為四臂觀音了。 

 

    另外有些人又認為，(兩者)同是觀世音菩薩，在佛教，就叫觀世音，化身在婆羅門裡，

就叫毗紐天，(兩者是)一樣的。可能是這樣也說不定，馮公夏先生就是持這種見解的。這亦

(說得)通的，對吧？大家相安無事，就不會互相指責：「你的觀音我認為不對﹗」、「你的

毗紐天我認為不對﹗」。你可以(敬)拜你的觀音，他可以(敬)拜他的毗紐天，這種說法也是

好的。 

 

    因為毗紐天與世人最接近，人們便稱祂為「世天」。這個作者的母親想生孩子，就走到

毗紐天那裡求子，怎料求了後便生下了世親，於是就說他是毗紐天的親人來的，叫作「世

親」。毗紐天叫「世天」，他叫「世親」。 

 

    那為何叫「天親」呢？以前的人翻譯，毗紐天是「天」，翻譯「世」字人們不懂，不如

「天」的「親」吧，所以譯作「天親」。 

 

    到了玄裝法師的時候，他認為翻譯成「天親」不對，應該譯為「世親」。雖然是這麼

說，唐朝時候的人是不敢寫「世親」的，他們寫「天親」，照舊用「天親」(這個翻譯)。    

為什麼呢？因為唐太宗李世民叫「世民」，人們不太敢用「世」這個字，所以仍舊用「天

親」，就是這原故。 

 

    窺基法師是功臣的侄子，窺基法師的伯父叫尉遲恭，尉遲恭是輔助唐太宗起事的。窺基

法師的父親叫尉遲宗，又被封為公爵，是代州都督。他(窺基)是功臣的後裔，對唐太宗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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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所以為了避諱而用「天親」。「天親菩薩之所(製)作也」。 

 

    好了，為何他(天親)會作這個(《唯識三十頌》)呢？我們看一看：「白虹飛祲，素豪銷

景」，「白虹」是怎樣的？相傳是這樣：佛(入)涅槃那天，中國是周朝，西周──周穆王的

時代，那位太史──管理天文的人──看見西方有十二條白光，(顯)現在西方。於是周穆王

就問太史，太史即是管理天文的人，他問這即是象徵著什麼呢？太史說：西方有聖人去世。

這個象徵是這樣的。即是什麼意思呢？那十(二)道光是妖祲，那是妖氣來的，佛涅槃了，妖

氣出現了，就是這樣。 

 

    當然話是這麼說，但有什麼可以證明到當時真的有什麼十二道白光呢，不過我們對這些

傳說(的了解)，就是如此。 

 

    「白虹飛祲」，「祲」者，妖氣，那些妖魔之氣。飛起上來，佛滅度了，就「白虹飛

祲」。十二條白光，就是「白虹飛祲」。飛起那些妖氣，那時候是什麼？就是「素豪銷

景」，就是佛涅槃了。「素豪」的「素」即是白色，相傳佛的印堂位置有一條白(色)的毫(即

「豪」)，向右旋結，結得好像一粒珠，他說法的時候那條白毫會放光的。「銷景」，

「景」，光也。「銷」者，滅也。即是說佛涅槃了，「素豪銷景」了。 

 

    這樣之後呢，「線華奧旨，舛鳳訛風」，「線華」指經，「經」字，梵文叫

「sūtra」，「sūtra」，嚴格的意譯是一條線，這條線可以用來穿著花，成為一個花蔓或

花圈。佛經，可以把佛所說的道理貫穿起來而不散失，所以就用「線」字當作「經」。譯了

作中國文，因為中國都尊重「五經」的，所以就譯作「經」字。「線華」者，即是指經，

sūtra。它說經裡面那些深奧的道理，「舛鳳訛風」，怎樣「舛鳳訛風」呢？本來是「鳳」

字，但抄寫的人一下子寫錯了「風」，這就是「舛鳳訛風」。那個「鳳」字，「舛」，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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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把「鳳」字寫錯了變成「風」字，即是什麼意思？一直流傳下來，那些佛經愈是流傳就

愈多錯誤，(就是)「舛鳳訛風」。 

 

    「貝葉靈篇」，「貝葉」，印度古代沒有紙張，就用那些叫作貝多羅的樹葉，長長闊闊

的，好像現在我們包粽的那些葉，但厚很多，用鐵筆寫，寫完後塗些墨上去，然後把墨抹乾

淨，這樣就有字了，佛經就是這樣(來)的。那些「貝葉」，貝多羅葉，即是指佛經，「靈

篇」，讚(美)那些經是「靈」的，有神靈的，(所以叫)「貝葉靈篇」。 

 

    「乖魚謬日」，本來是個「魯」字，它不見了後面的部分，就變成「魚」字，「謬」了

個「日」字，失了個「日」字了，(就是)「乖魚謬日」。即是說(佛)經有很多訛誤。 

 

    「顧惟法寶」，「顧」者，念也，回顧；「法寶」，即是佛經。 

 

    「斯文行墜」，「斯文」者，指文化，佛經的文化、佛的文化，「斯文」。「斯文」這

兩字的意思是什麼？原本出自《論語》，「四書」中的《論語》。有一次孔夫子周遊列國，

到了一處地方叫作「匡」。在匡的人誤會了他是從前的一名貪官，說他的樣子(長的跟貪官)

很像，就包圍他，想報仇。孔夫子就被那些人包圍，幾乎掉了性命。那時他帶著弟子，很害

怕，有位弟子走去問孔夫子，他說怎麼辦？現在被人包圍，已經殺到埋身了。孔夫子很優悠

的回答：「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他說自從周文王死了之後，我們中國人的文化不是就

在我身上嗎？「茲」即是此處，文王以後，文化不是就在此處嗎？他說「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這就是「斯文」，他說如果上天還未想消滅這種文化，我這個

現在還未死的人，就不應該會參加、了解這些文化了；因為我都可以了解這些文化，我又可

以傳布這些文化，可見上天還未想消滅這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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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他說如果上天還未想消滅這些文化，那班包

圍我、想殺害我的匡人能夠殺害得到我嗎？他們怎能奈得我何？上天會保護我的﹗果然，過

了一段時間，那班匡人知道原來認錯了人，於是他們散開了。 

 

    「斯文」，即是用來代表文化，現在的人常說：他很斯文呀，就是來源於此。「斯文行

墜」，即是佛教的文化幾乎沒有了，「墜」了，那怎麼辦呢？ 

 

    「誕茲融識」，「誕」即是產生，於是產生了一個「融識」，「識」就是知識，「融」

即是很融通的知識，即是指世親，這位(《唯識三十頌》的)作者。 

 

    「秀迹傳燈」，「秀」者，清秀、秀麗之「秀」，它說他的行迹，他一切的學問及行

為，都很好、很善的，他能夠把佛(所說的)重要的道理好像燈燈相傳般傳下來，接著又怎樣

呢？ 

 

    「晦孤明於《俱舍》」，他(世親)初期於小乘出家，不相信大乘的，造了一部《俱舍

頌》，造《俱舍頌》的時候是反對大乘的。 

 

    「示同塵而說有」，此處是稱讚他，意思是說他不是真的反對大乘，(只是)表示和光同

塵，與小乘一樣，大家一起談論一下小乘有宗的東西而已。  

 

    後來呢，「解慧縛於《攝論》」，後來他受了哥哥(無著菩薩)的感化，至於怎樣受到哥

哥的感化呢，你就自己去查字典了，對吧？查一下「世親」這兩個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這

本書(《成唯識論述記刪注》)呢，你就看我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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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受了哥哥的感化就改宗大乘，改信大乘。他哥哥寫了一本書，叫《攝大乘論》，並叫

世親替這本書造注釋，於是他就替哥哥那本《攝大乘論》造注釋。那時候他智慧的束縛解放

了，不再被小乘(的思想)束縛，「解慧縛於《攝論》」，「《攝論》」即是《攝大乘論》的

簡稱。 

 

    「表縱聖而談空」，表示出他好像孔夫子一樣，「縱聖」，上天放縱他，令到他走去做

聖人一樣，他可以不談小乘(的道理)，而「談空」，説大乘(的道理)，這是「談空」。 

 

    「鑒洽智周」，「鑒」即是指智慧，「洽」者，即是很融合、很融通、(淵)博，他的智

慧非常之(淵)博，「洽」，很(淵)博、很融通。「智周」，「周」者，普遍，很多事情都懂

得、很普遍。 

 

    「窮神盡叡」，「神」，即是神妙的道理他能夠窮究，「叡」，智慧的別名，即是

wisdom，智慧，「盡叡」，應有盡有地把智慧發展。 

 

    「研精此論(頌)」，最後研究唯識研究得很精(熟)，就寫下此論(頌)。 

 

    「用標玄極」，「標」即是舉、舉出，「玄」即是深奧，「極」者，最高的，把很深

奧、很高的道理標舉出來，即是舉出綱要，並不是詳細解釋。 

 

    「釋文未就」，他自己的注釋還未寫完，「歸真上遷」，「歸真」，即是圓寂、死，

「上遷」，即是說他上生兜率天了。 

 

    「義繁文約」，道理很多，「繁」即是多，「約」者，簡，文字很簡，道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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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源重秘」，本來唯識的道理好像泉水般涓涓不息，(像)有個水源，但世親死後，

「秘」者，閉也，又變得閉塞了。這即是什麼意思？要靠後人替他作注釋了。 

 

    今天，講了這兩段而已，大家最緊要不用⋯⋯ 

 

    在意大利北部的阿爾卑斯山的路上有一個碑，相傳是這樣，我未去過，不過有人去過，

拍下了(照片)回來，那個碑寫著什麼？「慢慢走」，慢慢走，沿路要(懂得)欣賞，我們讀佛

經也是一樣，慢慢走，一邊走一邊欣賞，不要急，「欲速則不達」，孔夫子說。孔夫子教人

「欲速則不達」，「欲速」，你搞不好的、不通的。慢慢來，每天(增加)多一點，那就足

夠。因為大家只要願意持戒，永不會落惡道的，今世未學完，下一世定會接續。第一個條件

只不過是持戒，對吧？所以不用怕走得慢，我們沿路欣賞。 

 

    好了，今天就講這麼多。  

 

 

 

 

 

 

 

 

 

<第一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