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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三自性論》是世親菩薩晚期的著作，亦是將三自性的觀念最

清晰地演述的一本論著。除梵文原本外，目前最少有藏文、中文、

日文和英文幾種譯本。然而，各譯本仍是不易理解，而內容亦頗有

分歧。故筆者不昧淺陋，嘗試以淺白的文字重譯本論。本譯文依據

Stefan Anacker, Seven Works of Vasubandhu,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td., 1994, pp.464-466所附的梵文版本進行翻

譯。該版本為法國人蒲桑（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在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2, 1932-1933, pp.147-161發表的校訂本。除

翻譯為中文本外，筆者亦對應著每首梵文偈頌，造成中文偈頌，以

方便讀者記誦。

1.	 kalpitaḥ	paratantraśca	pariniṣpanna	eva	ca,

	 trayaḥ	svabhāvā	dhīrāṇāṃ	gaṃbhīraṃ	jñeyamiṣyate.

妄想的事物，依靠他者（依他）的事物，以及完全地成就（圓

成）的事物，只有這三種自性。這是在（向聖者）請問中，被

說成是極深妙的事情。

妄想與依他，圓成三自性，

聖者施教中，所言極深事。

2.	 yat	khyāti	paratantro’sau	yathā	khyāti	sa	kalpitaḥ,

	 pratyayādhīnavṛttitvāt	kalpanamātrabhāvataḥ.

那些現見的事物，是作為依他的事物而存在，因被妄想而展

現。基於因緣而生起這樣地存在，只由於被分別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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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而存在，為妄想展現，

因緣所生起，分別故現前。

3.	 tasya	khyāturyathākhyānaṃ	yā	sadāvidyamānatā,

	 jñeyaḥ	sa	pariniṣpannaḥ	svabhāvo’nanyathātvataḥ.

那被展現的事物，由於被展現的樣態恆常地是虛妄的，當知這

就是圓成的自性。這是由於沒有變異之性質而存在。

現前事樣態，常為虛妄故，

此即圓成實，以無有變異。

4.	 tatra	kiṃ	khyātyasatkalpaḥ	kathaṃ	khyāti	dvayātmanā,

	 tasya	kā	nāstitā	tena	yā	tatrā	dvayadharmatā.

在那裏，甚麼得以展現呢？非真實之妄想分別。如何展現呢？

以（主體和客體）兩方面事物（中譯按：即能取和所取，以下

稱為「二取」）的方式。那樣的非真實之妄想分別是怎樣的

呢？在彼當中是離開二取的法性。

非真分別現，二取無實性，

非實所現事，法性離二取。

5.	 asatkalpo’tra	kaścittaṃ	yatastatkalpyate	yathā,

	 yathā	ca	kalpayatyarthaṃ	tathātyantaṃ	na	vidyate.

這種被稱為非真實之妄想分別的，是甚麼呢？就是心。無論它

是所分別，抑或是能分別，畢竟都是無所有。

非真妄分別，此即是一心，

分別所分別，畢竟無所有。

6.	 taddhetuphalabhāvena	cittaṃ	dvivibhaviṣyate,

	 yadālayākhyavijñānaṃ	pravṛtyākhyaṃ	ca	saptadhā.

這個心，被視為作為因的事物，以及作為果的事物兩方面。即

是說，一方面是被冠以阿賴耶這名稱的識，第二方面是被稱為

現起的七種事物。



203

三
自
性
論

此心具二相，是因亦是果，

因稱阿賴耶，果為七轉識。

7.	 saṃkleśavāsanābījaiś	citatvāccittamucyate,

	 cittamādyaṃ	dvitīyaṃ	tu	citrākārapravṛttitaḥ.

	 由於統馭著積聚成染污種子的習氣而稱為心。最初的事物（即

阿賴耶識）成為了心。其次的（即前七識）則如畫師生起（種

種形相）。

染污習氣種，積聚而為心，

初者稱作心，次如工畫師。

8.	 samāsato’bhūtakalpaḥ	sa	caiṣa	trividho	mataḥ,

	 vaipākikastathā	naimittiko’nyaḥ	prātibhāsikaḥ.

	 扼要地說，這虛妄分別被認為具有以下三方面：作為果報，作

為展現的原因，以及只是顯現的東西。

此虛妄分別，一是業果報，

二為現起因，三僅作顯現。

9.	 prathamo	mūlavijñānaṃ	tadvipākātmakaṃ	yataḥ,

	 anyaḥ	pravṛttivijñānaṃ	dṛśyadṛgvittivṛttinaḥ.

	 其中的第一項就是根本識，因為它的本質是異熟的。此外，其

餘就是現前起動的識，因為它們現起為被認識的事物，以及進

行認識的事物。

初異熟本識，餘現前所起，

展現為所知，亦是能知事。

10.	 sadasattvād	dvayaikatvāt	saṃkleśavyavadānayoḥ,

	 lakṣaṇābhedataśceṣṭā	svabhāvānāṃ	gaṃbhīratā.

	 關於自性的深入意思，可以從有與無，二與一，雜染與清淨這

些性格上之異同來看。



204

《
法
相
學
會
集
刊
》
第
九
輯

三自性深義，有無一與二，

雜染跟清淨，性格異同顯。

11.	 sattvena	gṛhyate	yasmādatyantābhāva	eva	ca,

	 svabhāvaḥ	kalpitastena	sadasallakṣaṇo	mataḥ.

	 由於以所知的事物為有，而它們完全是不存在的東西，因此，

被妄想的事物的自性被視為有而非有的性格。

以所知為有，實是畢竟無，

妄想事自性，亦有亦非有。

12.	 vidyate	bhrānti	bhāvena	yathākhyānaṃ	na	vidyate,

	 paratantro	yatastena	sadasallakṣaṇo	mataḥ.

	 由幻術現起迷亂的東西，由於是非實在，因此，依他起性被視

為亦是有相亦非有相。

幻起事有相，迷亂非實在，

此依他起相，亦有亦非有。

13.	 advayatvena	yaccāsti	dvayasyābhāva	eva	ca,

	 svabhāvastena	niṣpannaḥ	sadasallakṣaṇo	mataḥ.

	 不二的東西是有，而二的只是非有性，因此，圓成實性被理解

為亦有亦非有。

不二事為有，二則是非有，

圓成實自性，說是有亦無。

14.	 dvaividhyātkalpitārthasya	tadasattvaikabhāvataḥ,

	 svabhāvaḥ	kalpito	bālairdvayaikatvātmako	mataḥ.

	 妄想分別有著二元性，其存在性為非有則是單一性格，這妄想

分別的自性為愚者視為亦是二亦是一。

妄分別有二，非有為一性，

此妄想自性，愚見二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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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rakhyānād	dvayabhāvena	bhrāntimātraikabhāvataḥ,

	 svabhāvaḥ	paratantrākhyo	dvayaikatvātmako	mataḥ.

	 由於以二取的姿態展現，但同是迷亂則成了單一性格，這依他

起的自性，亦二亦是一。

二取姿態現，迷亂則成一，

依他起自性，亦二亦是一。

16.	 dvayabhāvasvabhāvatvādadvayaikasvabhāvataḥ,

	 svabhāvaḥ	pariniṣpanno	dvayaikatvātmako	mataḥ.

	 由於有著二取的自性，同時卻是不二而成為一，因此，圓成實

的自性，是二亦是一。

具二取自性，不二而為一，

圓成實自性，是二亦是一。

17.	 kalpitaḥ	paratantraśca	jñeyaṃ	saṃkleśalakṣaṇam,

	 pariniṣpanna	iṣṭastu	vyavadānasya	lakṣaṇam.

	 被妄想的東西，與依他起的東西，被理解為具有雜染相；但是

圓成實的東西卻具有清淨的相。

妄想與依他，俱為雜染相，

圓成實自性，卻是清淨相。

18.	 asaddvayasvabhāvatvāttadabhāvasvabhāvataḥ,

	 svabhāvātkalpitājjñeyo	niṣpanno’bhinnalakṣaṇaḥ.

	 由於（妄想的東西）以非有的二取為自性，而圓成實的東西以

這（二取）的非存在為其自性，因此應知圓成實與妄想的東西

並不是有著別異的本質。

非有二取性，二取非有性，

妄想與圓成，非為別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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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dvayatvasvabhāvatvāddva	yābhāvasvabhāvataḥ,

	 niṣpannātkalpitaścaiva	vijñeyo’bhinnalakṣaṇaḥ.

	 由於圓成實的東西以非二取為自性，另一方面，妄想的東西以

二取的非有為自性，由此應知，妄想的東西與圓成的東西並不

是有著別異的本質。

非二為自性，二取無為性，

圓成與妄想，性實非別異。

20.	 yathākhyānamasadbhāvāttathāsattvasvabhāvataḥ,

	 svabhāvātparatantrākhyānniṣpanno’bhinnalakṣaṇaḥ.

	 由於被展現的不是實在，此外，以這樣非實在的東西作為自

性，因此，圓成實與依他起並不是有著別異的本質。

現見非實在，非實為性故，

依他與圓成，非別異本性。

21.	 asaddvayasvabhāvatvādyathākhyānāsvabhāvataḥ,

	 niṣpannātparatantro’pi	vijñeyo’bhinnalakṣaṇaḥ.

	 由於以非實的二取為自性，另外，只是展現而無實性，由此應

知，圓成實與依他起有著不異的性格。

非實為自性，現起無實性，

圓成與依他，具不異本性。

22.	 kramabhedaḥ	svabhāvānāṃ	vyavahārādhikārataḥ,

	 tatpraveśādhikārācca	vyutpattyarthaṃ	vidhīyate.

	 以方便解說三自性的悟入，故依世俗講述自性的次序上的差

別。

世俗方便說，悟入三自性，

隨說三性義，依次第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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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kalpito	vyavahārātmā	vyavahārātmako’paraḥ,

	 vyavahārasamucchedaḥ	svabhāvaścānya	iṣyate.

	 世間言說以妄想為性，言說的主體以依他起為性，斷除了世間

言說被視為以別的自性為性的東西。

言說妄想性，說者依他起，

除卻世間說，別性是圓成。

24.	 dvayābhāvātmakaḥ	pūrvaṃ	paratantraḥ	praviśyate,

	 tataḥ	praviśyate	tatra	kalpamātramasaddvayam.

	 最初以二取作為本質，依他起被悟入。然後，那僅是分別而非

實在的二取，這樣地被悟入。

初二取為性，悟入依他起，

分別非實在，乃得悟二取。

25.	 tato	dvayābhāvabhāvo	niṣpanno’tra	praviśyate,

	 tathā	hyasāveva	tadā	asti	nāstīti	cocyate.

	 再進一步，以二取之非存在為性，圓成實性被悟入，這樣便被

說成亦有亦非有。

二取非有性，依此入圓成，

故說圓成實，亦有亦非有。

26.	 trayo’pyete	svabhāvā	hi	advayālabhyalakṣaṇāḥ,

	 abhāvād	atathābhāvāt	tadabhāvasvabhāvataḥ.

	 這三種自性以否定二取為其本質，而這種本質不被知覺到。

（妄想的）非存在，（依他起）非以這樣的相狀存在，另外，

（圓成實）以這種非存在作為其自性。

三性離二取，妄想實非有，

依他不如相，圓成自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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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āyākṛtaṃ	mantravaśātkhyāti	hastyātmanāyathā,

	 ākāramātraṃ	tatrāsti	hastī	nāsti	tu	sarvathā.

	 這猶如以咒語的力量造作出幻象，顯現大象的形相。這樣，那

處只有大象的形相存在，決沒有真實的大象存在。

猶似咒力作，現出種種相，

唯形相是有，非實象可得。

28.	 svabhāvaḥ	kalpito	hastī	paratantrastadākṛtiḥ,

	 yastatra	hastyabhāvo’sau	pariniṣpanna	dṛṣyate.

	 大象是被妄想的自性，而這個形相是依於他者的存在，這樣

地，以大象為非實在的存在，那圓成實性則被見到。

實象妄想性，形相依他起，

明象非實性，圓成實可得。

29.	 asatkalpastathā	khyāti	mūlacittāddvayātmanā,

	 dvayamatyantato	nāsti	tatrāstyākṛtimātrakam.

	 由於非實的妄想分別，二取從根本心被現起。這畢竟都不是實

在，它僅僅是形相。

非實妄想故，二取從根生，

畢竟非實有，唯是所顯相。

30.	 mantravanmūlavijñānaṃ	kāṣṭhavattathatā	matā,

	 hastyākāravadeṣṭavyo	vikalpo	hastivaddvayam.

	 根本識好比咒語，真如則可比作木片之類的東西。此外，分別

就好比大象的形相，而二取則正如大象。

本識如咒語，真如比材質，

分別是形相，二取說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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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thatattvaprativedhe	yugapallakṣaṇatraye,

	 parijñā	ca	prahāṇaṃ	ca	prāptiśceṣṭā	yathākramam.

	 復次，事物的真實性被了解的同時，三種相，包括普遍知、所

斷除和所證得的，被認為是同時達致的。

世間真實性，獲了悟之時，

遍所斷所證，三相同時現。

32.	 parijñānupalambho’tra	hānirakhyānamiṣyate,

	 upalambho’nimittastu	prāptiḥ	sākṣātkriyāpi	ca.

	 這樣，普遍知是無所得的，被斷除的是不被展現的東西，所得

的是無相的事物，這是覺悟的現前證會。

遍知無所得，所斷非展現，

所得唯無相，覺悟證現前。

33.	 dvayasyānupalambhena	dvayākāro	vigacchati,

	 vigamāttasya	niṣpanno	dvayābhāvo’dhigamyate.

	 二取不能被見到，因此二者的形相滅去。由於二者的滅去，那

被理解為二者的非存在的圓成實則被達致。

二取不能見，是故形相滅，

以二非存在，圓成實達致。

34.	 hastino’nupalambhaśca	vigamaśca	tadākṛteḥ,

	 upalambhaśca	kāṣṭhasya	māyāyāṃ	yugapadyathā.

	 猶如在幻術中，看不到象，亦離開那些形相，並且見到木片，

這三件事情同時間出現。

幻中不見象，離二取形相，

當下見材質，三事同時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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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viruddhadhīkāraṇatvād	buddhervaiyarthyadarśanāt,

	 jñānatrayānuvṛtteśca	mokṣāpatterayatnataḥ.

	 由於產生矛盾的知識，此外，從虛妄中仍有所見而生起三種知

識，以及不能靠著努力修行而達致解脫。

所知現相違，虛妄中所見，

三種知識生，勤修不得果。

36.	 cittamātropalambhena	jñeyārthānupalambhatā,

	 jñeyārthānupalambhena	syāccittānupalambhatā.

	 故此唯有心而沒有知識對象。以沒有知識對象，心之實在也是

沒有。

唯有心可得，對象無所有，

亦以無對象，心之實亦無。

37.	 dvayoranupalambhena	dharmadhātūpalambhatā,

	 dharmadhātūpalambhena	syādvibhutvopalambhatā.

	 在見不到二取的情況下，就能夠見到法界。若能見到法界，就

能夠得到自在。

二取無所得，即能見法界，

能見法界者，便得以自在。

38.	 upalabdhivibhutvaśca	svaparārthaprasiddhitaḥ,

	 prāpnotyanuttarāṃ	bodhiṃ	dhīmānkāyatrayātmikāṃ.

	 得到自在的聖者，同時完成了自利、利他（的功德），因而獲

得以（佛陀的）三身為本質的最高之覺悟。

得自在聖者，自利利他成，

佛三身為本，無上覺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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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svabhāvanirdeśaḥ

By Vasubandhu
Translated	by	CHAN	Sum-tin

Trisvabhāvanirdeśaḥ	is	a	work	of	Vasubandhu	in	his	late	stage.		The	
work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best	work	interpreting	the	concepts	of	the	
Three	Natures.	 	Apart	from	the	original	Sanskrit	version,	the	work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at	least	four	languages	including	Tibetan,	Chinese,	
Japanese	and	English.	 	However,	 the	translations	are	not	easy	to	read	
and	the	meanings	are	diversified	in	certain	parts.		So	the	writer	tried	to	
re-translate	the	work	from	Sanskrit	into	more	readable	Chinese	words.

This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the Sanskrit version appended to Stefan 
Anacker, Seven Works of Vasubandhu,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td., 1994, pp.464-466, which was edited by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and was published at the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2, 1932-1933, pp.147-161.  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writer	 also	makes	Chinese	 stanzas	 to	 facilitate	 the	
readers	to	memorize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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