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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以下藏本第三卷.不分品.魏本同.陳本作應知入勝相第三.隋本作入應知勝相勝語第三. 
170魏本以此句判屬上卷.以下乃爲下卷.  
171藏本此二句云.如阿賴耶識.爲諸如理作意所攝.顯現法義而起.猶如所取事之所依.有見意言之種子.今譯義異. 
172陳本此二字作意言分別.藏本下文亦作意分別.與世親釋爲意地尋思相合. 
173
藏本此句云.心相續由多聞大乘法所熏習.  

攝大乘論卷下 

阿僧伽作 

後魏世佛陀扇多於洛陽譯 

 

 

 

[0104b18] 入智相云何。多聞

薰身故。非阿犁耶識所攝。

如阿犁耶識種子成。寂靜思

惟所攝。諸法義現相所生可

取事處有見者意言處。 

攝大乘論應知入勝相第三 

   

 

 

 

 

  如此已說應知勝相。云何應

知應知入勝相。多聞所熏習依

止。非阿黎耶識所攝。如阿黎耶

識成種子。正思惟所攝。似法及

義顯相所生。似所取種類有見意

言分別。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六 

  入應知勝相勝語第三 

 

 

 

 

論曰。如此已說應知相。入

應知相云何可見。多聞所熏

習依止。非阿梨耶所攝。如

阿梨耶成種子。正思惟所攝

似法似義所生。似所取物有

見意言。 

 

攝大乘論 

  169入所知相分第四 

第四章  入所知相 

第一節  長行 

  第一項  能入觀體 

 

論曰。
170
如是已說所知相。入

所知相云何應見？多聞熏習

所依，非阿賴耶識所攝，171如

阿賴耶識成種子，如理作意

所攝，似法似義而生，似所

取事有見172意言。 

 

 

悟入所知能相品第四 

 

 

 

 

如是解说所知能相时、云

何看悟入所知能相耶？

即是由多闻熏习之所

依、既非阿赖耶识所摄，

如其阿赖耶识之方式、由

如理作意思惟所摄、具有

生起显现为法与义之道

理、犹如所取事体之所

依、具有能看见之诸意识

中诠说之种子。 

 

 

是中誰入智相。大乘所薰多

聞相續身。無量諸親近得

   

何人能入應知相。大乘多聞熏習

相續已得承事。無量出世諸佛。

 

論曰。於中何人能入應知

相。大乘多聞熏習相續已

第二項  誰能悟入 

論曰。此中誰能悟入所應知

相？173大乘多聞熏習相續，已

 

此中谁能悟入所知能相

耶？由心相续众多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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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藏本此語云.卽由大乘因所生者.與世親合. 
175
藏本此句云.修一切障對治故.與無性合. 

故。信欲一向故。善集善根

故善助功德。 

已入決定信樂正位。由善成熟修

習增長善根。是故善得福德智慧

二種資糧。 

 

故。得親近無量出世諸佛

故。一向信解善集善根故。

善滿足福智資糧諸菩薩 

得逢事無量諸佛出現於世，

已得一向決定勝解，已善積

集諸善根故，善備福智資糧

菩薩。 

大乘所熏习。无能量佛陀

出现、获得所听闻、具有

一向胜解、已善积累善根

故，即已善积累福德与智

慧资粮之菩萨。 

 

智行菩薩。何處入還。彼現

見法義現相意語處。因大乘

法生故。 

 

信解地中見道行修道行。及

盡至一切法唯記爾。隨順聞

信因故。如是彼分別證因

故。一切障對治及離障故。 

   

諸菩薩於何處入唯識觀。有見似

法義顯相意言分別。大乘法相所

生。 

   

於願樂行地入。謂隨聞信樂故。

見道謂如理通達故。修道謂能對

治一切障故。究竟道中。謂出離

障垢最清淨故。一切法實唯有

識。如說隨聞信樂故。如理通達

故。能對治一切障故。出離障垢

最清淨故。 

 

 

論曰。於何處入即於彼有見

似法及義意言。大乘法相所

生中故。 

 

論曰。信解行地中。見道

中。修道中。究竟道中。一

切法唯識隨聞信解故。如理

通達故。對治一切障故。無

障礙故。 

 

第三項  何處能入 

論曰。何處能入？謂即於彼

有見似法似義意言，
174
大乘法

相等所生起； 

 

勝解行地，見道，修道，究

竟道中，於一切法唯有識

性，隨聞勝解故，如理通達

故，175治一切障故，離一切障

故。 

 

 

于何处悟入？谓即于此

显现具有看见之法与义

意识中诠说、以大乘为因

所生起之中， 

依胜解行道、证见道、修

习道及究竟道处悟入。由

胜解于随顺宣扬一切法

唯了别识、如如通达于

此、修习一切障之能对

治、及无有障故。 

 

 

 

 

從何處入。善根力持故。三

種相心轉明。種種莊處滅

故。念法義定慧一切時正

行。及不放逸故。 

   

 

云何得入。由善根力持故。由有

三相練磨心故。由滅除四處障

故。緣法義為境。無間修。恭敬

修。奢摩他毘鉢舍那。無放逸故。 

 

 

論曰。何緣得入善根力持

故。三種練治心故。滅除四

處故。法義為所緣故。奢摩

他毘缽舍那常修正修無放

第四項  由何能入 

甲、總標 

論曰。由何能入？由善根力

所任持故，謂三種相練磨心

故，斷四處故，緣法義境止

觀恒常殷重加行無放逸故。 

 

 

云何由此悟入耶？由善

根力能生起、由三行相净

治心、能断离四留住、恒

常修习修于法与义之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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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世界無量眾生類。無量念

念中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初轉心者。 

 

 

 

 

 

 

隨所心布施等波羅蜜助集

行。彼心我已得。是故我不

加用諸波羅蜜。修道能滿

成。第二轉明者。 

 

 

 

諸禪法成就已。死後尋得隨

所須一切身事。得有障善根

者。況我善修善根得無障善

根。尋即一切諸勢不成。第

三轉明者。 

 

 

 

 

 

 

十方世界無數量故。不可數量在

人道眾生。剎那剎那證得無上菩

提。是名第一練磨心。 

 

 

 

 

 

 

由此正意施等諸波羅蜜必得生

長。是我信樂已得堅住。由此正

意我修習施等波羅蜜。進得圓滿

則為不難。是名第二練磨心。 

 

 

 

若人與眾善法相應。後捨命時於

一切受生中。可愛富樂自然而

成。是人得有礙善此義尚應成。

云何我得圓滿善及無礙善。一切

如意可愛富樂而當不成。是名第

三練磨心。 

 

逸等故。 

 

 

 

無量世界中無量人道眾

生。剎那剎那正覺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是為第一練治

心。 

 

 

 

 

 

論曰。由專心故能行施等諸

波羅蜜。我已得此專心。由

此故我修諸波羅蜜當得圓

滿。不足為難。是為第二練

治心。 

 

 

論曰。雖彼有礙善者善法具

足已。即於死時隨所念欲一

切具足身。彼時得生。況我

此最勝善無礙善。於彼時一

切具足何為不得。是名第三

練治心。 

 

 

 

 

乙、別釋三練磨心 

論曰。無量諸世界，無量人

有情，剎那剎那證覺無上正

等菩提，是為第一練磨其心。 

 

 

 

 

 

 

由此意樂，能行施等波羅蜜

多；我已獲得如是意樂，我

由此故少用功力修習施等波

羅蜜多，當得圓滿，是名第

二練磨其心。 

 

 

若有成就諸有障善，於命終

時即便可愛一切自體圓滿而

生；我有妙善無障礙善，云

何爾時不當獲得一切圓滿？

是名第三練磨其心。 

 

 

摩他与毗钵舍那、及殷重

加行无有放逸故，便悟

入。 

 

思及“于无可比测之诸世

界中、无可比测之诸已成

为人趣之有情，于每一刹

那中、证得真正彻底觉悟

（完全无有遍计所执自

性存在模式）佛陀体性

（成为菩提心深浅不同

重重无尽网络）如是者，

为第一行相净治心。 

思及“若由此意乐能现行

诸布施等到彼岸等，即此

意乐我（相似相续阿赖耶

识）已获得；由此我当较

轻易圆满修习诸到彼岸”

如是者，为第二行相净治

心。 

思及“若诸具障善亦为具

有诸善法者、于临死时、

如其临时希欲生为一切

身丰盛者，则何况我极好

具有以无障善为善法，何

故不临终生为一切丰盛

身耶”如是者，为第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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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藏本此下四句文義皆倒.略謂由斷作意故斷聲聞獨覺作意云云. 

 

是中有偈。 

人類得菩提 於念念中間 

眾生無量故 至時應捨行 

隨心所行施 清淨無垢心 

彼得心止事 勇健布施成 

善者滅身已 自勢隨所心 

善者滅身已 彼勢云何不 

 

 

此中說偈 

 人道中眾生 念念證菩提 

 處所過數量 故無下劣心 

 善心人信樂 能生施等度 

 勝人得此意 故能修施等 

 若善人死時 即得勝富樂 

 滅位圓淨善 此義云何無 

 

 

此中有偈 

在於人道中 無量諸眾生 

念念得菩提 故除退屈心 

善心人專意 能行布施等 

勝人得此意 亦能行施等 

善人於死時 隨心得果報 

既有滅位善 果報云何無 

 

 

論曰。此中有頌： 

人趣諸有情 處數皆無量 

念念證等覺 故不應退屈 

諸淨心意樂 能修行施等 

此勝者已得 故能修施等 

善者於死時 得隨樂自滿 

勝善由永斷 圓滿云何無 

 

相净治心。 

此中颂云： 

“若由无能量有情、 

  成为人趣，每刹那、 

 能获得圆满菩提， 

  故尔不当自怯缩。 

 由此菩提心意乐、 

  成为极佳之意旨， 

 能行布施等诸度， 

  说为平稳之布施。 

 具有善法死无间， 

  随欲获得丰盛身， 

 已具断障善、 

临死何故不获丰盛身？”    

 

[0104c13] 捨聲聞緣覺心滅

念故。於大乘中一切有疑無

疑故滅疑或。聞思諸法除我

相我我所相執故。滅法慢

者。前所住及安一切相。不

念不分別故。及滅分別者。 

 

 

 

 

 

由滅除四處障故。由捨離聲聞獨

覺思惟故。邪思惟滅於大乘中生

信心及決了心故。滅一切邪意及

疑。是所聞思諸法中。捨離我及

我所邪執故。是故滅除法執。安

立現前住一切相思惟悉不分別。

是故能滅除分別。 

 

 

 

 

論曰。遠離聲聞辟支佛思惟

故。思惟則滅。於大乘中一

切疑無疑故。邪意及疑則

滅。於聞思法中離我我所執

故。法執則滅。現前住安立

一切相。思惟不分別故。則

滅分別。 

 

 

 

丙、別釋斷四處 

論曰。176由離聲聞獨覺作意，

斷作意故；由於大乘諸疑離

疑，以能永斷異慧疑故；由

離所聞所思法中我我所執，

斷法執故；由於現前現住安

立一切相中無所作意無所分

別，斷分別故。 

 

 

 

统因于由已断离作意

故、即能遍断离声闻和独

自佛陀作意。由已断离二

意及疑惑故、即于大乘一

切疑惑无复疑惑，由已断

离于一切法执著故、于所

闻及所思之法普遍断离

执著我执与我所执，由已

断离分别故、即于一切现

前安住及所安立之所相

不复作意并无复分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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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藏本此語云由聞熏習因所生者. 
178
藏本此句云.由是等而入.皆不可得故.答上由何得入問也. 

是中有偈。 

在前隨所除 相念自住處 

智盡不分別 得上菩提爾 

 

此中說偈 

 現住及安立 一切相思惟 

 智人不分別 故得無上覺 

 

此中有偈 

安立及自住 所有現前相 

一切不分別 智人得勝覺 

 

此中有頌： 

現前自然住 安立一切相 

智者不分別 得最上菩提 

 

此中颂云： 

“凡所相现前安立、诸任

何体性留住， 

 具慧一切无分别、当获

得妙正菩提。” 

 

 

[0104c19] 以何云何入？ 

彼聞習業。寂靜思惟所攝法

義。 

 

 

現見意言四種求。名義性勝

安。求等四種如實知故。名

事性勝安性勝。如實知彼不

覺見故。如是彼菩薩唯入記

故順修。彼名義現見意言。

彼名意言唯正觀。彼名所依

義唯意言正觀。然彼名性勝

安唯觀。於後唯意言不覺已

有名彼義有性勝安有性勝

義相不見已。此四種求及四

種觀。見知已彼名義現相意

言中唯記入。 

 

 

緣法及義為境。何因何方便得

入。由聞熏習種類正思惟所攝。

顯現似法及義。有見意言分別故。 

 

 

由四種尋思。謂名義自性差別假

立尋思。由四種如實智。謂名義

自性差別。如實智四種不可得

故。若菩薩已入已解如此等義。

則修加行為入唯識觀。於此觀中

意言分別似字言及義顯現。此中

是字言相。但意言分別得如此通

達。此義依名言唯意言分別。亦

如此通達此名義自性差別。唯假

說為量。亦如此通達。次於此位

中但證得唯意言分別。是觀行人

不見名及義。不見自性差別假

 

 

論曰。因何入云何入。聞熏

習所生正思惟所攝故。似法

及義。顯現有見意言。 

 

 

論曰。有四種求。謂名義自

性差別。假說相求 

論曰。復有四種如實知。謂

名事自性差別。假相說中如

實知。彼自性差別不可得

故。菩薩如是如實為入意言

唯識故修行。於彼似字義意

言中。知彼名字。唯是意

言。知彼名所依義。亦唯意

言。即知彼名自性及差別唯

是假相說。是時證得唯有意

言。則於名及義自性差別假

第五項 由何云何而得悟

入 

論曰。由何云何而得悟入？ 

論曰。
177
由聞熏習種類，如理

作意所攝似法似義有見意

言。 

 

論曰。由四尋思，謂由名、

義、自性、差別假立尋思；

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謂由

名、事、自性、差別假立如

實遍智，178如是皆同不可得

故。以諸菩薩如是如實為入

唯識勤修加行，即於似文似

義意言，推求文名唯是意

言，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

意言，推求名、義、自性、

差別唯是假立。若時證得唯

有意言，爾時證知若名、若

 

 

由何云何悟入耶？ 

谓由以听闻习气为因所

生、由如理作意所摄、显

现为法与义有能看见之

诸意识中能诠说。 

及四遍寻求：谓诸遍寻求

假立为名、义、自性、及

差别，以及真正如实四遍

知：谓假立名言、事体、

自性、及差别，以及真正

如实遍知自性与差别，即

由如是等悟入，由此等悉

不可得故。如是菩萨勤作

悟入唯了别识，如是如此

即此以显现文字与义为

意识中能诠说中、即此文

字之名亦真正分别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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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勘藏本此語仍作唯識性.卽前文所譯唯識爲性唯識爲體. 
180
藏本此句云.似何而悟入.問譬喻也.陳隋本同. 

說。由實相不得有自性差別義。

已由四種尋思及四種如實智。於

意言分別顯現似名及義。得入唯

識觀。 

 

相說中。不見有性差別義

相。故由四種求及四種如實

知。於彼似名及義意言中。

得入唯識。 

 

義、自性、差別皆是假立，

自性差別義相無故，同不可

得。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

遍智，於此似文似義意言，

便能悟入
179
唯有識性。 

 

只唯为意识中分别。即此

依文字之义亦仅只唯为

意识中能诠说，即唯于此

中真正分别。此名亦真正

分别仅只唯为假安立中

自性与差别。是故缘于即

此仅只唯为意识中能诠

说、并且具有名（即符号）

之义、具有计所执自性与

差别、并且具有自性与差

别所有义之能相不可得

时、由此四遍寻求及由此

真正如实四遍知等故，于

此等显现为文字与义之

分别中悟入唯了别识性。 

 

 

彼記事中入已。為當唯入。

彼有相見二事及種種事

入。名義性勝義。六種相無

義故。彼可取能取事現處

故。不斷種種相義。現相所

生故。闇中如見繩謂蛇現相

 

 

於唯識觀中入何法。如何法得

入。但入唯量相見二法。種種相

貌名義。自性差別假說自性差別

義。六種相無義故。由此能取所

取非有為義故。一時顯現似種種

相貌及生故。譬如闇中藤顯現似

 

 

論曰。此唯識觀入何法。似

何法入。謂入唯量故。相及

見為二故。種種相故。名義

自性差別但假立。自性差別

六種事無事故。為能取及所

取體而住故。一時似種種相

第六項 何所悟入如何悟

入 

論曰。於此悟入唯識性中，

何所悟入？
180
如何悟入？入

唯識性，相見二性，及種種

性：若名若義，自性差別，

假自性、差別義，如是六種

義皆無故；所取能取性現前

 

 

说悟入于此唯了别识性

者、当作是问：怎样悟

入？即悟唯此性、具有原

由与能看见二、及种种之

二行相。谓假立名与义、

自性与差别，及自性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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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藏本此句云.似暗穴中如蛇之繩而入.答上似何而入問也. 
182
藏本此四句云.如是依圓成自性覺故.於彼顯現文義六種義分別.猶如蛇覺.伏除六已.唯識想亦當滅.三本大同.今譯文倒.似以蛇覺喻於唯識. 

故。所謂如繩蛇不實。非眾

生故。如是覺義者非有。迴

蛇意唯住繩意。彼亦微思量

色香味觸相故。是中依慧繩

慧亦迴成。如是此諸六種相

名現相。意言中如繩慧。六

種相實義實處唯記慧。亦思

量成就性慧故。 

蛇。猶如於藤中蛇即是虛實不有

故。若人已了別此藤義。先時蛇

亂智不緣境起。即便謝滅唯藤智

在。此藤智由微細分析虛空無實

境。何以故。但是色香味觸相故。

若心緣此境。藤智亦應可滅。若

如此見已伏滅。六相顯現。似名

及義。意言分別塵智不生。譬如

蛇智。於伏滅六相義中。是唯識

智亦應可伏滅。譬如藤智。由依

真如智故。 

事生故。如闇中繩似蛇。譬

如繩中蛇。是妄以不有故。

若見實義則無有妄。蛇智則

滅唯繩智在。若細分析繩亦

不實。以色香味觸相故。於

中依止色等智故。繩智亦得

除滅。如是如是。彼似字及

義六種相意言。如蛇智以知

彼六種相無實義。此唯識智

亦須除滅。由成就性智故 

 

故；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

起故。181如闇中繩顯現似蛇，

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

故。若已了知彼義無者，蛇

覺雖滅，繩覺猶在。若以微

細品類分析，此又虛妄，色

香味觸為其相故，此覺為依

繩覺當滅。
182
如是於彼似文似

義六相意言，伏除非實六相

義時，唯識性覺猶如繩覺亦

當除遣，由圓成實自性覺故。 

 

别之义、如是六行相为无

义性。由此等能安立所取

与能取事体及俱时显现

种种之义生起故。犹如于

黑洞中转起显现为蛇之

绳。喻如由无有故、绳上

误认为蛇。即诸证知彼之

义者正无有时、即违反蛇

觉而住于绳觉。若更作细

微行相者则亦失误。由即

是以显色、嗅气、尝味、

及所触为能相故。此中如

其依于显色等觉、绳觉亦

当违反。如是依于圆成实

自性之觉、若于此等以显

现文字及义六行相为意

之分别中，如其绳觉六行

相亦除遣真正之义者，则

唯了别识之觉亦当破灭。 

 

 

如是此菩薩意言現相義相

事入。分別性入。成唯主記

 

如此菩薩由入似義顯現意言分別

相故。得入分別性由入唯識義

 

論曰。此菩薩如是入似義相

意言故。得入分別性。入唯

第七項 悟入所知相 

論曰。如是菩薩悟入意言似

義相故悟入遍計所執性；悟

 

如是由此菩萨悟入以意

识言说显现为义之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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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藏本此句答云.由唯識想亦除遣而入.以意言聞熏種類屬下一切似義句爲文.三本幷同.今譯文倒. 
184
藏本此句云.由上差別爲名境. 

入故他性 

 

 

云何成就性入。迴唯記想。

彼者是諸意言。聞法習者。

彼爾時分別義相。菩薩一切

義現相生無有餘成。是故唯

記現相亦不生。是故一切義

無分別事名住。已於法界如

現見隨住。爾時彼菩薩同等

念已。生無分別念智。是故

此菩薩名為入成就性。 

故。得入依他性。 

 

 

及云何得入真實性。若捨唯識想

已。是時意言分別。先所聞法熏

習種類。菩薩已了別伏滅塵想。

似一切義顯現。無復生緣故不得

生。是故似唯識意言分別亦不得

生。由此義故。菩薩唯住無分別。

一切義名中由無分別智。得證得

住真如法界。是時菩薩平等平等

能緣所緣無分別智生。由此義故

菩薩得入真實性。 

 

識故得入依他性。 

 

 

云何入成就性若滅離唯識

想。彼聞法熏習所生意言。

是時菩薩滅離義想。似一切

義無有生處故。是故似唯識

顯現亦不得生。即住不分別

一切義名中。正證法界相應

而住。是時菩薩於能緣所緣

平等平等無分別智生。即是

菩薩入成就性。 

 

入唯識故悟入依他起性。 

 

 

云何悟入圓成實性？183若已

滅除意言聞法熏習種類唯識

之想，爾時菩薩已遣義想，

一切似義無容得生，故似唯

識亦不得生；由是因緣，住

一切義無分別名，於法界中

便得現見相應而住。爾時，

菩薩平等平等所緣能緣無分

別智已得生起，由此菩薩名

已悟入圓成實性。 

 

故、即是悟入遍计所执自

性。由悟入唯了别识故、

即是悟入依他起自性。 

圆成实自性云何悟入

耶？谓通过亦破灭唯了

别识想而悟入。尔时菩萨

既已破灭义想，此中此等

由以获得意识中能诠说

之诸法习气为因生起即

无容一切显现为义者复

生起：因此、显现为唯了

别识亦不复生起。若于其

时安立为于一切义无分

别之名，并由现证法界之

道理故安住，即于尔时，

由此菩萨之所缘与能缘

平等故、诸平等智慧无分

别生起。若如是者，此菩

萨即已悟入圆成实自性。 

 

於中有偈。 

法眾生法義 同別有性義 

不淨淨盡至 分別名境界 

論曰。此中說偈 

 法人及法義 性略及廣名 

 不淨淨究竟 十名差別境 

論曰。此中有偈 

法人及法義 若廣若略性 

不淨淨究竟 是名境差別 

論曰。此中有頌： 

法補特伽羅 法義略廣性 

不淨淨究竟 184名所行差別 

此中颂云： 

“法、补特伽罗，法、义， 

  总摄、广详，及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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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藏本此句云.於所知相悟入唯識性. 
186此段依藏本句讀.意云爲由止觀智及此後得智而斷賴耶種子云云. 
187
藏本此語云.一切賴耶種子與緣相俱者.陳隋本同.今譯諸相意指一切.文晦. 

     不清净、清净，究竟， 

  如是差别、名之境。” 

[0105a17] 如是此菩薩智及

相唯記入故。名為入成。彼

入已名為住歡喜地。善達法

界。及生如來家。得一切眾

生平等心。得一切菩薩等

心。是彼菩薩見道行。 

論曰。如此菩薩由入唯識觀故。

得入應知勝相。由入此相得入初

歡喜地。善通達法界。得生十方

諸佛如來家。得一切眾生心平

等。得一切菩薩心平等。得一切

諸佛如來心平等。此觀名菩薩見

道 

 

 

論曰。此菩薩如是入唯識

故。得入應知相。由入應知

相故。即得入歡喜地。善通

達法界得生如來家。得一切

眾生平等心。得一切菩薩平

等心。得一切佛平等心。此

即是菩薩得見道。 

 

論曰。如是菩薩
185
悟入唯識性

故，悟入所知相；悟入此故，

入極喜地，善達法界，生如

來家，得一切有情平等心

性，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

得一切佛平等心性，此即名

為菩薩見道。 

 

若如是者，此菩萨于所知

之能相中由悟入唯了别

识性故、即已悟入。谓由

已悟入此故、即已悟入极

欢喜地。颂云： 

“即于法界善证知， 

  即是生于如来族， 

 遍获众生心平等， 

  遍获菩萨心平等， 

 遍获佛陀心平等。 

  此者即是证见道。” 

 

 

佛以何義故。入彼唯記處離

法念。彼出世間定慧智。藉

得種種相記智同相。一切阿

梨耶識因種子滅故。法觸種

子增長已轉身。一切佛法集

故。入一切智智。 

 

 

 

 

復次何故菩薩入唯識觀。由緣極

通法為境出世奢摩他毘鉢舍那智

故。由無分別智後所得種種相識

為相智故。為滅除共本阿黎耶識

中一切有因諸法種子。為生長能

觸法身諸法種子。為轉依。為得

一切如來正法。為得一切智智

故。入唯識觀。 

 

 

論曰。復次何故入唯識觀。

為緣通相法故。出世奢摩他

毘缽舍那智故。彼後得種種

相識智故。滅有因相阿梨耶

識一切因相種子故。增長得

觸法身種子故。轉依止故。

出生一切佛法故。為得一切

智智故。入唯識觀。 

 

第八項 悟入義利 

論曰。復次，為何義故入唯

識性？186由緣總法出世止觀

智故，由此後得種種相識智

故。為斷
187
及相阿賴耶識諸相

種子，為長能觸法身種子，

為轉所依，為欲證得一切佛

法，為欲證得一切智智入唯

識性。 

 

 

又何以故悟入唯了别识

耶？谓由缘总法出世间

奢摩他与毗钵舍那之智

及此后得种种唯了别识

之智故，通过阿赖耶识种

子连同原由一切已断离

以后、触证法身之种子增

长，即通过转依、以真正

成就一切佛陀法为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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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藏本此句云.於說有因果中恒無顛倒.陳本同. 

 

藉彼所得智。一切阿犁耶識

相處如幻等見故。性不顛倒

行。是故彼菩薩如幻師所

作。義處相同因果唯有說一

切時不顛倒成。 

 

無分別智後所得智者。於本識及

所生一切識識及相識相中由觀似

幻化等譬自性無顛倒。由此義

故。菩薩如幻師於一切幻事自了

無倒。於一切相因緣及果中。若

正說時常無偏倒。 

 

 

論曰。復次彼後得智。於阿

梨耶識所生一切識性相

中。由見如幻等故。自然不

復顛倒。是故猶如幻師於幻

事中。菩薩於諸相中設說因

果。一切時亦得無倒。 

 

 

又後得智於一切阿賴耶識所

生，一切了別相中，見如幻

等性無倒轉，是故菩薩譬如

幻師，於所幻事，
188
於諸相

中，及說因果常無顛倒。 

 

获得一切智智故悟入。 

此后得智者：谓于由看见

一切阿赖耶识极善生起

及一切唯了别识之所相

由遍看见如幻化性等

故、由自性颠倒生起。因

此、此菩萨于诸幻化所作

之法如其幻化师能显示

具有因与果时、亦遍于一

切所有时无有颠倒。 

 

 

彼以記入中四種禪定所

依。四種攢相法云何知。四

種求故非不身無義無忍中

得光明三昧。暖相依增忍中

光明增長三昧。 

 

 

 

上依四種中如實觀知入唯

記中。以無義決定心。真實

中入一切三昧依順諦忍。自

此後唯記相思量彼。是次第

三昧。依世間上法見故。此

 

是時正入唯識觀位中。有四種三

摩提。是四種通達分善根依止。

菩薩云何應見。由四種尋思。於

下品無塵觀忍光得三摩提。是暖

行通達分善根。依止於最上品無

塵觀忍光增三摩提。是頂行通達

分善根。 

 

依止於四種如實智。菩薩已入唯

識觀了別無塵故。正入真義一分

通行三摩提。是隨非安立諦忍。

依止此三摩提最後剎那。了伏唯

識想。轉名無間三摩提。應知是

 

論曰。於此入唯識觀中。有

四種三摩提。為四種通達分

依止。云何可見。 

由四種求義故。下品無塵忍

得明三摩提。為暖行通達分

所依止。若增上忍增明三摩

提。為頂行通達分所依止。 

 

由四種如實知故。得入唯識

決定塵無所有。此入真實義

一分三摩提。是順諦忍所依

止。此三摩提最後唯識想

除。是無間三摩提世第一法

第九項 悟入依止 

論曰。於此悟入唯識性時，

有四種三摩地，是四種順決

擇分依止，云何應知？ 

應知由四尋思，於下品無義

忍中，有明得三摩地，是煖

順決擇分依止。於上品無義

忍中，有明增三摩地，是頂

順決擇分依止。 

復由四種如實遍智，已入唯

識，於無義中已得決定，有

入真義一分三摩地，是諦順

忍依止。從此無間伏唯識

想，有無間三摩地，是世第

 

于此悟入唯了别识性时

云何视之为即是安住四

三摩地之顺抉择分？由

此等四寻求下品无义忍

时为创获光明三摩地。即

成为顺抉择分暖位。于上

品忍时为转烈光明三摩

地，即是顶位。 

于真正如实四遍知等时

已悟入唯了别识性、及决

定无义者：谓随趣悟入一

分真实义三摩地，即随顺

真谛忍位。于此以后此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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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藏本此語云.菩薩十地經攝一切性皆現前中. 
190
藏本作十種.以下六七合爲一種.魏隋本同.與無性云略有十種或十一種相合. 

諸三昧近入地應知。 世第一法依止四種三摩提。是菩

薩入非安立諦觀前方便。 

 

所依止。應如是見此諸三摩

提。是正位邊應知。 

 

一法依止。應知如是諸三摩

地，是現觀邊。 

 

灭唯了别识想者、为无间

入证三摩地。视之为世间

法之最胜处。此等三摩地

者、当视为临近现证。 

 

如是入地得見諦道。菩薩唯

入記云何行修道。 

 

隨所分別說十地。攝一切修

多羅現事住故。以雜念出世

間。及藉彼得定慧智故。無

量百千億習故。如是身轉

已。為得三種佛身。為得故

修行。 

 

若菩薩如此入初地已得見道。得

通達入唯識。云何菩薩修習觀行

入於修道。 

如佛廣說。所安立法相。於菩薩

十地。由攝一切如來所說大乘十

二部經故得現前。由治所說通別

二境。由生起緣極通境出世無分

別智。及無分別智後所得奢摩他

毘鉢舍那智。由無量無數百千俱

胝大劫中依數數修習。由昔及今

所得轉依。為得三種佛身更修加

行。 

 

論曰。如是入地菩薩。入唯

識故得見道。云何發起修

道。 

隨所成立說十地。一切修多

羅攝取現住事。通相法為

緣。出世間及後得奢摩他毘

缽舍那智。無量百千俱胝那

由他劫數習故。為轉依止得

三種佛身故修行。 

 

第十項 云何修道 

論曰。如是菩薩已入於地，

已得見道，已入唯識，於修

道中云何修行？ 

於如所說安立
189
十地，攝一切

經皆現前中，由緣總法出世

後得止觀智故，經於無量百

千俱胝那庾多劫數修習故，

而得轉依，為欲證得三種佛

身，精勤修行。 

 

如是已悟入于地获得证

见道菩萨已悟入于唯了

别识性、云何加行修习道

耶？ 

如其显示唯安住于能树

立一切菩萨十地经藏所

摄、由缘于总法出世间及

彼之后得奢摩他与毗钵

舍那之智故，由百千万数

那逾陀众多劫串习所作

故，由此当获得转依三行

相佛陀身故，而加行。 

 

 

所有諸聲聞證道法。及此諸

菩薩此二有何差別。勝聲聞

證入中。菩薩證入有十。 

一種勝事應知。 

 

 

 

論曰。是聲聞見道。是菩薩見道。

此二見道差別云何。聲聞菩薩見

道應知有十一種差別。何者為十

一。 

 

 

 

論曰。聲聞入正位。菩薩入

正位。此二有何差別。聲聞

正位有十種差別。與菩薩正

位異應知。 

 

 

第十一項 現觀差別 

論曰。聲聞現觀，菩薩現觀，

有何差別？謂菩薩現觀與聲

聞異，由190十一種差別應知： 

 

 

 

 

所有诸声闻之现在证知

、与所有诸菩萨之现前

证知、此二有何差别耶

？较诸声闻之现前证知

、诸菩萨之现前证知由

十差别故当视为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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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念勝。念大乘法故。 

 

二者淳至勝。大功德助集淳

至故 

 

三者證勝。眾生法無我證

故。 

四者涅槃勝。攝取不住涅槃

故。 

五者地勝。十地盡至故。 

 

六者淨勝。煩惱習滅佛世界

令清淨故。 

 

七者一切眾生同得記心

勝。化眾生行不斷絕故。 

 

 

八者生勝。生如來家故。 

 

九者取生勝。佛世界會中一

切時取生故。 

 

十者果勝。十力四無畏十八

不共佛法無量功德成就故。 

一由境界差別。謂緣大乘法為境。 

 

二由依止差別。謂依大福德智慧

資糧為依止。 

 

三由通達差別。謂通達人法二無

我。 

四由涅槃差別。謂攝無住處涅槃

以為住處。 

五由地差別。謂依十地為出離。 

 

六七由清淨差別。謂滅煩惱習

氣。及治淨土為清淨。 

 

八由於一切眾生得平等心差別。

謂為成熟眾生不捨加行功德善

根。 

 

九由受生差別。謂生如來家為生

故。 

十由顯現差別。謂於佛子大集論

中常能顯現為攝受正法。 

 

十一由果差別。謂十力無畏不共

如來法。及無量功德生為果故。 

一所緣差別。大乘法為緣

故。 

二住持差別。大福智資糧住

持故。 

 

三通達差別。通達人法無我

故。 

四涅槃差別。攝取無住著涅

槃故。 

五地差別。依十地出離故。 

 

六清淨差別。煩惱斷及佛淨

剎故。 

 

七得一切眾生與自身平等

心差別。起成熟眾生行不休

息故。 

 

八生差別。生如來家故。 

 

九化現差別。佛集輪中一切

時化現所攝故。 

 

十果差別。十力無畏不共佛

法等無量功德果成就故。 

 

一、由所緣差別，以大乘法

為所緣故。 

二、由資持差別，以大福智

二種資糧為資持故。 

 

三、由通達差別，以能通達

補特伽羅法無我故。 

四、由涅槃差別，攝受無住

大涅槃故。 

五、由地差別，依於十地而

出離故。 

六、七、由清淨差別，斷煩

惱習，淨佛土故。 

 

八、由於自他得平等心差

別，成熟有情加行無休息故。 

 

 

九、由生差別，生如來家故。 

 

十、由受生差別，常於諸佛

大集會中攝受生故。 

 

十一、由果差別，十力、無

畏、不共佛法無量功德果成

滿故。 

一、所缘差别。由缘大

乘法故。 

二、依持差别。由以大

福德与大智慧资粮为依

持故。 

三、证知差别。由证知

补特伽罗与法无我故。 

四、涅磐差别。由普遍

摄受无住涅磐故。 

五、地差别。由十地出

离故。 

六、遍清净差别。由能

断离烦恼习气及遍严净

佛陀刹土故。 

七、获得一切有情与己

平等性差别。由能遍成

熟有情加行相续不间断

故。 

八、生差别。由生于如

来种姓故。 

九、生出现差别。由遍

摄受生出于佛陀轮围眷

属中故。 

十、果差别。由成就无

能量之功德十力、无畏

及佛陀不共法等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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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藏本此語作唯彼.指唯識而言也. 

 

 

 

是中有偈。 

 

迭互作客事 於事名所求 

唯求彼諸事 分別二所安 

如實知見故 離義分別三 

見彼是非事 彼無二所執 

 

 

 

論曰。此中說兩偈。 

 

 名義互為客 菩薩應尋思 

 應觀二唯量 及彼二假說 

 從此生實智 離塵分別三 

 若見其非有 得入三無性 

 

 

 

論曰。此中有偈 

 

推尋名及義 各各互為客 

推尋二唯量 二施設亦然 

從此生實知 三分別無義 

若見彼非有 即入三無性 

第二節 偈頌 

 第一項 本論自頌 

 

論曰。此中有二頌： 

 

名事互為客 其性應尋思 

於二亦當推 
191
唯量及唯假 

實智觀無義 唯有分別三 

彼無故此無 是即入三性 

此中颂云： 

“名言、事体、二更互 

  飘忽不定遍寻求， 

 本二行相假搭挂、 

  即唯此性当寻求。 

 由如真正如实知 

  本无有义、三分别； 

 由彼无故、此亦无， 

  即是悟入三观见。” 

 

 

喻若順分別 復有教授偈 

 

鏡像意於後 菩薩在諸定 

迴彼義想已 憶持自想事 

住心如是內 知無所可取 

於後無能取 無分別知爾 

 

 

論曰。又正教兩偈如《分別觀論》

說。 

 菩薩在靜位 觀心唯是影 

 捨離外塵相 唯定觀自想 

 菩薩住於內 入所取非有 

 次觀能取空 後觸二無得 

 

 

論曰。復有教授偈。如《觀

行差別論》說 

菩薩靜心中 得見其心影 

滅除於義想 但觀於自想 

如是心住內 知所取非有 

即無能取者 故證無所有 

 

第二項 引分別瑜伽論頌 

論曰。復有教授二頌，如《分

別瑜伽論》說： 

菩薩於定位 觀影唯是心 

義想既滅除 審觀唯自想 

如是住內心 知所取非有 

次能取亦無 後觸無所得 

 

又谓如《辨别瑜伽之教授

颂》即《庄严现证颂》云： 

“菩提萨垛由等至、 

  于意观见唯影像， 

 通过义想违反已、     

  孰为自想决定持， 

 如是于内安立心、 

  所取无有当善择！ 

 是故择定无能取， 

  因此触证无所得。” 

 

 

 

[0105b29] 更復有證道偈。所

謂大綖莊嚴論中說。 

助集無邊行 功德智菩薩 

 

 

論曰。復有大乘莊嚴經論。所說

五偈為顯此道。 

菩薩生長福及慧  

 

 

論曰。復有入正位別偈。如

大乘經莊嚴論中所說 

 菩薩具滿無邊際 

第三項 引大乘莊嚴經論

頌 

論曰。復有別五現觀伽他，

如《大乘經莊嚴論》說： 

 福德智慧二資糧 

谓如《大乘庄严经藏颂》

云，复次、现证颂等云： 

 

 

“菩萨福德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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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藏本此語云由言因起.與無性合. 
193
藏本此語云與根本俱之法界中. 

法思善決定 語言達義盡 

 

 

 

彼知正義已 說住彼定心 

法界現意故 是以離二相 

 

 

 

離心無有餘 善知心亦無 

知二既是無 正住於法界 

 

 

 

不分知力故 同時常同行 

彼身窟聚患 如象滅諸毒 

 

 

 

牟尼說善法 善住意思量 

根本法界處 念至知意故 

唯分別正取 速得功德處 

 

二種資糧無量際 

於法思惟心決故  

能了義類分別因 

 

 已知義類但分別  

得住似義唯識中 

 故觀行人證法界  

能離二相及無二 

 

 若離於心知無餘  

由此即見心非有 

 智人見此二不有  

得住無二真法界 

 

 由無分別智慧人  

恒平等行遍一切 

 染依稠密過聚性  

遣滅如藥能除毒 

 

 佛說正法善成立  

安心有根於法界 

 已知憶念唯分別  

功德海岸智人至 

 福德智惠之資糧 

 法中思量善決已 

 則了義類意言生 

 

 彼知諸義唯意言 

 即住似義唯心中 

 如是正證法界已 

 是故遠離二種相 

  

  以知心外無有他 

 故得知心亦非有 

 智者了知二俱無 

 即住無二法界中 

 

 智者無分別智力 

 平等順行常普遍 

 所依稠密罪惡聚 

 如大伽陀拔眾毒 

 

 牟尼善說諸正法 

 安心有根法界中 

 已知念行唯分別 

 智者疾至德海岸 

 菩薩善備無邊際 

 於法思量善決已 

 故了義趣唯
192
言類(1) 

  

  若知諸義唯是言 

 即住似彼唯心理 

 便能現證真法界 

 是故二相悉蠲除(2) 

 

 體知離心無別物 

 由此即會心非有 

 智者了達二皆無 

 等住二無真法界(3) 

 

 慧者無分別智力 

 周遍平等常順行 

 滅依榛梗過失聚 

 如大良藥消眾毒(4) 

 

 佛說妙法善成立 

 安慧193并根法界中 

 了知念趣唯分別 

 勇猛疾歸德海岸(5) 

  无边无外积资粮， 

 于法心善决定故、 

  义行相因言生解。 

 

 通过唯言义决知、 

  同此住于唯心性。 

因此远离二能相、 

成为法界现证性。 

 

 慧证心外无余已、 

  是故亦证心无性。 

 具慧证知无二已、 

  二不具有住法界。 

 

 无分别智力等行、 

  由具慧遍处恒时 

 肃彼所在阴沉淀、 

  如甘露大药销毒。 

 

 牟尼善法善安立、 

  根本法界安立慧， 

 念相续知仅分别、 

  平稳速归彼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