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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 

第一講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今天開講《成唯識論》，要學習唯識的次第是先要瞭解《百法》、《八識

規矩頌》，這兩個有基礎之後，看唯識就比較容易。因為唯識的名相瞭解以

後，再看《成唯識論》就不會覺得這麼困難，所以我們必須要有《百法》跟

《八識規矩頌》的基礎。那《百法》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那我們現在上《成

唯識論》的課。 

  那《成唯識論》是怎麼來的呢？這本論它是怎麼來的？那就要談到世親

菩薩，世親菩薩他首先造了《唯識三十頌》，三十個偈頌。那古時候都是先

造短頌，有了偈頌之後，然後他再慢慢解釋，解釋這個偈頌，可是世親菩薩

造了這個《唯識三十頌》之後，就往生去了。所以，來不及解釋他這個《唯

識三十頌》的內容呢，他就已經離開人世。那所以就有很多這個唯識學家，

研究唯識的這些論師呢，就試圖想要來解釋世親菩薩所造的這個《唯識三十

頌》，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偈頌很簡單嘛，可是它內容包含的非常的廣泛。所以有很多唯識學

家就想要來解釋，所以就有各家各派不同的解釋方法，非常的混亂。那一直

到玄奘法師他回中國之後呢，他就想說：「唉呀！這麼多不同的言論，要把

它整合一下。」所以，他就取了當時十大論師個別有註解《唯識三十頌》的

這個論註，每一位論師都寫了十卷，十位論師就是一百卷。所以玄奘法師呢，

就把這一百卷，十大論師的這個解釋《唯識三十頌》的這些內容呢，把它整

理。可是以護法論師為主，然後把另外的九家的言說呢，把它揉合在裡面，

而造了現在我們要唸的《成唯識論》，它的來源是這樣子來的。所以它不是

一位論師造的，是十大論師，經過玄奘法師的整理，然後才有這個著作，這

一部著作。所以要說作者的話，就是十大論師是作者，那玄奘法師，他只是

把它整理。這就說到《成唯識論》這一部論，它是怎麼來源，它的來源。 

  那為什麼叫做「成唯識論」呢？這個「成唯識」是什麼意思？「論」就

是詳細的解釋，詳細的解釋世親的《唯識三十頌》嘛。那個「成」就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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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能成，有能成、所成。那能成，能成就這一部論的，就是十大論師

的論註嘛，所以這個「成」，第一個「成唯識論」的「成」字，就是能成的

意思，就是十大論師的著作，來成就這一部唯識。那「唯識」呢，就是所成。

所以是能成、所成。能成的是十大論師的著作，所成的是唯識的道理。那唯

識的道理的來源是什麼呢？就是世親菩薩所造的《唯識三十頌》，是所成的

唯識，所以叫做「成唯識」。「成」是能成的十大論師，唯識是《唯識三十頌》，

世親菩薩所造的，這就是成唯識它的名詞解釋。那玄奘法師負責整理的，世

親菩薩原來造的《唯識三十頌》，經過玄奘法師整理，這就是這一部論它的

來源。 

  那我們看這個……，我們現在已經講到第六頁了，第六頁。那它接下來

就解釋說，為什麼是叫「唯識」這個名稱。我們剛才講的內容都在前面，你

們有空自己複習。那為什麼叫「唯識」呢？就是唯有心識的意思。這個「唯」，

「唯」就是唯一嘛，只有一個。「唯識」，就是唯有心識。除了心識之外，沒

有一法是真實存在的，全部都是我們八識所變現的。所以這個「唯」就是要

破除什麼的執著呢？以為我們的心識之外，有這個法的真實存在的這樣的一

個錯誤的知見。所以它用「唯」這個字，就是說除了心識以外，沒有一法是

真實存在的。離開了心識之外，無一法可立。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所以就

是唯有心識，所以唯識破除執實有的顛倒執著。 

  那「識」呢，「識」又破除另外一派的說法。另外一派說法什麼？畢竟

空嘛，一切法無所有，畢竟空，連心識也了不可得，那就很容易落在偏空的

這一邊。所以這個「識」呢，就是要破除主張畢竟空。好像龜毛兔角，畢竟

無、畢竟空的這樣的一個空執。所以「唯」呢，是破執實有，「識」是破執

空，所以是非有非空。非有非空是什麼？就是中道，所以唯識其實它是在講

中道的道理。「唯識」這兩個字，就在說明破空、破有。 

  所以我們要瞭解中道的話，我們一般會以為說：要去看什麼中論啊！你

直接看中論並沒有辦法完全的瞭解中觀的道理，或者是中論的道理，你要從

唯識下手。因為你明白唯識的道理，你就會很容易契入中觀。因為它就在講

中觀，所以一般會把唯識跟中觀，把它分成兩個不同的看法，或者是說法，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它是可以圓融的，唯識跟中觀可以圓融。那你從唯識下

手，你就很容易契入中觀的道理，你再看中觀就沒有問題。那你直接看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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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容易落入剛才講的畢竟空，這樣的執空的偏執裡面。因為畢竟空裡面，

就是連心識也沒有，才叫做「畢竟空」嘛，畢竟空裡面空無一物，了不可得。

所以連心識的存在他也否認，因為了不可得，所以就很容易落在畢竟無、畢

竟空的這樣的執著裡面，那也是偏在空邊。 

  那認為一切法可以離開心識單獨存在，那個就落在有邊，所以一個是落

在有邊、一個是落在空邊。我們就用唯識的道理去破除這兩種妄執，一個著

有，心識之外實有。像這個房子，你們看這個房子是真的還是假的？真的嘛，

就是心外有房子、心外有車子、心外有金子、心外有兒子，都是離開我們心

識之外真實存在的嘛。可見我們凡夫或者是一直到小乘為止，他都是認為這

一切法是離開心識之外可以單獨存在的。 

  像我們沒有開悟、沒有明心見性，我們都認為它是真的，不然怎麼會這

麼多煩惱？就是我們把它當作是真實存在的，然後執著的不得了。要去爭

取、要去獲得、要去擁有、要去控制，所以煩惱就生起。原來它並沒有離開

我們的心識，它都是我們心識所變現出來，它是假有、如幻、依他起的。依

他起就是說明因緣所生法是空無自性的，所以你說房子是有、還是沒有？有

還是沒有？沒有，可是它在啊！不然你現在住在哪裡？你不是住在房子裡面

嗎？所以你說它沒有，可是它又好像宛然存在、如幻的現起，是不是？你說

它有，可是它百年之後它又沒有了，所以是什麼？非空非有，你不能說它有，

也不能說它沒有。 

  你說它有，落在有邊；你說它無，落在空邊，都不是中道。非空非有、

即空即有，對不對？所以它的有是如幻假有、因緣有。「因緣所生法，我說

即是空」嘛，自性是無，可是因緣如幻現起的時候，你不能說它沒有，對不

對？只是因緣假合的泥土啊、什麼水泥啊、沙啊，那就是因緣所生的。所以

你不能說它沒有，沒有就落入我們剛才講的畢竟空，都沒有。可是明明有六

道、明明有輪迴、明明有一切的現象界，只是它是因緣所生的、無自性的。

所以我們說它不是真實存在的，是如幻、依他、假有的。這樣我們明白這個

唯識的道理，就不會落在空有兩邊的執著，落在邊見。這就是「唯識」它這

兩個字，其實就已經說明是中道，不落入兩邊，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的道理，

這兩個字就解釋了。這就是為什麼叫做「唯識」，這就是第六頁講的「唯識」。 

好，那我們就看它卷一開始就是歸敬三寶。一般造論的話，一定有歸敬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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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我們造論，一定要先皈依禮敬三寶。那為什麼要皈依禮敬三寶？我就直

接寫、直接造論就好，為什麼還要皈依禮敬三寶？它一定有目的嘛，那它的

目的是什麼呢？就是祈請三寶的加持，希望我造論的過程不要有障礙，然後

希望我所造論的所有的內容，都能夠符合佛所說的正法的內容。清淨的正法

的內容，沒有錯誤的知見在裡面，希望能夠完全沒有任何的錯誤來表達佛的

本懷。所以他一面是希望能夠清淨造論過程當中的障礙，所以要祈請三寶的

加持，希望能夠順利的把這一部論圓滿。另外呢，也希望能夠契合佛的什麼？

本意，這就是為什麼要皈依禮敬的目的。 

  所以從第七頁最後兩行開始，這個比較黑的這個字呢，就是皈依禮敬，

它是歸敬三寶。「稽首唯識性，滿分清淨者，我今釋彼說，利樂諸有情。」

這個是原來《唯識三十頌》沒有的，就是造論的時候才加上去的。那《唯識

三十頌》在哪裡呢？就是在第一頁，第一頁就是《唯識三十頌》的本文，這

是世親菩薩所造的。「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此能變為三。」

從這邊開始，所以它一共是三十個頌，所以叫做《唯識三十頌》。那我們就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它原來的這個偈頌沒有皈依禮敬這四句話，所以它就

是後來造論的時候才加上去的。它說明什麼呢？就是要皈依禮敬三寶，所以

第一句就是皈依禮敬法寶。 

  稽首什麼？唯識性，因為我們現在造的是唯識的道理，說明唯識的道

理，《成唯識論》嘛，唯識的道理。所以我們皈依的法寶是什麼呢？唯識性，

說明整個唯識的內容、唯識的道理，分析得非常的清楚，這個就是皈依法寶，

皈依禮敬法寶。 

  「滿分清淨者」，「滿」就是圓滿清淨，「分」就是部分的清淨。所以「滿

分清淨者」這兩個就包含了什麼？佛寶跟僧寶。「滿分清淨」就是「滿清淨」、

「分清淨」；「圓滿清淨」、「部分清淨」的意思。所以偈頌都很簡單，如果沒

有教理的基礎，就什麼「滿分」？是不是考試考滿分？還是什麼？「滿」是

圓滿，圓滿清淨當然是佛嘛，那就表示說我們皈依禮敬佛寶。 

  那「部分清淨」就是菩薩，菩薩還沒有到……，他四十一品的無明還沒

有完全破盡，他就部分清淨，所知障還沒有完全的清淨，所以叫做「部分的

清淨」，是菩薩，那就是僧寶。所以前面兩句就是皈依禮敬佛法僧三寶，先

法寶然後佛寶、僧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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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兩句呢，「我今識彼說」，那我現在要造這本《成唯識論》，解釋誰

的三十頌啊？世親菩薩的三十頌。所以這個「彼」……，「釋」就是解釋，「彼」

就是《唯識三十頌》。我現在造這個論是要解釋什麼呢？就是要解釋世親菩

薩所造的這個《唯識三十頌》。「彼說」就是指世親菩薩所造的《唯識三十頌》，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造《唯識三十頌》的目的是什麼呢？不是為了顯揚自己

的教理很通達，有實證的功夫。不是？是為了什麼？利樂諸有情。造論的目

的是希望能夠利益一切的有情眾生，希望他們早一點破迷開悟，不再著空、

著有，偏在兩邊。能夠了悟中道實相的道理，就能夠成佛。所以，利益一切

的有情是他造論的目的。 

  所以這四句話就包含了皈依禮敬三寶，還有說明他是依據什麼來造這個

論，還有他造論的目的是什麼。那造論也要有因緣，法不孤起嘛，有緣才說。

所以，他造論的目的是為了要利益一切有情。可是，一切的有情他到底有哪

一些迷執？哪些錯誤顛倒的知見？所以，他才要用這個唯識的道理，來破除

他們所有的迷執。 

  所以，接下來這一大段就說明他造論的因緣，就說為了要破除四種迷

執。那我們剛才講了偏空、偏有是兩種的迷執。我們凡夫到小乘，認為心外

有實法的存在，這是偏在有邊、實有，一切法是實有，而且它是離開心意識

單獨存在的。這是他第一個要破除的，這樣的一個有情的迷執，所以他要造

這一部論。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偏在畢竟空，連心識他也否認掉了。那就是

落在空執這一邊，這是第二個他要度化的有情，要利益的有情的第二個對

象。那這個就是在大乘裡面，有一些的見解是這樣的見解，偏在實有，凡夫

跟小乘是有這樣的迷執。但是，大乘裡面還有所謂的了義、不了義。那個不

了義的那個部分，它還有一些錯誤的知見，所以還是要用唯識的道理去破

除。譬如說，畢竟空的這樣的一個錯誤顛倒的知見。所以，它第二個就是要

破除，這個著空的這樣子的一個錯誤的知見。 

  那第三個要破除的呢，就是有一派大乘他的說法呢，是認為八識一體。

雖然是分為八個識，但是它是一體的。就好像大海一樣，大海是一體的。但

是它會生什麼？「境風吹識浪」。它會生起種種的浪花，那是八個識的顯現，

可是它的本體只有一個。這樣子是對的嗎？不是正確的。所以，唯識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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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的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大乘的見解，它是錯誤的。八個識雖然有它個別的

作用，可是種子每一個……，像色法有色法的種子、心、心所法有心所法的

種子，全部含藏在八識裡面。所以你不能說它的本體是只有一個，因為它個

別還有不同的種子含藏在第八識。所以，就是要破除把這個本體當作是一，

然後八個識有分別的作用，但是它的體是一的這樣的一個錯誤的知見。這是

第三個要破除，有關於八識的作用，有它個別的作用，而且它的體呢，是有

它自己的……，有它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存在」的意思，就是說個別有它

的不同的種子，含藏在第八識裡面，這是第三個要破的。 

  那第四個要破的呢，就是認為心所是附屬在心王裡面。我們唸過《百法》

知道嘛，有八個識，對不對？八識心王，然後有五十一個心所。所以，有一

派的說法是說心所呢，它不能單獨作用，所以它是附屬在心王裡面。可是我

們唸過《百法》，我們知道五十一個心所，都有它的體相用，對不對？對不

對？所以，就不能夠說它是屬於心王，然後它不能夠什麼？單獨來生起它的

作用。這就是他第四個要破除的這個錯誤的知見，就是否認了心所，可以單

獨來起用的這樣子的一個錯誤的知見。 

  我們現在講到……，十八頁講完了。那詳細的內容呢，我們就是把大意

講完，那剩下的那個課文，你們就自己看就可以了。那重點的話，我們剛才

已經提過了。那最主要就是說，我們想要開悟成佛，佛就是證到什麼果？所

謂菩提果跟涅槃果。但是這個果，我們現在為什麼沒有辦法證得菩提果跟涅

槃果？是因為我們有兩種很嚴重的障礙，哪兩種障礙？所知障跟煩惱障。因

為我們有煩惱障，所以沒有辦法證得涅槃；因為我們有所知障，所以沒有辦

法證得菩提果。可是，煩惱障跟所知障是怎麼生起的呢？是怎麼來的呢？是

因為我們有我執跟法執嘛！因為有我執，所以會生煩惱，有「我」，「我」就

有貪、瞋、癡，就有煩惱貪、瞋、癡，我就會造業，那有業力就會輪迴。所

以我執呢，就是屬於煩惱障，就是煩惱障，它是怎麼來的？是因為我們以為

有一個「我」的存在，那有「我」，他就會起貪、瞋、癡，有貪、瞋、癡就

會造業，有業力就會輪迴。 

  因為輪迴是善惡業所造成的嘛，三善道、三惡道，就是我們造善業就是

三善道，惡業就是三惡道。可是他造業是怎麼來的？就是因為我們有煩惱才

會造業，有業力就會輪迴，所以整個輪迴它是因緣所生、是依他起、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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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存在的。輪迴的自性是空的，但是它是怎麼現起的呢？我們追溯到整個

輪迴現象的生起的原因，就是我執。無明，所以以為有一個「我」的存在，

所以就有後面的煩惱造業，然後整個輪迴的現象就這樣子生起了。所以，煩

惱障變成說是障礙我們，沒有辦法證得涅槃最主要的原因，就所謂的我執。 

  那所知障呢？法執。對，以為一切法是真實存在的，這就是法執的原因。

因為法執，所以有所知障，所以不能夠證得菩提果。所以我們就是你想要成

就佛的這兩種果，你就必需要破除所知障跟煩惱障。那所知障跟煩惱障怎麼

樣破除呢？就是要瞭解一切法本來無我，沒有我、也沒有法。所以你就可以

證到二空，就是我空跟法空。證到二空，就可以破除兩種，所知障跟煩惱障

兩種障礙。兩種障礙破除，就可以證得佛的兩種果位。 

  所以整個唯識，他為什麼要造這個《成唯識論》？主要就是告訴我們怎

麼樣證得二空的道理，分解我執跟法執所有的內容，什麼是分別我執？什麼

是俱生我執？什麼是分別法執？什麼是俱生法執？全部都詳細的分析、瞭解

了之後，我們就能夠破除我執跟法執，就可以證到二空，二空就可以破二障，

就可以證二果，就可以成佛。這就是唯識他為什麼要造論的因緣，大概的重

點就是這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