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識二十頌］ 

 

五位百法  

一、心法：識的自體 

二、心所有法：識的相應 

三、色法：識的現影 

四、心不相應行法：識的分位 

五、無為法：識的顯示 

 

（無著論師） 

彌勒菩薩五部大論： 

1、瑜伽師地論 

2、分別瑜伽論 

3、大乘莊嚴論 

4、辯中邊論 

5、金剛般若論 

顯揚聖教論（相當於「瑜伽師地論」的節略本）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建立法相學） 

攝大乘論（建立唯識思想的中心） 

 

一、作者：世親論師（天親菩薩） 

阿毘達磨俱舍論（概述「說一切有部」的要義） 

瑜伽行派三位祖師：彌勒論師、無著論師、世親論師 

重要著作：攝大乘論釋、唯識二十頌、唯識三十頌、大乘五蘊論、百法明門論…

等 

 

二、譯者：玄奘三藏法師 

瑜伽行派傳承表： 

         安慧-勝軍 

彌勒-無著-世親-         玄奘 

         陳那-護法-戒賢 

 

三、造論因緣： 

  為了建立「唯識無境」的「瑜伽行派」而造此論。 

１、破除外道「勝論派」、「數論派」，於心識之外，有真實永恆的「實我」及「極

微」的存在。 

２、破除小乘「說一切有部」、「犢子部」、「正量部」、「經量部」等學派，主張「心

識之外有實法存在」。 

 

 



四、本文： 

第一頌 有心無境四事不成難 

若識無實境，即處時決定，相續不決定，作用不應成。 

第二頌 舉夢等喻明四義得成 

處時定如夢，身不定如鬼，同見膿河等，如夢損有用。 

第三頌 舉地獄喻總答外四難 

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為逼害事，故四義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