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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企業商道圓滿利蒼生

報告人：李妙福 2018/10/29



《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報告大綱

一、《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研習(朗誦)
二、《六祖壇經》是禪宗思想淵源的重要依據
三、《六祖壇經》直心和淨心的智慧
四、 圓自在慧 塵塵入道
五、 禪宗十大法印
六、 佛教基本教義(理)

五識、八識與意識
七、 結論：企業商道

圓滿利蒼生





《壇經》一切
眾生悉有佛性

• 佛性本有思想與《涅槃經》「一切眾
生悉有佛性」之說一脈相承。

• 《壇經》認為「東方人造罪，念佛求
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
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
願西，悟人在處一般」。

• 《壇經》又說：

• 「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
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

•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
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
如西方人心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B5%E4%BD%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0%E7%94%9F


《壇經》
功德需自性內求

• 《壇經》同時還論述了什麼是功德，說：
「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
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

「內下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
「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
「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

• 又說：
「功德需自性內求，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
也。」



《六祖壇經》
• 《六祖壇經》記載惠能一生得法傳

法的事跡及啟導門徒的言教，內容
豐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禪宗思想
淵源的重要依據。

• 最早六祖惠能大師應邀至大梵寺開
示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法海將此事
記錄題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
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

• 《六祖壇經》可分三部份：
• 第一部份即是在大梵寺開示「摩訶

般若波羅蜜法」。
• 第二部分，回曹溪山後，傳授「無

相戒」，故法海於書名補上「兼授
無相戒」。

• 這時《壇經》開始外傳，俗稱《六
祖法寶記》。

• 第三部分，是六祖與弟子之間的問
答。

• 《六祖壇經》是中國佛教著作唯一
被尊稱為「經」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A2%B5%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8%A8%B6%E8%88%AC%E8%8B%A5%E6%B3%A2%E7%BE%85%E8%9C%9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B%B9%E6%BA%AA%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4%BD%9B%E6%95%99


《六祖壇經》
惠能的教法
與主要講述

• 有人問佛使阿姜查：是否看過

《六祖壇經》？

• 阿姜查回答說：

• 惠能的智慧是很敏銳的，初學者

不容易體會得到。不過你若遵照

我們這裡的方法耐心修習，

練習不執著，終究會瞭解的。

• 佛使比丘也欣賞禪宗的禪法，

親自翻譯了《六祖壇經》。

• 比丘在《菩提樹的心木》一書中，他四次提到了禪宗。

• 比丘說：

• 當佛法傳到中國的時候，當時的中國人智慧很高，立刻就接受了它，並
產生了黃檗和惠能的教法，對於心、法、佛、道和空的解釋非常簡潔。

• 黃檗和惠能說：法、佛、道和空都是同樣的東西。這句話太中肯了，不
必再多說什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4%BD%BF%E6%AF%94%E4%B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7%9C%E6%9F%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7%9C%E6%9F%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4%BD%BF%E6%AF%94%E4%B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AA%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4%BD%BF%E6%AF%94%E4%B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4%BD%BF%E6%AF%94%E4%B8%98


《六祖壇經》
在台灣主要講述

• 《六祖壇經》在台灣主要講述者，
有：佛光山開山宗主星雲法師、一
貫道點傳師鄭清榮、一貫道點傳師
郭明義、世界淨宗創辦人淨空法師、
法鼓山聖嚴法師…等。

• 聖嚴法師認為惠能的《六祖壇經》
整合了所有的佛教思想。

• 聖嚴法師說：
•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金剛經》所說

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句話對
於《壇經》思想的重要性和惠能之
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禪宗史上最偉大
的禪師的原因。……《壇經》以直
心和淨心來解釋智慧，以智慧做為
佛性和清淨心的作用，把不動的自
性稱為「定」。

• 惠能師說：「定」和「慧」相當於
燈和光的關係，沒有光不叫燈，是
燈一定有光，它是不二之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5%85%89%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9F%E9%9B%B2%E6%B3%95%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8%B2%AB%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E%E5%82%B3%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4%AD%E6%B8%85%E6%A6%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8%B2%AB%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E%E5%82%B3%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AD%E6%98%8E%E4%B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6%E7%95%8C%E6%B7%A8%E5%AE%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8%E7%A9%BA%E6%B3%95%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9%BC%93%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9A%B4%E6%B3%95%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9A%B4%E6%B3%95%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9A%B4%E6%B3%95%E5%B8%AB


《六祖壇經》

以「品」分章節

• 行由品第一
• 般若品第二
• 疑問品第三
• 定慧品第四
• 坐慧品第五
• 懺悔品第六
• 機緣品第七
• 頓漸品第八
• 護法品第九
• 付囑品第十



《六祖壇經》
以「門」分章節

• 上卷

o 縁起説法門

o 悟法傳衣門

o 為時衆説定慧門

o 教授坐禪門

o 説傳香懺悔發願門

o 説一體三身傳相門

• 下卷

o 説摩訶般若波羅蜜門

o 問答功徳及西方相狀門

o 諸宗難問門

o 南北二宗見性門

o 教示十僧傳法門



《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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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
志誠。法達。神會。智
常。智通。志徹。志道。
法珍。法如等。

• 曰。『汝等不同餘人。
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
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
宗(旨)。

• 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
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
邊(菩提場)。說一切法。
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
法。出語盡雙。皆取對
法。來去相因。究竟二
法盡除。更無去處。』

http://juoyun.blogspot.com/2014/04/


《六祖壇經》
【付囑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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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

• 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
是也。

• 入是十二入。
• 外六塵「色、聲、香、味、觸、

法」。
• 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

是也。

• 界是十八界。
• 「六塵、六門、六識」是也。
• 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

量。即是轉識。
• 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

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a0.att.hudong.com/48/92/05300000765519126340924981827.jpg&imgrefurl=http://xiuyang.baike.com/article-417615.html&docid=3RGSxMfnwZBIoM&tbnid=72tVDfPi1O-caM:&vet=12ahUKEwiT3dzQ9oneAhUI87wKHatkBLI4rAIQMygJMAl6BAgBEAo..i&w=800&h=600&bih=520&biw=1093&q=%E5%85%AD%E7%A5%96%E5%A3%87%E7%B6%93&ved=2ahUKEwiT3dzQ9oneAhUI87wKHatkBLI4rAIQMygJMAl6BAgBEAo&iact=mrc&uact=8


《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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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性若邪。起十八邪。

• 自性若正。起十八正。

• 若「惡用」即「眾生用」。

• 「善用」即「佛用」。

• 「用」由何等。由自性有。

• 對法。外境。

• 無情五對。

• 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
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
火對。此是五對也。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s://buddhatemple.files.wordpress.com/2010/06/img.jpg?w=250&imgrefurl=https://buddhatemple.wordpress.com/2010/06/17/%E5%85%AD%E7%A5%96%E5%A3%87%E7%B6%93-%E5%BA%8F/&docid=x95pLnAVnUBCpM&tbnid=bFKxKnJUXJvytM:&vet=12ahUKEwiT3dzQ9oneAhUI87wKHatkBLI4rAIQMygPMA96BAgBEBA..i&w=250&h=188&bih=520&biw=1093&q=%E5%85%AD%E7%A5%96%E5%A3%87%E7%B6%93&ved=2ahUKEwiT3dzQ9oneAhUI87wKHatkBLI4rAIQMygPMA96BAgBEBA&iact=mrc&uact=8


《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4

• 法相語言十二對。

• 語與法對。

• 有與無對。

• 有色與無色對。

• 有相與無相對。

• 有漏與無漏對。

• 色與空對。
• 動與靜對。
• 清與濁對。
• 凡與聖對。
• 僧與俗對。
• 老與少對。
• 大與小對。
• 此是十二對也。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guoxuemeng.com/files/lcover/95.jpg&imgrefurl=http://www.guoxuemeng.com/foxue/liuzutanjing/&docid=_IjomlDLoYHkWM&tbnid=TyKo21RMVS_nmM:&vet=12ahUKEwiT3dzQ9oneAhUI87wKHatkBLI4rAIQMyg-MD56BAgBED8..i&w=500&h=720&bih=520&biw=1093&q=%E5%85%AD%E7%A5%96%E5%A3%87%E7%B6%93&ved=2ahUKEwiT3dzQ9oneAhUI87wKHatkBLI4rAIQMyg-MD56BAgBED8&iact=mrc&uact=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BtueC8IneAhUDgLwKHbFFDEQQjRx6BAgBEAU&ur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iGwGT-wWs&psig=AOvVaw0LXbE7nTSvlVVLMl_Q7--g&ust=1539741795389854


《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5
• 自性起用十九對。

• 長與短對。
• 邪與正對。
• 癡與慧對。
• 愚與智對。
• 亂與定對。
• 慈與毒對。
• 戒與非對。
• 直與曲對。
• 實與虛對。
• 險與平對。

• 煩惱與菩提對。
• 常與無常對。
• 悲與害對。
• 喜與瞋對。
• 捨與慳對。
• 進與退對。
• 生與滅對。
• 法身與色身對。
• 化身與報身對。

• 此是十九對也。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guoxuemeng.com/files/lcover/95.jpg&imgrefurl=http://www.guoxuemeng.com/foxue/liuzutanjing/&docid=_IjomlDLoYHkWM&tbnid=TyKo21RMVS_nmM:&vet=12ahUKEwiT3dzQ9oneAhUI87wKHatkBLI4rAIQMyg-MD56BAgBED8..i&w=500&h=720&bih=520&biw=1093&q=%E5%85%AD%E7%A5%96%E5%A3%87%E7%B6%93&ved=2ahUKEwiT3dzQ9oneAhUI87wKHatkBLI4rAIQMyg-MD56BAgBED8&iact=mrc&uact=8


《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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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言。

• 「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

• 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
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
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

• 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
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BtueC8IneAhUDgLwKHbFFDEQQjRx6BAgBEAU&ur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iGwGT-wWs&psig=AOvVaw0LXbE7nTSvlVVLMl_Q7--g&ust=1539741795389854


《六祖壇經》
【付囑品第十】

7

• 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
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
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
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
於道性罣(窒)礙。若聽說不修。
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
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

• 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
此作。

• 即不失本宗。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BtueC8IneAhUDgLwKHbFFDEQQjRx6BAgBEAU&ur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iGwGT-wWs&psig=AOvVaw0LXbE7nTSvlVVLMl_Q7--g&ust=1539741795389854


《六祖壇經》
【付囑品第十】

8

• 若有人問汝義。問有 將無對。問無 將
有對。問凡 以聖對。問聖 以凡對。二
道相因。生中道義。如一問一對。餘問
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

• 設有人問。「何名為暗」。

• 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即(則)
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
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
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BtueC8IneAhUDgLwKHbFFDEQQjRx6BAgBEAU&ur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iGwGT-wWs&psig=AOvVaw0LXbE7nTSvlVVLMl_Q7--g&ust=1539741795389854


《六祖壇經》
【付囑品第十】

9

•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
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
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
成。

• 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
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
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
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
教汝。』

• 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
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BtueC8IneAhUDgLwKHbFFDEQQjRx6BAgBEAU&ur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iGwGT-wWs&psig=AOvVaw0LXbE7nTSvlVVLMl_Q7--g&ust=1539741795389854


《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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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云。『神會小師。
卻得善不善等。毀譽
不動。哀樂不生。餘
者不得。數年山中。
竟修(脩)何道。汝今
悲泣。為憂阿誰。若
憂吾不知去處。吾自
知去處。吾若不知去
處。終不預報於汝。
汝等悲泣。蓋為不知
吾去處。若知吾去處。
即不合悲泣。法性本
無生滅去來。汝等盡
坐。吾與汝說一偈。
名曰「真假動靜偈」。
汝等誦取此偈。與吾
意同。依此修行。不
失宗旨』。眾僧作禮。
請師說偈。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BtueC8IneAhUDgLwKHbFFDEQQjRx6BAgBEAU&ur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iiGwGT-wWs&psig=AOvVaw0LXbE7nTSvlVVLMl_Q7--g&ust=1539741795389854


《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11

• 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卻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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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12

• 時徒眾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
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
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

• 「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

• 師曰。

• 『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於今。鈔錄流行。
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
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
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
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摩大師。
付授偈意。衣不合傳。

• 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華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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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壇經》【付囑品第十】
13

•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
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
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
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
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
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
此名「一相三昧」。

• 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
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
土。此名「一行三昧」。

• 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
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
一行。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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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壇經》
【付囑品第十】

14

• 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
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
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 聽吾偈曰。

•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 頓悟華情
已， 菩提果自成。」

• 師說偈已。

• 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
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
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
隨緣好去。』

• 爾時徒眾作禮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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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與道概論》
說機鋒

• 「機鋒」是唐、宋時
代禪宗最新穎的教授
法；佛教、佛學原來
對於教授的原則，就
有所謂「契機」的術
語。

• 佛學的「機」，有包
括學者的資質、學力，
與臨時所採用機會等
教授法的幾個意義；
到了禪宗的禪師們手
裏，加以活潑運用，
無論說法開示，與啟
發學人慧思的方法和
語句，都是如珠之走
盤，不可方物了，包
括教授法的運用，快
利如鋒。

• 摘自南懷瑾《禪與道概論》
(頁50~51，老古文化公司，
民國80年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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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自在慧 塵塵入道

• 如太虛言：

• 「證悟又二：一是悟便成
行，或本悟法門、念念相
應，或圓自在慧、塵塵入
道，不須重起爐灶修鍊，
洞上謂之內生王子。

• 二是雖親悟得，未能念念
相應，塵塵入道；則須選
則勝方便門，苦下工夫，
專修深入，洞上謂之未生
王子。大約前者若曹溪等，
不可多得。後者若牧牛圖
等皆是。」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s://scontent.cdninstagram.com/vp/01fa4ade92d49935cae8f4b0c015a24d/5C35DB20/t51.2885-15/sh0.08/e35/s640x640/29403391_2194837820743742_3570497714363826176_n.jpg&imgrefurl=http://cuwatt.com/tag/%E5%85%AD%E7%A5%96%E5%A3%87%E7%B6%93&docid=G6_IeG4ih_s7DM&tbnid=X3nQdARCFVefGM:&vet=12ahUKEwjNqKfx9IneAhVIu7wKHYZ-Au04yAEQMyhSMFJ6BAgBEFM..i&w=640&h=640&itg=1&bih=520&biw=1093&q=%E5%85%AD%E7%A5%96%E5%A3%87%E7%B6%93&ved=2ahUKEwjNqKfx9IneAhVIu7wKHYZ-Au04yAEQMyhSMFJ6BAgBEFM&iact=mrc&uact=8


禪宗以開悟為宗旨
直指人心

• 禪宗以開悟為
宗旨，藉著直
指人心，使人
易於覺悟，所
以常站在本然
天真、第一義
的立場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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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以開悟為宗旨
直指人心
奪人之法

• 奪人之法：「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
見無見，斯即涅槃」（卷五）

• 同於智常開悟之偈：「無端起知見，著
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
茫然趨兩頭。」

• 「將欲復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
真求復，宛成非相。」（卷七）

• 惠能之偈，幾與之同出一轍：「若見於
真者，是見盡非真。若能自有真，離假
即心真，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
（付囑品第十）

• 從放下非本然狀的主體之知見，到挺立
本然的主體之進路。是奪人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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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以開悟為宗旨
直指人心
奪境之法

• 奪境之法：「汝但不隨分別... 則
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
即菩提」（卷四）

• 同於惠能所說： 「外離相為禪
（不隨分別），內不亂為定。外若
著相，內心即亂（狂）。外若離相，
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歇即菩
提）。」

• 從放下對客體的攀緣，不隨分別、
離相，到挺立主體的進路，所以說
歇即菩提，本性自定。是奪境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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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以開悟為宗旨
直指人心
人境俱奪

• 人境俱奪：「何藉劬勞肯絮修證」
（卷四）、「勝淨明心，本周法界，
不從人得」（卷四）、「圓滿菩提，
歸無所得」（卷十），與行昌大悟
之偈異曲同工：「我今不施功，佛
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
得。」（機緣品第七）

• 佛性本具，所以：不必施功，何藉
修證；非師授與，不從人得；既然
本具，所以也未有所得。是人（何
藉修證、不從人得）境（無所得）
俱奪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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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十大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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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諸行有常

諸法有我

有為法 無為法

苦
無上智慧

最高德行

涅槃寂靜

成就

斷滅貪痴

產生



十二支(因緣)

老死 生 有 取 愛 受

觸六入 名色 識 行 無明

正見 正思維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精進

正念 正定

五支 六支 十支 十二支

(因緣)

諸行無常印

諸法無我印

涅槃寂靜印

道聖諦
滅聖諦
集聖諦
苦聖諦

《五分行》云：

世有兩邊不應親近
一者貪著愛欲說欲
無過二者邪見苦形
無有道跡捨此二邊

便得中道

執樂 執苦

縱欲 苦行

佛教
基本教義

緣起思想

三法印說

四聖諦論
八正道說

中觀(道)
思想



諸法無我

YOUR LOGO

YOUR LOGO

YOUR LOGO

色

想

行 受

我
識

「我」係
五蘊因緣

和合而成的現象
在「我」之中
並無實體存在



法相宗五識與意識

各種聲音的感受

苦辣酸甜各種味道的感受

軟硬冷熱與乾濕等的感受

顏色形狀等各種色相的感受

五識與意識 感受的現象 現象化法

法

必
須
有
對
象
才
能
夠
產
生
感
受

各種香臭味的感受鼻識

身識

不必有對象能
夠產生感受

耳識

舌識
產
生

眼識

意識

對內了別為不待緣生的感受
毋需眼耳鼻舌聲五識為獨頭意識

對外了別為因緣而生的了別與
眼耳鼻舌聲五識有關為五識意識



法
• 法是佛教哲學的基本觀念和基本範

疇，是佛教在人類思想史上最獨具
異采的創造，其涵意相當複雜。因
此仔細分析和準確把握法的意義十
分重要。

• 法德的本意是軌持，所謂軌是軌生
物解，所謂持是任持自信。

• 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相和能為軌範，
進而能引發一定認識的就名為法。

• 佛教認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无論
是小是大，是真是假，是事是理，
有形无形，无不各自具有特定的自
性，恆常不變，並由此而為規範，
使人產生理解和悟解。

• 法是單純的，並非由更微細的異性
單位所合成。

• 法通常不相當於現象，而是相當於
現象所組成的分子，只是因為人們
所見的就是感官的對象物，所以這
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法就是現象。



• 所有世間法和出世間法的一切種子，都藏在第八識裏，遇到緣就會發生
因緣可結果。現行如田地放下了種子，就會生出果來一樣，所以稱為田(心似田)。

八識 20181025 Revised

1
眼識
：眼
根緣
色塵

2
耳識
：耳
根緣
聲塵

3
鼻識
：鼻
根緣
香塵

4
舌識
：舌
根緣
味塵

5
身識
：身
根緣
觸塵

6
意識
：意
根緣
法塵

識
(了別為義)

識轉七

意
(思量為義)

識本根
(義為起集)
心(田)

華譯藏識：
能
藏
：
能
含
藏
一
切
法
的
種
子

• 無覆無紀
• 種子現行

時，善
分明，
報相續。

所
藏
：
受
前
七
識
所
薰
習

執
藏
：
受
第
七
識
所
執
取

8

第八識

阿賴耶識

7

第七識

末那識

八字田
識本根
(義為起集)
心(田)

是
第
六
意
識
所
依
之
根
• 向內執

取阿賴
耶為我

• 向外認
識境界
為實法

常隨
五煩
惱

我癡
我見
我愛
我慢
我甚



佛教思想史宇宙觀

• 小乘說一切有部把宇
宙萬有分為五位七十
五法，成實論分為五
位八十四法，大乘瑜
珈行派分為五位百法。

• 就佛教思想史來說，
小乘說一切有部和大
乘瑜珈行派的學說，
最為典型影響也最大



宇宙萬有

七十五法 小乘

無為法3

擇滅無為、
非擇滅無為
虛空無為

不相應行法 14

得、
非得、
同分、
無想果、
無想定 、
滅盡定、
命根、
生、
住、
異、
滅、
文身、
名身 、
句身、

色法 11

五根：
眼
耳
鼻
舌
身
五境：
色
聲
香
味
觸
無表色

心所法 46

• 大地法(十)：作意、觸、受、
想、思、欲、慧、念、勝解、
三摩地

• 大善地法(十) ：信、不放逸、
輕安、捨、慚、愧、无貪、无
瞋、不害、勤

• 大煩惱地法(六)：癡、放逸、
懈怠、不信、昏沉、掉舉

• 大不善地法(二) ：無慚、無
愧

• 小煩惱地法(十)：忿、覆、慳、
嫉、惱、害、恨、諂、誑、憍

• 不定地法(八)：尋、伺、睡眠、
惡作、貪、慢、瞋、疑

心法1

亦名：
心王法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意識

有為法 無為法

心所法 46 色法 11 不相應行法 14 無為法3心法1



百法明門論 宇宙萬有

百法

無為法6

虛空無為、
擇滅無為、
非擇滅無為
不動滅無為
想受滅無為
真如無為

不相應行法 24

得、命根、

眾同分、
異生性、無想定
滅盡定、無想事

(報) 、名身、

句身、文身、生
、住、老、

無常流、流轉、

定異、相應、
勢速、次第、方
、時、數、和合
、不和合

色法 11

眼
耳
鼻
舌
身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處所
攝色

心所法 51

遍行(五)：作意、觸、受、想、
思
別境(五)：欲勝解念定慧
善(十一) ：信、精選、漸、
愧、无貪、无瑱、无癡、輕安、
不放逸、行舍、不害
煩惱(六)：貪、瑱、癡、慢、
疑、惡見
隨煩惱(二十)：忿、恨、惱、
覆、誑、陷、憍、害、嫉、熞、
无慚、无愧、不信、懈怠、放
逸、惛沈、掉舉、失念、不正
知、散亂
不定(四)：睡眠、惡作、尋、
伺

心法8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意識
末那識
阿賴耶識

有為 無為

心所法 51 色法 11 不相應行法 24 無為法6心法8



企業商道圓滿利蒼生

企業 家業 專業 事業 志業 眾業 合一

http://ppca.mcsldomain.com/altar-sut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