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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赐川先生，是我国著名佛教学者王恩洋先生的长子。在中学教历史课

三十多年。退休后继承家学，夙愿得偿。1994 年受浙江宁波慈云佛学院聘，

讲授中国佛教史及唯识学等课程，历时 15年。2009年来峨眉山佛教文化研究

所，并担任四川峨眉山佛学院唯识学课程的教学。

先生在教学中，自编讲义。此中唯识学的讲义有七种。通观 《唯识七种

讲解》，有以下数点可陈。

《摄大乘论》是无著唯识思想的代表作，唯识之完整体系亦因之建立，其

在唯识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摄论讲记》富有新意，如 《摄论》讲八识，摄论师真谛却立九识。圆

测说: “真谛三藏，依 《决定藏论》，立九识义。” 《讲记》认为，真谛立九

识，可从《摄论》中找到根据，不用外求。唯根据是断章取义，站不住脚。

《摄论》说有“法身种子，由对治阿黎耶识生，是故不入阿黎耶识性摄。”因

法身种子是对治杂染虚妄的阿黎耶识种子，不入阿黎耶识性摄，顺理成章，

真谛另立第九识———无垢识。但真谛立第九识与 《摄论》相违， 《摄论》明

确说出法身种子与杂染种子 “随在一依止处 ( 两种子都在黎耶识中) ”，“犹

如水乳”。所谓“对治”，指以法身种子对治二障种子，二障种子少一分，法

身种子多一分，一增一减，最后由水乳成醍醐，转八识成根本智和后得智。

“不入阿黎耶识性摄”指法身种子非杂染种子之性，并未说法身种子，不在阿

黎耶识藏识中。真谛断章取义，曲解《摄论》。

基于此理，著者认为将“唯识”称为“虚妄唯识”也是不准确的。

·100·



唯识七种讲解

著者对“八识”与“九识”的论述有独到处，给研究唯识者以启迪。

著者讲解通俗易懂，如《所知依分·安立相》有颂: “外种内为缘，由依

彼熏习”句，其解释是: 外种 ( 如稻谷) 以阿赖耶识 ( 内) 为缘，由阿赖耶

识的熏习力所变现。如玉米、西红柿、向日葵、马铃薯、烟草是美洲印第安

人最早培植出来的; 棉花是古印度达罗毗荼人最早培植出来的; 现代人还培

植出无籽西瓜、反季节蔬菜及袁隆平培植的高产杂交水稻等，都是阿赖耶识

( 人们的知识、经验) 的变现。又如对《所知相分》中 “如是遍计复有五种”

的讲解，很有说服力，文长不引。

《唯识三十颂》提出“异熟”、“思量”、“了别”三种能变识，对无著赖

耶识变说作了大的发展。其理论 ( 境) 、实践 ( 行) 、证果 ( 成佛) 体系完

整。各佛学院均开设此课程。因对中级班讲解，故作《浅释》。在释中亦有新

义，如对十大论师之十大异义; 对古唯识学与今唯识学的介绍。

《唯识二十论》是世亲为破斥小乘和外道执外境有而作，被誉为“摧破邪

山支”。讲者将本《论》内容分为三大部分，条理清楚。

在《〈百法明门论〉释》中，将五位百法与《俱舍》之五位七十五法进

行了比较，指出两书有两大不同点: 一是小乘论书，讲我空法有，将色法列

为第一位，只讲六识; 另一是大乘论书，讲我法二空，将心法列为第一位，

讲八识。最后对“我”、“无我”作了具体详尽的论述，有独到处。全书开宗

明义，厘定唯识五位与《俱舍》五位之不同，使人印象深刻。

“五蕴”为佛对声闻行者所说法。世亲著 《大乘五蕴论》，怎么将其引入

大乘法呢? 这是摆在讲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浅释》在前言中列出三条理由:

一是讲阿赖耶识突显了大乘法; 二是立真如无为的 “法无我性”; 三是提出

“意言分别”、 “思慧差别”两个唯识学的名相，属于大乘法，与 “四念住”

不同。定位于大乘，有根有据。对此 《大乘五蕴》作注作解的极少，讲者精

进求索，写成《浅释》，虽未尽善，但无窠臼可袭，雏作匪易。

《〈八识规矩颂〉讲解》指出本颂特点: 一是“首次提出三类境新概念”，

认为玄奘法师为新唯识学在中国的代表; 二是将八识分为四个部分，各有不

同功能，虽未提“四能变”说，但有此含义。

《瑜伽宗综述》为王恩洋先生在中国佛学院讲唯识学史的讲义，文义深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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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导读》有内容提要、名相术语注释及部分引文，如 《八不偈》 《无生

偈》的翻译，对初学者大有裨益。

《略谈瑜伽、唯识义》是用通俗语言介绍唯识学的 ABC。不懂唯识的，可

以先读此文，增长知识。

谨以此文，推荐此书。

2011年 10月

( 释永寿: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峨眉山佛教协会会长、峨眉

山佛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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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大乘论》讲记

　导　言　

一、《摄大乘论》著者简介

无著 （ａｓｎｇａ），音译为阿僧伽。公元４世纪人，近人推断约生活于公元

３１０—３９０年之间，生于北印度犍陀罗国富娄沙富罗 （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与

阿富汗为邻）。婆罗门种姓。世亲是他的弟弟，兄弟俩都是古印度唯识学派的

大论师。

据 《大唐西域记》说，无著出家于化地部 〔１〕，对所学经论，产生疑团，

不得解决，后遇阿罗汉宾头庐 （长眉罗汉），给他讲小乘空观 （人我空、析法

空），虽有所获，仍不得要领，陷入苦恼。

印度初期大乘论师龙树有一段传奇式的经历，其下龙宫遍读大乘经典，

还取出 《华严经》在世间流布。无独有偶，无著菩萨也有一段传奇式的经历，

但不是下海，而是上天，运用神通到兜率天求教弥勒菩萨，学大乘空观和

《瑜伽师地论》，并集众宣讲。很多人不相信弥勒说法的事，他只好请弥勒下

界。夜幕降临，弥勒从天而降，在说法堂上开讲希有大法，连续四月有余。

听众虽闻其声而不见其人，但对微妙佛音已敬信不疑。无著将弥勒说法的记

录，整理成 《瑜伽师地论》等书。

·５００·

〔１〕 化地部，音译为弥沙塞部，为上座十一部之一，是从说一切有部分裂出来的部派。其创始
人是一位国王，国名化地，后国王出家，遂以化地 （教化地上之有情）为部派名称。此部教义主要有
（１）“穷生死蕴”，相当于阿赖耶识；（２）“九无为”，可视为大乘唯识 “六无为”之前驱；（３）所持之
《弥沙塞律》（五分律）为印度五大古律之一。无著思想，受化地部的影响较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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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著上兜率天的事，后世争论不少。《瑜伽师地论》西藏文译本直称

为无著造；有说弥勒是印度的一位大论师，非兜率弥勒；有说瑜伽师 〔１〕以神

通力上兜率是可以办到的。这种争论，不会有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瑜伽

师地论》等书为无著记录和弘传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无著的著作很多，《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大乘庄严经论》

都是阐扬瑜伽行派 〔２〕的学说。《摄大乘论》则是无著唯识体系的代表作。

二、无著造 《摄大乘论》的缘由及其在唯识学中的地位

无著为什么要造 《摄大乘论》呢？这得从印度佛教的发展变化上说起。

释尊入灭后，佛教内部出现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对立，后来形成了部派佛教。

从公元前５世纪到公元２世纪，历时约６００年，其中以 “说一切有部”〔３〕为

最大的一派，经论也最多。到公元２—３世纪时，龙树依据 《大般若经》造

《中论》，提婆造 《百论》，破斥小乘有执，其大乘毕竟空 （以空破一切法，三

世清净，生死涅槃毕竟皆空，故一切无生）的教义，成为佛教弘传的主流。

龙树入灭后，误解空义者不少，堕于恶取空 （执著于断空之见，一切都无所

有）者很多。在这种形势下，新的佛教理论———瑜伽行派建立了起来。

无著建立唯识思想体系，一方面是对各大乘经论予以总结发扬，另一方

面是吸取并改造部派，特别是一切有部的理论。欧阳竟无大师对无著学说来

源的论述独到，我摘要介绍如下：

欲明白佛学，须于空有二字上求。说空容易，说有最难。有什么？有种

子。种子无形状，但有功能，可谓有而不实，只能从道理上求。

小乘萨婆多以说有立宗，它说色有，连 “无表色”也实有。无表系业色，

无所表白于外，仅在内有发动之力而已 （如防恶止非、意志、勇气、旺盛精

力），以其为四大所造而说实有，较为困难。经部改正其说，以为无表是种

子，表业为心所发动，归之于 “思”。经部又说种子有心种色种之别，但无想

·６００·

〔１〕
〔２〕
〔３〕

宣讲 《瑜伽师地论》并按其修行的人叫 “瑜伽师”。

奉行 《瑜伽师地论》的学派叫 “瑜伽行派”，代表人物有无著和世亲。

以其说一切法有、三世实有而得名，梵语叫萨婆多部。



《摄大乘论》讲记

天、无心定皆无心，心种如何存在？无色界无色，色种又如何存在？又谓心

种色种可以互依，但所依不遍，又不永久，等于无依，可见立说并不圆满。

于是，阿赖耶识建立起来了，且立为第八识，第八识法又自种子而生，此即

互为因果之义。

空宗不详说赖耶，不说有而明空，三科五蕴，遍历皆空。若重视识而摄蕴于

识，这是有宗特有之义，由种子乃立赖耶，由赖耶义而著 《摄论》，这就是 《摄

论》的宗旨。《摄论》十殊胜语只提赖耶为一切依据，即表示种子之所依也。〔１〕

王恩洋先生在 《摄大乘论疏·所知依分第二》中说：“然建立赖耶，此论

为始，寻厥宗祖，故应先之。”〔２〕可见， 《摄论》之最大特点，在赖耶种子

说，亦即赖耶缘起论。

无著的理论，受到非佛说的攻击。他以 《阿毗达摩大乘经》为依据造

《摄论》，也是为了证明赖耶识等为佛所说并显示唯识理论的殊胜。

《摄论》是无著唯识思想的代表作，唯识之完整体系亦因之而建立，究唯

识者，必读此论。

三、解题

“乘”谓运载，喻度有情到彼岸，出生死海； “大乘”谓自度度他，与小

乘之仅为自度有别；“摄”谓摄取，即统摄大乘佛教之教 （佛说 《阿毗达摩大

乘经》）、理 （《经》之义，即赖耶识、三自性）、行 （悟入三自性、六度、十

地、三学）、果 （无住涅槃、三身）；“论”即 “摄大乘”之论，又可名为 “论

大乘佛法”。不过 《摄大乘论》所讲的，为印度瑜伽行派的大乘佛法。

四、译本及注释本

１．汉译本有三

（１）北魏佛陀扇多译 《摄大乘论》两卷，于５３１年译出，共约２．５万字。

·７００·

〔１〕

〔２〕

欧阳竟无：《摄论大意》， 《唯识典籍研究》 （二），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

２０５—２０７页。
《王恩洋先生论著集》第３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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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陈代真谛译 《摄大乘论》三卷，于５６３年译出，共约３万字。

（３）唐代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三卷，于６４８年译出，共约３万字。为

什么叫 “论本”呢？以玄奘另译有 《摄大乘论释》，此为 “本文”，非 “释

文”。

三种译本，以玄奘译本最好，以后来居上故。兹以 《所知依分》之一颂

为例作一比较。

无始已来性　　一切法所依　　有彼诸道有　　及令得涅 （扇多译）

此界无始时　　一切法依止　　若有诸道有　　及有得涅 （真谛译）

无始时来界　　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诸趣　　及涅证得 （玄奘译）

佛教诸多名相术语，到唐代开始有统一的称呼，如将 “六道”称为 “六

趣”，将 “五阴”称为 “五蕴”。玄奘译文之 “界”、 “趣”名相为当时人所了

知，易懂，再则玄奘译文流畅易解，特别是第三句 “由此有诸趣”，无比信

达。

各译本可以参照互读，增加了解。如在 《所知依分》中，玄奘译的 “欲

缠贪”难懂，真谛译作 “欲界”就好懂，不能说其他译本就一无是处。以上

三种译本，皆收入 《大正藏》第３１卷。

２．印度人注释本之译出

（１）世亲著 《摄大乘论释》：有 （陈）真谛１５卷、（隋）达摩笈多、行矩

１０卷、（唐）玄奘１０卷三种译本。

（２）无性 （约５—６世纪）著 《摄大乘论释》，只有玄奘译本１０卷。

以上四种译本，皆收入 《大正藏》第３１卷。

在世亲 《释》的三种译本中，真谛译本有１５卷，较另两种译本多５卷。

从其译文看，解释冗长，增加了很多与原释无关的释文，如 《入因果胜相品》

玄奘译 《彼入因果分第五》）中之第一颂有 “已圆满白法”句，真谛释为

“烦恼之不善法为黑法，有漏之善法为白法，无漏之善法则为非黑白法，即不

杂染任何黑法白法之第一义谛”〔１〕。据 《大集经》卷５５说，佛所说之正法为

白法，外道所说之法为黑法。天亲 （世亲）造 《胜思惟梵天所问经论》（菩提

·８００·

〔１〕 《大正藏》卷３１，第２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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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支译）卷一谓菩萨行者应修习四种白法，即欲白法 （闻佛法生乐欲）、行白

法 （六度）、满足功德白法、证白法 （佛果）。可见佛所说之法均为白法，含

有漏无漏，真谛俗谛。真谛此释，非世亲原意。其在 《依止胜相品》 （玄奘

《所知依分》）第一颂 “此界无始时”中，将 “界”解释为 “如来藏”，有悖本

品宗旨。本品讲的是阿赖耶识为众生流转还灭的依止，而不是如来藏。如来藏

指众生皆有佛性，但为二障所蔽，不能自知，即自性清净，客尘所蔽。阿赖耶

识则为种子识，种子从熏习来，有杂染种子和清净法身种子两种，因杂染种子

而有五趣轮回，因法身种子而证得涅槃。如来藏不讲种子识，两者是不同的。

真谛 《释》有很多地方违背世亲原意，但可供研究者参考。

３．本论的汉文注释

为真谛译本作注的有慧恺 《摄大乘论疏》２５卷等１０种，为玄奘译本作注

的有窥基 《摄大乘论抄》１０卷等４种。以上注释均为唐朝及其以前的作品，

全部佚失不传。

关于现代人的注释，据济群法师在 《摄大乘论发微》（载 《闽南佛学院学

报》１９９０年１期）中说，具有代表性的有印顺法师著 《摄大乘论讲记》，收入

《妙云集》中；王恩洋居士的 《摄大乘论疏》，收入 《王恩洋先生论著集》第

三卷中，另有佛学书局、福建莆田广化寺的单行本问世。印顺以中观论点讲

《摄论》，对唯识颇有微词，如将 “唯识”称为 “虚妄唯识”，不全面周延。在

《所知依分》中有颂：“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

有文：“由若远离如是安立阿赖耶识，杂染清净皆不得成”。杂染、法身种子皆

在阿赖耶识中，不能以 “虚妄”概括之。但讲说清楚，不失为一部佳作。王恩

洋以慈恩理论疏 《摄论》，与无著立意切合，要言不烦，济群法师特别予以推

荐。

五、组织结构

在 《摄论》及其注释的各种译本中，玄奘译本后来居上。本讲义亦据玄

奘译本作为释。

本论共十一分 （章）。

按照亲光和道安的 “三分科经”说分类，第一分为序分，第二至第十一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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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正宗分，第十一分最后一句话 “《阿毗达摩大乘经》中 《摄大乘品》，我

阿僧伽 （无著）略释究竟”为流通分。这种分类法不够精确，正宗分无有细

则，失之笼统，看不出问题；流通分只有一句话，太简略。

依据近人研究，本论组织结构有以下四部分：

１．第一分为总论，指出大乘经的十种殊胜，显示大乘是佛说。

２．第二、三分讲述唯识境 （阿赖耶识、三自相）。

３．第四至第九分讲唯识行 （入所知相、十地、六度、三学）。

４．第十、十一分讲唯识果———佛果 （无住涅槃、三身）。

六、《摄大乘论》的弘传———摄论师

《摄论》译出后，其弘传人为摄论师。

佛陀扇多于５３１年在洛阳译出 《摄论》，应该说他是中国最早的摄论师。

但当时北方正是禅学、《地论》和 《华严》研习的鼎盛时期，《摄论》无人问

津，成不了师。

真谛于５６３年十月，在广州制旨寺 （今光孝寺）译出 《摄论》及世亲

《释》共１５卷，他另著 《摄论义疏》８卷，亦于此时问世。他在广州造就了一

大批弘法人才，真谛是我国的第一代摄论师。我们所说的摄论师也是指真谛

及其后继者而说的。他逝世后，徒众分赴庐山、江都 （今扬州）、建康 （今南

京市）、彭城 （今徐州市）等地弘传。及隋统一中国后，昙迁于５８７年秋，应

隋文帝诏进长安，首开 《摄论》讲座，受业者上千人，净影慧远亦躬坐听法。

昙迁为 《摄论》在北方的传播打开了局面，是最有成就的摄论师。

玄奘于６４５年从印度回国后，创立慈恩宗 （唯识宗），以 “六经十一论”

为所依典籍，《摄大乘论》亦列入其中并由玄奘于６４９年重新译出，译文比真

谛的信达，名词术语也予以规范化，更上一层楼。玄奘一系，典籍如林，法

将如云，帝王赞誉 （唐太宗赞玄奘“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从者

如市。摄论师犹如遇到龙卷风，很快就湮没无闻。其在中国的弘传，只有８０

多年，是诸多经论师中，历史最短的了。

摄论师弘传 《摄论》，有什么独特见解呢？真谛及其传人写有许多弘扬

《摄论》的著作，但都佚失了，我们只能从圆测、定宾诸师的著作中，了解真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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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的学说。吕澂先生对真谛之学很有研究，他说：“真谛之学，有两个重要特

点。第一，关于唯识，一般只讲八识，至阿赖耶识为止，真谛则在第八识外

还建立了第九识，即阿摩罗识 （无垢识或净识）……第二，关于三性，这是

瑜伽行派的总纲，相当于中观派的二谛。真谛讲三性把 ‘依他起’的重点放

在染污的性质上，强调依他同遍计一样，最后也应该断灭。”吕先生还说，真

谛之学，与 “最忠实地遵守世亲旧说的难陀，更为接近。因此，真谛所传译

的纯是旧说，当然会与玄奘所传的不同了。玄奘之学是在陈那、安慧之后，

经过护法、戒贤、亲光等几代人发展了的。这种传承上各异的情况，反映在

翻译上形成了新译旧译的不同，可以说是很自然的。”〔１〕

吕澂先生对真谛之学的两大特点及其缘由 （师承）的论述，可谓为对近

人研究真谛之学的总结。笔者对此作点补充说明。

真谛为什么要讲第九识呢？圆测在 《解深密经疏第三》中说 “真谛三藏，

依 《决定藏论》，立九识义……第九阿摩罗识，此云无垢识，真如为体。”即

立第九识是有 《论》为据的。作者按：《决定藏论》三卷为真谛译，载 《大正

藏》第３０卷。本论相当于 《瑜伽师地论》第５１卷后之４卷。

圆测之说，并不完备。真谛立第九识可以在其所译的 《摄论》（与玄奘译

文基本一致）中找到根据。因为 《摄论》对此问题的表述，前后并不一致。

《摄论》（真谛译本）说：“此界无始时，一切法依止。若有诸道有，及有

得涅槃。”〔２〕 “若离此名相所立阿黎耶识，不净品、净品等皆不成就。”〔３〕

“若离一切种子果报 （异熟）识，出世清净亦不得成……此出世心从何而生？

汝今应答：最清净法界所流正闻熏习为种子故……成 （黎耶）对治种子……

是闻慧熏习生随在一依止处，此中共果报 （异熟）识俱生，譬如水乳。此闻

熏习即非本识，已成此识对治种子……应知是法身种子，由对治阿黎耶识生，

是故不入阿黎耶识性摄，出世最清净法界流出故。” “若本识与非本识共起共

灭，犹如水乳和合。云何本识灭非本识不灭？譬如于水，鹅所饮乳。”〔４〕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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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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