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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鬘經勝鬘經勝鬘經勝鬘經》》》》課程補充資料課程補充資料課程補充資料課程補充資料 
 
1.《大乘起信論》卷 1：「法界一相即是一切如來平等法身。

依此法身。說一切如來為本覺。以待始覺立為本覺。然始覺

時即是本覺。無別覺起立。始覺者。謂依本覺有不覺。依不

覺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不覺心源故非究竟

覺。如凡夫人。前念不覺起於煩惱。後念制伏令不更生。此

雖名覺即是不覺」(CBETA, T32, no. 1667, p. 585, a9-16) 

 
 

2.《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10〈10 般若波羅蜜多品〉： 
「一切有為法，如乾闥婆城， 眾生妄心取，雖現非實有。 
 諸法非因生，亦非無因生， 虛妄分別有，是故說唯心。 
 無明妄想見，而是色相因， 藏識為所依，隨緣現眾像。 
 如人目有瞖，妄見空中花， 習氣擾濁心，從是三有現。 
 眼識依賴耶，能見種種色， 譬如鏡中像，分別不在外。 
 所見皆自心，非常亦非斷， 賴耶識所變，能現於世間。 
 ------------------------------------------------------------------------ 
 展轉互為因，賴耶為依止， 諸識從彼生，能起漏無漏。 
 如海遇風緣，起種種波浪， 現前作用轉，無有間斷時。 
 藏識海亦然，境界風所動， 恒起諸識浪，無間斷亦然。 
 如酪未鑽搖，其酥人不見， 施功既不已，醍醐方可得。 
 賴耶妄熏習，隱覆如來藏， 修習純熟時，正智方明了。 
 諸識隨緣轉，不見本覺心， 自覺智現前，真性常不動。 
 猶如金在礦，處石不堪用， 銷煉得真金，作眾莊嚴具。 
 賴耶性清淨，妄識所熏習， 圓鏡智相應，如日出雲翳。 
 若有修空者，順空而取空， 觀空與色殊，不名真觀者。 
 觀色即是空，色空不可得， 此即勝義空，是真解脫者。 
 客塵無自性，無明妄分別， 實相非有無，眾生虛妄見。 
 猶如日月明，流光能普照， 如來清淨藏，具足諸功德。 
 真妄互相熏，猶如二象鬪， 弱者去無迴，妄盡無來去。 
 蓮花性無染，出水離淤泥， 菡蓞開敷時，見者皆歡喜。 
 如來無垢識，永斷諸習氣， 清淨智圓明，賢聖所歸趣。 
 猶如最勝寶，無復諸瑕翳， 輪王為寶冠，常置於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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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清淨藏，永離諸分別， 體具恒沙德，諸佛之法身。 
 住真無漏界，清淨解脫身， 寂滅等虛空，法性無來去。 
 佛現三界中，不生亦不滅， 此界及他方，湛然常不動。 
 平等真法界，佛與眾生如， 非斷亦非常，大悲恒不盡。 
 諸佛法性身，本覺自然智， 是真勝義諦，唯佛方證知。 
 自性體無生，牟尼本寂靜， 流轉諸三有，畢竟歸依處。 
 法無來去相，三世常寂然， 住真三昧者，見彼法界身。 
 清淨不思議，恒沙眾德備， 此即無漏界，諸佛之所依。 
 佛具三種身，體相用平等， 甚深廣大性，勝義無差別。 
 無漏無變易，遠離一切相， 煩惱及所知，本性恒清淨。 
 無垢無染著，是真調御師，  性淨即涅槃，亦是法身佛。 
 (CBETA, T08, no. 261, p. 911, b23-p. 912, b15) 
 
 

3.《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 1：「善男子！無上法王有

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

蜜教授菩薩。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

無明方成佛道。云何無明？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

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

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實無花，

病者妄執。由妄執故，非唯惑此虛空自性，亦復迷彼實花生

處，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善男子！此無明者非實

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如眾空花滅

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眾生

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轉生死。善男子！如來因

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花，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

作故無，本性無故。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即空花相，

亦不可說，無知覺性，有無俱遣；是則名為淨覺隨順。何以

故？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知見故，

如法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故；是則名為因地法行。菩薩因此

於大乘中發清淨心，末世眾生依此修行不墮邪見。」」(CBETA, T17, 

no. 842, p. 913, b19-c11) 
 

 
4.《佛說不增不減經》卷 1：「舍利弗。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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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

者即是法身。舍利弗。如我所說法身義者。過於恒沙不離不

脫不斷不異。不思議佛法如來功德智慧。----不離眾生界有法

身。不離法身有眾生界。眾生界即法身。法身即眾生界。舍

利弗。此二法者義一名異。」(CBETA, T16, no. 668, p. 467, a16- b19) 

 
 

5.《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3：「復

次阿難云何十二處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汝且觀此祇陀樹

林及諸泉池。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色生眼見眼生色相。阿難

若復眼根生色相者。見空非色色性應銷。銷則顯發一切都

無。色相既無誰明空質。空亦如是。若復色塵生眼見者。觀

空非色見即銷亡。亡則都無誰明空色。是故當知見與色空俱

無處所。即色與見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CBETA, T19, 

no. 945, p. 115, c4-12) 
 
 

6.《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4：「即

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風即火。即眼即耳

鼻舌身意。即色即聲香味觸法。即眼識界如是乃至即意識

界。即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盡。即苦

即集即滅即道。」(CBETA, T19, no. 945, p. 121, a16-21) 

 
 

7.《大般涅槃經》卷 8〈4 如來性品〉：「爾時佛讚迦葉菩薩。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深利智慧。我今當更善為汝說

入如來藏。若我住者即是常法。不離於苦。若無我者。修行

淨行無所利益。若言諸法皆無有我是即斷見。若言我住即是

常見。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即是斷見。諸行常者復是常見。

若言苦者即是斷見。若言樂者復是常見。修一切法常者墮於

斷見。修一切法斷者墮於常見。如步屈虫要因前脚得移後

足。修常斷者亦復如是。要因斷常。------善男子。如來亦爾。

於諸眾生猶如良醫。知諸煩惱體相差別而為除斷。開示如來

祕密之藏清淨佛性常住不變。若言有者智不應染。若言無者

即是妄語。若言有者不應默然。亦復不應戲論諍訟。但求了

知諸法真性。凡夫之人戲論諍訟不解如來微密藏故。若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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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愚人便謂身是無常。說一切苦。復不能知身有樂性。若

說無常者。凡夫之人計一切身皆是無常譬如瓦坏。有智之人

應當分別。不應盡言一切無常。何以故。我身即有佛性種子。

若說無我凡夫當謂一切佛法悉無有我。智者應當分別無我假

名不實。如是知已不應生疑。若言如來祕藏空寂。凡夫聞之

生斷滅見。有智之人應當分別如來是常。無有變易。若言解

脫喻如幻化。凡夫當謂得解脫者即是磨滅。有智之人應當分

別人中師子雖有去來。常住不變。若言無明因緣諸行。凡夫

之人聞已分別生二法想。明與無明。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

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諸行因緣識者。凡夫謂二行之與識。

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十善十惡可作

不可作。善道惡道白法黑法。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應修一切法苦。凡夫謂二。智者了

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如來

祕藏亦是無常。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

實性。若言一切法無我。如來祕藏亦無有我。凡夫謂二。智

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我與無我性無有二。

如來祕藏其義如是。」(CBETA, T12, no. 374, p. 410, b15-p. 411, a6) 
 
 

8.《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卷 2〈2 方便品〉：「言實相者。

謂如來藏法身之體不變義故」(CBETA, T26, no. 1519, p. 6, a12-13) 

 
 

9.《佛說不增不減經》卷 1：「復次舍利弗。如我上說。眾生

界中亦三種法。皆真實如不異不差。何謂三法。一者如來藏

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二者如來藏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

清淨法。三者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恒及有法。 
舍利弗當知。如來藏本際相應體及清淨法者。此法如實不虛

妄不離不脫。智慧清淨真如法界不思議法。無始本際來。有

此清淨相應法體。舍利弗。我依此清淨真如法界。為眾生故

說為不可思議法自性清淨心。 
舍利弗當知。如來藏本際不相應體。及煩惱纏不清淨法者。

此本際來離脫不相應煩惱所纏不清淨法。唯有如來菩提智之

所能斷。舍利弗。我依此煩惱所纏不相應不思議法界。為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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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故說為客塵煩惱所染。自性清淨心不可思議法。 
舍利弗當知。如來藏未來際平等恒及有法者。即是一切諸法

根本。備一切法具一切法於世法中不離不脫真實一切法。住

持一切法攝一切法。舍利弗。我依此不生不滅常恒清涼不變

歸依。不可思議清淨法界說名眾生。所以者何。言眾生者即

是不生不滅常恒清涼不變歸依。不可思議清淨法界等異名。

以是義故。我依彼法說名眾生。舍利弗。此三種法皆真實如

不異不差。於此真實如不異不差法中。畢竟不起極惡不善二

種邪見。何以故。以如實見故。所謂減見增見。舍利弗。此

二邪見諸佛如來畢竟遠離。諸佛如來之所呵責。(CBETA, T16, no. 668, 

p. 467, b20- c19) 
 
 

10.《佛性論》卷 2〈1 自體相品〉：「謂如來藏有五種。何等

為五。一如來藏。自性是其藏義。一切諸法不出如來自性。

無我為相故。故說一切諸法為如來藏。二者正法藏。因是其

藏義。以一切聖人四念處等正法。皆取此性作境。未生得生。

已生得滿。是故說名。為正法藏。三者法身藏。至得是其藏

義。此一切聖人信樂正性。信樂願聞。由此信樂心故。令諸

聖人得於四德。及過恒沙數等一切如來功德。故說此性名法

身藏。四者出世藏。真實是其藏義。世有三失。一者對治。

可滅盡故名為世。此法則無對治故名出世。二不靜住故名為

世。由虛妄心果報。念念滅不住故。此法不爾故名出世。三

由有倒見故。心在世間。則恒倒見。如人在三界。心中決不

得見苦法忍等。以其虛妄故名為世。此法能出世間故名真

實。為出世藏。五者自性清淨藏。以祕密是其藏義。若一切

法隨順此性。則名為內。是正非邪。則為清淨。若諸法違逆

此理。則名為外。是邪非正。名為染濁。故言自性清淨藏。」
(CBETA, T31, no. 1610, p. 796, b7-26) 
 

 
11.《大般涅槃經》卷 8〈4 如來性品〉：「爾時佛讚迦葉菩薩。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深利智慧。我今當更善為汝說

入如來藏。若我住者即是常法。不離於苦。若無我者。修行

淨行無所利益。若言諸法皆無有我是即斷見。若言我住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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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即是斷見。諸行常者復是常見。

若言苦者即是斷見。若言樂者復是常見。修一切法常者墮於

斷見。修一切法斷者墮於常見。如步屈虫要因前脚得移後

足。修常斷者亦復如是。要因斷常。------善男子。如來亦爾。

於諸眾生猶如良醫。知諸煩惱體相差別而為除斷。開示如來

祕密之藏清淨佛性常住不變。若言有者智不應染。若言無者

即是妄語。若言有者不應默然。亦復不應戲論諍訟。但求了

知諸法真性。凡夫之人戲論諍訟不解如來微密藏故。若說於

苦。愚人便謂身是無常。說一切苦。復不能知身有樂性。若

說無常者。凡夫之人計一切身皆是無常譬如瓦坏。有智之人

應當分別。不應盡言一切無常。何以故。我身即有佛性種子。

若說無我凡夫當謂一切佛法悉無有我。智者應當分別無我假

名不實。如是知已不應生疑。若言如來祕藏空寂。凡夫聞之

生斷滅見。有智之人應當分別如來是常。無有變易。若言解

脫喻如幻化。凡夫當謂得解脫者即是磨滅。有智之人應當分

別人中師子雖有去來。常住不變。若言無明因緣諸行。凡夫

之人聞已分別生二法想。明與無明。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

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諸行因緣識者。凡夫謂二行之與識。

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十善十惡可作

不可作。善道惡道白法黑法。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應修一切法苦。凡夫謂二。智者了

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如來

祕藏亦是無常。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

實性。若言一切法無我。如來祕藏亦無有我。凡夫謂二。智

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我與無我性無有二。

如來祕藏其義如是。」(CBETA, T12, no. 374, p. 410, b15-p. 411, a6) 

 

 
12.《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2〈一切佛語心品〉：「佛告大慧：

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有時說空、無相、

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

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

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

門。大慧！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不應作我見計著。譬如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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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於一泥聚，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作種種器。如來亦復

如是，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或說

如來藏，或說無我。以是因緣故，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

之我。是名說如來藏。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

不實我見妄想，入三解脫門境界，悕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若不如

是，則同外道所說之我。是故，大慧！為離外道見故，當依

無我如來之藏。」(CBETA, T16, no. 670, p. 489, b3-20) 

 
 

13.《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4〈7 為何義說品〉： 
「處處經中說 內外一切空 有為法如雲 及如夢幻等 
 此中何故說 一切諸眾生 皆有如來性 而不說空寂 
 以有怯弱心 輕慢諸眾生 執著虛妄法 謗真如佛性 
 計身有神我 為令如是等 遠離五種過 故說有佛性」
(CBETA, T31, no. 1611, p. 840, b27-c5) 
 
 

14.《大乘起信論》卷 2：「一切世間諸雜染法。皆依如來藏

起。一切法不異真如。凡愚聞之不解其義。則謂如來藏具有

一切世間染法。為除此執。明如來藏從本具有過恒沙數清淨

功德不異真如。過恒沙數煩惱染法。唯是妄有本無自性。從

無始來未曾暫與如來藏相應。若如來藏染法相應。而令證會

息妄染者。無有是處。」(CBETA, T32, no. 1667, p. 588, b29-c7) 

 
 

15.《大般涅槃經》卷 7〈10 四諦品〉：「佛復告迦葉。所言

苦者不名苦聖諦。何以故。若言苦是苦聖諦者。一切畜生及

地獄眾生應有聖諦。善男子。若復有人。不知如來甚深境界

常住不變微密法身。謂是食身非是法身。不知如來道德威

力。是名為苦。何以故。以不知故。法見非法非法見法。當

知是人必墮惡趣輪轉生死。增長諸結多受苦惱。若有能知如

來常住無有變異。或聞常住二字音聲。若一經耳。即生天上。

後解脫時乃能證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既證知已。而作是

言。我於往昔曾聞是義。今得解脫方乃證知。我於本際以不

知故。輪轉生死周迴無窮。始於今日乃得真智。若如是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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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修苦多所利益。若不知者雖復勤修無所利益。是名知苦名

苦聖諦。若人不能如是修習。是名為苦非苦聖諦。苦集諦者。

於真法中不生真智。受不淨物。所謂奴婢。能以非法言是正

法。斷滅正法不令久住。以是因緣不知法性。以不知故。輪

轉生死多受苦惱。不得生天及正解脫。若有深知不壞正法。

以是因緣得生天上及正解脫。若有不知苦集諦處。而言正法

無有常住悉是滅法。以是因緣於無量劫。流轉生死受諸苦

惱。若能知法常住不異。是名知集名集聖諦。若人不能如是

修習。是名為集非集聖諦。苦滅諦者。若有多修習學空法。

是為不善何以故。滅一切法故。壞於如來真法藏故。作是修

學是名修空。修苦滅者。逆於一切諸外道等。若言修空是滅

諦者。一切外道亦修空法應有滅諦。若有說言。有如來藏雖

不可見。若能滅除一切煩惱爾乃得入。若發此心一念因緣。

於諸法中而得自在。若有修習如來密藏。無我空寂。如是之

人於無量世在生死中流轉受苦。若有不作如是修者。雖有煩

惱疾能滅除。何以故。因知如來祕密藏故。是名苦滅聖諦。

若能如是修習滅者。是我弟子。若有不能作如是修。是名修

空非滅聖諦。道聖諦者。所謂佛法僧寶及正解脫。有諸眾生

顛倒心。言無佛法僧及正解脫。生死流轉猶如幻化。修習是

見。以此因緣輪轉三有久受大苦。若能發心見於如來常住無

變。法僧解脫亦復如是。乘此一念於無量世。自在果報隨意

而得。何以故。我於往昔以四倒故非法計法。受於無量惡業

果報。我今已滅如是見故成佛正覺。是名道聖諦。若有人言

三寶無常。修習是見。是虛妄修非道聖諦。若修是法為常住

者。是我弟子真見修習四聖諦法。是名四聖諦。迦葉菩薩白

佛言。世尊。我今始知修習甚深四聖諦法。」(CBETA, T12, no. 375, p. 

647, a28-c20) 
 
 

16.《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 3〈2 報恩品〉： 
「法身體遍諸眾生，萬德凝然性常住， 
 不生不滅無來去，不一不異非常斷。 
 法界遍滿如虛空，一切如來共修證， 
 有為無為諸功德，依止法身常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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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身本性如虛空，遠離六塵無所染， 
 法身無形離諸相，能相所相悉皆空。 
 如是諸佛妙法身，戲論言辭相寂滅， 
 遠離一切諸分別，心行處滅體皆如。 
 為欲證得如來身，菩薩善修於萬行， 
 智體無為真法性，色心一切諸佛同。」 
(CBETA, T03, no. 159, p. 305, a27-b7) 
 
 

17.《金光明最勝王經》卷 2〈3 分別三身品〉：「善男子！是

身因緣境界處所，果依於本，難思議故，若了此義，是身即

是大乘，是如來性，是如來藏。依於此身得發初心，修行地

心而得顯現，不退地心亦皆得現，一生補處心、金剛之心、

如來之心而悉顯現，無量無邊如來妙法，皆悉顯現。依此法

身，不可思議摩訶三昧而得顯現；依此法身，得現一切大智。

是故二身依於三昧，依於智慧，而得顯現。如此法身，依於

自體說常、說我，依大三昧故說於樂，依於大智故說清淨，

是故如來常住自在安樂清淨。」(CBETA, T16, no. 665, p. 409, c3-13) 

 
 

18.《大方廣如來藏經》卷 1：「善男子！如來以佛眼，觀察

一切有情如來藏，令彼有情欲、瞋、癡、貪、無明、煩惱藏，

悉除遣故而為說法；由聞法故則正修行，即得清淨如來實

體。善男子！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界一切有情，如來

藏常恒不變。」(CBETA, T16, no. 667, p. 461, c16-21) 
 
 

19.《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4〈6 無量煩惱所纏品〉：「此明如

來真如法身有二種義。一者遍覆一切眾生。二者遍身中有無

有餘殘。示現一切眾生有如來藏。此明何義。於眾生界中無

有一眾生離如來法身在於法身外。離於如來智在如來智外。

如種種色像不離虛空中。」(CBETA, T31, no. 1611, p. 838, c2-6) 

 
 

20.《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3〈5 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品〉：「 
如虛空遍至 體細塵不染 佛性遍眾生 諸煩惱不染 

 如一切世間 依虛空生滅 依於無漏界 有諸根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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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不燒虛空 若燒無是處 如是老病死 不能燒佛性 
 地依於水住 水復依於風 風依於虛空 空不依地等 
 如是陰界根 住煩惱業中 諸煩惱業等 住不善思惟 
 不善思惟行 住清淨心中 自性清淨心 不住彼諸法 
 陰入界如地 煩惱業如水 不正念如風 淨心界如空 
 依性起邪念 念起煩惱業 依因煩惱業 能起陰入界 
 依止於五陰 界入等諸法 有諸根生滅 如世界成壞 
 淨心如虛空 無因復無緣 及無和合義 亦無生住滅 
 如虛空淨心 常明無轉變 為虛妄分別 客塵煩惱染」
(CBETA, T31, no. 1611, p. 832, c4-25) 
 
 

21.《究竟一乘寶性論》卷 3〈5 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品〉：「大

海慧。諸菩薩等生如是心。彼諸煩惱不染眾生自性清淨心。

是諸煩惱客塵虛妄分別心起而彼諸菩薩復生是心。我今畢竟

令諸眾生遠離客塵諸煩惱垢。為之說法。如是菩薩不生怯弱

心。轉於一切眾生生增上力。我要畢竟令得解脫。菩薩爾時

復生是心。此諸煩惱無有少體。菩薩爾時復生是心。諸煩惱

無體。諸煩惱羸薄。是諸煩惱無有住處。如是菩薩如實知諸

煩惱虛妄分別而有。依邪見念而有。以正見者。諸煩惱垢不

能得起。菩薩爾時復生是心。我應如實觀諸煩惱更不復生。

以不生煩惱故。生諸善法。菩薩爾時復生是心。我若自起諸

煩惱者。云何而得為諸煩惱所縛眾生說法令離諸煩惱縛。菩

薩爾時復生是心。以我不著諸煩惱故。是故得為諸煩惱縛眾

生說法。」(CBETA, T31, no. 1611, p. 834, b7-23) 

 

 
22.《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 1：「善男子！一切眾生

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花從空而有，幻花雖

滅空性不壞；眾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

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是

故，幻滅名為不動。善男子！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應當遠

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

離，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

諸幻。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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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如是，諸幻雖盡不入斷滅。善男子！知幻即離，不作方便；

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修行，如是

乃能永離諸幻。」(CBETA, T17, no. 842, p. 914, a10-23) 

 
 

23.《占察善惡業報經》卷 2：「若學習真如實觀者，思惟心

性無生無滅，不住見聞覺知，永離一切分別之想。漸漸能過

空處、識處、無少處、非想非非想處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

三昧。得相似空三昧時，識想受行麁分別相不現在前。從此

修學，為善知識大慈悲者守護長養，是故離諸障礙，勤修不

廢，展轉能入心寂三昧。得是三昧已，即復能入一行三昧。

入是一行三昧已，見佛無數，發深廣行心，住堅信位。」(CBETA, 

T17, no. 839, p. 908, b15-24) 
 
 

24.《大乘起信論》卷 2：「云何修止觀門。謂息滅一切戲論

境界是止義。明見因果生滅之相是觀義。初各別修漸次增

長。至于成就任運雙行。其修止者。住寂靜處結跏趺坐端身

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虛空。不依地水火風。乃

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分別想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不

生不滅皆無相故。前心依境次捨於境。後念依心復捨於心。

以心馳外境攝住內心。後復起心不取心相。以離真如不可得

故。行住坐臥於一切時如是修行恒不斷絕。漸次得入真如三

昧。---復次依此三昧證法界相。知一切如來法身與一切眾生

身平等無二皆是一相。是故說名一相三昧。若修習此三昧。

能生無量三昧。以真如是一切三昧根本處故。-----若為諸見

煩惱所亂。即便退失往昔善根。是故宜應審諦觀察。當作是

念。此皆以我善根微薄業障厚重。為魔鬼等之所迷惑。如是

知已。念彼一切皆唯是心。如是思惟剎那即滅。遠離諸相入

真三昧。心相既離真相亦盡。從於定起諸見煩惱皆不現行。

以三昧力壞其種故。殊勝善品隨順相續。一切障難悉皆遠

離。起大精進恒無斷絕。若不修行此三昧者。無有得入如來

種性。以餘三昧皆是有相。與外道共。不得值遇佛菩薩故。

是故菩薩於此三昧當勤修習。令成就究竟。」(CBETA, T32, no. 1667, 

p. 590, b22-p. 591,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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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釋摩訶衍論》卷 2：「六者空如來藏。一切諸空覆藏如

來故。勝鬘契經中作如是說。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

一切煩惱藏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生滅門中一切染

法。隱覆自相本覺無量性功德故。以何義故一切染法總名為

空。所謂一切染法幻化差別。體相無實作用非真故名為空。

而能隱覆法身如來實德真體。是故名為如來之藏。從能藏染

立其名故。七者不空如來藏。一切不空被空染故。勝鬘契經

中作如是說。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

佛法故。此經文明何義。所謂顯示生滅門中自相本覺。備過

恒沙一切功德。被過恒沙一切染法之所染故。以何義故一切

淨法總名不空。所謂一切淨法自體中實作用勝妙。遠離虛假

超越巧偽。故名不空。被染之覆名如來藏。於出現時名為法

身。於隱覆時名如來藏故。從所藏淨立其名故。」(CBETA, T32, no. 

1668, p. 608, b24-c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