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序說

第二章 如來藏思想探源

第三章 心性本淨說之發展

第四章 如來藏說之孕育與完成

第五章 如來藏說之初期聖典

第六章 如來藏學之主流

第七章 瑜伽學派之如來藏說

第八章 如來藏佛性之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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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說



第一節 如來與法身

第二節 如來與界

第三節 如來與我

第四節 佛子與佛種性

第二章 如來藏思想探源



➢佛滅後，佛弟子們永恆懷念

➢三種如來身

教法身：依法律修行

功德法身：無學無漏功德所成，如：上座部

理法身：見（緣起）法即見法身

第一節 如來與法身



➢大眾部的如來觀

➢大乘佛教之如來觀

法身無色（真空觀）：超越色相、有無的勝義

法身有相：色相莊嚴與法界不二，

如：大眾部：佛的「色身無邊際」

第一節 如來與法身



➢初期聖典中有多界，界即種類

➢界之三類義

與眾生相應、和合而成助力

緣界而生言說、施設等

依界而說流轉與解脫

第二節 如來與界



➢契經中描述「緣起」法之一：法界

➢《般若經》：「法界」被說成「涅槃」之異名

➢文殊法門：法界有「我」的意義

傾向「大一」解說法法平等，「假必依實」，

向「妙有」發展

➢如來界（馱都）與如來藏同：不般涅槃

第二節 如來與界



第三節 如來與我

法性恆住
作用隨緣

不可說我

一味蘊
根邊蘊

勝義補特伽羅



第一節 聲聞經論的心淨說

第二節 初期大乘的心性本淨說

第三章 心性本淨說之發展



第一節 法法平等與事事無礙

第二節 華嚴經含蓄的如來藏說

第三節 心．菩提心．菩提．眾生界

第四節 如來藏經

第四章 如來藏說之孕育與完成



➢佛滅後，佛弟子們永恆懷念→初期大乘

➢初期大乘→如來藏說

➢《般若經》：依性空為門，引行者證入實相

➢《華嚴經》：重視如來無上莊嚴之果德

第一節 法法平等與事事無礙



《般若經》：慧眼（佛眼）：無所見而無所不見

《華嚴經》：（《十地經》）：初～十地都名一

切智智

《般若經》：一切法趣向一切法性（畢竟空）

《華嚴經》：法法平等，一切法相即相入、法法

無礙



〈寶王如來性起品〉（三譯本）

一切眾生具足如來智慧而不自知，

即如來藏（祕密藏）

〈十地品〉（〈漸備一切智德〉）

鍊金喻：功德善根，一地一地展轉增勝

大摩尼寶喻：菩提本有

第二節 華嚴經含蓄的如來藏說



〈盧舍那品〉（二譯本）

華藏世界，佛菩薩皆坐在蓮華上

蓮華開花前，蓮子已在華內生長

喻佛果（菩提）已存於菩薩內

菩提本有，修具萬行以顯現莊嚴之佛果

第二節 華嚴經含蓄的如來藏說



〈如來性品〉

如來智慧（菩提）在眾生身（心相續）中

《華嚴經》

唯心、心性本淨說

菩提心之原意（大誓願）→本淨菩提心（佛性）

第三節 心．菩提心．菩提．眾生界



〈寶性論〉引用→《大集經》

概述要義：

三寶性、如來十六大悲、寶珠喻、

三時教說、護法降魔

第三節 心．菩提心．菩提．眾生界



引用→《華嚴經》 〈如來性起品〉

「華藏」：眾生身中有佛

舉九種譬喻解說神變之意義

根本喻：萎華有佛（如來在「華藏」）

特有：蜂蜜、糠粳、果種喻

易激發行者願求修持的精進

第四節 《如來藏經》



第一節 初期聖典與弘傳者的風格

第二節 如來與如來藏

第三節 如來藏我

第四節 如來藏不空

第五章 如來藏說之初期聖典



1.《如來藏經》：

以《華嚴經》的華藏，

蓮華萎落而見佛為緣起，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

2.《大般涅槃經》：

依如來、法身、涅槃、正法四德安立如來之大

般涅槃（常住），故一切眾生有佛性（我）

佛性＝如來藏我

第一節 初期聖典與弘傳者的風格



3.《大雲經》：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4.《央掘摩羅經》：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等

如來藏與眾生界、我界的同一性

5.《大法鼓經》：

如來之性，淨如滿月；彼眾生界無邊淨明

眾生是和合施設，而眾生界與如來界（性）一致

第一節 初期聖典與弘傳者的風格



6.《勝鬘經》：闡明一乘而說如來藏之空、不空

7.《不增不減經》：

第一義諦、眾生界、如來藏、法身，異名同實

依眾生界說如來藏三義：

如來藏不空義；如來藏空義；

如來藏的平等、恆、有法

第一節 初期聖典與弘傳者的風格



二、弘傳者風格：

代表人物：一切世間樂見比丘

時代：正法將滅，出家護法（不遲於2世紀末）

經典集成：可能在西元3世紀間

地點：文荼羅國，即秣羅矩吒（馬德拉）

風格：律身謹嚴（扶律談常）

第一節 初期聖典與弘傳者的風格



與佛果有關之名詞：

如來、般涅槃、解脫、法身、無上菩提

聲聞學派之涅槃觀：

經部→無體；說一切有部→無為法（灰身泯智）

上座部→有淨智（灰身）

大眾部→壽命、身相、神通等無邊際

第二節 如來與如來藏



如來涅槃（法身）常住：

釋迦佛法身（真身）成道已久→

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如來涅槃有色：

眾生有如來藏

如來性為了義說：

一歸依（佛）；一諦（滅諦）；

一乘；如來涅槃



第三節 如來藏我

法性恆住
作用隨緣

不可說我

一味蘊
根邊蘊

勝義補特伽羅



依如來四功德之「我」→

從眾生界的立場→說眾生、菩薩、如來無二無別

界 = 如來藏我

如來藏我→眾生本具如來德性、

一法界（生佛一如）、生死所依

第三節 如來藏我



依經闡明「我」之深義→

因根機之別，先說「無我」後明「真我」之密藏

古佛說「真我」，被外教誤解成「神我」

第三節 如來藏我



評「一切法空」是不了義教→

後期大乘佛教之特色：有異法「空」，有異法「不空」

《大品般若》：生滅如化，不生不滅不如化

延續部派佛教（有宗）之見解：

說一切有部→瑜伽系

說出世部→真常系

第四節 如來藏不空



如來藏「空」、「不空」之義→

虛妄法空，真實法不空（究竟教）

《般若經》：生滅如化，不生不滅不如化

（新發意）

《解深密經》：三性、三無性明一切法空

（五事不具）

第四節 如來藏不空



界的意思有二：一、類性，就是類同的。

在事相上，是一類類的法；在理性上，就成為普遍性。

所以，法界可解說為一切法的普遍真性。

二、種義，就是所依的因性。

這就發生了種子的思想，法界也就被解說為三乘聖法

的因性。

《俱舍》說界為種類、種族，也就是這個意思。



第一節 傳說中的如來藏法門

第二節 寶性論為主的如來藏論

第三節 寶性論所依的經論

第四節 寶性論義的分別

第六章 如來藏學之主流



印度大乘佛教給與新詮釋

印度論師將「如來藏說」融於自宗義：

中觀學派（羅睺羅跋陀羅）

瑜伽學派

合於初期如來藏說之詮釋

《寶性論》、覺囊巴派、禪宗

第一節 傳說中的如來藏法門



一、《究竟一乘寶性論》

二、《無上依經》

三、《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第二節 寶性論為主的如來藏論



如來藏

菩提
功德

佛業
信勝益

梵、藏譯本



無上依經 寶性論
校量功德品

如來界品 佛性（界）

菩提品 佛菩提

如來功德品 佛功德

如來事品 佛業

囑累品

二、《無上依經》：

1.分七品

2.與《勝天王般若經》

一部分相合

3.與《寶性論》之異

同





三、《大乘法界無差別論》：十二義

與堅慧所造的《寶性論》《本論》，非常接近

四、結論

《寶性論》與《無上依經》，說到了四大主題：

佛界、佛菩提、佛德、佛業

《法界無差別論》以菩提心為主題，包含《寶性論》

〈如來藏章〉及〈菩提章〉的「果」與自利

《無上依經》在〈菩提品〉中，包含《寶性論》的

〈如來藏章〉及〈菩提章〉的部分



一、對照瑜伽學派之主張：與瑜伽學有關

（一）作者：極可能是堅慧

（二）《大乘莊嚴經論》：相似文句（偈頌）、論法

（三）法義之異同

相合處：立有垢、無垢真如；轉依；三身；

二障；二種無分別智；無漏界

不同處：沒有種子說；不立不般涅槃種性

第三節 寶性論所依的經論



二、《寶性論》架構及所依經 ：

（一）所依經：《華嚴經》、《大集經》、《勝鬘經》等

（二）四章：佛界、佛菩提、佛德、佛業

第三節 寶性論所依的經論



（三）四章所依經：

1.佛界：《如來藏經》、《大乘莊嚴經論》（因）、

《大般涅槃經》（果）、《勝鬘經》（業）、

《不增不減經》（無差別）

2.佛德（64德）：《大集經》之〈寶女品〉

3.佛業（ 9喻）：《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

4.佛菩提（ 8義）：《大乘莊嚴經論》之〈菩提品〉

第三節 寶性論所依的經論



一、如來藏：法身、真如、佛（種）性

二、自性清淨心

三、不空與種性

四、轉依

第四節 寶性論義的分別



一、如來藏：
1.法身（遍滿）：一切眾生界，不離諸佛智（三喻）

2.真如（無別）：以彼淨無垢，性體不二故（真金喻）

3.佛種性（因）：彼一切諸佛，平等法性身（五喻）

從佛說到遍眾生中，是法身遍滿義；

從眾生說到有佛性，是佛種性義；

約眾生與佛平等說，是真如無差別義

第四節 寶性論義的分別



二、自性清淨心：

1.心：心、意、識之「心」

2.自性：prakṛti（本性）、svabhāva（自性）

3.清淨：prabhāsvara（P. pabhassara）光明清淨之意

4.本性→清淨；客性→雜染；才能正知本性清淨心

第四節 寶性論義的分別



三、不空與種性：

1.不空如來藏：眾生中本具如來之稱性功德

2.種性（gotra）：成佛之種性（如來界），界→因

3.二種如來藏智：皆名空（性）智

第四節 寶性論義的分別



四、轉依：

1.部派立有我論：不可說我、勝義我→輪迴、受報

2.《大般涅槃經》：與外道立「神我」之意義相近

3 .《寶性論》：依「轉依」明生死與涅槃之關涉

4.「轉依」所依體：如來藏（本性清淨）

第四節 寶性論義的分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