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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原著进行了译注和评析。
今译部分，根据唐代窥基《成唯识论述记》所提供的资料，对原著艰涩简略的论述，以加括号的方式
，补充了必要的内容，使其具备可读性及一定程度的通俗性；注释部分，力求简明扼要；评析部分，
对原著各段文字的难点作了解说，对复杂的论述作了归纳，对其思想与佛教内外各学派思想的异同作
了分析，并将唯识学的理论与心理学、哲学等现代学术作了比较研究。
《成唯识论》是佛教唯识宗的基本经典，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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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唯识学在当代又面临着现代学术、尤其是现代科学的严峻挑战。
　　应该说，唯识学是佛学中最能与现代学术进行交流的一种理论，近代一些唯识学者甚至对其与现
代科学的会通也抱有极大的希望。
确实，如果佛教认为自己所说的都是真理，甚至是一　　种前瞻性的真理(即超越了现代科学认识范围
的真理)，那佛教所说的真理就应与被现代科学所证明了的真理并行不悖。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唯识学乃至全部佛学与现代学术及现代科学的相互关系，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佛学的某些理论，已被证明为正确，如世界有成、住、坏、空的变化过程，一滴水中有众多的生
命，等等。
二是佛学的另一些理论目前还无法证实或证伪，如唯识学所说的众生的第八识变现了外部物质世界，
极微(物质基本单位)非实有，等等(这些问题需另外撰文讨论)。
三是在知识层次上，佛学或唯识学的某些知识显出其局限性。
如唯识学认为：色境中，青、黄、赤、白是实法。
然而，按现代知识来看，四种色中的白，无论是白色还是白光，都不是基本色和基本光，而是混合色
和复合光，这样就不符合实法的涵义，而应是聚集假法。
四是佛学或唯识学的有些理论如何与现代科学的已有成果相适应，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现举二例对最后一种情况作一说明。
　　唯识学认为，第七识是第六意识的根。
即在六识中，前五识都有自己的根，但都是物质性的根，如眼识有眼根、耳识有耳根，等等。
第六识也有自己的根，但第六识的根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第七识。
在上述唯识学的说法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所谓物质性的五根，到底是什么?其次，现代科学已经确认了大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认
识起源于大脑的神经活动。
那么，唯识学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又是如何?　　首先，物质性的五根到底是什么呢?唯识学将五种物质
性的根分为浮尘根与净色根。
浮尘根是一种粗显的物质，相当于人们肉眼所见的五官；净色根则是一种微细的物质，是五根中真正
起认取作用的成分。
现代许多人将五净色根看作是神经系统，但也盲人持不同看法。
如熊十力先生认为，说净色根是神经系统，只是符合小乘关于净色根的观念，不符合大乘对此的观念
。
大乘的净色根，颇有一种神秘色彩。
笔者以为，净色根是不是神经系统，还需考虑另一因素。
即唯识学认为，众生的第八识能变现他人的身体(即浮尘根)，但不能变现他人的五根(即净色根)。
因为众生能受用他人的身体，但变作他人的五根则没有用处。
说众生变现他人的身体受用，似乎荒诞不经，但细想之下也不无道理。
人们在食用动物的肉，就是在受用动物的身体。
而唯识学的原理是：自变自受用，决不能自变他受用或他变自受用。
这样，既然能食用动物肉、能移植他人的器官，所以按唯识学的原理，应该是自己变现了他人的身体
而受用。
这样，唯识学的第一个说法，即自己变现他人的浮尘根受用，是言之成理的；但进而其第二个说法，
即自己不变现他人的净色根，则对净色根是不是神经系统，起到关键的判别作用。
如果神经系统不能移植，即他人不能受用，那么净色根可以是神经系统；如果神经系统能够移植，那
就不符合唯识学的净色根的含义。
而目前的人体器官移植中，应该说也有一部分神经系统被移植，乃至在人工器官中，神经系统被电子
装置所取代。
这样的话，或者应该说唯识学意义的净色根不是神经系统；或者应该说，神经系统就是净色根，但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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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学关于众生不变现他人的净色根的说法不符现实，应加以修改。
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其次，唯识学的认识产生理论与现代科学关于大脑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也非常值得探讨。
唯识学认为，识的产生，虽需要一定的条件(基本的条件是根和境)，但根本上说，识是起源于自己的
种子。
因此，唯识学者是不能同意人的认识纯粹是大脑神经活动的产物的观点。
如四川研究唯识学的唐仲容老居土指出，瓜芽豆苗是从土中长出，能说它们没有种子，而是土地生出
的吗?同样，意识从大脑产生，能说它们没有自己的种子，是完全由大脑生出的吗?这样的说法似乎仍
属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观点。
但进而唯识学认为，意识的根(即意识产生的最重要条件)是精神性的第七识，并对此进行了论证。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前五识依赖于物质性的根，所以都不能具有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和记忆等功
能(用唯识学的语言来说就是，都没有计度分别与随念分别)，意识如果也依赖物质性的根，那也不应
有这些功能。
虽说如此的论证，也能自圆其说，但这也就意味着：一、大脑不是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二、大脑也
不是意识产生的最重要条件。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大脑的作用又何在呢?现代科学关于大脑在思维中起重要作用这一结论，已毋庸置
疑。
所以，如果唯识学认为意识的根源是自己的种子，这样的说法仍可被看作是一个目前尚不能证实也不
能证伪的命题；但认为大脑甚至不是意识产生的最重要条件，这是很难为人们接受的。
而第七识又是唯识学八识说的重要一环，第七识一旦动摇，第八识也将动摇，而第八识一动摇，唯识
学也岌岌可危了。
因此，第六意识的根究竟是第七识还是大脑?或者说，应该怎样提出问题?这是唯识学需要认真回答的
。
　　　　如是外道、余乘所执离识我、法，皆非实有。
故心、心所，决定不用外色等法为所缘缘，缘用必依实有体故。
现在彼聚心、心所法①，非此聚识亲所缘缘，如非所缘，他聚摄故。
同聚心所，亦非亲所缘，自体异故，如余非所取。
由此应知，实无外境，唯有内识似外境生。
是故契经伽他中说：“如愚所分别，外境实皆无，习气扰浊心，故似彼而转。
”　　[今译]上述被外道和小乘等学派所执着的脱离识而存在的自我和事物，都不是具有实体的存在
。
所以，心和心所必定不是以识外的颜色、声音等事物作为所缘缘，因为要能作为缘发生　　作用，必
定要依托真实存在的主体，[而识外的颜色等事物并不是具有实体的存在。
]现时存在的[自身或不同众生的识与心所的聚合相互之间，]那一识与心所的聚合，不是这一识与心所
的　　聚合的亲所缘缘，就像非认识对象不是亲所缘缘一样，因为那是属于自识之外的他识的聚合。
同一聚合中，心所也不是识的亲所缘缘，因为主体不同，就像其他非此心的认取对象不是此心的亲所
缘缘一样。
由此可知，实际上没有外境，只有由内识生起的似乎实在的外境。
因此《厚严经分的颂中说：“如愚人所思量分别的外境，实际上完全不存在，由于习气扰乱污浊了心
，所以有似乎实在的外境生起。
”　　[注释]①彼聚心、心所法：识及其相应心所称为“聚”，即每一识与心所的聚合。
　　[评析]此处再次通过对亲所缘缘的讨论重申“实无外境”的观点。
亲所缘缘就是识(或心所)自己的相分，所以，自身内不同心与心所的聚合，相互间不能作为对方的亲
所缘缘；他人的心与心所的聚合，不能作为自己识的亲所缘缘；同一聚合中，心所不能作为识的亲所
缘缘。
这样，一切自识(或心所)之外的东西都不能作为自识(或心所)的相分，相分完全是由自识(或心所)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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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外境并不存在，只是心被无始时来的习气所污染，所以把内境思量为外境。
　　　　1．前五种根本烦恼　　如是已说善位心所，烦恼心所，其相云何?颂曰：　　“烦恼谓贪瞠
、痴慢疑恶见。
”　　论曰：此贪等六、性是根本烦恼摄故，得烦恼名。
　　[今译]上面已经说了善一类的心所，那么，烦恼心所，其性状如何呢?颂云：　　“烦恼心所是指
贪，瞠，痴，慢，疑，恶见。
”　　论云：这贪等六种心所，其本性属根本烦恼范畴，所以获得烦恼的名称。
　　[评析]此处以下论述六种根本烦恼。
烦恼的含义是扰乱，贪等六种烦恼，扰乱众生的身心，使众生永远处在生死之中不得解脱。
贪等六种烦恼是一切烦恼的根本，能生随烦恼，所以被称为根本烦恼。
　　云何为贪?于有、有具①染著为性；能障无贪，生苦为业。
谓由爱力．取蕴生故。
　　云何为瞋、于苦、苦具②憎恚为性；能障无瞠，不安隐性，恶行所依为业。
谓瞠必令身心热恼，起诸恶业不善性故。
　　云何为痴?于诸理事迷暗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
谓由无明，起疑、邪见、贪等烦恼、随烦恼、业，能招后生杂染法故。
　　云何为慢?恃已于他高举为性；能障不慢，生苦为业。
谓若有慢，于德、有德，心不谦下，由此生死轮转无穷，受诸苦故。
此慢差别，有七、九种，谓于三品我德处生③。
一切皆通见、修所断。
圣位我慢，既得现行，慢类由斯起亦无失。
　　[今译]什么是贪?对三界内的一切存在及其原因，迷恋执着，是其本性；能障碍无贪，产生苦果，
是其作用。
即贪是依靠爱的力量，执取五蕴而生起。
　　什么是瞠?对各种苦及其原因，憎恶痛恨，是其本性；能障碍无瞠，产生不安稳性，成为恶行的依
靠，是其作用。
即瞠必定使身心燥热苦恼，生起各种属不善性的恶业。
　　什么是痴?对一切理和一切事，迷惑不明，是其本性；能障碍无痴，成为一切混杂污染的心和心所
的依靠，是其作用。
即由无明，生起疑、邪见、贪等烦恼心所和随烦恼心所，造各种业，并能招致后世混杂污染的心和心
所的生起。
　　什么是慢?自恃所长，对人傲慢，是其本性；能障碍不慢，产生苦果，是其作用。
即人如果傲慢，对于德性和有德之人，就没有谦下之心，因此而生生死死，轮转无穷，饱受各种痛苦
。
这慢心所的差别，有七种或九种，就是将我、我的德性、我的境遇与他人相比，在超过、相同、不如
三种状况中产生了各种傲慢。
一切慢心所都是既属见道位所断，又属修道位所断。
圣位中的俱生我慢，既然也能现行活动，因此，说各种慢心所在圣位中也能生起，并无过失。
　　[注释]①有、有具：参见前文“无贪”注。
　②苦具：参见前文“无嗔”注。
　③谓于三品我德处生：“三晶”指我、我的德性、我的境遇。
“我”指对五蕴执着为我与我所。
“德”指圣德，如无漏果、禅定等。
　　[评析此处论述六种根本烦恼中的前四种：贪、瞠、痴、慢。
其中前三种正是善心所中无贪、无瞠、无痴的对立心所。
贪、瞠、痴被佛教认为是最根本的烦恼，贪产生执着，瞠产生憎恨、痴使人迷于事相、不明真理，所
以三者是明白性、证圣道的最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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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慢也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烦恼，傲慢使人狂妄自大、不思进取，也是明自性、证圣道的根本
障碍。
唯识学对慢作了精细的区分，慢是在五种情况下产生，前三种是将我、我的德性、我的境遇与他人相
比后产生的傲慢。
后二种是对五蕴与圣德而产生的傲慢，这样就产生了“七慢”或“九慢”。
“七慢”是：一、慢，即对不如自己的人产生傲慢，对与己相等的人认为不过如此。
二、过　　慢，即对与己相等的人，认为自己胜过对方；对胜过自己的人，认为自己与对方同等。
三、慢过慢，即对胜过自己的人，认为自己胜让对方。
四、我慢，即在五蕴中处处执取我与我所。
五、增上慢，即对自己并未证得或只是稍有证得的圣德，如禅定、无漏果等，认为自己已经证得。
六、卑慢，即对德高望重的人，认为自己只不过稍稍不如。
七、邪慢，即自己实在没有功德，却认为自己有功德。
“九慢”是小乘的说法，是将“七慢”小的慢、过慢、卑慢每种再分三种而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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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一、《成唯识论》的学派源流　　《成唯识论》是中国佛教唯识宗的最重要经典之一。
唯识宗也称法相宗或法相唯识宗。
近代佛教学者欧阳竟无等曾认为法相与唯识应立为二宗，但遭到当时的太虚大师等人的反对。
笔者以为，虽然该宗确有某些典籍侧重说明法相、某些典籍旨在论述唯识这种现象，但诚如太虚大师
所说的“法相必宗唯识”，两者的关系是：唯识以法相为基础、法相以唯识为归宿，似无必要区分为
二宗，故本书也不作此种区分。
　　唯识宗是由唐代玄奘大师求法印度、回国后所开创，此宗崇奉印度大乘佛教中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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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附录中收录了《大乘百法明门论》和《唯识三十颂》的直解。
前者有助于初学者了解唯识学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后者有助于掌握《成唯识论》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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