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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现实世界，不同的文化体系，是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的。
但就哲学体系而言，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以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大抵是将之分为主观世界和
客观世界。
对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有人认为客观服从于主观，也有人认为主观服从于客观，甚至有人
认为二者互不相干，或是二者相互依存；也有人认为二者互相依存。
但不管是持何种观点，都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
特别是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的不断发达，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进展迅速，带来了人
类近现代以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甚至提出了改造客观世界、改变客观世界、征服客观世界的
口号。
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征服并非一帆风顺，似乎也存在难以跨越的瓶颈，也
使今人越来越认识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征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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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宗性法师，1973生，重庆潼南人。
出家以后，在重庆、四川、北京等地求学十年。
2001年中国佛学院研究生毕业。
2001年应邀到文殊院弘法，2003年荣膺成都文殊院住持。
2010宗性法师调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
法师长期致力于唯识学的传播和禅宗史研究及大众弘法工作，多次应邀至海外、大学、团体、机关等
举办讲经法会及佛学讲座。
法师的开示语言生动幽默，接应方式也别具一各。
法师已出版论文集《问学散论》及人生佛教系列丛书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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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用（功能） （一）前台造业的操手 （二）业力的分工 第二节染污的前五识 一前五识的缘境、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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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八识 一阿赖耶识的性类和辅助伙伴 二阿赖耶识的活动范围 三关于阿赖耶识的存在（助伴） （一
）五教证 （二）十理证 四关于阿赖耶识的自相 五第八阿赖耶识与前七识的关系 六第八阿赖耶识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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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报体） 第四节染污的第七识 一第七末那识的缘境及性类 二第七末那识的识量 三第七末那识的辅助
伙伴 四第七末那识的行相 五第七末那识的业用（作用） （一）令有情沉迷 （二）为染净之依 第五节
八识与生命的染污 一生命染污的前奏——前五识 二生命染污的制造者——第六意识 三生命的染污源
——第七末那识 四生命染污的执行者——第八阿赖耶识 第四章净化八识与佛身庄严——逆转清净分 
第一节八识与净化 一净化的历程 二净化与四智 三净化与三身 四四智与相应心品 第二节第六意识的净
化 一第六意识净化的转折点 二第六意识持续净化中的干扰 三第六意识的圆满净化 四妙观察智的妙用 
（一）善观诸法自相共相 （二）善说法度众 第三节第七末那识的净化 一第七末那识净化的转折点 二
第七末那识持续净化的干扰 三平等性智的妙用 第四节第八阿赖耶识的净化 一第八识的名位 （一）我
爱执藏位 （二）业果生死相续位 （三）无上转依最极清净位 二第八阿赖耶识净化的转折点 三第八阿
赖耶识净化的持续 四第八阿赖耶识净化的圆满 五大圆镜智的妙用 第五节前五识的净化 一成所作智的
特点 （一）“空” （二）“变相”与“带相” （三）智慧的类别——加行智、根本智、后得智 （四
）成所作智的特点 二成所作智缘境的真实性 三成所作智的转起阶段 四成所作智的妙用 第六节净化与
庄严 结语掌握改造生命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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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 第七末那识的缘境及性类 【正文】带质有覆通情本 “带质”，即指“带质境”，是说第
七末那识所缘的是“带质境”。
第七末那识缘境的对象是第八识的见分。
由于阿赖耶识所具有的受熏、持种、现起根身和器界的功能，第七末那识就在其自身所具有的“自我
”意识的支配下，误将第八识的见分执为自我，产生生命的固执和眷恋。
由于第七末那识所生起的“自我”误解，是以第八识的见分（本质）为基础而另起的错误认识，故名
“带质境”。
如同书法练习者临摹字帖一样，是在作为样帖的基础上（本质）格外书写，尽管临摹相似，但它只是
在原帖基础上的复制品罢了，像原帖的字，但绝非原字。
从这一比喻中，也可以理会“带质境”的特点。
另外，这种“带质境”一方面是依仗本质境，挟带起本质境的相貌而另起认识，故又通于“本”（本
质境），也就是与本质境存在相似处，但它又是第七识自身所起的别异认识，故又通于“情’随自身
而起认识）。
也就是说“带质境”毕竟不同于“本质境”，只是自身在“自我”思量的支配下所产生错觉而已。
因此，第七识所缘的“带质境”，是既依托第八识见分，但又不同于第八识见分，而自起影像分别，
故颂文说“带质”、“通情本”。
 “有覆”，即“有覆无记性”，是玄奘法师行文方便的略称，是指第七末那识的性类是“有覆无记性
”。
由于第八识自身中具有储存一切种子的功能，这一功能就决定第八识不能有明显的善恶趋向，才能储
存包括善、恶在内的一切种子。
因此，它必须是无所谓善恶趋向的“无记性”，才能储存一切种子。
 “覆”即障碍，遮蔽之意。
因为第七识是以“自我思量”为核心，在佛法看来， “自我思量”的本身即是造成一切染污的根源，
更是滋生一切烦恼的温床。
在“自我思量”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染污烦恼，就会遮蔽修道行者的慧光，障碍修道行者对真相的认
知度，阻挠修道的进程。
故颂文说“有覆”就是针对第七识所具有的这一特点而言。
因此，第七识虽然是属于“无记性”的活动，但由于“为我思量”的干扰，就让其“无记性”也蒙上
了一层面纱。
所以，第七识的性类也就自然成为了“有覆无记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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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造生命的原理:通诠》由巴蜀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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