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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依“综合式研究方法”和“解脱诠释学”的方法，以唯识古学与今学的比较为中心，对摄论学派
进行整体的研究。
我们利用电脑检索《大正藏》，并且整理日本佛教文献与敦煌遗书中的摄论学派资料，发现灵润、道
基、智凝的著作，考察摄论学派的发展史迹。
 　　我们对真谛的思想定位为“从始人终之密意”，在虚妄与经验层面，则是纯正的瑜伽行派的“阿
黎耶识缘起”，则是属于“始教”；在转依的果位上，其主张“相性融即”、“智如不二”与护法一
玄奘系所主张“相性永别 ”、“智如为二”明显不同，则是具有“终教”的特点。
真谛的思想是妄心派向真心派的过渡，是一种“中间路线”，但是其基本立场仍然是瑜伽行派。
真谛的“识界”并非是《起信论》的真妄和合识，但是真谛的佛学思想最终必定能够走向《起信论》
，这是其思想的内在必然发展趋势。
 　　在心识论方面，真谛继承“一种七现”的“一心论”而提出“一意识论 ”，主张阿陀那识即是
染污意；唯识今学强调别体别用的“诸识差别”，区分阿陀那识与末那识的不同。
真谛从种识不分的立场，主张种子是假而无体，阿黎耶识是实而有体；而种子的相续即是阿黎耶识的
相续，而不承认种子生种子。
护法一系从诸识差别的立场，主张种子与阿黎耶识都是实有的；建构了种子生种子的异时因果与种生
现、现熏种的同时因果。
 　　在影像门唯识方面，唯识古学从“无相唯识”的立场出发，主张分别为因，虚妄为果，虚妄分别
通依他性与分别性，强调“识境同一”的，层心理结构。
唯识今学从有相唯识”的立场，强调虚妄与分别不同体，分别为能缘的依他起，虚妄为二取的分别性
，因此必须有两层心理建构，所以“虚妄分别”只是指依他性。
唯识古学以“虚妄分别显现”诠释影像门唯识理论，世亲依“识转变”建立了整个唯识体系。
在认识论，唯识古学强调心识生起时，心识无义但显现为义，或“似现为义”，显现即是执取；唯识
今学强调心识与心识所显现的影像是“有所得”，凡夫执“似义”为义”，于是现起分别性。
 　　在三性三无性思想，真谛是继承与综合“尘识理门”与“染净通门”的三性思想，而唯识今学是
继承“情事理门”的思想，从而有不同的展开。
真谛与安慧都以八识为能分别，而护法则强调第六识、第七识为能分别；而且，护法主张见分、相分
同属依他性，真谛、安慧则无此义。
真谛以分别性、依他性无所有而所呈现的同一无性，即是真实性，因此三性是一；护法系主张于依他
性上远离分别性，即是真实性，因此三性彼此有分际，不可混同。
唯识今学强调“假必依实”的“他性空”，分别性是“无”，而不否定依他性，所以分别性是“空”
，而真实性是“空性”，因此“空”与“空性”是有绝对区别的。
真谛是站在“性相融即”的立场，主张“空”是否定的对立同一，分别性无相、依‘他性无生都加以
遣除，空与空性是同一的。
同时，真谛主张分别、依他同一无性即真实性，坚持“一切诸法同一无性”，三性为安立谛，三无性
为非安立谛，三性同时也是三无性。
而唯识今学强调“三无性不离三自性”，这是在三性之外说三无性，二者不能相即。
唯识古学主张二重二谛，窥基则主张四重二谛。
 　　真谛在果报黎耶、种子黎耶之外，提出“解性黎耶”、“阿摩罗识”，通过淡化如来藏“我”的
色彩，融摄如来藏与阿黎耶识两系，解决瑜伽行派的内在矛盾与困境。
从解脱论来说，阿摩罗识即是境智无差别、智如合一、如如智、转依；从实践论来说，建立“方便唯
识”与“真实唯识”(或“正观唯识”)的实践次第。
 　　在佛性思想方面，唯识今学主张“五性各别”与“密意一乘”，提出“ 理佛性”与“行佛性”
；真谛主张“一性皆成”与“究竟一乘”。
 　　在转依思想方面，唯识今学重视转依的认识论意义，其思想的重点在于 “所依转变”；强调种
子与阿黎耶识都是实有的，所以转舍与转得的“转变 ”，正是阿黎耶识的体之“用”的变化，而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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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变化。
真谛的“中间路线”在转依思想上有所体现，他一方面以闻熏习来阐明认识论意义的转依，即减舍杂
染习气，增长闻熏习，即是所依转变；另一方面，真谛以解性黎耶、阿摩罗识、四德种子等，来诠释
存在论意义的转依，即转阿黎耶识为阿摩罗识，这是自我存在的基体的全然的改变状态。
 　　摄论师由于受地论学派的影响，以“一心二门”来诠释心识论；而且以真妄、体用、本末等思想
来理解三性，出现两种形态的三性思想。
我们认为，“九识”说是北地摄论师所提出的。
摄论师逐渐背离了瑜伽行派的立场，而与“真常唯心”系合流，强调以佛性为中心，以“佛性”诠释
“十胜相” ，完全是以如来藏缘起来解读《摄论》，这是摄论学派中国化的核心体现。
 　　最后，我们指出真谛的“染净二分依他”是“立体式”的理解，分别性与真实性的转换是非连续
的；而《起信论》强调平面式的“一心二门”，阿黎耶识与法身之间的转换是连续的，这是二者的不
同。
同时，我们发现佛教存在论是一种“过程存在论”，一切存在建构于“过程”与“关系”中，如来藏
、阿黎耶识、法身、法界等都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而不是“批判佛教” 所说不变、无差别的“基体”
，这些绝对观念是与“空性”紧密相连的。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整理、发现一批摄论师的著作与零星资料；在方法论上，提出“综合式研
究方法”与“解脱诠释学”，以阿黎耶识缘起、影像门唯识、三性三无性、佛性、一乘、三乘等思想
为中心，对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指出，真谛的思想是妄心派向真心派的过渡，是一种“中间路线”，但是其基本立场仍然是瑜伽
行派；而且在重视经验内省以及心理分析的诠释模式下，唯识今学的发展则是必然的。
同时，本文以语言哲学、存在哲学、现象学对唯识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对“批判佛教”进行很好的回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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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三性三无性思想，真谛是继承与综合“尘识理门”与“染净通门”的三性思想，而唯识今学是
继承“情事理门”的思想，从而有不同的展开。
真谛与安慧都以八识为能分别，而护法则强调第六识、第七识为能分别；而且，护法主张见分、相分
同属依他性，真谛、安慧则无此义。
真谛以分别性、依他性无所有而所呈现的同一无性，即是真实性，因此三性是一；护法系主张于依他
性上远离分别性，即是真实性，因此三性彼此有分际，不可混同。
唯识今学强调“假必依实”的“他性空”，分别性是“无”，而不否定依他性，所以分别性是“空”
，而真实性是“空性”，因此“空”与“空性”是有绝对区别的。
真谛是站在“性相融即”的立场，主张“空”是否定的对立同一，分别性无相、依‘他性无生都加以
遣除，空与空性是同一的。
同时，真谛主张分别、依他同一无性即真实性，坚持“一切诸法同一无性”，三性为安立谛，三无性
为非安立谛，三性同时也是三无性。
而唯识今学强调“三无性不离三自性”，这是在三性之外说三无性，二者不能相即。
唯识古学主张二重二谛，窥基则主张四重二谛。
　　真谛在果报黎耶、种子黎耶之外，提出“解性黎耶”、“阿摩罗识”，通过淡化如来藏“我”的
色彩，融摄如来藏与阿黎耶识两系，解决瑜伽行派的内在矛盾与困境。
从解脱论来说，阿摩罗识即是境智无差别、智如合一、如如智、转依；从实践论来说，建立“方便唯
识”与“真实唯识”（或“正观唯识”）的实践次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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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依“综合式研究方法”和解脱诠释学的方法，以唯识古学与今学的比较为中心，对摄论学派进行
整体的研究。
　　真谛的思想被定位为“从始入终之密意”，在虚妄与经验层面，是纯正的瑜伽行派的“阿黎耶识
缘起”。
则是属于“始教”，在转依的果位上，其主张“相性融即“、“智如不二”与护法－玄奘系所主张“
相性永别”、“智如为二”明显不同，具有”终教”的特点。
真谛的思想是妄心派向真心派的过渡，是一种“中间路线”，但是其基本立场仍然是瑜伽行派。
真谛的“识界”并非是《起信论》的真妄和合识，但是真谛的佛学思想最终必定能够走向《起信论》
，这是其思想的内在必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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