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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31 册 No. 1591 成唯识宝生论 

成唯识宝生论 5 卷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No. 1591 [cf. Nos. 1588-1590] 

成唯识宝生论卷第一(一名二十唯识顺释论) 

护法菩萨造 

大唐三藏法师义净奉 制译 

 有情恒为众苦逼  炽燃猛火烧内心 

 善士意乐起慈悲  譬如自身皆自受 

 敬礼善慧诸佛种  于众烦恼皆除灭 

 与无依者作归依  能令极怖心安隐 

 微笑降伏大魔军  明智觉了除众欲 

 于此大乘能善住  深识爱源唯自心 

论曰。谓依大乘成立三界但唯是识。 

释曰。此复何意。辄名大乘。本契弘心。坚持禁戒。遍诸生品。拔济有情。

普令出离。获得难胜。无罪之行。极妙吉祥。是诸善逝。去而随去。无边大

路。并所获果。圆满尊极。余不能知。由此义故。名为大乘。如经所说。言

大乘者。谓是菩提萨埵所行之路。及佛胜果。为得此故。修唯识观。是无过

失。方便正路。为此类故。显彼方便。于诸经中。种种行相。而广宣说。如

地水火风并所持物品类难悉方处无边。由此审知自心相现。遂于诸处。舍其

外相。远离欣戚。复观有海。諠静无差。弃彼小途。绝大乘望。及于诸有。

耽着之类。观若险崖。深生怖畏。正趣中道。若知但是自心所作。无边资粮

易为积集。不待多时。如少用功。能成大事。善逝行处。犹若掌中。由斯理

故。所有愿求。当能圆满。随意而转。纵如所许有其外事。然由内心意乐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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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弘誓力故。能到无边六度之岸。若异此者。所舍之物尽持行施。及所遗

生。何能总遍令其欢喜。惬顺求心。此即便成无边际境。所为施事。无有竟

期。又复所有广为利益有情戒等。于诸无障有情之类。随彼乐欲悉能称意。

赴彼希望正行施等。速便收集正觉资粮。由斯但自心。复何须外境。若许外

事。复与正理义有相违。故知境无斯成胜妙。如仗自心妄生分别。作色等

解。起身见等。无实不待外诸有情。而作所缘因生离染然于施等。各随其

事。而能获果。实不假藉识外境事。 

若其识外有别境者。遂便依彼起诸烦恼。既被执取随转而住。见此过已心舍

离生。深怀厌弃不悕大觉。既舍有情界如何欲弘益。由非摄取诸有生类。小

心自度大行难成。然诸觉情依斯而转。方能长养菩提资粮。谓于客尘有为之

事厌背心故证无为法。由无为法体不生长故。希余小寂偏证一边。无上觉山

遂便沦退。若无外境爱厌俱亡。正觉之处斯成易得。岂非大悲常存于念。菩

提萨埵极果方成。唯识之言。便为违害。然而大悲要托他身为缘性故。既除

外境。但缘自识。此则便成怜自身故。利他为意大行方竖。唯顾己身寔乖弘

度。虽陈雅责因斯无过。藉外相续为增上缘。于自识中现有情相。缘此为境

起大悲心。于有情处而作弘益。此无相违。决定如是。应起信心。假令于彼

色声等处一一推求彼无其我。设使和集我亦不成。然而本性不可舍故。既同

所许无我为宗。当于何处欲兴悲念。于世共许当情妄执为所缘相以为有情。

亦不应言。情所执事即是外境。由此应知。假令不乐理必许然。但于自识现

有情相。依仗斯事色相生焉。是故定知无其外境。若离于识必不可得。是颠

倒故。何谓颠倒本无外境见为实物。非妄执故。终能获得无上之处。可为应

理唯识之见。是真实故。为彼方便深成称理。 

如何得知斯为实见。三界唯心是诠说故。凡有诤事欲求决定。须藉二门。一

顺阿笈摩。二符正理。谓欲为彼信证圣人无倒宣说。所有传教引阿笈摩。若

为此余不信之者。应申正理。或可为彼二人俱陈两事。如所信事令安住故。

陈其正理。又为显其所论正理。有依仗处说阿笈摩。由其正理不依传教。未

见真者所有言说。无非谬故名强思构。是故应知。阿笈摩者便成正理所托之

处。或于自部有力用故。为此先陈阿笈摩教。尔来据义依大乘说。即第七声

目其所为。谓欲证得彼大乘理说唯识观。是真实故。此不虚性。以阿笈摩善

成立故。又若唯据言说大乘。犹如于义。假名乘者。依第七声所说声也。谓

即依托大乘言教聚集之处。真实句义而成立之。但唯是识为欲明其所立宗

义。于大乘教而引一隅。显所立宗。不于自教有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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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复何故名阿笈摩。辄自引证说斯言耶。谓从能说如理教者。假彼相续为增

上缘。此教方生。于其听者识之差别。体有功能现前而住。或是亲闻或复传

说。于所诠事当情相状。次第而生犹如笔画。章句形段昞然明现。从他来故

名阿笈摩。若复有时自生忆念随顺本相识方生者。从彼生故得阿笈摩名。犹

如自说名为佛语。德者义相。为智因故名智资粮岂非一切但唯有识。此违所

许故。及自语相违。理固不然。非由于色有别异故。依识差别而为建立。如

无色界所有差别。如无色界实无其色。但依于识分为四种立空处等。余界亦

然。设复说三。于识何妨。犹若有情虽无差异然而安立欲色界殊。据其所系

色差别故。色虽无异别立无过。 

岂不诠教言唯有心。今此立宗言唯有识。说违本教谅在凭虚义有所归。诚无

斯过由其先许心意识了。是名差别。由同体事名不俱陈。故以异名而宣其

义。即此唯了之言非众共许。欲令解义取共知声。更陈余号。复更显与经不

相违。重说意识二声。况彼二义知体不别。即是其果。若欲要明不违经者。

心了二声同其一义。明不违教。释妨已周。何须更说意与识耶。若说了声心

异名者。心望心所是别有体犹如于境同生之类。念昔睡等便成是无。此则前

后理相违背。实无此过。有所由故。此中心言许有相应。即是了言兼摄于

彼。若如是者。识外之境心意诠故。于其心处更置唯声。意有取遮以为其

果。境若无者遂成无用。唯声不遮。可如来责。现遮所缘境。如何言无用。

若如斯解。由同生法及所缘境俱是离心别有其体。一便遮止。一乃见留。岂

得事无由绪而空谈。自爱若无别意。诚如所诘。然由于境心聚共缘决断等事

同类性故。于心所处假说心声。复为遮其非所许事。故于心处更置唯声。纵

有所谈此还非理便成。亦是不取心言非一处显真假二事俱能彰显有力用故。

如牛等声于心所处置此心言说心声时真事便舍。如于边鄙假说为牛。垂胡等

事理定应弃。有言本意二事俱说。亦应更作一种异声。用表斯义或可摄声。

撮略而显依俗论法。犹如欲声而为辩释。非唯自意能为巧释。元其绪系生决

定耶。亦复不由有染等言。苏呾啰中有染等说。于其遮遣无有力用。于彼亦

有有境言故。境亦不遮所说唯声。便成无用。若言外境非理须遮。无阿笈摩

摩呾啰声。二处同故。随遮一事无决定因。是故须依异宗之见。心心所法体

不相离。但位有别。即此唯声能遮外事。同生之法。无不遮故。凡总相声所

有诠名。于其自事必不差别。非为决定而并现前。由其不遮理便总摄。为欲

述晓如斯道理。故说心言许有相应。若离心所独心非有。故不应难。亦遣同

遮。作是释时。唯遮外境。实有功能。述已义成。故说唯言以理准余但遮境

事岂非所引有此中言。明知于余有除心所。复是容有如六识身。名为识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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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此中说识蕴时兼摄心所。理定不然。想受及思。诸心所法。余蕴无故。若

言犹如于色蕴者。由如取其仳喏那分立为色蕴。想等同然非相似故。若言许

取由色差别。便以识声说其识蕴。非色等法是心位差。犹如于想。若以位差

简有差时。随其色类为简别已。以色等声于识而立。此亦非理。斯乃便成。

拨其识聚。由彼被斯色受等声割其分故。非位差外别可得故。离仳喏那位差

之外。别有色位。犹如乐等所现相状。忧愁苦恼。于斯相处安置识声。随牛

[丬*卖]理。若如是者。识六识身为其识蕴。义乃相违眼等诸识色等相现。故

由其并是色聚所收。复更有余杂乱之过。若其青等相现之时。或违或顺。色

行二蕴便成杂乱。如是复成于乐等位。受等相杂准斯道理。亦是破其总别之

义。有说识能遍故是总相。声犹如初相。此之别相。谓是色等彼乃是其现相

位差之因性故。此亦如前受等。便有杂乱之过。是故除其心所性言。犹如成

立所有色聚。唯心之声表唯识耳。此亦不能于其心所及以所缘令疑断绝。言

唯字者。有何所遮。虽言心所不离于心。此成虚言。由其相状体各别故所言

识者。唯观现境杂染等性。但是爱着体非照察。如何能见。此即于彼体成殊

别。及以更互。上来所述道理既多。然于本宗未为的要。且息傍论应辩正

宗。心及心所设令体别。以其心字亦得相收。应知此义共成已久。若于其处

诸心所法。不以自名而显说者。应知此中即是总目。所有心聚如调心等。但

道其心。此谓共成。故知唯声但遮其境。若无境者。如何于青及甜味等。而

了别之。由理不能拨现见故。谁言拨其现见之境。但于自识境相生焉。由自

识相领受之时。遂即计执所有青等。如外而住。但为是其邪妄之解。犹如眩

目见发蝇等。斯乃但是识之相别。现其蝇相即便妄执为有蝇耶。然而在外曾

无蝇等自性可得。如何作境令识别生。此若无境。如何得之识似于彼相状生

耶。要有本相似彼相生。可于此时得言似彼。如斯之事世皆共许。如于阳炎

谓言似水。非无其境。亦能见故。如于萨埵有觉相生。而非离于色等体外有

别萨埵实事可得。亦非色等或总或别。有其自性变坏等性而简别故。于心实

事亦复不能舍其本性。或可萨埵是覆俗有。如斯道理。我亦同然。于色等处

谓从于识。生差别性是覆俗故。如依色处执为车等。然而但由情所计执。于

其色等覆障实性。于众缘处作自相状。而安置之。如在于外。即于是处见车

等故。未审覆俗是何义耶。是覆障义。顺俗情故。由彼于其车乘等处计执自

性。是覆俗有。覆其实体。生余执故。故彼妄情施设其相。先于斯事而执取

之。虽无实相妄生境想。又如常等情所现相。何有本相而随顺之。是故虽无

识外实境。识所现相。其理善成。或可此中言似相者。乃是随顺颠倒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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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阳炎处翻作水解。便作水想。识亦于其色等相处生起倒情。故言现相。此

不相违。有说其颠倒境亦依实事方始生心。此亦同前。悉皆征责。 

复有外律。作斯异执。离色等外别有我体。此复依何而生于倒。经云。依

内。此亦无违。谓于俱生所起身见密而说故。故云于我正可用心。当见现

见。如其亲近恶友等人。即云于我故作是说。然彼凡小妄生其识。遂起颠倒

为外境相。或可随顺他共成事。而为言说。即如世间所共许事将为境者。即

于其事唯识生起。是故由斯似境相故。缘色等识不取外境。如眩瞖人见发蝇

等。此外境空但唯有识。是其宗义。即由此义而为难曰。此喻不成。于光明

分妄生发想。斯由其眼根亏力故。有说有别大种生而可见。遂令情执为其发

等。若如是立似境相现。但唯识者处时等定便成非理。如其所有色等诸境离

识别有。即于色等定其方所所现形量分局之处。其识于彼形量决断。方隅决

定似彼相生。斯成应理。若如所许不由外境。但唯内识起妄所执色相生者。

于余无处。如何不随形量决定处时现识相耶。随于方处见其处定。如随处有

非一切处。境既无定。即于余处亦应可见。或不可见。然彼所立定不取其外

境生识。于非有境所生之觉。曾无决定处时可得。有其实事。说境空故。决

定时处所现之相。便成非有。然不如是。此既无定见色等心与彼乃是不相离

性。是故不应执境空无。既无重执有有分者。此显立宗有相违过。若言其喻

有成理者。身不定属理有相违。相应时处。和会共观。不偏属一。由觌斯

境。此不应理。许境无故。此既境无。或复异类。言异类者。见异相时。此

是根坏为其缘故。如眩瞖人。亦不应有诸能观者咸皆患瞖。然于时处现相应

者。于诸身处不定而生。并于色等能见识生。准此应知。外境无故。于所量

事在不定身不见生故。此则同前难斥宗过。又诸事用亦不应理。诸实发等现

见。能为磨镜等用。何不用此识之发相。虽无真实事。而作用转生。此亦非

理。无功能故。若其识分有功能者。眩目所觌何无发用。此之同有似发相

故。斯亦同前。所量之境作用功能。不可见故。出其宗过。三喻为依。三事

不同。于不实境而作三喻。由依根境功能差别。应知根有二种。一是色根。

二非色根。即此初根由闇损故妄见其事。故为初喻。次第二根。于彼梦中见

有差别。述第二喻。由其彼境有功力故。能生倒见引第三喻。此则是其一家

异释。有余复言。处时决定。故缘色等心心是依托。非内现事而为其境。犹

如缘彼章句之心。然于心内据最初起。随现有事而执取故。又且诸觉容有定

时。然而于心如何定处。非无方处物有方处定及不定。故此据境上所有之

法。于其心处而假说之。斯亦无过。此处能作现相事故。说为定处。凡由彼

事心得生者。即名为境。此谓成立别有外境。取共许者将以为喻。于其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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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处住者。咸共生其无异相故。缘色等心以外一事而为其因。如同学类依教

者。心依增上识。此得生起随其自相作用生故。故知离识别有色等。此不应

有更应成立无发等用彼相之觉。犹如梦觉是觉性故。上来所述众多成立相违

道理。意欲障他不定之过。有余复言。谓即于斯时处二种有其实义。即于此

处时处决定应成非有。仁既不许有其境事。依彼差别亦不许故。何劳为他作

便成过。此若非有便即相符。如贼被捉唱疮痛言。强作前宗诚为麁浅。不应

理故。若言于识所现相状为所许者不应道理。虽呈雅思不异前释。或复随于

时处差别所有之事。即于此处见其时处许为决定。纵于所许有实外境。然而

色等永为定者。此亦非理异时异处有时见故。设令于此常时见有。然他不许

如何于他不共许境。此之能别决定道理可遣许耶。故但于识而现其相。复有

别作相违因难而为诘责。犹如成立境是空无我。还成立时处决定令非有故。

若其时处是共许者。便成共许而遮遣之。由其无违方可得作相违之言。若言

不是众所共许。斯乃全无我所不爱。由斯理故成无力难。 

复有自许。但用遮遣。于无境处。缘空之识无定时处故。彼之决定于色等处

共见有故。成立外境是其实有。此亦应知离彼随成。但有遮遣不应理故。但

用此一不能令他生其正解。斯非真实。且如前宗所立之义。由底蜜攞之所损

故。于眼睛上有其疎膜。如罗网目外观白色。于彼隙中明相斯显。便生妄解

将为发等。即此之喻于其所立。随成理阙。今应问彼。若光明相发等形状。

此不应理。此光明相有见为黄。或见为赤。然于发等见为纯黑。或见众彩。

如铄羯罗弓等。然其明目总能见者。于彼光边不观异相。如事见之。能作斯

语。在隙光处倒为发解。此即便成。见发等心境空无性。光明支分非发相性

故。及此似发等相现故。非但为因能为生者。遂令作其所缘性故。勿令缘其

色等诸识便成缘彼眼等诸根因义同故。或可更有如斯别意。托实事因方生颠

倒。余则不尔。斯言是实此亦便依。在内安布种子成就。不待外境。凡论境

者。要须自相安布在心。然后方得成所缘性。其光明分起不关心。如何得作

所缘之性。此亦未堪发生欢悦。次有计云。其患目人大种失度。睛生瞖眩损

其眼分。由彼损力便生异相。令于外境别大种生。依损根识便能见彼。是故

定知羝蜜梨迦。所有觉慧缘实外境。如斯计者有大过失。凡邪倒事所起觉

心。皆来设难。于乐等倒托谁为缘。而生是相作其境耶。虽无外境然有妄

见。此则颠倒。便成非有。若言世俗不共许事。我即将此以为邪倒。还有大

过。苦空等见缘萨帝时。是彼类故。此则不劳功力能见非倒。诸具缚者咸是

悟真。如来出世宣扬正法。此即便成空无果利。何处得有如是定判。偏令瞖

目独受邪迷。又复于彼情有相状。见其有情飞行往还。令诸觉者观其摇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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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诸萨埵许大种生。何不计命。设复百千群瞖同聚。遂于一处各观别形。此

时如何有对碍物。而不更相共为排摈。若言此亦由其瞖力。则底蜜攞多用其

功。于所学门善修幻术。能令诸法自性迁移。或应见许彼非质碍。非质碍

故。如无贪等。便非色性。斯乃何殊唯识论者。 

又复何劳非处呈力。彼许大种。于其一一非青等性。但由种合因缘力故。眼

等诸识缘彼相生。此本宗义凡是聚合非实物有。即此之识缘非实物。不劳深

构。无违诤故。讵烦辛苦而为成立。 

成唯识宝生论卷第一 

大唐景龙四年岁次庚戌四月壬午朔十五日景申三藏法师大德沙门义净宣释梵

本并缀文正字 

翻经沙门吐火罗大德达秣磨证梵义 

翻经沙门中天竺国大德拔努证梵义 

翻经沙门罽宾国大德达摩难陀证梵文 

翻经沙门淄州大云寺大德惠沼证义 

翻经沙门洛州崇光寺大德律师道[田*林]证义 

翻经沙门福寿寺寺主大德利明证义 

翻经沙门洛州太平寺大德律师道恪证义 

翻经沙门大荐福寺大德大胜庄证义 

翻经沙门相州禅河寺大德玄伞证义笔受 

翻经沙门大荐福寺大德律师智积证义正字 

翻经沙门德州大云寺寺主惠伞证义 

翻经沙门西凉州伯塔寺大德惠积读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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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经婆罗门右骁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宿卫臣李释迦读梵本 

翻经婆罗门东天竺国左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同正员臣瞿金刚证译 

翻经婆罗门东天竺国大首领臣伊舍罗证梵本 

翻经婆罗门左领军卫中郎将迦湿弥罗国王子臣阿顺证译 

翻经婆罗门东天竺国左执戟直中书省臣度颇具读梵本 

翻经婆罗门龙播国大达官准五品臣李输罗证译 

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史馆国公臣匡臣源等及修

文馆学士三十三人同监 

判官朝散大夫行著作佐郎臣刘令植 

使金紫光禄大夫行秘书监检校殿中监兼知内外闲廐陇右三使上柱国嗣号王臣

邑 

   

成唯识宝生论卷第二(一名二十唯识顺释论) 

护法菩萨造 

大唐三藏法师义净奉 制译 

论曰。复言处时定如梦者。谓如诸觉虽无其境共许有定。若时决定而有方

处。见村园等复有定时。现前可得。然非彼有。斯言为显虽有决定时处之觉

而无境故。彼于他成因无用故。即彼因云诸无境者。便成时处不决定故。由

斯道理既有其定。故知所言彼之决定。非显有言。欲令成彼境无非有。不应

道理。此即全无宗之过也。又成立时能有功能。有功能说。所立既无能立非

有。能遍无故所遍亦无。方能与他出其宗过。犹如于秤无其重故。无别有

分。此既共许。说无重故便舍别物。然非于此翻彼便成。时处定故能得成

立。令境是有无随成故。犹如耳识所听闻性。不能成立声是其常。虽无不闻

性。然不遮无常。他所成立外境是有。今欲显其是不定因。纵非外事于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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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其时处有决定义。有说由心惑乱。遂乃便生时处定解。然于梦中无其实

境决定可得。故世共许。如何将此比余定事。为作过耶。若此梦想欲同觉

者。理应梦心便是错解。斯则但是判在自应。而为嚼咽实不能知他之本意。

非是他不许事。于此更令置其差别而难于他。成正理故。此已于前善为通

讫。由此所有时处定心外境非有。不应致难。心带相生。何不合理。又向所

说。应言惑乱为定解者。许离识外无定时处曾无非假遂令简彼。安能别言望

所余事。斯为应理。然许如斯色类咸非外境。何须非处令安能别为出其过。

尔者于彼梦中。实亦无其处时决定。相状在心由何得知。如有颂言。 

 若眠于夜里  见日北方生 

 参差梦时处  如何有定心 

此但不委前后所述。朋党旨趣空爱巧词。由于时处不许。但言唯于此处。故

不应诘处时决定。于他所许不相应故。如前已述。复有立言。梦心有境。是

其念故。准知处等是其决定。此即缘彼曾境起故。于其梦中多有所见。设在

空中见其流水。或于宏海都大火然。此亦是其昔时曾见。若水若空。或炎或

海。各于别处观断事物。梦中起念为一处解执为空河。若不尔者。应许生盲

忆青等故。若不许此。于其梦中是忆念者。生盲之人应忆青蒨。凡为忆念是

曾受故。此辈于青不能生想。应成道理。又复梦中自观斩首。此亦是念合其

余事而有功能如向陈说。或中有位亲见自身被他斫截。观彼前身作自心解。

曾受而舍今时尚忆。此固无违。岂不如先所经之物名为忆念。彼便梦中生其

异见。非同昔时所观之物。非不定故。非唯一向曾所领事生忆念耶。即如多

年曾所学业所有书疏。后起忆时。或倒次第。或复增言。或于其文而有忘

失。若尔此之忆念便成非有。忆念之境遂是空无。非余实物别事相属。于其

决定实事想心而为施设。如于马首曾不观角。然于忆时见其境事。如曾领受

为自解相。于其念处生其异解。不缘外境。然于梦中见马有角如牛角者。准

此应知。于寤所见。遂在梦中起颠倒想。成立空河生其忆念。此亦如是。纵

有非倒之见。于彼梦内相续识中而生其执。所见之相固非识外。是故当知。

梦中忆念有真实境。道理不成。然复梦者所见之事。如在目前覩江山等。然

非寤时所有忆念能得如斯分明显著。既无异相何意不。同于其梦内被睡乱心

所生忆。念于境分明见在目前。然非于梦觉寤之后。平善心中得有斯见。由

如是故。而于梦中分明显现。彼此决断犹如觉时见境明白准彼梦心所见之物

非关忆念。先于梦中曾见有物。后时梦内忆前梦事。然斯梦忆如彼觉人。虽

念其境状似障隔。处遥远时不能显著观其色等。又如所言。生盲之类于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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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无所覩见。虽有巧词。理应不成。此亦随其自种功能。至成就位。遂于心

上梦观青等。然此未曾而作计会。如余流类虽梦青等遂令言说启发无由。又

梦所见多是今生不曾经事而现在前。是故梦心不关忆念。纵令是念缘过境

故。此则成立念境空无。过去未来非现在故。犹如非有。据实事故此中意

言。其能缘觉境虽非有。然而时处决定可得。故知所许以境为先。方能见

者。未能于我作无利事有余复言。由梦障心有力用故。于其别事暂时生起。

识体清净无碍现前。犹如定者三摩地力。清净光明观无碍故。如于小室梦觌

象群。及覩诸余广大之物。又梦见自身于别界趣等。在彼托生。然不能言于

彼余体。非执受身为我身解。如非梦时受用之体。然非不舍此趣之身更执余

处。得有斯理。复非此时。有其生死。便成见有亡尸之过。 

又复纵许有其生死。然于重生有其违害。后时觉寤其旧体。曾无毫厘亏损

处。又于卧时。傍人不曾见身有异。然此渐顿于受生时有相违失。由此应

知。但唯是识于彼熏习功能。现时即便观见种种相貌分明在心。斯为应理。

又复纵于平田广石藤蔓虚悬。寝卧于斯观大境此亦非色。无质碍故。犹如受

等。又此所许。于地水等是其色性体应质碍。若不许者。失对碍性复非无

表。有不定过。由斯与彼道理同故。此之梦心有何奇异。营大功业不假外

形。而能巧利构兹壮丽。或见崇墉九仞飞甍十丈。碧条[藿-隹+雔]蘼红花璀

璨。匠人极思亦未能雕。若言于他同斯难者。彼无此过。不假外色功力起

故。但由种熟仗识为缘。即于此时意识便现。又未曾见有经论说于彼梦中生

其别色。是故定知畏难巧说于己所宗。盖其穴隙纵为方便。终亦不能令其梦

中有别色起。是故理善成。处时定如梦。 

身不定如鬼者。实是清河无外异境。然诸饿鬼悉皆同见脓满而流。非唯一

覩。然于此处实无片许脓血可得。何容得有溢岸而流。虽无实境决定属一。

理定不成。此即应知。观色等心虽无外境不决定性。于身非有遮却境无。即

彼成立有境之因。有不定过。于无境处亦有多身。共观不定。如何实无脓流

之事。而诸饿鬼不别观之。由其同业咸于此位。俱见脓流悭悋业熟同见此

苦。由昔同业各熏自体。此时异熟皆并现前。彼多有情同见斯事。实无外境

为恩益故。准其道理仁亦于斯共同造作。所有熏习成熟之时。便无别相色等

相分从识而生。是故定知不由外境识方得起。岂非许此同一趣生。然非决定

彼情同业。由现见有良家贱室贫富等异。如是便成见其色等。应有差别。同

彼异类见成非等。故知斯类与彼不同。彼亦不由外境力故。生色等境然诸饿

鬼虽同一趣。见亦差别。由业异相所见亦然。彼或有见大热铁团融煮迸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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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时见有屎尿横流非相似故。虽同人趣。薄福之人。金带现时见为铁锁赫热

难近。或见是蛇吐其毒火。是故定知虽在人趣。亦非同见。若如是类无别见

性。由其皆有同类之业。然由彼类有同分业生同分趣。复有别业各别而见。

此二功能随其力故。令彼诸人有同异见。彼以此义亦答余言。有说别趣有情

鬼傍生等。应非一处有不别见。由别作业异熟性故。此虽成趣业有差别。同

观之业还有不异即诸有情自相续中有其别异。业种随故。彼任其缘各得生

起。 

有余复言。诸饿鬼等同见事时。非无外境。由此器界是诸有情共增上业之所

生故。要假现有河水澄流。方于此处见脓流等。由其薄福悭贪垢故。遂见如

此不可爱事。若其彼类不见水者。即诸有情同增上力感得共果。理便阙失

故。知此类有其实境。脓血等识要假其事此方有故。如于相续身邪倒执。执

为我解由。无别事同见脓等。是故不定属一身生者。此由不能善了所缘故有

斯见要待心心所了前境相故。说为所缘。然非饿鬼见其流水。如何不见得作

所缘。若以别相即于水处覩脓流者。何处得有如斯定判观其本水。然于水相

曾无片许为所观察。但覩其相而为境界。有说由似相状识许。此名为境。脓

血之识无彼相故。方知不缘水等为境犹如军觉亦非为因成所缘性有大过失。

前已申述。然此外境。于所缘心曾无恩益。若但为因亦大过失。前已说故。

又如所言。由共相业之所感故必须见者。此亦不然。未生失眼及以远方不能

观故。生无色者亦应得见。若言非彼业力生者。转向余生亦应不见。若言后

时是所须者。我亦同然如无色界趣余生时。非无益故。然于饿鬼理亦同然。

又复缘我所生邪见。即如次前所引道理。不缘色等有为之事。不缘彼相故如

无为觉。是故定知自不晓了。必不令他能为解悟。然诸论文极分明故。如有

颂云。 

 纵使河流鬼不见  设有所见别为形 

 明知彼皆由故业  业障瞳人坏明睛 

境虽非有。由业过故而令眼见体。是现有。而不能见斯即自许。故所见物便

有别形。由此应知。实无脓血便有妄见。有余复言。然诸饿鬼由其非爱恶业

力故。遂令其眼见如是相。虽同一时。余有福类所不见物。此遂谛观可厌之

境。由此故知。诸饿鬼心缘其实境。今应问彼。为由眼根作斯妄见。虽无前

境见非爱事。为当前境实有斯事。眼识依此生了别耶初且非理。许不爱境无

妄心成故。若言此见由想差别实不相违前境空无。是所许故。其第二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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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境能现此形。若言由其恶业生者。如何一处众多同类得共居耶。不许碍物

此得共余同一处故。如石与瓦许有同居。故知脓水体是别。方令同处见。是

其应理。质碍性故。犹如乐等成非碍性。若言脓等是质碍性。不应一处可见

如石。由此故知。一处见者。与理相违。若言聚物多有间隙。于彼空处共相

涉入多者映余。设令相似不可别见。犹如水乳遍皆合故。又极坚硬金刚石

等。火分入中是相违故。又复定者业力眼药所发眼根。决定能观前境之事远

近麁细。不论可意及不可意。随其力用悉能见之。应有诚说。由此不能作如

是说。于彼隙中更相涉入。虽在一处除可念水见非爱脓。此则许有外境实

事。余人所观曾无缘碍及其覩水应见余形。鬼亦同然。俱瞻于水。如煮香

油。咸皆共嗅。若言虽彼无别因缘但由其业不能于境水脓俱见。斯固是其暂

违共许。非理爱脓。然仗自识一类同业自种熟时随缘现前起诸相貌。斯之妙

理何不信耶。又复更有诸防护者。容像可畏。慑胆摧心。拔利刀执羂索。见

便驱逐不令得近。纵使此时遭其巨难。亦不能得强作分踈言。此生类由彼恶

业为胜缘故虽复先无忽然而有。此即便成扶助。唯识共立真宗。由此道理识

所现相固无违害。如是应知不定属身虽无外境在识成就。 

如梦有损用。虽无外境。理亦得成。由于梦内男女两交。各以自根更互相

触。虽无外境触而有作用成现流不净。但是识相自与合会为其动作。此既如

是。于余亦然。恶毒刀兵霜雹伤害。虽无外境但依其识有毒刀等。何理不成

此作用事。既无外境成共许故。宁容得有宗之过耶。彼定不能成作用者。此

亦于其相离之处差别之触。于识分上现斯相状。便于自宗有不定过。然唯于

识精流事成。复有说云。忆如斯位诸有生类。于一切时不见有故。然此所述

不能成因。有不定过。觉情于事作用亦成。流泄之因于识转故。又复彼定不

成作用之因。为当但据总相之识。言不能成。为识差别。此之初见即无同

喻。由此所云识能为用。其增上识亦能生故。若第二计。其识能为所有作

用。便与不能成事之因。有不定过。若尔何处得有如斯定事同无有境。或时

有缘能为事用。非一切耶。功能别故。由彼诸缘功能各异。随其功能而为作

用。又复与汝执外境师。其理相似境既同有。何不诸事一切时成。是故应

许。于别别事各有功能作用之时呈其异相。此即便同唯识者见。 

有余复言。理实不由触着女形能生不净。觉时亦尔。然由极重染爱现前。便

致如斯流溢之相。由于梦有等无间缘差别力故。遂便引起非理作意。以此为

因便见流泄。如于梦中虽无实境。能流不净服毒严食触女形等。身体烦疼根

充足力生男女等。于其梦中事应成有。是故定知。如于梦泄无境有用。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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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虽用无境非为应理。虽无其境识用成者。若于觉时纵境非有。许是唯识

作用得成。此即岂非善符唯识。无境论者有何不爱。若言别有如斯意趣。诸

有触等咸仗外事方成作用。但唯有识理不能成。如栴檀木磨作香泥用涂身体

能除热闷使得清凉。然此流泄但依识生。此还于理未为的当。依触等境而有

作用。非所许故。由非不许有外触者。而欲令他依斯触事作用起故。由此不

应与他作用。便成非有之过也。由其成立唯有识者。但是事物所有作用差

别。皆从识处生故。于此乍可作如斯难。既无外境。如何离识能有作用而成

事耶。既有此征。便申雅喻。由如梦内损害事成。此于唯识能有作用。并已

如前颇具申述。若尔梦飡毒等。应成身病。此亦由其唯识有用。犹如于境而

有定属。还将后答用杜先疑。或复有时见其毒等。虽无实境而有作用。由见

不被蛇之所螫。然有疑毒能令闷绝流汗心迷。若遭蛇螫亦于梦中由呪天等增

上力故。遂令饱食气力充强。又复闻乎。为求子息事隐床人。梦见有人共为

交集便得其子。如何得知于彼梦内被毒等伤。是为非有。睡觉之后不覩见

故。今此所论还同彼类。于现觉时将为实事。见毒药等执为非谬。真智觉时

便不见故。同彼梦中体非是实。然于梦中许实色者。彼亦获斯非所爱事。毒

等果用便成实有。若言无者。但有毒相毒等用无。此云毒状便成违害。许毒

相等固成无益。于其识上药体无故。是故定知。实无外境。但于觉心生其作

用。犹如于梦觉亦同然。斯乃真成称契道理。上来且随如所说事。将别梦喻

及别鬼等。如彼所陈四种之难。各为喻讫。今更复以[木*奈]洛迦喻。答彼诸

难。其事善成。由极恶情极恶卒等有定处时不定皆见。咸不离识而有别形。

并狗乌等所生墋害猛利之苦。随捶栲事至受罪终。可将斯喻随言难诘。凡诸

释答。如上应思。 

复次理实无有极恶卒等。如所说事。有定不定。因何得生。然亦于彼起作用

心。生此之因当时有用。获得生故。即此所观众多相异。假藉功能。并由内

心相续随转业力差别。而为正因。复更假于取等顺缘。共相助故。随事而起

见等转成。异熟等果悉皆显现。由此虽无实有狱卒。然于彼中要藉相似自造

恶业增上力故。共于此中见处定等。亦复于彼生作用心。此等即是于彼色等

非外实有显从识生。为明此义作斯成立。然由不待离识之境。是能遍故。出

相违过。若触等境是色自性。即是所立。若言但是实事定执谓立已成。由将

出彼过失之言为方便故。应知即是显己自宗成立之相。于中所立随顺之因。

以梦等识为其喻故。即此执言。显如斯义决定处时所有事体。当情显现诸相

貌故。如于梦内遍昧其心。既梦觉后分明之想覩色等时。实亦不缘非识之

色。未必要须色等境现。然由同业异熟所感共受用时。于自相续不定属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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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故。犹如饥渴诸饿鬼辈。有同恶业见脓河等。或复如于极恶之处。皆见

猛卒。于此宜应两皆成立。如现见境有其作用而显现故。如于梦中但唯识

相。见与女人为交涉事。如狱卒等。皆共覩其苦害之事。并可述之。岂非要

须极恶卒等成非有已方可将为能立之事。此既不成。便成无有。同喻之过。

固无如是便成之失。由斯等物亦复将为有情。犹如无说。离于执受非受事

故。然此亦非是执受事。犹如瓦木。亦如蚁封。由其不是有情数故。有何意

故不许狱卒及狗乌等是有情数。然此同见有情形势及有动摇。亦不假藉外缘

力故。如余萨埵。若尔斯乃便为诸因不成。此难非理。诸那洛迦所有动作不

待外缘。彼那洛迦先罪恶业为任持者作摇动故。如木影舞同众生相。 

复由彼定不是有情。于五趣中所不摄故。犹如木石。由此故知。彼定不应同

恶生类。如余恶生生于此处。同受于此所有共苦。然彼不受此之苦故。彼趣

有情所有共苦不同受故。如持鬘等非那洛迦。而诸恶生同受斯苦。由彼共业

俱生此处。若异此者。生尚难得。况受害耶。虽有斯理。其狱卒等不受彼

苦。不是共成。此非正说。彼生不受同害苦故。由非能害者还如彼害生。一

种焦然同受于苦。若也转计道为更互。共相害恼。故许彼生有时受苦。此亦

非理。由其展转相害之时。此是那洛迦。此是波罗者。此之行伍便为亡失。

以其能害可有作用为缘由故。说为狱卒。如一既尔。余亦应然。此则两皆成

狱卒性。即那洛迦体性不离。遂成乖失。由此非是狱卒性故。如三十三天。

意欲显说其那洛迦非被害者。若许更互。为害理齐。彼此相陵知己有力形量

壮等更互相欺。不应生怖。设令见彼极大形躯。忖己骁勇便生胜想。如是知

已宁容有怖。岂如那洛迦见于狱卒等。何况形量气力不殊。见彼之时令兴怯

念。又复俱为狱典。形量是同。身力既齐。此无强弱。理应别有形量不等勇

健墋列见便生怖。如是计时。那洛迦类正受苦时。见彼卒来便生大怖。忧火

内发胸臆全烧。相续苦生形骸战越。恶业生类受如斯恼。纵令善巧明智之

徒。亦复未能总知其事。此之阶位理固相违。由于世间亦见斯事。有生恶意

怀鸩毒心。欲害于他令生怯畏。虽即在于极重可畏怖惧之处。被拘顿时。不

同怯者。生其怖畏。然而彼类怀坚硬心多见有故。彼那洛迦受苦之类。多怀

恐怖身若镕销。故此那洛迦非为能害者。由如屠所系柱之兽。然此是彼生怖

因故。非受彼苦。 

成唯识宝生论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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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宝生论卷第三(一名二十唯识顺释论) 

护法菩萨造 

大唐三藏法师义净奉 制译 

论曰。[木*奈]洛迦波罗如猎鹿者。如是应知。非但不受相害之苦。然于器处

共相之苦。亦复不受此之狱卒能害彼故。若异此者。彼在热铁融沸地上受烧

然苦不能忍时。如何此际能逼害他。于此热地身动转时。那洛迦类自身支

节。尚不能持。岂况更能有所为作。然而但可于热铁中洋沸腾涌。身由他制

无片自在。然彼狱卒勇健害他。是故定知不受彼苦。犹若厨人遥执铁铲于热

油内转彼煎鱼。或将狱卒为那洛迦。以其相害无功能故。尔者便成违狱卒

义。然由那洛迦类受烧害时不能相害。若尔便成不是狱卒。言那洛迦[木*奈]

洛迦波罗立为宗者。有违宗过。又复若言。受彼热铁极苦触故。诸那洛迦不

能害彼。如以生命置炎炭中。或可斯类不沾此苦。如覩史天。此显狱卒。非

那洛迦。即于此见外人别释。引经为证。极成乖失。然而暂为少慧之辈。显

其僻见略举疏条。彼便难曰。于地狱处。狱卒之流不受苦者。我不许故。如

经说云。汝等苾刍。有[木*奈]洛迦名六触处。若诸有情生在彼中。彼若以眼

视诸色时。咸悉了见不可爱事。实彼有情有如斯事。狱卒非情何所观见。对

执不许有情论者。便是共聚咀嚼虚空。彼设难云。诸那洛迦受彼苦时。有其

差别得异身故。如一无间多无间罪。此亦未能闲他意趣。如前所云。生[木*

奈]洛迦有情之类受苦切时。简于余趣所有苦毒。然彼狱中所有共苦咸悉同

受。然于彼处由重业风惊飙猛烈。身遭极苦一无间者。则不受之。望彼多种

无间猛苦。不同受故便成不定。为显斯事除彼狱卒。诸那洛迦无斯差别。彼

趣同苦咸悉受故。即所立宗无异宗处。转生道理何成不定。然一无间受同苦

故。有外难云。由其狱卒不受苦者。斯非正答。有不定故。然且不应作斯定

判。见一受苦。令余亦然。现见世间共覩斯事。如羊骆驼被蝎蜇时。遂便致

死。鸟之一分将以为食。且据傍生有斯差异。于人趣中亦复见有一不受苦。

如患块者。医人遂便蹈热铁上。即以热脚蹋于病处。病人虽受极苦。医足曾

无痛处。然而有情实无差别。此亦由其[木*奈]洛迦趣俱生苦法以不见故。遂

不名此为那洛迦。见蜇毒等能断命根。此亦但是呈其广见。巧识俗途非关所

论。契理之事。若云但据趣之相似。是彼趣收于斯宗处。即彼趣中见有不受

彼趣之苦。显他宗有不定过者。此亦未解我成立义。当趣所有决定之苦。彼

不共受是前作用能立义故。然非人畜在彼趣生。准彼法式须定受者。而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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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云羊等遭蝎毒时。有断命苦。或被热足所生之痛。若全不受彼趣苦

故。非彼趣性可有斯愆。有异执云。然而狱卒由自他业增上所生不被害故。

互相苦刻。他不许也。我今谓汝。而于自见乐着昏心。设在虚空步步颠蹶。

[木*奈]洛迦波罗非他所害故。他逼所生所有苦痛必定不受。是其所许。然而

执云不受彼处形害苦者。与谁助力。此转难曰。虽复有斯更互相害。由作用

别致使位殊。犹如所缚能缚之异。尔者还将自语返破己宗。由匪同时能缚所

缚。更互容为系绊之事。若言彼二次第而为。此亦非理。由非受系名为被

缚。及其缚彼为能缚者。然而此二纵令苦次。于那洛迦亦不能立。若受墋毒

极苦之时非那洛迦。若被他害。遭彼恼时是那洛迦。是不应许。一相续形有

生有死。成大过故。同在一时更互相害。不容成故。由非一念是卒还非能为

此计。若救转计虽同一趣。由作用别名号便异。一名那洛迦。一号狱卒。犹

如人趣非典狱者有被枷者。此亦非理。不托彼故。由非仗托作用差别说那洛

迦如被缚者。然此但由趣为因故。斯乃如何舍其狱卒。是故定知位有差别。

由非趣同作斯缘绪。能所缚殊由作用别之所为故。理应随彼而作分位。诚无

有违。若时许乐阶位别者。应须共许诸那洛迦非狱卒也。于我所宗唯尔是

要。由此与前能立之义。善符顺故。若许实有那洛迦性。由作用别。有时名

作掌狱者故。斯之执见所有阶位便。成无失然。则许有阶级殊途如。有颂

云。 

 多瞋为墋业  好行罪恶事 

 见苦心欢悦  当生琰摩卒 

由非此相那洛迦有。若此伽他是实义者。如何辄尔作如是言。其狱卒等非有

情数。随那洛迦所见之相。作如斯说。理复何违。诸近见者。由覩于他举动

差别。为所量故测度彼心。然本在识种子熟时。随有如是相状差别。而起分

别。随彼所见佛作斯说。欲令波跛恶业有情断除罪见。于[木*奈]洛迦极恶之

处。彰显恶业所生苦报。随彼情见。于其识外说非爱事。礭论实理咸是内缘

似相而现。固无违也。 

有异执云。虽复更相俱为苦害。此等阶级不越常途。由非此时有其定位。被

害之者名那洛迦。能害之人号波罗矣。是故定知。诸那洛迦正被害时。无有

便成狱卒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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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此计时于我所成狱卒事用。曾无片许令爱乐耶。有说此由业力有斯异状。

随逐有情还非一准。由此先曾更相恼害。复于狱处共为刑戮。彼此逼害遭诸

痛苦。若有生命自无身力。能害于他但知忍苦。更无余暇。由彼有情先共为

怨。故使今时更相苦害。彼皆是此那洛迦者。而彼展转共相害事。非他所

许。随其自业识相生故。而云非是狱卒性故。彼非能害此出过言。全无意

况。若被害者许是那洛迦。然能害者即不受。斯苦有说于同一趣诸狱卒类未

必要须同形量等然与彼卒墋毒可畏。见便生怖。高大形躯非常威壮。设有形

量可容相似。然彼身形含毒可畏。如篾戾车。见便悚惧。是能害者。设使此

类躯貌矬[坐*委]。由其禀性是猛利故。纵令敌者形状伟大。情不比数事同草

芥。陵篾彼徒力有容裕。此亦未能闲他意趣幽邃深义。然彼疎失。我且恕

之。诸那洛迦更互相害事亦不殊。形量力等必须相似。有时虽复作如斯说。

乘兹语势遂即难言。未必要须形量相似。此欲共谁而为击难。诸有忖度自身

勇力。于他决胜便无怖心。如是许时。由其墋害或复威严者。斯乃诚为无义

言也。由切逼迫生极怖故。非能害者。作成立时道其极怖。作便成过。方便

显斯差别之相。仁今更复成立墋害。及以威严。此则便成大为恩造。能为善

伴增我光辉。如上所言。得差别体。地狱器苦不同受之。或诸猛火由业力故

便无烧苦。斯则自非。善友谁能辄作斯说。凡是密友性善之人。不论夷险常

为恩益。为欲显其不受烧苦故致斯言。然于此时助成立义。即是显出善友之

意。由其不受彼之苦故。意欲成立非那洛迦。今复更云。由其业力说有大

火。言不烧者。斯则真成立唯识义。由无实火但唯业力能坏自性。既定不受

如斯苦故。便成此火自性元无。然有实性。是宗所许。若也许其是识现相事

体元无。此由业力故无实火。斯成应理。由其先业为限齐故。若异此者。彼

增上业所招之果既现在。彼如何不见。如无智者欲求火灭更复浇酥。令唯识

宗转益光炽。由斯众理。证此非成那洛迦类。 

设尔不成。那洛迦类是鬼是畜。理亦何伤。尔者既非那洛迦。如何生恶处。

由非得余趣生于[木*奈]洛迦。若尔既生彼处已应同那洛迦。又复如何而许彼

处得有生理。若生于彼当趣同分。彼初生时必应非有。有情数性非所许故。

复由于彼同趣有情。无不定故。若执此见名为生者。诸大威神亦有于兹[木*

奈]洛迦处为救有情应济之苦。此则虽非那洛迦类。亦见有故便成不定。非即

据斯恒决定见作斯说故。此意欲论。唯于恶趣[木*奈]洛迦中而见有故。当尔

之时诸琰摩王侍从使者。王若出行此必随逐。是时彼王并及侍从不出于界。

若其彼界无差别类。云何天上亦有傍生。如天象等虽非天趣而生彼故。如是

琰摩王界诸狱卒类。及狗乌等然非彼类亦生其中。由此道理同那洛迦。诸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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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等生地狱时。即彼趣摄。何以故。同处生故。即由斯理能成决定。应受彼

苦。此救不然。虽生地狱非那洛迦。何以故。不同受故。如天上傍生地狱中

不尔者。诸有傍生及诸天等处不差别。如那洛迦等自业能感差别不同。彼所

作业随自业力而受彼苦。是故定知天上傍生必有能感天上乐业。方乃生天同

受彼乐。由顺乐业之所生故。 

所执傍生鬼不受彼苦故者。诸有傍生及饿鬼等。彼所生趣受种种苦。不尔云

何诸狱卒等不受彼苦。由是故知。那洛迦苦非生报。业趣所受故。由如那剌

陀等。若尔非无业者而生彼故。此亦如前已广分别。如彼业力之所感者。而

于中现。此非同喻。然彼所立决定不成。非我所许。然于此中如铁山等乍离

乍合。有所作故。有余师说。彼狱卒等亦受彼苦。然则所说因喻不同。前后

相违故。应更说所依别故。或由增上火异业力而不受苦。何以故。如不受

时。斯言有失。有余复说。犹如无色界苦受乐受亦有受处。然彼受者有所受

故。此亦如是。斯见非理。然无色界有情生者。非是器故。彼界无处受等及

行。云何方界摄取彼等。方分为因。有方分者。以为因故。如是应知实无方

分。但唯有生欲色二界有情生者。有因积集。是故彼生应有方分。犹如色界

有方分故。欲界亦然。彼界因故。不尔以无色故无住处故。犹如不和合者。

此不如理。若尔应许彼那洛迦业增上力生异大种。非是有情之所摄故。地等

大种于地狱中起别形显量力差别。如有情像颜色等异手。足身分量力差别。

长短大小。于彼作用方名卒等。若尔非有情者云何卒等不待外缘手足身分种

种作用。欲令彼等生大怖畏。变现种种增胜威力动手足等。此由风界令动手

足。种种作用别别示现。彼之风力如人意乐。随念所作诸那洛迦。亦复如

是。纔见此时便生怖畏。彼地狱中那洛迦等。由业力故生大怖畏。犹如木人

能有所作。种种示现大种和合。虽无思觉。业力因缘。遂见如是动手足等相

状有异示现所作。诸无情等道理许成。彼之地处诸那洛迦业增上力。便令自

见羝羊山等乍来乍去。斯非有情而亦见有。此则住处地等差别及狱卒等非是

有情。理得成立。无劳致惑。尔者非无所缘。是狱卒等意乐生故。彼诸卒等

及以地等处所不同形相表示那洛迦等。许由业力于地狱中地等大种生是形色

差别变异手足动等处及大种。或有无斯诸系缚等。以业力故。理应不成。何

缘不许。识由业力如是转变。如梦所见色等和合。外有影生种种相现。理应

共许。转变作用。识由业力如是转变。与处相违。若许由业力何用异大种

者。诸狱卒等由四大种种种转变动手足等作用别故。如梦所见色等处故。彼

等形状无体用故。或非地等差别相故。如前所说羝羊山等。他不许成色相变

故。变化亦然。形状等异由他力故。此由识变种种异相转转形仪差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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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识之外更无一物而有可见。此中外难。若但由识转变别异种种形仪狱卒等

想。自识变故。同苦因故。诸那洛迦非狱卒等。此四大种由增上果同业生

故。于受苦时不同受故。是故方须说四大种。如是所说不善他宗。云何不

善。但说有情自识变现见狱卒等能为墋毒。由自识现各见卒等。诸苦害具互

不相违。然如自识见苦害等同类影现。彼因同故。苦受用俱。师与弟子所作

事业有同不同。于不同事而强说同。及孤地狱互不相见。苦不同故。所立大

种。理谓不成。 

业熏习余处者。谓有执那洛迦由自业力差别因生。彼业熏习。理应许在识相

续中。彼由业力不在余处积集力故。唯地等处业所作时。合因果故。此乃是

为彼习果处卒等影像识缘差别和合得生。种种色类如应分别。不尔是诸大种

和合积集因业力故。由业相续差别果成。如是应知。自身相续得定果故。习

之忆念缘于种子。亦无殊异有情相续。如是知已。所以取少分一人等。显示

所取相续内熏心及心所相差异果五趣所摄。自业熏习之所成故。如无色界熏

习之果。离心心所无别不相应行。此中唯说名言差别体事无异。故是密意。

或不离心心所体事不同及以生处。未离欲者。色之熏习。如如自力生处得

生。行安立故。如无色界熏习之业。或心心所不离色处。大种所生业力和

合。方能生故。或识相续住熏习果。故如念爱。憎等亦复如是。大所造色影

像识变亦不离识。彼之形状差别所说执余处有果所熏识有果者。彼所习果此

为因故。有余师说。唯自体力变为果也。欲色界生。业力熏习识依止故。如

无色界。积集生业所熏习故。彼说无记识所依止熏习及余识聚俱相应果此不

应有。是故说依止者。遍于一切有情所摄。或不用力便应得之。复有余说。

自身业果于一身上而有因果。故如异熟识所安置。业是差别。故说身大种别

别安布。果不应有。彼若如是。余人身识能依所依。同一作业亦无差别。有

情施设。故同一流注俱异熟识。尔者非卒等想差别大种和合建立。地狱有

情。是故相续有其差别。尔者若时相续无间之识。增上因故能生别识种种异

类。此时应有相续别异因果转生。不尔云何此即欲说因差别故。如心相续和

合种子是安立因。此中所说唯因能立。不说识增上缘是依止故。从斯种子无

间相续识之差别。然由种子自体相续方得转生。言增上者。如彼地等唯能为

缘。能造四大亦应如是。此亦不然。从自种子生时。说此唯缘。不尔从识相

续别有四大种子。犹如无色界没生色界时。彼增上果。是异熟业之所感。得

受用资具犹如异熟果。此可爱乐自业相续所感。此之正理顺阿笈摩识所变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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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因不许者。此由自见非理僻执。强思构画谁能辄说。唯识之果违阿笈摩。

因何尔许。阿笈摩经不立唯识。离唯识外更无色等。不应别说有十二处。虽

尔不离其识并十二处立善等法。如是应知有色等处。是佛说故。若离色等所

立不成。违佛语故。或色等处体实有故。犹如意处。是佛说故。识与色等亦

非别有。犹如法处。斯理不应。此中所说不遮唯识。何以故。 

依彼所化生。世尊密意趣。说有色等处。如化生有情者。如佛世尊说有化生

有情。但唯依心相续不断能往后世。是其密意。不说实有化生有情。此言密

意。谓欲调伏一类有情。是故佛言有化生有情。是密意说也。谓彼断见所害

有情。随自乐为者。无后世者。无善恶因果者。为欲洗除此之恶见。是故说

心相续不断。心相续言显当生故。此死彼生犹斯理故。相续不断说有化生。

是为密意。离识之外更无别我。云何知然。如契经说。无我无众生。但有法

因故。契经不尔。彼经不说有情亦有亦无。是故契经不相违故。心相续言显

其不断能往后世。如是应知如色等处。此为成熟一类有情。说斯密意。是故

所立亦无自教相违之过。如斯所立。因亦不定。何以故。依世。俗谛。佛说

别有化生有情。元亦不说离识蕴已有善不善及彼果等。别有有情。是因不

定。是故佛说。为除断见无后世者。如来世心相续不断。于其识蕴假立有

情。于略诠中而说有故。离心无境。有其四意。何谓为四。一者密意。二者

境界。三者显果。四者密意义。分别所缚如是因缘说十二处。此之一切当应

建立。次第发起如理问答。云何密意说十二处。而有众生如心相续。相续不

断。说有情能诠所诠于心安立执形像事。此中如是色等声境当应分别。 

识从自种生似境相。而转为成内外处。佛说彼为十者。从彼眼等处生彼色等

处。如理应知。于彼二处说斯种子相及彼识。如世尊说。为成处等说共许声

眼等差别此欲成立。说其青等分明显现。彼同类色从彼识。起未离欲者识之

种子殊胜安立故得出生彼等种子。虽且安立果未现受。乃至未得相应缘力无

间生灭。剎那剎那相续等中。获得微细体性巧妙差别转变得殊胜者。如谷麦

等地等为缘和合增长。体性不同转转安立芽等出现。如斯法性外之种子。内

亦如是。此之内心相续现前相对无间剎那之顷能生青等体性差别。然此种子

说为眼界。如次现为彼彼果性。心及心所安立此色为其眼处。彼亦如是。若

如是色差别显现。识体和合。警觉青等种子在阿赖耶识。由未显现识能警

觉。影像变异自体差别。如颇胝迦琉璃云母等。以薄物裹随其本色影现识

生。此乃世尊如理分析。说为色处。然自教中说彼意识形状不同。住利益

故。所以此色说为色处。如是乃至坚湿暖等识之影像。所依所缘力用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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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异熟识之所生事。种子相状出生影现。声及名等变异差别之所取故。如是

应成色之分段功能不同之所安立阿赖耶识。诸有智者分分觉了。而分别之说

内外处。安布差别。是密意也。如安立界。此立识界依止意界依六出生。如

是意界自性差异。然亦说彼十八界耶。如异熟识与眼等识次第为种名眼等处

别别显现。何故名种。由能出生芽等众物。别异体性。如能造大及所造色。

共许出生自类芽等。生差别故。犹如稻麦等诸种子。世间共许。彼之体性异

类非一。乃能出生眼及眼识。并与第二剎那相应。从此二界生得彼缘随顺所

立警觉之性。非为一事一时能生。如一心所别别能生无量色性故。此亦如

是。异熟之识于眼等处或同或异。识所生时自体别故。异熟之识为眼等处。

彼色微细。眼等诸根识。生种种功能。不同极难见故。亦不如此。有别眼

等。或缘色等清净四大。尔者别阿笈摩。佛说肉眼等处清净四大所造色有见

有对如是。乃至身等亦复如是。此不如理识之影像。密意说故。由是四大不

离识之相分。斯亦不取缘青等识而为种子。以熏习识执着相故。识之种子由

彼熏习。是异熟识之所持故。此亦不然。有清净色有见有对。不尔若有对等

识之显现。非眼等识所熏习故。然烂坏种依止所缘。安立表示此亦不了。阿

笈摩中安布分析。由是阿赖耶识。无始时来因果展转无量功力能含藏故。别

别发起体色相待。彼彼界处生等别现。非一切时一时总生。如是广说眼等差

别。乃至身相亦复如是。彼识种子欲示现力体性殊胜。此契经中。佛说安立

阿陀那识。即如地等影像所现缘等相应。彼所安立种种芽性。体无损坏。然

彼形状芽等显现和合力故。坚等体性随缘现生。以阿赖耶识所有因果色处和

合。或由地等影现变异不同。能造四大。在于色处。然此假立语业所诠。于

无色界语业虽转言诠不及。于彼界中色不现故。或色断故。不作是说。虽有

色之种子。非眼境故。此之色种影缘力故。建立果色故。由此因故。质碍不

成。诸有眼根映所损者。非此所取种之清净。方堪所用。如是乃至身不杂

乱。所依所缘他所安立。如彼断坏及烂性等。彼之所立理应合有。是故此中

若随色类。一一分别转转无穷。 

有余复言。说十二处。为欲成熟一类有情此说无力。亦无义故。人无性理。

极妙甚深难解难入。亦令悟入。由是佛说立唯识义。复令如是无力之人。亦

令易入于其色处。无量过失。是故此门执我之者。令舍离故。如说苦谛身之

苦故。如是说处色等狂乱增上爱着所住种子之密意者。因立果名。 

成唯识宝生论卷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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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宝生论卷第四(一名二十唯识顺释论) 

护法菩萨造 

大唐三藏法师义净奉 制译 

论曰。识从自种生者。以因性同故。非有质碍。所依所缘五识身境识之相

故。犹如意识。或不离心心所体性。彼眼等识同共作业。能生因故。犹如意

处法处。此说表示苏呾罗意。经但说意。不立宗故。彼所破者亦不成立斯之

所立。唯少分义若立此义。不应更说广造众论。此云何知。犹密意等说成立

果及以境界。入人无性说十二处亦复如是。若离眼等色自性已。即能趣入人

无我性。何以故。此从二六内外差别。谓即眼等色等六境。如是转生。亦不

从彼差别见者。乃至眼触眼等作用。离此自性不应别更有其作者。若依眼等

而作事业。自在受用斯说为我我执所缚。今于此中唯内外处和合自在。眼等

作用有生灭故。斯亦非我眼等为因。无触对故。常与有情不相舍离但说为

因。然能作者。于眼等处义亦如前。是故从彼别类不生。由是能悟人无性

理。若人无性能调伏者。趣寂之人此亦能入。何以故。由于生死见众苦逼。

以苦无常。于生死中心生厌离。无我见力顿能弃舍。怖我断者。次第因尽

故。犹如薪尽火即灭故。是故佛言。为斯等类说十二处。有说是中不为人无

性理说十二处。此之二相等无差别。有物性故。我见颠倒。以对治故。此说

如理。如以颠倒对治颠倒。此非所许亦不善了。我之所立此之处等。宁无差

别。心及心所体相差别。若此志乐心心所时。然彼眼处非耳等处。由是此说

相差别故。此亦如是同时非一识生于彼。是眼等处自性乐欲。然而色等住金

性时。非银等性。相无差别。此之金等离色等已。不能异说有其别物。如是

道理。此无差别。不于体性说有色等。若如所说相颠倒故。不能对治。此与

前执有情性同。如彼有情于无我处而见我者。是颠倒性。斯见颠倒。此能除

遣如色等处。除我倒故。若心相续不断无颠倒者。此亦非理。是中自性乐欲

相似不颠倒者。斯亦不善了前后故。若有说云。方便悟入人无自性。说色等

处有其体性。犹如意处法处。若心心所我之自性。彼爱乐者。便无诤论。若

离心心所别有我体实无有喻。此之言论如所分别。总相类故。非第一义。若

说方便趣我无性。是亦不然。如应观察。安立此之巧妙方便。说色等处。然

佛所说。但有如斯所应作事。谓欲令入我无自性。何烦更别说唯有心。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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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如何得云说十二处是密意耶。此亦非理。由其更说法无自性。是极重

事欲令悟入。世尊遂说色等诸法而无自性。欲使诸余诸大菩萨得彼如来殊胜

妙位。周遍生界为大胜益。此如何作。谓色等诸法相似现前。但唯是心。除

识已外曾无片物为色等性。是可见事。由是故知。色等诸法无有自性。斯言

意显诸事自性由自识力变现生起。理成决定。随其所知所有诸事。并皆离识

无别可取。但唯是此而现相状。是以故知。实无自性。便能悟入法无性理。 

有说若为悟入法无性者。此据能胜作是说耶。所见之境唯是错乱。据胜义理

本性空无。作此宣扬善符中观。所见境无识非有故。斯固未闲。作何意趣。

且说如是心心所法所见之境不称其事。妄为领纳取不实相。名为错乱。岂非

但说而唯有识。若言诸法一亦无者。尔复如何有所宣说。境既是无。识非有

故。将梦等喻善为晓之。如上所陈。无劳致惑。不得外境。但唯识现。此复

云何。识义非理。若是具义。由于业边亲益果故。即以此言便成答难。亦复

不由体有别故。能成方异有说能持自体。此中复云是自性义。此亦同前已分

析讫。此义不然。离其作具要有别事。方为作用。犹如自己。还持自身。故

不应也。为欲令生悟法无性。说唯有识。将为契当。若言总无一切诸法。皆

无有我。由此名为我无自性。斯即共许我之自性。悉皆非有。如是便成法无

自性。诸法非有。由是故知。识亦同尔。性既非有。如何于此欲为安立为彼

诸法并非有者。犹如假我更连趣性。无自体者。此是所许。更连趣体全无性

也。此则便成法无性者。谓一切法皆无性故。是故应知。识亦同尔。此既非

有。如何依此欲使迷人入法无性。由无有我遂令证入诸法无性。共许如斯为

善方便。尔者如何欲为建立。成彼方便说十二处。证人无性。实非全无一切

诸法。方始名为法无自性。是故应知。法无性声非诠。诸法皆无自体。更连

趣言。亦同于此。不欲总诠一切非有。然而意说。诸缘生法无有我性。彼即

是有。此我无性。其相云何。谓唤我作无自性故。是故名为人无自性。非是

全无诸法自性。色等诸法随据一分。说无自性非谓全无。是故应知。言法无

性非全无体。若言诸法事皆无者。即不应名法无自性。理应云说诸法总无。

尔者但由所执法无自性缘有功能获得差别。离他自性简别彼之实我自体。恒

时不有所诠之相。此谓诸法无自性义非是豁脱总拨为空。然所执者是何言

耶。所谓无明倒见迷执。从其自心种子成熟。由他而转现相不同。执于外境

有别自性。由如倒见作外相解。于自所见生定执时此则名为所执之事。 

此复云何。谓无一物。如何无物名所执耶。由此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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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于此执有片实物体不虚者。即不应名是情所执。然由于此义有相应。由其

计执实事自体不相忓故。若有实物不名计执。由此分齐近见之境。此则悉皆

说为所执。假使用识以为斯境。作所量时。此亦还成所执之义。是故应知所

执之识。亦是无性。即唯识性。是能悟入所有诸法。皆无自体微妙方便。但

是本识随处现相。然无外境少许可得。从色至识悉皆如是。非是能现相分之

识。体亦无也。若言异此。但遣遮色。说此唯声唯识之言。便不成就缘识之

识。有其境故。复更便成缘色之识。是为有境。何者是其体离于彼不可说

事。诸佛世尊方能了察。云何了察此义。后时我当宣释。此即是其心心生法

有真实事。越言诠道是有性故。亦不便成一切诸法悉皆非有同豁脱空。是故

应知证悟真理。善入方便说唯识教。斯为称理。由其次第渐能爴烈诸分别网

所有正缘。为生因性故。尔者若许安立。离言诠处。是实有事。此即还成。

于彼色等亦同荷负。有真自性。犹如于识。若尔还应问彼何处得有如斯道

理。见他许有非所诠识。亦令色等同遣如斯未曾见有如是之事。以由爱蜜酪

亦令贪。若复转计。言彼有斯不相离性事同芽者。能有随生果之因用。彼若

言有不相离性。幸示方隅。以理推征定无共许。若言如识将为境时。由所执

体名为所执。实事相貌作彼生因。色亦同斯。是执性故。亦应合有缘生之

事。与作因缘犹如识者。此乃便成无片非爱。于彼五聚皆依他起。是所许

故。遍计分别法性之义。可由于此理同于彼。现有如斯正教言故。若言其色

亦有离识。实依他起。犹如受等。如斯意趣有不定愆所执之分亦有识故。即

此受等缘生之分。斯则是为四聚体性。然此现其影相之分。即是依于心心生

聚而施设故。由斯道理其喻必成。而于所立无随合义。亦复更有立已成过。

缘起之色亦是受等自性性故。因此遂令而于因处置差别言。冀蠲其过而云于

识。现所执相差别生故。此即除其不定之过。仍在相中然共所许。受等自体

是自证性。境无有故。既有斯理。实可依凭。然色别有无别因由。以义推

寻。固非齐致。若尔一切诸识皆悉无有所知境者。此如何知。又云若有余识

得与余识而为境耶。亦如有云。诸佛境界其法是有并余识境。若于佛境不以

自心取为境者。斯即无容能有宣说。如此说者。并成妄设。如有思度发言诠

故。由其言义所表之相。即是唯识现多种相。虽无外境似触其事而识得生。

此即是为言论因也。如云生已即灭之声。假令息教博士绝声应听其响。固非

于彼情有所得。然即于中共申言论。但可许业能为造作。领纳是受。彼即便

成。许有实我。岂复当时别有真我而可得耶。不许同时二识生者。余识无间

体是灭坏。如斯切难亦不相应。余识领此不相应故。亦以此言兼遮后难。如

彼说云。如知境有。何以得知。此亦于其共相之境而为构画。说之为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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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与彼同招诘责。如彼所说。诠表如来有诸胜德。汝亦应成证知胜德。由此

便非是佛之境。固亦不同如食米斋。此之共相是实有物。是故定知。不由外

境现前力故。方能了察。此中但由心聚构画而便生起。既有斯理。于佛境界

为难不成。此则因论生论傍义且周。然密意果其因应说。此之密意有其二

因。一谓余教相违。二于正理有害。说唯识教即是相违。此阿笈摩不言成

故。又复于彼幻网经中。如佛为于色。等境处生分别者。作如是说。即此眼

识所知之色。不见实有及以定住。但于妄情起邪分别。作决定解而生言论。

唯斯是实。余义成非。如是广陈。乃至于法次第说云。多闻圣弟子应如是

学。我观过去未来现在眼识观彼所有诸色。然于彼处无有常定。无妄无异实

事可得。或如所有。或无倒性。悉皆非有。唯除圣者。出过世间斯成真实。

世尊。说此皆虚妄等。违阿笈摩。正理相违。宜且为说方兴问绪发起疑情。

如何复知如是说者。此非是实。犹如说识。是如言义。说十二处。由其一性

及非一性。思察之时。将以为境。无堪能故。是故定知。不如所说。即是其

义故于今者试作商量。此色声等所应生处。各随自体。由于其识作生相貌。

色等事相是识之境。色识名色。声识名声。余皆准此。此色声等应无支分。

体是其一。如有分色。由此便于自所依处无支分性故。然此色等是有事物。

体是质碍。有所断割。于其同类多处性故。能生识等不同处故。(此中阙极微

义)由量力故。决断有无。于诸量中现量为胜。若无外境如何能起如是觉情。

此事是我别根之所知也。 

别根如梦等。虽无外境。然亦得有。此已如前。细为分别。 

此若后缘时所见境已亡。如何许现量。于诸量为最者。若其当时生现量觉。

此是我之别根所了。尔时于境遂无所见。唯是意识所刊定故眼识当时已谢灭

故。义既如是。如何彼境许成现量耶。况复是为殊异论者。许一切法剎那不

住。此觉起时。色等诸境亦皆已灭。现量之理。斯何得成。虽复如前善开释

已。仍为于斯甚深法义不能窥测。更设难言。由量力故断为有者。或复此由

违比量故。于色等处遮使成无。纵实由量。刊定有无。然由于彼别根比知及

正教等诸量之中别根最胜。由亲证境是果性故。要于此处无违害已。方于余

量而成立之。此即别根于色等处既亲证会。岂能令彼比量相违。辄欲遮其色

等有性。如何外色成别根境。由若无境不能于此生如是觉。此事是我别根知

也。此言意道。各别自证领受相生。重起心缘而宣说故。犹如曾领苦乐染

等。此固不然。于余亦尔。别根如梦等见有如斯前已具说。于梦等位。亦有

现见色等诸境。即如所言。覆察之心是有故者。显此立因有不定过。然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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瞖及罪逆心之所损故。如似别根现前明见。虽无实境而有见事。复亦不越识

之体性。于所领事现前纳受。为断割故。由斯道理意欲成立色等实境是离识

者。有相违过。徒事慢心。此复更有因不成过。此觉后缘时。所见境已亡。

如何许现量。眼等诸识见色等时。彼实不能生斯断割。此但由其各别内证相

分性故。因此为先意识随后取其定相。总集思构方能决断。又复当时识不俱

起。设尔有其色等诸境眼等识灭后何能见。能见非有。所鉴岂成。正于此时

何所悕望。从其灭识宁能有见。况于色等共识同亡。是故应知。此不能见色

等诸境。藉彼见力重审之心。观于色等。如何许成别根量性。复于彼时意识

断割。不共许为现量性故。由无能见及俱谢故。有余师云。于此最初领受其

境。非分别垢之所染故。彼定缘于外色实境。此亦非理。是不成故。由非他

许离于言诠。色等外境是识所知。然由内有自证之事。当尔之时不起思构。

便缘诸境相貌差别。彼但许有如斯内缘。此亦随其相貌现时。但依于识。犹

如共成。苦乐染等。然由将彼色等外境为别根量。此但是为虚妄情执。犹如

彼此数量业等。还将此难用拓余疑。于梦见事。从梦觉已后覆缘想。虽复当

时无境。然有上心之知。现量亦尔。由因此故。后时意识决了非无。彼亦尤

无拨别根量。于自内证心心所生。不离自证而有现量。是所许故。然于外境

将为现量斯妄增益。即是所遮。如前为出不成之过。未见解词。但事空言。

寔无的当。彼全不许有外色等。更欲仗之明有现量。然所成立。不能远离所

斥之过。故若也不曾领受前境意识。不能生忆念也。决定应许。于彼外境曾

领受之。由斯能见于色等境许别根性。斯乃不成。曾领受境方能忆者。所以

云何。由有理故。 

已说如相识者。虽无外境如境相现。眼等诸识遂得生起。如前已说。次复云

何从此生忆念者。从此识后与念相应。即于此相分别意识而生起也。由领其

境念方起故。其义不成。若尔于色等处。以现量性决定了知。所有相貌生忆

念性故。犹如乐等。于忆念上安置形像而领取之。决断前相内自证解。然非

不领。犹如石等。有其焰等。生意识时。亦不能生此之忆念。由斯决定依比

量力于色等境。应必定有亲领受之。若异此者。所许忆念便成非有。复由于

此受领之境成现量故。世间言论。名之为见。若于色等是忆念性。如共成

者。可有斯过。即由于此外色等处领受忆念。理不许成。由有理故。如离于

境得有其见。忆念同然。为其能立。不共成故。宗及于喻欲晓悟他。于境领

受全无力用。 

成唯识宝生论卷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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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宝生论卷第五(一名二十唯识顺释论) 

护法菩萨造 

大唐三藏法师义净奉 制译 

论曰。如何不与色等诸境而相关涉名作见耶。若遣斯难。此不劳言。由斯识

体自现形相。虽无色等而境得成。此前已说。梦狱瞖等为能喻事。随其所应

广陈比量。 

从此生忆念者。不待外境而现前故。见之自性方始得生。虽无实义。念与意

俱由现见识所有功能安置力故。随其次第假藉余缘为能牵引觉想方生。当尔

之时名为忆念。如何复知见之与忆两体差殊。若此见忆俱并不藉外境有故能

生自体。由似境者。为性邪疑。说分别识见之为用。不生计度前境相状。但

有自证体性生起念之相也。取其言相安布之差了相不明分别生也。以见为先

熏习所遣。即此自性由他故生。见不然也。见之与念条然别故。为此定须许

如斯理。假令虽复有其外境。二皆有境。缘相不殊。见之与忆自体不同。如

有异途幸应为说。彼设虽缘现在之境。名之为见。如缘过去。说之为念。由

无境者。彼虽境异有无之相。所缘别故。斯之异相。缘亦不能而于见念为片

思也。宜应说为自体别故。斯成异相。尔者此境是其识所现相。若为决定知

如是耶。由于前境决知见已与彼相似所起之识分明不忘。取彼事时。即名斯

事而为似相。犹如决了丈夫相貌。方名此作似丈夫耶。似相了知非不曾见。

然非曾见能有如斯决断之理。为由不许有外境故。斯亦非理。由彼自证心心

所生解相不同是所许故。斯固于他全不成难。汝既分别于事善巧。我聊致

问。理复如何同时自证。既不许有如何此见能决定耶。非过去事能有忆念。

由彼非是自证性故。又非自证。如所说事违道理故。先当援己后乃击他。所

有陈谋方能获胜。斯即念托境生。不共成也。复于梦处领纳外境。令共成托

后时自可道彼元无成非理故。犹如乐等领受乐事。若其外境元有可领。但有

似相错乱现前。当尔之时外境非有。自然决断。犹如梦者。觉乃知非。 

梦者见非有。觉已乃知非。若也觉时亦不领境。犹如梦中。彼是非有。世人

自知。然不如是。是故定知于正觉时。然色等境有真领受不同梦中识无力

用。此亦不能而为晓喻。令于色等领受义成。由作梦者处梦中时不能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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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非有。若由远离于睡闇时得分明慧。随其所有别别曾缘熏成念种。然于

梦位所领之境。忆令上心方生决断。此事非有。彼既如是。此亦还然。虽非

外色可为领受。便即翻作见外色心。起妄分别。重重现前数数缘虑。生此类

性所有功能熏习成种令其上心。即此熏习。更欲彰其不实事故。后起余缘彰

见真义。由有睡眠相似法故。虽于觉位亦曰睡也。为此熏习恒随逐故。世间

睡眠犹如余睡。但有妄情离识别见。色声等境。而被缠缚极受艰辛。漂泊生

津沦回欲海。由未正得熏习断故。犹如梦中不能觉了色等境无。未能称事于

非起故。不了是无。为境所诳。纵有闻思所生之智。为由分别熏习随故。未

现证真不能正起。亦名诳妄。当尔之时。名为不觉。及由于彼熏习种子对治

已生。毕竟拔除深有力用。于创起时非世先有。由此名为出世间智。正断一

切分别性故。无分别智获得现行。能除熏习无知睡故。证悟真觉于时藉此。

无分别智以为因故。由此之力方便起故。决能截除色等诸义。固执熏习。名

为清净。由涉计度诸境相故。号曰世间。彼智现已。但唯是识随其色类缘会

力故。生起之时。唯于自识现其相分。妄执诸境而作生因。然非离识有自性

故。色声等境而生了知。其所立量。若据总相不知彼境。是为无者。许能立

因有不成过。若言差别觉时不知。还有不成与前相似。觉悟之位了境元无。

宗所许故。既有斯过。理固不能以斯能立成其前境有可领纳。或有于此不成

之过。申述解词犹若元来。不为境解此无之智。理不应成。要先知境方于此

事能生此心。说为非有若尔的知前境是有。如何能得更复言无观相是有。复

乃云无现是相违。若为通释。彼诸宗等拨为非有。固不相违。如诸外论。谓

为常等。生前灭后悉并非无。或于方所或此非余。有境无余。何过之有。若

时于我将为无者。由非不了可拨为无。于无起知非所许故。此不如文于兹色

等说我为无。然于色等造作之处。无真实我非据我也。若尔于色等聚乍可无

愆。说识我无。如何免难。由不许有第二之识。于余识处了我为无。亦非不

领于前而能忆念于后。设令生念境已亡故。是故应许但唯有识。而现于相。

即如所许。然于识处知我是无。拨无其我。识若生时。此智尔时知无我体。

然由离境了唯有识。随此相貌。缘若生时解境为无。岂非齐致。然于色等了

无我时。于色等处是为共相。非是自相。由此各依以为定性。自体异故。然

非相似所有相貌是实事有。欲令于余而作简别。有其异相附识而生。犹如实

事有集心分。于识自体转起现前。世俗言论因斯生起。了知外境。但是自心

所生领受。本非居外。斯乃是为最胜修习。所获性故。此由无明盖覆于慧。

如在外转观斯共相。即如所见时俗言成。随世俗情于言说路令得明解。于诸

论处似事而转。别以形相而宣说之。于所余事作其遮遣。于此事中应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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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若总相是实即是总相。应如色等自体各异。而于别事体不相应。此则色

等成非异体。如色似声。又复如彼一异非言所许共相。此但覆俗当情显现无

所诤也。此既不许将为实事。斯乃便成于色声等成非异体。又复色等一一便

成有多体故。共相之状体无边故。此则合有多种体性。便成诸事皆为一体。

如随自缘所带相像。断割前境此之体相。亦是假立众多相貌。为俗言论而分

别之。由此便成于色声等。无我之智亦是共相。断割性故。取其无境更成光

显唯识之宗。然于色等无我解时。有别相分。复由前后分段本无故。斯乃是

为先取别相分明决断。于异决了随而摄取。事境性故。若青莲也简去其白。

识缘莲体。决断是青。言无我者。理亦同然凡起决断。谓即于他所执我相仗

此思构。方生决断无别我体。纵虽无境而智得生。理既齐衡何有乖诤。 

若诸有情由自相续者。若言于此自相体中。各有无量功能不同。于自识中变

现别故。至成熟时。由自种力识现在前。不由外境而得兴起。非离自识从外

境生。然由亲近善恶友故。为益及损。此不得成。由于真妄损益之中但以言

声说为境故。既缘声义两种皆无。于斯断割便成非有。由彼有其理非理行。

可令善恶逐彼而行。彼行既无可取随学。宁容有故。此则曾不依托外境。而

识得生。违所许过。必定依托。外色等境。缘色等心。犹如有事。无事声心

复如观他所有行迹。是能于境决断性故。亦复由如色等诸识定缘外境。如圣

量言。但是于内似相现故。此固无力。破唯识义。由展转增上识互决定成

者。由其展转识相假故。即此二识更互相依。本不待声及于色等。由所立喻

不顺于宗。亦复全无违教之失。有他相续为别识故。他识为因自识生故。善

恶二友作用理成。外境引梦拨使成无。目击友人。何不同睡而遣为非。有何

劳强立展转相。因梦闻善恶。非由别识生。如何现在随他识行。复如何知但

由余识分别得生。于他言事随顺情起。此识生时。更有余识功能差别。为因

现故。且闻者识。如结契时。唯声现相有差别体。识乃得生。不依外境。方

能了事仗自功能。所有差别托己内缘为声相解。即于前境而有了知。此时但

是自识熟位功能转起。但有声相共识俱生。详观斯理。又复圣者威神至极。

无其文字离取声相。为间隙时成说方便。然则但由胜差别故。能作斯事。遂

令余识殊别相生。是共许故。斯即是为唯识功力。然则曾无声之自相能至余

识。是他共许。以将为喻。纵许如是。但依他识声觉得生。斯乃便成恒常听

响。此之声觉总被生津。虽住远方及耳根坏。并应闻说。无有废时。若其许

觉由外声起。有时闻听耳识方行。分别因起。仍须处在相应。耳根复无损

坏。方能于境觉察是非。由此全无便成并见。总听之过非独如此。识待有能

差别性故。事判于声。犹如于声自性各异。能生此觉。非余相心。亦如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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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闻一切。缘此声相但返缘斯。唯生此觉。于觉有时。但生如此差别之缘。

有力用故。为因非余。即如于声在相应处于自相续生其相像。且如此事种子

现前。随自用果方能生起如是便成无相似过。复次诸字咸有支分。分析至穷

非根取性。犹若极微非同时生。不合聚故。既不和聚有其决断计一常声。处

虚空者。不应是理。缘此声心不可得故。又彼许其所有细分。体相似故。及

是非根所行性故。然非功能有其差别及以造作容有安置。势力道理。复如外

声。随所依缘差别之响。有其自相为缘之因。识亦如是。何有非爱。岂非所

云。由展转增上者。即是许其取余识故。此识便成有于外境如不取境。喻分

便违。斯难非理。此识由其余识现相为所缘故。喻乃共成。如余宗立。犹如

于彼非现在声随以一相而为成立。但有彼相识生而已。其宗许成。我喻亦然

何成有过。何故如来之识差别。于余分别之境并除。不异相续而转。无边差

别所化有情。在彼多心相若为起。如彼一声体无差异。随自乐相识从生起。

但由如来威神之力。极修所致令彼得生于别功能非一之境。不同色类多而无

杂。一时兴用分别事成犹如灯宝镜等现相。复以如来诸化用事。难思威力超

寻思境。是共学故。强为斯难。非成妙说。若言梦觉两位不差。由并许其无

实境性。随其差别咸引于果。梦中所见或善或恶。是总标也。及于觉位心亦

无境。此亦便应俱时获果。或应如梦亦皆无果。无境性故。或复翻此斯难不

然。由有理故。 

心由睡眠坏梦觉果不同者。然则梦心由睡坏故。性不分明。即此善恶能招劣

果。如于觉时。或缘别事。不为恭敬。或时余思乱心。于彼惠施虽行果不

增。大识虽无境果亦同。然随种差别。能招当果爱非爱事。由斯梦觉体有差

殊。得果不同。非乖道理。复非由境善等体殊。所作业用招胜劣果。然由自

性及相应等自体增故。及以相违。此即梦等有其差别。以此为缘非关有境。

或时生已。便于斯境能起害心造于极恶。复于此处能招胜报。种下中上善不

善业。以此而言实不藉其外境有故。植果差殊。或时有缘。过去罗汉身福等

事。实无其境。犹如梦获果不同。有不定过。后于梦中翘诚庆悦。如来出世

虽无实境。大果当招。此喻便成。于宗不顺。有余师云。虽被梦损情断前境

而不闇昧如睡初觉。尚有余昏。未足眠时强起情瞖。身体沉重见不分明。即

此之损于彼梦中相应之识诚固难有。由于梦内心心生法。当尔之时明白观

境。忧愁恐怖极思惟心。纵使觉时未能同此。由此要须是有情数。于共见境

取相分故。然于梦中七色之业。不立业道由其梦色非见无对。是不共境不堪

为世。言论事故。所云色业非业道者。斯乃便成。不察由绪。然此所论。于

彼梦识见不分明获果微劣。醒觉之位亦应如此。既有斯过。而便答曰。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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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故获其少果。如若不损与觉何殊。即如所云。梦识于境了事分明。便招胜

果。此若为通由于梦中心明断割。许其招得上妙果报七色业道不建立者。本

为评章招果差别。遂论业道。由绪何从。由非招果要须假斯业道方就。于方

便位被极重缠害斯意乐。遂令招得最恶之果。轻薄烦恼纵造根本。亦未能同

极清净心。于修善位方便根本。类此应知。 

唯识论者。亦由于他相续兴害。随心所生成其业道。有余师说。由他知故方

成罪者。此非正答。何意要须待于共境方建立斯。非由他力始成业道。然藉

堪为世言论事。由如苾刍断青流秽。犯斯等罪岂在情边。及由共境假他知

故。若于梦中实有青等为所了事。由大师制便成有罪。惑可翻余。非由其

事。是有是无。此成应理。若也生界但唯识者。便成无有语身业耶。然由大

种及从种生名为身也。语业即是从种生色。此二营为成杀妄等。两种若无事

便非有。诸屠猎者。但唯自识转变显现便招杀罪。岂不相违由非前生命根自

断。遂令他得杀生罪耶。此违所许身语二业。不尔云何。 

死由他识别者。屠脍等识犹如屠者。既兴方便彼遂分离。此亦如是。但由自

识能有作用。差别现时。便与彼命为杀害因。尔乃但由自识功力妄现身相藉

此势故。立为业道。自余业道准此应知。由斯道理。复有共许识之差别。遂

与他身作坏因性。即如鬼神及健达缚等。其所嫌处恶念便生。由鬼等识变现

为因。遂令前生得失念等。复由圣者专心念时。由他识力为胜缘故。遂于梦

中屏除睡昧。便观彼彼差异形仪。识于众像而领纳之。言命根者。谓是随

应。顺彼趣业力所招引。异熟识流注时限齐如所摄引事。便转变令彼一业所

招连续同分之报。断绝相违。非谓一切流皆断绝。如他所许。于其六处据同

分断。说名为绝。识与命离假言其断。但由自他两识为缘。所有作用命根断

灭。 

犹如于隐者获得胜上定。及由作用力差别功能成者令生变异。但是内心差别

性故。如是虽无身语二业。杀盗等事理得善成。于彼经中定说隐者。意发嗔

火缘斯力故。随便杀彼无量有情。此亦由心令彼断故。必如前理。应可推

征。决定须许成就隐者。意乐害力令无量生咸致命断。若异此者。乐欲是其

意害大罪。事乃不成。故知引证成意罪大。若也非人知彼意趣。当时为作杀

害事者。此亦便成。明显身业罪中最大。有时不假余相续识。便遭石坠烟炭

雨等。损害有情。谁增上力令躯命断。固非此识现如是相。还为杀害。便有

自缚相违过故。此难非理。即由斯识相续无能与斯命断随顺性故。犹如疑毒



 

[目录]    32 
 

令心闷乱。但是随顺自内相续。识无力用更为连住。由此名为寿命断也。然

而许有石等相现。亦匪成违。但由增上识故令他命终者。邻次之后。何不寿

终。及其死时彼便非有。既不现前。如何成罪。及于断命为因性耶。虽呈雅

难应返问之。彼行杀时所招业道。若于当时结业道者。何不于时遂便卒命。

若于缘时彼死方结。如何此得杀生过耶。若言相合得杀罪者。此二别时有无

体异。如何能作共合事耶。然则此事作论尊者。已详定断于能害者。自相续

中有其差别。业性流注。然我于斯有如是见。由能杀者增上识故。断彼相续

更互相因。决定由此不假别事。后致终亡。当被伤时。成其杀业。由断他命

此有功能。决定由斯取亡没故。然能害者但有此力。于断彼命与作亲因。或

时即死。或复后终。由增上识能与他识展转为害。令他后识剎那为障。更不

相续。亦非害者。但唯以意便成杀业。由此有其退转之义。于彼行害事乖离

故。以理言之。他更不藉余缘致死。由斯必定而取命终。乘此为因命乃断

故。由斯即立杀生业道。此成无过。如是贼等随事应知。若异此途彼能害

者。于彼后时有何力用。他死之时方招杀罪。更复容成越理之失。不假能

害。自身之中。有其差别。而但据彼被害者身有殊异故。后死之时方成罪

者。由此加功彼命断故。此即已言。当尔之时。何不死等。合以当时方便杀

业。当时即得杀生之罪。死由彼故。然于后时更无异相。是可得故。还将此

理用遣余疑。尔者犹如梦中能害所害。身等无故。斯乃便成无业道过。此由

梦内识亦不能害他相续。是故于斯不成业道。翻此觉时便成于业。已广成立

但唯是心中无间事能成害业。 

且纵如斯。广陈异见。仍须执理更诘殊端。如唯有识。彼他心智。为知他

心。为不了耶。若言不知者何谓了他心。此名由智了他心故。如其不了。便

成诳妄。即此能诠于焉有失。如其知者。于离识境而领受故。所成唯识理致

便乖。二事相违如何遣难。所以云何。有深义故。他心智云何知境。不如实

者。意取极深所证会处。彼曰他心。若有许识便伤他智。如无诚违自教。若

他心智缘于外境。如观心外有境为缘。斯难避咎。了境非实。固无愆尤。如

何知境。不称其实而得名作他心智耶。此中意言。如所证事前境不虚。由此

方名是他心智。尔者知于前境既不如实。于此岂得名曰他心。理不如是。未

闲本意。虽于他心不缘为境。似彼相状识上现耶。是故离心无境可得生似彼

相。然不如境斯成本意。立作他心。此中但是领彼似相。由此名为不如实

性。虽不同彼似彼相生。离心无境。已共成故。能知之者。随境相生。如知

自心智者。二心同时不共聚故。固非现在。决定应许已灭未生。但可得一而

为其境。体复是无。但唯自识还缘过现诸心聚法为彰显相领纳自心。于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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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咸共许。了他心事理亦应知。尔者若于自心亲能了别。如何复说不如实

知。为由于境不实知故。名为不实。为是无事。将以为有。而得名为称实知

也。若尔如何得说不如。其境所有领纳皆是其无。由彼不能了实境故。此亦

不然。不知如佛境者。此他心智。他缘青等了彼所缘。即是称实。何以便将

佛知心体自性清净而云不知凡云了他心。以他心为缘。了自心相。假说知

他。即彼他心自性真体是何境界。此亦不然。不尔云何佛知他心。自性即是

离心知有。设有离心之色佛了。何伤此即心是实有。两共许成。离心实色与

理违背故不同也。若尔佛了他心。应不知境。由境妄故。佛依妄知。亦复何

损。如人观幻。岂不知虚。佛同虚知。何过之有。若尔诸佛境界有何相状。

诸佛境界非余所知。若佛不知心。何名一切智。即彼无倒所有自性。无知睡

尽而得明觉。正晓了时。诸有觉了自他心者。彼之真性不能了故。故言彼智

不称境知。复云何通睡尽之智。能正了斯。由此觉知无言境性。超过语路。

但自证知。是故不能以言诠及。然于此识所有自性。非是余识之所能知。既

非所知。非言能及。彼但总相为其境故。然斯唯有妄构画性。即此构画于自

证性。识之实相极辽远故。唯于识处了不实相。此二皆成。不称实境。所以

者何。于非实事作实事解。而为决断。由于彼识现虚妄相故。 

成唯识宝生论卷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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