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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力丛书十力丛书”出版缘起出版缘起

大约在2006年，我动念想出版熊十力先生的书，遂与熊先生后人联系。其时我不过是初入出版界的资浅
编辑，没想到万承厚女士欣然慨允，给予我极大的信任。万女士为此事咨询王元化先生，元化先生又委

托时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的王为松先生主持出版事宜，事情很快落实，由当时我所在的世纪文景公司

与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

熊十力先生的曾孙女熊明心博士参与了丛书的编校工作，现代新儒家的传人罗义俊先生担任丛书的学术

顾问。罗先生不顾久病体弱，亲自参与审稿或复校。王元化先生则将旧文中有关熊先生的片段连缀成

《读熊十力札记》以代丛书序，并在前面写了一段引言，据说这是王先生亲撰的最后文字。丛书自2007
年8月起陆续出版，历时两年，而王先生于2008年5月去世，未及见到丛书出齐。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万女士也于今年仙逝。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上海书店出版社再版“十力丛
书”，因记其始末。新版“十力丛书”改正了不少初版未校出的错讹和不当的标点，将初版遗漏的《论六
经》与《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等合为一册，《熊十力论学书札》增补了若干新发现

的书信，“十力丛书”庶几完备焉。

当时为初版所撰“出版说明”，仍录于下：

 

1947年门人刘虎生、周通旦等于熊先生家乡谋印先生著作，名之曰“十力丛书”。盖先生亲定名焉。丛书
原拟印先生前期主要著作，因赀力不继，仅印出《新唯识论》语体本及《十力语要》各千部。先生晚年

自筹付印《与友人论张江陵》《原儒》《体用论》《乾坤衍》诸书，亦以十力丛书为名，显见先生续成

之意。然亦止成数百部以便保存而已。今汇集出版先生前后期主要著作，成为一完整系列，仍决定沿

用“十力丛书”之名，亦为完成先生夙愿云。

本丛书编辑体例如下：

一、采用简体横排，以广流传。

二、以原始或原校较精之版本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点校。

三、依熊先生原文之句读，重施标点。通假字保留；异体字酌改为通行字；凡显系手民误植者，径改不

出校记。

四、引文约引、节引或文字与出典稍有出入处，一般保持原貌；与出典差异较大者，予以说明。引文或

正文少数缺略的内容有必要补出者，补入文字加[　]。原版个别无法辨识的文字以□示之。

 

补记：《新唯识论》立“翕 成变”之义，系熊十力哲学的重要概念，为尊重故，丛书中与此相关
的“闢”字不简化成“辟”，而写作“ ”。另外适当照顾作者的用字习惯，如“执著”之“著”熊先生习惯写
成“着”，古印度论师世亲之兄，熊先生也写作“无着”，今亦仍其旧。

刘海滨

2018年12月5日



唯识学概论唯识学概论

题记题记

此系熊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的第一部讲义，1923年由北大印制。本书依据佛家本义概括唯识学体
系，忠实于著者此前在南京支那内学院所学。因讲义本难以觅获，此据湖北教育出版社《熊十力全集》

本（全集本依熊氏自存北大讲义本整理）重行点校。原本错讹颇不少。此次点校，凡显系排校错误者，

均据上下文及原文所依经典，并参考熊先生其他著作，径予改正；不能确证及有必要说明者，则出校

记。

此书区为二部：部甲，《境论》。法相相者相用。法性，性者体性。目之为境，是所知故。部乙，《量

论》。量者量度，知之异名。虽谈所知，知义未详，故《量论》次焉。量论者，犹云认识论。以其名从

东译，又本自哲学家，此不合用，故创立斯名。又《境论》虽自所知以言，据实而云，乃为《量论》发

端，则此书通作《量论》观可也。子真识。



绪言绪言

唯识学者，昔人以为即法相学，于内学佛教、佛学诸名词，不如内学为谛。内学者，内证之学也。诸宗

最为晚出。宜黄欧阳先生作《瑜伽师地论序》，始别出此学于法相之中。余杭章氏谓其识足以独步千

祀，见所作《内学院缘起》。可谓知言。在昔释迦崛兴天竺，兴感夫生死，吾友梁漱溟先生所著《东西

文化及其哲学》，引《佛本行经》云云，可资参考。而归趣于菩提。觉义。既豁然澈悟，以其悲愿，化

导群伦，遂为内学开山。此学与世间宗教及哲学特异之处，吾他日别为详论，此姑不述。迹厥声教，本

无殊趣，由佛本愿，欲令众生皆得证大菩提，故其为教，未有殊趣。闻者机感不齐，斯有大小乘异。如

《阿含》等唯被小机，《般若》等唯被大机。小乘之学，发展先于大乘。言其流别，则自大天判为二：

一大众部，二上座部。大天之世约当佛灭后百余年间。大众部复分为九，上座部析为十一，合二十

部。诸部繁衍，约当佛灭后四百年间。参考《异部宗轮论》。其间持论虽纷，而通执法有。有者，有其

遍计所执。后龙猛或译龙树。菩萨兴于南天竺，约当佛灭后六百年顷。造《大智度》等论，宣说法

空，空者，空其遍计所执。是为大乘。其弟子提婆菩萨造《百论》等，宏阐旨要，然末流沉空，将资矫

正。北天竺有无着菩萨者，当佛灭后九百年间出世。旁治小教，《瑜伽·本地分》详小乘义。董理大
乘。以其对治空见，世遂目其学为有宗，即法相宗，而区龙猛提婆之学为空宗，即法性宗。自是大乘乃

分为二。附识一。无着弟世亲或译天亲。有部出家，广造小论。闻《十地经》，悔小悟大，涕泣谢过。

无着因造《摄大乘》授之。《摄大乘》者，于法相中独提一品以谈，即唯识学也。世亲既为作释，更造

《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三十颂》乃世亲晚年所作，释文未竟而卒。十大论师继起，法海波

澜，至为壮阔。十师者，亲胜、火辨、难佗、德慧、安慧、净月、护法、胜友、胜子、智月是也。亲

胜、火辨当佛灭后九百年间，盖与世亲同时。余八论师，约当佛灭千一百年后。其间护法、南印度达罗

毗茶国王之子。安慧，南印度罗罗国人，护法同时先德。学穷大小，妙解因明。声德尤振。安慧原本空

宗，树义多偏。安慧于空宗撰述，有《大乘中观释论》等。其治唯识，说相见二分为遍计所执，犹著空

见。护法吸纳众流，护法之思想于安慧诸师既有取舍，于空宗清辨尤多借鉴。折衷至允。校其名实，则

护法宜称今学，安慧厥号古师。《述记》于安慧往往被以古师之名，可证。逮我玄奘大师西度，研治此

学，独宗护法，护法释《唯识颂》成，以授玄鉴居士曰：“我灭之后凡有来观即取金一两，脱逢神颖当
可传通。”及奘师西度，居士遂以授之。授意弟子窥基错综群言，译成《成唯识论》。基序云：“斯本汇
聚，十释群分，今总详译，揉为一部。商榷华梵，征诠轻重，陶甄诸义之差，有叶一师之制。”奘师尚
有“真唯识量”、《会宗论》《制恶见论》等，多不传。基师更辅以《述记》，网罗宏富。自是此学东
被，蔚为大观。奘门诸贤既逝，亦鲜有从事者焉。

附识一：无着制作甚富。其著者有：《瑜伽师地论》《十地经论》《摄大乘论》《辨中边颂》《集论》

《显扬论》《金刚经论》《庄严经论》。《瑜伽论》亦云《大论》，称为慈氏菩萨说，乃法相、唯识二

家之所本也。日人橘惠胜《支那佛教思想史》云：《大论》一书依西藏传说，则为西元四、五世纪之狮

子尊者所作。见原书四三五页。按此事既无确证，未足征信。唯据所说狮子尊者之时代，虽未决定为第

四世纪，亦相差未多，其人必无着弟子师子觉也。无着之世，当佛灭后九百年间，即西元第四世纪。师

子觉本传法相学，窥基《杂集论述记》一“无着集《阿毗达磨经》所有宗要，括《瑜伽师地论》一切法
门，而造《集论》，觉师子禀承先训”云云，即其传法相之证。藏人遂误为彼作耳。奘师致疑旧译，亲
冒万险，西走天竺。其学精博谨严，必不以伪托之书，归之无着也。《辨中边论》本颂，旧本讹为世亲

说，奘师新译始正之。见基《记》一第五页。则奘师严于考订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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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相篇识相篇

唯识章唯识章

唯识一名，略有三义，世或不解，以为唯有一识名唯识，即大误。故应疏决，以发论端。附识一。一者

不离义。法无孤起，诸心、心数，心数者，心所之异名。俱有相依，此有二义：一者心与心俱有相依，

谓一身有八识，其前七识则通以第八识为根本依。二者心数与心，俱有相依，谓八识各各有相应心

数。说识此云识者，通心、心数言，余准知。不离识。由识此言识者，谓一切心、心数自体分。变异，

似所缘相，名为色此言色者具三义：一有对，二变坏，三有方分。等，第六所缘独影境，第八所缘种

子，非色法故，遂置等言。说色举色，隐赅种子等。不离识。玄奘“唯识量”以色不离识楷定，如眼识起
时，挟色相起，耳识起时，挟声相起，故说不离，不离即非外也。后《境识章》，更详斯义。色心分

位，色上分位，如长短方圆轻重等。心上分位，如世识、处识、数识、因果识等。假假法有三，分位假

居一，详见《大论》。依实色法心法，于俗谛中说名实有。故，说分位假法不离识。问：“色上分位，
应说不离色。”答：色不离识故，色上分位不离识。识此言识者，亦摄色等相分。四分合名一识，如后
别说。之实性，性者体也。字曰真如，说真如不离识。《三十论》二“不同余宗，离色心等，有实常
法，名曰真如”云云，余宗谓化地部。参考《述记》卷十一。总略五法，一心，二心数，三色，四分
位，五真如。皆不离识。不离义复有三：一者不一故不离，如八识等行相各别，何可言一？余准可知。

二者不异故不离，谓即用显体。三者无外故不离，谓摄境从心。妙义纷纶，智者详焉。显识最胜，故说

名唯。二者交遍义。唯识之言，有深意趣。识言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识。此中八识，但约人言，其他

有情前六或不悉起。彼识如某甲八识。此识，如某乙八识。不杂此识不入于彼识之内，彼识不入于此识

之内，云不杂。而相网，网者遍义。相网者，此识周遍法界，彼识亦周遍法界，如众灯光，同处各遍，

而不相障也。是为交遍。难曰：“识外有识，应不名唯。”曰：唯言遮遮者遮拨。境，此言境者，谓外道
小乘所执离识实境。而不遮识。识谓他身识。自识具云自身识。许有，他识具云他身识。宁无？义不孤

建，于后《本识章》内。方详。夫不言交遍，则众生将共本，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一切众生同此阿
赖耶识，是故此识非局自体，普遍众生，唯一不二”云云。若尔，唯识之谈，与言梵天神我者真无有
异。俟于《本识章》辨之。章氏《齐物论释》其谬尤多，盖涉猎法相唯识，以缘饰蒙庄，终于两失。宇

宙为异同，夫众生共本，即同一宇宙矣。然据实言之，则人各一宇宙，不可同也。如顷者吾在北京，其

与吾并在北京者，奚翅千万人？吾与此千万人固人人心中各一北京，而各人之北京，同处各遍，实不相

杂。如吾之北京，寂旷虚寥，当涂者之不可入也；当涂者之北京，喧恼逼热，吾亦不可入也。若是，而

谓人同一宇宙，可乎？说人各有八识者，斯谛论已。悬的投矢，言理者之患，莫大乎强不齐以为齐，内

典喻之为悬的投矢。射者方谓众矢出于一的，而不知其私悬一的以投之，非众矢有通由之的。戏论何

益？三者破执义。法性离言，心行路绝。识唯唯字倒用。宁立？以对破众生迷执，假说唯识。原夫凡外

计有实我，小宗如犊子部等，亦计有我，此唯叙凡外者，凡外通故。为说五蕴假名，谓依色心五蕴集

聚，假名曰我。小乘之徒，又计有实法，一说部于诸蕴法，说为但有假名，颇接近大乘空教。今此据多

分以言，略而不简。说法无自性，无自性者，犹云无实自体，诸有为法，缘生如幻，大乘以此破小。不

了义大乘，复蹈恶取空，清辨之徒，言性相皆无，以所执空为真理，故以恶取呵之。以是摄法归识，色

心诸有为法，真如无为法，总说不离识。详前。遣空有有者，有我法。执。唯有识故，说我法如实是

无。亦唯有识故，但空依识所起我法执，而识性相非空。故唯识之言，空有双遣。若使诸执尽除，唯识

亦自不立。诸闻唯识教者，教者言教。以为实有建立，有识可唯，则亦成法执，同于所破。参考《论

本》二、《述记》十一。上来三义，略释唯识虽未尽理，然执大象、秉枢要，庶几来学，研讨有资。

附识一：识能缘。者对境有为、无为法，为所缘缘，即通名境。受称，而有多名。略举之则曰心、曰

意、曰了别、曰分别、曰现行，现有三义：一现在，非过、未故。二现有，非无体故。三显现，非沉隐

故。行者相状义、迁流义。皆其异名也。现行二字有时虚用，或目色法者，不在此例。唯心意二名虽通

八识，谓八个识通名心或意。而约偏胜义。第八独名心，集起胜故；《论》说集起名心，集诸种子，起



现行故。第七独名意，思量胜故。此义深详，请咨《摄论》。《所知依分》。

诸识章诸识章

有情各有八识，略如前说。八识云何？一眼识，二耳识，三鼻识，四舌识，五身识，六意识，七末那

识，八阿赖耶识。第八复有多名，此姑不述。此八各有相应，相应者，亦心所之异名。心所与心王叶合

如一，故云尔也。义详《转识章》。举识摄所，如举眼识，即摄眼识相应触等法。余识准知。参考《三

十论》一第二页、《述记》二第十八页。故不别言。诸识行相，眼识以了别色境为行相，耳识以了别声

境为行相，乃至第八以受持为行相，历然差别。具如后述，别见《转识章》《本识章》。今独详其义

界。此言界者，类也。明诸识同具之义，曰义界。夫言识义界者，当上本之天亲。天亲《三十颂》，则

以为识者能变之谓，色法是所变，真如不变，皆此所遮。亦复区为三种。初能变识，谓阿赖耶；第二能

变，谓末那识；第三能变，谓眼识乃至意识。释见《成唯识论》。然此土古师此土言唯识者，有古学、

今学之分。古学大成于真谛。真谛优禅尼国人也，梁、陈间来华，从事翻译，盛弘《摄论》，世称真谛

及其前所出诸译为旧译，所谈诸义为古学。唐玄奘法师游学印度，承护法菩萨而弘唯识法相，译书极

富，世称新译。其弟子窥基盛事著述，号百部疏主，是为今学开山。犹存歧义，不可不辨。尽古师唯以

第八识为能变。真谛译《显识论》现存。“三界但唯有识。何者是耶？三界有二种识：一者显识，谓第
八。二者分别识”谓前七。云云。此则以前七为能缘，缘者，缘虑义。余准知。能变仅属第八。第八名
显识者，即谓其能变现色心等法。又基师《中边述记》言：“真谛法师似朋一意识师此师执诸识用别体
同，故云。参考《三十论》一第一页，《述记》二第三页，《摄论·所知相分》。意。”见《辨相
品》。既朋一意识师，则余七唯除第八。非能变益明。若然，前七识不变相分，即心外取境，同于小宗

之见，唯识云何成立？一切心、心所，皆不外取，方成唯识故。故校以天亲之说，则短长可识已。

《颂》中略说识为能变，《三十论》复释言：“能变有二种：一因能变，二果能变。”详见《论本》二第
七页，《述记》十二第十至十五页。基师解第一，因通现具云现行，余准知。种，具云种子，余准

知。转变名变。转者生义、起义。次解，谓有缘法识生必有所缘，大乘缘无不生心也。能变现者，名果

能变，果谓识。识生必有种子为其亲因，故识望种，得果名。即自证分识体。现起相见二分也。按基解

多分违《论》。《论》云：“一、因能变，谓第八识中，等流异熟二因习气。”习气者种子异名。义详
《功能章》。下文逐释习气来源，由前七现行熏生，无关本文主旨。俟《四缘章》因缘中详之。又

云：“二、果能变，谓前二种习气力故，有八识生，现种种相。”下文逐释二果得名，由前二因别异。即
《论》文自“等流习气为因缘故”至“名异熟果，果异因故”为止。细按《论》文，实分因果二种能变。因
变中但有种生现义，基解转变无失，云通现行即非。果变中有现种种相能所缘相，各各无量，故云种

种。如眼识相分，刹那众色俱转，见分亦尔。余识准知。一语，基解自证分变现相见，亦合。《论本》

建立种子为识举识即摄色法，是识相分故。因，此第一种能变；因变。识自体亦名自证分。上有现起似

能所缘所缘名相，能缘名见，遮执实有，故置似言。用，自证是体，相见是用，体用俱时，非次言

起。此第二种能变。果变。本唯一事，一识说为相见自证三分，体用同时显现，是为一事。义说二

变，相见依自证起，说果变；三分同种或别种生，说因变。则疏于审事者所不悟也。难曰：“据因变
义，应成唯种，宁名唯识？”答言：一切法不离识，方成唯识。非唯识言，便谓识无种子，同无因论。
然复异彼自性神我等外因邪计，何谓外因？俟《功能章》解之。种离本识，本识者，第八识之异名。无

别体故，种子依止第八识自体分，非离识有。故名唯识。《颂》以能变释识，《论》更析能变以因果，

义无乖反，兴难唐劳。变复云何？则如下云。



能变章能变章

诠实性曰不变，性者体也。显大用曰能变。能变依于不变，而有其变。略显变义为三：一者，非动义。

常俗之言变也以动，动必有所至，由此之彼，曰动。此实无至。吾将于后文，更谈顿起、顿灭义，则计

动之邪，不攻自破。二者，活义。俗计不动者便是死物，然此虽不动，却非枯死。顽石不转，焦土不

生，云何而有帝网重重？又此活言，但遮死物，亦非表是活物。说是一物，即不中。故取象鸢鱼，便乖

至理。汉儒《中庸》，以鸢飞鱼跃，形容道妙，与柏格森言流转，同一邪计。盖略言之，无作者义是活

义。若有作者，当分染净。若是其净，不可作染；若是其染，不可作净。染净不俱，云何世间有二法可

说？又有作者，为常、无常？若是无常，不名作者；若是其常，常即无作。又若立作者成就诸法，即此

作者还待成就，展转相待，过便无穷。又凡作者，更须作具，倘有常模，便无妙用。反复推征，作者义

不得成。由此，变无适主，故活义成。缘起义是活义。附识一。虽无作用，而有功能。功能者，体是虚

幻，犹如云气；缘合能招，亦如风轮。云峰幻似，刹那移形，唯活能尔，顿灭顿起。风力广大，荡海排

山，唯活能尔，有大势力。圆满义是活义。于一字中持一切义，于一名中表一切义。摄亿劫于刹那，涵

无量于微点。都无亏欠，焉可沟分？了此活机，善息分别。交遍义是活义。法万不齐，而各如其所如，

故说万法皆如。彼此俱足，封畛奚施？非同多马，一处不容；乃若众灯，交光相网。故水火既济而不

侵，六根相依而互用，唯活则然。幻有义是活义。法若定实，即成不变。诸有为法，色法心法，通名有

为。犹如光影、阳焰、水月、谷响，而莫不成其条然宛然之幻相，浮虚不实，转易斯神。无尽义是活

义。无始漏无漏诸杂染法，皆谓之漏，取喻漏器，不能容纯善也。无漏，有漏之反。功能，即种子。一

一周遍法界。若异生位，有漏起现，具云现行。无漏隐伏。登地以去，至金刚心，有漏种现尽断，无漏

流行，尽未来际，一类相续。犹复刹那四道，谓无间等四，见《大论》。胜用不测，功德无边，难可钻

仰，岂有断灭，漫同死道？如上略说活义粗尽。三者，不可思议义。此不可之云，既非不能，又异不

必。道上人行，窗前蝶舞，此为不必思议，非有不可思议。又依俗谛，劫初生人，其状何若？设当其

际，自能目击，此在今日特为不能思议，亦非不可思议。思者，心行相。心所游履曰行。议者，言说

相。此是意识虚妄分别，不能如实证知境相。故不可思议之云，直须超出虚妄分别范围云尔。严又陵译

《天演论》解不可思议四字，未妥。诸有不了变义是不可思议者，或计运转若机械，或规大用有目的。

机械往复，目的预定，并非是变。亦有唯许冲动胜能，则难悟转依，沉沦曷极！转依者，依谓所知依。

第八识为杂染、清净两种种子所依，故说为依；所应可知，名所知依。此本《摄论》。转舍杂染，转得

清净，谓之转依。诸言冲动者，不知有清净种。“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斯则庄生所以发叹。世有欲
本生物学或其他科学之见地以说明变义者，长夜漫漫，何时旦也。

上来三义，略释变义。今次说识所变。此在唯识，本为今古师兴诤之义。诸师皆以说明二执所依，便于

除遣。参考《论本》一、《述记》卷二。本指不二，立论乃殊。比析异同，有三师义：第一，古大乘多

说唯有识自证分，无相见分。见《述记》十五第十页。彼解《三十颂》云：变，谓识体即自证分。转似

二分，二分体无，遍计周遍计度，曰遍计。所执。如依手巾，变生于兔，幻生二耳。二耳体无，依手巾

起。按此喻与其本计不合：彼计二分是所执，则等空华之实无；巾兔二耳，亦依巾起，乃是依他幻

有。此安慧等计。第二师者，依《摄论》说唯二义，但立相见以为依他，不说自证分也。相分体性，言

体性者，取复词便称耳。他言体相或境相者，准此可知。虽依他有，由见变为，故名唯识。此难陀等

计。第三师者，说识自证，是依他性。转似相见二分非无，亦是依他。此护法计。亲光《佛地论》与护

法同。三义虽别，基师独取护法为正义。谓一识体，即自证分，亦云自体分。现起二用，即见有能缘

用，相有质碍用等。实根尘相分，即有质碍，自余不尔，故致等言。俟《境识章》详之。用不离体，体

必有用。安慧源出空宗，故计二分是所执，则用空而体亦顽空。难陀相见依他，此义非妄。然二分无所

依体，亦不应理。别详《四分章》。故护法言，实为正义。附识二。然复应知，如是相见自证三分，外

有第四，摄入自证，故不别开。又二分义，本诸师集矢之的。体相有无，虽经难陀、护法先后论定，而

功能同异，亦复各家有殊。今此不详，俟于《功能章》论之。

复次变义，为渐为顿？应知变者，顿起顿灭，无有渐义。云：“何一切行迁流不息曰行，言一切行者，
犹云诸有为法。才生即灭耶？”如《庄严论》，有十五义，成立其相；有九因，成内十四相；有十四
因，成外十相。此云内外者，随俗说心内色外故。今此总略述之：一者，诸行相续流名起，若非才生无

间即灭者，才生即灭，非从生至灭中间有少微间隙也，故云无间。应无诸行相续流。若汝言“物有暂时



住，次时先者灭、后者起，可名相续”者，此亦不然。由暂住时，后起无故。二者，凡物前灭后起，必
藉因缘，若离因缘，则无体故。若汝言“彼物初因，能生后时多果”者，不然。初因作业，即便灭尽，岂
得与后诸果作因？若汝言“初因起已，更不起”者，建立此因，复何所用？若汝言“起已未灭，后时方
灭”者，彼至后时，谁为灭因？三者，若汝复执“是能起因，复为灭因”者，不然。起灭相违，同共一
因，无此理故。譬如光暗不并，冷热不俱，此亦如是。是故起因非即灭因。四者，若汝言“诸行起已，
得有住”者，为行自住，为因他住？若行自住，何故不能恒住？若因他住，彼住无体，何所可因？二俱
不尔，是故才生即灭义成。五者，若汝执“住因虽无，坏因未至，是故得住。坏因若至，后时即灭，有
如火变黑铁”者，不然。坏因毕竟无有体故。火变铁譬，我无此理。铁与火合，黑相似灭，赤相似起；
能牵赤相似起，是火功能，实非以火变于黑铁。又如煎水至极少位，后水不生，亦非火合水方无体。水

得火缘，另生其相。六者，佛说有为法色心诸法，有起灭故，名有为。有为相，一向决定，所谓无常。

若汝执“诸行起己，非即灭”者，是有为法，则有少时而非无常，便堕非一向相。难曰：“才生即灭者，
得非总是灭耶？”答：应知顿灭，实是顿生。七者，若汝言：“若物刹那刹那新生者，云何于中作旧物解
耶？”应说由相似随转，得作是知。譬如灯焰，相似起故，起旧灯知，而实差别，前体无故。八者，若
汝言：“云何得知后物非前耶？”应说由灭尽故。若住不灭，则后刹那与初刹那住无差别。由有差别故，
知后物而非前物。九者，若汝言“物之初起，非即变异”者，不然。内外法体，后边不可得故。内心才起
若不即灭者，即此心法应有后边可得。今我此心，念念生灭，了无此彼边际。外法亦然。析物至极微，

若更析之，便心相变似虚空现，不作色相现，谁为后边？又如此方名家亦云：“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千古不竭。”若有后边，则应可竭也。由初起即变，渐至明了。譬如乳至酪位，酪相方显，而变体微
细，难可了知，相似随转，谓是前物。如初刹那乳才生即灭，第二刹那有似前乳续生，名相似随转。然

第二刹那亦才生即灭，第三刹那复相似随转。余准可知。至前后相似之程度，恒视所遇之缘以为差。故

初刹那乳灭已，经多刹那随转，遂至酪位。酪于乳相，则相似几等于零，缘为之也。又酪位以往，若不

遇异缘，则续生多似前相。脱遇异缘，如被人啖，则是酪前刹那灭已，后刹那续生者，非似前酪相。推

此而言，则宇宙者，变动不居，亦非若纵线直往。强为拟之，乃若曲线然，步步改观也。科学家有谓物

质不灭，则视宇宙为重复，便是大过。以故才生即灭义得成。十者，若汝许心是才生即灭，彼心起之

因，谓眼根也。色尘也。等等者，谓余根尘。诸行，彼果谓心。才生即灭故，其因眼色等诸行。亦尔。

由不可以常因起无常果故。十一者，彼眼等诸行，亦是心果，故才生即灭义得成。由不可以无常因起常

果故。此中言心与根尘互为因果，乃依俱有因言，非因缘义。如是十一义，略明梗概。观者会通，知其

趣也。此土深了生灭者庄周、郭象其选也。《庄子·大宗师》云：“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郭子玄释之曰：“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
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目以为故。舟

日易矣，而视之若旧。山日更矣，而视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

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觉，谓今之所遇，可系而在，岂不昧哉！”子玄斯解，渺达
神旨，故不暂停一语，正吾宗所谓才生即灭也。晚世独有王船山颇窥及此，其书具在，学者可取观之。

恐繁不述。

夫异生僻执，有计诸法是常，有计诸法是断，斯二皆过，故说才生即灭。念念尽，故非常；新新生，故

非断。一刹那顷，大地平沉，即此刹那，山河尽异。此理平常，非同语怪。又即依据是理，诸法无实动

义。一刹那才生即灭，前不待后，此不至彼，各住本位。虽复幻相迁流，实则自性湛寂。《肇论·物不
迁》一篇，虽宗三论，读者亦可参考。由此，遮遣动见，离断常边。是诸圣者内证正智所行境界，非世

人寻思戏论所及也。

附识一：诸法无作者，无作用，无实自性，唯依托众缘而起，故名缘起。缘者，由义，藉义。凡法此由

彼有，此即藉彼，亦或彼此互为由藉。或言缘生者，义同。更有异门，说缘起是因义，缘生是果义。详

见《大论》五十六。缘复有四，一因缘，二等无间缘，三所缘缘，四增上缘。如别章说。此中意取功能

为因缘耳。

附识二：谓一识体，现起二用者。无性《摄论释》“《解深密经》佛告慈氏：‘无有少法能取少法。’谓一
切法作用、作者，皆不成故。但法生时，缘起诸法威力大故。即一体上有二影生，更互相望，不即不

离。见带相起，相仗见生。诸心、心所，由缘起力，其性法尔如是而生”法尔，犹言自然。问：“诸行如



何生？”答：众缘和合故生。复问：“何故缘合便生？”答：法尔如是而生。过此有问，不须置答。云
云，可资参考。

四分章四分章

一切心、此言心者，不摄心所。余准知。心所，各各有相见等四分。前谈几义，略及未详。今明缘

义，缘者缘虑也。应更确陈。昔世尊于《十地经》中总说三界唯心，此言心者，亦摄心所。余准知。本

未剖析。佛灭度后，小乘始炽，大乘继兴，势成水火。小宗至谓大乘经非佛语。故大乘之徒，意欲摧

小，不得不从事量论，以相制胜。当无着时，小大之诤已剧，因天亲悔小，特为造《摄论》成立大乘，

始建相见二分。难陀据此，未有发明。陈那创立三分，护法承之，遂使小乘量论根本动摇。三分义者，

改小乘行相义，立相分，为所量；又即以彼行相名见分，为能量。小乘所谓行相者，即能缘上所缘之

相，而是能缘摄。大乘既改小宗行相义，而立相分，又即以小宗行相名见分，故大乘行相之名，通于相

见也。复因彼所谓事者立自证，事者体也。即为量果。《三十论》云：“执有离识所缘境者，彼说外境
是所缘，相分名行相，见分名事，是心、心所自体相故。此中相见云云，非是小乘许有见相分名也，乃

大乘从旁质定。若曰：我之相分是所缘，彼乃名为行相，以为非是所缘，乃是能缘上所缘之相，即能缘

摄也。我之能缘见分，彼乃名事，以为是心、心所自体相也。达无离识所缘境者，则说相分是所缘，见

分名行相，相见所依自体名事，即自证分。”详此，则大乘三分义，与小乘关系，可以概见。然以何义
成立三分？今次当说。

初成相分义者。自识谓见分，后随文准知。亲所缘，唯是自识所变。所变，谓相分。《述记》载有多

量：一云，如缘青时，若心、心所上无所缘相貌，应不能缘当正起时自心所缘之境，宗也。许无所缘相

故，因也。如余所不缘境或如余人境。喻也。次云，我余时缘声等心，亦应缘今色，宗。许无所缘相

故，因。如今缘自青等之心。由彼之说，即缘青之心上不变似青相，故以为喻。三云，除所缘色外诸余

法，亦应为此缘色心缘，宗。无所缘相故，因。如现自所缘色。喻。略举三量，已足见义。皆以反证相

分定有。心谓见分，下准知。亲所缘，定是不离自心之境，谓相分是心之所变，故不离心。故唯识义

成。当时大乘建立相分，实为破小乘心外取境之利器。吾将于《境识章》更详论焉。

次成见分义者。古师安慧等相见俱无。清辨亦云：“若约胜义，诸法皆空，唯有虚伪，如幻化等。”即亦
不许有能缘相。即见分。果尔，见分不成，云何唯识？故今师破之。量云：若心、心所，无能缘相，应

不能缘，宗。无能缘相故，因。如虚空等。喻。又量：汝虚空等应是能缘，宗。无能缘相故，因。如

心、心所。喻。此翻覆为量，以反证见分定有也。又诸外道小乘，虽皆许有能缘，然计有实作用。此亦

不尔，可勘《论》文。《三十论》七第十五页“谓识生时，无实作用，非如手等亲执外物，日等舒光亲
照外境”云云，此所以破外小也。疏见《述记》四十三第十四页。复有说镜亦能缘，犹如识者。今人罗
素言照相器能见物，意乃类此。斯不应理，非能虑故。俟谈所缘缘时详之。见《四缘章》。

又次成自证分义者。上述相见本非截然两物，截然者，相离义。相托见生，见带相起故。带有二义，解

见《四缘章》所缘缘中。然二分功用殊，即应别有一所依体，故立自证分。又在大乘，以心得自忆，证

有自证。若无自证者，应不自忆心、心所法。何以故？心昔现在，曾不自缘，既过去已，如何能忆此已

灭心？以不曾被缘故。见分不得同时自缘。若立自证者，则自证缘见，即是自心缘自心；若无自证者，

则唯持一念分别心，即不曾被缘也。如不曾更境，必不能忆故。唯曾时心自证分曾时缘故，如曾所更

境，今能忆之。有量云：今所思念过去不曾更心等，应不能忆，宗。不曾更故，因。如不曾更色等。色

声等境，心曾更历者，方乃得忆。不尔，便无从忆，此世所共许，故得为喻。反证必已曾缘，成自证分

定有也。

如上三分义，陈那《集量论》方始显发。陈那已前，则有二分名。见《摄论》，如前已说。然安慧出陈

那后，唯成自证，不立相见。及至护法始依陈那决定三分，又别立第四，即于自体分上有自缘用，名证

自证分。至奘师创明挟带义，正智缘如，亦有体相。俟《量论》五五，疑衍或误。详之。自此四分义

立，大乘量论，根据乃成。

复次，四分缺一，便不成量。所以者何？《三十论》言：所量、能量、量果别故。如以尺量物时，物为

所量，尺为能量，解数之智，名为量果。心、心所量境，类亦应然。相分为所量，见分为能量，自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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