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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脈 從佛陀到玄奘  穿越古今的人生正見 系列講座 

--- 首場 --- 

講座內容：《玄奘文化千年路》影集緣起 

我們想要告訴您一個歷史上的偉大史詩 

日期：2022/05/15  

地點：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 3樓國際會議廳 

1 緣起 

(陳介源老師)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歡迎大家 

在今天來到這個會場 

共同 我們一起來探討這個問題 

那麼首先就是 

我本人是前任的正覺教育基金會的董事長 

剛好拍攝這七集《玄奘文化千年路》的時候 

我當時剛好就是擔任董事長的時間 

所以首先就針對這個七集的緣起 

給大家作簡單地說明 

玄奘大師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一位偉大的佛法的大師 

那麼玄奘的偉大 

到底是偉大在什麼地方 

在聯合國的《世界文化名人錄》裡面 

其中中國人只有兩位 

一位就是孔子 

另外一位就是玄奘 

那在明朝（清朝，口誤）末年、民國初年 

有一位我想在座大家 

都滿清楚的一位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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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他後來在南開大學、在清華大學 

有擔任中國史學(歷史)研究法 

的這樣一門課程 

後來他在課堂上講的資料有出書 

他裡面這麼講 

因為他講的是歷史的研究方法 

其中就講到說 

應該怎麼樣幫中國古時候這些的名人 

來作他們的傳記呢 

裡面他就提到兩個人 

一個還是孔子 

那另外一位還是玄奘 

那這個梁啟超他怎麼講呢 

他針對就是記錄玄奘一生的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梁啟超評論這部傳記 

他說千古的名人裡面 

這個是價值第一的一個傳記 

那當然以他的學者的立場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他認為說 

這個傳記如果應該怎麼寫、怎麼改 

可能會更合乎現代傳記的形式跟要求 

不過他說玄奘的這個《慈恩傳》 

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認為價值是第一的 

那這表示什麼 

就表示說 

從這個傳記所顯示出來 

玄奘的一生是有相當的高度跟內涵 

因此魯迅評論玄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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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是中華民族的脊樑 

脊樑就是等於是我們說房子的棟樑 

是很重要的 

可是當時我們在正覺教育基金會 

看到這些清末、民初的這些文人 

對於玄奘有這麼高的評價 

那到底玄奘他的偉大在什麼地方 

這是當時讓我們深深地 

引起我們興趣的地方 

因為我們從市面上能看到的 

就是一般媒體上面能夠看到的 

介紹玄奘的這些的影片、影集 

像大家最熟悉的《西遊記》 

從《西遊記》裡面看得出來 

裡面的三藏大師是很文弱的一位 

對不對 

我想大家的這個感受 

是跟我應該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從那裡面看不出來 

不管是說是梁啟超也好 

或者是說魯迅也好 

對玄奘的評價 

其實從那些影片是看不出來 

所以當時就觸發我們 

希望針對玄奘能夠有更深入地瞭解 

或者是說能夠有更正確地瞭解 

這裡是說到說 

因為既然《慈恩傳》本身 

它的東西就已經是非常豐富了 

已經非常有價值了 

但是被解讀出來了沒有 

那就看得出來好像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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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一般民眾的傳播 

當然是以影片的方式、影集的方式 

最能夠普及 

所以我們就思考到說 

怎麼樣子針對《慈恩傳》 

去作更深入地去透視它、去作解析 

所以在這七集影片裡面 

就變成是說 

我們用了跟以往 

各種影片、影集都不一樣的角度 

來介紹玄奘 

讓大家認識玄奘 

另外在這邊也要提到的就是說 

梁啟超他在評價玄奘的時候 

他特別提到一點 

他說玄奘的偉大 

其實是他人生最後的二十年 

玄奘當時的最後二十年 

其實就是已經從印度回來 取經回來 

在中國 就是當時是大唐 

翻譯經典的二十年 

梁啟超說玄奘回來 

因為當時唐太宗是在洛陽 

所以他就到洛陽去見了唐太宗 

然後從洛陽回到長安之後 

他從第二十七天開始就著手翻譯經典 

那麼一生一直一直持續不斷地這樣子 

翻譯他所帶回來的這些經典 

一直到他辭世的最後二十七天 

都是在作翻譯經典的工作 

玄奘對於這個翻譯經典 

對這些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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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非常重視的 非常重視 

雖然說他帶回來六百多部 

六百五十七部的這些當時的經論 

那只有翻譯出七十五部來 

可是實際上 

玄奘看待帶回來的這六百多部的這些經論 

玄奘沒有一部是認為不重要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根據《慈恩傳》本身的記載 

玄奘從天竺要回到大唐 

經過西域 

經過就是現在的于闐那個地方要渡河 

那麼當時就有一些的經論掉到河裡 

因為有一部分的經論掉到河裡 

所以玄奘為了這樣 

在于闐要到各地再去看看 

有沒有掉到河裡這些經論 

然後在于闐又花了八個月的時間 

把這些經論再補回來 

補回來之後 

那才回到長安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玄奘 

其實就如同梁啟超所講的 

他的偉大 

其實是最後的那個二十年翻譯經論 

那他沒有翻譯出來的經論 

他帶回來的經論 

他都認為是非常重要 

從什麼角度來說是非常重要 

就是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首場 第 6 頁  共68頁 

那他沒有翻譯出來的經論 

我們看到 

其實後來到了宋朝都還有在翻譯 

也是玄奘帶回來的 

像《大寶積經》之類的 

所以我們在影片裡面 

既然經論本身 

對玄奘來講是那麼重要 

那麼我們來解讀玄奘 

就不得不對於玄奘 

所翻譯經論裡面的精神 

也就是說 

玄奘希望透過這些經論來表達什麼 

他花了二十年時間 

等於是說一生的三分之一的時間 

是在作這件事情 

那這一部分 

我們也要加以去瞭解 

包括我們等一下跟郭老師的討論當中 

就會稍微去提到這個 

但是畢竟我們是希望透過文獻的解讀 

來把玄奘 

我們所認知玄奘作一個呈現 

那再講回來就是說 

所以這七集影片 

跟我們以往所看到的影片 

介紹玄奘的影片都不一樣 

譬如說《西遊記》 

大家很清楚 

它看起來就是像一個神話的故事 

那曾經有學者 

去剖析《西遊記》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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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西遊記》是明朝吳承恩 

應該說是他最後把它總集起來的 

那有人去剖析這個《西遊記》 

認為說其實是吳承恩藉由《西遊記》 

來諷刺當時明朝的這個政治局勢 

那這個是題外話 

所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有這樣的方式 

來借用玄奘西行取經的 

一個歷史的事實來闡述它 

這個很顯然 

他就不可能把真正的玄奘 

他的偉大表現出來 

就像剛剛講的 

大家從《西遊記》裡面看到 

玄奘是很懦弱的 

另外當然就是有講故事的方式 

就是說玄奘他這個西行 

要經過哪些的地方 

碰到什麼事情 

就單純的講故事 

可是這些大部分 

都是著重在西行取經這一段而已 

那就沒辦法像梁啟超這樣的 

讓我們感覺到說 

為什麼說那個偉大是後面的二十年 

那當然現在更多的是什麼 

更多的就是說重走玄奘之路 

你們看到大陸很多的節目 

或者是說很多的人 

甚至是私下就是找了朋友 

要去重走玄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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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甘肅到西域這樣去轉 

也是有很多這種的 

這個七集影片它就跟以往 

或者說現在我們在包括網路上 

所看到的這些介紹這個玄奘的這些影片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您想要對玄奘有更深入的瞭解 

為什麼他是這樣一個偉大的法師 

為什麼他會被稱為民族的脊樑 

那這七集影片就很值得大家去看它 

這個也是我們製作 

就是我們這幾場論壇的主要的目的 

就介紹到這邊 

不曉得郭老師有沒有要補充  

(郭宏益老師) 

這裡補充一下 

玄奘主要的遺失那個經論 

是在過渡信度河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有個傳說 

就是不管是種子或是一些果實 

不能夠讓它移出去印度之外 

當然那時候的北印度 

實際上是比目前的大 

不過信度河它本身 

就是有這樣的一些傳說 

因為有船會翻覆 

那有可能有的載了一些種子 

也包含了這些經論 

所以船就在那裡翻覆 

這就導致於後來慧天來信的時候 

大師希望他能夠幫忙再尋找一些論 

大概作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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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玄奘大師時代的中國佛法困局 

(陳介源老師) 

那麼我們就開始 

今天的第一場的論壇 

玄奘之所以會西行 

當然是有他的原因 

或者說有他的動機跟目的 

這個動機跟目的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樣的企圖 

所以希望能夠去做什麼 

那既然要瞭解玄奘 

我們當然就要對於玄奘當時的 

這個西行的動機跟目的要有所瞭解 

我們從這個《慈恩傳》裡面 

或者是說從玄奘的弟子 

窺基大師的這些著述裡面提到的情況 

就是說其實當時在中國 

因為那個時候是從魏晉南北朝 

然後隋朝末年了 

天下已經是混亂的局勢了 

然後到後來唐朝 

唐朝還沒有穩定下來 

但是社會情況如此 

佛法也是出現了問題 

為什麼玄奘能夠看到 

這些的佛法上面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說 

玄奘他是出生在洛陽 

在洛陽東部的這個緱縣 

那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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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沒錯應該是十三歲 

十三歲就剛好碰到鄭善果 

要正式出家了這樣 

但是之前其實玄奘已經在寺院裡面 

跟著他的哥哥 

在寺院裡面就有跟著在聽聞佛法 

所以我們從玄奘在西行之前 

他從洛陽到長安 

然後從長安就到益州 

益州就是現在的成都 

然後從益州又到了荊州 

荊州就大概是現在的湖北 

然後到揚州 

那之後又到相州 

相州是現在的河南省 

又到這個趙州 

是在河北 

最後又回到長安 

當然這過程當中是經過了好幾年 

那這些的過程玄奘是作什麼 

就是到處在參訪各地這些當時的 

這些的 佛教這些的法師們 

聽聞他們演說的法義 

同時也可以跟他們去談論、瞭解 

所以對當時這個佛法在中國 

就是當時的中國 

所呈現的狀況跟出現的問題 

其實玄奘是很清楚的 

那接下來是不是就由郭老師 

來跟大家作說明 

(郭宏益老師) 

就是玄奘大師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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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問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一方面他宿世的種子不斷地流注 

所以他對於經論 

實際上是很快就可以瞭解 

這個在傳記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而且不論是整個義理上 

戒律上也是 

所以他瞭解的程度是非常驚人 

那麼我們從當初這佛法的困局來說 

他能夠發揮什麼樣的力量 

在於說那時候經論不夠多 

而且禪宗這教外別傳 

還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廣傳的地步 

主要是教內的經典不夠於支撐 

因為當初菩提達摩來到中國的時候 

他說了我要印心的話 

就是印證這個心 

那就只有四卷的《楞伽經》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這其中也牽涉到說 

雖然那時候《深密解脫經》之後譯過來 

就是說到玄奘那時候 

許多對於唯識的經典 

並沒有那麼深刻 

尤其《攝大乘論》是後來才過來的 

在整個流傳上的教理 

開始有一些分歧 

就是說到底親證要證什麼 

應該要證心 不是證一個物 

然後《金剛經》講實相 

那就應該證實相心 

可是實相心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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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證阿賴耶識 

還是要證如來藏 

還是要證真如、證第九識 

也就是說眾說紛紜啦 

在這一種情況下 

雖然大師他是有自己心得決定 

可是如果沒有更正確的經典 

更多的經論到了中國 

他就有點沒有辦法來說服大眾 

所以這是一個主要的 

另外一個是 

大家對於《大般涅槃經》眼見佛性 

是不太懂這意思的 

那時候解釋的人就是講成 

這叫成佛之性 

但是實際上 

從一位聖位菩薩來說 

應該說一位聖位大師來說 

尤其他要趕快能夠回復這證量的話 

這是有點差異的 

那即使是這樣 

成佛之性也有論義上的不同 

那有的說現在、還是未來 

才會具備這成佛之性 

也就是說 

這些在今日如果深入這生命實相 

或生命實相教育 

應該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問題 

但是在中國 

那時候產生了很重大的這個爭論 

後來就只好 因為這爭論太久了 

後來就只好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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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各個說法似乎都有道理 

所以在那局面下 

實際上你很難去讓這教外別傳可以廣傳 

另外一點 

是如何能從證悟到入地 

那對一般人來說 

應該怎麼樣證悟 

既然這教外別傳這麼說 

那你有沒有教理上的支持 

或你很詳細告訴我們怎麼作 

那因此在這種情況下 

最好的方式 

就回到佛法的根本論 

就是說作這個生命實相教育的一個解釋 

那這個根本論就是《瑜伽師地論》 

實際上玄奘大師他從年少的時候 

就已經有感覺到這個不足啦 

可是他還是需要經過一個歷練 

譬如中國有規定 

應該說佛法有規定 

你要受具足戒成為一個比丘 

必須要年滿二十歲 

不是算中國的虛歲 

在這種情況下 

必須要你等於是幾乎要到二十一歲 

二十歲多啦 

那因此還要包括人生歷練種種 

然後你要有一點聲望 再出去 

某一個程度上 

這是我個人覺得 

所以後來那一年（28歲，西行那年） 

他甚至被推舉為寺院的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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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是說他可以當住持了 

可是大師他不要 

因為他希望的就是西行 

把這教理上作一個重大的澄清 

所以這樣可以讓中國可以接續 

這個佛法的法脈 

可以把生命教育推展到一個極致 

好 

(陳介源老師) 

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郭老師提的 

其實在《慈恩傳》裡面都有寫 

就是玄奘其實都有透過他的弟子 

把這些當時情況 

在《慈恩傳》裡面都有寫下來 

譬如說這個裡面提到 

說這個當時玄奘大師 

他就是到各地去 

遍訪這些的各地的名師 

那麼去聽聞 

並且能夠把他們所說的加以消化 

可是去聽聞這些大師的說法 

去消化這些大師所說的這些義理之後 

更發覺說 

所說這個《慈恩傳》的用語叫作 

驗之聖典 亦隱顯有異 莫知適從 

就是各家所說的 

各說各的 無所適從 

其中當然是 

最重要就是 

裡面這個真諦法師 

他作的這個《決定藏論》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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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決定藏論》向人家表示說 

我這個是依據《瑜伽師地論》 

也就是《十七地論》所寫的 

那裡面提到這個菴摩羅識 

真諦雖然沒有說這是第九識 

可是隱含的意思 

就是告訴人家說 

除了八識之外還有第九識 

但是玄奘大師依他對這個佛法的理解 

他認為這個是有問題的 

說第九識這個是有問題 

那沒有《瑜伽師地論》的 

這個論本來作比對 

怎麼樣去反駁真諦呢 

所以這個是讓玄奘決定西行的 

一個最開始的原因 

他覺得一定要去 

取得這個《瑜伽師地論》 

那另外還有就是剛剛郭老師有提到的 

有關這個佛性 

到底是未來成佛以後才常住 

還是說是未成佛之前 

現在就已經常住的這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 

這個《慈恩傳》裡面也是這麼講 

他說遠人來譯 音訓不同 

就是這些從這個西域遠方來翻譯的人 

因為每一個人所瞭解的 

梵語的這個音 

跟對怎麼樣去解釋有所不同 

因此就變成是有所淆訛 

那當時就會造成一味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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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雙林一味之旨 

雙林就是最後佛陀在雙林樹下般涅槃 

就是佛陀的最後這個意旨 

當然最後講的是《大般涅槃經》 

那怎麼會分成當現二常呢 

玄奘說大乘不二之宗 析為南北兩道 

紛紜諍論 凡數百年 

率土懷疑 莫有匠決 

就當時在中國是沒有人能夠 

去作一個正確的判斷 

所以變成是說得要去取得這些經論 

取得這些經典 

然後才能夠作正確地去判斷它 

這個就是玄奘當時西行 

在當時的中國 

佛法就存在著這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沒辦法解決 

變成是說 

學人就是好像是無頭蒼蠅 

不知道應該是怎麼樣子 

去取捨這個修學之道 

3 玄奘大師西行前的修證與選擇陸路主因 

接下來想談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玄奘大師他為什麼能夠看出這些問題來 

為什麼能夠看到 剛剛我們 

跟郭老師跟大家提到的這些問題 

為什麼當時其他人看不到 

所以說我們第二個問題就是 

大師在西行前佛法上的修證是什麼 

我們一樣是請郭老師先為大家來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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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宏益老師) 

這裡也再說明一下 

因為中國那時候 

確實在佛法的疑問非常非常的多 

像是說一個變化人到底有沒有心 

那個心是什麼心 

有沒有（心）已經是問題了 

那（若是有心，又）到底有什麼心 

實際上大家都說不上來 

像這樣的問題 

比較稍微有點重要的就超過一百多個 

那剛才講這個親證的實相以及佛性 

是兩個比較大的 

所以說問題很多 

那我們應該等一下也會提到 

它最後怎麼樣 

然後關於在佛法上的 

這個生命實相的一個領受 

以及這種親證 

這個在佛法的說明 

是說有三賢位 

那三賢位要過一大阿僧祇劫 

就是一個無數大劫 

這難以想像 

然後接下來進入聖位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 

似乎是比較深入的 

因為這就牽涉到說 

對於經論的正確解讀者 

他必須要在哪一個位置上 

然後玄奘大師所說的 

說你要達到至少至少要通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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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位就是必須要聖位 

這是最起碼、起碼、起碼的要求 

當然玄奘大師也是這樣要求自己 

不過他也不用特別要求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說到 

實際上他是有不可思議的 

親證的一切 以及智慧 

所以說如果從教外別傳來看 

那到底明心或是再說到眼見佛性 

它到底是什麼階位親證的 

或什麼時候能夠契入 

這事實上是在三賢位裡面 

而且還是三賢位的前第一賢位位次 

就是還不算是很後面的 

也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如果要達到通達位 

要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修行 

如果過去生 

沒有這種智慧、這種親證 

你想要一輩子就可以跨過一個無數大劫 

這實際上是有疑慮的 

這就牽涉到說佛法 

但我們主要是根據史料 

不是說特別要講很多佛法 

就是說佛法是說 

這個三大阿僧祇劫實在是很長 

你沒有辦法一輩子就可以 

明心、眼見佛性、入地 

但是我們根據 

我們現在對於玄奘大師的瞭解 

以及他如何正確地解讀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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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他證量是很高很高的 

以及包括說他一開始看戒律 

他等於是說一看一遍就都懂了 

而且在這個傳記上特別寫 

他所聽聞的一部經 

還有一部論 

他實際上是有意義的 

他先聽《大般涅槃經》 

然後再聽《攝大乘論》 

一個牽涉到眼見佛性 

一個牽涉到明心開悟 

這都是三賢位的前面所應該成就的 

那如何證明他有（證量） 

經論上是 

直接經典就說 

菩薩摩訶薩就是大菩薩 

是即使他們有胎昧 

可是他們只要有一個獨處 

在一個閑靜的地方獨處 

他自己去觀察 

就是他作一個思惟等等 

他就可以不由他教、不由他悟 

就是說他就可以自己實際上證得 

這對於一般的大眾當然很難理解 

不過這個從後來 

大師所展現出來的智慧及等等 

以及後來西行 

以及他在曲女城一切的這種展現的 

大乘種種的威儀 

以及不可思議的種種 

我們相信這就是 

他（在中國）已經完備了在地前應該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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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聖位前應該作的 

但是那時候因為經論不夠 

你沒辦法從不足的經論 

來縮短那個時間 

然後可以一步跨入聖位 

所以那是一個門檻 

所以大師是希望把這個問題解決 

利益未來想要求取生命實相 

生命教育實證的人 

所以他必須要把《瑜伽師地論》找過來 

那另外也要自己造論 

當然造論 

是後來ㄧ個因緣才引發的 

那為什麼說造論 

我們到時候再解釋 

(陳介源老師) 

是 誠如剛剛郭老師說到的 

就是說玄奘當時在中土這邊 

聽了很多的當時的這個大師 

講《大般涅槃經》 

講《攝大乘論》 

那也聽講《俱舍論》 

那都是聽過就瞭解 

並且就能夠來為人家說法 

說同樣的這些內容的法 

而且講得比原先 

他所聽的那些的大師 

講得更為詳盡、更為精闢 

那這幾部論、這幾部經 

其實它講的就是明心、眼見佛性 

還有包括二乘解脫道的解脫內涵 

像《俱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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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他說他有 

應該是有解脫道的解脫實證呢 

我們從他到西域遇到自稱說 

已經完全通達《俱舍論》的 

木叉毱多法師 

兩個之間的對談 

木叉毱多是啞口無言 

就可以判定說 

其實玄奘在解脫道的修證 

也是無可置疑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跟大家討論的 

就是西行取經 

大家知道說佛法是從天竺 

也就是古印度向東傳到中國來 

不管是當時是哪個朝代 

我們就是稱她叫中國 

那西行的 

從東來當然是有可能從陸路 

也有可能從海路 

可是玄奘為什麼選擇要從陸路去西行呢 

不曉得郭老師你的看法 

(郭宏益老師) 

是 就是說大師在中國的時候 

他非常地好學 

然後他的好學當然有一些原因 

要解決中國的困局 

所以他其實 他幾乎是不褒揚他自己 

後來因為他在這西行的時候遇到王祥 

王祥是第一烽火臺的一個長官 

把他抓住以後 

要把他送到敦煌 

那他就覺得這個人怎麼一直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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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是最後只好講出來 

就是說呢 

我在中國等於是各地方都遊歷了 

那只要是有學問的 

這種大師、名師或等等 

我都有去拜訪參學 

那下面這四個字就很重要 

窮其所解 

就是說他們所知道的 

我全部都知道了 

這雖然是輕描淡寫 

但只有四個字 

實際上大師就是不方便再講下面四個字 

就是大家只能夠作到解 

因為佛法那時候 

在禪宗幾乎都還是單傳的格局 

除了旁的支系還有一些以外 

實際上幾乎當代就是師父和弟子兩個人 

那窮其所解意思 

下面就是說 我有所證 

所以才可以接得上文句下一個四個字 

可以對揚談論 

所以他不是純粹當學生 

他實際上是去教導他的老師啦 

所以後來他回到長安的時候 

兩位很出名的這個法師 

大師級的人物 

最後直接說他是佛門千里駒 

就這樣 

所以因為這兩個大師一褒揚 

那名聲就上來 

所以才會人家要推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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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接這一間佛寺的住持 

就是當大和尚 

當然我們知道 

玄奘大師對這個沒有興趣 

那因此在這個情況下 

整個佛法傳遞的方向 

實際上是往北一直傳 

傳的這一個法系 

是有比較精采的這個佛法的三乘 

大乘、二乘 

南邊的也有 

但是南邊後來有經過一些質變 

而且他們的整個佛法的傳遞到中國 

這個實際上是跟陸路比較有關係 

所以這個尋訪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要窮其所解 

就是要把每一個地方的 

這個大家所知道的 

都把它囊括進來 

這樣以後譯經的時候、譯論的時候 

不會有任何的閃失 

就免得人家說你不知道這個 

而且後來到印度也是 

也就是說這個態度沒有什麼變 

就是等於會把五印度都繞一圈 

本來玄奘大師不需要這麼辛苦 

因為他已經知道很多了 

甚至他後來證量可以回復（時） 

可是他還是繼續這麼作 

因為他知道這個翻譯上 

總是會有人可能會找麻煩 

找小辮子或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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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就把他儘量能夠知道的 

統統都知道 

甚至到那爛陀寺也是 

他第一次被迫離開的時候 

實際上是戒賢論師請他走 

但是戒賢論師是叫他 

叫大師你就回中國就好了嘛 

不要再學 

因為學不完 

可是大師覺得說 

我還要繼續學、繼續聽 

那聽了以後又開始又 窮其所解 

又可以 對揚談論 

所以這是一個目的 

第二目的是巡禮聖跡 

在阿含部的《大般涅槃經》裡面有說 

就是說有四個地方 

如果有生之年可以去朝禮經歷的話 

這樣功德是不可思議 

一個是出生的地方藍毗尼園 

一個是度五比丘的鹿野苑 

一個是成佛地點菩提迦耶 

最後的話就是示現涅槃的地方 

就是雙林間 

那這四個地方的話 

就是有它的意義 

可是這些地方都偏於北印度 

或是在菩提迦耶是比較接近在中間 

所以這也在遊歷的過程中也是會（由陸路） 

那如果是其他的走海路的 

他們就可能沒有這些想法 

看起來他們的路線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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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大師在走這些路的時候 

他不是拼命在趕 不是 

他是儘量把當地的這出名的 

對於論或是怎樣 

然後能夠來演述的 

那他就會去參訪 

當然還是一樣 

最後一定有 對揚談論 

就是說實際上是以他所瞭解的 

順便再伺機 

伺機就是利用機會稍微講一下 

看對方是怎麼樣 

包括後來的勝軍論師 

說叫作勝軍居士也是 

大師後來在那個地方學 

差不多可能兩年 

就是至少是頭尾兩年 

可是實際上大師一去的時候 

是訂正人家錯誤的 

可是這一些故事的話 

在文獻上還是找得到 

（勝軍的論）叫《唯識決擇論》 

這地方（有）宗因喻 

然後它的因設得不好 

其實玄奘大師就是過去把它改正 

跟對方講 

那也是勝軍居士他比較沒有慢心 

所以可以跟他說 

那因此走這陸路的話 

就證明說 

大師目的就是要把這些一切諸學 

然後能夠儘量地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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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另外看有沒有辦法幫得上忙 

所以史料上也有提到在中國的時候 

他遇到智琰 

智琰法師那時候年歲很高了 

可是看起來智琰法師都沒有慢心 

智琰法師是 

傳記上這個是在（《古今譯經圖紀》） 

不是《慈恩傳》寫的 

就是等於是執弟子之禮 

等於對大師非常恭敬 

當然這一定有一些 

當然是大師有教導他什麼 

所以他非常非常地感動 

所以等於就是拜大師作為弟子 

不過在中國看起來 

好像也只有這麼一位 

因為真的很不太容易 

然後在印度的時候 

就是說可以跟大師來談法的 

實際上在整個印度 

即使是戒賢論師都很難 

因為實際上 

以大師他會特別想要去 

談論一些深的法 

可是看起來沒有辦法 

這有些我們不太清楚的原因 

但是他遇到勝軍居士的時候就一直談 

所以他並不是只有當一個學生 

實際上他是某一個程度 

以我們現在來講 

他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影響 

他希望讓他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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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傳給更多人 

這個他一生所作的 

(陳介源老師) 

我用大家比較容易淺顯 

去判斷這個問題的 

從我的觀點來跟大家作一個說明 

我的看法 

我並不是說是否定郭老師的這個說法 

我完全贊成他的說法 

但是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 

就是說當我們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是玄奘西行取經 

跟後來這個義淨法師的這個西行 

兩位剛好就是不一樣的 

玄奘是陸路西行 

然後也是陸路回來 

那義淨他是從海路西行 

也是從海路回來 

那麼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是陸路危險還是海路危險 

我的答案是 

海路大家會覺得好像很危險 

但是它的危險並不是必然的 

我們知道如果會航海的人 

他們都知道說 

你只要注意那個季節 

配合那個季節 

有一些季節在海上行船是很安全的 

但是如果陸路 

陸路就是說 

比如說那個高昌 

去到高昌之前的莫耶延磧那個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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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在那裡 

你躲不掉 

為什麼玄奘西行會被稱為九死一生 

因為那些東西都在那裡 

而你沒辦法避免不走過這些地方 

你要經過這個烽火臺 

都是有唐朝的這個軍隊把守的 

危險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我就是趕快去、趕快回來 

安全地去、安全回來 

那這個很簡單啊 

就是走海路 

只要選擇好那個季節 

該什麼時候往東 

該什麼時候往西 

只要選擇好那個季節 

所以那個危險 

其實不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危險 

但是(陸路)西行肯定是那個東西都在那邊 

你去就百分之百會面對這個危險 

可是玄奘為什麼要選擇從陸路西行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那我的結論 

其實是跟郭老師是完全相同的 

只是說我想到一個點就是說 

其實佛法東來 

基本上是從陸路東來 

佛法的東來它不像 

就是說回教的那個 

就是阿拉伯人去傳法一樣 

傳伊斯蘭教 

或者說十字軍東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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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這種方式去傳的 

它是很和平的方式 

是人民這樣子 

這樣子是一個一個去傳 

去接受它 

所以佛教是從天竺 

就是古印度 

沿著陸路這樣子一站一站 

就好像火車一樣 

一站一站這樣子往下傳 

那麼玄奘當時要西行之前 

他看到了佛法在中國出現的這些問題 

剛剛我們跟大家提到了 

就是玄奘有說音訓不同 

那個發音的差異 

還有就是說那個解釋的不同 

所以造成說 到了中國 

這些東西就變成無法取捨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中間經過太多的不同 

比如說好比說一個東西 

它由閩南人講過 

就用臺灣話講過 

然後用客家話講過 

然後用原住民的說 布農族的話 

講到後來就變成那個音就變了 

那音變了以後 

去探究那個解釋 

就發覺也不一樣了 

就出問題了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玄奘是要去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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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過程是哪裡出問題 

所謂的禮失則求諸野 

就是中國古時候有這樣的一句話 

就是說這個禮法在朝堂上已經沒有了 

但是這些禮法過去在民間都傳過 

因此你可以到民間去探訪 

以我們現在的用語來講 

就是叫作田野調查啦 

現在很多喜歡用這個 

就是叫田野調查 

所以我的看法 沒錯 

就是玄奘選擇陸路西行 

他就是想要一站一站這樣去看 

看這些當地是不是還有佛法 

那麼當地對這個佛法它是怎麼講 

那他去瞭解說 

什麼地方出問題 

我們看到玄奘翻譯的這些經論裡面 

滿多地方 

尤其是從這個《慈恩傳》 

就很明顯看得出來 

因為玄奘的翻譯被稱為是新譯嘛 

或者唐譯嘛 

那他們把之前人翻譯的叫作舊譯 

那 有一些舊譯的東西 

玄奘大師他是很明確地說 

那個是錯的 

那為什麼玄奘他有這樣子的確信 

能夠去認定那些的翻譯 

是有問題、是不對的 

那就是因為玄奘這樣 

一路這樣子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首場 第 31 頁  共68頁 

等於是說他把佛法東來 

他去溯源 

他一站一站去溯源 

溯源把這個佛法的 

實際上在這個地方 

產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乃至最後到中國會出現這些問題 

這個是我的一個解讀 

那郭老師還有要補充嗎 

(郭宏益老師) 

剛剛陳老師說的是那叫莫賀延磧 

(陳介源老師) 

莫賀延磧 

(郭宏益老師) 

對 叫八百里的沙河 

就像是河水 

意思是形容那個地方 

非常非常的寬廣啦 

(陳介源老師) 

所以我們看外界的學者 

他對於玄奘西行 

他們用了一個詞 

叫作且行且學 

但是且行且學 

當然事實上是這個「學」 

是要打引號的啦 

就是說去參學 

參學其實有對談的意思 

4 天竺佛法困局及玄奘大師的證量與傳承 

可是玄奘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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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時在天竺 

也有天竺的佛法上面的這些的問題 

那麼當時天竺佛法上面 

有什麼樣的問題 

還是請 

(郭宏益老師) 

那時候佛法到了等於是像法的中期了 

對於大乘非佛說 

是慢慢地更加地抬頭 

這個對於玄奘來說 

他幾乎是沒辦法忍受的 

不過這當然是另外一段話 

主要是說 

那邊對於空與有 

把它作一個分宗 

就是說講般若第二轉法輪 

那因為龍樹菩薩來講《中論》 

還有後來的《百論》等等 

這些的話就認為這空是一個宗派 

那實際上佛法不該是這樣 

但是在對於那邊的已經也形成 

形成一個這樣的認識 

然後還有包括說唯識在談的時候 

他認為這就是談一切有 

那變成有宗 

所以就（形成）空、有 

那對於不理解真正的空 

不理解真正的有 

他們就產生了一些諍論 

這諍論是存在的 

所以有了對於佛法的不信任 

以及對於佛法義理上的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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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也不一定說是割裂 

就是對於佛法大乘義理不理解 

這是從部派佛教就已經一直傳來 

因為部派佛教的話 

他們這是屬於聲聞 

他們的解脫道的義理是同樣的 

在經典裡面有說到 

就是說有十八個人搶一張白疊 

可是這個白疊 

這十八個人怎麼搶都不會破 

就是說二乘解脫法沒有問題 

他們不管怎麼搶 

都不會去干擾破壞 

但是他們為什麼要諍論 

因為他們就是去談論了 

超過他們證量 

然後想要解釋佛啊 

想要解釋大乘法 

所以就產生了各種歧異 

所以這個就是屬於後來有這種的（分裂） 

玄奘大師有翻譯的叫作《異部宗輪論》 

在之前也有另外一個譯本 

那這個就是整個走勢是這樣 

而且不只是這樣 

那時候民間還慢慢出現了 

這個屬於譚崔 

大概有點像就是今天所說的 

一個男女雙修等等 

那這些是在醞釀 

但那時候還沒有真正進入到佛教來 

所以它有它的困局 

(陳介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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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些資料其實《慈恩傳》裡面也都有 

比如說玄奘為了這個般若毱多 

因為他做了《破大乘論》 

所以玄奘就做了《制惡見論》 

那《破大乘論》就是 

基本上來講就是 

主張大乘非佛說 

那麼其實在這個之前 

在玄奘遇到木叉毱多的時候 

木叉毱多他的態度 

他也是否定大乘 

否定《瑜伽師地論》 

就是這些都表現說 

其實當時在天竺（及西域） 

佛法是已經有問題 

已經有這些問題 

乃至於包括說在那爛陀寺裡面 

都有像這個師子光、有像慧天 

其實他們都有跟玄奘大師 

在佛法上面其實都曾經有過一些諍論 

當然最後都是被大師給糾正了 

然後說服了 

那這些東西 

當時為什麼沒有人能夠出面 

來把這些問題釐清 

因為就是真正的善知識 

在天竺其實是已經凋零了 

戒賢當時已經一百多歲了 

那麼他沒有去處理這些問題 

是因為年紀大了 

體力不行 

還是能力上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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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至少是可以看得見 

就是說當時是在天竺 

就已經沒有人能夠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討論的一個主題 

就是說剛剛提到了那些問題 

包括說在那爛陀寺裡面 

本身存在的這些問題 

或者是說 

像對治般若毱多等等的 

這些都是玄奘大師當時在天竺 

他在天竺的作為 

所以很顯然就是大師當時是 

在佛法上是有親證的 

但是這個親證他有傳承嗎 

或者是為什麼會有這些的親證 

剛剛郭老師也提到了 

就是說以大乘法來講 

經典裡面明確的講 

就是三大阿僧祇劫 

那以小乘法來講 

經典裡面也明講了 

你如果證初果的話 

那就是七次人天往返 

乃至於說二果是一往來 

三果是不還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七次人天往返 

就表示說你一生不可能做到 

指的是這樣一個人 

那他就得要再歷練七次 

所以就是佛法的修證上面 

顯然是要有那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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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個過程 

那另外就是說 

從玄奘當時他所經歷的這些的 

跟他所謂去學 

或者跟他對談的這些人來看 

他們都沒有玄奘的這些證量 

跟這些的修為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玄奘的這些的 

當時他的親證 

其實不是傳承 

反而應該說是回復 

就像剛剛講的說 

你要三大阿僧祇劫 

但是你過去已經到某個階段了 

或者說要七次人天往返 

那你過去已經七次人天往返了 

所以你現在這一生就是最後一次了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不曉得 

(郭宏益老師) 

現在補充一下就是說 

天竺因為教外別傳 

已經傳到中國了 

它已經難以為繼了 

所以最後護法大師 

還有這個戒賢 

算是他們雖然跟禪宗的法脈 

沒有直接的關聯 

但在法義上 

他們是相當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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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接下來就真的是後繼無人 

在《大方等大集經》裡面提到 

就是說世尊有特別囑咐 

就是佛陀特別囑咐 

囑咐要護持 

請護法龍天要去護持哪一個國家 

哪個國家、哪個國家 

其中提到了 

最後提到了震旦 

震旦就是古時候我們稱為中國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 

因為如來說了 

我的法眼是在這裡的 

你們要想辦法 紹三寶種 

紹隆三寶的法種 

不可以讓它斷滅 

那教外的別傳已經傳過來了 

因為菩提達摩覺得這地方有大乘氣象 

所以他說他是為了法在找人 

也就是求人 

就是這個法太難得了 

不能在手上斷掉 

可是他覺得 

意思說他覺得印度不適合了 

他必須要到中國來 

因為中國有大乘氣象 

所以這個法脈將來就是留在中國 

那所以說這就是一個趨勢 

所以天竺後來就是隨著 

我們知道就是隨著大師離開以後 

開始有一些法就滲入佛門 

最後在 8世紀史學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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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真正的佛教已經不見了 

作個補充 

然後關於剛才陳老師說得很好 

傳承實際上不太能夠是這樣 

因為一輩子證量 

真的沒有辦法爬這麼高 

太難了 

就算是以前明心過 

那一輩子就要上去 

這幾乎是不太可能 對 

所以應該是過去生就已經證得 

然後這一世還有胎昧 

或是示現胎昧的情況下慢慢恢復 

當然有戒賢論師是有好處 

因為畢竟他聽的是從護法大師 

在經論上寫 

或是在傳記上寫是護法菩薩 

他是賢劫未來佛 

賢劫千佛之一 

所以他的法這樣提攜 

所以很快 

然後經過戒賢論師可以忠實的傳達 

現在戒賢論師最重要目的 

就是要傳達 

這是我所理解的 

因為他到ㄧ百ㄧ十六歲 

本來他想要離開（捨壽） 

這對於生命教育是不好的 

因為他想要自己走(自殺) 

後來就晚上作夢 

夢見大菩薩來訶責他 這樣 

然後他就乖乖要等支那國的高僧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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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夢的日子） 

就是剛好跟（玄奘）出發的時間差不多 

那天他受到啟示 

所以就等到了玄奘大師 

所以他就盡情的教 

然後還有包括 

實際上護法菩薩 

或是護法大師 

實際上他還留下一個很珍貴的（論釋） 

因為以前在唯識的時候 

世親菩薩 

雖然我們這個是生命教育 

不過經論我們都這麼說  

我們就直接稱菩薩 

大家不用太介意 

世親菩薩寫《唯識三十頌》 

但是他沒有特別解釋 

但我們相信說 

他兄長無著菩薩應該有對這個 

有幫很大的忙 

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解釋的話（很難） 

在印度西天那邊 

（大家）就開始了註解這個《唯識三十頌》 

這雖然只有短短三十頌 

但是很精要 

內容你可以一直解釋到佛地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都會寫一個叫唯識論 

後來到了中國 

我們當然知道就是玄奘大師 

他實際上造一個唯識論 

所以它叫《成唯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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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 

也可以說是總大成 

也可說是把這整個的義理都包含 

這個為什麼是他要造論 

我們可以到時候說明 

但重要的是 

大師那時候到了菩提迦耶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因為他聽說護法大士造的論 

目前留在一個叫玄鑒居士的人手上 

當然這個年紀已經很多歲了 

大概應該有超過一百吧 

這樣 應該啦 

就是說兩位都壽命很長 

戒賢論師那時候一百一十六 

另外有一個傳記寫到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可能是不太正確 

然後這位玄鑒居士看到支那 

就是中國這個高僧到來 

他很高興 

應該說 裡面雖然沒有寫 

但他一定是很高興 

因為他就把這珍貴的手本 

經過幾十年一直保存的 

就送給了大師 

沒有給任何一個印度的人 

而是給這位中國高僧 

因為他認為 

他堪得起護法大士當年的囑咐 

所以他覺得一定要傳給他 

然後拿到這本子的話 

窺基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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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玄奘大師的弟子 

窺基大師有去描述這段故事 

就是說玄奘大師非常非常的高興 

因為這可以讓玄奘大師 

可以很快地又回復以前的證量 

因為憑良心說 

有的（內容）只有大師才能看得懂 

所以我們這樣來說 

這些是要從解到證是很困難的 

第一個從解 

讀文字就可以解 

是很困難的 

因為佛法就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呢 

你要依文解義的話就三世佛怨 

所以要依義不依文 

可是可以依義的話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你至少是通達 

就是你一定要是聖位 

所以很快就回復聖位 

這也是理由在此 

所以沒有辦法說那是傳承 

(陳介源老師) 

郭老師準備的東西非常的豐富 

那其實我們第一個階段的這些問題 

本來是後面還有幾個 

要跟大家一起來探討的問題 

但是為了不耽誤後面第二個階段的 

我們的論壇進行 

我們第一階段就先到這邊 

最後就是說 

其實前面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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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我們還沒有講的 

其實只有一個用意 

就是告訴大家說 

您應該去看這七集的影集 

因為我們這些問題 

其實就是從七集影集裡面 

去提出來的問題 

那包括後面的問題 

就讓大家去看看 

您會不會也找到其他一些問題 

然後試著去找出您的解答 

這個不能夠說賣瓜的說瓜甜 

但是以我對這個七集內容 

仔細這樣去看了幾遍跟思索 

我覺得它很值得看 

郭老師有沒有最後跟 

(郭宏益老師) 

就是說有一個問題是 

玄奘大師他留下來 

對於今日的一個啟發 

主要是說 

他對於大乘非佛說 

大師有一些堅持 

還有一些態度與看法 

等一下可能在這問題中 

來加以作個簡單的說明 

(陳介源老師) 

我們可能可以利用下面的時間 

5 大乘是佛說！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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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謝謝 

那這個階段 

我們請另外一位余書偉老師 

一起上臺跟大家互動 

余老師請 

(余書偉老師) 

謝謝各位來賓 

我們整理一下 

想先請問兩位老師 

一般現在無論是歷史研究 

或者是學術研究 

都認為說 

目前我們看到中國的這個大乘佛法 

它並不是佛陀在世的時候所傳下來的 

而是經由歷史的演變 

教派的這個諍論逐漸形成的 

是形成於公元 1世紀左右的 

那不曉得奘大師對於 

現在大家都認定的大乘非佛說 

那奘大師他的想法是什麼樣的 

(陳介源老師) 

這個問題其實從《慈恩傳》裡面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從《慈恩傳》去看玄奘 

會感受到說這個玄奘大師是溫文儒雅 

是很慈悲的一位大師 

但是剛剛提到說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當玄奘他到龜茲國去 

見到木叉毱多這位法師的時候 

那麼木叉毱多跟玄奘問說 

你西行要到天竺去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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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當時玄奘就很直接回答說 

我要去取這個《瑜伽師地論》 

那木叉毱多聽到這個《瑜伽師地論》 

反應就覺得很鄙視 

意思就是說 

這個學佛的人不會去學這種邪見論 

告訴玄奘說 

你不用去學這個邪見論 

你應該在我這裡呀 

我這裡這個《俱舍論》 

跟這個《毘婆沙論》 

我這裡都有 

這個是最、最高深的論 

你就在我這裡學這個就好了 

那《慈恩傳》裡面提到就是說 

當玄奘大師聽到木叉毱多這樣說的時候 

他用了幾個字眼 

他說本來這個大師 

是很敬重木叉毱多的 

但是聽到木叉毱多這樣子批評 

這個《瑜伽師地論》說它是邪見論 

等於是否定大乘了 

所以大師很直接的反應 

就是視之如土 如塵土 

把這個木叉毱多呢 

就好像當作是塵土一樣 

那這個跟我們從 

《慈恩傳》裡面看到大師的言行 

完全是很大的一百八十度的那種差異 

那另外不管是《慈恩傳》也好 

或者是說在這個《大唐西域記》裡面 

玄奘都特別去到了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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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地方就是 

有一位 天竺的一位論師(無垢友論師) 

因為他就是批評大乘 

並且否定這個世親 

他說他要去造論 

要破大乘（維護眾賢論師） 

要破世親的這個聲名 

當他這樣起了這個念頭之後 

他身體馬上就得病了 

得了重病 

而且是懺悔之後 

他就死了 

那死的地方 

當玄奘去的時候就看到有個深坑 

當地就留下一個深坑來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從這兩個《慈恩傳》裡面的這個記載 

很明確的就是玄奘大師對於 

主張大乘非佛說的人 

態度是很堅定的 

是很堅定的這樣一個態度 

這個是我從傳記上面看到的史實 

(郭宏益老師) 

剛剛那一位是 

眾賢論師（此處誤會，應為無垢友論師） 

不過眾賢論師等於是說 

他們這有些是屬於 

一些對於應該是 

因為那時候阿毘達磨在發展 

這真的叫作發展 

因為上座部派他們直接在發展 

是對於大乘的義理產生一些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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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們探討沒有辦法作結論 

因為他們跟大乘經典有所背離 

然後佛陀在經典有說 

就是這大乘法五百年後 

就是示現滅度以後 

五百年後然後才會開始 

就是說我們會才開始流傳、開始大傳 

為什麼呢 

因為經過一代又一代的聲聞人 

聲聞種性的話 

比較差的修到初果 

初果也不會再來這個世間 

那修到阿羅漢更不會來這個世間 

都入涅槃了 

那修到三果人也不會來 

因為他已經不來欲界了 

不會在地球了 

那像二果也不會來 

因為他到欲界天 

欲界天的換算 

至少那邊壽命是九百萬年 

所以在我們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都很難遇到 

除非說他有些特殊因緣 

來這邊看一看 

所以我們這樣可以知道說 

一代又一代 

你如果是這樣來篩選、篩撿 

這樣聲聞根器比較好的 

都在佛陀當世就走了 

然後再來、再來、再來 

那你又二十年算一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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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二十五代已經也差不多走完了 

這樣會變成說 

你這解脫道 

你要實證後繼無人 

雖然大家講的十八部 

在加原本的大眾部、上座部 

都沒有問題 

這樣算二十部好了 

當然也有人說這樣十八部 

可是你終究沒有辦法支撐起 

你這樣解脫阿羅漢的一個實證 

這樣的話 

或是說你沒這個實證的話 

主要是講（你能否不受後有） 

（乃至）你有沒有辦法現起世間所說的神通 

因為以前只要修到俱解脫（再加修神通） 

就是大家有異議 

大家對你不服氣 

沒問題 

阿羅漢需要的時候 

跳到空中 

就是我們根據佛法上記載 

就是說他可以像獨覺一樣跳到空中 

然後十八變（神通）就解決問題 

因為一般的這個凡夫 

沒有辦法跟有修這樣（神通）的來說 

另外在義理上也會出現問題 

就是說到底怎麼樣是屬於般涅槃 

其實《雜阿含經》的時候 

已經很清楚說出來 

誰般涅槃 

到底誰入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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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是不出不入的 

這樣的話 

你入了 什麼時候要出 

那又是哪個法能夠入 

所以這些對於二乘解脫者來說 

都是問題 

那這樣的問題的話 

實際上就只有回到生命實相 

只有實證涅槃可以解 

可是二乘阿羅漢不能說他實證涅槃 

這種等於是說 

他是如來方便說實證涅槃 

如果他有實證涅槃 

不用再要般涅槃 

「般」就是入的意思 

那也不用每次都要依循著 

佛陀的指示來說明什麼叫作涅槃 

這樣一字不差的說 

就是因為他只能證到 

他所能夠證到的極致 

而沒有辦法瞭解涅槃裡面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我們從這點來看 

要主張就是說只有二乘法可以單獨獨立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五百年後 

進入像法的時候 

二乘法會受到攻擊 

這時候就由大乘法來處理 

那另外是整個延續 

是要第一次大乘佛法開始復興 

經過許多的菩薩努力 

最後要移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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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國才是整個要推展 

這個大乘法、大乘氣象的 

一個最重要的基地 

那這是佛法在法脈傳承的時候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感到驕傲 

然後至於說 

當時候有般若毱多這個人 

他實際上是主張大乘非佛說的 

然後他是實際上在我們這樣看起來 

他是被玄奘大師那時候破斥到很厲害 

就是他也僅次於主張和空有之諍 

被大師破斥很厲害的師子光 

僅次於他 

因為任何引起大乘爭議的 

都不是玄奘大師要的 

對 因為大乘法的人本身沒有爭議 

所以空有之諍 

實際上這是錯會 

因為他沒有達到通達 

不能通達這些法 

所以大師就寫《會宗論》 

《會宗論》就說明一切法空 

一切無所得啊 

不是你說的這個意思 

你不能就把圓成實性 

或是真實、或等等這樣的出世間法 

全部抹煞掉 

如果你可以抹煞 

那你就變成斷滅 

而且你也無因 

因為你自己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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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現在解釋 

我們當然可以比較清楚啦 

就是你如果說 

我們講一切都是緣起好了 

可是緣起 

是緣這個字可以出生法嗎 

還是起這個字可以出生法 

緣起只是一個名相、名詞 

名詞不能出生法 

就像我在這邊也有講 

只有講話可以出生一個什麼嗎 

沒有啊 

沒有特別的啊 

所以緣生緣滅的話 

我吐出那兩個字也不會變成一個東西 

我不會說 

我說猴子 

那就有猴子出現了 對啊 

如果這樣的話 

就太厲害了 

所以名相本身不帶法 

那現在有人會說 

我名相就是來形容現象界 

這又有問題了 

現象界的任何一個法 

都不能牴觸佛陀所說的一個事實 

就是生命實相 

這些法都是被出生的 

而且被出生的話還限制了一些 

免得有人會說 

我可以來出生祂 

這樣不自生、不他生、不自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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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樣 

可是不能無因 

那因此一些主張他懂得佛法的人 

他們就說 

不管 我不管你大乘說什麼 

我就主張是這樣 

那這是需要斟酌的 

那因此般若毱多就犯了大師的忌諱 

因為他寫一個叫《破大乘義》 

結果玄奘大師後來就造了一千六百頌 

然後來把它駁斥 

在寫的時候是揮筆疾快的成就 

但是這也是主要說 

大師他平常 

也要作這些法義上的準備種種 

所以就可以很快地把它完成 

然後這個是專門破大乘非佛說 

可是這部論並沒有在中國出現 

不過它的意涵 

實際上後來在《成唯識論》出現了 

對 就是有包含進去 

那有 應該也是 

在他的這個弟子窺基大師 

寫了一些《成唯識論述記》 

還有其他的這些關於闡釋唯識的 

這樣出現 

這些著作或這些造論都顯示 

就是說你沒有大乘法 

你應該連二乘也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大乘才能成佛啊 

你二乘只能成為阿羅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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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就成為辟支佛 

你能成佛嗎 

你不能成佛 

你不能講這個大乘法 

也不能講二乘法 

那你說沒有佛 

沒有大乘就沒有佛 

那你說你意思就是沒有佛啦 

沒有佛 那你怎麼會有二乘法呢 

這樣 那因此曲女城的十八天法會 

實際上大師不是在那裡 

坐在椅子上都沒有事情 

實際上是一直在講法的 

所以把這個佛法怎麼樣深入 

怎麼樣告訴來的聽眾 

那因此博得大家一致的讚歎 

而且玄奘大師「大乘天」這個名號 

不是曲女城才建立的 

當時候順世外道來那爛陀寺踢館的時候 

然後這個玄奘大師就命令他的僕人 

去把那個撕下來 

人家那個什麼帖撕下來 

而且記得要用腳用力踩 

要踩到爛這樣 

然後後來這個順世外道就不滿意了 

他說怎麼會這樣 

你不然就回答我嘛 

你這個人是誰 

因為他一看這就不像是裡面的僧眾嘛 

結果他說 

我是大乘天的奴僕 就是僕人 

奴僕當然沒什麼了不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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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後面的主子很了不起啊 

所以大乘天是 當然 

那這個奴僕怎麼這麼有信心稱呼呢 

因為在印度有一個特色 

會稱到「天」 

就是代表你有解脫 

就是聖者 

不管你是要依大乘來說 

或依二乘來說 

就是你是聖人 這樣 

而且這大乘天也不是只有這僕人說的 

所以當初戒日王因為鳩摩羅王 

把玄奘菩薩先找過去 

他就不高興 

那人家來報告他的時候是先說 

大王 那個大乘天 

目前在鳩摩羅王那裡啦 

那要不要去 

意思就是找他過來 

所以大乘天就代表說 

玄奘在這方面是有實證的 

不然一般來說就會稱他叫高僧 

大家可以想連戒賢論師那麼精通佛法 

他也沒有從來得到過一個大乘天的封號 

那所以說大乘本來就有的 

然後在《成唯識論》舉了 

特別舉了彌勒菩薩說的七個因 

就是有七種因證明大乘是存在的 

不過我們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簡單說明一下就好了 

就是說只有大乘法 

真正可以對治這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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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能夠斷這個煩惱的習氣 

這是因為大乘可以證得無分別智 

這樣的智慧 

就是對於實相的知道、實相的領受 

這個是二乘法沒有的 

二乘法沒有辦法契入 

那另外 

如果說大乘法本來就沒有的話 

因為它跟世尊 

如果說在《阿含》所講的是悖離的話 

那這樣的話當然佛陀會先預記了 

預記就是事先說明 

多少年、多少年以後 

然後幾百年以後 

會有一個法會來亂我的法 

可是沒有啊 

這就證明了大乘法不是這個後來人寫的 

其實這裡可以從現代的一個文獻 

還有學術來說 

就是因為歐美學術者 

他一定要說一個比較有根據的說法 

所以他們就創造了 

大乘是從哪裡來的 

結果 但是因為他們是從《般若經》 

還有那時候一些頌來比對 

說這風土人情是這樣 

所以我猜就是這樣（發源的） 

如果這樣猜 

那也應該大家猜的都一樣 

結果還有不一樣 

結果不一樣以後呢 

就有一位現在他是當台大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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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因為我們也不需要特別指他是誰 

免得學術界對他就有意見 

他當初寫的論文 

他說這些都沒有根據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猜測 

那如果可以這麼猜測 

凡夫都可以了 

這樣大乘真的不是佛說的話 

那應該是屬於外道的境界了 

或是二乘境界 

結果不是 

因為二乘已經在歷史上作個證明 

他們如果是討論大乘法的話 

或討論實相 

他們會分裂 

而且他們會各執一詞 

就像他搶那一張白疊的一樣 

如果連學二乘法的人都不是 

那他們連二乘的境界都達不到 

根本要跟他們說這簡單的法都很困難 

那如何能夠 

這些人能夠知道說大乘法在說什麼 

如何創造出有一個種族 

有一個部族、有個部落 

他們很努力在三百多年、兩百多年間 

這個部族一直隱姓埋名 

然後世間的人沒有發現他（們） 

然後他們創造了大乘佛法 

一部又一部創造出來這樣 

真希望他們找得到 

這不是外星人的漫遊、亂想的一個世界 

這要有真憑實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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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因為這理由是很充分 

我們現在再來說明一下 

就說從《阿含》是不是可以找到 

(陳老師) 

其實如果從玄奘大師的 

這個《成唯識論》來看 

除了剛剛郭老師提到的 

他引用彌勒大士的 

這個七點來證明有大乘之外 

那其實大乘主要就是講跟小乘的差異 

跟那些錯會佛法的 

這些小乘論師的差異 

就是六識跟八識的這個不同的主張 

玄奘大師在《成唯識論》裡面 

他就是引《阿含經》裡面的這個記載 

說這個識緣名色、名色緣識 

說這個名色跟識猶如這個束蘆啊 

因為互相的支持 

所以能夠運轉 

玄奘大師在《成唯識論》裡面的這些論述 

其實不只是在北傳《阿含》裡面 

能夠找到根據 

南傳的《尼柯耶》裡面也有好幾部經 

其實都能夠找到這個根據 

那我想可能在座也有人認識 

從透過經典認識那位叫作嗏帝比丘的 

因為他主張說 

他就是認為這個六識本身 

是不斷的、是不滅的 

結果不是就被佛陀叫去指責 

說他是愚比丘嗎 

這個經典在《尼柯耶》裡面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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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師他提到的這些 

識緣名色、名色緣識 

提到這些識 

乃至於提到就是說 

有人主張說有一個微細的這個意識啊 

能夠延續到後世 

當時大師就直接說這個就是第八識 

因為我們從 不管是說《成唯識論》來看 

或者說即使從《阿含》裡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 

六識 前六識都是因緣生 

這個是佛陀指責嗏帝比丘的地方 

六識都是因緣生 

都是根、塵 

然後才會有生眼識乃至意識 

那這裡就有六識啦 

那另外這個第七識啊 

第七識其實就是生出意識的那個意根 

那這個意根我們從佛法裡面 

其實不只是說在唯識裡面 

從《阿含》去比對來看 

也可以看得出來 

都不說這個意根祂是色法 

因為小乘的論裡面 

也說色法是十一個色法 

就是五根、五塵 

還有那個法處所攝色 

都不說意根是色法 

所以很明顯的意根是心法 

意根既然是心法 

那就是第七識 

那這兩個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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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兩個是十八界的法 

是會滅的法 

所以玄奘菩薩就很明確地講說 

那個以為能夠延續到未來的那個極細意識 

（實際）祂是第八識（不是極細意識）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玄奘大師 

他不只是很直接的表現出 

對於否定大乘 

主張大乘非佛說的這些人的態度 

是很堅定的 

而且剛剛說把他視如塵土 

甚至於在論述裡面 

在《成唯識論》裡面 

也是很清楚地交代這些的脈絡 

這是我所看過的這些經論的情況 

(余書偉老師) 

謝謝兩位老師 

那麼下面一個問題 

(郭宏益老師) 

我再補充一下 

不好意思 歹勢 

就是說意根祂是作為出生意識的緣 

那大師在《成唯識論》 

特別對於這個第八識 

作了重大的一個宣示 

他是直接引用了 

《阿毘達磨》的這個經論 

契經、經典來說 

他說這個法是 

無始時來界 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諸趣 及涅槃證得 

就是說如果沒有這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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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的一切都沒有了啦 

那也不用去求證什麼涅槃了 

三乘 你要說涅槃都不存在 

就是說祂是一個等依 

平等作為每一個法的所依法 

而且這樣的話就是說 

而且大師還特別說了 

這個涅槃是所顯得 

涅槃是顯示 

涅槃不是有個方所、有個地方 

或在三界中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叫作涅槃 

然後可以去那裡 沒有 

對 可是涅槃不是斷滅 

因為如來說我沒有說斷滅法 

從來不說 

這樣一定是有因的法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這樣的法 

那就變成部派佛教 

或部派聲聞他們一直想要探討 

說他們有根本識、有分識 

然後甚至窮生死蘊都舉出來 

就自己再加 

這種情況下 

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說一定有一個可以維繫生死 

一直存在的 

然後可是祂行相很微細 

可是如果是意識呢 

行相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意識是可以就是受果報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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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果報的識 

也就是說在那種情況下 

嗏帝比丘才會被斥責 

那到底二乘法是什麼 

有人會說二乘法 

是慢慢去演變就可以成大乘法 

可是佛陀並沒有這樣說 

佛陀在《雜阿含經》裡面說的很清楚 

二乘法裡面不管是聲聞乘、緣覺乘 

都是一樣不異如、不離如 

就是不能離開或是叫不離如 

就是不能離開真如 

不能離開這個真如的種種 

但是因為二乘法沒有去討論這個真如 

所以有時候直接用如 

這中文翻譯上 

有時候稱為如、如如或真如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也不會異於如 

就是跟這個如的體性不會不一樣 

欸 那就很奇怪啦 

一切法不是說生滅嗎 

可是大乘法全部 

都回到這個一切法不生不滅 

所以當然要回到二乘法之前的本源嘛 

本源就是真如 

真如才會不生不滅 

沒有剎那剎那地生滅過 

才能叫真如 

不能說我今天稍微變動一下 

明天看看 

然後後天說祂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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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很盧(蠻纏之意) 是不行的啦 

對不對 

所以在《楞伽經》 

這個禪宗所依據的 

教外別傳的菩提達摩說 

這只有四卷的《楞伽經》可以直接印心 

那到底要印什麼心 

印心就是說承認要證的就是如來藏心 

承認這個心就是第八識 

因為在上面的說法是等同的 

而且後來的譯本裡面有直接說了 

就是說這個心 

如來說我說為真如 

因為祂離於能取和所取 

所以這個藏識、這個阿賴耶識 

這個第八識離於能所取 

如來我說這個就是真如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翻動 

即使第二轉法輪也直接說 

真如是出生諸法的 

所以這叫真如雖生諸法而真如不生 

一定要有個不生法 

這也是龍樹所主張的 

怎麼去歸結 

這個生、不生、不他生或等等 

就知道 是故知無生 

一定有一個本因的法 

這樣才不會斷滅 

而且這本因法一定是無生的法 

那無生法能夠出生法 

當然（法）要歸於經（典） 

因為龍樹菩薩是講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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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要彰顯《般若經》 

那所以說我們這樣一切都結了 

就是說大乘法講真如 

一切法不生不滅 

二乘法講生滅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理解 

因為這個法很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阿含經》就直接說 

如來的這個證量裡面的十力 

直接說喔 

就是說不是聲聞、緣覺他們能理解的 

連如來的十力都不知道 

更別說如來所證得的一切種智等等 

好 大概作這個補充 

6 玄奘大師西行對國際文化交流的影響 

(余書偉老師) 

好 謝謝兩位老師 

那麼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玄奘大師西行經歷了許多的國家 

從文化交流觀點來看 

大師可以說是一位實質的文化大使 

大師的西行對這些國家而言 

產生了什麼影響與意義 

(陳介源老師)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這個玄奘大師 

他的行誼是溫文儒雅 

並且表現出來就是非常的慈悲 

那西行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西行本身是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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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要去取回這個《瑜伽師地論》 

所以玄奘大師的這個所謂的文化交流 

他其實是一路上不是侵入式的 

就是他不是一個文化的入侵 

反而是扮演著一個很和善、很和平的 

一個使者的身分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玄奘看起來 

他好像沒有對那些西域的這些國家 

好像沒有帶去什麼實質的東西 

但是因為玄奘本身所表現出來的 

行誼跟他的態度 

讓這些的西域國家 

包括到天竺的這些國家 

等於是對當時的這個大唐 

那個戒心就整個這個減低啊 

所以我們看到《慈恩傳》裡面提到了 

就是大師還沒有回國 

他當時還沒有回到大唐 

這個戒日王 

他就已經先派了大使來到長安 

乃至西域各國 

陸續就有派大使來到長安 

那麼所以互相有了交流了以後 

那其他的文化上 

包括物質的這些互通有無等等的 

其實就慢慢地出來 

那這個等於是說玄奘在當時 

我們能夠看到的一個影響 

另外一個影響就是 

因為玄奘當時到各地 

我們說他是去作田野調查 

所以他對各地的這個西域各國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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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透澈的 

所以回來以後 

不管是說《慈恩傳》 

或者說後來唐太宗要他寫的 

《大唐西域記》裡面 

對西域乃至天竺各國的情況 

都寫得很清楚 

發生了一個什麼效應呢 

發生ㄧ個效應就是說 

後來在 19世紀跟 20世紀的 

這個大概一百年時間 

印度是由英國所殖民的 

那麼當時很多的英國的這些考古學家 

來到印度作考古 

可是挖掘到的一些古蹟 

連印度本身的這些歷史學者 

都搞不清楚那個到底是什麼 

所以就把當時 

《大唐西域記》已經被翻譯出來了 

所以就拿那個翻譯英文來對照一下 

原來他們挖到了鹿野苑啊 

所以印度在當時的很多古蹟 

其實是透過《大唐西域記》裡面的記載 

去發掘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等於是說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玄奘當時的影響 

在文化層面 

對這些西域國家、對天竺印度的這些影響 

乃至於到 19世紀、20世紀 

或者現在都也還有 

讓他們去補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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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那個歷史的空缺啦 

這個是我的觀察 

不曉得郭老師的看法 

(郭宏益老師) 

這個問題剛好可以回答 

我們現在時間有一點 over 

反正說一下 

剛好可以回答說 

欸 玄奘大師從來沒有說 

他有證量或是親證 

但這不是事實 

這真的不是事實 

且不說余老師現在在現場 

他家裡面還吊著一個（捲軸） 

算 掛著就是類似一個書法 

上面是那個唐太宗（應為唐高宗） 

那時候還沒有即位 

當太子的時候 

他就讚歎 

喔 高宗 

對不起 年紀大就是這樣 

所以在那時候就讚歎玄奘大師的證量 

而且那（所說）證量是驚人的 

因為太驚人了 

所以現在舉牌告訴我們不要一直講 

那真的是太驚人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個上表（應為傳記） 

但是重要的是 

大師沒有否認 也沒有承認 

那以大師來說 

如果沒有通常他就說沒有 

硬著頭皮也會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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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重要的是 

在文化這傳承上作了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日本有位留學僧人叫作釋道昭 

他來到中國 

中國就派他到玄奘大師譯經的場所 

跟著學習 

其實他應該也沒辦法幫忙什麼 

但是他過去生跟大師有交情 

其實他幫忙大師 

在西行的時候 

好像是給了橘子還是什麼（是梨子） 

就是避免這個飢餓 

所以大師決定幫他開悟 

所以大師最後就跟他講 

意思是說 

你不用學那麼多啦 

我有禪宗 這樣等等等等 

結果呢 

然後點開了一些事情以後 

就叫釋道昭去禪宗有個支系 

那時候在京城那邊有個叫慧滿禪師 

去尋他印證 

目前這史料都有 

可是道昭這件事情就比較沒有（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應該是保密到家啦 對 

然後這件事情 

是後來道昭回到日本 

去發展的時候 

這也算文化交流啦 

然後他最後把這一段經歷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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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收錄《元亨釋書》上面 

所以在文化交流上 

不管是哪一個層面 

然後大師都做到他應該做的 

不管是佛法上生命教育的體系 

或是他覺得怎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大師是真的有證量的 

不應該隨便說大師沒有 

或是大師沒有說過等等 

(余書偉老師) 

那現在的印度語、印地語裡面 

把糖 我們每天吃的白砂糖 

叫作 cīnī 

就是從中國來 

這個 cīnī 是說這個糖是從中國過去的嗎 

並不是 

剛才剛好接董事長的話說到 

在大師還沒有回到長安之前 

戒日王、鳩摩羅王 Kumara 

他們派來的大使已經到達了長安 

然後太宗就派了王玄策他們 

然後跟著去回拜 

就到印度去 

去的時候唐太宗特別交代 

你們給我去找一種人 

叫作石蜜匠 

以我們今天的角度就是做黑糖的工匠 

在唐朝之前 

中國做蔗糖的能力非常的差 

但是印度卻非常的強 

所以因為透過大師的這個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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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導致後來王玄策就把石蜜匠 

從印度帶回到中國 

而且特別指定他到揚州去找甘蔗做糖 

然後呢 

結果這個印度做出來的糖是黑色的黑糖 

經過唐朝的改良變成黃色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叫紅糖 

到了宋代 中國人更厲害 

把它做成白色的 

於是就出現了白砂糖 

那麼這個白砂糖再回銷到印度去 

勝過印度當地做的黑糖 

所以他們就說 

喔 這個糖好 

這個是中國來的糖 

就叫 cīnī cīnī 

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叫 

那這整個糖 

從中國一路跑到經過西域 

經過海上絲路跑到印度 

乃至於後來還又賣到這個阿拉伯去等等 

其實最初最初都是因為大師的原因 

然後能夠溝通兩邊 

所以今天也可以這樣講 

我們每一家現在都要吃到白砂糖 

可能跟玄奘大師 

裡面也是有因緣存在的 

那今天似乎是時間已經超過了一些了 

(主持人) 

謝謝大家 

大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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