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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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八場 --- 

講座內容：《玄奘文化千年路》第 7集影片導讀─護持正法再萬年 

只取一瓢飲─認識生命大海的輪廓及精華 

日期：2022/10/23  

地點：高雄市 高雄蓮潭會館 會議中心大禮堂 

 

1 《玄奘文化千年路》第 7 集影片導讀─護持正法再

萬年 

(主持人) 

各位高雄以及來自各地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歡迎您來到蓮潭國際會館 

來參加我們正覺教育基金會 

所主辦的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 

穿越古今的人生正見〉系列講座 

有很多朋友啊 

參加講座之後 

就被豐富精彩的內容深深的吸引 

然後啊一聽成主顧 

從北到南場場都參加 

這樣的精神 

是不是讓人感到非常地敬佩 

有的來賓是與家人同行 

或者是呼朋引伴 

也讓我們覺得倍感窩心 

今天是我們人數最多的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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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大家熱情的參與跟支持 

在這兒給大家按一百個讚 

〈玄奘文化千年路〉影集一共有七集 

是由正覺教育基金會在 2020年製作 

同時上傳 YouTube播出 

今年我們特地從北到南辦理八場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的系列講座 

和大家分享宇宙和生命的話題 

前面的場次中 

主講老師導讀的影片裡面 

我們看到了玄奘大師 

在十八天的無遮大會當中 

以真唯識量的宗旨威震五印 

回到了中土之後又展開了 

對後人影響深遠的譯經大業 

今天要為大家導讀的影片是第 7集 

要介紹玄奘大師譯筆的風格 

以及一生的偉大功勳 

我們同時要結合的 

親民講座的主題是 

只取一瓢飲 

認識生命大海的輪廓及精華 

我們特地邀請了理工專家 

也是生命科學的專家 

高苑科大電機系的副教授 

王俊超博士來主講 

今年的 10月 4號 

所頒布的物理學諾貝爾獎 

是由物理學家克勞澤等三人 

共同獲獎 

克勞澤在 1972 年開創了一個 

量子糾纏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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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了即使是相隔數十億光年間的 

次原子粒子也可以互相連接喔 

到底是什麼神秘的力量 

讓這麼遠距離的量子 

也能互相糾纏呢 

其實佛陀在 2500年前 

就告訴了我們答案 

大家想不想知道呢 

有沒有很期待呢 

我們趕快來聽聽 

電機博士 俊超老師怎麼說呢 

我們掌聲歡迎王博士 

(王俊超老師)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歡迎各位朋友 

繼續來參加這次玄奘文化千年路 

第八場第 7 集的一個演講 

那我們演講內容會分為兩段 

第一段就是導讀的部分 

第二段我們再進入我們的 

親民講座 

那我們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直接進入了 

第一段的一個導讀 

我們前面 6 集 

各位老師已經把玄奘大師 

他高聳的佛法證量 

以及高超的佛學造詣 

已經做了很清楚的一個介紹 

本次的導讀 

我們用另外一個層面 

來比較各西行求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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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之間的差異 

來釐清一般普羅大眾 

對玄奘大師有一個錯誤的印象 

以為玄奘法師 

他只是翻譯經典比較多的 

一個譯經師而已 

所以我們要釐清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們知道 

佛法是在印度創立 

但是經過西域絲路 

一直傳入到中國來 

那漢地裡面最早的經典 

其實不是用梵文直接翻譯過來的 

而是經由西域各古代的 

這個語言轉譯而來 

轉譯的過程大概都是用口譯的方式 

所以經常會發現這種經本不全 

傳譯失真或者見解不一致的現象 

所以各朝代的出家法師 

才產生了想要出國西行求法 

求取佛法經典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一般來講 

其實玄奘法師他不是 

唯一西行求法的僧人 

其實一般來講 

從三國時期朱士行 

就已經開啟了這個西行(求法)的這條路 

到了東晉時期 

形成了一個西行求法的一個高潮 

那在隋唐時期 

其實西行印度的僧人也不少 

宋太祖曾經派遣 175(口誤，157)人去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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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中國歷史裡面 

朝廷派遣規模最大出使印度的團隊 

之後北宋六七十年間 

從古印度求法回國的 

大概還有 138人之多 

可是北宋以後 

漸漸去印度的僧人就逐漸地變少了 

那綜觀整個期間 

事實上西行求法的僧人數以千計 

可是在這數以千計的僧人當中 

最傑出的其實有四個代表 

第一個就是三國時期的朱士行 

第二個是東晉時期的法顯 

第三個就是唐朝的玄奘法師跟義淨 

我們就來以這四位最傑出的 

西行求法的法師來比較一下 

看看呢 以什麼樣的層面 

為什麼玄奘法師 

會成為西行求法的代表 

在各個層面當中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西行的動機部分 

那朱士行其實當時在洛陽 

已經在宣講《道行經》 

其實《道行經》 

就是小品般若的譯本 

可是朱士行常常感慨說 

大乘經典為什麼翻譯得這麼不齊全 

因為這個譯本裡面呢 

它的文字簡略 而且意義未周全 

所以朱士行才有這樣的一個感慨 

所以他才發願說想要 

到西域去求取這些佛法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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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這樣的一個不足 

那朱士行他從雍州出發 

那時候要經過西域的道路 

是非常艱難 

而且他本身又沒有人引導 

全憑一股的真誠 

就往西域方向走(去) 

那歷經了千辛萬苦 

終於到達西域的于闐 

而且終其一生 

他只到達西域的于闐 

因為年紀又老邁 無法回國 

可是他已經開啟了 

西行求法的第一人 

對後世求法者開啟了光輝的榜樣 

所以對後代的 

想要西行求法的一些法師 

產生了很大的鼓勵作用 

在法顯的部分 

法顯呢 他雖然感慨 

在國內雖然有大小經乘的這些翻譯 

可是就是缺少規範僧眾的日常作息 

以及建立僧侶行為的戒律 

所以他想就要去印度求取戒律 

他以六十歲高齡西行到印度去 

那其中結伴同行的共有 11人 

但是最後完成求法回國的 

也只有法顯一人而已 

那再來玄奘大師的部分呢 

玄奘大師雖然在國內 

已經對這個大小乘的一些經典 

已經很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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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發現有部分的中文譯本 

見解不一致 

而且有些是斷章取義 

或者殘缺不全的現象 

所以他也是一樣 

就感慨說 欸這樣的譯本不全 

他希望能夠求取《瑜伽師地論》 

也就是總賅三乘學說的 

《十七地論》 

《十七地論》就是《瑜伽師地論》 

所以他在沒有 

唐朝所發放的「過所」之下 

「過所」就是護照 

他毅然而然 

違背了這個當時朝廷的禁令 

所以西出長安往天竺方向 

經過這個西域往天竺方向 

可是那時候也是(歷經)千辛萬苦 

在非常困苦的條件之下 

終於到達了天竺 

而且在那爛陀寺拜在戒賢大師之下 

求取了《瑜伽師地論》 

完整的梵本經文 

而且歷經了 17年才回到長安 

那在義淨的部分  

義淨其實從小他就一直想要效法 

法顯跟玄奘 

而且這個義淨也一直認為 

雖然玄奘法師 

從印度求取這些經教回來之後 

印度應該還有一些還沒有發現的 

這些佛經寶藏 有待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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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身他自己又對這個戒律 

比較重視 

所以他也希望 

能夠到印度去求取有關的戒律 

所以他從海路出發 

然後歷經 25年才回到洛陽 

綜觀這樣的一個西行動機來看 

其中只有玄奘大師 

他很清楚自己要求取的 

就是《瑜伽師地論》 

那在佛學造詣這個層面來看的話 

朱士行其實當初在洛陽 

就已經在宣講《道行經》了 

那在法顯的部分 

西行之前其實他在寺院當中 

就有接受教育 自我成長 

到達中天竺的時候 

他 3年在中天竺 

學習梵語 抄寫戒律 

而玄奘大師在西行之前 

其實在國內已經師從 13位高僧 

窮盡了國內的學說 

而且在國內已經享有盛譽 

那之後到達印度的時候 

又拜在這個那爛陀寺戒賢大師之下 

而且被那爛陀寺的僧眾尊稱 

通曉三藏的十德之一 

也在五印享有盛譽 

被五印的這些僧人稱為大乘天 

與解脫天 

所以玄奘大師不僅享譽國內 

也享譽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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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佛法的造詣是非常高深 

那在義淨的部分 

西行之前他其實師從善遇法師 

以及慧習禪師 專心律儀 

他也遊行全國 

提升自己佛學涵養 

到達印度的時候 

他也留學那爛陀寺 

而且親近寶師子學習佛教經律 

所以以佛學造詣來看的話 

玄奘法師的佛學造詣是享譽國內外 

事實上是無人能夠出其右的 

而在譯經的數量品質 

這個層面來看的話 

朱士行他沒有譯經 

但是親手抄錄《大品般若》的範本 

而法顯的部分 

他與天竺來華的僧人 

佛陀跋陀羅以及寶雲 

合譯了共有 6部 63卷 

那他對戒律比較重視 

所以他取回來的這個經教 

比較多的是屬於戒律 

那在玄奘大師的部分 

他譯經總共有 75部 1335卷 

而且他翻譯的品質很嚴謹 

又求真了喻俗 

提出五不翻的原則 

創新的翻譯體裁 

而且組織分工 計畫性的翻譯 

所以他的數量才能夠到達那麼多 

那在義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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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譯經總共有 56部 230卷 

而且他的品質是一絲不苟 

一般是直譯 

或者在正文下面 

加寫一些註解 

所以以譯經的數量 

跟品質方面來看的話 

事實上 玄奘大師 

不管他的數量以及品質 

也是無人能出其右的 

在語言能力這方面的層面來看的話 

那朱士行他只有抄錄沒有譯經 

而法顯是在中天竺三年學習梵語 

而且在獅子國(斯里蘭卡)也停留過兩年 

那在玄奘大師的部分呢 

其實他在西行之前 

在國內已經遍學梵語以及梵文 

到達印度的時候 

又參加五印論師大會 

與諸方大師用梵語來論辯 

而且用梵文寫了《三論》 

並且將《大乘起信論》 

以及《道德經》 

翻譯成梵文(送)給印度 

所以玄奘大師 

其實他是漢文跟梵文皆為精通的 

堪稱是語言天才啊 

那在義淨的部分 

他在室利佛逝國停留六年(口誤，6個月) 

而且在南印度也停留一年學習梵語 

他著有梵語千字文之梵漢小辭典 

那以語言能力來看的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B%AE%E5%AD%90%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9%87%8C%E5%85%B0%E5%8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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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 玄奘大師啊 

他堪稱是 梵文跟漢語 

是雙語的語言天才 

其實也沒有人可以及得上的 

而在著作的部分 

朱士行是沒有著作 

而法顯著有《佛國記》 

那玄奘大師著有《成唯識論》 

《大唐西域記》、《三論》 

以及八識規矩頌等 

那義淨則著有《南海寄歸內法傳》 

《重歸南海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以及梵語千字文 

歷經西行國度的部分 

朱士行一生只到于闐 沒有到印度 

那法顯將近遊歷 30個國家 

其實跟義淨的數量差不多 

可是玄奘大師 

他是親見 110 國 

親聞 28國 附帶提及 12個國家 

所以以西行國度來看的話 

其實玄奘大師也是無人能比 

他的數量非常的多啊 

那回到國內 

受到皇帝重視其實只有兩位 

也就是玄奘大師跟義淨 

那玄奘大師是太宗 

想要玄奘大師能夠還俗 然後出仕 

可是為玄奘大師所婉拒 

太宗沒有因此而生氣 

反而是感佩於他的佛學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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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傾全國之力設立譯經院 

並且為其所翻譯的經典來作序 

那高宗為他所建寺 慈恩寺 

來當作譯經場所 

而且也修建大雁塔 

來當作這個從印度取回來的 

一些經像跟舍利安置的地方 

並且高宗又撰寫慈恩寺的碑文 

那在義淨的部分 

義淨回到國內洛陽的時候 

武則天則親自迎接 

而且經常陪著武則天出巡 

那在中宗的時候 

在大薦福寺設立翻經院 

作為翻經的場所 

所以在皇帝重視的部分 

玄奘大師以及義淨 

這兩位是受到這個皇帝的非常重視 

那為什麼 

玄奘法師會成為這個西行求法者的 

最主要的代名詞呢 

有四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 

主要是西遊記廣為流傳 

我們知道我們要販賣產品 

或者是新的電影出來 

或者是有新的書籍出來 

那廣告文宣就一定要的 

因為廣告文宣才能夠提升知名度嘛 

所以普羅大眾一直認為說 

欸 西行求法者就是唐三藏 

就是玄奘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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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是全拜吳承恩 

撰寫出這一本西遊記 

廣為流傳所造成的影響 

那為什麼吳承恩會選 

玄奘大師來當作西遊記的主角呢 

雖然朱士行他出家的時候 

他的法號叫作八戒 

其實就是唐三藏的弟子 

豬八戒的原型 

可是他不是求經的主角 

而是唐三藏才是 

玄奘大師才是求經的主角 

那為什麼吳承恩會選玄奘大師 

當作是這個求經的 

一個主角人物呢 

這是因為玄奘大師 

他不顧生死而且名震五印 

這樣的一個故事情節啊 

非常具有張力 

所以成為唐代以後 

說書人的流行題目 

這個過程當中 

還有相關的一些戲曲 

譬如南宋時期有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而在元代的時候 

楊景賢也著有這個《西遊記雜劇》 

所以到了明代吳承恩 

就根據這些版本 

以及坊間的一些流傳 

把它集結起來 

就寫了《西遊記》的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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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版本廣為流傳 

變成華人世界 

只要想到《西遊記》 

想到說西行取經 

那一定就是唐三藏 

就是玄奘大師 

雖然玄奘大師 

因此他的形像被扭曲了 

可是儼然成為華人地區 

統一的一個觀念就是 

這個西行求法的人就是唐三藏 

所以這個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廣告 

主要是西遊記 

廣為流傳的原因啊 

那第二個層面 

在佛學造詣的部分 

其實玄奘大師在 25歲以前 

在國內已經師從 13位高僧 

學習了《攝論》、《毘曇》 

《成實論》、《俱舍論》 

跟《攝大乘論》等 

其實在國內已經佛學功力非常堅實 

而且掌握了當時佛法的義理 

他在國內其實已經享有 

非常高的聲譽跟地位 

那之後到達印度的時候 

又師從那爛陀寺的主持戒賢大師 

而且在這期間 

戒賢大師還延請玄奘法師 

主持全寺的講習 

依照古印度的習俗來講 

只有精通經律的高僧才能獲此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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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玄奘大師 

在當時那爛陀寺的時候 

已經是佛學造詣高超 

享譽了當時的那爛陀寺 

那玄奘大師也用梵文 

寫了《會宗論》三千頌 

告訴當時印度的學佛大眾 

讓他們知道說佛教的瑜伽 

跟中觀學說 其實是各有發揮 

殊途同歸 並不相悖 

調和了當時在印度佛學界 

兩大派之間的衝突 

所以各位朋友也知道 

如果沒有很高超的佛學造詣 

他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能力啊 

玄奘大師又用梵文寫了 

《破惡見論》一千六百頌 

抑制了邪見 

建立起「真唯識量」之旨 

並由天竺戒日王 

 

在曲女城開設了法義辯證無遮大會 

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人敢出來論議 

所以在五印的時候 

被大乘人尊稱為第一義天 

或者叫大乘天 

小乘人稱他為解脫天 

所以一時名震五印 萬人景仰 

可見玄奘大師 

在印度也是享有非常高的聲譽 

也就是因為他高超的佛學造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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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綜觀來講 

玄奘大師他是具有非常 

高深的佛學造詣 

他不是單單只是一個 

從中國來印度取法的人 

事實上他當時還被那爛陀寺的僧眾 

選為通曉三藏十德之一 

在印度的佛學界 

其實已經享有至高榮譽 

實為當時眾所公認 

是具有非常高超的佛法證量 

這樣的佛法大師 

所以這項成就的殊榮 

其實是超越前人後斷啊 

也是無人能比啊 

那在第三個層面的部分 

也就是精通梵文跟漢語 

為底蘊的這個部分 

玄奘大師其實在尚未西行求法之前 

在國內 其實他就常常去找外國人 

學習中亞地區的吐火羅語 

跟這些番語 

並且呢他開始學習梵文 

在之後遊歷經過西域很多國家 

並且到天竺的時候 

因為自己有語言天賦 

所以他對梵語的精通 

更甚(於)其他的西行求法者啊 

那在五印的時候 

參加了五印論師大會 

與諸方大師用梵語來論辯 

所以玄奘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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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除了漢語功底深厚之外 

他其實也兼具 

對梵語他的功力也是非常深厚的 

那玄奘大師又把《道德經》 

翻譯成梵文送到印度 

而且把消失在這個印度的《大乘起信論》 

用梵文翻譯 

然後呢歸還給印度 

而且用梵文寫三論 

也就是《會宗論》 

《制惡見論》、《三身論》 

所以對印度佛學界 

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這是玄奘法師他的語言特長優勢 

是無人能及的 

那以現在全球 

日益世界化的這個時間來看的話 

其實玄奘大師 

他是最先國際化 

打破國家與民族疆界 

進行國家之間的國際文化 

深度交流的先行者 

所以玄奘大師不僅是佛學造詣高深 

而且是享譽兩國之間喔 

那第四個層面就是 

個人才華與實事求是個性特質 

因為他的佛學造詣高深 

也精通梵文跟漢文當作底蘊 

加上因為他個人的才華 

跟實事求是的個性特質 

所以他在西行國度 

皇帝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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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作翻譯數量跟品質 

遠遠超越其他西行者啊 

以這樣的特質 

呈現在西行國度的方面喔 

玄奘大師呢 

因為他這個實事求是的個性特質 

所以他遊歷各國是採取田野調查法 

親見 110國 然後傳聞 28國 

附帶提及 12個國家 

仔細研究了各國之間的地理位置 

佛教古蹟以及相關歷史傳說 

還有人物傳記以及傳播狀況 

這個專家王世平就曾經有講過 

玄奘啊他用步伐量測出來的里程數 

竟然精準到一里不差 

讓這個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 

感佩到五體投地啊 

所以玄奘法師 

他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運用在這個西行國度 

他就是用這一種田野調查法 

(將)各國一一去親歷而記錄出來 

所以玄奘大師這樣的特質 

(讓)他的文獻 

是非常具有考據的作用喔 

那這樣的特質 

呈現在皇帝重視的部分 

也就是唐太宗因為玄奘大師他廣博的學識 

希望他能夠還俗來出仕喔 

可是被玄奘大師拒絕 

但是太宗沒有因此而生氣 

反而感佩他廣博的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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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傾全國之力設立了譯經院 

譯經院就是國立翻譯院 

而且為其翻譯的 

《瑜伽師地論》來作序 

甚至高宗呢 

對玄奘大師以父執輩 

來恭敬禮遇護持 

而且讓玄奘法師來住持追思 

他的生母文德皇后所建立慈恩寺 

當作譯經的場所 

並且在寺內西苑仿印度塔寺喔 

來建立大雁塔 

來安置從印度拿回來的 

各種經像跟舍利 

並且也撰寫了慈恩寺的碑文 

那以這樣的特質在著作方面 

我們講《大唐西域記》呢 

就是玄奘大師啊 

用田野調查法 

將各國之間一一遊歷過 

所以它是一部非常 

瞭解七世紀的西域 

非常重要的一個著作 

而且它也記錄了中國佛教史 

是一個重要的文獻 

並且對研究印度歷史的人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文獻喔 

那因為他這樣的特質 

呈現在其他的著作 

譬如《成唯識論》、《三論》 

《真唯識量》跟《八識規矩頌》 

都是玄奘大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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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高超的佛學造詣 

以及精通梵文漢文為底蘊 

加上他個人的特性 

還有實事求是的特質 

才產生了這些的作品 

那以這樣的個性特質呢 

呈現在翻譯這個經典的數量 

跟品質部分喔 

玄奘大師主張 

既須求真 又了喻俗 

所以他創「五不翻」 

這五不翻的原則 

就是五種情況不翻譯 

保留原音譯 

也就是呢 這五種 

祕密故、多義故 

此方所無故、順於古例故、為生善故 

那他翻譯的經典 

是怎麼樣呢 

他每一部翻譯經典出來一卷以後 

先當眾叫人家宣讀這個梵文原本 

然後再把梵文這個譯本再宣讀一遍 

如果在座下有人有意見 

那各專家之間就互相辯論 

辯論到最後沒有什麼樣的疑義了 

(直到)辯論(出)結果 

才動筆來修改譯文當作定稿 

那加上他有創新的翻譯體裁 

以及利用譯經院的組織分工 

所以做有計畫性的翻譯 

使他的譯經的數量以及品質 

都超越了其他的西行求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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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看第一段的 

一個導讀影片喔 

(影片播放) 

那玄奘大師啊 

在印度呢師從戒賢大師 

而戒賢大師呢是護法菩薩的弟子 

那護法菩薩是無著菩薩的弟子 

無著菩薩又是師從彌勒菩薩 

那提婆大師著有《百論》 

那無著菩薩親自到這個兜率陀天 

彌勒內院聽聞這個《瑜伽師地論》 

把它抄錄下來 

那世親呢則是無著菩薩的親弟弟 

他著有《唯識三十頌》 

而護法菩薩則親筆註解 

世親菩薩的《唯識三十頌》 

而且護法菩薩 

也著有《廣百論釋》喔 

那玄奘大師啊 

這一脈相傳 

這些自心風月啊 

以護法菩薩為主的十大論師 

然後揉著成《成唯識論》 

這《成唯識論》呢 

就是以當時最有名的十大論師 

把它註解成《成唯識論》喔 

那這個十大論師呢其實是指 

當時註釋世親菩薩的 

《唯識三十頌》的十位 

最有名的十大論師 

叫作唯識十大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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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唯識十大論師 

就有護法菩薩、德慧、安慧、親勝 

歡喜、淨月、火辨、勝友 

勝子、智月 

可是這十大論師當中 

九個都有錯誤 

也就是後面這九個 

那玄奘大師都以有義 

把這九個 

九位論師的觀點 

著作在每一段論文前面 

而把這最正確的護法菩薩的觀點 

再加上自己抉擇慧的觀點 

把它放在最後一個有義裡面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段的導讀 

(影片播放) 

那玄奘大師一生都在北方弘法 

而惠能大師一生也都在南方弘法 

也就是在廣州弘法 

玄奘大師呢 

他出生在隋文帝 

西元 600年的時候  

經歷了隋唐的朝代的更迭喔 

經過了唐高祖、唐太宗 

以及唐高宗 

三位皇帝喔 

那在唐太宗 627貞觀元年的時候 

西出長安 前往西域 

在 631年呢 

那爛陀寺拜學戒賢大師 

而在 640年 曲女城參加無遮大會 

而在 645年才回到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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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福寺來譯經 

整整歷經了 17年的時間 

那 648年在慈恩寺設立譯經院 

652年造了大雁塔 

儲存這個天竺的經像、舍利 

在 659年移居玉華寺 

著有《成唯識論》 

而在 664年奘師辭世 

所以總共歲壽是 65歲 

那在惠能大師的部分喔 

惠能大師在西元 638年出生 

而在 713年辭世 

總共在世 76歲 

可是在 661 年的時候 

就得到五祖法脈 

這時候其實玄奘大師還尚未辭世 

可是五祖就交代說 

他這時還不能出來 初興弘法 

所以六祖惠能大師 

則 15年藏於獵人堆之中 

直到 676年(於)廣州法性寺 

來初興弘法 

而在 677年大梵寺講說《六祖壇經》 

那從玄奘大師辭世 

再到惠能大師初興弘法之間 

這個十幾年過程當中 

也就是因為有了玄奘大師 

在北方把三乘菩提的經教翻譯出來 

從北方十幾年之間 

慢慢流傳到南方來 

讓禪宗(的)證悟標的 

有了經典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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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在惠能大師座下有 43人開悟 

禪宗也因此能開枝散葉 

形成了五宗七派的輝煌時期 

禪宗能夠有這樣的輝煌時期 

也因為全拜這個玄奘大師 

有這樣的三乘菩提經教譯出 

使得禪宗證悟的標的 

有經典的依據 

接下來 我們來看第三段導讀 

(影片播放) 

那玄奘大師當他移居玉華寺的時候 

譯完 600卷的《大般若經》之後 

在唐高宗麟德元年正月就停止譯經了 

因為那時候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那在 2月 5 日於玉華寺入寂 

享年 65歲 

玄奘大師在入寂之前 

就詢問弟子 

到底我們從印度帶回來的經典 

現在目前翻譯到底有多少的數量 

然後弟子就回覆師父說 

翻譯經典總共有 75部 1335卷 

那在 4月 15號唐高宗 

以國葬的方式將這個玄奘大師 

葬於長安的白鹿原 

接下來 我們來看第四段的導讀 

(影片播放) 

所以我們在此 

也感佩玄奘大師 

不畏生死、勇猛西行 

印度求法的精神之外 

其實我們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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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師他高聳的佛法證量 

以及高超的佛學造詣 

是享譽中國及印度兩國的一代大師 

一代的高僧啊 

而且他本身 

也是開啟國際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所以在此我們真的是緬懷他 

那我們最後來看這一段偈 

(影片播放) 

好 那我們前一段的導讀就到這邊 

2 從科學宏觀面探究宇宙形成 

那我們就繼續進入 

第二階段的親民講座 

那我們親民講座的題目 

就是「只取一瓢飲」 

那副標題就是 

「認識生命大海的輪廓及精華」 

那以這個層面 

我們將以三個方向 

為各位朋友來介紹 

第一個是宏觀篇 

第二個是微觀篇 

第三個是實相篇 

我們知道現代的人都很相信科學 

因為科學一直在探索 

到底萬事萬物 

所形成的這個生命的根源 

探究這生命根源究竟是什麼 

那科學 

在維基百科裡面就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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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科學是指 

對自然現象規律之探索 

與總結的知識 

而科學主要包括兩個領域 

第一個是基礎科學 

第二個是應用科學 

而基礎科學包括物理 

化學、生物等等 

其實他們都在探索 

從微小的粒子裡面 

(構成)生命跟物質的過程 

(以及)最小的元素是什麼 

(進而)以微觀面來探索生命的由來 

而在宏觀面的部分 

也就是應用科學的方面 

譬如太空科技 

想要觀察宇宙大爆炸原始狀態 

用宏觀面來探索 

這個宇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切入宏觀篇 

來看看現在的科技 

怎麼樣觀察到這個宇宙喔 

所謂宇宙 

宇 就是東南西北、東南東北 

西南西北 以及上下十方空間 

就叫作宇 

而宙就是古往今來 是時間 

合起「宇宙」 

就是古往今來、十方上下空間啊 

那現在的物理宇宙學 

有三個理論來支持 

一個就是最初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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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大霹靂理論 

第三個是膨脹的宇宙 

而這些理論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是根源於都卜勒效應 

都卜勒效應是在 1842年 

奧地利物理學家都卜勒發現的 

他有一天到外面去散步 

而且經過鐵軌 剛好火車來 

然後拉警鈴 

然後這個警鈴 

他發現這個聲音越靠近 

它的音波越短 聲音越尖銳 

如果越遠離 那個聲音呢 

波長則越長 聲音越低沉 

他發現這個現象 

把它發表出來 

叫作都卜勒效應 

各位朋友可能還沒有感覺 

我們來聽聽那個聲音喔 

(影音播放) 

這個就是都卜勒效應 

喔 各位可以聽得出來吧 

火車越靠近 它的波 

音波的波長越短 聲音越尖銳 

火車越遠離 

它聲音的音波就越長 聲音越低沉 

所以天文學家就發現 

既然聲波是波 

那我們光波也是波啊 

既然都是波 

那物理現象是可以通用的 

所以在 19世紀下半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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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天文學家就觀測 

我們這個銀河系裡面的恆星 

它發射的光線 

量測出來的光譜 

如果這個恆星 

恆星就是太陽 

如果這個太陽是遠離地球 

它發射出來的光譜就會比較長 

偏向於紅 也叫作紅移現象 

如果這個恆星 

也就是太陽 

往地球靠近的話 

它發射出來的光線光譜 

它就會產生波長比較短 

也就是藍移 或者是紫移現象 

所以科學家藉由紅移跟紫移 

或藍移的現象 

就可以來觀測這個恆星 

到底是往地球靠近 

或者是遠離 

這個就叫作視向速度 

恆星的視向速度 

那在 1914年 

美國天文學家 斯裡弗 

他藉由這樣的一個理論 

來觀測我們這個銀河以外的 

銀河星系 也就是星雲 

只要是這個銀河以外的星雲 

他在觀測的時候 

如果這個星雲 

跟地球相對的位置不動的話 

它發射出來的光譜是居於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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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星雲喔 

是遠離我們這個銀河系 

也就是遠離我們地球 

它發射出來的光線光譜 

它會產生波長比較長  

也就是紅移現象 

如果那個銀河系 

往地球這邊靠近的話 

它的波長發射出來的就比較短 

會偏向於藍色 

也就是藍移現象 

那在 1928年 

這個天文學家哈伯 

他藉由觀測 

這個宇宙裡面不同的星系 

量測出來 結果發現了 

以橫軸是星系遠離地球的速度 

而縱軸這個座標 

是星系對地球的距離 

結果他去觀測 

各個星系之間跟地球之間的關係 

結果發現 

越遠離地球的(星系)  

則遠離地球的速度越快 

如果比較靠近我們地球的星系 

則遠離我們這個銀河星系的速度 

又比較慢 

所以他發現這個現象 

把這一個圖畫出來以後 

寫出這個公式 

就把它訂為作哈伯定律 

所以在 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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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公佈了 

這樣的發現 

就發現(驗證)其實宇宙 

有膨脹的現象 

那事實上 在 1916年 

愛因斯坦已經提出了廣義相對論 

而在 1927年 

比利時天文學家勒梅特 

他計算愛因斯坦的場方程式裡面 

就解出了一個解 

發現宇宙其實就一直在不斷地膨脹 

所以 1929年 

這個美國天文學家哈伯才發表出 

之前觀察到的這個結果 

所以在 2018 年 10月 

經過了國際天文聯合會表決通過 

把哈伯定理改成哈伯-勒梅特定律 

以紀念這兩位天文學家 

所以哈伯-勒梅特定律就形成了 

現在宇宙膨脹的基礎理論 

所以現在一直在強調宇宙大爆炸 

就是以哈伯-勒梅特當作一個基礎 

所以哈伯-勒梅特定律 

就是支持現在宇宙大爆炸的 

一個基礎原理喔 

那既然這樣子 

天文學家發現啊 

宇宙既然一直在膨脹 

那他(們)反向思惟 

宇宙最初一定有一個 

密度無窮大的基點 

稱為最初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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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間瞬間爆炸以後 

現在宇宙一直在膨脹 

所以這個就是支持 

所謂的大爆炸宇宙學說 

也就是大霹靂理論 

那這個就是 

這個科學家畫出來的 

宇宙學年表 

也就是大爆炸年表喔 

橫軸就是時間 

那也就是當初宇宙在一個基點 

瞬間暴脹、暴脹 

暴脹時間是 10的負 36秒喔 

它瞬間暴脹以後 

到目前為止宇宙一直在膨脹著 

那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為了要驗證這個大爆炸理論 

以及宇宙膨脹學說 

所以在 2001年發射了一顆衛星 

叫作威爾金森微波各向異性探測器 

來掃描這個大爆炸之後 

這個宇宙的輻射線 

結果經過分析發現 

我們這個宇宙的年齡 

大概在 137 億到 138億年之間 

而宇宙組成的分子裡面 

有 4.63%是重子物質 

23.3%是未知的暗物質 

這暗物質很特別 

它不輻射 也不吸收光線 

可是有 72.1% 是神祕的暗能量 

這個暗能量就是造成宇宙膨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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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加速的勢力 

這個(圖)就是威爾金森衛星所拍攝的 

宇宙微波背景全天輻射圖 

這個紅色的部分表示溫度比較高 

那藍色的部分表示溫度比較低 

可是高低之間呢 

只相差 5乘以 10的負 5次方 

也就是我們這個整個宇宙的溫度 

是 2.7絕對溫度 

正負 5乘以 10的負 5次方 

所以我們這個宇宙平均溫度 

是很穩定的 

也就是這個宇宙是一個整體的宇宙 

那人類為了更瞭解 

到底這個宇宙是什麼情況 

所以美國 NASA 

在 1990年發射了這一顆很有名的 

哈伯太空望遠鏡 

它可以看到的是可見光、紫外光 

跟近紅外線光 

這個哈伯太空望遠鏡喔 

它更換了三次鏡頭 

在第一次更換鏡頭的時候 

它拍攝了一個深空的影像 

在 1995年它發表出來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 

這每一個白點 好像一個汙點 

其實就是一個銀河星系 

那它第二次換鏡頭的時候 

在 1998年也發表了 

這一個南天的深空照片 

拍攝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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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更(加)深遠 

(所)發現(的)每一個白點 

一樣都是銀河星系 

在第三次換鏡頭 

在 2012年又發表了極深空的影像 

這時候可以看到的距離(更遠) 

距離我們現在的地方 

是 132億光年的地方 

也就是宇宙大爆炸大概是 

五、六億年那時候的星系 

那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 

雖然看到這麼遠了 

每一個亮點也都是一個銀河星系 

所以從近到遠 

看到的這每一個亮點 

其實都是一個銀河星系啊 

可見這個銀河星系是很廣 

那根據這樣的評估 

大概呢可以觀察我們這個宇宙 

有兩千億個銀河星系喔 

所以哈伯太空望遠鏡(可以看到的距離) 

從深空、望遠 到極深空 

大約可以看到 130億光年左右的 

這些銀河星系 

那最近呢哈伯太空望遠鏡 

看到最遠的距離 

就是這一顆(名稱叫)晨星的 

這一顆太陽 恆星喔 

那它這一顆太陽 

比我們這個太陽 

大五至五百倍 

而且亮度是數百萬倍的亮度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八場 第 34 頁  共110頁 

這個是哈伯太空望遠鏡的極限了 

可是 哈伯太空望遠鏡 

至今已經服役超過 30年了 

它的設備跟零件老化 

已經不具有繼續維修的價值 

所以 NASA在 2021年 12月 25號 

發射了一顆更新的這個太空望遠鏡 

叫作韋伯 

而韋伯啊 

它是使用了 18個六邊形鍍金的鏡面 

來反射光線 在副鏡對焦 

而它可以看到的波長 

是近紅外光以及中紅外光 

那跟哈伯比較的話 

它的口徑 

望遠鏡的口徑是哈伯的 2.7倍 

它的聚光面積是哈伯的 5倍 

它可以看到紅外線波段 

更是哈伯的 16倍大 

所以可見它可以看得更遠 

所以哈伯望遠鏡雖然換了三次鏡頭 

越看是越遠 

可是也遠不及 

現在這個韋伯太空望遠鏡 

那這個就是 

韋伯太空望遠鏡發射之後 

拍攝跟哈伯望遠鏡當時候調整的 

同一個星空的角度拍攝出來 

那左邊這個就是韋伯太空望遠鏡 

拍攝出來的相片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 

這個的確比哈伯還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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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呢我們還可以期待 

韋伯太空望遠鏡未來到底可以 

看到哪一些東西喔 

所以綜合來講 

太空科學其實就是想藉由宏觀面 

來探索這個宇宙 

也就是山河大地器世間 

終究是怎麼樣形成的 

那我們從這個宏觀面看完了 

3 從科學微觀面探究生命起源 

接下來我們來看微觀面 

在 1970年史丹佛加速器中心 

就利用高速的電子來撞擊質子 

結果發現 這個質子跟中子裡面 

還有更小的粒子 叫作夸克 

中子跟質子都含有三個夸克 

所以才定義出 

夸克跟電子是現在基本最小的粒子 

可是 這樣子建立起來的物理模型 

並不能解決 

目前現在的物理界的一些現象 

因為這樣的模型 

沒有考慮重力、暗物質、暗能量 

所以未來科技 

是不是還會發現更細微的粒子 

那就有待未來科技 

繼續發明喔 

那因為這些粒子  

那又有光波 

那就產生了粒子跟光波的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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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的力學裡面 

把物質當作是純粒子 

而光波呢卻是純波動 

這兩個是不同領域的研究方向 

可是 1905年愛因斯坦 

對於光電效應 

他就用光子的概念 

來解釋粒子跟波(的關係) 

所以讓一些物理學家 

就開始有意識說 

難道光波裡面是具有波動 

跟粒子的雙重特性嗎 

那在 1924年的時候 

德布羅意也提出物質波的概念 

這樣的一個假說 

也就是一切物質 

其實都具有波粒二象性 

也就是具有波動跟粒子的雙重性質 

而這個奧地利 

這個物理學家薛丁格 

在 1926年 他就發表了波函數 

也就是薛丁格方程式 

把量子力學基礎的一個公式 

推導出來 

融合了有關物質的粒子 

跟光波動之間的關係 

這個就是量子力學的由來 

所以在二十世紀前半期 

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新概念 

許多物理學家就開始在想 

(將)量子力學 

拿來解釋描述自然的一個基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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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藉由愛因斯坦跟波爾等 

這些科學家不斷地努力 

已經把量子力學這些理論 

基本上它的理論已經奠定下來了 

可是量子力學發展到現在 

科學界還是爭論不休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微觀世界的量子現象 

在宏觀世界不但不曾出現 

而且甚至荒謬到匪夷所思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所以現在問題是 

量子力學跟經典的力學 

出現了很嚴重的矛盾跟對立 

使得一些數學家跟物理學家 

紛紛都出來發言 

譬如這個數學家諾伊曼就講 

如果有人說他懂得量子力學 

就證明他不懂量子力學 

物理(領域)很有名的學家費曼 

也說過了一句名言 

他說 我認為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 

沒有人懂得量子力學 

物理學家溫伯格也承認說 

依照我現在的看法 

令人滿意 

完全令人滿意的量子力學詮釋 

並不存在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量子力學 

充斥了很多匪夷所思的怪論 

可是實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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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的結果 

又證明它是正確的 

因為量子力學的理論基礎 

就是不確定 測不準 

它只能提供一個概率 

概率就是機率 

有時候觀測者的行為 

會改變物質變化的狀態喔 

這個就是很特別的地方 

這也是他們匪夷所思的地方 

那最經典的實驗 

就是十九世紀托馬斯．楊的 

雙縫干涉實驗 

這個實驗是法國物理學家 

托馬斯．楊所發現的 

他把光線 

光線就是光波嘛 

那前面有兩個縫的擋板擋住 

光線透過這兩個縫以後會形成干涉 

那干涉在後面的擋板 

就會形成明暗的一個投影 

可是後面的科學家 

為了要觀察這個干涉的現象 

所以裝置了感測器 

來量測 來觀測 

到底它的干涉的狀況是什麼 

結果當他打開這個感測器的時候 

發現變成雙縫投影 

把它關掉以後 又變成干涉 

然後感測器打開以後 又變成雙縫 

一直做重複實驗 

不管這個感測器是放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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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後面 放在前面都一樣 

都是發生這種情況 

所以他們就覺得不可思議 

這樣就變成所謂的 

量子疊加態的坍縮 

發生了坍縮現象 

而這個坍縮是因為有觀測才有坍縮 

沒有觀測 它就沒有坍縮 

就是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後面的科學家 

藉由楊氏雙縫干涉 

就做了量子擦除的實驗 

量子擦除實驗 

也就是利用雷射光束透過晶體 

然後會產生兩個光子 

一個是垂直偏正光子 

一個是水平的偏正光子 

而這光子 

兩個光子之間會產生糾纏 

所以他們做實驗 

如果在這水平上面做觀測的時候 

那我在垂直這邊做雙縫實驗 

結果發現 

雖然你在水平觀測 

在垂直會變成雙條線的投影 

如果把水平這邊的感測器把它關掉 

又變成干涉 

不管怎麼做實驗 

就發現這個現象 

所以才產生了所謂的量子糾纏 

也就是這個光子對具有成對 

彼此之間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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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量子糾纏就是所有的物質 

都有兩個以上成對的量子 

而這個量子糾纏 

不管它距離多遠 

如果這個量子是正旋 

這(另外一)個就逆旋 

這個要是上旋 

這(另外一)個就是下旋 

那這邊動作 

這邊(另外一邊)馬上就動作 

不管距離多遠 

所以在 1935年愛因斯坦 

波多里斯基跟羅森 

就共同發表了叫作 EPR悖論 

他們認為這個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薛丁格又發表了很多篇的 

量子糾纏論文 

使得愛因斯坦一直認為這種行為 

是違背定域實在論 

所以把它稱為鬼魅般超距作用 

因為想像不到 也想不透 

量子糾纏的作用速度比光速還快 

最近的實驗顯示了一個證明 

就是量子糾纏的作用速度 

至少比光速快一萬倍 

也就是它是即時反應 

這邊要是動作 這(另外一)邊馬上動作 

所以在 1982年 

物理學家愛斯派克特 

跟他的小組就證實了 

微觀粒子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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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量子糾纏的關係 

也就是不管它們被分開多遠 

只要一個粒子擾動 

另外一個粒子馬上反應 

不管這個距離多遠 

就是如此 

所以量子糾纏實驗證實了 

西方科學主流世界觀 

(具有)嚴重的缺失 

因為西方科學主流世界觀 

認為宇宙是一個巨大的機器 

它是沒有意識 是沒有目的 

而且宇宙是各個片段組合而成的 

那問題來了 

量子糾纏 

是指兩個或多個量子系統之間 

存在非定域、非經典的強關連性 

因為有互相(的)互動嘛 

所以它不受四維空間的拘束 

也就是 宇宙存在 

更深層次的內在聯繫 

所以量子非局域性 

就是指宇宙具有整體的一個關連性 

就這樣子的一個證明 

所以量子糾纏 

衝擊了西方世界的主流世界觀 

西方主流世界觀 

是自從笛卡爾以來 

就認為物質決定意識 

意識只是在物質當中產生的副產品 

然而 唯物論的觀點就遇到了 

難以克服的困難跟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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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呢 

這個過程當中 

在宇宙學以及廣義相對論 

很有貢獻的這一個(位) 

數學物理學家潘洛斯 

他在 2011年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叫作在宇宙中的意識 

裡面寫的就是有關 

意識在宇宙中所扮演的角色 

那這樣的一些論文 

還有持續的量子力學 

量子糾纏的學理出來 

就一直衝擊了唯物論 

因為唯物論不承認有超自然現象 

但是要從沒有意識的物質裡面 

產生意識 

這個是不可能的 

對唯物論來講是不可能的 

可是現在神經科學 

因為醫學已經很發達了 

所以這個神經科學 

已經有很多的認識 

唯物論者 

如果把大腦認為它是一些粒子構成 

如果是中子質子電子所構成 

可是它如何產生意識 

就形成了他們最難解決的問題了 

他們認為如果意識只是物質的副產品 

那問題來了 

他沒辦法解決所謂量子力學裡面 

觀測者造成波函數的塌縮的問題 

他們就沒辦法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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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西方科學界也開始在研究意識了 

那問題是 

在研究意識的時候出現了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科學家沒辦法 

用時間空間品質能量 

來測量意識啊 

可是各位朋友 

我們頭腦清楚都很知道 

我們自己有意識啊 

可是就是量不到啊 

你如果量到的 

只是外相的那些形式而已 

沒辦法直接量測到意識啊 

這個是現在科技最困難的一個問題 

那諾貝爾獲獎者維格納就認為 

意識是量子測量問題的根源 

而且二十世紀偉大數學家紐曼也講 

有意識的觀測者 

具有很神秘的力量 

在觀測量子系統時會促發量子塌縮 

所以 現在如果沿著 

傳統唯物論的世界觀來研究意識 

只能走向死胡同 

唯物論的世界觀一定會發生 

根本性的一個變化 

所以現在的西方科學家跟研究人員 

就慢慢紛紛轉向東方世界觀 

來做研究了 

那也因此量子糾纏 

跟心電感應就產生了關連性 

為什麼 

因為西方的哲學界跟科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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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慢慢發現 

意識、物質、能量是一樣重要的 

在微觀的粒子中 

就存在著意識這樣的一種成分 

所以現在西方科學界一致地認為 

有這樣的認知 

說量子糾纏 

可能就是微觀粒子具有意識的證據 

所以如果把人體放在這個宇宙中 

把人體當作是量子體 

那我們就可以體驗到 

如果雙胞胎啊 

或者兄弟啊 

或者是家屬之間 

如果有一個人在遠方 

突然發生了問題 

另外一個人會有感應 

這個就是所謂的心靈感應 

也稱為心電感應 

可是西方科學現在所發現的 

從粒子裡面到現在所謂的量子力學 

他們認為從微觀面 

想要來探索生命的根源是什麼 

可是卻離不開意識的作用 

但是意識真的是造成這些物質能量 

乃至於量子的塌縮嗎 

其實不然喔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切入 

我們佛法當中所謂的實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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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佛法的宇宙世界及生命起源觀 

從佛法裡面 

如何來看微觀 

如何來看這個宇宙世界觀 

這個才是真正的實相 

現在的科學界 

從唯物論已經走不下去了 

所以想藉由融合唯心論 

來解決現在的物理現象 

可是現在的科學界所認識的心 

認為是意識 

可是意識祂是生滅無常的心 

既然是生滅無常的心 

祂是被出生的法 

祂沒辦法再出生別的法 

能夠真正出生一切的法 

是不生不滅的心 

而這個心就是所謂三界唯心的心 

也是萬法唯識的識 

也是玄奘大師所立的真唯識量 

以及所著的《成唯識論》的唯識 

所以這個心這個識 

是哪一個呢 

其實在經典裡面就有講到 

人 所有眾生其實有八個識 

所謂八識何等為八 

一者阿梨耶識 

阿梨耶識就是阿賴耶識 

也就是真心如來藏 

第二者是意 

意就表示是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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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意識 

四者眼識 

五者耳識 

六者鼻識 

七者舌識 

八者身識 

所以在佛法中所講的 

一切眾生總有八個識 

所謂眾生的心識總共有八個 

稱為八識心王 

而在經典裡面所講的 

前六識是用來了別境界的 

而第七識末那識意根是用來決定 

決定什麼呢 

決定前六識要不要繼續了別境界 

而真正能創造一切萬法的心 

其實是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啊 

這才是生命的根本因 

也是第一能變識 

所以稱為第八識 

這個第八識 

祂是生命的中心法則 

祂具有真如法性 

而且祂法住法位 法爾如是 

那這個心容易瞭解嗎 

其實不容易喔 

在《勝鬘經》就有講到喔 

如來藏處甚深故 微細難知 

非思量境界 是智者所知 

一切世間所不能信 

所以這個心不容易讓人家相信喔 

可是現代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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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子質子電子到現在的量子力學 

難道真的就是最細的粒子嗎 

事實上不然 

在佛法裡面就講到 

最細微的叫作四大極微 

也稱為鄰虛塵 

這四大極微就是地、水、火、風 

也稱為鄰虛塵 

鄰虛塵再細分下去就是虛空 

所以它是最小的粒子 

而且它是圓相 

這個是佛在經典裡面所講的 

那哪一個心能夠出生四大 

集其四大 變現一切法呢 

就是第八識真心如來藏 

因為祂具有大種性自性 

能集其四大 變現一切法 

所以在《華嚴經》裡面就講到 

一切十方國土中 

地、水、火、風四大界 

祂可以出生欲界、色界、無色界 

乃至於三千大千世界 

乃至於六道眾生 六趣眾生 

所以三界六道 

都是這個真心集其四大 

所變現出來的 

那什麼叫三界六道呢 

三界就是指欲界、色界、無色界 

六道就是地獄、餓鬼、畜生、人間 

以及欲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無色界有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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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天總共稱為天道 

那阿修羅道遍在五道之中 

所以叫作三界六道 

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 

六道就是這六道 

而這三界六道 

就是如來藏依集其四大所成 

所以在《華嚴經》裡面就有講到 

這個三界唯心的心 

這個萬法唯識的識 

就是這個心如工畫師 

能畫諸世間 

五蘊悉從生 

無法而不造 

經典裡面就講 

這樣的一個實相真心如來藏 

祂像工筆精巧的畫師一樣 

能畫出十方世界 

乃至於三界世間 

以及眾生的五蘊色身的世間 

都是祂所變造出來的 

沒有一法不是祂造的 

但是雖然如來藏集其四大 

變現出各個世間 

那欲界、色界、無色界 

雖然都四大所成 

可是它粗細會一樣嗎 

其實不然 

在《瑜伽師地論》卷 4裡面就有講到 

這個彼天所有地界 

這個講是欲界的第二天 

第一天是四天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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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第二天叫忉利天 

那忉利天的地面 

也是四大 地大所成啊 

可是它的細微是什麼樣的程度呢 

天人踏在這個忉利天的地面 

會產生有一種安樂的感覺 

各位朋友 

我們踩在我們的地面 

有安樂的感覺嗎 沒有 

可是 忉利天的天人踏在那個地界 

就有這樣的安樂感覺 

而且踏上去以後會陷入到足 

腳伸起來以後又可以起來 

踏上去又陷入足 

就這樣子走 

所以這個忉利天的天界的地大 

是很細微 

可是有沒有更細微的 

有 在《別譯雜阿含經》裡面 

就有講到 有一位長者 

往世因為恭敬景仰三寶 

以及他本身修有四禪 

所以他捨壽之後 

往生了這個四禪第六天無熱天 

那生天都有報得的神通 

所以他一發現自己生天 

啊 原來是這個原因 

所以他就回到欲界人間來禮拜世尊 

禮拜完世尊以後 退坐一面 

結果發現他的色身 

他的色界天身 

如酥油融入到地面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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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世尊看到就跟他講 

你要以粗身想來化現 

讓你的色身變粗重 

才能夠安住在這個地面 

我們欲界的地面 

所以他就依照佛世尊的說法 

就發(起)粗身色想 

所以可以坐在我們這個欲界的地面 

所以我們的欲界的地大 

是粗重的 

那三界的各種地大皆不同啊 

那在《華嚴經》裡面有講到 

反正三千大千世界以及眾生 

都是這個四大所成 

而且《楞嚴經》裡面 

世尊也跟阿難講 

四大和合發明世間種種變化 

所以世間的一切 

不管是我們這個銀河系 

三千大千世界的欲界、色界 

乃至於十方世界 

其實都是四大所成 

而這個四大 

其實就是鄰虛塵 

你再把它細分下去 

它就變虛空了 

所以最小的粒子就叫作鄰虛塵 

這鄰虛塵四大極微哪裡來的 

世尊跟阿難講 

汝元不知 如來藏中 

性色真空 性空真色 

也就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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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四大其實是如來藏體性如虛空 

但是祂可以變現出一切萬法 

而且祂怎麼樣變呢 

祂的本性本來是清淨本然周遍法界 

祂依照眾生的心 

應該要所知的量 

依他往世的業變現出來 

可是世間人無知 

以為這個山河大地器世間 

是因緣 是自然性變現的 

事實上 都是如來藏變現的 

那什麼叫作 

隨眾生心 應所知量 循業發現呢 

在經典裡面就有講到 

在《攝大乘論釋》裡面就有講到 

同一個境界 

不同業果、業報的四種眾生 

來看這樣的境界 

有不同的境界的感受 

譬如江水 

如果是餓鬼看到這個江水 

以為看到的是膿血 

如果是魚鱉等畜生呢 

看到江水 

牠會認為那是牠的住處 

如果是人呢 

看到江水那就是水 

可是天人看到水呢 

因為天身細微 

他踩踏在這個水上面 

猶如踏在琉璃地上 

很堅硬、很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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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四種不同業果身的人 

看到同一個境界 

卻有不同的感受 

這個就是隨眾生心量 

隨眾生心 應所知量 循業發現 

那我們在《佛地經》裡面有講到 

這個山河大地器世間 

世尊就講 其實都是眾生阿賴耶識 

共相種子變現出來的 

讓有情眾生在上面安住啊 

而我們這個銀河系 

(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什麼叫三千大千世界 

也就是一個太陽系 

就叫作一個小世界 

一千個小世界就稱為一小千世界 

一千個小千世界就稱為一中千世界 

一千個中千世界就稱為一大千世界 

那合其小千、中千、大千 

這三個千的名詞 

就稱為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以現在的科學名詞就講一個銀河系 

那到底我們這個銀河系的太陽 

也就是恆星大概有多少顆呢 

以現在的科技量測 

大約有兩千到四千億個太陽系 

那這(張圖)是我們從地球 

看到太陽是這樣 

如果把鏡頭往外拉 

拉到太陽系 我們可以看到 

原來地球是在這太陽系第三個行星 

如果拉到更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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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 原來太陽系 

只是在這個南瞻部洲 

東南角的一個角落而已 

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這個銀河系 

欲界的一大劫 成住壞空 

總共有四個中劫 

也就是成、住、壞、空四個中劫 

每一個中劫又有二十個小劫 

那目前我們正處於住劫的第九劫 

那每一(大)劫欲界成住壞空 

就會毀壞一次喔 

那到底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是哪一尊佛來度化的呢 

其實就是報身佛盧舍那佛 

盧舍那佛祂是住在 

蓮華臺世界海裡面 

這個臺呢 

有千瓣蓮葉 

每一瓣就是一個銀河系 

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盧舍那佛祂化現 

有一千個釋迦牟尼佛 

而且每一個釋迦牟尼佛 

又化現百億個釋迦牟尼佛的化身 

來度化這個銀河系裡面 

各個行星裡面的有情眾生 

所以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其實是報身佛 盧舍那佛 

所度化的世界 

所以這個蓮華藏世界海 

到底有多大呢 

我們現在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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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講佛法的世界觀 

也就是宇宙觀 

宇 十方上下空間 

我們來看看「宇」 

佛法世間的宇是什麼 

這個華藏世界海 

當中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 

而最中間這個香水海 

就稱為無邊妙華光香水海 

這個香水海座落在一個大蓮華上 

這個大蓮華上面總共有二十層 

我們娑婆世界在第十三層 

跟極樂世界在同一層 

以《觀經》來看 

《觀經》講極樂世界 

是從此西方十萬億佛國土 

那以現在的科技 

我們哈伯(觀測所)評估的 

是兩千億的銀河系 

所以人類科技還要再先進五百倍 

才能夠大約看到極樂世界 

所以可以知道佛法當中的宇宙的「宇」 

十方上下的空間 

就是這麼大 

但是這樣大嗎 

事實上不夠 

在這個《華嚴經》裡面講 

我們這個華藏莊嚴世界海 

北南西東 

東南西北 

東(西)南東北 

上下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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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不同的世界海 

而且都有名字 

都有各自世界海 

這樣的世界海 

在經典裡面有講到 

十方世界無量無邊 

這個是講「宇」 

那「宙」呢 

「宙」講古往今來的時間 

我們這個銀河系的 

欲界、色界、無色界 

欲界六天 

第一天四天王天的一天 

是人間五十年 歲壽五百歲 

那往上 double 

都乘以二 

直到色界十八天 

乃至於無色界最上面的 

非想非非想處天 

對人間來講 

他的歲壽是八萬大劫 

以時間宇宙的「宙」 時間來看 

光是我們的三界 

時間相對就是這麼的遠 

如果拉得更遠 

我們這世界跟別的世界來比呢 

我們娑婆世界的一劫 

是極樂世界的一日一夜 

極樂世界的一劫  

一大劫哦 

是聖服幢世界的一日一夜 

聖服幢的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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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退轉音聲輪世界的一日一夜 

一直下去 

太多世界了喔 

到百萬阿僧祇世界 

有一個最後世界的一劫 

卻是勝蓮華世界的一日一夜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到佛法當中 

所講的宇宙觀吧 

這麼無量無邊廣大 

以及時間這樣的長 

真的是不可思議 

現在的人類還在想意識 

誤以為意識形成量子糾纏的關係 

其實佛經典早在之前就講到了 

佛地究竟的量子糾纏是什麼 

我們來看《妙法蓮華經》 

爾時 釋迦牟尼佛放大人相 

肉髻光明 及放眉間白毫光 

遍照東方百八萬億那由他 

「那由他」這個名詞 

據《俱舍論》所計算 

也就是百億 

百億就是十的十二次方 

百億的百億那就是二十四次方 

一百零八再乘以十的二十四次方的 

恆河沙等諸佛世界 

不是諸佛世界 

是恆河沙 

那邊有一個佛世界 

叫作淨光莊嚴 

那一尊佛叫作淨華宿王智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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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佛世界 

有一個妙音菩薩 

釋迦世尊放光照射妙音菩薩 

那妙音菩薩 

就知道要來娑婆世界晉見世尊 

所以跟八萬四千菩薩 

在那個國度突然泯沒 

瞬間就來到了娑婆世界 

這個才是佛地究竟量子糾纏啊 

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啊 

所以《華嚴經》裡面就有講到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所以諸佛世尊 

一樣是這個心所創造的 

所以我們在無量生死之中 

到底什麼是宇宙的本際 

什麼是生命的實相 

眾生因為不知道這個苦的本際 

所以輪轉生死 無有窮盡 

所以這個穿越時空超意識 

祂是涅槃的本際 

祂是真實心如來藏 

而說有如來藏 

而(故)說生死者  

這才是善說 

當我們證悟了這個如來藏 

轉依了這個如來藏 

就像《心經》裡面所講的 

心無罣礙 無罣礙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 

所以各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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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要瞭解什麼叫作宇宙生命實相 

又想要瞭解生命大海的輪廓 

究竟的真理是什麼嗎 

歡迎各位朋友來閱讀 

玄奘大師所著的《成唯識論》 

就是在講這個(實相心) 

好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以上 謝謝各位 

(主持人) 

我們非常謝謝俊超博士 

專業又精闢的演說 

是不是很精采啊 

我們再一次熱烈掌聲 

來謝謝我們俊超老師 

老師先回座休息 

透過王老師 

從科學跟佛法的兩種角度來切入 

是不是開啟了我們對宇宙 

還有生命實相的智慧啊 

當我們認識了宇宙 

和生命的根本因的時候 

我們這樣的人生 

是不是就不再迷茫了 

這樣有沒有覺得很幸福呢 

我們剛剛在活動開始之前 

有播放〈玄奘文化千年路〉的 

影集的畫面剪輯 

在最後一頁的地方有一首詞 

我來為大家唸一下 

我們來回味一下 

九死一生志益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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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鵬程繼絕學 

立言斬謝標勝義 

降伏二乘震五印 

開演唯識阿賴耶 

闡明真諦如來藏 

明心見性覲彌勒 

護持正法再萬年 

這一首詞呢 

總結了玄奘大師 

一生偉大感人的故事 

也說明了奘大師 

對於人類文化的絕頂貢獻 

5 實相跟鉅細科研有一致的關聯與答案嗎？ 

緊接著我們的最精彩的座談時間 

我們特地邀請了 

三位正覺教育基金會 

非常資深而且優秀的講師 

我們首先歡迎今天的主講人 

俊超老師再一次回到舞台 

請掌聲歡迎 

第二位是財團法人二重港 

侯氏宗祠的董事執行長 

侯世惠 侯老師 

老師有請 

第三位呢 

是我們正覺教育基金會的講師 

高惠齡博士 

高老師有請 

掌聲歡迎 

我們要趕快來聽聽三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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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我們激盪出 

什麼樣的智慧之光呢 

接下來 我們就要把主持棒 

交給惠齡老師 

我們是不是用最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三位老師 

(高惠齡老師) 

今天的題目 

只取一瓢飲 

認識生命大海的輪廓及精華 

那想請問一下 

因為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宏觀 

從宏觀面 

嗯 應該說有三篇 

宏觀篇 還有微觀篇 還有實相篇 

那想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就從宏觀篇來看 

那個宇宙的形成 

以及萬物的來源 

那另外又從微觀篇 

來看生命的形成的話 

這兩者之間 

就是它們跟實相有沒有什麼關係 

或者是說 

我們從佛法來看 

可不可以得到 

其實剛剛也有講 

但是我們再講一次好了 

可不可以得到生命實相的 

來源的答案 

那兩者之間有沒有什麼關係 

有沒有什麼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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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從實相跟科學研究的發現 

可不可以得到一致的答案 

這是我想要 

我剛剛臨時想到的題目 謝謝 

請老師跟我們解釋一下 

對不起喔  

因為你們題目還沒上來 

我臨時想的題目 不好意思哦 

(王俊超老師) 

好 那佛法其實核心主要講的就是 

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這個心與識 

所講的就是第八識 

真心如來藏 阿賴耶識 

那因為這個真心與識 

祂可以集其極微四大 

依個人往世所造的別業 

幫我們變現了此世的五陰色身 

可以讓我們安住在各自的 

欲界、色界及無色界的境界當中 

受用往世我們自己所造的善惡業 

以及所修行禪定的結果(世界) 

所以呢 

以微觀面能夠集其四大的 

也就只有這個真心如來藏 

而且這個山河大地呢 

也是眾生的如來藏裡面 

所含有的共業種子 

來變現出這個宇宙大地 

山河器世間的三界世間 

也就是欲界、色界跟無色界 

那當然三界的各自環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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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依於我們個人往世 

所造的業的不同 

所以只能安住在 

那個業的所應受的環境之中 

可是無色界呢 

它是純精神境界哦 

它是沒有物質的 

那如果我們不瞭解 

有這樣的一個實相的知見的話 

那眾生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在他的境界當中受用 

他會對他的境界 

生起了一個貪愛執著 

就不願意去捨離他那個境界 

誤以為那個境界是真實實有的 

那如果我們知道有這樣的境界 

只是這樣實相境界變現出來 

暫時而有的話 

那眾生就不容易去執取 

這樣子的一個貪愛執取 

那眾生呢 

未來世他就有解脫 

可以出離生死的機緣 

所以有第八識真心如來藏 

這樣的一個知見 

對我們學佛者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起始點 

那現在的科技有一個問題 

因為科學家所探索的 

只是見聞覺知的 

第六意識 生滅了知心 

可是這個跟第八識不生不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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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很大 

因為第六意識呢 

它沒有集其四大的功能 

也沒有操縱四大的能力 

只有第八識真心如來藏 

祂不僅出生四大極微 

祂可以集其四大極微 

也可以變現所有的一切三界世間 

所有一切法 

如果以現在的科技 

想要去推導、去推求 

這個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 

真心如來藏 

那是遙不可及啊 

也是緣木求魚 

千萬不要做這種傻事 

那個是不可能 

永劫也不得證悟啊 

所以在此也是要勸請 

喜歡科技的朋友們 

不要想以意識的推理思維 

想要尋求這個離見聞覺知的 

第八識真心如來藏 

這個一定要在有善知識的教授之下 

才能慢慢的建立起這樣的 

正確的知見 

以上報告 謝謝各位 

(侯世惠老師) 

今天聽到這個王博士這番演講 

我看 我比誰都認真哦 

因為佛法本身 

不是只有把它記憶起來、理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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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能夠現觀 

那現觀呢 

我們現在的佛法 

往往都是在我們心 

就是八識這邊來作理解或現觀 

那跟這個宇宙的物質世界哦 

很難變成一個結合 

所以像現代的人呢 

要得到佛法的資訊非常容易啊 

網路啊 Google啊 

一弄的話 很多名相都弄得很清楚 

但是你要如何現觀 

嗯 我個人哦 

我個人比較喜歡現觀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看佛的經論哦 

看得覺得 

哦 突然我什麼都通的時候 

我就不敢看下去了 

我就想 

到底這些經論我要如何去現觀到 

這樣才算數 

所謂現觀就是參禪啦 

參禪就是要參這項 

很多人學佛學了一輩子不會用 

那我今天呢 

王博士就把我們的知見 

整個就擴大了 

從物質的宏觀面 

到我們心的這個微細的 

這個微觀面 

乃至實相 

那事實上 佛法大家都會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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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啊 

啊 問題你怎麼現觀 

今天王博士就告訴我們 

這些宇宙這麼大呢 

宇宙它是物質世界 

就是器世間 

佛法都學過啊 你不會用啊 

這些全部都是 

我們眾生的共業所生的東西 

哪一個共業 

如來藏生 

那這個暫時講到這邊 

還有一個有情的世間 

這個有情的世間 

就是有生命存在 

所以就有生命跟宇宙的形成 

那這兩件事哦 

就是我們這個如來藏呢 

能生萬法裡面 

最大的就是兩樣 

就是名跟色 

名色大家都讀過嘛 

名色又分成五蘊 

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 

除了物質(色)之外 四個都是心 

佛法要這樣慢慢去現觀啦 

那現在呢 

從我們佛法裡面 

又把它套上王博士的東西呢 

你就發現實相生起了心 

就是精神面 

還有又生起了一個什麼 物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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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從遠的宇宙可以有這樣啊 

所以宇宙如果沒有生命 

就是沒有有情、沒有心 

那這個宇宙沒有意義啊 

跟我們沒相干 

佛法就是要這樣現觀 

這些物質世界是要我們來用的 

所以我們這個身體叫作正報 

環境叫作依報 物質 

物質都是依報 

好 那依報之外還有我們身體呢 

我們投胎這個正報是又分兩種 

是不是有肉體的物質 

所以我們要吃物質的東西 

來吃進去 

(消)化成我們的東西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精神體 

那這個精神體跟物質要和合運作 

那這個才變成我們一個 

健康正常的人 

如果八個識少一個識 

那就有問題啦 

大家平常都不覺得身體的可貴 

你哪一天受傷 

在洗澡的時候 

哪裡破了一個洞就痛得要命 

對不對 

所以你就發現說 

身體每一個器官都非常重要 

那這個就是我們研究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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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法研究的 

就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精神體 

精神體跟物質 

大到宇宙 

那宇宙的話  

你看物質那麼大 

然後我們這些生命 

包括我們人 

在這個星球只佔那麼一點點 

但是你看 

我們受用的物質世界這麼大 

然後再回到我們小宇宙(說) 

我們身體的部分 

我們有物質的部分 也有精神 

但這兩個如何和合運作 

那個才是真的我們佛法要研究的 

能夠切身很容易觀察到 

所以五位百法裡面就有心 

八個識 一切最勝故 

然後透過心所有法 對不對 

與此相應故 

然後呢 色法 

二所現影故 

你要去觀哦 

真的要去觀哦 

你不要把它背起來沒有用 

相諍 諍鸁沒效 對不對 

佛法真的要這樣 

然後到第四位呢 

心不相應行法 對不對 

為什麼叫作三位差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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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啊 

那真的是要去觀察 

我跟你講哦 

我個人搞了一、二十年還在搞這個 

真的真的 

我要想辦法現觀 

背起來我會背啊 

嗯 我都會背 

跟我相諍 諍不贏我 

那我這在哪裡 

那你給我舉例 

死翹翹 

心不相應行法就好 

為什麼時間是心不相應行法 

為什麼空間(方)是心不相應行法 

為什麼數 

數目字那個數 數量 

為什麼是心不相應行法 

你跟我舉例啊 

真的哦 古代的禪師就是這樣修啊 

不跟你講理論這樣背 

背沒有用 對不對 

一個香板就打下來 

你就「啊啊啊」 啊什麼 

對不對 

你有現量就拿出來 

好 那後面就是我們修證的結果 

然後會有六種無為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心王就是八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心相應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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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有法 五十一 

對不對 

然後色法 十一 

二十四 心不相應行法 

六無為加起來 剛好一百法 

背這個沒有用啦 

所以真的哦 

你來聽這一場 

你會把佛法拿來現在 

會不會現觀 

會啊 那個圖片都講了 

宇宙就是這樣啊 

那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宇宙也是如來藏生啊 

它是物質嘛 

然後這個有情的生命呢 

也是如來藏生 

所以這兩個和合運作都是如來藏 

那佛法就慢慢學下去 

那學下去 理上先懂 

那觀察 會不會觀 

不會觀是正常 

會觀就破參了 

嗯 真的啊 

所以很多人就說 

哎呀 我都不會現觀 

那是正常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啊 

我們都熬過來呀 

我們 你看看啊 

好不容易破參 

熬到現在還在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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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 沒有人可以問 

我騙你？ 沒有騙你 

你要(是) 有時候你在用功 

就要觀察到(了) 

腦筋(裡) 哦 

那個經文就(有)一段突然跑出來 

啊 原來就是這個 

跟你講 咱們在用功哦 

龍天護法都在那裡看著 

你搞怪(不乖)你就不相應 

其實就是相應啊 

對啊 我們日用啊 

但是就是不相應啊 

哦 先報告到這裡 

(高惠齡老師) 

謝謝侯老師 

他很幽默 

那這邊我作一個小小的補充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從實相面來看的話 

不論是說從微觀面 

來探究生命的起源 

或者是從宏觀面來看宇宙的形成 

以及萬物的由來 

其實都不離我們過去所造業種而來 

那這個業種呢 

不是只有業種 

還要靠如來藏 

祂來幫我們成就 

所以說 要由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 

祂依著我們每個人的業 

過去的業 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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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那個侯老師有講別業 

王老師也有講 

別業 還有我們大家的共業 

來形成宇宙以及個人的生命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色身  

五陰、名色 

以及所有的世間一切法 

都是依著種種的因緣 

由如來藏幫我們變現出來的 

但是剛剛從王老師演講裡面 

可以看到哦 

其實科學界他們目前研究 

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目前對於宇宙的形成 

甚至個人生命的起源 

都還不知道說 

是由我們第八識如來藏所形成的 

都還在就物質面的方面來觀察 

來作研究 

那甚至連心與物的關聯 

都還是落在 

叫作唯物論的觀點裡面 

所以呢 這樣子來看 

我是覺得說 

未來應該是有機會讓那個科學家們 

如果說他們有因緣來修 

來學這個高深的佛法的話 

應該會有助於他們趣向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 

這個研究領域 

以科學研究的成果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八場 第 72 頁  共110頁 

來證明佛法所講的 或者說 

佛陀已經告訴我們的這些法 

其實都是超科學 

而可以實證的義學 

這個是補充到這邊 

6 如何修學才能親證生命實相？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問題 

這個生命本體 

生命實相第八識 

就是一切眾生 一切法的根源 

這是可以親證的 

我們應該如何修學 

才能對這個生命根源第八識 

有正確的認識 

如果人的一生無緣了知 

或親自證實這個生命實相第八識 

應該如何作 

而可以使下一世 或未來世 

有因緣可以親證 

請兩位老師為我們說明 

(王俊超老師) 

其實這個宇宙本源、生命的實相 

就是第八識真心如來藏 

可是呢祂不是一些現象界 

所能了知的知識哦 

如果在沒有善知識的引導之下 

其實我們落入的 

都是在意識的情解之中 

其實是無法瞭解的 

所以如果在沒有善知識的引導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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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誤入歧途 

(又)因為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也叫作五濁惡世啊 

五濁惡世因為具有見濁嘛 

就是知見混濁 

所以相似佛法滿天下 

都是以第六意識心想要來取代 

第八識真心如來藏的一個實相境界 

以為這樣才是一個證悟標的 

事實上 第六意識 

它是一個生滅了知心而已 

它不是不生不滅的心 

它就沒辦法出生萬法 

可是要讓科學界 

乃至於一般普羅大眾 

能有這樣的一個知見是非常難的 

因為他會感覺 

我真實存在啊 

我能感覺 我能呼吸 

我能見聞嚐嗅等 

你想要讓他知道說 

這一種知覺 其實是暫時而有 

不是真實的法 

那是很難的 

所以也建議 

如果確定自己沒辧法接受(遇)到 

這樣勝妙知見的話 

那應該要建議 

去找有八識正見的 

一個清淨修行道場來依止 

那才有未來去熏聞正法知見的機緣 

可是如果在沒有這樣的機緣之下 我們確知道有這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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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識正論的清淨道場 

我們可以隨力護持 

以培養未來世 

有親近的機緣 

可是如果確定了此世 

真的沒辧法有機緣 

親近這樣的第八識真心如來藏 

這樣的清淨修行道場 

那也千萬要注意 

不要人云亦云啊 

不要隨著一般有名聲的法師 

或者是在家居士 

出口誹謗這樣子 

(具有)第八識真心如來藏 

弘法的團體 

在我們不知道 

不了知他們所講的正確法義之下 

我們也不要隨口誹謗 

否則會造下未來世 

無法親近這樣的 

清淨道場的機緣 

乃至會障礙自己未來世證悟的機緣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我們要建立 

在我們心中要堅固建立起 

這樣的一個思維 

不要輕易去違犯 

以上報告 謝謝各位 

(侯世惠老師) 

剛剛那一題哦 

因為有時間限制 

所以意猶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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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補充一下 

給大家參考 

那個俊超老師在講這個 

量子糾纏的時候 

有一些問題提出來 

那我個人是有一些看法跟大家報告 

那個量子呢 

那個算是物質裡面最微細的東西 

那我們先有一個前提啦 

這物質是誰所生的 

我們現在就告訴答案 

就是第八識如來藏 

祂能生物質 也能生心 

祂能生什麼 

第七識 

第七識不夠用 

再生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不夠用 再生前五識 

祂如果第八識夠用 

祂就不用再生了啊 

像我們開公司 

如果夠的話就獨資 

一個老闆自己經營 

不夠的話再擴大 

生意好了 人手多了 手忙腳亂 

對不對 

再變成擴大 對不對 

然後才底下又有總經理 

總經理不夠才有部門經理 

部門經理然後各單位的課長 

那我們眼耳鼻舌身呢 

前五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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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是五個部門經理呀 

對不對 

那個意識就是總經理啊 

那個意根就是董事長 

它就點頭作主 對不對 

那第八識如來藏不能說 

自己要去參 

是這樣啊 

那現在前提先知道了 

我們這個前提已經知道了 

如來藏能生物質法 

能生精神法 

精神法我已經講了哦 

就是前七識哦 

就是不夠用 不夠用再這樣 

那這個可以觀哦 

我之前講過這個次第可以觀的哦 

是 老師的書裡面有 

但是我不能說啊 

要不然會被舉牌警告 

這個每個階層都有授權 

譬如董事長有什麼權限 

總經理有什麼權限 

對不對 經理有什麼 都是要 

弘法也是一樣啊 

每個人都有一個權限哦 

有些法你是要到禪三才能夠去參的 

那基本功夫都會教 

但是(他)呢 不能講 

但是基本的觀念先建立 

好 那這個物質既然是如來藏所生 

請問會不會跟如來藏相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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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心」是不是如來藏所生 

會不會跟如來藏相應 

那這個連結點在哪裡 

物質跟精神體兩個連結 

是不是如來藏 

那個量子糾纏 

為什麼會跟實驗的人 

他的意識會相應 

意識有沒有能力去相應物質 

不行 

但是透過如來藏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意識 那個科學家 

在研究這個量子糾纏的時候呢 

他意識有作意 

啊 有這個作意的時候呢 

那個第八識當然接收到了 

接收到了 

這個物質本來就是 

第八識如來藏生的啦 

祂會不會相應 

透過這兩個相應 

當然就是這樣 

那個量子跟不同的科學家 

作出來的結果就跟那個科學家相應 

所以變成那個距離無限遠的時候 

因為我們心不相應行法有講到嘛 

時間、空間(方)嘛 

心不相應啊 對啊 

所以就沒有這個時空距離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問題從理上 

就可以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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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樣解釋大家滿意嗎 

那至於剛剛問的那一題呢 

俊超老師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看就少說啦 

因為有時間限制 

那要學佛就次第 

第一個你要學正確的嘛 

像我這麼賣命啊 

我三十五歲就退休 

四十歲學佛 

搞到現在快七十了 

我最怕的就是不能現觀 

真的 真的 

現在那個知見背起來都很簡單 

我一向不會背書的啦 

但是你看啊 

五位百法我現在都可以背出來啊 

因為你老是在思惟 

你在思惟 看這個是怎麼樣 

但你思惟沒有用啊 

你要拿自己身心來現觀 

要不然就拿外面的東西來現觀啊 

參禪 時常也在參 

參一項 識一項 智慧又增長 

增長一點啊 就是這樣 

佛法就一樣一樣親證 

真的啦 搞的多 

那什麼時候進步最多 

當老師的時候 

你要負責嘛 

你自己搞不清楚 你怎麼講出來 

心會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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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呢 在講台講的時候 

欸 佛陀在後面 菩薩在後面 

我跟你講 

你如果是不懂哦 

啊 講出來有沒有 照本宣科 

那個後面被人拍一下的相同感覺 

你知道嗎 

自己意根會提醒自己啦 

你要搞清楚 

所以真的有壓力 

你不要以為當老師很愉快呢 

那個壓力很大 

但是增長會很快 

因為你為了要上課 你要搞清楚 

那這個就等於參禪啦 

那這個也是一樣啊 

你這個要親證第八識 

那你就是往這個方向走 

人家有親證過了 你跟著學習 

不會錯嘛 

最起碼你不對的 

他對的不能告訴你 

最起碼不對的會幫你打掉嘛 

一樣嘛 選擇題啊 

五題不會 有三題一定不對 

兩題想一想 猜一猜 

嗯 有可能對 

你就為了往那個正確的方向 

愈來愈接近嘛 

功不唐捐啦 

以上報告 

(高惠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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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要稍微 

把我們要表達的再表達一下 

因為我相信在座大家很多人 

都有看過或聽過《法華經》哦 

為什麼佛會講這部《法華經》 

是因為舍利弗尊者三次請求佛陀 

來為大家說明 

無量劫來修行所得的 

不可思議的解脫境界 

以及智慧境界 

但是因為這個境界 

那種程度實在是 

那個時候的聲聞人 

他們可能真的是沒辧法接受 

所以就有五千位 

我們說他是罪根深重 

還有增上慢 

他們不相信說 

佛陀的證量有那麼高 

所以當場公然起身 

就像這樣子公然起身 

就表示說他們不相信佛陀的證量 

那所以可以 就知道說 

其實我們能夠修學如來藏妙法 

或是說能夠相信這個如來藏妙法 

其實是要很多劫累積 

足夠的善根福德 

才能夠來坐下來 安心聽講 

所以說 對於這個法 我覺得說 

因為剛剛的題目 

他的題目是說 

要怎麼樣才能夠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八場 第 81 頁  共110頁 

讓我們有因緣可以修、可以親證 

所以剛剛兩位老師其實都有提到 

第一個就是不要隨意誹謗 

所謂誹謗就是不要任意評論 

我們不知道 

或沒有聽聞過的法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要跟隨真實善知識修學熏習 

建立正確的佛法觀念 

再來還有一點 

就是我個人覺得說要廣結善法緣 

因為有善法緣 

未來世我們 

其實大家今天在這邊 

共同成就這場講座的那個功德 

未來的因緣一定很容易會再相遇 

那只要其中有一個人接觸到正法 

其他人就有可能會因為這個因緣 

而又回來正法 

所以說廣結善法緣很重要 

所以我相信以這樣子 

我們如果能這樣子相信說 

如來藏真實存在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再來就是熏習正確的如來藏觀念 

正法的觀念 

應該說以這樣子的 

護持如來藏法弘揚的善根 

還有福德 

還有這樣子的功德 

未來世親證的緣一定可以很快成就 

這是我覺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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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要跟大家講這個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只是在宇宙中 

只是很小很小的一個點 

甚至連一個點都不到 

還有我們的一生 

其實只是很短的 很短暫的 

很多事情沒有什麼需要計較 

但是就是唯有自己是怎麼來的 

我們未來會要怎麼樣去走未來的路 

不是只有這一生的未來 

還有未來無量世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非常慎重的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夠聽進去 

這一點非常重要 謝謝 

7 外星人的模樣？ 

第三題 好 

從影集中我們認識的外星人的樣子 

和地球人的樣子差很多 

甚至都不像人類 

實際上在科學界已經發現 

整個宇宙有很多的銀河系 

如果這些銀河系也像地球一樣 

有生命存在著 

對我們的理解來看就是外星人 

請問老師 

他們會是什麼樣的形態存在 

會是影集中外星人那個樣子嗎 

以佛法中人同分來看 

外星人是不是應該就是人的樣子 

請老師說明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八場 第 83 頁  共110頁 

(王俊超老師) 

哦 外星人哦 

相信各位朋友都很有興趣 

知道這個問題 

這個外星人 以維基百科來講 

是指地球以外的智慧生命 

那地球以外的智慧生命呢 

以現在的人類科技來看 

你如果可以看得到的 

大概就指地球以外的畜生道有情 

以及外星人類 

那能夠看到的大概就是 

欲界人間而已 

看不到天界 

因為我們的科技 

那個波長還沒辦法發現 

他們世界的存在 

所以是不是能看到 

我們這個宇宙之外 

甚至在我們這個銀河系之內 

別的星球 

就叫作外星人哦 

那外星的畜生道有情 

會依照它不同的星球環境 

它的外貌跟器官功能也會不一樣 

就像我們地球 

我們地球的畜生道有情啊 

也是千差萬別 

那個形貌不太一樣 

那如果是外星球的那個環境 

星球環境跟地球的星球環境 

不太一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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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外貌形象也就會差異很大 

尤其牠的器官功能 

也是會差異很大 

那如果外星的環境 

跟我們這個地球的環境很雷同的話 

那長相就可能會雷同 

可是人類的話 

在人同分部分 

就像我們剛才 

《楞嚴經》裡面有講到 

隨眾生心 應所知量 循業發現 

那既然是人同分 

那必定呢這外星人 

他的外貌形象 

其實跟我們地球的人類 

這個構造外貌形象 

其實會很類似 

那唯一的不同 

可能他的星球所處的那個環境 

跟地球的環境如果不太一樣的話 

那器官功能跟外貌形象 

就會有一些 些微差別 

那如果星球的環境很雷同的話 

那形象跟地球人類就會很相似 

就譬如我們自己地球人類好了 

我們地球人類因為環境的不同 

所以有膚色的不同 

有黑色 有白色 有紅皮膚 

也有身材高矮不同的嘛 

所以外星星球 

如果跟地球的環境很雷同的話 

那這些長相應該也會很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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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以上報告 謝謝各位 

(侯世惠老師) 

這個我們學習佛法 

有些大家可以去思維 

也可以去觀察 很好玩 

我們有六道輪迴啊 

那其他不能觀察的 我們姑且不論 

像鬼道、地獄道 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人間呢 

跟我們同在一起的 

有畜生道嘛 

那我們人跟畜生 他怎麼會輪迴 

你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我這個人很調皮搗蛋喔 

我說這人長成這樣(閩南語) 

你看那畜生 狗（閩南語） 

你看看喔 

如果是單一的(器官) 

一定是正中央 

兩個的呢 也是左右對稱 

你看狗是不是兩隻眼睛也是這樣 

鼻子跟人差多少 

那既然差不了多少 

下輩子要變成人很方便嘛 

轉變不多嘛 對不對 

好 你看啊 

我們四肢 我們站起來啊 

他是不是要走路啊 

你乃至魚類喔 

你自己看魚喔 

你看啊 嘴巴是不是在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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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兩邊 對不對 

兩個鰓 跟耳朵差不多 

對不對呀 

前面的那個什麼 鰭啦 

後面尾巴 尾巴是開上下嘛 

是這樣而已啊 

你看跟我們人類差多少 多少 

我跟你講 

我學佛就是很喜歡看這些東西 

我說 啊 原來是這樣 

要不然怎麼會六道輪迴過去 

變化(不)太大 

你如果過去啊 

就是那個習性相接近的時候 

慢慢、慢慢 

你就會六道輪迴就是這樣 

人類為什麼會變成人這樣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個人間 

他有各種壓力 

空氣壓力 水中壓力 

你有流體力學的關係 

所以你看看啊 

人是這樣 魚類那樣 

飛行器是不是也是這樣 

飛機的外觀是不是都要左右對稱 

你看那個飛機飛起來 

看起來就像什麼 

鯨魚有沒有 

那個 747 

那個頭看起來就像鯨豚 

那個都是要空氣力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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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平衡啊 

你看那兩個翅膀那個啊 

弄起來跟鳥類的那個都一樣 

就是說 這個在這個空間要用 

不管是我們人 

或者是畜生道 

乃至飛禽走獸 然後魚類 

你看那個形狀都是有一定的規範 

其實你沒有這種規矩 

你很難在這邊生存下去 

乃至製造的工具 

也都是這樣啊 

汽車要走 你看也是左右對稱 

也是都有這些東西 

在裡面就沒關係啊 

我們五腑內臟也排得 

說不好聽 說亂七八糟嘛 

其實它有合理配置 

你看我們方向盤 

為什麼不弄在中間 對不對 

那也為了配置的關係啊 

所以外形是一回事 

那內部他怎麼平衡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不是科學家 

所以你看看啊 

從這些來看這些 

我們再回想大一點 

那個外星人 

外星人是因為 

我們現在有星球觀念嘛 

所以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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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地球之上的 

從天空飛來的 

那佛經有沒有記載 

一大堆都是天人 

他們叫天人嘛 是不是 

所以名詞不一樣啊 

佛經都有啊 天人啊 

從天上來的嘛 

以前以為地球是平的嘛 

所以天上來的啊 

那天人就是外星人 

名詞不一樣嘛 

你去看 

佛陀那時候天人是不是一大堆 

有啊 

佛陀很可憐（閩南語） 

天人什麼時候來 

都是半夜 

天人來請法 

就放大光明有沒有 有啊 

佛經裡面還有一個呢 

那個什麼金輪王、銀輪王、鐵輪王 

對不對 

還有啊 

還有一個銅輪王嘛 

有管一洲的、有四大洲的 

乃至四大洲的 

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什麼 

是輪寶 

你如果用現在的眼光 

人家或許是像那個飛碟嘛 

輪狀的嘛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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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在看那個 

王爺你知道嗎（閩南語） 

三太子李哪吒踩風火輪（閩南語） 

我說他怎麼踩得住啊 

對不對 應該是想像的嘛 

應該是圓形的輪寶 

或者是騎機車嘛 

咻一下跑快一點（閩南語）對不對 

我在想啦 是後來之後 

我們有時候要觀察東西 

你要先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那你看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放大光明啊 

像飛碟來的話也都是晚上啊 

也是都是很亮啊 

他白天不讓你看 

啊 佛陀(時) 他也是偷偷摸摸晚上(來) 

佛陀要睡覺啊（閩南語） 

十二點了他才跑過來 

你看 佛陀辛不辛苦 

你看佛經是不是都這樣寫 

所以其實 

如果外星人是存在 

如果是天人是存在 

我跟你講  

他存在不會是一兩年啦 

不可能啦 

一定是幾萬年來都有 

我們人類都幾萬年 

外星人能夠從外面來 

他的科技一定比我們發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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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然我們為什麼不到他那邊去 

對呀 所以他看得到我們 

我們看不到他是正常嘛 

我們追不上他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正常 

然後你看現在的器官移植都很厲害 

然後天人他在戰鬥的時候 

手把他切下來（閩南語） 

他還可以再培養出來 

但是唯一 頭被砍掉就死掉了 

所以古代的人為什麼都注重 

有沒有（閩南語） 砍頭啊 

砍頭之後你這個人就沒辦法搞怪 

你活不過來 

那現在我們科技越來越發達 

所以很多器官都可以幹細胞 

來培植嘛 

搞不好以後我們的手什麼 

都可以自己再(生) 

要一個(段)時間 

那如果像那個彌勒佛的時候 

他(們)就八萬四千歲 

你看他們的科技能夠到什麼程度 

我們很多 

第一個飲食啦 

我們因為吃進去的東西 

沒辦法百分之百吸收 

所以要排泄出來 

排泄不出來就是垃圾 

垃圾變成疾病 對不對 

那你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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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界的人他吃甘露 

他吃下去百分之百(吸收) 

我們說欲界天忉利天就好 

百分之百吸收啊 

所以欲界天人有沒有在大小便 

沒有啊 

所以他們壽命當然比我們高啊 

那你看八萬四千歲(時) 

也是我們這個人啊 

我們可以活到八萬四千歲 

表示我們這個身體很好用 

但是我們吃了一些垃圾食品嘛 

那髒東西要排出來 

排不出來 毛病一大堆 

所以到八萬四千歲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很發達 

那時候如果我們能夠到外太空 

人家也會說我們是外星人 

也會說我們是天人 對不對 

所以那個佛經裡面其實都有記載 

只不過我們用現在名詞 

跟以前的名詞弄不清楚 

天人呢 

你要看天人長得怎麼樣 

現在美國 NASA 他也不公布 對不對 

他可能知道 不公布 

那你就看佛經去翻嘛 

看那個天人長成什麼樣 

有沒有 跟人都差不多啦 

當然也有不一樣的啦 

以上報告 

(高惠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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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就是地球以外星球 

有智慧生命的那個生命 

那所以我們用外星人類跟外星生物 

來看外星人 

那其實剛剛那個王老師的演講裡面 

有提到說 

哈伯跟韋伯望遠鏡已經觀測到說 

整個宇宙有很多的銀河系 

那每一個銀河系 

其實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也就是一尊報身佛所化現的世界 

那在這些世界裡面 

一定也有很多星球 

是正有一尊佛陀在住世說法 

那麼就會有聽法的弟子 

這些佛菩薩對我們來講 

是不是就是外星人 

所以我們可能以前 

也是別人的外星人 

那現在別人對我們來講就是外星人 

因為這些世界裡面 

其實很多都是純一清淨的 

如果是純一清淨的世界的話 

我們都知道說 

像很多世界的要求 

一定要達到一定證量 

或一定條件的有情 

才能夠往生到那邊去 

甚至是沒有三惡道有情 

就像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我們說 

他能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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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或在空中修行 

是他的心性已經清淨了 

或者是說 

是明心證悟以上的菩薩 

才能夠馬上出蓮苞 

那如果說心性還不清淨的話 

就還在自己的蓮花宮殿裡面 

聽苦、空、無常、無我 

在熏習這些知見 

好 而且極樂世界有沒有傍生 

沒有 

它的傍生是彌陀世尊所化現的 

並不是因為業報而往生的 

所以我們如果用同分 

同分有情 

也就是眾同分 

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其實我曾經在論典裡面有看過 

所謂的眾同分 

它是說有一些有情 

他同樣同時 

或是同樣往生到某一趣 

那個趣就是五趣六道眾生那個趣 

往生這一趣 

那他們因為身形相似、諸根相似 

就是我們的諸根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說是 

五根的那種諸根 

也可以看成是 

信、進、念、定、慧的那種五根 

那相似 

再來就是一個飲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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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還有一個受用相似 

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說他們叫作某某眾同分 

就像娑婆世界 

有人同分、有天同分 

然後還有傍生 

那傍生就很多 

那光是天同分 

剛剛侯老師也有講到 

有欲界天人跟色界天人 

那他們的形狀都是人的樣子 

可是身形也有不一樣 

因為業報的關係 

欲界天人需要飲食 

是以甘露為食 

那色界天人就不需要團食 

就以禪悅為食 

可是他們的交通工具是宮殿 

也是他的住家 

所以輪寶 

對輪寶 這個我不太清楚 

但是在佛經裡面是說 

宮殿是他的交通工具 

也是他的房子 

所以如果我們用眾同分來看的話 

其實外星人把他分成外星人類 

跟外星生物來看的話 

應該就不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看到的外星人 

是那麼奇怪的樣子 

那其實以業報來看 

人類應該還是有人類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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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身形 

那如果傍生的話 

那就因為他們業報的關係 

而有不同的形狀 

8 奘大師譯經大業對後世的影響＆修學唯識必讀經典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四題 

這有兩個小題 

玄奘大師他回大唐後 

譯了很多的經論請問這些經論的譯出 

對佛法的弘揚 

或後人修學佛法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第二題是 

在印度的時候 

玄奘大師曾經著作過《制惡見論》 

斷了大小乘學者的惡見 

大師他本來就是弘揚大乘佛法的 

對唯識學很通透 

那在大師所翻譯的那麼多經論裡面 

有很多是唯識相關的經論 

應該都很深、很不容易閱讀理解 

請問其中有沒有哪一部 

對唯識的修學是必讀的寶典 

原因是什麼 

請兩位老師說明 

(王俊超老師) 

玄奘大師自從回到長安之後 

其實他對各個佛教派系的典籍 

做了有目的、有計畫性的 

翻譯了一大堆的經典 

那他翻譯經典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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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唯識時期 

以《瑜伽師地論》當作代表 

第二個時期是阿毘達磨為主 

然後以《俱舍論》為代表 

那第三個時期是般若系 

以《大般若經》為主 

這三乘菩提的經典譯出來以後 

其實把修學佛法的次第 

已經建構了很明確的一個方向 

甚至於對悟後起修 

大乘菩提悟後起修 

也定出了很明確的方向 

所以在這十幾年當中 

玄奘大師譯出這樣的(三乘)經典 

十幾年當中 

慢慢流傳到南方來以後 

最後深深影響了當時禪宗 

有了這樣的證悟 

標的的經典依據 

所以影響了惠能大師 

六祖惠能大師 

他座下才有四十三人能夠證悟 

那禪宗也因此ㄧ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的豐功偉業 

這個都是因為玄奘大師 

把這樣(些)的經典翻譯出來 

才深深影響國內 

尤其是禪宗 

盛興於天下最主要的一個功德 

那在這整個經論(中) 

以玄奘大師所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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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作為代表著作) 

因為他揉譯了十大論師 

註解世親菩薩的《唯識三十頌》 

而且在每一段裡面 

都有評斷優劣正訛之間的ㄧ個評斷 

然後把錯誤的這些論師 

以「有義」放在最前面  

譬如安惠 

那用最正確的論點 

譬如護法大士 

然後又加上自己抉擇慧的觀點 

把它融入到最後一段有義的裡面 

如果想對唯識系列 

想要有所契入的話 

那建議各位朋友 

應該對玄奘大師所著作的 

《成唯識論》來閱讀會比較好 

可是《成唯識論》 

依我們現在人來閱讀 

真的是很難契入 

因為那些都是文言文 

不是我們很容易理解的語體 

所以在這邊 

也報告各位朋友一個好消息 

因為平實導師現在正以 

現代人所了解的語體 

正在註解《成唯識論》 

那未來等(每輯)說法完畢之後 

就會慢慢一本一本來販售 

那也敬請各位朋友好好期待 

未來《成唯識論釋》的一個販售 

我們就好好來收藏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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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個唯識系列 

尤其是第三轉法輪唯識系列 

就可以慢慢深入去體驗 

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侯世惠老師) 

大家都常常聽過一句話 

佛經是拿來印證用的 

有沒有聽過 

有喔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佛經都是武功祕笈 

都是佛陀跟他的徒弟 

兩個在那邊練武功（閩南語） 

「不會的」在那裡問來問去(閩南語) 

是心得報告 

它不是講理論的 

那我們根據佛經可以拿來印證啊 

就拿來現觀 

那佛陀祂有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小乘、中乘、大乘 

就是比如小乘之後 

就有(大乘)般若 

般若之後才唯識 

那你就分三個部分 

那唐玄奘傳的唯識是哪一個部分 

你知道嗎 

你知道不知道  

我告訴大家 

它是大學研究所的程度 

看不懂正常 看懂就是誤會一場 

那般若是什麼 

般若就是總相、別相 

唯識是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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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車子 你看到一部車子 

那個外殼 這樣叫總相 

那唯識就種智 

種智就種子 

種子就功能差別 

你要了解那個輪子要幹什麼 

方向盤要幹什麼 

這個冷氣在幹什麼 是不是 

是不是更難 更難啊 

你要學會製造車子 

所以呢這個最難的東西 

你看 看不懂 正常 

但是呢 這個一入耳根永為道種 

像今天大家來聽啊 

有的聽不懂 沒關係啊 

以後你就種下這個大乘的種子 

遲早有一天會等到它 對不對 

那你平常呢 

這個小乘、中乘、大乘 

你還是要次第修 

戒、定、慧三無漏 

你說 我不要 我直接來修禪宗 

好啊 你參禪可以啊 

你要不要補修學分 要 

你基礎不行想說要考大學(閩南語) 

我不要啊（閩南語） 

我小學、中學不讀嘛 對不對 

初中、高中不讀 

我直接去讀大學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先修班啊 

有沒有 以前早期都有先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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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留學生來 你就先修班嘛 

你等到那個程度夠了 

你才開始進入大學 

比如我們這邊到外國去留學 

修碩士啊 

但是有些學分不夠 要不要補修 

一定要啊 

所以破參 你要有基礎 

一定要戒、定、慧一步一步來 

這個是腳步站穩來（閩南語） 

不然 你就說前三層你不要 

就直接蓋第四層  

地基打不穩（閩南語） 這個不行 

啊 你說 有沒有人很快就破參 

有啊 他福德特別大 

不得不讓他破參嘛 對不對 

那過去因緣啊 

啊 破參之後 

你知道總相有什麼用 

你用不起來啊 

觀察不起來啊 

心會虛嗎 

腳跟不著地 

那你還是要回來修戒、定、慧 

還是一步一步作 

然後戒、定、慧裡面的定呢 

如果跟大家再重複一次 

請問戒、定、慧 

慧的話分小乘、中乘、大乘 

那小乘、中乘、大乘 

小學、中學、大學 

那戒、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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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什麼 幼稚園 

那定是幼稚園 就禪定喔 

那戒呢 是托兒所咧 

所以你要到國小 

進入國小才真正進入學法 

那個智慧般若度 

所以你持戒再好 

你頂多到哪裡 

五戒得人身 

十戒十善到欲界天 

你要上色界天 

你非得禪定不可啊 

你持戒 你再修得一百個戒 

也上不去啊 

因為那個功能不一樣 

這個讓大家知道說 

戒、定、慧的界定 

這樣的話 

大家就知道你修學佛法怎麼修 

那你破參之後 

好 即使明心之後 

你還是要修二十五品心啊 

小乘的四聖諦還是要再重修一遍 

那你如果先修小乘四聖諦 

你悟後再修這個二十五品觀 

是不是很容易 

對呀 這本來就是這樣 

學佛法功不唐捐啦 

不會就是不會（閩南語） 

你還是要補修 

所以呢 大家喔 

如果說最圓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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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經論裡面 

最完善的是哪一部 

就是玄奘菩薩要去西方取經的 

那一部嘛 《瑜伽師地論》 

《瑜伽師地論》把佛陀講經 

四十九年的全部濃縮 

然後分門別類 

對不對 

聲聞地也講 

菩薩地也講 

緣覺地也講 

聞、思、修 

聞所成慧 思所成慧 修所成慧 

都有 整個架構通通有 

但是那個部頭很大 

讀起來很辛苦 

辛苦沒關係嘛 

讀不懂才正常嘛 

讀不懂才正常啊 

讀不懂 最起碼我們知道 

不懂在哪裡 

再去找相關的來看 

對不對 

你像般若度啊 《心經》 

大家讀得很爽快嘛（閩南語） 

對不對 讀起來 

哇 什麼都無礙、無礙（閩南語） 

無礙、無礙 在哪裡（閩南語） 

不知道啊（閩南語） 

佛陀講經 

佛弟子在問祂問題 

佛陀一定直接把答案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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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所有的經典 

第一段就是答案 

你第一段看不懂 

你後面所謂知道 

通通不知道 

啊 然後呢 不懂 

佛陀再解釋 

不懂再解釋 

再不懂再解釋 

後面越解釋越清楚 

《心經》第一段 

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 

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 

你懂嗎 

不懂你後面那些都不懂（閩南語） 

真的啊 精華就在這邊 

《金剛經》大家都知道啊(閩南語) 

第一段最重要啊 

大家都知道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啊 第一段 

它是在說什麼 (閩南語） 

和《金剛經》哪有關係 (閩南語） 

你後面看的 

你第一段不懂 

後面通通不懂 

通通是誤會一場 

就是這樣啊 

我以前自己學 

也學得很臭屁 (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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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厲害 你知道嗎 (閩南語） 

看到六祖 你知道嗎 (閩南語） 

何期自性本不生滅 

對嗎 對啊 很簡單啊 (閩南語） 

用想的就知道嘛 (閩南語） 

何期自性 本自清淨 

對啊 是不是 清淨啊 (閩南語） 

何期自性 本無動搖 

對啊 為什麼對 

因為空嘛 對不對 

到最後那一句就死了 (閩南語） 

何期自性 能生萬法 

你生給我看看啊 (閩南語） 

手腳都冷了 (閩南語） 

知道自己搞錯了 

我學佛是這樣呢 

這樣才在正覺教育基金會這邊呢 

ㄧ蹲蹲了二十幾年呢 

永無出期 為什麼 

不能畢業啊 (閩南語） 

成佛才會畢業嘛 

對不對 

真的看不懂的太多 

啊 我是老實人 

我三十五歲就退休了 

吃飽閒閒 (閩南語） 

剛好都在搞這個啦 (閩南語） 

啊 不會就不會啊（閩南語） 

真的啊 我想我能夠多現觀ㄧ些 

啊你用功 佛菩薩就會加持讓你懂 

啊 你不用功 

你在那邊怎麼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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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自認為用功 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這個心性很重要 

那如果想要知道整個系統 

你去 不用去買書啦 (閩南語） 

你就上網去看一下《瑜伽師地論》 

看那個大綱就好 

看了以後你就(閩南語） 

頭昏腦脹啊 

但是它那個呢 

從我們開始(教)學 

從戒、定、慧一步一步講 

乃至到初地 地上菩薩 它都講 

整個架構都跟你講 

學佛法一定要架構 

架構就等於是地圖 

你有地圖就知道要往哪個方向走啊 

你才不會怨氣啊 (閩南語） 

覺得我學這個 

我是要走到哪裡去(閩南語） 

對不對 

所以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推薦一下 《瑜伽師地論》 

玄奘菩薩去取回來的就是這一部 

他要去 他就想要取這一部 

這個也是天竺佛法的精髓 

以上報告 

(高惠齡老師) 

所以我們剛剛的題目是說 

為什麼譯出這些經典 

譯出這些經典對佛法有什麼影響 

跟修學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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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剛剛兩位老師講的 

已經可以看出來說 

因為經典的譯出 

對我們佛法弘揚是很重要 

才會有北方玄奘大師他取經回來 

又譯出經典之後 

南方的禪宗就可以在十多年後 

可以很穩定的傳 

所謂的一花開五葉 廣傳 

所以正確的經典 

對我們佛法的修行以及弘揚 

是非常重要的 

那剛剛兩位老師分別建議的是 

《瑜伽師地論》跟《成唯識論》 

那《瑜伽師地論》我們知道說 

是彌勒菩薩所開示的 

它法的內容非常的廣 

可以說是從因地到佛地都包含了 

那個修學內容 

那也是玄奘大師回大唐後 

第一期譯經的首部論 對不對 

好 然後還有就是 

其實也是大師他預計要西行取經 

其實他一直想要取回的一部經典 

所以由此可見說《瑜伽師地論》 

對我們佛法的修行 

是真的非常重要 

那另外《成唯識論》 

我們都知道它是 

所謂的揉譯十大論師的論著 

所寫成的 

可是我一直在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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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揉譯出他們的論點 

然後又可以指出說誰的有義是錯的 

誰的有義是正確的 

那表示說 

玄奘大師他的程度 

一定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 

才能夠作出這樣子正確的評論 

不然根本寫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 

《成唯識論》也是很重要的一部論 

所以我贊成兩位老師 

也是這樣子跟大家推薦 

可是實際上這兩部論 

如果要自己讀很難 很不容易 

尤其是《成唯識論》 

正確的跟錯誤的包含在一起 

如果說沒有導師 

沒有平實導師 

這幾年他不斷地在說 

你們在看的時候 

尤其是《成唯識論》 

第一個有義是錯的 

第二個有義是錯的 

最後一個才是正確的 

那這樣 可是說真的 

我們自己去看 

還是看不懂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對《成唯識論》 

或《瑜伽師地論》 

要作深入的熏習跟研究 

不是研究 不能說研究 

深入的熏習跟了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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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要跟真實具有道種智的師父 

修學會比較穩妥 

不然很容易理解錯誤 

裡面所說的法義 

而如果又斷章取義 

隨便取一段出來 

那就很糟糕、很麻煩 

所以 剛剛那個俊超老師也有講說 

因為我們知道平實導師他已經 

寫好了一套《成唯識論釋》 

那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以後可以購買回家去閱讀 

在家裡閱讀熏習 

那所以說 

以後等到這部論出版的時候 

希望大家能夠跟我們一起 

來共同熏習修學這套 

《成唯識論釋》 

時間好像有點超過 

非常感謝大家 

跟我們一起來參加這場講座 

共同成就這場 

既有佛法 又有科學的法宴 

謝謝大家 

(主持人) 

非常謝謝我們三位老師 

深入淺出而且幽默風趣的對談 

我們是不是覺得萬分的精采 

再次給三位老師熱烈的掌聲 

三位老師可以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老師 

我們這一系列的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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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的影集都已經上傳 

YouTube的玄奘文化千年路的頻道 

歡迎大家可以分享這麼棒的資訊 

那我們說 

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把今天的感動 

還有心情 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這樣子獨樂樂變成眾樂樂 

是不是很棒啊 

在明年 2023年的暑假 

我們會辦理《成唯識論釋》 

新書發表會 

讓我們拭目以待 

相關的資訊 

請大家密切關注我們 

正覺教育基金會的網頁 

會有很多的資訊 

那感謝各地 

大家好朋友一路的相挺 

能夠讓我們系列講座非常的圓滿 

非常的不容易 

這一路走來呢 

我們所有的講師 

還有工作人員都盡全力 

希望把每一場辦得盡善盡美 

雖然啊有些辛苦 

但是呢深心讚歎您 

一路的相伴相隨 

看到您滿心歡喜的笑容跟眼神 

就是給我們所有的講師群 

還有工作人員最大的鼓勵 

相信玄奘大師超越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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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們在一起 

一定也是感到非常的歡喜 

最後要提醒您 

待會離場的時候呢 

麻煩您將填好的回饋單 

就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要再次謝謝所有的 

參與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的講師群 

還有我們的工作人員 

其實啊我們的工作人員 

今天一大早就從各地 

來到我們的會場 

作所有的準備工作 

我們是不是用熱烈的掌聲 

來謝謝他們 

然後呢 

我們還要謝謝蓮潭會館提供我們 

這麼舒適幽雅的環境 謝謝 

那最後呢 

要祝福大家 

智慧無限 幸福滿滿 

我們今天的系列講座就到這兒 

圓滿落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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