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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师地论》

内容概要

《瑜伽师地论》100卷。弥勒讲，无著记，略称《瑜伽论》，收于《大正藏》第30册。系印度大乘佛教
两大学派中瑜伽派的基础性论书，也是中国法相宗最重要的典籍，为佛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作品，被
称为佛教思想的一大宝库，其丰富深刻又别具一格的智慧凝聚，为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写了非常灿烂
的一页，至今依然在世界范围内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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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师地论》

作者简介

弥勒菩萨，意译为慈氏，音译为梅呾利耶、梅怛俪药，在未来人寿八万岁时成佛以后，将是释迦牟尼
佛的继任者，常尊称为弥勒佛。他是大乘佛教八大菩萨之一，大乘经典中又常称为阿逸多菩萨。他被
唯识学派奉为鼻祖，其庞大思想体系由无著、世亲菩萨阐释弘扬，深受中国佛教大师道安和玄奘的推
崇。
玄奘，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
陈，名袆，出生于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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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2年6月又重印了，換了個皮，貌似這本整理得很粗疏，不如宗教出版社出的那個版本。
2、《瑜伽师地论》100卷。弥勒讲，无著记，略称《瑜伽论》，收于《大正藏》第30册。系印度大乘
佛教两大学派中瑜伽派的基础性论书，也是中国法相宗最重要的典籍，为佛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作品
，被称为佛教思想的一大宝库
3、佛教版的生命使用手册，只得每个人拥有阅读使用，我们生生世世的生命使用说明书！
4、不能读完..实在太难.
5、观待还需证成，难
6、不知怎么的，就变成了梵文学习小组。无耻地标记下读过-----一部分吧。
7、实在实在是看不懂啊，太专业了，连字面意思理解起来都很吃力⋯⋯不过这样的书有人肯出版让
我还买得到已经很感激啦！！
8、读了三遍，依然觉得什么都没学到
9、佛教大百科全书！
10、没读完，以后再填坑
11、个体为“我”，宇宙整体为“梵”，瑜伽义为“联合”，即通过某种方法路径将自身与宇宙联合
“梵我合一”，中国法相宗典籍之源，玄奘西游正是为取此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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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师地论》

精彩书评

1、瑜伽師地論筆錄 电子讲义下载 http://fayun.org/index.php/yoga瑜伽師地論筆錄 MP3配套讲义 下载
http://www.budaedu.org/ghosa/L00066/C007/T0804/index.php?pagenoref=3&amp;lecrno=L00066&amp;pageno
av=1#reflist
2、律教禅宗，最初须深明教理，依教修行。修行功深，断惑证真，方出生死。若教理不明，则盲修
瞎炼。若非得少为足，便是著魔发狂。纵使理明功深，亦颇断惑。倘有丝毫未尽，依旧不出苦轮。直
待惑业净尽，方可出离生死，尚去佛地甚大悬远。更须历劫进修，始可圆满佛果。譬如庶民，生而聪
慧，读书学文，多年辛苦。学问既成，登科入仕。由其有大才能，所以从小渐升，直至宰相。官居极
品，再无可升。于群臣中，位居第一。若比太子，贵贱天渊，何况皇帝彼等若有危险，我此法门绝无
危险。相宗相宗，如果不破尽我法二执，则纵明白种种名相，如说食数宝，究有何益？
3、公元626年，大约在冬季的时候，唐长安来了位游僧。中印度来的，叫BP，全名波罗颇迦罗蜜多罗
。很多研究佛学的人向他求教，其中就有玄奘。那时的玄奘还满脑子疑惑。听了BP的讲演，他决定去
印度取经。他要去的地方是那烂陀寺，他要取得经是《瑜伽师地论》，他要拜师的人是戒贤法师。
约1400年后，玄奘取回的真经由北京宗教出版社出版了。共九本，定价是198元。著者是弥勒菩萨（是
大肚子的那位吗？），而译者则是玄奘本人了。我有朋友在宗教社供职，他可以65折卖书给我。我很
高兴。我决定读一下玄奘翻译的这套《瑜伽师地论》，看看他这趟西行去的值还是不值。
4、存在的世界是和谐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共存。而呈现在我们眼帘的世界是我们的思维建构过的。
由于我们思维的错乱、染污才导致映入我们眼帘的世界充满着矛盾及不和谐。那都是我们的错误认识
造成的。一旦我们能够遣除错误认识，获得正确认识，和谐的世界当如实呈现。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正
确认识呢？首当清理思维的错乱及障碍。如何清理思维的错乱及障碍？有障碍的思维不能清理思维的
障碍？若说能，能够彻底清理吗？⋯⋯如上诸多问难，慈氏菩萨在结集释迦牟尼佛三时了义圣教所成
就的《瑜伽师地论》中都做了彻底而清晰的解答。《瑜伽师地论》是慈氏菩萨专门为末法时代众生结
集的一部大藏经，它是佛法教诲的全部，它是唐玄奘大师九死一生赴印度唯一欲取的经典。在佛教的
地位如同《圣经》在基督教的位置。它一共一百卷、九十万字，仅是《圣经》字数的同样多。当《瑜
伽师地论》取回大唐译成汉文，印度大乘佛法的真实义方全部移植到东土。瑜伽大论是佛法的一部百
科全书，也是一部字典、辞海，是学习其它经论的基础。它拥有佛法文、义最终极的解释权。最胜子
等菩萨在《瑜伽师地论释》中曾言到：瑜伽大论：“理无不穷，事无不尽；文无不释，义无不诠；疑
无不遣，执无不破；行无不修，果无不证。”瑜伽大论是诸佛菩萨法身最彻底、最明了的显化，是一
切智慧海，是最清净法界等流，是当今世界获得正确认识的通途大道。在我心中，它是重建二十一世
纪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相信，随着更多的人们关注披读《瑜伽师地论》，我们的世界当越来越清净
和谐。里圣地    2007年5月16日草于宝林寺
5、不知道这个版本的书是怎么样的，我只单纯对《瑜伽师地论》原文写点自己的感想。说实话，如
果和看一般的书那样随便来看本论，那么不要碰了——它绝对是需要集中所有精力去阅读的，并且光
这么看看记不住，记不住不理解就没有用，白看一样浪费时间。建议真正为修行而读本论的人，必须
要认真对待自己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过去记录这本经典的殊胜因缘。为了能增强记忆，我用笔来抄
，然后再根据后人的论疏、大德的开示，自己的理解，这些合起来记录下来。每天学一点，学新的内
容之前先翻翻前面的文字和论本多多复习。理论的学习是为了修证，不是为了做学问，不是为了时髦
，说“这本论难懂阿，我读过这本论，了不起”，不要用这种想法来读，没什么了不起的，好比本来
是一条河，结果却中意河里的一粒沙
6、瑜伽(Yoga )这个字的意思是“联合”。古代的印度人相信，人作为个体或部分，是有方法自然地
与宇宙整体大我的力量联合起来的。他们称宇宙的整体为“梵”，而“瑜伽”便是达到了“梵我合一
”的境界。印度古代的经典，一再提到“瑜伽”，而在其它远古的文化亦有类似的讲法，如中国儒、
道两家所说的“天人合一”，便是同样的意思。 　　 瑜伽是一种很古老的知识，虽然其它文化亦有
类似的知识，但一般学习瑜伽的人士，皆归宗于印度的古籍，其中较为人熟知的是「薄伽梵歌
」(Bhagava Gita)以及帕怛迦利(Patanjali)所著的「瑜伽经」(Yoga Sutra)。「薄伽梵歌」谈到瑜伽三种不
同的进路，以适应不同的人。而帕坦迦利所著的「瑜伽经」，更被视为瑜伽的教本。可是这种远古的
知识渐渐失传，经典上的境界变成可望而不可及。后来在印度更出现一些瑜伽术士，希望通过一些近
乎方术的方法(Trantric Yoga)，去提升人体内的能量。名为瑜伽，实则离题万丈。 　　　　现在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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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是一种当做运动来做的瑜伽，这种瑜伽源出于哈达瑜伽（Hatha Yoga），是帕坦迦利所谈的八
支瑜伽之一。在「瑜伽经」，持戒、精进、调身、调息、摄心、凝神、入定、三摩地，是瑜伽的八个
步骤。这是从最初步的调理身体开始，一步一步令人达到瑜伽（自觉）的境界。可是目前许多瑜伽课
程却将调身这个部分独立来教，不断练习各种式子，这样当然不可能真正达到瑜伽的目的。而且那些
式子本来只是为身体有毛病的人而设，一个式子治某种病及穴位。如果将所有式子不加分辨地练，就
好像把甚么药都一并吃下肚。在霎哈嘉瑜伽，若那人身体有严重问题，也许要练习某一式子一段时间
，否则都可从静坐学起。 　　 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内在的能量系统，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首先
是三条经脉：左脉、右脉和中脉。还有七个轮穴（Chakra），由下而上分别是根轮、腹轮、脐轮、心
轮、喉轮、额轮和顶轮。这个能量系统最重要的部分是灵量。灵量（昆达里尼Kundalini）梵文本意为
“卷曲”，这个能量隐伏在中脉底部盆骨里一块三角形的骨头内，卷曲成三圈半。只有在适当条件下
，这个沉睡的潜在能量才会被唤醒，并通过其上的几个轮穴，到达大脑顶部的神经丛，最后穿越顶轮
。此时我们便接通了宇宙的能量（合一），同时进入真正的静坐状态。
7、我仅仅是靠回忆，写的很凌乱，甚至有错误疏漏的地方，学院派、考据派就不要来了，也不准跟
我较真儿，谁跟我较真儿我咬谁！！！在华夏文明的西南方，曾经有一个神秘的人种——雅利安人，
我宁愿相信这是全世界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群雅利安
人逐渐印度化，成为印度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值得一提的是，经由他们带来的文化在漫
长的岁月长河中形成了其他种族根本不存在的种姓、杀戒、再生和因果报应等基本观点和制度。而这
些也都形象地表现出了印度深奥的抽象思维方式。公元前6世纪，印度正从十六大国争霸的列国时期
向孔雀王朝演进。混乱的战争非但没有使得他们的文化消亡，反而经由雅利安人的智慧，打下坚实的
基础，绽放出神秘瑰丽的光芒。在此，一个影响后世千万年的人，或者说，神，出现了——释迦摩尼
大约在公园前565年出世。那些所谓的神迹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从古老的典籍之间我们还是可以想象
出当九龙浴佛之时，风起云涌，有人说，看见了龙的爪，麒麟的角，还有鸾鸟长长的翎羽。那是一道
无比璀璨的彩光，映射在金刚菩提树下，七宝玲珑塔侧，一位颜色祥和的妇人身上⋯⋯但这一切只是
想象，只是后人的穿凿附会，毕竟，当释迦摩尼出世的那一刹那，没有任何一位先知感受到当时哪怕
一丝一毫的气芒吞吐。后来的释迦摩尼，在吸收了古象国王子所创建的苯教精髓之后，于菩提树下参
悟出佛学的核心——四谛，即：苦、集、灭、道。人生本苦，而致苦的孽因出自本身，这是个小循环
，天道轮回，人难免一死，佛家称之为涅槃，归于寂灭之时，也是赎去生前一切罪孽的利因，但与此
同时，辛苦积累下的修为也付之流水。这是大循环。从现在的南传佛教看来，最初的四谛已经无法圆
满的解释天地六道的报应轮回，所以，在四谛创立之后，又有了以四谛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由经、律、
论组成的三藏真经，其中的《罗摩衍那》和《希那衍那》亦在以后的岁月里慢慢出现了。而我觉得，
佛教虽然深邃宽广，博大精深，却并没有如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有着牢不可破的地位。（我所指的
当然是在某些地区，比如伊路撒冷）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它在与印度教、甚至是耆那教的争斗
中逐渐落于下风，被其转化吸收，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僧人护教而亡，尸横遍野。巍峨壮观的金
刚台、佛陀顶、三宝莲花座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轰然颓倒，溅起一片遮天蔽日的尘埃⋯⋯这就是佛教历
史上的第一次寂灭期。悲天悯人是佛教的代名词，但我觉得，正是这份悲天悯人的心性，使得佛教在
印度教、耆那教还未壮大声势之时没有正确防范，在其羽翼丰满之时没有及时修和，在其敌意滋生之
时没有自我救护。太过于修己修心的佛教离开尘世太久了，久的都忘记了人性本恶！此时此刻，释迦
摩尼若在天有灵，看见他的徒众遭受如此惨绝人寰的打击，会作何感想呢？那些布满灰尘的典籍大多
被付之一炬，剩下的也为数不多了。翻开历史的画卷，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几
名有着鲜明的雅利安血统的僧人，满面肃穆，在残缺的释迦摩尼像前三跪九叩，然后挽起包袱，决绝
地离开了这片生养了他们多年的故土。离开印度！我们总能活下去。坚定的信念加上求生欲望使得他
们不得不忍辱偷生，阿育王的时代已经结束，没有任何一个人再会尊敬地称呼他们一声“先师”或者
“伽罗”，有的只是屈辱、邪教、低贱、卑微的叫嚣和嘲笑⋯⋯漫长的寂灭期。雅利安人，消亡了。
佛说，我死后三万八千年，当有魔将乱世，扰我大乘，灭我宗脉，汝等既为八部天龙，自当竭诚护法
⋯⋯于是，在公元7世纪初，一位身着红褐色袍子的僧人出现在拉噶丹东山东面的峡谷里，高贵的唐
古拉山神让他美丽的小女儿羊卓雍坐着珊瑚海马车引领着这位僧人来到一片开满了格桑花的湖边。格
萨尔王出现了，他穿着白雪一样的战袍，骑着天马出现在空中，传下一部已经失传的秘典——《仙界
遣使》。佛说，世法如幻如梦，如影如光，如响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花，如热中炎，如冷中霜，
是以诸法无常，一念在我。于是，藏传佛教兴起。前弘期的种种因由，或许只能经过圆光艺人的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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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知晓分毫。而后弘期，却终于真实的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神迹。圆光艺人
们从一出生就能熟练地歌唱关于格萨尔王的所有事迹，当然也包括与殊胜菩萨，胜乐金刚，宝珠王菩
萨等等一起与魔鬼征战的往事，而格萨尔王本身即莲花生大师的心子，降临凡尘，就是为了救万民于
水火。这与他后来尊奉佛教为山南地区的国教难道就没有一点关系？戏剧性的是，几乎是与此同时，
《墨日宗器》、《日郎宗器》和《木雅宗器》奇迹般的出现在一位低级的仲堪身上。仲堪属于最低级
的圆光艺人。仲堪生下来时与普通人无疑，需要后天的学习才能逐渐回忆起极小的一部分《格萨尔王
传》。但偏偏就是一位毫不起眼的仲堪，将三本佛教秘典凭空背诵而出，并亲自越过重重大山，不远
万里将之送到离西藏几千里远的阿坝州一个叫德格的乡村。要知道当时的西藏，正是佛教最为辉煌的
时期。为什么这位仲堪不将这三本典籍送去山南，或者布达拉宫，甚至是大昭寺，而是选择了根本不
属于西藏辖地的外族人所在地？或者，这仅仅是佛祖的指引？千百年后，这个叫德格的地方崛起一座
雄伟的印经院，深褐色的寺墙内，层层木楼环护，在最神秘的地底中心，七宝琉璃塔，层生层灭之间
，有一本名叫《无宗机卷》的典籍，涵盖了几乎所有佛教宗派的核心奥义。后来的后来，南传佛教兴
起于神州大地，转而是斯里兰卡、进而是东南亚诸国，于是：天台宗创建，华严宗创建，禅宗创建，
净土宗创建，律宗创建，法相宗创建⋯⋯北传佛教兴起于朝鲜、日本。藏传佛教兴起于西藏、蒙古、
西伯利亚。⋯⋯至此，佛教从印度而起，弘于周遭诸国，算是成就了当时那一份最初的心愿。
8、对西北大学出版社和西北大学的学者感到失望。本书仅仅是一个《瑜伽师地论》的文字打印版，
装帧，排版毫无出色之处。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应该“用心”去出版。另外，编者把自己的照片附
到了封面里面，估计是为了评职称吧！尽管我是西大毕业的，但还是对这样的粗制滥造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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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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