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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校释》

内容概要

《大乘起信论校释》主要内容：在佛教典籍里，大乘起信论是一部与中国佛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
论著，也是近现代佛学研究中争议最大的一部论著。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学者都曾对它的真伪及其在佛
教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发表过许多言论。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因此，对于起信论，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在校译之余，仅对这部论著的基本思想，关于真伪问
题的计谋，以及它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等，作些简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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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校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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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校释》

精彩短评

1、一定要学一学
2、繁体字，竖排，要慢慢看。
3、入门必须了解的大乘佛教
4、每阅之，若天人。
5、非常好的佛学大乘入门书。
6、麤麤读了一遍白文
7、没读完，很有条理的叙述。理性的，但我还需要实证⋯⋯
8、书中详尽地阐述了心与世界万物的关系,是研究和了解大乘佛教的重要佛典之一.
9、唯校足矣，其注释可略
10、这可以说是大乘佛学的入门书了。不过也不容易看懂。
11、作者应为马鸣菩萨
12、书是必备的书。非常好。版本不错，值得收藏
13、没能起信。
14、中断了
15、：佛教典籍选刊
16、据老师说是中国人所造伪经，属如来藏体系。但意义不可抹杀。
17、对与名称解释很透彻，朴素精炼
18、都不明白是什么支持我看完又抄一遍的⋯⋯
19、好书，攒着慢慢看看！！！
20、《起信论》文字浅白，体系虽巧但简明易懂，比起真正的唯识学典籍，根本不需要译注。
21、白文点了一遍，解释分还不能懂，但完全被作者雄辩的文风所征服。多看几遍，想能有得。
22、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5月28日捐赠
23、封面严重划伤划坏，心疼
24、名为中国佛教典籍选刊，著者为什么还要写马鸣菩萨呢？这本书出乎我意料的好懂。一心开二门
的思想确实非常的高妙。重点还有本觉始觉二者的关系，各种薰习。还需要再精读一遍。
25、书肯定是极好的书！经典！只是排版是竖排的，哈哈，不过也很好，很开心能请到这么好的书！
！
26、要买此书的人，肯定都知道这是好书了，此书218页，印刷也可以，译文也挺精细的！
27、发货很快,书很好,印刷好,纸张也很好.
28、我看的是日本汤次三荣的，有中国无名氏译的，手抄影印本，这本是正本。
29、马鸣菩萨
30、历来说法颇多，真假不辨。岂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
31、大乘起信论
32、上课买的，说实话真心看不太懂，佛教的概念太多了，绕晕了。没有佛缘呐，
33、大乘起信论校释
34、认真的学者没职称。
35、对各派都有影响，留心已久。
36、佛学要藏
37、还没读完呢
38、找到一本喜欢我书真是不容易。
39、多种论述多一种表达
40、入门
41、“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突然明白当年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载的马
一浮所说的一句话：学佛先看《大乘起信论》。此书注释详细，适合我这种没有基础的阅读，好书。
42、难以忍受的校释
43、马鸣菩萨的名著，立论和文笔都很美。
44、室友是书迷，以他常年经验来看，书非常的好，特别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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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校释》

45、因素很好，佛学、哲学的必读书，。
46、中华书局的传统，繁体竖行，很有感觉。
47、起信论疏记会阅
48、有漏无漏互熏
49、肯定要在讀一遍！！！
50、重要佛学名著
51、好，繁体，慢慢读！喜欢！
52、B942.1/7160
53、教授推荐，但这本书封面油破损，下次注意哦
54、还没读 试读了一下 主要张祥龙教授的
55、引信就读
56、大乘Q&A
57、繁体竖排版。阅读起来有考验。不过我喜欢，慢慢看。
58、研究佛学的必备书目
59、校注的很好！
60、吕先生《大乘起信论考证》
61、大乘佛教的经典
62、黄本
63、看了西游记后，就想看一下大乘教法，书收到后正在研读，感觉还不错
64、有这真好
65、佛学入门
66、排版，内容都很喜欢 值得细读
67、伪经的道理讲的有理 就不算伪经了 一心生两门  心真如门 心生灭门 体用关系？ 还是绝对精神？ 
生灭用唯心体系解释 只是人观察现象界的形式 物自体不可知
68、很艰难地看完本论，写得真不错。
69、早就想买一本书了，一直没有找到，这次终于找到了，内容正在阅读中
70、perfect.
71、一心开二门，中国发展的佛学。从唯识派角度看，此论是体现“心性本觉”的，与其主张的“心
性本净”是矛盾的。但从第一义毕竟离文字游戏，而文字摄受大众的根器是有差异的，这个角度而言
，本论中国化的发展也是可以理解的。
72、经典作品，无需多言
73、学习大乘佛法的基础书。有价值。
74、严密完整，建立信心，破除邪见
75、这本书感觉很不错，便宜了很多，质量还挺好~
76、确实是值得一读的
77、没读多少，对我而言，有点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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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校释》

精彩书评

1、竖排的文字看着还是有些吃力，有时一行看完抬头又找看该看哪一行了。大乘起信论可能性比较
大是中国的禅师所写的了，我内心的印象中国人缺乏哲理的精神，不喜欢严密的思辨，这本书让我有
了改变，书花了断断续续花了几天看的，前面的部份以看文言文为主，后面的部份以看注释为主了。
一点感受，唯识宗的书看后，我仍然无法穿起整个哲学地图，尤其那关键的几块拼图。起论论用另一
方式做了解释，把真如讲得很是透彻，问与辨都写得很好。不知道大乘起信论是哪一位古僧所作，真
的很了不起，要知道这是1500年前的人写的，而且那个时候，中国所有的佛学宗派还没有创立，佛教
还没有中国化，这样的一个僧人居然默默躲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借马鸣菩萨之名来创立自己的佛教哲
学，而这给佛教的中国化直接灌溉了原生的肥料，有这样证悟与见解的人，多半是有了相当的证悟了
，这又让我感想，历史上有多少不知名的隐士与高僧，不留于书本啊。书只是粗粗的读了，没有细嚼
，有一些分类不是很适应，总觉后半部份差一些什么，有一些虎头蛇尾之感，也有可能是我对整体结
构还没有把握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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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校释》

章节试读

1、《大乘起信论校释》的笔记-依无明熏习

        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最细微的王所未分的根本无明，即心之惑，不与静心相应忽然念起，
名为无明

2、《大乘起信论校释》的笔记-若修止者

        若修止者，住于静处，端坐正意。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
闻觉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得随心外
念境界，后以心除心。心若驰散，即当摄来住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即复此心亦无
自相，念念不可得。若从坐起，去来进止，有所施作，于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久习淳熟，
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渐渐猛利，随顺得入真如三昧。深伏烦恼，信心增长，速成不退。唯除疑惑、
不信、诽谤、重罪业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
复次，依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谓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当知真如
是三昧根本，若人修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

3、《大乘起信论校释》的笔记-第82页

        别解六种染心有六：
于中各有二种：1、先明相应染，2、后明对治。（说明根本无明微细难知，未有心王心所之分别的即
心之惑，名不相应。）

4、《大乘起信论校释》的笔记-大乘起信论原文

        　　马鸣菩萨　造
　　梁西印度三藏法师　真谛　译
　　归命尽十方，最胜业遍知，色无碍自在，救世大悲者；
　　及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如实修行等。
　　为欲令众生，除疑舍邪执，起大乘正信，佛种不断故。
　　论曰：有法能起摩诃衍信根，是故应说。说有五分。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二者、立义分，
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劝修利益分。
　　初说因缘分。
　　问曰：「有何因缘而造此论？」答曰：「是因缘有八种。云何为八？一者、因缘总相：所谓为令
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二者、为欲解释如来根本之义，令诸众生正解不
谬故。三者、为令善根成熟众生，于摩诃衍法，堪任不退信故。四者、为令善根微少众生，修习信心
故。五者、为示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网故。六者、为示修习止观，对治凡夫、
二乘心过故。七者、为示专念方便，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八者、为示利益，劝修行故。有如
是等因缘，所以造论。」
　　问曰：「修多罗中，具有此法，何须重说？」答曰：「修多罗中，虽有此法，以众生根行不等，
受解缘别。所谓如来在世，众生利根，能说之人，色心业胜，圆音一演，异类等解，则不须论。若如
来灭后，或有众生，能以自力，广闻而取解者；或有众生，亦以自力，少闻而多解者；或有众生，无
自心力，因于广论而得解者；亦有众生，复以广论文多为烦，心乐总持少文而摄多义，能取解者。如
是此论，为欲总摄如来广大深法无边义故，应说此论。」
　　已说因缘分，次说立义分。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
　　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衍义。何以故？是心
真如相，即示摩诃衍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能示摩诃衍自体相、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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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校释》

　　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体大：谓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二者、相大：
谓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一切诸佛本所乘故，一
切菩萨皆乘此法到如来地故。
　　已说立义分，次说解释分。
　　解释分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显示正义；二者、对治邪执；三者、分别发趣道相。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
皆各总摄一切法。此义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
离妄念，则无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
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
者，亦无有相。谓言说之相，因言遣言。此真如体，无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
切法皆同如故。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
　　问曰：「若如是义者，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
能说、可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若离于念，名为得入。」
　　复次，真如者：依言说分别，有二种义。云何为二？一者、如实空，以能究竟显实故；二者、如
实不空，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
　　所言空者：从昔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谓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故。当知：真如
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非一相、非异相、非非一相、非非异相、
非一异俱相；乃至总说，依一切众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若离妄心，实无
可空故。
　　所言不空者：已显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变，净法满足，故名不空。亦无有相可取，
以离念境界，唯证相应故。
　　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此识
有二种义，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为二？一者、觉义，二者、不觉义。
　　所言觉义者：谓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依
此法身，说名本觉。何以故？本觉义者，对始觉义说；以始觉者，即同本觉。
　　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又以觉心源故，名究竟觉；不觉心源故
，非究竟觉。此义云何？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能止后念，令其不起；虽复名觉，即是不觉故
。如二乘观智、初发意菩萨等，觉于念异，念无异相；以舍粗分别执著相故，名相似觉。如法身菩萨
等，觉于念住，念无住相；以离分别粗念相故，名随分觉。如菩萨地尽，满足方便，一念相应，觉心
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微细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
　　是故，修多罗说：「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智故。」
　　又心起者，无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谓无念。是故，一切众生，不名为觉；以从本来，
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故说无始无明。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异、灭，以无念等故，而实无
有始觉之异。以四相俱时而有，皆无自立，本来平等，同一觉故。
　　复次，本觉随染分别，生二种相，与彼本觉不相舍离。云何为二？一者、智净相，二者、不思议
业相。
　　智净相者：谓依法力熏习，如实修行，满足方便故。破和合识相，灭相续心相，显现法身，智淳
净故。此义云何？以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如大海水
，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湿性不坏故。如是众生自
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明灭，相续则灭，智性不
坏故。
　　不思议业相者：以依智净相，能作一切胜妙境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随众生根，自
然相应，种种而现，得利益故。
　　复次，觉体相者，有四种大义，与虚空等，犹如净镜。云何为四？一者、如实空镜：远离一切心
境界相，无法可现，非觉照义故。二者、因熏习镜：谓如实不空。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不出不
入，不失不坏，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体不动，具足无漏，熏众
生故。三者、法出离镜：谓不空法，出烦恼碍、智碍。离和合相，淳净明故。四者、缘熏习镜：谓依
法出离故，遍照众生之心，令修善根，随念示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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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校释》

　　所言不觉义者：谓不如实知：真如法一故，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犹如迷人
，依方故迷；若离于方，则无有迷。众生亦尔，依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以有不觉妄想心故
，能知名义，为说真觉；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觉自相可说。
　　复次，依不觉故，生三种相，与彼不觉，相应不离。云何为三？一者、无明业相：以依不觉故心
动，说名为业。觉则不动，动则有苦，果不离因故。二者、能见相：以依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三
者、境界相：以依能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
　　以有境界缘故，复生六种相。云何为六？一者、智相：依于境界，心起分别，爱与不爱故。二者
、相续相：依于智故，生其苦乐，觉心起念，相应不断故。三者、执取相：依于相续，缘念境界，住
持苦乐，心起著故。四者、计名字相：依于妄执，分别假名言相故。五者、起业相：依于名字，寻名
取著，造种种业故。六者、业系苦相：以依业受果，不自在故。
　　当知：无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
　　复次，觉与不觉有二种相。云何为二？一者、同相，二者、异相。
　　同相者：譬如种种瓦器，皆同微尘性相。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皆同真如性相。是故，修多
罗中，依于此真如义故，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盘。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
得。亦无色相可见；而有见色相者，唯是随染业幻所作，非是智色不空之性，以智相无可见故。
　　异相者：如种种瓦器，各各不同。如是无漏、无明，随染幻差别，性染幻差别故。
　　复次，生灭因缘者：所谓众生依心、意、意识转故。此义云何？以依阿黎耶识，说有无明。不觉
而起，能见、能现、能取境界，起念相续，故说为意。
　　此意复有五种名。云何为五？一者、名为业识：谓无明力，不觉心动故。二者、名为转识：依于
动心，能见相故。三者、名为现识：所谓能现一切境界，犹如明镜现于色像。现识亦尔，随其五尘对
至即现，无有前后；以一切时任运而起，常在前故。四者、名为智识：谓分别染、净法故。五者、名
为相续识：以念相应不断故；住持过去无量世等善恶之业，令不失故；复能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报
，无差违故。能令已经之事，现在忽然而念；未来之事，不觉妄虑。
　　是故，三界虚伪，唯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此义云何？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一
切分别，即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是
故一切法，如镜中像，无体可得。唯心虚妄，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故。
　　复次，言意识者：即此相续识。依诸凡夫取著，转深计我、我所，种种妄执，随事攀缘，分别六
尘，名为意识；亦名分离识；又复说名分别事识。此识，依见、爱烦恼增长义故。
　　依无明熏习所起识者，非凡夫能知，亦非二乘智慧所觉。谓依菩萨，从初正信发心观察；若证法
身，得知少分；乃至菩萨究竟地，不能尽知，唯佛穷了。何以故？是心从本已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
，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虽有染心，而常恒不变；是故，此义唯佛能知。所谓心性常无念，故名为
不变；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明。
　　染心者有六种，云何为六？一者、执相应染：依二乘解及信相应地，远离故。二者、不断相应染
：依信相应修学方便，渐渐能舍，得净心地，究竟离故。三者、分别智相应染：依具戒地渐离，乃至
无相方便地，究竟离故。四者、现色不相应染：依色自在地，能离故。五者、能见心不相应染：依心
自在地，能离故。六者、根本业不相应染：依菩萨尽地，得入如来地，能离故。
　　不了一法界义者：从信相应地，观察学断；入净心地，随分得离；乃至如来地，能究竟离故。
　　言相应义者：谓心念法异，依染净差别，而知相、缘相同故。不相应义者：谓即心不觉常无别异
，不同知相、缘相故。
　　又染心义者：名为烦恼碍，能障真如根本智故。无明义者：名为智碍，能障世间自然业智故。此
义云何？以依染心，能见、能现，妄取境界，违平等性故。以一切法常静，无有起相；无明不觉，妄
与法违，故不能得随顺世间一切境界种种智故。
　　复次，分别生灭相者，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粗：与心相应故。二者、细：与心不相应故。
又粗中之粗，凡夫境界；粗中之细及细中之粗，菩萨境界；细中之细，是佛境界。
　　此二种生灭，依于无明熏习而有。所谓依因、依缘。依因者：不觉义故；依缘者：妄作境界义故
。若因灭，则缘灭。因灭故，不相应心灭；缘灭故，相应心灭。
　　问曰：「若心灭者，云何相续？若相续者，云何说究竟灭？」答曰：「所言灭者：唯心相灭，非
心体灭。如风依水而有动相，若水灭者，则风相断绝，无所依止；以水不灭，风相相续。唯风灭故，
动相随灭，非是水灭。无明亦尔，依心体而动，若心体灭，则众生断绝，无所依止；以体不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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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续。唯痴灭故，心相随灭，非心智灭。」
　　复次，有四种法熏习义故，染法、净法起、不断绝。云何为四？一者、净法：名为真如。二者、
一切染因：名为无明。三者、妄心：名为业识。四者、妄境界：所谓六尘。
　　熏习义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于香；若人以香而熏习故，则有香气。此亦如是，真如净法，实无
于染；但以无明而熏习故，则有染相。无明染法，实无净业；但以真如而熏习故，则有净用。
　　云何熏习起，染法不断？所谓以依真如法故，有于无明。以有无明染法因故，即熏习真如；以熏
习故，则有妄心。以有妄心，即熏习无明；不了真如法故，不觉念起，现妄境界。以有妄境界染法缘
故，即熏习妄心，令其念著，造种种业，受于一切身心等苦。
　　此妄境界熏习义，则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增长念熏习，二者、增长取熏习。
　　妄心熏习义，则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业识根本熏习：能受阿罗汉、辟支佛、一切菩萨生灭
苦故。二者、增长分别事识熏习：能受凡夫业系苦故。
　　无明熏习义，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根本熏习：以能成就业识义故；二者、所起见爱熏习：
以能成就分别事识义故。
　　云何熏习起，净法不断？所谓以有真如法故，能熏习无明；以熏习因缘力故，则令妄心厌生死苦
、乐求涅盘。以此妄心有厌求因缘故，即熏习真如；自信己性，知心妄动，无前境界，修远离法。以
如实知：无前境界故，种种方便，起随顺行，不取不念，乃至久远熏习力故，无明则灭。以无明灭故
，心无有起；以无起故，境界随灭。以因缘俱灭故，心相皆尽，名得涅盘，成自然业。
　　妄心熏习义，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分别事识熏习：依诸凡夫、二乘人等，厌生死苦；随力
所能，以渐趣向无上道故。二者、意熏习：谓诸菩萨发心勇猛，速趣涅盘故。
　　真如熏习义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自体相熏习，二者、用熏习。
　　自体相熏习者：从无始世来，具无漏法，备有不思议业，作境界之性。依此二义，恒常熏习，以
有力故，能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涅盘；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问曰：「若如是义者，一切
众生悉有真如，等皆熏习。云何有信、无信，无量前后差别？皆应一时自知：有真如法，勤修方便，
等入涅盘。」答曰：「真如本一，而有无量无边无明；从本已来，自性差别，厚薄不同，故过恒沙等
上烦恼，依无明起差别；我见爱染烦恼，依无明起差别。如是一切烦恼，依于无明所起，前后无量差
别，唯如来能知故。又诸佛法有因、有缘，因缘具足，乃得成办。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若无人知
，不假方便，能自烧木，无有是处。众生亦尔，虽有正因熏习之力，若不值遇诸佛、菩萨、善知识等
，以之为缘，能自断烦恼，入涅盘者，则无是处。若虽有外缘之力，而内净法未有熏习力者，亦不能
究竟厌生死苦、乐求涅盘。若因缘具足者：所谓自有熏习之力，又为诸佛、菩萨等，慈悲愿护故。能
起厌苦之心，信有涅盘，修习善根；以修善根成熟故，则值诸佛、菩萨示教利喜，乃能进趣向涅盘道
。」
　　用熏习者：即是众生外缘之力，如是外缘有无量义。略说二种。云何为二？一者、差别缘，二者
、平等缘。
　　差别缘者：此人依于诸佛、菩萨等，从初发意始求道时，乃至得佛，于中若见、若念，或为眷属
：父母、诸亲，或为给使，或为知友，或为怨家，或起四摄，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缘，以起大悲熏习
之力，能令众生增长善根，若见、若闻，得利益故。此缘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近缘：速得度故
；二者、远缘：久远得度故。是近、远二缘，分别复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增长行缘，二者、受
道缘。
　　平等缘者：一切诸佛、菩萨，皆愿度脱一切众生，自然熏习，恒常不舍。以同体智力故，随应见
闻而现作业。所谓众生依于三昧，乃得平等见诸佛故。
　　此体用熏习，分别复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未相应：谓凡夫、二乘、初发意菩萨等，以意、
意识熏习，依信力故，而能修行。未得无分别心，与体相应故；未得自在业修行，与用相应故。二者
、已相应：谓法身菩萨，得无分别心，与诸佛智用相应；唯依法力自然修行，熏习真如，灭无明故。
　　复次，染法从无始已来，熏习不断，乃至得佛，后则有断。净法熏习，则无有断，尽于未来。此
义云何？以真如法常熏习故，妄心则灭，法身显现，起用熏习，故无有断。
　　复次，真如自体相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际生、非后际灭，
毕竟常恒，从本已来，性自满足一切功德。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遍照法界义故、真实识知义
故、自性清净心义故、常乐我净义故、清凉不变自在义故；具足如是过于恒沙不离、不断、不异、不
思议佛法，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义故，名为如来藏，亦名如来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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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上说真如，其体平等，离一切相。云何复说，体有如是种种功德？」答曰：「虽实有此
诸功德义，而无差别之相，等同一味，唯一真如。此义云何？以无分别，离分别相，是故无二。复以
何义得说差别？以依业识生灭相示。此云何示？以一切法本来唯心，实无于念，而有妄心；不觉起念
，见诸境界，故说无明。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义故。若心起见，则有不见之相；心性离见，即
是遍照法界义故。若心有动，非真识知，无有自性，非常、非乐、非我、非净，热恼衰变，则不自在
，乃至具有过恒沙等妄染之义；对此义故，心性无动，则有过恒沙等诸净功德相义示现。若心有起，
更见前法可念者，则有所少；如是净法无量功德，即是一心，更无所念，是故满足，名为法身如来之
藏。」
　　复次，真如用者：所谓诸佛如来，本在因地，发大慈悲，修诸波罗蜜，摄化众生，立大誓愿：尽
欲度脱等众生界，亦不限劫数，尽于未来。以取一切众生如己身故，而亦不取众生相。此以何义？谓
如实知：一切众生及与己身，真如平等、无别异故。以有如是大方便智，除灭无明，见本法身，自然
而有不思议业种种之用，即与真如等，遍一切处。又亦无有用相可得，何以故？谓诸佛如来，唯是法
身智相之身。第一义谛，无有世谛境界，离于施作，但随众生见闻得益，故说为用。
　　此用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依分别事识：凡夫、二乘心所见者，名为应身。以不知转识现故
，见从外来，取色分齐，不能尽知故。二者、依于业识：谓诸菩萨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心所
见者，名为报身。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所住依果，亦有无量种种庄严，随所示现
，即无有边，不可穷尽，离分齐相。随其所应，常能住持，不毁不失。如是功德，皆因诸波罗蜜等无
漏行熏，及不思议熏之所成就，具足无量乐相，故说为报身。
　　又为凡夫所见者，是其粗色。随于六道，各见不同，种种异类，非受乐相，故说为应身。复次，
初发意菩萨等所见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见，知彼色相庄严等事，无来无去，离于分齐。唯依
心现，不离真如。然此菩萨，犹自分别，以未入法身位故。若得净心，所见微妙，其用转胜，乃至菩
萨地尽，见之究竟。若离业识，则无见相。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迭相见故。
　　问曰：「若诸佛法身离于色相者，云何能现色相？」答曰：「即此法身是色体故，能现于色。所
谓从本已来，色心不二；以色性即智故，色体无形，说名智身。以智性即色故，说名法身遍一切处。
所现之色，无有分齐，随心能示十方世界无量菩萨、无量报身、无量庄严，各各差别，皆无分齐，而
不相妨。此非心识分别能知，以真如自在用义故。
　　复次，显示从生灭门即入真如门：所谓推求五阴，色之与心，六尘境界，毕竟无念。以心无形相
，十方求之，终不可得。如人迷故，谓东为西，方实不转。众生亦尔，无明迷故，谓心为念，心实不
动。若能观察，知心无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故。
　　对治邪执者：一切邪执，皆依我见；若离于我，则无邪执。是我见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人
我见，二者、法我见。
　　人我见者，依诸凡夫，说有五种。云何为五？
　　一者、闻修多罗说：「如来法身，毕竟寂寞，犹如虚空。」以不知为破著故，即谓虚空是如来性
。云何对治？明虚空相是其妄法，体无不实；以对色故有，是可见相，令心生灭。以一切色法，本来
是心，实无外色。若无色者，则无虚空之相。所谓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离于妄动，则一切
境界灭，唯一真心，无所不遍。此谓如来广大性智究竟之义，非如虚空相故。
　　二者、闻修多罗说：「世间诸法，毕竟体空；乃至涅盘、真如之法，亦毕竟空。从本已来自空，
离一切相。」以不知为破著故，即谓真如、涅盘之性，唯是其空。云何对治？明真如法身自体不空，
具足无量性功德故。
　　三者、闻修多罗说：「如来之藏无有增减，体备一切功德之法。」以不解故，即谓如来之藏，有
色、心法自相差别。云何对治？以唯依真如义说故：因生灭染义，示现说差别故。
　　四者、闻修多罗说：「一切世间生死染法，皆依如来藏而有；一切诸法，不离真如。」以不解故
，谓如来藏自体，具有一切世间生死等法。云何对治？以如来藏从本已来，唯有过恒沙等诸净功德，
不离不断，不异真如义故。以过恒沙等烦恼染法，唯是妄有，性自本无；从无始世来，未曾与如来藏
相应故。若如来藏体有妄法，而使证会永息妄者，则无是处故。
　　五者、闻修多罗说：「依如来藏，故有生死；依如来藏，故得涅盘。」以不解故，谓众生有始。
以见始故，复谓如来所得涅盘，有其终尽，还作众生。云何对治？以如来藏无前际故，无明之相亦无
有始。若说三界外，更有众生始起者，即是外道经说。又如来藏无有后际，诸佛所得涅盘与之相应，
则无后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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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我见者：依二乘钝根故，如来但为说：人无我。以说不究竟，见有五阴生灭之法，怖畏生死，
妄取涅盘。云何对治？以五阴法自性不生，则无有灭，本来涅盘故。
　　复次，究竟离妄执者：当知：染法、净法皆悉相待，无有自相可说。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非
色非心，非智非识，非有非无，毕竟不可说相。而有言说者：当知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说引导众生
。其旨趣者，皆为离念，归于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灭，不入实智故。
　　分别发趣道相者：谓一切诸佛所证之道，一切菩萨发心修行趣向义故，略说发心有三种。云何为
三？一者、信成就发心，二者、解行发心，三者、证发心。
　　信成就发心者：依何等人，修何等行，得信成就，堪能发心？所谓依不定聚众生，有熏习善根力
故；信业果报，能起十善，厌生死苦，欲求无上菩提，得值诸佛，亲承供养，修行信心。经一万劫，
信心成就故，诸佛、菩萨教令发心；或以大悲故，能自发心；或因正法欲灭，以护法因缘，能自发心
。如是信心成就，得发心者，入正定聚，毕竟不退，名住如来种中，正因相应。
　　若有众生善根微少，久远以来，烦恼深厚，虽值于佛，亦得供养；然起人、天种子，或起二乘种
子。设有求大乘者，根则不定，若进、若退。或有供养诸佛，未经一万劫，于中遇缘，亦有发心。所
谓见佛色相，而发其心；或因供养众僧，而发其心；或因二乘之人教令发心；或学他发心。如是等发
心，悉皆不定；遇恶因缘，或便退失、堕二乘地。
　　复次，信成就发心者，发何等心？略说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
深心：乐集一切诸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
　　问曰：「上说法界一相，佛体无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复假求学诸善之行？」答曰：「譬如大摩
尼宝，体性明净，而有矿秽之垢。若人虽念宝性，不以方便种种磨治，终无得净。如是众生真如之法
体性空净，而有无量烦恼染垢。若人虽念真如，不以方便种种熏修，亦无得净。以垢无量，遍一切法
故；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归顺真如法故。
　　略说方便有四种。云何为四？一者、行根本方便：谓观一切法自性无生，离于妄见，不住生死；
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业果不失，起于大悲，修诸福德，摄化众生，不住涅盘。以随顺法性无住故。二
者、能止方便：谓惭愧悔过，能止一切恶法，不令增长。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三者、发起善根增长
方便：谓勤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以爱敬三宝淳厚心故，信得增长，乃能志求无
上之道。又因佛、法、僧力所护故，能消业障，善根不退。以随顺法性离痴障故。四者、大愿平等方
便：所谓发愿：尽于未来，化度一切众生，使无有余，皆令究竟无余涅盘。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法
性广大，遍一切众生，平等无二，不念彼此，究竟寂灭故。
　　菩萨发是心故，则得少分见于法身；以见法身故，随其愿力，能现八种利益众生。所谓从兜率天
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于涅盘。然是菩萨未名法身，以其过去无量世来，
有漏之业未能决断。随其所生，与微苦相应。亦非业系，以有大愿自在力故。
　　如修多罗中，或说有退堕恶趣者，非其实退，但为初学菩萨未入正位而懈怠者，恐怖令使勇猛故
。又是菩萨一发心后，远离怯弱，毕竟不畏堕二乘地。若闻：无量无边阿僧只劫勤苦难行，乃得涅盘
，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从本已来自涅盘故。
　　解行发心者：当知转胜。以是菩萨，从初正信已来，于第一阿僧只劫将欲满故，于真如法中，深
解现前，所修离相。以知：法性体无悭贪故，随顺修行檀波罗蜜；以知：法性无染，离五欲过故，随
顺修行尸波罗蜜；以知：法性无苦，离嗔恼故，随顺修行羼提波罗蜜；以知：法性无身心相，离懈怠
故，随顺修行毗梨耶波罗蜜；以知：法性常定，体无乱故，随顺修行禅波罗密；以知：法性体明，离
无明故，随顺修行般若波罗蜜。
　　证发心者：从净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证何境界？所谓真如。以依转识，说为境界；而此证者
无有境界，唯真如智，名为法身。是菩萨于一念顷，能至十方无余世界，供养诸佛，请转法轮。唯为
开导、利益众生，不依文字。或示超地速成正觉，以为怯弱众生故；或说我于无量阿僧只劫，当成佛
道，以为懈慢众生故。能示如是无数方便，不可思议。而实菩萨种性、根等，发心则等，所证亦等，
无有超过之法。以一切菩萨，皆经三阿僧只劫故；但随众生世界不同，所见所闻，根、欲、性异，故
示所行亦有差别。
　　又是菩萨发心相者，有三种心微细之相。云何为三？一者、真心：无分别故；二者、方便心：自
然遍行利益众生故；三者、业识心：微细起灭故。
　　又是菩萨功德成满，于色究竟处，示一切世间最高大身。谓以一念相应慧，无明顿尽，名一切种
智；自然而有不思议业，能现十方，利益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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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曰：「虚空无边故，世界无边；世界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心行差别亦复无边。如
是境界，不可分齐，难知难解。若无明断，无有心想，云何能了，名一切种智？」答曰：「一切境界
本来一心，离于想念。以众生妄见境界，故心有分齐；以妄起想念，不称法性，故不能决了。诸佛如
来离于见想，无所不遍，心真实故，即是诸法之性；自体显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无量方便，随诸
众生所应得解，皆能开示种种法义，是故，得名一切种智。」
　　又问曰：「若诸佛有自然业，能现一切处，利益众生者；一切众生若见其身、若睹神变、若闻其
说，无不得利。云何世间多不能见？」答曰：「诸佛如来法身平等，遍一切处，无有作意，故说自然
；但依众生心现。众生心者，犹如于镜。镜若有垢，色像不现；如是，众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现故。
」
　　已说解释分。次说修行信心分。
　　是中，依未入正定众生，故说修行信心。何等信心？云何修行？略说信心有四种。云何为四？一
者、信根本：所谓乐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无量功德：常念亲近、供养、恭敬，发起善根，愿求
一切智故；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诸波罗蜜故；四者、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乐亲
近诸菩萨众，求学如实行故。
　　修行有五门，能成此信。云何为五？一者、施门；二者、戒门；三者、忍门；四者、进门；五者
、止观门。
　　云何修行施门？若见一切来求索者，所有财物随力施与，以自舍悭贪，令彼欢喜。若见厄难恐怖
危逼，随己堪任，施与无畏。若有众生来求法者，随己能解，方便为说。不应贪求名利、恭敬，唯念
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
　　云何修行戒门？所谓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远离贪嫉、欺诈、
谄曲、嗔恚、邪见。若出家者，为折伏烦恼故，亦应远离愦闹，常处寂静，修习少欲、知足、头陀等
行；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惭愧改悔，不得轻于如来所制禁戒；当护讥嫌，不令众生妄起过罪故。
　　云何修行忍门？所谓应忍他人之恼，心不怀报。亦当忍于利、衰、毁、誉、称、讥、苦、乐等法
故。
　　云何修行进门？所谓于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坚强，远离怯弱。当念过去久远已来，虚受一切
身心大苦，无有利益，是故，应勤修诸功德，自利、利他，速离众苦。复次，若人虽修行信心，以从
先世以来，多有重罪恶业障故，为魔、邪诸鬼之所恼乱，或为世间事务种种牵缠，或为病苦所恼；有
如是等众多障碍，是故，应当勇猛精勤，昼夜六时礼拜诸佛，诚心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菩提，常
不休废。得免诸障，善根增长故。
　　云何修行止观门？所言止者：谓止一切境界相，随顺奢摩他观义故。所言观者：谓分别因缘生灭
相，随顺毗钵舍那观义故。云何随顺？以此二义渐渐修习，不相舍离，双现前故。
　　若修止者：住于静处，端坐正意。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
不依见、闻、觉、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
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后以心除心。心若驰散，即当摄来，住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
境界。既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若从坐起，去来、进止，有所施作，于一切时，常念方便，
随顺观察。
　　久习纯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渐渐猛利，随顺得入真如三昧。深伏烦恼，信心增长，速成不
退。唯除疑惑、不信、诽谤、重罪、业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
　　复次，依如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谓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当
知：真如是三昧根本；若人修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
　　或有众生，无善根力，则为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乱。若于坐中，现形恐怖，或现端正男女等
相；当念唯心，境界则灭，终不为恼。或现天像、菩萨像，亦作如来像，相好具足。或说陀罗尼，或
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或说平等、空、无相、无愿，无怨无亲，无因无果，毕竟
空寂，是真涅盘。或令人知宿命过去之事，亦知未来之事，得他心智，辩才无碍，能令众生，贪著世
间名利之事。又令使人数嗔、数喜，性无常准。或多慈爱，多睡多病，其心懈怠。或卒起精进，后便
休废，生于不信，多疑多虑。或舍本胜行，更修杂业。若著世事种种牵缠，亦能使人得诸三昧少分相
似，皆是外道所得，非真三昧。或复令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日，住于定中，得自然
香美饮食，身心适悦，不饥不渴，使人爱著。或亦令人食无分齐，乍多乍少，颜色变异。以是义故，
行者常应智慧观察，勿令此心堕于邪网。当勤正念，不取不著，则能远离是诸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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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知：外道所有三昧，皆不离见、爱、我慢之心，贪著世间名利、恭敬故。真如三昧者：不住见
相、不住得相，乃至出定亦无懈慢，所有烦恼，渐渐微薄。若诸凡夫不习此三昧法，得入如来种性，
无有是处。以修世间诸禅、三昧，多起味著，依于我见，系属三界，与外道共。若离善知识所护，则
起外道见故。
　　复次，精勤专心修学此三昧者，现世当得十种利益。云何为十？一者、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
护念；二者、不为诸魔、恶鬼所能恐怖；三者、不为九十五种外道、鬼神之所惑乱；四者、远离诽谤
甚深之法，重罪业障渐渐微薄；五者、灭一切疑、诸恶觉观；六者、于如来境界，信得增长；七者、
远离忧悔，于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舍于憍慢，不为他人所恼；九者、虽未得定，于
一切时、一切境界处，则能减损烦恼，不乐世间；十者、若得三昧，不为外缘一切音声之所惊动。
　　复次，若人唯修于止，则心沉没。或起懈怠，不乐众善，远离大悲，是故修观。
　　修习观者：当观：一切世间有为之法，无得久停，须臾变坏。一切心行，念念生灭，以是故苦。
应观：过去所念诸法，恍惚如梦；应观：现在所念诸法，犹如电光；应观：未来所念诸法，犹如于云
，忽尔而起。应观：世间一切有身，悉皆不净，种种秽污，无一可乐。
　　如是，当念：一切众生，从无始世来，皆因无明所熏习故，令心生灭，已受一切身心大苦，现在
即有无量逼迫，未来所苦亦无分齐，难舍难离，而不觉知；众生如是，甚为可愍。作此思惟，即应勇
猛，立大誓愿，愿令我心，离分别故，遍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
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盘第一义乐。以起如是愿故，于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己堪能，不舍
修学，心无懈怠。
　　唯除坐时，专念于止；若余一切，悉当观察：应作、不应作。
　　若行、若住、若卧、若起，皆应止观俱行。所谓虽念：诸法自性不生，而复即念：因缘和合，善
恶之业，苦乐等报，不失不坏。虽念：因缘善恶业报，而亦即念：性不可得。
　　若修止者，对治凡夫住著世间，能舍二乘怯弱之见。若修观者，对治二乘不起大悲狭劣心过，远
离凡夫，不修善根。以此义故，是止观二门，共相助成，不相舍离。若止观不具，则无能入菩提之道
。
　　复次，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于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诸佛，亲承供养
。惧谓信心难可成就，意欲退者；当知：如来有胜方便，摄护信心。谓以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
方佛土，常见于佛，永离恶道。如修多罗说：「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
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故，终无有退。若观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习，毕竟得生，住正定
故。」
　　已说修行信心分，次说劝修利益分。
　　如是，摩诃衍诸佛秘藏，我已总说，若有众生，欲于如来甚深境界，得生正信，远离诽谤，入大
乘道；当持此论，思量、修习，究竟能至无上之道。
　　若人闻是法已，不生怯弱，当知：此人定绍佛种，必为诸佛之所授记。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
世界满中众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于一食顷，正思此法，过前功德，不可为喻。复次，若人受持
此论，观察、修行，若一日一夜，所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得说。假令十方一切诸佛，各于无量无
边阿僧只劫，叹其功德，亦不能尽。何以故？谓法性功德无有尽故；此人功德，亦复如是，无有边际
。
　　其有众生，于此论中，毁谤不信，所获罪报，经无量劫，受大苦恼。是故，众生但应仰信，不应
诽谤。以深自害，亦害他人；断绝一切三宝之种。以一切如来，皆依此法，得涅盘故；一切菩萨，因
之修行，入佛智故。
　　当知：过去菩萨，已依此法，得成净信；现在菩萨，今依此法，得成净信；未来菩萨，当依此法
，得成净信；是故，众生应勤修学。
　　诸佛甚深广大义，我今随顺总持说，
　　回此功德如法性，普利一切众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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