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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唯心與唯名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33 

~ 

P.138  

無 1.唯心 

1.1本體論的心– 清淨心與真妄和合 

    心 

1.2現象論的心– 認識心與修道心 

 

1. 唯心 

1.1本體論的心 – 清淨心與真妄和合心 

  1.1.1清淨心 – 絕對的圓滿，萬法的根本 

     1.1.1.1 純淨心中示現一切法，法本無淨穢，故心亦常清淨 

       1.1.1.1.1如《華嚴經》所說： 

                 「心中無彩畫，彩畫中無心，然不離於心，有彩畫可得」 

                 「彼心恆不住，無量難思議，示現一切色，各各不相知」 

     1.1.1.2現實世界有淨有染，與清淨心無關，那是由於眾生的妄想、執著所致。 

     1.1.1.3眾生因迷於生死，但未離開清淨的佛心，眾生心中雖有虛妄，佛心中則恆是

一片真實。  

1.1.2真妄和合心 – 如來藏思想 

   1.1.2.1《大乘起信論》所說： 

     1.1.2.1.1如來藏隨淨緣為清淨真如心，隨染緣則成生死的第八阿賴耶識，由此而 

形成了真妄和合的心 

           1.1.2.1.2由真如心而開出不生滅與生滅的二門 

   1.1.2.2《勝縵經》：清淨的真如心，有空如來藏與不空如來藏如 

1.1.2.3《楞伽經》：「寂滅名為一心，一心名為如來藏」– 此處並無真妄之分 

1.1.2.4其他闡述如來藏的經典：《大般涅槃經》、《大法鼓經》、《如來藏經》、《楞伽 

        經》、《無上依經》、《不增不減經》、《大乘密嚴經》，以及《寶性論》、《佛性 

         論》等。 

1.1.3 佛法不講生死之初的情況 

   1.1.3.1只講因無始無明而有生滅，而此生滅的本身，本是不生滅的清淨心，姑且稱 

之為「心」。 

  1.1.3.2無明是無始的，但卻是有終的，無明的終點，並不等於把無明從清淨心中割 

除掉，乃是從無明得到大解脫，不受無明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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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現象論的心 – 認識心與修道心 

     1.2.1認識心 

       1.2.1.1 小乘觀點：名心、意、識 

          1.2.1.1.1三名所指是同樣的東西，即是認知及辨別的心理現象 

        1.2.1.2大乘觀點：是指唯一的根本識 

          1.2.1.2.1或名為阿賴耶識的種子生現行 

          1.2.1.2.2阿賴耶識：是儲藏一切染淨種子的倉庫，是第六認識心的本體，是萬有 

所成，也能變現萬有。 

      1.2.2 修道心 

       1.2.2.1經論中常說修道心的重要性，如： 

          1.2.2.1.1《阿彌陀經》中的念佛至「一心不亂」 

1.2.2.1.2《法華經》的「一心稱名」 

1.2.2.1.3天親《往生論》中的「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 

1.2.2.1.4善導大師《觀經疏》中的「一心專念彌陀名號」 

        1.2.2.2修道心的功用，從修習戒、定、慧而產生 

          1.2.2.2.1小乘人的持戒，重於身體的威儀清淨 

          1.2.2.2.2大乘的菩薩持戒，重於心地的染淨差別 

          1.2.2.2.3戒能安身，定能安心，慧能從心起用。 

        1.2.2.3修道心的三種形態： 

1.2.2.2.1散心，雖行於散善，而猶能夠隨分攝心 

1.2.2.2.2定心，內與三昧相應，外息一切緣慮妄想 

1.2.2.2.3慧心，修定而得的智慧功能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38 

~ 

P.143  

無 2.唯名 
2.1認識心的名 

2.2修道心的名 

 

2.唯名 

  2.1認識心的名 

    2.1.1名是心法： 

       2.1.1.1是思想、想像、想念等的心理活動，如《俱舍論》：「名為作想」  

       2.1.1.2名是眾生的正報，是精神世界，色是眾生的依報，是物質世界。 

         2.1.1.2.1十二因緣中的「名色」，是指五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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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2名是指「受想行識」的四蘊，色是色蘊。 

2.1.1.3五蘊法講眾生身心的全體，名既是心法，故稱唯名，實際即是另一類型的唯 

心論。 

    2.1.2名是有漏有為心所變境：凡是心識，都是有漏、有為的 

2.1.2.1小乘止於第六意識 

2.1.2.2大乘講心意識，開出第八阿賴耶識或阿陀那識，由第八識變現的一切法，稱

為唯識所變現境界，即是眾生的依報。 

2.1.2.3名是詮釋八識所現的事事物物；分別識是名的能詮，名是分別識的所詮，而

實為一體。 

    2.1.3名是妄想心：心本不存在，由於妄心或煩惱心的結合，才有心的存在

感，所以給它標上了名字。 

  2.2修道心的名 

    2.2.1從修道的立場看「名」，它既是煩惱法，也是除煩惱法。 

    2.2.2名是煩惱法：既由妄想心所產生，定是煩惱的有漏有為法，修道的目 

                      的，即是要轉變煩惱心而成菩提心。 

    2.2.3名是除煩惱法：我們既能從因緣論的觀點破除執著，也可從因緣論的  

                        觀點破除名相。 

     2.2.4修行最終在去妄求真 

      2.2.4.1唯心系的思想，重視心的本源及其結果 

       2.2.4.2唯名系的思想，則著重於現前這個妄心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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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本體論的心指哪兩種？請說明？ 

2.何謂現象論的心？ 

3.請說明認識心的名？ 

4.請說明修道心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