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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乘百法明门论》简称《百法》，是世亲菩萨在世间的森罗万法中取出一百种法，以唯识观点分成
五类，认为这一百种法是万法的总纲，所以又称为“五位百法”。
我个人认为，《百法》是大乘法相的精髓，加上一些唯识见解的著作。
其实本论中只有两种法是唯识宗的法相，那就是“阿赖耶识”和“末那识”;在佛学思想上，五位中的
“所现影故”是唯识思想;除此之外，其余的法皆出现在各大小乘部派的法相里，只是大乘的五位分类
比小乘部派的分类来得正确。
    《百法》比《俱舍论》多二十五种法，然而并不见得圆满，以“善”心所来说，“四无量心”是很
重要的心所，“喜”可归入“受”心所，“慈”和“悲”不属于“受”，应当与“舍”心所同类，但
是本论只列出舍心，没有慈心和悲心。
再来看“烦恼”，佛经处处说众生“忧悲苦恼”，而本论中的“小随烦恼”却只见“恼”，不见“忧
悲”。
    《百法》虽然有不完善之处，但是它还是非常可取的，如佛法所说:人的心念繁杂难知。
大乘佛教将它划分为八大“心王”，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其
他随着心王而生起的心念，皆称为“心所有法”，简称“心所”。
本论中重要的心所有五十一种，若以善恶来分，“烦恼”与“随烦恼”这二十六种心所是恶的;十一种
是善心所;四种“不定”心所是善恶不定;“遍行”和“别境”这十种心所是没有善恶的。
修道者应当知道如何断除所有的恶心所，保持善心所，将不定心所转化为善性，使善心所一直生起;同
时，觉知“遍行”、“别境”心所，只有这样才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其他心念。
    由于人的心念生灭神速，所以有些心所必须有相当的定力才能觉察到，不过先知道这些心王与心所
，对于静坐会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学佛法应以修心为主，修持戒、定、慧皆为了明心见性，能把握自心者，就能把握生死。
所以这五十一种心所法是学佛者不可不知的法。
我个人认为，不论学习大乘佛教的哪一宗，都应深入了解《百法》，因为它是大乘佛学的“基本法相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乘百法明门论讲记>>

书籍目录

序言大乘百法明门论绪引《百法》简介  一、作者  二、释论题第一章  总释  一、万法可分五类  二、分
五类的缘由第二章  心法  一、略说心、意、识  二、第六意识  三、前五识  四、前六识了别后，意识才
分别  五、第六意识活动有二类  六、五俱意识的境  七、现量的了别与比量的分别  八、第七末那识  九
、第八阿赖耶识  十、心王总结第三章  心所有法  一、遍行位  二、别境位  三、善位  四、烦恼位（根
本烦恼）  五、随烦恼位  六、不定位  七、心所总结第四章  色法  —、五根  二、五尘  三、法处所摄色  
四、色法总结第五章  心不相应行法第六章  无为法第七章  无我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乘百法明门论讲记>>

章节摘录

　　《百法》简介　　二、释论题　　在未讲论文之前，先解说本论的题目名称。
　　本论题名为《大乘百法明门论》。
因众生的智慧、根机及烦恼都有所不同，因此佛陀说法并非对所有的人都阐明相同的佛法，而是应机
缘对不同的众生，开演不同的佛法，甚至以不同的方法表达同样的一个教理，以教化不同的人。
佛陀在经中常自称为大医王，专门医治众生的烦恼。
不同的烦恼，得用不同的方法医治，因此佛陀就开示了不同的佛法和修行法门。
佛的教化充满　　了灵活的性质和多姿多彩的风格。
　　本论题名中“大乘”：“乘”，是指运载的意思，如乘车、乘船等。
佛教把佛法比喻为船，我们乘坐佛法的船能够渡过生死大海，到达没有生死的彼岸——涅槃。
船有“大”、“小”之别，小船只能自己乘坐，大船则能运载很多人。
所以凡是教导自度的佛法，称为小乘法；开示广度众生的佛法，则称为大乘法。
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有些人只求个人的解脱，如此发心称为小乘行者；有些人则想要广度众生，如
此发心称为大乘行者，因此佛教的派别就分成“大乘”和“小乘”。
　　只想求自己今生解脱，不想广度众生，以得阿罗汉果为目的而发心去修学，就是发小乘心。
这类修行者的发心小，认为成佛的道路遥远，时间漫长，所以急于学习解脱的方法，以解脱生死，证
悟阿罗汉果。
阿罗汉没有烦恼，此生圆寂后，不来生死，不再来世间继续度化众生，因此称之为小乘行者。
　　凡是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自利利他，以证佛果为究竟目的，就是发大乘心。
即有一些修行者，不只求自己解脱，还要使他人解脱，他们在成佛之前深入世间，与广大群众生活在
一起，一边度化有缘者，一边修行，最终解脱生死，觉悟成佛，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称之为大乘行者
　　或菩萨行者。
　　小乘圣者又可分两种类：一是声闻，二是缘觉。
　　声闻乘是闻佛之声教而修行觉悟的圣人。
声闻修行者，依据佛陀所教导的道理、教法修行，最终解脱生死，称之为阿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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