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奘在印度摩揭陀國那爛陀寺時，「依」止一

位名叫「戒賢」的「大論師」，「親」為玄奘

大師「傳授」《瑜伽師地論》。第一遍講了十

五個月，「歷」時「年」有餘。

依戒賢，大論師，親傳授，歷年時。



•奘師在貞觀三年赴印度取經，在印度那爛陀寺學

習《瑜伽師地論》等經論。後在唐貞觀十九年，

「歸」到「長安」。奘師將所學傳給「窺基」大

師，其深通「因明」學(邏輯學)，以宗(所立之義)、

因(成宗的理由)、喻(助成宗之譬喻)之「三支」立

比量，解因明的學人，尚無人能勝過他。

歸長安，傳窺基，通因明，善三支



•窺基法師建議玄奘大師揉合十家論師之長，作

《成唯識論》。由於釋文深奧、難懂，所以又作

一部《成唯識論疏記》，來解釋釋文；

•主要在破小乘佛教和外道教(即「破他」，因小乘

教有時毀謗大乘佛教不是佛說的)；「伸正義」就

是「自立」，因為邪說破了，「正義」自然伸展。

《成唯識》，作《疏記》，
破邪宗，伸正義。



•《成唯識論》是根據現量(由無分別智直按

照了諸法的自體，一點錯誤都沒有；直覺)、

比量(係推理、比較、對照等認識出來的心

理作用；推理)、聖教量(世尊、聖者的言

教)的「三量」而來，而論其「究竟」，還

是「依」於世尊的「聖教量」。

有現量，有比量，究竟依，聖教量。



• 唯識宗把宇宙萬法分為三種性質，即遍計所執性(妄有)、

依他起性(假有)、圓成實性(實有)。

• 普遍計度一切法，然後顛倒迷執，或普遍地計較、執著

人我、法我，名「遍計」所「執」性；萬法皆無自性，

不能單獨生起，須靠眾緣俱備，然後乃生，名「依他」

起「性」；只要我們遠離「遍計」所執性和「依他」起

性的兩種執著，就可以證到「圓成」實性。

遍計執，依他性，二者離，圓成證。



•由於創立此宗的玄奘大師及傳承此宗

的窺基大師，他們師弟二人都是駐錫

在大慈恩寺，因寺名而為宗名，所以

成為慈恩宗；

•法相宗雖處處廣「談」法「相」(事為

手段)，實際其目的仍是以「顯」示法

性「真」理為依歸。

此一宗，號慈恩，先談相，後顯真。

大慈恩寺院內建有大雁塔(保存
佛經佛像) (瘞雁建塔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