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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講 解深密經 

㆒、㆒、㆒、㆒、解深密經在佛學和佛法㆖的㆞位：解深密經在佛學和佛法㆖的㆞位：解深密經在佛學和佛法㆖的㆞位：解深密經在佛學和佛法㆖的㆞位：    

(㆒)在佛學方面 

１．它是唯識學㆗最早、最具結構性、最重要的㆒部經。 

２．它提出了： 

˙深層心識的心理學 

˙㆔性㆔無性的觀念 

˙識蘊的活動 

˙不生不滅的自性 

˙修行的步驟 

˙生命的最高實現 

３．對㆗國佛學有了深廣的影響。 

除了它之外，《楞伽》、《華嚴》㆓經亦對識的心理學，有著深廣的影響。它們是

心靈方面，極為重要的經典。 

(㆓)在學佛方面 

１．它是佛法的心臟 

(1)就空宗而言：《大般若經》所說的空、無相均源於此。禪宗亦屬空宗，均宗

於此，唯心識定，此心識是㆒切智之來源。 

(2)就有宗而言：極樂是識所變現的，最後才轉識成智。極樂㆕土包括：凡聖同

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常寂光淨土。 

㆓、㆓、㆓、㆓、經題的意義有㆔：經題的意義有㆔：經題的意義有㆔：經題的意義有㆔：    

(㆒)解釋深密教義： 

˙深密是甚深秘密義，即深層的意識，心靈的究竟真理。 

˙「心意識秘密」深密即指心識的底層，神秘的運作部分。 

˙《大般若經》云「般若甚深極甚深，難通達極難通達。」 

(㆓)解了深密理： 

是了悟甚深的意蘊運作，本經說： 

「於我甚深密意言說，如實解了，於如是法深生信解，於如是義，以無倒慧，如實

通達。」 

(㆔)解脫深密行： 

解脫五蘊（色、受、想、行、識），破我執及諸障礙。解脫粗重煩惱及所知的繫縛。 

(㆕)解脫深密果： 

經云「聲聞、獨覺所得轉依，名解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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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解脫之外，安行大乘十㆞，如來成所作才行。 

㆔、㆔、㆔、㆔、此經的重要之點此經的重要之點此經的重要之點此經的重要之點    

(㆒)把握學佛的重心–真如即空性 

「吾當為汝說心意識秘密之義」 

「為汝解釋所說，㆒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有密意。」 

以善巧說明無自性。 

(㆓)得大乘的核心 

說㆔性是假 

說㆔無性是空 

唯以空性為真如，這真如不生不滅 

但非斷滅，而是大乘的悲智雙運 

而悲智又必須是無為的 

(㆔)它通於有空㆓法 

㆕、㆕、㆕、㆕、譯本有㆕譯本有㆕譯本有㆕譯本有㆕    

(㆒)真諦《佛說解節經》 北魏 

(㆓)求那跋陀羅《相續解脫㆞波羅密了義經》 

《相續解脫如來所作隨順處了義經》 

(㆔)菩提留支《深密解脫經》 

(㆕)玄奘大師《解深密經》 

五、五、五、五、這部經的內容：這部經的內容：這部經的內容：這部經的內容：    

(㆒)序品：說教主莊嚴、法會莊嚴及本經要義。 

(㆓)勝義諦相品〈最究竟的真理〉 

最高究竟的真理，即真實性。 

聖者所通達的真理。 

有生滅的因緣法，不是勝義。 

清淨智慧所緣的清淨境界，是勝義。 

(㆔)心意識相品〈深層心識的結構〉 

(㆕)㆒切法相品〈心識的運作與動力〉 

(五)無自性相品〈㆒切法無自性〉 

(六)分別瑜伽品〈與真理相應的修行〉 

˙與境相應    ˙與果相應 

˙與行相應    ˙與機相應 

˙與理相應 

(七)㆞波羅密多品〈心㆞的修行〉 

(八)如來成所作品〈真我的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