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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道之三所知 

  道谓能通之义，此指佛教和古印度其它宗教的教理及宗教实践。诸善是往生善趣之因，是为

内外道之共同道；声闻、独觉之道能出世间，是小乘不共之道；大乘之道能证无上菩提之佛果，

叫做趋向佛境之道。 

  9.无为法 

  无为法即不依借因缘，不生不灭，无变无化的事物，此指现象世界的本体真如，其别名有清

净心、如来藏、无分别智、自然智、法性，等等。它是佛智的行境，众生要经过长期修持，凭借

神秘的内省式直觉方能证悟。觉囊派论师说，为了教导有情，启迪其信心，可权且描述清净心的

体相：①任运天成，无变化和生灭；②光明、清净、安乐，不染客尘；③其状离言绝戏，非名言

可表述；④遍布情器世间，是世间和出世间的本原；⑤具有伟大智慧，直接见照本体真如，间接

了别现象世界，⑥显示报身和化身，讲经说法，解脱苦难众生，⑦从轮回至成佛作圣的过程中，

在凡、在佛无优劣、先后之分；⑧在轮回基位阶段，它虽深藏在烦恼外壳中，却不被烦恼改变。

由此看来，觉囊派所谓清净心是一种具有佛教智慧和功德的精神本体。 

  觉囊派认为清净心受客尘烦恼染污就变为阿赖耶识，清净心属胜义谛，阿赖耶识归世俗谛统

摄，二者严格区分。但是，人们通过宗教实践，使阿赖耶识含藏的阿赖耶智增强、显现；另一方

面，消除迷妄，使烦恼的有漏种子削弱和消失，当杂染的有漏种子完全断灭，阿赖耶智充分显现

之时，作为清净心同无明的混血儿之阿赖耶识便不存在了。这时候就转识成智，涅槃或证得佛果

了。然而，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清净心是无为法，阿赖耶识是有为法，二者怎么

可以沟通呢？ 

  综上所述，觉囊派的二十五所知是一个包容多种派别思想的庞杂的体系，它以瑜珈行派的教

义为主体，既受数论派的启迪（古印度数论派早就提出一切事物不出二十五所知，即自性、大、

我慢、五唯、五大、十一根和神我），又囊括了印度佛教中小乘和大乘中观宗的见解。 

  也许由于长期处于边僻一偶和拘泥于经籍等原因，觉囊派论师对二十五所知的陈述，就整体



 

而言，体例混乱，大类小类等量齐观，有的类别之间缺乏严格界限，大有勉强拼凑二十五类之

嫌。这些现象说明觉囊派在理论组织上松散，不成熟。 

  二十五所知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它不是引导人们去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是引

导人们去追求子虚乌有的本体真如，打破所谓迷界进入悟界。由迷入悟，认识活动有哪些变化？

是怎样开展的？为此，觉囊派提出了五法三性之说来作答。 

  所谓五法指因、名、分别、真如和正智。 

  1.因，又称因相，他空见的著作中有时称作“相”。这是指形成认识活动的根据。觉囊派认

为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的习气醒悟后，变现为有相状的影像，被贪著相状的分别心感知，认识活动

才赖以运行，也就是说，因是思维生起时内心现起的外境形象。 

  2.名，指分别心所现自境的名言共相，即名号的影像，例如感觉瓶的分别心把感觉的对象取

名为瓶。 

  3.分别，指识取所缘性相的心识和心所。 

  4.真如，能见色等五蕴自性皆空的清净法界智，即无所不在、恒常不变、安乐、光明的本原

清净心。 

 

  5.正智，别称道智，是通过修行而获得的一种神秘智慧，它直觉地见照真如和生死、涅槃之

因果理论之四圣谛。 

  以上五法中因系所诠，名是能诠，二者皆由凡夫有漏心（受到烦恼杂染的心识）变现的所变

境，分别心是思量了别所变二相的能变心，三者系有漏心之能变和所变；真如是正智的对境，真

如由正智证得，二者属悟界认识活动的主客体。 

  三性是指由凡入圣过程中认识活动经历的三个阶段： 

  1.遍计所执性，意为普遍假立的自性。意识及其心所的分别心把名言所表示的影像虚构为真

实的外境，从而相信外界事物是实在的。其实，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现象世界都是虚幻的，它

们的自性是由分别心假立的。觉囊派认为这种认识是颠倒的迷妄。 

  2.依他起性。所谓的“他”，指阿赖耶识蕴藏的各种习气。遍计所执性不能凭空而起，必有

依托，阿赖耶识中随眠的种子恢复活力，显现成为现在的活动，分别心就以幻为真，感觉外境为

实在的思绪就不可阻挡地出现，故眼、耳等五识感受的外境诸法的自性是因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现

行活动才有的。 

  3.圆成实性，意为全面圆满的自性。人们在认识上消除遍计所执性后，在理解依他起性的基

础上，逐渐加深对现象世界的本体即实相的认识，在修持上清除客尘烦恼，让本原清净心如实显

现出来，达到主客二体融合为一的究竟圆满境界，当然这只有所谓的圣者通过神秘的直觉才能达

到。 

  五法与三性之间是一一相对应的关系。因和名。相当于遍计所执性；分别，相当于依他起

性；正智和真如，相当于圆成实性。觉囊派认为，把五法三性统一起来，对宇宙人生的有无、真

假问题，就能由错误的认识到相对正确的认识，再到绝对正确的认识。一旦全面地把握了这种认

识观，就从苦的现实世界中解脱出来，进入“常、乐、我净”的佛境。他们把人的认识看成是一



 

个由浅入深，由相对到绝对的辩证发展过程的思想是合理的。但却把人们对感性的物质世界的认

识看成是一种认识上的迷妄，把对真理认识看成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是

对精神本体佛性的神秘直觉。在他们看来，认识的目的不在于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而是为了逃

避现实生活，成佛作圣。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 

  觉囊派所依据的经典仿照数论派外道以二十五所知分析、归纳一切事物，用类似数论派的精

神实体神我和物质本原的自性之本原心的染净解释假有和实有，反映了古印度晚期宗教上佛梵合

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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