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弘誓學院112學年度
研究部 課程簡介

課   程
名   稱

攝⼤乘論、成唯識論
科   ⽬
編   號

B5、B6 學分數 3

課   程
內   容

研讀《攝⼤乘論》、《成唯識論》原典，了解唯識思想之發展，及⼆論相關的唯
識重要議題研討。

教   師 圓貌法師

教    學
⽬    標

1. 透過研讀論典，了解唯識思想之淵源與發展過程。 
2. 認識唯識學派的重要學理、⽌觀理論與修⾏次第。 
3. 學習課堂摘要報告及對論題的問題意識與探討研究。

課    程

概    要

1. 唯識思想簡史及⼆論之傳譯⽂獻與內容架構概論。 
2. 《攝⼤乘論》所知依、所知相、入所知相分研讀。 
3. 《成唯識論》論破我執法執、論第八識、第七識、論前六識、論⼀切唯識、論
修⾏證果選讀。

4. 綜合性議題研討：⼼意識說、三性與三無性、唯識觀、唯識⾏果、新舊譯唯識
問題、有相唯識與無相唯識等。

必    備

教    材

1. 《攝⼤乘論本》，無著造，玄奘譯，⼤正藏第三⼗⼀冊。 
2. 《攝⼤乘論釋》，世親造，玄奘譯，⼤正藏第三⼗⼀冊。 
3. 《攝⼤乘論釋》，世親造，真諦譯，⼤正藏第三⼗⼀冊。 
4. 印順法師，《攝⼤乘論講記》，1991，⼗三版，台北：正聞。 
5. 《唯識三⼗論頌》，世親造，玄奘譯，⼤正藏第三⼗⼀冊。 
6. 《轉識論》，世親造，真諦譯，⼤正藏第三⼗⼀冊。 
7. 《成唯識論》，護法等薩造，玄奘譯，⼤正藏第三⼗⼀冊。 
8. 《成唯識論述記》，窺基撰，⼤正藏第四⼗三冊。 
9. 《成唯識論》藏要本，1929，南京：⽀那內學院校刊。

參    考

書    ⽬

1. 宇井伯壽，《攝⼤乘論研究》，1935，⽇本東京都：岩波書局。 
2. 上⽥義⽂，《攝⼤乘論講讀》，1981，東京：春秋社。 
3. 安慧造，徐梵澄譯《安慧「三⼗唯識」疏釋》，1990，北京：中國佛教⽂化研究所。 
4. 安慧造，霍韜晦譯註《安慧「三⼗唯識釋」原典譯註》，1980，⼀版，⾹港：中⽂⼤
學。 

5. 安慧造，韓鏡清藏譯為漢《唯識三⼗論》，《⽢露》26期，1998，安徽：九華山佛學
院。 

6. 演培法師，《成唯識論講記》，1991，臺北：天華。 
7. 韓鏡清，《成唯識論疏翼》，2002，⾼雄：彌勒講堂。 
8. 印順法師，《唯識學探源》，2000，新版⼀刷，台北：正聞。 
9. 釋昭慧，《初期唯識思想：瑜伽⾏派形成之脈絡》，2001，台北：法界出版社。 
10. ⾼崎直道著，李世傑譯《唯識思想》，《世界佛教名譯叢》第67冊，1985，台北：華
宇。 



暑    假 
預習進度 《攝⼤乘論講記》第⼆章所知依、第三章所知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