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類方法怎樣？第一、就它的價值來講，分為甚麼？「有漏種子」、

「無漏種子」；「漏」就是「煩惱」的別名。與「煩惱」相給合而無力量消滅

「煩惱」的，這一類種子就叫做「有漏種子」。有力量消滅「煩惱」的、不與

「煩惱」並存的，這類「種子」就叫做「無漏種子」。如果有「有漏」，如果

「有漏種子」令我們「輪迴三有」，「無漏種子」就能夠令我們超凡入聖，兩

類「種子」。

第二種分類，就分做甚麼？再講一下，「有漏種子」又分三類：第一類、

「有漏」的「善種子」。記住，「無漏種子」就一定是「善」，「有漏種子」

之中有些是「善」，就叫做「有漏善」。即雖「善」而與「煩惱」相結合的。

例如：你念佛，想生「極樂世界」，你說：貪那裏「過癮」，如果你這樣想，

雖然都是「善」，是嗎？但是「有漏」，有個「貪」起了。又例如你捐一億元

出來建立一間安老院，或者辦一間醫院，很「善」了，但我的目的就是政府、

英女王送一個爵士給我，所以我才捐的。你就雖「善」而與「煩惱」相結合，

就都是叫做「有漏善」了，如此類推。

「有漏種子」之中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惡」的，就不用說了，不

「善」的、「惡」的，有些是「無記」的，既不是「善」，亦不是「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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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記」的「種子」又分兩類，一類是「有覆無記」，「覆」者，障礙。它會

障礙我們的「無漏法」，令它不能生起的，雖然本身不是「善」；不是

「惡」，但它是有「障礙性」的，叫做「有覆無記」。

第二種就是「無覆無記」，它本身「無記」，但它亦不會障礙那些「無

漏」、「無漏法」的現起的，叫做「無覆無記」。例如，我們的八個「識」之

中，「前五識」的本質無所謂「善」、「惡」，但是與「前五識」一齊起的，

必定就有個「意識」。如果那個「意識」是「善」，就影響到「前五識」都

「善」，被動性的。

如果你的「意識」是「惡」的，就影響到你的「前五識」都是「惡」。如

果「意識」是「無記」的，與它一齊起的「意識」是「無記」的，會影響到

「前五識」都是「無記」，「前五識」是被動的。

「第六意識」的「善」、「惡」是主動的，「第六意識」有「善」的、有

「惡」的、有「無記」的，它最強烈的。你們記著，每一個「識」都可以有作

「業」，但是真正受「果報」的「業」，「第六意識」為主的。「第六意識」

為主的。因為這個「審慮思」、「決定思」、「發動思」，這三個「思」，都

是「第六意識」與「第六意識」相應的那個「思心所」來的。講完這個「種

子」就休息一會。「種子」，「有漏種子」有「善」、有「惡」、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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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而「無記」就有「有覆無記」和「無覆無記」。即是「前六識」就有

「善」，有「惡」了。

「第七末那識」呢？它只是執「我」而已，它沒有害人，是嗎？「無記」

了，「無記」的。但是它有，它有四個「煩惱」跟著它，一個「我癡」、一個

「我見」、一個「我慢」，一個「我愛」。所以它令到我們 (有障礙)；有這個

這樣的「第七識」，它(會)障礙我們入「聖道」的，它雖然是「無記」，但它

障礙「無漏法」的現行的。何解呢，因為「第七識」有一點「煩惱」，有「我

癡」、「我見」等的這四個煩惱起，就變成(是)「染污性」了，不是「清淨

性」的了，「染污性」的時候，你知道嗎？「第七識」是「第六識」的「根」

來的，(那)個「根」，「染污」就影響到由(那)個「根」所發出來的「識」，都

是「染污」的。

狗口始終是生狗牙，是嗎？狗口不會生龍牙的嘛。所以，「第七識」帶有

「染污性」，雖然是「無記」的，但它帶有「染污性」，就影響了「第六意

識」，「第六意識」就影響「前五識」。所以(那)個「第七識」(如果)我們不改

變，我們是無辦法「超凡入聖」的。所以一定要把「第七識」，將它來改造，

將它來改造。如何可以改呢？將來講修行那裏我再講。種子就三類了。不是，

就價值來說有甚麼？「有漏」、「無漏」，是嗎？「有漏」又分很多種，另

外，就這個「種子」的來源，由「種子」的來源來到分類，就分做甚麼？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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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與新熏的「種子」，新鮮熏入去的。

「本有種子」，即是說無始以來，我們不能夠，這個宇宙與人生的起點我

們不能夠追尋得到的，所以叫做「無始」。無始以來本來就存有的那些「種

子」，不論它是「有漏」或「無漏」，總之只要它本來存有的，那些叫做「本

有種子」。有了「本有種子」，我們遇上了緣，那些「本有種子」就會起作用

了，一起了作用之後，又「熏」回那些新的「種子」進去，那些叫做「新熏種

子」。

我們呢，我們這些未入聖位的眾生，無始以來，縱使我們有「無漏種子」

都好，我們到現在為止，我們未曾出現過，何解呢？因為我們的「第八識」本

身就是「有漏」的，「有漏」的，「無覆無記」的，而那些「種子」，所謂

「種子」，就藏在那個「第八識」裏面，被那個「第八識」的勢力遮蓋著，即

是說，被那個「有漏」的勢力遮蓋著，所以「無漏種子」無始以來到現在，雖

然有都不能現行。除非我們經過相當修養，阻壓住那些「有漏種子」，引發那

些「無漏種子」起，否則它不會起的。

這樣，當我們，怎樣起呢？答案是這樣，如果你是有「無漏種子」的話，

你遇著，遇到那些「緣」，機緣，這個機緣主要就是甚麼？你的良師益友，那

些佛，菩薩，遇到那些良師益友，聽聞那些「法界等流」的正法，即是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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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 如果你的「第八識」內有「無漏種子」的，你聽聞正法的時候，你

會歡喜的。而且佛家有一個，有幾個標準，來到勘察那些人是有、那些眾生是

有「無漏種子」的。

很容易勘察得到，沒甚麼，你有慈悲心的人就是有「無漏種子」的了。你

見過沒有？你有沒有見過一點慈悲心都沒有的人？我看恐怕很少，我都未見

過，不知你們見過沒有？這樣之類。只要你有「無漏種子」，受「無漏種子」

的影響，你其他的好的「種子」都會很容易現起的。這樣，當你聽到這個「法

界等流」的正法之後，你就會高興，會接受。你接受的時候，你就會去修行，

會去發心；如果你是有成佛的強烈的「無漏種子」呢，你就發「大菩提心」，

決定我要得到佛的最高智慧，那時就「發心」。如果少呢，你就發「聲聞」、

「獨覺」的心，這個人間都是苦，世間都是苦，我求出離，都是「發心」。

這樣，發心之後就修行，「戒」、「定」、「慧」，這樣漸漸地以

「戒」、「定」、「慧」的力，壓伏那些強的「有漏種子」，減輕它的勢力，

「有漏」的勢力輕了，就(令到)「無漏」的勢力在「第八識」裏面醞釀，如果

你能夠真真正正「持戒」、「修定」修得好的時候，你的那個「有漏種子」會

有一段時間被你壓著，壓著，尤其是在定中的時候，「無漏種子」就會爆發，

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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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爆發的時候，你就叫做「見道」。「見道」之後你繼續、繼續修

行。如果是「大乘」就經「十地」，就一定成佛。

如果你是「小乘」的，你「見道」的時候，就叫做「預流果」；由「預流

果」再進一步叫做「一來果」；再進一步叫做「不還果」；然後得「阿羅漢

果」，入涅槃。這樣，當你「無漏種子」一出現再「熏」回去的，那些叫甚

麼？「新熏」的「無漏種子」了，我們將「新熏」的「無漏種子」，「本有」

的未起(就)儘量引它起，「新熏」的起了(就)儘量栽培它，這樣你就成佛了。它

的理論就是這樣。這樣，前天有人問我，這樣豈不是一切都是命定啦？是嗎？

何解他會信佛？因為他有「無漏種子」，還不是「命定」？是嗎？何解他

又會聽見「法界等流正法」又會發心、又會修行呢？都是命定了！如果是一切

「命定」，一定成，如果他是成佛的就一定成(佛)；他不用修行他將來終將都

成(佛)；如果他不能成(佛)就算「修」都不成(佛)了！一切都定了，那些「種

子」也已經排好了，是嗎？對不對？你說他不對，你也要講出他不對的理由才

行，不是說「不對」就算的，照道理就是(對的)，是嗎？但是他知其一，不知

其二，我講給你聽，一切都命定，我就這樣說，絕對命定，怎樣絕對命定？這

樣你又學佛？我說：你知道嗎？我說：絕對「命定」，是「命定」到有「眼

識」會看東西，命定，命定「耳識」會聽得到東西，又是「命定」，命定我今

日見到你，又與你聊天，又是「命定」，還有「命定」，命定我們有智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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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命定」，命定我有些智慧是「惡」的，隨波逐流的智慧，(有)會去打劫的

那些智慧，又是「命定」，命定有了智慧，令我們又一路上進的，又是「命

定」，還有，我說：還有一種命定到我們的智慧之中，有些智慧一定不能打破

我們的「命定」局面的了，但我又命定我們怎樣？命定我們有一種智慧能夠打

破我們的「命定」的，可以嗎？命定我們有一種力量能夠打破「命定」的，可

以嗎？

聽眾：得。

羅公：嗄？

聽眾：得。

羅公：命定嘛！

我可能有一個這樣的「命定」的，「命定」到我不能動的，又是「命

定」？「命定」到我把不能動變成能動，都是「命定」的，絕對「命定」。只

要我有這個打破「命定」的這個「命定」就可以了！

我說：你成天說命定，結果我就推翻「命定」了，是嗎？你說是嗎？

(他說：)你說這樣講會不會是虛渺？「虛渺」甚麼？你識不識辯證法？樣樣東

西都是怎樣？矛盾的統一嘛！你說命定？「命定」甚麼？「命定」這個東西，

「命定」這個東西有「命定」和「反命定」兩種的嘛！「命定」的勢力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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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命定」了，好像你那樣了。不怕「命定」，「反命定」就好像我那樣了！

是嗎？你知不知道？你懂不懂「辯證法」？

他說：又是！有些道理！對！有些(道理)。

我說：何止有些？要不是就有，要不是就沒有，你這樣「有一些」就不對。是

嗎？

我說：還有，一路肯定就一定產生否定嘛！命定、命定、命定，一路發展落去

就「反命定」了嘛！這些辯證法是這樣的嘛！你讀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或者你不要讀(他的)；讀一下毛主席的，辯證

法嘛！你說是嗎？反的嘛！

他說：又是！就是前兩天而已，你信不信？所以你執著。所以佛家說，你說樣

樣東西是「非命定」又是執著，你說樣樣東西都是「命定」都是執著。

是嗎？當你執著是「命定」的時候，就有一個「非命定」在那裏了，你

說我「命定」到有一種「非命定」行不行？樣樣都行嘛！是嗎？我們的

思想會一路昇，一路揚棄的嘛！辯證的，這樣前進的嘛！這樣，「種

子」是這樣。有一種是叫做「業種子」，再分類，把「種子」分成「業

種子」和「名言種子」，這個講了沒有？講完了是嗎？

聽眾：是。

羅公：好了，先休息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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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熟」、「一切種」已經講了，是嗎？ 這樣，「一切種子」是「阿賴

耶」、「第八識」的「因相」了，是嗎？「第八識」有「三相」；就它的「自

相」來說，就叫做「阿賴耶識」；因為它「含藏一切種子」。它的「因」，就

它的「果相」來說，叫它做「異熟識」，就它的「因相」來說，叫它做「一切

種子識」。好了，這樣，下面就講它的「所緣境」和「行相」了，講這個「第

八識」的「所緣」的「境」，八個「識」都有八個「識」的「所緣」的「境」

的。是嗎？它的「所緣境」，所「緣」的「境」，「境」即 Object，它所

「緣」，「緣」就是「認識」，它所「認識」的 Object 是那些？「行相」是

活動的情形，它的活動的情形是怎樣？即是那個「行相」。現在就講它了，它

的「所緣」的「境」，與「行相」。在未講本文前我先講，「阿賴耶識」的

「所緣境」有三，有這幾樣東西：

第一、「阿賴耶識」「所緣」的「境」，就有這三種東西，講到這裏，我

先講給大家聽：

「眼識」的「所緣境」就是顏色；

「耳識」的「所緣境」就是聲音；

「鼻識」的「所緣境」就是香、臭；

「舌識」的「所緣境」就是味道；

「身識」的「所緣境」就是所接觸到的那些軟、硬、輕、重、冷、熱等等；

「意識」的「所緣境」就甚麼都有了，「意識」的「所緣境」最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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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一切概念、一切觀念等等，都是「意識」的「所緣境」了。「第七末

那識」的「所緣境」是「緣」甚麼呢？它成日攀緣著(那)個「阿賴耶識」的

「見分」，把「阿賴耶識」的「見分」執著為自己，是嗎？執著它為「我」。

這即是說「阿賴耶識」，不是！即是「末那識」的「所緣境」就是「我」，它

所執的「我」，其實那個就不是「我」來的，它「執」它為「我」而已。那個

是「第八阿賴耶識」的「見分」來的。好了，七個「識」都有「所緣境」，

「第八識」應不應該有「所緣境」？你答我。無「所緣境」。何解這樣特別

呢？前七個「識」是「識」，都有「所緣境」，「第八識」也是「識」，何解

它不用「所緣境」？在邏輯上應該有「所緣境」。是不是？明白嗎？我們用科

學的歸納方法：

阿甲是人，阿甲是會死的；

阿乙是人，阿乙又是會死的；

孔夫子是人，孔夫子亦會死的；

馬克斯是人，馬克斯亦會死的。

你是人，你應不應該會死？

聽眾：會死。

羅公：應該會死，是嗎？

歸納嘛，凡(是)人都會死的。「因明」就這樣。是嗎？「眼識」、「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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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鼻識」、「舌、身識」、「意識」、「末那識」，每個「識」都有它

「所緣」的「境」，「末那識」也是「識」應該亦有「所緣」的「境」。邏輯

上是這樣(推論)下來的。既然有了，「阿賴耶識」「緣」些甚麼？它認識些甚

麼？「阿賴耶識」整日攀緣著的是三種東西做「所緣境」，第一、「一切種

子」，被它「藏著」，「攝藏著一切種子」，攀緣著「一切種子」。

你會問：「眼識緣色」，「緣」字就認識那樣解，「眼識」確實會認識顏

色的，「阿賴耶識」會「緣」一切「種子」，它難道會認識「一切種子」？不

是。「眼識緣色」我們叫它做「見」，是嗎？「耳識緣色 (聲 )」不是叫

「見」，是「聽」；明白嗎？「鼻識」，不對！「耳識緣聲音」叫做「聽」；

「鼻識緣香臭」我們叫做「嗅」，是嗎？ 嗅一嗅它，「舌識緣味道」的時候，

我們叫做「嚐」一下它，「嚐」；「身識」「緣」的那些境界；我們它叫做甚

麼？叫做「觸」，是嗎？「意識緣一切事物」我們叫它做甚麼？  叫它做

「知」，是嗎？「第七識」「緣」的那個「我」叫做甚麼？叫做「執」那個

「我」；「第八識」緣的「種子」叫甚麼？

聽眾：「藏」。

羅公：「攝藏」。是嗎？明白了？

攝藏著「一切種子」。就因為攝藏著「一切種子」，每人的「第八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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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著我們的「一切種子」。所以你做了多少功德，「熏」了多少好的、善的

「業種子」，(都)與我無關，因為你的「種子」，你的「善種子」被你的「阿

賴耶識」「攝」住，「吸攝」住，它不會飛了過來我處。同一樣道理，如果釋

迦牟尼已經成了佛，有無量那樣多的善法，我們不用了，他替我們收起來了，

他釋迦牟尼佛的「種子」走過來我們處，我們就不用這樣辛苦修行？就是因為

那個「第八識」各「攝」著自己的「種子」。所以佛雖然慈悲，他的「善種

子」都不能飛過去你處。好了，又是同一樣的道理，有些蠢的人，怎樣？那些

蠢的老婆婆，她說(他)算命就算到兒子會短命，她怎樣？吃飯，每餐吃飯就要

不吃飽，明明吃兩碗飯的她要減一碗，「減壽」給她的兒子，行不行？

聽眾：不行！

羅公：不行。因為她兒子長或短命，是他兒子攝持的那些「種子」，你雖然做

媽媽都無可如何。佛對他有沒有辦法？都無可如何。佛不能度無緣的

人，就是因為這樣。

你是有這麼多的「壞種子」，佛怎會幫你掃除那些壞種子？不行的。是

嗎？你說，這樣講法，那些學密宗的人又說：你有「定業」，明明要落地獄或

者怎樣了，那些壞的「定業」都可以唸唸有詞，修一修法，就可連「定業」都

洗淨了。世界上那有這樣兒戲的事？是嗎？道理固然不合，同時亦不可能，理

論上不可能，是嗎？你或者問：密宗很多經典都說得？得，這叫甚麼？佛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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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有兩種講法，一種叫做「了義說」，一種叫做「密意說」，「密意說」就

是「不了義」。

密宗所講的東西大部份是「不了義」。這樣不好嗎？又不是。「了義」、

「不了義」不是好不好的問題，所以我們的頭腦要很清楚。你教兒子，你估你

用「了義」教兒子，兒子會聽話，還是用「不了義」教兒子(他會)聽話？

聽眾：不了義。

羅公：一定是「不了義」教得聽(話)。是嗎？

你教兒子，你用心機讀書，將來你掙錢就多過李嘉誠了，李嘉誠都沒有你

識得那樣多東西。這樣，兒子想，都不錯，這樣就肯。你如果講大篇道理，你

讀書就明道理了，明道理，你做人又怎樣好。兒子就打瞌睡。是嗎？所以，用

「不了義」的，「不了義」就怎樣？你讀書將來就怎樣好，怎樣好，你以為讀

書一定好嗎？有多少人讀書讀死了？所以說那些是叫做「不了義」，那些人就

興奮，「了義」他就沒有甚麼興趣。尤其是那些知識低些的人，智慧淺些的

人，你給他講「了義」他會打瞌睡，講「不了義」他就眉飛色舞。是嗎？

所以，好不好並不是甚麼，密宗所講的那些，都是大部份是「不了義」，「不

了義」有甚麼好處？你信嘛！這樣你容易信嘛。你信，它慢慢來就搞定你，你

明不明白？同時，你肯這樣信，你肯這樣念，你肯念，你肯念咒了，你不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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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第一、是消極方面你不會作惡。第二方面，你學密宗不是只是念幾句

「咒」那樣簡單嘛！

你要「修觀」的嘛，「修觀」的時候，老實說，我不是密宗法師我才這樣

講，密宗的東西明明是將整套的婆羅門教的形式拿過來，然後把佛教的道理放

了進裏面，即是著起婆羅門教的外衣，用佛教的內容，「修觀」的部份很緊要

的嘛！你以為他的精神真的是叫做念幾句「咒」嗎？主要就「修觀」，譬如你

學「東密」，主要你修甚麼？修「阿字觀」那一類，他叫你坐在那處修，修前

面，觀想前面，一個月輪，一朵八葉蓮花托住一個月輪，你坐在那裏，叫你甚

麼壞東西都不要想，想著那裏，這是甚麼？這就是「修止」嘛！是嗎？這就是

「修止」了！再在那個月輪裏面整個「阿」字，金色的「阿」字在那裏，你又

要想(那)個月輪，又要想(那)朵蓮花，是嗎？你還有沒有(時間)想其他事？沒有

時間給你想雜念了。你成日數呼吸反而會動不動就有雜念，你想(那)個月輪，

想(那)朵蓮花，沒有辦法起雜念。那個「阿字」又放光，那些光又照遍三千大

千世界，你要這樣想。即是它控制到你的心無機會給你想別的雜東西。這樣慢

慢、慢慢令你個心入(定)，你修止就會成功。

這樣你觀那個「阿」字就(是)「止」，跟著你要修觀「阿」字的意義，先

觀字形，後觀字義，觀字義是甚麼？「阿」者，「一切法本來不生」那樣解。

一切法何以不生呢？他要「觀」了，用龍樹的《中論》了，「已生(者)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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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未生(者)亦不生」，正在生的，「半生半未生」亦不生，所以一切法都無

生。說有生有滅者都是幻相，一切法本來就是無生無滅。「觀」，這個不就是

「修觀」？它即是用種種東西來引人入勝，進去那裏，其實主要就還是修「止

觀」。

我都修過「東密」的「十八道」，我所見解的就是這樣而已。其實，如果

你曉得這種道理，好好地「修觀」，所謂「十八道」，甚麼法，全部都是多餘

的。但它也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是很好，辦法就很好。不過你就，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即是不要著重那些去搖鈴打鼓，結印、念咒，那些你不要注意，你

至緊要注意「修觀」。

現在的那些人，變成了怎樣？又說念經，不是、念咒又可以求財甚麼都可

以，可以是有一些可以，不是完全不行，你不用念經，你念《關帝經》都可以

的，是嗎？不是一定要念「密宗」的經。念《關帝經》都好靈的，(一)個人精

神集中就靈了。你看看鄉下，如果人人精神集中，鄉下有些老婆婆，那些女

人，我是順德人，我們順德最多婆媽，那些婆媽，拿著一個籃子，一人一(隻)

手，用手按住它，拿個東西架起它，大家念著那幾句東西，大家精神集中的時

候，它會，她們說「請籃姑」，會請那尊神，其實，你說那個籃姑會走來，你

請她來，你問她事，籃子會搖，搖多少次，它會動的，真的。沒有甚麼，是一

種精神現象，那些潛意識的出現。兩種情形，一種你如果你時運低，你就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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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那些靈鬼走來播弄你。一種你如果精神旺的，那些靈鬼就不敢來播弄你，

你那些潛意識就顯現。

大家的「阿賴耶識」裏面那些潛意識的「種子」在那裏共變，在那裏出

現，就整出種種「蠱蠱惑惑」的東西。是就是知道的。前年，去年還是前年？

銅鑼灣大坑那裏，居士林，你看到？你有去灌頂？是嗎？那些日本的大僧在那

裏灌頂。很多人見到，成個居士林的頂(上)，天空上有整個七彩的聯在那裏，

裏面一個月明在那裏。是嗎？你有去？

聽眾：八四年，是八四年，不是前年。

聽眾：八四年。

羅公：八四年？不是呀？是嗎？

聽眾：我那次見是八四年。

羅公：八四年？不是前年？今年是那一年？

聽眾：八四？八六年。

羅公：八六年差不多上下，不是八四(年)。

羅公：八六，八六年。你見？

聽眾：八六年，四月

羅公：不出奇，那些精神集中，會起這些作用的。

聽眾：何敏兒都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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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嗄？

聽眾：何敏兒都見到。

羅公：何敏兒已經走了，已經走了。很多人見，這不出奇，這樣東西，我剛才

正講甚麼？

聽眾：「了義說」、「密意說」。

羅公：是，「密意說」。所以呢，佛經不止這樣，「密宗」大概都是「密意

說」。

如果你是密宗師父，聽到就很不高興了。但是，對著那些「上師」我都是

這樣講。不是一定要「了義」才好，如果照《解深密經》的講法，六百卷《大

般若經》都是「密意說」來的，都不是「了義」的。好了，講回、講回這個。

一切「種子」都被那個「阿賴耶識」藏著。「一切種子」不論「有漏種子」、

「無漏種子」，都是被「阿賴耶識」所「緣」住的，不過有些不同，「有漏種

子」就被「阿賴耶識」「緣」住它們，「無漏種子」雖然是在「阿賴耶識」裏

面，但是我們說，與「有漏種子」不同，怎樣呢？凡每一個「識」都有「相

分」、「見分」，是嗎？講過了。

「眼識」「緣著」那些顏色，顏色是「眼識」的「相分」，「耳識」「緣

著」那些聲音，聲音是「耳識」的「相分」，「鼻識」聞到香、臭，香、臭是

「鼻識」的「相分」，「舌識」嚐到鹹、酸、苦、辣，鹹、酸、苦、辣是「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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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相分」，「身識」攀緣到軟硬，輕重的那些東西，那些軟硬，輕重等

等，是「身識」的「相分」，「意識」能夠「緣」一切法，「意識」所「緣」

的一切法，就是「意識」的「相分」，「第七末那識」成日「緣著」那個

「我」，那個「我」，是「第七末那識」的「相分」。

這個邏輯就這樣下來；「第八識」緣著「一切種子」，「一切種子」是不

是「阿賴耶識」的「相分」？聽眾：是。羅公：所以「一切種子」是「阿賴耶

識」的「相分」。好了，然則我們，假使我們是有「無漏種子」在，「無漏種

子」能不能也叫做「阿賴耶識」的「相分」呢？

你歡喜叫都無問題，但是不叫就好些。何解？「阿賴耶識」本身就是「有

漏」的，「阿賴耶識」並不是一件好的東西。我們要對付到「阿賴耶識」然後

才可成佛，「阿賴耶識」是「有漏」的，「無漏種子」怎會是「有漏」的「阿

賴耶識」的相分？(這)個「相分」是(那)個「識」的一部份來的，如果「無漏種

子」是那個「有漏」的「識」的一部份，如何講得通呢？所以「無漏種子」一

定不是「阿賴耶識」的相分。明不明白？然則「無漏種子」在那裏？仍然是藏

在「阿賴耶識」裏面。這怎樣講得通？講得通，寄存在那裏。它不是「阿賴耶

識」的「相分」，是寄存在(這)個「阿賴耶識」之上，是寄存在「阿賴耶識」

的「識體」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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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怎樣寄存呢？很簡單，我沒有夾萬(保險櫃)，你有一個夾萬(保險

櫃)，你那些全部是港幣來的，我的是馬克來的，我寄存在你的夾萬(保險櫃)處

不行嗎？你有很多金銀珠寶、鑽石，你怕，你沒有地方存，你拿去銀行的保險

箱處寄存，可以嗎？可以嘛！事物上也可以寄存的嘛！「無漏種子」不可以寄

存在(那)個「有漏」的「識」處嗎？是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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