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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序言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共十一品，印度無著菩薩造，

唐代玄奘法師譯，現僅存漢譯本，玄奘法師另將二百多首偈頌

別譯成《顯揚聖教論頌》一卷。玄奘法師回國後，於645年開

始翻譯佛典，同年便譯《顯揚聖教論》，故是玄奘法師最早譯

出的瑜伽系論典，反映此論的重要地位。

無著菩薩曾請慈尊說《瑜伽師地論》，這部論是法相唯

識宗最根本的思想依據，詳細說明瑜伽師修行實踐所經歷的十

七個階段和境界。百卷《瑜伽師地論》文廣義深，不易受持，

故無著為作抉擇並重新組織，目的是「顯揚」十七地的重要法

義及諸佛所說的「聖教」，故《顯揚聖教論》是《瑜伽師地

論》的綱要書。

本書第一冊的內容包括《顯揚聖教論》的緒論，介紹此

論的作者、譯者、名義、內容組織等，接著是卷一及卷二有關

〈攝事品〉的解義。〈攝事品〉以九事總括《瑜伽師地論》十

七地義及諸佛正法，本書只闡釋「一切事」、「界事」、「雜

染事」、「諦事」、「依止事」這五事，至於「覺分事」、

「補特伽羅事」、「果事」及「諸功德事」則待第二冊作解

析。讀者如欲收聽〈攝事品〉的講授內容，可瀏覽佛教法相學

會網址(http://www.dhalbi.org)的下載區。

序  言



8 顯揚聖教論解讀

本書的經文以大正藏版為依據，亦參考藏要的版本。圖

表是李嘉偉及向瑞屏繪製，李嘉偉、羅偉輝及倪星協助校對，

而羅德光、李嘉偉、李榮枝及吳子安則統籌印刷事務。

本會特別鳴謝志琳衞施基金會的鄭家成先生、陳汝松先

生倡印本書及慷慨資助出版費用，陳廷驊基金會捐助本會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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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以本書的出版功德迴向諸位助印者如意安康，法界眾

生離苦得樂！

陳雁姿謹識

佛教法相學會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9目錄

目　錄

緒論

一、瑜伽行派之創立 .......................................................
二、瑜伽行派的所依經典 ................................................
三、《顯揚聖教論》簡介 ..................................................

1. 本論的作者 ...........................................................
2. 本論的譯者 ...........................................................
3. 譯出的年代 ...........................................................
4. 本論的異譯 ...........................................................
5. 本論的注釋 ...........................................................
6. 釋名 ......................................................................
7.《顯揚論》的品目與卷數 .......................................
8. 本論各品大意 ........................................................
9. 本論的組織 ...........................................................
10.《顯揚論》與《瑜伽論》的關係 ..........................
11.《顯揚聖教論‧攝事品》的綱要 ...........................

15
17
18
18
21
23
24
24
25
25
26
28
31
33



10 顯揚聖教論解讀

《顯揚聖教論》卷第一  

攝事品第一

1. 總敍緣起 .....................................................................
1.1 讚禮三寶 ..............................................................
1.2 讚禮慈尊 .............................................................
1.3 造論所為 ...............................................................
1.4 舉十一品名 ..........................................................

2. 總標知法九事 ............................................................
3. 別釋九事 ..................................................................  

3.1 釋第一之一切事 ..................................................
3.1.1 心法 .............................................................

3.1.1.1 第八之阿賴耶識 .....................................
3.1.1.2 前五識 ...................................................
3.1.1.3 第七之意 ................................................
3.1.1.4 第六意識 ................................................

3.1.2 心所有法 ......................................................
3.1.2.1 體性 .......................................................
3.1.2.2 總標差別 ................................................
3.1.2.3 別釋差別 ................................................

3.1.2.3.1 徧行心所 .........................................
3.1.2.3.2 別境心所 .........................................
3.1.2.3.3 善心所 ............................................
3.1.2.3.4 煩惱心所 .........................................

37
37
37
38
38
43
44
44
45
48
56
59
61
62
62
64
65
65
72
82
91



11目錄

3.1.2.3.5 隨煩惱心所 ......................................
3.1.2.3.6 不定心所 .........................................

3.1.3 色法 .............................................................
3.1.3.1 總標差別 ................................................
3.1.3.2 別釋差別 ................................................

3.1.3.2.1 四大 ................................................
3.1.3.2.2 五根 ................................................
3.1.3.2.3 五境 ................................................
3.1.3.2.4 法處所攝色 ......................................

3.1.4 心不相應行法 ...............................................
3.1.4.1 體性 .......................................................
3.1.4.2 總標差別 ................................................
3.1.4.3 別釋差別 ................................................

3.1.5 無為法 ..........................................................
3.1.5.1 總標差別 ................................................
3.1.5.2 別釋差別 ................................................

3.1.6 五法之三相 ...................................................
3.2 釋第二之界事 ......................................................

3.2.1 略標 .............................................................
3.2.2 廣釋 .............................................................

3.2.2.1 三界 .......................................................
3.2.2.2 三千世界 ................................................

3.2.2.2.1 釋名 ................................................
3.2.2.2.2 災難 ................................................
3.2.2.2.3 成壞過程 .........................................

101
114
118
118
119
119
126
128
134
136
136
137
137
147
147
147
151
153
153
156
156
161
161
163
167



12 顯揚聖教論解讀

3.3 釋第三之雜染事 ..................................................
3.3.1 略標 ..............................................................
3.3.2 廣釋 ..............................................................

3.3.2.1 煩惱雜染 ................................................
3.3.2.2 業雜染 ....................................................
3.3.2.3 生雜染 ....................................................

《顯揚聖教論》卷第二

攝事品第一之二

3.4 釋第四之諦事 ......................................................
3.4.1 略標 .............................................................
3.4.2 廣釋 .............................................................

3.4.2.1 二諦 .......................................................
3.4.2.1.1 世俗諦 .............................................
3.4.2.1.2 勝義諦 .............................................

3.4.2.2 四諦 .......................................................
3.4.2.2.1 苦諦 .................................................
3.4.2.2.2 集諦 .................................................
3.4.2.2.3 滅諦 .................................................
3.4.2.2.4 道諦 .................................................

3.4.2.3 釋聖諦 ....................................................
3.5 釋第五之依止事 ...................................................

169
169
171
171
183
186

189
189
190
190
191
191
192
194
195
196
198
199
199



13目錄

3.5.1 略標八種及二種依止 .....................................
3.5.2 二種依止 .......................................................

3.5.2.1 世間定 ....................................................
3.5.2.2 出世間定 ................................................

3.5.3 四種差別 .......................................................
3.5.3.1 雜染 .......................................................
3.5.3.2 潔白 .......................................................
3.5.3.3 建立 .......................................................

3.5.3.3.1 建立近分及根本定 ............................
3.5.3.3.1.1 初靜慮的近分及根本定 ...............
3.5.3.3.1.2 第二靜慮的近分及根本定 ...........
3.5.3.3.1.3 第三靜慮的近分及根本定 ...........
3.5.3.3.1.4 第四靜慮的近分及根本定 ...........
3.5.3.3.1.5 虛空無邊處的近分及根本定 ........
3.5.3.3.1.6 識無邊處的近分及根本定 ...........
3.5.3.3.1.7 無所有處的近分及根本定 ...........
3.5.3.3.1.8 非想非非想處的近分及根本定 ....

3.5.3.3.2 建立定 .............................................
3.5.3.3.2.1 初靜慮 .......................................
3.5.3.3.2.2 第二靜慮 ...................................
3.5.3.3.2.3 第三靜慮 ...................................
3.5.3.3.2.4 第四靜慮 ...................................
3.5.3.3.2.5 虛空無邊處定 ............................
3.5.3.3.2.6 識無邊處定 ................................
3.5.3.3.2.7 無所有處定 ................................

199
204
204
206
209
209
210
212
213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1
223
225
228
230
232
233



14 顯揚聖教論解讀

3.5.3.3.2.8 非想非非想處定 .........................
3.5.3.3.3 建立生 .............................................

3.5.3.3.3.1 生初靜慮天之三品修 ..................
3.5.3.3.3.2 生第二靜慮天之三品修 ...............
3.5.3.3.3.3 生第三靜慮天之三品修 ...............
3.5.3.3.3.4 生第四靜慮天之三品修 ...............
3.5.3.3.3.5 生四無色處天之三品修 ...............
3.5.3.3.3.6 生五淨宮天之五品雜修 ...............

3.5.3.4 清淨 .......................................................

234
236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5



15緒論

一、瑜伽行派之創立

公元四世紀的時候，罽賓(迦濕彌羅，即Kaśmīra，今北印度的

克什米爾)的瑜伽師，繼承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及經量部

(Sautrāntika)的理論，逐漸發展成大乘佛教的一個系統，在印

度稱為「瑜伽行派」(Yogācāra School)，是奉行《瑜伽師地論》

等教理的宗派。此派主張修習瑜伽，冥合真理，以達致解脫的

理想境界。

傳說無著(Asaṅga，阿僧伽)曾於定中上兜率天覲見彌勒

(Maitreya，意謂仁慈，又名慈氏)菩薩，並請得彌勒菩薩下降

人間，為其弟子等講說《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

《大乘莊嚴經論》、《辯中邊論》及《金剛般若論頌》等五部

大論，世稱「慈氏五論」。無著結集師說，瑜伽行派的論典遂

得以流傳世間。

瑜伽行派奉彌勒菩薩為始祖，無著承慈氏之教，廣造諸論以弘

傳慈氏學說，在歷史上無著被視為瑜伽行派真正的創立人，著

顯揚聖教論解讀

緒論



16 顯揚聖教論解讀

作良多，如《顯揚聖教論》、《大乘阿毗達磨集論》、《攝大

乘論》、《六門教授習定論》等，奠定了瑜伽行派的理論基

礎，於瑜伽一宗之學，特開二門：

一、總括《瑜伽論》一切法門，集《阿毗達磨經》所有宗要，

詳辨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法相，造《顯揚聖教論》、《大

乘阿毗達磨集論》，陳義賅廣，小大兼被，是為法相學。

二、總括《解深密經》、《瑜伽論》之法門，詮《大乘阿毗達

磨經》之〈攝大乘品〉的宗要，造《攝大乘論》，說理精微，

唯被大乘，是為唯識學。

然法相與唯識，祇是一個體系中之兩門，並非分成兩個宗派。

無著的胞弟世親(Vasubandhu)菩薩，原在說一切有部出家，他

繼承了有部的學風，學識淵博，對佛學作出系統性的詮釋。其

後受無著的感召，轉學大乘唯識學，對唯識理論做了很多註釋

疏解的工作，致力發揚「唯識無境」的論旨，樹立唯識的理論

體系。

無著、世親菩薩從認識論、實踐論的立場重新解釋緣起與空，

建立了瑜伽行派，提倡「萬法唯識」的思想。瑜伽行派大約成

立於四世紀時期的中期大乘佛學，一直發展至八世紀時的晚期

大乘佛學，繼承了阿含、部派阿毘達磨、般若、中觀的思想而

發展出來，擅於分析法相及論理思辯，又重視禪修實踐，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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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通過不同階段性的實踐以達致解脫，可見此派是理論與實踐

並重。

二、瑜伽行派的所依經典

瑜伽行派的重要經典是「六經十一論」，以是講述萬法之有的

教義，故稱為「有輪經典」。

「六經」是：《解深密經》、《楞伽經》、《密嚴經》、《華

嚴經》，都有漢譯；《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及《大乘阿毘達

磨經》則未傳譯。

「十一論」者：《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大乘阿

毗達磨雜集論》、《大乘莊嚴經論》、《辨中邊論》、《攝大

乘論》、《百法明門論》、《大乘五蘊論》、《唯識二十論》

及《唯識三十論》都有漢譯，而《分別瑜伽論》則未傳譯。其

中以《瑜伽師地論》為根本，故稱「大論」，其餘為支末，總

為「一本十支」。

至於解釋《唯識三十頌》的《成唯識論》，則廣泛地引用這六

經十一論的內容，集唯識思想之大成。

《顯揚聖教論》傳是無著菩薩為顯揚《瑜伽師地論》的要義而

造，為「十支」之一，稱為「總苞眾義論」，即總攝眾多佛法

教義的論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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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顯揚聖教論》簡介

1. 本論的作者

《顯揚聖教論》簡稱《顯揚論》，凡二十卷，現僅存漢譯本，

梵語原本及藏譯本皆不傳。印度無著菩薩造，唐代玄奘譯。

據真諦法師所譯的《婆藪盤豆法師傳》的記載，無著論師出

生在印度一個婆羅門種姓的國師家中，與其弟三人，同名為婆

藪盤豆(Vasubandhu)，意譯為天親。為與其弟世親(或作天親)

作區別，故別名無著，世親則名婆藪盤豆。無著(395-470，

一說310-390)約生存於公元四至五世紀之間，為北印度犍陀羅

(Gandhāra)富婁沙富羅國(Puru apura、丈夫城)的人氏，相當

於現代巴基斯坦鄰近阿富汗邊境的城巿白沙瓦。無著於化地部

(Mahīśāsaka)出家，初習小乘空觀，得賓頭羅阿羅漢的指導而

修成小乘空義。但無著知道小乘空觀仍未究竟，因此以神通力

上兜率天，諮問彌勒菩薩修習大乘空觀的法門，彌勒菩薩為說

大乘空義及唯識觀，遂證悟大乘空觀，心無執著，因此名阿僧

伽，即梵語Asaṅga的音譯，意譯為無著。無著復請彌勒菩薩為

大眾解說大乘法義，令眾生信受。彌勒菩薩即如其願，於是每

晚下降無著的講堂，為大眾宣說五部大論，即《瑜伽師地論》、

《分別瑜伽論》、《大乘莊嚴經論》、《辯中邊論》、《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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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論頌》。1其中的《瑜伽師地論》為瑜伽行派的根本論典。

《瑜伽師地論》內容廣博，卷帙浩繁，名相眾多，猶如佛法的

百科全書，為令學人容易解讀，故無著造《顯揚聖教論》及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作為《瑜伽師地論》的綱要書，以顯

揚《瑜伽師地論》之要義，又撰著《攝大乘論》，內容賅攝大

乘佛教之一切聖教法門要義。這些著作重新組織大乘經典的教

理和實踐，從而奠定了瑜伽行派的理論基礎。

由於玄奘法師將偈頌別譯成《顯揚聖教論頌》一卷，又將本頌

與二十卷論文合為《顯揚聖教論》，因此引起學界對於論、頌

之作者是否為同一人之議論。有謂「頌」是無著所作，「論」

則為世親所作。

玄奘法師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3中有關中印度的憍

賞彌(Kauśāmbī)國處記載：「次東菴沒羅林(āmravana，芒果

林)有故基，是無著菩薩作《顯揚論》處。」2 

1 據《大唐西域記》卷5中阿踰陀(ayudha，難勝國)國條載：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āmravana，芒果林)中有故伽藍
(saṃghārāma，音譯僧伽羅摩，意譯為眾園、僧院)，是阿僧伽
(Asaṅga，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宮，於慈氏
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
等；晝為大眾講宣妙理。」(大正藏51, 896b)

2 大正藏50，234c。其事跡亦見於《大唐西域記》卷5，大正藏
	 51，8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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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唐義淨法師留印十多年，他所說的「無著八支」包括：「瑜

伽畢學，體窮無著之八支。(一、《二十唯識論》。二、《三十

唯識論》。三、《攝大乘論》。四、《對法論》(即《大乘阿毗

達磨集論》)。五、《辯中邊論》。六、《緣起論》。七、《大

莊嚴論》。八、《成業論》。此中雖有世親所造，然而功歸無

著也。) 」3 其中也未提到《顯揚論》。西藏大藏經的目錄亦無

此論。因此，有關本論作者是否為無著所造，現代學者頗有懷

疑。

日本學者宇井伯壽主張《顯揚論》頌中有「昔我無著從彼聞，

今當錯綜地中要。顯揚聖教慈悲故，文約義周而易曉。」之

句，但卻不見於長行中。所以推論長行為世親所作，《顯揚聖

教論頌》方為無著所作。4又他認為南朝陳真諦所譯之《三無

性論》相當於《顯揚論》中〈成無性品〉部分之長行釋文，而

《三無性論》與同為真諦所譯之《轉識論》，皆屬於《無相

論》之一部分，又《轉識論》為世親《三十唯識頌》之同本異

譯，故知《無相論》為世親所作；復由此推知《顯揚論》當

為世親所作之釋文。5另一方面，圓測的《解深密經疏》卷4則

說：「又《顯揚論》，無著所造。」6其他學者如呂澂、印順法

3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4，大正藏54 ，229c。
4 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一，岩波書店，1963，頁355-372。
5 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六，岩波書店，1963，頁293-358。
6 續藏21，26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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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袴谷憲昭、竹川牧男也認為是無著所造。7正如印順法師所

說：「彌勒學是無著所傳出的，不妨說這都是無著論(也可說都

從彌勒傳來的)。不過也可以這樣分別：無著有所受而傳出的早

期論書，可歸於彌勒；無著後來有所抉擇，有所發展而造的大

乘論，應該說是無著造的。」8 

2. 本論的譯者

《顯揚聖教論頌》及《顯揚聖教論》的翻譯者為玄奘法師，於

印度求學時曾聽戒賢論師講授此論一次，9《瑜伽師地論》則親

聞三次，故於瑜伽學系有精深的學理訓練。

玄奘大師(600-664或602-664)是我國唐朝著名的高僧，俗稱唐

三藏，指精通經、律、論三藏之法師，為正法而西行，歷經五

萬里遊學參方，到天竺(印度)取經。大師在西域印度逗留十七

年，名聞五印，載譽而歸。回國後法師翻譯內典，成為中國最

偉大的佛典譯經師之一。又創立法相唯識宗，傳揚印度護法系

的唯識今學，積極推動中印文化的交流，弘法譯經凡四十年，

遺澤千秋！奘師一生的成就被譽為偉大的宗教家、哲學家、翻

譯家、外交家等，堪為千古學者之楷模。

7 曹志成，〈《顯揚聖教論》的三性思想的探討〉，台灣哲學會網
上研討會，2000。

8 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247。 
9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大正藏50，2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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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玄奘對梵文的造詣精深，所譯各籍，於名相的安立，文義

的貫練，莫不精確異常，譯文達到信達雅俱佳的水平。玄奘又

矯正舊譯的訛謬，因而譯本的質量超過了各譯家的水準，後人

稱其譯籍為「新譯」。

玄奘從貞觀十九年(645)開始翻譯，到他臨死(664)的前一個月為

止，前後近二十年，翻譯工作從未中斷。其翻譯是有系統、有

計劃的，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前六年(645-650)，玄奘法師以譯《瑜伽師地論》為中心，同時

譯了與此論學說有關的著作，如《顯揚聖教論》及《大乘阿毗

達磨雜集論》是此論的綱要；《佛地論》是此論發展的歸宿；

《攝大乘論》是此論理論發展的樞紐，由此可見玄奘是以《瑜

伽師地論》為瑜伽學系的核心。這一翻譯工作完成後，玄奘出

國求法的最大心願基本上已達成目標。

中間的十年(651-660)，玄奘法師則以翻譯《俱舍論》為中心，

並遍及與它有關的著作，如《俱舍》之前的《發智論》、《大

毗婆沙論》及阿毗達磨「六足」論等；其後則有批判《俱舍》

的《順正理論》、《顯宗論》等。這部分的翻譯工作完整地介

紹部派時期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的思想系統。同時玄奘法師還

翻譯了中觀系的《廣百論釋》。

最後四年(660-664)，玄奘法師則以《大般若經》的翻譯為中

心，此經是各種般若經典的集成，共分十六會，全面地統攝般

若的思想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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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玄奘法師以瑜伽的學說為宗，並上通到阿毗達磨

及般若的思想，空有兩宗及大小乘皆作完整的介紹，且規模宏

闊，盡顯系統佛學的全貌。

由於玄奘法師對印度佛學全面通達，包括因明、對法、戒律、

中觀和瑜伽，所以玄奘所譯經論亦賅攝一切佛法，充分反映了

西元五世紀以後印度佛學的全貌。尤其是於瑜伽行派的一本

(《瑜伽師地論》)及十支(《顯揚聖教論》、《大乘阿毘達磨雜

集論》等)，差不多全部譯出，而於最後發展的「唯識」說，

則編纂了完備的《成唯識論》，以盡其奧蘊，可以說那爛陀寺

最盛時期所傳承的佛學精華，基本上已由玄奘譯傳於中土，對

佛法的傳揚有重大的貢獻。

玄奘法師的生平事跡詳見於《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由

慧立及彥悰法師撰著。另有唐代道宣法師撰寫《續高僧傳》卷

四內〈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以及唐代冥詳撰《大唐故

三藏玄奘法師行狀》一卷等。10 

3. 譯出的年代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6中記：「丁卯(645年，貞觀

十九年，由5月開始)，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文，創譯《菩薩藏

10 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另可參考陳琼璀撰《〈瑜伽師地
論‧本地分〉解讀》第一冊，頁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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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20卷)、《佛地經》(1卷)、《六門陀羅尼經》(1卷)、《顯

揚聖教論》(包括1卷的頌本及20卷本)等四部，其翻《六門經》

當日(7月14日)了，《佛地經》至辛巳(7月15日)了，《菩薩藏

經》、《顯揚論》等歲暮方訖。二十年春正月甲子(646)，又譯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至(646年)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

論》(647年5月)。」11由此可見《顯揚聖教論》是玄奘法師譯經

第一年便完成的瑜伽系經典，反映此論的重要地位。

4. 本論的異譯

(1) 南朝陳真諦譯之世親《三無性論》，相當於《顯揚論》中

〈成無性品〉之長行釋文。 

(2) 陳那的《入瑜伽論》，有韓鏡清之藏譯本，收於《慈氏學

九種譯著》12，相當於《顯揚論》之〈成瑜伽品〉。

5. 本論的注釋

相傳注釋此論的有：

(1) 唐代窺基之《顯揚疏》一卷。

(2) 新羅璟興《顯揚論疏》八卷。

(3) 太賢《顯揚論古迹記》二卷

以上唐代的疏釋皆已不傳，此後的千多年亦無弘揚者。

11 大正藏50，254a。
12 中國佛教文化出版，1998，頁30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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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釋名

無著菩薩請慈尊說《瑜伽師地論》，百卷文廣義深，不易受

持，故作抉擇並重新組織，以「顯揚」十七地的重要法相。

所謂「聖教」，指諸佛所說的正法。主要是以四《阿含經》為

教，約理則以二諦為教。教說染淨法，而歸攝於二諦，並依四諦

作分析。雖析以二諦，而歸於離言的勝義，但順勝義以說世俗。

所謂「論」，即以問答、抉擇、論議而辨理為體裁的佛典，以

論究諸法的性相為目的。

7. 《顯揚論》的品目與卷數：

全論共二十卷，有十一品：

第一品 攝事品 卷1-4
第二品 攝淨義品 卷5-13
第三品 成善巧品 卷14
第四品 成無常品 卷14
第五品 成苦品 卷15
第六品 成空品 卷15-16
第七品 成無性品 卷16
第八品 成現觀品 卷16-17
第九品 成瑜伽品 卷17
第十品 成不思議品 卷17
第十一品 攝勝決擇品 卷17-20

另有獨立一卷的《顯揚聖教論頌》，包括二百五十二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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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論各品大意 13

一、〈攝事品〉： 此論將諸佛的語言，以九事來總攝《瑜伽

論》的十七地義，其中的前五事攝「瑜伽

境」，次二事攝「瑜伽行」，後二事攝「瑜

伽果」，依次詮釋染淨諸法。其目的是錯綜

十七地義為顯聖教宗義。此品總攝九事為法

體，九事中第一的「一切」包括五法(心法、

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應行法、無為法)，

 為雜染與清淨之所依，由次二的「界」與

 「雜染」攝諸雜染法，後六種攝諸清淨法。

二、〈攝淨義品〉： 顯示此論有四種相﹕一、最勝相，二、自

體相，三、清淨相，四、辯教相。此品所

說之相，是指前九事染淨等義。此論具淨

德：攝一切義故，彼外道之論不能壞故，

易悟入故，入已所行不退壞故。由說此

 「四淨德」，故此品得〈淨義〉品名。

從本品的四部分來看，「最勝相」是本品

之得名，「自體相」直顯二諦之正理，

「清淨相」是依教理修行，「辯教相」

13 參考如吉法師之〈印度佛教瑜伽學之綱要──《顯揚聖教論》結
構試析〉，《法音》1998年，第6期。



27緒論

是破邪以顯正理，以及辨別邪正所用之方

法，如因明論辯等。

三、〈成善巧品〉： 此品成七善巧，即五蘊、十八界、十二

處、緣起、處非處、二十二根、諦等善

巧，是瑜伽行之實踐方法，即是以無我慧

觀察五蘊等七方面，以能概括瑜伽的所緣

境，由此盡破邪執。

四至七、〈成無常品〉至〈成無性品〉： 此 四 品 中 分 別 所 說

 的無常、苦、空(人

空)、無性(法空)，

 是苦諦下之四行相，

亦是趣出世道的加行

方便。

八、〈成現觀品〉： 現觀是智，於諸諦中決定智慧為體，彼因

果相應俱有等法皆名現觀，故總括現觀為

六類差別。

九、〈成瑜伽品〉： 依菩提(bodhi，指開悟的智慧)因力總說瑜

伽，六種現觀皆以此為體。所謂瑜伽者，

依等至(三摩缽底，samāpatti，由加行伏

昏沈掉舉，達至身心安和位。)發起瑜伽

勝行，止觀雙運，無分別止及無分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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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出世無分別智，所謂般若波羅蜜多

(prajñāpāramitā)，即此無漏正慧能到彼

岸，是大菩提的最勝方便，故名瑜伽。 

十、〈成不思議品〉： 說有九事不應思議，包括我、有情、世

界、業報、靜慮者境界、諸佛境界、十

四無記、非正法、一切煩惱之所引攝。 

十一、〈攝勝決擇品〉： 對〈攝事品〉中九事建立之理進行詳

細抉擇，補充說明其未說之義。其次

力闡大乘教法和佛果功德之建立，最

後說明三藏大意等。

9. 本論的組織

依呂澂的分析：

「論十一品，義有二類。

經論所詳，攝於三品，謂攝文攝義也。

入道精微，成於八品，謂待建立而知也。

故於諸攝品應知其約論依教存要去繁，於諸成品應知其補苴闡

發詳昔未詳。」14 

14 呂澂，〈顯揚聖教論大意〉，《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0冊，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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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是本論的十一品中：

有三品是包攝經典的文義教理，此即〈攝事品〉、〈攝淨義

品〉及〈攝勝決擇品〉。

至於講述修行入瑜伽道的內容，則有八品，此即〈成善巧品〉、

〈成無常品〉、〈成苦品〉、〈成空品〉、〈成無性品〉、

〈成現觀品〉、〈成瑜伽品〉及〈成不思議品〉。

諸攝品是依教法而總攝要義，諸成品則是補充缺漏而詳述其未

闡述的理論。

呂澂又說：

「然十一品如彼次第，何耶？曰﹕

[1] 所簡擇者法相，是論體性，

故先列事法則有〈攝事品〉，

次出義相則有〈攝淨義品〉。

[2] 能簡擇者瑜伽，是論所依，

故先明所緣則有〈成善巧品〉，

次明簡擇方便則有〈成無常〉、〈成苦〉、〈成空〉、〈成無

性〉四品，

次明正簡擇則有〈成現觀品〉，

次明簡擇法體則有〈成瑜伽品〉，

次明簡擇所離則有〈成不思議品〉，

次明簡擇勝義則有〈攝勝決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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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十一品如彼次第。」15 

今以圖表顯示各品的關係：16 

 

15 同上。 
16 此圖為向瑞屏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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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顯揚論》與《瑜伽論》的關係

據呂澂的分析，若以《瑜伽論》之十七地義來了解《顯揚論》

的內容： 

第一的〈攝事品〉，論說九事以為法體。

分依染、淨，次第舉彼「一切」事是〈五識身相應地〉、〈意

地〉所說；

「界」事、「雜染」事、「諦」事是〈有尋有伺〉、〈無尋唯

伺〉、〈無尋無伺〉、〈非三摩呬多地〉等地所說；

「依止」事是〈三摩呬多地〉所說；

「覺分」事、「補特伽羅」事、「果」事、「功德」事是〈聲

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無餘依〉

等地所說故。

〈有心〉、〈無心地〉是諸地通相故論不別出，〈聞所成〉、

〈思所成〉、〈修所成〉等地諸事說通相，應是總分別攝，或

說別相，應是〈淨義〉攝故。

《瑜伽》一論以(十七)地繫義，至於《顯揚》，事義釐然，綱

斯舉耳。17 

17 呂澂，〈顯揚聖教論大意〉，《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0冊，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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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崇安認為無著瑜伽學的典籍以《瑜伽師地論》為依據，而

《顯揚聖教論》是《瑜伽師地論》的節要本，故《顯揚論》的

結構可顯明瑜伽學之大綱：18 

從《瑜伽師地論》中的〈本地分〉抽取要義，編成：〈攝事

品〉卷1至卷4和〈攝淨義品〉卷5至卷8。

將〈本地分〉中的十六種異論，編入《顯揚聖教論》的〈攝淨

義品〉卷9、10中。

將〈本地分〉中的因明，編入《顯揚聖教論》的〈攝淨義品〉

卷11中。

將〈攝釋分〉編入《顯揚聖教論》的〈攝淨義品〉卷12、13
中。

編寫短文：〈成善巧品〉、〈成無常品〉、〈成苦品〉、〈成

空品〉、〈成無性品〉、〈成現觀品〉、〈成瑜伽品〉、〈成

不思議品〉，依次編屬卷14至卷17前段。

將〈攝決擇分〉的要義編寫成〈攝勝決擇品〉卷17後段至卷

20，達成「顯揚聖教」的目的。

18 林崇安，〈瑜伽師地論和顯揚聖教論的內容架構及其編成〉，
	 《法光學壇》，第六期(2002)，頁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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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顯揚聖教論‧攝事品》的綱要

(I) 總敘緣起：四首皈敬頌

(II) 總標知法九事：一頌列舉九事

   k界事

  染分   

   l雜染事

 j一切事  

   m諦事

   n依止事

  淨分 o覺分事

   p補特伽羅事

   q果事

   r諸功德事

(III) 別釋九事的法相

1. 一切： 五法(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應行法、無為

法)、三自相。 

2. 界：三界、三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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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雜染：煩惱、業、生。

4. 諦：二諦及四諦。

5. 依止： 四靜慮、四無色定，世間(有漏)及出世間(無漏)定。

6. 覺分： 三十七菩提分法、十種智、三解脫門、四通行、四法

迹、止、觀、四居處、四種依、發心、悲愍、十種法

行、七種通達、十地、十波羅密蜜多、四種菩薩行及

四攝事、陀羅尼門、三摩地門、五無量作意、七種真

如作意、信解不思議、廣大阿世耶。

7. 補特伽羅： 七賢聖、八種(四向四果)賢聖、極七返等八種

聖者、退法等六無學果、軟根等七種眾生、在

俗者、出家者、聲聞等三乘、可救者、不可救

者、入方便等九種眾生、人與非人二種眾生、

三界中十三種凡聖。

8. 果： 果斷有五種、九遍知、九種清淨、四證淨、四沙門果、

三界、三種菩提、十無學法。斷多因、斷所從、依作

意、依七定、修菩提分、斷次第、斷差別、斷相利益。

9. 諸功德： 四無量心、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無諍、妙願

智、四無礙解、六神通、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四

一切相清淨、十力、四無畏、三不護、三念住、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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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諸習氣、無忘失妙法、大悲、十八不共佛法、一

切種妙智。

(IV) 九事總分別：一切事為二雜染事及六清淨事之所依。

(V) 思量九事之方便：由一切佛語言事及語言想二種所攝故

可思量。

(VI) 結九事修行之所依：十法行及六理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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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事品第一

一般在佛典之卷首，撰寫論典或闡釋文義的作者常以偈頌來歸

禮諸佛菩薩或老師，並述說造論的目的。1無著菩薩首先以四首

「歸敬頌」敘說撰造此論的因緣。

1 總敍緣起	
1.1 讚禮三寶
善逝、善說、妙三身，　	 無畏、無流、證教法，	

上乘真實牟尼子，	 我今至誠先讚禮。

1.2 讚禮慈尊	 	

	 稽首次敬大慈尊，	 將紹種智法王位，	 				

	 無依世間所歸趣，	 宣說瑜伽師地者。

1	 如《瑜伽師地論》卷64云：
	 「若欲造論，當先歸禮二所敬師，方可造論。
	 『恭敬法』故，先應歸禮論本大師；
	 『恭敬義』故，復應歸禮開闡義師。」(大正藏30，658a)

《顯揚聖教論》卷第一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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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造論所為		
	 昔我無著從彼聞，	 今當錯綜地中要，	 		

	 顯揚聖教慈悲故，	 文約義周而易曉。

1.4 舉十一品名	
	 攝事、淨義、成善巧，	 無常、苦、空與無性，	

	 現觀、瑜伽、不思議，	 攝勝決擇十一品。

第一頌是讚禮三寶的真實功德。2	

第一句的「善逝、善說、妙三身」讚歎佛的功德。「善逝」是

梵語sugata的意譯，音譯「須伽陀」，或譯曰「好去」3，為如

來十號之一。善逝指諸佛乘如實道而往涅槃彼岸，證得殊勝的

無量功德，並為眾生善巧闡說離苦解脫的教法。又佛具有美妙

的三身，「法身」是佛以真如空性為體；「報身」是淨土中佛

的莊嚴身相，以酬報佛在因位修無量行願所得之果；「化身」

是應眾生的機感而化現的佛身，即以不同的身分來啟導所要教

化的對象。

2 本論的首頌據韓清淨的分析：「於此頌中，初句讚佛，次句讚
法，[第]三句讚僧，是名讚佛法僧真實功德。」《瑜伽師地論披

尋記》卷41。 
3 《大乘義章》卷20：「言善逝者，此從德義以立其名。『善』者
名『好』，『逝』者名『去』，如來『好去』，故名善逝。」

	 (大正藏44，8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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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的「無畏、無流、證教法」讚佛所證得的圓滿教法。4 
「無畏」讚美佛的殊勝功德中有四無畏，指佛在大眾中說法時

具有無所怖畏之自信，表現出泰然安穩的氣度。5「流」指「暴

流」，具有洪水、漩流、墜溺等義，是煩惱的別名。佛經多以

「暴流」譬喻世人為三界煩惱的暴流所漂蕩而陷溺於生死苦海

中。「無流」指越過暴流，不為煩惱所衝擊，含有度過生死海

而達到涅槃彼岸之意。6又佛能越過四暴流，不為三界煩惱所束

縛。佛雖已達到涅槃彼岸而不住，仍為眾生演說如來所體證的

真理，令教、理、行、果等佛法流傳世間。

4 唐‧智周之《成唯識論演祕》卷1：
	 「『無畏無流證教法』等者，此明法寶，謂四無畏，絕四暴流。法
總有四，謂教、理、行、果。」(大正藏43，813c)

5 佛的「無畏」主要表現於四方面：
	 一、正等覺無畏，佛於一切所知境界獲得完全正確的覺知而沒有
無知的怖畏。

	 二、漏盡無畏，佛自知一切煩惱已永盡無餘而無未得淨化的怖
畏。

	 三、障法無畏，佛善能為諸弟子說所有修道的障礙法，沒有對染
污法無知的怖畏。

	 四、出苦道無畏，佛能為諸弟子說所有出離苦的修道法，故沒有
不能盡苦邊際的怖畏。

	 參考安慧之《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4。大正藏31，760c-
761a。

6 四暴流包括：
	 一、欲暴流，即欲界的煩惱，除了無明以外。
	 二、有暴流，即色、無色界的煩惱，除了無明以外。
	 三、見暴流，指錯誤偏見，如五見中的有身見、邊執見、邪見、
見取、戒禁取。

	 四、無明暴流，指與癡相應之煩惱，即無智的狀況。
	 參考《阿毘達磨集異門論》卷8。大正藏26，39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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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的「上乘真實牟尼子」是讚禮佛的真正弟子，那就是修

學大乘的菩薩，他們將會紹隆佛法，普度眾生。「上乘」指大

乘，即菩薩乘，以相較於聲聞及獨覺的二乘為上，故名上乘。

「真實」指成就無漏佛、法、僧三寶的聖眾。7「牟尼」是梵語

muni的音譯，意指聖者、潛心修道者、寂默者。例如稱釋尊為
釋迦牟尼(Sākya-muni)，即釋迦族的聖者。此處的「牟尼」指
佛，「牟尼子」即「佛子」，指大乘的聖僧菩薩。

第四句的「我今至誠先讚禮」，「我」是《顯揚聖教論》的作

者無著菩薩的自稱，無著現以最真誠的心意先對三寶作讚歎及

禮敬。

首頌是無著菩薩讚歎佛寶、法寶、僧寶的真實功德。

第二頌是無著菩薩敬禮慈氏菩薩，也就是彌勒菩薩，他是宣講

《瑜伽師地論》及將會繼承釋迦牟尼佛的未來佛，是眾生應歸

依的對象。

第一句的「稽首次敬大慈尊」，無著菩薩讚禮了三寶後，接著

敬禮偉大的慈尊。「稽首」為印度最恭敬的禮法，其禮拜方法

是彎背曲躬，頭面觸地，兩掌伸向被禮拜者之雙足，故又稱為

7 唐‧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卷6之「三寶義林」條：「『真實』
者，三身『佛寶』，一切無漏教、理、行、果三乘『法寶』，

	 一切住向、住果、住道三乘聖眾，名為『僧寶』。大小乘同『真
實三寶』。」(大正藏45，34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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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足禮」。「慈尊」即慈氏菩薩的尊稱，亦即彌勒菩薩，玄

奘的新譯全稱「梅怛麗耶」(Maitreya)，意思是「慈」，是為
其姓，故稱慈氏。

第二句的「將紹種智法王位」，「紹」即繼承，「種智」指佛

的「一切種智」(sarva-ākāra-jñātā)，或名「一切相智」。佛智
能通達諸法實相，於一切三世法中，不論是眾生的根性，文字

言說等諸法，皆能通達無礙，亦能說一切法相以化導眾生，故

名「一切種智」。「法王」是對佛的尊稱，意謂佛於法自在，

也就是聖人中之最高者。此句表示慈氏菩薩現為一生補處菩

薩，下一生將繼補佛的法王位，紹隆佛的一切種智，成為候任

的佛。8	

		

第三句的「無依世間所歸趣」，「世間」指有情世間，即凡夫

眾生、世俗人。「歸趣」即歸靠投向，意指歸依(śaraṇa)，有救
濟或庇護所等義。此句說明無依靠的世人應歸依慈氏菩薩，依

憑著未來佛的指導及功德而安身立命，得到安全的庇護所，脫

離苦厄。

第四句的「宣說瑜伽師地者」，慈氏菩薩即宣講《瑜伽師地

論》的聖者。

8 《成唯識論演祕》卷1：「慈尊繼襲佛之寶位，是真佛子。」(大
正藏43，8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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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頌讚禮慈氏菩薩，即宣講《瑜伽師地論》的聖者，也就是

將來繼承佛位的菩薩，堪為生死苦海中無依無怙的世間眾生作

為歸依處，以得到庇護和救度。

第三頌是無著菩薩講述造此論的目的，即系統地整理出他過

去曾聽聞慈氏菩薩講授《瑜伽師地論》中十七個修行階位的精

要，以顯揚聖教的義理。

第一句的「昔我無著從彼聞」，「彼」指彌勒菩薩，無著菩薩

說他過去曾於彌勒菩薩處得聞《瑜伽師地論》中的法義。

第二句的「今當錯綜地中要」，「錯綜」是將資料交互地綜

合運用，「地中要」指《瑜伽師地論》中十七地的要義，這句

是無著菩薩表示他現在應將十七地的要義作出綜合的編排和整

理。

第三句的「顯揚聖教慈悲故」，「聖教」一般指佛教的經、

律、論三藏，此論特指佛所說之教法，如《阿含經》(Āgama 
Sūtra)及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那是釋迦牟尼佛及慈尊
為化度無依的世人，由大慈悲心所流出的教法。

　	

第四句的「文約義周而易曉」，此句表示無著菩薩撰作《顯揚

聖教論》，是以簡要的文句涵攝周詳的義理，令眾生容易明白

聖教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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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頌是列舉出《顯揚聖教論》十一品的品名。

第一句的「攝事、淨義、成善巧」，「攝事」即第一的〈攝事

品〉、「淨義」即第二的〈攝淨義品〉、「成善巧」即第三的

〈成善巧品〉。

第二句的「無常、苦、空與無性」，「無常」即第四的〈成無

常品〉、「苦」即第五的〈成苦品〉、「空」即第六的〈成空

品〉、「無性」即第七的〈成無性品〉。

第三句的「現觀、瑜伽、不思議」，「現觀」即第八的〈成現

觀品〉、「瑜伽」即第九的〈成瑜伽品〉、「不思議」即第十

的〈成不思議品〉。

　　	

第四句的「攝勝決擇十一品」，「攝勝決擇」即第十一的〈攝

勝決擇品〉，故《顯揚聖教論》總共有「十一品」。

上述四頌已叙述了作者撰作《顯揚聖教論》的原由、目的及各

品的次序。

2	 總標知法九事

一切、界、雜染，	 諦、依止、覺分，

補特伽羅、果，	 諸功德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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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頌是總括標舉出〈攝事品〉中的九事，「攝事」是總括

宇宙間的事物、基本要素。此論將宇宙萬有及教法中的重要事

項，總括為九類，因名「九事」，每一事又列舉出眾多的分類

法。〈攝事品〉透過這九事的編排，令眾生掌握宇宙萬有的要

項，也就是「知法」的內容。

九事中以第一之「一切」事為基礎，然後分出「染」及「淨」

兩方面。

「染」包括第二之「界」事、第三之「雜染」事。

「淨」包括第四之「諦」事、第五之「依止」事、第六之「覺

分」事、第七之「補特伽羅」事、第八之「果」事、第九之

「諸功德」事。

此九事為〈攝事品〉的主要內容。

3 別釋九事	
3.1 釋第一之一切事

論曰：「一切」者，有五法總攝菩薩藏，何等為五？

頌曰：心、心所有、色，　不相應、無為。	 	

	

第六頌的前兩句標舉出「一切」是「九事」中的第一事，

「一切」指宇宙萬有的存在須依靠一些重要的物質或精神性的

元素，瑜伽行派將主要的元素歸納為五種類別，包括心法、心

所有法、色法，不相應行法及無為法，依賴這些基本元素而形

成宇宙萬有。前四類法屬有為法，最後一類為無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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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藏」是大乘經論的總稱，這類經典的內容含藏大乘菩

薩修行證果的方法。「有五法總攝菩薩藏」，有五類法包括大

乘經論的重要法相，這就是偈頌所說的「心法、心所有法、色

法，不相應行法及無為法」，即因緣和合或非因緣和合的存在

法。瑜伽行派的經典較多講述五類百法的元素表，如《百法明

門論》等。但此論則以「五法」包攝一百六法，即於「色法」

中加上四大，及於「無為法」中將「真如」分為善法真如、不

善法真如、無記法真如，故總共一百六法，如下表所示：

 1.  心法：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的八識心王(8)

 2.  心所法：受、想、思及餘善、惡等心理活動(51)

五法		 3.  色法：四大、五根、五境和法處所攝色(15)

 4.  不相應行法：得、生、滅、時、空等(24)

 5.  無為法：虛空、擇滅、非擇滅、不動、想受滅、善法、不善

	 			 法、無記法真如(8)

3.1.1 心法

論曰：「心」者，謂心、意、識差別名也。

五法中第一是「心法」，簡稱作「心」，又名「心王」，指精

神作用之主體，即心識的主要認知能力，只了知對象整體的總

相，包括眼、耳、鼻、舌、身、意、末那及阿賴耶識等八識。

而「心法」也可稱作「心」、「意」及「識」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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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citta)，表示積集諸法種子功能及令種子潛能生起現行的
作用。

「意」(manas)，含有「思量」的意義。

「識」(vijñāna)，音譯「毘若南」或「毘闍那」，意指分離地
或分別地知的辨別力。如《瑜伽論記》說：「毘若南，此云

識，了別為義。」9表示心識有辨別內外一切境界的作用。八個

識都有不同的了別力。

「差別」(paryāya)指同義字。「心」就其不同方面的意義，可
以不同的名稱來表示其豐富的涵義，都是同義異名，故說「差

別名」。

一切眾生都有八種「識」，或八種「心」，或八種「意」。就

嚴格的各別作用來說，則只有第八阿賴耶識專名為「心」，以

賴耶能積集諸法的種子，生起諸法的現行故；又只有第七末那

識專名為「意」，以末那恒常地思量賴耶為自我故；而只有前

六識專名為「識」，因為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及意

識對各別境界的分別力最為明顯故。10	

問：何等為識？

9 大正藏42，313a。
10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63，大正藏30，65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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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識有八種，謂阿賴耶識，眼、耳、鼻、舌、身識，意

及意識。

哪些是識？識有八種，第一是「阿賴耶識」(ālaya-vijñāna)，
略稱「賴耶」，是梵語的音譯，意譯為「藏識」。梵語ālaya有
眠伏、執著之意。阿賴耶識潛藏於心的深處，猶如倉庫般貯藏

著所有的種子潛能，又持續地執持著身體與器世間，能遍於三

世流轉的過程中作為生命的輪迴主體。

阿賴耶識的安立主要是解決：

(1) 因業力承担者的問題而建立一個類似輪迴主體的存在。
(2) 為了對有漏生命的來源作一說明，俾能交代生死與解脫的

問題。

(3) 宇宙一切法的總依據，賴耶是含藏一切種子的總體，一切
法的發生須靠種子，所以賴耶是一切法的所依。

(4) 貫通三世相續而轉變的精神主體。
(5) 潛在的記憶系統以保持三世的一切經驗與知識。

其次是「眼、耳、鼻、舌、身識」的前五識，即視覺、聽覺、

嗅覺、味覺、觸覺，依次了別「色、聲、香、味、觸」的境，

即顏色、音聲、氣味、味道、軟硬冷暖等對象。

「意」指第七識，音譯為「末那」(manas)，含有「思量」的意
義。八識中以第七的末那識具有恒常審細思量的作用，執著賴

耶為內在的自我，因此專名為「意」，為深層性的自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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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manovijñāna)指第六識，此識是依於意根而起之了別
識，因此稱為意識。

此論於「心法」中的分析，首先闡釋阿賴耶識的特性，然後是

前五識、第七的「意」(末那)及第六識的「了別」義。

3.1.1.1 第八之阿賴耶識

(1)	阿賴耶識者，
謂先世所作增長業、煩惱為「緣」；

無始時來戲論熏習為「因」；

所生「一切種子異熟識」為「體」；

此識能執受了別色根、根所依處及戲論熏習，於一切時一

類生滅，不可了知；又能執持、了別外器世界，與不苦不

樂受等相應，一向無覆無記，與轉識等作「所依因」，與

染淨轉識受等俱轉，能增長有染轉識等為業，及能損減清

淨轉識等為「業」。

八識中首先闡釋什麼是「阿賴耶識」(ālaya-vijñāna)，簡稱
「賴耶」，此即第八識，又名種子識、異熟識等。

「先世所作增長業」，「先世」即過去世，「業」(karma)是行
為，「增長業」指「故思業」，即有意造作的身業及語業，其

所作的行為熏成業種子，藏於阿賴耶識中，作此故思業必定招

引未來的異熟果報，故稱增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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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kleśa)指貪欲、瞋恚、愚痴等煩擾惱亂身心的力量。
「緣」(pratyaya)是條件、由藉之義，乃依藉其他的條件而引起
結果，「煩惱為緣」，即以煩惱為輔助條件。

「無始時來戲論熏習為因」，「無始」，即無有元始的時間以

來，由於諸法皆因緣所生，因上有因，如是推究層層的因緣，

莫能知眾生及諸法之始源。由無始的時間以來，「戲論熏習為

因」，「戲論」(prapañca)指無益、虛假的言論。11「熏」是

熏發、擊發，「習」是屢屢，即屢次屢次地擊發，由「熏習」

而形成更強的力量。眾生所作的行為及認知活動於發生後，

會熏發一種餘勢力入賴耶內成為種子，此餘勢續生，是名「習

氣」，可形成未來再現的力量及習性。「因」(hetu)指主要的條
件，即產生果報之直接原因。唯識家以「名言種子」為引生一

切諸法的親因緣種子。我們所知的一切事象，皆以名字概念與

言說來理解及表達，在心中變似一法的形相，經常地出現後，

這種熏陶串習之力量保存在阿賴耶識中，成為其後各種事物

出現的潛在功能，由名言而熏成的功能，稱為「名言種子」。

「名言種子」又稱為「名言戲論」，因為透過假名安立來指謂

對象，這些名字語言皆由虛妄分別力所發起，而所了知的世間

11 《瑜伽師地論》卷91曰︰「此中能引無義思惟分別所發語言，名
為戲論。何以故？於如是事，勤加行時，不能少分增益善法、損
不善法，是故說彼名為戲論。」(大正藏30，815a)

	 又《般若燈論釋》卷3曰：「謂無始已來，名言戲論熏習種子以
為因故，決定因緣，各各果起，虛妄分別自在力故。」(大正藏
30 ，6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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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物，並不是符合事物的真實來把握，因此「名言種子」又稱

為「戲論」。此句意謂由無始的時間以來，以「名言戲論」

的「熏習」為主因。

「所生一切種子異熟識為體」，「一切種子異熟識」是複合

詞，包含「一切種子識」及「異熟識」兩義，都是阿賴耶識的

同義詞，以顯示賴耶的不同性質。

「一切種子識」(sarva-bījakam-vijñāna)，指阿賴耶識含藏一切
世間及出世間的各類種子(bīja)。種子表示潛在的功能，是出生
現實事象的因緣，遇到適合的助緣時，便能顯現為物質或精神

的現象。由於阿賴耶識猶如倉庫，儲藏所有不同種類的種子，

因此稱它為「種子識」。宇宙萬有的出現來自賴耶中的種子，

種子所依存的地方是賴耶，也可以說是以賴耶為因，由此角度

故說為阿賴耶識的「因相」。

「異熟識」(vipāka-vijñāna)，含有負載因果業報的主體意義。
唯識家認為眾生所做的善惡業行，行為完結後形成一股力量，

而這種「業力」會以「業種子」的形式保存於阿賴耶識中，作

為增上緣，於未來招感異熟的果報，故稱阿賴耶識為「異熟

識」，由此角度故說為阿賴耶識的「果相」，以具有發揮果報

作用的特質。

「體」意謂本質、所依的根本、所依之體。「所生一切種子

異熟識為體」，這便是阿賴耶識作為「一切種子識」、「異熟

識」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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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識能執受了別色根、根所依處及戲論熏習」，所謂「執」，

涵有攝、持的意義；「受」是領受、覺受等意思，12阿賴耶識

有執受的作用，即攝持身體不壞，令生覺受，而能了別境界。

「色」是物質，「根」有能生、增上之力，「色根」指物質性

的官能，包括五根。如眼根有強力能生眼識，故名為眼根。其

餘的耳根能生耳識；鼻根能生鼻識；舌根能生舌識；身根能生

身識。「根所依處」指眼球、外耳、鼻腔、舌頭、身體為五根

的外形器官，是五根所依之處，亦是扶助五根之五種物質，故

名「扶根塵」，但其自身並無發識取境之作用。此句指賴耶攝

持根身、根所依處及名言戲論習氣種子為自體，能生知覺的感

受，於一期生命中安危共同，持使不壞，故名「執受」。

「於一切時一類生滅，不可了知」，「一類」指相續的一種性

質，阿賴耶識是「無記性」，本質是非善非惡，所以不會排斥

善性或惡性的種子熏習，任何性質的種子都能容受於賴耶中。

阿賴耶識於三世的存在是恒常地保持著「無記性」，剎那生滅

地相續，直到成佛時才轉為純善性。「不可了知」指賴耶的活

動狀況非常隱微而不為眾生所能察知。

「又能執持、了別外器世界，與不苦不樂受等相應，一向無

覆無記」，「執持」是執取維持，此處指賴耶執持外在的器世

12 《成唯識論述記》卷3曰：「言執受義者，執者，是攝義、持
義。受是領義、覺義。攝為自體，持令不壞，安危共同而領受
之，能生覺受，名為執受。」(大正藏43 ，315c)



52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界，持令不壞。「不苦不樂受」，感受有三種，包括苦受、

樂受、不苦不樂(捨受)。「相應」是和合而不離地一起活動之

關係。賴耶於三受中只與不苦不樂受和合相應。「一向無覆無

記」，「一向」是從來一直都如是，「無覆」是不覆障，阿賴

耶識於倫理上是非善非惡的「無記性」，由於其活動不會構成

聖道智慧生起的障礙，所以是「無覆無記性」。

「與轉識等作所依因」，「轉識」(pravṛtti-vijñāna)的「轉」
(pravṛtti)是生起、轉現的意思。13除第八識外，其餘的眼、耳、

鼻、舌、身、意、末那等七識都稱為「轉識」。前七識除了以

阿賴耶識中自身的種子為所依，也須以色、聲、香、味、觸、

法、我等所緣對象才能生起認知活動，而有苦、樂、捨三種感

受的轉變，又在倫理上可表現為善、惡、無記三種性質，遂有

染、淨不同的轉變，故稱為「七轉識」。唯識宗以阿賴耶為一

切法的根本，前七識須依靠此「根本識」(mūla-vijñāna)才能
生起認知活動，而賴耶的「無覆無記」性質於成佛前是不會改

變的，因此，「轉識」是相對阿賴耶識的「根本識」而建立，

以區分出八個識的兩種基本類別。「所依因」意指前七識以第

八根本識為共所依而得生起，因此說第八識為七轉識作所依

因。14	

13 真諦譯作「生起識」。
14 《成唯識論述記》卷4云：「由有阿賴耶識故執受色根，五種識
身依之而轉等。又《顯揚》第一[卷]解阿賴耶識云與轉識等作所
依因。此文亦證與六、七[識]為依。……故知五識以本識為共所
依。」(大正藏43，38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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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染淨轉識受等俱轉，能增長有染轉識等為業，及能損減清

淨轉識等為業」，「業」是業用、作用。「染淨轉識」指時染

或時淨的七轉識，「受等俱轉」指阿賴耶識又與受、想、思等

心所一起出現活動，「能增長有染轉識等為業，及能損減清淨

轉識等為業」，七轉識有染、淨不同的轉變活動，阿賴耶識的

本質是有漏染污的，故一方面能增長染污的轉識，另一方面則

能損減清淨的轉識，這就是阿賴耶識對於轉識的業用。

此段說明阿賴耶識出現的間接條件、主因、本質及作用：

(1)	 賴耶是由過去世所造作的行為及煩惱為「緣」(間接的條
件)而感得的結果。

(2)	 又以無始時來無數的虛妄分別戲論熏習種子為「因」(主要
的原因)。

(3)	 以所生「一切種子異熟識」為「體」(本質)。
(4)	 此識的作用是能執受了別色根(感官)、根所依處(感官依住

之處)及(名言)戲論熏習，於任何時都是一類(無記性)地生

滅相續，不為眾生可以了知其活動狀況，又能執持、了別

外在的器世界，與不苦不樂的感受相應，一向是無覆無記

的特性，與轉識作「所依因」，又與染淨轉識同時活動，

能增長有染污性的轉識及能損減清淨轉識等為「業」用。

云何知有此識？

如薄伽梵說：「無明所覆，愛結所繫，愚夫感得有識之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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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顯有異熟阿賴耶識。

怎樣知道有此阿賴耶識的存在？

此處引佛所說的經證，「薄伽梵」為梵語bhagavat的音譯，或
譯作「婆伽婆」，意譯為「世尊」，即具足眾多美德而為世人

所尊重者的意思，亦是佛陀十種名號之一。15「無明所覆」指

無知及不具正見的凡夫被愚癡所障蔽。「愛結所繫」，「愛」

是貪染，「結」是煩惱，含有「束縛」之意，由於眾生貪愛三

界的境界，令其繫縛於輪迴生死中，不能出離。「愚夫感得有

識之身」，指凡夫被愚癡所覆蔽，又被貪愛的煩惱所繫縛，由

此為緣故感得輪迴果報的識身，「有識之身」顯示有異熟果報

功能的阿賴耶識。

15 薄伽梵之名具六德：	
	 (1)  自在義，佛永不會被煩惱所束縛。
	 (2) 熾盛義，佛的智慧，如燒燃的猛火般熾盛，照破世間的無明

黑暗。
	 (3)  端嚴義，佛身具三十二種莊嚴妙相，令人羡仰。
	 (4) 名稱義，佛的一切功德殊勝圓滿，名聲遠播，備受世人稱

譽。
	 (5) 吉祥義，佛的慈愛及大威德，令親近供養佛的眾生皆得平安

福樂。
	 (6) 尊重義，佛具廣大福德，常以無量方便來利益安樂一切有

情，永不停息，而為世人所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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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顯有異熟阿賴耶識」，這些經文顯示證有異熟果報功能

的阿賴耶識的存在。16 

又說：「如五種子，此則名為有取之識。」

此言顯有一切種子阿賴耶識。

此經文與《雜阿含經》卷第2之39經的文義相近	：
「世尊告諸比丘：有五種種子。

何等為五？謂根種子、莖種子、節種子、自落種子、實種

子。……

彼五種子者，……譬四識住；……

何等為四？於色中識住，攀緣色，喜貪潤澤，生長增廣；

於受、想、行中識住，攀緣受、想、行，貪喜潤澤，生長增

廣。」17	

由根、莖、節、成熟自落而為實種子顯示種子的五種生長過

程，不同階段的五種種子需要養份才能滋長，以此譬喻五蘊中

「一切種子阿賴耶識」執取住著於餘色、受、想、行四蘊，故

阿賴耶識亦名為「有取之識」。

16 印順法師於《唯識學探源》說：
	 「《顯揚聖教論》之經證是引『識支』來證明阿賴耶識，以入胎
識作前提，因入胎識所藏的種子，漸漸的生起根身，是屬於『因
心所生』的唯識說。」，頁37。

17 大正藏2，8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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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顯有一切種子阿賴耶識」，這些經文顯示證有含藏一切

種子功能的阿賴耶識的存在。

又說：「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

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

阿陀那識(ādāna-vijñāna)指阿賴耶識，具有執受色根的身體、
執持器世界及執持諸法種子的作用。

此頌出自玄奘法師所譯《解深密經》卷1之〈心意識相品〉。其
大意是：阿賴耶識執持根身、器世界及種子的力量深微，難可

了知；所藏的一切種子又如急流般地恒常運作不息，能生起如

波浪似的前六識。「我」指佛，而「凡愚」之意，「凡」指凡

夫及外道，「愚」指對大乘法愚昧的小乘人。佛對凡夫、外道

及二乘的眾生不開演阿陀那識的深奧道理，恐怕世人誤以為阿

陀那識是永恒的「實我」主體，由此生起我執而不得解脫。

3.1.1.2 前五識

(2)	 眼識者，謂從阿賴耶識種子所生，依於眼根，與彼俱
轉，緣色境界，了別為性。

第二至第六的心法是八識中的前五識，包括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及身識。本論的分析方法是首先詳細解說眼識，並闡

示前五識的共同特性，以此為准而例知其餘四識的情況，然後

於解說餘四識時只簡略地指出其中的差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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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的心法是八識中的「眼識」(cakṣur-vijñāna)，即視覺。
「眼識」是從貯藏於阿賴耶識中的「眼識種子」所生的精神現

象。此處的「種子」指生起視覺力的潛在功能，是依「眼根」

(視覺感官)所引發的認知作用。眼識與「彼」眼根「俱轉」，指

眼識與眼根一同生起認知活動；「緣色境界」，此處的「色」

是狹義的物質，眼識所攀緣的對象只限於顏色、形狀的物質境

象；「了別為性」，這種特殊的了別力為眼識的本質特性。

如薄伽梵說：「內眼處不壞，外色處現前及彼所生作意正

起，如是所生眼識得生。」18

「處」(āyatana)，或譯為「入」，涵有涉入之意，指根境相
互接觸之處，便能生起認識作用，故具「生長門」的意義。

「處」包含「內六處」之六根與「外六處」之六境，總為

「十二處」。「內眼處」即眼根，「外色處」指外在的色境，

為「十二處」中有關視覺感知及對象的方面，由此而生起眼

識。

「作意」(manaskāra)是「心所」法之一(心所義詳後)，指令心
警覺於對象，具有引心對向所緣境的精神作用。

18 此經文出自《中阿含經》卷7之30經中的〈象跡喻經〉，經中有
言：「若內眼處不壞者，外色便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眼識得
生。」(大正藏1，469a)	另亦見於《瑜伽師地經》卷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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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只要「內眼處」沒有損壞，「外色處」又正現在眼前，及

彼「作意」心所正起，引心對向所緣的色境，這樣「眼識」由

於所需的條件具備，便得以生起。

又說：「緣眼及色，眼識得生，如是應知，乃至身識。」

此處所引的經文常見於佛經中，表示每一心識的出現都須依各

別不同的根及所知對象而引生不同的認識作用。「緣眼及色，

眼識得生」，如以眼根及顏色形狀的物質境為條件(緣)，眼識

便得以生起。「如是應知，乃至身識」，這樣以眼識的生起條

件為例，如此類推，應當知道以耳、鼻、舌、身根及聲、香、

味、觸的境為條件(緣)，耳、鼻、舌、身的識得以生起。

(3-6)	此中差別者：
謂各依自根，各緣自境，各別了別，一切應引，如前二

經。

上文舉「眼根」為喻，如眼識依眼根，認識色境，是為眼識生

起之所依，能認識「(顏)色境」。「此中差別者」，於前五識

中的各別不同處，「各緣自境」，各別的識只攀緣自身所知的

境界，並不是共通於其餘心識的，「各別了別」，即各別的識

有不同的了別力：

第三的心法是八識中的耳識(śrotra-vijñāna)，耳識依耳根，認
識聲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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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的心法是八識中的鼻識(ghrāṇa-vijñāna)，鼻識依鼻根，認
識香(香及臭)境。

第五的心法是八識中的舌識(jihvā-vijñāna)，舌識依舌根，認識
味	(滋味)	境。

第六的心法是八識中的身識(kāya-vijñāna)，身識依身根，認識
所觸	(痛、癢、寒、熱、饑、渴等)	境。

「一切應引，如前二經」，一切的認知條件，應如前二經所引

的經文來了解。

3.1.1.3 第七之意

(7)	 意者，謂從阿賴耶識種子所生；還緣彼識；我癡、
我愛、我我所執、我慢相應；或翻彼相應。於一切

時，恃舉為行，或平等行；與彼俱轉，了別為性。

第七的心法是八識中的第七識，亦名為「意」，「意」的梵文

是manas，音譯作末那，具「恒審思量」義。

「意者，從阿賴耶識種子所生」，「意」是從潛藏於阿賴耶識

的末那識種子所生。末那識種子是生起自我意識的潛在功能。

「還緣彼識」是指末那識是依阿賴耶識而現起，現行時又「還」

(返過來)「緣」慮「彼」阿賴耶「識」，思量賴耶為自內我。

眾生的自私意念根源於此識恒常審細地思量個體生命中有一自

我，形成自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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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癡、我愛、我我所執、我慢相應」，末那識經常與「我

癡」(對無我的道理無知)、「我愛」(貪愛自已)、「我我所執」

(即我見，是對自我及屬於我所有的執見)、「我慢」(由我執而

形成憍慢心)四種煩惱心所相伴而起活動，形成以「我」為中心

的執著。

「或翻彼相應」，指「意」或不受前說的「我癡、我愛、我

見、我慢」四種煩惱心所的影響而起活動，去除自我意識，末

那識轉為自他平等的思量。

「於一切時，恃舉為行，或平等行」，末那識於「一切時」，

指任何時間，「恃舉」19意指內心傲慢高舉，或「恃舉為行」，

或時對別人懷著輕視的心態為其表現；「或平等行」，或時內

心沒有傲慢高舉或藐視他人，表現出自己與其他眾生平等無私

的心態。

「與彼俱轉」，「彼」是指阿賴耶識，為末那識生起的所依

根，指末那識須與賴耶一同生起，才有思量的活動。

「了別為性」，「意」亦是以「了別」作用為其特質，但只了

別自我為境。

19 如《入阿毘達磨論》卷上說：「心恃舉相，說名為慢。如傲逸者
凌篾於他。」(大正藏28，982c)	



61卷 一   攝 事 品 第 一

此處作者並無引經證，可見末那識是較後起的概念，原始佛典

中世尊很少提到末那識的「意」。

3.1.1.4 第六意識

如薄伽梵說：「內意處不壞，外法處現前，及彼所生作意

正起，如是所生意識得生。」20 

此處作者先引經證有第六意識(manovijñāna)，然後才作解釋，
與前文對每一心法的撰述次序似不統一。

如世尊所說，如果「內意處」(意根)沒有損壞，「外法處」是

意根所對之境，包括名言概念、一切內外境界等，還需「作

意」心所正在生起，由這些條件所生的第六意識便得以出現。

(8)	 意識者，謂從阿賴耶識種子所生；依於意根，與彼俱
轉；緣一切共、不共法為境；了別為性。

第八的心法是八識中的第六識，亦名為「意識」。「意識」是

從潛藏於阿賴耶識的意識種子所生。每一識的生起各有「所依

根」。「與彼俱轉」是指意識的生起與「彼」(意根，mana-
indriya)一同生起認知活動。意識的所知範圍很廣泛，能夠攀

20 經文大意亦見於《瑜伽師地論》卷3，大正藏30，2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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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思慮所有「共法」與「不共法」為「境」。「共法」是

指事物普遍共通的性質；「不共法」是一法自身特殊的性質。

「意識」具有概念性及感性方面的了知，所知境界的範圍相較

「前五識」更大，因為後者只能認識「不共法」，而不能了知

「共法」。「意識」亦是以「了別」作用為其特質，但以了別

一切法為境。

上文闡釋「一切事」中的「心法」。有為法中的「心法」是主

要的認知作用，包括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末那識及阿賴耶識等八識。八識又可分為「根本識」及「轉

識」兩類，以賴耶為根本，才有其它前七識的認知活動，以一

切法皆從儲藏於賴耶的種子潛能所生。「心法」中首先闡釋阿

賴耶識的特性，然後是前五識、第七的「意」及前六識的「了

別」義。

3.1.2 心所有法
 3.1.2.1 體性

「心所有法」者，謂若法從阿賴耶識種子所生，依「心」

所起，與「心」俱轉相應。

「一切事」中第一類是「心法」，第二類是「心所有法」，略

稱「心所法」、「心所」(caitasika)，為心王所有的附屬的心理
作用。「心所有法」涵有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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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恒依心王而起：心王不起則心所不生。
 2. 與心王相應：與所屬心王同時活動，有相同的
	 	 認識，同一的所依根，所緣對象相似。

 3. 附屬於心王：與心王形成主伴的關係。

每一心王認識特定境界時有不同的心理狀態與之相應。心王與

心所共同相應以取境，心王緣取所知對象的「總相」，如畫師

寫畫時所畫的輪廓，而心所則緣取所知對象的「別相」，如不

離輪廓而填布彩色及描劃細部等。

瑜伽行派的認識論是先由心識發起表象、感覺、知覺、推理、

判斷等活動，配合認知過程中的心理作用，發揮不同的功能，

綜合而有認識的產生，缺一不成。而心所與心所之間亦有相互

影響的作用；或一個心所起時，與其他心所相伴而起，或一心

所起時，妨礎另一心所令不得起。

「若法」指不論是什麼事物，如果是由阿賴耶識的種子功能所

生，依「心王」而得以生起，並與「心王」一同相應地活動，

那便是「心所有法」。「相應」(samprayukta)指法與法相互
間和合不離之活動，形成一體的關係。因為「心所有法」是伴

隨著「心王」一起和合活動的精神作用，這便界定了「心所有

法」的本質。

心所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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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總標差別

彼復云何？謂：

(i) 徧行有五：	一作意、二觸、三受、四想、五思。
(ii) 別境有五：	一欲、二勝解、三念、四等持、五慧。
(iii) 善有十一：	一信、二慚、三愧、四無貪、五無瞋、

六無癡、七精進、八輕安、九不放逸、

十捨、十一不害。

(iv) 煩惱有六：	一貪、二瞋、三慢、四無明、五見、六
疑。

(v) 隨煩惱有二十：	一忿、二恨、三覆、四惱、五嫉、
六慳、七誑、八諂、九憍、十害、

十一無慚、十二無愧、十三惛沈、

十四掉舉、十五不信、十六懈怠、

十七放逸、十八失念、十九心亂、

二十不正知。

(vi) 不定有四：一惡作、二睡眠、三尋、四伺。

本論列舉了五十一種不同的心所有法，而《瑜伽師地論》則多了

「邪欲」、「邪勝解」，總共有五十三個心所。無著於五十一

種心所，首先依其不同性質，分為六類，名為「六位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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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徧行心所	(5)〔作意、觸、受、想、思〕

ii. 別境心所	(5)〔欲、勝解、念、等持、慧〕

iii. 善心所	(11)〔信、慚、愧、無貪等〕

iv. 煩惱心所	(6)〔貪、瞋、慢等〕

v. 隨煩惱心所	(20)〔忿、恨等〕

vi. 不定心所	(4)〔惡作、睡眠、尋、伺〕

3.1.2.3 別釋差別
3.1.2.3.1 徧行心所

下文則逐項闡釋各別心所的特質及作用。六位的第一類徧行	

(sarvatraga)	心所有五個心所。「徧行」是周徧行起的意思，周
徧即是一切界地及任何時間都會出現活動的，又通於善性、惡

性、無記性三種性類。任何一個識起認識活動時，必然各有相

同善惡性質的五個徧行心所與之相應而起。

(1)	 「作意」者，謂從阿賴耶識種子所生，依心所起，
與心俱轉相應、動心為體；引心為業；由此與心同

緣一境；故說和合，非不和合。

五十一心所的界定形式，是以那些為「體」，以那些為「業」，

即透過「本質」與「作用」來定義各別的心所。

作意(manaskāra)心所是從阿賴耶識中的作意種子所生，「依心
所起」，依「心王」而得以生起，並與「心王」一同相應地生

六位心所

（合共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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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別活動。「作意」含有注意、驚覺之意，「動心為體」，

能推動心王及心所的種子，令同起現行活動為「體」(本質)；

「引心為業」，引領現行的心王及心所一同攀緣所知之境為

「業」(作用)，因此說它與心王共同「和合」一起相應地活

動，猶如一體，而非「不和合」相應地活動。心所是心王的附

屬作用，兩者是不能分離地活動，心王之外別無獨立的心所活

動，故呈現統一的複合作用。

如經中說：「若於此作意，即於此了別；若於此了別，即

於此作意。是故此二恒和合，非不和合，此二法不可施設

離別殊異。」

就如佛經說心王與心所的相互作用，「若於此作意，即於此了

別；若於此了別，即於此作意」，即於心王了別時就必然有作

意心所的驚覺作用，若有作意心所的驚覺作用，則必然有心王

的了別作用，「是故此二恒和合，非不和合」，「二」即兩種

東西，指心王與心所，兩者是恒常地和合相應地活動，不是不

和合地相應，「此二法不可施設離別殊異」，不可說兩者是各

別分離的精神活動。

復如是說：「心、心法行，不可思議。」

又經中有這樣的說法，「心、心法行」，即心王與心所的活

動，「不可思議」，兩者相互的作用是難以清楚說明的。此指

心王為主要認識力，於了別境象時，是配合相應的心所同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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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境界的不同面相，一時並收而總體地了知，故其複合作用是

不可思慮言說的狀況。

又說：「由彼所生作意正起，如是所生眼等識生。」

又如前文解說八識心王時，經常提及須有作意心所正在生起，

眼等識才能得以生起活動。本論於此提出「經證」。可見心所

的名稱已見諸佛典中。21	

(2)	「觸」者，謂三事和合分別為體；受依為業。

觸(sparśa )心所指根、境、識「三事和合」而發生感覺，
「觸」令諸心、心所互相調協配合而共同觸對一境，為

「體」(本質)。若無觸心所的調協，則不同的心王及心所各別

地活動，步伐不一，又怎能共同趣向一境，所以須有觸心所的

協助。

「受依」是受、想、思等餘心所需要依靠「觸」才能生起，是

為「觸」的「業」(作用)。

如經說：「有六觸身。」

又說：「眼、色為緣，能起眼識，如是三法聚集合故能有

21 如《瑜伽師地論》卷1云：「要眼不壞，色現在前，能生『作
意』正復現起，所生眼識方乃得生。」(大正藏30，2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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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觸。」

又說：「觸為受緣。」

佛經說有「六觸身」，「身」是類義，以表複數，由於六根、

六境、六識的和合，所以觸亦有六種：

一、	眼觸身，由「眼」根感知「色」境而發生「眼識」，根境

識「三法聚合」而對物體能夠有所感觸。

二、	耳觸身，由「耳」根感知「聲」境而生起「耳識」故有所

感觸。

三、	鼻觸身，由「鼻」根感知「香」境而發生「鼻識」故有所

感觸。

四、	舌觸身，由「舌」根感知「味」境而發生「舌識」故有所

感觸。

五、	身觸身，由「身」根感知「觸」境而發生「身識」故有所

感觸。

六、	意觸身，由「意」根感知「法」境而發生「意識」故有所

感觸。

根、境、識「三法聚集合故」，亦即「三事和合」，如以「眼

根」為增上緣及「色境」為所緣緣，故「能起眼識」的活動。

如是聚集配合三法的作用，便能產生主體接觸到客體的感覺為

本質，其作用則為感受等心所生起的所依條件，故又說「觸為

受緣」，指觸覺是感受得以生起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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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者，謂領納為體；愛緣為業。
	 如經說：「有六受身。」

	 又說：「受為愛緣。」

受(vedanā)心所是「領納」，指領受接納，即經歷與一己意願
相順的可愛境、意願相違的損害境、非順非違境，遂有相應的

樂、苦、不苦不樂(捨)的感受為「體」性，此即受之本質；

「愛」是貪愛，「緣」是條件，「愛緣為業」指感受是貪愛生

起的條件，貪愛即煩惱心所中之「貪」，樂受能引貪起，以耽

著於順境，不願捨離；苦受亦引貪起，以希望違境早日遠離，

故苦樂感受是貪愛生起的條件，這就是「受」的「業」用。

又如佛經常提及「有六受身」，「受」指苦、樂、不苦不樂三

種感受；「身」是類義，以表複數，以前六識感知六境而有六

種感受，包括「眼觸所生受」，「耳觸所生受」，「鼻觸所生

受」，「舌觸所生受」，「身觸所生受」，「意觸所生受」。22

佛經又說：「受為愛緣」，指感受是貪愛得以生起的條件。

(4)	 「想」者，謂名句文身熏習為緣，從阿賴耶識種子
所生，依心所起，與心俱轉相應，取相為體；發言

議為業。

22 參見《大乘阿毗達磨集論》卷1，大正藏31，66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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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說：「有六想身。」

又說：「如其所想而起言議。」

想(saṃjñā)心所，是以「名句文身熏習為緣」，即以名言、語
句、字母等語言概念的熏習為條件，由阿賴耶識中想心所種子

所生，依「心王」而得以生起，並與「心王」一同相應地活

動。「取相為體」指想心所能對境相取像為「體」性；「發

言議為業」指想心所取像後，意識方能施設種種名言概念為

「業」用。

佛經說「六想身」，包括「眼觸所生想」，「耳觸所生想」，

「鼻觸所生想」，「舌觸所生想」，「身觸所生想」，「意觸

所生想」，共為六想故名。

佛經又說：「如其所想而起言議」，「如」是依照，其意是依

所取像的認識而有種種名言概念的設立，方能生起世間的言說

議論。

(5)	 「思」者，謂令心造作得、失、俱非，意業為體；
或為和合，或為別離，或為隨與，或為貪愛，或為

瞋恚，或為棄捨，或起尋伺，或復為起身語二業，

或為染污，或為清淨，行善、不善、非二為業。

思(cetanā)心所，即意志，「令心造作得、失、俱非」指意志有
意地推動心及餘心所起善、惡、或非善非惡(無記)的行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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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就、過失、或無得失的結果；思心所是身口意三業中的意

業，為其「體」性。

其行為的動機或為與一法和合，或為與一法別離，或為隨與一

法，或為貪愛一法，或為瞋恚一法，或為棄捨一法，或起尋伺

一法；或又發動身業及語業；或行為有染污性的，或行為有清

淨性的；由此造作善、不善、非善非惡(非二)的行為，為其

「業」用。

如經說：「有六思身。」

又說：「當知我說今六觸處，即前世思所造故業。」

佛經說「六思身」，包括眼觸所生思，耳觸所生思，鼻觸所生

思，舌觸所生思，身觸所生思，意觸所生思，共為六思故名。

又經說「六觸處」即前世思心所造作故意的業行。佛說現世

的六觸處就是前生思所作的過去業而感召的果。23「六觸處」

即眼等六觸的所依處，又名眼等六根，包括眼觸見色，耳觸聞

聲，鼻觸嗅香，舌觸嘗味，身觸覺觸，意觸知法。

《顯揚論》於此引經證有「徧行心所」。一切心王生起時，必

定各有相同性類的徧行心所與之相應；如善的心王起，必有善

23 《俱舍論記》云：「如說此六觸處果，應知名宿作業因，此亦於
果立因名也。六觸所依處即是眼等六根。」(大正藏41，7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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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徧行心所與之相應俱起；其餘的惡性或無記性亦可依此推

知其性類。

3.1.2.3.2 別境心所

「六位心所」中之第二類是「別境」(viṣayaniyata)	心所。此類
心所並不如「徧行心所」於一切境都會生起，而是攀緣各別特

定的境界才會出現；境各有不同，故非普遍地緣慮一切境，因

此名為「別境」。其數共有五心所，包括欲、勝解、念、定、

慧。

(6)	「欲」者，謂於所樂境，希望為體；勤依為業。

欲(chanda)心所是於「所樂境」，即所喜樂的境，「希望」是
希求冀望，以追求冀望為體性(本質)，為求得所喜樂之物，依

止這目標而生起勤力，然後作諸事業，為業(作用)。若於非所

喜樂之境，則不起希求之念。所以欲的所緣是各別不同的境；

不是所有境都會生起希求，因此不屬於徧行心所。以下四個心

所之為別境而非徧行，其理可準此而知。

如經說：「欲為一切諸法根本。」

如佛經常說欲求是所有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一切諸法」就

是眾生的五蘊身所招感的存在事物，若能離欲無求，便會止息

輪迴所感的有漏五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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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勝解」者，謂於決定境，如其所應，印解為體；不
可引轉為業。

勝解(adhimokṣa)，即清楚明白的了解，於「決定境」，即不是
猶豫之境。「印解」即印持了解，能明確地掌握，如思惟義理

時，知道此義確是這樣，非不如是，對境毫不猶豫而印持之，

為本質；「不可引轉」，即不會被其他原因引誘而改轉，為業

用。

如經說：「我等今者心生勝解，是內六處必定無我。」

「無我」是無實在本質，經說我們現在自心思惟無我的道理，

若能生起清楚的理解，則決定明白「內六處」(六根)必定是無

實在的本質。24	

(8)	 「念」者，謂於串習境，令心明記不忘為體；等持
所依為業。

念(smṛti)即記憶力。「串習境」指過去經常數習之境，依過去
取境時，熏發習氣於賴耶中；「令心明記不忘為體」，由憶念

力，喚起舊時所習的情景，令第六意識心王於串習境清楚地記

憶為本質；「等持所依為業」，「等持」即禪定，又因為前後

24 思惟無我的道理，指觀緣無我境，其義見《成唯識論演秘》卷5，
	 大正藏43，9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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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那相續憶念同一類境，心不流散，便能引生定力，故能作禪

定生起之所依止，為業用。

如經說：「諸念與隨念、別念、念及憶、不忘、不失法，

心明記為性。」

如經說的諸念、隨念、別念、念、憶、不忘、不失法。「隨

念」是追憶曾經歷過之境，憶念各別不同的境名為「別念」。

「念」、「憶」、「不忘」、「不失法」指不會忘失的憶持力

量，這些都是「念」之別名，皆是以「明記」不忘為本質。25	

(9)	 「等持」者，謂於所觀境，專住一緣為體；令心不
散，智依為業。

等持( samādh i )，音譯「三摩地」、「三昩」，意譯為
「定」，「等」是前後剎那連續地、平等地，「持」是控制。

「等持」即「平等持心」，指連續地維持心念攀緣一境的狀

況，不令它散亂，這種控制力稱為「等持」，是「定」之別

名。此等持心所於「所觀境」，以能「專住一緣」，即心念專

注於一個對象上，為本質；又能「令心不散」，指心念集中安

放於一種境象上而不散亂，所以是「智依」，可以作為智慧生

起的依止，為其業用。

25 見《成唯識論演秘》卷5，大正藏43，9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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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說：「諸令心住、與等住、安住、近住及定住、不

亂、不散、攝寂止、等持，心住一緣性。」26	

本論引經證有「九住心」，是修禪定時九種攝心的修習過程，

即從初學攝心，到成就正定，有九種階段，故屬於止觀修習中

「止」的部份，即「奢摩他」(śamatha)。九住的名稱諸經略有
不同，譯詞不是完全可對應的，這反映了九種心住是在阿含的

傳承過程中漸漸擴展而成的。27最清晰是《瑜伽師地論》卷30
所說「九種心住」，透過九住的步驟而令「心住一緣性」，即

達到「心一境性」(cittaikāgratā)，如下表：

次第	 經說九住心	 《瑜伽師地論》之九住心

第一住	 令心住	 內住

第二住	 與等住	 等住

第三住	 安住	 安住

第四住	 近住	 近住

第五住	 定住	 調順/調伏

第六住	 不亂	 寂靜

第七住	 不散	 最極寂靜

第八住	 攝寂止	 專注一趣

第九住	 等持	 等持

26 此即「九住心」，如《瑜伽師地論》卷30所說的：內住、等住、
安住、近住、調順、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等持。(大正
藏30，450c)

27 參見藤田祥道，〈有關九種心住一文〉，收於《印度學佛教學研
究》37-1，頁63-65。又釋惠敏、關則富合著《大乘止觀導論—梵
本〈大乘莊嚴經論‧教授教誡品〉初探》中亦有引述，法鼓文化
出版，1997，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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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依《成唯識論演秘》卷5的解釋如下：

1. 第一住是將心念「繫心住內，不外馳散，名令心住。」28	 修

學者於最初階段，心念對境會不斷地走散，故應從外在一切的

境界上收攝散動的心，拴繫心念於所緣境上，令不離散而外

向。

2.  第二住是「挫制其心，漸細異前，遍攝令住，名與等
住」。29「挫」是挫弱、減低躁動的程度，「制」是制止內心

趨向昏沉或散亂，「漸細異前」，即心相較初住的情況有所不

同，心的躁動被挫減而漸趨微細，遂能完全地攝持心念，令

「遍住」於所緣境上，故名「與等住」。

3. 第三住是「然為失念，於外散動，復還撿攝而住內境」30，

名為「安住」。修學時因為忘失了正念，心又向外走散，便需

再次收攝心念，把散亂心重新安置回所緣境上。

4. 第四住是「先親近念住，即由此念，數數作意，內住其心，
不令此心遠住於外」31，名為「近住」。「親近」即親近佛

法，多聽聞和思惟修止相關的正法，並依此修止；「念住」

28 見《成唯識論演秘》卷5，大正藏43，912b。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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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守護正念，令心安住於所緣。「數數作意，內住其心」即

屢次地於意念中思惟修止的方法，並如經中所教修習，將專注

力安放於心的所緣境上。由於這樣地「親近念住」，「不令此

心遠住於外」，「遠」指遠離，不會令心向外太長久，若心走

散，也不會遠去，很快便能察覺而收攝於內，這便是「近住」。

5. 第五住是「五塵等相令心散亂，先於彼相為過患相，相增上
力挫折其心，不令流蕩」32，名為「定住」。其意是習定者了

解色、聲、香、味、觸之「五塵等相」能「令心散亂」，要先

觀想那些境相會引起很多過失禍患，誘引修定人耽溺境相而難

以守念安住。透過觀「過患相」的「增上力」，即思惟的增上

力量，挫折抑制境相對自心的誘惑，不被這些境相引轉流散而

去，便能繼續專注於所緣境上。《瑜伽師地論》則稱這種方法

為「調順」，「調」指「控制」，「順」是「隨順」，使用有

效的控制方法令心隨順於所修的目的而行。

6. 第六住是「欲恚害等令心擾動，故先於彼為過患想，想之
力故，故於尋思諸隨惑等，正直其心而不流逸」33，名為「不

亂」。這是承接第五種住而言，第五住主要是對治種種令心

散亂的境相，而第六住的「不亂」則對治「欲恚害」，即貪、

瞋、害等惡尋思及「隨惑」，即隨煩惱，其方法亦如第五住

般，思惟這些都有「令心擾動」的「過患」，令心正直而不流

32 同上。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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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兩住相較，第五住所對治的是較粗的色、聲、香、味、觸

等相；第六住所對治的是諸惡尋思及隨煩惱等更微細的煩惱。

相對於「不亂」，奘譯的《瑜伽論》則名為「寂靜」，是指寂

止惡尋思及隨煩惱等作用，令其不起。譯名不同，但意思卻相

近。

第五及第六住，都是以想增上力，思惟境相及煩惱的過患，克

服其對修止的障礙，令心不再散動。

7. 第七住是「由極寂靜，故心『不散』。」34第七住是「不

散」，意思是「極寂靜」。若依奘譯的《瑜伽論》則名為「最

極寂靜」，其含義是：「云何名為最極寂靜？謂失念故，即彼

二種暫現行時，隨所生起諸惡尋思及隨煩惱能不忍受，尋即斷

滅、除遣、變吐，是故名為最極寂靜。」35第七住心相較第六

住的對治力更強，「最極寂靜」並非形容心境極為安靜，而是

指平息煩惱令其完全寂止，故此「最極寂靜」是指更強的平息

煩惱能力。「彼二種」即「諸惡尋思及隨煩惱」，那兩類煩惱

稍為現行干擾內心，迅即能夠覺知而不容忍，即不放縱其肆意

而行。「尋即」指「立刻」，應快速地加以「斷滅、除遣、變

吐」，皆是不同的息滅、去除等意義，突顯心的省察程度的熟

練和速度。

34 同上。
35 大正藏30，4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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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段比較前二種住(「調順」、「寂靜」)時，心的反應更

快，已成為自然反應，前二住仍要「先應取彼為過患想」，要

有思考，有調控的過程，令心慢慢不受干擾，但在這一階段，

第五住中種種令心散亂的相已不出現，而第六住中比較微細的

「諸惡尋思及隨煩惱」稍一出現，便自然能「不忍受」而「斷

滅、除遣、變吐」，於煩惱將起未起時已能把煩惱壓伏下來，

令煩惱不生，故名「最極寂靜」。

8. 第八住是「即正攝持」，名「攝寂止」。36於這一階段，習

定者的心已能無間斷地住於所緣境上，基本上那些擾亂定心的

煩惱已不會起，但仍要運用方法加功修行，這便是「功用」，

即仍要小心守護留意，才能安住於一境。

奘譯的《瑜伽論》則名為「專注一趣」：「云何名為專注一

趣？謂有加行、有功用，無缺無間三摩地相續而住，是故名為

專注一趣。」37「專注一趣」指心能夠無間斷地安放於一種境

象上而不散亂，即「無缺無間」。這需要運用技巧加功著力地

實踐，即「有加行、有功用」，才可以令心專注於境。「三摩

地」是將心念集合起來並安放於一種境象上，即止息妄念而進

入凝心入定的精神狀態。

36 見《成唯識論演秘》卷5，大正藏43，912b。
37 大正藏30，4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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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九住是「平等持心」38，名為「等持」。「等」是連續，

「持」即控制，「平等持心」，指連續地維持心攀緣一境的

狀況，不令它散亂，這種控制力稱為「三摩地」、「定」等。

奘譯《瑜伽論》的第九住亦名為「等持」：「云何等持？謂

數修、數習、數多修習為因緣故，得無加行、無功用任運轉

道。由是因緣，不由加行、不由功用，心三摩地任運相續無散

亂轉，故名等持。」39「數習」即屢次屢次地練習，漸而形成

一股串習力。由於前八住的不斷練習和修行，心的專注力已很

強，將心念置於所緣境上已成習慣，故能自然入定，不用着

力，心仍能無間斷地住於所緣境上，即「無加行、無功用」而

能「任運」自然地心住於境，不會散亂，並持續地進入定境。

這一階段的重點是不需用心着力而能「平等持心」，即心無間

斷地住於一個所緣境上。

當第九住心的「等持」能成功地實現，也就是達到佛經所說

的「心住一緣性」的目標。「悉於一境，繫心令住」40，繫心

令住一境即「心一境性」(cittaikāgratā，住心於一境)，心已
能時常集中於一種特定的所緣境而無散亂，也就是修止(奢摩

他、śamatha)已成就。

38 見《成唯識論演秘》卷5，大正藏43，912b。
39 大正藏30，451a。
40 見《成唯識論演秘》卷5，大正藏43，9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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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慧」者，謂即於所觀境，簡擇為體；如理、不如
理、非如理非不如理，悟入所知為業。

慧(prajña)心所於所觀察境，有分析事理，簡擇是非善惡等為
體(本質)；「慧」是決擇力，「決」即決斷，「擇」是選擇。

對是非善惡能夠判決、能夠選擇的那種力，稱為「慧」。或能

夠「如理」地思惟分別義理；或「不如理」，此心所中，有

與「癡」相應的，不但不能如理簡擇，反為顛倒推求，起顛倒

見；或「非如理非不如理」，對於合理或不合理等，不能作出

明了的判斷。而慧心所是以「悟入所知」，即了悟所觀察的事

物而作出合適的簡擇為業用，也就是具有斷除疑惑的作用。此

就慧中之殊勝者，說有「悟入所知」的斷疑作用，並不是說一

切慧皆能斷疑。

如經說：「簡擇諸法、最極簡擇、極簡擇法、遍了、近

了、黠了、通達、審察、聰叡、覺、明、慧行、毘鉢舍

那。」

如佛經中很多名相都是慧的別名，即同義詞，但就不同角度而

給予不同的特質意義。如「簡擇諸法、最極簡擇、極簡擇法、

遍了、近了、黠了、通達、審察、聰叡、覺、明、慧行、毘鉢

舍那」等名稱。今依據《成唯識論演秘》解釋如下：41	

41 參見《成唯識論演秘》卷5，大正藏43，9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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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擇諸法：「簡」與「擇」，均為選擇、分別、判別之
意，指依智慧力簡擇一切諸法，審定是非、對錯等，從而

作出正確的判斷，以捨偽取真。

2. 最極簡擇：以智慧簡擇諸法的真如實性(總相觀)，即一切法
真實如常的實相。

3. 極簡擇法：簡擇諸法的各種特性(別相觀)。
4. 遍了：於所緣境周遍尋思，作出各方面的全面觀察，名為
遍了。

5. 近了：於所緣境詳細地推求，漸近真實，名為近了。
6. 黠了：「黠」是聰慧、機伶；「了」是明了。「黠了」即
了知分別的智慧力。

7. 通達：通於事理而無滯礙的智慧。
8. 審察：詳細觀察事理的智慧。
9. 聰叡：即聰明睿智，對於所知的道理能夠明記而不忘失。
10. 覺：能夠簡擇的先天俱生慧。
11. 明：後天經串習所得的慧。
12. 慧行：能勤受持、讀誦、問論、勝抉擇而於義理轉增明了
的智慧活動。

13. 毘鉢舍那：梵語vipaśyanā，譯曰「觀」、「見」、「種種
觀察」等，特指修觀的時候，對一法的各方面進行審細的

觀察或抉擇。

3.1.2.3.3 善心所

第三類是「善」(kuśala)心所，共有十一個。此類心所對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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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於他人皆能為順益，故名為善。若心王生時有此類心所跟

著相應而起，則其心王亦轉為善性。

(11) 「信」者，謂於有體、有德、有能，心淨忍可為
體；斷不信障為業，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利益

自他為業，能趣善道為業，增長淨信為業。

	 如經說：「於如來所起堅固信。」

第一個善心所是信(śraddhā)，指「正信」，對於真善美等好人
或好事有嚮往之心，起深信而生喜樂。此信心所，「於有體、

有德、有能」，就其所依之處不同，分為三種：

一、「有體」，信有真實事理。

二、「有德」，於真實的清淨功德起深信而生喜樂。

三、「有能」，於一切世間及出世間善法，信自己及他人能

得、能成就，而起希望故。

「心淨忍可為體」，由此生起清淨認可的心為體(本質)。

「斷不信障為業」，「信」主要是能斷除「不信」的障礙為

業(作用)；「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菩提資糧」是助成

覺悟的條件、因素，指修習種種福德智慧，以善根功德的糧食

來資助己身成道；「利益自他為業」，能利益自身及他人的作

用；「能趣善道為業」，又能趣向人天善道為業；「增長淨信

為業」，能加強淨信為其作用。



84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如佛經所說：「於如來所起堅固信」，即於如來的真理、善

德、能力成就方面，生起堅固的信心。

(12)	「慚」者，謂依自增上及法增上，羞恥過惡為體；
斷無慚障為業，如前乃至增長慚為業。

	 如經說：「慚於所慚」，乃至廣說。

第二個善心所是慚(hrī)，「依自增上及法增上」，「自增上」
是依自覺心的增上力，「法增上」是聞正法而生的增上力。

「增上力」有殊勝力量，能扶助他法或阻抑他法。遂能崇敬賢

德、尊重善法，「羞恥過惡為體」，恥於作惡，止息惡行為體

(本質)。

「斷無慚障為業」，「慚」主要是斷除「無慚」的障礙為業(作

用)，「如前」是指如「信」的作用，「乃至」的用法表示省略

了其中相同的部分，依前文可知。此即包括「有能得菩提資糧

圓滿為業，利益自他為業，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同者

是能「增長慚」為業。

如佛經所說：「慚於所慚」，「所慚」是所做的惡行，應自

覺知而有羞慚心。「乃至廣說」，即佛經中廣泛地說及有關

「慚」的種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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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愧」者，謂依世增上羞恥過惡為體；斷無愧障為
業，如前乃至增長愧為業。

	 如經說：「愧於所愧」，乃至廣說。

第三個善心所是愧(apatrāpya)，「依世增上羞恥過惡為體」，
依世間社會輿論之訶責暴人及厭棄惡法之增上力，懷羞恥心，

拒惡事而不作為體(本質)。

「斷無愧障為業」，「愧」主要是能斷除「無愧」的障礙為業

(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有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利益自

他為業，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愧」為

業。

如佛經所說：「愧於所愧」，「所愧」是所做的惡行，應有愧

疚心而止惡不作。

(14) 「無貪」者，謂於有、有具，厭離、無執、不藏、
不愛、無著為體；能斷貪障為業，如前乃至增長無

貪為業。

	 如經說：「無貪善根。」

第四個善心所是「無貪」(alobha)，「於有、有具，厭離、無
執、不藏、不愛、無著為體」，「有」是三有，即欲有、色有

及無色有，也就是眾生輪迴的界域；「有具」是資養生命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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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等。「無貪」是對「有」及「有具」能夠厭離、無執、不藏

護、不愛戀、無黏著為體(本質)。

「能斷貪障為業」，「無貪」主要是能斷除貪的障礙為業(作

用)，其餘則如前包括「有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利益自他為

業，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無貪」為業

用。

如佛經所說：「無貪善根」，「無貪」能抗拒貪著及能作眾

善，故是「善根」，以是生出其餘善法的根源。

(15) 「無瞋」者，謂於諸有情，心無損害，慈愍為體；
能斷瞋障為業，如前乃至增長無瞋為業。

	 如經說：「無瞋善根。」

第五個善心所是無瞋(adveṣa)，即仁慈，「於諸有情，心無損
害，慈愍為體」，對於所有眾生都無侵損傷害之心，以仁慈憐

憫為體(本質)。

「能斷瞋障為業」，「無瞋」主要是能斷除「瞋恚」的障礙為

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有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利益

自他為業，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無

瞋」為業。

如佛經所說：「無瞋善根」，以能抗拒瞋恚及能作眾善，故

「無瞋」亦是「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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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無癡」者，謂正了真實為體；能斷癡障為業，如
前乃至增長無癡為業。

	 如經說：「無癡善根。」

第六個善心所是無癡(amoha)，「正了真實為體」，正了即正確
了解，能正確了解真實事理為體(本質)。

「能斷癡障為業」，「無癡」主要是能斷除「愚癡」的障礙為

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有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利益

自他為業，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無

癡」為業。

如佛經所說：「無癡善根」，以無癡能消滅無明及能作眾善，

故「無癡」亦是「善根」。

以上的無貪、無瞋、無癡三種心所，由於生善之功用殊勝，一

切善法皆以此三為根本而得生，故名「三善根」。

(17) 「精進」者，謂心勇無惰，不自輕賤為體；斷懈怠障
為業，如前乃至增長精進為業。

	 如經說：「起精進住，有勢、有勤、有勇、堅猛、

不捨善軛。」

第七個善心所是精進(vīrya)，亦名為勤，於斷除惡事及修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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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心勇無惰，不自輕賤為體」，心志能策勵勇悍而不懶

惰，也不會妄自菲薄而怠惰為體(本質)。

「斷懈怠障為業」，「精進」主要是能斷除「懈怠」的障礙為

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有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利益

自他為業，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精

進」為業。

如佛經所說：「起精進住，有勢、有勤、有勇、堅猛、不捨善

軛」，若人發起精進而安住於斷惡修善，則有勢用、有勤奮、

有勇悍、堅牢勇猛；「軛」是套在牛馬頸上的曲木，作為控制

牛馬的工具，「善軛」指適當的方法，「不捨善軛」意指不捨

棄善的方法。

(18) 「輕安」者，謂遠離麤重，身心調暢為體；斷麤重
障為業，如前乃至能增長輕安為業。

	 如經說：「適悅於意，身及心安。」

第八個善心所是輕安(praśrabdhi)，指身心輕利安適的定心狀
態，有身輕安及心輕安兩種。相對而言，麤重(dauṣṭhulya)指一
切染污惡法，令身心缺乏安寧及柔軟性。「遠離麤重，身心調

暢為體」，輕安能令身心遠離麤重，「遠離」即不起，從而獲

致調和舒暢為體(本質)。

「斷麤重障為業」，「輕安」主要是能斷除「麤重」的障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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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有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利益

自他為業，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輕

安」為業。

如佛經所說：「心意調適悅樂，由此身及心皆安和」，這便是

輕安的狀態。

(19) 「不放逸」者，謂總攝無貪、無瞋、無癡、精進為
體；依此能斷惡不善法，及能修彼對治善法，斷放

逸障為業，如前乃至增長不放逸為業。

	 如經說：「所有無量善法生起，一切皆依不放逸

根。」

第九個善心所是不放逸(apramāda)，意指不會放縱而貪於逸
樂，「總攝無貪、無瞋、無癡、精進為體」，此心所包括無

貪、無瞋、無癡及精進四個心所法為體(本質)。

「依此能斷惡不善法，及能修彼對治善法，斷放逸障為業」，

依不放逸能去除不善的惡法及能修善法以對治不善法，亦能斷

除「放逸」的障礙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有能得菩提

資糧圓滿為業，利益自他為業，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

同者是能「增長不放逸」為業。

如佛經所說：「一切無量的善法之所以生起，都是依靠不放逸

的力量」，「根」是增上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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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捨」者，謂總攝無貪、無瞋、無癡，精進為體；
依此捨故，得心平等、得心正直，心無發動，斷發

動障為業，如前乃至增長捨為業，由不放逸除遣染

法，由彼捨故，於已除遣不染污住。

	 如經說：「為除貪憂，心依止捨。」

第十個善心所是捨(upekṣā)，指令心平等正直，遠離掉舉、惛
沈等障，住於平等寂靜的精神作用；「總攝無貪、無瞋、無

癡，精進為體」，此心所也是包括無貪、無瞋、無癡及精進四

個心所法為體(本質)。

「依此捨故，得心平等、得心正直，心無發動，斷發動障為

業」，依此捨心所的力量，其作用是得心平等、得心正直，心

無發動、斷發動障等功效：

(1) 先令心不流於掉舉，亦不陷於惛沈，始而得心平等。平等
即心很平衡的狀態，不昏沈亦不掉舉便是平衡。

(2) 心離染名正直，繼而「得心正直」。
(3) 後而不須防檢控制便自然「心無發動」，也就是處於不會

發生煩惱擾動定心的平衡狀態。

(4) 斷除「發動」的障礙為業(作用)。
其餘則如前包括「有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利益自他為業，

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捨」為業。由不

放逸故能除遣染法，由捨棄染法故心不染污而住。

如佛經所說：「為了遣除貪愛及憂悔等，心應依止於捨的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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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害」者，謂由不惱害諸有情故，悲哀、惻愴、
愍物為體；能斷害障為業，如前乃至增長不害為業。

	 如經說：「由不害故，知彼聰叡」，乃至廣說。

第十一個善心所是不害(ahīṃsā)，亦名悲，「由不惱害諸有情
故，悲哀、惻愴、愍物為體」，由不忍迫惱傷害所有眾生，心

懷同情、憐憫、哀愍眾生為體(本質)。

「能斷害障為業」，「不害」主要是斷除「害」的障礙為業(作

用)，其餘則如前包括「有能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利益自他

為業，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不害」為

業。

如佛經所說：「由不害故，便知那人聰明叡智」，乃至廣說不

害的種種狀況。

3.1.2.3.4	煩惱心所

第四類是煩惱(kleśa)心所，共有六個。能煩擾惱亂眾生身心，
令沈溺生死，不得解脫，故名煩惱。以其能引生後一類「隨

煩惱心所」故，亦名「根本煩惱」，是最主要的煩惱。

(22) 「貪」者，謂於五取蘊，愛樂、覆藏、保著為體；
或是俱生、或分別起，能障無貪為業，障得菩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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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圓滿為業，損害自他為業，能趣惡道為業，增長

貪欲為業。

	 如經說：「諸有貪愛者，為貪所伏蔽。」

第一個煩惱心所是貪(rāga)，亦名愛，即貪著，「於五取蘊，愛
樂、覆藏、保著為體」，於五取蘊，即取著有漏的五蘊生命，

而有貪愛喜樂，隱藏過失、保養染著為體(本質)。

「或是俱生、或分別起，能障無貪為業」，貪愛的煩惱有些是

與生俱來，有些是後天分別學習而起。「貪」主要是能障「無

貪」為業(作用)。「障得菩提資糧圓滿為業，損害自他為業，

能趣惡道為業，增長貪欲為業」，又會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

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

道，及「增長貪欲」為業。

如佛經所說：「凡有貪愛煩惱的人，便為貪所制伏而障蔽其善

根。」

(23) 「瞋」者，謂於有情，欲興損害為體；或是俱生，
或分別起，能障無瞋為業，如前乃至增長瞋恚為業。

	 如經說：「諸有瞋恚者，為瞋所伏蔽。」

第二個煩惱心所是瞋(pratigha)，即瞋恚，「於有情，欲興損害
為體」，意欲侵損迫害眾生為體(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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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俱生，或分別起，能障無瞋為業」，瞋恚的煩惱有些是

與生俱來，有些是後天分別學習而起。「瞋」主要是能障「無

瞋」為業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

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

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瞋恚」為業。

如佛經所說：「凡有瞋恚煩惱的人，便為瞋恚所制伏而障蔽其

善根。」

(24) 「慢」者，謂以他方己，計我為勝、我等、我劣，
令心恃舉為體；或是俱生，或分別起，能障無慢為

業，如前乃至增長慢為業。

	 如經說：「三種慢類：我勝慢類、我等慢類、我劣

慢類。」

第三個煩惱心所是慢(māna)，「以他方己」，即以他人來對比
自己，「計我為勝、我等、我劣」，這裡的「計」字是貫通於

此三種情況：

(1) 「計我為勝」，於等己者，計執自己較優勝；
(2) 「計我等」，於勝己者，計執自己與之相等；
(3) 「計我劣」，於他超勝自己很多者，雖知己劣，卻計執自

己僅少分不及而已；

「令心恃舉為體」，令心生傲慢高舉為體(本質)。



94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或是俱生，或分別起，能障無慢為業」，驕慢的煩惱有些是

與生俱來，有些是後天分別學習而起。「慢」主要是能障

「無慢」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的貪，即包括「障礙覺

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

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慢」為業。

如佛經所說：「有三種驕慢的種類：我勝的慢、我等的慢、我

劣的慢。」

(25) 「無明」者，謂不正了真實為體；或是俱生，或分
別起，能障正了為業，如前乃至增長無明為業。

	 如經說：「諸有愚癡者，無明所伏蔽。」

第四個煩惱心所是無明(avidyā)，亦名癡、無知，「不正了真實
為體」，於諸事理迷闇，不能正確解了真實為體(本質)。

「或是俱生，或分別起，能障正了為業」，無明的煩惱有些是

與生俱來，有些是後天分別學習而起。「無明」主要是能障正

確解了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

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

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無明」為業。

如佛經所說：「凡有無明煩惱的人，便為無明所制伏而障蔽其

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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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貪、瞋、無明這三種心所，為一切不善法之根本，故名

「三不善根」。

(26) 「見」者，謂五見為體：
	 (一)薩迦耶見，謂於五取蘊，計我、我所，染污慧為

體；或是俱生，或分別起，能障「無我」無顛倒解

為業，如前乃至增長薩迦耶見為業。

	 如經說：「如是知見，永斷三結，謂身見、戒禁

取、疑。」

	 (二)邊執見，謂於五取蘊，執計斷常，染污慧為體；

或是俱生，或分別起，能障「無常」無顛倒解為

業，如前乃至增長邊執見為業。

	 如經說：「迦多衍那！一切世間依止二種，或有、

或無。」

	 (三)邪見，謂謗因謗果，或謗功用，或壞實事，染污

慧為體；唯分別起，能障正見為業，如前乃至增長

邪見為業。

	 如經說：「有邪見者，所執皆倒」，乃至廣說。

	 (四)見取，謂於前三見及見所依蘊，計最勝上，及與

第一，染污慧為體；唯分別起，能障「苦」及「不

淨」無顛倒解為業，如前乃至增長見取為業。

	 如經說：「於自所見，取執堅住」，乃至廣說。

	 (五)戒禁取，謂於前諸見及見所依蘊，計為清淨、解

脫、出離，染污慧為體；唯分別起，能障如前無顛

倒解為業，如前乃至增長戒禁取為業。

	 如經說：「取結所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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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煩惱心所是「見」(dṛṣṭi)，亦名惡見、不正見，即錯誤
見解，此屬染污慧，於真實道理作顛倒推度。「見者，謂五見

為體」，惡見以五種錯誤見解為本質。

(一)	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薩」(sat)是移轉義，有不固定
及可敗壞之意，「迦耶」(kāya)是和合積聚義，引申為「身」
義；故薩迦耶見又名「壞身見」、「身見」。「於五取蘊，計

我、我所」，五取蘊指有漏的五蘊個體，於無常的五蘊執取為

實「我」及「我所」的錯誤見解。「染污慧為體」，這種「我

見」是以染污慧為本質。

薩迦耶見或是「俱生」，即與生俱來而起的我執，或「分別」

起，即由後天分別學習而起。「能障無我無顛倒解為業」，能

障礙生起無實我的無錯誤見解為其作用，「如前乃至增長薩迦

耶見為業」，其餘則如前的貪等煩惱的作用，包括「障礙覺悟

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

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薩迦耶見」為

業用。

如佛經所說：「如是知見，永斷三結」，如有無我的無顛倒見

解，則能永遠斷除三種煩惱的繫結，「謂身見、戒禁取、疑」，

即身見、戒禁取、疑。

(二)	邊執見(antagrāha-dṛṣṭi)，懷有「薩迦耶見」的人，「於
五取蘊，執計斷常」，於有漏五蘊上執著增益的「我」為恒常



97卷 一   攝 事 品 第 一

不變，或執著「我」於死後是完全斷滅，有這兩種「極端的見

解」便稱為「邊執見」。「染污慧為體」，這種「邊執見」是

以染污慧為本質。

邊執見或是與生俱來而起的我執，或是後天分別學習而起，

「能障無常無顛倒解為業」，能障礙生起諸行無常的無錯誤見

解為其作用，「如前乃至增長邊執見為業」，其餘則如前包括

「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

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邊

執見」為業用。

此處引佛經中世尊對迦多衍那的說話。迦多衍那的梵語是

Kātyāyana，或譯作「迦旃延」等名，意譯是剪剃種。迦多
衍那善於分析法義、擅長說法，為佛陀十大弟子中以「論議

第一」著稱。如佛對迦多衍那說：「一切世間依止二種，或

有、或無」，「世間」指世俗人，世人多持兩種見解，或墮入

「有」見，即永恒存在的邊執，或墮入「無」見，即死後斷滅

不存的邊執。

(三)	邪見(mithyā-dṛṣṭi)，「謗因謗果」，以不實的言詞來破壞
因果法則，如主張善行不會引得樂果，惡行不會引得苦果等；

「或謗功用」，或以不實的言詞來主張並無生死輪迴，沒有從

此世往他世等作用；「或壞實事」，或否認世間有真阿羅漢

等，破壞真實功德事等善根。「染污慧為體」，這種「邪見」

是以染污慧為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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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見並不是與生俱來而起的執著，「唯分別起」，只是後天分

別學習而起，「能障正見為業」，能障礙生起正確見解為其作

用，「如前乃至增長邪見為業」，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

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

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邪見」為業

用。

如佛經所說：「有邪見者，所執皆倒」，有邪見的人，其所執

的皆是顛倒的見解，乃至經中廣說邪見的種種特質。

(四)	見取見(dṛṣṭi-parāmarśa-dṛṣṭi)，執取或尊重自己的見解為
真實或為最勝，而事實並不如是。「謂於前三見及見所依蘊」，

前三見是薩迦耶見、邊執見、邪見，及這些不正見所依的五蘊

身，「計最勝上，及與第一」，執著自己的見解是最超勝及第

一。「染污慧為體」，這種「見取見」是以染污慧為本質。

見取見並不是與生俱來而起的執著，「唯分別起」，只是後天

分別學習而起，「能障苦及不淨無顛倒解為業」，能障礙生起

有漏法皆苦及不淨的無錯誤見解為其作用，「如前乃至增長見

取為業」，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

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

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見取」為業用。

如佛經所說：「於自所見，取執堅住」，對於自己的見解，堅

固執持不捨，乃至經中廣說見取見的種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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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戒禁取見(śīla-vrata-parāmarśa-dṛṣṭi)，是為外道所執取受
持的戒禁，並錯誤地以為是得清淨及解脫的方法。一個例子是

將自己沉浸於恒河中並能清洗一切罪過的這種信念。「謂於前

諸見及見所依蘊」，前諸見是薩迦耶見、邊執見、邪見及見取

見，及這些不正見所依的五蘊身，「計為清淨、解脫、出離」，

執著所受持的為清淨戒禁、能得解脫及出離生死的效益。「染

污慧為體」，這種「戒禁取見」是以染污慧為本質。

戒禁取見並不是與生俱來而起的執著，「唯分別起」，只是後

天分別學習而起，「能障如前無顛倒解為業」，能障礙如前述

的無錯誤見解為其作用，「如前乃至增長戒禁取為業」，其餘

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

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

能「增長戒禁取」為業用。

如佛經所說：「取結所繫」，對於自己執取受持的戒禁，為執

取的煩惱所繫縛而不能解脫。

(27) 「疑」者，謂於諸諦，猶豫不決為體；唯分別起，
能障無疑為業，如前乃至增長疑為業。

	 如經說：「猶豫者疑。」

第六個煩惱心所是疑(vicikitsā)，於四諦等道理猶豫，不能決疑
為體(本質)。四諦是佛家根本義理，故疑四諦，對修道而言，

則為煩惱，令善品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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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煩惱只是後天分別學習而起。「疑」主要是能障「無疑」

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

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

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疑」為業。

如佛經所說：「猶豫不決的人便為疑所制伏。」

根本「煩惱」的數目有六種。若將「見」(dṛṣṭi)細分為五，則
為十種。詳見下表：

六種根本煩惱	 十種根本煩惱

1. 貪	 1. 貪
2. 瞋	 2. 瞋
3. 無明	 3. 無明
4. 慢	 4. 慢
5. 疑	 5. 疑
6. 見	 6. 薩迦耶見
	 7. 邊執見
	 8. 邪見
	 9. 見取
	 10. 戒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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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5 隨煩惱心所

第五類是「隨煩惱」(upakleśa)心所，共有二十個。隨煩惱心所
一般被理解為「從屬的煩惱」，以此類心所由煩惱心所引生，

隨根本煩惱而起，故名「隨煩惱」。

(28) 「忿」者，謂於現在違緣，令心憤發為體；能障無
瞋為業，乃至增長忿為業。

第一個隨煩惱心所是「忿」(krodha)，「於現在違緣，令心憤
發為體」，對於現在所遭遇違逆心意之境，令心因憤懣而發怒

為體(本質)。

「能障無瞋為業，乃至增長忿為業」，「忿」主要是能障「無

瞋」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根本煩惱心所的「障礙覺悟

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

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忿」為業。

(29)「恨」者，謂於過去違緣，結怨不捨為體；能障無瞋
為業，乃至增長恨為業。

第二個隨煩惱心所是「恨」(upanāha)，「於過去違緣，結怨不
捨為體」，對於過去所遭遇違逆心意之境，後時懷怨不捨為體

(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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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無瞋為業」，「恨」主要是能障「無瞋」為業(作用)，

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

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

者是能「增長恨」為業。

(30) 「覆」者，謂於過犯，若他諫誨，若不諫誨，祕所
作惡為體；能障發露悔過為業，乃至增長覆為業。

第三個隨煩惱心所是「覆」(mrakṣa)，「於過犯，若他諫誨，
若不諫誨，祕所作惡為體」，對於自己所犯的過錯，不論他人

勸諫教誨或不勸諫教誨，為恐喪失財利或名譽，遂隱藏所作罪

惡為體(本質)。

「能障發露悔過為業」，「覆」主要是能障「發露悔過」，即

表白所犯之過失而無所隱覆及後悔過錯為業(作用)，其餘則如

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

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

「增長覆」為業。

(31) 「惱」者，謂於過犯，若他諫誨，便發麤言，心暴
不忍為體；能障善友為業，乃至增長惱為業。

第四個隨煩惱心所是「惱」(pradāśa)，「於過犯，若他諫誨，
便發麤言，心暴不忍為體」，對於自己所犯的過錯，如果他人

勸諫教誨，則發出粗惡的語言，又心起暴怒，不能忍受為體(本

質)。



103卷 一   攝 事 品 第 一

「能障善友為業」，「惱」主要是能障「善友」為業(作用)，

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

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

者是能「增長惱」為業。

(32) 「嫉」者，謂於他所有功德、名譽、恭敬、利養，
心妬不悅為體；能障慈仁為業，乃至增長嫉為業。

第五個隨煩惱心所是「嫉」(īrṡyā)，對於他人所有功德、名
譽、恭敬、利養等，心懷妬忌而不高興為體(本質)。

「能障慈仁為業」，「嫉」主要是能障「慈和仁厚」為業(作

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

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

不同者是能「增長嫉」為業。

(33) 「慳」者，謂積聚、悋著為體；能障無貪為業，乃
至增長慳為業。

第六個隨煩惱心所是「慳」(mātsarya)，「積聚、悋著為體」，
對於自身所有的學識或資財，積聚秘藏，悋惜愛著而不能惠施

他人為體(本質)。

「能障無貪為業」，「慳」主要是能障「無貪」為業(作用)，

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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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

者是能「增長慳」為業。

(34) 「誑」者，謂為惑亂他，現不實事，心詭為體；能
障愛敬為業，乃至增長誑為業。

第七個隨煩惱心所是「誑」(śāṭhya)，「為惑亂他，現不實事，
心詭為體」，為了迷惑擾亂他人，於現在的不真實事，心起欺

詐，如為獲得財利或名譽，本自無德而詐現有德為體(本質)。

「能障愛敬為業」，「誑」主要是能障「愛敬」，即障礙真誠

敬重的心態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

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

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誑」為業。

(35) 「諂」者，謂為欺彼故，詐現恭順，心曲為體；能
障愛敬為業，乃至增長諂為業。

	 如經說：「忿、恨、覆、惱、嫉、慳、誑、諂。」

第八個隨煩惱心所是「諂」(māyā)，「為欺彼故，詐現恭順，
心曲為體」，為貪求利益而欺騙他人，詐偽地表現恭敬隨順的

態度，心不正直，逢迎諂媚為體(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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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愛敬為業」，「諂」主要是能障「愛敬」，即障礙真誠

敬重的心態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

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

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諂」為業。

以上八個隨煩惱心所可印證於佛經所說的「忿、恨、覆、惱、

嫉、慳、誑、諂。」

(36) 「憍」者，謂暫獲世間興盛等事，心恃高舉，無所
忌憚為體；能障厭離為業，乃至增長憍為業。

	 如經說：「無正聞愚夫，見少年無病，壽命等暫住

而廣生憍逸」，乃至廣說。

第九個隨煩惱心所是「憍」(mada)，即驕傲，「暫獲世間興盛
等事，心恃高舉」，對於自己暫時擁有的興盛事，如高貴種

族、美貌、強壯、聰明、財富、權勢等，恃仗優點而心高氣

傲，沒有顧慮畏懼為體(本質)。

「能障厭離為業」，「憍」主要是能障「厭離」，即厭惡世法

無常而欲離憂患，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

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

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憍」為業。

如佛經所說：「沒有正確地聽聞佛理的愚昩凡夫，看見年青時

健康無病，壽命得以暫時維持而生起憍傲放蹤」，乃至廣說其

餘的興盛事而生憍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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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害」者，謂逼惱有情，無悲、無愍、無哀、無
憐、無惻為體；能障不害為業，乃至增長害為業。

	 如經說：「諸有害者，必損惱他。」

第十個隨煩惱心所是「害」(vihiṃsā)，「逼惱有情，無悲、無
愍、無哀、無憐、無惻為體」，即損害逼惱眾生，沒有悲愍哀

憐及惻忍之心為體(本質)。

「能障不害為業」，「害」主要是能障「不害」為業(作用)，

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

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

者是能「增長害」為業。

如佛經所說：「凡作出逼害行為的人，必會損害逼惱他人。」

(38) 「無慚」者，謂於自及法二種增上，不恥過惡為
體；能障慚為業，乃至增長無慚為業。

	 如經說：「不慚所慚，無慚生起惡不善法」，乃至

廣說。

第十一個隨煩惱心所是「無慚」(āhrīkya)，「於自及法二種增
上，不恥過惡為體」，「自增上」是對自身自尊自重，亦崇敬

賢德善士；「法增上」是聞正法，崇重一切善法功德，對於這

二種所產生的「增上」影響力，未能反省自身所作的惡業而感

覺羞慚為體(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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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慚為業」，「無慚」主要是能障「慚」為業(作用)，其

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

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

是能「增長無慚」為業。

如佛經所說：「若於所應羞慚之惡行沒有羞慚之心，便會生起

眾多惡不善法」，乃至廣說無慚的狀況。

(39) 「無愧」者，謂於世增上，不恥過惡為體；能障愧
為業，乃至增長無愧為業。

	 如經說：「不愧所愧，無愧生起惡不善法」，乃至

廣說。

第十二個隨煩惱心所是「無愧」(anapatrāpya)，「於世增上，
不恥過惡為體」，對於「世增上」，雖然受到世人的輿論批評

或法律的制裁，仍不顧世間之訶厭，對自身所作的惡業不會引

以為恥為體(本質)。

「能障愧為業」，「無愧」主要是能障「愧」為業(作用)，其

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

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

是能「增長無愧」為業。

如佛經所說：「若於所應愧疚的惡行沒有愧疚之心，便會生起

眾多惡不善法」，乃至廣說無愧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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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惛沈」者，謂依身麤重，甘執不進以為樂故，令心
沈沒為體；能障毘鉢舍那為業，乃至增長惛沈為業。

	 如經說：「此人生起身意惛沈。」

第十三個隨煩惱心所是「惛沈」(styāna)，「依身麤重，甘執不
進以為樂故，令心沈沒為體」，即由於身的麤重(dauṣṭhulya)，
缺乏安寧及柔軟性，「甘執不進」意指耽著、嗜欲無厭42、沈

溺而不上進，以此為樂，令心惛懵沈重，於所緣境迷糊為體(本

質)。

「能障毘鉢舍那為業，乃至增長惛沈為業」，「惛沈」主要是

障礙「毘鉢舍那」(vipaśyanā)，即障礙觀察事理為業(作用)，
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

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

者是能「增長惛沈」為業。

如佛經所說：「這人生起身心麤重的惛沈。」

(41) 「掉舉」者，謂依不正尋求，或復追念曾所經見戲
樂等事，心不靜息為體；能障奢摩他為業，乃至增

長掉舉為業。

	 如經說：「汝為掉動，亦復高舉」，乃至廣說。

42 參見《一切經音義》卷47：「甘，樂也，嗜欲之意也，甘嗜無厭
也。」(大正藏54，6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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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個隨煩惱心所是「掉舉」(auddhatya)，指內心浮舉囂
動，「依不正尋求，或復追念曾所經見戲樂等事，心不靜息為

體」，依不正當的尋思推求，或追憶懷念過去所曾經歷的遊戲

享樂等事，心不能寂靜及止息囂動為體(本質)。

「能障奢摩他為業」，「掉舉」主要是障礙「奢摩他」

(śamatha，凝攝其心，止息妄念)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
「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

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掉

舉」為業。

如佛經所說：「你被掉動所影響，亦令自心浮舉囂動」，乃至

廣說眾多不能寂靜的狀況。

(42) 「不信」者，謂於有體、有德、有能，心不淨信為
體；障信為業，乃至增長不信為業。

	 如經說：「若人不住不淨信心，終無退失所有善

法」，乃至廣說。

第十五個隨煩惱心所是「不信」(āśraddhya)，與「信」相反，
「於有體、有德、有能，心不淨信為體」，於「有體」，有真

實事理；「有德」，於真實的清淨功德；「有能」，於一切世

間及出世間善法，有人能得、能成就，不起清淨信心為體(本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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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信為業」，「不信」主要是障礙「信」為業(作用)，其餘

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

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

能「增長不信」為業。

如佛經所說：「若人能不安住於不淨信心，最後不會退失所有

善法」，乃至廣說淨信的眾多功德。

(43) 「懈怠」者，謂耽著睡眠、倚、臥樂故，怖畏升
進，自輕蔑故，心不勉勵為體；能障發起正勤為

業，乃至增長懈怠為業。

	 如經說：「若有懈怠，必退正勤」，乃至廣說。

第十六個隨煩惱心所是「懈怠」(kauśīdya)，與「精進」相反，
即懶惰。「耽著睡眠、倚、臥樂故，怖畏升進，自輕蔑故，心

不勉勵為體」，喜好睡眠、倚坐、躺臥等舒適之樂，畏懼奮

進，輕視自已，不能勉勵自心修善斷惡為體(本質)。

「能障發起正勤為業」，「懈怠」主要是障礙「發起正勤」，

即策發精進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

到圓滿，作損害自己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

三惡道」等作用，所不同者是能「增長懈怠」為業。

如佛經所說：「若有懈怠懶惰，必退失精進正勤」，乃至廣說

增長染法，退失善法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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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放逸」者，謂總貪、瞋、癡、懈怠為體；由依此
故，心不制止惡不善法及不修習彼對治法，障不放

逸為業，乃至增長放逸為業。

	 如經說：「夫放逸者，是生死迹」，乃至廣說。

第十七個隨煩惱心所是「放逸」(pramāda)，與「不放逸」相
反，「總貪、瞋、癡、懈怠為體」，此心所包括貪、瞋、癡及

懈怠四個心所法，並以放縱恣蕩為體(本質)。

「由依此故，心不制止惡不善法及不修習彼對治法，障不放逸

為業，乃至增長放逸為業」，由於放逸的原故，心不能制止不

善的惡法及不能修習克制那些不善法的善法。「放逸」主要是

障礙「不放逸」為業(作用)，其餘則如前包括「有能得菩提資

糧圓滿為業，利益自他為業，能趣善道為業」等作用，所不同

者是能「增長不放逸」為業。

如佛經所說：「若放縱而耽於逸樂的人，則循著生死輪迴的軌

迹而行」，乃至廣說眾多過患。

(45) 「失念」者，謂於久所作、所說、所思，若法、若
義，染污不記為體；障不忘念為業，乃至增長失念

為業。

	 如經說：「謂失念者，無所能為」，乃至廣說。

第十八個隨煩惱心所是「失念」(muṣitasmṛtitā)，即忘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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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與「念」相反，「於久所作、所說、所思，若法、若義，

染污不記為體」，對於久遠所作的行為、所說的話、所思考的

事情，不論是名相、不論是義理，不能明記受持，與癡相應，

遂成染污性為體(本質)。

「障不忘念為業」，「失念」主要是障礙「不忘念」為業(作

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

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

不同者是能「增長失念」為業。

如佛經所說：「那些失念的人，於事無所作為」，乃至廣說眾

多過患。

(46) 「心亂」者，謂於所修善，心不喜樂為依止故，馳
散外緣為體；能障等持為業，乃至增長心亂為業。

	 如經說：「若於五欲，其心散亂，流轉不息」，乃

至廣說。

第十九個隨煩惱心所是「心亂」(vikṣepa)，又名「散亂」，與
「等持」(samādhi)相反，「於所修善，心不喜樂為依止故，馳
散外緣為體」，對於所應修的正定善業，心不喜愛樂欲，以此

為依止故，心於所緣境馳散於外，不能專注一境為體(本質)。

「能障等持為業」，「心亂」主要是障礙「等持」正定為業(作

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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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

不同者是能「增長心亂」為業。

如佛經所說：「若人於色聲香味觸的『五欲』境，生起種種欲

望追求，令致其心散亂，流轉於欲樂而不止息」，乃至廣說眾

多不寂靜的心亂境況。

(47) 「不正知」者，謂於身、語、意行，不正了住，染
污慧為體；能障正知為業，乃至增長不正知為業。

	 如經說：「有失念者，住不正知」，乃至廣說。

第二十個隨煩惱心所是「不正知」(asaṃprajanya)，「於身、
語、意行，不正了住，染污慧為體」，對於身、語、意的活

動，不正確地了知是非對錯而住著，由此心所與「慧」及

「癡」相應，屬染污慧的活動為體(本質)。

「能障正知為業」，「不正知」主要是障礙「正知」為業(作

用)，其餘則如前包括「障礙覺悟的資糧達到圓滿，作損害自己

及他人的業行，能趣向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等作用，所

不同者是能「增長不正知」為業。

如佛經所說：「若有忘失正念的人，便是住於不正知的狀況」，

乃至廣說眾多無知錯謬的狀況。

第五類的二十種隨煩惱心所已各別分析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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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6 不定心所

第六類是不定心所，它的性類不定，可以是善性、惡性或無記

性。此類心所並不是如善心所之決定是善性，煩惱、隨煩惱心

所之決定是染性；亦非如徧行心所之決定與一切心王相應；因

此名為不定。

(48) 「惡作」者，謂於已作、未作善不善事，若染、不
染，悵怏追變為體；能障奢摩他為業，乃至增長惡

作為業。

	 如經說：「若懷追悔，則不安隱」，乃至廣說。

第一個不定心所是「惡作」(kaukṛtya)，即厭惡所作，亦名為
「悔」。「於已作、未作善不善事，若染、不染，悵怏追變為

體」，對於先時所作或未作的善業、不善業，或是與無明相應

的染法，或是不與無明相應的不染法，悵惘惋惜，追悔不安，

以此為體(本質)。

「能障奢摩他為業，乃至增長惡作為業」，「惡作」主要是能

障「奢摩他」(śamatha，凝攝其心，止息妄念)，乃至能「增長
惡作」為業(作用)。

如佛經所說：「若心懷追悔，則會不安」，乃至廣說眾多追悔

不安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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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睡眠」者，謂略攝於心，不自在轉為體；能障毘
鉢舍那為業，乃至增長睡眠為業。

	 如經說：「貪著睡眠味，如大魚所吞。」

第二個不定心所是「睡眠」(middha)，此乃入睡前之心理作
用，而非生理上的睡眠狀態。「略攝於心，不自在轉為體」，

「略攝」指心極輕略、昏昧，無觀察的能力，使身心不自在，

因此「不自在轉」，以此為體(本質)。

「能障毘鉢舍那為業」，「睡眠」主要是障礙「毘鉢舍那」

(vipaśyanā)，即障礙觀察事理，乃至能「增長睡眠」為業(作
用)。

如佛經所說：「貪著睡眠樂的人，如被大魚所吞噬」，指內心

闇昩的狀況。

(50) 「尋」者，謂或時由「思」於法造作，或時由「慧」
	 於法推求，散行外境，令心麤轉為體；障心內淨為

業，乃至增長尋為業。

第三個不定心所是「尋」(vitarka)，即尋思、推度。「或時由
『思』於法造作，或時由『慧』於法推求，散行外境，令心麤

轉為體」，此心所是依「思」與「慧」各一分的作用，有時是

由「思」的意志而推尋造作，有時是由「慧」的簡擇而於事理

上粗略地尋求推度，其心散漫向外地推尋境相，令心於境麤動

而活動，以此為體(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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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心內淨為業」，「尋」能障礙「心內淨」，即心無尋伺的

擾濁，乃至能「增長尋」為業(作用)。

(51) 「伺」者，謂從阿賴耶識種子所生，依心所起，與
心俱轉相應，於所尋法略行外境，令心細轉為體；

餘如尋說，乃至增長伺為業。

	 由此與心同緣一境，故說和合，非不和合。

	 如薄伽梵說：「若於此伺察，即於此了別；若於此

了別，即於此伺察，是故此二恒和合，非不和合，

此之二法，不可施設離別殊異。」

	 復如是說：「心、心法行不可思議。」

	 證有此二阿笈摩者，如薄伽梵說：「由依尋、伺

故，發起言說，非無尋、伺。」

第四個不定心所是「伺」(vicāra)，即深思、伺察。亦是依
「思」與「慧」各一分的作用而深入思察。「從阿賴耶識種子

所生，依心所起，與心俱轉相應，於所尋法略行外境，令心細

轉為體」，此心所是由阿賴耶識中各別的自身種子所生，依意

識而起，並與心王同時相應，於所尋思的事理只略為向外推

度，便轉令心深細地探究諸法，以此為體(本質)。

「餘如尋說，乃至增長伺為業」，其餘則如尋心所的狀況，能

障礙「心內淨」，即心無尋伺的擾濁，乃至能「增長伺」為業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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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與心同緣一境，故說和合，非不和合」，由於此伺心所

與心王共同攀緣同一所緣境，故說是和合地活動，非不和合地

活動。

如世尊說：「若於此伺察，即於此了別；若於此了別，即於此

伺察」，若於此法伺察，即於此境生起了別的認識，若於此境

了別，即於此境伺察。「是故此二恒和合，非不和合」，是故

此伺察及了別的二種作用經常地和合相應，非不和合相應，

「此之二法，不可施設離別殊異。」這二法不可說是分離各別

地活動。

世尊又說：「心、心法行不可思議」，心王與心所法的微妙相

應活動，是不可思慮言說的狀況。

「證有此二阿笈摩者」，「阿笈摩」即「阿含」(āgama)的別
譯，指所傳承之教說。由經文推證有這兩種心所的活動。如世

尊說：「由於依止尋、伺心所的作用，發起語言的活動，因此

並不是沒有尋、伺的心所。」

諸心法中，略不說者，如其所應，廣說應知。

如識與心法不可思議，是諸心法展轉相望，應知亦爾。

上述所有的心所有法，其中有些略而不說的，如其所相應的狀

況，應知佛經中有詳細的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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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心識與心所有法相互活動是不可思慮議論的狀況，應知所

有心法相互影響的作用，亦是如此地了解。

以上五十一個心所法各別的本質與作用已解釋完畢。

若能了解心理活動的規律和效用，依此培養善性的素質，滅除

惡性的心理，對自心常加省察反思，可作為人生修養次第的進

路，逐步改過遷善，變化氣質，建立健全的品格。故佛家的心

所理論極具倫理學上的價值意義。	

3.1.3 色法
 3.1.3.1 總標差別

「色」者，有十五種，謂地、水、火、風，眼、耳、鼻、

舌、身，色、聲、香、味、觸一分，及法處所攝色。

「一切事」中第三類是「色」，色是物質，梵語rūpa。物質的
基本特性有兩義：一是「變壞」，有生滅變化而破壞；二是

「質礙」，即有體積而佔一定空間時所具不可入性，故造成對

礙。因此，變壞及質礙是「色」的特質。

廣義之「色」，為物質存在之總稱，包括「能造」的四大物質

元素，即地、水、火、風，此四種元素體性廣大，遍於一切色

法，故名四大。由這四大聚合而表現為形形色色具體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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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所造色」的色法，如眼、耳、鼻、舌、身的「五根」，

色、聲、香、味、觸的「五境」，及「法處所攝色」等十一種

色。狹義之色，專指眼根所對之境，即顏色、形狀等境象。此

處指廣義的物質之色，即五蘊中的「色蘊」，又名「色法」

(rūpa-dharma，物質的事物)，共十五種。

3.1.3.2 別釋差別
3.1.3.2.1 四大

(1) 「地」有二種：一內、二外。
	 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堅

鞕所攝，有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髮、毛、

爪、齒、塵、垢、皮、肉、筋、骨、脈等諸不淨

物，是內地體；形段受用為業。

	 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堅鞕所攝，

非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礫石、丘山、樹

林、甎等；水等災起，彼尋壞滅，是外地體；形段

受用為業，依持受用為業，破壞受用為業，對治、

資養為業。

「四大」是四種造作出生一切物質色法的元素，包括地、水、

火、風。

「地大」(pṛthivī-dhātu)有二種：第一是內，第二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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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堅鞕所攝，

有執受性」，「內」即存在於各別眾生的身體中，如眼、耳、

鼻、舌、身等五根及彼五根所依止的居處，此即「扶根塵」，

指眼球、耳穴、鼻柱等可見器官，是扶助五根之物質。「堅鞕

所攝」指地大含攝堅硬的固體特性。「有執受性」，「執」是

攝持物質身軀為自體而生起覺「受」的特性，指地大受到外色

的損惱時會生起苦受，又若四大不平衡時便生苦惱，四大若平

衡時則生安穩樂受。

「復有增上積集，所謂髮、毛、爪、齒、塵、垢、皮、肉、

筋、骨、脈等諸不淨物，是內地體」，又有「增上積集」，若

得到食物等營養，便會產生增大滋長的積集，如髮、毛、爪、

齒、塵、垢、皮、肉、筋、骨、脈等所有不淨之物質，是為

「內地」的體(本質)。

「形段受用為業，依持受用為業，破壞受用為業，對治、資養

為業」，「形段」指身體上不同的部位，如四肢筋骨的活動而

得以受用為業(作用)，「依持受用」，如眾生依靠髮毛皮肉來

保護整個軀體、牙齒咀嚼食物等而得受用，「破壞受用」指物

質經分解、破壞而受用，如飲食後經過消化而得營養等，又或

得到「對治」(去除塵垢或不淨穢物)或「資養」(資益長養身體)

等作用。

「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堅鞕所攝，非執受

性」，「外」即存在於眾生的身體以外，即色、聲、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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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所依止的物質世界，含攝堅硬的固體特性。「非執受性」，

沒有攝持身軀及生起覺受的特性。

「復有增上積集，所謂礫石、丘山、樹林、甎等，水等災起，

彼尋壞滅，是外地體」，又有增大的積集，如「礫石」的碎小

石塊、山丘、樹林、磚瓦等，水火風等災起時，那些「外地」

隨即壞滅，這就是「外地」的體(本質)。

「形段受用為業，依持受用為業，破壞受用為業，對治、資養

為業」，其業用包括「形段受用」，即不同形體的器物得以載

物而受用，「依持受用」如依止土地的承載功用而受用，「破

壞受用」指物質分拆、破壞、分解而受用，又或得到「對治」

(對付斷除)或「資養」(資益長養)等作用。

 (2) 「水」亦二種：一內、二外。
	 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濕

潤所攝，有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洟、淚、

涎、汗、膏、髓、痰等諸不淨物，是內水體；潤澤

聚集受用為業。

	 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濕潤所攝，

非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泉源、溪沼、巨

壑、洪流等；火等災起，彼尋消竭，是外水體；依

持受用為業，變壞受用為業，對治、資養為業。

「水大」(ab-dhātu)有二種：第一是內，第二是外。



122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濕潤所攝，

有執受性」，「內」即存在於各別眾生的身體中，如眼、耳、

鼻、舌、身等五根及彼五根所依止的居處。「濕潤所攝」指水

大含攝「濕潤」的液體特性，亦是「有執受性」，「執」是攝

持物質身軀為自體而生起覺「受」的特性。

「復有增上積集，所謂洟、淚、涎、汗、膏、髓、痰等諸不淨

物，是內水體」，又有「增上積集」，如洟(鼻涕)、眼淚、涎

(唾液)、汗、膏(脂油)、髓(骨髓、腦槳)、痰等所有不淨之物

質，是為「內水」的體(本質)。

「潤澤聚集受用為業」，「潤澤聚集」即由水的滋潤澤滑的聚

集而得「受用」為業(作用)。

「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濕潤所攝，非執受

性」，「外」即存在於眾生的身體以外，指色、聲、香、味、

觸所依止的物質世界，含攝濕潤的液體特性。「非執受性」，

沒有攝持身軀及生起覺受的特性。

「復有增上積集，所謂泉源、溪沼、巨壑、洪流等；火等災

起，彼尋消竭，是外水體」，又有增大的積集，如泉源、溪

沼、巨壑(大坑谷)、洪流等等，火風等災起時，那些「外水」

隨即消溶枯竭，這就是「外水」的體(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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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持受用為業，變壞受用為業，對治、資養為業」，其業用

包括依止水攝粉末而為粉團才可受用，變壞而受用則如冶煉金

銀等，無水則不可銷鎔堅物，及得到「對治」(令固體分散)或

「資養」(培植農作物、長養水中生物)等作用。

(3) 「火」亦二種：一內、二外。
	 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煖

熱所攝，有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能令有情

遍溫增熱，又能消化凡所飲噉，諸如是等，是內火

體；成熟和合受用為業。

	 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煖熱所攝，

非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炎燎村城，蔓延洲

渚，乃至空逈，無依故滅，或鑽木、擊石，種種求

火，此火生已，不久灰燼，是外火體；變壞受用為

業，對治、資養為業。

第三種是「火」。「火大」(tejas-dhātu)有二種：第一是內，第
二是外。

「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煖熱所攝，

有執受性」，「內」即存在於各別眾生的身體中，如眼、耳、

鼻、舌、身等五根及彼五根所依止的居處。「煖熱所攝」指火

大含攝「煖熱」的特性，亦是「有執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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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增上積集，所謂能令有情遍溫增熱，又能消化凡所飲

噉，諸如是等，是內火體」，又有「增上積集」，所謂能令有

情整個身體溫暖及增加熱能，由此又能消化飲食而得營養，諸

如此類等，是為「內火」的體(本質)。

「成熟和合受用為業」，「成熟和合」即由適度的溫熱令物質

變化成熟而調和混合，如煮生米成熟飯、燒水煎藥等，從而得

以「受用」為業(作用)。

「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煖熱所攝，非執受

性」，「外」即存在於眾生的身體以外，即色、聲、香、味、

觸所依止的物質世界，含攝煖熱的特性。「非執受性」，沒有

攝持身軀及生起覺受的特性。

「復有增上積集，所謂炎燎村城，蔓延洲渚，乃至空逈，無依

故滅，或鑽木、擊石，種種求火，此火生已，不久灰燼，是外

火體」，又有增大的積集，如火炎燒燎村落城市，蔓延到「洲

渚」，即水中可以居住的地方，大的稱為「洲」，小的稱為

「渚」，乃至「空逈」，即空曠遙遠的地方，由於沒有繼續燃

燒的依靠而止滅。或鑽木、擊石等種種求火的方法，此火生起

後，不久便燃燒成灰燼，這就是「外火」的體(本質)。

「變壞受用為業，對治、資養為業」，其業用包括變壞而受

用，若無火則不能成熟生冷食材而會腐壞，及得到「對治」，

如石等相擊而生火，或「資養」等作用，如生火取煖令身體不

致寒慄生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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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風」亦二種：一內、二外。
	 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輕

動所攝，有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上、下、

橫行、入出氣息，諸如是等，是內風體；發動作事

受用為業。

	 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輕動所攝，

非執受性。復有增上積集，所謂摧破山崖，偃伏

林木等。彼既散壞，無依故靜，若求風者，動衣搖

扇，其不動搖，無緣故息，諸如是等，是外風體；

依持受用為業，變壞受用為業，對治、資養為業。

「風大」(vāyu-dhātu)有二種：第一是內，第二是外。

「內，謂各別身內，眼等五根及彼居處之所依止，輕動所攝，

有執受性」，「內」即存在於各別眾生的身體中，如眼、耳、

鼻、舌、身等五根及彼五根所依止的居處。「輕動所攝」指風

大含攝輕飄動轉的氣體特性，亦是「有執受性」。

「復有增上積集，所謂上、下、橫行、入出氣息，諸如是等，

是內風體」，又有「增上積集」，即向上行、向下行、擴充、

吸入呼出的氣息，諸如此類等，是為「內風」的體(本質)。

「發動作事受用為業」，「發動作事」即發動身體的活動而做

事，從而得以「受用」為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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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謂各別身外，色等五境之所依止，輕動所攝，非執受

性」，「外」即存在於眾生的身體以外，即色、聲、香、味、

觸所依止的物質世界，含攝輕動流引的氣體特性。「非執受

性」，沒有攝持身軀及生起覺受的特性。

「復有增上積集，所謂摧破山崖，偃伏林木等。彼既散壞，無

依故靜，若求風者，動衣搖扇，其不動搖，無緣故息，諸如是

等，是外風體」，又有增大滋長的積集，如摧破山崖，吹折林

木令「偃伏」(躺伏於地)等。彼風力若已散壞，便無所依止故

靜息。若需求風，可搖動衣物扇子，若不動搖，則無所依的條

件故止息。諸如此類的情況，就是「外風」的體(本質)。

「依持受用為業，變壞受用為業，對治、資養為業」，其業用

包括依持受用，如植物依靠風力傳播種子、鳥類御風而行等，

變壞受用如風之流引動力能使生物成長，及得到「對治」，如

散熱、發電等，或「資養」，如生氣長足則滋益身體等。

3.1.3.2.2 五根

(5) 「眼」，謂一切種子阿賴耶識之所執受，四大所造
色為境界，緣色境識之所依止，淨色為體，色蘊所

攝，無見有對性。

「五根」指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亦即視覺、聽

覺、嗅覺、味覺、觸覺的五種色根。五根能攝取五種外境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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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並能引起五識之認識作用，由於具有這些殊勝增上的作

用，故稱為「根」。不同的根對其所發之認識作用，有強盛的

扶助力；如根強所發之識亦強，根損則認識力亦劣，根壞則識

不能生起。

第一種是「眼」。佛典中單一個「眼」字，多指「眼根」

(cakṣur-indriya)，梵語cakṣur，音譯「斫芻」，為視覺的感知
機能。眼根為一切種子阿賴耶識之所執受，「執受」是指阿賴

耶識攝持眼根為自體，令其具領受感覺的作用。眼根以四大種

所造的「色」為所緣境界，一切物質性的事物都是地、水、

火、風等四大種所造作而成，故稱「所造色」。「眼根」為攀

緣「色境」的「眼識」生起之所依止，對發識取境具增上的輔

助作用。其體質異於普通的物質，乃是精微透明的物質，名為

「淨色」(rūpa-prasāda)，近似現代「神經細胞」的概念。「眼
根」是色蘊所攝屬的物質之一。「無見有對性」是指眼根不可

以肉眼得見，且是有對礙的性質。

(6-9) 如眼，如是「耳」、「鼻」、「舌」、「身」亦
爾。

	 此中差別者：謂各行自境，緣自境識之所依止。

如眼根的性質及作用，其餘「耳」、「鼻」、「舌」、「身」

四種根的性質及作用亦是如此。四種根的不同處是「各行自

境」，即各別地遊歷感知自身的所緣境，「緣自境識之所依

止」，為攀緣自識所知境之所依止，對發識取境具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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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輔助作用。如「耳根」攀緣「聲境」而為「耳識」生起之所

依止；「鼻根」攀緣「香境」而為「鼻識」生起之所依止；

「舌根」攀緣「味境」而為「舌識」生起之所依止；「身根」

攀緣「觸境」而為「身識」生起之所依止。

五根的特性已作解說。

3.1.3.2.3 五境

(10) 「色」，謂眼所行境，眼識所緣，四大所造，若顯
色、若形色、若表色為體，色蘊所攝，有見有對。

	 此復三種，謂妙、不妙及俱相違。

	 彼復云何？謂青、黃、赤、白，如是等顯色；長、

短、方、圓、麤、細、高、下、正及不正；煙、

雲、塵、霧、光、影、明、闇；若空一顯色，若彼

影像之色，是名為「色」。

「五境」包括色境、聲境、香境、味境、觸境，是五根所取之

五種對境，亦為五識所緣之五種境界。

第一是「色境」，「色法」與「色境」於佛典中雖同名為

「色」，但二者有廣狹含義之別，「色法」之「色」泛指一切

物質性的存在，而「色境」之「色」則專指眼根所見物體的顏

色、形狀等。此段文義是解說色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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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指「色境」，「眼所行境」是眼根所遊歷感知之境。

「眼識所緣」，亦是眼識的所緣境。「四大所造」，此乃四大

種所造成的物質，包括或是顯色，或是形色，或是表色這三類

境為體(本質)。「顯色」指物體的顏色、明暗等，「形色」即

物體方、圓的形狀。「表色」是行住坐臥、取捨屈伸等種種動

作，顯然可表示於外而令人目見的形態。「色蘊所攝」，「色

境」是色蘊所攝屬的物質之一。「有見有對」是指「色境」可

以肉眼得見，且是有對礙的性質。

「此復三種，謂妙、不妙及俱相違」，「色境」又有三種的不

同，即美妙的色境、不美妙的色境，及「俱相違」，即既不是

美妙亦不是不美妙的色境。

哪些是色境？如青(藍)、黃、赤(紅)、白的顏色，即「顯色」，

以這四種顏色為根本，另有其餘八種色為這四色於不同光暗環

境變化下所映現的景象，如煙、雲、塵、霧、光、影、明、

闇，總共有十二種「顯色」。至於長、短、方、圓、麤、細、

高、下、正(方正整齊)及不正(非方正整齊)等物體的形狀，即

「形色」；尚有「空一顯色」，這是天空顯現出純一無雜的顏

色，如一片蔚藍色的晴空；或物體的影像之色，皆名為「色

境」。

(11) 「聲」，謂耳所行境，耳識所緣，四大所造，可聞
音為體，色蘊所攝，無見有對。

	 此復三種，謂可意、不可意及俱相違。



130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或因手等相擊出聲；或由尋伺扣絃、拊革；或依世

俗、或為養命、或宣暢法義而起言說；或依託崖谷

而發響聲，如是若自相、若分別、若響音，是名為

「聲」。

第二是「聲」，指「聲境」，「耳所行境」是耳根所遊歷感

知之境。「耳識所緣」，亦是耳識的所緣境。「四大所造」，

四大種所造成的物質。「可聞音為體」，以可以被聽聞的音聲

為體(本質)。「色蘊所攝」，「聲境」是色蘊所攝屬的物質之

一。「無見有對」是指「聲境」不可以肉眼得見，且是有對礙

的性質。

「此復三種，謂可意、不可意及俱相違」，「聲境」又有三

種的不同，謂適意悅耳的聲境、不適意悅耳的音聲，及「俱相

違」，即既不是適意悅耳亦不是不適意悅耳的音聲。

哪些是聲境？「或因手等相擊出聲」，或由兩手等相擊而發出

音聲；「或由尋伺扣絃、拊革」，或由尋伺的思考力來「扣

絃」(彈弦)、「拊革」(擊按樂器)而有樂音；「或依世俗」，或

依世俗社交上溝通的需要；「或為養命」，或為保養性命而謀

生；「或宣暢法義而起言說」，或為宣揚學說道理而起言說；

「或依託崖谷而發響聲」，或依託崖谷的回響而發出音聲。

「如是若自相、若分別、若響音，是名為聲」，如是或「自

相」，即物體自身所發的音聲，或「分別」，即經人為構思的

演奏，工作、演講，或其餘物體的回聲等，皆名為「聲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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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香」，謂鼻所行境，鼻識所緣，四大所造，可嗅
物為體，色蘊所攝，無見有對性。

	 此復三種，謂好香、惡香及俱非香。

	 彼復云何？所謂根、莖、皮、葉、花、果、煙、末

等香，若俱生、若和合、若變異，是名為「香」。

第三是「香境」，「鼻所行境」是鼻根所遊歷感知之境。「鼻

識所緣」，亦是鼻識的所緣境。「四大所造」，四大種所造成

的物質。「可嗅物為體」，可被嗅的物質氣味為體(本質)。

「色蘊所攝」，「香境」是色蘊所攝屬的物質之一。「無見有

對性」是指「香境」不可以肉眼得見，且是有對礙的性質。

「此復三種，謂好香、惡香及俱非香」，「香境」又有三種的

不同，「好香」是使人感到舒適的氣味；「惡香」是使人感到

難受的氣味，及「俱非」(又名「平等香」)，即既不是舒適亦

不是難受的氣味。

哪些是香境？如根、莖、皮、葉、花、果、煙、末(香粉)等

香。「若俱生、若和合、若變異，是名為香」，或是「俱生」，

即天然的香味，或是「和合」，即混和的香味，或是「變異」，

如物質經過變化或發酵、或腐壞等氣味，皆名為「香境」。

(13) 「味」，謂舌所行境，舌識所緣，四大所造，可嘗
物為體，色蘊所攝，無見有對性。

	 此復三種，謂甘、不甘及俱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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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復云何？所謂酥油、沙糖、石蜜、熟果等味，若

俱生、若和合、若變異，是名為味。

第四是「味境」，「舌所行境」是舌根所遊歷感知之境。「舌

識所緣」，亦是舌識的所緣境。「四大所造」，四大種所造成

的物質。「可嘗物為體」，味是以所瞰所嚐的物質為體(本質)。

「色蘊所攝」，「味境」是色蘊所攝屬的物質之一。「無見有

對性」是指「味境」不可以肉眼得見，且是有對礙的性質。

「此復三種，謂甘、不甘及俱相違」，「味境」有三種的不

同，謂甘美的味境、不甘美的味境，及「俱相違」，即既不是

甘美亦不是苦澀的味境。

哪些是味境？如酥油(由牛乳熬製而成)、沙糖、石蜜(冰糖)、熟

果等味。「若俱生、若和合、若變異，是名為味」，或是俱生

的天然味道，或是和合，或是變異所生的味道等，皆名為「味

境」。

(14) 「觸一分」，謂身所行境，身識所緣，四大所造，
可觸物為體，色蘊所攝，無見有對性。

	 此復三種，謂妙、不妙及俱相違。

	 彼復云何？所謂澁、滑、輕、重、緩、急、煖、

冷、飢、渴、飽、悶、強、弱、癢、病、老、死、

疲、息、粘、勇；或緣光澤，或不光澤；或緣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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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或不堅實；或緣執縛，或緣增聚；或緣乖違，

或緣和順；若俱生、若和合、若變異，是名觸一分。

第五是「觸境」，「身所行境」是身根所遊歷感知之境。「身

識所緣」，亦是身識的所緣境。「四大所造」，四大種所造成

的物質。「可觸物為體」，可被觸覺的物體為體(本質)。「色

蘊所攝」，「觸境」是色蘊所攝屬的物質之一。「無見有對

性」是指「觸境」不可以肉眼得見，且是有對礙的性質。

「此復三種，謂妙、不妙及俱相違」，「觸境」又有三種的不

同，謂美妙的觸境、不美妙的觸境，及「俱相違」，即既不是

美妙亦不是不美妙的觸境。

哪些是觸境？所謂澁(粗糙)、(柔)滑、輕、重、緩、急、煖、

冷、飢、渴、飽、悶(悶熱)、強、弱、癢、病、老死、疲(倦)、

息(氣息的呼吸)、粘(粘連膠著的感覺)，勇(氣力充沛)等境。

「或緣光澤，或不光澤」，或攀緣有光澤或無光澤的境；「或

緣堅實，或不堅實」，或攀緣堅實或不堅實的境；「或緣執

縛，或緣增聚」，或攀緣有執縛或增聚的境；「或緣乖違，或

緣和順」，或攀緣乖違或和順之境。「若俱生、若和合、若變

異，是名觸一分」，或是俱生(自然的)，或是和合而有，或是

變異而生，這些都是身根所觸對之境。由於「觸」的範圍包括

「能造觸」的四大及「所造觸」的色境，此處的觸境只以所造

色為自性，名所造觸，排除了四大種，故名「觸一分」，即觸

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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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4 法處所攝色

(15) 「法處所攝色」，謂一切時意所行境，色蘊所攝，
無見無對。

	 此復三種，謂律儀色、不律儀色及三摩地所行境色。

	 「律儀色」云何？謂防護身、語業者，由彼增上造

作心、心法故，依彼不現行法，建立色性。

	 「不律儀色」云何？謂不防護身、語業者，由彼增

上造作心、心法故，依彼現行法，建立色性。

	 「三摩地所行境色」云何？謂由下、中、上三摩地

俱轉相應心、心法故，起彼所緣影像色性，及彼所

作成就色性。

	 是名「法處所攝色」。

佛教總括一切法為十二處，其中五根與五境為「十色處」，另

加「意根」及其所認知的「法處」，共為「十二處」。「法處

所攝色」指「法處」所包括的色法。這類色法不是前五根所能

感知，「一切時意所行境」，任何時候，意根皆能遊歷其所知

對境。「色蘊所攝」，「法處」是色蘊所攝屬的物質之一。

「無見無對」即不可見及沒有對礙，是為意根所攀緣的法處所

攝之色法。

「此復三種，謂律儀色、不律儀色及三摩地所行境色」，此

「法處所攝色」有三種，即律儀色、不律儀色及三摩地所行境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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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律儀色」？「律儀」(saṃvara)，義為「防護」，指透
過戒律儀則規範行為。善的律儀能防止過惡，惡的律儀則遏制

善行。那些立誓受了善戒（如五戒、八戒、比丘戒、比丘尼戒

等）的人，由於內心有決意持戒的意願，從而在身語意的活動

上產生防非止惡的力量，名為「律儀色」。「謂防護身、語業

者，由彼增上造作心、心法故，依彼不現行法，建立色性」，

那些能夠防護身業、語業的人，由彼增上守戒的意識及決意的

思心所，依彼「律儀色」而不會造作現行惡業，因此建立這種

「律儀色」為防止作惡的物質力量。

什麼是「不律儀色」？「不律儀」(asaṃvara)，即不防護惡業
之生起。若內心有作惡的意願，從而表現在行為及語言上，這

種能引發起造作惡業的力量，名為「不律儀色」。「謂不防護

身、語業者，由彼增上造作心、心法故，依彼現行法，建立色

性」，那些不能防護身業、語業的人，由彼增上作惡的的意識

及決意的思心所，依「不律儀色」造作現行惡業，因此建立這

種「不律儀色」為不能防非止惡的物質力量。

什麼是「三摩地所行境色」？「謂由下、中、上三摩地俱轉相

應心、心法故，起彼所緣影像色性，及彼所作成就色性」，這

是由於與下品、中品、上品不同程度的三摩地(samādhi，等持)
同時相應的心、心法，生起那些定中內心所緣的物質影像，及

彼禪定自在力所造作而成就的物質境象，故稱為「定自在所生

色」。又此類色法若由凡夫之禪定力所變現，則為假色，即此

類色法沒有實用；若是八地以上的聖者則能夠透過其殊勝的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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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量變現為具有實用之色法，例如點石成金等，則會令有情

眾生得以受用。

律儀色、不律儀色及三摩地所行境色這三種色法，總名為「法

處所攝色」。

有關色法的十五方面，已各別分析其義。

3.1.4 心不相應行法
3.1.4.1 體性

「心不相應行」者，謂諸行與心不相應，於心、心法及色

法分位假施設性，不可施設與心等法若一、若異。

「一切事」中第四類是「心不相應行」(citta-viprayukta-
saṃskāra)，指沒有物質形態而又不屬於有情精神心理的一類有
為法。瑜伽行派建立二十四種不相應行法。

「心不相應行」的基本特質，「謂諸行與心不相應」，是指

諸行(由因緣造作而成的有為法、現象)不與心相應而起，「於

心、心法及色法分位假施設性」，是於心王、心所及色法三方

面的「分位」(時分與方位)，即於某一時間及地方所顯現出來

的特殊情形上假立的法。「假施設」即假名安立，以名言概念

來指稱世俗事物，以達到一定的認識。假名施設並無自身實在

的體性，如時空、數量等概念，此即關係、狀態等，是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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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抽象存在樣式的概念，並非實法。「不可施設與心等法

若一、若異」，而這些法不可說是與心、心所及色等法是同一

或別異的關係。換言之，精神或物質的諸行與不相應行法既不

是同一，即兩者並非相同的事物；亦非別異，即兩種事物不是

完全分離的關係，而是色心的特殊情況上假立的法。

3.1.4.2 總標差別

彼復差別有二十四種，謂得、無想定、滅盡定、無想天、

命根、眾同分、生、老、住、無常、名身、句身、文身、

異生性、流轉、定異、相應、次第、勢速、時、方、數、

和合、不和合。

復有諸餘如是種類差別應知。

那些「心不相應行」共有二十四種的不同，如「得」等法。佛

經中還有其餘的不同分類應知，如說一切有部施設心不相應行

為十四種法，故有差別。

3.1.4.3 別釋差別

(1)  「得」者，此復三種：
	 一、諸行種子所攝相續差別性，

	 二、自在生起相續差別性，

	 三、自相生起相續差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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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是「得」(prāpti)，其特質是包含「獲得」及「成就」之
義。「獲得」指過去未得而現得，或已失而復得；「成就」指

獲得後而能保持不失。

本論所說的「得」，主要是三種「相續差別性」，即相續保持

其特殊性而不失。由於形成物質或精神現象的各別元素都是獨

立的法，「得」譬喻繩索，使某一法繫屬於眾生自身中，令其

相續不失，此乃成立「得」的理由：

第一是「諸行種子所攝相續差別性」，「諸行種子」包括色

法、心法、善業、不善業、無記業及聖道無漏智慧等種子功

能，為有情所具有的不同潛在力量，遇緣而生起現行力用。

「得」能連結各別的種子功能，令其得以相續保持在眾生的賴

耶中而不失。

第二是「自在生起相續差別性」，這是由加行力所生而得的善

法及不同的專業技能等，能夠純熟運用而相續保持不失。

第三種是「自相生起相續差別性」，這是各別現象的種子自身

的功能依緣變化而顯現及相續發揮作用的情況。

(2) 「無想定」者，謂已離遍淨欲，未離上地欲，觀想
如病、如癰、如箭，唯無想天寂靜微妙。由於無想

天起出離想作意前方便故，不恒現行心、心法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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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無想定」(asaṃjñi-samāpatti)，「無想」是無取像
的精神活動。「遍淨」指色界第三禪中的最上層天，名為「遍

淨天」。此天淨光周遍，眾生修習上品之三禪而得，能受用世

間最上微妙的樂受，因此名為「遍淨」。「謂已離遍淨欲，未

離上地欲」，「無想定」是那些已離「遍淨天」但未離第四

禪煩惱繫縛的眾生所修。他們誤以為心中「無想」便是真正的

涅槃解脫，為求解脫而修滅想的加行。「觀想如病、如癰、如

箭，唯無想天寂靜微妙」，其修法是先起「出離想」，觀諸想

如病、如癰、如箭等皆可厭患，唯有生「無想天」才是寂靜微

妙的境地。

「由於無想天起出離想作意前方便故」，由於那些眾生欲生無

想天，故起出離想的作意為前行方便(方法)故，依不起取像的

作意加行，「不恒現行心、心法滅性」，令那些不是恒常活動

的心、心所法等前六識的精神作用息滅不起，故稱為無想定，

此是凡夫和外道所修的一種第四禪的定境。因在定中心與心所

俱滅，是「無心位」之定，所以此定屬於心不相應行法。

(3) 「滅盡定」者，謂已離「無所有處」欲，或入「非
想非非想處」定；或復上進；或入「無想定」；

或復上進；由起暫息想作意前方便故，止息所緣，

	 「不恒現行諸心、心法」，及「恒行一分諸心、心

法」滅性。

第三種是「滅盡定」(nirodha-samāpatti)，此定是不還果或以
上的聖者為求止息「想」，以住於寂靜境界的禪定。「謂已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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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有處欲」，若已遠離無色界天的「無所有處」的煩惱繫

縛，「或入非想非非想處定」，或進而入「非想非非想處」

定；「或復上進」，或再上進而希望不受精神現象所束縛；或

入「無想定」；或再上進；「由起暫息想作意前方便故」，由

起暫時息滅想作意的前行方便；「止息所緣」，令所緣止息；

「不恒現行諸心、心法，及恒行一分諸心、心法滅性」，那些

不是恒常活動的心、心所法等前六識及有一部分恒常活動的有

漏第七識心、心所法的精神作用息滅，為其定境的特性。唯識

宗認為在此定中的聖者仍有一部分細心的第八識及無漏的第七

識未滅而繼續活動不息。

滅盡定與無想定並稱「二無心定」，無想定是凡夫所修得，滅

盡定則為佛及離定障的聖者所修得。

(4) 「無想天」者，謂先於此間得「無想定」，由此後
生無想有情天處，不恒現行諸心、心法滅性。

第四種是「無想天」(asaṃjñika)，即先世於第四禪修得「無想
定」，由此定力，死後生於無想天的眾生處，生後則那些不是

恒常活動的心、心所法等前六識的精神作用息滅不起，為此天

處的特性。

無想天是色界天之一，又名「少廣天」或「福德天」，位於

第四禪天之「廣果天」，是修持無想定的眾生所感得的異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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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故又名「無想異熟」43。受生此天時，終其一生都處於無

取像活動的無想狀況，直至異熟報盡，即命終時想心所續起，

便從無想天處歿，猶如久睡，覺時還起於想。後生必墮欲界，

以先前修定的勢力已盡，不能更起定心，如箭射空，力盡便

墮。

(5) 「命根」者，謂先業所引異熟六處住時決定性。

第五種是「命根」(jīvitendriya)，指生命之持續力，其本質就
是「壽」(壽命)。「謂先業所引異熟六處住時決定性」，這是

眾生依過去世之業所感召的「六處」(六根軀體)，「命根」是

一期生命中延續不絕的力量，有決定的時限，於此假立「壽」。

此命根(壽)能使有情於一期生命之間的「煖」（體溫）、「識」

(思想覺受)持續不斷，而「煖」及「識」也支持著「壽」，三

法互相依持，生命才能相續不斷地存在。若眾生的「壽」、

「煖」及「識」三法捨離身體時，其軀體便僵冷及無思覺而命

終。

(6) 「眾同分」者，謂諸有情互相似性。

第六種是「眾同分」(nikāya-sabhāga)，「謂諸有情互相似性」，
指同類眾生共同相似的性質，也就是使有共同特徵的有情成為

同類有情的原理。由於有此眾同分，如人與人的相似性成為人

43 參考《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2，大正藏31，7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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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畜生與畜生相似，各物種亦由於同類相似的性質而有其類

別。

(7) 「異生性」者，此有二種：一、愚夫異生性，二、
無聞異生性。

	 「愚夫異生性」者，謂無始世來有情身中愚夫之性。

	 「無聞異生性」者，謂如來法外諸邪道性。

第七種是「異生性」(pṛthag-janatva)，使眾生成為凡夫的特
性，「異生」指凡夫不斷地於五趣中受生，或生而為天、人、

畜生、餓鬼、地獄，由於每一期生命出現不同的生命形態，

故名「異生」。因此，未覺悟的「異生」是相對於覺悟的「聖

者」所施設的概念。

「異生」可分二種：

一、	 「愚夫異生性」，即無始世以來於有情身中愚痴的凡夫

特性。

二、	 「無聞異生性」，指未曾聽聞如來法教而無正見的外道

特性。

(8) 「生」者，謂諸行自相發起性。

「諸行」即遷流變化的現象，亦即是依靠因緣條件造作而形

成的有為法，凡是因緣造作的東西，都是變動不居，不會常住

不變的，其存在形態必然經歷「生」、「住」、「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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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或「生」、「住」、「異」、「滅」這四個過程，這是所

有有為法所具有的特性，故合稱為「有為四相」。

第八種是「生」(jāti)，「謂諸行自相發起性」，「諸行自相」
即所有現象各別自身特有的相狀，是先前不存在，現在依靠所

需的條件而發生出現的狀況，即「本無今有」謂之「生」。

(9)  「老」者，謂諸行前後變異性。

第九種是「老」(jarā)，或名「異」，指所有現象於前後階段會
出現變異、衰損的狀況。

(10) 「住」者，謂諸行生時相續不斷性。

第十種是「住」(sthiti)，指所有現象出現後會暫時相續不斷地
安住下去的狀況。

(11) 「無常」者，謂諸行自相生後滅壞性。

第十一種是「無常」(anityata)，或稱為「滅」，指所有現象
自身的特性，是出現後會趨向破壞及消滅的狀況，即「有已還

無」。

(12) 「名身」者，謂詮諸行等法自體想號假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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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種是「名身」(nāma-kāya)。「身」是類義，以表複數。
單字的名稱為「名」，兩字或以上的名稱為「名身」，是詮表

所有現象事物自身的名稱，那是透過「想」的作用，於境安立

其界限，然後假立種種名詞。

(13) 「句身」者，謂聚集諸名顯染淨義言說所依性。

第十三種是「句身」(pada-kāya)，「句」是聚集多個名詞（名
身）而能表達完整意義的語句，二句或以上的語句相連稱為

「句身」，能詮顯染淨意義的言說所依是「句身」的性質。

(14) 「文身」者，謂前二所依字性。

第十四種是「文身」(vyañjana-kāya)，「文」即梵語中的音節
或字母，單個的音節或字母稱為「文」，兩個或以上相連的稱

為「文身」。「前二」指名、句，「文」是名、句所需依賴而

得以組成的基本字母。

(15) 「流轉」者，謂諸行因果相續不斷性。

第十五種是「流轉」(pravṛtti)，「流」指相續，「轉」指生
起，意謂所有現象都是因果相續、流轉不斷的性質。

(16) 「定異」者，謂諸行因果各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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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種是「定異」(pratiniyama)，「定」指決定，「異」指
不同，意謂所有現象的善性、惡性因果，決定是不同的。善法

只引生善法，惡法亦只能引生惡法，由此因果規律有種種差

別，不會出現混亂的情況。

(17) 「相應」者，謂諸行因果相稱性。

第十七種是「相應」(yoga)，指不相離，即所有現象的因果關
係是相稱相合，一定是不相離的狀況。

(18) 「勢速」者，謂諸行流轉迅疾性。

第十八種是「勢速」(jāva)，指諸法流動變化勢力的迅速性，因
為所有現象都是迅速遷流，剎那生滅，不暫停住的。

(19) 「次第」者，謂諸行一一次第流轉性。

第十九種是「次第」(anukrama)，指順序，由善惡業而引致生
死相續不斷，稱為流轉。「次第」指眾生作善惡之業為因，感

苦樂之果，輪迴於五趣中的各別因果現象皆是有序地次第相續

生起的。

(20) 「時」者，謂諸行展轉新新生滅性。

第二十種是「時」(kāla)，即時節、時間。「展轉」即流轉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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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時」是指所有有為現象順次遷移，新新不息地生滅

流動的狀況，從而出現三世(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歷程。

(21) 「方」者，謂諸色行遍分齊性。

第二十一種是「方」(deśa)，即方所、空間，即色法存在於空
間之方所與位置，指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等十方。

「色行」指物質的活動。「遍」是普遍。「分齊」指界限、範

圍。「諸色行遍分齊性」指一切的物質活動是普遍地發生於空

間的範圍內。

(22) 「數」者，謂諸行等各別相續體相流轉性。

第二十二種是「數」(saṃkhyā)，即數目，分為單數、雙數、複
數（多數）三種。「數」是於現象的相續流轉中計算各別事物

數量的差別。

(23) 「和合」者，謂諸行緣會性。

第二十三種是「和合」(sāmagrī)，指所有現象因緣聚會而不相
乖違或防礙的狀況。

(24) 「不和合」者，謂諸行緣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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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種是「不和合」(asāmagrī)，指所有現象因緣互相乖
違或防礙的狀況。

3.1.5 無為法
3.1.5.1 總標差別

「無為」者，此有八種，謂虛空、非擇滅、擇滅、不動、

想受滅、善法真如、不善法真如、無記法真如。

「一切事」中第五類是「無為法」。「一切事」中前四類都

是「有為法」，而第五類則是「無為法」，是「有為法」之對

稱。「有為法」是有形有象的現象，「為」是造作之義。前述

的色法、心法、心所法及心不相應行法都是依因緣造作而生滅

無常的有為法，具生、住、異、滅四相；「無為法」則是不具

形相活動的真理，離開因緣造作，亦不具生、住、異、滅的變

遷。無為法的梵語asaṃskṛta-dharma，指不生不滅、不由眾緣
和合造作而有、湛然常住之法。大乘唯識宗一般立「六無為」，

此論則立「八無為」，即「虛空無為」、「非擇滅無為」、

「擇滅無為」、「不動無為」、「想受滅無為」、「善法真如

無為」、「不善法真如無為」、「無記法真如無為」。

3.1.5.2 別釋差別

(1)「虛空」者，謂諸心、心法所緣外色對治境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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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空」(ākāśa)是以無障礙為其性質，無有邊際，常住不動，
不障他物，一切色法得於其中運行活動。虛空非由因緣造作

而成，就其自體是無生滅變化，故屬於無為法。唯識宗則指宇

宙實相的真如無有障礙，不生不滅，猶如虛空，故稱「虛空無

為」。

此論說「虛空無為」是「諸心、心法所緣外色對治境界性」，

意謂透過心識及心所等精神活動，於外在物象作出「對治」，

即以否定、遮遣的方法，排除其境界的質礙性質，令心識證入

無礙的真如實相。

(2) 「非擇滅」者，謂因緣不會，於其中間諸行不起滅
而非離繫性。

「擇」指智慧簡擇力；「滅」是滅除煩惱。「非擇滅」

(apratisaṃkhyā-nirodha)指某些事物由於「因緣不會」，即所
需的因緣條件不能會合齊備，「於其中間諸行不起滅而非離繫

性」，則於其中間相關的有為現象完全不能生起及壞滅。這種

基於缺緣而顯出不生不滅的寂滅狀態，並非透過智慧簡擇力而

遠離煩惱繫縛的無為法，名為「非擇滅無為」。例如聖者證得

預流果後，不再墮於三惡趣，由於三惡趣缺緣而不再出現，故

得非擇滅。

(3) 「擇滅」者，謂由「慧方便」，有漏諸行畢竟不起
滅而是離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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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滅」(pratisaṃkhyā-nirodha)指由智慧揀擇真理的加行方
法，即「慧方便」，令有漏雜染的現象徹底地不能生起及壞

滅。「有漏諸行畢竟不起滅而是離繫性」，一切有漏現象各別

地為煩惱繫縛，當以智慧揀擇力斷除一種煩惱時，則與之相對

應的某一有漏法便得一擇滅，所以擇滅與煩惱所繫縛的有漏法

在數量上是一一對應的關係；換言之，有多少種有漏法，在離

繫時就得多少種擇滅無為。這種由於脫離無明煩惱的繫縛所顯

諸相寂滅的真理，名為「擇滅無為」。

(4) 「不動」者，謂離遍淨欲，得第四靜慮，於其中間
苦樂離繫性。

「不動」(aninjya)指超越第三禪的「遍淨天」的煩惱繫縛而達
致第四靜慮，「於其中間苦樂離繫性」，第四禪中只有捨受，

離苦樂兩種感受，由於不再為苦、樂兩種感受所擾動，故名

「不動」；於苦樂感受的繫縛滅除時所顯現不變化之狀態，名

「不動無為」。

(5) 「想受滅」者，謂離無所有處欲，入滅盡定，於其
中間，「不恒現行心、心法」及「恒行一分心、心

法」滅而離繫性。

「想受滅」(saṃjñāvedayita-nirodha )，又稱「滅盡定」
(nirodha-samāpātti)，指第四靜慮中超越「無所有處」的煩惱
繫縛而入滅盡定所顯現的無為法。「想」是有取像力的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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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指不苦不樂的捨受。將進入滅盡定時，習定者須起加

行，作意停止前六識的心王及心所的精神活動，當「想」和

「受」都息滅不起時，則進入滅盡定。「於其中間」，在入此

定的期間，「不恒現行心、心法滅」，指滅盡不恒常現行的

前六識及相關的心所；「恒行一分心、心法滅而離繫性」，亦

滅盡一部分有漏而恒常現行的第七末那識及相關的心所，而另

一部分清淨無漏的末那識及相關的心所則繼續現行，以離有漏

前七識的繫縛所顯不生不滅的狀態，故名離繫性的「想受滅無

為」。

(6-8) 「善」、「不善」、「無記法」真如者，謂於善、
不善、無記法中清淨境界性。

最後是「善法真如」(kuśaladharma-tathatā)、「不善法真如」
(akuśaladharma-tathatā)、「無記法真如」(avyākṛtadharma-
tathatā)三種真如，於瑜伽行派的典籍中多總括為一種的「真如
無為」。

所謂「真如」(tathatā)，「真」涵有真實的意思，表示不是虛
妄的，「如」即恒常如此，常無變易的狀態。44約真實如常之

義，故名「真如」。「善法真如無為」指善法招感可愛果之理

真實如常不變；「不善法真如無為」指不善法招感非可愛果之

44 《成唯識論》卷9云︰「『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
常，表無變易。」(大正藏31，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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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真實如常不變；「無記法真如無為」指無記法招感無記果之

理真實如常不變。「謂於善、不善、無記法中，清淨境界性」，

不論是善法、不善法或無記法等一切法，皆以真如為體，平等

無別，是為無分別智所顯的清淨境界。

3.1.6 五法之三相

復次，如是五法復有三相應知：(一)增益相，(二)增益所

起相，(三)法性相。

「增益相」者，謂諸法中「遍計所執自性」。

「增益所起相」者，謂諸法中如其所應「依他起自性」。

「法性相」者，謂諸法中「圓成實自性」。

再者，我們應知五法又有三種特徵：即(一)增益相，(二)增益所

起相，(三)法性相。

第一的「增益相」，「謂諸法中遍計所執自性」，「遍計所

執自性」(parikalpita-svabhāva)，依《瑜伽師地論》卷64的定
義：「遍計所執自性者，謂諸所有名言安立諸法自性，依假名

言數數周遍計度諸法而建立。」45此即藉著假立的概念語言來

指涉一切事物的特性，由此而屢屢地周遍計執諸法有實在的本

質自性。46「遍計所執」是繫屬於語言的範疇，所執的事物只

45 大正藏30，656c。
46 曹志成，〈《顯揚聖教論》的三性思想的探討〉，台灣哲學會網
上研討會，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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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在語言的計度分別下以為是如此，而客觀上並不存在著

對應於假名的實在性，故說為「增益相」。

第二的「增益所起相」，	即諸法中如其所應的「依他起自性」

(paratantra-svabhāva)。依《瑜伽師地論》卷64所言：「依
他起自性者，謂眾緣生他力所起諸法自性，非自然有故說無

性。」47所謂「他」是指「眾緣」。依藉眾緣的力量所生起的

事物，在世俗上有其存在體相，依不同的現象而施設各種諸法

的名言，名為「增益所起相」，但這現象背後並無一種自存、

永有的不變性質。這種存在具有現實的意義，並不純然是主觀

上構想出來的存在，是與心識中所蘊藏的潛在功能（種子）有

關，有體有用，沒有種子為緣，則不會有心識的轉變而顯現的

萬象。萬法的出現既是功能的顯現，則它們不可視為虛妄，而

是有世俗上為真的意義。

第三的「法性相」，即諸法中的圓成實自性。《顯揚聖教論》

之＜成無性品＞亦有相近的意涵：「圓成實性者，所謂諸法真

如自體。」48圓成實自性(pariniṣpanna-svabhāva)，是圓滿周遍
於一切有為法的無實我性。無我性是恒常如此地成就，無生無

滅，無有變異，為一切存在所依的體性，真實而非虛謬，故名

「法性相」。「圓成實性」並不是離「依他起」而別有實體，

而是在依他起法上去除「遍計執」，通過遣除能取與所取的「

47 大正藏30，656c。
48 大正藏31，55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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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妄見後所呈顯的無二取性，即脫離主客二元對立的束

縛，無分別智了知一切法如如(tathatā)的本性，那就是本來如
實的存在狀態，也是最真實而無偏見的認識。「圓成」與「依

他」只是一體一用，構成不即不離的關係。

「九事」中第一的「一切事」闡述組成世間萬象的心法、心所

法、色法、心不相應行法及無為法，每一類含有眾多的重要元

素在內，此是唯識宗對諸法的分類法，於中亦可見法相學的特

色。

若欲詳細了解「一切事」中的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應

行法及無為法，可參閱《瑜伽師地論》卷1至卷3的〈五識身相
應地〉及〈意地〉。

3.2 釋第二之界事
3.2.1 略標

如是已說「一切」，「界」今當說。

九事中的「一切」事已解說了，現在應當解說第二的「界」

事，這涉及佛教的宇宙觀，亦是眾生存在界域的分類法。

頌曰：界謂欲、色等，及與三千界。		

論曰：

「界」有二種：(一)欲等三界，(二)三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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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頌的後兩句標舉出「三界」及「三千大千世界」。所謂

「界」，可分為二種，第一是欲界、色界、無色界的「三界」，

又稱作「三有」，乃眾生流轉生死的存在界域，佛教依其精神

修養境界分為三級。

「欲界」的眾生物欲及情欲較重，生命層次較低，上自天界，

中包括人界，下至畜生界、餓鬼界、地獄界等處。由於五趣眾

生雜居於欲界，又名「五趣雜居地」，若包括阿素洛，則為

「六道」眾生。

「色界」在欲界之上，無有欲染，但尚未完全脫離物質的束

縛，且其物質世界均殊妙精好，故稱色界。此界又依禪定之深

淺粗妙而分四級，名「四禪天」，包括初禪、二禪、三禪、四

禪。

「無色界」無物質境物及身體，此界眾生完全脫離物質的束

縛，住於深妙之禪定，唯有精神性的受、想、行、識四蘊，故

稱無色界。此界本無物質界域，為方便理解，故在色界之上，

假立四天，即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

非想處天。

	

三界的分佈又可分為九地，可表列如下：49	

49 此圖是向瑞屏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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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	 九地	 五趣

	 非想非非想處地	 非想非非想處天

	 無所有處地	 無所有處天

	 識無邊處地	 識無邊處天

無色界	 空無邊處地	 空無邊處天

	 	 色究竟天

	 	 善現天

	 	 善見天

	 	 無熱天

	 	 無煩天

	 	 無想天

	 	 廣果天

	 	 福生天

	 第四靜慮地（四禪天）	/	捨念清淨地	 無雲天

	 	 遍淨天

	 	 無量淨天

	 第三靜慮地（三禪天）	/	離喜妙樂地	 少淨天

	 	 極淨光天

	 	 無量光天

	 第二靜慮地（二禪天）	/	定生喜樂地	 少光天

	 	 大梵天

	 	 梵前益天

色界	 初靜慮地		（初禪天）	/	離生喜樂地	 梵眾天

	 	 他化自在天

	 	 樂變化天

	 	 知足天(兜率天)

	 	 時分天(夜摩天)

	 	 三十三天(忉利天)

	 	 四大王眾天

	 	 人

	 	 餓鬼

	 	 畜生

欲界	 五趣雜居地（六欲天的天趣及餘四趣）	 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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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廣釋
3.2.2.1 三界

欲等三界者：

一、「欲界」，謂未離欲地雜眾煩惱諸蘊差別；

二、「色界」，謂已離欲地雜眾煩惱諸蘊差別；

三、「無色界」，謂離色、欲地雜眾煩惱諸蘊差別。

所謂欲、色、無色等三界(tri-dhātu)者：
一、「欲界」(kāmadhātu)是指那些「未離欲地」的眾生，即
未遠離欲界煩惱繫縛的界地。欲界眾生貪欲熾盛，特別是食色

之愛欲，此外尚「雜眾煩惱」，即雜聚眾多煩惱，以其煩惱的

程度而有「諸蘊差別」，即不同形態的五蘊生命體，遂有「五

趣」或「六道」的眾生的類別。欲望越多，則其生命境界越

低，若欲望微薄，則其生命境界越高。

二、「色界」(rūpadhātu)，指那些「已離欲地」的眾生，即已
遠離欲界煩惱繫縛的界地，指不再有如欲界般的熾盛物欲，但

仍未脫離物質的束縛，雖雜聚色界的眾多煩惱，然能以其禪定

力壓伏煩惱，亦以煩惱的程度而有「諸蘊差別」，不過只感

「天趣」的五蘊生命體，能受用殊妙精緻的宮殿國土等物質。

「色界」中，由初靜慮到第四靜慮，按入定深淺之次第不同，

分成四層，分佔四地，又名「四禪天」。「靜慮」者，即靜心

思慮，乃「禪定」之意，每一地又各分成不同的天，「初靜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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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至「第三靜慮地」各有三天，「第四靜慮地」分九天，共

十八天。

三、「無色界」(arūpyadhātu)，指那些「已離色界、欲界等地
(煩惱)」的眾生，仍雜聚無色界的眾多煩惱而有「諸蘊差別」，

不過只有「天趣」的純精神四蘊生命體，由於已完全脫離物質

的束縛，因此沒有肉體及宮殿國土等物質。

「無色界」屬第四靜慮，共分四層，位處「色界」之上，每

層各佔一天，共四天，同樣是按禪定之深淺不同而有「諸蘊差

別」。由於此界地的眾生沒有物質現象，包括一切宮殿國土及

物質身體，但仍有四無色蘊，只餘極微細之精神現象，長居於

甚深定中，得解脫於一切災患擾亂及對物質的貪愛。

由此可見，三界的施設是根據眾生的精神修養所訂立的標準，

涵有生命昇沉的深刻意義。

如是三界，復有五種差別應知：

(一)相差別，(二)麤重差別，(三)方處差別，(四)受用差

別，(五)任持差別。

三界又有五種「差別」，即不同狀況，是我們應該了知的。

這包括(一)相差別，(二)麤重差別，(三)方處差別，(四)受用差

別，(五)任持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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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別」者，謂：

欲界中，色多相、不鮮淨相、種種雜相；

色界中，色少相、鮮淨相、非種種雜相；

無色界中，雖無「業所生色」，而有「定所生色」，無見

無對。

第一是「相差別」，即不同的特徵、相狀：

由於欲界是五趣眾生雜居之處，所以物質色法有「多相」，即

眾多形形色色不同的相狀；「不鮮淨相」即粗鄙、不精妙、不

清淨等特徵；「種種雜相」即好壞、粗妙、大小等雜類相狀。

色界中由於只有天趣的眾生及精緻的物質，所以其色法的特徵

相較欲界為「少相」，不像欲界有眾多形色；且是「鮮淨相」，

即精妙清淨的相狀；「非種種雜相」，即沒有粗劣、微小的雜

類相狀。

無色界中的眾生雖然沒有「業所生色」，即不具由業力所感召

而得的物質世界或軀體，卻有「定所生色」，即由禪定力而顯

現的物質境象。這些定中的物質境象是「無見無對」，即肉眼

不可見且是無對礙性。

又欲界中，有苦受相應相、瞋恚相應相、多隨煩惱相應

相；

色、無色界中，有苦受不相應相、瞋恚不相應相、少隨煩

惱相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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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於欲界中，有「苦受相應相」、「瞋恚相應相」、「多隨

煩惱相應相」；於色、無色界中，則相對而言，「有苦受不相

應相」、「瞋恚不相應相」、「少隨煩惱相應相」。這是從

苦受、瞋恚、及隨煩惱聯繫的多少等情況作對比。欲界與苦受

相應，如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

盛等八苦，又有瞋恚心相應的時候，遂有眾多隨煩惱生起的狀

況。色界及無色界由於已離瞋恚的煩惱，亦已離欲界眾苦，因

而不會有眾多隨煩惱相應生起的狀況，但仍有微細的煩惱習氣

的狀況。

「麤重差別」者，謂欲界中麤重麤而損害；色、無色界中

麤重細而不損害。

第二是「麤重差別」，指欲界中的「麤重」，能令身心沉重

及不調柔，這包括眾生自身中的煩惱種子、果報種子及無記性

種子50，其特質是麤顯而具損害力；若是色界及無色界的「麤

重」，則微細而不具損害力。

「方處差別」者，謂欲界居下方，色界居上方，無色界無

方處。

50 《瑜伽師地論》卷2：「又於諸自體中所有種子，若『煩惱品』
所攝，名為粗重，亦名隨眠。若『異熟品』所攝、及餘『無記
品』所攝，唯名粗重，不名隨眠。」(大正藏30，28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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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方處差別」，即不同的方位、處所，欲界居於下方，

色界處於上方，無色界由於無物質，故無方處之區分。

「受用差別」者，謂欲界受用外門境界；色、無色界受用

內門境界。

第四是「受用差別」，即不同的享用狀況，如欲界主要是享

用「外門」境界，即外在的色聲香味觸等不同境界；色界及無

色界主要是受用「內門」境界，即內在不同禪定程度的精神境

界。

「任持差別」者，謂欲廛諸蘊依四食住；色、無色廛諸蘊

依三食住。

第五是「任持差別」，即不同的維繫、保持生命的狀況。「欲

廛」即「欲纒」，指為欲界煩惱所纒縛，「諸蘊」即不同的五

蘊生命體。為欲界煩惱所纒縛的眾生皆依四食而住。「四食」

指滋益眾生身心的四種營養或精神作用，包括可分段飲食的一

般糧食之「段食」(kara-āhāra)，由觸覺可愛境象所產生的喜樂
感受，令身心愉悅舒暢的「觸食」(sparśa-āhāra)	，眾生有求生
意志及希望的「思食」(cetanā-āhāra)，阿賴耶識執持身命而不
壞的「識食」(vijñāna-āhāra)。四食是維繫及保持生命的重要
條件，眾生因其存在的生命形態而有不同的任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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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廛」及「無色廛」即為色界、無色界煩惱所纒縛。色界、

無色界的生命體則依三食而得安住。「三食」指觸食、思食、

識食，但不需要段食。

三界的五種差別如下圖：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相差別	 色多相、不鮮淨相、	 色少相、鮮淨相、	 無業所生色，有定

	 種種雜相。		 非種種雜相。	 所生色，無見無對。

	 有苦受相應相、瞋恚	 有苦受不相應相，	 有苦受不相應相，

	 相應相、多隨煩惱相	 瞋恚不相應相，	 瞋恚不相應相，	

	 應相。	 少隨煩惱相應相。	 少隨煩惱相應相。

麤重差別	 麤而損害	 細而不損害	 細而不損害

方處差別	 居下方	 居上方	 無方處

受用差別	 外門境界	 內門境界	 內門境界

任持差別	 欲廛諸蘊依四食住	 色廛諸蘊依三食住	 無色廛諸蘊依三食住

	 (段食、觸食、思食、	 (觸食、思食、識食)	 (觸食、思食、識食)

	 識食)	

	

3.2.2.2 三千世界
3.2.2.2.1 釋名

「三千世界」者：(一)小千世界，(二)中千世界，(三)大

千世界。

謂一日月之所照臨，名「一世界」。

如是千世界中，有千日月、千蘇迷盧山王、千南贍部洲、

千東毘提訶洲、千西瞿陀尼洲、千北拘盧洲、千四大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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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千三十三天、千夜摩天、千覩史多天、千樂變化天、

千他化自在天、千梵世天，合名第一「小千世界」。

復千小千世界，名為第二「中千世界」。

復千中千世界，名為第三「大千世界」。

「三千世界」為古印度人的宇宙觀，或稱作「三千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其組成的單位是「一世界」，即「小世界」，

以一個太陽及一個月亮所照見的範圍而設立。

一千個「小世界」形成一個「小千世界」，在這千世界

中，有千個日、千個月、千個蘇迷盧(sumeru)山王，以此大
山作為宇宙的中心，環繞著蘇迷盧山王的四方，有千個南

贍部(jambū)洲、千個東毘提訶(videha)洲、千個西瞿陀尼
(godānīya)洲、千個北拘盧(uttarakuru)洲，這四大洲屬人間
的界域，然後是千個四大王眾(caturmahārājakāyikā)天、千
個三十三天(trāyastriṃśa)、千個夜摩(yāma)天、千個覩史多
(tuṣita、兜率)天、千個樂變化(nirmāṇarati)天、千個他化自
在(paranirmitavaśavartin)天，這是天趣的「六欲天」，由
蘇迷盧山王的山腰開始而上；再上是色界初禪天的千個梵世

(brahmaloka)天，這些地方總合而名為第一的「小千世界」
(sāhasra-cūḍika-loka-dhātu)。

一千個「小千世界」又形成一個「中千世界」，這就是第二的

「中千世界」(dvisāhasra-madhyama-loka-dhā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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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個「中千世界」形成一個「大千世界」，這就是第三的

「大千世界」(mahāsāhasra-loka-dhātu)。

此「大千世界」由小、中、大三種「千世界」所形成，故稱

「三千大千世界」(tri-sāhasra-mahā-sāhasra-loka-dhātu)，可
以說是由百萬個小千世界所成。佛典中的宇宙觀，三千世界為

一佛所教化之領域，故又稱一佛國。

問：何因緣故「小千世界」名為卑小？

答：猶如特牛斷去兩角，以缺減故名為卑小。

如是梵世已下，其中所有千世界不如上地，故名卑小。

或有疑問：什麼緣由稱「小千世界」為卑劣細小？

答：猶如特牛斷去兩角，「特牛」即犢牛，為幼小的牛，以未

生長成熟故缺減兩角，因此名為「卑小」。

如是於色界初禪的梵世天已下，其中所有欲界的千世界皆不如

上地的廣博莊嚴，因此名為卑小。

3.2.2.2.2 災難

如是三千世界，三災所壞，謂火、水、風災。

復有三種三災之頂，謂第二、第三、第四靜慮。

彼第四靜慮諸天，法爾與所居宮俱起俱滅。

復有中三劫起，所謂飢饉、疫病、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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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三千世界，於「壞劫」時，即外在物質世界毀壞的時期，

會被三種災害所摧壞，包括火災、水災、風災。

又有三種所謂的「三災之頂」，即第二靜慮、第三靜慮、第四

靜慮，即三種災難依次不能達至的範圍。

所謂「靜慮」，指靜心思慮，專注於一個所緣對象，令內心寂

靜與統一，然後進行觀想，這是一種遠離欲界煩惱干擾的精神

狀態，包括色界的四禪，即第一靜慮至第四靜慮。這裡說的

「第二靜慮」是指色界的第二禪天，即透過修習靜慮(禪定)達

到第二禪境界的眾生所居住的世界。

火災毀壞的範圍從欲界最底層的無間地獄、畜生、餓鬼、人、

欲界天，直到最後的「梵世」，即色界第一靜慮(初禪天)為

止，所以「第二靜慮」(第二禪天)是火災之頂，其下則會被火

所焚燒故。

水災毀壞的範圍從欲界最底層的無間獄直到色界的第二靜慮，

所以第三靜慮(第三禪天)是水災之頂，其下則會被水所浸爛故。

風災毀壞的範圍從欲界最底層的無間獄直到色界第三靜慮(第三

禪天)，所以第四靜慮(第四禪天)是風災之頂，其下則會被風所

飄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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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四禪天以下會遭逢的災難，若生在「第四靜慮」(第四

禪天)，則會遠離這些災禍，沒有災難能夠毀壞它。「法爾與所

居宮俱起俱滅」，第四靜慮的色界諸天的眾生，「法爾」即自

然而然，其軀體與所居住的宮室會一同生起及一同壞滅，故沒

有地方可以被毀壞。

	

茲就論文所述欲界、色界與三災之關係，以圖示之如後頁：51	

51 此圖為李嘉偉所製，可參考其撰寫的《〈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解讀》第二冊，頁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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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色究竟天	
	 	 8.善見天	
	 	 7.善現天	 	 	

	 		 6.無熱天	
	 第四靜慮	 5.無煩天	 	 無災能壞	

	 	 4.無想天	
	 	 3.廣果天	
	 	 2.福生天	
	 	 1.無雲天	
色界	 	 3.遍淨天	
	 第三靜慮	 2.無量淨天	 風災能壞	

	 	 1.少淨天	
	 	 3.極淨光天（光音天）	
	 第二靜慮	 2.無量光天	 水災能壞

	 	 1.少光天	
	 		 3.大梵天	 	
	 初靜慮（梵世）	 2.梵前益天（梵輔天）	
	 	 1.梵眾天	
	 	 	 6.他化自在天	
	 	

空居天
	 5.樂變化天	

	
六欲天

	 	 4.覩史多天(兜率天)	
	 	 	 3.夜摩天	 火災能壞

欲界	 	
地居天

	 2.三十三天	
	 	 	 1.四大王眾天	
	 	 	 人	

	 	 	 餓鬼	

	 	 	 畜生	

	 	 	 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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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世界的成住壞空的過程中，更有「中三劫」的出現，如人間

經常會面臨飢饉、疫病、刀兵戰爭等災劫。

3.2.2.2.3 成壞過程

二十中劫「世間正壞」，

二十中劫「壞已而住」，

二十中劫「世間正成」，

二十中劫「成已而住」，

如是合有八十中劫，名為大劫。

劫的梵語為kalpa，是古代印度的時間單位，指不可計算的極
長時間。世界由形成至毀滅，經歷成、住、壞、空四個不同階

段，各個階段有二十中劫，合共八十中劫，總稱為大劫。佛教

認為這都是由於眾多有情的強大業力招感這個物質世界的成、

住、壞、空。

所謂「二十中劫世間正壞」，「壞劫」於二十中劫內，最初的

十九中劫有情壞滅，最後一個中劫器世界壞滅。

然後是「二十中劫壞已而住」，壞劫之後有二十中劫呈虛空狀

態，名為「空劫」。

所謂「二十中劫世間正成」，經過這二十個中劫的空劫以後，

由於一切有情眾生共同業力勢用之原故，世間又開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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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經一中劫成器界，其後的十九中劫形成有情，名為「成

劫」。

「二十中劫成已而住」，世間成立後，又有二十中劫是有情眾

生可以安住的時期，名為「住劫」，當中的最初中劫從人壽八

萬歲逐漸減至十歲，稱為「減劫」；此後中間的十八中劫皆各

有一增一減，即從十歲每百年增一歲，至八萬歲，故稱「增

劫」，再從八萬歲減至十歲；最後一中劫唯有增劫。如此有情

的壽量從八萬歲減到十歲，再從十歲增到八萬歲，這樣經過

「一減一增」，即一個減劫與一個增劫，把兩者合併起來就成

為一個「中劫」。

「如是合有八十中劫」，這樣地經歷八十中劫的成住壞空的過

程，「名為大劫」。

譬如天雨，滴猶車軸，無有間斷，從空而注。

如是東方無邊世界無有間斷，或成，或壞，或有正壞，或

壞已住，或有正成，或成已住，如是乃至十方世界。

世界成壞的情況，譬如天起大雲降雨，雨點注滴於水車的車軸

上，依車軸轉動而沒有間斷地從空而下，連續流注地灑落。

這樣的情況於東方無邊世界，無有間斷，或成，或壞，或有正

在壞的階段，或壞已暫住，或有正在成的階段，或成已而住，

如是乃至十方世界，亦是這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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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大千世界普遍於任何地方都有，所以世界是沒有邊際的，

當這個世界正在毀壞，另一個世界或正在形成；那個世界正在

毀壞，而這個世界正在形成。換言之，十方無數世界的毀壞與

形成是一直相續而沒有間斷的。

以上是九事中「界事」的內容。若欲詳細了解「界事」，可參

閱《瑜伽師地論》卷2的〈意地〉及卷4的〈有尋有伺等三地〉。

3.3 釋第三之雜染事
3.3.1 略標

如是已說「界」，「雜染」今當說。

九事中的第二的「界」事已解說了，現在應述「雜染」事，也

就是涉及眾生生死輪迴的因果關係。

頌曰：煩惱、業、生性，		雜染相應知。		

論曰：

雜染性有三種：(一)煩惱雜染，(二)業雜染，(三)生雜

染。

第七頌的前兩句標舉出煩惱、業、生的三種雜染。

所謂「雜染」，雜即雜糅、混合，染是染污，雜糅染污名為

「雜染」，指善、不善及有覆無記之法。雜染亦是諸有漏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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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稱，「漏」即煩惱，能染污眾生之心識，令不清淨，故「雜

染」與「有漏」相通。

「雜染相」即雜染法的特徵、相狀，「雜染性」即雜染法的本

質、性質。

「雜染」事分為三種：

一、「煩惱雜染」，即一切煩惱及隨煩惱之總名。煩惱生起

時，令有情之身心煩擾惱亂，自然會有不寂靜的狀況出現，染

污眾生，令不清淨，這就是煩惱的本質。	

二、「業雜染」是由煩惱發動身、口、意造作有漏的善惡業，

所作的行為皆能染污眾生，令不清淨。世間的「業雜染」包括

福業、非福業、不動業三種。福業是能招感欲界人、天福利可

愛果報之有漏善業。非福業是能招感欲界惡趣異熟，或人天中

無福利非可愛果報之不善業。不動業是招感色界及無色界定地

善果之業。

三、「生雜染」，依煩惱及業而流轉受生於三界，即眾生生命

的出現以及種種苦樂的經歷，雖有幸福快樂事，但終歸於壞

苦，故一切受皆苦。「生雜染」是由煩惱及業所招感的各種果

報，其本質就是不同生命體的異熟果報，因生故有老、病、死

等苦，皆能染污眾生，令不清淨。五趣中的人間、天上及三惡

道的果報都屬於「生雜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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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雜染、業雜染、生雜染又名惑、業、苦。「苦」果是由

「業」所引起，而「業」是從「煩惱」生起。若沒有煩惱及

業，便沒有能力招感後有的苦果。

3.3.2 廣釋
3.3.2.1 煩惱雜染

「煩惱雜染」者，謂一切煩惱及隨煩惱，合名煩惱雜染。

所謂「煩惱雜染」，包括一切煩惱(kleśa)及隨煩惱(upakleśa，
從屬的煩惱)，合稱為「煩惱雜染」。「煩惱」含有煩擾、惱

亂的意思，亦指染污等義。由於有漏法雜糅煩惱的惡性而成染

污，這就是煩惱有雜染的意義。

「煩惱」者，略有十種：(一)薩迦耶見，(二)邊執見，

(三)邪見，(四)見取，(五)戒禁取，(六)貪，(七)瞋，(八)

無明，(九)慢，(十)疑。

佛家就煩惱的眾多意義作區分，而有各種不同的類別。佛經

中或安立為一種，乃至數十種等等。「煩惱」簡略來說共有十

種：(一)薩迦耶見，(二)邊執見，(三)邪見，(四)見取，(五)戒禁

取，(六)貪，(七)瞋，(八)無明，(九)慢，(十)疑。

第一是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於五蘊所構成的個體執為實
「我」的錯誤見解，為「惡見」(不正見)之首位。梵語sat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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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的意思，音譯為「薩」；kāya意含「身」、
「聚」的意思，音譯為「迦耶」；dṛṣṭi指見解；故此，「薩迦
耶見」即「有身見」，是指於無常的五蘊和合上增益為實

「我」的見解。

第二是邊執見，指常見及斷見。持常見者執五取蘊為常住的

我；而持斷見者則認為生命於死後斷滅，苦諦亦斷，是終極斷

滅的見解。

第三是邪見，指不正確的見解，如否定或誹謗世間及出世間的

因緣果報，認為一切苦樂所受皆是無因而生，偶然而起。

第四是見取，指見解上的迷惑執著，妄執薩迦耶見、邊見、邪

見等非理之法為勝見，並由此引生眾多鬥諍。

第五是戒禁取，執著某種不正確的戒條禁忌、宗教儀式或苦

行，妄執邪戒為生天解脫之因，雖勤苦修行而無真實利益。

第六是貪，「貪」是欲求色聲香味觸等五欲享樂境，對名聲、

財物等生起耽愛染著，由染污之愛著心而引生諸苦。

第七是恚，「恚」即瞋恚，對違背己意之有情或逆境，生起憎

恚厭惡，以至身心不得安穩之心理，成為惡行的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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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是無明，「無明」是「癡」之異名，為一切煩惱之根本，

癡是一種內心迷闇愚昧的衝動，對事理無知的狀態，由此引生

種種煩惱，故是煩惱的根源。

第九是慢，「慢」是自負傲慢的心理，比較自己與他人之高

低、勝劣而生起輕蔑他人之高舉心。

第十是疑，於苦、集、滅、道諸實理猶豫疑惑，障礙依理修

行，使善品不生。

或復二種：(一)見所斷，(二)修所斷。

煩惱或分為二種：即「見所斷」與「修所斷」兩類。

第一是「見所斷」(darśanamārga-praheya)，指見道階段所斷
的煩惱。「見道」是初次生起無漏智照見四諦真理的階段。

「所斷」是於此階段斷除後天思維分別而起的煩惱的繫縛。

「見所斷的煩惱」是迷於四諦理而生起的，其中有迷於苦諦、

迷於集諦、迷於滅諦、迷於道諦的差別；就迷於那一種諦理所

起的煩惱，於見道位時依見那種真實便得以斷除，如迷於苦諦

所起的煩惱於見苦諦真實時便得以斷除，迷於集諦所起的煩惱

於見集諦時斷除，等等。因此，「見所斷」是對理法的迷惑，

可以分為見苦所斷、見集所斷、見滅所斷與見道所斷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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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修所斷」(bhavanamārga-praheya)，指修道階段所斷
的煩惱。「修道」是於「見道」後，入初地至第十地的修道階

段。「所斷」是於此階段斷除先天俱生而起的煩惱繫縛。由於

俱生的煩惱堅固難破，未能於見道位便能斷除，故須於修道位

數數勤加修習，以對治仍殘留的煩惱及其習氣，直至十地修行

圓滿時才能徹底斷除俱生煩惱。「修所斷」是斷除對事相的迷

惑。

「見所斷」有對理法迷惑的四種煩惱，加上「修所斷」對事相

迷惑的一種煩惱，合稱為「五部煩惱」。

或復三種：(一)欲界繫，(二)色界繫，(三)無色界繫。

煩惱或分為三種：「欲界繫」、「色界繫」、「無色界繫」三

類。「繫」指繫縛，如牛馬等拴繫於柱，不能自主。煩惱能束

縛眾生於三界，使其無法出離。

第一是「欲界繫」，若為欲界煩惱所繫縛，則稱為欲界繫。欲

界眾生因繫縛於「貪」、「瞋」、「癡」等煩惱而於欲界流轉

輪迴不斷。

第二是「色界繫」，若為色界煩惱所繫縛，則稱為色界繫。色

界眾生成就禪定，故無「瞋」，但亦為「無明」、「貪」、

「見」、「慢」、「疑」等色界煩惱所繫，難以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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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無色界繫」，若為無色界煩惱所繫縛，則稱為無色

界繫。無色界眾生成就甚深禪定，故無「瞋」，但亦為「無

明」、「貪」、「見」、「慢」、「疑」等無色界煩惱所繫，

難以解脫。

復有七種「顛倒行」：

(一)邪解行，(二)不解行，(三)非解非不解行，(四)執邪解

行，(五)彼因依處行，(六)彼怖生行，(七)任運起行。

「邪解行」者，所謂薩迦耶見、邊執見、邪見，於所知事

起邪執故。

「不解行」者，所謂無明。

「非解非不解行」者，所謂疑也。

「執邪解行」者，所謂見取、戒禁取，及於諸見所起貪等。

「彼因依處行」者，謂見苦集所斷。

「彼怖生行」者，謂見滅道所斷。

「任運起行」者，謂修所斷。52	

煩惱依「顛倒行」可分為七種，所謂「顛倒」，指違反真實事

理之錯誤見解，「行」是活動，故「顛倒行」指錯誤見解的活

動：

一、「邪解行」，「於所知事起邪執故」，對所知事持錯誤的

認識，起種種的妄見，包括薩迦耶見、邊執見、邪見。

52 大正藏版於「修所斷」後有「見所斷」，但藏要本無。約其正
義，今依藏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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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解行」，「所謂無明」，指不了解緣起、善惡、因

果、四諦等道理。

三、「非解非不解行」，「所謂疑也」，對於道理有些了解，

亦有些不了解，故猶豫不決，即「疑」煩惱。

四、「執邪解行」，包括見取、戒禁取，「及於諸見所起貪

等」，及愛著種種不正的見解。此執見的產生是由於不了解四

諦的道理而生起。

五、「彼因依處行」，煩惱與苦諦互為因緣，煩惱為因，引起

業行而感召苦果，於苦境中又生煩惱及業，苦諦是煩惱的生起

因及依止處，須依「見苦集所斷」而離繫，指證見苦諦真實及

集諦真實而得以斷除。

六、「彼怖生行」，眾生對於滅諦與道諦有疑惑，如對佛說

的無生無滅的涅槃、離一切相的境界等生起恐怖心，須依「見

滅道所斷」而離繫，指證見滅諦真實及證見道諦真實而得以斷

除。

上述六種「顛倒行」屬於「見所斷」的分別煩惱。

七、「任運起行」，指先天根深蒂固的俱生煩惱，皆自然任運

而出現，難以斷除，須依「修所斷」得以斷除而離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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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所斷有百一十二煩惱，修所斷有十六煩惱，如是見、修

所斷，合有一百二十八煩惱。

煩惱又可區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見道所斷的煩惱，總有一百一

十二種；第二類是修道所斷的煩惱，總有十六種。

(一)	三界見道所斷的分別煩惱，是基於對四諦理的迷惑，總有

一百一十二種：

1. 對欲界苦集滅道每一諦的無知，形成各有前述的十煩惱，
即(一)薩迦耶見，(二)邊執見，(三)邪見，(四)見取，(五)戒

禁取，(六)貪，(七)瞋，(八)無明，(九)慢，(十)疑。迷四諦

理合共四十種煩惱。

2. 對色界苦集滅道四諦的迷惑，每一諦各有前述的九煩惱，
除瞋。迷四諦理則合共三十六種煩惱。

3. 無色界亦如色界般，合共三十六種煩惱。

(二)	三界修道所斷的俱生煩惱，總有十六種：

1. 欲界修所斷有六種俱生煩惱，即(一)薩迦耶見，(二)邊執
見，(三)貪，(四)瞋，(五)無明，(六)慢。其餘的邪見、見

取、戒禁取、疑屬於後天的分別煩惱，於見道時已被斷

除。

2. 色界修道所斷有俱生五煩惱，除瞋，即(一)薩迦耶見，(二)
邊執見，(三)貪，(四)無明，(五)慢，合共五種。

3. 無色界亦如色界般，合共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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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八種煩惱的分類，可表列如下：53	

	

	

53 此圖是向瑞屏所製。 

 

一百二十八煩惱 

         

見道所斷(分別煩惱)  修道所斷(俱生煩惱) 

   欲界 

 

1 貪 貪 貪 貪  1 貪 

2 瞋 瞋 瞋 瞋  2 瞋 

3 癡 癡 癡 癡  3 癡 

4 慢 慢 慢 慢  4 慢 

5 疑 疑 疑 疑  --- 
6 邪見 邪見 邪見 邪見  --- 
7 身見 身見 身見 身見  5 身見 

8 邊見 邊見 邊見 邊見  6 邊見 

9 見取見 見取見 見取見 見取見  --- 
10 戒禁取見 戒禁取見 戒禁取見 戒禁取見  --- 

       

色界、無色界 

 

1 貪 貪 貪 貪  1 貪 

 --- --- --- ---   --- 

2 癡 癡 癡 癡  2 癡 

3 慢 慢 慢 慢  3 慢 

4 疑 疑 疑 疑   --- 
5 邪見 邪見 邪見 邪見   --- 
6 身見 身見 身見 身見  4 身見 

7 邊見 邊見 邊見 邊見  5 邊見 

8 見取見 見取見 見取見 見取見   --- 
9 戒禁取見 戒禁取見 戒禁取見 戒禁取見   --- 
       

       

40 6 

128 = 112 16 + 

36 36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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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煩惱雜染，種種義差別故，立種種名，謂結、縛、隨

眠、隨煩惱、纏、暴流、軛、取、繫、蓋、株杌、垢、

燒、害、箭、所有、惡行、漏、匱、熱、惱、鬪諍、熾

然、火、稠林、拘礙，如是等義名差別。

由於這些煩惱雜染有不同的含義差別，因此建立種種名稱，皆

為煩惱之異名，此段列出二十六種名義：

(1) 結：煩惱又名為「結」，有結合、繫縛之義，「結」有能
力令心與苦惱和合，遂令身心苦惱不安。又眾生為眾苦繫

縛，故流轉三界而不能出離。欲界結令欲界有情與欲界苦

合；色界及無色界的結則與色界及無色界苦合。

(2) 縛：煩惱又名為「縛」，即拘束的意思，它能產生障礙、
繫縛，拘束有情於三界中。

(3) 隨眠：「隨眠」即眠伏於阿賴耶識中的煩惱種子，這些潛
藏的煩惱功能隨逐眾生而不分離，能令有情於世間生死流

轉。

(4) 隨煩惱：「隨煩惱」指隨順根本煩惱而起的煩惱，與「根
本煩惱」相對稱。

(5) 纏：煩惱又名為「纏」，這種煩惱不是潛伏的狀態，而是
屢屢出現而纏縛有情，能使眾生身心皆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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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暴流：「暴流」喻煩惱如洶湧的急流，暴水可漂流人畜、
房屋等，極難過渡抵禦，遂令眾生墜溺於生死海中，難以

出離。

(7) 軛：「軛」原指控制馬、牛的工具，眾生為煩惱所束縛，
遂與種種苦和合，猶如牛馬被軛所驅役，不能自主。

(8) 取：「取」是執取，煩惱所造的業行能令眾生取未來的生
死流轉，含執取後有之生的意義，故稱為「取」。

(9) 繫：「繫」即繫屬、繫縛之義，煩惱如繩索般捆縛眾生於
三界中，令不得自由，故稱為「繫」。

(10) 蓋：「蓋」有障、覆之義，煩惱遮蓋眾生的心，令真實
義不能顯了，故名為「蓋」。如「五蓋」能蓋覆心性而

不生善法：(i)貪欲、(ii)瞋恚、(iii)惛沈掉舉、(iv)睡眠惡
作、(v)疑。

(11) 株杌：「株杌」即樹之殘根，堅固難拔，以喻煩惱能破壞
修善的稼田，令不堪耕植。

(12) 垢：煩惱是污穢心之垢物，能令心不清淨，故名為「垢」。

(13) 燒：指欲望得不到的匱乏苦惱，令人憂苦如被火烤，故名
為「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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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害：「害」指怨嫌之心，作逼惱他人之事，由此增長惡
業，煩惱經常危害有情身心，故稱為害。

(15) 箭：煩惱纏繞眾生時，如中毒箭，若未拔除，則身心不
能安靜，且永遠隨逐自身，形成持續的傷害，故煩惱如

「箭」。

(16) 所有：由於貪瞋癡的煩惱能夠攝受五蘊的生命體，又五蘊
的有漏法皆由煩惱所繫攝，令身心污穢不淨，故名為「所

有」。

(17) 惡行：貪、瞋、癡是錯誤行為的體性，由此而造作種種的
惡行，故名「惡行」。

(18) 漏：「漏」為流注、漏泄之義，由眼耳等六根，如六瘡
門，日夜流注漏泄煩惱而不止，故名為漏。又煩惱現行令

心連注流動散亂，由是發生種種雜染行為，稽留有情久住

生死，如漏器漏舍，引致損污過患，名之為「漏」。

(19) 匱：匱是匱乏。眾生受用色、聲、香、味、觸等諸欲，不
知過患，不求出離，耽著追求而無有滿足，由此常為貧乏

之苦所擾惱，故名「匱」。

(20) 熱：指貪瞋癡的煩惱，由貪瞋癡故，不如正理執著境相，
由執著故，燒惱身心，故名為「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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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惱：「惱」即懊惱。眾生縱使得到所愛欲之物，但當所愛
的境物衰損變壞時，就會引發很多苦惱的事情，令人精神

懊惱，心不安穩，為種種憂悲愁哀所惱亂，故煩惱亦名為

「惱」。

(22) 鬪諍：指諸見所生的煩惱，是引發自己與他人戰鬪、訴
訟、諍論之原因，故名「鬪諍」。

(23) 熾然：「熾然」的意思是猛烈地燃燒，煩惱如大熱病，猛
烈地燒惱身心，故名「熾然」。

(24) 火：過去所積聚的眾善如堆積的木材，煩惱如火，能燒毀
一切善法功德。

(25)	稠林：眾生的愛著使煩惱滋潤茂盛，展轉增長，不斷招感
一期又一期五趣的苦果報身，譬喻所生的後有生命體，多

如茂密樹林，故名「稠林」。

(26) 拘礙：即拘束障礙。煩惱能拘束眾生於種種妙五欲境中，
障礙修行善法以證得解脫，因此名為「拘礙」。

以上便是煩惱雜染的闡釋。佛教的終極目標是滅除所有煩惱，

以達致諸漏永盡的清淨生命狀態。在沒有煩惱雜染的惱亂下，

從苦出離，得心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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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業雜染

「雜染」是諸有漏法之總稱，包括善、惡、無記的三種性質。

「雜」是雜糅混合之意，可相通於善性、惡性及無記性；

「染」是染污義，能染污眾生之心識，令不清淨；由於性質不

純及有染義，故名「雜染」。

「業雜染」是由煩惱所發動的身、口、意業，即包括有情的思

想、語言、行為等一切身心活動，造作有漏的善惡業，所作的

行為皆能染污眾生，令不清淨。造業之後會感召異熟果報，遂

有損害的苦果與增益的樂果的差別。

「業雜染」者，謂或因煩惱所生，或因煩惱緣助善法所

生，如其所應，三界所攝身業、語業、意業。

「業」(karma)指行為造作，「業雜染」是指或由煩惱所生的行
為，或由煩惱為條件，如因煩惱而生厭患，故求出離，能助成

善法的出現，如其所相應的情況，遂有三界所攝屬的身、語、

意等行為造作。

此復二種：(一)思，(二)思所起。

這又有二種：(一)思，(二)思所起。「思」是行為的意志、動

機，是推動行為的故意活動。「思所起」是由意志所發動的身

體、語言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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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對業的性質區分為三業，二思等，經論中尚有其他的區

分，此處只是略述兩種。

此業差別復有多種：

欲界所攝，名「福」、「非福」；

色、無色界所攝，名為「不動」。

此業尚有其他不同的區分，名目眾多：若就業與三界的繫屬關

係而劃分，則欲界所攝屬的有「福業」及「非福業」；色界及

無色界所攝屬的定地善業雖然也是福業，但另立「不動業」之

名，因此只有欲界的善業名為福業。

欲界的「福業」主要是修布施、持戒等有漏善業，能感得人

天善趣的異熟果報及在欲界所領受的善報，即感得利益的可愛

果，如得衣食豐足，健康長壽，多受快樂等，故名「福業」；

「非福業」是多行不義，指能招感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的

異熟果報及所領受的惡報，即感得損減無利益的不可愛果，如

饑寒困乏，受諸苦惱，故名「非福業」。

「不動業」能招感色界及無色界的異熟果報，及在此二界所領

受的善報，如長壽安樂，多福少禍，無困乏之苦，受用壯美寧

靜的境界。由於上二界之業主要是專心一意地修禪定，定地之

業只住於一境，沒有散動，故稱「不動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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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引業」，謂作及增長，能引種種有情世間及器世間

果，及異熟。

此外又有「引業」，包括作業及增長業。

「作業」，又名「造作業」54，指經由思業或思已業所起的身

業、語業，即是經過審慮、決定而發動的業行，也就是故意而

造作，成為現實的行為。「增長業」指持續性的行為，令習氣

增益，於阿賴耶識中長養增進異熟種子。55	

「引業」能牽引眾生五趣生命及環境的果報，「有情世間」就

是不同種類的眾生形態，「器世間」即自然的物質界。除了這

兩種異熟果外，還有異時而熟的果報，即一期生命中所遭遇的

順境及逆境等苦樂果報。

復有「生業」，謂前所引，助令生故。

又有「生業」，即先前所說的「引業」，由思業或思已業，助

令種種善業或不善業生起現行。

54 見《俱舍論》卷18云：「如契經說有二種業，一、造作業。二、
增長業。」(大正藏29，96c)

55 參見《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7云：「作者，謂起造諸業令其
現行；增長者，謂令習氣增益，於阿賴耶識中長養異熟種子故。」
(大正藏31，7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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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緣起支中，特指「行」支及「有」支，皆與業行有關。

「行」支屬於「引業」，由無明能發起有漏善惡的身、語、意

三業，故是「引業」；「愛」支及「取」支屬於「生業」，由

渴愛欲求而生起取捨的實際行動，則發起「生業」，即「有」

支所蘊育未來的生命果報體。56	

以上便是業雜染的闡釋。

3.3.2.3 生雜染

「生雜染」是由煩惱及業所招感的各種果報，即五趣中的人

間、天上及三惡道的異熟果報，因生故有老、病、死等苦，皆

能染污眾生，令不清淨。又因苦而生煩惱及有漏業行，再感生

死苦果，因此，煩惱、業、苦三種雜染循環不息，形成複雜的

相依相待的關係，令眾生的有漏生命流轉不息。

「生雜染」者，謂因「煩惱」及「業」故「生」，因

「生」故「苦」。

「生雜染」是依煩惱及業為緣而流轉受生於三界，生命的出現

又會經歷種種苦樂事，而真實的情況是一切受皆苦。

56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56云：「復次十二支中，二業所攝，謂行
及有。……又二業中，初是引業所攝，謂行；後是生業所攝，
謂有。三煩惱中一能發起引業，謂無明；二能發起生業，謂愛、
取。」(大正藏30，6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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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復多種，謂胎藏所迫苦、老病死苦、怨憎會苦、愛

別離苦，求不得苦，與麤重行俱生長苦、數死生苦、生諸

難苦，是名為「生」。

「苦」又有多種：

(1) 胎藏所迫苦，即生命處於母胎時所受之種種苦，如窄隘不
淨，間夾如獄，內熱煎迫等。

(2) 老病死苦，「老苦」指生命衰老羸弱時的苦痛；「病苦」
指由四大不調而引起的病患苦惱；「死苦」指生命體壞滅

死亡之苦，即捨離所受之身體時的苦痛。

(3) 怨憎會苦，指與所怨讎憎惡之人，本求遠離，而反集聚的
苦痛。

(4) 愛別離苦，指與自己所親愛者別離的痛苦。

(5) 求不得苦，指不能如願、不得所欲的苦痛。

(6) 與麤重行俱生長苦，「麤重」指沉重的物質色身，皆有
「行」苦的徵狀，如感受寒、熱、飢、渴，無常變遷，常

處於不安穩狀態等苦。

(7) 數死生苦，指屢次屢次地受取生死輪迴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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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諸難苦，指出生後遭遇種種災患磨難之苦。

上述諸苦總稱為「生」。

以上是九事中「雜染事」的內容。若欲詳細了解「雜染事」，

可參閱《瑜伽師地論》卷8、9、10的〈有尋有伺等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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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事品第一之二

3.4 釋第四之諦事
 3.4.1 略標

如是已說「雜染」，「諦」今當說。

頌曰：	諸諦有六種。			

論曰：

諦有六種：(一)世俗諦，(二)勝義諦，(三)苦諦，(四)集

諦，(五)滅諦，(六)道諦。

九事中的第四事是「諦」事，諦是真實不虛之義，這涉及佛教

的真實觀。正確無誤之真理有六種，包括二諦及四諦。二諦即

世俗諦及勝義諦。四諦包括苦諦、集諦、滅諦、道諦。佛法以

二諦或四諦為立教的根本，施設道理，教化眾生，令他們從迷

啟悟。

第七頌的第三句標舉出真實有六種。

《顯揚聖教論》卷第二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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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廣釋
3.4.2.1 二諦

佛教對存在的一切事理分為二類，即勝義與世俗。或以勝義諦

明自性空，以世俗諦說緣起有；或隨順世人所說為世俗，隨順

賢聖所說為勝義。

世俗諦的梵語是saṃvṛti-satya，略稱世諦、俗諦，即世間之真
理。世間的事物由各種條件假合而成一體的感覺。眾生為無

明所覆蔽，以為和合相的事象是實有，依此施設假名的意義，

約世俗知見而說有其物，但其自性空如器中物被覆蓋而隱覆真

實，此即為世俗有、假有，故名為世俗諦。世俗的所知，乃世

間人一般所見之事理，在世俗共許的認識上，仍有其相對的

真實性，故世俗諦是世間的真實。又世間是有漏之法，可毀壞

故、有對治故，故名為世俗。

勝義諦的梵語是paramārtha-satya，又名第一義諦、真諦，即
出世間之真理，指最高的、絕對的真實，這是由聖者的智慧證

知宇宙萬象皆依緣而起的真理，故勝義是出世間的真實。

世俗與勝義雖有不同，但兩者並不矛盾，只是不同層次的真

實而已。依世俗悟入勝義，而勝義是不礙於世俗，若能通達二

諦，則能建立真俗相融的人生觀，這是佛教的基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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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1 世俗諦

「世俗諦」者，謂名、句、文身，及依彼義一切言說，及

依言說所解了義，又曾得世間心及心法，及彼所行境義。

所謂「世俗諦」，「謂名、句、文身」，即名詞、語句、字母

等文字概念，「及依彼義一切言說」，及依「彼」(名、句、

文)所組成的名字義理等所有語言，「及依言說所解了義」，及

依語言所詮解的道理。「又曾得世間心及心法」，又世間眾生

的心識及心所有法等精神活動，「及彼所行境義」，及「彼」

(心及心法)經歷的境相所領解的意義。換言之，「世俗諦」的

範圍包括文字概念所施設的語言、道理，也包括世俗的精神作

用及心識所了別的境物。

3.4.2.1.2 勝義諦

「勝義諦」者，謂聖智，及彼所行境義，及彼相應心、心

法等。

所謂「勝義諦」，即「聖智」，指聖者成就的殊勝無漏智的精

神活動，「及彼所行境義」，及那些殊勝智慧所經歷體證的境

相，「彼相應心、心法等」，及聯繫那些聖智而一同活動的心

識及心所。換言之，「勝義諦」是以聖者的殊勝智慧為主導作

用，相應其它的精神活動而證知諸法的真實境。



192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3.4.2.2 四諦

所謂「諦」者，實也，即真實的道理，有不顛倒而確實如此的

意思。

「四諦」指「苦」、「集」、「滅」、「道」四種正確無誤之

真理，又名四聖諦，四真諦。這是聖者所見之真理。

四諦之中的苦諦、集諦、道諦，屬於有為法的範圍；這三種有

為法中，除道諦外，其餘的苦諦、集諦是「有漏有為法」，漏

即漏泄，是煩惱的異名。道諦則是「無漏有為法」，無漏是純

善離垢的意思。佛法以四諦為核心，眾生若欲達到寂靜涅槃的

清淨境界，所觀之境為苦、集、滅、道四聖諦。

佛家的「苦」是廣義的意義，不僅包括受到迫逼或災禍等痛

苦，還有缺憾的、不美滿、不如意的境況，因此令到眾生不能

事事愜意，總有無可奈何及遺憾的感覺，故名為「苦諦」。苦

諦即關於生死流轉真實是苦之真理。

苦諦不是憑空而來的，是由前生的煩惱和業招集出來的。「集」

即是招集。集諦即關於世間人生諸苦之生起及其根源之真理。

「滅」者，指滅除有漏的、有煩惱的、苦的世界及生死輪迴，

然後有清淨無漏的生命顯現，那就名為「滅」。這種生命境界

稱為涅槃，又名「苦滅諦」。滅諦即關於滅盡苦、集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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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諦」非空想而得，要實際地修行戒定慧等八正道才能證

得，而修道的結果可以直接體驗「滅諦」，所修的道名為「道

諦」。道諦即關於八正道之真理。

四諦顯示兩重因果的法則。一方面，「苦」是果，苦果是由

煩惱與業為因而得，因此苦集二諦展示一重因果，此是迷界的

因果，又名為有漏的因果。另一方面，「滅」是果，即涅槃

是果，而欲證涅槃則需修道，故「道」是因，這是悟界的一

重因果。因此四諦顯示一迷一悟的兩重因果的結構，「苦」與

「集」顯示迷妄世間的果與因，而「滅」與「道」顯示覺悟世

間的果與因。若從世出世間的因果來看，則世間有漏之果為苦

諦，世間有漏之因為集諦；出世無漏之果為滅諦，出世無漏之

因為道諦。

人生是苦，我們身處的世界是苦，這是真真實實的，故名「苦

諦」。我們應該知道人生與世界真實是苦的，故「苦應知」。

苦是有原因的，原因是由煩惱與業招集而來的，「集諦」是真

實如此的。我們若欲滅苦便須斷除「集」，故「集應斷」。涅

槃確確實實是有的，不是虛幻的。「滅諦」是可以證得的，我

們應該求證「滅諦」，即證入涅槃，故「滅應證」。修道確實

是可以證得涅槃的，不會徒勞無功的，故名「道諦」。我們若

欲證得涅槃，便須修道，故「道應修」。這就是「四諦」的真

實義，也是所有聖者所體驗證知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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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將四諦與二諦互相涵攝而關連起來，每一諦皆可區分世俗

與勝義兩種層次的真實。其相攝的方法亦分為全面概括或只包

涵某方面的情況而作劃分，饒具特色。

3.4.2.2.1 苦諦

「苦諦」者，此有二種：(一)世俗諦所攝，(二)勝義諦所攝。

「世俗諦所攝」者，如經中說：「生苦、老苦、病苦、死

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

「勝義諦所攝」者，如經中說：「略攝一切五取蘊苦。」

「苦諦」可分為二種：

(一)「世俗諦所攝」，若是世俗諦所涵攝的苦諦，則如經中所

說的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

苦。也就是八苦中的前七苦：

1. 生苦，即出生時的痛苦；
2. 老苦，即年老體弱的痛苦；
3. 病苦，即患病時的痛苦；
4. 死苦，即臨死時的痛苦；
5. 愛別離苦，即與所愛的人分離的痛苦；
6. 怨憎會苦，即與仇怨者相會的痛苦；
7. 求不得苦，即所求不遂的痛苦。
此七苦主要是涵攝三苦中的「苦苦」(所有迫惱身心之苦)與

「壞苦」(幸福快樂壞滅之苦)，這是世人體驗而知的苦，故是

世間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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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勝義諦所攝」，若是勝義諦所涵攝的苦諦，則如經中所

說的「略攝一切五取蘊苦」。「五取蘊」即色、受、想、行、

識五蘊和合而成的有漏生命，「取」是煩惱的異名，由煩惱的

執著作用熾盛而生五蘊的苦果，苦的生命也常生煩惱，令致眾

生於輪迴中惑苦不息。「略攝一切五取蘊苦」是扼要地總攝五

取蘊所受七苦以外的其餘一切苦，也就是三苦中的「行苦」，

指有漏現象皆是無常生滅、遷流不息，由此引致不安穩的苦

況，由於「行苦」相對而言較為微細難知，世人不易察知，乃

聖者勝智體驗而知的苦，故是勝義的真實。

3.4.2.2.2 集諦

「集諦」者，此有四種：(一)全攝，(二)勝攝，(三)世俗

諦攝，(四)勝義諦攝。

「全攝」者，謂一切三界煩惱及業，皆名集諦。

「勝攝」者，謂緣「已得」、「未得」自體及境所起愛、

後有愛、喜俱行愛、處處喜愛，皆名集諦。

「世俗諦攝」者，若因能感世俗諦所攝苦諦。

「勝義諦攝」者，若因能感勝義諦所攝苦諦。

「集諦」有四種：(一)全攝，(二)勝攝，(三)世俗諦攝，(四)勝

義諦攝。

所謂「全攝」，即全部包涵在內。一切三界中的煩惱及業，都

名為集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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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勝攝」，即只包涵最強烈、力量最殊勝的部分，並不是

全部概括在內。

(1) 「緣已得」，攀緣現世「已得」的生命自體及境界所起的
貪愛。

(2) 「未得自體及境所起愛」，攀緣來世「未得」的生命自體
及境界所起的貪愛。

(3)  「後有愛」，攀緣後有生命而起的貪愛。
(4) 「喜俱行愛」，與喜一起活動的愛著、處處喜愛的貪著。
「處處喜愛，皆名集諦」，這些都是眾生較為執著的強烈喜

貪，就這四種愛的方面，名為集諦。57	

所謂「世俗諦攝」，「若因能感世俗諦所攝苦諦」，「若因」

指不論是那一種因，只要它能感召前七苦，那便是世俗諦所包

攝的集諦。

所謂「勝義諦攝」，「若因能感勝義諦所攝苦諦」，不論是那

一種因，只要它能感召「略攝一切五取蘊苦」，那便是勝義諦

所包攝的集諦。

3.4.2.2.3 滅諦

「滅諦」者，亦有四種，如前所說。

57 參見《四分律疏飾宗義記》卷7，續藏42，2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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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攝」者，謂全攝集諦，無餘斷棄、吐盡、離欲、滅

沒、寂靜。

「勝攝」者，謂勝攝集諦，無餘斷棄，如是廣說。

「世俗諦攝」者，謂於世俗諦所攝集諦，無餘斷棄，如是

廣說。

「勝義諦攝」者，謂於勝義諦所攝集諦，無餘斷棄，如是

廣說。

「滅諦」亦有四種，如前「集諦」所說的全攝、勝攝、世俗諦

攝、勝義諦攝。

「全攝」是全部包攝集諦中的一切煩惱與業，毫無剩餘地於

見道位斷棄、吐盡，於修道位則離欲、滅沒，達到完全寂靜的

境況。換言之，「全攝」的滅諦是滅盡一切煩惱與業的寂靜境

界。

「勝攝」只包涵最強烈的集諦部分，也就是前述的攀緣現世

「已得」、來世「未得」的生命自體及境界所起的貪愛、後有

生命的貪愛、與喜一起活動的愛著、處處喜愛的貪著等，這四

種愛都是眾生較為執著的強烈喜貪，就這方面的集諦，亦是毫

無剩餘地斷棄、吐盡、離欲、滅沒、寂靜等，這樣地作詳細解

說。

「世俗諦攝」，「謂於世俗諦所攝集諦」，指能感召前七苦的

集諦，亦毫無剩餘地斷棄等，如前文的詳細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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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義諦攝」，「謂於勝義諦所攝集諦」，指能感召五取蘊苦

的集諦，亦毫無剩餘地斷棄等，如前文的詳細解說。

3.4.2.2.4 道諦

「道諦」者，亦有四種，如前所說。

「全攝」者，謂一切覺分。

「勝攝」者，謂八聖道支。

「世俗諦攝」者，謂於世俗諦所攝苦諦、集諦、滅諦，為

遍知故，為永斷故，為作證故。

「一切聖道勝義諦攝」者，謂於勝義諦所攝苦諦、集諦、

滅諦，為遍知故，如是廣說。

「道諦」亦有四種，也如前述所說的全攝、勝攝、世俗諦攝、

勝義諦攝。

「全攝」指包攝所有的「覺分」在內，即一切的「菩提分法」，

包括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

等能得覺悟的修因。

「勝攝」只包涵最殊勝的道諦部分，即八聖道支，以是見道後

的無漏修道。

「世俗諦攝」即世俗諦所涵攝的道諦，如其次第，包括苦諦是眾

生所應遍知，集諦是眾生所應永斷、及滅諦是眾生所應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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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聖道勝義諦攝」，「一切聖道」即所有三乘聖者所行之

道，若是勝義諦所涵攝的道諦，也是包括苦諦、集諦、滅諦，

以此三諦是修道所應遍知、應永斷及應作證的緣故，如前文的

詳細解說，也就是知苦、斷苦因、及證苦滅，由是獲得知、

斷、證的殊勝智慧。

3.4.2.3 釋聖諦

「苦、集、滅、道聖諦義」者，若於此處聖智所行，此處

苦、集、滅、道是諦，由諸聖者咸謂此是諦，是故說名聖

諦。

所謂苦、集、滅、道四聖諦義，「若於此處聖智所行」，若於

此處是殊勝聖智所行歷之境，此處的苦、集、滅、道便是諦實

之境，「由諸聖者咸謂此是諦」，所有聖者皆說此是真理，因

此說名「聖諦」。

以上是九事中「諦事」的內容，已各別分析其義。若欲詳細了

解「諦事」，可參閱《瑜伽師地論》卷27的〈聲聞地〉及卷55
的〈攝決擇分‧五識身相應地意地〉。

3.5 釋第五之依止事		
3.5.1 略標八種及二種依止

如是已說「諦」，「依止」今當說。

頌曰：	依止八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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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

依止有八種，何等為八？

謂四靜慮及四無色。

復有二種，何等為二？

謂初靜慮有二種：世及出世；乃至無所有處有二種：世及

出世；非想非非想處唯是世間。

九事中的「諦」事已闡釋其內容，接著是第五的「依止」事，

這是講述與「三摩地」相應的心、心所法的情況，可通於定

地及散地，亦通於善、惡、無記之三性。「三摩地」的梵語

samādhi，指精神能完全地統合集中，處於持心於一境的狀
態，意譯為「定」或「等持」，包括色界及無色界八種「根本

定」及八種「近分定」。

第七頌的第四句標舉出「依止」有八種，包括四靜慮及四無色

定，又有二種的區分，即世間定及出世間定。

「四靜慮及四無色」，這就是八種依止，包括色界的四靜慮及

無色界的四無色定。

色界的禪定有四種區分，包括初靜慮、第二靜慮、第三靜慮、

第四靜慮，亦依次名為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無色

界的禪定亦有四種區分，包括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

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皆屬第四禪的定地。總括色界及無

色界的禪定為「四禪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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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靜慮」，梵語是dhyāna，「靜」是心念能寂靜地安住於
一個所緣境上而不散亂；「慮」是能夠觀察思惟事理。由定寂

靜故慧能審慮，審慮即是如實了知真實義，靜而能慮；慮而能

靜，所以名為「靜慮」。又能靜息一切煩惱，及能思慮一切所

緣，因此名為「靜慮」。

「初靜慮」，「初」指最初的，於四禪中屬最初的階段，這是

透過禪定的訓練方法制止散亂心，令精神能專注一境，達到最

初的禪定的境界，所以「初靜慮」又名「初禪」。生於「初靜

慮地」的有情，領受「離生喜樂」，意謂最初從欲界上進至初

禪境地，持心繫念於一境，離欲界之惡不善法，制伏粗顯煩惱

而生欣喜，又獲輕安充遍全身，得身心適悅之樂，故「初靜慮

地」又名「離生喜樂地」。此地仍有尋思伺察的活動。「尋」

指尋求推想，是較粗疏的思維；「伺」是伺察，指深入微細的

思維，故「尋伺」合起來，亦可作「思維」解，但當中卻包含

了二個深淺層次的思維。

受生於「第二靜慮地」之眾生，得「定生喜樂」之果，這是因

「定」而生出來的「喜樂」，與初禪的「喜樂」程度不同。

「第二靜慮」進一步遠離了尋伺的內心浮動，得到更微妙的

「喜樂」。「第二靜慮地」之有情，皆已達至無尋無伺之定

境，離一切思維及欲界粗重，依勝妙清淨之定境而得喜樂二

受，因此「第二靜慮地」又稱為「定生喜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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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三靜慮地」受生之有情，皆感得「離喜妙樂」之果。意

指該地之有情，不耽於「第二靜慮地」所感的喜受，捨離喜之

踴躍性，為令心更寂靜而精進修習。因離喜受故得最微妙殊勝

的寂靜之樂，因此「第三靜慮地」又名為「離喜妙樂地」。

生於「第四靜慮地」之諸天天眾，得受「捨念清淨」，謂於此

地，不論捨或念，俱得清淨，而得「捨清淨」及「念清淨」。

「捨清淨」指心平等性、心正直性、無動轉而安住性。「平

等」是前後剎那相續不斷，「心平等性」是心能連續地保持專

住不亂的定心狀態。「心正直性」是心離垢染的狀態。「心無

動轉而安住性」指內心沒有一切擾動，明靜而住，不苦不樂，

超過前三地所得之喜樂二受。「念清淨」是於所緣清晰明了，

不會忘失。「清淨」意謂樂、苦、喜、憂、尋、伺、入息、出

息等八種擾亂事皆遠離故。較前三地來說，「第四靜慮地」之

天眾，其定境最為深入，有增上寂靜，無有動搖。

「無色界」分四層，位處「色界」之上，每層各佔一天，共

四天，同樣是按禪定之深淺不同，自下而上排布(見下表)。

名「無色界」者，因此界地已離色法，沒有物質性的東西，

包括一切房舍宮殿，以及諸有情的身體俱不存在，但仍有精神

現象。生於「無色界」諸天的有情，長居於甚深定中，於「第

四靜慮地」已得捨清淨，不苦不樂，心無轉動，又離下地一切

災患及擾亂事，對於物質性的貪著全無，只餘極微細之精神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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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的四禪八定圖示如下：58 
	

	 	 	 	

58 此圖是向瑞屏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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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靜慮有二種」，包括「世及出世」，即世間定及出世間

定。世間定由於未能以觀慧深入瞭解所知義，只能透過定力漸

漸的制伏貪瞋癡等煩惱品類的麤重現行，不能永遠斷除隨眠種

子，因緣會合時仍會再生起煩惱的現行。出世間定依止禪定，

以觀慧深入觀察所知義，遠離執見，能制伏貪瞋癡等煩惱品類

的麤重現行。若修得無分別智，現證通達真理，遂能對治及永

斷微細隨眠種子，超出世間而得解脫。

「乃至無所有處有二種」，如是直至無所有處都有世間定及出

世間定二種。「非想非非想處唯是世間」，但非想非非想處則

只有世間定，由於此地的心及心所只有不明瞭想，未能如實照

了通達真理。

3.5.2 二種依止
3.5.2.1 世間定

「世間初靜慮」者，謂或緣離欲界欲增上教法，或緣離彼

增上教授為境界已，由世間道作意、觀察、熾然修習等故

而得轉依，然不深入所知義故，不能永害隨眠，自地煩惱

之所依處，是退還法，自地三摩地心及心法之所依止。

「世間初靜慮」即初禪的世間定，「謂或緣離欲界欲增上教

法」，定中或是攀緣「離欲界欲」的增上教法(如四念住等)，

即具增勝效用而能遠離欲界煩惱欲染的佛法。或攀緣「離

彼(欲界欲)」的增上教授為境界已，「由世間道」，即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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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意、觀察、熾然地修習等故而得轉依」，作意的梵

語manasikāra，指定中心念的構想活動，令特定的所緣境象
持續地住於心中。通過不斷地觀察所緣境，勤奮地修習等而

成就轉依。轉依的梵語āśraya-parāvṛtti，āśraya是所依，指身
體；parāvṛtti是轉，即轉變，合名「轉依」。此處指定中身心
的轉易，定的功效是可以抑制下地的煩惱，而生起上地比較安

靜的心思，使到身心減輕了粗重感覺而增加了輕安感覺，直至

輕安遍滿，由於「依止」的轉變，即身心輕快調柔，故名「轉

依」。「然不深入所知義故」，但「世間初靜慮」不能深入

所知境故，「不能永害隨眠」，亦未能永遠損害隨眠的煩惱種

子，「自地煩惱之所依處」，所以是「自地」(自身所處的界

地)的煩惱繫縛之所依處，屬於「退還法」，或會退失所得的轉

依，「自地三摩地心及心法之所依止」，也是自地定中心及心

法之所依止。

如世間初靜慮，如是乃至世間非想非非想處，各緣離下地

欲增上教法，廣說如前。

如初靜慮的世間定的情況，如此類推，第二禪是透過遠離下地

初禪的欲染，才能升進到上地的靜慮境界，其它各地一直到世

間非想非非想處，都是各別地攀緣「離下地欲」的增上教法而

得升進上地。

「廣說如前」，其情況亦如前文所詳述世間初靜慮的情況，即

「或緣離彼增上教授為境界已，由世間道作意、觀察、熾然修



206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習等故而得轉依，然不深入所知義故，不能永害隨眠，自地煩

惱之所依處，是退還法，自地三摩地心及心法之所依止」。

3.5.2.2 出世間定

出世間初靜慮者，謂先以如是行、如是狀、如是相作意，

入初靜慮。

「出世間初靜慮」，即先以世間定的「如是行」，也就是習定

的活動，指攀緣「離欲界欲」的增上教法的活動。「如是狀」，

即這樣的狀況，指通過不斷地觀察所緣境，勤奮地修習。「如

是相」，即這樣的特徵，指能遠離欲界的煩惱欲染而證得轉依

的輕安。這樣地作意思惟而成就轉依，亦即三摩地修習圓滿，

然後進入初靜慮的境界。

今不以如是行、如是狀、如是相作意，然或於色、受、

想、行、識所攝諸法，思惟如病、如癰、如箭障礙、無

常、苦、空、無我。

入初靜慮後，現在的「出世間初靜慮」不再以如是行、如是

狀、如是相作意思惟，卻是修學不同方面的觀想，這是於

三摩地修習圓滿後而作的「觀想」，亦即是「毗缽舍那」

(vipaśyanā)的活動，目的是斷除對一切法的貪愛執著。或於
色、受、想、行、識五蘊所包攝的一切有為法，思惟其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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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病、如癰(腫胞)、如身中箭害所造成的障礙，以至無常、

苦、空、無我等普遍特性。

由此而知，「世間靜慮」的目的是修止以得專注安和的定力，

「出世間靜慮」的目的是修觀以得體證真理的智慧。

或復思惟苦是苦、集是集、滅是滅、道是道。

又可作其他的觀想，包括或是思惟四諦的真實，苦諦確是有

純大苦集聚的人生，集諦的煩惱及業確是能招集生死輪迴的眾

苦，滅諦確是有滅苦的寂靜境界，道諦確是有滅苦的方法。由

觀四諦而厭離苦集而欣求滅道，終而證得生死的解脫，離苦得

樂。

或復思惟真如、法性、實際。

或又可思惟「真如」，真如的梵語tathatā指宇宙萬法的真實本
質，或本來的狀態，「真」是真實，「如」是其性不變，恒常

如此，也譯作「如性」，即如此存在的性質。

或可思惟「法性」，法性的梵語dharmatā指諸法之真實體性，
亦即宇宙一切現象所具有之真實不變之本性。

或可思惟「實際」，實際的梵語bhūta-koṭi指諸法的至極邊
際，亦即真如之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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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種名稱的含義基本相同，都是指唯一絕對、常住不變的本

體，即宇宙的真理。

如是於諸法中，思惟如病乃至實際已，於如是法心生厭

怖，生厭怖已，於不死界攝心而住。

這樣地於宇宙一切法中，思惟萬法的本質皆是變幻無常，如

病、如癰，乃至其真實邊際後，於如是諸法心生厭離怖畏，生

厭怖後，於禪觀時，餘念不生，惟於「不死界」，即無生無滅

的涅槃界，收攝心念而安住此境中。

或於真如、法性、實際攝心而住。

或可思惟真如、法性、實際，收攝心念而安住此境中。

此處無分別智，及彼相應心及心法，及彼所依止轉依，由

深入所知義故，則能永害隨眠，非一切煩惱之所依處，不

退轉法。

出世間的「無分別智」是離一切相而不作概念上的分別，即

是以無分別心體會真如之智，及彼無分別智相應俱起的心及心

法，及彼無分別智所依止的三摩地轉依，由智慧深入觀察所知

義的緣故，則能永遠損害隨眠的煩惱種子，非一切煩惱之所依

止處，亦不屬「退轉法」，即不會退失無漏的智慧。

如是名為出世間初靜慮，乃至無所有處，應當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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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便名為「出世間初靜慮」，如是「出世間第二靜慮」乃至

「出世間無所有處」，這些出世間定依此準則應當詳細地了解

其狀況。非想非非想處過於微昩，不能深入觀察所知義，故非

出世間定。	

3.5.3 四種差別

於諸靜慮及與無色，復有四種應知：

(一)雜染，(二)潔白，(三)建立，(四)清淨。

「於諸靜慮」，即四種色界定，由初靜慮至第四靜慮。「及

與無色」，即無色界的四種禪定。又有四種意義應知：(一)雜

染，(二)潔白，(三)建立，(四)清淨。

3.5.3.1 雜染

(1)「雜染」者，謂於上靜慮起深愛味、見、慢及疑。
「愛味」者，謂有十種：

(一)俱生作意愛味，(二)分別所起作意愛味，(三)自地作

意愛味，(四)異地作意愛味，(五)過去愛味，(六)未來愛

味，(七)現在愛味，(八)下愛味，(九)中愛味，(十)上愛

味。

所謂「雜染」，有四方面，即愛味、見、慢及疑，由此四種煩

惱染污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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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定者於證得上界靜慮起深愛味，也就是於禪定中輕安之樂遍

生貪愛，計執為清淨、可欣、可愛，隨念味著，愛戀堅住而不

捨。又依止靜慮發起計度執見。由證得殊勝禪定而起憍慢。由

無明故對上地靜慮所證，常生疑惑為解脫？或不解脫？如是煩

惱恒染其心。

「愛味」有十種：

(一)	俱生作意愛味，即與生俱來由思惟而起的愛味。

(二)	分別所起作意愛味，即後天由思惟而起的愛味。

(三)	自地作意愛味，自地即三界九地中自身所處的一地，由自

地的作意思惟而起的愛味。

(四)	異地作意愛味，異地是與自地不同的其餘界地，由異地的

作意思惟而起的愛味。

(五)	過去愛味，即出定後，味著過去已證得的禪定之樂。

(六)	未來愛味，對未證得的禪定追求欣樂而生愛味，這是攀緣

未來而生的愛味，如已得初禪者，則愛味於未來的二禪

等。

(七)	現在愛味，對現在證得的禪定生起愛味。

(八)	下愛味，即下品愛味，指較低程度的愛味。

(九)	中愛味，即中品愛味，指愛味增上而至中等程度的愛味。

(十)	上愛味，即上品愛味，指最高程度的愛味。

3.5.3.2 潔白

(2)「潔白」者，謂淨及無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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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者，復有三種：

(一)引發故，(二)上練故，(三)除垢所攝堪任故。

「無漏」者，此亦三種：

(一)出世間無漏，(二)此等流無漏，(三)離繫無漏。

所謂「潔白」者，即四靜慮及四無色定，皆能離下地煩惱的纏

縛及污垢，故其本質屬善性，因此名為「潔白」，包括與「清

淨」及「無漏」相應的禪定。

「淨」指離諸惑染而與無貪等諸白淨法所共相應的禪定，與

「清淨」相應的靜慮有三種：

第一是「引發清淨」，指修習禪定能發起殊勝功德，如離憂

悔，無憂悔故歡喜安樂，心得定故能如實知，由離染故得解脫

涅槃。

第二是「上練清淨」，指修習禪定能鍛鍊諸根，增勝習定者的

勢能，如由鈍根轉為中根，中根轉為利根。

第三是「堪任清淨」，「堪任」即有能力勝任，「除垢所攝堪

任」，意指禪定含攝去除煩惱污垢的能力。

「無漏」是出世間定，指脫離煩惱垢染的善定，能起無漏真正

的智力，於淨定沒有味著。與「無漏」相應的靜慮亦有三種：

第一是「出世間無漏」，指修習禪定是出離世間有漏繫縛的解

脫法。

第二是此「等流無漏」，「等流」是相同的流類，指修習清淨

靜慮能得無漏解脫，故是同類相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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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離繫無漏」，指修習靜慮能得出離煩惱繫縛的無漏解

脫。

3.5.3.3 建立

(3)「建立」者，此復四種：
(一)建立近分，(二)建立根本，(三)建立定，(四)建立生。

「建立」即透過假立名字，施設概念或理論。經典中對四靜慮

及四無色定建立種種名稱，提供禪定修行的指引及進程，眾生

可以依據所安立的方法思惟數習。「建立」又分四種：(一)建

立近分，(二)建立根本，(三)建立定，(四)建立生。

第一是建立近分，「近分」的全稱是「近分定」，梵語

sāmantaka-samādhi，指近於根本定的禪定階段，四靜慮與四
無色八種根本定各有近分，「近分」是入根本定的前行修習，

作為八種根本定的入門之準備階段，依此加行的定力可遠離下

地的欲染而得入根本地。

第二是建立根本，根本定的梵語是dhyāna-maula，四靜慮與四
無色定等各有根本定，斷除下地之修惑後，起靜慮及無色的定

心，這種禪定即根本定。

第三是建立定，對四靜慮與四無色的禪定作出內容上的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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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建立生，對受生於四靜慮與四無色的有情有不同的等級

區別。

以下的經文根據這四方面來論述佛經中有關四靜慮與四無色的

涵義。

3.5.3.3.1 建立近分及根本定
3.5.3.3.1.1 初靜慮的近分及根本定

「建立近分」及「根本」者，

如經中說：「所謂此身，離生喜樂之所滋潤、遍滋潤、遍

適悅、遍流布者，是謂初靜慮近分。」

如經又說：「即此身中，一切處無有少分離生喜樂所不遍

滿者，是謂初靜慮根本。」

所謂「建立近分」及「建立根本」的區別：

如佛經中說將入初靜慮時，「此身為離生喜樂之所滋潤」，

「離生」指離欲界之欲染、惡不善法，在離下地染的時候，必

須欣求上地境界，勵意加行，才能進入根本定。以初靜慮只從

「離欲」而得「生起」，初禪以後的靜慮則從定而生，故初靜

慮得「離生」之名。由於身心凝靜，除遣一切粗重，獲得廣大

輕安，遂生「喜樂」二受，即歡喜悅樂的感受。「滋潤」是滋

益潤澤，指輕安令身心調柔舒適。「遍滋潤」是遍滿全身的滋

潤，猶如用浴器盛水澡沐，全身感受水漬潤澤，舒暢悅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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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不周。「遍適悅」是周遍地有舒適悅樂的感覺，「遍流布」

是喜樂的感覺周遍地散佈全身。這就是初靜慮「近分定」的狀

況。由於初靜慮的近分定尚未達至根本定，根本定的功德未曾

現行，故又名「未至定」，這是初靜慮的近分定的情況。

與初靜慮的「近分定」有所不同的「根本定」，以其修行已斷

除下地的煩惱，不需如前近分定作努力加行，得入上地定，故

稱為根本定。其差別又如佛經中說，「一切處無有少分離生喜

樂所不遍滿」，即全身沒有微少的部位不為「離生喜樂」所

遍滿的，這就是初靜慮的「根本定」的狀況，故名「離生喜樂

定」。換言之，初靜慮的「近分定」的滋潤、適悅等遍滿感受

有所不及初靜慮的「根本定」，這是兩者的主要區別。

3.5.3.3.1.2 第二靜慮的近分及根本定

如經中說：「即於此身，等持所生喜樂之所滋潤、遍滋

潤、遍適悅、遍流布者，是謂第二靜慮近分。」

如經又說：「即此身中，一切處無有少分等持所生喜樂所

不遍滿者，是謂第二靜慮根本。」

如佛經中說此身將入第二靜慮時，須勵意加行，「等持所生喜

樂之所滋潤」，「等持」即梵語samādhi (三摩地、定)的意譯，
指心念凝定於一處而持續地不散亂的狀態，故第二靜慮又名

「定生喜樂地」。由等持所生喜樂之滋益潤澤，更微妙的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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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滿全身，周遍地有舒適悅樂的感覺，及周遍地散佈全身，猶

如山泉之滿溢，水自泉底涌出，浸泡潤澤，普遍充滿，無處不

周。這就是第二靜慮「近分定」的狀況。

又如佛經中說此身中，不用加行，「一切處無有少分等持所

生喜樂所不遍滿」，即全身沒有微少的部位不為「等持所生喜

樂」所遍滿的，這就是第二靜慮的「根本定」的狀況。

3.5.3.3.1.3 第三靜慮的近分及根本定

如經中說：「即於此身，離喜之樂之所滋潤、遍滋潤、遍

適悅、遍流布者，是謂第三靜慮近分。」

如經又說：「即此身中，一切處無有少分離喜之樂所不遍

滿者，是謂第三靜慮根本。」

如佛經中說此身將入第三靜慮時，須勵意加行，「離喜之樂之

所滋潤」，已離第二禪天踊動之喜受，攝心入定而得勝妙之樂

受。由離喜之妙樂所滋益潤澤，最微妙的輕安遍滿全身，周遍

地有殊勝妙樂的感覺，及周遍地散佈全身。猶如蓮華生於水

底，其根莖華葉悉漬潤澤，普遍充滿無處不周。這就是第三靜

慮「近分定」的狀況。

又如佛經中說於此身中，不用加行，「一切處無有少分離喜之

樂所不遍滿」，即全身沒有微少的部位不為「離喜之勝妙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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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所遍滿的，這就是第三靜慮的「根本定」的狀況，故又名

「離喜妙樂地」。

3.5.3.3.1.4 第四靜慮的近分及根本定

如經中說：「即於此身，清淨心及潔白心意解遍滿具足住

者，是謂第四靜慮近分。」

如經又說：「即此身中，一切處無有少分清淨心及潔白心

所不遍滿者，是謂第四靜慮根本。」

如佛經中說此身將入第四靜慮時，須勵意加行，「清淨心及潔

白心意解遍滿具足住」，此定已捨二禪之喜及三禪之樂，無苦

無樂，得「捨清淨」；又捨離苦、樂、憂、喜、入息、出息、

尋、伺八種擾亂事，內心澄潔明淨，念無忘失而具明瞭性，

得「念清淨」；不論是捨，或是念，俱得清淨，故是「清淨

心」，因此第四靜慮亦名為「捨念清淨地」。由於先前已斷苦

樂的煩惱纏縛，得清淨純一無雜的定心，故第四靜慮名「潔

白心」。「意解遍滿」，隨其定中身行，便知清淨心及潔白心

無處不遍。猶如一人，被衣所覆，從頭至足，無處不覆。「具

足」即修習圓滿，成就第四靜慮，「住」是能入、住、出隨意

自在。這就是第四靜慮「近分定」的狀況。

又如佛經中說此身中，不用加行，「一切處無有少分清淨心及

潔白心所不遍滿」，即全身沒有微少的部位不為「清淨心及潔

白心」所遍滿的，這就是第四靜慮的「根本定」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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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3.1.5 虛空無邊處的近分及根本定

如經中說：「一切色想出過故，一切有對想滅沒故，一切

種想不作意故，入無邊虛空，虛空無邊處者，是謂虛空無

邊處近分。」

如經又說：「具足住者，是謂虛空無邊處根本。」

如佛經中說，「一切色想出過故」，「色想」指與眼識相應

而對物質形相取像思維。「出過色想」指遠離物質形相繫縛的

過失。初修此定的眾生，厭離形色的障礙而不得自在，故欣

求虛空無邊，思惟牆上、樹上、崖上等諸虛空相，隱沒除滅青

黃赤白等物質色想。由不顯現及厭離物欲，故能超越一切「色

想」。59得此空相的勝解後，觀察無邊空相而修加行，輾轉引

起最初的無色定，即「虛空無邊處定」，這是無色界之第一

天。

「一切有對想滅沒故」，「有對想」指耳、鼻、舌、身等四

識相應之有對想，漸而滅去種種有對礙的取像。「一切種想不

作意故」，其它一切有覆纏、有染污的色想、聲想、香想、味

想、觸想、非理所引諸所有想、不善想，皆不作意思維，不再

59 《阿毘達磨集異門論》卷18：「超一切色想者，云何色想？答：
眼識身相應諸想等想性……乃至廣說；是名色想。入此定時，於
彼色想，皆能超越，平等超越，最極超越，是故說超一切色想。」
(大正藏26，44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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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其想，亦不復憶念，只繫念思惟無邊虛空相，勵意不息，

令住一緣，乃至令心相續久住。由此加行，是名虛空無邊處定

的「近分」。

又如佛經中說「具足住」者，即修定獲得成就，這裡指能入虛

空無邊處的「根本定」。意指超越色界之第四禪，滅除與眼識

相應之諸色想、與耳、鼻、舌、身等四識相應之有對想及所有

不善想，不用加行而思惟虛空無邊之定相，這就是第四靜慮中

虛空無邊處的「根本定」的狀況。

3.5.3.3.1.6 識無邊處的近分及根本定

如經中說：「出過一切虛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

者，是謂識無邊處近分。」

如經又說：「具足住者，是謂識無邊處根本。」

如佛經中說「出過一切虛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

識無邊處是無色界的第二天，由捨離虛空無邊想，轉緣識與心

所，由勝解力，思惟無邊之識相而修加行，起無邊行相勝解，

那時超過空無邊處的根本定，展轉引起第二無色定，入第四靜

慮中識無邊處的「近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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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佛經中說「具足住」者，即修定獲得成就，這裡指能入識

無邊處的「根本定」。於虛空無邊想，不斷超越，思惟如是識

無邊處，繫念一境，入識無邊處具足住，三世之識悉現定中，

住於此定，清淨寂靜。

3.5.3.3.1.7 無所有處的近分及根本定

如經中說：「超過一切識無邊處，入無少所有，無所有處

者，是謂無所有處近分。」

如經又說：「具足住者，是謂無所有處根本。」

無所有處定的加行是厭三世心識無量無邊，緣多境則易散亂，

能破壞靜定，唯有無心識處，心無依倚，乃名安隱，如是知

已，即捨所緣之識，由於已遣除色想、空想及識想，故觀內外

所緣皆無所有，怡然寂靜，諸想不起，繫心於無所有處，以心

與無所有法相應，是名「無所有處定」。

如佛經中說「超過一切識無邊處，入無少所有，無所有處」，

此是無所有處的「近分定」。

又如佛經中說「具足住」者，即修定獲得成就，這裡指能入無

所有處的「根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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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3.1.8 非想非非想處的近分及根本定

如經中說：「超過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有想非無想，非想

非非想處者，是謂非想非非想處近分。」

如經又說：「具足住者，是謂非想非非想處根本。」

「非想非非想處定」是無色界的第四天。習定者先前入「無

所有處定」時，已超過一切「有所有想」；今再超過「無所有

想」，生起「內外都覺無所有」之想，由是加行，一切諸想皆

悉滅盡，故無粗想；唯有微細想。此地無「明了想相」，非如

前七地之有想定；亦無「無想相」，非如無想定及滅盡定之全

然無想，故名「非想非非想處定」。又由於此地心因闇鈍而無

決擇，不起無漏的出世間道，然而此天之定心，至極靜妙，三

界的禪定無有超過此定，故外道多誤以為是寂靜涅槃之境。

如佛經中說「超過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有想非無想，非想非非

想處」，此是非想非非想處的「近分定」。

又如佛經中說「具足住」者，即修定獲得成就，這裡指能入非

想非非想處的「根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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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3.2 建立定
3.5.3.3.2.1 初靜慮

「建立定」者，

如經中說：「離欲、惡、不善法故，有尋有伺，離生喜

樂，初靜慮具足住。」

‧	「離欲」者，謂或緣「離欲界欲」增上教法、或緣

	 「彼」教授為境界已，斷欲界煩惱雜染。

‧	「離惡、不善法」者，謂斷欲界業雜染法。

‧	能墮惡趣，故名為「惡」。

‧	能障於善，故名「不善」。

‧	「尋」者，謂能對治二種雜染，出離尋、無恚尋、無害

尋。

‧	「伺」者，謂能對治二種雜染，出離伺、無恚伺、無害

伺。

‧	「離」者，謂由修習對治，斷所治障所得轉依。

‧	「生」者，謂從此所生。

‧	「喜」者，謂已轉依者，依於轉識，心悅、心勇、心

適、心調，安適受受所攝。

‧	「樂」者，謂已轉依者，依阿賴耶識能攝所依，令身怡

悅，安適受受所攝。

‧	「初」者，謂次第定中，此數最先故。

‧	「靜慮」者，謂已斷欲界雜染之法，尋、伺、喜、樂所

依，依於轉依，心住一境性。

‧	「具足」者，謂修習圓滿。

‧	「住」者，謂於入、住、出隨意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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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建立初靜慮的定義，如經中說：「離欲、惡、不善法故，

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初靜慮具足住。」

以下是對各別的名相作闡釋：

‧	「離欲」是指透過緣慮「離欲界欲」的增上教法，如四念住

等，或緣慮那些「離欲界欲」的教授為所緣境界已，能斷欲

界的煩惱雜染。

‧	「離惡、不善法」，即能斷欲界的業雜染法。

‧	由身惡行、語惡行等業，能令眾生墮於惡趣，故名為「惡」。

‧	又煩惱雜染及業雜染能障礙修善，故名「不善」。

‧	「尋」，指能對治煩惱及業這二種雜染，而能生起「出離貪

的尋」、「無瞋恚的尋」、「無損害的尋」。

‧	「伺」，指能對治煩惱及業這二種雜染，而能生起「出離貪

的伺」、「無瞋恚的伺」、「無損害的伺」。

‧	「離」是由於修習對治道，「斷所治障」，即斷除所應對治

的障礙而成就所得的轉依，已除遣一切麤重。

‧	「生」即從此轉依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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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指已得轉依者，依於前七轉識，令心喜悅、由喜極而

內心勇動、安適、調柔，這些狀況皆為安適受的喜受所攝

屬。

‧	「樂」指已得轉依者，依阿賴耶識能攝持所依身，令身體感

受怡悅，這些狀況皆為安適受的樂受所攝屬。

‧	「初」，指修禪的次第定中，此是位於最先的數字排列。

‧	「靜慮」是指已斷欲界雜染之法，為尋、伺、喜、樂之所

依，又依於轉依而起，令心安住於一境的狀況。尋、伺、

喜、樂、心一境性為初靜慮的五支。「支」是資助的意義，

能夠資助靜慮而成就初禪。

‧	「具足」，即修定獲得圓滿成就。

‧	「住」，即於禪定中入定、住定、出定皆能隨意自在。

3.5.3.3.2.2 第二靜慮

又如經說：「尋伺寂靜故，內等淨故，心定一趣故，無尋

無伺，三摩地生喜樂，第二靜慮具足住。」

‧「尋伺寂靜」者，謂或緣離初靜慮欲增上教法，或緣彼

教授為境界已，初靜慮地尋伺寂靜，不復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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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等淨」者，謂為對治尋伺故，攝念正知，於自內體

其心捨住，遠離尋伺塵濁法故，名內等淨。

‧	「心定一趣」者，謂如是入時，多相續住，諸尋伺法恒

不現行。

‧	「無尋無伺」者，謂證得尋伺斷法。

‧	「三摩地」者，謂已轉依者，心住一境性。

‧	「生」者，謂從三摩地所生喜及樂，已如前說。

‧	「第二靜慮」者，謂尋伺寂靜，內體遍淨，三摩地所生

喜樂所依，依於轉依，心住一境性。

‧	餘如前說。

第二靜慮的定義，又如經說：「尋伺寂靜故，內等淨故，心定

一趣故，無尋無伺，三摩地生喜樂，第二靜慮具足住。」

‧	「尋伺寂靜」，指或緣慮離初靜慮欲的增上教法，或緣慮

「彼」，即那些「離初靜慮欲」增上教法的教授為境界已，

初靜慮地的尋伺皆寂靜不起，不再現行。

‧	「內等淨」，就是信根。為了對治尋伺，故收攝心念而住於

正知，於離初禪定地的染著有深信生，信是淨相，所以立

「淨」名。「等」即內心平等而流，「等淨」指有相續的清

淨生起，由於遠離尋伺鼓動的塵濁法，於自身內體中其心安

住於捨，平等無染，如清水珠令心清淨，故名內等淨。



225卷 二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二

‧	「心定一趣」者，謂如是入第二靜慮時，多時相續而定住於

離尋伺的境地，恒常地不再現起尋伺的活動。

‧	「無尋無伺」，即證得尋伺活動的斷捨。

‧	「三摩地」者，謂已得身心轉依而起輕安的人，心安住一境

的狀況。

‧	「生」者，即從三摩地的定中所生的喜及樂，其相已如前文

述說。

‧	「第二靜慮」，即是尋伺活動的寂靜止息，內心自體遍生清

淨，為三摩地所生的喜樂所依，依於轉依，心住一境性。	

‧	「餘如前說」，其餘「具足」及「住」的情況，則如前說而

准知。

3.5.3.3.2.3 第三靜慮

又如經說：「由離喜故，住捨、念、正知及樂身正受，聖

者宣說成就捨念樂住，第三靜慮具足住。」

‧	「離喜」者，謂或緣離第二靜慮欲增上教法，或緣彼教

授為境界已，見第二靜慮喜相過失。

‧	「住捨」者，謂於已生喜想及作意，不忍可故，有厭離

故，不染污住心，平等心、正直心，無轉動而安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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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者，謂於已觀察喜不行相中，不忘明了，令喜決

定不復現行。

‧「正知」者，謂或時失念，喜復現行，於現行喜相分別

正知。

‧「樂」者，謂已轉依者，離喜離勇安適受受所攝。

‧「身」者，謂已轉依者，若轉識、若阿賴耶識，心性無

別，總名為身。

‧「正受」者，謂已轉依者，能攝受身，令身怡悅。

總集說為「樂身正受」。此處樂受，深極寂靜，最勝微

妙，上下所無。

‧「聖者」者，謂佛及佛弟子。

‧「宣說」者，謂顯示施設。

‧「成就捨念樂住」者，謂此地已上無妙樂故，下地亦無

如是勝樂，及無捨念以為對治。

‧「第三靜慮」者，謂離喜已，捨、念、正知、樂所依

止，依於轉依，心住一境性。

‧餘如前說。

第三靜慮的定義，又如經說：「由離喜故，住捨、念、正知及

樂身正受，聖者宣說成就捨念樂住，第三靜慮具足住。」

‧「離喜」是指或緣慮離第二靜慮欲的增上教法，或緣慮

	 「彼」，即那些「離第二靜慮欲」的教授為境界已，能見第

二靜慮的喜動相所生的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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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捨」是於已生起的喜想及作意，「不忍可故」即對此喜

相不認可，且「有厭離」，由此捨除喜貪，而不染污定中的

住心。「平等心、正直心，及無轉動而安住性」，指心平等

性、心正直性、無動轉而安住性。「心平等性」是心能連續

地保持專住不亂的定心狀態。「心正直性」是心離垢染的狀

態。「心無動轉而安住性」指內心沒有一切擾動，明靜而

住。

‧「念」是於已觀察的「喜不行相」中，即喜貪已不再活動而

起現行，於此不忘念而心得明了，令喜相決定不復現行。

‧「正知」是或會有時失念，喜相又再現行，於現行的喜相能

分別地正知，隨即除遣喜貪。

‧「樂」是指已得轉依的人，離喜悅、離勇動、離安適受之喜

受所攝屬。在第三靜慮中，有輕安風從勝定生起，然後引生

身識相應的樂受，遍觸於身，樂受極增，所以有身受樂。

‧「身」是指已得轉依的人，由於前七識已離喜受，故不論是

前七轉識，或是阿賴耶識，其心性皆無差別地依止於身而得

安適的效益，總名為「身」。

‧「正受」是指已得轉依的人，能攝益八識的所受身，令身體

感覺怡悅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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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總集說為「樂身正受」。「此處」即第三靜慮，此定所得

的甚深寂靜及最殊勝的微妙樂受，為上地或下地的禪定所不會

有的。

‧「聖者」即佛及佛弟子。

‧「宣說」是顯示所施設的道理。

‧「成就捨念樂住」，即「此地」所成就的第三靜慮，於其上

地的定無此妙樂的狀況故，而下地的定亦無這樣的殊勝妙

樂，及無「捨念」作為對治的方法。

‧所謂「第三靜慮」，即離喜相已，以捨、念、正知、樂所依

止，依於輕安的轉依，心安住一境性等。

‧「餘如前說」，其餘「具足」及「住」的情況，則如前說而

准知。

3.5.3.3.2.4 第四靜慮

又如經說：「由斷樂故，及先已斷苦、喜、憂故，不苦不

樂，捨、念清淨，第四靜慮具足住。」

‧「斷樂」者，謂入第四靜慮時。

‧「先已斷苦」者，謂入第二靜慮時。

‧「先已斷喜」者，謂入第三靜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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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已斷憂」者，謂入初靜慮時。

‧「不苦不樂」者，謂已轉依者，非安適非不安適受受所

攝，色界最極增上寂靜，最勝攝受，無有動搖。

‧「捨清淨」者，謂超過尋伺、喜、樂三地一切動故，心

平等性，心正直性，心無轉動而安住性。

‧「念清淨」者，謂超過尋伺、喜、樂三地一切動故，心

不忘失而明了性。

‧「第四」者，由次第定中，第四數故。

‧「靜慮」者，謂樂斷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之所依

止，依於轉依，心住一境性。

‧	餘如前說。

第四靜慮的定義，又如經說：「由斷樂故，及先已斷苦、喜、

憂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第四靜慮具足住。」

‧「斷樂」是指入第四靜慮的時候已斷樂受。

‧「先已斷苦」是指入第二靜慮時，先前已斷苦受。

‧「先已斷喜」是指入第三靜慮時，先前已斷喜受。

‧「先已斷憂」是指入初靜慮時，先前已斷憂愁的感受。

‧「不苦不樂」是已得轉依的人；「非安適非不安適受受所

攝」是指既不是安適受之受所攝屬，亦不是不安適受之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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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屬；這是色界中至極的增上寂靜定，獲得最殊勝的攝受滋

益，其定心亦不會有動搖。

‧「捨清淨」是指已超過尋伺、喜、樂三地的一切動搖故，因

此成就「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無轉動而安住性」，即心

能連續地保持專住不亂、心能離垢染、內心沒有任何擾動而

能明靜安住定境中。

‧「念清淨」是已超過尋伺、喜、樂三地的一切動搖故，心不

忘念而有明了性。

‧「第四」是於次第定中，此是位於第四的數字排列。

‧「靜慮」是指由於樂受已斷除故，遂為不苦不樂的「捨清

淨」、「念清淨」之所依止，依於輕安的轉依，心安住一境

性等。

‧「餘如前說」，其餘「具足」及「住」的情況，則如前說而

准知。

3.5.3.3.2.5 虛空無邊處定

又如經說：「一切色想出過故，有對想滅沒故，種種想不

作意故，入無邊虛空，虛空無邊處具足住。」

‧「一切」者，謂諸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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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想」者，謂顯色想。

‧「出過」者，謂離彼欲故，如出過義，有對想滅沒，種

種想不作意，如是應知。

‧「有對想」者，謂彼所依四大想，及餘所造色想。「種

種想」者，謂即於四大及造色中長、短、麤、細、方、

圓、高、下，正及不正，光、影、明、闇，如是等類假

色所攝種種想。若正入無邊虛空處時，有對之想不現前

故滅，及種種想不起作意，由如是故超彼能依一切色想。

‧「無邊」者，謂十方諸相不可分別。

‧「虛空」者，謂色對治所緣境界。

‧「虛空無邊處」者，謂此處轉依及能依定。

‧	餘如前說。

虛空無邊處定的定義，又如經說：「一切色想出過故，有對想滅

沒故，種種想不作意故，入無邊虛空，虛空無邊處具足住。」

‧「一切者，謂諸行相」，「一切」是指一切「行相」，即所

有的取像及思維活動情況。

‧「色想」者，謂顯色想。「色想」指與眼識相應而對物質形

相取像思維，如對青、黃、赤，白、雲、煙、塵、霧、影、

光、明、闇等顯色的取像活動。

‧「出過」是指離「彼」色想貪欲的過失，即遠離物質形相欲

貪的過失。如眼識出離「色想」的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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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想」指「彼所依四大想，及餘所造色想」，即有對礙

的物質相是依於四大及其餘所造色而形成的，「有對想滅

沒」是滅除有對礙的物質相。「種種想不作意」，於四大及

造色中長、短、麤、細、方、圓、高、下，正及不正，光、

影、明、闇，如是等類假色所攝屬的「種種想」，皆不作意

思維，應這樣地了知。若正在證入無邊虛空處時，有對之想

不再現前故滅沒，及對種種想不起作意，由如是故，能超過

彼有對礙及種種想能依的一切色想。

‧「無邊」指「十方諸相」，即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

北、西北；上下的方位，皆不可作分別。

‧「虛空」是對色的物質相作對治的所緣境界。

‧「虛空無邊處」是指此處的轉依及能依的定，即依於輕安的

轉依，心安住一境性等。

‧「餘如前說」，其餘「具足」及「住」的情況，則如前說而

准知。

3.5.3.3.2.6 識無邊處定

又如經說：「超過一切虛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

具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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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一切虛空無邊處」者，謂超過「近分」及與「根

本」。

‧	「無邊識」者，謂緣無邊虛空之識，今緣此為境界。

‧	「識無邊處」者，謂此處轉依及能依定。

‧	餘如前說。

識無邊處定的定義，又如經說：「超過一切虛空無邊處，入無

邊識，識無邊處具足住。」

‧	「超過一切虛空無邊處」，即超過一切虛空無邊處的「近

分」定及與「根本」定。

‧	「無邊識」即攀緣無邊虛空之識，今以攀緣這種識為所觀境

界。

‧	「識無邊處」是指此處的轉依及能依的定，即依於輕安的轉

依，心安住一境性等。

‧	「餘如前說」，其餘「具足」及「住」的情況，則如前說而

准知。

3.5.3.3.2.7 無所有處定

又如經說：「超過一切識無邊處，入無少所有，無所有處

具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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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切識無邊處」者，謂超過「近分」及與「根本」。

‧「無少所有」者，謂於識處上境界推求之時，無少所

得，除無所有無別境界，由唯見此境極寂靜故。

‧「無所有處」者，謂此處轉依及能依定。

‧	餘如前說。

無所有處定的定義，又如經說：「超過一切識無邊處，入無少

所有，無所有處具足住。」

‧「超過一切識無邊處」，即超過一切識無邊處的「近分」定

及與「根本」定。

‧「無少所有」是於識無邊處以上的境界作推求的時候，只是

無少所得，除無所有外無其它的境界，由只見此「無少所

有」境而得極寂靜定。

‧「無所有處」是指此處的轉依及能依的定，即依於輕安的轉

依，心安住一境性等。

‧「餘如前說」，其餘「具足」及「住」的情況，則如前說而

准知。

3.5.3.3.2.8 非想非非想處定

又如經說：「超過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有想非無想，非想

非非想處具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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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切無所有處」者，謂超過「近分」及與「根本」。

‧「非有想」者，謂超過「無所有想」。

‧「非無想」者，謂於「無所有處」上境界推求之時，唯

得緣「無所有」極細心及心法，由唯見此境極寂靜故。

‧「非想非非想處」者，謂此處轉依及能依定。

‧	餘如前說。

非想非非想處定的定義，又如經說：「超過一切無所有處，入

非有想非無想，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

‧「超過一切無所有處」，謂超過一切無所有處的「近分」定

及與「根本」定。

‧「非有想」是超過「無所有想」，以遣除「內外都覺無所

有」之想而得一切諸想皆悉滅盡。

‧「非無想」是於「無所有處」以上的境界作推求的時候，再

無所得，只是攀緣到「無所有」的極微細心及心法，由只見

此「無所有處」境而得極寂靜定。

‧「非想非非想處」是指此處的轉依及能依的定，即依於輕安

的轉依，心安住一境性等。

‧「餘如前說」，其餘「具足」及「住」的情況，則如前說而

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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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3.3 建立生
3.5.3.3.3.1 生初靜慮天之三品修

「建立生」者，謂：

先於此間修下、中、上初靜慮者，後生彼處，受三天果，

謂梵身天、梵輔天、大梵天。

若善修習「無尋有伺」初靜慮者，生大梵天果，更無異所

勝彼處故。

「建立生」是對受生於四靜慮與四無色的眾生，施設不同的等

級類別。

「先於此間」指先前於這欲界地，修下品、中品、上品不同

程度的初靜慮習定者，皆是修習「有尋有伺」的禪定，命終後

生於彼初靜慮天處，亦有相應的三種差別，得受梵身天、梵輔

天、大梵天的異熟果。色界諸天與欲界有顯著的不同，初禪天

眾沒有淫欲與食欲，但具有淨妙的形體，長壽安樂，長居於禪

定境界中。

「梵身天」又名「梵眾天」，是色界初禪天之第一天，此為大

梵天王所教化及所統領之民眾所住之處，是修下品初靜慮者的

生處。

「梵輔天」，又名「梵前益天」，是色界初禪天之第二天，此天

的天眾皆為輔弼大梵天王之臣屬，是修中品初靜慮者的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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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梵天」，位於色界初禪天之第三天，是修上品初靜慮者的

生處。此天為大梵天王獨居的天國，世人尊崇為眾生之父。佛

經中記載此大梵天王深信佛法，助佛教化，每值有佛出世，大

梵天王必先來請轉法輪。

若進而善修習「無尋有伺」的初靜慮者，這是大梵天王所得之

禪定，亦名「中間靜慮」或「中間定」，指在初靜慮的最後階

段，但仍未進入到第二靜慮。由於此靜慮是無尋而有伺，已經

沒有粗淺的尋思，所以勝於初禪三品之「有尋有伺」定；又由

於此定還有「伺」的存在，即有深細的伺察活動，所以不及二

禪根本定以上之「無尋無伺」定。依於此義，故建立「中間靜

慮」名，是為將入第二靜慮的近分定。行者修習此定，如能多

多修習，能為大梵，將來招感受生於大梵天的果報，亦是最殊

勝之初禪天頂，更無其它「大千世界」的處所勝過彼天處故。

3.5.3.3.3.2 生第二靜慮天之三品修

若先於此間修下、中、上第二靜慮者，後生彼處，受三天

果，謂少光天、無量光天、極淨光天。

第二靜慮的有情眾生已經遠離對尋思、伺察這兩種心理活動的

欲念，所以稱為「無尋無伺地」，但並不是說第二靜慮或以上

的眾生不能生起尋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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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於此間」指先前於這欲界地，若修下品、中品、上品不同

程度的第二靜慮習定者，皆是修習「無尋無伺」的禪定，命終

後生於彼第二靜慮天處，亦有相應的三種差別，得受少光天、

無量光天、極淨光天的異熟果。

「少光天」即色界二禪天之第一天，是修下品第二靜慮者的生

處。此天的天人，其身體發出的光明於二禪天中為最小，故稱

少光。

「無量光天」為二禪天之第二天，是修中品第二靜慮者的生

處。此天之天眾，其身體光明較少光天更為殊勝，又說話時口

中發放無量之殊妙光明，故稱無量光。

「極淨光天」又名「光音天」，是二禪天之第三天，是修上品

第二靜慮者的生處。此天的眾生不使用語言，僅以定心所發之

光明替代語言來傳達彼此之心意，故稱光音天。

3.5.3.3.3.3 生第三靜慮天之三品修

若先於此間修下、中、上第三靜慮者，後生彼處，受三天

果，謂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

「先於此間」指先前於這欲界地，若修下品、中品、上品不同

程度的第三靜慮習定者，皆是修習「無尋無伺」的禪定，命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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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於彼第三靜慮天處，亦有相應的三種差別，得受少淨天、

無量淨天、遍淨天的異熟果。

「少淨天」即色界三禪天之第一天，是修下品第三靜慮者的生

處。此天於三禪天中所受淨妙之樂最少，故名少淨天。

「無量淨天」為第三禪之第二天，是修中品第三靜慮者的生

處。此天的天眾所受之樂勝於三禪第一天之寂靜妙樂，故稱無

量淨天。

「遍淨天」是第三禪之第三天，是修上品第三靜慮者的生處。

此天的眾生受樂遍滿，故稱遍淨天。

3.5.3.3.3.4 生第四靜慮天之三品修

若先於此間修下、中、上第四靜慮者，後生彼處，受三天

果，謂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

從是已上，離色貪故，無方處差別，雖有修習下、中、上

因，然不建立生果差別。

「先於此間」指先前於這欲界地，若修下品、中品、上品不同

程度的第四靜慮習定者，皆是修習「捨念清淨」的禪定，命終

後生於彼第四靜慮天處，有相應的三種差別，得受三天的異熟

果，即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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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雲天」為第四禪之第一天，以此天以上的天界為無雲之

地，而此天在無雲之初，故稱「無雲」。

「福生天」為第四禪之第二天，以此天為殊勝福報者往生之處

所，故稱「福生」。

「廣果天」為第四禪之第三天，為凡夫生天的果報中，最為

殊勝廣大處，故名「廣果」。又無想天亦攝屬於廣果天的範圍

內。

從廣果天已上，則為不還果的聖者所處的「五淨居天」及四無

色定，由於無色界已離色想貪故，遂無方位處所的差別，習定

者雖有修習下品、中品、上品的定因，但不建立所感生異熟果

的等級差別。

3.5.3.3.3.5 生四無色處天之三品修

若下、中、上修「虛空無邊處」者，受虛空無邊處天生果。

若下、中、上修「識無邊處」者，受識無邊處天生果。

若下、中、上修「無所有處」者，受無所有處天生果。

若下、中、上修「非想非非想處」者，受非想非非想處天

生果。

由定寂靜有差別故，及由住時滿、不滿故，彼有差別。

又由多住愛味初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故，不盡壽命而有

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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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習定者修下品、中品、上品不同程度的「虛空無邊處」，

厭棄色界一切色相所感得之果報，得受生虛空無邊處天的異熟

果。

若習定者修下品、中品、上品不同程度的「識無邊處」，觀想

心識無邊所感得之果報，得受生識無邊處天的異熟果。

若習定者修下品、中品、上品不同程度的「無所有處」，厭棄

心識無邊之想，轉而觀想內外一切都無所有，得受生無所有處

天的異熟果。

若習定者修下品、中品、上品不同程度的「非想非非想處」，

離一切粗想但有微細想所感得之果報，得受生非想非非想處天

的異熟果。

由於四無色定的寂靜程度有差別故，及由於住世時壽命長短不

同，命限有期滿及未期滿之別故，彼無色界四天遂有差別。

又由於多時樂住有愛味的初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故，未盡一

期壽量命限而有中夭。

3.5.3.3.3.6 生五淨宮天之五品雜修

若雜修「下品」世間及無漏第四靜慮者，受「無煩淨宮

天」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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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雜修「中品」者，受「無熱淨宮天」生果。

若雜修「上品」者，受「妙現淨宮天」生果。

若雜修「上勝品」者，受「妙見淨宮天」生果。

若雜修「上極品」者，受「無礙究竟淨宮天」生果。

若善修習菩薩無量不思議三摩地所引第十地中第四靜慮

者，受出過淨宮「大自在天」生果。

習定者為受生於五淨居天而雜修五品第四靜慮，五品包括：

一、下品。二、中品。三、上品。四、上勝品。五、上極品。

還有十地菩薩由雜熏修第四靜慮而受生於超過大自在天的住

處。

如果「雜修下品世間及無漏第四靜慮」的人，「雜修」指有

漏、無漏更相間雜地熏修。「熏」的意思原指以香氣熏附於

物，引申為長期接觸而產生變化影響。「熏修」指透過持續而

穩定的修行，令身、心作出相應的改變。習定者首先入第四靜

慮，多念無漏相續現前，從此引生多念有漏，後復多念無漏現

前，如是循還地由多念漸減，乃至二念無漏、有漏間雜熏修，

如是名為雜修近分定成滿。再而唯從一念無漏，引起一念有漏

現前，無間復生一念無漏，如是前後剎那相續，乃至有漏無間

令無漏現前，無漏無間還入有漏，名雜修根本定熏修成就。

「淨宮天」指五淨居天，為修第四靜慮的不還果聖者的居所，

如果只修習第四靜慮之有漏定，是不能生於其中，必須以無漏

定之力量，資助有漏定，才能感得五淨居天的果報。由於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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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有下品、中品、上品、上勝品、上極品的分別，因此受

生於色界第四靜慮的五淨居天有五種不同的處所。

「無煩天」是五淨居天的最下的第一層，以身心已遠離欲界苦及

色界樂的煩擾，領受寂靜、清淨微妙諸受，故名「無煩天」。

如果「雜修下品」世間定及無漏出間定第四靜慮的人，會得五

淨宮天中的「無煩淨宮天」的「受生果」，即能感召生於「無

煩淨宮天」的異熟果報。

「無熱天」是五淨居天的第二層，由於無熱天的身心已離熱惱

故，心意清淨悅樂，領受寂靜、遍淨、無漏微妙諸受故，故名

「無熱淨宮天」。如果「雜修中品」世間定及無漏出世間定第四

靜慮的人，會得五淨宮天中的「無熱淨宮天」的「受生果」。

「妙現天」又名「善現天」，是五淨居天的第三層，由於妙現

天的眾生形色微妙，清淨端嚴，超過無煩天及無熱天的天眾，

故名「妙現天」。如果「雜修上品」世間定及無漏出世間定第四

靜慮的人，會得五淨宮天中的「妙現淨宮天」的「受生果」。

「妙見天」又名「善見天」，是五淨居天的第四層，由於妙見

天的眾生形色轉更微妙，清淨端嚴，超過前三淨居天的天眾，

又其所見的世界皆極為清澈明淨，故名「妙見天」。如果「雜

修上勝品」，即雜修最上而殊勝品級，不論是世間定或無漏出

世間定第四靜慮的人，會得五淨宮天中的「妙見淨宮天」的

「受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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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究竟天」是有物質的最究竟處，為五淨居天最高的第五

層，亦是色界中最尊勝第一的境地，故名「色究竟天」。如果

「雜修上極品」，即雜修最上至極圓滿的品級，不論是世間

定或無漏出世間定第四靜慮的人，會得五淨宮天中的「無礙究

竟淨宮天」的「受生果」，其物質身體是色界諸天中最為殊勝

第一。「無礙究竟」意謂此天究盡物質幾微之處而轉入無邊際

處，也就是超過色界之頂則能無礙地入無色界地，故此天名

「色究竟天」。

如果是善修習菩薩無量不可思議三摩地所引發大乘修道位中第十

地的第四靜慮者，則能受「出過淨宮大自在天」的「生果」。

大自在天又稱「摩醯首羅(maheśvara)天」，此天王具三目、八
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於色界中獨尊。據唯識宗的

說法，「出過淨宮大自在天」指超過大自在天的宮殿，有處所

是第十地菩薩在將要成佛時所生的淨土。60由於第十地菩薩只

熏修無漏以成滿佛果，不需雜修有漏，以有漏不再現行，故得

受生超過大自在天的住處。

60 《成唯識論述記》卷7：「大自在宮者，謂淨居上有實淨土，即
自受用身初於彼起證，是第十地菩薩宮，舊言摩醯首羅，今應言
莫醯伊濕伐羅，即大自在也。」(大正藏43，4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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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4 清淨

(4)「清淨」者，謂邊際初靜慮，依此引生一切勝德及速
疾神通。

如初靜慮清淨之相，餘靜慮及諸無色，應如是知。

此中「無色差別」者，謂發彼地解脫等功德。

第四的「清淨」，是指「邊際初靜慮」，即最初的初禪近分，

依此「未至定」能引生初靜慮的根本定中一切殊勝功德及速疾

神通。

如初靜慮的根本定之清淨特徵，其餘色界及諸無色靜慮的近分

定及根本定之清淨特徵，應當這樣地了知。

這裡的「無色差別」，即前說的「一切色想出過故，有對想滅

沒故，種種想不作意故」等超越物質形相的修習，便能引發那

些定地的八解脫、八勝處及十遍處等神通威力之殊勝功德，其

義於此品的第九「諸功德事」中將作詳細的解說。

如是彼諸靜慮及無色定，雜染、潔白、建立、清淨差別應知。

以上是九事中「依止事」所闡釋那些色界四靜慮及四無色定，

有關雜染、潔白、建立、清淨的不同情況，應當這樣地了知。

若欲詳細了解「依止事」，可參閱《瑜伽師地論》卷4的〈有尋
有伺等三地〉、卷11、12、13的〈三摩哂多地〉及卷43的〈菩
薩地‧靜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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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伍佰元者	 楊梓聰　歐陽芬合家　葉海洋　

	 朱凱旋　鄭潔英　無名氏　

	 柯肇忠合家　高淑卿　袁娣合家　

	 張鼎書　戴夢蘭　黃衍隆　馮志揚			

	 羅錦成、梁秀芳　姚雯雯　繆光華、

	 葉瑞芳　葉漢華、葉瑞英　林真儀	

	 佛弟子　陳慧雯、陳松發　趙靜芯	

	 林佩玲　容慈珊　蔡健強　	

	 黃彥鳳合家　劉惠珍　張愛珠　

	 熊淑蘭　熊淑妹　黃燕萍　澄蓮　

	 梁聰

捐助肆佰元者	 羅綺梅合家　歐陽寶都



捐助叁佰元者	 張浩萍合家　張浩漁合家　謝覲文	

	 陳學儒　鄭石榮　謝月麗　曾紹興	

	 曾展希　蔡洁玲　Lee Chiu Yeung	
	 結緣人　陸燕芬　吳美君　劉冠燊	

	 劉穎賢　劉奕熹　董秀明　劉宅	

	 羅功權合家　駱志明、梁惠瑤

捐助貳佰伍拾元者	 沈漢龍合家

捐助貳佰元者	 廖國偉　陳翠儀　鍾錦松　郭寶山	

	 周巧雲　BILLY　朱雋曉　何碧蓮	
	 胡華昇合家　羅亮娟　林惠賢	

	 譚保榮女(雪希)合家　譚保榮合家、

	 譚晉榮合家　許細娥　梁子材　倪星	

	 陳雁姿　陳家獅　溫綺玲　謝彩雁	

	 謝世和(已故)、岑文正(已故)	　

	 范銘祥　鄭慧儀　壽濤　陳耀章　

	 楊積享、連小燕　馬芳婷　馬文桂	

	 馬錦城　石敬耀　郭玉霜　蔡幗眉	

	 張宗遠　林麗芝　Tam Yuk Wan 
 Ho Kar Nin　葉漢明合家

捐助壹佰陸拾捌元者	 許亦通



捐助壹佰伍拾元者	 朱雋曦　陳燁芬

捐助壹佰肆拾玖元者	 Hilda Wu

捐助壹佰元者	 李先生　馬家訓　馬家持合家	

	 曾就強　黃蝶如　曾俊嵐　曾采妍姸	

	 溫湘茹　鄭桂珍　周益識　連素真	

	 周海恩　周國雄　周演非　周國浩	

	 孫惠梅(巳故)	　譚靄君　淀川海光	

	 何尚恭　魯紙　羅靜儀　葉秀媚	

	 吳照華　Yim Kit Ling　
	 Chan Yin Fong　Leung Kim Hung	
	 吳珮珍合家　彭奮強　釋寬同　

	 黃秋明　何麗芬　郭志樂

捐助伍拾元者	 無名氏　關志明　侯海燕　關愛穎	

	 關穎聰　蔣展景　先母司徒翠玲	

	 先父侯建鑫　葉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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