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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三‧一）                  

  ──阿賴耶識相應心所（一） 

  

  （按：依《唯識三十頌》，心所總有六位五十一種。六位指遍行心所、別境

心所、善心所、煩惱心所、隨煩惱心所和不定心所。遍行心所有五種，包括：

觸、作意、受、想、思。別境亦有五種：欲、勝解、念、定、慧。善有十一

種：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勤、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煩惱

有六種：貪、瞋、癡、慢、疑、惡見。隨煩惱二十：忿、恨、覆、惱、嫉、

慳、誑、諂、害、憍、無慚、無愧、掉舉、惛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

散亂、不正知。不定有四種：悔、眠、尋、伺。後文會有詳細解釋。） 

 

此識與幾心所相應？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阿賴耶識無始時

來乃至未轉，於一切位恒與此五心所相應，以是遍行心所攝故。 

 

  阿賴耶識自無始時來，乃至未轉，恒常與觸、作意、受、想、思五心所相

應。（按：「轉」即轉依，指此識由雜染轉為清淨。此識以其寬狹不同，有三

個名稱。範圍最寬的是第八識，此識在任何分位皆可稱為第八識。較狹的是異

熟識，此識在雜染分位，即帶有煩惱種子時，稱為異熟識。最狹的是阿賴耶

識，此識在染污分位，即帶有煩惱種子，而這些煩惱種子能現行的情況才可稱

為阿賴耶識。第八識從雜染轉為清淨，即是不再稱為異熟識時，即為轉依。

「相應」表示二者時、依同，所緣、事等，本篇稍後會詳細解釋。）賴耶恒時

現起，此五心所亦相應地恒時現起，而且，除了賴耶之外，其餘心識現起時皆

有此五種心所相應而起，故此五心所稱為遍行心所。 

 

觸謂三和，分別變異，令心心所觸境為性。受、想、思等所依為業。謂

根、境、識更相隨順，故名三和。觸依彼生，令彼和合，故說為彼。三

和合位皆有順生心所功能，說名變異。觸似彼起，故名分別。根變異力

引觸起時，勝彼識境，故集論等但說分別根之變異，和合一切心及心

所，令同觸境，是觸自性。 

 

  這裏開始逐一介紹五種遍行心所，首先是觸心所。「三和」指根、境、識

三者更相隨順。根、境、識三者各有自體，而不相乖反，更相交涉，謂之相

順；三者俱起，謂之相隨。例如耳根、聲境與耳識，三者不相乖反，更相交

涉，且俱起，即為更相隨順，即是三和。相反，例如眼根、香境、耳識，三者

不必有交涉，而且眼識起時非必有香境同起，三者不必俱起，則不是更相隨

順，三者不能說是「和」。觸稱為三和基於兩方面意義，一是觸依根、境、識

三者而生，二是觸令彼三者和合。就著前者，觸為三者之果；就著後者，觸為

三者之因，由此說觸為三和合。（按：根、境、識三者各有自體，故可稱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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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即是體。三事和合與觸之生起均在現前同一剎那，說三者互為因果是從

論理上說，不必有時間上先後之分。） 

 

  「三和合位」指根、境、識三事和合之情況，這時能順生相應之心所。

（按：三事未和合時，例如眼根壞時，眼根、色境、眼識不能和合，則不能生

起相應之心所。此外，三事和合只能生起相應的心所，不相應之心所則不能

生。例如賴耶之根、境、識和合，只能生起相應的五遍行心所，而不能生起煩

惱等其他心所，故說為「順生」。）由於三事和合產生了順生心所的功能，故

說三和是一種變異，以其由沒有此功能變成具有此功能。「觸似彼起」意思是

觸心所似於三和而生起。二者相似之處在於三和產生了順生心所之功能，觸亦

產生了順生心所之功能，因為觸能引生受、想、思心所。因此，觸似於三和，

亦是一種變異。觸的變異與三和的變異相似，而不完全相同，此謂之「分

別」，如《述記》所說，「分別即是領似異名，如子似父名分別父」1，故說為

「分別變異」。 

 

  觸的自性是令心、心所觸境2，如何發揮這種功能呢？根變異力引觸生起

時，觸之和合功能令心、心所和合，不致離散，故能同趣一境，由此，心和眾

心所雖然各有自體，但能同緣一境。根、境和識三者皆有變異力，共同引觸生

起，為甚麼這裏只說根變異力引觸生起呢？這是由於根的變異勝於識和境的變

異。3（按：識為根緣境而生，而根是能緣，境是所緣，故以根的變異力最

勝。）故此，集論等［按：即《大乘阿毗達磨集論》（簡稱「集論」）和《阿

毗達磨雜集論》（簡稱「雜集論」）］均但說分別根之變異，以根代表三事。 

 

既似順起心所功能，故以受等所依為業，起盡經說受想行蘊一切皆以觸

為緣故。由斯故說識、觸、受等因二三四和合而生。 

 

  觸之功能似於三和，能順生心所，故為受等心所生起的所依，這即是觸心

所的業。「受等」包括受、想、思以及其餘隨心王而起的心所。《起盡經》中

說受想行蘊一切皆以觸為緣。（按：受、想、行蘊包括一切心所及不相應行

法，這些皆由觸所引生，故以觸為增上緣。）由此故說識由二和合而生，觸由

三和合而生，受等心所由四和合而生。（按：識由根、境二和合而生，觸由

根、境、識三和合而生，受等其餘心所則由根、境、識、觸四和合而生。） 

 

 
1 大 43.328c。 
2 本論在介紹每一種心所時，皆先解釋心所的性和業。性即自性，指該心所的存在本質。論主

以心所的功能作為其存在本質，例如「令心心所觸境為性」、「作意謂能警心為性」、「受謂領納

順、違、俱非境相為性」等，可見存在並非指一種物質性的體，而是一種功能或作用，筆者常

稱之為力動（vitality）。而業則是該種功能所帶來的影響。 
3 大 43.32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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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但說與受、想、思為所依者，思於行蘊為主，勝故舉此攝餘。集論

等說為受依者，以觸生受，近而勝故，謂觸所取可意等相，與受所取順

益等相極相隣近，引發勝故。然觸自性是實非假，六六法中心所性故，

是食攝故，能為緣故，如受等性，非即三和。 

 

  上文說受、想、行蘊皆以觸為緣，為甚麼《瑜伽師地論》只說觸與受、想、

思為所依呢？論主解釋，思心所於行蘊中為主，最勝，故舉思以總攝其餘行法。

另外，集論等說觸為受所依。論主指出，集論等單舉受心所，是由於在次序上，

受緊接著觸，觸對受之影響最勝。［按：在十二因緣中，觸之後便是受。此外，

五遍行心所的順序一般為觸、作意、受、想、思，或是作意、觸、受、想、思，

當中作意「警心為性，於所緣境引心為業」（見後文），故有說作意為先。這順序

是依於這五心所在邏輯上的先後而說，先有作意引心趣向對境，然後接觸對境產

生受，再將所受納的東西架構成圖像，此為想的作用，最後由思心所確認此對象

及產生其他作用以應對此對象。心王與心所雖然有著邏輯上的次序，但實際於同

一剎那生起。受等隨著觸，觸之力直接生受，故說「近」。］此外，觸取可意、

不可意及俱相違相，而受取順益、損害及俱相違相，二者體性相近，故說觸引發

受之業用強勝。 

 

  有經部師認為，觸的自性是假非實。他們認為觸即是三和，其體就是根、境、

識三事和合，因此觸非另有實自性。為應對這問題，故論主在這裏論證觸別有自

性。關於「六六法」有二說，《俱舍論》等說為六內處、六外處、六識身、六愛

身、六觸身、六受身；《界身足論》說為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愛。

任隨一說法亦可成以下比量： 

 

宗：觸別有體。 

因：心所性故。 

喻：如受、愛等。4 

 

（按：「六六法」指六種各有六類的法，例如其中一種為六觸，即是六識的觸心

所。） 

 

  論主的第二點論證是，觸是食所攝。契經說食有四種，包括段食、觸食、意

 
4 參考《述記》，大 43.3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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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食和識食，有情依此四食而能住於世間。5（按：後文卷四會有詳細解釋。）這

四種食皆各有自體，觸是其中一種，故應有自體。 

 

  第三點論證是，觸為十二因緣中的一支，十二因緣皆各有自體，觸為其一，

如受、愛等，故亦應有自體。觸本身並非即是三和，而是三和之因，別有自體。 

 
5 大 31.17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