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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三‧六） 

  —阿賴耶捨離位 

 

此識無始恒轉如流，乃至何位當究竟捨？阿羅漢位方究竟捨。謂諸聖者

斷煩惱障究竟盡時，名阿羅漢。爾時此識煩惱麁重永遠離故，說之為

捨。 

 

  阿賴耶識自無始時來恆轉如流，然而，阿賴耶只是第八識的一種分位，當

第八識不再處於這種分位的狀態時，就不名為阿賴耶識，即是引文所說的

「捨」。「究竟」意思是最終的，「究竟捨」就是最終的捨棄，表示當第八識

離開阿賴耶的分位而永不回復這種狀態的時候。有情在甚麼階位才究竟捨呢？

論主指出，達致阿羅漢位才究竟捨。阿羅漢指聖者斷盡煩惱障之時，這時第八

識永久離開煩惱粗重，稱之為捨，表示捨離煩惱粗重。（按：現行煩惱和煩惱

種子皆可名粗重1，然而，若單是捨離現行煩惱，仍可有煩惱種子，若是捨離煩

惱種子，則永無現行煩惱，故這裏指的是捨離煩惱種子，以其更為徹底。前文

已述阿賴耶有能藏、所藏、執藏三義，而本論取阿賴耶為執藏的意義。執藏指

此藏識為末那識執取為自內我，這種執取即是我執。我執能障礙聖道，為二障

之，而這我執是來自伴隨末那識的煩惱心所，故即是煩惱障。煩惱種子斷盡，

則永不起我執，即是斷除煩惱障。） 

 

此中所說阿羅漢者通攝三乘無學果位，皆已永害煩惱賊故，應受世間妙

供養故，永不復受分段生故。云何知然？決擇分說，諸阿羅漢、獨覺、

如來皆不成就阿賴耶故。集論復說，若諸菩薩得菩提時頓斷煩惱及所知

障，成阿羅漢及如來故。 

 

  聲聞乘的無學果位名為阿羅漢（Arhat），緣覺乘的無學果為辟支佛，菩薩

乘的無學果為如來。這裏所說的「阿羅漢」取較廣泛意義，通攝三乘的無學果

位。這三種果位皆已永斷煩惱，應受世間妙供養，以及永不復受分段生。

（按：每一期生命必有結束，然後由煩惱所引，再投生於三界，開展生命的另

一段，這種生命模式稱為分段生或分段生死。一般凡夫、小乘初果至三果，皆

未能脫離分段生，大乘初地至七地菩薩雖有能力脫離分段生，卻留惑潤生，延

續分段生死，以在世間渡化眾生。小乘阿羅漢及辟支佛已盡斷煩惱種子，大乘

八地以上菩薩雖仍有煩惱種子，卻不起煩惱現行，這三乘聖者皆不受煩惱所

引，生於三界，故不受分段生死。他們所持的種子仍有增減變異，故其生命稱

為變易生。及至佛果圓滿，種子再無增減變異，才斷除變易生。） 

 

 
1 參考《述記》，大 43.34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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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頌》說「阿羅漢位捨」，而一般說阿羅漢，是指聲聞乘的無學聖

者，怎樣知道這裏的阿羅漢通攝三乘無學果呢？論主引〈瑜伽論‧攝抉擇分〉

所說，指阿羅漢、獨覺、如來皆不成就阿賴耶。（按：〈攝抉擇分〉說：“或

有成就轉識非阿賴耶識，謂阿羅漢，若諸獨覺、不退菩薩及諸如來住有心

位。”2成就轉識的是第八識，而這第八識卻非阿賴耶，這表示該第八識已捨離

煩惱障，故不名為阿賴耶。第八識捨離煩惱障的階位包括聲聞乘的阿羅漢，緣

覺乘的獨覺，和菩薩乘的不退菩薩及如來。除不退菩薩外，其餘三者即是三乘

的無學果位。因此，《三十頌》說阿羅漢是第八識的捨離階位，這阿羅漢應通

攝三乘無學果位。）另外，論主又引《阿毗達磨雜集論》3所說，菩薩成就菩提

時，同時斷除煩惱障及所知障。斷煩惱障成阿羅漢，斷所知障則成如來，二者

同時成就，故知大乘如來亦名為阿羅漢。因此，「阿羅漢位捨」當中的「阿羅

漢」亦包括如來。 

 

若爾，菩薩煩惱種子未永斷盡，非阿羅漢，應皆成就阿賴耶識。何故即

彼決擇分說不退菩薩亦不成就阿賴耶識？彼說二乘無學果位迴心趣向大

菩提者，必不退起煩惱障故，趣菩提故，即復轉名不退菩薩。彼不成就

阿賴耶識，即攝在此阿羅漢中。故彼論文不違此義。 

 

  上面提到三乘無學皆斷盡煩惱種子，成阿羅漢，故不成就阿賴耶識。然

而，〈攝抉擇分〉說有第四種人亦不成就阿賴耶識，那就是不退菩薩。外人質

疑，菩薩未斷盡煩惱種子，未成阿羅漢，理應成就阿賴耶識，何故〈攝抉擇

分〉說不退菩薩亦不成就阿賴耶識呢？論主解釋，〈攝抉擇分〉說的不退菩薩

指二乘無學果位迴心趣向大菩提者，這類菩薩在二乘無學果位已斷盡煩惱種

子，成阿羅漢，必不退起煩惱障，故不成就阿賴耶識。由於他們趣向菩提，故

轉名為不退菩薩。 

 

又不動地已上菩薩，一切煩惱永不行故，法駛流中任運轉故，能諸行中

起諸行故，剎那剎那轉增進故，此位方名不退菩薩。然此菩薩雖未斷盡

異熟識中煩惱種子，而緣此識我見愛等，不復執藏為自內我，由斯永捨

阿賴耶名。故說不成阿賴耶識，此亦說彼名阿羅漢。 

 

  直往修行菩薩乘至不動（第八地）或以上的菩薩，亦名為不退菩薩，這是

因為他們具備了四種條件。首先，他們已降伏一切煩惱種子，令不現起。第

二，他們在法駛流中任運轉起。「流」指生命之流，生命就如流水般不斷向

前。「法駛流」是以佛法駕馭之生命。「任運」表示不待緣或緣常具足。八地

以上菩薩無漏種子現行條件具足，故能任運而轉。第三，在修行中能諸行中起

 
2 《瑜伽師地論》卷第五十一，大 30.582a。 
3 大 43.3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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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行。大乘菩薩行者依六度波羅蜜多修行，而每一種波羅蜜多皆有無量善行，

總的來說就是六度萬行。修行者在入地前，在一時中只能修一行，而令該一善

行增長。由初地至六地，能一時修一行而令諸善行皆增長，即是能一行中起諸

行，然而必須極用功始能做到。第七地行者則只須少用功力，亦能做到一行中

起諸行。至第八地或以上，則無須功用，任運轉起，而能一時修一切行，令一

切善行增長，4此即是「能諸行中起諸行」。第四，剎那剎那轉增進。這是指無

漏種子起現行，同時熏習新無漏種子，並熏長其餘無漏種，如此相續，故無漏

種在每一剎那不斷增長。具備此四方面才名為不退菩薩。這類菩薩雖然未斷盡

第八識中的煩惱種子，然而，我見、我愛等心所不復現行，故第八識不會被執

取為自內我，即不成我愛執藏，故不再名為阿賴耶。由於永捨阿賴耶之名，故

亦稱為阿羅漢。 

 

有義初地已上菩薩，已證二空所顯理故，已得二種殊勝智故，已斷分別

二重障故，能一行中起諸行故。雖為利益起諸煩惱，而彼不作煩惱過

失，故此亦名不退菩薩。然此菩薩雖未斷盡俱生煩惱，而緣此識所有分

別我見、愛等，不復執藏為自內我，由斯亦捨阿賴耶名，故說不成阿賴

耶識，此亦說彼名阿羅漢。故集論中作如是說，十地菩薩雖未永斷一切

煩惱，然此煩惱猶如呪藥所伏諸毒，不起一切煩惱過失，一切地中如阿

羅漢已斷煩惱，故亦說彼名阿羅漢。 

 

  有論師認為，初地以上菩薩亦名不退菩薩，理由有五，首先，他們已證

我、法二空所顯之理。第二，他們已得平等智和後得智兩種殊勝智慧。第三，

他們已斷分別我執和分別法執二種障蔽。（按：七地或以前的菩薩未斷俱生我

執和俱生法執。）第四，如前所解，初地至七地菩薩能一行中起諸行。第五，

他們雖然會起煩惱現行，但只為利益眾生，而不會作任何過失。這些論師認

為，初地至七地菩薩雖然未斷盡俱生煩惱，但緣第八識而起的分別我見、我愛

等，不執取第八識為自內我，故應捨離阿賴耶之名，由此應稱為阿羅漢。他們

更引《阿毗達磨集論》和《阿毗達磨集雜論》5所說，十地菩薩雖然未永斷一切

煩惱，但這些煩惱如被咒、藥遏伏的毒，不能害身，即使有煩惱現起，亦不起

過失，實際上無異於已斷盡煩惱的阿羅漢，故亦應稱之為阿羅漢。 

 

彼說非理。七地已前猶有俱生我見、愛等，執藏此識為自內我，如何已

捨阿賴耶名？若彼分別我見、愛等不復執藏，說名為捨，則預流等諸有

學位亦應已捨阿賴耶名。許便違害諸論所說。地上菩薩所起煩惱皆由正

知，不為過失，非預流等得有斯事。寧可以彼例此菩薩？彼六識中所起

煩惱，雖由正知不為過失，而第七識有漏心位任運現行，執藏此識，寧

 
4 參考《述記》，大 43.342b。 
5 參考《述記》，大 43.3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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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與彼預流等同？由此故知彼說非理。 

 

  然而，論主並不同意以上論師之所說。論主認為，七地及以前的菩薩仍有

俱生我見、我愛等，執持阿賴耶識為自內我，故其第八識不應捨掉阿賴耶之

名。（按：依《述記》所說，前六識的我見，在第四地已不現起，但第七識的

我見則至第七地仍現起，故七地或以前應仍有我執。）論主更質難對方，如果

說由於已沒有分別我見、我愛等便說為捨，則二乘有學位亦應已捨阿賴耶識。

然而，這違反了諸經論所說。（按：分別我見屬第六意識，這是由誤信外道等

的邪說而起。初地菩薩及二乘初果已能摧破外道邪說，故能不起分別我執。然

而，仍未能斷除或遏伏第七末那識的俱生我見、我愛等，故仍有我執，即仍未

除煩惱障，故未能捨阿賴耶之名。） 

 

  該等論師反駁，指論主不應以預流等有學比擬地上菩薩，因為地上菩薩雖

然會起煩惱，但皆由於正知，故不為過失；但二乘有學所起的煩惱則由不正

知，是過失。論主解釋，地上菩薩所起煩惱雖由於正知，不為過失。然而，他

們的第七末那識任運現行，恆常執取第八識為自內我，這方面則與預流等有學

無異，故皆不捨阿賴耶之名。 

 

然阿羅漢斷此識中煩惱麁重究竟盡故，不復執藏阿賴耶識為自內我，由

斯永失阿賴耶名，說之為捨。非捨一切第八識體。勿阿羅漢無識持種，

爾時便入無餘涅槃。 

 

  三乘阿羅漢斷盡煩惱種子，不再執取阿賴耶識為自內我。而不退菩薩雖未

斷盡煩惱，但已遏伏所餘煩惱，不復現行，故亦不執取阿賴耶識為自內我。由

此永斷阿賴耶之名，這樣才說為捨。（按：這即是《三十頌》說「阿羅漢位

捨」的意思。）而所謂捨，只是捨阿賴耶之名，而不是捨棄第八識體。倘若捨

棄第八識體，即無第八識持種，這時便入無餘涅槃。阿羅漢和不退菩薩可不入

無餘涅槃，仍保有第八識體攝持種子。唯這第八識體已無煩惱現行，再無我

執，已不再成我愛執藏，故不再稱為阿賴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