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無我的輪迴論，其餘的外道和一切講輪迴，就是有一個生命主宰在輪迴，這點

最不同。由於不同的緣故，就在理論上，現在講這種學說理論，理論上就引起困難。

因為一般講輪迴，輪迴主體，譬如靈魂輪迴就無甚麼問題，很簡單，因為靈魂是永遠

存在。它存在，就是永遠存在，它又不會變化的。一直都存在，這個時候就無問題。

但是佛家講無我論的輪迴，就很有問題了。因為（佛家不講靈魂），無靈魂，誰人去

做輪迴？引起輪迴的力量、功能是甚麼呢？就有兩個大問題。所以要解決這兩個大問

題，在後來釋迦牟尼滅度之後，就有不同的理論出現，最初希望解決力量，你造了

業，譬如你二十歲造業，你九十歲才死亡。由你二十歲所造的業，到九十歲，有接近

七十年之後，才招引果報。那麼功能會散失的，是嗎? 散失的時候，怎樣能夠在死亡

後，引伸了新的生命呢?

那要講功能問題了。由於功能要解決的時候，就有一個部派，就是印度最大的部

派，小乘的部派，就叫做說一切有部，叫做薩婆多，薩婆多部就是最大的小乘部派，

就建立一種學說叫做無表色。即是你過去造善的業、惡的業，這種善惡業就透過一些

物質來保存的，保存在心識裏面，將來死亡的時候，這些物質現象就發動一種力量，

招引第二個生命，這個是無表色。但是無表色有一個問題，為何心理活動會變成物質

活動呢? 本來我們業的行為是心理活動，但是變它做是無表色，是物質活動。那麼為

何呢? 怎樣變化的?

那麼它不解釋、不清楚。另外第二種解釋，就是那個經量部，經量部的時候，就

改了，不叫它做無表色，就叫它做種子功能。種子功能不止講業，講一切的物質現

象，即是物質現象功能叫色種，色是物質，顏色的色，就是物質現象，產生物質現象

功能叫色種。那麼產生精神活動，那種現象、那種力量叫心種。心理活動是心種。那

麼這種起業的時候，就是心識起造業的，造業的時候就熏習成為心種，即是業種子，

就藏在我們生命的心理活動裏面。但是，那麼又好似解決了一部份問題。另外一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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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個叫勝義補特伽羅，這個補特伽羅，即是我體，生命主宰(是)我體，這個主

宰我體不是靈魂來的。它又不是等於五蘊、又不是異於五蘊，非等於五蘊，又非異於

五蘊，一個勝義，特殊的我體，勝義補特伽羅。

這個又似乎解決了我們佛家業與輪迴的學說。但是亦有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建

立勝義補特伽羅是靈魂，仍然是靈魂的影子散失不到，你仍然都執著靈魂的概念。因

為勝義補特伽羅是非即蘊、非離蘊的我體，怎樣講? 講不出?你只可以講不是五蘊，

又不是非五蘊，這樣一個我體是怎樣?是不能夠正面描述。另外，種子又有問題，因

為業是種子來的，因為佛教相信我們的生命體有三種形態，一種形態有物質活動，有

精神活動、有情欲的，這個叫做欲界眾生；另外一種心理活動就生在色界的，有物質

活動和有情欲，但有些人修定的時候，在那個物質活動的過程當中，精神活動停息

的。那兩種定，一個叫無心定，無心二定，那種定叫無心二定，生在無想天，和滅盡

定。有兩個定，一個是滅盡定，一個是無想定。這兩種定的眾生是無心理活動的，他

們可以將心識停的，即是眼耳鼻舌身意識都完全停的。

即是有些眾生在某一個情況之下，他們可以將心理活動停頓，停的時候，你的業

種子是藏在哪裏? 很有問題的。你說那些種子，做了業的種子，過去做了，之後藏在

心識。現在心識不起活動，在某些眾生、在某些修行過程當中，他可以不起心識活動

的，我們打坐都可以不起的。固然間，一般打坐意識起，眼耳鼻舌身識可以不起，但

是有一些最深的定，連心識都不起也可以，連意識不起都可以的。無意識活動都一樣

可以，當沒有意識活動的時候，你的業種子便散失，是嗎? 為何?有另外一些眾生生

在無色界，甚麼叫無色界?即是另一類的眾生，又是無情欲，又無物質活動，只有精

神活動。無色界，色是物質，無色即是無物質，那些眾生的時候，他們的業種子固然

會藏在心識裏面，但是種子有兩類，有些是業種子，還有一些是物質性的種子。

那麼藏在哪裏呢? 因為那種眾生只有精神活動，但是種子有兩種，一種叫做物質

性活動的種子，變起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和色聲香味觸法，一些是心識活動，譬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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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變起六識。那類眾生只是有精神活動，即是無色界眾生，即是生在那四種定，叫做

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修定的時候，最高境界有這四種

定，叫做無色界的四種定。這四種定的眾生沒有物質活動的，那些物質功能去哪裏

呢? 如果無了物質功能時候，你有業種子也沒有用的。你有業種子的時候，你怎樣招

引將來生在色界、欲界眾生的生命和世界?你沒有物質活動，只有精神活動不可以

的。譬如我們望出去，望是精神活動，你見到有東西的，見到有紅橙黃綠青藍紫的顏

色、你摸到有軟有硬、你聞到香味的。這些物質活動全都沒有，全部都沒有，你怎能

夠招引來生的生命? 那麼即是說好似很圓滿解決到，你想深一層，小乘這兩種派系對

輪迴學說的解說，是不到家的(仍有不足)，仍然有問題的。

所以，後來到釋迦牟尼滅度後，一千年之後的時候，唯識學派就興起了，那麼就

嘗試解決輪迴學說，結果都解決到。我們就是上一次開始講的，這個是第四節了。叫

唯識，大乘唯識的業論主張，即是這一處。上一次我們下課之前，已經講了一部份

了，我們用三分鐘再複一複習前面，這個學說、學派由三位論師組成的，第一彌勒、

第二無著、第三世親，由世親就集大成了。

他一方面承繼過去小乘學說，一方面就開創新的學說的，我們在上一次講到這

處。接著我們就說世親有幾種學說，現在講世親業即是思的這種學說，這種學說未講

完，我先講第一項，就是破實身表業。我們上一次講的，怎樣破實身表業呢? 唯識家

就說業這個行為，真正能夠招引你未來生命，不是身業，不是口業，是你的意業。這

個不是唯識家獨創，是說一切有部不講之外，經量部開始講了，意業就是最主要的，

意業最主要，即是說身業……因為佛家講業有三種，這種身業即是我們身體活動，拿

一支鎗去射殺別人，舊時沒有鎗，只有箭，拿一把刀去殺人的行為，叫做身業。別人

掉進海的時候，幫他、救回他是身業，是嗎?

第二種業是口業，即是你講說話，譬如你教人去行善，你這個是口業。你要去誨

盜誨淫，教人去打劫的，這個又是口業，是惡的口業。另外，意業就是我自己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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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何想幫助別人?我為何要去搶人東西? 這種決定就是意業。身口意三種。那麼唯

識家和經量部說這三種業當中，其實只有一種，真正能夠招引你來生生命，就是你的

意業，即是意識活動，不是身體活動能夠招引力量的、不是口說話能夠招引力量，將

來能夠輪迴的不是(依靠)這兩種。那麼就要破身口業了，即是說根本沒有實在的身表

業的，根本沒有實在的口，即是語表業的。如果有實在的身表業，根據說一切有部，

就是將來把身表業變成身的無表色。無表色就將來能夠招引來生生命。語的表業完了

之後，語表業轉化成為語的無表色了。如果破了身表業，即是沒有身表業，即是沒有

身的無表色，沒有實的語表業，就沒有實在的語業無表色。

所以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要將無表色的始源先針對，破身表業就要破甚

麼? 破實在，假的不破，之後你隨便給一個名字它，說身表業，實在是意業，那就不

需要破。但是，小乘人，說一切有部不是這樣說的。他們說有實實在在的身業、有實

實在在的口業、有實實在在的意業。那就要破你實在的身業，甚麼叫實在? 唯識家很

嚴格的，會問的，你說實在身業，甚麼叫實在身業? 那個定義就是這樣的，那件實在

的事物一定是有體有用，好似筆，有實在筆的體，有實在筆寫出來的用，這才是實在

的。那件事物有體無用，有用無體，就不可以叫做實在，甚麼叫做有體無用? 譬如假

設有一個靈魂，靈魂便是體了。

但是我不知道靈魂有甚麼用? 你以為有體。譬如有些有用無體都不可以，譬如我

的眼睛有問題，見到兩個月亮。那個假月亮是有用的，但是無體的，是嗎? 要兩項都

要齊具、齊備的，這個才實在。要很嚴格定義，要問對方同不同意，對方一定會同

意，他不同意你的定義，你說實在，你說甚麼實在? 唯識家說這樣才實在，有體有用

才實在。你不同意也可以，你要跟我辯駁，你說實在是甚麼？先訂下定義，你同意有

體有用才實在，無體無用、或者有體無用、有用無體都不實在，假的，都是虛假的，

幻化、假的。好了，你就問了，如果有實在的身表業的話，就分析有幾個可能性，有

三種可能性可以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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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指身表業，身體本身的形式是有形態的物質，身體是物質組成的，物質是有

形有相的，是嗎?身體的形相就是這個身表業了。或者不是，我身體一拳打下去，有

活動，是嗎? 有活動，活動是透過物質的形相。你不承認物質的形相，本身是身表

業，就可能承認活動是身表業。一般是執這個的活動的身表業。如果你不承認活動是

身表業，承認超越身體有一個控制主宰，我的身體有一個靈魂，這個靈魂才是造業。

那個靈魂就叫做補特伽羅，三個可能性而已，你都不承認，只是承認那個補特伽羅本

身的形相和本身的活動，都是身表業。就回去第一、第二種，即是無論如何，你說身

表業不離三個可能性。一是物質的本身，那個形式的本身；一是活動的本身，一是形

式活動的超越的主宰，是身表業。又問對方同不同意? 

對方一定會怎樣也有一項同意的。你說身表業是甚麼?對方講不出的，他想也不

會想，即是身業就是身業、意業就是意業、語業就是語業。他根本不會想到甚麼叫做

身業，多數人都是糊裡糊塗，不會想的。但是佛教發展到中期之後，因為他們經常打

坐，打坐會令腦很清晰的，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會糊裡糊塗的，就不會要打爛砂

盤問到篤，問：「你說身業，甚麼叫身業。」要講出來是甚麼來的，就有這麼多可能

性的解釋。三種可能性，就逐項破。譬如先破身業，你說身業就是我們的軀體，我們

的形式，身之形式是身業，比方你這樣說，破第一種。

如果是的話，我們就問，這種形式本身的物質是甚麼?排列，那四大種子排列，

四大種子是極微，四大即是元素，即是物質元素排列。四大是甚麼? 就是地水火風，

是嗎?那四大，因為舊時不懂得百多種元素的，現在世界上有百多個 elements。舊時

很簡單的，就是地的 element、水的 element、火的 element、風的 element。就

將它們分做四大元素，即是中國人分做甚麼? 五行，是嗎?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

舊時的科學不發達，就簡單叫做四大。身體的形式就是那些元素、那些極微(組成)。

極微本身是不是身表業呢? 如果是就不好了，怎樣不好?你又有極微，我又有極微，

大家有一樣的極微，大家有一樣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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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的排組與你的排組不一樣，你的排組多些，於是就會高大一些，我的排組

是少些，我就會瘦削一些。如果我排組是橫向，我就肥些。我是直排的，我就高些，

是嗎?都是極微來的，世界所有極微一樣的，那離開極微，根本無我的物質身體的形

相、形式。那我們身體的形相本就是假法，好似那行的螞蟻，它可以排很粗又可以，

排很幼都可以，是嗎? 牠一隻隻螞蟻來排，以十隻十隻來排的不同，那就無固定一種

形式。譬如我有一千人的軍隊，我可以一行有一百個、一百個、一百乘一百便是……

一百乘十就是一千個軍隊。我不喜歡一百乘十都可以，我可以一個個排都可以，我一

個個排的時候，單排的時候，一千軍隊一條直線都可以的，都是那隊軍隊的。整隊軍

隊本身的形態是假的，實際每一個士兵才是實的，那個(排列)是假法的。

你說你的身體才是真的，那麼身體就是假的，好似螞蟻的排列組合一樣、軍隊排

列的組合一樣，我以一字長蛇陣，我以四方的陣都可以，陣法任我擺放的。陣法是假

的，陣法擺成的形態是假的，每一個士兵是實的，是嗎? 即是無實在的身體的形式。

所以你的身表業如果是形式是假法、不實在。如果不實在的話，你的身業都不實在，

造了身業怎可以轉化成為無表色呢?身業的無表色呢? 不可能的，先破了第一項。轉

變，你說不是的，我身體是身業，身體活動是身業，又破了。於是有第二種說法，如

果你說身體活動是表業的話，即是這個了，身的行動是表業的話，行動是才生即滅

的，譬如你一動的手時候都是假的，手在上面、第二剎那在中間，再一個剎那在下面

的時候，中間一動了就停，不是實的。

甚麼叫實? 那件實的東西是永遠存在的，活動不是永遠存在的，才生即滅，才生

即滅的東西怎可以變成物質活動，怎樣變成物質永遠存在? 身的行為本身是才生即滅

的，無實在的行為的。行為是甚麼? 是物質活動的組合變化來的，是嗎? 組合變化，

譬如我現在的手在這裏的空間，移去第二個空間，移去第三個空間，移去第四個空

間，移去第五個空間，移去第六個空間，於是手就放在下面，是物質所處的空間轉

變，就變成活動。那麼物質的手都不存在，不是實際存在，何來有實際活動呢? 離開

物質，哪有活動呢? 那是無活動。所以佛教來到這處，是哲學來的。是純粹哲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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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的身表業的形式都是假的，這個形狀和物質的本身是假，這個形狀的物質轉變

當然是假的，剎那生滅，假法的。

那麼假法怎樣能夠產生實在的物質呢? 實在的無表色呢? 無表色是物質來的，即

是身業，身業本身不實在，不實在的身業怎可以轉化成實在身業的無表色?那麼便是

不可以了。第二種可能不通了。第三種多數是執著，外道執著就是靈魂就可以，我造

業，就是靈魂造業，靈魂造的要破的。靈魂，你要告訴我知道靈魂是怎樣的?靈魂那

個形態是怎樣? 靈魂的物質活動是怎樣的?精神活動是怎樣? 靈魂見不見到? 答案是見

不到靈魂。如果見到，請你給靈魂我看，你給不到靈魂我看，即是靈魂都是無表的，

無可表示。靈魂無可表示，怎能夠表示有表色呢? 有表活動，有表身業? 

靈魂本身是不可表示給人知道的，形態是不可以給人知道，那靈魂怎樣做出有可

以認知，有形相可以認知的活動，它自己都無形無相，它能夠怎樣表現有形相的身業

呢?所以靈魂，即是補特伽羅不可以做表業的主體，不可以。那你說不是的，你說不

是靈魂本身是身業，是靈魂活動的身業而已，那這樣都不可以。為何?靈魂豈不是第

二個破嗎? 活動本身。你說靈魂不是身業的主體，是活動才是。剛才有形有相活動，

我都破了。何況靈魂的無形無相的活動? 一樣被破的。回去第二個「坑洞」。即是將

地下掘出三個坑洞，如果你是執著是有實的身表業，一是就是形式上講，一是就是行

動上講，一是超越的主宰講。

你一定跌落其中一個，你離開這三個，你根本講不出甚麼叫物質、甚麼叫做身表

業的。那麼我就三種都破了，即是你實在的身業是不存在，實在的身表業是不可以存

在，不可以成立的。實在身表業不能夠成立。那你從身表業轉化出來的身業的無表

色，名詞很長的，你習慣了，你一聽到身業所產生的無表色都不是實在存在。無了身

業的無表色，破了。那麼你說有語業，語業在這處，破語業的實在語表業。破法是一

樣的，又將甚麼叫實在?有體有用叫實在。甚麼叫語業? 用口說話，用口說話又分三

樣東西。一是口說話發音的器官，發音器官是語表業，一是發音器官的發音活動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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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業，一是超越了我們的發音器官和發音活動之上，有一個超越的主宰、超越的主體

就是語表業。三樣東西而已。好了，先來看發音器官，發音器官是假法，為何? 發音

器官是四大的組合來的，它不實的。不實的時候，所以它沒有實在的語業。

即是實在發音器官是不存在。你就轉 ，你說發音器官活動本身是實在，發音器軚

官是甚麼?是舌頭、雙唇、牙齒、聲帶那些，乃至肺、氣出來，幾樣東西合起來才是

發音器官。發音器官不是實在的語表業的時候，發音器官的活動應該都不是語表業，

因為發音活動是才生即滅的。它要依靠發音器官而存在，發音器官不是實的，發音活

動都不應該實，體用關係，是嗎?體是假，用一定假。體是幻有，那個用一定是幻

有，不實在的。無理由體是幻有，而活動、用是實在。無有是處，你舉不到例子出來

的。

好了，如果是這樣，於是實在的發音器官的形相不是實在的語表業，發音的活動

不是實在語表業，靈魂是一樣的，靈魂跟身業一樣，無實在的靈魂，因為靈魂是無形

無相的。靈魂的體或者靈魂的用，即是剛才的第一、第二種，又不實在，所以，如果

實的語表業，就是那三種東西，那三種東西破了就無實在語表業。無實在的語表業，

就不能夠從語表業，轉化為實在的語業的無表色，破了它。那麼，再進一步就破無表

色了，再破無表色，現在是順便破無表色，它有一樣業沒有破到，哪一樣? 三業有一

樣業沒有破到，是甚麼?意業沒有破到，留起來，原來你輪迴的時候，那一種動力是

在意業那處，這一點是大小乘和原始佛教都應該共通的。不過沒有講清楚，小乘當

中，經量部就講清楚了。經量部講清楚就不需要破了，因為有人已經講了，唯識就不

破它。即是唯識就是同意，原來我們造的業，原來有一個真真正正、實在的體，有體

有用的體就是思維力量，即是思心所，意志，意志力量才是實在的業，其他都不是業

來的。

這樣，所以我們不破那個意業的，留下它的。另外就破無表色了，無表色是甚麼

呢?無表色，我們破的時候，就分開兩個破。如果你說無表色，無表色一是由表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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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對方講的，對方承認是甚麼表業所發，即是身表業完了，就轉化身表業的東西就

變了物質來的，就是身業的無表色了。語業，即是口業，活動完了之後就有表(業)，

講說話聽到，表現出來給你聽，轉化這個語表業變作語業的無表色。這樣就叫做甚

麼? 無表色是從表業所發，發即是生發，即是生出來這樣解釋。

一是離開表業而發的，一是就是從表業所發，即是離表所發，你不需要表業的，

你自己會產生無表色，那麼這個假定又是必然地對的，你說必然地對的，因為你說你

的無表色是有。一是就是從表業所發，一是離表所發，這個講法是一樣對的。你覺得

是否一定對?你覺得是否一定對? 你一是東方人，一是非東方人，一定是對的。我這

枝筆是非東方人，是嗎?這樣一定對的，它不是人來的。譬如美國總統 Clinton(克林

頓)非東方人，是嗎?譬如鄧小平是東方人，這張 非東方人，一定對的。因為那個離枱

與即這兩個概念是統攝一切存在的，是嗎?

所以這個定義，先組織了定義，一定要把定義界定了。這個就是兩難法，因為辯

論有很多種方法，這處用兩難法，即是一個問題開做兩方面來說。逐項打你，先打無

表色，一是從表業所發，如果證明到無表色不能夠從表業所發，你就不能成立無表色

了。如果你說無表色是離表所發，舉出一個例子是離表所發而不通的，你就不能夠成

立了，我舉一個例子就可以了。因為你說無表色一是從表業所發，一是離表所發，你

同意的。我每項舉一個例子而不通，那麼你的論點就建立不到。建立不到，因為理論

要 completeness，即是說一定要很完整性的，是每項都通的，那麼那個理論才可以

成立的。如果有一項東西不通，那麼理論的系統就破壞了。於是我破無表色，就把無

表色分做兩個範疇。一個範疇說，如果無表色是從表業所發，它就有毛病。又如果無

表色是離表業所發，它有些甚麼毛病? 我只要講出了這樣，無表業，由表業變做無表

色，這個講法、這套思想講法就行不通了，破了。你試下破，如果無表色是從表業所

發，怎樣不通呢? 

很簡單的，因為剛才我們說表業，意業不是，意業不是表業，意業不是表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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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意識看不到，我的腦想甚麼，你為何會知道? 意識就不是屬於表業，表業就

一定是身表業和語表業，身表業在耳朵聽見你講的聲音，是透過聲音知道你講甚麼。

身業透過眼晴、觸覺、味覺、嗅覺去表現出來的，所以一定是身表業或語表業，上面

破了，無身表業、無語表業，即是無表色是不能從甚麼? 表業所發，因為上文破了，

我就利用上文資料就說，你說無表色存在，是從那個表業所發，現在無表業，無身表

業和無語表業，你從何而來呢?那麼就證明無表色是不能夠從那個身表業和語表業所

出來的。那麼就回去，那不從身表業和語表業，那麼它離開表業可以嗎? 都有問題

的，離開表業都有問題的。

那麼我又破離開表業，可以嗎? 第二種破法，如果離開表業，即是由心中發出，

本來唯識家與經量部都說業本身是由心發，但是我們無說心會製造出一些無表色，無

講這件事。我們說是的，心業是業的基礎，將來招引福報與非福報，是心業。但是我

們無製造，無說心產生無表色，我們無講這樣東西，所以我們不會自教相違的，只是

針對對方，針對對方，如果你說無表色是從心發出來是有問題的。為何有問題? 因為

眾生有時候心識會停的，於是在色界的無心位，即是無想定、滅盡定的眾生，他們的

心識是停的，因為修了這個定，無想定。

即是外道習定，習定入到那個境界，意識會停止的。心可以不思想，但你的意識

可不可以停止? 你的意識要停止，要食藥，食一些鎮定劑，大量鎮定劑或者打了一枝

麻醉針，或者食了某些藥，可以令你的意識完全停止，食藥可以。如果入定可能不可

以，你試一下說我不想東西可不可以? 是不可能的。一般眾生不可能一剎那不思想

的，每個剎那都思想，你讀唯識就知道了，有幾種情形是可以不思想的，一種是暈倒

了，被人扑頭而暈倒。或者食藥昏迷了、打麻醉針暈倒了。一是在無想定、滅盡定裏

面，你可以不思想。不是的時候，不可能不思想，你說入定，我不思想，那個人這樣

的說法，他是無知。甚麼叫定? 都不知道，你都無試過入定。如果你稍為盤膝打坐，

只反映你的內心，你在定中想得更多東西，想得更多東西，比平日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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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的眼耳鼻舌身識，五識不起，全部精神放在意識，意識活動更加多，你希

望不思想，除非進入一個很深的定，叫做無想定。滅盡定就是讓那些佛教徒入的，他

是先證到真如，證真如時候不思想。他入定的境界就好似證真如差不多，那個時候的

境界叫滅盡定，又是不思想。這兩種定不思想，好了，既然無想定和滅盡定的眾生都

可以不思想，不思想怎樣有業? 你說業從心發，但是某些眾生在某些情況之下，他是

根本不思想的。不思想的時候，怎樣發到無表色呢?是嗎? 沒有無表色，你又說定是

善的? 善是一種業來的，這種業是可以招引果報，定是業的一種，叫做不動業，有人

將業分做三種：叫做善業、惡業和不動業。不動業是善的，即是一定是善的，定中的

業，一般是善的，尤其滅盡定一定是善，純善。善的又不會產生無表色? 那麼為何?

解不通。普通人又可以，普通人心裏產生無表色，假定都可以，我們一切的無表色是

從心生、從意識生。但是在某些情況，意識停止，意識停了怎樣辦，那麼便不行。那

就不可能。無表色一是即從表色所發，一是離表色所發，表色發是完全不可以，離表

色發在某個情況不可以。

即是你的無表色的理論要放棄了、破了。你發現到中期的大乘佛教要破邪顯正，

現在就是破邪，即是立一些理論，這樣不通、這樣不通。這樣讀佛學，這個才是深入

的地方，是佛教精神最重要的地方。如果這處不通的時候，別人說這個是佛教、那個

是佛教，你就不知道黑白，你不知道是不是。別人弄一個幌子認為是佛教，你看一看

理論，根本是否符合佛的緣起法理?是否「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是才

是佛教，不是就不是佛教。那你發現這個常法，無表色是常法，怎會是佛所說的理

論? 佛一定不會講這種常的事物，講無常的事物，不可能成立，在理論上不通。如果

你又再執著，再執著無表色是相續存在的，這個已經破了，就是第一個層面破，但是

佛教唯識家不只在這個層面破，在不同層面破。這個破一個、那處破一個、破那個，

幾十個角度一起破。破了第一層面，再用第二種破法，第二種破法叫做相續破。即是

他們認為無表色是可以相續存在，怎樣相續存在?

譬如我造了身業，這一次的身業是善的身業，譬如我救了人，救人好似母親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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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兒子)被美洲豹咬傷死了，但這個母親是造了善業的，身善業。你根據說一切

有部，它有無表色，這些無表色是善的無表色，但是這個母親不一定是生命體過程當

中，她三十多歲而已，她都造過一些惡的無表色，造過惡的表業的，譬如她捉了一條

魚，宰了牠，都是身業來的，是惡的身業，你殺生，殺生是身業。那麼你殺生所造的

惡的身業，跟現在救人所造的善的身業，都變做無表色，那麼可以了，那兩組無表色

走在一堆，一些是善的無表色，一些是惡的無表色。

他們說無表色是相續存在，繼續在我生命上留存，留到何時? 留到今生完結，那

麼這些就招引果報了，那麼就問你那些無表色善善惡惡都好，都是相續存在，但是善

惡是相違的，即是有善不可能有惡，有惡就不能有善。即是你的身去幫助別人，便是

善，但是同時不會害到別人的。沒有說同一剎那，我要去幫他，又要害他，不可能

的。當你善心一發，惡心就要停息，壓伏它，一定要伏了惡的心，善的心才會起。伏

了善的心，惡心才會起。善惡好似香臭一樣，有香無臭，有臭無香，不可能有香臭一

起存在，是兩件事矛盾的。既然矛盾的，你怎樣可以生命裏面，同時存在兩種矛盾的

事物呢? 怎可以呢? 是嗎?不可以的時候，你的善無表色就在將來不能夠存在，就不能

夠招引善的果報，即是福報。因為它根本不可以存在。惡的無表色又不能存在，惡的

行為又怎能招引果報?

所以我這處說善惡兩項是相違，不能夠並存。相違不能並存，又怎能有善業的果

報和惡業果報招引呢?根本它就不能夠存在，除非這個眾生一生只有造善，一點惡都

沒有。好似上一次有一位朋友講來講去，都講不來，內心要平衡，怎樣平衡? 我下一

步跟他講，是佛才可以，佛是純善就可以了。除非純善，我們的生命體裏面的意識不

可能純善，一定有些惡伴隨，有時候善、有時候惡。普通人一樣一半，好的人善多於

惡，壞人惡多於善，這樣解釋的。不可能完全平衡，完全平衡只有佛才會做到。完全

無善又是無可能的，老虎那麼惡都有善? 怎樣的?

牠對小老虎是善，牠疼愛小老虎。牠是愛心，愛心即是有悲心，即是慈悲，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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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發出慈的心。牠不是純惡，不可能純惡，世界上無純惡的東西，無純惡，也無純

善的。普通眾生，凡夫，我們內心最高境界，佛的境界就是純善，那個時候就只是純

善。一般凡夫不可能純善，不可能純善的時候，就會自相矛盾，矛盾的時候就不可能

善的無表色存在，惡的無表色又存在，不可以的。兩樣都不能夠存在，兩樣是矛盾

的，矛盾的走在一起是不可以的，不知道想不想到這個問題，唯識家就很精密，甚麼

是唯識?唯識是瑜伽學派，瑜伽就是定，打坐的時候想一些道理，這些道理講不講得

通呢? 那些道理講不講得通呢? 所以叫瑜伽，瑜伽是定的意思，相應的意思。跟思維

相應，跟這個境行果相應，思想它相不相應。所以如果你說有實在的無表色而存在是

相續的話，反而不能夠招引果報。因為它們矛盾，矛盾不能夠在我們生命體裏面，一

起存在。

再說，進一步又破第二個層面，破了它。第三層面再破，這個層面試試講，看它

通不通。說一切有部說，存在，所有事物都一切存在，體又存在，三世實有，那麼無

表色亦都三世實有，過去有無表色，現在有無表色和一切條件都存在。這樣的話，造

了善業，當下引起福報才是；造了惡業，當下就引起非福報才是，就不需要等死了才

有來生。當下就是來生，是嗎? 因為你的業的無表色是永遠存在，永遠存在便是當下

存在。存在是怎樣? 無表色是引起來生生命的，那麼當下就輪迴。經驗不是的，我在

這個世界上那麼多十年都未輪迴?不是造了善業，即刻輪迴，得福報；造了惡業，當

下即刻有惡報。不是的，怎樣通呢?那麼這個理論成不成立? 有些人懷疑它不成立，

不成立又怎樣呢? 緣具備才會，為何我當下不輪迴?因為我的緣不具備，招引善惡果

報的力量就有了，但是還有一個緣，要今生完了，你才有來生的。

這樣就應該不能夠當下有果報，你可以救他，可以當下跟他辯論，這個講法以為

他對。以為說一切有部正確，其實不是，這個說法是對的，即是唯識破得對。因為它

認為那些緣都具備。有一個電筒，本來有一塊電能夠(令它)發光的，可以射出去，照

耀牆壁，光明的。那塊電就好似種子、無表色一樣，是嗎? 但為何不能夠即刻可以發

光? 因為你未推(電筒)電掣，所以未發光。因為那個燈泡的電線未接駁好，所以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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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他可以這樣說的，由於今生未完，所以我的無表色便不能夠當下招引來生果報，

好像正確? 但是都不正確。原因是你說是三世實有，說一切有部的另外一個理論，就

是緣的體都要具備。即是推動那個電掣的時候，本來體已經存在，那些電線本來就駁

好的，甚麼叫三世實有? 

本來的體就存在，存在是永遠存在，當下所有能夠招引來生果報的緣亦都具備

了。那麼你應該當下能夠招引來生果報。唯識家就說不是的，唯識家無說三世實有，

唯識家說剎那生滅，不是說三世實有。它這一派，說一切有部是認為三世實有，三世

實有，是體實有、是緣實有，因是實有，甚麼都實有。甚麼事物都實有的時候，造了

業應該即刻招引果報，招引果報的所有條件，全部都具足了，體具足。所以你認為有

無表色可以招引果報嗎?

即使有都不通，有當下就是，當下能招引果報，當下就輪迴。現在事實證明你不

是當下輪迴，所以無表色理論是不成立的。世親菩薩是一個很厲害的人，思維很精

密，即是樣樣都要破，你救到甲，救不到乙、救到乙，救不到丙。即是打仗，我預了

分幾路夾攻你的，你無法子逃出我指掌。好了，這裏破了，破了無表色。破了無表色

之後，即是說一切有部理論要不得了，它要建立輪迴理論的功能那裏，它是靠無表色

使到異時因果成立，因為造業能夠感果不是同時間，是異時。早期造業，今生死了之

後感果，是異時。它所講的無表色來救異時因果理論是不能夠成立。

至於另外一派，那個就是經量部，它就認為色心互持的說法，認為種子那派，都

不通。一方面，唯識家世親菩薩就用了種子概念，但是又破別人的種子(理論)，破你

所講的種子，我自己(所講)的種子就是正確。你的種子學說就不對，因為你的(理論)

未得完備，你講得不得完備，有漏洞。要使到它無漏洞的，應該把漏洞，將其指出

來。甚麼不對? 先看無表色，不是，看那個種子學說，甚麼叫做色心互持? 這個概念

就是這樣的，這個是經量部主張，我們眾生，我們剛才講，有兩個情況，心識會停

止。第一個情況就是在我們的無心定，無心定即是無想定，無想定即是在裏面、滅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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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這兩個情況。無心定即是無想定，就是外道人修行的；滅盡定是佛家，證了真如的

人才修行到。這兩種情況下，心識不起。心識不起就有問題了因為你說那些種子在哪

裏? 你說的種子功能，寄存在心識裏面，一般認為是這樣的存在。因為你說有功能，

功能在哪裏存在?是嗎? 一定這樣問你「存在哪裏?」哪些功能? 種子功能，有兩種種

子，一種種子叫做甚麼?物質活動種子叫做色種。第二種叫做精神活動種子，叫做心

種。

這兩種功能都是存在於心識裏面，一般情況。到了某個情形，那些心識的種子就

存在物質活動裏面，這點稍後再講。先講所有種子存在心識裏面的這個情況，是不通

的。為何不通呢? 有些眾生，在無想定和滅盡定當中，無心識顯現，你的物質性的活

動的種子，那些色種存在哪裏呢? 那你自己在無心識活動的時候，心識活動的那些精

神活動的功能又存在哪裏?它又答了，當無心定和滅盡定的時候，本來有一些心理活

動的種子，它們不起現行，因為無活動，那些功能要找東西放置的。我說這些功能，

它自己主張就放在色種裏面。心種就放在色種裏面。

色種有五根，因為在無想定和滅盡定的時候，是有身體的，有物質活動的，不過

不思想。物質活動是由色種顯現的，即是說色，物質性的功能，是存在的。那些精神

性的心理活動的心種就藏在色種裏面。色種即是我們根身，那麼就以為通了。好了，

這樣就以為通。那麼就藏在色種。它說當出定的時候，即是那個眾生現在不再入無想

定、不再入滅盡定，那麼就出定。出定的時候，心理活動再起不起?起了，起活動的

時候，靠功能的。靠甚麼種子功能? 靠那些心種功能。那麼心種哪裏來?

剛才說藏了甚麼? 色種裏面，從色種來。於是色種就變做心種，心種就變做心理

活動了。就是這樣的解釋。這樣的解釋，唯識家就說這樣不通。你說通不通? 不通。

原因呢? 為何心理活動是從兩種種子生?不應該了，因為我們看，譬如食芽菜，是用

一粒種子發，用綠豆發芽那些，叫做芽菜仔；用黃豆發芽的，叫做大豆芽。你見過一

些芽菜又從綠豆而發出來，同時又從黃豆出，你見過未? 你見過一些這樣的芽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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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綠豆發，綠豆又從黃豆出? 見不見過呢?未見過，那麼怎樣通呢? 一種心理活動是

從兩種種子出現的，不通的。那麼你說心種可以藏色種，或者色種藏心種，都不通

的。相反，有一些眾生的物質活動全無的，生甚麼天?記得嗎? 

生在那個無色界天，即是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

天，生在那些地方的眾生。他們只有心理活動，無物質活動。物質活動怎樣藏呢?他

又這樣解釋，藏是甚麼? 色種就藏在心種裏面，當他來生回來色界和欲界的時候，那

些色種、那些物質活動，先從色種生，色種又從心種生。即是物質活動是從兩種心、

兩種種子生。這樣叫做色心互持。色種、心種互相做把持的主體，即是心種可以藏色

種，色種可以藏心種，這樣叫色心互持。物質活動在無想定、滅盡定裏面，心種就藏

色種。

將來心種起活動的時候，心理活動需要從心種、色種一起生，兩種種子一起生。

當它在無色界裏面，無物質活動的時候，那些物質活動的種子，全部停止了，就變了

色種。色種又藏心種，當它將來變回欲界和色界的時候，那些物質活動起的時候，先

從色種起，色種又從心種起再生，又是兩種種子生。這樣無色界天的眾生，又是物質

活動，將來不能起。那你說業，業是從心種還是色種? 心種。心種在那個無想定裏

面，無可能有的。是嗎? 不可能有，根本無心的活動，那麼怎樣有呢? 將來又不能夠

起物質活動，跟精神活動配合，因為兩種種子，隨便一種種子不能起，你生無想定和

滅盡定的時候，將來你的心理活動無了。無了，又怎樣有心理活動去牽引來生生命。

如果生在無色界的眾生，來生永遠都不會變做色界眾生、永遠不會變成欲界眾生。因

為無物質種子，無物質那種色種。

那麼怎樣能夠輪迴在欲界? 怎樣能夠輪迴在色界? 變了三界不能夠輪迴，是嗎?

照你的色心互持說法，就三界都不能夠輪迴。你生欲界就無問題，你生色界就永遠…

…色界那個無心定、滅盡定之後，心理活動永遠都不能起。永遠都不能起，甚麼叫輪

迴? 輪迴可以從一種生命形態轉變成第二種形態，它將來永遠不會有心理活動的時

16



候，即是說它永遠在定中裏面，是嗎? 它不可以輪迴，生在無色界，就永遠都在無色

界裏面，永遠不會在欲界投生，亦都不會在色界投生。因為無物質，都不通的。這樣

都不通，這樣很弊的!我們初初以為經量部很能幹，建立種子學說，完全解決輪迴的

問題，原來不能夠的。

你想深一層，原來是不能夠的。唯識家就破了這種色心互持講法，(因為)不通。

不通的話，心識活動是怎樣的活動呢?唯識家破之外，有立的，不只是破的，那一派

只是破而不立，就是中觀。我們無講過中觀，日後我有機會就會講中觀。於是，它又

立了，唯識又立思業的三種說，建立。再看回去，這處就是立了，剛才破了兩派，但

是有兩件事無破，就是補特伽羅無破，就不需要破，根本不承認補特伽羅，(因為)有

我。

即是佛教有三法印，即是三種印鑑，講的道理是不是佛的道理、佛教道理。那三

種印鑑就是諸行無常，那件事物是否永恆的?說永恆就不是佛教。第二，諸法無我，

一切存在無靈魂的，你一說有靈魂就不是佛教。第三，涅槃寂靜，即是我們的生命體

追求、希望是了生死。涅槃境界是最高，寂靜境界，是我們學佛裏面最高的指標。那

個理論符合這三種印鑑，才是佛教。

所以不需要再破補特伽羅。因為那處根本不對，補特伽羅根本是講靈魂學說，所

以根本是不對。回去建立與輪迴有關的業，業，它說思就是業，業就是思，這個就不

是唯識家創的，就是我們上兩星期所講的經量部創，於是，第一，就將身口意三業的

體，都說是意識的思心所活動。思這個東西，不是思想，是思想，特別的一種思想，

思想就是甚麼? 是意志活動。思這個概念就是意志活動，即是英文的 will，產生will

那種力量，產生意志力量，基督教說自由意志活動，就是自由意志。唯識家和佛教究

竟有無一個自由意志?這個是另一個問題。值得佛教徒自己想想，有無絕對的自由意

志?有爭論的。基督教說自由意志，因為神會給自由意志你，所以你喜歡做善又可

以、做惡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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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善，你將來聽上帝講你會生天堂；你做惡，自己選擇落地獄的路，你自己做、

自己選擇吧。神一定給自由意志，free will 是嗎? 自由意志。佛家是否講意志自由

呢? 佛家(認為)單就意志本身是自由的。你自己可以決定的，為何? 我可以拿這枝

筆，可以不拿這枝筆，我自己可以做主宰。拿不拿得起是另一回事，我想去拿起，不

想拿起，想是無人禁止我的。那麼怎樣呢? 這點，佛家都是講自由意志的。有些情況

就不是完全自由的，這個是另一個問題，是緣生問題。

認為這種意志的本身，就叫思心所，即是五蘊裏面，叫做想蘊。色受想行識，色

蘊是物質活動；想蘊就是自由意志活動，這種自由意志活動，我畫錯了，行蘊，我講

錯了，色受想行，即是想蘊是取像活動，我見到白色就是白色影像、見到青色就是青

色影像。行蘊就是自由意志了，色受想行識，行蘊。受就是感覺了，快樂痛苦，色受

想行，行蘊就是這個自由意志。那麼就說身口意三業，其實得一業，就是意業。那個

意，不是所有意識都是業來的。

意識是有些見到白色，意的活動，意識活動。但不是業來的，只是意識活動當中

的一種，那種是決定我做不做的，決定我做又可以，不做又可以。那種力量叫做思心

所，這個才是業。心所有很多，有五十一個心所，在五十一個心所裏面，我意識活動

裏面，裏面有很多活動的，譬如貪心活動、憎恨心活動，見到東西的活動、聽到東西

的活動，我想聽東西的活動，想貪嗔癡又有活動，觸作受想思活動，慚愧活動、無慚

活動，很多種活動的。那麼多活動，是有一種思是業，自由意志的意志活動才是業。

意志活動是我要做又可以、不要做也可以，思心所，唯識家以造作為性，即是我可以

做，可以不做，這種決定力才是思心所活動。那麼這個就是業了，這個就是正式業

了。

那麼思這種活動是怎樣呢? 我又舉出三類的思，三種思不是種種都是業，一種思

才是，三種思活動都是這樣。一種叫做審慮思、一種叫做決定思、有一種叫做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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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三種思，這種才是業，這兩種不是業。甚麼叫做審慮思?這個審慮思就是思維活

動而已，未做一種行為之前，(純粹)去想一想它應不應做?想一想它。是慧來的，是

智慧來的，是慧心所活動來的。

譬如有個人快去跌進河、孩子將入於井，那你會不會拉他出來，讓他不會跌落

井。你未做行為之前，你自己會想一想應不應該做。你想過的，你想的過程就是審

慮。審即是很審慎，慮即是思慮，很審慎考慮清楚我應不應該這樣做。這種活動叫審

慮思。其實這個不是真的思，不是真正思，這個是慧心所活動，判斷是非。第二個決

定思，我應該去救那個小孩，讓他不要跌落井、不要跌落河裏。我拉著他，我決定的

時候，你都未做，我決定我一定要救他了，決定本身叫做決定思，都是慧來的。不過

慧為主，這個思，這個決定都是意志。這種意志為輔，但真真正正的業，這個是一般

人的意業。

因為是意識活動來的。意業的活動，不是真正的意業，意業的活動來的。這兩種

情況之下，譬如我決定了去救人，但是我不去救，你有沒有果報? 沒有果報的，你決

定了、審慮了救人，但你不去救、未救，或者被人扑到腳跌倒，你無救到。無救到的

時候，你都無果報的，無福報的，不過這樣都好，將來你很容易下決定去幫人。譬如

我決定去偷人錢、打劫銀行，我應不應該? 應該怎樣打劫? 我審慮我用甚麼方法打

劫，又決定我真的要打劫，但是我沒有打到劫，我被人捉了。我開快車，被警察逮捕

我，讓我時機消失了，那麼我有沒有受果報?又沒有，我無做到，我決定了，但我未

做，我無害人。我想我害他，我想去偷人錢，我偷盜的行為無產生，但都無果報的。

但是都是壞，為何? 你將來很容易再下一次決定去偷別人東西，是嗎?

就是壞影響，但是單就你今次決定的行為，是並無果報。不過促使你將來容易下

一些決定，繼續去做壞事，這樣的意思，容易些起，你的貪心的活動容易些起。但是

當下的活動不受果報。受果報是怎樣? 這個發動思，我現在真的決定要去救那個孩

子，我用我的意識推動我的手，去拉他回來，沒有死，那位小孩子是從死亡陷阱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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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了，這樣就做了行為，是嗎?或者你教人，你這樣做是不對的，那樣才對的，又

做了善，那就是做了善的語業。這個是由語業動身發語，動是身體行動去做，發語是

使到你的發音器官，真的講出有意義的說話，這樣才是真正的業，這個業就會受果報

了。

你動身發語的意業，是思決定，不止決定那麼簡單，決定支撐著你的行為，推動

你的行為，你就會做出你的活動，這個就是動發思。舉一個例，譬如我行過街，不留

意地踩死了一隻螞蟻，那麼又是不是惡業呢? 不是的，一又無審慮，又無決定，by

chance，螞蟻碰到我的腳，被踩死了，(我)不會受果報的。相反，是好都說不定，我

發了悲心，我真的不應該亂走路，我要看清楚地下有沒有螞蟻，下次踩少幾隻，將來

不會踩那麼多螞蟻，不會踩死螞蟻，更加小心走路。我不會隨便踩死，反而你的悲

心，不但無惡的報，福報驅使你行為檢點，你踩死螞蟻，你不知道不會有果報的。因

為你無審慮思，又無決定思，和踩死螞蟻的行為不是動發思來的，你無一種力量支撐

你身體，推動你身體去造業的，這樣就無果報的，不可能有果報。這個動發思做了之

後，又怎樣呢? 這種行為本身就熏成種子，功能就好似我們打拳那樣，做了一次之

後，第二次就會純熟很多，第二次就更加容易出來做，力量強了的。

因為業種子的功能，功能是愈活動得多愈強。熏成種子的力量就強化了。即是你

造善業多的時候，就是善的行為功能，在這生命體強化。強化了的時候，這種力量在

哪裏存在呢? 它說存在於心裏面，心要講明，是存在於集起心。唯識家有很多種心，

大致分做兩大類，一種叫做種種心，有間斷的，一種叫做集起心，無間斷的。甚麼叫

做種種心?種種有眼、耳、鼻、舌、身、意識是種種心，為何是種種? 每種心起的時

候，是依不同的根、對境又不同，所以種種差異。

譬如眼識，眼識一起的時候，叫做眼根，眼的根，對色境而有，對個聲境，無

的。眼根是不可以聽見聲音，不可以聞到香臭，不可以觸到軟硬，所以要靠眼根去對

色境才可以，對其他境是無的。至於耳根又對甚麼?聲境才起活動。鼻根對香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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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那這些活動就是種種的根，對種種的色，所以叫種種心。心即是心理活動，即是

有間斷，怎樣有間斷? 眼識可以不起的，你睡覺看不到東西。耳識可以不起的，你聾

了就聽不到東西，或是不是聾，睡了覺都聽不到。所以它是有間斷的，由此緣故，有

間斷的心，功能就不能熏在裏面，不可以藏在那裏。以前它沒有講清楚，色心互持，

它不懂得，它以為心只是種種心，即是眼耳鼻舌身意，可以停的。那佛家就說，唯識

家就說種子不是藏在種種心裏面，不是藏在意識裏面、不是藏在眼識裏面，眼耳鼻舌

身識都不會藏、不會藏功能，它自己靠功能發，其他功能不會攝持在那裏，為何?

它會間斷，有間斷。那麼要藏在甚麼地方? 除了藏在無間斷、經常會活動才可

以，哪些呢? 集起心就不會間斷，集起心即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即是第八識。我們

的生命體有一個識，是將所有功能統攝的。就是每一個眾生都有自己的阿賴耶識，就

藏了自己的功能。阿甲有甲的阿賴耶識，就藏甲的所有功能。乙就乙的阿賴耶識，就

藏乙的功能。攝藏功能的阿賴耶識，叫做集起心，就無間斷，經常都在活動，就不會

混淆了。阿甲的功能，有甲的阿賴耶識藏；乙的功能就有乙的(阿賴耶識)藏。所以我

們以前講要自作自受。因為他的功能，他自己作，他將來……我們未詳細講阿賴耶識

是怎樣，簡單說是他的生命體來的。至於說心識停的時候，是哪個識停?即是我說滅

盡定、無想定，是否集起心停?不是，集起心無停到，停的是種種心停，原來上面的

問題都解決了。

上面它以為心只是有六個識，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識一停的時候了，種子會藏在

物質……心種藏在色種，那麼是多餘的。唯識家說不是，有一種識不會停，就是集起

心不會停，集起心不會停，所有色種又藏在這裏、心種又藏在這裏，全部無問題。因

為你生在欲界的時候，那個色心的種子一起活動：你生在色界的時候，那個無想定、

滅盡定，心理活動無現行，但精神活動有種子，無散失，只是藏在哪裏?藏在集起心

那裏。如果你生無色界，那麼物質活動就無了，但是物質功能無散失到，亦都同時存

在甚麼? 集起心裏面，因為暫時未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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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銀行的寶庫有美金、有馬克、有加元、有港幣。我這裏在加拿大，便用加

元，那些美金、馬克便藏在那裏，藏在銀行裏面，保險箱藏著，無所謂的，(因為)我

未用著。當我去美國，於是將加幣都藏在(銀行)，就拿些美金出來，在美國用無問題

的。因為有集起心，所以，色心互持的講法根本不需要的，多餘的。因為我的集起心

把功能都藏著，所以上面的問題便不成問題了。那麼幾時才有新的生命呢?一期生命

終結的時候，那你聚集集起心裏面，那些業種子造助緣，增上緣，就激發你內心裏面

的內心物質活動，就生起一個新的世界。譬如生起一個地獄，你那些……地獄是物質

活動來的，於是由業種牽引其他變起地獄的物質種子，甚麼油鍋、甚麼刀山的那些功

能就起現行了，就變成假的刀山、假的油鍋，那麼你自己受回自己的果報。

譬如我生在無色界，無物質活動的都可以，無物質活動的業種子，就牽引你的集

起心裏面，那些純精神活動的功能，就生起那個無物質的世界。那個世界就是無色

界，即是你的定就是甚麼? 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

天，生在那裏。那裏就是純粹物質活動，不是，純粹精神活動，無物質活動的。那麼

通通在我的集起心的功能變現出來，這樣就 OK了，剛才所講那些色心互持講法，剛

才所講無表色，全部都是多餘，不需要的，這樣就產生這種講法了。就是思業的三種

說了。這三種說更加清晰，我有一個表格，我這裏有一個表格。三界活動，你造了善

惡業，譬如我今生造了善惡業，很多善功能都在這裏，那麼來生生欲界，怎樣辦呢?

你生在欲界，即是說你的色種子，即是物質活動種子，和心種子一齊起活動。

這個世界，你可以變山河大地、你有軀體，這個就是色變。但是我懂得思想，我

可以想到東西的，我又見到東西、我又聽到東西的功能，這個是甚麼?心種活動，於是

由業種牽引這些種子，就生在那種世界，那種是欲界，欲界其實有很多，有欲界天、

有人等等，不是一種世界，是好多種世界裏面，那就不詳細講欲界有幾多種世界。這

些本來的思想都不是佛教的，本來就是印度人相信的天，有各種的世界。第二種色

界，物質活動，生在色界有兩種眾生，第一種就是非無……先講無心定和滅盡定，有

些在無心定活動、有些在滅盡定活動，這兩類眾生就只有物質活動，無精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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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不是的，我生兜率天，兜率天裏面不是無想天，又不是入滅盡定，所以

兜率天的時候，又有精神活動的，又有物質活動的，那種色界天叫做非二無心的色

界。就與滅盡定和無想天那些純物質活動，是不相同的。如果你是生在一般的色界，

好似兜率天呢? 一樣，變現色種、變現心種，這些活動起現行，你只在無想定、無想

天裏面活動，或者滅盡定裏活動呢? 你只有色種子的現行。你的心理活動的心種不現

行。那麼現行的功能去哪裏? 就藏在甚麼? 藏在集起心裏面。仍然藏著，當需要時就

會起活動，不需要就不起活動，仍然在集起心裏面。如果另外的眾生應該生在無色

界，即是說剛才講，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那些，那些就只有精神活動，無物質活

動，那所以業種子牽引那些心種子，只有精神活動的心種子起現行，生那些天。

那些物質種子呢?就藏在甚麼? 集起心裏面，又不起活動，無問題。那麼即是剛

才我們講小乘經量部所講的色心互持那些問題，現在完全解決了，那麼全解決的原

因，就是靠一種講法建立，建立集起心。這個集起心的名字那麼有趣，習就是積習，

即是將一切種子，業種子好或者心種、色種又好，全部積習在裏面的，那些不起的種

子不是無用的，眾緣合和時，會生起活動。那所以這個心識就叫做集起心了。又解釋

完了，名稱有解釋，好似解釋種種心，為何叫種種? 不同的境、不同的根，所以叫種

種。 集起即是能夠積習種子，種子可以起現行，所以叫做集起心。

那麼我們今日就到這裏了。那麼下個禮拜是最後一次了，就講下面建立阿賴耶識

究竟是怎樣的。和究竟整個業是怎樣引起來生的生命呢?那個引起的過程的活動是怎

樣呢? 那我在下一堂，會用一些圖解，就會更加清晰。有甚麼問題？ 五分鐘討論。

今日所講這些純理論，有沒有我講得不清楚，你還要知道的，有沒有? 是，謝謝你。

聽  眾：「李先生，為何種種心會有間斷?」

李先生：「是，種種心有間斷，是因為眾生，這個事實來的，因為世界上的眾生當

中，是某種情況之下，他們的前六識會停的，好像你的腦部被人打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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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暈倒。你的眼識停了、耳識停了，鼻舌身意停了，你是有的，事實，

客觀事實如此。為何集起心會不停?這件是客觀事實，都是客觀事實。你不

知道，因為聖者說某一個生命體的力量，將功能攝持著，那種力量的名

稱，建立的名稱，給它名稱，叫做集起心。這個（心）我是經驗不到，不

是我們的經驗界，是聖者的經驗界才可以，不是我們的經驗界。這個就是

聖者自己經驗的。好了，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是?

觀  眾：「甚麼是涅槃？」

李先生：「涅槃，簡單（來說）是將一切煩惱銷毀了，那種清涼自在的境界，就叫涅

槃了。」

觀  眾：「是否要死了才可以？」

李先生：「不需要死了，當你……譬如你是小乘人修阿羅漢果，證了阿羅漢果，當下

你就涅槃了。那時候叫做有餘依涅槃，即是還有身體的，未死的。另一

種，他的身體完結了，這種有漏有煩惱相應殘餘身體都沒有，叫做無餘涅

槃。那時候他就死了。死了不是沒有東西，死了即是說有煩惱的軀殼死，

那種清涼無煩惱的利他的生命體沒有講到怎樣，如果你是佛，利他的生命

體就變了三身了。一種的體就是法身。第二是得到果報的報身。化度眾生

的身叫做化身，那麼就是利生了，化身利生。所以他的生命體不是死就是

真的死，不住生死。不住生死涅槃，那時候是無煩惱的，清淨自在的圓滿

境界就是佛的涅槃。純正的境界，但是都起用，簡單講了甚麼叫涅槃。還

有沒有其他問題？」

聽  眾：「我有點不明，佛教講無我，但是這個阿賴耶識的理論可能……」

李先生：「這個可能，你有懷疑? 這即是我？ 這樣的時候，下一堂就會講這個了。

之後下一堂，詳細將我與無我的差異，有人懷疑阿賴耶識是我，我就會列

出阿賴耶識的特質與靈魂特質的比對，看看它是不是靈魂。好了。」

聽  眾：「佛家即是佛教……」

李先生：「是的，一般人都不敢下一個那麼肯定講法。無錯。」

聽  眾：「我想問的是佛家講法是無靈魂講法，為何……招魂、勾魂……？」

李先生：「那個魂就不是靈魂的意思，那個魂就是我們在中陰身的一個過程，中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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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是所有佛教徒都講的，是有些佛教徒認為我們由今生的五蘊，與來生

五蘊的中間的生命存在體，我們用哲學的術語意思，那個存在體是過渡的

生命存在體。譬如我在這裏死了，我是欲界眾生，我生在天界的時候，或

者不是天界，我是欲界，生回欲界，我今生是人，來生都是人。那麼我今

生死的這個人，是很窮的，是 hunger，是餓死的。但是我做了很多善行，

我將來投胎李嘉誠的家族來到生，那他的幾百億身家，但不是即刻投胎到

的。因為他的家族不是有足夠緣讓他投胎的，要某些緣成熟才可以投胎。

緣又怎樣? 在小乘人講是清清楚楚的，要他們兩夫妻是敦倫，那個靈魂，

你的靈魂，不是靈魂，你的那個過渡體見到，沉下去才投生。他們不是經

常敦倫，你怎樣投生?即是他有機會，要等機會，中間要存在一段時間，是

兩種生命過渡中間的存在生命體，叫做中陰。陰即是五蘊，即是兩種五

蘊，前五蘊與後五蘊的中間存在體，那麼中間存在體的過渡，就是一個很

疏的物質性的活動，和很微弱的精神活動，這個存在體就叫做中陰。那些

打齋的就是警醒那些中陰，讓他們不要那麼沉入某種……譬如他投生去做

畜生，使到這個中陰不要那麼容易投去畜牲道。不過這處中間有些問題，

我先解釋這些問題，問題就是「是否打齋真真正正可以警醒到他?」我說不

可以，我講不可以，要前生業決定，不過前生的業，他對好多人好，他對

好多人是有善行，感應到別人，所以他死了，自自然然他的業，使到我們

打齋迴向他。所以做一套把戲給他看，這樣那樣的，警醒他不會落畜生

道，他會投入人道。其實是他的業決定他投入人道，你打不打齋不決定他

投入人道，這個是我的看法，這個是合乎佛理的。不是因為你打齋，落地

獄的眾生就可以超升，並無是處。為何? 因為盂蘭節的故事都是這樣，目

犍連見到母親落地獄道，怎樣救都救不出來，是嗎? 如果救到，釋迦教他

打齋、打齋救她出來，佛教十大弟子都不能夠因為他自己的善行，使到第

二個人從地獄裏超升，都不可能。怎可能呢? 所以我們見到某一個人死

了，我打齋，是他造善業感應我，感應我應該做我的本份，去打齋迴向

他，其實我打不打齋，他是一樣超升。如果是落地獄，我打不打齋，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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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獄。他造得惡業太多，你怎樣打齋都無用，他怎樣打齋都是落去。這

個是我的看法，我們俗些。他的問題未完，最後是你。

聽  眾：「……我有一個中陰身……」

李先生：「不是，或者你有中陰身，有些是無的。」

聽  眾：「譬如我的中陰身，但是……本身這個是輪迴投胎?」

李先生：「不是，輪迴的過程的小環節。」

聽  眾：「即是我們做不回人，就做了第二種東西。」 

李先生：「是，第二樣東西，畜生，無錯。」

聽  眾：「這個中陰身……可否理解成靈魂?」

李先生：「是，你可以理解成靈魂。但……」

聽  眾：「……是否我不做壞事，因為我知道死了之後，轉做中陰身，這個中陰身我

轉為畜生或者是……」

李先生：「是的，一般人的靈魂概念是無，我體會到你的講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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