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分了四節處理，那我上一次就講到第四節了，即是說大乘唯識的思想來到處理

輪迴的觀念，即是業的觀念，第四節，即是這處。第四節。大乘這個部份，我們分開

很多節，第一節講唯識那個論師、著作和繼承那處，我們就講完了。那一直講到應該

是第五段，第四段，即是你的這一段，這段。我們上一次就說世親菩薩的業論，就將

小乘部派那些困難全部處理了。處理了即是說在三界裏面，輪迴根本不成問題了。因

為如果用無表色的解釋，和用經量部的種子(說)和色心互持的解釋是有困難。

我們上一次就交代了如果用那個……將心分做兩大類，一類是種種心，第二類叫

做集起心，如果這樣處理，困難就都解決了。今日我不再覆述上面的道理。就重新講

下面，跟著系統下去，所謂種種心與集起心的差別、分別是怎樣呢?那我上一次講了

集起心，這個集起心就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觀念我是未開始介紹的，它是《大乘成

業論》裏面，說用集起心來到攝藏一切功能，是物質現象功能，色種，和精神活動的

功能，心種。

那麼心種和色種都由集起心去將其儲藏起來。所以在適當時間，那些功能就起現

行，就生起這個世界。種種心就是前六識，我們上一次講了的，即是由種種的根去對

應種種的境而去起現行的，是分別起現行的。這個集起心的概念，即是阿賴耶識，阿

賴耶識、集起心為何這麼重要呢?那我們引一段文字，用《瑜伽師地論》有一段文字

是講這個阿賴耶識的。這段文字就是這樣說，它說：「阿賴耶識是一切雜染的根

本。」一切不清淨的活動的根本，雜染即是與煩惱相應的活動，是包括物質活動和精

神活動的根本。又是一切有情世間的生命根本，有情世間即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根

身、器世界、我們身體、我們都有五蘊，我們身體的五蘊叫做有情世間。

是生命來的，將世間分做兩大類，一個是生命的部份，和世界那部份。生命那部

份叫做有情世間，這個阿賴耶識是一切生命根本，這個有情世間就是我們的生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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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所組成的根身和我們根身的活動，譬如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活動，都是叫做有情

世間。那麼又是一切器世間的根本，器世間即是器世界，即是我們有情世間所住的地

方。譬如我是生在人界，譬如地球就是器世間。那我不是生在人界，我是生在天界，

我生在兜率天，三十三種天的時候，你(所住)的每一個天都是一個世間。那麼都是叫

器世間。譬如我生在地獄，地獄是器世間，因為地獄的有情住在地獄這個世界。那麼

這個世界就叫做器世間，器世間即是有情世間所依的世界。那這個所依的世界，唯識

很有趣的，不是客觀地存在，並不是有一個客觀存在的世界，這個世界，你以為客觀

存在的世界，是識變現的，你的心識變現的，你的生命自己變現的。

即是說我們的生命就不是我們的軀體那麼渺小的，我們的生命就遍你所認知的世

界，你所認知的宇宙有幾大，我們的生命就有幾大。所以唯識那個理論在這點，請大

家注意，它不是客觀獨立的世界，而且這個你以為的世界，都是你的識一部份，都是

你阿賴耶識的一部份，所以這個世界以甚麼為根本? 以阿賴耶識為根本。另外，這個

阿賴耶識能夠攝持一切的法，生起法的功能，一切法種。種即是功能，種子，一切種

子的功能的意思。即是說一切的物質功能與精神活動功能，都是由阿賴耶識攝持。它

說能夠攝持一切的法的種子，即是一切種子是由阿賴耶識攝持。既然攝持種子，種子

起活動，變起很多東西，它說因與果都可以變起，就說現世的……

這個阿賴耶識是現在世的苦諦的體，又是未來苦諦生起的因，又是現在集諦生起

的因，這段說話講甚麼呢? 這段說話就是回應我們初初在第一講的時候，原始的釋迦

所講的四聖諦法。四聖諦法即是現實的生命是痛苦的苦諦，是果來的。為何生起現實

痛苦的生命和世界?由於你是有雜染，兩樣東西，一樣就是煩惱，第二樣是業，由於

你過去因為煩惱和業做因，就引起現在痛苦生命的果，那麼苦諦就是世間的果、集諦

就是世間的因。那麼，另外那兩諦就是：一類是滅諦，一類是道諦。滅諦就是理想生

命，出世間的果，即是說涅槃，滅諦即是涅槃，涅槃是煩惱寂滅的境界。那麼，怎樣

才得到煩惱寂滅的境界? 就是修道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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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就是方法，就是修八正道的方法，就是出世間的因。於是因果關係。因果關係

在這處想表達甚麼呢?表達這個現在生命，它是苦諦來的，苦諦的體是阿賴耶識，阿

賴耶識是根本，所以你今次就生現實的生活，生在痛苦的生命和痛苦生命的世界。即

是前面這個甚麼?器世界和有情世間，有情世間和器世間就是現實的生活，苦諦的

體。那同時間，這一世你要造業的，今世你要造業，很多業的，你造業的時候就引致

來世的痛苦的生命。所以現在你阿賴耶識的活動就是未來的苦諦的生因，現實苦諦的

體，阿賴耶為體，將來又會引致未來生命輪迴。

即是未來生命的生因，就是這個阿賴耶識。未來生命的生起因，即是集諦。所以

他就說是現在集諦的生因。這處講的整堆東西的時候，我作了一個簡單的表，阿賴耶

識是一樣能夠有四種的作用。一種作用就是末耶識和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七識的根本

所依。那麼這個阿賴耶識是雜染的，那個末耶識又是雜染，就是煩惱的。前六識都有

煩惱，因為末那識就是我們那個人，潛伏在生命裏面的執著，是執著我癡、我見、我

慢、我愛是我執的根本。由於我執根本的時候，所以八識的前六識都有煩惱相應，不

是清淨，是都有煩惱跟它結合的。

譬如你去幫人，幫人的時候，我的內心有我去幫，這種我去幫，本身已有我執，

是嗎?對方就執那個法，對面的法，他讓我幫助，我就是能幫，他就是所幫。所以能

所相對。甚麼是煩惱? 所以怎樣清淨法都與煩惱結合的， 所以一切雜染法由七個識

互動，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都是。你眼識見顏色，要執著實的顏色，貪著

顏色；聲音，這種音樂好聽，那種音樂不好聽。起種種執著，無一種識是純清淨。你

怎樣善法，都與煩惱相應。所以叫有漏善，不是無漏善。

無漏的善法就完全無煩惱相應，我們的生命所以叫苦諦的原因，你經常與煩惱相

應，所以為何阿賴耶識又變了一切前七識的所依呢?因為阿賴耶識在上面講過，是攝

藏功能，前七識的功能在哪裏來的? 就是你的阿賴耶識所攝持的，阿賴耶識的名稱叫

集起心，即是一切功能由它積集。這些功能現行了，現行起前七識了，由於現行前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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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緣故，所以說阿賴耶識是一切雜染的根本。第二，為何說它是現實、現世的苦諦

的體?現世苦諦即是說現在生命，是兩件事。一種就是有情世間，一種叫做器世間。

有情世間是物質來的，器世間是怎樣變現的?客觀有一個有情世間，器世間，是你的

阿賴耶識功能變現的。

前面的末那識，和眼耳鼻舌身意的七識，是精神活動來的，但是變現的根身和器

世界，是物質活動來的。物質活動是由你自己生命的阿賴耶識的功能變現。由於你的

阿賴耶識變現根身和器世界，所以你的阿賴耶識就是甚麼?苦諦的體。它本身是痛苦

的生命，不是客觀地存在，是主觀功能提供的現行。那這處將關係解釋了，甚麼叫現

世的苦諦的體?現世苦諦的體即是前面所講，變起器世界和有情世界，為何說它是未

來苦諦的因? 和現在世的集諦的因?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阿賴耶識裏面，既然起了其他識，這些識在現世當中起活動

的，所以它有兩種功能，一種功能就是色種的功能，即是提供物質活動功能；第二種

就是心種活動，精神活動功能。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功能，有兩種很重要的影響我們

的輪迴。 一種是惑，即是煩惱，即是貪瞋癡；第二就是造業，造善的行為、惡的行

為，是思業，即是我們的思心所，即是我們五蘊當中的行蘊。色受想行識的行蘊，那

麼這些活動，即是說……甚麼叫做集諦? 集諦是煩惱加業，由煩惱做增上緣，業就做

因緣，那就起活動。這些活動本身就能夠招引來生痛苦的果，所以未來苦諦的因。這

些現世的活動，現世造業的活動，與煩惱相應造業的活動，是將來輪迴的時候，招引

新生命的因。新生命是未來的，不是現在，現在是現實生命。

而這個就是現實的，這些是現實的，這些就是未來。今世造了這些因，招引未來

的苦果。今世的因就是甚麼?未來苦諦的因。同時，這個因的本身現在講是集來的。

現在積集煩惱、積集那個惑、積集煩惱、積集業，惑與業，積集善惡行為。那麼善惡

行為積集的時候，就是現世集諦的因。那麼現世集諦的因與未來世苦諦的因是同一樣

東西。是同一樣東西。是苦，是否同一樣東西? 因為現在你說煩惱與業是現在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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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煩惱業的名稱就叫甚麼? 集諦。這個集諦就是未來生命的因，是嗎?

今世你做了有煩惱，有煩惱的善惡業，當世不招果的。是集不招果的，但是這些

的功能就潛伏在阿賴耶識裏面，將來生起未來的生命。所以未來生命就怎樣? 苦諦來

的。諦有生命，現實生命來的，器世間和有情世間，所以今生所造的集諦，就未來是

苦諦的因，是嗎?看圖解就看到關係的前面那段的文字，後面文字的關係就看到了。

這個表表示甚麼?表示你所造的業與將來得的果，通通不能離開阿賴耶識，是嗎? 阿

賴耶識統攝的。統攝過去、現在、未來，過去了不要理會它，過去了的外面世界和內

邊的根身，外面世界。我寫錯了，是內變根身，這個外變世界，這裏內外調轉了。

外變世界，內變根身，不是另外客觀存在的，是我阿賴耶識功能顯現的。就不是

另外有一個……好似印度傳統那樣，是靈魂。今世就好像從一塊海棠葉那樣，就吃了

海棠葉，把海棠葉都吃光就跳到另一塊海棠葉再吃。這個就是第二世了。那一世完

了，那條蟲，尺蠖之蟲就「噗」一聲跳去第三塊葉。這樣的時候，葉是一個世界。那

條蟲就比喻甚麼?靈魂，神我由一條蟲過第二條蟲、第三條蟲。那麼唯識家就不是，

蟲與那塊葉是一體來的，是一個生命體的變現。完全是阿賴耶識的顯現，這處暫時都

不是很清楚，接著下面我會更加講清楚些。多了些種子的問題。我再花少少時間去

講，稍為清楚一些。接著第二部份就建立另一種學說，就叫做種子學說。

《成唯識論》有一段說話是講種子學說的，「此中何法名為種子?」甚麼叫做種

子功能呢?它說「本識中親生自果功能差別。」本識即是阿賴耶識，怎樣本識是阿賴

耶識? 阿賴耶識是一切有漏法的根本來的。剛才那處說了一切變起我們根身的根本、

變起器世界的根本，所以叫根本識。這個根本識裏面，是一種功能來的，種子是功

能。功能是甚麼? 是能夠親生自果的功能，甚麼是親生自果?即是說功能是潛能，潛

能起用，用不離開潛能。好似我們要將電筒開了它，電筒的電能力、潛能，當它照出

去的時候就是用。用是不能離開電、電池，離開潛能。種子一樣，種子是變起現行，

變起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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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世界和種子是二個關係，一個顯關係，一個隱關係。種子是隱藏，在現實世

界，在現實的現象是顯。那便有隱顯的關係，所以就說它是一切……隱顯關係就是功

能，就能夠親生自果功能。那又怎樣叫做親生自果的種子概念，是真的從種子概念的

譬喻來的。好似一個芽，芽就是果來的。由甚麼生? 由穀種生芽，穀種就是親生穀芽

的因，是嗎? 因為生穀芽不只是靠穀種，還可以靠陽光、水份、空氣等等的條件。這

些陽光、空氣、水份等等不是親生，不是親生穀芽最根本的要素，而種子才是要素，

即是暗示甚麼? 暗示一切現象出現的時候，它不是只靠種子的，它還要靠其他的緣。

好似一粒芽菜，一條芽菜，它變成芽菜的最主要親生自果就是芽菜種子，但是還要靠

其他的緣。水的緣、陽光的緣、空氣的緣，溫度的緣、人手的緣等等的緣，這些緣就

不是親生自果，是助緣。親生自果是主因，即是說種子是產生現象界，包括物理現象

與心理現象、精神活動等，產生各種現象那個主要的因。甚麼叫做差別呢? 

差別這個字只是修飾那個功能，是各種各樣的功能的差別，差別這個字是英文的

various的同義，varies，不同的 functions，various functions。但通常在漢語裏

面，就說不同的功能，但是梵文不是先講功能，後面那個 modify，修飾語在後面

的，這樣叫做功能差別，差別的功能，即是不同的功能意思。能夠親生自果不同的功

能，那麼這些功能是怎樣的?功能就在本識裏頭存在的，那麼原來你讀佛經，你解經

的時候，要找出主要的詞，那即是說種子就是功能。是嗎? 但你不清楚是甚麼功能，

種子就是各種各類差別的功能。

那麼功能是怎樣呢? 能夠親生自果的功能。是本識裏面存在的功能，這些詞語全

部都是修飾一個字，就是功能這個字。種子就不是一粒粒種子了，種子是功

能，function的意思，energy，一些能夠生起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那些 energy，那

些 energy是無形無相，energy是無形無相的，就說它叫做種子了。那麼種子和阿

賴耶識有甚麼關係? 這個問題，那麼它說，阿賴耶識和種子有不一不異的關係，這個

種子和能生種子的本識，阿賴耶識和所生的果、和所生的現象，種子和現象、阿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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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三者有甚麼關係?關係就很有趣的。不一不異。不一不異要解釋，怎樣叫不一不異?

它就再解釋了，由於有體用的關係，所以就是不一不異。有因果關係，所以不一不

異。為何體用關異係和因果關係是不一不異?讀書要「打爛沙盤問到篤」(問到底)，

原因是體用一定不可能同一的，因果又不可能一的；體用不可以異的，因果又不可以

異。

那我講體用了，譬如我說電芯是體，發出光的是用，光與電源，即是儲電那個電

池，是不一不異。怎樣不一不異? 如果一的時候，等待電池完的時候就應該發光，但

實際等電池的時候，都不會發光，最客觀的緣具足，你要開電掣，讓鎢絲通過電，那

電源發出用，所以它不是一。但是不是異? 不是異。異的時候，就不用要那塊電芯、

電源都可以發光，異是兩樣東西，離開電池發不到光的，顯然不是異。兩者關係的體

用一定是不一不異的。一定的。

譬如水為體，水能載舟為用，這樣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能載舟為用的時

候，水與載舟的力量是不一不異，是嗎?如果水與載舟的力量是異的時候，就不用

水，那些力量就能夠載舟，離了水，那隻船怎樣能夠浮?那如果你說一的時候，載舟

是一的時候，那麼所有水都能夠載舟，但不是的，不是所有水都能夠載舟的。某種情

況它能夠載舟，某種情況下它不能夠載舟。

那所以事物就有體用關係，一定是不一不異的。因果關係又是，所有有因果關係

的事物都是不一不異，再舉剛才的例子，譬如芽菜的芽與發芽菜那個種，荳種是不一

不異。如果發芽菜的芽與荳種是一的時候，那麼就拿一粒我吃的種，食的那粒綠豆，

即是食芽菜，是一，是嗎?那你不用發芽菜吃了，你就買一些荳回來咬，即是食芽

菜。你說不是的，芽菜軟軟爛爛的，又有水份、又很舒服、又很甜，那些綠荳硬的，

怎會一? 異就是我的芽菜不需要荳發，兩樣東西獨立(是) 異，兩樣不同的東西，它自

己存在。芽菜還芽菜，荳還荳，但是離開荳，哪有芽菜呢?所以因與果，兩樣事物有

因果關係，這樣又不會說不一不異，又不會說亦一亦異，一定是不一不異。種子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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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耶識是不一不異的，種子變起現象，又是不一不異的，這處怎樣解釋呢?簡單舉出

一個圖解，第八識即是阿賴耶識，有三種力量，重新再分：一種叫自相，自相就是能

夠持種的力量，阿賴耶識攝持很多功能的。

功能，一定有一種功能將其他功能統攝起來的，那種能夠統攝一切功能的力量本

身就叫做自相，阿賴耶識的自相，即是持種力量就是攝持，功能就是：能藏、所藏和

執藏的作用。甚麼叫做能藏、所藏和執藏? 即是說阿賴耶識能夠攝藏那些功能，這些

叫能藏。這些功能起現行之後，它們又再被阿賴耶識攝藏的。即是它能夠攝藏功能，

功能能夠住在阿賴耶識裏面。阿賴耶識有兩種力量，一種是能夠藏的力量，主動的，

一種是被動的，那些功能可以返回阿賴耶識。即是起現行之後，再返回阿賴耶識，不

會散失的。阿賴耶藏是能藏與所藏的功能。還有阿賴耶識被第七識……

我講過有我癡、我見、我慢、我愛那種力量，是我們人的人格來的。我們人有人

格，國有國格的，人格，就是普通凡夫的人格就是執著，起我執。為何起我執? 因為

執著阿賴耶識是靈魂?為何人經常要記著有一個靈魂? 以為自己有靈魂?是錯誤執著，

根本無靈魂。但是阿賴耶識好像以為有一個靈魂在我們的生命裏面，我們第七識起

執，和第六識都執，執阿賴耶識是靈魂。

於是，有一個執藏，執藏不是藏那個意思，是被執的體，是這個是藏，這個藏字

代表體的意思，是被這個末那識執它做靈魂。這個是阿賴耶識的總體，它是能夠攝藏

力量和被攝藏的，又能夠被人執為靈魂，這是阿賴耶識的自相。另外一個是阿賴耶識

的果相，何謂之果相呢? 當現行的時候，當世的根身和器世界，即是現實生命是由阿

賴耶識功能起現行變現的，這個起現行變現，是有漸變與突變分別。譬如，你現在由

出世到現在，你的生命是漸變的，這個宇宙是漸變的。譬如溫哥華，舊年的溫哥華和

今年的是不同的，那就是漸變。漸變的時候，為何會漸變?

它說阿賴耶識的功能使到漸變，即是它每個變化都是阿賴耶識使到變現。甚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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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變? 就是今生完了，你不再生在這個地球，你生在兜率天，你就是「啪」一聲，突

然間變現那個世界，兜率天世界。變現兜率天世界都是阿賴耶識提供功能給它，所以

提供功能是受緣的影響，增上緣，就是你過去世，到底造了幾多善的行為、善業和幾

多惡業。所謂善業與惡業，是兩種 counter balance，互相排斥的力量。這種趨勢到

底向上或者向下?或者平衡發展? 向上就生天，向下就生地獄、餓鬼。平衡就生回做

人。視乎平衡的情況而定。即是說有餘勢力，由餘勢力推動你的生命趨向，大概向哪

邊發展的。

所以即生完了就變另外的生命體、變到另外的世界的時候，這個是突變。這個突

變就叫它做甚麼? 異熟。異熟果。異熟即是異時而熟、異類而熟、變異而熟，那麼就

可以有突變的轉變。那麼同時一切法的生因，就叫做因相。阿賴耶識裏面攝藏很多種

子，這處講攝藏的力量而已，但這處就著種子本身，它就變起八識了。它一個種子就

變起能夠能藏的一切力量。另外其他種子有時變起末那識、有的變起眼識、有的變起

耳識、有的變起舌識、身識、意識等等的變起，起活動。之後做染的行為、做淨的行

為、做善的行為，做惡的行為。各種行為都是要靠種子現行，於是三種不同的角度去

看，有自相的攝持力量、有果相的變起的異熟果報力量，即是輪迴。還有因相，變起

一切物質活動與精神活動的力量，都是第八識。

那麼我們再用圖解看看，這個阿賴耶識好似一個世界那樣，是每個眾生各自獨立

的，你有你的阿賴耶識，他有他的阿賴耶識。裏頭就有很多點點點，就是種子了。色

心種子，色即是物質，色種是變起物質現象的種子，變起精神活動的心識種子。阿賴

耶識的種子就變現根身、器世界，即是說這個是痛苦的生命來的。苦諦的體來的，我

們的根身、器世界是物質活動，物質活動就需要有色種變現的，變現的時候有因果關

係。第一，種子做因，就變現物質活動的根身，器世界做果，這樣就是因果關係。即

是種子變現根身，變器世界，就是由因起果。但變現的器世界，器世界每個剎那生滅

是不同的。我種一棵樹，昨天未發芽，今朝就發了芽。樹那處就起變化，起變化時

候，未發芽時候的樹形態，熏回阿賴耶識裏，阿賴耶識生出新的活動，使到今朝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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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態出來。

即是物質活動都有熏習，即是當種子現行的時候，現行再熏回阿賴耶識裏面攝藏

功能，從未散失。功能是一生一滅、一生一滅不斷的起變化，那就有熏習。當熏習的

時候，外在起現行的活動，即是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做因，就熏習成新的種子做果。

這樣就調換現世的物質活動就做因，再成為新種的果。這樣便是因果關係。那即是說

種子與現行，是有因果關係。剛才講了逢因果關係要是甚麼? 不一不異。即是種子為

隱的狀態，現行活動是顯的狀態，隱顯之間是不一不異。

那這處講物質，精神活動都會靠功能，精神活動就在阿賴耶識裏，有很多心種，

心識的種子功能，現行了。現行就是前六識和末那識，之後產生煩惱了，造善惡業

了。跟其他眼耳鼻舌身意那些認知活動，譬如眼識是認知顏色的，耳識是認知聲音

的，鼻識是認知氣味的，舌識認知味道，身識是觸境的，這些認知活動，每一種活動

都要靠功能的。甚麼提供功能? 你自己生命裏面的阿賴耶識的心種提供，提供功能的

時候，於是種子做果，是嗎? 對不起，種子做因，同時果在上面，這處我無寫下去，

就變現這個心識活動了。造業了、又起煩惱、又認知活動，做果。這個認知活動起煩

惱、造業了又做因，再熏習。熏習那些業回去阿賴耶識裏面，那麼那些種子又做果，

那些煩惱、業、認知活動做因，於是種子和心理活動之間又是因果關係，一因一果，

因果關係。因果關係就是剛才解釋，永遠都是不一不異。即是種子功能與你造業力

量，兩者之間和認知活動，與及起煩惱都是有因果關係，所以兩者之間都是不一不異

的關係。

那麼再看了，這處沒有講體用呢? 只是解釋了因果關係，就無體。阿賴耶識是體

來的，阿賴耶識是總體，攝藏了所有功能，種子是用來的。離開種子無阿賴耶識，離

開阿賴耶識無種子，這樣就是體用關係。體用關係又是不一不異，剛才舉了例，以水

做體，載舟力量為用，那就是體用關係。一體一用之間亦都不一不異，由這樣的說

法，我們就發現阿賴耶識是體來的，阿賴耶識裏面起活動的力量，它的功能就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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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種子為用。由於阿賴耶識為體，種子為用，那麼體用不異了。體與用是不一不

異，即是說種子與阿賴耶識是不一不異。

另外，種子為因，它就生起這個器世界為果，種子這個器世界和心識，就是因果

關係。又種子就做因，就變起未來新的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又變果。種子和阿賴耶識

又有因果關係，於是種子和阿賴耶識亦都是不一不異。這樣體用又不一不異，與因果

又不一不異。那我們又說阿賴耶識與種子之間是不一不異的關係，和起現行的現行現

象亦是不一不異的關係。那麼就解決了功能與我們生命體的關係。今次我們還要再看

看，怎樣輪迴呢? 就這個表格了，就是第五節講十大論師與輪迴的闡釋。

這處的十大論師，原來世親就寫了《三十頌》，《唯識三十頌》之後，他就死

了。在他後代的人就將《唯識三十頌》道理，加以不同的解釋，就有十個名家的解

釋。那十個名家的作品，在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的時候，帶回來中國，就翻譯了它

們，翻譯了就變了一套書，那套書就叫《成唯識論》。即是我剛才引用過了。《成唯

識論》的解釋，是根據十大論師解釋的，十個人解釋，就是十個著名的人解釋，就變

了這套書。他們就將輪迴解釋得很透徹，即是唯識那派的思想來的。

那麼第一就講輪迴的過程，應該怎樣。應該可以的，因為掌握了概念。阿賴耶識

的概念已經掌握了，集起心的概念又掌握了，將種子概念又掌握了。將這些思想就綜

合它們，就可以反映出來我們怎樣輪迴的。麼在《三十頌》裏面，就有一段文字，它

說「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異熟就是果報來的，果

報，將異熟代入去做果報，來生果報。它說為何會有輪迴?來生果報? 它說有兩種

的，第一種叫做「諸業習氣」，習氣即是種子，就由現行熏做種子，叫做習氣。

習氣的字義，能夠現行的種子就叫做習氣。由於各種各樣業的業種，業習或者業

種，為何用諸字? 用眾數。因為業有多種，有善業，有惡業，有無記業，善業有無限

那麼多的。惡業又無限多的品類，所以所有不同品類的業種做增上緣。「二取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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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這個習氣又是種子來的。這個「二取習氣」是能取、所取的習氣，能夠取是執

取，是心種；被人所執取就是物質活動，色種。那即是二取習氣，物質的種子，即是

這個色種，與精神活動的心種，就叫做二取習氣。同一個名詞有不同名稱解釋，二取

習氣代表心種、色種，簡單些叫做名言種子。

這幾個概念都要記一記，名言種子即是物質活動與精神活動的功能，又叫做二取

習氣。精神活動是能取的習氣，物質活動是被人所執著，實在客觀存在的物質來的，

所以叫做所取習氣。這處就有兩樣東西，一樣是業的功能，加上那個色心的種子功

能，兩種東西加起來。當異熟果報、當今生的果報完了，即是那個人死了，就能夠生

起未來如異熟的、未來生命，未來輪迴的生命。

那即是說我們輪迴靠兩種力量，一種靠過去的業種力量，第二，只有業是不可以

的，業種做助緣而已，還有親生自果的物質活動與精神活動的功能，起現行，變起世

界，兩類功能變起這個世界。我這處就用圖解，你發現這麼有趣的一個圈、一個圈，

意思就是我們的生命，總體就是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每個剎那起變化的，不是好似

靈魂那樣不起變化，每起一個圈就是一個變化。虛線圈即是說每個剎那起變化。這個

就是現在的阿賴耶識，變化變到未來的阿賴耶識，那就不一樣的，你看一看為何不一

樣?先看現在，現在的阿賴耶識的時候有因果關係的，就由種子為因，阿賴耶識為

果；由現行為因，種子為果。於是它就由過去的阿賴耶識變化成現在的，它是不斷起

變化的。

所以我就用虛線落去，表示過去，過去代表現在。阿賴耶識怎樣變起這個世界的

現實生命?先有一些種子，業種子就起現行了，叫做增上緣。增上緣就幫助緣，幫

助，就好似我們發芽一樣，除了穀種之外，還有增上緣，就是水份、陽光、空氣、溫

度等等，客觀其他條件。業種子就是一些功能，是過去世你做了善惡行為，一個餘勢

力，將來餘勢力就幫助我們起一些福報、莊嚴的世界、莊嚴的生命，和非福報，痛苦

的生命、痛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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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世界和痛苦的生命本身變現不是業種子，是叫做名言種子，就是二取習

氣。即是色心活動的種子，即是物質活動的種子和精神活動的種子，這處指物質活

動，那麼物質活動種子做因緣，是親生自果，是親自變現那個世界，即是變現現實世

界。特別我們在這個地球了，這個地球就由過去世，你造了善的行為和惡的行為，就

熏習做業種，在阿賴耶識裏面。那麼過去世你死了，所以今世就要靠過去世的業種，

做增上的助緣，刺激你的阿賴耶識裏面的物質種子起現行，那就變起兩樣東西，一樣

是你的根身，即是你的生命，即是你有五根身體；和這個身體就住在這個世界。

這兩樣東西就變起現世的生命和現世的器世界。這樣變現了。但是變現了的時

候，這個世界不起活動，變起這世界怎樣可以呢?你生的世界起活動的，你一樣要行

住坐臥，你要成長的，你會衰老的，是嗎? 你會思維、你會做很多活動的。於是還要

靠其他功能，使你的生活充實的。這些行為亦都靠種子，就要靠這些種子。譬如我們

先造業，今世你再造業，造業就是思種。我們上個禮拜講了，因為這個我的意識裏

面，決定你造善行，或者決定你造惡行，那種決定力和推動力量、那種種子就叫做思

種子，是思心所。

即是說觸、作、意、受，想、思，即是說五蘊裏面的行蘊，行蘊的功能起活動，

行蘊功能起活動時候，造因緣就是作業了。除了作業，煩惱又起的，只是作業不可以

的，一定要煩惱支持他作業，無煩惱不會作業的，這個是惑業苦。惑與業，這個是苦

來的。這些叫惑，就是煩惱，業就是造善惡行為，就是由思種子推動那個行為。推動

行為的時候，它有餘勢力剩下，即是熏習的，由現行熏回做種子。所以這處的次序又

發現，那又回去熏習做業種，諸業習氣。體即是思，亦都一樣是思來的，思起造業，

造完業之後的思就變了叫做業種子，又熏回去阿賴耶識。現在這個剎那如是，下一剎

那如是。

那如果你的生命是一百歲，由出世開始，你變現這個世界的生命，由出世開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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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造業。於是，經過一百年的造業，造無限那麼多業。那就熏做無限的業種，就攝藏

在阿賴耶識裏面。所以一出世的阿賴耶識，與第二個剎那的阿賴耶識是不同的阿賴耶

識。因為初初的業種無那麼多，是嗎? 你愈做愈多業種，即是你生存的每一剎那，阿

賴耶識都起變化。變現世界時它就會起變化，另外你做行為，每一種行為都有餘勢力

熏回阿賴耶識裏面。即是說你阿賴耶識每一剎那都起變化，所以有這些圈了。第一個

剎那是這樣，第二剎那是這樣 ......變到幾時就突變呢? 變到你今世死亡，死亡的時

候，突然有一個大變化，上個禮拜有人問我(有關)中陰身。中陰身就是一個突變的過

程，中間那個過渡的生命。

但不是所有眾生都有中陰身，譬如你生在地獄就無中陰身。譬如你今世死了，你

造惡業太多，罪惡滿盈，到你死了就突……就地獄的，沒有靈魂游蕩的，游到地獄生

的。因為地獄不能投胎的，可以投胎才有中陰身，無投胎怎會有中陰身游去呢?不可

能的，所以有人問有沒有中陰身，我不會答他的。我只會說可能有、可能無，在特殊

情形之下決定，譬如我生在這個西方極樂世界，西方極樂世界那處無人懷孕的，你一

生就生了。

所以彌陀經講甚麼? 有彌陀、有大勢至菩薩和甚麼? 觀自在菩薩，蓮花接引，是

比喻來的，不是真的拿著蓮花來接引你。那位觀自在菩薩和大勢至菩薩豈不是經常很

忙?不可能、不需要的，因為你是化身，你死了，將你的阿賴耶識就變起一個世界

了，就即刻變，不需要變起一個中陰身，浮游、浮游到極樂世界。如果浮游，那即是

好似惠能，即是《六祖壇經》所講東方人就有罪，做了壞業，就念佛求生西方，那西

方人有罪，念佛求生哪裏? 一樣，問到答不出，不需要的，不需要這樣來接引你，你

是無中陰的。

無中陰身的，只要即死了，就化生，即是變現。譬如化生，化生即是這樣，譬如

你現在在這裏生死了，來年你生在西方極樂世界，你就突變，這個有少少不是十分恰

當，因為用業。你都可以用業的，念佛的業，其實就不是用業去生西方極樂世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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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另一個問題。當念佛是業，當過去世念阿彌陀佛，  念很多佛的時候，他又做很

多善業，善的行為，那些善行激發你變現了很莊嚴的西方極樂世界，變現你的身體是

很健康的，無痛苦的身體，於是變根身，未來的生命的根身和未來生命的器世界。是

由業種子做增上緣，和名言種子，即是物質活動的種子，做親生自果那個因緣變現。

那麼變現的時候，你去西方極樂世界起，你可能又修行，修行都有思。那麼思就

變了做業，做善業，不會做惡業的，西方極樂世界是無惡業的，為何無惡業? 因為西

方極樂世界是沒有做惡業的緣。無條件走去做惡業。做惡業都有緣的，條件引你做惡

業的。不是個人自己生出來做惡業，有很多客觀條件使到你做惡業。你說西方極樂世

界沒有的，於是你都是熏一些善的種子，再熏回阿賴耶識。你在西方極樂世界的第二

世都是善的，你都生回去西方極樂世界，平的，它不會高低變化。他很平寂那麼過

去，不過你在每一個剎那之間，你的善的功能要做多、要做強，多都不可以，用強字

才可以。本來就不多的，本來就無限多，愈做愈強，那些煩惱種子愈做愈弱，那麼熏

回去阿賴耶識裏面。

但是，如果你未來世不是用突變，用另一種形式去突變，譬如我在餓鬼道，於是

你今生完了的業，就潛伏在阿賴耶識裏面，你那些惡的業種起現行，刺激你的名言種

子，變現一個惡的世界、痛苦的世界，你變了一隻狐狸，是被老虎追捕的時候，變現

一個這樣的世界。森林就是你變現的，森林就是你的器世界，你的狐狸身就是你的生

命，有根身。是由業種子刺激它，由名言種子變的。那些狐狸當世都會造業的，是

嗎?牠就會捉這動物食，捉兔子食，捉其他動物食那樣，食飽了都會再食的。很狡猾

的，愈狡猾，牠愈做很多業的，於是又由思種子決定造業。造業的時候，每做一種業

都熏種子在阿賴耶識。這隻狐狸就有三十歲才死，被那隻老虎咬死，咬死的時候牠落

地獄都說不定。因為牠那些惡種子還多，又潛伏在阿賴耶識，又有一個突變了，

「啪」一聲又突變。狐狸要有一個中陰身，為何?狐狸有一個中陰身，因為牠投胎。

牠投胎在狐狸媽媽處，投胎幾多個月? 我不知道，我不是生物學家，我不知道幾多個

月，但是牠一定要經過中陰身，投胎到狐狸母親處，然後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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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落地獄就不需要中陰身了，牠「啪」一聲就變現地獄現象，於是未來的生

命。所以你發現整個變現，整個輪迴過程當中，並無客觀存在的世界，又無一個客觀

存在不變的靈魂，並不需要靈魂，完全是你阿賴耶識裏面，自己種子的功能活動。有

些起、有些不起，功能無量的，它可以變現很莊嚴的世界，亦可以變慘淡的世界，慘

淡的世界變起，莊嚴種子又不起的。莊嚴世界種子活動的時候，慘淡世界的種子潛伏

在阿賴耶識裏面，如果你修行就將慘淡種子消毀，如果你不能夠修行，就永遠消毀不

了。所以壞人始終都是要做壞事，他受了很多次警誡、受了很多次教訓，但是第二次

都會做，吸鴉片煙，家破人亡之後，有機會又會再吃的。為何? 他的阿賴耶識裏面的

貪的功能沒有毀壞，完全潛伏了，它一有緣具備就會起了，就是無去修行的(結果)。

由於無去修行，佛家就要修行，要修行將功能怎樣伏它和滅那些功能。做來做去

都是滅功能的事，那你的生命就充滿著功能。功能充滿整個世界的，你的生命充滿世

界，你的生命不是你的身體，你的身體是甚麼?你由業種子刺激名言種子，變起根

身，變一部份，這個世界是身體，如果世界不是身體，怎樣去認識那棵樹?那棵樹是

你一部份，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所以，我不會無端斬樹的，無端斬樹是斬自己生命，

是你生命的一部份來的。你要懷疑了，那樹是我生命一部份，那你的樹又是你的生

命，那我和你的生命有沒有混淆嗎? 你有這樣的懷疑，是嗎?

他們說都不是的，因為那棵樹對你來說，是你的生命；對我來說，是我生命的一

部份。那棵樹對你，可能你很喜歡那棵樹，對我而言，我可能不喜歡。因為那棵樹擋

著我門口，我不喜歡。但是對你不是的，街道有很多樹做風景一部份，所以那棵樹對

你、對我是不同，不過我們大家在不同的環境下都佔有那棵樹。那棵樹是很多生命體

的共同變現，都是共變。好像現在的光，我分不清我現在眼前看的光，到底從這盞燈

來，還是從那盞燈來，分不到。

其實就是分清楚的，我眼前的光就是哪裏來的，你經過分析，你應該知道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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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們分析不到而已，我一眼望過去的時候，一片光。究竟這些光是哪一盞燈來源，

我們不知道。同一棵樹，共變的樹，各有各自己受用的樹，所以同是一個月亮，我是

快樂的人，畫一幅漫畫，嘴巴是向上的，是嗎? 如果我很愁苦，或者畫的嘴巴是向下

的。都是那個月亮，不同人就不同的(感覺)，因為你見月亮的時候，月亮是屬於你的

生命，我是愁苦人，見月亮是我的生命，所以我繪畫的形態與你繪畫的形態是不相同

的。你的嘴巴向上，你的嘴巴向下，就不相同的。

朱光潛先生是一位心理學家，他就說古松的三種態度，對於古松，即是松樹，那

棵松樹，古松，每個人看都不同的。科學家看松樹就會想年輪有幾多圈，從年輪來猜

測它有一百年或二百年的生命，他注意到這件事。但是那個木匠，他看一下古松，看

哪一棵樹椏、樹幹，哪一部份可以做某件東西，是嗎? 但是一個藝術者看到古松，怎

樣蒼勁?怎樣峭拔? 氣勢怎樣? 大家看到的都不同，為何?那棵古松對你的生命與對我

的生命是不同的，是大家不同的，所以就是我現在講說話的時候，講說話是你的生命

變下去、我的生命變下去，就是每一人的生命，聽到我的聲音，他所領悟的東西是不

同，因為他阿賴耶識裏面的功能不同。他自己變起自己，我講說話是助緣來的，給你

一些緣，你自己托我的緣，自己變現你所了解的意義。座上幾十位朋友，每一位朋友

所理解的業論，即是輪迴學說，都不相同，在程度不相同，甚至內容都不相同，就是

這樣的緣故。那麼繼續講多一些，才做一個總結。我以前講過十二因緣，即是在原始

佛教的時候，又講過部派(佛教)說一切有部，將十二因緣解釋成三世二重因果，如果

是唯識就不需要這樣講，我就跟大家講唯識怎樣看十二因緣。我想很少人這樣講十二

因緣的解釋，看看怎樣。十二因緣，我們就說以無明為緣有行，無明是煩惱，行就是

甚麼? 造業。業做緣，就引伸現在入母胎那個體，叫做識。以無明緣行，行緣識，識

就有名色。

名色就是五蘊來的，名就等於受、想、行、識，色就是色蘊，有五蘊慢慢成長。

有五蘊就有六入，六入即是六根，即是眼根、鼻根、耳根、舌根、身根、意根，那麼

在母體完成了，之後出胎了。出世了，就接觸世界了，就是觸，觸是心所來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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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接觸世界就有感受。有快樂感受、有痛苦感受、有不苦不樂感受，那就是

受了。有受的時候，就以無明緣行，過去因引致現在五果。過去因引致現在果，現在

造業，又起煩惱，愛與取是造業，愛是執著一件東西，取就造善惡行為。造業和感

果，不是，造業，造煩惱和造業。造業引致未來生命的力量，有，就是潛伏一些潛

能。將來一有機會就會變起生命，那麼死了，這個有就變起未來的生命開始，未來的

生命又會生住異滅，又會死亡，於是又十二因緣。但是這個解釋就是原始佛教和有部

派部思想的解釋，在唯識就不是這樣解釋的。唯識怎樣解釋呢?

唯識用種子解釋，唯識(就以)我們的阿賴耶識所有種子，含藏十二因緣。當我們

的癡心所，癡，貪瞋癡，是心理活動。當癡力量起活動的時候，就是現行了。當它未

起活動的時候，它是種子。於是無明就是癡種子的現行來的，好了，甚麼叫做行呢?

癡即是煩惱，貪瞋癡的癡，激發煩惱。激發煩惱的時候，就起活動了，造業了。造業

的時候就是思心所來的，業即是思，以前講過的。即是審慮思、決定思、發動思，那

種思的力量推行你造業，所以它是一些種子和現行。現行去造業，那麼是現世、當世

你有煩惱。當世你造業，起煩惱的時候，刺激你生命體裏面的功能起活動了，生命體

裏面有色，即是剛才(講)未來變起我們入胎的生命，名色就變起五蘊那些活動，六入

就變了六根那些功能。觸就變起能夠接觸外境的功能，受變起苦樂的功能，這些功能

就是名言種子。

即是物質活動與精神活動的功能，那些物質活動和精神功能，就由惑與業，惑即

是無明，業即是行的現行刺激它，然後它起活動。起活動，將來這些功能就靈活活

動，(對)將來是很重要的，生起世界，那現在未生，都是功能，潛伏功能。就是激發

生命裏面，阿賴耶識裏面很多功能的。激發將來準備生未來世界的物質活動功能和精

神功能，那麼就刺激它的活動起現行了。所以這個就叫能引支，即是說惑與業就能夠

引伸那個果。苦果，叫做所引支。這個變起痛苦的生命，變起痛苦的根身，和變起痛

苦的器世界，所以就叫所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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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功能的時候，未變的，因為缺少一樣東西，缺少煩惱滋潤。所以跟著又有

煩惱，過去是煩惱來的，貪，以貪為主的。取亦都是煩惱來的，貪為主，將愛與取這

些貪種子，它就現行，就將前面的煩惱，業的種子滋潤它，將將來變起未來生命物質

活動和精神活動，種子就滋潤它。就好似生發荳芽一樣，除了荳芽在的時候，水都要

滋潤它，是嗎?陽光、溫度滋潤它，使到芽將來很容易就發出，是嗎?未發的，種子來

的，所以你變現未來生命的功能，就是這些了。即是變起識、變起名色、變起六入、

變起觸、變起受，這些功能需要得滋潤，滋潤是煩惱滋潤，滋潤它。滋潤它，將來真

的能夠變現，快要變現，就叫做有種子。滋潤成就受了滋潤的業種子和名言種子。因

為你要滋潤，要強盛，好像荳芽未發成荳芽的時候，水滋潤它、陽光滋潤它，讓其強

大起成，強大到甚麼情況?強大到當生命完了，這些業種子做增上緣，和名言種子做

因緣，就生長出來，就生了。

生的時候，就是這些種子，這堆業種子，這堆還有甚麼?名言種子，受滋潤就變

了有了，變了有支。那麼就變起一個新世界，未來世界，就變起世界，新的世界。變

起新世界的時候，還有力量支持它的，繼續變。即是剛才的表格都有一欄繼續變的。

繼續變不是一個剎那，是一百年的。一直支持到它活動，支持它起變化，於是怎樣?

生就有甚麼? 老死，即是變老，因為生住異滅，種子就不斷由強變弱、由強變弱，到

最弱的時候，那今生就死了，死了的時候，就變起來生的生命，因為在今生當中，它

又有無明、行、業等等，

這些東西再起現行，就變起來生了。

於是，就這個愛取有，就是能生支，功能來的。生與老死，叫所生支，未來生

命。由這樣，能引支就是現世的，所引支又是現世的，能生支(是)現世的，即是現世

的十種因，就招引所生支，就是來世的，生是未來世生，老死是未來世老死，於是這

二支就是未來世的果，二果。於是，現世的十因，未來世的二果，這樣叫一組因果。

但是未來世又有十因的，即是未來世雖即有生，又有無明的，又有行的，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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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名色、六入等等的，於是未來世又有十因。這樣去引生未來、未來世的甚麼? 二

果，於是，現在世十因引生未來世的二果。過去世的十因引起現在世的二果。我們過

去有十因，今生有生與老死的二果。未來的時候，就是現世有十因，又引生未來世的

二果。未來世又有十因，又引起未來未來世的二果。未來未來世又有十因，去引生甚

麼? 未來未來未來世二果，於是，見到的關係都是二世一重因果。這處解釋十二因

緣，是特別一種意思解釋。這種解釋比較清楚，為何清楚一些?因為二世一重因果，

就很清楚前面是現世，後面是未來世。或者前面是過去世，現在怎樣? 是未來，很清

楚。但是如果我們不是這樣解釋，三世就很麻煩了。

這個首兩支，就是過去的因。中間那五支就是現在的果。那麼這三支就是現在

因，然後這個就是未來果。中間就有問題了，有甚麼問題呢? 現在世是否沒有無明

呢?不是的，因為愛取的時候，都有無明的，顯示不出來。現在的十因，未來二果，

很容易知道當世就有無明，當世亦都有愛、有取，齊了。那這樣的解釋就是唯識家獨

有的。一般人不讀唯識不懂解釋的，不懂解釋那個十二因緣。我覺得這個解釋是玄奘

的聖言，是解釋得最圓滿的。

那麼整個輪迴不能夠離開十二因緣，十二因緣是種子功能，全部都是種子。種子

在哪? 全部都是唯識裏面的一部份。阿賴耶識為體，種子為用。種子為體，現行為

用。現行為體，種子為用。那麼種子現行是關係展現，好了，如果它這樣解釋全部的

時候，我們的困難就應該完全無問題。那麼做總結了，我們就說輪迴學說並不是佛家

自己獨創，是印度自身有的。那麼佛家就利用它來解釋生命，但是解釋有問題，是哪

裏呢? 佛家所講的輪迴是無靈魂。無靈魂怎樣輪迴呢? 你說五蘊是輪迴體，五蘊是會

有聚有散，譬如今生五蘊是將所有功能攝藏在五蘊，但是一死，五蘊都散了。那些功

能去哪裏? 我怎樣引來生生命? 和一散的時候，第二個眾生又散。

第二個眾生的功能與我的功能混亂了，是嗎? 那麼就不能達到自己作業；自己受

果報的原則，因為倫理關係很重視就是自作自受。就變了不能夠自作自受，自作共受

20



或者共作自受、自作他受、他作自受、共作自受各種都有可能。那麼就很亂的，所以

一破了無明，不是，一破了我，無靈魂的時候，就根本不能成立一個輪迴學說。但透

過上面所講述的唯識種子學說和阿賴耶識的學說，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看看，第

一，解決了無我亦都有輪迴的主體的問題，不需要有靈魂做主體的，阿賴耶識做主體

都可以，那麼為何呢?

第一， 阿賴耶識並不是一個靈魂，並不是那個神我，但它有兩種作用，第一它

能夠攝持業種子，又攝持名言種子。攝持名言種子的時候，就將來變現世界，就親生

因緣。攝持業種子做增上緣，刺激名言種子變起這世界，變起新世界。這個世界本身

是甚麼? 就是五蘊。變起你的五蘊，譬如今世，色蘊就是我身體和我身體住的世界，

是色蘊。受想行識，精神活動，你的生命就只是這樣多東西。你的生命就是你那個軀

體和軀體所住的世界，和你軀體所住的世界的一切活動，活動就是四蘊。

所以你輪迴的主體就是五蘊，但是五蘊不是輪迴的主體。因為這個五蘊是靠阿賴

耶識的業種子做助緣，名言種子即是色心種子，即是物質活動的功能，精神活動的功

能，是做親生的因緣，變現的是剎那生滅，每一剎那是一生一滅、一生一滅，很多功

能的，無限功能不斷那樣此起彼落，此起彼落的活動，好似我們汽車的活塞，「乒乒

砰砰」那樣起活動。就這樣起活動，起活動的時候，五蘊怎樣會引致來生生命呢?

五蘊今生完就散，散了不要緊，散了的時候，每一個生命有阿賴耶識。散了的時

候，所有種子功能全部藏在阿賴耶識裏，未散的時候，已經在阿賴耶識裏藏。全藏在

阿賴耶識，但阿賴耶識不散的，阿賴耶識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即是我們剛才畫一個

圈，(種子功能)都入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全藏。阿賴耶識是生生滅滅，生生滅滅不斷

起變化，每剎那起變化、每剎那起變化，虛線。這樣，突然間今生完了，於是它

「 」一聲地變現新的世界，這樣，新的生命統一體。咔

即是由這裏，今生阿賴耶識起變化，起到今生完了，就起一個突變了，就起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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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賴耶識突變。於是又再起世界、起活動，又有五蘊了，這個前五蘊，這個後五

蘊。這個「前異熟既盡」了，這個「復生餘異熟」。前異熟的果報終結了，後異熟的

果報生起了。這樣都是阿賴耶識的，因為阿賴耶識是無停的，無活動停到的。不斷活

動的，於是就沒有說五蘊散失，不能夠招引來生生命的這個問題產生了。那麼你會說

阿賴耶識不就是靈魂嗎?阿賴耶識是輪迴主體? 答案不是，阿賴耶識不是輪迴主體，

為何?

如果你執著靈魂是輪迴主體，那你問一問輪迴有甚麼特點?對不起，那個靈魂是

輪迴主體，靈魂有甚麼特點?那我們分析一般人，你問一下他們甚麼叫做靈魂?有些人

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不知道不用說，他自己都不知道靈魂是甚麼?不需要講。但是

印度人就很清晰的，佛家研究印度學說又是很清晰的。把別人一般講的靈魂，有五個

特點：第一個特點，它是不變的，靈魂不可以突然間變化，不變化，它都承認不變

的，常的、永恆的。

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未來是這樣，無變到的。第二，靈魂是無組織成份

的，無 components組成，不是一幅牆，它不是一幅牆，它是磚頭砌成的，不是

的。靈魂是沒有東西砌成的，靈魂就是靈魂，一個東西，它叫靈魂，不是有很多東西

集成。這張桌子又是砌成，前面是一塊木、中間是一塊木、底部又是一塊木。由那些

components組成的，靈魂有沒有 components呢? 無的。無東西組成的。無組成

部份，它一定會承認的。你不懂，問一下他：「靈魂是存在，或不存在? 是永恆存在

還是不永恆存在?」他一定答永恆的。這樣，靈魂有沒有東西組成?他一定答無東西組

成的。靈魂是一個個體，完整的，用英文 unique的，unique的，無東西組成的。

這樣，你再問了，靈魂可不可以分做兩邊?答案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將一個靈魂分做

兩個。不可以的。靈魂是不能夠分割的。你再問了，靈魂可不可以突然間消滅的?不

要靈魂，無了、靈魂變了零的，答案是不可以的。過去是那個靈魂，現在靈魂、未來

靈魂是不可以滅的。它一定是永恆地存在的。靈魂是否能夠主宰我的身體?主宰我的

生命? 主宰我的身心? 答案是一定能夠的。如果不能夠，靈魂是無意思的。靈魂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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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主宰你的。靈魂要來做甚麼呢? 無意思。

最少有五個特點，除了五個特點，還有加一些特點，第一種特點能夠造業、造行

為，因為它能夠自己主宰身心，身心便是行為。就衍生一些行為了，造善的行為、惡

的行為、不善不惡的行為。還有感受痛苦、感受快樂的。如果靈魂不能夠感受痛苦、

感受快樂，有甚麼不相同呢? 那是無用的。那靈魂一定可以感受痛苦、感受快樂，還

加一些東西。那為何不講兩樣呢? 即是這兩樣(外)，其他都可以。那個阿賴耶識一樣

可以做到。所以我不講。你說阿賴耶識不是靈魂，為何? 那看看為何。靈魂是恆常不

變的，阿賴耶識是剎那生滅的，是無常，那麼相不相同?剛才我們說過阿賴耶識是甚

麼? 是由前剎那那樣，後剎那那樣，再後剎那那樣，是不斷起變化的。每一個剎那都

不同樣，它又不符合第一個條件。

第二，靈魂是沒有組成部份，阿賴耶識有的，阿賴耶識有攝持種子的力量，和無

量功能是被阿賴耶識攝持的，有很多功能的。它有組成部份，它有很多

components的，所以是第二個不同。

第三， 靈魂不可以分做兩樣東西的，但阿賴耶識可以，可以分做這個種子、那

個叫現行，當現行的時候，這個叫做意識。這個叫做眼識、這個叫做耳識、你那個鼻

識，這個舌識、身識，這個阿賴耶識、這個末那識，可以分的。是嗎? 整個阿賴耶識

裏面，它由變成很多部份組成的。好似一個國家裏面，這一省、一省那樣分開的，這

個叫做 BC省、那個 Alberta省、那個Manitoba省、那個Ontario省，可以分的。

合起來就是一個國家，加拿大，分就甚麼? 一個省、一個省、一個省、一個省。跟阿

賴耶識一樣。因為阿賴耶識有很多功能，起眼識的，眼識那部份，耳識那部份，可以

分散的。很多心識的，那麼第三點不同的。

第四點，你那個靈魂是不可以滅的，阿賴耶識要滅也可以，你不滅更加不可以。

不過你想滅都不可以，你想不輪迴，無那麼容易，你修行吧 ! 那麼透過修行到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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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究竟位有三個可能性。第一，外道，我們不可以度。小乘人，阿羅漢就是究竟

位、和那個辟支佛是究竟位。辟支佛、阿羅漢就將那個阿賴耶識的煩惱全部消毀，不

叫阿賴耶識，叫做清淨無垢識。不是，簡直那個東西不要，爛了，消毀它了。成佛都

是究竟位，成佛者，不但無了阿賴耶識，已經變起三身四智，變了淨土的世界，清淨

的世界，就將有漏的阿賴耶識煩惱全部消毀了，第四點不同。

第五點，那個靈魂主宰我們身心的，阿賴耶識是不能夠主宰，是隨緣的。甚麼緣

具備，它就起那種活動。緣不具備，它想做都不可以，它想做善的行為都不可以。要

很多緣具備，才可以做、能夠活動。緣不具備，它就不能動，即是說是機械化的，條

件制約的存在。由於五種原因，我就說阿賴耶識不是靈魂。所以阿賴耶識並不似靈魂

那樣，是輪迴的，做輪迴的主體。阿賴耶識不斷起變化，輪迴……為何輪迴?剎那都

輪迴，正式講的，是嗎? 每剎那的情況不同。今生我學了，上一剎那，我就不懂這個

道理，現在，下一剎那，我懂道理，我已經起了輪迴。輪迴是自然的輪迴。因為我生

命充實了，我明理些，我剛才是迷昧的，我現在豁達、我現在清晰，我現在小疑小

悟，有些人問我甚麼是大疑大悟。

我每剎那都會輪迴，不過一期生命完了的時候，那個變化比較大些的意思。假立

叫輪迴，其實無輪迴這回事，大的突變，叫它做輪迴。小的變，你就不叫輪迴而已。

所以有些人說每剎那都在輪迴，每剎那都輪迴，即是每剎那的生命是受上剎那的生命

影響，那麼是很積極，因為所以每一剎那，你的生命都要注意到的，是影響下一剎

那。上一剎那，每一個行為，都會影響將來的生命，將來的行為顯現，所以並無因為

無靈魂而不能夠輪迴的這件事。那我們總結了這處。

跟著，再做一個小小的總結，產生第二個問題了。以前我們說我們的五蘊是輪迴

主體，我們死了，輪迴就散了，功能豈不是散了?現在有種子學說就不怕了，思種

子，造作善的行為、惡的行為。這些善的行為、惡的行為是思的活動，都 (起)現行

了，熏習做餘勢力，這些餘勢力就熏進去阿賴耶識裏面。當有機會，當我今生完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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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五蘊沉了，這些餘勢力就變起新的生命。當一期生命結束的時候，業種子做增

上緣，做增上緣而已，業種子不會變起世界的，做增上緣招引來生的根身、器世界。

來生的根身和器世界，是由另外的種子造的，那些種子叫甚麼?叫做色種與心

種，叫做名言種子。即是剛才我那個圖，就是這個。業種子就是行的業種子，業種子

是刺激識、名色、六入、觸、受這些的種子，變起未來的生命。要靠這些種子的。所

以我們用種子學說的時候，我那個功能不會散失，是由那個阿賴耶識攝持的，它的作

用就是增上緣作用，刺激作用而已。刺激色身種子起現行，所以功能問題並沒有問

題，全部阿賴耶識攝持的，全部功能變現。接著自作自受，更加容易解釋，因為每個

眾生有自己的阿賴耶識，我的生命我自己阿賴耶識攝持，第二個生命自己的阿賴耶識

又攝持，阿賴耶識自身又很多種子，攝持了所有種子。所以眾生起現行的時候，我的

種子與你的種子就不會混淆了。

因為你的種子由你的阿賴耶識攝持，我的功能由我的阿賴耶識攝持，於是彼此的

功能並無錯亂。雖然這個世界可以共變，但是共變的時候，是你受你的，我受我的，

大家同時生溫哥華，但是阿甲感受與阿乙感受不同。所以你的功能跟我的功能並無混

亂到，因為你的阿賴耶識攝持，我的阿賴耶識攝持，所以輪迴這件事就由本身自己的

阿賴耶識，是透過業種子做增上緣，名言種子做因緣，這樣變起的世界。你變你的，

我變我的，但是我跟你有緣，但大家變的世界有相似的點，大家有緣，大家同時變起

世界佛教會。你有份變，我有份變、馮生你有份變等等，他是董事，一定有機會變。

共變的世界，大家有機緣坐在這裏，大家討論這個輪迴的道理，因為大家有緣。

緣是甚麼? 即是你的業，過去的業，與我過去的業有相同點，是否所有眾生都有相同

點?不是的，有那一隻獅子，就無緣了。那隻獅子不要走進來，走進來被我們打的，

是嗎?那隻美洲豹走進來，被我們打的，打走牠。牠的緣與我們的緣不同，因為牠的

業與我們的業不同，那我們很多芸芸眾生中，是某類眾生大致的業是相近的，有機會

走在一起，共變這個世界、共變現在講的聲音，共變一起理解業的道理和輪迴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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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知識。但是結果都不是一樣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講的與聽的人都不是完全

一樣，那就不會混淆了。

原因就是輪迴是假體來的，它的功能變現才是實在的。功能變起，每個眾生都有

自己的功能，不會混淆的。那就一定會自己造業自己受，就好似剛才我們的表格那

樣，自己作、自己受，就不會搞亂的。就將三個困難解決了，那麼輪迴的學說，今日

過了四分鐘，不過我仍然讓你們問，我就以為大致無困難了。在唯識角度解，無靈魂

一樣可以有輪迴的可能性，輪迴不是真的死了才輪迴，這個是我說，是每一個剎那都

是輪迴，不過第二世的輪迴是突變，今世當中每剎那的變異是漸變這樣。好，謝謝

你。

聽  眾：「請問十二因緣的識跟五蘊的識有何不同之處?」

李先生：「現在講十二因緣這個識，現在我用唯識的識一樣，現在用唯識解釋那個一

樣。就在原始佛教是一樣，但(與)說一切有部不一樣，因為說一切部講的五

蘊裏面的識，是後面變現行、變現名色、六入那些的，而這個識就是入母

胎那個主體，這個說法就是說一切有部所講，而《中阿含》、《長阿

含》、《雜阿含》所講那個識，這個就等於眼耳鼻舌身意六識。唯識家一

樣，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不需要另外建立入胎的識，這處就有一些不同

的。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聽  眾：「我上一次就問過關於靈魂……」

李先生：「是、是。」

聽  眾：「靈魂，我就自己以為……種子學說……有沒有人反對這種講法……」

李先生：「就是唯識種子道理未開、未流行的時候，外道的人就不懂得這件事，不懂

的。其他派別亦都不承認的，那所以小乘人有兩種，有些開明的人就自己

仍然說自己最主要是修行，關於這個宇宙怎樣形成，我用自己的十二因緣

解釋就足夠了，就不會深入探究。所以他們認為你唯識講那套，是你自己

建立，不是佛陀建立。大乘非佛說那派的思想是這樣的。但是開明的小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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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道理，他明白的時候，他都不會反對，因為在資料顯示，無一派

能夠透過著作去攻擊這個唯識種子學說，說它解釋業論解釋不對，無出

現。即是說顯示兩種人，一些人完全接受，有些不接受，又不敢講，原因

就是無更高的理論去支持他駁斥唯識業論。唯識業論就看我們經論資料裏

面顯示是最圓滿。即是說世親菩薩的《大乘成業論》出現的時候，其他學

派根本無人反對過，就是這樣的。資料顯示是這樣的。

聽  眾：「那麼阿賴耶識呢? 是唯識一派所創立?」

李先生：「是，對的。」

聽  眾：「佛有沒有提過的?」

李先生：「是。」

聽  眾：「那佛陀有沒有提及過?」

李先生：「當然沒有了，佛陀立的，又不是無。佛陀，你跟大乘經，譬如，我舉例，

在《瑜伽師地論》裏面，就將整本經引的，那本就是《解深密經》，《解

深密經》有講的，《解深密經》就有阿賴耶識的道理，但是小乘人不承認

這個阿賴耶識，大乘的《解密深經》是佛陀講的。站在小乘人的角度看，

佛陀並無講到阿賴耶識。那麼大乘人在宗派，宗教思想很熱誠的人就說這

個阿賴耶識是佛陀親口說的。因為有經做根據，這本經叫做《解深密

經》。除非你否認了《解密深經》。但是學者有兩種解釋，學者就說《解

深密經》裏頭所講的那套道理，《解深密經》那套道理不是完全佛說的，

是後期的大乘學者根據釋迦的思想，將它演繹出來的，圓滿化。那個精神

跟釋迦講無相違，但是說法是有不相同，是對當時的機，即是當時的思想

很清晰，他需要很清楚分析那個業論是怎樣? 業論最簡單的基礎是四聖

諦。將四聖諦那個道理，將它衍生出來的，這樣就變成唯識思想了，於是

就有三派說法了。一派就是反對的，認為絕對不是的；第二派就說完全是

佛陀講的，佛陀親口講的；第三就是學者的看法，就是後期的學者將釋迦

道理發揮，圓滿化而成的。三種態度，你隨便取一種。你要三種態度的客

觀敘述就是這樣的。好，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是學理上的問題先，現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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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你有沒有一些懷疑?無靈魂是不能夠輪迴的。你一定要搞清楚，我講

這個講座的目的是這件事，目的是唯識家與……不只唯識，與所有佛教徒

都說無靈魂的。無靈魂的時候，是否都能夠輪迴?你想問的問題，請問。

聽  眾：「我本來想問一問你……譬如我們好多時候，講得……即是如果輪迴，但是

我們都不記得，無以往的記憶。那其實，譬如今世來講……那個意義…

…」

李先生：「好，你問這個問題都很有意思。你說意義上，我不知道怎樣解釋，但將我

們知識的角度，我就這樣看，即是將你的問題衍生，我們怎知道有輪迴?

是嗎?我怎知道有輪迴，因為我無記憶。將問題衍生，讓你知我想甚麼。我

們無記憶，那麼我怎知道我有輪迴呢?答案是我們可以訓練我們對輪迴的認

知，在定裏面，佛教是說修定的，在定裏面，有一個宿命通。在六通裏

面，有一種通叫宿命通。宿命通即是過去，過去你是怎樣存在的狀態? 你

是有能力知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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