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识规矩颂讲记——唐思鹏老师主讲 

笔录  蒋祖远 

  �第一盘 A 面� 

  过四观�1、文字关�2、义理关�3、修证关�4、弘宣流布关。 

  全文共分四大段�一、前五识颂�二、意识颂�三、末那识颂。四、阿赖耶识。 

  每一段中有三颂�全文共十二首颂语�一首颂语四句�共四十八句颂语。 

  每一段十二句�其中前八句讲世间杂染因果�唯识��最后四句讲出世间清净因果�唯智�。

每一段中讲唯识唯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杂染因果讲了六个方面。 

  1、唯识的性�善、恶、无记�2、量�识认识境界叫量。分为现量、比量、非量。3、境�

识所认识的境界分为�性境、独影境、带质境�4、界地�识所生的界地�在三界九地中�哪

些界地有哪些识�哪些界地没有哪些识。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5、心所�每一个心王

的识与此相应的心所。每一个识相应的心所有多少不等�或善或恶的不定。6、作用�识的作

用。 

  清净因果中讲了三点�转识成智的时间、名称、作用。哪些识转哪些智�转识成智的过

程如何�时间怎样。《八识规矩颂》把世间出世间染净两方面的因果都如实揭示出来。作者玄

奘法师把唯识博大精深最极圆满的唯识教理行果四大部分来加以精集提炼、浓缩总结。所以

《八识规矩颂》言简意赅�文少而义繁�故称为总持法门�以少文字包括许多义理。 

  第一段�“性境现量通三性”�讲了前五识三个问题�一、性�二、量�三、境。前五

识所缘的境为 “性境”�从因缘所生有如幻体性之境。有体性者是依世俗谛而说�幻相�有

体性。依胜义谛来说�一切诸法实无有体性可得。所以依胜义谛是一法不立�依世俗谛来讲

要善巧方便�因缘生法的道理要如实弄清楚。也有从缘所生法�假法不从缘生�。诸法显的假

法──无有体�从缘生的法──有其幻体�就像一个人无有一个实在的男女可得。每一个人

由少到壮到老死�即有生必有死�是自然规律�最终还是无所得。但如幻的男女有�说明幻

体有�实体是无。 

  这一颂中性境是指色、香、味、触这五种尘境。其中色是眼识所见。①显色�青、黄、

赤、白显现于外有颜色可见�②形色�有形状、大小、高低可见。③表色�口唇摇动、手足

屈伸等表现在身体上肉眼可见的动作。 

  所谓有体性之色主要指显色�既青、黄、赤、白等是缘生法�从种所生�它是实色。也

就是说有如幻之体叫性境�是眼识所缘。眼识所变眼识直接认识的境界。而长短方圆的形色

不是性境�它不是体性之境�它是由青、黄、赤、白所显的一种形状�这种形状不从种生�

是假色。而性境是眼识所见�从缘所生有体性之境。耳识所缘的境界是声境�声境有三��1�

执受大种声��2�不执受大种声��3�俱大种声。前两种都是从种生�后一种严格说来也是

从种生�是性境。香�是鼻所缘的境界�有好香、恶香、平等香�都是性境�俱生香、变异

香、和合香是假境了。�4�味�苦、酸、辛、甘、咸、淡六味也属性境。�6�触�身体感触

的境界�冷、暖、涩、轻、重属性境。饥、力、腻、闷、痒、粘等是假境。�劣、老、病、死、

瘦� 

  独影境�主要指第六意识有�前五识无有�。内心运用概念活动去回忆思惟事物时就生起

一种影相物在心里�而这种生起的影相物质就叫独影境。例如�你想起重庆山城的影相时�

第六意识就会依各取相�回忆起此境相�这个境就叫独影境。即是说意识独自生起的一种境

界。 

  带质境�认识境界时�他把这个境界没有认识清楚�而把他另外认为是个什么东西�而

另外认识的东西中夹带有没有认识清楚的本质境�这个境叫带质境。例如一间黑屋里�地下

一根棍或绳子�看到好象一条蛇。带质境夹带了本质的一根棍�然后执著本质的棍为蛇�生

起了蛇的境界�蛇的境界夹带了一根棍�夹带了本质的境界而生起另外一种境界。 



  性境有二�1、世俗性境。色等五尘从缘所生有如幻之体的境界。2、胜义性境�主要指

无分别智实证无分别理现证现观诸法实相不用名言�那么这种诸法实相无分别理也叫性境。

净分依他无漏有为法的无分别事�也就是无分别智直接认识�直接实证的境界。这种境界也

叫性境。这个根本智和后得智所证所见的理和事就是胜义性境所摄。 

  1、 世俗性境�是识所认识的境界�无语言文字所间隔�直接认识的缘生法�这个缘生

法是从种生�有如幻之体性之境�能够见相�但不能通性即本质�有分别识� 

  2、 胜义性境�是智所认识所实证的境界。�无分别智� 

  独影境� 

  1、 无质独影�没有本质境�而直接是虚幻�生的影相物质。例如�猪八戒、孙悟空是

虚幻的�而我们认为有个猪八戒�心里就想起那个样子的影相。 

  2、 有质独影�实有这个境界�而后对这个境界进行回忆�认识而生起的影相境界。这

个在意识上生起的影相境界叫有质独影。 

  有质�有本质境。无质�无有本质境。但二者都能使意识上生起影相。 

  带质境� 

  1、 似带质�第六意识运用名言去认识具体事物的夹带这种事物而另外认为是个什么东

西。例如�用狗的这个名言去认识四脚长尾、尖嘴且能够咬人的动物叫狗或犬。夹带了具体

的动物为本质境�认为是实在的狗�犬�称为似带质。也就是运用名言对事物认识时生起了

遍计所执。 

  2、 真带质�第七末那识认为阿赖耶识见分为自我。而阿赖耶识见分为他所认识的境界

是真带质。不用名言直接认为这个境界是什么。第七末那识认识境界不依名取相。 

  似带质�运用名言直接把这个境界认为是个什么�第六意识依名取相� 

  现量�前五识能量的识是现量。�所量的境是性境�所量的识一定是现量�即识去认识境

界时不夹带有语言遮蔽,是直接亲见。现现认识。提问�如果中间运用名言遮盖了�识认识境

界是现量吗�还是比量呢�(是比量)运用名言去推比则所量的境界是独影境。 

  比量�运用名言去推比度量那个事物。(前五识无比量) 

  非量�所量的境是带质境见能量的识是非量。 

  三性�善性、恶性、无记性。 

  “眼耳身三二地居”讲前五识所生的界地哪些地方有哪些地方无。“欲界”前五识全有�

无色界前五识全无。色界除鼻舌两识外�眼、耳、身三识都有。色界初襌叫二地�二地至五

地都有眼耳身三识�这里讲的“地”与修道位中“十地”不同。这里的“地”是天地�修道

位中的“地”是境地�三界中地有九地�又称九有� 

  1、欲界地�又称五趣杂居地�五趣是指地狱、饿鬼、傍生、人、天人。杂居�人趣里有

傍生�天趣里有凡也有圣�也有小人�又有君子。另一种意义是善恶混杂所居的界地。 

  2、色界的初襌叫二地�二襌天叫三地�三襌天叫四地�四襌天叫五地。�二至五为色界

四地� 

  3、无色界有四地�空无边处地、识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地。 

  前五识相应的心所有三十四�遍行五、别境五、善十一、中随二、大随八、贪嗔痴三。 

  遍行心所中哪些是感性认识�哪些是理性认识�哪些是实践认识� 

  作意、触、受此三是感性认识。“想”是理性认识。“思”是实践认识。实践认识指意

业的“审虑思、决定思”�身业的动身思�语业的发语思。“受”�苦、乐、喜、舍、忧为

五受。苦和乐既通心又通身。喜和忧只通心。 

  遍行�遍于八识相应�遍于三界九地相应�也遍于一切时一切处相应。“行”指五种心

所�指有为法�有运动义。心所法�心王所有的法。 

  别境心所�欲、胜解、念、定、慧。1、“欲”�希望为性�通有漏无漏。依可乐境起。



通世间也通出世间。为什么�因为四智相应心品有二十二个相应心品。二十二个相应心品有

五别境�属无漏五别境�还是有欲�。十八不共佛法里就有欲无减。此中的欲是正欲�他的希

望是自他圆满成就无上菩提。长劫永生都有希望。希望一切众生都得解脱出离。这就是欲。2、

“胜解”�依决定境起�远离犹豫。胜解就是欲所认识的境界起了决定不变的理解。3、“念”�

依曾习境起�明记不忘为性。曾习境�曾经熏习过�曾经学习过。4、“定”�依所观境起�

内心如如不动�一心不乱为性。5、“慧”�依定境、所观境起�简择为性。 

  善十一�三善根�无贪、无瞋、无痴。善心所有十一法。最初为“信”�最后为“不害”。

行舍�“行”谓功行�“舍”不取于相。也就是修行中远离我法执著。行舍有三点�1、心行

平等�2、心行正直�3、心行无功用住。根本智──心行平等我们要在一切诸法上平等�了

达缘生实相�远离我法执著�后得智──心行正直�心里要不取不舍�随感随应�现证现观�

如水常通流�来去自由的境界。 

  无功根智后得智用住�随缘任运�不再用功�自然安住在无住而住的定念上�修行要达

到炉火纯青。功夫成熟的时候�才能做到无功用住。为什么善心所把“信”列在第一�因为

善有标准�如果善失去了标准就不名为善。以什么为标准呢�首先要深信因果�止恶修善�

这样的人才是有高尚道德的人。广而言之�就是相信出世间圣者佛�相信佛陀讲的染净因果

法�相信佛陀能够把染净因果法继承弘宣流布�自觉觉他。也就是相信�①相信佛法僧三宝�

②相信三宝有无边功德�佛陀是圆满的大觉者�他把人生宇宙的实相真理如实发现了�掌握

了�然后宣说�众生依他所说的真理来修行�才能最终证得�所以佛陀就伟大�具备了无边

功法。法也殊胜不可思义。而僧能主持佛法�弘宣佛法�能够代表佛陀转大法轮�续佛慧命。

③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够通达法宝所讲的真实义�能够成就三宝所成就的功德�也就是信有

能。 

  “中二大八贪瞋痴”�“中二”即中随烦恼有二�无慚、无愧。无慚�作不道德的事时�

不怕良心的谴责�不耻为恶。无愧�不怕社会的批评�不怕法律的制裁。“大八”指大随烦

恼有八�1、掉举�与定相反�心惴惴动荡不安。“掉”者掉动也�“举”者动荡不宁静。2、

昏沉�萎靡不振�无精打采�无力学习工作。与内心明了、观相违背。3、不信�①不信佛法

僧三宝。②不信三宝功德。③不信自己可以成就三宝所成就的功德。4、懈怠�懒惰苟且�止

恶修善不用功、不努力、消极颓废、悲观厌世。5 放逸�放纵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内心

放纵、无力�自控力差。6、散乱�心里是散的不集中�无定。7、失念�失掉正信有邪念。8、

不正知�对佛法的道理知得不正确�邪知邪念�或者对于因果没有真正通达�对于真理没有

如实掌握�对于所修行的方法没有如实获得�对于佛法所说的真理实证的境界没有成就。 

  贪嗔痴�是根本烦恼中的三毒。1、贪:贪名贪利。2、嗔�无慈悲心�烦恼重。3、痴�

愚痴�不明因果�不明真理. 

  “五识同依净色根”净色根也就是眼等五根,是精微物质�非肉眼可见,神经叫“根”.

眼依于眼根而起。耳、鼻、舌、身各依各的根而起。前五识借助眼等五根而生�借助根为通

道门户�然后把识放出来�好象电力借助灯泡把电放出放光�即灯泡是电力发射出来的通道

门户。眼等五根亦复如是。前五识要放射出来借助根作通道门而已�而不是物质性的根产生

的。现在哲学上讲物质产生精神�也就是眼等诸识是由物质而生�佛法反对。所以在《八识

规矩颂》中有“愚者难分识与根”。 

  “九缘八七好相邻”一切诸法皆从因缘生。“因”是生起此识的根据。眼有九缘�即眼

识生起有九个条件�1、眼自种生�即以眼识自种为因缘�一切诸法皆从因缘生。“因”是生

起此法的根据。就象玉米种子就是生起玉米的根据。如果离开玉米的种子�绝无玉米的现行

可得。也就是离开眼识的自种也就无眼识的现行可得。懂得这一点才能摆脱上帝创造万物�

摆脱灵魂、神我、来生等一切法的谬论。2、以前念开导后念为等无间缘。眼识见物犹如电光

反射出一样�光能的前念在灭�后念不断在生�即光离子时时在生�时时在灭。如果前面不



灭�后念就不起来。前念就是后一阶段生起的条件。“等”谓平等�无间谓无间断。缘谓前

念死为后念生起的条件。3、所缘缘�所缘的色境。4、增上缘�以眼根作为增上缘。5、根本

依�阿赖耶识作根本依。6、第七识作染净依。7、第六识作分别依。8、光明。9、空间距离。

眼识生起能够产生作用�由潜能的种子转化为显能的现行。一定要具备此九个条件。耳识不

要光明�所以有八缘。鼻、舌、身不要光明�不要空间距离�只有七缘。“好相邻”�邻居

关系密切。 

  提问� 

  1、《八识规矩颂》分几大段�每一段几颂�总共有多少字��见前面第一节� 

  2、每一段分哪两部分�①世间─唯识─染净因果。世间这一部分谈了六个方面�性、量、

境、界、地、心所、作用。②出世间─唯智─清净因果。出世间讲了三点�A、转识成智的时

间。B、转智后的名称。C、智的作用。 

  3、前五识的性�善、恶、无记�境有三�性境、独影境、带质境。量�现量、比量、非

量。 

  4、前五识通世俗性境�为什么� 

  答�凡是识所认识的境�虽无执著�但是它是有漏世俗性境。因为识是虚妄分别�不能

认识清楚事物的实相本质�胜义性境是智慧的境界。 

  5、什么叫现量� 

  答�能量的识认识境界时中间没有间隔。如果运用名言概念�有语言文字的间隔识要讲

其现见境界�那就不可能了。前五识无语言文字间隔�直接能够亲见诸法事物的事相。从能

量的识来说是现量�现现认识�现现觉了�无有障隔。现量有二�世俗现量�胜义现量。世

俗现量能够见法相�但是它在见法相时不能通达其性�也就是见不到事物的本质。此是有分

别识�胜义现量�是无分别智。 

  6、什么叫无记性�既不善也不恶�无有善恶可记别、可认识�教务记性。 

  7、前五识相应的心所三十四�严格说来除此三十四心所外还包括哪些�为什么�严格说

来小随烦恼中有部分前五识相应�其中忿和恨不与之相应。恼与之相应�谄也与之相应。因

谄是拍马屁�嘴巴要说奉承话。通前五识因是语业�还有点头、弯腰通身业。娇也与之相应�

因娇是自吹自擂�此也通语业。狂、害也通语业前五识既然与恶性相通�当然就与害相应�

不定心所里的眠也与前五识相应�因睡眠是身体在睡。 

  净色根─精微物质�即指眼神经、耳神经等。 

  “好相邻”有二义�①眼、耳、鼻、舌、身长的部位相邻�②眼识需九缘、耳识需八缘、

鼻、舌、身各需七缘。它们从具体的缘�即根据条件�也很接近�无大的变化。 

  “合三离二观尘世”�“合三离二”指前五识在认识境的时候产生作用时有境与根分开�

识才能生起来产生作用。前五识也有一部分根与境接触�而识才能生起产生作用�认识境界。 

  “离二”�眼耳二识是离二�此二识在认识境界时�根境分开才能产生作用。 

  “合三”�鼻、舌身是合三�此三识在认识境界时�根与境接触才能生起�对境界才能

产生认识感受。如身识感触杯子里的水是否是热的�必须手与杯子相触才感觉到冷热。即身

根与境�杯子�相触�就生起身识来认识轻、重、滑、涩、冷、热。“合三”�鼻、舌、身

识是合三。此三识在认识境界时�根、境、识三要合拢才能产生作用。即根与境接触识才生

起。 

  “离二”�眼耳二识�根境分开�识才能起作用。即根与境接触还生不起来。所以眼耳

二识在缘境时需要“空间”作为识生起的条件。 

  “合三”①指眼、境、识三要合拢。②鼻、舌、身三识认识境界时�根与境要接触�识

才能产生�故曰“合三”。 

  “观尘世”�“观”谓认识义�“尘”谓境界。观境界�观色声香味触五尘。 



  “愚者难分识与根”�愚者主要指声闻、独觉二乘人。因为佛陀讲法一般是给出世三乘

圣者讲�他们才能接受佛法。一般世俗上的凡夫人天有情是接受不了佛法的。给他讲也无益。

因为小乘不知阿赖耶识�不知道识从自种生。他始终认为物质是真实的绝对不灭�那么物质

不灭精神从何而来就是物质派生的。愚者�小乘�没有通达二空真理的大智慧。对于佛陀所

说的甚深一乘法不能如实的圆满通达。这样的人就叫“愚者”。“难分识与根”�很难得把

识与根分清楚。因根不是识�识不是根。虽然根不离识�识不离根但不能说识从根生。只能

说识是借助根作为通道门户而后生起识。而不是根直接派生的识。即根与识都是各从自种生。

我们就必须通达大乘讲法的道理。知道阿赖耶识里有造色种�诸法的见分种。眼等前五识的

种子就是阿赖耶识里的见分种。五根五尘的种子为造色种。造色种能生造色�见分种能生见

分。一切诸法各从自种生�彼此不能互相派生。不能说哪一个在先�哪个在后。现在有讲精

神派生物质的�有的讲物质�有的讲精神物质绝对实有�这些都是错误的。这里讲根境各从

自种生�意思显示了彼此互作增上缘�见分种生见分时�相分作它的增上缘,见分才生。相分

种生相分时见分作他的增上缘,相分才生。而不是互作亲因缘。(直接从种子生叫亲因缘)增上

缘是从旁协助它而生叫增上缘。增上缘相当于现代哲学上讲的条件�亲因缘相当于根据。从

相分见分互作增上缘来讲,相分见分互不离开�相分见分同为一个名字叫识。但是见分不是相

分,相分不是见分,因为他们各从自种所生,不是相互派生。彼此不是绝对的一个,所以非一,

从因缘生法上讲就非一,从增上缘上讲就非所异。所以因缘生法本身就是非一非异。要懂非一

非异的中道�才懂识与根的道理。 

  “变相观空唯后得�果中犹自不诠真�圆明初发成无漏�三类分身息苦轮”。”苦轮”

前面已讲染分,因果部分为“唯识”六部分:性、量、境、界地、心所、作用。在前五识除了

这六个方面外�还有一点就是“依缘”。即识生起时它所带的因缘。“依”在因缘里头有四

种�即四依�1、种子�因缘立种子依�2、等无间缘立为开导依�3、根立俱有依�4、所缘

缘立境界依。此处境界依主要指疏所缘缘而言。如依亲所缘缘来讲�没有境界依。境是依识

而有�不是识依境而有。但是从疏所缘缘来讲�可以建立境界依。如果没有疏所缘缘�亲所

缘缘那个识还生不起来。若说阿赖耶识里根身器界是阿赖耶识的亲所缘缘,若说阿赖耶识没有

蔬所缘缘不对。甲有情阿赖耶识要变现他的根身器界�必须依乙有情的根身器界为疏所缘缘

(为境界依)�然后才能生起甲有情的亲所缘缘。是彼此互仗互作增上缘。所以境界依是依疏

所缘缘建立的(加上“依缘”共七方面)。“缘”有因缘、增上缘两部分的缘。 

  “清净分”�讲转依。前五识转依�首先就叫�“变相观空为后得”�这一句话说了两

点�1、说明前五识认识的境界是自己夹带的相分而变现的�不是离开见分的前五识而另有色

声等五尘境界。由此说明境依识有�境依识所变。我们在缘境时它就是识的一部分。我们在

缘识时�应该包括所变的境在内�所以“变相观空”有的叫变相�有的叫带相。严格的说来

“变相”的意义正确点。因为变相有“夹带”“变带”义�夹带起来还有变的意义。“带相”

也是通的�带起来后还有变的意义。光变还不行�还有它所认识的一部分意义在里边。严格

说来夹带起来后还要变�变现起来后要为他所认识。 

  “观空”�我们观空不离具体的有为法而证无为法。色等五尘就是具体的有为法。由于

色等五尘的有为法是识变现的�由此可知识外之境了不可得。通达无有识外之境当下破法执。

同时进一步分析此境从何而来�是识夹带变现的。那么�怎样夹带�怎样变现呢�严格说来

识生起要具备九缘�此指眼识�而其它识生起也要具备众缘�。它所夹带变现的相分起码要具

备二缘�1、种子为其因缘�2、见分为其增上缘�增上缘有多种��其中所缘缘也是增上缘。

外部条件就是增上缘的一部分。相分既然是内心变现的夹带的�说明是缘生法�缘生法无实

体�本性就空。通过这个道理�当下就明白我空的道理。由此可知无有实在的外境�是由识

变现的�无有实在的外境可得�所以可以去掉法执。又知此境虽然是识所生�但是由因缘和

合而生�并无实体可得。即可当下明白我法二空。明白此理就叫观空。观空不是离开具体的



有为法而观空证无为法。 

  “变相观空白为后得”�就是说前五识转的智叫成所作智,而成所作智所依的体为后得智

为其体。智有二�1、根本智�2、后得智。根本智是生起后得智的根本�叫根本智。后得智

是生起根本智后所得的智慧�叫后得智。后得智严格来说只能变相见相而不能观空。此处为

何讲�“变相观空为后得”�说明后得无分别智是见的相。相是它夹带变带的。但此相无有

实体�本性是空。在妙观察智里�即清净的第六意识里才有一分明了意识。明了意识是与前

五识同起缘色等五尘。第六意识转识成智后有两种�1、根本智�2、后得智。根本智是观空�

后得智是见有。那么第六意识又作前五识的分别依。同时又有一部分明了意识与前五识同起。

在同起时�当下前五识在缘色等五尘上就证它的缘起性空的空理。如果没有色等五尘而明了

意识不能证其体性�不能见其相。前五识又成了世俗现量。它之所以是胜义现量�主要是由

于明了意识与前五识同起。前五识在缘相时�而它就证其性。所以此时的前五识真正是后得

智。真正是成所作智�真正才是见相而不迷性�才是胜义性境�胜义现量。所以叫“变相观

空为后得”。第六意识转的妙观察智�就是由根本智和后得智组成。明了意识是妙观察智里

的一部分智慧�它与前五识同起时�前五识缘相而它就见其性。所以叫“变相观空”。�天津

居士插话�成所作智主要是给妙观察智即清净的第六意识提供材料。小老师答�是提供材料�。

因为前五识是不观空的�所以后面一句“果中犹自不诠真”�就是成就佛果后在果位上�妙

观察智的果位上仍然不诠真。“不诠真”就是不去实证它的真如�还是只见其事相。那么只

见其事相不证其真如�为什么它又是智慧没有执著呢�就是有五俱意识已经在前五识在观相

的时候�它已证其性�把它们制约到的所以才是后得智观相而不迷。如果没有这一分�它只

能观其相�不能观其性�它就迷住了。就不叫智�就成了虚妄分别的识。明了意识即五俱意

识。 

  “果中犹自不诠真”�“果”指佛果。这里即狭义的是佛果当中的成所作智。成所作智

不诠真�还是指只见事相不实证真如。 

  “圆明初发成无漏”�“圆”指大圆镜�“明”指智慧�光明�。“初发”指阿赖耶识转

无垢识大圆镜智后才有佛的报身。因为“报身”要靠大圆镜智无垢识来显。如果没有大圆镜

智�无垢识就显不起佛的报身。有了大圆镜智后才显佛的报身�身体�。有了佛的身体才有佛

的眼等五根。有了佛的无漏的眼等五净色根。无漏的五净色根才能发生出无漏的眼等五识。

这时五根五识才是无漏的。所以叫“圆明初发成无漏”。„„�第二盘 B面完� 

  �第三盘 A 面� 

  „„作增上缘才能发出无漏五净识�成所作智是显佛的化身。而佛的化身有三类�1、千

丈大身�2、丈六金身�3、随类化身。“分身”是成所作智现的化身�而化身不止一个�可

以分无量化身去度化无边有情。分这么多身起什么作用呢�是“息苦轮”�主要是息灭众生

六道轮回之苦。 

  一类千丈大身�主要是为地前加行位菩萨示现的。因为加行位的菩萨资粮位已过�闻思

智慧比较圆满──加功修行的地步。这时从他的智慧境界来说远远超过最初发心的菩萨。所

以佛为了度化他们也示现与他们根基境界相适应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千丈大身,也是高大庄

严。 

  二类丈六金身�也就是一丈六尺高。他度化的众生�一是资粮位的菩萨�二是声闻独觉

的二乘�三是人天众生。 

  三类随类化身�度化地狱、饿鬼、傍生�畜生道的众生��也叫三涂�又叫三恶道。度化

三恶道的众生叫随类化现。度化哪一类的众生就化现哪一类的身体。与此类众生的身体相同

而进行度化。在神通十八变中有一变叫同类往趣。到哪一类就变现哪一界趣。身体世间都是

一样。 

  以上讲的前五识清净因果唯智的一部分。 



  复习�“果中犹自不诠真”�佛果位上的成所作智是以后得智为其体。此智只观事相不

证真如�所以叫“果中犹自不诠真”。“犹”字就是象前五识在有漏位一样�它只见事相无

理性分别�不能见其实相。 

  作者编排这个颂子�分成四段�实际上是来一个依智不依识。因为智是四智相应心品。

所以前五识是成所作智�编成一段�第六意识转妙观察智编成一段�第八识转大圆镜智编成

一段。所以此四段是依四智编的。 

  第六意识这一颂�意识得名主要是依于它的根而主名。它依第七末那识为根�“末那”

为印度梵语�汉译为意。那么依第七末那识为根而生起的识叫“意识”。如单独讲“意”就

是第七末那识。“意识”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可以分为五部分�1、明了意识�又名五具

意识。缘的境一般是性境与前五识同起�或与前五识中一部分起都称明了意识。2、独头意识�

独自意识活动起用。不与前五识同起。不同于定中意识�梦中意识�乱意识。它独自运用名

言对事理进行参悟�有条不紊�叫独头意识。3、定中意识�修定时意识所起的作用。如修百

骨观静坐那里意识在参悟人生时、死时如何不净�死后象个什么样子。如理而思惟参悟�这

叫定中意识。在定中意识独自起用。4、梦中意识�在做梦时意识所起的作用。只是没有做梦

时休克时�无想定、无想天、灭尽定这几种情况意识不起。5、乱意识�意识是散乱的�如像

散乱、掉举都是属于乱意识。它不安宁�它也没有分析事理�心是散的�乱的�无定。 

  意识颂 

  此颂也是分为三颂二部分�染污、清净两部分。染污的叫唯识�清净的叫唯智。唯智者

是属于出世因果�是圣者�是大觉不迷。唯识者是世间因果�是凡夫�是大迷不觉。他们就

是这些区别。 

  前两颂是讲的染分唯识的这一部分�他讲了六方面�性、量、境、界地、心所、作用。

第三颂讲的是净分唯智的一部分。第六意识是三性、三量、三境都通。 

  “三性三量通三境”�三性�善、恶、无记。第六意识通善性。《百法》中表现于哪些法

上�十一善心所与第六意识相应就是善性�与二十六种烦恼心所相应就是恶性�遍行心所、

别境心所不通善恶时就是无记性。所以遍行心所本身是无记性。如果是善心所与第六意识相

应时�此时有遍行心所生起�而且此时的遍行心所是善性。如果烦恼心所与第六意识相应时

仍然有遍行心所�此时的遍行心所就是恶性了。遍行心所可以随善心所、烦恼心所转化。它

与善心所同起者为善性�与烦恼心所同起者为恶性。不与善心所、烦恼心所同起者为无记性。

所以它通三性。 

  三量�现量、比量、非量。意识中的五部分�哪一种通现量、性境�明了意识�五俱意

识�现量�所缘的境为性境。�得了神通的定中意识可以通现量性境�。独头意识通比量、独

影境。定中意识即通现量性境�又通比量独影境。入了魔还通非量带质境。 

  “三界轮时易可知”�指第六意识所生的界地�意识通欲界、色界、无色界。但九地不

一定都通。例如�无所有处天无有意识。在色界的无想天中�欲界的闷绝�修无想定�菩萨

入灭尽定�睡眠没有做梦都无有意识�指现行无��除此之外都有意识。这些都很容易明白知

道�所以不再谈了。这是指它的界地�“轮时”指流转。 

  “相应心所五十一”�五十一心所�遍行五�五别境�善十一�烦恼二十六�不定心所

四。遍行心所属于什么样的心理现象�属普遍的心理现象。 

  “善恶临时别配之”�在意识里虽然有无十一种心所与之相应。但是善心所与之相应时�

烦恼心所不得与之相应。反之�烦恼心所与之相应时�善心所不得与之相应。如果特殊的心

理现象�别境心所�与之相应时�而不定的心理现象�不定心所�不得与之相应。别境心所

与不定心所是对碍的。“别配之”即分别与之相应。不得同时完全与之相应。 

  思考题� 

  1、对前面染分唯识�净分唯智说了几方面的要点� 



  2、“变相观空唯后得”“圆明初发纯无漏”两句话怎么讲� 

  3、前五识染分唯识中讲了“依缘”�“依”有几种�每一种识生起要具备多少缘� 

  4、第六意识中�意识有五部分�从五部分中通三性、三量、三境的道理怎样� 

  5、三界九地中哪些地方无意识�原因如何��背诵五十一心所� 

  6、行舍有三义�别境心所在什么情况下通有漏�什么情况下通无漏� 

  7、小随烦恼中的法用正理分析�是不是与前五识不相应�相应不相应都分别说出原由。

小随烦恼中哪些具体的法与前五识相应� 

  主要讲的识的“依缘”�也就是说识生起的时候各有多少条件�多少缘� 

  “依缘”有四种�1、因缘立种子依�2、等无间缘立开导依�3、根立俱有依�4、所缘

缘立境界依。 

  前五识染分唯识讲了六点�性、量、境、界地、心所、作用。 

  净分唯智讲了依、缘。 

  唯识不讲有识外境�一切诸法皆由识变。而识不依境起。为什么此处讲境界依�依什么

道理建立的� 

  答�识虽然不依境界而有�但唯识讲有似外境。相对客观的境界�也就是此识生起必以

它识的相分为增上缘�或所缘缘��从疏所缘缘相对的客观境来讲建立了一个境界依。从亲所

缘缘来说不立境界依。所以境界依是依疏所缘缘建立的。例�前五识之生起要以阿赖耶识亲

所缘缘的根身器界为本质境。然后前五识方能生起。所以前五识的境界依就是根身器界。阿

赖耶识的亲所缘缘必须仗托其他有情。阿赖耶识的亲所缘缘的根身器界为它的本质境。所以

他的疏所缘缘为他的境界依�而后才能别变一个同时同处的相状„„�第三盘 A 完� 

  �第三盘 B� 

  „„境不离识而有来讲�所以就不立境界依。境界依是依疏所缘缘建立。所以佛法是真

实的。它不带有迷信、盲信、玄学。它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为什么把根称为俱有依� 

  答�俱有依是八识同依自己的根而生�离根则无有识。 

  八识依的缘(如眼识依九缘,耳识依八缘等),即诸识的生起彼此作增上缘.从着个意义上

是非一吗非异?(是非异)即从诸识互作增上缘来讲,识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异,不是截然的.因

为离此识无有彼识,离彼识无有此识.此识之生他识为增上缘,他识之生此识亦作增上缘.所以

从增上缘的角度上诸识又非异,没有差异。但从亲因缘来讲,识又各从自种子生,而不是由他识

派生。从这个意义上�诸识的关系又是非一(不是一个)。所以因缘生法里本身就包括了非一

非异的道理。懂得了因缘生法也就能够懂中道. 

  懂得了一切法都是由种子生�能够摆脱什么样的迷信色彩� 

  知道一切事物都是由自己的种子而生�明白这个道理,就远离万法从上帝而生,万法从神

我而生,万法从自性而生�乃至道家讲从“道”而生�儒家讲的从“无极”、“太极”而生。

无著菩萨在《摄大乘论》中讲�一般人之所以愚迷�认为世间一切万法从自性、神我、上帝

等生。就是不通达诸法皆从自种生的道理。也就是不明白因缘缘起的道理。所以才有这样那

样的不平等因出现。也就是有个本体�而本体生万法。认为上帝不从哪里生�本来就有�他

来主宰�来创生万物。这就都是迷信。那么我们懂得自性缘起�我们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

么懂业感缘起�增上缘缘起�又能明白什么道理呢�答�一切法虽然由自种子而生�但离缘

也不能生�必须要待众多的助缘法才能生。所以诸法无有自性,无有实体,本性就空.。通达业

感缘起�增上缘缘起�就明白我空法空的道理�就会在一切诸法上不执著而解脱出离。 

  以上归纳为�明白自性缘起�因缘缘起�的道理�就明白因果律。明白增上缘缘起、业

感缘起的道理�就明白无我律。从无我律讲�于法非有�从因果律上讲于法非空。本身因缘

生法就是非有非空的中道。我们要把这个缘生法是非一非异、是中道要讲得清楚明白�必须



要把这一点彻底弄清楚。所以佛法伟大、特殊就在这些地方。现代科学、哲学他不可能揭示

真正的中道实相非一非异的道理。所以他不落断边便落常边。不落有边便落空边。不落增益

执便堕损减执�所以始终都是两边�而与中道相违背。这说明的重要性�必须要通达“依缘”

的道理。在前五识讲了“依缘”�在六、七、八识里就依此类推�就没有单独建立“依缘”

这一条。眼识九缘�耳识八缘�鼻、舌、身三识各七缘�六识六缘�七识五缘�八识四缘。

以此可以说明整个八识皆是缘生法。当下在立的时候就在破。也就是在立唯识的时候就破了

我们对法认为有实体之执著�立的当下就是破。这也就是唯识的殊胜处。立的当下远离空边�

当下显示无有实体就远离有边。所以空有二边皆远离。所以唯识就是中道。我们从这些道理

上进行分析、思择�自然就明白中道的所以然。 

  “变相观空唯后得”�因为我们要求大家要过文字关�文由义显�文字关过不了�义理

关就过不了。诸法的要理就在语言文字里边。不然的话三藏十二部就不重要了。三藏十二部

之所以重要�因他有所诠之义。我们要把能诠之法弄清楚�然后所诠之义才能如实圆满显了。

“变相观空唯后得”�后得无分别智仍然是夹带色等诸种子变现色等诸现行法�种子是潜能�

夹带的潜能变现色等五尘境相�为第六意识妙观察智的根本无分别智观空�那么观空在什么

地方观呢?就在后得无分别智(一般讲智都有相应心品�后得无分别智里头有二十二相应心品。

其中眼等五净识也是属于相应心品里的一部分)。所以后得无分别智的相应心品仍然是自己夹

带色等五尘的种子而变一色等诸法的现行。变起后则意识才能根据色等五尘的境界来证空性

达实相。如果没有所观的境界�那又在什么地方证空性呢�简单说�后得无分别智变色等五

尘为妙观察智�提供实证真如实相的材料的依据。所以这就称叫“变相观空唯后得”。若单

独讲“变相”也就是后得无分别智。如象在有漏位眼等五识一样所见的色、声、香、味、触

是自识变现的。所以这个相是指的色、声、香、味、触。因他用在前五识的颂里�故指色等

五尘。是前五识见的相�所以称为叫“变相”。“观空”是妙观察智当中的自识。他就是二

十二相应心品里的第六净识。净识里还有五俱意识与前五识同起。见的是前五识变现的色等

五尘的实相。空相�见的空相实相�所以叫“观空”。“为后得”�说明不是有漏的五识。

而是无漏位的智─后得无分别智。�因为他讲在果上的�。总结一句话�就是后得无分别智夹

带色、声、香、味、触无漏五相分种而变现色、声、香、味、触无漏现行法为第六意识。中

五俱意识依之而实证色等诸相的真如实相。这里指的成所作智里的后得无分别智。他是依后

得无分别智为体的。 

  一居士提问�眼等五识的净种�究竟说他是由成所作智夹带比较合适�还是说他由净识

夹带比较合适� 

  答�本来就是净识�但为什么要说成所作智�因为他在无漏位不依识�是依智。识已经

属于智里面不可分开的一部分了。所以称为叫智。�四智相应心品�说净识夹带或说成所作智

夹带都行。 

  “果中犹自不诠真”�“犹自”二字是根据有漏前五识只缘色等五尘境。也就是说只有

感性认识�没有理性认识。只缘事相�不缘理体。所以称为“果中犹自不诠真”。“果中”

是讲果位中�成所作智相应的前五净识�也如在有漏位�前五识只缘事相�不证真如一样。

故名“果中犹自不诠真”。 

  “圆明初发成无漏”�这句话是针对第六、第七识转智是在因位上转。也就是见道登地

时第六、第七两识�前者转妙观察智�后者转平等性智。在七地后八地前此二智就转圆满�

由此说明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是在因位转得�就成为无漏。前五识转智要在佛果位上才能转

成无漏的成所作智和无漏成所作智的相应五净识。“圆明初发成无漏”是指阿赖耶识转大圆

镜智和无垢识现起佛的根身时�就有佛的无漏五净色根。五净色根能发无漏五识。此时前五

识就能完全成无漏。也就是说�在果位上前五识要转成无漏五净色根成为成所作智。那就是

要大圆镜智无垢识现起佛的根身�要有佛的报身�才有无漏五净色根。有此根才发无漏无净



识。此时才名为转有漏为无漏。由此说明没有成就圆满的佛果以前�前五识始终是有漏而不

是无漏。他不同于妙观察智和平等性智在因位中就转成了无漏。 

  “三类分身息苦轮”��此句在前面讲得很清楚�故此未再记� 

  第六意识有哪五部分�意识与三性相通表现在哪一点上� 

  答�三性�善、恶、无记。与此相通表现在善、烦恼、一般性的这三类心所相应上。与

善心所相应是为善�与恶心所相应是为恶�与不善不恶的心所相应是为无记。也就是主要表

现在五十一种中的三类心所相应. 

  意识通现量、比量、非量�五种意识各与哪些量相通� 

  答�明了意识通现量、性境�独头意识通比量、独影境�梦中意识、乱意识主要是通非

量、带质境�一部分通比量、独影境�定中意识通现量、性境、比量、独影境�有时的定入

了魔还通非量带质境�严格说来三量三境他都通。三量与三境有密切关系。三性是与他相应

的心所直接发生关系。 

  第六意识所生的界地哪些地方有�哪些地方无� 

  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有五十一种�其中与第六意识相应的遍行心所在认识上和造作上

如何通有漏无漏�在什么地方使他不能解脱� 

  凡夫不得解脱�主要是在第六意识上�原因何在�„„�第三盘 B 面完� 

  �第四盘 A 面� 

  „„前五识在见色、声、香、味、触五尘时�就迷是真实有。第六意识虽然讲理性认识�

但是理性认识是虚妄分别�不是正念�不是智慧明了。所以他在思维、想象、判断完全与实

相相反�背道而驰。这时的理性认识不是智慧在认识�而是用名言推比度量去了知的认识。

由这个错误的认识去指导支配的造作实践。由此造作实践这个业�身、语、意三业就是有漏�

因为思是在想的基础上才有造作实践。如果无有理性认识的想就无有造作实践。由于想是错

的�受也是错的�二者都是错的�所以支配身、语二业的造作也是善恶有漏的造作。我们要

解脱、要出离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在前二认识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上要转虚

妄分别有执著的认识为没有虚妄分别的没有执著的认识�就是要如实通达色声香味触法六尘

境界是自识因缘之所变现�实无有体可得�如梦如幻。在这正确认识的指导下支配我们思的

造作�此时思的造作就是属于无漏业。所以无漏业是在正确认识�想�的指导下产生的。那

么有漏业的思的造作是在想的错误认识指导下产生的。 

  深刻一点说�也就是时时刻刻要让我们的善心所与第六意识相应�同时在善心所与第六

意识相应时不生执著。此时所造的业是无漏业。想也是属于智慧正念的观照�而不是推比度

量的想象。“受”是属于胜义而有的现量和胜义的定境了。一下就转变了原来错误的感受和

想象。也就是说凡夫的第六意识与遍行心所相应时�它虽然有善心所与之相应�但是没有正

念来支配�转变我们的受和想�使得受和想是错误的感受和邪分别邪想�由此产生造作的“思”

是有漏的善业。�也就是善心所与之相应的善业�但是是有漏的善业�如果烦恼心所与遍行心

所和第六意识相应时�此时的感受和认识还是错误的虚妄的。而这时的造作一定是有漏的恶

业。在此基础上要转变感受想象这二种认识为正确的感受和认识�当下造作的业是无漏的业。

而这种正确的想象的理性认识皆是方便实相二般若的观照�也就是说正确的感性认识和是方

便智慧�后得智�正确的理性认识是实相智�根本智�。二智慧来指导我们的善心所与第六意

识造作的思一定无漏的善业。当下从理论上就找到成佛的依据。这就理论的最根本处。不然

始终讲转依成佛�转变第六意识的认识�如何在具体的法上说得特别的准稳�就在这一点上

�即理论的根据的所以然在上面就讲彻底�。 

  有漏和无漏转变染污为清净�同时又要在认识上�在修行上不等�诸法性相而能直超如

来地就是这个理论。那是最中正、最彻底、最圆满。 

  重述此理论�凡夫之所以不得解脱�关键在第六意识上。如《八识规矩颂》有一句“动



身发语独最�引满能招业力牵。”都是讲第六意识。所以它能引业满业使众生长期流转六道

不能解脱�由此说明众生不能解脱的根本就是第六意识上。我们要解脱出离主要是第六意识

上用功。佛说�“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此处说的“至心”主要是密意言教�指的是第六

意识。既然解脱在第六意识�凡夫不解脱也在第六意识。为什么�“百法”中的遍行心所�

此心所是遍于八识相应。当然与第六意识心所。此心所的触、作意受此三是感性认识�第六

意识上的感性认识体现在五俱意识�明了意识�上�他与前五识同起�缘色、声、香、味、

触五尘。所以第六意识在这分上能缘的识是现量�所缘起的境是性境。要表现在感性认识上

他才是性境。现量�也是在作意、触、受三法上。那么“想”是理性认识�是思维想象�不

离名言在起作用。“思是造作实践认识。凡夫不得解脱就是在明了意识�五俱意识�与前五

识同起时�虽然缘的是性境�但是由于理性认识这个“想”里头不能实证诸法的空性空理。

所以也使得感性认识的触、作意、受三法起现行时�缘色、声、香、味、触五尘上生我法执。

此时的“受”是错误的“受”。那么“想”上也是同样有我法执�这时想的理性认识运用名

言去推比度量思维诸法。所以他仍然有能取所取的我法执著。这个“想”就是虚妄分别。由

错误的“受”和“想”为前导来支配“思”的造作认识。由此“思”的造作认识是染污的业�

有漏的业。那么如果善心所与遍行心所同起�当然认识感受是一样。而造作的业虽然也称染

污业�有漏业�但是叫有漏染污的善业。如果烦恼心所与遍行心所同起�与第六意识相应�

这时感受的和想象的还是夹有我法的错误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时“思”造的业就是有

漏染污的恶业。所以你要有问第六意识善恶业是怎样来的�善业者善心所与之相应造的业就

是善业�烦恼心所与之相应造的业就是恶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大前提�之所以为染漏业�

就是在“思”和“想”这两种认识上是虚妄的认识�无智慧照了。夹有我法执著在其中。那

么我们要想彻底转染成净�变有漏为无漏�就必须让烦恼心所永不现行,让善心所永远都与遍

行心所同时而起与第六意识相应.在这个基础上必须转变明了意识(第六意识的感性认识)�要

转变“想”的理性认识。此二者就必须互相配合�互作增上缘。那么感性认识的明了意识为

理性认识“想”提供材料时�那也要有智慧�即是要知道感性认识所缘的境界是缘生法。理

性认识在认识此境界时要不生我法执著。这一下你的感性认识就变成了后得智�亦即方便智

慧。那么这时的理性认识就转变成了根本智�亦即实相智。由这两种智慧为前提�指导“思”

的造作�由于此时“思”是善心所与此相应�于是有漏善就转成无漏善。有漏善业就转变为

无漏业。所以在佛果位有善心所作为四智响应心品中的一部分。所以只去烦恼心所�不去善

心所。这是理论上转染成净的所以然。 

  别境心所通有漏无漏。“欲”在有漏位时�以名利为欲、希望为性�以可乐境起�世间

五欲为乐。在有漏位以法乐位乐�以是成下化为欲。 

  胜解�在有漏位是执著的胜解。认为心外实有这法�这个认为他不转变。在无漏位就转

变了认识。认识一切法皆是识内因缘所生�实无有真正的我法可得�“念”就是对以前所学

的佛法包括五明都能铭记不忘�常时正念住心。就成了相应心品里头的�即出世间里的�。“定”

和“慧”来说�当然出世间更有定慧。所以说四智相应心品里有五遍行�无别境�善十一。 

  问题�第六意识中的俱生和分别我法执在遍行心所中的表现有何差别� 

  答�因为无始时来有一种习气在阿赖耶识里头�而后习气生现行的这一部分我法执著多

半是属于俱生我法执著。那么也就是说后天随外缘随他人作助缘而影响你生执著的部分�多

半是属后天而得的分别我法执著。这个都体现在“受”和“想”二种认识上。如果无始时来

不用外界引发�指婴儿、小孩时代��他的感受和思维是错误的�都夹有实在的执著在里面。

这是先天本有。与此触、作意、受、想这四种心所粘著一起�不能截然分开。这种习气无始

时来追随此四种心所�就称为俱生我法执。在此基础上�他又能够与外界他人的引发来彼此

相应。�他人也有我法执著与本有习气相应�促使他辗转增胜�每一期中增胜�。于一期生中

到生命结束时�外面引发的这一部分习气就去掉了。只是俱生我法执著粘著在触、作意、受、



想此四种心所上。由显能转化为潜能。又储藏在阿赖耶识当中�这个始终不会失去。这一部

分就是俱生我法执著。而后以此为基础�新生的那一部分外界知识的接触生的执著�此即是

后天的分别我法执著。所以我们要断执著�首先我们要认清外界一切事物的真实相。把真实

相认清楚了�然后就从分别上来断。分别执著断尽了。大家要知道俱生我法执著之所以长期

存在�是因为有后天的分别我法执来滋养�使他象禾苗受到滋养一样�永远活着。后天的分

别我法执断尽了�俱生我法执就失去了滋养�逐步枯萎�进而彻底断尽。要端正感性认识�

必须理性认识互作增上缘�反之端正理性认识�感性认识互为增上缘。下手处要在随念分别

和差别分别处下手。二者是依自性分别而起�逐渐把无始时来认为诸法有个真实我法�这种

错误的胜解要转变过来。诸法没有实在的我法�只有似我似法�幻我幻法�转变过来成为这

种胜解。要转�所以叫转有漏为无漏。 

  “欲”在有漏位是以名利为其欲�希望为其性�以可乐境起。即以世间色等五尘�五欲�

为其可乐境�即为其乐�在无漏位以法乐为其乐�以上承圆满佛道下化无边众生为其乐�以

涅槃解脱为可乐。 

  《八识规矩颂》第六意识讲了少部分�现在讲后部分�第六意识的作用这部分。前面讲

了第六意识的“三性三量通三境�三界轮时易可知�相应心所五十一�善恶临时别配之。”

这一颂讲了性、量、境、界地、相应心所�下面讲第六意识他与性、界、受以及第六意识相

应心所。 

  “性界受三恒转易�根随信等总相连”。 

  这两句话讲第六意识�常时都有善恶无记三性与之相应。 

  性�是指善恶无记三性。第六意识与善心所相应为善性�与烦恼心所相应为恶性。如果

不是烦恼心所与之相应�而是有时独起与遍行心所相应是无记性。三性常时都与第六意识相

应�或善或恶或无记。 

  界�指第六意识所通的界地�不在欲界就在色界�不在欲界、色界就在无色界。“界”

指的第六意识长时都与三界相连属。他遍通三界。 

  受�第六意识感受境界一般有五种�苦、乐、忧、喜、舍等五受。古时讲苦、乐、舍三

受�后来增加忧、喜二受。《八识规矩颂》曰�“性界受三”。“三”字包括两种含义�1、

性有三�善、恶、无记�界有三�欲界、色界、无色界�受有三�苦、乐、舍。2、性是一,

界是二,受是三.这三类常时与第六意识紧密相连。这两重意义�一就是说�性、界、受各三。

二是说�性一类�界一类�受一类各有三�叫“性界受三” 

  “恒转易”�“恒”�没有间断�常时随意识运动变化。不是僵死不变�或善不定�或

恶不定�或无记不定�或苦的感受不定�或乐的感受不定�在三界不定�或在欲界不定�或

在色界不定�或在无色界不定。所以“转”字就表示这三类法中的各三时时都在运动变化�

与第六意识相应�叫“恒转”。“恒”表示常时都有这三类法与之相应。“恒”表示非断�

“转”表示非常。善不是一味的善�是或善或恶�喜不是一味的喜�或喜或忧或苦或乐。界

不是一味的欲界或色界或无色界。这就是“恒转”二字的意义。“易”�容易了知意识有这

个三类法与之相应。“易”主要表示区别阿赖耶识的处所�他的作用微细„„�第四盘 A面� 

  �第四盘 B 面� 

  „„与之相应的心所乃至所生的界地等等最容易使我们明白通晓�故称“易”。颂文每

个字都有他的特殊意义�我们必须弄明白�这句话说明第六意识有两方面的问题�1、性界受

三�恒常不舍离第六意识。也就是意识恒常有这三类法与之相应。2、这三类法中善、恶、无

记不定�或苦、乐、忧、喜、舍不定。或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定。时而都在交替转化与第

六意识相应。他与第八阿赖耶识相对比的作用�体相是容易知还是不容易知�是容易知。所

以叫“恒转易”。《唯识三十颂》讲�“阿赖耶识不可知执受、处、了”。“处”谓处所�“了”

谓了别的作用。“不可知”最难得知�这里显示是最容易知�所以用“易”字。 



  “心所”常时都有善、恶、无记三类心所与之相应。“根随信等总相连”�“根”指根

本烦恼�“随”指随烦恼。此二种烦恼二十六种与第六意识相应。“信”指十一善心所与之

相应�信于善心所的首位。还加了个“等”字�这包括善心所十一法�还包括遍行、别境、

不定心所。用“等”字省略、概括。“总相连”�总是这些心所与第六意识常时相连而不舍

离。显示心所定与识�心王�相应。五十一种心所有法完全与第六意识相应。《成唯识论》讲�

此中识言�定摄心所。第六意识定有心所与之相应。上面讲了相应心所五十一种�举了根本

烦恼�随烦恼�善心所等类。颂文文字简略�不一一详举�故用“等”字加以概括。 

  第六意识的作用�“动身发语独为最�引满能招业力牵”。“动”指能动身思�说为身

业�能动语思�说为语业。审虑、决定二思�说为意业。所以动身发语独为最。“独为最”�

就是独自他的力最大、最强。我们身业造作�口业的活动中�如果在第八识中与其他心王的

关系最密切的话�主要是与第六意识的关系最密切。 

  “引满能招业力牵”�因为我们动身思叫身业�发语思叫语业。同时意识上的活动有审

虑、决定二思的活动叫意业。因此称身、口、意三业。三业每人都有。只不过此三业中善恶

不定。不论善业、恶业、这三业造作时�都要熏习。所谓“熏习”就是佛法里的特有名词。

是前六识的活动熏习成种子储存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就能受熏。前六识的造作就是能

熏。能熏与受熏的阿赖耶识结合�就会熏成种子。种子取譬为名。犹如农家藏在仓库里种子�

播在地里又能生出五谷。阿赖耶识熏习成的种子遇缘成熟能生起一切诸法现行�皆由种子生。

我们造业分三类�1、引业�引业者�牵引我们到某界某趣受生的业。2、满业�到了这一界

趣中满足一生的生活受用的业。如�变生人趣�身体与旁生有差别�也与旁生感受的器界有

差别。那么这种变现人的根身器界的业来说�主要是引业变现的根身器界。业力是引业招感。

什么是引业�今生作的业是大的善或是大的恶�主要的业是引业。一般小善或小恶点点滴滴

积累的业属满业。引业是主业�决定来生下堕或上升要看今生所作的业。如一生爱杀生�心

里常时审虑、决定二思都是恶�动身发语都是恶�以恶为主�到来生牵引下堕地狱。如果今

生主要作的是善业�即没有杀生�偷盗等�又爱放生又乐善好施。这些业使你招感人趣或天

趣。善业多招感善道�享受乐果。恶业多招感恶道�下堕。这是属引业的范畴。那么作恶的

人�有时也作一点善�攒钱养家糊口�这一分也是善性。同时除杀生业外�还要作一些零碎

的杀业�是招感将来在这一界趣的满业�一生的生活受用�这一部分的业为满业。又如一个

作善的人�并不完全是至善�有时也还作其他的业�由小善满满的积累�或小恶满满积累。

善中还有较大的恶。那么就看他这一生�若百分之五十是善�百分之五十是恶�但又要看他

前生是先善后恶呢�或是先恶后善�若先是善后是恶�或善恶成正比,先投生善道招感人趣,

这类人:①寿命短促,②其貌不扬,③满业极不理想.虽在人趣活动非常痛苦.那么短短的善业,

牵引你到人趣的业尽了,恶业现行使其下堕.若是先恶,就先下堕后上升.若是百分之六十的善,

百分之四十的恶,一般多生人趣,但是他的恶业还是不少,虽生人趣,但百分之四十的那一部分

是属满业的受用了.若是百分之六十的恶,毫无疑问就先下堕,多半是以偷盗为主的堕饿鬼趣,

以杀业为主百分之六十堕地狱�以其它业为主的就要堕旁生。恶业报受尽�善业现行才能上

升。引满业受报招感果。当然业由自心变�报由自心受。但变果、引业变果一般是由阿赖耶

识在变。满业力变果一般是由前六识在变。引业变果主要是引到某界某趣,变生身体和世界.

毫无疑问是阿赖业识在变�其它识不能变。因我们今生作的业力熏习在阿赖业识里.阿赖业识

在投生时,人死后投生前有个中有身是根据引业变生的。如果引到人趣是中等善业,中有身现

人身。那么这引业还有份同样是个人他的根身器界又有男人或女人之分。虽然是引业�但这

里又有一分满业。满业来说�这里人的相貌好丑�寿命长短�是男是女就是满业的一部分,

对满业来说,这一分满业和引业有直接的关系.变现身体世界有部分满业.但在生活受用上如

眼见、耳闻、舌尝、身触、穿衣等等这些就是满业变的。但是他不是直接由阿赖耶识在变生

根身器界时变现。所以引业一般是由阿赖耶识变生。但是引业不是绝对孤立的。与满业划清



界限的引业�他与满业还有一分不可截然分开的一部分。那么引业和满业才能发生关系。所

以中间这个连属地方�即引业和满业中间有一分不能截然分开的地方。如果是表现在身体器

界上是由阿赖耶识变现。若是表现在前六识缘境上�这一分是前六识变现。这个业�总而言

之是八识心王在变生引业感果�一般是根身器界。在佛法里有一个名词叫“异熟”。 

  所谓“异熟”业在过去�果在现在�业在现在果在未来。不同时间而后感果成熟的称为

“异熟”。异熟又有一个名字�从果报上讲叫总报�引业感总报变现根身器界名异熟�是阿

赖耶识变生�满业一般由前六识变生�变生的果叫异熟生。什么叫异熟生�它不离根身器界

而后形成的种种差别相为前六识受用。即是前六识变生�又是前六识受用�叫异熟生�以异

熟而变生的�以根身器界变生的。例如住房子有好有坏�房子的砖瓦木材等�才是阿赖耶识

的地大部分变生的。通过人的意识�对做砖修房子�通过想做出计划、设计�如何做成砖瓦�

修什么样的房子�先设计�然后才动手动足�开言吐语�要同同伙一起来造作�而才有这座

房子。有房子生起他是我们的身业、语业、意业�设计规划�三业造作的。才有这座房子�

就叫异熟生。异熟生不离开阿赖耶识变生器界里的地大。还有调沙灰时的水大�烧砖时还有

火大。所以用的地、水、火、风器界中取的原材料而后加工制造成的的。这个叫异熟生。那

是我们前六识造作的�用眼感受见�或是身体触摩为前六识受用�都是异熟生。在生活中无

一不是异熟生。我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等都是异熟生。但异熟生不能离开根身器界的

异熟而有。异熟生从业力招感是满业�是我们一生的果报。满业也是很重要。如我们同样都

是由引业牵引到人趣�身体大家差不多�世界�居住基本一样。但有的人生活受用美满�有

的人极不理想�这就是满业造成的差别。所以有的穿的绫罗绸缎�有的是破衣遮体。古人说�

“昨日入城去�归来泪满襟�遍身罗衣者�不是养蚕人。”又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

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些都是满业形成的差别。佛法始终是讲因果的。我们怎

样作就怎样受报。这个业在感果时�虽有总报和别报。总报是变生身体的�同时也是变生器

界的。业力可以改转不�总报�引业力�不能改转�只有满业力招感的别报可以改转。我们

今生生活方面�如衣食住行不理想�不美满�还可以转�①发愿�②广识因果�知道是前世

业力招感�今生就不怨天尤人�努力种善�对已感的果报应逆来顺受�对未来应充满希望�

努力去作。这样就可以改转今生一部分。举例�如身体不健康多病�是满业形成的�满业可

以改转�①本着佛家教导通五明�懂医方明�②时常加强锻炼�③注意饮食营养�④劳逸结

合调节身体。主要的是心里清净�远离世间一切娱乐�内心宁静�不取于相。身体就会逐渐

健康好转�⑤在生活上没有房子住�努力挣钱修建房屋�可以做到。所以满业可以改转。所

谓佛不转定业�主要是指引业不能改转。我们今生不能转变过来�那么可不可以今生造业�

来生受报�这多半是引业了。�第四盘 B面完� 

  �第五盘 A面� 

  引业的根身和世间�因为业力里头非常深细不易通达。那么这个引业感根身的引业叫引

业当中的不共业。感世间的引业叫引业中的共业。我们这个世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是我们

的依报�即是根身所依住的器界。根身所依住的由业感的果报�就是世界。由于我们都是人

业�同时感世界的人业都是大家造的比较相同的叫共业。由共业招感�世界只有一个�但每

个人都有一个世界。为什么看起来只有一个世界�举例�犹如屋里有千盏电灯都发光�看起

来象一个整体�光与光互相参透融合成了一个整的。实际上每个灯都在发光互相融合在一起�

好象形成一个整体。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光没有实体�彼此才能融合为一。那么我们每一个

人的世界而后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犹如一千盏电灯光融合在一起一样。由于业力相同�

世界相似�就融成一。就像光一样�如果光与光不同就不能融合为一。所以业力相同就融合

为一器界。所以世界是每人一分。为什么会融合为一�显示一个道理�世界是一个影相�不

是绝对真实有。所以这么多人的世界才能融合为一。如象王老三死了�走了�并不影响这个

世界不存在�只是带走了他的那一部分。犹如千盏电灯拿走了一个�它并不影响这个屋子里



的光明�还有其它的灯的光明。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来一个人是这个样子�走了一个人也是这

个样子。世界是引业中共业招感的。我们的身体各是一分。这个世界的身体就很多。所以感

身体的业就是引业中的不共业招感的。这个“业”里面又分共业�不共业两种。但是这个不

共业招感的身体在不共业中还有一分共。例如医学上的器官移植成功�这就是不共业中有一

分共。也就是说保护我们的这个根�神经�外围的粗大的肌肉、筋骨、毛发、爪、甲、五脏

六腑这些虽各有一分。它是不共业的共业招感。大家可以彼此互作损益。如把被枪毙的人的

心脏移植在病人身上去�就是彼此互作损益。这就是不共当中的共业。不共当中的不共就是

神经不能共。器界是共业招感的。共中又有不共�器界每人一分�由于业力相同融合为一世

界。如我小的时候住在巴中石城乡�现住在成都�与你们住处不同。又如北京�上海可以去

旅游�但不能长时居住。这都属器界中的共中不共的一分。佛法把业力讲的很细�所以“引

满能招业力牵”。 

  “满业”是前六识在变�前六识在受。但满业甲乙有情在招感的异熟生上彼此可以发生

一定的影响�例如有个人学了一门专业技术�会种大棚蔬菜�而另一个人不懂此技术�去跟

他学�掌握了此技术�而且挣了钱�就改变了这一生的命运�生活受用就美满�这就是属于

异熟生满业感别报。有情与有情见可以互相发生影响。这就说明彼此互作增上缘。但生起我

们身体世界的因缘各是各。但可以互相发生增上缘。“业”指身、口、意三业造作活动。善

业、恶业主要招感欲界。 

  不动业�定业��此业是招感色界、无色界的。要招感此三界就要修“定”。要呵五欲、

弃五盖。“呵五欲”�即除掉色、声、香、味、触五欲。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要远离五欲。“弃五盖”�抛弃五盖�掉举、昏沉、睡眠、恶作、

疑五盖。盖者遮蔽义。遮蔽我们的定和慧。“掉举”�惴惴不安�惴惴动作不安�障蔽定�

心里不宁静。“昏沉”�就是昏昏沉沉的�无精打采�萎靡不振。障慧�即障观。”观”就

是如理的分别参悟。“睡眠”�也是障观的。“恶作”�就是追悔�作善后悔是恶�作恶后

悔是善。“恶作”也是心里动荡不安�障定的。“疑”�疑惑�心里犹豫不定�障定的。要

去掉五欲五盖修的业。没有五欲五盖来做的事�一般称定业�是招感色界无色界。《成唯识论》

上把善业称为福业�恶业称为非福业。不动业称为定业。这都是意识支配身、语�而后身、

口、意这三业造作活动产生的业力。所以“引满能招业力牵”。 

  什么是引业�什么是满业�引业变什么果�满业变什么果�是哪个在变�引业是阿赖耶

识在变�变的果叫异熟。满业是前六识在变�变的果叫异熟生。异熟与异熟生结合叫异熟果。

下面讲净分唯智一颂。 

  提问� 

  1、第六意识为什么与三性三量三境相应�理论根据何在� 

  2、第六意识与三界相通�是否与九地完全通�若不通�哪些方面不通� 

  3、意识为什么与五十一种心所完全相应�表现在哪些地方�道理何在�在八识当中主要

是哪几个识在造业�这个“业”从性质上来讲可以分成几类��善业、恶业、不动业�总的

又划分为哪两部分��引业、满业�这两种业有机结合变成的果叫什么果��异熟果� 

  4、业果有共业�有不共业。但是共中有共�共中有不共�不共中有不共�不共中有共�

具体分析一下。 

  下面讲转识成智�净分这一部分。 

  “发起初心欢喜地�俱生犹自现缠眠�远行地后纯无漏�观察圆明照大千。” 

  “发起初心欢喜地”�指第六意识转识成智�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转�是在见道登初

地时。“初心”�也就是最初第六意识由染转净的时候�也就是指的欢喜地。什么叫欢喜地�

在《华严经》十地品初地讲到�第一�菩萨从久远劫来常在生死论回之中。现在通过发菩提

心�修大士行�见到人生宇宙的实相�断除分别我法二执及分别烦恼所知二障�同时也断除



了感生下堕三恶道的恶因�永远只在人天善趣受生。广度无边众生。自觉觉他心生极大欢喜。

第二�菩萨从久远劫来未能与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同行。现在已经与诸大菩萨为伴侣�以一切

诸佛为导师�也以无量众生为眷属�可以游百佛土�侍百如来�度百类众生。又能使身体留

住世间一百劫。所以心生极大欢喜。第三�自此以后常生如来家作真佛子�绍继佛种�荷担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四�常时受用广大无边真实法乐�内心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安住

上舍。由此四点�把最初见道的境地称欢喜地�又名初地�又名第一地。“地”这里是指像

阶梯修行的境地。由初地一地一地的上升。由一地升至十地�乃至佛地。地就是境地�修行

的阶梯、次第。即是证悟层次的浅低�逐步升华。虽然第六意识转识成智是在初地开始转�

转识成智是这样的�我们在有漏位认识事物都是虚妄分别。用今天的话讲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对事物是一种颠倒的认识�不如理的认识。所以这就叫唯识。学佛者要转变认识�把原来颠

倒认识转变为不颠倒。把非理认识转变为如理认识。要实事求是于一切诸法有即知有�空即

知空�不取不舍�不增不减。这就是善取空的意义。这就是属于唯智的表现。转识成智就是

转变认识。由于转变认识不是一下就能彻底的圆满的把认识转变过来�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

过程。逐步使我们的正确认识达到圆满究竟成熟阶段。所以从初地菩萨开始转识成智。什么

时候转圆满要在七地后八地前一长劫�一大阿僧祗劫才能把第六意识的错误认识彻底转变过

来而成为圆满的正确的认识。在这一长劫中�仍有俱生我法执著。因见道时主要断的是分别

我执、法执、分别烦恼障、分别所知障�即是断的分别二执二障。是后天的靠他人影响传布

而使你熏习的这种分别我法执著。这个容易断。我们阿赖耶识中无始时来就有先天本有的分

别二执二障。这种俱生的二执二障不是一时能断掉。还要靠修无功用行。用极长的时间慢慢

断。“俱生犹自现缠眠”�俱生我法二执烦恼所知二障有时要现行来缠缚第六意识�使第六

意识在认识上有时还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要到七地后八地时第六意识才转智圆满。

所以就称为叫“俱生犹自现缠眠”。菩萨从初地到第八地这段时间多在欲界的人天趣受生�

不在三恶道受生。菩萨为什么要在人天趣受生呢�因为他们要积无边福德智慧。菩萨的大愿

是�众生不度尽�誓不取正觉。大慈大悲度化一切众生�而在人天善趣中最好度化众生。„„

�第五盘 A面完� 

  �第五盘 B 面� 

  „„所谓有苦�众生就会回头。知道人生多苦而不贪念�同时也有乐�也有时间来听闻

修学佛法。也就是说苦乐参的人世间是最好发心学佛的。天上的人乐多苦少�容易安住乐境

之中不容易回头。地狱、饿鬼、傍生三恶道众生苦多乐少�也无有精力世间来闻听佛法�修

学佛法。所以佛陀说�人生难得。又讲�一失人身�万劫难复。那一旦人身丧失了�万劫都

不能恢复人身。为什么�三界九地的人这一界趣仅仅只占六趣中的一分�如果把三界拉通来

看�他仅仅占十分之一还少�所以生在人趣是很难的。说明菩萨见道后还要在人天趣往返受

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人天趣好度众生�好积集福德智慧�他不是求个人解脱�是天上天下广度

一切众生。如果只求个人解脱远离世间�所谓生在极乐世界去�这就多偏于声闻�独觉。所

以极乐世界中阿罗汉弟子�声闻弟子无量无边�这些只求自了�是小乘。真正的菩萨如《维

摩诘经》上讲�“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所以众生在哪里�菩萨就在哪里。有众生的地方

就是有佛土的地方。这是大乘佛法的伟大处。所以地上菩萨八地以前一阿僧祗劫都在人天受

生。 

  “远行地后纯无漏”�远行地指第七地�无相有功用行到此为最后边。用功最为深远。

“行”�谓功行。无相有功用行到第七地最为深远。所以叫远行地一般说远行地后第六意识

转智就转圆满。转的妙观察智。妙�微妙。观察�观察有二�1、对宇宙万法观察自相共相。

自相�因果差别相。共相�观察宇宙万有一切诸法平等皆是缘起性空�无实我实法可得。自

性无有�自性本空。观察理是为共相�观察事是为自相�事理并观是为观察诸法自相共相。2、

观察人生�观察一切众生的根机胜劣。如果是小乘根机则说“四谛法”�或说“十二因缘法”。



如果是大乘根机则讲四摄六般若波罗蜜多。如果是人天有情则讲止十恶�而行十善之法。这

就叫观察一切有情根机胜劣。“胜”谓殊胜�“劣”谓下劣。看是大根�小根�钝根�利根。

或者是初心菩萨�或者是加行位菩萨�或是地上菩萨�或者是小乘声闻�预流果以前的凡夫�

预流果以上的圣人�而后根据他的不同境界�根机给他讲法�对机施教�应病与药。这个就

是观察有情根机胜劣来对机说法�广度无边众生�断一切众生的疑惑�生正信、明因果、识

正理�而后作以觉人。 

  “观察圆明照大千”�大千�大千世界是一佛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大千世界。我们这

个娑婆世界也是一大千世界。“大千”包括三个千就叫三千大千世界。月亮太阳照射的范围

称一个世界。一千个太阳照射的范围称为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称为一个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中包括了大、中、小三个千�所以又称三

千大千世界�即一佛土�也就是一个佛陀出世教化众生的范围。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

界�娑婆世界都各是一个大千世界。宇宙间像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有好多个呢�佛陀说�如

恒河沙数那么多�不可胜数�不能用算术譬喻加以形容。所以世界无边�众生无量。“圆明”�

圆明者就是圆满智慧光明照耀大千。就叫“观察圆明照大千”。这里讲的第六意识转智的情

况。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知的范围是极其微小。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小小的物质世界还

不知有无“反物质、暗物质”。中国、美国、俄罗斯几个大国研究的一卫星发射出去探测宇

宙的奥秘�人类发展的起源。说明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知的范围极其有限。美国科学家最近发

现太阳附近有两个行星�这就说明在太阳附近有什么东西都未看完。所以佛法讲�真正要把

这个世界彻底了知�那就要转识成智。也识要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而后“观察圆明照大

千”�那时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宇宙万又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见。所以现

在了解宇宙的情况�犹如《摄大乘论》讲�犹如盲人摸象�此句说明他不能见到全面�只能

见其一点。这就是意识有漏位所见有限�在无漏位所见无限�而且圆满。 

  提问� 

  1、第六意识何时�在哪个地位�转识成智�什么时候转圆满�在未转圆满时还有哪些来

缠缚第六意思�使他不得清净圆满自在解脱�同时转识成智后�妙观察智起什么作用� 

  2、第六意识支配身业、语业进行造作�在哪种情况下身业、语业是善或是恶或是无记� 

  答�①身、语二业要靠意来支配才能产生作用。若意思是善则身、语二业是善。若意识

是恶则身语二业就是恶。若不善不恶则身语二业既是无记性。 

  ②意识有时候属善�在身、语二业表现出来好象是恶�但这个时候主要要以意识是善或

是恶来决定。如小孩时候希望他成才�不得已要打他。但动机是善�身业语业就不善。但这

还是要归在善业中。学佛者要真正达到善�要三业�身、口、意�同时达到最善�如果三业

中有一业不善�这个还是不完整的善。要达到三业最善�就应要求自己内心时常慈悲喜舍四

无量心。在行持上修四摄六波罗蜜。这样身、口、意三业才能达到纯粹至善。世间凡夫内心

无大悲心�无般若观空�有时虽然动机是好的�但手段恶劣�这还是不完全的至善。 

  3、业分为两大部分�引业、满业。 

  引业感的报叫总报�是阿赖业识变的根身器界�感的果叫异熟。 

  满业的报叫别报�是前六识变现�感的果叫异熟生。两者有机结合叫异熟果。 

  我们所作的业有善有恶�感的果无有善恶�只有苦乐。善业只能感乐果�而不能感善果�

恶业感的果叫苦果�而苦果不能称恶果。如果果也有道德性和非道德性。那么我们道德性果

里面�那你永远都在道德性中�那你想造恶业就不可能了。因为果本身就带道德性。如象人

的身体和世界一样�你生在天趣或人趣都是善趣。如果善趣带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人的身

体妻界都带道德性。那你想造恶业下堕就不可能了。生在恶趣�若恶趣的果是属于非道德性�

那你想要造善业上升也不可能。佛法讲的�如果我们作的业有道德性和非道德性�而感的果

是没有道德性和非道德性。只有苦和乐这两部分。所以这个就叫异性而熟。也就是因与果的



性质不同�即因有善恶之性�果无有善恶之性。纯粹是无记性。只有苦乐的差别�异时而熟�

就是过去造的业要在今天受�今生造的业要在来生受。这个是属异熟果。那么今生造的业今

生也能受一部分果�这个一般叫增上果。例如你这生杀了一个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杀

人者偿命。这个果就叫增上果。�今生作了大恶当下就受果�。但是你今生杀了他�来生他要

杀你�这叫异熟果。异熟果一般是时间不同才能感果�才能受报。所以就叫异时而熟。变异

而熟�就是指种子在阿赖耶识里边要待缘才能成熟。也就是不是当时感果。因为因缘生法条

件不具备�它还生不起果来。而是在阿赖耶识里边运动转化�慢慢酝酿而今成熟生果。这就

叫变异而熟。 

  4、第六意识转的什么智��妙观察智�。在什么时候开始转��初地�什么时候转圆满�

�七地后八地前�。在转识成智过程中即还未转圆满时�有时还要受到缠缚不得自在�主要是

什么原因使他受缠缚��第六意识上的俱生二执二障一直要到七地后八地前�。第六意识的俱

生现行才能断尽。但种子断不了。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要成佛后�阿赖耶识转大圆镜智无垢

识后才能顿断二执二障的种子。所以从初地到七地这一长阶段�第六意识在转识成智过程中

不得自在�受到缠缚�主要是俱生二执二障的现行缠缚它�所以叫“俱生犹自现缠眠”。 

  在这一长劫中菩萨在什么地方受生��人天趣受生�。为什么��因为要在人天趣中广度

无边众生�积集无量无漏福德智慧。只有无量福德智慧不断增长。到达最后圆满才能成佛。

菩萨的净土始终识建立在人间。建立在度众生中。若离开众生菩萨无有佛之净土。同时离开

众生智慧福德无有积集。离开了众生菩萨也不能运同体大悲�修无缘大慈。所以众生识诸佛

如来诸大菩萨成就花果的基础初地到八地这一阶段菩萨在善趣人天往返受生�象我们一样仍

然有父母缘�要投胎、住胎、出胎。同时要成家立业�所以这个他有生死叫分段生死。到了

八地菩萨就不再到人天受生了。他只有这个身体发愿修定�使身体老了后又返老还童。如此

反复�能使这一身体延长一大阿僧祗劫。住在世上这一长劫生死就叫变异生死。八地前菩萨

是分段生死�八地后菩萨到成佛这一阶段�都是属于变异生死�八地后的菩萨断了分段生死。 

  5、转的妙观察智起什么作用�妙观�善于观察的意思。因他是智慧起用比较微妙。不是

凡夫用知识语言可以推比认识。所以他是智慧的现观�照了。这种境界微妙�最难了知。“观

察”即认识义。他对于一切法�观察因果事相�即自相�。观察他的同一真理�即共相�。所

以真如、真理、事相都是妙观察智观察。对有情人生还要观察他的根机胜劣�然后才对机施

教�应病与药。妙观察智不现佛身。但他可以支配平等性智、成所作智现身�也就是说他观

察了有情根机后到底是地上菩萨还是地前菩萨。如果是地上菩萨�那就是平等性智�就要去

现身度化。如果是地前菩萨�加行位的�成所作智现千丈大身去度化�资粮位的成所作智现

丈六金身去度化。妙观察智象一个总司令部一样�调兵遣将。这就是第六意识转的情况。 

  “远行地后纯无漏”�“漏”字怎么讲�“漏”就是有烦恼造染业�由业引生六道轮回�

即流转义�叫漏。怎样又会说流转呢�就是由烦恼造业感果�流转生死�所以叫漏。“无漏”

断灭烦恼�去掉染业�彻底的出离了三界�证得涅槃�永远不流转生死�叫无漏。„„�第

五盘 B面完� 

 

�第六盘 A面� 

  末那识颂 

  “末那”�印度梵文�汉译为“意”�思量义。思量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末那识的作

用很大。在第六意识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末那识。因为末那识是生起第六意识的根。如果没有

末那识则意识没有根�意识没有根哪里又会有意识呢�前五识都有根。第七末那识也是阿赖

耶识的根。末那识是前面诸识进去�内是阿赖耶识生现行�内入外出的通道。 

  “带质有覆通情本”�末那识的性是无记性�境是带质境。“有覆”�有遮蔽�即有我

法执的遮蔽�遮蔽真实相。“带质”�指带质境。这个“境”主要指阿赖耶识。也就是末那



识要带个阿赖耶识为境。而把阿赖耶识认为是我�带质境就是夹带个本质境�本质境就是阿

赖耶识。而把阿赖耶识这个本质境认为是我。末那识的量是非量。认识错了�能量的识是非

量�所量的境是带质境。为什么末那识不通现量呢�因为他把阿赖耶识执为自我�就不通现

量�故缘的境也不是性境。同时末那识不用语言文字�所以就不通比量。他不用语言文字去

推比度量�所以也无独影境。“有覆”�有遮蔽�有我法执遮蔽了�我执引生烦恼障�烦恼

障就障涅槃�把涅槃遮蔽了。有覆是对阿赖耶识而言�因为阿赖耶识是无覆�他无我法执遮

蔽。时常都是本性显露�摆起的。“通情本”�情�迷情�这里主要指第七末那识�即有情

�人�无智慧�无法认识事物的真实相。本�指阿赖耶识为其本质境�就是说迷情夹带本质

境而后生起的执著�我执、法执�。通�有二义�①每个人皆是迷而不觉的凡夫�遍于一切胎

卵湿化四生九有�九地的众生�。②第七末那识由于没有智慧�他虽然内为阿赖耶识的根�外

为第六意识的根�作为内出外入的枢纽通道�但是他有我法二执�所以他就迷执阿赖耶识的

见分为我。说明末那识皆通人法二执�使众生不得解脱。“随缘”�“随”字义是指末那识

随阿赖耶识的根而生�又以阿赖耶识为根本依而起�反过来又缘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叫随

缘。因阿赖耶识是他生起的根。他的种子储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犹如大地一样。例

如�植物虽然是从种子生�但离开了大地�种子又依附在哪里呢�所以阿赖耶识又为末那识

自种生现行的一个根本依处�所以叫根本依。又反过来他又执阿赖耶识见分为我�所以就叫

“随缘执我量为非”。他的量是错的�是非量。下面讲他的心所。“八大遍行别境慧�贪痴

我见慢相随”。“八大”指八大随烦恼。“遍行”指遍行心所。“别境慧”指别境心所里边

的慧心所与他相应。“贪痴我见慢相随”�贪痴—?根本烦恼里的�我见�我慢。他相应心所

是十八个。 

  第七末那识与多个烦恼心所相应。为什么他不通恶�而是无记性呢�因为第七末那识不

象第六意识支配身语造业�他是一类缘阿赖耶识见分为我�有我执引生烦恼�向内执阿赖耶

识见分为我。犹如色界、无色界净地里边的众生相应的烦恼心所一样�也属无记性�他不直

接造善恶业�同时他又是相似相续是无记性�不通恶性。这里很明显�如果与小随烦恼的忿、

恨、恼等相应�就表现在身业上�那就通恶。但他没有小、中随烦恼�只有八种大随烦恼。

掉举、昏沉这些不能说它是恶性�一般通无记性。这里指第七末那识只向内缘�不通善恶业�

不向外缘境。 

  “恒审思量我相随�有情日夜镇昏迷�四惑八大相应起�六转呼为染净依。”�这里讲

第七末那识的作用。“恒审思量我相随”�“恒”�一般表示恒常不断。“思量”就是认为

有个我。这里这个“思量”不要把它理解为第六意识运用名言、概念、语言文言在思量。是

它时常有这一种最微细的我法执�这个就叫思量。“审”�观察义。它随时观察有个我。“我

相随”常时有个我执相随于第七末那识而永远不舍去。 

  “有情日夜镇昏迷”�“有情”指胎卵湿化四生都叫有情。“日夜”�昼夜义。“镇”�

把有情镇住在三界之中昏迷而不觉醒。由此显示他不得出离解脱。由于有我法执就把有情镇

住在三界当中。“昏迷”�就是无智慧。一天昏昏然然的显示出随时都是无明相随。没有般

若�不通达一切诸法的真实相。说明众生不能解脱的根本�还在第七末那识上�夜就是第七

末那识有根深蒂固无始时来的俱生二执二障。由于有俱生二执二障作基础�所以就引生第六

意识�也有俱生和分别两种执著。所以第六意识以第七末那识的执著为基础为根本�造染业�

使有情在三界中长期流转。我们要解脱�必须把第七末那识人法二执彻底断尽才能解脱。那

么要断末那识的二执二障�就只有在第六意识上用功。因为第七末那识的俱生二执二障之所

以长期存在�就是由于第六意识有分别二执二障来滋养他。使得俱生二执二障永远存在。如

果没有第六意识分别二执二障来滋养先天的俱生二执二障�那么先天的二执二障就会慢慢枯

萎�到达最后彻底死亡。要断第七末那识俱生二执二障�在修行用功上用无功用行。如果一

旦用力�有功用就断不了它。因为你一有功用就要用力�有力就有分别我执�一有分别我执�



那就滋养助长了俱生我执。要把分别我执去掉�常时都无为而无不为�用这种修行的方法�

才断俱生执著。第七末那识的俱生二执二障根深蒂固�你用力去断就断不了。用力就助长了

它的执著。不用力随缘任运来修无功用行断它。这就是断俱生我执的方法。分别我执从哪里

来的�是以俱生我法执作基础�才有分别我法执。俱生我法执又如何长期存在�就是分别我

法执提供营养来滋养它�才长期存在。所以我们只有把第六意识分别我法执断了�然后修无

功用行�俱生我法执才能断尽。 

  “四惑八大相应起”�“四惑”指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八大”指八大随烦恼。

“相应起”�相应同时生起。常时都与末那识相应而起�同缘一境�共办一事。心王缘总相�

心所缘别相�差别相�。这是心王与心所在缘境上的不同。“惑”就是烦恼�没有智慧�愚痴�

迷惑实相真理�叫惑。四种惑�贪、痴、见、慢。“贪”就是它贪阿赖耶识见分为自我。“痴”�

没有智慧�愚痴。“慢”�有我执�骄傲。“见”�有邪见。因为它有别境心所中的慧与之

相应。此慧通有漏无漏。当然这是有漏慧是邪见。“我执”是邪慧的表现. 

  “六转呼为染净依”:”六转”:指眼等六识叫六转识,也就是前六识是依阿赖耶识里的

种子转动生起.“转动”�运动义。显示没有停止。“呼为染净依”�就是前六识把第七末那

识称为染净依。末那识的别名叫染净依识。“染净依”就是第七末那识有俱生我法执之染。

那么第六意识在起善念支配身、语造善业�善业通过第七末那识这个通道�才熏习到阿赖耶

识去。在熏习的过程第七末那识有俱生我法执�就把你作的善业给染污了。由此作的善业叫

有漏善染污的善�不叫清净的善。要前六识造的业是清净的业�必须使第七末那识转识成智�

把无明、贪、痴、慢、见去掉。要不执阿赖耶识见分为我„„�第六盘 A面完� 

  �第六盘 B 面� 

  „„无人我�法我的两种执著。第七末那识清净了。这时前六识造的善业通过熏习到阿

赖耶识里去�才不会把它染污�才是清净的无漏的善。所以这就是第七末那识成了前六转识

染净所依的根本�所以叫染净依。世界的人在作善、布施、放生而不能成佛不能解脱�就是

由于第七末那识有我执的缘故�是在我执的驱使下做的。作的善是有漏善�故不能解脱。锅

学佛者首先应破我法执。第六意识转识成智是在初地转。第七末那识也与之同时转。若末那

识不转�第六意识也转不了。有两个原因不能转�①因第七识为第六识的根�哪有根是染污

的以根生起的识是清净的�故此二识必须同时转。②第六意识造的善业�要通过第七识才种

得进去。第七识若是染污的�第六识再造善业也被染污了�就成了染污善。必须第七清净一

分�第六识造的业才清净一分�。所以依这两个原因�此二识在转识成智时必须同时转�同时

圆满。所以他们都是在初地开始转�七地后就圆满。下面就讲第七识净分这一部分。 

  “极喜初心平等性”�“极喜”又名欢喜地�初地。最极喜欢。“初心”�也就是在见

道登初地时�第七末那识心王句开始转识成智了。转的平等性智。“平等性”�就是指平等

性智。平等�在有漏位第七末那识有诸法染净的差别�有凡圣的差别�有诸法生灭的差别�

有凡夫生死的差别。有这些差别的执著�所以就不平等。在无漏位无有凡圣染净诸法的差别�

也无有生灭生死的差别。所以于人我不见有生死相�于法我不见有生灭相�所以一定平等。

从诸法的真实性上来显他,所以叫平等性。智就是转识成智而不是识�是智慧了。初心�初心

王。 

  “无功用行我恒摧”�第七末那识的执著主要是俱生二执二障。如何断此二执二障�用

什么方法断�在见道登初地后�在人天往返受生起的菩萨长期修无功用行来断�常时修无功

用行来催垮俱生二执二障。所以叫“无功用行我恒摧”。这时是用无功用行�八地后无功用

行才圆满。 

  “如来现起他受用”�这句讲平等性智起的作用。“平等性智”只是佛才有圆满的“平

等性智”。主要是现度化登地以上的菩萨的身和土。这个身和土一般根据菩萨的境界现的身

土是有差别的。初地菩萨现的身土与二次开发地菩萨现的身土有胜劣之别。当然地地以上都



要殊胜些。下地不如上地�上地胜过下地。即初地不如二地�二地不如三地„„这也是对机

说法�对机施教�对机示现身土�善巧方便的佛智慧的表现。“他”指的菩萨。“受用”受

用与佛相似的广大法乐�所以叫“他受用”。这里指的他受用身和他受用土�就是佛度化菩

萨现的身土。 

  “十地菩萨所被机”�度的十地菩萨�加被十地菩萨�适合十地菩萨根机的这种身土。

“十地”�在五位中�资粮、加行、见道、修道、究竟位�属修道位。修道位中分两大阿僧

祗劫。初地到八地这一阶段�在整个修行过程中是第二阿僧祗劫。他这一段时间是分段生死。

八地到成佛这一段是变异生死�是最后这一阿僧祗劫即第三大阿僧祗劫。修道位有十地�所

修的行是十波罗蜜�所断的障是十种重障�证的真如是十真如。真如本来只有一�为什么要

说真如有十�因为是根据他证真如深浅而说有十�犹如我们吃一个饼子�饼子是一个�但不

是一口就吃完了的�而是一口一口的慢慢吃�才把他吃得完。真如是非常圆满的�而我们的

智慧有限�所以不是一下就把真如证圆满了�证一分真如就给它取一个名字�再证一分真如�

又给它取个名字�一直到最后证完就有十真如。十真如�①初地证的遍行真如, ②二地证的

最胜真如�③三地证的胜流真如�④四地证的无摄受真如�⑤五地证的类无别真如�⑥六地

证的无染净真如�⑦七地证的法无别真如�⑧八地证的无增减真如�⑨九地证的智自在真如�

⑩十地证的业自在真如。十波罗蜜�①布施�②持戒�③忍辱�④精进�⑤襌定�⑥般若。

除了这六波罗蜜以外�还有四波罗蜜作为助伴。⑦方便波罗蜜�是协助布施、持戒、忍辱这

三波罗蜜的。也就是我们要把前三波罗蜜修好�一定要具备方便善巧的智慧。如果没有方便

善巧的智慧�就把前三波罗蜜修不好。所以就有个方便波罗蜜为助伴。⑧愿波罗蜜�是作精

进波罗蜜的助伴。如果我们要修大精进�永远无懒惰�无怯弱�无喜足来虔诚学修佛法就一

定要大愿住心,所以以愿波罗蜜为助伴。⑨力波罗蜜�为襌定波罗蜜助伴�就是我们修“襌定”

的最大力量。就是三藏十二部经�所以叫力波罗蜜。如果离开了三藏十二部经来修的襌定�

叫世间襌�叫死襌�而不叫佛所讲的上上襌。⑩智波罗蜜多�此是般若波罗蜜多的助伴。十

障�①初地断异生性障�也就是断的下堕三恶道的障�不同界地而生的障断去了。②二地断

的邪行障。③三地断的暗钝障。④四地断的微细烦恼现行障。⑤五地断的于下乘般涅槃障。

⑥六地断的粗相现行障。⑦七地断的细相现行障。⑧八地断的于无相中作加行障。⑨九地断

的于利他中不欲行障。⑩十地断的于诸法中未得自在障。这里说明有四个十�十地、十行、

十障、十如�依于十地�修十胜行�断十种障�证十真如�而后才能成佛。 

  提问�1、有几种殊胜作用� 

  答�有四种殊胜作用�①内为第八识的根�②外为第六识的跟�③为前六识的染净依�

④执第八识见分为我。 

  2、那识的性、量、境受如何� 

  答�末那识的性是无记性�量是非量�境是带质境�受是舍受�不苦不乐�。 

  3、 与末那识相应的心所有多少个� 

  4、 末那识与那么多的烦恼心所相应�它为什么不通善恶的所以然。 

  5、 那识的人法执著是俱生、分别中的哪一类�如何断末那识的人法执著�用什么方法� 

  6、 末那识为什么使有情不得解脱�原因何在� 

  7、 那识转识成智的智叫什么名字�如何理解这个智�什么时间开始转�什么时候转圆

满�开始转到转圆满时用的什么方法在修行�末那识成智起什么作用� 

  8、 末那识为什么不通现量、比量、独影境、性境� 

  答�①末那识不通现量性境�主要原因是有我法二执的遮蔽�就不会有能量的识和所量

的境现观现见。所以在中间就有执著。在末那识一颂里就有一句�“带质有覆通情本”。有

覆就是有遮蔽�有遮蔽就有我法执著。所以他能量的识就不是现量�所量的境也就不是性境

了。②不通不量、独影境�就是因为它不用语言文字�没有概念活动�所以就不通比量、独



影境。 

  9、 末那识的带质境是真带质还是假带质� 

  答�末那识的带质境是真带质�真带质是不用语言文字去遍计执著。第六意识缘的境是

似带质。似带质是用语言文字去执著。末那识执著阿赖耶识为自我�是不用语言文字去遍计

执著的。真带质能量的识是非量。 

  10.末那识的性�无记性。虽然它也有烦恼常与之相应�但它是一类相似相续向里缘阿赖

耶识为自我�不向外缘境�故不造善恶业�是无记性。末那识相应心所十八种�它不造善恶

业�就不与随烦恼�无惭、无愧�相应�它没有身口二业表现于外�也没有象第六意识有五

俱意识与前五识同起�它不与小随烦恼相应�也不与善心所相应。故它不造善恶业�纯属无

记性。 

  11、第七末那识为什么称为染净依� 

  答�染—有漏位—唯识�净—无漏位—唯智。“依”�前六识依第七末那识�如果第七

末那识是染�那么前六识就是染。如果末那识是净�前六识就净。当然第七末那识净了�前

六识造的业才是无漏业。如果第七末那识是染�第六识尽管造的是善业�它也称为叫有漏善

业�不能称为无漏善业。所以它是前六转识染净所依的根本�故称为染净依。 

  12、第七末那识在三界九地中全通吗� 

  答�三界九地皆有。一般说来�阿赖耶识在哪里�末那识定在哪里两识是互相为根。 

  13、末那识转识成智的时间�七地后八地前�转为平等性智。此智的作用�“如来现起

它受用”。佛现的身、土、他受用。“他”指菩萨�“受用”�受用广大法乐�即佛现的身

土�使菩萨能受用其广大法乐。 

  “十地菩萨所被机”�十地菩萨�前面已讲��初地至八地是分段生死�八地后至十地�

变异生死。菩萨成佛经过多长时间�三大阿僧祗劫。五地菩萨修地行�襌定。修四谛来说�

是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如果说圆满来说就是修四谛。他知道世间是苦�我们就必须厌离苦。

要断除感苦果的因才行。“因”指集谛�集就是苦果之因——三杂染法�把这三杂染法除掉

�指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要断三杂染法�就要修三十七道品法。三十七道品法修学

圆满�就要证涅槃。但大乘五地菩萨虽已圆满修学三十七道品�但他不入涅槃�而是把小乘

入无余依涅槃的想法断掉。修大乘菩萨把小乘涅槃视为证大菩提的一种障碍。即断除于下乘

般涅槃障。“下乘”指小乘、声闻、独觉。般涅槃的“般”字当入字讲。大乘来说必须要经

过三大阿僧祗劫。弥勒佛在《瑜伽师地论》上讲�要过三大阿僧祗劫才能证得大果位。菩萨

在修行中�把声闻迅速入涅槃当着是一种障碍�要断除掉而不得入涅槃�一旦入了涅槃�不

会圆满�俱生二执二障现行�种子不能除掉。就不能转阿赖耶识为无垢识和大圆镜智。也就

不能现起佛的受用身。也就没有他受用身和化身。所以佛之所以成就三身�就是由于经过三

大阿僧祗劫�广修福慧�断除诸障�而最终才能成就。 

  九地菩萨断的什么障�断的于利他中不欲行障。对度化众生来说�不欲去的这种障他断

除了。“不想去”一般有畏惧才不想去。自己度化众生�能度化众生的本领不足�怯弱畏惧�

如果他的智慧圆满了�神通广大�当然他度化众生就无所畏惧�乐于度生。 

  九地菩萨修“四无碍解”�①法无碍解�②义无碍解�③训释无碍解�④辩说无碍解。

把这四无碍解的智慧修圆满了�才得超过九地到十地。�第六盘 B面完� 

  �第七盘 A面� 

  阿赖耶识颂 

  阿赖耶识在八识中最难通达的一个识。也就是说此识的道理甚深微妙�极难通达。《大乘

阿毗达磨经》讲�“由摄藏诸法�一切种子识�故名阿赖耶�圣者我开示”。他说这个阿赖

耶识只对那些具有大乘菩提种性的大乘菩萨才给他讲解。对于一般愚痴的声闻�迷而不觉的

凡夫不给他讲。若给他讲�他不能通达接受�讲了也无益。在《解圣深密经》讲�“阿陀那



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入暴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凡”指凡夫�“愚”

指声闻、独觉。阿赖耶识的道理深广圆满。凡夫不能出离�二乘不能达其边际�唯有菩萨才

能如实通达了解。所以佛只给菩萨解说。阿赖耶识是梵文�汉译“藏识”�它具有三藏义�

能藏、所藏、我爱执藏。 

  ①能藏�也就是阿赖耶识的一种堪能。“能”�能够储藏。能够摄受一切染净诸法的种

子。犹如大海能容纳百川。 

  ②所藏�指一切诸法被阿赖耶识所藏。犹如百川大水被大海所容纳。 

  ③我爱执藏�是阿赖耶识里也含藏有一种种生起现行时�反过来又能执藏识为自我。也

就是末那识。 

  问�“我爱执藏”属末那识之意。何故列在阿赖耶识三藏之中� 

  答�末那识对于阿赖耶识来说�只作阿赖耶识生起的根�也就是说阿赖耶识自身的存在

具备外缘条件只是靠末那识作为它的一个根门�使阿赖耶识长期生起存在�那么反过来�阿

赖耶识对末那识来说�就是末那识生住成得具备的多个条件�首先末那识的种子是储藏在阿

赖耶识当中的。离了阿赖耶识则无有处所储藏种子�第二�末那识生起现行要以阿赖耶识为

根本依。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根本依作助缘�末那识的种子就不能生起现行�第三�末那识

还要靠阿赖耶识为根而生。如果没有阿赖耶识作为它的根门�而末那识始终生不起来�第四�

阿赖耶识又为末那识所执�若没有阿赖耶识的见分所执�末那识又去执哪一个为自我呢�所

以从阿赖耶识对末那识生起的作用来说很胜。从末那识对阿赖耶识的缘来说很劣。以胜显劣�

所以理应把“我爱执藏”列在阿赖耶识的三藏之中�而不列在末那识中。 

  阿赖耶识的别名�别名出自于哪些经论�每个别名的意义�我们现复习一下。 

  阿赖耶识的别名�①阿赖耶识�②阿陀那识�③所知依�④心�⑤一切种子识�⑥藏识

海�⑦根本识�⑧异熟识�⑨穷生死蕴�⑩第八识。 

  阿赖耶识的意义�是执持种子�执持根身�是执持义。如果我们的跟身没有阿赖耶识的

执持�就要坏烂腐朽。我们一天很有精神的活着�这个物质在不停的运动�而不是僵死的�

就是由于有阿赖耶识在执持。 

  “心”有二义�①积集义�指阿赖耶识积集诸法的种子。②积起义�指前七转识随缘生

起现行。所以此二义就包括整个八识。单讲“积集”就是指阿赖耶识。单讲“积起”就是指

前七转识�所以这个“心”是八识合而为一心。理应包括八识�故具有二义。 

  “所知依”�一切万法依阿赖耶识而有。“所知”�所知是法的别名。“所知依”就是

一切法依阿赖耶识而有。即阿赖耶识是一切所依的根本。 

  “藏识海”�此名出自于《楞伽经》。佛说�“海遇风缘�起种种波浪。现前作用转�无

有间断时�藏识海亦然�境等风所击�恒起诸识浪�现前作用转。”这就是“藏识海”出处。

此名是取譬为名�“海”喻阿赖耶识象大海一样�深广无边�能够藏诸一切百川之水�“水”

喻种子�“浪”喻种子生现行�“风”喻外尘境界。 

  “穷生死蕴”�阿赖耶识一般来说在有漏位世间�是生死无有穷尽的。把它称为叫长期

生死。“穷生死蕴”一般来说要把它结束穷尽�一定要使它转染成净。即要转阿赖耶识为无

垢识大圆镜智�此时世间有漏生死永不存在。所以称为“穷生死蕴”。“蕴”�聚集义�阿

赖耶识聚集世间生死的。生死在有漏世间一般是无穷尽的。无漏世间生死穷尽的时候就要转

识成智。 

  “性为无覆五遍行”�此句讲的阿赖耶识它的性、量、境、心所。阿赖耶识的量是现量�

境是性境�性是无覆无记。它是长时无我法执著。是无有遮蔽的�时常显露在外。它的相应

心所只有遍行五种�即触、作意、受、想、思这五种心所相应。阿赖耶识缘的境是根身、器

界种子此三性境。阿赖耶识没有我法执著。一般来说凡属现量、性境都无我法执著。如果有

我法执著遮蔽�这样能量的识就不是现量。所缘的境就不是性境�要么是独影境或带质境。



阿赖耶识属现量性境�很明显没有我法执。为什么没有呢�因为阿赖耶识不象地六意识有分

别�随念分别、差别分别�。末那识虽不用名言�没有随念分别�但有一分差别分别。而阿赖

耶识和前五识与有自性分别�没有随念分别和差别分别。由于它们没有此二种分别�所以就

没有我法执。一般有我法执就要运用名言�就有随念分别�一方面把事物执著有能、有所�

有净�这是差别分别。而阿赖耶识没有这种分别�故它就没有执执著。阿赖耶识直接是保存

的种子�变现的根身、器界�所以它是直接亲见亲缘。阿赖耶识相应心所只有五遍行�其它

的心所都没有。原因是�如别境心所中的欲、胜解、念、定、慧�对它来说不起作用。即阿

赖耶识没得“欲”。欲是希望为性。它有个什么希望�没有。它完全见的是性境。直接受熏、

持种、内变根身、外变器界�也无有胜解�胜解是决定性的理解。胜解多半是第六意识才有�

也无有念�“念”是对曾经熏习过的铭记不忘�定和慧它也没有�故它不与别境心所相应。

阿赖耶识不造善恶业�故它不与善心所和烦恼心所相应。更无有不定型的心理现象�故不与

不定心所相应�只有与遍于八识的遍行心所与之相应。 

  “界地由它业力生”�有的人不懂唯识�不懂阿赖耶识�说阿赖耶识象上帝、灵魂、神

我一样�它有主宰性�喜欢把我们牵引在哪里就在哪里�喜欢变生哪一道就变生哪一道。如

象他们讲的上帝�今天创造人�明天创造万物�说阿赖耶识象上帝一样。把阿赖耶识错误的

理解是一种邪见。根本不通达阿赖耶识的真正意义。阿赖耶识也是缘生法�依四缘而生�因

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无著菩萨讲�阿赖耶识的譬喻相如幻、焰、梦、翳。如幻�

如《金刚经》上讲�“如梦幻泡影”。是假的�虚幻不实�焰就是阳焰�阳焰就是太阳照在

地上起的地焰�梦�就是象晚上做梦一样�翳�就是眼睛生的翳子。所以阿赖耶识也不是真

实实相�也无实体�是缘生法。根本不是什么神我、灵魂、上帝。再者阿赖耶识虽然能变现

根身、器界�此处就讲到�“界地由它业力生”。要变现哪一界趣�它根本不能主宰�完全

受它里边所储藏的善恶种来变现�自无主宰性。此业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身、口、意三

造作而来�并不是阿赖耶识自己产生的。我们的身语意这三方面造业熏习的种子储藏在阿赖

耶识里边。而后阿赖耶识随业种变果。所以这就是“界地随它业力生”。它是指第六意识造

善恶业而生三界九地。此处也显示了阿赖耶识在三界九地都有。无处没有阿赖耶识�当然也

就无处没有末那识。既然无处不有阿赖耶识�三界九地之所以能够形成�就是阿赖耶识里边

有善恶业种子�以善恶业种而变生。这就是“界地随它业力生”之意。同时这里还说明�所

谓“界地随它业力生”�而业力只能是变三界九地的助缘�不能作三界九地生起的亲因缘。

亲因是指�变现器界的亲因是地、水、火、风外四大种�变现根身的亲因是内四大种。就是

地、水、火、风的现行。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的种子。外四大种�不是指阿赖耶识以

外�而是指变现身体外的器界的种子叫外四大种。亲因是四大种�助缘是业力。所以因缘结

合才有三界九地。再说明一个问题�地、水、火、风是决定一切事物生起的性质�业力是决

定一切事物生起的形态。举例�如事物是坚硬的物质„„或是一团火�一塘水�或是空气在

流动吗�这是地、水、火、风决定束性质。那么是什么样的高山�是天上宝庄严地的高山或

是世间土石垒起的高山�或是象地狱趣的刀山呢�这些就是由业力构成它的形态。外表形态

是由业力构成的。所以业力是生起一切事物的形态。地、水、火、风决定一切事物的性质。

此两方面的结合才叫因缘生法。 

  “二乘不了因迷执”�“二乘”指声闻、独觉。“不了”�不了解阿赖耶识。何以故�

佛陀最初说法�只讲了《阿含经》。阿含、般若诸经里�佛陀没有直接讲阿赖耶识。后来的大

乘菩萨依于《方广经》讲了阿赖耶识。作为小乘声闻弟子�从未见过方广诸经。讲此经他就

反对。“二乘不了因迷执�由此能兴论主争。”二乘迷执没有阿赖耶识�甚至讲“阿赖耶识”

不是佛讲的。引起大乘菩萨起来争辩反抗。《解深密经》、《阿毗达磨大乘经》都讲了阿赖耶识。

讲心的经也很多�《华严经》讲心�“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地观经》也讲�“制

心一处�无事不办。”《厚严经》也讲�“意义所缘�皆非离自性�故我说一切�唯有识无



余。”都在讲心。还有讲“异熟识”、“根本识”等。由此说明小乘见短识少�不能明白佛

陀讲阿赖耶识的意义�起来反抗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大乘菩萨为了说明佛讲过阿赖耶识�不

是自己杜撰臆造�而是本圣人所说�本佛所讲。为了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引起了大小乘的争

辩�所以“由此能兴论主争”。在印度�以前在讲佛法时�彼此有时为一个名词或一个观点�

对方一时不能接受�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来讨论、争辩才能得出统一的定论。龙树的弟子提

婆一方面显正�一方面破对方的邪说异端。无著、世亲出世亦复如是.就是玄奘法师在印度求

法时,当时印度的外道也很胜,反对大乘佛法也很胜.大乘内部的中观学派反对唯识学派,所以

玄奘法师就著了《会宗论》、《制恶见论》长篇巨著来加以辩斥邪说�成立正理。玄奘法师这

才能在印度真正立足。后来才把真正的大乘法案宝顺利的取回东土。所以在法海里常时都有

争辩。法海成波也是比较正常的。见解不一样�有的是依小乘在学�有的是依大乘学�有的

是打着大乘佛法的旗号�实际上是搞的歪门邪道。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就有分歧�也

就是“由此能兴论主争”。 

  “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境为风”�此句讲阿赖耶识的形相、作用。“浩浩”�形

容大�最宽最大�形容阿赖耶识的作用之大�它的处所极为宽广、圆满。比喻阿赖耶识就象

深广无边的大海�浩浩无有边际。“三藏”�①能藏�说明阿赖耶识能藏的功能大得无边�

不可穷尽�②所藏�阿赖耶识里被藏的种子也无量无边不可胜数�③我爱执藏�这种执藏的

胜、厉害�执藏的时间至极长远�至极猛烈�势力最大�也称为浩浩不可穷。“渊深七浪境

为风”�“渊深”�指阿赖耶识象很深的渊海�渊深不可测。“七浪”指前七转识。“浪”

指阿赖耶识里含藏前七转识的种子生起现行就如海水里生起波浪一样�故称“七浪”。“境”

指色、声、香、味、触法尘境�也包括阿赖耶识。因为末那识执阿赖耶识见分为我�亦即把

阿赖耶识认为是外境。“为风”�前七转识所缘的境�犹如海上的大风�风一鼓荡海水�海

水就生波浪。即是说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尘境�刺激诸根而后就会生起诸识。识生起

犹如海水�海风吹水�水就生起波浪�海水生起波浪跌下去又为水。海水生波就是种子生现

行。波浪跌下去为水�就是现行熏种子�所以波跌而为水�水生而成波。这就是种现熏生�

即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然后相似相续�非断非常�如暴流水�始终如一�没有变更的。

这就是“渊深七浪境为风”。为什么七识的种子会生现行�因为境为风是外境的刺激。外境

刺激前七识之根门而后生起识�识由此生起。就象色境刺激我们的眼根�并牵动了视神经�

然后就牵动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眼识自种夹带造色种腾跃而起�这叫“境为风”。�第七

盘 A 面完� 

  �第七盘 B面� 

  阿赖耶识的作用�①受熏�②持种�③内变根身�④外变器界�⑤去后来先作主公。“受

熏持种根身器”�有所熏的识是阿赖耶识�必有能熏的识来熏它�它才会受熏�才会有种子。

要想懂得受熏�必须通达能熏所熏四义。 

  能熏四义�①有生灭�凡属能熏的必须是有生灭的有为法。如果是无为法�它动都不动�

有法去熏习吗�有人说真如熏无为�又有人说真如熏无明是出世间�无明熏真如是世间。这

些说法都是错的。佛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这是个别人想当然�是想象的。这里讲的能熏

和所熏都是弥勒佛在《瑜伽师地论》讲的。《成唯识论》、《摄大乘论》上也讲了的。有为法才

有生灭。有生灭才会有运动�有运动才是活的�活的才会去熏习�才作能熏。无为法是僵死

的�不动怎样去熏习呢�没法。②有胜用�要作能熏�必须势力强盛才能熏习�力量弱了就

不能熏。胜用者势力强盛。③有增减�指凡是有生灭法的势力都有增有减�时而势力强�时

而势力弱�势力弱就没法熏。如读书�若下功夫�专心学习�势力强就背得�也就熏进去了�

反之�势力弱�没有下功夫�就熏不进去�故背不得。④与所熏共和合性�能熏的识与所熏

的识要同时同处相互协调才能熏习。异熟、心所不能作能熏。 

  所熏四义�①坚住性�说阿赖耶识始终都是一类的常时存在。前七转识有生灭。如果阿



赖耶识也灭了�前七转识熏在哪里呢�故阿赖耶识就无有生灭�常时都是坚住的�但又不是

僵死的。而始终都是一类相续能持习气。②无记性�无我法执所遮蔽�无有善恶�它才能受

熏。如果阿赖耶识有善恶就不能受熏。为什么�如果它本性是善�前七转识造的恶它能接受

吗�如果它本性是恶�前七转识造的善�它又怎么能接受�所以阿赖耶识是不善不恶是无记

性。善能容�恶能容�善恶并存�能容习气。③可熏性�阿赖耶识没有我法执著�常时都是

摆起的�能„„„④与能熏共和合性�阿赖耶识要与前七转识同时同处同一相状互相配合�

才能受熏。 

  能熏四义中的坚住性�说明阿赖耶识没有断灭�就能枝习气。如有断灭�它怎么能保持

种子呢�可熏性�说明阿赖耶识的体常时摆起的�无我法执的遮蔽�故能受习气。无记性�

阿赖耶识不善不恶本性是无记�故能容习气�即善恶都能容受。 

  种子之义�一、刹那灭�二、果俱有�三、恒随转�四、性决定�五、待众缘�六、引

自果。 

  刹那灭�说明种子在阿赖耶识里边�刹那刹那生灭�不停的在运动转化�而不是僵死的。

②果俱有�阿赖耶识的种子怎样在不停的运动转化呢�是果生后因才灭吗�还是因灭后才生

果呢�两者都不是。而是因与果同时而转�故叫果俱有。③恒随转�种子在阿赖耶识里边�

常时随阿赖耶识转化�叫恒随转。④性决定�善性生善法�恶性生恶法�有漏种生有漏法�

无漏种生无漏法。这些性质是决定的�不会变化的。⑤待众缘�种子生现行时�一定要待众

多条件才能生。⑥引自果�什么果就生什么法。不是想生什么法就生什么法。比如无贪的种

子�就生无贪的现行法�无痴的种子�就生无痴的现行法。即贪、嗔、痴的种子�就生贪、

嗔、痴的现行法。各类的种子有各类的现行果。这就叫“引自果”。 

  因阿赖耶识里收集了无边的种子。它还有一个别名叫“一切种子识”。种子有三大类�

①名言习气�②二取习气�③业习气。严格说来有特殊独立的种子�只有名言习气。而二取

习气和业习气都是依附在名言习气上的。离开名言习气外�没有独立的二取习气和业习气。 

  遍行心所与第六意识相应时,善心所也与之相应同时而起,思的造作是善业;烦恼心所与

它同时而起,思的造作是恶业.由此说明:离开了思的造作„„“思”是心所是名言。种子是名

言习气。那么离开了思的名言习气�就没有单独的业习气。离开了想的理性认识�就没有单

独的二取习气。所以二取习气与业习气都不离名言习气而有。名言习气里略说明有二�精神

性的和物质性的名言习气�详说有四�精神性的二表义名言和显境名言。物质性的也有二�

表义名言和显境名言两种。 

  表义名言�是指能诠的语言文字。显境名言�指所诠的具体事物�指的缘生法。比如一

个茶杯�这个具体的事物——茶杯�是显境名言。我们给这个装水的东西安个名字叫“茶杯”�

这个名字是属语言文字�把“茶杯”这个词�语言文字�就叫表义名言。故一个是能诠的名�

一个是所诠的事。 

  思考题� 

  1、 记住阿赖耶识的别名。 

  2、 理解掌握阿赖耶识每个别名的意义。 

  3、 阿赖耶识为什么不通比量、独影境、非量、带质境�只通现量、性境� 

  4、 阿赖耶识相应的心所为什么只有五遍行� 

  5、 阿赖耶识所生起的界地是随什么在生�是自己主宰生哪个界地吗�还是无主宰性随

其它哪个条件在生� 

  6、 阿赖耶识的形相怎样�在颂文里把它指出来。�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境为风�。 

  7、 阿赖耶识的作用有二�“受熏”、“持种”要求理解记住。受熏有能熏四义�所熏

四义。持种的种子有六义。 

  问� 



  1、阿赖耶识这个名字出自于哪部经�哪个说的� 

  答�出自于《阿毗达磨大乘经》�这个名字是佛说的。 

  “阿毗达磨”�梵语属多义不翻。译有四义�①对法�这个法是对向解脱及涅槃彼岸。

如果依于这个法行持�定使我们解脱出离�证得涅槃彼岸。②通法�佛陀说的法是通贯三藏

十二部经�贯穿群经。即法里头的道理在诸经中都是吻合贯通的。此经的义理是通贯群经之

精华。可以说是统摄圣教之妙道。最极殊胜�所以叫通法。③数法�是指佛陀多次数数、反

复宣说�故称数法。④伏法�佛说的阿毗达磨大乘法能够摧伏邪说�降伏他论。 

  2、“暴流”�形容阿赖耶识的种子如海里边的大水一样运动的非常激烈。阿赖耶识里的

种子是怎样运动的�种现熏生�种子生起现行�现行又熏成种子�这样不断的在运动转化�

犹如大暴流水来势凶猛。 

  3、 阿陀那识是什么识��执持识�执持义。 

  4、 “所知依”怎样讲�“所知”是法的别名。“所知依”是法依于阿赖耶识�即阿赖

耶识是一切诸法所依的根本�叫所知依。 

  5、“所知依”出自于什么经论�出自于《阿毗达磨大乘经》�《摄大乘论》也有论载。阿

赖耶识含藏种子有几类�由此在《摄大乘论》里对阿赖耶识说了个名字叫阿赖耶识的差别相�

有三�①名言习气差别�②我见差别�③有支差别。我见差别是指二取习气�有支差别是指

业习气。“有”是三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三有。“支”就是引生起欲界、色界、无

色界的因。三界之因主要是善恶业。虽然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很多�但归纳为三类�故阿赖耶

识又叫一切种子识。 

  严格说来一切种子识中�有的众生除了此三类种子而外�还有出世间的无漏种子�仪即

声闻种子�独觉种子�不定种性的种子�以及如来定性的大乘种子。这些都是称为出世间的

菩提种性。而菩提种性在阿赖耶识中只能说是寄存在里头�而不是由阿赖耶识所含藏。因为

一个是有漏�一个是无漏�一个是染法�一个是净法。所以无漏种子只能是寄存在有漏识中�

只能与有漏识种子异于而居。清净种子也只寄存在里边与染种子并于而居。所以还不能直接

属阿赖耶识执持而生。因为一切种子是阿赖耶识的相分。种子生起现行�也可以说阿赖耶识

生诸法。由此阿赖耶识还不能生出世间的法。所以出世间的菩提种子只是寄存在里边。 

  6、阿赖耶识是性境、现量�不通比量和独影境�不通非量、带质境�为什么� 

  如果要通比量�就要用名言、语言文字。而阿赖耶识是不用语言文字的。既然不用语言

文字�当然就不通比量。也就不通比量所缘的独影境。同时阿赖耶识是直接缘的种子、根身、

器界。不用名言�是现见。当然也没有非量�也就没有非量所缘的带质境。同时阿赖耶识不

象前六识直接造善恶业。因为无有善心所与之相应�无有烦恼心所与之相应�也无不定心所、

别境心所与之相应。故它不造善恶业�也不通善性、恶性�只是无记性。阿赖耶识不用名言�

不造善恶业�当然无有我法执�故是无覆无记性。第七末那识是有覆�因为它有烦恼心所与

之相应。虽不造善恶业�但末那识有我法执�有遮蔽。 

  7、阿赖耶识生三界九地�自己能够主宰或是受其它条件的限制�然后才能变生三界九地

的器界�虽然它能变生三界九地根身、器界。但自无主宰性�必须受前六识所造善恶业和不

动业的限制。然后才变生有漏世间�如果没有前六识造善恶业、不动业�它要随心变生有漏

世间是绝对不可能。“界地”指三界九地。“随它业力生”�完全受阿赖耶识中所藏前六转

识造作的善恶种子而生。不然变生有漏世界就缺少助缘。缺少善恶业缘。故显示了阿赖耶识

无有主宰。由此可见阿赖耶识不是本体�不是造心、造万物的。阿赖耶识只是受熏、持种、

变现根身、器界的。阿赖耶识的种子从何而来�是由前六转识所造善恶业熏习而来。如果没

有前六转识造善恶业作能熏�那阿赖耶识就象大海一样�没有百川、江河输送大水�那大海

就是空的所以阿赖耶识亦复如是。完全是受前六转身造业变现根身器界�它无主宰。 

  “二乘不了因迷执”�“二乘”指小乘。“乘是运载义。众生在生死苦海中轮回�要想



出离解脱�诸佛菩萨就想把肿众生从苦海的此岸运载到解脱出离的涅槃彼岸。即运载一切众

生从此岸到彼岸。�第七盘 B面完� 

  �第八盘 A面� 

  “二乘不了因迷执”�二乘不了解什么�不了解阿赖耶识。迷执什么�二乘迷执说凡属

讲阿赖耶识�讲大乘佛法都不是佛说的。他认为有个实在的法。因为讲阿赖耶识就讲法空�

要彻底从理论把法空的道理讲清楚。如果不讲阿赖耶识�要讲法空的道理是讲不彻底的。从

理论上讲还讲不清楚。所以二乘不了就是不了解阿赖耶识。 

  “由此能兴论主争”�指释经造论的大菩萨�尤其是弘扬方广了义的唯识学者�亦即从

前印度的世亲、无著�当然龙数、提婆也与小乘在辩论�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建立阿赖耶识。

这里主要是指大乘讲唯识学的论师�造论释经的大菩萨与迷而不觉的二乘争辩。 

  “浩浩三藏不可穷”�能藏、所藏、我爱执藏。此三藏中我爱执藏理应是属于第七末那

识执藏识为我。为什么不把“我爱执藏”列在第七末那识中�要列在阿赖耶识的三藏中�其

原因是任何一个识�它要生住成得�所谓生住成得�这也是一个识。末那识对阿赖耶识的生

住成得只有两个条件。反过来阿赖耶识对末那识的生住成得要作四个条件。因为一个是劣�

一个是胜。末那识对阿赖耶识作缘是劣.阿赖耶识对末那识作缘就是胜。那么以劣取代胜�所

以要列阿赖耶识上�不列在末那识上。 

  “浩浩三藏不可穷”�“不可穷”指什么不可穷�指凡夫不闻佛法�不得转识成智�不

得彻底解脱。故这“三藏”永远也不的穷尽�就叫“浩浩三藏不可穷”。 

  “渊深七浪境为风”�“渊深”指整个八识。“境为风”�风比喻的境。“境”是指色、

声、香、味、触法以及阿赖耶识。为什么阿赖耶识也是境呢�因为第七末那识执阿赖耶识的

见分为我。没有阿赖耶识的见分�它末那识哪里有所执的对象呢�所执的对象是所缘缘�亦

即末那识的境。故整个八识都属于境。那第七末那识又是哪个的境呢�就看怎样讲�如果从

种子上来说�它是阿赖耶识的相分�就是阿赖耶识境的一部分。如果第六意识用语言文字去

认识它、分析它、了解它�那么它又成了第六意识的境�法尘境界。所以末那识的境就要分

开来说。 

  “受熏持种根身器�去后来先作主公”�阿赖耶识受熏有能熏、所熏。能熏有四义�①

有生灭�②有胜用�③有增减�④与所熏共和合性。所熏四义�①坚住性�②无记性�③可

熏性�④与能熏共和合性。其中“坚住性”的含义是�相似相续、非断非常永恒存在着。不

是僵死不变的�故称坚住性。此性主要是针对转识而言�因转识有生灭�“有生灭”主要是

指转识有大的间断。而阿赖耶识无有大的间断�也不是僵死不变的。而始终都是量变和质变

的交替转化没有穷尽。所以叫“坚住性”。坚住性指阿赖耶识能够“持习气”�它没有大的

间断。如果它中间灭了、间断了�就不能受习气。“无记性”�阿赖耶识不善不恶�能把善

恶的种子容在里面�所以叫容习气。“可熏性”�阿赖耶识没有我法执著�没遮蔽�时常都

是摆起的。所以前七转识作能熏�熏的种子它时常都可以接受习气�是受习气。它“与能熏

共和合性”�即时常能熏与所熏结合�才能接受习气过来保存在里面�才能藏习气。若不这

样就不能藏习气。坚住性、无记性、可熏性、与能熏共和合性就有持习气、容习气、受习气、

藏习气。 

  前七转识具有能熏四义�①有生灭�一方面对于阿赖耶识来说没有生灭�而前七转识有

生灭�二方面说明阿赖耶识不能作能熏�无为法不能作能熏�因为无为法没有生灭�故不能

作能熏。说明凡是能够作能熏的�一定是有为法。②有胜用�势力强大�作用殊胜才能作能

熏。势力弱劣�作用微小�就熏不上。从日常生活中举例说明作用大才能熏上�反之不能熏

上。如在烧灶时�用一小根柴的烟烟熏在锅上�有锅烟墨吗�没有。因势力小就不能熏上�

要势力大才能熏上。又如我们平常读书、背诗等等。读一遍能背诵吗�不能�说明势力微劣。

要反复读�一直读到不看书就能背下来。这就说明势力要强大�才能熏上。③有增减�有增



减它才能作能熏。它之所以能作能熏�在熏�就说明它还没有圆满�如果是圆满的它就没法

动了�怎么去熏呢�哪里也没法接受。这里讲的是遮谴的呢�在佛果位上善法圆满了�就不

作熏习�那么在有漏位�一边作一边受�边受又边作—善法未圆满�所以都有法作能熏�就

有增减。无漏位是圆满了的�不能作能熏�没有增减。④与所熏共和合性�必须与阿赖耶识

互相配合协调。所以这个就是受熏�在佛法里头称为“熏习”。“熏习”这个名词出自《楞

伽经》。在《解深密经》里�心意识相品里也提到。《摄大乘论》、《成唯识论》、《阿毗达磨》

也讲。这个“熏习”是佛陀所说。显能的运动转化�爱因斯坦有个名词叫“能质通普”。用

佛法的话来说就是“种现熏生”。 

  种子六义�①刹那灭�种子都属于潜能�都有刹那的生灭�由此这个道理来看�现代科

学所讲的有一个基本离子学�认为物质分离到最后就是最小最小的单位�最小最小的颗粒�

不可再分了。与佛法所讲的种子有刹那刹那的生灭是矛盾的。显能阶段在运动转化�潜能阶

段仍在运动转化。由此说明潜能与显能始终没有停顿�都是在运动变化。凡属有为法的东西

都是永远永远不会停息�都在运动变化。那么现代科学讲的那些中子、质子、电子�就称为

基本离子学。基本离子就不可再分了。分的夸克反夸克顶跨克�认为是最小的元素了�就不

变了�就不动了。这与佛法里讲的种子在潜能阶段都有刹那生灭当然就是相反的。所谓科学

还不是真正的科学。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佛法才是最科学的。同样讲这个客观世界�讲 潜能�

讲种子。它不仅讲了刹那生灭�而且也讲了既然在刹那生灭�这种生灭运动的形态是怎样存

在的呢�它就说明是“果俱有”。②果俱有�是指因与果是同时�而不是果生了后因才灭�

也不是因灭后果才生�而是因与果同时。③恒随转�说明潜能的种子还是随阿赖耶识的转化

而不停的在运动转化着。④性决定�种子在潜能阶段�有善种、恶种、染种、净种�精神性

的种子�物质性的种子。是不是彼此混淆在一起而不能分出它的性质呢�不会�所以是性决

定�还是善性是善性�恶性是恶性�精神的是精神性�物质的是物质性�相分种是相分种�

见分种仍然是见分种。所以叫它“性决定”。这里又说明一个问题�正如现在所说的这个种

子�所谓精神跟物质在显能阶段有显著的精神物质�在显能阶段运动到潜能时�它说这个时

候没法显著分开它是一个精神或物质�有可能物质运动变化而后成精神�有可能精神转化后

成物质。这是现在西方的哲学有这么一个看法和认识。这跟佛法讲的始终不变�性质不会混

淆�彼此不相混乱这就不相符合。所以佛法是最科学的。⑤待众缘�潜能的种子生起现行要

带多个条件�亦即因缘生法。待的条件也没有实体�一切诸法本性是空。⑥引自果�各类种

子引生各类现行法。精神只能生精神�不能生物质�物质只能生物质�不能生精神。各从其

类�各由种子而生现行�现行之果由熏成种子�因必感果�因果不相混淆�微观世界都在种

子学里。 

  内变根身外变器界�根身的“根”是指神经。“身”在佛法里叫“浮根尘”�也就是保

护根的外围的粗大物质�叫浮根尘。根身的变现是阿赖耶识在变现。而阿赖耶识又随业力作

增上缘而后变现。业力的种子除开名言习气里面的思心所造作外�无有单独的业种。如果有

单独的业种�那么世间有漏从种生�它是缘生法�缘生法就是依他起。依他起在我们成佛时

就没法去掉�亦即没有损减执。由此说明业种是依附在名言习气上的。造作这份叫业�离开

了名言习气的造作这份�绝无有独立的业种可得。业力变生身体世界�恰好就是阿赖耶识随

业力来变现。阿赖耶识犹如电影制片厂�前七转识及其心所中种种活动犹如演员在表演。第

六意识既是演员又是导演�然后阿赖耶识是制片厂�加工制造影片。影片的展现�也就是来

生的展现。来生的生灭、生活、人生宇宙�一幕一幕的展现出来。亦即活着这一生的身体、

世界的展现。阿赖耶识的业种变现它所藏的名言习气。尤其又是属于显境名言�这是生起根

身世界一切诸法的亲因。也是决定一切事物生起的性质。也就是说诸法的性质决定着名言习

气�尤其是显境名言。诸法的外表形态象什么样�是善恶业力所决定。例如�我们身体的因

缘部分是地水火风。而这个人是男人或是女人�身体高大矮小�相貌是否庄严�这些都是业



力所致。业力分两部分�①使我们的身体是立起走路的这是引业绩当中的不共业。②这个人

高大或是矮小�庄严或丑陋�此外表形态决定的是满业部分变生的。但引业中的如每个人内

变根身�变根的业又是引业中的不共业中的不共业。变生我们的身体�亦即变生浮根尘�浮

根尘是保护根的外围组织�的业力是引业。属不共业中的共业。“内变根身”的阿赖耶识在

变身根时�由于众生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类差别。变生根身时�由于他们的种类不

同�所带的外缘不等。如化生有情就不需要多少外缘来引发�完全是阿赖耶识里面的地水火

风作因缘�善恶业力作增上缘�因缘结合就能顿现一根身世界相。只不过在变现根身世界时�

化生有情还是有烦恼、贪欲作为业力现行的引发因。而业力又能鼓荡地水火风。使地水火风

的潜能转化为显能。化生有情为什么有烦恼、贪欲作引发因来滋养业力�使业力现行呢�因

人在临命终时�后变现化生有情时�先要看到有种境界�他觉得很殊胜�而后心向往之�后

就岁之而往生到某界趣�就变现起身体世界。例如�若是下堕地狱的化生有情�他在临命终

时�大恶业绩现前�他的中阴身看到的境界的上边�周围是黑的�唯有下方是亮的。此时心

生贪欲�希望到达光明的地方去�同时他还看到下方的境界很殊胜。自己觉得那些人很庄严�

境色很美妙迷人�立刻生起贪相向往之�中阴身就马上下堕�一下就变起了他自己的根身器

界。其根身丑陋难看�器界极不理想�刀山、油锅、火海„„。生上界的化生有情仍然有贪

欲�他在临命终时�中阴身看到下方�周围是黑的�唯有上方是亮的。也要生贪欲向往之�

看到上方亮处�好象有平台、楼阁、园院、池塘等等。他想到那里去观望。然后他贪欲到了

一定的时间就上升顿现一相�就是他的根身器界。 

  在临命终时�现的中有身有个染污意。所谓染污意�是指中有身里象活着的人一样�这

时的意识生起仍然有分别�有思维�有我法执著。这时的意识仍然是受贪、嗔、痴、慢、疑、

恶见等烦恼来支配。所以把这时的意识称为染污意。特别染污。比在生时活着的意识还要染

污些。完全随染污意的执著牵引变生起他的根身器界。�第八盘 A面完� 

  �第八盘 B面� 

  阿赖耶识变现根身的情况�以前多半讲的是胎生有情变根身的情况。化生有情由于他是

化生顿现一相很快。但这里必须指出�升上界的众生�尤其是六欲天的众生�虽是化生�仍

有父母。必须还有父母缘牵引。虽然不是直接由父母所生。或者是在父母亲肩上化现�但还

是有父子、母子或父女、母女之缘而后才能聚集在一块。生地狱趣的众生一般生父母缘�大

善现前的化生有情仍有父母缘�极乐世界的化生有情没有父母缘�因没有男女相。 

  外变器界�仍然是阿赖耶识中地水火风外四大种作为变现世界的亲因。属引业中的共业。

共业是变现器界的助缘。但共业中有共中不共。所谓共中不共就是你的身体主要依于器界中

那一部分来依住。你诞生何地�死在何方�生前死后中间这一阶段主要住在何地�这是共业

中的不共。把有漏根身相对约束限制在器界的某一点上�亦即某一局部的地方�这是由于共

业中不共业形成。但是对大的世界其他众生也就形成了一个圆满的世界。而你也能同样变现

一个与他相同的一个世界。这是属于引业中的共业变现的。胎生众生要变现身体的地水火风�

要入胎�变现世界的地水火风不入胎。所以叫“属受生相”。总而言之变化整个胎卵湿化、

四生一切众生世界�凡属世界、器界都不受生。�叫“不受生相”。是外四大种始终都不受生。

引业中的共业这一分�变现器界共业的这一分它不受生。因阿赖耶识至极广大。受生的这一

分主要是变现根身。阿赖耶识执持变现根身的这一部分�业种各名言习气这一分�二取习气

这一分。所以阿赖耶识有分才入胎�另外一分不入胎。因为阿赖耶识超时空�至极广大圆满�

不是在哪个地方。这是外变器界。人与旁生的器界不同��天上众生的器界与人取众生的器界

又不同�为什么不同�因为器界完全是我们阿赖耶识内因内缘之所变现。除开我们客观世界

阿赖耶识内因内缘而外�别无有独立的器界可得。由此说明�所谓的外界是了不可得的。正

因为器界是我们阿赖耶识内因内缘之所变现�众生各个不同。因缘各个有异。所变现的器界

不是完全相同。所以在外境上年轻人与老年人见的不同�害了翳子�火神的人不同。站在高



处�站在低处�站在左边右边看的又不同。不同趣界见的境更不同。如人与低等动物见的境

界不同�天上人与人趣见的境界不同�为什么一切众生所见的境界各有差异�不是同见一境�

而是各见的境界不同呢�因为业力不同而形成的各个差异。唯识讲了一原理�众生各一境界�

各证一境。所以并不是大家共同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共同只有一个世界�岂不是张三成了

佛�他的世界变成净土�其他众生不修学�都傍到人享福�都生在净土里头。如果哪一个众

生还没有解脱�他有个染土�那么其他修学佛道的人再修净土终无有净土可得。但事实不然。

由此说明众生是各一宇宙�各一境界。那么各一宇宙�各一境界�为什么我们所见的境界又

基本相同呢�主要是业力基本相同�而所见的境界基本相同。这是业力形成的。佛法讲业果

是非常精细的。这是外变器界。 

  “去后来先作主公”�阿赖耶识不仅能够随业力内因内缘变现起一切众生的根身器界�

同时也是从时间来说。从三世因果来说�是前后相似相续的主体。是前后一切众生生命相续

的主体。中间使他连续不断�主要是阿赖耶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人死就真如灯灭。但事

实不是这样。如果人死后如灯灭�那就没有因果。我们修学佛法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讲阿

赖耶识就不讲因果。有些出家人�不懂佛法�不懂因果�在寺庙里寻乐。因这些人是受其他

原因被迫出家�就想尽千方百计来享受�认为反正只有一辈子。此是断见�很危险。常见还

好一些。所以佛说�“宁起我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芥子许。”有我见还怕来生受恶报�

今生还做些善事。如果他认为来生什么都没有了�一切皆空�空完了。所以他今生“豁达空�

拨因果�莽莽荡荡遭殃祸”。什么都敢去做�不懂因果。说明阿赖耶识是有情生命前后相续

的主体。释迦佛在世时�有个断见外道问�你不讲有个实在的我法可得�那么我们今生死后

还有个来生�已死之后来生之前中间有什么力量使因果不断呢�佛陀给他讲了�“中阴身”

这个化身�没有直接讲阿赖耶识。因外道听不懂阿赖耶识�恰好是阿赖耶识使我们这个生命

前后相续。在《拿识规矩颂》里讲�“去后来先作主公”。他像主人公一样�离开身体时后

走�投生时先来�。怎么去后�指前七转识最前走�阿赖耶识最后离身。何以见得�人死的时

候�先眼闭�耳也听不见�嘴也不能吃�鼻闻不到气味�舌也不尝味�触摸也没有知觉。已

是前五识由显能转化为潜能的过程。甚至意识就高度的休克�昏迷时意识不知。但是这个时

候人还没有死�身上还是暖和的。转识虽走�但阿赖耶识还没有离身。阿赖耶识最后离身。

总上往下冷是下堕�从下往上冷是上升。这是善恶业力的牵引。最后脑门心冷�这个人就生

天上�脚心最后冷就下堕地狱。心口最后冷变人�肚脐最后冷变旁生�膝盖下这一段最后冷

变饿鬼。特别升天的人�临命终时比较吉祥�往下堕的人临命终时有很多凶险的预兆�尤其

是凶死的人是造大恶业。我们学佛的人�临命终时不许人哭�死后三天后才能更衣。同时找

居士给死者诵经助念。 

  提问� 

  1、阿赖耶识在变现根身器界时�有受生相�又有不受生相两部分的种子。请问�阿赖耶

识里哪一部分种子叫受生相�哪一部分种子叫不受生相� 

  世界的因缘种子�内四大变现根身的亲因�它是属于受生的种子�外四大是变现器界的

亲因�它是属不受生的种子。亦即变现器界一般不受生。它的因缘、增上缘都不受生。而变

现根身的因和缘都要受生�要入母腹后才能变现起身体。此上针对胎生、卵生有情而言。如

果他是化生有情的根身器界都是在他的临命终时所现的中有身而后引起贪欲�由贪欲鼓荡业

力作增上缘而后就能化现起他受用的境界的身体及被受用的境界。 

  2、变现根身的增上缘的业力属于共业吗不共业� 

  “业”是属不共业。当然变现器界的业是共业。但是变现根身的不共业中又有一分共业�

又有一分不共业。变现哪一部分是不共业中的共�变现什么又是不共中的不共业�所谓“根

身”�根是根�身是身。身是保护根的外围组织叫浮根尘。又家“浮尘根”。变现浮根尘的

业是不共业中的共业。变现根�净色根即神经�的这一分业力就是不共中的不共业。变现器



界是共业�那么每个有情出生的器界不同�家住的地方也不同�工作单位也不同。这些差别

是共业中的不共业形成的。但是这个器界对于每个有情都有他的权利�都可以彼此互相往来�

或者去安住或受用。这些上属共中的共这一分。 

  3、 有情因果通三世�不讲断见�当然也反对常见。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前后因果相

续不断�是什么力量呢�是业力使前后变现果报�使有情不会一生就断灭。由此说明生命是

永恒相续的�不会断灭的。这主要表现在阿赖耶识受熏持种�随业种而后变现身体世界。所

以说是“去后来先作主公”。是说已死后�未生之前中间因果不断�完全就靠阿赖耶识。它

像主人公一样。人死过后未生之前中间这一段中有身�又叫“中阴身”。以胎生而言�七天

为一个期限�最长达四十九天�就应入胎。即七个七日定要入胎。如果有的在四十九天内还

未入胎�因他在生时发过愿�不愿意离开那个家或那个地方�有守墓鬼。或很久一段时间都

在家里�是愿力所致。他的愿力�业力�一旦尽了�亦即该受的这一小段果报受完了随业绩

又要漂泊�牵引到其它地方去投生。并不是他永远不投生。那不得行。此是阿赖耶识的作用。 

  “不动地前才舍藏�金刚道后异熟空�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照十方尘刹中。” 

  阿赖耶识这一段�都与前面诸识每一段的内容一样�仍分两大部分。一是染污唯识这一

部分�二是清净唯智这一部分。染污唯识属于世间因果。这里讲阿赖耶识清净唯智这一部分。 

  阿赖耶识一般在有漏位凡属同声闻、独觉�没有转阿赖耶识为无垢识大圆镜智�就是证

得有余依涅槃和无余依涅槃�仍然还有阿赖耶识之名�也有阿赖耶识存在。那么菩萨呢�凡

属修道位的菩萨还没有达到佛果位的如来�同样有阿赖耶识。只有修道位圆满证金刚喻定过

后�第八阿赖耶识转成无垢识和大圆镜智�这时阿赖耶识不但没有名�而且也没有阿赖耶识

存在�此时名叫“无垢识”、“大圆镜智”。无垢识就成了相应心品�转的智是大圆镜智。

阿赖耶识既无名�也没有实在的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完全都是从染污有漏含藏的杂染法

种子这一分意义上讲的。如果是从转依后含藏的清净无漏的福德智慧种子�那么这时阿赖耶

识就不会存在。就叫无垢识。„„�第八盘 B 面完� 

  �第九盘 A 面�  

  „„除了如来以外�其他三圣六凡皆有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里边微细的俱生二执二

障的种子声闻、独觉还有。菩萨既有二执二障的微细种子�在八地前的菩萨还有俱生二执二

障的现行。也就是说末那识还有执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的这一分始终还存在。在有学位的菩

萨中以及声闻、独觉在未入无余依涅槃以前或未入有余依涅槃以前都还有我执。那么菩萨要

成佛�到什么时候才把第七末那识执阿赖耶识见分为我的这个现行法断掉呢�就在不动地前。

所谓“不动地”就是第八地。修道位里�七地叫远行地�八地叫不动地。不动地前�指七地

后八地前。“舍藏”就是这个时候第七末那识才舍去执阿赖耶识见分为我的执著。亦即舍去

对藏识的执著。并非说此时阿赖耶识就不叫“藏识”。。因为它还没有转成无垢识和大圆镜智。

因此还叫“藏识”。所谓“舍藏”是舍去末那识对藏识的执著。有的人说不动地前才舍藏�

是舍去藏识之名�也舍去了藏识。此时叫无垢识。那不是这样的。既然不叫无垢识�那肯定

是藏识。如果叫无垢识�那不是八地菩萨就等于佛果位了。那何必还要经过九地、十地这一

大阿僧祗劫的变异生死呢�所以这里主要是指舍去我执法执。尤其是末那识的俱生我法执著。

执藏识是真实有�这个叫法执。把真实有的法执又认为是我�叫我执。“舍藏”是舍去了两

种执著�对藏识的人法执著。 

  “金刚道后异熟空”�异熟识即藏识。染污的阿赖耶识要到什么时候才空呢��才能转

变成无垢识呢��要到金刚道后异熟才空。“金刚道”比喻一般圣者入有余依涅槃时都要经

过最后一关�即入定。这个定叫“金刚喻定”。何谓“金刚”�意指非常坚固、锐利�极其

稀有。是稀世珍宝。最极坚固�世间任何器具都不能摧毁它。而它能够摧毁一切。这里是形

容比喻圣者最后在转凡圆满成圣之时所入的定叫金刚喻定。此后永远超出了三界。远离了两

种生死。即分段生死和变异生起死。证得了圆满究竟的寂灭涅槃。金刚喻定之锐利能够断除



生死。断除藏识里的含藏的最极微细尘沙的种子。即俱生二执二障的微细种子。所以此时才

把异熟识空得掉。 

  入金刚喻定有三个过程。即菩萨到究竟位佛果中间有三个步骤�①金刚初心定。最初入

的叫金刚初心定。②修行再进一步�叫金刚中心定。③靠近佛果位叫金刚后心定。要入金刚

后相应心定异熟才空。为什么不讲阿赖耶识空而讲异熟空�因为阿赖耶识里面还含藏有名言

习气。而讲“异熟识”完全是针对业习气和一部分二取习气在里边�所谓“异熟空”也就是

指的有漏业种完全空尽�而不空掉阿赖耶识中的名言习气。主要是空掉有漏善恶染污业种实

我实法的二取习气及烦恼所知二障的习气�此二取二障皆指俱生�。如果说阿赖耶识�则还应

包括名言习气在内。若说阿赖耶识空�则连名言习气也都空了。若无名言习气�则佛果位的

报身�报身土是以名言习气为亲因�无录净业绩为增上缘而变生的佛身佛土。若把名言习气

空可�则变不起佛身佛土�也就是没有出世间的因缘。所以不说阿赖耶识空�而要说异熟空。 

  提问�原本 识里讲阿赖耶识颂�在转识成智时不说金刚道后赖耶空�要说异熟空�原因

何在�诸法生起的性质�世间以名言习气为因缘�出世间仍以名言习气为因缘。世间名言习

气只有我法二执�烦恼所知二障�以及染污的染污业作增上缘。由此世间的名言习气叫染污

的名言习气。出世间把二取习气和业习气除掉了。以无漏净业代替有漏染业。以般若智慧代

替二取习气。这时名言习气就成了无漏的而不是有漏的。由此名言习气同样可作出世间生起

诸法的因缘了。当然讲阿赖耶识空岂不把名言习气空掉了。岂不就没有生起诸法的因缘了�

所以不讲赖耶空�要讲异熟空。讲异熟空�是讲异熟识。它是从两个方面建立的这个名字叫

异熟识。主要是阿赖耶识里所藏有漏善恶业种这一部分的识叫“异熟识”。同时也包括二取

习气。就是我法二执所熏的种子�此二取习气和业习气含藏这一部分的识称为异熟识。特别

指的是业力异时而熟�变异而熟�异性而熟。皆指业力。所谓“金刚道后异熟空”�指的把

善恶业种空尽了�同时也空尽了实我实法的二取习气。所以它对名言习气丝毫无损。 

  入金刚道有三个过程�挨等觉位菩萨的这一分叫“初心定”。挨如来果位的叫“后心定”�

在二者之间的叫“中心定”。 

  “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照十方尘刹中”�“大圆”就是指的大圆镜智�简称“大圆”。

赖耶识转的智叫“大圆镜智”。是取譬为名。形容智慧至极圆满。佛的三身以及三身所依的

土�严格说来皆由大圆镜智所现。犹如世间的圆镜�圆镜一照�万里山河皆摄受在圆镜之中。

出世间整个无漏世界也全部尽摄在这个大圆镜智中。大圆镜智是智慧�这个智慧的作用是实

证法身及法性身土�有身必有土�有法必有身�法性身和土皆由大圆镜智所证。智为能证�

即有所证的理�而理就是法性身土。也就是指的法身和法身土的真如实性。此属大圆镜智所

证。“无垢识”指阿赖耶识转染成净。有漏位叫阿赖耶识�无漏位叫无垢识。“无垢”者无

有染污�无有尘垢也�完全都是清净的叫“无垢识”。分析阿赖耶识三类习气�①名言习气�

②二取习气�③业习气。二取习气和业习气完全是染污的。由于二取习气和业喜习气是染污

的�就把名言习气染污了。它们并域而居�完全都在阿赖耶识里边。那么要使它清净�就必

须去掉业习气和二取习气。要去掉此二种习气�就必须用对治法方能去掉。一、去掉有漏业

习气�必须用无漏业习气来加以代替对治。用无漏的广度众生�行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

施。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包括律仪戒。修此三波罗蜜�努力精进�行持修学。就能积集

无边无漏福德�而无漏福德不断增长直至圆满�使有漏的善恶业种不断减少�直至最后消灭

尽净。说明要去掉染污的这一部分�一分��必须要用清净的一分加以对治代替。不然有漏业

种还去不掉。二、阿赖耶识里有我法二执的二取习气。而二取习气全靠般若观空的智慧才能

对治。最终用智慧代替二取习气。所以学佛者时常知道见事物的我�能作善业的我�以及能

感受苦乐境界的我。都是缘生法�了不可得。要通达我空以及我们感受的一切境界完全也是

缘生法。要通达我空�就能破能取的我执。通达法空�就能破所取的法执。由此通达我法二

空就能够破除能取所取的二取执著。故完全要靠根本无分别智才能对治实我实法之执。由于



我们的智慧不断增长�直至最后圆满�而有漏的我执法执的习气不断减少�最后彻底消亡。

这时的名言习气�八识心王�以及遍行、别境、善十一心所都自然而然的由染转净。如果增

上缘业�二取习气业是染污的�无疑名言习气是染污的。若增上缘是清净的�无疑而因缘缘

起的名言习气也就随之由染转净。此时阿赖耶识就不存在了。完全都是无漏的名言习气。无

漏的般若种子�无漏的福德种子�此时完全都是清净种子�叫无垢识。大圆镜智与无垢识是

同时有�所以叫“大圆无垢同时发”。亦即只要有无垢识�当下就得大圆镜智。只要有大圆

镜智就是无垢识的圆满。那么无垢识与大圆镜智的关系怎样呢�所谓“大圆镜智”实际上就

是无垢识当中的般若智慧的圆满�就叫大圆镜智。也就是对治实我实法能取所取的般若种子

熏习圆满了。俱生二执二障就要靠般若来断尽了。完全都是般若智慧�而且圆满了�就是大

圆镜智。所谓“无垢识”�无垢识里理应包括所藏的般若智慧在内。但是它把般若智慧单独

列出来称“大圆镜智”。所以无垢识里头�严格说来�除了名言习气以及无漏的福德种子外�

般若智慧的种子也存于无垢识中。离开了无垢识大圆镜智就无地方依附。只不过原先是以识

为主�智为辅�言之“唯识”。而此时是以智为主识为辅。所谓的名言习气、业习气完全都

要受里边的般若支配。所以般若居主导地位�而其它的一切居从属地位。此时它的位置变了�

所以叫“大圆无垢同时发”。无垢识成了相应心品。二者没有先后是同时获得。 

  大圆镜智的作用�证佛法性身及法性土。 

  无垢识的作用�无垢识里有无漏的名言习气。是变生佛的真身以及佛身体所依住的亲因。

无漏业种作为变现佛身土的增上缘。由此说明佛的身体和世界也象我们现在的身体世界一样

是因缘生法。所不同者�我们是染污的因缘所生�佛是清净的因缘所生。并不是佛的身体和

世界以智慧为因缘。真正的因缘还是以无漏的名言习气以及业习气作增上缘。因缘结合才有

佛身佛土出现。但是佛时常明白自受用身土完全都是因缘所生�内心清净�智慧朗朗明照。

这就是智慧的妙用。所以不同于凡夫。它是清净的、解脱的、自在的。是智慧时常在起妙用。

此时智慧居高临下�其它的一切皆属智慧所缘的境界。身和土都是它所缘的。显能是智慧所

缘的�潜能也是智慧所缘的。一切诸法�一切境界皆是被智慧通达所证所缘的境界。完全叫

智慧�所以叫唯智。主要是从能证的智慧来建立的�所以叫唯智。 

  “大圆无垢同时发”�佛的身体佛的世界完全都是无垢识中内因内缘。“内因”者无漏

名言种子。“内缘”者无漏福种子。因缘结合而变生佛的报身和报身土。所以大圆镜智证佛

的法身�无垢识变现报身。报身者主要是指受用身。法身者主要是指法性身。所以“大圆无

垢同时发”。 

  “普照十方尘刹中”�此是指转依后获得大圆镜智无垢识。此时前五识成所作智随着圆

满转得。第六意识转妙观察智�第七识转平等性智。当然早已在因位的菩萨获得了。在七地

后八地前妙观察智和平等性智都是圆满的。虽然此二智在因位圆满�但它不能现起度化登地

以上的诸大菩萨的他受用身。其原因是大圆镜智和无垢识还没有转得。没有佛的真身和真身

土。只有大圆镜智和无垢识圆满转得。现起佛的真身和真身土�此时平等性智才能产生微妙

的作用。亦即才能变现起度化登地以上圣位菩萨的身和土。在有漏位他都是菩萨。虽然获平

等性智�而不能现起度化菩萨的他受用身。只有得到佛的真报身�这时才有眼耳鼻舌身五根。

有了前五根�才能发眼耳鼻舌身五识。诸佛如来广现化身成所作智也才俱足圆满。才能够广

做一切诸佛应做的事。亦即“三类分身息苦轮”。大圆镜智圆满了�它已证得佛的法身和法

身土。无垢识圆满了�现起佛的报身和报身土。平等性智也现起度化登地以上的菩萨所受用

法乐的身土。成所作智又能三类分身�广现一切化身�度化熄灭六道轮回中凡夫的苦厄。妙

观察智又能观察诸法自相共相�观察有情根性胜劣�故此四智圆满。无漏世界有佛的身体�

有佛的世界�就是佛身佛土。在有漏世界与无漏世界交替转折的过程中�也有平等性智所现

的他受用身土。在纯属的有漏世界也有成所作智现的化身和化身土。说明有漏世出世间四圣

六凡十方法界无不满园都为佛陀。众生以及他的土都包括在内。把十方完全收摄无余。故此



处所讲“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照十方尘刹中”。“十方”者包括了世出世间有漏无漏凡夫圣

者�出世间有身土�世间有身土。从世间到出世间�由染到净的这个过程中也有佛的身土。

所以佛的身土在十方中无所不有。佛是圆满的。既有身也有土�身为智所现�土也为智所现。

由此十方无不有佛的智慧。都有佛的大智慧。所以在《弥陀经》上讲�阿弥陀佛他的智慧光

明照十方国�所以普照十方„„�第九盘 A 面完� 

  �第九盘 B 面� 

  „„“十方”是指东南西北上下�再加四周�即每两方都有四个角�共四个角�叫四围

�如东南方„„�故称十方。“尘刹”�刹为土�尘为世界。此处显示世界之多�无量为边。

而不是光指我们居住的地球为世界�佛经上讲的�这个世界如恒河沙数无量无边。不可用数

字来计算。也不可用世间的譬喻来显。就无法言说多少。“不动地前才舍藏�金刚道后异熟

空�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照十方尘刹中。”此四句讲�阿赖耶识转依的部分�亦即讲无漏清

净唯智的部分。 

  《八识规矩颂》虽文字不多�但文理丰富圆满。把世间染污有漏因果讲了�把出世间的

清净无漏因果也讲了。世间叫唯识�出世间叫唯智。从识这方面讲�从颂文里所显示的主要

说明了六个问题�在唯智里头严格说来�一、转识成智的时间�二、说明此识转智的名字�

三、说明此智起的作用。主要在转依唯智里边就说明这三个问题。严格说来每一大段都说明

了九个要点。 

  提问�1、阿赖耶识转识成智四句一颂里边内容不少。大圆镜智与无垢识是怎样的关系�

无垢识里面主要储藏了三大类法的种子。第一类无漏的名言种子�第二类圆满的智慧般若种

子�第三类广度无边众生无有执著熏习的无漏福种子。即是无漏业的种子。所谓的大圆镜智

这个智慧实际是指无垢识中般若智慧圆满的这一分就称为叫大圆镜智。为什么不直接叫无垢

识�要称大圆镜智呢�因为有漏位是识为主�智为辅。智起不到主导地位�完全在识的支配

下产生作用。由此这个智就不能明白诸法实相。是虚妄分别的智慧。在无漏位智慧就圆满了。

由原来的确从属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由此关系�就把大圆镜智与无垢识分开言。“大圆无

垢同时发”�严格说来�大圆镜智可以包括无垢识。反之无垢识也可以包括大圆镜智。因为

以智为主。无垢识是智的相应心品。故大圆镜智就包括了无垢识。但大圆镜智要依附于无垢

识。它的种子要储藏在无垢识里。所以无垢识也包括大圆镜智。看站在哪个角度说。 

  2、二取习气�能取是指我执�所取是指法执。我法执著就是二取习气。以二取习气为前

提来支配我们的行动�就有有漏的业习气。有二取习气、业习气�这两种变生世界�间��我

们有情的身体和世界作增上缘。原先的名言习气为因缘。世界是因缘生法。由此是染污的因

缘生法�这就是世间因果。我们想要解脱出离�就要把世间因果弄清楚就容易了。首先要把

能取所取我法执著去掉。怎样才能去掉�用般若智慧观空。观我空法空就必须要通达因缘生

法、缘起性空的道理。无有实在的能取的我可得�也无有实在的所知的法可得。只有似我似

法、幻我幻法而无有实我实法可得。要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够在我们行动上�对眼见耳闻的

一切法不生实我实法的执著。就是般若智慧。它已经在对治二取习气了�对治我法执著了。

通达我空法空的这个正确认识�支配我们的行动的造作叫业力。即无漏业。没有我法二执摄

受的业叫无漏业。无漏业和般若智慧就成了我们将来感佛果生佛身佛土的增上缘。很关键一

点�决定它是有漏的�那就是二取习气�决定它是无漏的那就是般若智慧种子。那么形成世

间有漏之法的增上缘是业力。形成无漏诸法的增上缘也是业力。一个是染�一个是净而已。

为什么有染有净�因为决定着一个有二取习气�一个无二取习气。有二取习气的是染�无二

取习气的是净。我们学佛者要去掉我法执著就要观空�同时要大雄无畏�积极有为�广作众

善�利济有情。要在正确认识的指导下�要有大的行动。要求学佛者作到四字�“不取不舍”、

“不增不减”、“悲智等运”、“福慧双修”。说确切一点�就是“福慧双修”。是成正果�

就能成佛。一、在理论上要把世间因缘生法�出世间因缘生法弄清楚�学佛才找到下手处。



二、修行的方法就明白了。三、只要懂得了世出世间的形成�以后的果是什么样子�当然把

“因”弄明白�果也在其中。此就说明佛法不是玄学�是很正确、殊胜、伟大。我们现在是

错误论�由错误指导行动�行动是业。错误是二取习气。正确认识是般若�正确认识支配的

行动是无漏业�福德业�。所以学佛者要福慧双修。一方面要观空�一方面要认真做善�做善

上观空�观空中做善。观空对治二取习气�做善对治有漏业习气�把这两种对治了�名言种

子不管它。增上缘清净名言习气就清净�增上缘染污它就染污。名言习气始终是生起世出世

间的亲因。以前讲过我法二执主要在第六意识上面。第七识虽有�但没有第六意识的分别我

法执去滋养它�它就会枯萎断掉�不会存在。第六意识有遍行心所�触、作意、受、想、思。

此心所与它相应。而触、作意、受三种心所为感性认识。“想”是理性认识�“思”是实践

认识。首先第六意识的感性认识是什么�是五意识中的明了意识�即五俱意识�。它与前五识

同起�能触境�能够作意�作动其心�。然后生起能够感受这个境界的苦乐。它与前五识同起

的这一分意识表现在触、作意、受三种心所上。所以叫明了意识。“想”是由于明了意识提

供感观材料�而后根据感观材料运用语言文字加以推比度量、认识�此时才有“想”。“想”

就是理性认识了。如果这个“想”有无明夹在里头�就不懂得因缘生法、缘起性空的道理。

我们在“想”时就依名取相运用名言习气去遍计感性认识给它提供的材料—色、声、香、味、

触这些材料去一一遍计。这里主要在“想”上就生起了能取所取的两种执著。由“想”为先�

由“想”作指导而引起“思”的实践认识�这个“思”是造作。这个时候的“思”�能动身

思为身业�能动语思是语业。审虑决定二思说为意业。这时这个造作的业力是在“想”的不

正确指导下产生的“思”。这个时候“思”的造作肯定为有漏业。在前面那个“想”的前提

下产生的能取所取的我法执著。在我法执著的支配下产生的“思”的造作就有我法执著。“思”

这个造作有善业、恶业。生三善道是善业�生三恶道是恶业。这就归于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

有关。善心所与第六意识相应时�“思”的造作是善�但“想”还有我法执著为前提来支配

“思”的造作。虽然是善�叫有漏善�染污善。若是烦恼心所与第六意识相应�这时遍行心

所的“思”与之相应�只要有第六意识一起就有遍行心所与之相应�。它的造作一定是恶业。

这个恶业就是下堕三恶道的。别境心所的“欲”、“胜解”、“念”、“定”、“慧”。二

取习气是怎样的呢�这个“想”的理性认识为什么会有能取所取的执著呢�这里很关键。关

键就在“欲”和“胜解”上。例如�“欲”�希望多挣钱的欲�希望当高官的欲。首先你的

指导思想就是错的�即“欲”是错的。然后生起胜解�胜解是决定性的理解。胜解实在有个

我法可得�该我享受�该我所有。有胜解作前提�当然遍行心所的“想”毫无疑问是夹有我

法执著的。由此引起的“思”就是有漏恶业�有漏善业。那么我们如果要转染成净很容易。

把“‘欲’希望为性”变成希望我要上成圆满佛道�下化无边众生�永劫都要自他双度�彻

底解脱。又如回向文说�我今发愿�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声闻缘觉�不求权乘菩萨�唯有一

心勤求无上大菩提�永远下化无边众生。这个愿�即“欲”�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伟大的人生

观和世界观。圣者坚决理解一切都是缘生�如梦如幻�无有实我实法可得。以这个作胜解来

支配思�支配想。这一下理性认识就转变过来了。以正确的理性认识�坚决以“胜解”作后

盾�上成下化的“欲”作后盾�这个“思”造作实践就完全正确了。由此转染成净就很圆满。 

  关于本有造作和新熏种子的理解 

  种子分两大类�一、无漏种子有“本有”、“新熏”。二、有漏种子也有“本有”、“新

熏”。 

  无漏种子的“本有”、“新熏”�一般来说�“本有种”是指的菩提种性。也就是能够

生起观我法二空的智慧。“本有”就是无始时来寄存在阿赖耶识里的菩提种子。此种子是成

佛的有力保障。没有此种就不能成佛。因为内因是起主导作用的。外因外缘再胜�内因没有

菩提种性�就没有接受外因的这堪能,怎么能生法呢�本有的菩提种性是因。佛陀说法�大善

知识讲法这个就是缘�此缘就可引发菩提种性现行。然后通过自己多闻熏习、如理作意、勤



修加行等修学的种子�就熏到原来的种子上�即熏习有般若智慧的习气�就储藏在阿赖耶识

中�与原来的本有种子融合为一。把后一部分通过所闻佛法所熏的般若习气称为新熏种子。

那么这时融合为一的般若习气又是“本有”。亦即这次融合为一的般若习气�对于以后再熏

的习气来说�又是本有的了。而后者又是新熏。如是辗转增胜�直到圆满。又如学习语文、

数学、英语、技术�学医等等。阿赖耶识原有这方面的种子为本有�通过学习熏到阿赖耶识

里去的这一部分为“新熏”。新熏的与原有的融合为一�此合而为一的这一部分又是下次学

习的习气的本有。下次新熏习的习气又叫“新熏”。这样辗转不停学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

越丰富。通过这个“本有”、“新熏”的道理�就明白“本有”、“新熏”在有漏位也是一

样的。在有漏位主要包括名言种子�也包括一部分二取习气。而二取习气是依附在名言种子

上的。即把名言种子染污了的这一分叫二取习气。而不是离开名言种子而另外有一个二取习

气。但这个业的本有新熏不太明显。为什么�因为此生作业�来生才受报。报受尽�业即消。

而这生又作业�来生又受报。每一生既受报�同时又造业。就是这样辗转不停的受报造业�

造业又受报。这个业也是本有、新熏�但不太明显。“本有”、“新熏”主要是指名言习气

和菩提种性。从“本有”来说完全不是偶然性的。从“新熏”来说就不是必然性的。由此说

明真正的佛法对因果来说是非偶然�非必然。完全讲偶然性�就否认了因果�完全讲必然性

就是宿命论�即常见。讲偶然性是断见。所以非偶然非必然�就是非断非常。既反对宿命论

�常见��又反对断见。 

  我法执就是烦恼障�若没有我法执�也就没有二取习气。亦即无烦恼障。烦恼障没有种

子�它是遍计所执。把染污的二取习气去掉�名言习气就清净了。要问它地、水、火、风是

从哪里来的�前前无始�后后无终。没有头�也没有尾。佛法里专门有个名词叫“法尔”。

佛法讲�时间是周而复始�是个圆形。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截断来看�好象是春为始�

冬为末。若把时间拉开来看可以说冬为始�春为末。它本是周而复始的圆形�因为它是因缘

生法。前前无始的法属因缘生。后后无终的法仍属因缘生。凡属因缘生法的�就没有个实在

的体可得�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可得。既然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可得�哪里又去找个固定头头的

法可得。认为有个头头的法是实在的�这就是我执法执。那就又落入迷而不觉的凡夫邪见上

去。佛法始终讲的是相对的�始终讲的是缘起性空。肯定有开头就有结尾。此有故彼有�此

无故彼无�是缘生基本规律。 

  再讲一下因缘生法。我们在学理论的过程中�必须依于因缘生法这个道理来理解。因缘

生法这个道理你通到最后还得知道。既然法没有实体。没有实体的法你还没法说它是个什么

法。如《解深密经》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 既然一切诸法都是

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认为它是实在的因缘生法�还是个执著。最后要去掉对因缘生法的执

著。说菩提种性是因缘生法也是错的。所谓的因缘生法�不能从小的一个法上去看它。佛法

讲的因缘生法是把整个宇宙人生世出世间拉通在看。由此又说明所谓五种性是包括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有五种性。正因为有如来种性�与此相反就有没有种性的。此有故彼有�有大乘种

性�与此同时就有小乘种性。所谓有大乘、小乘种性的�那就有不定类型的�或是大乘或是

小乘。始终本着此有故彼有这个原则。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这也是个相对的道理。从

大的方面把整个拉通来看�好象有个头头�有个结束�好象是因缘生法。但把整个拉通来看�

无不是此有故彼有。从修行来讲的�讲一切法�讲到最后就是个“空”。认为是“空”还是

个执著。还要把“空”也要空下去�就叫“空空”。才叫“真空”。我们一定要记住�“此

有故彼有”。�第九盘 B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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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未经本人审阅�若有错误请指出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