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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中的因果 
※在十二緣起裡只說一法是另一法的緣，這只是指出在
一組緣中最主要的緣，以及與一組果中最主要的果之間
的關係。 
※12緣起顯現惑 [煩惱輪] 、業 [業輪]、苦[果報輪]： 
      [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 
  →[愛取]→[有]→[生、老死] 
※ 89心中的世間因果： 
      無明→行[29善不善業]→識 [32果報心] （見複習） 

      愛取→有[29善不善業]→生[32果報心及業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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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常見的三組心 
◎29種世間善不善心： 
12欲界不善心＋8欲界善心 
＋5色界善心＋4無色界善心。 
◎32種世間善不善果報心＝雙五識＋22果報意識： 
7無因不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結生3 、推度、彼所緣） ] 

＋ 8無因善果報心[五識、領受、捨俱推度（結生3 、推度、彼所緣） 、

悅俱推度（推度、彼所緣）] 

＋ 8有因善果報心[結生3、彼所緣] 

＋5色界善果報心[結生3] ＋4無色界善果報心[結生3] 。 
◎19種結生心：              [結生3]指結生、有分、死亡 

1無因不善果報心[捨俱推度（結生3 ）] 

＋ 1無因善果報心[捨俱推度（結生3 ）]  

＋ 8有因善果報心[結生3]  
＋5色界善果報心[結生3] ＋4無色界善果報心[結生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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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緣起的要義 
【1】無明緣行：以無明為緣，生起行[業]   
「無明」：不知四聖諦。 
「行」是與29種善及不善心相應的思心所： 
    a.福行 ： 8欲界善心及5色界善心裡的思。  
    b.非福行 ：12不善心裡的思 。  
    c.不動行 ：4無色界善心裡的思。 
◎無明是產生善與不善行的主要緣。無明在不善業裡很
顯著，而在善業裡則是潛伏性地存在。 
【2】行緣識：  以行[業]為緣，生起果報識 
「行」是29種善與不善思。 
「識」在此專指果報識 ，即32種果報心。 
    a.臨死時，累積在心流裡特強的一個業[行]，在下一世
會產生19種結生心之一。b.在隨後的生命期裡，其他以
往所累積的業[行]也能夠產生其他種類的果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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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識緣名色： 以識[果報]為緣，生起名色 
「識 」：此處指a.果報識以及b.前世的業識兩者。 
此果報識指結生識 。業識指前世的善不善業。 
「名 」：a.與果報識相應的諸心所（受、想、行） 。 
「色」：b.前世的善不善業所產生的業生色。 
於五蘊結生時，以人為例，當結生心在結生那一剎那，同
時也生起了受、想、行三名蘊以及30 個業生色（身十法
聚、性根十法聚、心色十法聚）。身十法聚： 地、水、火、 
風、色、香、味、食素、命根、身淨色。餘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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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色緣六處： 以名色為緣，生起六處 
「名」：與果報識相應的諸心所。 
「色」：業生色 。以人為例，剛結生時的30 個業生色是身
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心色十法聚。 
「六處」：五色處[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1.五色處，指[身內]五淨色：眼淨色、耳淨色、鼻淨色、舌
淨色、身淨色。以業生色為緣生起五色處：以結生時的30 
個業生色為緣，其後生起屬於業生色的[身內]五淨色。 
2.意處，指32種果報心：果報雙五識與22種果報意識 。 
3.在欲地，以名色為緣，生起所有六處。 
4.在色地，以名色為緣，只生起眼、耳及意三處。 
5.在無色地，只以「名」為緣生起意處，因為其地沒有五色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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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六處緣觸：以六處為緣，生起觸 
「六處」：五色處（五淨色）及意處（32種果報心[雙五識

及22種果報意識] ） 。 
「觸」：是與32果報心相應的觸心所，有眼觸、耳觸、
鼻觸、舌觸、身觸和意觸。 
1.「眼觸」：生起於眼處的觸，它是眼淨色、色所緣及
眼識相聚於一處[眼淨色]而生起。耳觸等類推。 
2.「意觸」是雙五識之外的22種果報意識相應的觸心所。 
【6】觸緣受：以觸為緣，生起受 
「觸」：識與目標（外六處）接觸，而在它們接觸時必
定會有某種緣於觸而生起的感受。 
「受」有六種：眼觸生受、耳觸生受、鼻觸生受、舌觸
生受、身觸生受及意觸生受。 
受依據其處（內六處）及目標可以是樂受、苦受或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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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受緣愛：以受為緣，生起愛[煩惱]  
「受」 ：樂受、苦受、捨受三種受。  
「愛」：依其目標（外六處）而分別有六種愛：色愛、
聲愛、香愛、味愛、觸愛及法愛。每種又分三種愛： 
    a.欲愛：純粹渴愛欲樂； 
    b.有愛：渴愛存有，即含有常見的渴愛； 
    c.無有愛：渴愛斷滅，即含有斷見的渴愛。 
事實上，以接觸目標（外六處）而生起的受為緣，而生
起了愛： 
a.若人體驗到樂受，就會享受該樂受，而他追求該目標
的目的純粹只是因為它能夠激起樂受。 
b.當他體驗到苦受時，會渴望脫離苦，以及渴望會有某
種樂受取代它。 
c.捨受的本性是寧靜的，而這也能成為渴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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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愛緣取： 以愛為緣，生起取 
在究竟界上，所有不同種類的愛都是貪心所。 
「取」有四種： a.欲取；b.邪見取；c.戒禁取；d.我語取。 
a.欲取是貪心所的一種呈現方式。於欲取，對目標（欲樂、
世間之物）起始的貪名為愛，而強化了的貪則名為取。 
b.邪見取、c.戒禁取、d.我語取：是邪見心所的呈現方式。
緣生邪見的貪，名為愛。 （邪見相應的貪） 
在受到該貪的影響之下而接受的邪見則名為取。  
b.邪見取是執取斷見等邪見，或執取有關「世界是永恆還
是不永恆」等臆測之見。這些離不開常見與斷見兩端。 
c.戒禁取是認為實行儀式或修苦行及其種種戒禁，能夠導
向解脫。 
d.我語取是執著身見，認為五蘊是我或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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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取緣有： 以取[煩惱]為緣，生起有[業有] 
「有」有兩種：業有與生有。 
a.業有：29種善不善思，或能夠產生新一世的29善不善業。 
b.生有：32種果報心、它們的相應心所及業生色。 
【10】有緣生：以業有為緣，生起生有[果報]  
「業有」：即善與不善業，是使未來世發生的主要緣。 
「生」：指新一世的32世間果報心、其相應心所及業生色
生起於一生存地。若以三因結生為人，其結生心同時生起
33 心所，和30 色法（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心色十法聚） 。 
【11】生緣老死：以生為緣，生起老死[果報] 
1.一旦有了生，老死已是無可避免，且在生與死之間會生
起其他苦，例如愁、嘆、苦、憂及惱。這一切苦的根源就
是生，所以生是它們的主要緣。 
2.生與老死是名色法之相，而不是究竟法。它們所代表的
究竟法是「識、名色、六處、觸、受」這五個緣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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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1】12緣起顯示[惑→業] →[苦] ： 
    【無明→29業行】→【32果識→名色→六處、觸、受】 
→【愛取→29業有】→【生有→老死】 
       業有屬此世的「有」；生有屬下世的「生」。 
【2】眾生由於無明，造作了非福行、福行、不動行， 
生起果報識而輪迴三界。要出輪迴，就要滅除無明。要
滅除無明，就要修習佛法不共的觀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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