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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生死輪迴 
無明緣行：眾生在無明的蒙蔽下，造作種種不善行與善
行。有三種行： 
1.非福行：不善心裡的思 ，導致投生惡趣。 
2.福行：a.欲界善心裡的思 ，導致投生人天善趣；b.色
界善心裡的思 ，導致投生色界天趣。 
3.不動行： 無色界善心裡的思，導致投生無色界天趣。 
如此眾生在無明的蒙蔽下，不斷在三界內生死著， 有
「心的相續流」和「色的相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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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的相續與臨終 
結生心→有分心→心路過程→有分心→心路過程→有分心
→心路過程→……有分心→臨終心路過程→死亡心 
◎每人一生的心流中，有活躍的心和不活躍的心。活躍的
心是心路過程，有五門心路過程和意門心路過程。不活躍
的心是離心路過程，有結生心、有分心和死亡心。 
1.五門心路[眼門為例] ：有分→眼門轉向→眼識→領受→
推度→確定→速行心→彼所緣→有分。 
2.意門心路：有分→意門轉向→速行心→彼所緣→有分。 
速行心時造善不善業，留下業的潛力，引生未來果報心。 
3.凡夫臨終時，最後一個心路過程稱作「臨終心路過程」。
在臨終速行之後，有時生起彼所緣，有時生起有分，而最
後生起的是死亡心。緊接著是生起下一世的結生心 ，這
是善不善業的果報心 ， 如此心的相續流到下一世。 



4 

二、臨終到新一世的結生 
【1】臨終心路過程和所緣 
◎【五門臨死心路】(舉例) 
有分→眼門轉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5速行→死亡心 

◎ 【意門臨死心路】(舉例) 
有分→意門轉向→ 5速行→彼所緣→彼所緣→死亡心 

◎凡夫的臨死速行心弱，只有5個心識剎那，缺少造業的能
力，只是作為過去業成為令生業的管道。有三種所緣（目
標）之一會呈現於臨死速行心（而不是死亡心） ： 
1.業：過去所造的善業或惡業。 
2.業相：是與即將成熟而導致下一世投生至何處的善業或惡
業有關的目標或影像，或是造該業的工具。例如：虔誠的
信徒可能會看到比丘或寺院的影像；醫生可能會看到病人
的影像；而屠夫則可能聽到被宰殺的牛的哀號或看到屠刀。 
3.趣相：這是臨終者下一世將投生的去處，例如：欲界天界
的宮殿、畜生界的田野、地獄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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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世臨死心路過程結束後，最後一個心是死亡心，執
行死亡作用，命根即被切斷，緊接著 生起新一世的結生心。
此世臨死速行的目標 ，即成為下一世結生心的目標。 
【2】下一世結生心的目標（所緣） 
1.對於欲界結生，若結生心的目標是「業」，它必定是
「過去所緣」，而且是通過意門識知。若結生心的目標是
「業相」或「趣相」，該目標是現在所緣或過去所緣。
「趣相」常是呈現於意門的現在色所緣，但也可以是地獄
眾生的哀號、天界的音樂與香味等。 
2.對於色界結生，其所緣是概念（似相）且必定是業相。 
3.對於無色界結生，其所緣是概念或廣大心：第一無色界
結生心的目標是空無邊的概念。第二無色界結生心的目標
是第一無色界禪心。第三無色界結生心的目標是無所有的
概念。第四無色界結生心的目標是第三無色界禪心。這些
目標都屬於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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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一期生命的生與死 
結生心是新一期生命的「第一個心」 ，其後心流如下： 
結生心→16有分心→意門心路過程[意門轉向→7個有欲速行心 ]→有分
心→心路過程→有分心→心路過程…→死亡心 

【1】若以[悅具智相應]三因投生為人，其結生心具有33 個
心所（7個遍一切心所， 6個雜心所， 19個遍一切美心所， 1個慧心所）和
三種色聚（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心色十法聚，見後）。在33 個心
所中有一個名命根。在三種色聚中都有一個命根色。由於
具有名命根和命根色，所以具有「生命」。  
【2】新一世的結生心滅後，即刻有16個有分心生起，接
著生起第一個意門心路過程，其中7個有欲速行心是欲界
邪見不相應無行貪根心，貪著新生命，取結生心為所緣。
這第1個意門心路過程結束後，有分心再次生滅，其後又
生起心路過程、有分心… 直至死亡心生起。生命一期又一
期如此輪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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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色法的生起與色聚 
【1】色法的生起 
1.業生色的起源是過去善不善心裡的「思心所」。29種善
不善業中，能產生色法的25種業是：12不善心、8欲界善
心、5色界善心裡的思心所。而 四無色界善心裡的思心所，
只能產生無色界結生心，但不能產生業生色。 
2.心生色：從第一個有分心開始，89心中，除了四無色界
果報心與雙五識之外的75種心都會產生心生色，但只有在
「生（小剎那）」時才能產生心生色。 
3.時節生色：從結生心的住時開始，業生色聚裡的「火界」
能開始產生時節生色。此後，一切色聚裡的火界都能在住
時產生時節生色。外在無生命物的火界也能產生時節生色。 
4.食生色：從食物吞下開始，在受到消化之火支助下，食
物裡屬於時節生色聚的食素即能產生食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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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十一種色聚 
色法不會單獨生起，必須組合成色聚才能生起。在一粒色
聚裡的所有色法都同生同滅，它們都擁有同一個依處，即
俱生的四大元素。四大元素是所造色的近因。任何一個元
素的近因則是其他三大元素。它們從生至滅都同時發生。 
○在一切的色聚裡都有「八不離色」：四大元素與顏色、
香、味及食素。有二十一種色聚： 
1.業生色聚有九種：眼十法聚、耳十法聚、鼻十法聚、舌
十法聚、身十法聚（八不離色、命根色及身淨色）、男或女性根
十法聚（八不離色、命根色及性根色）、心色十法聚（八不離色、命

根色及心色）、命根九法聚（八不離色及命根色）。 
2.心生色聚有六種：八不離色、身表九法聚等。 
3.時節生色聚有四種：八不離色、聲九法聚等。 
4.食生色聚有二種：八不離色、輕快性十一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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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的相續流 
【1】新一世的第一個心是結生心。若以[悅具智相應]三
因投生為人，其結生心具有33 個心所和三種色聚（身十法聚、

性根十法聚、心色十法聚 ） 。此後，在生命期裡，會漸次生起
眼十法聚、耳十法聚等。 
【2】色法的壽命是十七個心識剎那。一心識剎那有三個
小剎那：生、住及滅。在欲界以四個方式生起色相續流：
業生色的續流從結生那一刻開始；心生色的續流從第二個
心識剎那開始；時節生色的續流從結生心的住時開始；食
生色的續流從食素傳到時開始，有如河水之流不斷流下去，
直至臨終時，在死亡心之前的第十七個心的住時開始，業
生色即不再生起。在其前生起的業生色會繼續存在直至死
亡的那一剎那，然後滅盡。隨後，心生色與食生色也滅盡。
此後，在屍體裡，只是時節生色的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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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1.無明所繫的眾生，不斷造作善不善行，而有一世世的結
生心、有分心、心路過程到死亡心依次生起，如此在三
界輪迴著。 
2. 無明滅則行滅：眾生唯有經由修習觀禪，生起道心，
滅除無明，才能從生死輪迴中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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