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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舍利弗尊者下傳的《發趣論》是以[24緣]來說明名色法
之間的緣起關聯。心流中的名法以及伴生的色法都是[緣生
法]。 [緣法]以緣力，支助[緣生法]的產生。例如： 
     [眼淨色] 以依止緣力，支助[眼識]的產生。 
     [涅槃]以所緣緣力，支助[道心]的產生。 
2.今依據論典，舉例說明這24緣、[緣法]與[緣生法] 。 
※研究24緣、緣法和緣生法有何重要性？ 
研究24緣、緣法和緣生法，是佛法進階的「思所成慧」的
訓練，可以透徹了解名色法之間的緣起關聯，進而體會無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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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四緣 
（1）二十四緣 
1.因緣；2.所緣緣；3.增上緣 ；4.無間緣； 
5.相續緣；6.俱生緣；7.相互緣；8.依止緣 ； 
9.親依止緣；10.前生緣；11.後生緣；12.重複緣； 
13.業緣；14.果報緣；15.食緣 ；16.根緣； 
17.禪那緣；18.道緣；19.相應緣；20.不相應緣； 
21.有緣；22.無有緣；23.離去緣；24.不離去緣。 
（2）同義詞 
無間緣＝相續緣。有緣＝不離去緣。無有緣＝離去緣。 
 [翻譯詞] 
相續緣＝等無間緣。果報緣＝異熟緣 。 
重複緣＝數數習行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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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力、緣法、緣生法的關係 
【譬喻】[藥效] ： [草藥] →[病癒]       符號 →表示支助 

                  [草藥]以[藥效] →支助[病癒] 的產生。 
【公式】[某緣力或某緣] ： [緣法] →[緣生法]  
                  [緣法]以[某緣力] →支助[緣生法] 的產生。或： 
                  [緣法]作為[某緣] →支助[緣生法] 的產生。 
1.[緣法]以本身具有的[某緣力] ，支助[緣生法]的產生。 
2.[緣力]是隱藏在[緣法]裡的[效力] 。 
    如同辣椒之辣是潛藏在辣椒裡，依靠辣椒而存在。 
3.[緣生法] ＝[緣所生法] ，被[緣法]以[某緣力]支助。  
【問】什麼法可作緣法、緣生法、緣力？ 
1.[緣法]包括：89心、52心所、28色、涅槃、概念。 
2.[緣生法] ＝有為法，包括：89心、52心所、28色。 
3.[緣力]包括：24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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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舉例說明緣法、緣生法以及緣 
【公式】[某緣或緣力] ： [緣法] →[緣生法]  
                  [緣法]作為[某緣] →支助[緣生法] 的產生。 
●意門心路過程舉例 
有分→意門轉向→第一貪速行→第二貪速行→第三貪速行…  
◎緣生法：貪速行名聚19 （悅俱無行邪見不相應貪根心） 
＝ 1心18心所＝ 1心7遍一切（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6雜（尋.

伺.勝解.精進.喜.欲）4遍一切不善（痴.無慚.無愧.掉舉）1貪。＊分解名聚 
例1.因緣：[貪.癡2因]→[貪速行19-2] 
       [貪.癡2因]作為[因緣]→支助 [貪速行名聚19-2]的產生。 
例2.增上緣：[1名(欲.精進.心之一)]→[貪速行19-1]   
說明：四增上法是欲.精進（勤）.心.慧（觀） 。 
例3.重複緣：[第一貪速行]→[第二貪速行] 
       [第一貪速行]作為[重複緣]→支助 [第二貪速行]的產生。 
例4.禪那緣：[尋.伺.喜.樂受.一境性5名]→[悅俱貪速行19-5] 
例5.道緣：[邪尋.邪精進.邪一境性3名]→[邪見不相應貪速行19-3]  
說明：四個邪道支是邪見.邪思惟.邪精進.邪定，將導向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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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驗單一名聚有哪些緣？ 
【例1】緣生法：眼識名聚8 = 1心+7遍一切心所＊ 
五門轉向名聚11=1心+7遍一切心所+1尋1伺1勝解。＊分解名聚組成 
● 眼門心路過程： 
1過去有分,2有分波動,3有分斷→ 4五門轉向→ 5眼識→ 6領受,7推度,8確
定→ 9速行,10速行,11速行,12速行,13速行,14速行,15速行→ 16彼所緣,17
彼所緣→有分流。色法的壽命17心識剎那。 
◎某緣 ： [緣法] →[眼識名聚]  
1.因緣。不須：眼識是無因心，不須因緣的支助。 
2.所緣緣：[現在色所緣]→[眼識名聚8]。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現在色所緣]是眼識的所緣。 
3.增上緣。不須：眼識是無因心，不須增上緣的支助。 
4.無間緣：[五門轉向名聚11]→[眼識名聚8]。 
說明：五門轉向滅，眼識立即生起。 
5.相續緣＝等無間緣：[五門轉向名聚11]→[眼識名聚8名]。 
說明：五門轉向滅，眼識立即生起。 
6.俱生緣：[1名]→[眼識名聚8-1]。 
說明：同一名聚裡的名法同時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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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互緣：[1名]→[眼識名聚8-1]。 
說明：一名聚裡的名法相互支持。 
8.依止緣：[1名 ]→[眼識名聚8-1]。    ○俱生依止緣 
說明：一名聚裡的名法相互依止。 
   依止緣：[眼淨色]→[眼識名聚8]。  ○依處前生依止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眼淨色]是眼識的依處。 
9.親依止緣：[五門轉向名聚11]→[眼識名聚8]。 
說明：五門轉向名聚滅盡，眼識名聚生起。 
10.前生緣：[眼淨色]→[眼識名聚8]。        ○依處前生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眼淨色]是眼識的依處。 
    前生緣：[現在色所緣]→[眼識名聚8]。 ○所緣前生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現在色所緣]是眼識的所緣。 
11.後生緣。不須：色法才須後生緣的支助。 
註：色壽命長，故前生的色（具有前生緣）可支助後生的名；甚至後
生的名（具有後生緣）也可支助前生的色。 
12.重複緣。不須：果報心不須重複緣的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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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業緣：[1與眼識俱生的思]→[眼識名聚8-1及俱生色法]。○俱生業緣 
      業緣：[過去善或不善思]→[眼識名聚8及業生色聚]。   ○異剎那業緣 
14.果報緣：[1名]→[眼識名聚8-1 ]。 
說明：果報名聚裡的名法互為果報緣。 
15.俱生食緣：[觸.思.心3名]→[眼識名聚8-3]。 
四食：段食、觸食(觸心所)、意思食(思心所)、識食(心)，後三是名法。 
16.根緣：[心.受.名命根.一境4根]→[眼識名聚8-4 ]。     ○俱生根緣 
      4根：意根(心) 、受、名命根、定根(一境)  
      根緣：[眼淨色]→[眼識名聚8]。   ○依處前生根緣 
17.禪那緣。不須：雙五識不須禪那緣的支助。 
18.道緣。不須：無因心不須道緣的支助。 
19.相應緣：[1名]→[眼識名聚8-1]。 
說明：一名聚裡的名法彼此同生、同滅、同所緣、同依處。 
20.不相應緣：[眼淨色]→[眼識名聚8]。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眼淨色]是[眼識名聚]的依處，色
與名不同類而不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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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緣：[1名 ]→[眼識名聚8-1]。            ○俱生有緣 
說明：一名聚裡的名法同時存在。 
     有緣：[眼淨色]→[眼識名聚8]。           ○依處前生有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眼淨色]是眼識的依處。 
    有緣：[現在色所緣]→[眼識名聚8]。   ○所緣前生有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現在色所緣]是眼識的所緣。 
22.無有緣：[五門轉向名聚11]→[眼識名聚8]。 
說明：五門轉向名聚滅去，作為眼識生起的緣。  
23.離去緣：[五門轉向名聚11]→[眼識名聚8]。 
說明：五門轉向名聚離去，作為眼識生起的緣。 
24.不離去緣：[1名]→[眼識名聚8-1]。            ○俱生不離去緣 
     不離去緣：[眼淨色]→[眼識名聚8]。          ○依處前生不離去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眼淨色]是眼識的依處。 
     不離去緣：[現在色所緣]→[眼識名聚8]。 ○所緣前生不離去緣 
說明：於過去有分生起且達到住時的[現在色所緣]是眼識的所緣。 
結果：眼識名聚總計有18緣的支助，不須因緣、增上緣、後生緣、重
複緣、禪那緣、道緣的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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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緣生法：初禪道心名聚37 
＝1心36心所＝ 1心7遍一切心所6雜心所（ 尋.伺.勝解.精進.喜.欲）19
遍一切美心所3離心所1慧。 ＊分解名聚組成 
意門道果心路過程：有分流→意門轉向,1遍作速行,2近行速行,3隨順速
行,4種姓,5道心,6果心,7果心,1彼所緣,2彼所緣→有分流。 
◎某緣 ： [緣法] →[道心名聚]  
結果：道心名聚總 計有22緣的支助， 不須後生緣和果報緣的支助。 
【例3】緣生法：欲界悅俱三因結生名聚34 
＝1心33心所＝ 1心7遍一切心所6雜心所19遍一切美心所1慧。＊分解
名聚組成 
◎某緣 ： [緣法] →[悅俱三因結生名聚] 
          三因：無貪、無瞋、無癡 
結果：欲界悅俱三因結生名聚總 計有20緣的支助，不須增上緣、前生
緣、後生緣、重複緣的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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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以上舉例說明二十四緣，同樣可應用到一切的心路過程心
和離路心。整個心路過程的發生是「無我」的，其背後沒有
所謂的永恆體驗者或內在控制者，或在心路過程之外的認知
者。剎那生滅的諸心完成了一切認知應有的作用，而認知過
程的互相配合是源自因果緣起的法則。在心路過程裡，每一
心皆依照[多種不同的緣]生起，這包括前生心、所緣、六門
及依處色。生起之後，它在心路過程裡執行它特有的作用，
然後即滅盡，以及成為下一心的[緣]。 
     當行者了解一切名色法的緣起無我後，接著要實踐觀禪，
如實觀照名色法的實相，獲得「修所成慧」，生起道心，進
而滅除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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