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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欲界心，分四類：1.不善心、2.善心、3.果報心、4. 
唯作心。果報心和唯作心是無記心，都不造業。 
（2）已知能伴隨著心的心所共有52個。這些心所都是不
可再分解的基本單位，是究竟法。 
（3）以下以 不善心 作為主題，來探究不同的不善心各
有哪些心所伴隨著？ 
※為何要研習不善心？ 
由於無明，眾生一直生起不善心，因而不斷輪迴受苦。
想要免於投生惡趣以及生活的艱困，就要從因下手：謹
慎地面對不善心，了解它的組成和性質。最後以觀禪照
見這些不善心都是無常、苦、無我，滅除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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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善心 的種類 
十二種欲界不善心 ：8貪根心、2瞋根心、2痴根心。 
【八貪根心】 
1. 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    2. 悅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3. 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4. 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5.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心。    6. 捨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7.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8. 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無行：沒有受到慫恿而自動生起的心（積極） 。 
—有行：受到慫恿而後生起的心（消極） 。 
【二瞋根心】 
1.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2.憂俱瞋恚相應有行心。 
【二痴根心】 
1.捨俱疑相應心。2.捨俱掉舉相應心。 
以下將這十二種不善心給予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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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心 的鑑別】 
八貪根心：悅受或捨受，積極或消極，貪見心或貪心。 
1. 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悅受（積極）貪見心 
2. 悅俱邪見相應有行心：悅受（消極）貪見心 
5.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心：捨受（積極）貪見心 
6. 捨俱邪見相應有行心：捨受（消極）貪見心 
3. 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悅受（積極）貪心 
4. 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悅受（消極）貪心 
7.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捨受（積極）貪心 
8. 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捨受（消極）貪心 
二瞋根心：積極或消極。 
1.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積極）瞋心 
2.憂俱瞋恚相應有行心：（消極）瞋心 
二痴根心： 
1.捨俱疑相應心：疑心 
2.捨俱掉舉相應心：掉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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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欲界不善心舉例 
【八種貪根心舉例】 
1. 一位男孩認為偷盜無罪，高興而自動地，從水果店偷
了一個蘋果。[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  
2. 一位男孩認為偷盜無罪，在受到朋友慫恿後，高興地
從水果店偷了一個蘋果。[悅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3-4. 各與第一和第二項相似，差異只在於該男孩認為偷
盜有罪（沒有持邪見）。[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 
[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5-8. 這四項各與第一至第四項類似，差異只在於該男孩
偷盜時的心是捨受。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心]  [捨俱邪見相應有行心]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  [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  



7 

【兩種瞋根心舉例】 
9. 某位男人在暴怒之下，毫不思慮地殺了另一人。 
[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 
10. 某位男人被人慫恿後憤怒地殺了另一人。 
[憂俱瞋恚相應有行心] 
 
【兩種痴根心舉例】 
11.某人由於愚痴，懷疑佛法對於導向涅槃是否有效。 
 [捨俱疑相應心] 
12.某人由於散亂，無法專注於任何目標。 
[捨俱掉舉相應心]  



8 

三、52心所和14不善心所 
【 52種心所】 
◎ 7遍一切心所：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 6雜心所：尋、伺、喜、欲、勝解、精進。 
◎ 14不善心所，細分五組： 
    4遍一切不善心所：痴、無慚、無愧、掉舉。 
    3貪根心所：貪、邪見、慢。邪見與慢不會同時生起。 
    4瞋根心所：瞋、嫉、慳、追悔（惡作） 。 
          嫉、慳、追悔的所緣不同故不會同時生起。 
    1痴根心所：疑。 
    2有行心所：昏沉、睡眠，同時生起。 
◎ 25美心所。 
※重要議題：不同的不善心中，各由哪些心所組成？ 
要點：不善心中，心所的組成是很科學的，其中不會有美心
所。同理，善心中也不會有不善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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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善心中，有哪些心所？ 
◎如同分解物質到最小粒子，今將不同的不善心，科學地分
解出不同的心所團隊。 
【八貪根心】 
1. 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悅受（積極）貪見心 
（1）7遍一切：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2）6雜：尋、伺、喜、欲、勝解、精進。 
（3）4遍一切不善：癡、無慚、無愧、掉舉。 
（4）2貪根心所：貪、邪見。（無慢，與邪見相斥故。無行，
故無昏沉、睡眠） 
    以上共19個心所 
2. 悅俱邪見相應有行心：悅受（消極）貪見心 
由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加昏沉、睡眠，故共21個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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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悅受（積極）貪心 
由悅俱邪見相應無行心，減邪見，故共18個心所。 
又貪根也可加：慢，成19個心所。 
4. 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悅受（消極）貪心 
由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加昏沉、睡眠，共20個心所。 
又貪根也可加：慢，成21個心所。 
（以上悅俱。以下捨俱，捨故無喜，減一心所 ） 
5.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心。捨故無喜，仿1.共18個心所 
6. 捨俱邪見相應有行心。捨故無喜，仿2.共20個心所 
7.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心。捨故無喜，仿3.共17個心所。
又貪根也可加：慢，成18個心所。 
8. 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心。捨故無喜，仿4.共19個心所。
又貪根也可加：慢，成20個心所。 



11 

【二瞋根心】 
1.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憂受（積極）瞋心 
（1）7遍一切：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2）5雜 ：尋、伺、勝解、精進、欲（憂故無喜）。 
（3）4遍一切不善：癡、無慚、無愧、掉舉。 
（4） 1或2瞋根心所：一定有瞋。嫉、慳、追悔三者有可
能都不生起，如此共17個心所。 
嫉、慳、追悔只能其中一個生起，其他兩個不生起，如此
共18個心所。 
2.憂俱瞋恚相應有行心：憂受（消極）瞋心 
由憂俱瞋恚相應無行心，加昏沉、睡眠 ，故共19或20個心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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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痴根心】 
1.捨俱疑相應心： 
（1）7遍一切：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命根。 
（2）3雜：尋、伺、精進（捨故無喜，疑故無勝解、欲）。 
（3）4遍一切不善：癡、無慚、無愧、掉舉。 
（4）1痴根：疑。 
貪、見、慢屬貪根，故不生起。瞋、嫉、慳、追悔屬瞋根，
故不生起。不是有行故不生起昏沉和睡眠。共15個心所。 
2.捨俱掉舉相應心： 
（1）7遍一切：一定生起。 
（2）4雜：尋、伺、勝解、精進（捨故無喜，掉舉故無欲）。 
（3） 4遍一切不善：癡、無慚、無愧、掉舉。共15個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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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將心分解出心王和心所有何目的？ 
可以看清不同的心都是不同的心所團隊在配合運作著，沒有
主宰者，心和心所的實相都是無常、苦、無我。 
※如何面對不善心的呈現？ 
依據心念住的隨觀法門， 《大念住經》說： 
「 諸比丘！於此，比丘： 
1.心貪時，了知：『心貪。』心離貪時，了知：『心離貪。』 
2.心瞋時，了知：『心瞋。』心離瞋時，了知：『心離瞋。』 
3.心癡時，了知：『心癡。』心離癡時，了知：『心離癡。』 
4.心退弱時，了知：『心退弱。』心散亂時，了知：『心散
亂。』 」 
行者以客觀的心，如實隨觀不善心的生起和滅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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