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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心之概要 
●節一：讚頌 

禮敬獨一無二正等正覺者、勝妙正法及聖僧伽已， 

我當說示《阿毗達摩概要》：涵蓋阿毗達摩諸法之手冊。 

●節一之【助讀說明】 

禮敬…已：三寶是一切尋求聖法者的最終依歸。因此，依照傳統，

作者阿耨樓陀尊者懷著深深的敬意，以一首讚頌三寶的偈作為其論著

的開端。對當禮敬之事生起敬意是種善業，心生此念者因此得以在其

名流之中種下福業。當他禮敬的對象是最當禮敬的三寶時，所造下的

善業也是最為強勁廣大。這種累積在其心中的善業，有能力驅除他們

修道的障礙，以及協助他們獲得圓滿的成就。而且，對於佛陀的弟子

來說，能著作論書是一個培育智慧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的極其珍貴

機會。 

正等正覺者：佛陀稱為正等正覺者，因為他已親自圓滿地覺悟了

一切法的本質，即它們的特相（自相）與共相。此名稱表示無師自證

的一切知智。佛陀也稱為獨一無二，因為他的素質與功德是沒有任何

有情能比得上的。雖然諸阿羅漢也都擁有超凡的戒定慧種種功德，足

以令他們解脫，但沒有一人擁有佛陀無數無量的功德，即：如來的十

智力、四自信地、大悲定、一切知智。 

勝妙正法：法或佛陀的教法有三個層面，即：研究教理

（pariyatti）、修行（patipatti，行道）、體證（pativedha，通達）。

「研究教理」即是鑽究記載佛陀的教示的聖典：經律論三藏。「修行」

是指戒定慧三學。「體證」則是指通達出世間道與證悟聖果。 

及聖僧伽（ganuttama）：gana 一詞的意義是「群體」，在此作為

sangha（僧伽）的同義詞。僧伽有兩種：世俗僧伽，即已受具足戒的

比丘、比丘尼僧團；以及聖者僧伽，即是此讚頌偈所提到的聖僧伽。 

我當說示《阿毗達摩概要》：記載於《阿毗達摩論》裡的是佛陀

特別或顯著（abhi，音譯：阿毗）的教法（dhamma，音譯：達摩）。 

●節二：四究竟法 

此中敘述記載於阿毗達摩諸法義， 

於究竟法共有四：心、心所、色、涅槃。 

●節二之【助讀說明】 

於究竟法：根據《阿毗達摩論》，諦（sacca，真實）有兩種，即：

世俗諦與究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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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諦是指世俗的概念（※概念之分析 p135）或觀念和表達方式。

它包括組成我們世間還未受到分析的種種現象，如：有情、人、男人、

女人、動物，以及看似恆常不變的事物。於《阿毗達摩論》的觀點，

這些現象並沒有究竟實質，因為它們所代表的事物，在實際上並不是

不可再分解的究竟法。它們的存在方式是概念化與不真實的。它們只

是由心構想而成的產物，並非基於其自性而存在的究竟法。 

反之，諸究竟法是基於它們各自的自性（sabhava）而存在之法。這

些法是：最終存在而不可再分解的單位；由親身體驗、如實地分析而

知見的究竟法。此等實際存在之法不能再分解為更小，而是已分析至

最小最終的單位，是組成種種錯綜複雜的現象的成份。由此它們被稱

為究竟法（paramattha）；這名稱是源自 parama（究竟；最上；最終；

※或譯勝義）與 attha（真實法；事物）。 

不單只是在本體學方面，究竟法是究竟存在的實質；在智理學方面，

它們也是正智的究竟目標。有如可以從芝麻提煉油，人們也可以自世

俗諦當中「提煉」出究竟諦。例如：「有情」、「男人」和「女人」諸

概念給人的印象是，它們所代表的東西擁有不可再分解的究竟實體。

然而，當我們以阿毗達摩的分解器，明智地探究這些事物時，我們發

現它們並沒有其概念所代表的究竟實質，而只是由無常的名（精神）

色（物質）過程所組成的現象。如此，運用智慧分析世俗諦，最終我

們將會達到藏在概念現象背後的究竟法。在《阿毗達摩論》裡的究竟

法，即是這些超越心的想像，而各有自性之法。 

雖然究竟法是實際上存在的實質，但由於它們非常微細深奧，所以缺

乏訓練的人無法覺知它們。這種人無法知見究竟法，因為他們的心受

到把究竟法包裝成世俗現象的概念所矇蔽。唯有在運用如理作意之下，

人們才能超越概念，直取究竟法為其智的目標。如是究竟法被形容為

屬於究竟智範圍裡的目標。 

共有四：在經教裡，佛陀一般上把有情或人分析為五種究竟法，

即：色、受、想、行、識五蘊。於（阿毗達摩）論教，諸究竟法則歸

納為四種類別。 

首三種──心、心所與色──包含了一切有為法（因緣和合而成之法）。

經教裡的五蘊相等於這三種（究竟法）。識蘊在此列為心（citta）；「心」

此字通常是用於代表基於其相應心所而得以分門別類的諸「識」。在

論教方面，五蘊的中間三蘊（受、想、行）則被列入心所（cetasika）

之內；心所與識同生（俱生），執行種種不同的作用。在《阿毗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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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所列出的五十二心所當中：受蘊與想蘊各是一種心所；行蘊則再

分為五十種心所。而色蘊則當然是相等於《阿毗達摩論》裡的二十八

「色」。 

除了這三種有為究竟法之外，還有第四種究竟法，屬於無為的究竟法

（不是由於因緣和合而成之法）。這不包括在五蘊之內的究竟法即是

涅槃：脫離諸有為法之苦，而達至最終解脫之法。 

如是在《阿毗達摩論》裡一共有四種究竟法：心、心所、色、涅槃。 

（※有為的究竟法：心、心所、色。無為的究竟法：涅槃） 

●節三：四種心 

當中先說心法有四種： 

一、欲界心；二、色界心；三、無色界心；四、出世間心。 

●節三之【助讀說明】 

心：《阿毗達摩概要》的第一章專只解說心：四究竟法的第一種。

先研究心是因為佛教分析究竟法的中心點是在於親身體驗，而心又是

體驗的主要因素，是對目標（所緣） 的識知。 

巴利文 citta 是源自動詞詞根 citi（認知；識知）。諸論師以三方面

詮釋 citta（心）：造作者、工具、活動。作為造作者，心是識知目

標者。作為工具，與心相應的心所通過心而得以識知目標。作為活動，

心純粹只是識知的過程。 

「純粹活動」這項定義是三者之中最貼切的詮釋，即心純粹只是認知

或識知目標的過程。除了識知的活動之外，它並沒有一個屬於造作者

或工具的實際個體。提出「造作者」與「工具」的定義是為了對治某

些人所執取的「我見」：認為有個識知目標的造作者或工具的「恆常

不變的我」之邪見。佛教學者指出，這些定義顯示了並沒有一個「自

我」在實行識知的活動，而只有心在識知。此心即是識知活動而無他，

而且此活動必定是生滅的無常法。 

對於闡釋任何究竟法，諸巴利論師建議採用四種鑑別法以區別之。這

四種鑑別法即是每個究竟法各自的： 

一、相，它的特相；二、作用（rasa，亦作味），它所執行的任務或

所獲得的成就；三、現起，它呈現於（禪修者的）體驗的方式；四、

近因，它直接依靠的近緣。 

對於心，其特相是識知目標。其作用是作為諸心所的前導者，因為它

領導諸心所，也時常由它們陪伴。其現起是呈現於禪修者的體驗裡為

一個相續不斷的過程。其近因是名色（精神與物質），因為心不能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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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靠心所與色法地單獨生起。諸心有多種呈現方式，但都有同一個

相：識知目標（所緣）。 

儘管如此，《阿毗達摩論》把它們分別為許多種類，即八十九心，或

更詳細則成一百廿一心。（見表 1-1） 

表 1-1：八十九或一百廿一心 

欲界心 

(54) 

不善心 

(12) 

貪根心   (8) 

瞋根心   (2) 

痴根心   (2) 

無因心 

(18) 

不善果報 (7) 

善果報   (8) 

無因唯作 (3) 

美心 

(24) 

欲界善心 (8) 

欲界果報心 (8) 

欲界唯作心 (8) 

色界心 

(15) 

色界善心     (5) 

色界果報心   (5) 

色界唯作心   (5) 

無色界心 

(12) 

無色界善心   (4) 

無色界果報心 (4) 

無色界唯作心 (4) 

出世間心 

(8 或 40) 

道心 (4 或 20) 

果心 (4 或 20) 

我們一般所認為的意識，實際上是一連串剎那生滅的心，極迅速地相

續生滅，以致我們不能察覺它們是個別不同的心。 

《阿毗達摩論》不單只把諸心分門別類，更重要的是呈現它們為一個

緊密相互交織的整體。為了辦到這點，它採用了一些互相重疊的分類

法。此章中所介紹的第一種分類法是依照心之地（bhumi）。 

心一共有四地：首三個是世間地：欲地、色地、無色地；第四地是出

世間地。 

用以形容首三地的巴利文 avacara（界）的意義是：時常活動於或到

訪某境地之法。所到訪的境地是依界而名的生存地（生命界；諸有情

居住之地），即：欲地、色地、無色地。然而，儘管心之三界與相符

的生存地有密切的關係，但它們並非一而不二。 

心之界（地）是用於把不同的心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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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地是諸有情投生及在當地過活的生命界。 

然而，心之界與生存地之間是有一定的關係：各別的心之界包含了與

其相符的生存地常有之心，即時常生起於其生存地之心。各界之心並

不是只可以出現於與其相符的生存地，而是也能在其他生存地裡生起，

例如：色界心與無色界心也能夠在欲地裡生起；而欲界心也能夠在色

地與無色地裡生起。但還是可見到它們之間的固定關係，即一界之心

是特別常出現於跟它擁有同一名稱之地。再者，任何界的造業之心（善

心或不善心）都傾向於令造業者投生到與其相符的生存地；如果成功

導致投生，它們必定會令造業者只投生到該地，而不會是其他地。由

此，心之界與生存地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欲界心：欲（kama）此字的意義包含： 

一、能欲，即渴望享受欲樂； 

二、所欲，即顏色、聲音、氣味、味道、觸覺五欲的對象。 

欲地（kama-bhumi）是欲生存地；包括十一界，即：四惡道、人間與

六欲界天。欲界心包括一切主要出現於欲地之心，儘管它們也能夠在

其他地裡生起。 

色界心：色界心是與色地（rupa-bhumi）相關之心，或屬於名為

色禪的禪那心。任何最常見於色地之心即是屬於色界心。一般上色禪

是通過專注於色法目標而得，如：地遍（見第九章、節六）、身體的

部份等等；色禪也即因此而得其名。這些目標是培育禪那的基礎。依

靠這類目標而證得的廣大心即稱為色界心。 

無色界心：無色界心是與無色地（arupabhumi）相關之心，或屬

於名為無色禪的禪那心。任何最常見於無色地之心即是屬於無色界心。

在修習禪定以獲得超越色禪的無色禪時，禪修者必須棄除一切與色法

有關的目標，而專注於無色法目標，如：無邊虛空等等。依靠這類目

標而證得的廣大心即稱為無色界心。 

出世間心：「出世間」（lokuttara）這一詞源自「世間」（loka）

與超越（uttara）。「世間」的概念具有三個層面：有情世間、物質世

間、行法世間（sankharaloka），即有為名色法整體。 

於此有關的世間是行法世間，即一切包括在五取蘊之內的世間法。 

超越有為法界的是無為界，即：涅槃；而緣取及識知涅槃的心即是「出

世間心」。反之，其他三種心（欲界、色界、無色界）則名為「世間

心」。由此可見，心可依界而分為四大類：欲界心、色界心、無色界

心、出世間心。心亦可依據其他原則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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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在《阿毗達摩論》裡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原則是「本性」。 

關於本性，心可分為四類：善、不善、果報、唯作。 

不善心是與不善因──痴；或貪與痴；或瞋與痴──相應的心。這類

心稱為不善是因為它們在精神上不健全，在道德上應受指責，以及會

帶來痛苦的果報。善心則是與善因──無貪、無瞋；或無貪、無瞋、

無痴（慧）──相應的心。這類心在精神上是健全的，在道德上是無

可指責的，以及會帶來愉悅的果報。 

善心與不善心兩者是「業」（kamma）。緣於業成熟而生起的心是果報

心。這類心組成有別於前兩種的第三種心；它包括善業與不善業的果

報。應明白在此所指的業與果報兩者皆是純粹屬於精神方面的。業是

與善心或不善心相應的「思」；其果報是其他體驗成熟之業的心。 

根據「本性」的原則分類，第四種心稱為「唯作」。這類心非業亦非

果報。它雖涉及（心識）活動，但此活動並沒有造業，因此也就不能

產生果報。果報心與唯作心兩者皆非善非不善。它們被歸列為「無記」

或「不定」，意即此心不由善與不善兩面而定。 

 

◎五十四欲界心 

欲界心 

(54) 

★不善心 

(12) 

貪根心   (8) 

瞋根心   (2) 

痴根心   (2) 

★無因心 

(18) 

不善果報 (7) 

善果報   (8) 

無因唯作 (3) 

★美心 

(24) 

欲界善心 (8) 

欲界果報心 (8) 

欲界唯作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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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不善心 

表 1-2：不善心 

 根 受 相應∕不相應 無行∕有行 

1 貪 悅 邪見相應 無行 

2 貪 悅 邪見相應 有行 

3 貪 悅 邪見不相應 無行 

4 貪 悅 邪見不相應 有行 

5 貪 捨 邪見相應 無行 

6 貪 捨 邪見相應 有行 

7 貪 捨 邪見不相應 無行 

8 貪 捨 邪見不相應 有行 

9 瞋 憂 瞋恚相應 無行 

10 瞋 憂 瞋恚相應 有行 

11 痴 捨 疑相應 --- 

12 痴 捨 掉舉相應 --- 

●節四：八貪根心 

當中屬於欲界心的是什麼？ 

1.悅俱邪見相應無行一心。2.悅俱邪見相應有行一心。 

3.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一心。4.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一心。 

5.捨俱邪見相應無行一心。6.捨俱邪見相應有行一心。 

7.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一心。8.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一心。 

這八類心名為貪俱。  

●節四之【助讀說明】 

不善心：分析不善心時，《阿毗達摩論》首先依最顯著的「根」

（mula, hetu）把它們分類；在此的三不善根是貪（lobha）、瞋（dosa）、

痴（moha）。根據《阿毗達摩論》，貪與瞋是不共存的：它們不能共存

於同一心。由此，以貪作為主根的心名為「貪根心」；這類心共有八

個。以瞋作為主根的心名為「瞋根心」；這類心共有兩個。作為第三

不善根的痴根存在每一個不善心裡。由此貪根心與瞋根心裡也都有痴，

作為潛在之根。儘管如此，在有些心裡，也有痴是不與貪瞋俱行的；

這類心共有兩個，稱為「痴根心」。（見表 1-2） 

貪根心：分析三類不善心時，《阿毗達摩論》以分析貪根心為始，

因為在提及不善根時，都是先提及貪。巴利文 lobha（貪）包括一切

不同程度的貪，從極強的慾望或貪婪，至極其微細的喜愛或執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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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三個成對的原則，貪根心可分為八種。第一是視與其相應的「受」

（vedana）是悅受或捨受；第二是視其心是否與邪見相應；第三是視

其心是有行或無行。從這三個因素所變化出來的心一共有八種。 

悅俱（somanassasahagata）：巴利文 somanassa 源自 su（愉悅）

與 manas（意）；因此直譯其義則是「愉悅的意境」。悅是一種感受，

專指心的樂受。一切心都與某種受相應，而此受則可能是身或心的感

受；是樂，或苦，或捨受。悅受是心的感受，不是身的感受；是樂受

而不是苦或捨受。此受與這種心「俱行」（sahagata）是因為它與心

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有如二河之水會合之後，融為一體而不能分

別。 

《阿毗達摩論》解說四種貪根心為悅俱，另外四種貪根心則是「捨俱」

（upekkhasahagata）。在巴利聖典裡，upekkha 一詞常用以代表殊勝

的捨心或平等心，即不會受到不平等或偏愛動搖的心。然而，在此這

一詞純粹用以代表「捨受」，即心不傾向於愉悅或不樂的感受。捨受

與感受目標兩端的樂受和苦受相反，它以中庸的方式感受目標。由此

捨受也稱為「不苦不樂受」。 

邪見相應：依受（悅俱或捨俱）把貪根心分為兩類之後，那些心

又可依據是否與邪見相應而再分類。巴利文 ditthi 意為「見」；除非

加上前綴詞「正」（samma），它即是指邪見。 與貪根心俱行的邪見是

（不正確的）深信、信仰、意見或觀念。這邪見可以提供此心理論上

的肯定，因而加強它的執著；或者這邪見也可以成為執著的對象。邪

見一共與四種心相應：兩個悅俱，另兩個捨俱。另外四種貪根心則是

邪見不相應；這種心的貪在執行其作用時，並沒有受到邪見的肯定。 

「無行」或「沒受到慫恿」（asankharika）：第三個分別貪根心

的原則是有沒有受到慫恿。具有多層面含義的「行」（sankhara）這

一詞在此是專指慫恿、煽動、激起或採取某種「方便或方法」。這慫

恿可以是來自他人或自己；可以是身、語或純屬意識的慫恿。當他人

通過身體行動激使我們生起某心，或進而依該心行動時，該煽動即是

屬於「身」。當他人採用命令或勸說的方法時，它即是屬於「語」。當

我們通過思慮或意志壓制內心的抗拒，而刻意激起某種心時，它即是

屬於「意」。沒有受到慫恿或以某種方法刺激，而自動生起的心稱為

「無行」。有受到慫恿或以某種方法刺激，而後才生起的心稱為「有

行」。對於貪根心，有四種心是無行或自動；另四種心是有行或有受

到慫恿。 



10 
 

●節五：二瞋根心 

憂俱瞋恚相應無行一心。憂俱瞋恚相應有行一心。 

這兩種名為瞋恚相應心。 

●節五之【助讀說明】 

瞋根心：《阿毗達摩論》裡所分析的第二種不善心是瞋根心；此

根是三不善根的第二根。此心共有兩種，之間的差異只在於無行（不

受慫恿）或有行（受慫恿）。跟能與悅或捨兩種感受之一生起的貪根

心相反，瞋根心只能與一種感受同生，即：憂受。再者，跟貪根心不

一樣的是，瞋根心並不會與邪見相應地生起。雖然邪見能夠鼓動發怒，

但根據《阿毗達摩論》，邪見並不能與瞋恚同時在同一心裡生起；而

只能在不同的時候，於不同的心裡生起。 

憂俱（domanassasahagata）：與瞋根心俱行的受是憂受。巴利文

domanassa 源自 du（惡）與 manas（意），指「心的苦受」。此受只與

瞋根心俱行，而這類心也必定與此受俱行。由此「憂」或「心的苦受」

永遠是不善的；於這方面，它跟在業上屬於無記的「身的苦受」不同，

也跟在業上可以是善、不善或無記的悅受與捨受相異。 

瞋恚相應：貪根心的名稱已表明該心是與貪相應；然而在命名瞋

根心時，卻用與瞋（dosa）同義的「瞋恚」或「厭惡」（patigha）。

厭惡包括了各程度的反感，從最強烈的暴怒，至極微細的煩躁。直譯

patigha 的意義是「反擊」，顯示它是心反抗、排斥或毀滅的態度。 

雖然憂與瞋恚時常都相應俱行，但應明了它們之間相異的素質。憂

（somanassa）是體驗不好的感受；瞋恚（patigha）是心厭惡或煩躁

的態度。對於五蘊，憂是屬於受蘊；而瞋恚則屬於行蘊。 

●節六：二痴根心 

捨俱疑相應一心。捨俱掉舉相應一心。這兩種心名為純粹涉及痴。 

如是總結所有十二不善心。 

●節六之【助讀說明】 

痴根心：這最後一組不善心包含了缺少貪瞋二不善根的不善心。

一般上愚痴會導致貪或瞋也隨之生起。然而，儘管貪根和瞋根心裡也

有痴，但它在其中的作用是次要的。相反地，在這最後兩種不善心，

痴是唯一的不善根，因此它們被列為痴根心。由於痴的作用於這兩種

心特別顯著，它們也被形容為純粹涉及痴的心（momuhacitta）；巴利

文 momuha（純粹涉及痴）是 moha（痴）的強調語。痴最為顯著的心

有兩種：其一與疑相應，另一者則與掉舉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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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俱：即使是面對可喜所緣（目標），若生起的是痴根心，該目

標的體驗則不再是可喜，由此悅受也就不會生起。同樣地，當不可喜

所緣不被體驗為可厭時，憂受也不會生起。再者，當心受到疑或掉舉

困擾時，它無法對目標下個正面或負面的判斷，由此它不能與悅受或

憂受相應。基於這些原因，與這兩種心俱行的受是捨受（upekkha）。 

疑相應（vicikicchasampayutta）：對於巴利文 vicikiccha 疑，

諸論師提出兩個詞源學的說明：一、由於思緒紛雜困亂而致的困惑；

二、缺少智慧解決問題。這兩項解釋皆顯示「疑」是指由於顯著的愚

痴而致的困惑、懷疑或猶豫不決。與此疑相應的心是第一種痴根心。 

掉舉相應：掉舉是不平靜、心散亂或煩躁；而受此掉舉困擾的心

是第二種痴根心。根據《阿毗達摩論》，掉舉心所存在所有十二種不

善心裡（見第二章、節十三），但在其他十一種心當中，其力（satti）

相對地微弱，而其作用也就屬於次要。然而，在這最後一種的不善心

裡，掉舉成為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只有此心稱為「掉舉相應」。 

應注意這兩種痴根心是沒有「無行」或「有行」的分別。對於這點，

諸論師給與不同的解釋。《阿毗達摩義廣釋》和註解《清淨道論》的

《大疏鈔》認為無行與有行兩者皆不適用於此，故而把它們省略。這

兩部論著說，由於此二心缺少自然的敏銳力，所以不能稱它們為無行

或自動；亦由於沒有人會在任何情況裡刻意地激起它們，所以也不能

稱之為有行或受到慫恿。然而列迪長老不讚同這觀點；他認為此二心

純粹是無行的。他反駁道：「既然此二心依其自性自然地生起於諸有

情，它們的生起無需通過任何方法刺激或煽動。因此，它們純粹是無

行的，這是為何在此並沒有提及無行或有行的原因。」 

●節七不善心之總結 

貪根心有八，瞋二及痴二；如是不善心，共有十二種。 

●節七之【助讀說明】 

對於八種貪根心，可通過下列的例子加以說明：  

1.一位認為偷盜無罪的男孩，高興與自動地從水果店偷了一粒蘋果。 

2.一位認為偷盜無罪的男孩，在受到朋友慫恿之後，高興地從水果店

偷了一粒蘋果。 

3-4.各與第一和第二項相似，差異只在於該男孩並沒持有任何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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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捨的。 

對於兩種瞋根心，可以下列的例子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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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某位男人在暴怒之下，毫不思慮地殺了另一人。 

10.某位懷恨的男人在思慮之後殺了另一人。 

對於兩種痴根心，可以下列的例子加以說明： 

11.由於愚痴某人懷疑佛陀的證悟或佛法對於導向涅槃是否有效。 

12.由於散亂的心，某人無法專注於任何目標。 

 
★十八無因心 

表 1-3：無因心 

 類別 受 心 

1 

不
善
果
報 

捨 眼識 

2 捨 耳識 

3 捨 鼻識 

4 捨 舌識 

5 苦 身識 

6 捨 領受 

7 捨 推度 

8 

善
果
報 

捨 眼識 

9 捨 耳識 

10 捨 鼻識 

11 捨 舌識 

12 樂 身識 

13 捨 領受 

14 悅 推度 

15 捨 推度 

16 
唯
作 

捨 五門轉向 

17 捨 意門轉向 

18 悅 生笑 

●節八：七不善果報心 

（一）眼識與捨俱行，（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亦如是；（五）

身識與苦俱行；（六）領受與捨俱行；（七）推度與捨俱行。此七心名

為不善果報心。 

●節八之【助讀說明】 

無因心（ahetukacittani）：巴利文 ahetuka 意為「無根」或「無

因」，用以代表沒有稱為 hetu（「根」或「因」）心所的心。這類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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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十八種；它們沒有任何貪瞋痴不善因（不善根），也沒有任何可

善可無記的無貪、無瞋、無痴三美因（美根）。由於「因」是幫助心

穩定的因素，所以無因心比有因心較弱。屬於這類的十八心可分為三

組：不善果報心（不善異熟心）、善果報心（善異熟心）、唯作心。（見

表 1-3） 

不善果報心：第一組無因心包含了七種不善業的果報心。這些心

本身並非不善；在業力方面它們是無記的。「不善」在此是指它們是

由不善業產生的果報；所以「不善」一詞並非形容這些心本身，而是

形容產生它們的業。 

眼識：在不善果報和善果報兩組無因心裡，它們兩者的首五種心

是依靠眼、耳、鼻、舌、身五淨色（pasada）而生起的五識。這十種

心總稱為「雙五識」。眼識依靠眼淨色（cakkha-pasada）而生起。其

作用只是直接與立刻地看及識知顏色。五識的其他四識也依靠各別的

淨色而生起；它們的作用也只是純粹識知各自的目標，即：聽聲音、

嗅氣味、嚐味道、感受觸覺。對於不善果報心，其目標是不可喜的

（anittha）。然而，由於首四種目標（色、聲、香、味）對首四種淨

色的撞擊力弱，所以俱行的受是捨受。反之，對於不善果報身識，其

目標對身根的撞擊力強，所以俱行的受是苦受（dukkha）。 

領受心：當目標撞擊五根門之一，例如：顏色撞擊眼根時，首先

生起的是令心轉向該目標的轉向心。隨後生起的是看該顏色的眼識；

這「看」的動作只維持一個心識剎那 。緊接而起的是「領受」眼識

剛看過的目標之心。這即是領受心；它是由產生該眼識的同一個業所

產生。 

推度心：這是另一個無因果報心；它緊隨領受心之後生起。其作

用是推度或檢查剛受到五識與領受心識知的目標。領受心與推度心只

在五門心路過程裡生起，而且都是屬於過去業的果報。 

●節九：八善果報無因心 

（八）眼識與捨俱行，（九）耳識、（十）鼻識、（十一）舌識亦如是；

（十二）身識與樂俱行；（十三）領受與捨俱行；（十四）推度與悅俱

行；（十五）推度與捨俱行。此八心名為善果報無因心。 

●節九之【助讀說明】 

善果報無因心：這組的八種心是善業的果報。在命名上一組時，

「無因」（ahetuka）一詞被省略不提，因為一切不善果報心都是無因

的；根本就沒有「有因」的不善果報心。然而，如隨後可見（本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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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善果報心是可以「有因」的，即擁有屬於無記業的美因或美

根。為了區別「無因」與「有因」善果報心，在命名時即採用「無因」

一詞。這組的其中七種心與不善果報心相符。不善果報心因不可喜所

緣而生起；反之善果報心則因可喜或極可喜所緣而生起。這組的首四

心與前一組的一樣，同是捨俱。然而，由於身根的目標的撞擊力強，

所以與善果報身識相應的受是樂受（sukha）。 

在善果報無因心當中，還包括了一個在不善果報心裡找不到相符的心，

此心即是「悅俱推度心」。由不善業產生的推度心永遠是捨俱的；反

之，由善業產生的推度心則有兩種：其一是對中等可喜所緣生起的捨

俱推度心；另一個是對極可喜所緣生起的悅俱推度心。由此，與前一

組七種心不一樣，這組擁有八種心。 

●節十：三無因唯作心 

（十六）捨俱五門轉向心，（十七）意門轉向心亦如是（捨俱）；（十

八）悅俱（阿羅漢）生笑心。這三種名為無因唯作心。 

如是總結所有十八無因心。 

●節十之【助讀說明】 

無因唯作心：剩餘的三種無因心並非果報心；它們是屬於「唯作」，

意即只是實行其作用，而與業毫無關係。這種心並不造業，也不是業

的果報。在諸唯作心當中，有三種是無因心，其餘的是有因心。（見

本章下文） 

五門轉向心：當外在目標撞擊五根門之一，在相符的五識（如：

眼識）生起之前，另一心必須先生起，該心即是五門轉向心；其作用

是轉向呈現於五根門之一的目標。此心並沒有看、聽、嗅、嚐、觸該

目標；它純粹只是轉向該目標，以使五識之一能夠隨後生起。 

意門轉向心：這種心能夠生起於五門心路過程或意門心路過程。

在這兩種心路過程裡，它實行個別不同的作用。當它在五門心路過程

裡生起時，它稱為「確定心」；其作用是確定或鑑別五識之一剛識知

的目標。在五門心路過程裡，它隨推度心之後生起；在推度心檢查該

目標之後，它再鑑別之。 

在意門心路過程裡，此心則實行另一種作用，即：轉向呈現於意門的

目標。當它扮演這角色時則名為「意門轉向心」。 

生笑心：這是阿羅漢專有的心；阿羅漢也包括佛陀與辟支佛。其

作用是致使阿羅漢對欲界的事物微笑。根據《阿毗達摩論》，能令阿

羅漢微笑的心有五種，即：四個（悅俱）欲界唯作心（見本章節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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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此提到的無因生笑心。 

●節十一：無因心之總結 

七不善果報，善果報有八，三是唯作心；如是無因共十八。 

●節十二：美心（sobhanacittani） 

除惡及無因，餘者皆稱美；其數五十九，或說九十一。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美心：除了惡心（即：十二不善心）與十八無因心，美心包括其

餘一切心。這類心稱為美是因為它與美心所相應。應明白「美」

（sobhana）的涵義比「善」（kusala）更為廣泛。美心不單只包括一

切善心，也包括了擁有美心所的果報心與唯作心。後兩類心並非善心，

而是無記心。 

屬於美心的有廿四欲界心，以及一切色界心、無色界心、出世間心。

不包括在美心之內的心則名為「不美」。 

五十九或九十一：五十九美心是：廿四欲界心、十五色界心、十

二無色界心、八出世間心。把八出世間心分為四十種，則成九十一心。

（見本章節三十、三十一） 

 
★廿四欲界美心 
 

●節十三：八欲界善心 

1.悅俱智相應無行一心。2.悅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3.悅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4.悅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5.捨俱智相應無行一心。6.捨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7.捨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8.捨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這八種名為有因欲界善心。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欲界善心：這組心依據三項相對的原則而分為八種。第一項原則

是與該心俱行的受：有四心與悅受或心的樂受俱行，另四心則與捨受

或心的捨受俱行；第二是視其心是否與智相應；第三是視其心是「無

行」或「有行」。 

智相應：智能如實知見諸法。與智相應之心的智是指「慧心所」，

亦即是「無痴因」或「無痴根」。智不相應的心缺少此慧心所，但並

沒有只屬於不善心的無明（avijja）或痴（moha）。 

無行：根據註釋，人們會自動自發地行善的原因是身心健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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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食物、適合的氣侯等，以及由於在過去有造過類似的業。如前

所述（本章節四），慫恿可以來自他人或自己本身。 

有因：所有四種智相應善心都有三善因；四智不相應心則只有無

貪與無瞋，而沒有無痴。 

對於八種欲界善心，可以下列的例子加以說明：  

1.某人愉快自動地行佈施，心知那是善業。 

2.某人在他人鼓動之下，愉快地行佈施，也心知那是善業。 

3.某人愉快自動地行佈施，但不知那是善業。 

4.某人在他人鼓動之下，愉快地行佈施，但不知那是善業。 

5-8.應明白這四種心各與首四種心類似，差異只在於沒有愉快的感受，

而是中捨的感受。 

這八種心稱為善或福，因為它們制止煩惱，且帶來善報。每當凡夫與

有學聖者（即下三個層次的聖者：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造善身

業、善口業、或激起屬於欲界的善心時，這些心即會生起。阿羅漢的

行為都是屬於無記（沒有業），因而這些心不會在他們心中生起。 

●節十四：八欲界果報心 

9.悅俱智相應無行一心。10.悅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11.悅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12.悅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13.捨俱智相應無行一心。14.捨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15.捨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16.捨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這八種名為有因欲界果報心。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有因欲界果報心：（欲界）善心有八種；與善心相符的果報心也

有八種。此八心是欲界善心的果報。為了區別它們和善果報無因心，

所以稱之為「有因」（sahetuka）。無因與有因的善果報心都是由同樣

的八種善心所產生，但這兩組心在各自的素質與作用方面則有差別

（第三章、節八至節十一）。 

●節十五：八欲界唯作心  

17.悅俱智相應無行一心。18.悅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19.悅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20.悅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21.捨俱智相應無行一心。22.捨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23.捨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24.捨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這八種名為有因欲界唯作心。 

如是總結所有廿四欲界有因心：善、果報及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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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有因欲界唯作心：八欲界善心能生起於凡夫與有學聖者，但卻不

能生起於諸佛與阿羅漢，因為他們已超越了業輪轉與未來的輪迴。反

之，能在諸佛與阿羅漢心中生起的是與該八心相符的八種唯作心；稱

為唯作是因為它們只執行其作用，而毫不留下任何業力。由於諸佛與

阿羅漢已徹底地根除了無明和渴愛，即輪迴之因，所以他們的善行絕

不可能產生未來的果報。那些心只是純粹生起、執行其作用、而後毫

無所遺地消逝。 

●節十六：欲界美心之總結 

欲界有因心，善果報唯作，依受智及行，分為二十四。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欲界有因心分為善、果報、唯作三組；每一組又依據受是悅是捨、

智相應與否、無行或有行的不同組合，而分為八種。如此總共有二十

四種心：十二種與智相應的是三因心，其餘十二種是二因心。這三組

心常各別稱為大善心、大果報心、大唯作心。 

●節十七：欲界心之總結 

欲界果報二十三，善與不善共二十，唯作則十一個，如是共有五十四。 

●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欲界心一共有五十四種，它們可以依據下列的方法分類： 

依本質：八大善、十二不善、廿三果報（七不善果報、八無因善

果報、八大善果報）、十一唯作（三無因唯作、八大唯作）。 

依受：十八悅俱、三十二捨俱、二憂俱、一樂俱、一苦俱。 

依與智或邪見相應：十六相應、十六不相應、廿二非相應非不相

應。 

依行（慫恿）：十七無行、十七有行、二十非無行非有行（即：無因

心與痴根心）。 
十五色界心 

●節十八：五色界善心 

1.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善心。 

2.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善心。 

3.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善心。 

4.樂、一境性俱第四禪善心。 

5.捨、一境性俱第五禪善心。 

這五種名為色界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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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九：五色界果報心 

6.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果報心。 

7.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果報心。 

8.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果報心。 

9.樂、一境性俱第四禪果報心。 

10.捨、一境性俱第五禪果報心。 

這五種名為色界果報心。 

●節二十：五色界唯作心  

11.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唯作心。 

12.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唯作心。 

13.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唯作心。 

14.樂、一境性俱第四禪唯作心。 

15.捨、一境性俱第五禪唯作心。 

這五種名為色界唯作心。 

如是總結所有十五色界心：善、果報及唯作。 

●節十八至二十之【助讀說明】 

色界心：此界之心包括一切「活動於」或屬於色地的心；在色地

並沒有粗顯的色法，而只有極其微細的色法。欲投生至此界就必須證

得禪那（jhana） ，一種從修定中獲得的高等成就。「常出現」於此

地之心，就這方面在質上與該地有關連，而稱為「色界心」。 

屬於這類的心有十五種：五善、五果報、五唯作。在今世證得禪那的

凡夫與有學聖者能夠體驗到色界善心。與那些善心相符的果報心只能

出現於投生至色界天的梵天。五唯作禪那心則只出現於已證得禪那的

阿羅漢。 

諸論師對巴利文 jhana（禪那）提出不同的詞根，其一意為「念慮」，

另一者意為「燒盡」。諸禪那因它們密切地念慮目標，亦因它們燒盡

與定對抗之法 而得其名。那些與定對抗之境即是五蓋：欲欲（對欲

樂的欲求）、瞋恨、昏沉與睡眠、掉舉（散亂的心）與惡作（追悔）、

疑。 

禪那是通過修習止禪（奢摩他）而證得。這種禪定涉及提昇定根

（samadhi）。通過把心專注於所選定的單一目標，一切心的困擾得以

清除；諸蓋皆已受到鎮伏，心也完全投入其目標之中。在第九章、節

二至節廿一會詳述如何培育定。 

禪那心的目標是稱為「似相」的心之影像。此相是種「概念」，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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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上它是基於色法而產生，所以（取此相為目標的）禪那是屬於

色界。欲證得禪那的禪修者可以選用基礎遍相（kasina）作為修定的

目標，如一個某種色的圓盤，然後把心專注於它的顏色。當定力成熟

時，與該圓盤完全相似的影像即會生起，此相稱為「取相」；（定力更

深時）自此相淨化後而生起的相即是「似相」，是禪那心緣取的目標。 

色界善心：這類心依據五禪而分為五種心，每一禪都各別有一心。

諸禪如此排列的原因有二：一、當人們修定以證得禪那時，他們依該

次序證得諸禪；二、佛陀依此次序說示諸禪。 

初禪善心：諸禪由其稱為「禪支」的心所而得以分別。在每一禪

心裡的許多心所當中，即是這些（稱為禪支的）心所分別了諸禪的不

同，而且是它們令到心證入安止（禪那）。如下文所述，初禪有五禪

支（尋、伺、喜、樂、一境性）。若要達到初禪，這五禪支必須達至

平衡、緊密地念慮目標、及「燒盡」阻礙證入安止的五蓋。 

尋（vitakka）：在經中，「尋」一詞常不精確地用以代表思考，

但在《阿毗達摩論》裡，它精確地代表把心投入或令它朝向目標的心

所。 猶如國王的親信有能力帶村民入皇宮，尋亦能夠把心投入目標

裡。對於修習禪定，尋的特別作用是對治昏沉睡眠蓋。 

伺（vicara）：「伺」一詞通常意為檢查，然而在此則意為保持心

繼續專注於目標。尋是把心與心所投向目標，伺則是心繼續專注於目

標。諸註疏提供了好些不同的比喻，以說明此二禪支之間的差別。尋

有如展開翅膀起飛的鳥；伺則有如張著翅膀在天空中滑翔的鳥。尋有

如投向花朵的蜜蜂；伺則有如在花朵上方嗡嗡作響的蜜蜂。尋有如持

著失去光澤的金屬盤之手；伺則有如拭擦該盤的另一隻手。 禪那中

的伺暫時制止疑蓋。 

喜（piti）：巴利文 piti（喜）源自動詞 pinayati（使清新），

可解釋為喜歡或對目標有興趣。諸論師把在修定當中生起的喜分為五

個層次：小喜、剎那喜、流喜、上升喜、遍滿喜。小喜能令體毛豎直；

剎那喜有如閃電；流喜有如拍打著海灘的大浪般，一陣陣地流遍全身；

上升喜能夠令到身體升起；遍滿喜則有如洪水注滿山洞般遍佈全身。 

禪那之喜是最後一種喜。喜禪支制伏瞋恨蓋。 

樂（sukha）：此禪支是心的樂受；它即是悅受（somanassa），不

是與善果報身識俱行的身樂受。此樂是脫離欲樂而後生，所以稱為精

神之樂或非世俗之樂（niramisasukha）。它對治掉舉（散亂心）與惡

作。雖然喜與樂的關係非常密切，它們是兩個不同的心所；喜屬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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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樂則屬於受蘊。喜有如疲憊的旅人見到綠洲時所體驗的歡喜；樂

則有如該旅人沖涼飲水時的快樂。  

一境性（ekaggata）：直譯此巴利文即是「一」（eka）「專」（agga）

之「境」（ta）。此心所是所有五禪與定的主要成份。一境性暫時制伏

欲欲；它是每一種禪定的必要因素。一境性的作用是緊密地觀察目標，

這是禪那的特徵。但它並不能獨自地執行其作用，它須要其他四禪支

配合運作，各執行其作用：尋把相應法投入目標；伺則維持它們於目

標；喜激起對目標的歡喜；樂體驗禪那之樂。 

第二禪善心等等：通過逐一地捨棄較粗顯的禪支，及增強定力以

提昇較微細的禪支，即能證得更高層次的禪那。在經教裡，佛陀以四

分法說示禪那：從初禪進修第二禪時，同時棄除尋伺兩個禪支。論教

裡的禪那則分為五個，即多了一個只棄除尋而保存伺的禪那。這是論

教的第二禪。 

在第三禪裡，伺亦被棄除；在第四禪裡則再棄除喜；在第五禪裡，

捨受替代了樂受。由此，首四禪與悅受相應；第五禪則與捨受相應。 

經教色禪四分法的初禪在各方面皆與論教（色禪五分法）的初禪一致。

然而，經教的第二禪是通過同時棄除尋與伺而證得，因此只餘下喜、

樂、一境性三禪支，即是論教的第三禪。經教的第三禪有樂與一境性

兩個禪支，第四禪則有捨與一境性兩個禪支；此二禪各與論教的第四

禪和第五禪相等。雖然諸經沒有明確地說示禪那五分法，但有給與暗

示；這是指佛陀所說的三種定：尋伺兩者相應之定、尋不相應伺相應

之定、尋伺兩者皆不相應之定。明顯地，第一種定是禪那四分法與五

分法兩者裡的初禪；第三種定是經教裡的第二至第四禪，或是論教裡

的第三至第五禪。然而，第二種定在經教本身裡卻沒有明示，只有在

論教裡才說明是五分法的第二禪。 

●節廿一：色界心之總結 

依禪那而分，色界心有五，更依善、果報、唯作，則成一十五。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五禪皆可生起為善心、果報心及唯作心，因而有十五種。不論是

善、果報還是唯作，皆依相同的禪支組合分類每一層次的禪心。一切

色界心都與智相應；但由於智並非禪支，所以在其分類法裡並沒有提

及。如是一切色界心皆有三因：無貪、無瞋、無痴。 

應注意到，與欲界善心和不善心相反地，色界心並沒有「有行」與「無

行」之分。對於無色界心和出世間心也無此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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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無色界心 
●節廿二：無色界善心 

1.空無邊處善心。2.識無邊處善心。 

3.無所有處善心。4.非想非非想處善心。 

這四種名為無色界善心。 

●節廿三：無色界果報心  

5.空無邊處果報心。6.識無邊處果報心。 

7.無所有處果報心。8.非想非非想處果報心。 

這四種名為無色界果報心。 

●節廿四：無色界唯作心 

9.空無邊處唯作心。10.識無邊處唯作心。 

11.無所有處唯作心。12.非想非非想處唯作心。 

這四種名為無色界唯作心。 

如是總結所有十二無色界心：善、果報及唯作。 

●節廿二至廿四之【助讀說明】 

無色界善心：此界之心屬於無色地（arupabhumi）；無色地（無

色界天）共有四層，其處已完全超越色法，而只剩下心與心所。通過

證得超越五色界禪的無色禪（arupajjhana），即能投生至這四無色界

天。無色界共有十二心：證得無色禪的凡夫與有學聖者所體驗的四善

心；投生至無色界天時生起的四果報心；以及證得無色禪的阿羅漢所

體驗的四唯作心。 

空無邊處：第一個無色禪是空無邊處禪。為了證得此禪，已熟練

於遍處第五色禪的禪修者必須把遍處似相擴大至無邊宇宙，然後注意

該遍處似相所佔有的空間為「空無邊、空無邊」，直至去除了整個遍

相。 如此重複地專注，最終即會生起取無邊空間概念為目標（所緣）

的禪心。嚴格而言，「空無邊處」是指作為第一無色禪心的目標的無

邊空間之概念。在此的巴利文 ayatana（處）意為禪心的住處或住所。

然而「空無邊處」本身也用以代表該禪那。 

識無邊處：在此稱為無邊的識是第一無色禪心。由於第一無色禪

心以無邊空間之概念作為目標（所緣），這表示遍滿地取空間為目標

的識也取了它的「無邊」。若要修習第二無色禪，禪修者就必須取「空

無邊處禪心」為目標，專注於該心為「識無邊、識無邊」，直至證入

第二無色禪。 

無所有處：第三無色禪取「空無邊處禪心」的「不存在」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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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為目標（所緣）。通過專注該心之不存在，緣取第一無色禪心

的不存在或無所有之概念目標的第三無色禪心即會生起。 

非想非非想處：第四亦即最後一個無色禪因不能說其有想或無想

而得是名。在這種心裡，其想心所已變得極其微細，而無法執行其想

的作用，因此不能切實地說此心有想。但該想並非不存在，而保留了

其殘餘之狀，因此亦不能說它無想。在此雖然只提及想，但應明白組

成該心的其餘名法（譯按：除想之外還有一心廿九心所）也都是極其

微細，而無法貼切地說它們是存在還是不存在。這第四種無色禪取「無

所有處禪心」為目標。 

●節廿五：無色界心之總結 

依所緣分別，四無色界心，更依善、果報、唯作，則成一十二。 

●節廿五之【助讀說明】 

依所緣分別：每個無色禪心的目標皆可分為兩種：一、心直接緣

取的目標；二、應超越的目標。對於它們之間的關係，見表 1-4。 

表 1-4：無色界心 

 心 直接緣取的目標 所超越的目標 

1 空無邊處禪心 空無邊的概念 遍相的概念 

2 識無邊處禪心 空無邊處禪心 空無邊的概念 

3 無所有處禪心 不存在的概念 空無邊處禪心 

4 非想非非想處禪心 無所有處禪心 不存在的概念 

 

無色禪與色禪在幾個方面有所不同。色禪可緣取各種不同的目標，如

不同的遍相等等，而每一個無色禪則只緣取各自專取的目標。另者，

諸色禪之間的差異在於各自所有的禪支，即：初禪有五禪支、第二禪

有四禪支、等等。欲證得更高層次的色禪的禪修者可繼續專注於同一

個目標，而從粗至細地逐一棄除各禪支，直至證入第五禪。反之，從

第五色禪進修第一無色禪，以及從一無色禪至更上一層的無色禪，都

沒有棄除禪支，而是必須逐一地超越更微細的目標。 

所有的無色禪心都有同樣的兩個禪支，即：捨、一境性。基於這點，

有時四無色禪亦被包括在第五禪之內。在「心」這方面，它們是不同

的，因為它們屬於不同的界，且緣取不同的目標。然而，在「禪那」

方面，由於它們都有相同的二禪支，所以有時阿毗達摩論師視它們為

第五禪。 

十五色界心與十二無色界心在整體上總稱為「廣大心」，即「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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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越」、「高尚」之心，因為它們已脫離諸蓋，且是清淨、昇華、廣

大的心境。 

至此所討論的八十一種心稱為「世間心」（，因為它們是屬於欲世間、

色世間、無色世間三世間之心。 

 

八出世間心 
●節廿六：四出世間善心 

1.須陀洹（預流者）道心。2.斯陀含（一來者）道心。3.阿那含（不

還者）道心。4.阿羅漢道心。這四種名為出世間善心。 

●節廿七：四出世間果報心 

5.須陀洹（預流者）果心。6.斯陀含（一來者）果心。7.阿那含（不

還者）果心。8.阿羅漢果心。這四種名為出世間果報心。 

如是總結所有出世間善與果報心。 

●節廿八：出世間心之總結 

依四道分別，善心有四種，果報亦如是，故知八無上。 

●節廿六至廿八之【助讀說明】 

出世間心：出世間心是「超越」（uttara）由五取蘊組成的世間

（loka）之心。此心導向脫離生死輪迴，及證入涅槃：苦的止息。一

共有八種出世間心。這些心屬於證悟的四個層次：一、須陀洹（入流、

預流）；二、斯陀含（一還）；三、阿那含（不還）；四、阿羅漢。每

一層次皆有兩種心：道心（maggacitta）與果心（phalacitta）。一

切出世間心所緣取的目標都是無為究竟界，即：涅槃。但依各自不同

的作用，而分別為道心與果心。道心的作用是斷除（或永遠地減弱 ）

諸煩惱；果心的作用則是體驗因相符的道心所帶來的某種程度解脫。

道心是善心；果心則是果報心。每一道心皆只生起一次，且只維持一

心識剎那；它不能重複地出現於已證悟該道者的心流裡。相符的果心

起初只隨道心之後出現兩三次，即只維持兩三個心識剎那。但過後果

心能夠重複地生起，而且能在屬於出世間定的「果定」當中持續地出

現許多次。 

諸道與果是通過修習觀禪（毗婆舍那）而證得。這種禪法涉及提昇慧

根。通過持續地觀照名法與色法的生滅，禪修者得以知見它們的無常、

苦、無我真實相。當這些觀智完全成熟時，它們即會導致道心與果心

生起。（見第九章、節廿二至四十四） 

須陀洹（預流者）道心：進入趣向解脫的不退轉之道是為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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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體驗此道之心則名為入流道心或須陀洹道心（預流者道心）。「流」

（sota，音譯：須陀）即是八聖道分：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

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如恆河之水不斷地從喜瑪拉雅山流向海

洋，出世間八聖道分亦從正見之生起不斷地流向證悟涅槃。 

雖然八聖道分也能在具備德行的凡夫的世間善心中生起，但它們的結

果卻還未肯定，因為凡夫的性格還有可能會改變，而捨棄正法。但對

於已達到入流的聖弟子，這些道分的終點已肯定，必定會有如河水之

流般趣向涅槃。 

須陀洹道心的作用是斷除首三結：一、身見或我見；二、對三寶的懷

疑；三、執著地相信實行儀式能夠趣向解脫（戒禁取）。它也斷除了

一切強得足以導致投生至低於人道之處（即：四惡道）的貪瞋痴。此

心也永遠地根除了其他五心，即：四個與邪見相應的貪根心，以及與

疑相應的痴根心。已證得入流者（預流者）肯定會在最多七世的時間

內證得最終的解脫，而且肯定不會投生至任何惡道。 

斯陀含（一來者）道心：此心是與八聖道相應而屬於一還界之心。

此心沒有斷除任何「結」，但滅除了較粗的欲欲（對欲樂的欲求）與

瞋恚。已達到此境者最多只會再回到人間一次即證得最終的解脫。 

阿那含（不還者）道心：已證得第三道者將不會再次投生到欲界。

若這類人在今世不能證得阿羅漢果，他即會在來世投生到色界天，以

及在其地證得最終的解脫。阿那含（不還）道心斷除了欲欲與瞋恚二

結，也永遠地根除了兩個瞋根心。 

阿羅漢道心：阿羅漢是已完全解脫者；他已「破除」煩惱「敵」

（ari）。阿羅漢道心是令到直接證得阿羅漢果、完全解脫的心。此心

徹底斷除了五個微細「結」，即：對色界生命之欲求、對無色界生命

之欲求、我慢（驕傲）、掉舉、無明。它也斷除了剩餘的不善心：四

個邪見不相應貪根心，以及一個掉舉相應痴根心。 

果心：每一個道心都會令到與之相符的果心，自動地緊接著道心

之後在同一心路過程裡生起。過後，當聖弟子進入果定時，果心即會

連續地生起許多次。如前所述，果心是屬於果報心。應注意到於出世

間是沒有唯作心的。這是為何當阿羅漢入果定時，於該定中生起的是

果報心，是出世間道之果。 

●節廿九：諸心之總結 

不善心十二，善心二十一，果報心卅六，唯作心二十。 

欲界五十四，色界心十五，無色界十二，出世間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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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九之【助讀說明】 

在上述兩首偈，阿耨樓陀尊者總結他在《阿毗達摩概要》至此所說的

八十九種心。在第一首偈，他依諸心的本性（jati）而把它們分為四

類：十二不善心；二十一善心；三十六果報心；二十唯作心。 

後兩類心皆歸納於無記（abyakata，即不造業），因為它們非善亦非

不善。 

表 1-5：依本性分八十九心 

 
不善心 善心 

無記心 

果報心 唯作心 

欲界 12 8 23 11 

色界 --- 5 5 5 

無色界 --- 4 4 4 

出世間 --- 4 4 --- 

總數 12 21 36 20 

 

在第二首偈，他依心之地（bhumi）而把同樣的八十九心分為另四類： 

五十四欲界心；十五色界心；十二無色界心；八出世間心。 

如是，雖然諸心依識知目標之相而為一心，但依不同的條件則可分別

為許多種。 

一百二十一心 
 

●節三十：簡說 

如是種種心，共有八十九；智者再分別，一百二十一。 

●節三十一：詳述 

如何把分別為八十九種的心再分別為一百廿一種？ 

1.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須陀洹道心。 

2.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須陀洹道心。 

3.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須陀洹道心。 

4.樂、一境性俱第四禪須陀洹道心。 

5.捨、一境性俱第五禪須陀洹道心。 

這五種名為須陀洹道心。斯陀含道、阿那含道與阿羅漢道亦如是（各

有五種道心）；如此即成二十種道心。同樣地，果心亦有二十種。因

此共有四十出世間心。 

●節三十至三十一之【助讀說明】 

所有證悟道果的禪修者都因「修慧」而成就；此慧即是知見無常、苦、



26 
 

無我三相之智。然而，諸道果之間在定力的程度上有所差別。不以禪

那為基礎而修習觀禪的禪修者名為「純觀者」。當這種人達到道果時，

其道果心與初禪相符。 

對於以禪那為基礎而修習觀禪的禪修者（止行者），當達到道果時，

其道果心與他們之前已證獲的禪那相符。 

道果出世間禪與世間禪在幾個方面有所不同。一、世間禪的目標是某

種概念，如：遍相；出世間禪的目標則是涅槃，即：無為究竟法。二、

世間禪只是暫時鎮伏煩惱，所以諸煩惱還是潛伏性地存在；屬於出世

間禪的道則徹底根除諸煩惱，令它們不會再生起。三、世間禪能導致

投生到色界天，因而延長了生死輪迴；屬於出世間禪的道則斬斷把人

緊縛於輪迴之諸結，因而導向解脫生死輪迴。最終，在世間禪裡，慧

次要於定；在出世間禪裡，慧與定則適當地平衡：定把心專注於無為

界，而慧則知見四聖諦之奧義。 

根據其禪支的組合，道心與果心可依五禪的層次分類。所以除了把出

世間心列為四道四果八心，亦可依照它們發生於不同的禪那層次而把

每個道心與果心分別為五種。如此分別下，八出世間心則成四十心。 

●節三十二：結論 

依禪支不同，每心分作五；故說無上心，共有四十種。 

至於色界心，依初禪等分；無色界禪心，歸於第五禪。 

於是初禪等，各說十一種；最後第五禪，則有二十三。 

善有三十七，果報五十二；是故智者說，一百廿一心。 

●節三十二之【助讀說明】 

無色界心歸為第五禪：如前所述，無色禪擁有與第五色禪一樣的

兩個禪支，因此被視為一種第五禪。如此，當禪修者以無色禪作為修

習觀禪的基礎，其所證悟的道心與果心是屬於第五禪出世間心。 

於是初禪等，各說十一種：從初禪至第四禪，每一禪都各有一個色界

善心、果報心、唯作心（一共三心），以及四個道心和四個果心，總

共有十一心。 

最後第五禪，則有二十三：在此第五禪包括了第五色禪與四無色

禪，所以各有五個善心、果報心、唯作心（一共十五心），以及八出

世間心，總共有二十三心。 

把出世間善心（道心）與果報心（果心）各分別為二十心，則得三十

七善心與五十二果報心。如此在「心之概要」裡的諸心數目從八十九

增至一百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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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心所之概要 
●節一：序文 

與心同生亦同滅，所緣依處皆相同， 

心相應法五十二，其等稱為心所法。 

●節一之【助讀說明】 

心相應法：《阿毗達摩概要》的第二章專只講解第二種究竟法，

即：心所（cetasika）。諸心所是與心同時發生的名法，它們通過執

行個別專有的作用來協助心全面地識知目標。心所不能不與心同時生

起，心也不能脫離心所而單獨生起。雖然這兩者在作用上互相依賴，

但心被視為是最主要的，因為諸心所必須依靠心才能協助心識知目標，

所以心是識知的主要成份。心與心所之間的關係就有如國王與大臣。

雖說「皇上來了」，但國王是不會單獨來的，而時常都有隨從陪伴。

同樣地，每當心生起時，它決不會單獨生起，而必定有心所陪伴。  

在「心所之概要」裡，阿耨樓陀尊者先把諸心所列入各自的種類（節

二至九）。過後他會再從兩方面分析諸心所。其一名為「相應理」；這

方法以心所作為出發點，再探索每一個心所能與那些心相應（節十至

十七）。第二種方法名為「攝理」；此法以心作為出發點，再探索每一

個心能與那些心所搭配（節十八至廿九）。 

與心同生亦同滅：第一首偈以一切心所共有之相鑑別它們： 

一、與心同生；二、與心同滅； 

三、與心緣取同一目標；四、與心擁有同一依處。 

這四相闡明了心與心所之間的關係。如果只提及「同生」，該定義即

會（錯誤地）把與心同時生起的心生和業生色法列為心所。然而，這

些色法並不是全部都與同生的心同滅，而多數維持十七個心識剎那之

後才滅。所以，為了把它們除外，故舉出「同滅」之相。 

再者，有兩種色法──身表和語表 ──與心同生同滅。然而這兩種

色法並不能緣取任何目標；這點區別了色法與名法（心與心所）。一

切名法都緣取一個目標，而且俱生的心與心所必定緣取同一目標，但

色法則完全不能緣取任何目標。這即是為何提及第三相：緣取同一目

標。 

最後，在有色蘊的欲界和色界裡，心與心所擁有同一個依處色，即五

根之一或心所依處。 這是心所的第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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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心所    
表 2-1：五十二心所 

十
三
通
一
切
心
所 

七
遍
一
切
心 

(1) 觸  

二
十
五
美
心
所 

十
九
通
一
切
美
心 

(28) 信 

(2) 受 (29) 念 

(3) 想 (30) 慚 

(4) 思 (31) 愧 

(5) 一境性 (32) 無貪 

(6) 名命根 (33) 無瞋 

(7) 作意 (34) 中捨性 

六
雜 

(8) 尋 (35) 身輕安 

(9) 伺 (36) 心輕安 

(10) 勝解 (37) 身輕快性 

(11) 精進 (38) 心輕快性 

(12) 喜 (39) 身柔軟性 

(13) 欲 (40) 心柔軟性 

十
四
不
善
心
所 

四 

通一切 

不善心 

(14) 痴 (41) 身適業性 

(15) 無慚 (42) 心適業性 

(16) 無愧 (43) 身練達性 

(17) 掉舉 (44) 心練達性 

三貪因 

(18) 貪 (45) 身正直性 

(19) 邪見 (46) 心正直性 

(20) 慢 

三離 

(47) 正語 

四瞋因 

(21) 瞋 (48) 正業 

(22) 嫉 (49) 正命 

(23) 慳 
二無量 

(50) 悲憫 

(24) 惡作 (51) 隨喜 

二有行 
(25) 昏沉 一無痴 (52) 慧根 

(26) 睡眠  

一痴因 (27) 疑 

 

十三通一切心所 
●節二：七遍一切心心所 

如何？一、觸；二、受；三、想；四、思；五、一境性；六、名法命

根；以及七、作意：這七心所名為遍一切心心所。 

●節二之【助讀說明】 

五十二心所：《阿毗達摩論》所分析的五十二心所可分為四大類

（見表 2-1）：一、七遍一切心心所；二、六雜心所；三、十四不善

心所；四、廿五美心所。 

通一切心所：首兩組心所──七遍一切心心所和六雜心所──總

稱為「通一切」。直譯其名為「與其他共有」。對於美心來說，不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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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對於不美心來說，則美心是「其他」。首兩組的十三心所

是美心與不美心兩者「共有」，而它們的品德則視其他與之共存於一

心的心所而定，尤其是與之相應的「根」或「因」（hetu）。在善心裡

它們即是善；在不善心裡它們即是不善；而在無記心裡它們也即是無

記。基於這一點它們稱為「與其他共有」，在品德上則會變更。 

遍一切心心所：七遍一切心心所是一切心皆有。這些心所執行識

知過程中最基本且重要的作用，缺少了它們心就根本不可能識知目標。

（下略） 

●節三：六雜心所 

一、尋；二、伺；三、勝解；四、精進；五、喜；六、欲；這六種名

為雜心所。如是當知這十三心所為「通一切」。 

●節三之【助讀說明】 

雜：這組六個心所與遍一切心心所一樣，在品德上是可以變更的，

即其品德決定於與之相應的其他心所。它們與遍一切心心所的差異是：

它們只出現於某些種類的心，不是一切心。（下略） 

●節四：十四不善心所 

一、痴；二、無慚；三、無愧；四、掉舉；五、貪；六、邪見；七、

慢；八、瞋；九、嫉；十、慳；十一、惡作；十二、昏沉；十三、睡

眠；以及十四、疑：這十四種名為不善心所。 

●節四之【助讀說明】（略） 

 

廿五美心所 
●節五：十九遍一切美心心所 

一、信；二、念；三、慚；四、愧；五、無貪；六、無瞋；七、中捨

性；八、身輕安；九、心輕安；十、身輕快性；十一、心輕快性；十

二、身柔軟性；十三、心柔軟性；十四、身適業性；十五、心適業性；

十六、身練達性；十七、心練達性；十八、身正直性；以及十九、心

正直性：這十九種名為遍一切美心心所。 

●節五之【助讀說明】 

遍一切美心心所：諸美心所可再分為四組。第一組是十九個遍一

切美心心所，是一定出現於一切美心的心所。隨後的三組美心所則是

可變動的附隨心所，並不一定須要出現於一切美心。（下略） 

●節六：三離心所 

一、正語；二、正業；三、正命：這三種名為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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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六之【助讀說明】 

離：這三種屬於美心所的離是刻意遠離語言、行動與事業上的惡

行。對於世間心，只有當有機會造惡，而刻意克制自己不犯時，離心

所才會生起。在沒有機會造惡的情況之下不造惡，那並不是遠離，而

是純淨的德行。 

諸論師把離分別為三種：一、自然離；二、持戒離；三、正斷離。  

一、自然離是由於省思自己的社會地位、年紀、教育程度等等，而在

有機會造惡時不造惡。例如在考慮了被捉到時於自己的名譽有損而不

偷盜。 

二、持戒離是由於持了戒而不造惡。例如持五戒：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或服用麻醉品。 

三、正斷離是與出世間道心相應的離，它完全根除了造惡的傾向。 

本書中提到的三離心所是正語、正業、正命。（下略） 

●節七：二無量 

一、悲；二、（隨）喜：這兩種名為無量。 

●節七之【助讀說明】 

無量：有四種對諸有情的態度稱為無量，因為它們能以一切有情

作為對象，所以有無量的潛能。此四無量心是慈、悲、喜、捨。它們

又名為四梵住。雖然四無量心是對待有情的理想態度，但只有悲與（隨）

喜兩者被列入無量心所當中。這是因為慈是無瞋心所的一種呈現方式，

而捨則是中捨性心所的一種呈現方式。無瞋並不一定會呈現為慈，而

是也能以其他方式呈現。但當慈生起於心中時，它一定是無瞋心所。

平等對待眾生的捨無量心與中捨性心所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下略） 

●節八：一無痴 

連同此慧根，當知這廿五種為美心所。 

●節八之【助讀說明】 

慧根（paññindriya）：巴利文 pañña 是慧，或如實知見諸法。

在此稱它為根是因為對於如實知見諸法它佔了主要的地位。在《阿毗

達摩論》裡，慧（pañña）、智（ñaña）、無痴（amoha）三者是同義詞。

慧的特相是透徹地如實知見究竟法的自性相；作用是如照亮目標的油

燈一般；現起是不迷惑；近因是如理作意。（譯按《清淨道論》第十

四章、段七：「由於佛陀說有定者能如實知見諸法，慧的近因是定」；

《殊勝義註》英、頁一六二：「慧的近因是不迷惑，有如一位很好的

森林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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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九：總結 

如是：通一切十三，不善有十四，美（心所）廿五，故說五十二。 

 

心所相應理 
●節十：序文 

以適當之法，隨後當解說，各個心所法，與何心相應。 

七遍一切心，雜宜則相應，十四唯不善，美只與美（心）。 

 

通一切心所 
●節十一：分析 

如何？一、首先，七遍一切心心所出現於所有的八十九種心。 

在雜心所當中：二、尋生起於五十五種心，即：除了雙五識之外的所

有欲界心，（54－10 = 44）；以及十一種初禪心。（44 + 11= 55） 

三、伺生起於六十六種心，即：上述五十五種和十一種第二禪心。（55 

+ 11 = 66） 

四、勝解生起於除了雙五識和疑相應心之外的一切心。（89－11 = 78） 

五、精進生起於除了五門轉向心、雙五識、領受心和推度心之外的一

切心。（89－16 = 73） 

六、喜生起於除了憂俱心、捨俱心、身識和第四禪心之外的一切心。

（121－2－55－2－11 = 51） 

七、欲生起於除了無因心和兩個痴根心之外的一切心。（89－20 = 69） 

●節十一之【助讀說明】 

尋：雙五識是最基本的心，只擁有七個遍一切心心所，而沒有作

用較為複雜的其他心所。由於這十種心的簡單性質，所以尋不包括在

內。尋也不包括在所有高過初禪的廣大心與出世間心，因為它已在禪

修時被棄除。對於十一種初禪心，見第一章、節卅二及其【助讀說明】。 

伺：在第二禪裡有伺，但不存在於更高層次的禪那。 

勝解：它不包括在疑相應心裡，因為當受到疑困擾時，心無法作

出任何決定。 

精進：它不包括在五門轉向心、二領受心和三推度心之內，因為

這些心還是相當弱與被動（見第一章、節八至十）。 

喜：喜一定與悅受俱行，但悅俱的第四禪心則沒有喜。 

欲：這是欲採取行動或達到目的之欲，而兩個痴根心則太昏暗得

毫無有意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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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心所 
●節十三：分析 

一、於不善心所當中，痴、無慚、無愧、掉舉四者名為遍一切不善心

心所。它們出現於所有十二不善心裡。 

二、貪只出現於八種與貪俱行之心。 

三、邪見只出現於四種與邪見相應的心。 

四、慢只出現於四種與邪見不相應的心。 

五、瞋、嫉、慳及惡作只出現於兩種瞋恚相應心。 

六、昏沉與睡眠只出現於五種有行心。 

七、疑只出現於疑相應心。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遍一切不善心心所：這四心所出現於一切不善心裡，因為每一個

不善心都涉及某種程度對惡行之危害的盲目（即：愚痴）、無慚、無

愧、以及潛在的掉舉（散亂）。 

邪見、慢：這兩種心所只出現於貪根心，因為它們都涉及某種程

度對五蘊的執著。然而這兩者呈現相對的本質，由此它們不能共存於

同一心。邪見生起於錯誤地識知，即不依真實相分析諸法；我慢則生

起於自我評估，即認為自己比別人優越、不如、或與別人同等。邪見

肯定存在於四種與邪見相應的貪根心；慢則不一定會存在於四種與邪

見不相應的貪根心，雖然它不會生起於其他心，但這些心生起時它不

一定也跟著生起。 

瞋、嫉、慳及惡作：這四種心所只出現於瞋恚相應心。與瞋恚同

義的瞋肯定出現於此二心，其他三個心所則不定，只依據情況而生起。

後三者都有厭惡之相：嫉對他人的成就感到不快；慳不願與他人分享

自己的事物；惡作則是追悔已造之惡或未造之善。 

昏沉與睡眠：這兩種心所令心沉重與軟弱無力。由此它們不能生

起於自動或無行心，因為那些心敏銳又活躍。所以這兩個心所只出現

於有行的不善心。 

 

美心所 
●節十五：分析 

一、於美心所當中，首先，十九遍一切美心心所存在於所有五十九種

美心。 

二、三離心所必定都出現於每一種出世間心。對於世間欲界善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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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則只偶而且個別地出現。（8 + 8 =16） 

三、無量心所時而不定地生起於廿八種心，即：除了第五禪之外的十

二廣大心、（八種）欲界善心、以及（八種）欲界有因唯作心。然而，

有些人說悲與隨喜不存在於捨俱心。 

四、慧與四十七種心相應，即：十二欲界智相應心，以及所有三十五

廣大與出世間心。 

●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三離心所：在出世間道心與果心裡肯定有三離心所，它們即是八

聖道分的正語、正業、正命。但對於世間心，它們則只有在刻意遠離

惡行時才會出現。由於刻意遠離惡行時，其心對造惡的機會必定是清

楚的，所以世間離心所只能出現於欲界善心，而不能出現於緣取禪那

似相為目標的廣大心，也不能出現於沒有遠離作用的欲界果報心。它

們也不會生起於阿羅漢的大唯作心，因為阿羅漢已完全根除了造惡的

傾向，所以沒有遠離造惡的需要。 

對於諸出世間心，三離心所必定（niyata）存在。在道心裡它們是八

聖道分的其中三道分，各自執行斷除造語惡行、身惡行及邪命的傾向

的作用。在果心裡，它們出現為道完成其作用之後的清淨語、業、命。 

由於惡語行、惡身行及邪命各有不同的範圍，所以在世間心裡三離心

所是不能共存的，若其中一個存在，另兩個必定不存在。再者，離心

所亦依照所遠離的惡行種類而生起：若所遇到的是殺生的機會，那麼

所生起的正業只屬於遠離殺生；若所遇到的是偷盜的機會，那麼所生

起的正業只屬於遠離偷盜。然而，在出世間心裡，所有三離心所必定

同時出現。而且每一者都完全地執行其任務，即：正語斷除一切造語

惡行的傾向；正業斷除一切造身惡行的傾向；正命斷除一切實行邪命

的傾向。 

無量心所：亦能各自成為慈與捨無量心的無瞋與中捨性心所存在

於一切美心，反之，悲與隨喜心所則只在相符的情況之下才會生起：

悲心所在悲愍苦難的眾生時生起；隨喜心所在隨喜他人的成就時生起。

在此所提到的十二廣大心是善、果報與唯作的首四禪心。這兩個無量

心所（以及慈無量心所）不能生起於第五禪心，因為在禪那的層次，

它們必須與悅受相應，而在第五禪裡悅受已被捨受替代了。有些導師

不認同這兩個心所能存在於欲界捨俱心。但作者用了「然而，有些人

說……」此形容詞，顯然他並不認同那些人的看法。  

慧：慧的性質依它在什麼心裡生起而有所不同。無論如何，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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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不相應的欲界心之外，一切的美心都有某種程度的正見。 

●節十六：總結 

一十九美法，生於五十九，三於十六心，二於廿八種， 

當知慧心所，生於四十七。如是依四法，美只生於美。 

●節十七：定與不定附隨法 

嫉、慳、惡作、離、悲等（即：隨喜）及慢只偶而且個別地生起。配

成一對的昏沉與睡眠亦如此。除了上述（十一）心所之外，其餘的心

所都是定附隨法。我今當說它們的組合。 

●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在五十二心所當中，有十一個被稱為「不定附隨法」，因為它們並不

一定會生起於能與它們相應的心。其餘四十一種心所則被稱為「定附

隨法」，因為它們肯定生起於能與它們相應的心。 

在隨後諸節，阿耨樓陀尊者將會依據每一心的心所組合分析一百廿一

心。此分析法名為「攝理」。 

 

心所攝理 
●節十八：序文 

三十六心所，於出世間心；於廣大心中，共有三十五； 

三十八心所，於欲界美心；於不善心中，共有二十七； 

於無因心中，則有一十二。依生起方式，組合共五種。 

 

出世間心 
●節十九：分析 

如何？一、首先，在八種出世間初禪心裡，有三十六種心所前來聚合，

即：十三通一切心所和二十三美心所，兩個無量心所除外。 

二、同樣地，在出世間第二禪心裡，上述的心所都包括在內，除去尋。

(35) 

三、在出世間第三禪心裡，則除去尋與伺。(34) 

四、在出世間第四禪心裡，則除去尋、伺與喜。(33) 

五、在出世間第五禪心裡，則與前者一樣，但是是捨俱（捨受替代悅

受）。(33) 

如是於八種出世間心，依五禪而有五種組合。 

●節十九之【助讀說明】 

出世間初禪心：關於出世間禪，見第一章、節卅一至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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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無量心所除外：悲與喜無量心所不能出現於出世間心，因為它們

必須緣取有情的概念為目標，而道心與果心則緣取涅槃為目標。於第

二項至第五項去除的心所，應知於不同層次的出世間禪那，是由於去

除了較粗顯的禪支所致。 

 

廣大心 
●節廿一：分析 

一、對於廣大心，首先，在三種初禪心裡，有三十五種心所前來聚合，

即：十三通一切心所和廿二美心所，三離心所除外。然而悲與隨喜應

個別組合。 

二、同樣地，對於第二禪心，上述的心所都包括在內，除去尋。(34) 

三、對於第三禪心，則除去尋與伺。(33) 

四、對於第四禪心，則除去尋、伺與喜。(32) 

五、對於十五種第五禪心，則沒有無量心所。(30) 

如是，於所有廿七種廣大心，依五禪而有五種組合。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三種初禪心：即是善、果報與唯作。 

三離心所除外：三離心所不能存在於廣大心，因為在禪那中，禪

修者不能刻意遠離造惡。 

悲與隨喜應個別組合：悲緣取遭受苦難的眾生為目標；喜則緣取

獲得成就或快樂的眾生為目標。悲顯現為悲愍；喜則顯現為隨喜。由

此，基於它們緣取不同的目標，且顯現的方式相異，這兩者不能同時

出現於同一心。它們可以個別與心相應，但也能夠兩者都不與心相

應。 

 

欲界美心 

●節廿三：分析 

一、對於欲界美心，首先，於欲界善心，第一對（善心）有三十八種

心所前來聚合，即：十三通一切心所和廿五美心所。然而（兩個）無

量心所與（三個）離心所應個別組合。 

二、於第二對（善心）亦如此（包括上述三十八心所），除了智。（37） 

三、於智相應的第三對（善心）亦如此（包括上述三十八心所），除

了喜。（37） 

四、於第四對（善心）亦如此（包括上述三十八心所），除了智與喜。



36 
 

（36） 

對於四對唯作心，上述的心所亦以類似的方式個別與它們組合，除了

離心所。（35-34-34-33） 

同樣地，對於四對果報心，上述的心所亦以類似的方式個別與它們組

合，除了無量心所與離心所。（33-32-32-31） 

如是，於廿四欲界美心，以成對的方式，總共有十二種組合。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第一對：在這篇所說的成對是組成一對的有行與無行心。由於它

們的心所組合並沒有差異，所以把它們作為一起分析。 

（三個）離心所應個別組合：由於各個離心所所涉及的範圍不同，

即言語、身行、職業，所以在每一心最多只能有其中一個存在，視所

刻意遠離的惡行而定。由於離心所只在刻意遠離惡行時才會生起，所

以它們並不一定會出現於這類心。 

除了喜：第三與第四對心是捨受俱行心，所以除去了只能與悅受

（somanassa）相應地生起的喜（piti）。 

唯作心：唯作美心只出現於阿羅漢心中。這些心沒有離心所，因

為阿羅漢已斷除了一切煩惱，所以不需要刻意地遠離惡行。 

果報心：欲界果報心沒有無量心所，因為果報心只取欲界法為目

標，而無量心所則取有情的概念為目標。 離心所亦不包括在內，因

為欲界果報心不會刻意遠離惡行。 

●節廿四：總結 

對於欲界有因善、果報、唯作心，生起於（第一對）善心的有三十八

（種心所），三十七兩次（於第二與第三對），以及三十六（於第四對）。

對於唯作心，（於第一對）三十五，（於第二與第三對）兩次三十四，

以及（於第四對）三十三。對於果報心，（於第一對）三十三，（於第

二與第三對）兩次三十二，以及（於第四對）三十一。 

●節廿五：美心之間的差別 

於此，離不見於唯作或廣大心；無量不見於出世間心；這對（離與無

量心所）亦不見於欲界果報心。 

於無上（即：出世間心），諸禪支是分別的基礎；於中間（即：廣大

心），無量（與禪支是分別的基礎）；而於有限（即：欲界美心），離、

智與喜是分別的基礎。 

●節廿五之【助讀說明】 

《阿毗達摩義廣釋》補充：對於「有限」或欲界心，（悲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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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心所也是分別的基礎，因為它們分別了可以有無量心所的善和唯

作心，以及肯定沒有無量心所的果報心。 

 

不善心 
●節廿六：分析 

一、於不善心，首先，貪根的第一個無行心，有十九法前來聚合，即：

十三通一切心所加四遍一切不善心心所則有一十七，再加貪與邪見則

成一十九。 

二、貪根的第二個無行心亦如是（有上述十七心所），再加貪與慢。 

三、同樣地，貪根的第三個無行心有十八法，有貪有邪見但無喜。 

四、貪根的第三無行心亦有十八法，有貪與慢。 

五、於第五個無行心，即與瞋恚相應之心，有二十法前來聚合，即：

上述（十七法）除了喜，但再加上瞋、嫉、慳、惡作四法。然而，於

此的瞋、嫉、慳、惡作應個別組合。 

六、於五種有行心，亦各自有上述相同的組合，差別只在於再加上昏

沉與睡眠。（21-21-20-20-22） 

七、於掉舉相應心中有十五法，即：除了欲與喜之外的十一通一切心

所，以及四遍一切不善心心所。 

八、於疑相應心中亦有相近的十五法，但無勝解，而有疑。 

如是，於十二欲界不善心，依不同的附隨法，總共有七種組合。 

●節廿六之【助讀說明】 

貪根心：貪根的第一和第三無行心必定與邪見相應；由於後者是

捨俱，所以無喜。第二和第四無行心可能會與慢相應，但卻不一定。

於是當慢不存在時，它們各自只有十八及十七心所。 

瞋恚相應心：這種心包含了十二通一切心所、四遍一切不善心心

所，以及另外四個瞋組的心所：瞋、嫉、慳與惡作。最後三者不能共

存，且可能都不出現於此心。 

掉舉相應：兩個痴根心裡並沒有欲，因為它們不能有有目的的行

動。在疑相應心裡，疑替代了勝解，這兩者是不共存的。 

 

無因心 
●節廿八：分別 

一、對於無因心，首先，生笑心有十二通一切心所前來聚合，除了欲。 

二、它們也出現於確定心（意門轉向心），除了欲與喜。（7 + 4 = 11） 



38 
 

三、喜俱推度心包含了所有（通一切心所），除了欲與精進。（7 + 4 = 

11） 

四、三意界心和一對無因結生心（兩個捨俱推度心）包含了所有（通

一切心所），除了欲、喜與精進。（7 + 3 =10） 

五、雙五識包含了所有（通一切心所），除了雜心所。（7） 

如是，於十八無因心，依（附隨法的）數目分別，總共有四種組合。 

●節廿八之【助讀說明】 

確定心：此心即是意門轉向心；在五門心路過程裡它的作用是確

定目標。 

喜俱推度心：這是一種善果報心，緣取極可喜所緣為目標，包含

喜是因為它與悅受相應。此心和隨後提及的心都沒有精進心所，因為

這些無因心軟弱且被動。 

三意界心：這是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的總稱。 

一對無因結生心：這是指兩個捨俱推度心。在第三章、節九會解釋它

們作為結生的作用。 

 

第三章：雜項之概要 
●節一：序文 

已依其等自性說畢五十三相應法：心與諸心所。如今只取心，再依受、

因、作用、門、所緣及依處分析。 

●節一之【助讀說明】 

五十三相應法：雖然《阿毗達摩論》分辨了八十九（或一百廿一）

種心，它們整體只被視為一法或一種究竟法，因為它們都有相同的特

相，即識知目標（所緣）。然而，各個五十二心所法則被視為個別之

法，因為它們各有不同的特相。如是一共有五十三相應名法。 

只取心：巴利文 cittuppada 是「心之生起」。在其他情況裡，它是指

心及其相應心所整體，但在此只是指心本身。無論如何，當知心必定

和其不可分離的心所同時發生，而其心所則是分析與分類心的依據。 

 

受之概要 
●節二：受之分析 

於受之概要，首先，受有三種，即：苦、樂、不苦不樂。另者，受亦

可分別為五種：樂、苦、悅、憂、捨。 

●節二之【助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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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之分析：如我們所見，受是遍一切心心所之一，有受用目標之

「味」的作用。由於每一心都必定會與某種受相應，所以在分類心時，

受是一個重要的依據。在這一篇裡作者著重於把一切心依其相應的受

來分類。 

受有三種：受可以依三分法或五分法分別。當只純粹依其感受來

分析時，受有三種：苦、樂、不苦不樂。在這三分法裡，樂受包括了

「身體的樂受」和「心的樂受或悅受」兩者；而苦受則包括了「身體

的苦受」和「心的苦受或憂受」兩者。 

受亦可分析為五種：當受依「根」（indriya）分析時，它則成為

五種。這五種受稱為根，因為在感受目標方面，它們作為其相應法的

主人或支配（indra）該些相應法。 

在採用五分法時，三分法的樂受則分為樂受與悅受，前者是身受，後

者是心受；三分法的苦受則分為苦受與憂受，前者是身受，後者是心

受；不苦不樂受亦即捨受。 

在經中，有時佛陀也只說受為兩種：樂與苦。這是一種隱喻式的

分析法，把無可指責的捨受包括在樂受之內，以及把應受指責的捨受

包括在苦受之內。佛陀又說道：「所感受的都是苦。」這句話裡的苦

並不是指狹義的苦受，而是指廣義的苦，即一切有為法（因緣和合而

成之法）無常則苦。 

樂受（sukha-vedana）的特相是體驗可喜的觸所緣；作用是增長相應

法；現起是身體之愉樂；近因是身根（即身淨色）。 

苦受（dukkha-vedana）的特相是體驗不可喜的觸所緣；作用是減弱

相應法；現起是身體遭受痛苦；近因也是身根。 

悅受（somanassa-vedana）的特相是體驗（自性，sabhava）可喜（或

造作至可喜）的所緣；作用是體驗所緣之可喜；現起是內心愉悅之狀

態；近因是輕安。  

憂受（domanassa-vedana）的特相是體驗（自性）不可喜（或造作至

不可喜）的所緣 ；作用是體驗所緣之不可喜；現起是內心遭受痛苦；

近因是心所依處（見本章、節二十）。 

捨受（upekkha-vedana）的特相是被體驗為中性；作用是不增長亦不

減弱相應法；現起是平靜的狀態；近因是沒有喜（piti）的心（即喜

不相應之心）。  

●節三：依心分類 

在它們當中，善果報身識是唯一樂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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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不善果報身識是唯一苦俱（之心）。 

有六十二種心是悅俱，即：（一）十八種欲界心：四貪根心、十二欲

界美心、及兩個無因心，即悅俱推度心與生笑心；（二）四十四種屬

於初、第二、第三、第四禪的廣大與出世間心。（12 + 32） 

只有兩種與瞋恚相應的心是憂俱。 

其餘五十五種心是捨俱。 

●節三之【助讀說明】 

其餘五十五捨俱的心是： 

一、六不善心：四個貪根及兩個痴根； 

二、十四無因心； 

三、十二欲界美心（善、果報與唯作各有四種）； 

四、三個第五禪心； 

五、十二個無色禪心； 

六、八個出世間心，即屬於第五禪的道心與果心。 

●節四：總結 

受可分三種，樂及苦與捨。加上悅與憂，則成五種受。 

樂苦各於一，憂則於二心，悅有六十二，其餘五十五。 

●節四之【助讀說明】 

樂苦各於一：當知除了樂俱與苦俱的身識之外，雙五識的其餘四對都

是捨俱。《殊勝義註》解釋，於眼、耳、鼻、舌四門，當屬於所造色

的目標撞擊也屬於所造色的根門時，其撞擊力並不強，就有如把四團

棉花放在鐵砧上，再以另外四團棉花敲打它們。因此，所產生的受是

捨受。然而，於身門，其目標是四大界中的地、火、風三大。如是，

當該目標撞擊身淨色時，其撞擊力則十分強大，且擴展到身體的四大。

這就有如四團棉花受到鐵鎚敲擊：鐵鎚透過棉花，再重擊鐵砧。當目

標是可喜所緣時，生起的身識是善果報心，而其相應身受是身之樂受；

當目標是不可喜所緣時，生起的身識是不善果報心，而其相應身受是

身之苦受。  

雖然看來（眼識等）其他四種根識，像是也能與樂或苦受俱行，《阿

毗達摩論》認為這些首先生起的根識必定是與捨受俱行。在與這些根

識生起於同一心路過程的速行，以及隨後生起而緣取同一目標的意門

心路過程裡，即能對可喜的顏色、聲、香及味生起心的樂受（即：悅

受）；或對不可喜的顏色、聲、香及味生起心的苦受（即：憂受）；或

以中捨或不執著的態度對待目標而生起捨受。然而，這些都是心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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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身之受，而且是在眼識等根識過後才生起，而不是與首先生起

的根識相應。當生起於速行的階段時，這些受即會與善或不善心相應；

然而，於阿羅漢心中生起的悅受及捨受則與唯作心相應。 

 

因之概要 
●節五：因之分析 

於因之概要當中，因（或根）有六個，即：貪、瞋、痴、無貪、無瞋

及無痴。 

●節五之【助讀說明】 

因之分析：在這一篇裡，一切心會依據它們的「因」或「根」（hetu）

而分類。在經中，巴利文 hetu 用以表達廣義的「原因」（karana）。

它與「緣」（paccaya）是同義詞，且常連成一詞；它代表任何作為其

他事物的因之法。然而，在《阿毗達摩論》裡，因（hetu）是專用以

代表「根」（mula），且只用於六個決定品德的主要心所。 

之前已曾詮釋，因是使到和它相應的心與心所穩定堅固的心所。有因

的心如樹般穩定又堅固，無因的心則如蘚苔般既軟弱又不堅固。  

在內文裡所列出的六因，貪、瞋、痴三因必定是不善；無貪、無瞋、

無痴三因則可以是善或無記，當生起於善心它們即是善，當生起於果

報心或唯作心它們即是無記。無論是善或無記，這三因都是美心所。 

●節六：依心分類 

於此，有十八種心是無因的，即：五門轉向、雙五識、領受、推度、

確定及生笑心（1+5+5+2+3+1+1）。其餘的所有七十一心都有因。 

在它們（七十一心）當中，兩種純粹只與痴相應的心只有一因。其餘

十個不善心，以及十二與智不相應的欲界美心，一共二十二心只有二

因。 

十二與智相應的欲界美心，以及三十五廣大與出世間心，一共四十七

心有三因。 

●節六之【助讀說明】 

其餘十個不善心：八個貪根心有貪與痴兩個因；兩個瞋根心則有

瞋與痴兩個因。 

十二與智不相應的欲界美心：這些欲界美心是善、果報與唯作各

有四個，只有無貪與無瞋，因為與智不相應故沒有無痴。 

一共四十七心有三因：這些心都有三美因。 

●節七：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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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瞋及痴是三不善因。無貪、無瞋與無痴是（三個）善及無記（因）。 

當知有十八種（心）是無因；兩種有一因；廿二種有二因；以及四十

七種有三因。 

作用之概要 

表 3-1：作用之概要 

心 作用 

種類 數目 執行 數目 

不善心 12 速行 1 

眼識 2 看 1 

耳識 2 聽 1 

鼻識 2 嗅 1 

舌識 2 嚐 1 

身識 2 觸 1 

領受 2 領受 1 

捨俱推度心 2 
結生、有分、死亡、

推度、彼所緣 
5 

悅俱推度心 1 推度、彼所緣 2 

五門轉向心 1 五門轉向 1 

意門轉向心 1 意門轉向、確定 2 

生笑心 1 速行 1 

欲界善心 8 速行 1 

欲界果報心 8 
結生、有分、死亡、

彼所緣 
4 

欲界唯作心 8 速行 1 

廣大善心 9 速行 1 

廣大果報心 9 結生、有分、死亡 3 

廣大唯作心 9 速行 1 

出世間心 8 速行 1 

 

●節八：作用之分析 

於作用之概要當中，作用有十四種，即：一、結生；二、有分；三、

轉向；四、看；五、聽；六、嗅；七、嚐；八、觸；九、領受；十、

推度；十一、確定；十二、速行；十三、彼所緣；以及十四、死亡。 

當知依階段分類，它們則成十種，即：一、結生；二、有分；三、轉

向；四、五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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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八之【助讀說明】 

作用之分析：在這一篇裡，八十九心是依作用而分類。《阿毗達

摩論》舉出各種不同的心一共執行了十四種作用。這些作用是在心路

過程裡執行（第三至十三項），或在心路過程之外，即於離心路過程

心裡（第一、第二及第十四項）執行。 

一、結生（patisandhi）：在投生那一刻執行的作用名為結生，

因為它把新一生與前世連接起來。執行這作用的結生心在每一世裡都

只出現一次，即在投生的那一剎那。 

二、有分（bhavanga）：巴利文 bhavanga 的意思是「生命」（bhava，

有）的「成份」或「因素」（anga），即是生存不可或缺的條件。心的

有分作用是：保持在一世當中，從投生至死亡之間的生命流不會中斷。

在結生心生滅之後，緊接著生起的是有分心；此有分心與結生心是同

一種果報心，但執行不同的作用，即保持生命流不會中斷。每當沒有

心路過程發生時，有分心即會於每一剎那中生滅；最為明顯的即是在

無夢熟睡的時候，但在清醍的時候，它也在諸心路過程之間出現無數

次。當某個目標撞擊根門時，有分心即會被中止，而活躍的心路過程

也就生起，以識知該目標。一旦心路過程結束，有分心就會即刻再生

起，直到下一個心路過程發生為止。如此，在不活躍的階段，有分心

即會在每一個心識剎那裡生滅，就有如河水之流一般，它絕不會連續

保持靜止於兩個心識剎那。 

三、轉向：當目標撞擊任何一個根門或意門時，即會有一個名為

「有分波動」的心識剎那發生，有分心於此「波動」了一個心識剎那。

繼之而來的心識剎那名為「有分斷」，有分心之流於此被截斷。緊接

而生起的心即轉向五門或意門的目標。這轉向於目標的作用名為「轉

向」。 

四至八、看等等：在五根門的心路過程裡，轉向剎那之後生起的

是一個直接識知該撞擊根門的目標的心。此心及其所執行的特定作用

決定於該目標的本質。若該目標是顏色，眼識即會生起；若該目標是

聲音，耳識即會生起，等等。它們是很基本的心，生起於辨別的階段

之前，只是先簡單地體驗該目標。 

九至十一、領受等等：於五根門的心路過程，在眼識等之後，依

次序生起的心個別執行「領受」、「推度」與「確定」該目標的作用。

於意門心路過程，並沒有這些作用（五門轉向、看、領受等等）發生；

反之，緊接著有分斷之後生起的即是「意門轉向」，中間並沒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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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用。 

十二、速行（javana）：直譯巴利文 javana 的意思是「迅速地跑」。

在心路過程裡，這是確定之後的心識作用 ，由一系列的心（一般上

是七個同樣的心）執行，「快速地跑」向目標以識知它。在道德的角

度，這速行階段是最為重要，因為善或不善的心即是在這階段生起。  

十三、彼所緣（tadarammana）：直譯巴利文 tadarammana 的意思

是「取它的所緣」，而代表緣取之前速行已識知的目標為自己的目標。

在欲界心路過程裡，當五門的目標是「極大所緣」或意門的目標是「清

晰所緣」時，這種作用即會在速行的階段之後實行兩個心識剎那。但

當目標並不明顯或不清晰，以及當心路過程並不屬於欲界時，這種作

用即完全不會產生。在彼所緣之後（或當彼所緣沒發生時即是速行之

後），心流即會再度沉入有分。 

十四、死亡（cuti）：死亡心是一世中的最後一個心，是一世的

終結。此心與結生心和有分心是同一種心，也同樣是離心路過程心，

屬於心路過程之外的心。它與後兩者的差別只在於作用不同，即：執

行死亡。依階段分類，它們則成十種：巴利文 thana（階段）是指一

個心識剎那，而在每一心識剎那裡必定只能有一心生起。雖然有十四

種心的作用，但看等五識的作用都發生在心路過程裡的同一種階段，

即在（五門）轉向與領受之間的（五識）階段。如是，十四種作用發

生在十個階段裡。 

●節九：依心分類 

在它們當中，十九種心執行結生、有分及死亡的作用。它們是：兩種

捨俱推度心、八大果報心、以及九個色與無色界果報心。 

兩種執行轉向的作用。 

同樣地，執行看、聽、嗅、嚐、觸及領受作用的都各有兩種。 

三種執行推度的作用。 

意門轉向心在五門心路過程裡執行確定的作用。 

除了兩種轉向心，所有五十五個不善、善、（聖）果與唯作心都執行

速行的作用。 

八大果報心與三推度心，一共十一心執行彼所緣的作用。 

●節九之【助讀說明】 

依作用分析心：若能分辨心的種類和作用兩者（後者有時會與前

者有同一名稱）之間的差別，就比較不會對這一篇感到迷惑。雖然某

些心是依它的某一種作用而命名，但那只是為了方便，並不是指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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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只局限於那種作用。反之，一種心可能執行好幾種與它的名稱

相異的作用。  

結生、有分、死，如前所述，在一世裡只有同一種心在執行結生、有

分與死亡的作用。在投生時，這種心把新一世和前一世連結起來；在

生命的過程中，出現無數次為有分心之流的亦同是這種心，以維持生

命流不斷；在死亡的時候，生起為死亡心的亦同是這種心，它代表了

一世的終結。 

有十九種心能夠執行這三種作用。當有情投生至地獄、畜生、餓鬼、

阿修羅四惡道時，執行這三種作用的即是不善果報推度心。於天生瞎

眼、耳聾、啞巴等等的人，以及某些低級的天神，執行這三種作用是

捨俱善果報推度心。雖然殘缺是不善業的果報，但投生至人間的業則

是善的，只是較弱罷了。這推度心在結生與有分的階段並沒有執行推

度的作用，因為它在同一時刻只能執行一種作用。 

對於投生至欲界善趣為人或天神，而又沒有殘缺者，執行這三種作用

是八大善果報心（之一），即：二因或三因的欲界美心。 

上述十種心屬於欲界輪迴。 

對於投生至色界天的梵天，出現為結生、有分與死亡的是五種色界果

報心（之一）；對於投生至四無色界天的梵天，出現為結生、有分與

死亡心的是個別相符的四無色界果報心。 

轉向：五門轉向心在目標撞擊五根門之一時執行其（轉向目標的）

作用。意門轉向心則在目標（法所緣）撞擊意門時執行其（轉向目標

的）作用。此二心皆是無因唯作心。 

看等等：對於這五種作用，每一種都有兩個心可以執行作用，即：

善果報與不善果報眼識等等。 

領受：執行領受的作用的是兩種領受心。 

推度：執行此作用的有三種：善果報與不善果報兩個捨俱無因推

度心，以及悅俱善果報無因推度心。 

確定：沒有個別的心名為確定心。執行此作用的即是屬於捨俱無

因唯作心的意門轉向心；此心在意門心路過程裡執行意門轉向的作用，

在五門心路過程裡則執行確定的作用。 

速行：五十五種執行速行作用的心是：十二不善心、二十一善心、

四果報心（即：四出世間果心）、以及十八唯作心（兩個轉向心除外）。 

彼所緣：執行彼所緣作用的十一種心是果報心。當三種推度心執

行彼所緣的作用時，它們並沒有同時執行推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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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依作用的數目分類 

在它們當中，兩種捨俱推度心執行五種作用：結生、有分、死亡、彼

所緣與推度。 

八大果報心執行四種作用：結生、有分、死亡與彼所緣。 

九廣大果報心執行三種作用：結生、有分與死亡。 

悅俱推度心執行兩種作用：推度與彼所緣。 

確定心（意門轉向心）也執行兩種作用：確定與轉向。 

其餘所有的心──速行、三意界、雙五識──生起時只執行一種作

用。 

●節十之【助讀說明】 

速行：五十五種執行速行作用的心只執行該作用，而沒有執行其

他作用。 

三意界是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 

●節十一：總結 

依結生等作用分別，諸心有十四種；依階段分別，則成十種。 

執行一種作用的心有六十八；兩種作用的有二；三種作用的有九；四

種作用的有八；以及五種作用的有二。 

 

門之概要 
●節十二：門之分析 

在門之概要裡有六門，即：眼門、耳門、鼻門、舌門、身門與意門。 

於此，眼本身是眼門，耳等亦是如此。但有分則稱為意門。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門之分析：在《阿毗達摩論》裡，「門」（dvara）用以譬喻心與

所緣境（目標）交往的管道。三種業之門是：身、語、意；通過它們，

心對外界作出反應（見第五章、節廿二至廿四）。此外，亦有六個識

知之門，即：六門。通過此六門，心與心所得以接觸目標；亦通過此

六門，目標得以前來呈現於心和心所。在這篇裡，作者先列出六門，

過後再分辨在每一門裡生起的心，以及依能在多少門裡生起把諸心分

類。 

眼本身是眼門：首五門是色法（rupa），即：五種感官裡的淨色

（pasadarupa）。每一種淨色皆是一門，通過它，生起於心路過程的

心與心所得以緣取它們的目標；亦是通過它，目標才能被心與心所緣

取。眼淨色是眼門心路過程諸心之門，使它們能通過眼睛識知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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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其他根門的淨色和各自的目標亦是如此。 

有分稱為意門：有別於首五門，意門（manodvara）並非色法，

而是名法（nama），即：有分心。對於意門心路過程的目標，該心路

過程裡的諸心只是通過意門緣取它，完全不依靠任何淨色。 

對於那一個心才是真正的意門，諸註疏各有不同的見解。《阿毗達摩

義廣釋》說意門是在意門轉向的前一個有分心，即：有分斷。其他的

《阿毗達摩論》註疏則說有分心與意門轉向兩者是意門。然而，列迪

長老與註解《分別論》的《迷惑冰消》皆說一切有分整體是意門。阿

耨樓陀尊者並沒精確地說明那一個是意門，而只是說有分是意門。 

●節十三：依心分類 

於此，有四十六種心能根據條件生起於眼門：五門轉向、眼識、領受、

推度、確定、欲界速行、彼所緣。 

同樣地，於耳門等等亦有五門轉向、耳識等等四十六種心能夠生起。 

當知一共有五十四種欲界心能生起於五門。 

於意門有六十七種心能生起：意門轉向、五十五種速行及彼所緣。 

有十九種心能離門，生起為結生、有分與死亡。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有四十六種心能生起於眼門： 

這四十六心是：一個五門轉向心、兩個眼識、兩個領受心、三個推度

心、一個確定心、廿九個欲界速行心（十二不善心、八善心、八美唯

作心、一生笑唯作心）、八個彼所緣（即八個欲界善果報心；其他三

個已包括在推度心之內──見節九） 

根據情況（yatharaham）：雖然能夠生起於眼門的心一共有四十

六種，但它們並不能都在同一個心路過程裡生起，而只（有某些心）

根據條件生起。列迪長老指出這些條件是：一、目標（所緣）；二、

生存地；三、個人；四、作意。 

（一）例如：若目標是不可喜所緣，那麼，眼識、領受、推度與彼所

緣即是不善果報心；反之，若目標是可喜所緣，它們即是善果報心。

若目標是極可喜所緣，推度與彼所緣即是悅俱；若目標是中等可喜所

緣，它們則是捨俱。 

（二）若眼門心路過程生起於欲地（kamabhumi），所有四十六心都能

生起，但若是生起於色地（rupa-bhumi），彼所緣就不能生起，因為

彼所緣的作用只局限於欲地。 

（三）若人是凡夫或有學聖者，速行不是善即是不善（對於有學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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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根據其所達到的果位）；若人是阿羅漢，所生起的則是唯作心。 

（四）若凡夫或有學聖者運用如理作意（yoniso manasikara），善速

行即會生起；反之，若運用不如理作意，不善速行就會生起。 

同樣地，是有行心或無行心生起亦依條件而定。 

五十四種欲界心能生在每一門裡，所有的欲界心都能出現，除了屬於

其他四根門的四雙根識之外。如此，把它們統計時，一切欲界心都能

生起於五門。 

於意門：所有五十五種速行心都能生起於意門。只有二十二種心

不能生起於意門，即：五門轉向、雙五識、兩種領受心、五個色界果

報心及四個無色界果報心。 

離門（dvaravimutta）：這十九種在節九裡列出的心名為「離門」，

這是因為它們所執行的結生、有分、死亡作用並不發生在根門裡，亦

由於它們並不接受任何新的目標，而只緣取前一世最後一個心路過程

的目標（即臨死速行的目標──見節十七）。 

●節十四：依門的數目分類 

在（生起於諸門的心）當中，有三十六種心各自只生起於一門，即：

雙五識、廣大速行與出世間速行。 

三意界生起於五門。 

悅俱推度、確定及欲界速行生起於六門。 

捨俱推度及大果報心生起於六門或離門。 

廣大果報心永遠是離門。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雙五識只生起於相符的根門，廣大速行與出世間速行則只生起於

意門。 

悅俱推度：在五門裡，此心能執行推度與彼所緣的作用；在意門

裡，則只能執行彼所緣的作用。 

確定：在五門裡，此心執行確定的作用；在意門裡，則執行轉向

的作用。 

大果報心：跟兩種捨俱推度心一樣，這八種心能生起於六門為彼

所緣，或離門生起為結生心、有分心與死亡心。 

廣大果報心：這五色界與四無色界果報心只在與它們相符的生存

地生起為結生心、有分心與死亡心。由此它們永遠是離門的。 

●節十五：總結 

三十六種心生起於一門；三種於五門；三十一於六門；十種於六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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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門；九種完全只是離門。如是，以五種方法舉示它們。 

 
所緣之概要 

●節十六：所緣之分析 

於所緣之概要，有六種所緣，即：色所緣、聲所緣、香所緣、味所緣、

觸所緣與法所緣。其中，（顏）色本身是色所緣。同樣地，聲等即是

聲所緣等。但法所緣則有六種：淨色、微細色、心、心所、涅槃與概

念。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所緣之分析：每一心及其相應心所皆必須緣取一個所緣（目標），

因為心本身即是識知目標的活動。在巴利文裡，有兩個字是用來代表

所緣。其一是源自詞根意為「取樂於」的 arammana；另一個是 alambana，

源自意為「鉤住」的詞根。由此，所緣是心及其相應心所取樂或鉤住

的目標。在這一篇裡，作者將會詮釋所緣。隨後他會確定什麼所緣出

現於每一門和離心路過程心。最後，他會再分析每一心的所緣範圍。 

六種所緣：《阿毗達摩論》分析了六種與六門相符的所緣。首五

種都包括在色法裡。（顏）色、聲、香、味四者是屬於「所造色」（upada 

rupa），即依靠四大界而生起的次要色法。觸所緣則是四大界當中的

三界，即：一、地界或堅硬性，通過觸感覺為硬或軟；二、火界，感

覺為熱或冷；三、風界，感覺為支持或壓力。四大界的第四種是水界，

其特相是黏；根據《阿毗達摩論》，水界不能通過觸覺感受到，而只

能通過意門識知。  

法所緣有六種：首五所緣的每一種都能通過以下的三個方式識知：

一、通過各自的根門心路過程；二、通過意門心路過程；三、通過離

心路過程心，即結生、有分與死亡。第六種所緣，即法所緣，完全不

能通過五根門識知；而只能通過意門心路過程或離心路過程心識知。 

法所緣有六種：一、淨色是五種感官裡的根門色法，即眼淨色、

耳淨色等五種淨色。二、微細色包括十六種列於第六章、節六的色法，

水界即是其中之一。三、心（citta）亦是一種法所緣；雖然心能識

知目標，但心本身亦能成為被識知的目標。當知心不能成為自己的目

標，因為心不能識知自己本身；但在某個心流裡的一個心，則能夠識

知在同一個心流裡的其他心，亦能識知其他眾生的心。四、五十二心

所也是法所緣，例如：當人們覺察到自己的感受、思與情緒時。五、

涅槃是有學聖者與阿羅漢意門心路過程的目標。六、概念也是法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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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世俗法，並不是究竟存在之法。 

表 3-2：所緣之概要 

心 所緣（目標） 

眼識 2 現在顏色 

耳識 2 現在聲 

鼻識 2 現在香 

舌識 2 現在味 

身識 2 現在觸 

意界（五門轉向心、 

領受心） 

3 現在五所緣 

三推度心、一生笑心、 

八欲界美果報心 
12 

五十四欲界心、五十二心

所、二十八色 

十二不善心、四欲界美

智不相應善心、四欲界

美智不相應唯作心 

20 
八十一世間心、五十二心

所、二十八色、概念 

四欲界美智相應善心、 

一神通善心 
5 

八十七心（除去阿羅漢道心

與果心）、五十二心所、 

二十八色、涅槃、概念 

四欲界美智相應唯作

心、一神通唯作心、 

意門轉向心 

6 

一切所緣（即：八十九心、

五十二心所、二十八色、 

涅槃、概念） 

無色界第二及第四禪心 
6 
個別是第一與第三無色界禪

心 

十五色界禪心、 

無色界第一及第三禪心 
21 概念 

出世間心 8 涅槃 

 

●節十七：依門分類 

一切眼門心都只以顏色為所緣，而且只屬於現在（的所緣）。同樣地，

聲等是耳門心等的所緣，它們也只屬於現在（的所緣）。 

然而意門心的所緣有六種，而且，根據情況，該所緣可以是屬於現在、

過去、未來，或與時間無關。 

再者，於結生、有分、死亡（三種）離門心，所緣亦有六種。根據情

況，一般上那於前一世已被六門之一識知的所緣，可以是現在或過去

所緣，或是概念。此所緣是業、或業相、或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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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一切眼門心：在眼門心路過程裡，所有屬於該心路過程的心都只

取色所緣為目標。色所緣並非只是眼識的目標；五門轉向心、領受心、

推度心、確定心、速行心及彼所緣也都取同一個色所緣為目標。再者，

這些生起於眼門心路過程的心都只取「色所緣而已」為目標。在該心

路過程裡，它們並不能識知其他目標。 

而且只屬於現在（的所緣）：在此「現在」一詞意為「剎那現在」，

即指所體驗的事物是於當下剎那存在的。由於色法變易的速度比名法

慢，一個色所緣可以保持存在於整個眼門心路過程。其他（四）根門

的所緣亦是如此。（見第四章、節六） 

意門心生起於意門心路過程裡的心能夠識知五所緣，以及一切五門心

路過程無法識知的法所緣。意門心也能識知過去、現在與未來任何一

時的所緣，或是與時間無關的所緣。後者是指涅槃與概念。涅槃是沒

有時間性的，因為其自性（sabhava）並無生、變易（住）與滅；概

念也是沒有時間性的，因為它並沒有自性。 

根據情況：《阿毗達摩義廣釋》解釋：根據該心是欲界速行、神

通速行、其餘廣大速行等等。除了生笑心之外，欲界速行都能取三時

的所緣，以及無時間的所緣。生笑心只取三時的所緣。神通心（見節

十八之【助讀說明】）取三時的所緣，以及無時間的所緣。除了（神

通心和）取過去心為所緣的第二與第四無色禪心之外，其餘的廣大心

都取無時間的所緣（即：概念）。出世間心取無時間的所緣（即：涅

槃）。 

在於離門心等等：離門心是在一世當中執行結生、有分與死亡作

用之心。它們有十九種，即：八欲界大善、五色界、五無色界果報心

及兩個捨俱無因推度心。這種心的目標有六種：過去或現在的五所緣

之一，或是法所緣。在所有三種作用裡，從結生至死亡，該心都只取

同一所緣。該所緣是投生時結生心的目標，在生命過程當中是有分心

的目標，以及在死亡時是死亡心的目標。 

一世當中的離門心必定與前一世最後一個心路過程的目標相同。當人

臨命終時，基於其過去業與當時的情況，某個目標即會呈現於他的最

後一個心路過程。這目標是以下三種之一： 

一、業（kamma）：過去所造的善業或惡業。 

二、業相（kammanimit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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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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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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趣相（gatinimitta）：這即是臨終者下一世將投生的去處。例如：

即將投生至欲界天的人可能會看到天界的宮殿；即將投生至畜生界的

人可能會看到森林或田野；即將投生至地獄的人可能會看到地獄之

火。 

根據情況：《阿毗達摩義廣釋》解釋這片語的意思是：離門心的

目標是根據前一世最後一個心路過程識知該目標時所通過的門而定；

亦視該目標是屬於過去或現在所緣，或是概念；又根據它是業，或業

相，或趣相而定。其解釋如下： 

若是投生至欲界，在前一世臨死速行的階段，被六門之一識知的五所

緣當中任何一個所緣皆可成為業相。這種所緣在新一世的結生和首幾

個有分可以是過去或現在所緣。它有可能是現在所緣，因為在前一世

的臨死速行識知該目標之後，它可能還持續存在於新一世的首幾個心

識剎那；隨後的有分及死亡心所取的目標則必定是過去所緣。 

若前一世的臨死速行所取的目標是法所緣，它則可能是業或業相，以

及是新一世結生、有分與死亡心的過去所緣。若該目標是趣相，它一

般上是色所緣、由意門識知、以及是現在所緣。 

若是投生至色界天，三種離心路過程心的目標是前一世意門臨死速行

所取的法所緣、是概念（於是與時間無關）、以及是屬於業相。投生

至第一和第三無色界天亦是如此。若是投生至第二和第四無色界天，

該目標（即：心）是法所緣、是過去所緣、也是業相。 

一般上：這形容詞是專指無想有情死後投生至他處，因為在色界天的

無想梵天完全沒有心識，所以下一世的離門心根本不能緣取前一世

（生為無想梵天時）所緣取的目標。對於這類有情，依靠在生為無想

梵天之前的過去業，目標會自動呈現於結生、有分與死亡心為業等

等。 

●節十八：依心分類 

在它們當中，眼識等各自取一種所緣，即顏色等。但三意界則能取顏

色等（所有）五所緣。其餘的欲界果報心與生笑心只能取欲界所緣。 

不善（心）和智不相應欲界速行能取一切所緣，除了出世間法。 

智相應欲界善（心）及屬於第五禪的善神通心能取一切所緣，除了阿

羅漢道與果。 

智相應欲界唯作心、唯作神通心及確定心能取一切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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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色（禪心）當中，第二與第四取廣大所緣（即：廣大心）。其餘

所有的廣大心取概念為所緣。出世間心取涅槃為所緣。 

●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三意界：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總稱為三意界；由於它們生起

於所有五門，所以能取顏色等所有五所緣為目標。 

其餘：這些果報心是三種推度心與八大果報心；當生起為彼所緣

時，它們能取呈現於六門的一切欲界所緣。再者，除了悅俱推度心之

外，當這些果報心生起為結生、有分與死亡心時，也能取六種離門所

緣。諸阿羅漢的生笑心也能取所有六種欲界所緣。 

不善心等：由於四道、四果與涅槃九出世間法是非常的清淨及深

奧，所以不善心和智不相應的善與唯作心並不能識知它們。 

欲界善心等：凡夫與有學聖者不能覺察阿羅漢的道心與果心，因

為他們還未證得此二心。凡夫亦不能取有學聖者的道心與果心為所緣。

層次較低的有學聖者則不能取層次較高的道心與果心為所緣。當有學

聖者省察自己的出世間成就時，他們能以智相應欲界善心覺知道心、

果心與涅槃。在道心之前生起的「種姓」也是屬於這些心，它也取涅

槃為所緣（見第九章、節卅四）。 

善神通心：神通是已熟練於五禪者才能獲取的高等智。在聖典中

提及五種世間神通，即：如意通（神變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

通與天眼通（見第九章、節廿一）。這些神通是運用第五禪心而獲得；

於凡夫和有學聖者它是善的；於諸阿羅漢則是唯作的。通過第三種神

通，有學聖者能辨識與他同等級或層次較低的其他聖者的道心與果心，

但不能辨識層次比他高的聖者的道心與果心。阿羅漢道心與果心則完

全超越善神通心的範圍。 

欲界唯作心等等：通過欲界智相應唯作心，阿羅漢能在省察自己

的成就時辨識自己的道心與果心；通過唯作神通心，他能辨識其他聖

者的道心與果心，包括有學聖者與阿羅漢。在五門心路過程裡，確定

能識知所有五所緣；當作為意門轉向心時則能識知所有六所緣。 

於無色（禪心）當中：第二無色禪心取第一無色禪心為所緣；第

四無色禪心取第三無色禪心為所緣。如是此二心取廣大心為所緣。 

其餘所有：色界禪心所取的目標是概念，如：遍處禪心取遍相（見

第一章、節十八至二十之【助讀說明】）、無量禪心取有情概念。 

●節十九：總結 

廿五種心緣取下等所緣；六種緣取廣大（心）；廿一種緣取概念；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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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緣取涅槃。二十種緣取除了出世間法之外的一切所緣；五種緣取一

切所緣，除了較高層次的道與果心；六種緣取一切所緣。如是它們的

組別一共有七。 

●節十九之【助讀說明】 

廿五種心：廿三種欲界果報心、五門轉向心及生笑心只緣取下等

所緣，即：欲界所緣。 

六種緣取廣大（心）：這些是第二與第四無色禪的善、果報與唯

作心。 

廿一種緣取概念：這些是五色禪、第一與第三無色禪的善、果報

與唯作心。 

八種緣取涅槃：這些是四道心與四果心。 

二十種緣取除了出世間法之外：這些是十二不善心，以及智不相

應的四善心與四唯作心。 

五種：這些是四智相應善心與善神通心。 

六種緣取一切所緣：這些是四智相應大唯作心、唯作第五禪神通

心及確定心。 

依處之概要 
●節二十：依處之分析 

於依處之概要，依處有六種，即：眼、耳、鼻、舌、身與心所依處。 

於欲界有這一切。但於色界則沒有鼻、舌與身三依處。於無色界則完

全沒有依處。 

●節二十之【助讀說明】 

依處之分析：於有色法的生存地，心與心所必須依靠依處（vatthu）

而生起。依處是支持心生起的色法。雖然首五依處與首五門（即：五

淨色）相符，但依處與門並不完全一致，因為它對心之生起有不同的

作用。心路過程裡的心與心所通過門而得以和目標接觸；依處則是支

持心與心所生起的色法。 

這項作用上的差別是重要的。在眼門心路過程裡，除了眼識之外，亦

有許多種心以眼淨色為門而生起，但眼淨色只是眼識的依處，而不是

其他也運用眼門的心的依處。關於門，作為結生、有分與死亡的諸心

是「離門」，即是不發生於任何門。然而在有名色法兩者的生存地裡，

沒有任何心是能夠不依靠依處生起的。 

在這一篇裡，作者將先列出諸依處，然後再根據所依靠的依處把諸心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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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依處：根據諸巴利論師，除了以各自淨色為依處的雙五識之

外，心臟是一切心的依處色。《阿毗達摩論》並沒有明確地提到心所

依處。《阿毗達摩論》中的最後一部──《發趣論》也只是說：「依靠

該色，意界及意識界得以生起。」（I,4）。然而，諸註疏隨後則確定

那「該色」為心所依處，是心臟裡的心室（的血）。  

於欲界等：於欲生存地有一切六依處，除了天生瞎眼或耳聾者。

於色界天則無鼻、舌、身三依處，由於這三門的體驗比其他二門（眼

與耳）較為粗，所以不包括在這高層次的生存地裡。諸論師說該地的

有情也擁有這些感官的外形，但並沒有淨色，因此不能作為嗅、嚐及

觸的依處，所以這些感受也就不能發生於色界天。於無色界天則完全

沒有依處，因為一切的依處都是由色法組成。 

●節廿一：依心分類 

於此，五識界完全以五淨色為各自的依處而轉起（發生）。但意界，

即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則依靠心臟而轉起。其餘的也是如此

依靠心臟而轉起，即屬於意識界的推度心、大果報心、兩種瞋相應心、

初道心、生笑心、色界心。（3+3+8+2+1+ 1+15=33） 

其餘的心，無論是善、不善、唯作或出世間，都可依靠或不依靠心所

依處。（12+10+13+7=42）無色果報心則不依靠心所依處。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五識界等：在《阿毗達摩論》裡，所有八十九心被分為七種識界，

如下： 

表 3-3：七識界 

界 心 

眼識界 眼識 2 

耳識界 耳識 2 

鼻識界 鼻識 2 

舌識界 舌識 2 

身識界 身識 2 

意界 五門轉向心、領受心 3 

意識界 其餘的一切心 76 

 

名為「意界」的三種心只是非常粗淺地識知目標：因為五門轉向

心面對完全陌生的目標，而且是隨著擁有不同依處的心之後生起；至

於兩種領受心則是因為它們隨著擁有不同依處的心之後生起。五識界

則稍微強些，因為它們直接地看、聽、嗅、嚐或觸目標；但還是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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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因為它們是夾在兩個擁有與它們不同依處的心之間。歸納於「意

識界」的諸心能更完整與清晰地識知目標，因為在它們前後的心都與

它們擁有相同的依處。 

但意界，即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則依靠心臟而轉：列於

這組的三十三心不能生起於無色界天，而只生起於有色法之地。因此

它們必定受到心所依處支助。瞋相應心不會在色界天生起，因為鎮伏

瞋恨是證得禪那的先決條件。須陀洹初道心不能在無色界天裡生起，

因為它必須依靠聽聞佛法（才能生起），所以必須有耳根。至於生笑

心則當然必須有身體才能顯現微笑。 

其餘：這些心是：十不善心（除去兩個瞋相應心）、八大善心、

八大唯作心、四無色善心、四無色唯作心、七出世間心（除去初道心）

及意門轉向心，一共有四十二心。當這些心生起於有色法之地時（即：

欲地與色地），它們必須依靠心所依處生起；當生起於無色地時則不

須依靠心所依處。無色果報心只能生起於無色地，所以不須依靠任何

依處。關於三地，見第五章、節三至七。 

●節廿二：總結 

當知欲地之七（識）界依靠六依處；色地四（識）界依靠三依處；無

色地一（識）界不依靠任何依處。 

四十三（種心）依靠一依處生起；四十二依靠一依處或不依靠依處生

起。無色果報心不依靠依處生起。 

●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於欲地等：在欲地裡，五識界依靠各自的依處生起，意界及意識

界則依靠心所依處生起。於色地則沒有鼻、舌、身三處及與它們相符

的識界。於無色地則只有意識界，且沒有依處。 

 

第四章：心路過程之概要 
●節一：序文 

說畢殊勝的心生起之概要，我當依界依人與前後簡略地解說心發生的

次序，包括結生與轉起。 

●節一之【助讀說明】 

我當簡略地解說等等：在上一章裡，作者已依受、因、作用等把

諸心與心所分類。在此章與下一章裡，他將解說諸心在生命過程中活

躍的一面。這一章探究發生在心路過程（cittavithi）裡的心；於下

一章則探究發生在心路過程之外的心，即：結生、有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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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這一片語的意思是：在任何心路過程裡，以及在之前與隨

後的過程裡，諸心都是依照自然定法的次序生起。 

列舉類別 
●節二：六個六 

於心路過程之概要，當知各有六支的六組： 

一、六依處；二、六門；三、六所緣； 

四、六識；五、六種心路過程；六、所緣的六種呈現方式。 

所緣對離心路過程心的呈現方式有三種，即：業、業相與趣相。其中

的依處、門及所緣則如前（一章）所述。 

●節三：六識 

這六識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與意識。 

●節四：六種心路過程 

依門而分的六種心路過程是： 

一、與眼門相關的心路過程；二、與耳門相關的心路過程； 

三、與鼻門相關的心路過程；四、與舌門相關的心路過程； 

五、與身門相關的心路過程；六、與意門相關的心路過程。 

或者，依識而分的六種心路過程是： 

一、與眼識相關的心路過程；二、與耳識相關的心路過程； 

三、與鼻識相關的心路過程；四、與舌識相關的心路過程； 

五、與身識相關的心路過程；六、與意識相關的心路過程。 

依門的心路過程應與依識的（相符心路過程）配合。 

●節四之【助讀說明】 

六種心路過程：直譯巴利文 vithi 是「路」，但在此則意為「過

程」。當諸心於根門 或意門生起以識知目標時，它們不會雜亂無章或

單獨地生起，而是在一系列不同的識知過程階段，依照有條有理的次

序一個接著一個地生起。這次序名為「心之定法」（cittaniyama）。 

心路過程必須具足一切所須的因緣條件才能發生。根據註疏，每一種

心路過程所須的因緣條件如下： 

於眼門心路過程： 

(1) 眼淨色、(2)色所緣、 (3) 光（aloka）、(4) 作意。 

於耳門心路過程： 

(1) 耳淨色、(2) 聲所緣、(3) 空間（akasa）、(4) 作意。 

於鼻門心路過程： 

(1) 鼻淨色、(2) 香所緣、(3) 風界、(4) 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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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舌門心路過程： 

(1) 舌淨色、(2) 味所緣、(3)水界、(4) 作意。 

於身門心路過程： 

(1) 身淨色、(2) 觸所緣、(3) 地界、(4) 作意。 

於意門心路過程： 

(1) 心所依處、(2) 法所緣、(3) 有分。 

 

為了方便，六種心路過程可以分為兩組：一、五門心路過程，這包括

發生於五根門的五種心路過程；二、意門心路過程，這包括一切只發

生於意門的心路過程。由於五門心路過程也（必須）經由有分而生起，

所以有時它們也稱為「混合心路過程」，因為它們涉及了意門與根門。

只在意門裡發生的心路過程則稱「純意門心路過程」，因為它們沒有

通過根門，而只通過有分生起。如隨後可見，雖然首五種心路過程通

過不同的根門發生，但它們都依照同一個次序。第六種（即：意門）

心路過程則包括了多種不同的過程，唯一的共同點是它們都不依靠五

根門生起。 

●節五：所緣的六種呈現方式 

當知所緣的六種呈現方式是： 

一、於五根門，它是極大、大、微細、極微細。 

二、於意門，它是清晰及不清晰。 

●節五之【助讀說明】 

所緣：巴利文 visayappavatti 意為所緣（目標）在六門之一呈

現於心識，或所緣呈現時的諸心活動。所緣的六種呈現方式可分別為

在五根門的四種，即極大、大、微細、極微細，以及在意門的清晰與

不清晰。  

在此所用的「大」（maha）及「微細」（paritta）並不是指所緣的體

積，而是指它給予心的撞擊力。即使巨大或粗顯色所緣呈現於眼門，

但若眼淨色很弱，或所緣在眼淨色的高峰期已過才撞擊它，或光線很

暗，該所緣即不能給予清楚的印象，因而是屬於微細或極微細所緣。

反之，若細小的所緣在眼淨色的高峰期撞擊它、眼淨色很強、光線又

亮，如是該所緣即能給予清楚的印象，因而是屬於大或極大所緣。 

因此「大所緣」和「微細所緣」等並不是指所緣的體積，而是指從所

緣呈現於根門的那一刻起，直至停止呈現期間，有多少個心路過程心

生起。對於呈現於意門心路過程的清晰及不清晰所緣的分別亦依據相



59 
 

同的原則。 

 

五門心路過程 
●節六：極大所緣 

表 4-1：極大所緣的眼門心路過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心路過程  

有
分
流 

過
去
有
分 

有
分
波
動 

有
分
斷 

五
門
轉
向 

眼
識 

領
受 

推
度 

確
定 

速
行 

速
行 

速
行 

速
行 

速
行 

速
行 

速
行 

彼
所
緣 

彼
所
緣 
有
分
流 

如何（決定所緣呈現的強度）？一心識剎那有三個小剎那：生、住及

滅。色法的壽命是十七個心識剎那。五所緣在一個或幾個心識剎那過

去之後，在住時呈現於五根門。 

如是，若色所緣在經過一個心識剎那之後（1）呈現於眼門，有分波

動了兩個心識剎那後即中斷（2-3）。隨後轉向於取同一個所緣的五門

轉向心生起與壞滅（4）。緊接著依照次序生滅的是看該色所緣的眼識

（5）、領受它的領受心（6）、推度它的推度心（7）、確定它的確定心

（8）。隨後任何一個具足因緣的二十九欲界速行心即會生起，一般上

是七個心識剎那（9-15）。在速行之後，兩個彼所緣（16-17）則依照

情況生起。過後即沉入有分裡。至此十七心識過程已完畢，即：十四

心路過程心、兩個有分波動及一個已過去的（有分）心識剎那。過後

該所緣即滅盡。這所緣即名為「極大」。 

●節六之【助讀說明】 

色法：在《阿毗達摩論》裡，一個心的壽命名為一個心識剎那。

這時間單位是非常短暫的；根據諸論師，在閃電間或眨眼間，即有數

十億個心識剎那過去了。雖然它極其短暫，但每個心識剎那還可以再

分為三個小剎那，即：生時（uppada）、住時（thiti）及滅時（bhanga）。

在每一個心識剎那裡，一個心生起，執行其剎那間的作用，隨後即壞

滅，而供給下一心生起的因緣條件。如是，依心識剎那次序，心流持

續不斷地發生，即如河水之流一般。 

有些論師，例如阿難陀尊者（《阿毗達摩初疏鈔》的作者），則不接受

名法有「住時小剎那」，舉出《雙論》中的「心雙」一章只提及心的

生時與滅時，而沒有提及住時。然而阿耨樓陀尊者並不支持這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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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其著作的諸論師也都不支持該觀點。《阿毗達摩義廣釋》指出「住

時小剎那」是諸法生時與滅時之間的階段，其時該法「面對自己的壞

滅」。列迪長老認為住時是生與滅兩個階段的中間點，就譬如把一塊

石頭拋上空中，它必須有一個（停止的）剎那，然後才開始掉下來。

他也說住時可以包括法的生時與滅時之外的整個壽命。許多論師認為

佛陀在《增支部》裡所說的：「緣生法有三相，即：生、滅、及住立

的變易」已暗示了有住時。在此，他們認為「住立的變易」即是指住

時。 

色法也經過生、住、滅三時，但這三時所佔的時間是等於十七個心生

滅的時間。名法與色法的生時和滅時的時間都是一樣長短，但色法的

住時則等於名法的四十九個小剎那。  

五所緣……在住時呈現於五根門：色所緣等五所緣都是色法，所

以能夠維持十七個心識剎那。由於它們在生起的小剎那還很弱，所以

只有在住時才能呈現於五根門。 

如是，若色所緣：當沒有活躍的心路過程發生時，屬於同一種心

的有分心流即會不斷地發生，且只取同一個目標，也即是前一世最後

一串速行（臨死速行）的目標，此目標是業、或業相、或趣相。在五

所緣之一呈現於根門的當下，一個有分心已過去了，此心名為「過去

有分」。隨後有兩個由於該目標的撞擊力而波動，第二個中斷了有分

流。在疏鈔裡，這兩個（有分心）被分別為「有分波動」與「有分斷」。

之後，在五門轉向心生起的那一剎那，心流即已從「離路的階段」出

來，而進入心路過程。 

二十九種欲界速行心：它們是十二不善心、八大善心、八大唯作

心及唯作生笑心。 

這所緣即名為「極大」：在取極大所緣為目標的心路過程裡，所

緣的生起與過去有分的生起同時發生。由於五所緣與淨色的壽命都是

十七個心識剎那，它們兩者與第二個彼所緣同時滅盡。如是，這種心

路過程進行了整整十七個心識剎那，而其中從五門轉向心起始的十四

心是真正的心路過程心。這種心路過程名為「彼所緣時分」，即結束

於彼所緣的過程。 

心路過程與「六個六」之間的關係可以如下理解。當色所緣撞擊眼淨

色時，在眼處的支助之下，眼識即生起，取該撞擊眼淨色的色所緣為

目標。對於眼識，眼淨色是它的依處及門，色所緣是它的目標。在該

心路過程裡的其他心──五門轉向心、領受心、推度心、確定心、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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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彼所緣──是屬於意識。它們也取同一個色所緣為目標，以眼淨

色為門，但依靠心所依處而生起。對於該過程裡所有的心，有分也是

它們的門，因為整個心路過程是從有分出起的。 如是所有的五門心

路過程皆有二門，即個別的根門和共用的意門或有分。由於它特別地

在眼門生起，所以稱它為「眼門心路過程」，而由於特別地擁有眼識，

所以稱它為「眼識心路過程」。由於它的目標是極大所緣，撞擊根門

之後只有一個（有分）心識剎那過去，所以稱之為「極大所緣的心路

過程」。對於其他的根門心路過程亦可如此理解，只需把「眼識」換

成各自的根識 ，如：耳識等。 

古代阿毗達摩論師以芒果的比喻來形容心路過程。 有個人蓋著頭睡

在芒果樹下。其時有粒熟了的芒果掉下撞在地上，其聲吵到他的耳朵

裡。被聲音吵醒之後，他張開眼看，伸手取該果，捏一捏及嗅一嗅它。

然後把它給吃了，吞下及回味它的味道。過後再倒回去睡覺。 

在此，那人睡在芒果樹下就有如有分流。芒果掉下撞在地上，其聲吵

到他的耳朵則有如所緣撞擊根門，如：眼門。被聲音吵醒即有如五門

轉向心轉向所緣。張開眼看即有如眼識執行看的作用。伸手取該芒果

有如領受心領受所緣。捏一捏芒果有如推度心在推度所緣。嗅一嗅它

則有如確定心在確定所緣。吃芒果即有如速行在體驗所緣的滋味。吞

下及回味它的味道有如彼所緣取速行的所緣為所緣。那人過後再倒回

去睡覺則有如再沉入有分。 

應注意整個心路過程的發生是毫無自我的，沒有所謂在其背後的永恆

體驗者，或內在控制者，或在心路過程之外的「識知者」。剎那生滅

的諸心本身已完成了一切識知應有的作用，而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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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定法」生

起。它依靠各種不同的緣生起，這包括前生心、所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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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為

下一心的緣。 

●節七：大所緣 

當所緣在（兩三個有分心）過去之後呈現於根（門），而不能支持到

彼所緣生起，該所緣即名為「大」。在這情形，速行結束之後即沉入

有分，彼所緣則沒有生起。 

●節七之【助讀說明】 

當所緣……該所緣即名為「大」：對於這種心路過程，所緣生起

直至它的撞擊力令到有分心波動的期間，已有兩三個過去有分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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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所緣及根門只能維持十七個心識剎那，這過程沒有充足的時間

以令彼所緣生起；即使過去有分只是兩個，彼所緣也不能生起，因為

彼所緣必須在連續生起兩次，或完全沒有生起。 

當過去有分有兩個時，還有另外十五心可以在該所緣的壽命期裡生起。

在這種情形之下，該所緣及根門（淨色）兩者皆與速行之後的第一個

有分心同時滅盡。當過去有分有三個時，還有另外十四心可以在該所

緣的壽命期裡生起。在這種情形之下，該所緣及根門（淨色）兩者皆

與最後一個速行心同時滅盡。這種心路過程亦名為「速行時分」，即

結束於速行的心路過程。 

●節八：微細所緣 

當所緣在（四至九個有分心）過去之後呈現於根（門），而不能支持

到速行生起，該所緣即名為「微細」。在這情形之下，即使速行也都

不能生起，但確定發生兩或三次，過後即沉入有分。 

●節八之【助讀說明】 

當所緣……該所緣即名為「微細」：對於微細所緣的心路過程，

有四至九個過去有分先已過去，而沒有速行能夠生起。確定心將發生

兩次或三次，隨後心路過程即沉入有分。依據過去有分的數目，微細

所緣的心路過程有六種。這種心路過程亦名為「確定時分」，即結束

於確定的心路過程。 

表 4-2：不同所緣強度的眼門心路過程 

 所緣 之前 所緣的壽命（十七心識剎那） 之後 

1 極大 有分 (1)過-波-斷-五-眼-領-推-確-(7)速-(2)彼 有分 

2 
大 

有分 (2)過-波-斷-五-眼-領-推-確-(7)速-有分 有分 

3 有分 (3)過-波-斷-五-眼-領-推-確-(7)速 有分 

4 

微
細 

有分 (4)過-波-斷-五-眼-領-推-(3)確-(4)有分 有分 

5 有分 (5)過-波-斷-五-眼-領-推-(3)確-(3)有分 有分 

6 有分 (6)過-波-斷-五-眼-領-推-(3)確-(2)有分 有分 

7 有分 (7)過-波-斷-五-眼-領-推-(3)確-(1)有分 有分 

8 有分 (8)過-波-斷-五-眼-領-推-(3)確 有分 

9 有分 (9)過-波-斷-五-眼-領-推-(2)確 有分 

10 

極
微
細 

有分 (10)過-(2)波-(5)有分 有分 

11 有分 (11)過-(2)波-(4)有分 有分 

12 有分 (12)過-(2)波-(3)有分 有分 

13 有分 (13)過-(2)波-(2)有分 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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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分 (14)過-(2)波-(1)有分 有分 

15 有分 (15)過-(2)波 有分 

註：過 =過去有分  波=有分波動   斷=有分斷  五=五門轉向心 

眼=眼識  領=領受心   推=推度心  確=確定心  速=速行心   彼=彼所緣 

( )裡的數目是指生起的次數，例如：(7)速 = 七個速行心。 

對於五門裡的耳門等心路過程，只須把「眼識」換成相符的「耳識」等。在五門

的每一門都可以產生上述十五種過程，所以在五門裡一共有七十五種過程。 

●節九：極微細所緣 

當所緣在（十至十五個有分心）過去之後呈現於根（門），由於它是

在壞滅的邊緣，所以不能支持到確定生起，該所緣即名為「極微細」。

在這情形，只有有分波動，而心路過程則完全沒有生起。 

●節九之【助讀說明】 

當所緣……該所緣即名為「極微細」：當所緣是極微細所緣時，

沒有心路過程心能夠生起，而只有有分波動。在該所緣的十七個心識

剎那的壽命期裡，有十至十五個心識剎那被過去有分所佔，兩個是有

分波動，剩餘的是波動過後的有分。這類過程有六種，名為「無效時

分」，即無效的過程。 

●節十：所緣的呈現方式 

與眼門相同，於耳門等亦是如此。如是當知於一切五門皆有四種所緣

呈現的方式；依次序，這四種方式名為：一、彼所緣時分；二、速行

時分；三、確定時分；四、無效時分。 

●節十之【助讀說明】 

如是當知於一切五門等：若把這四種過程再分類，則一共有十五

種根門心路過程。由於每一種都可以發生於所有的五根門，因此一共

有七十五種根門心路過程。（見圖表 4-2） 

●節十一：總結 

心路過程心一共有七種及生起十四次。詳說則於五門有五十四種心。 

●節十一之【助讀說明】 

心路過程心一共有七種等：這七種心路過程心是五門轉向心、根

識（五識之一）、領受心、推度心、確定心、速行心及彼所緣。生起

十四次則是計算速行七次及彼所緣兩次（其他的各是一次）。發生於

五門心路過程的五十四心是所有的欲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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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門心路過程 
●節十二：有限速行心路過程 

當清晰所緣呈現於意門，有分波動、意門轉向、速行及在速行之後的

彼所緣即會轉起。隨後即再次沉入有分。 

對於不清晰所緣，在速行之後即沉入有分，彼所緣沒有生起。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意門心路過程：當心路過程發生於五門的任何一門時，事實上是

涉及了兩門，即根門與意門。稱為意門心路過程的是純粹只發生於意

門的心路過程，完全沒有涉及根門。為了使它更明確化，也稱之為「純

意門心路過程」。 

意門心路過程包括了在節十二至十三所述的欲界或「有限心路過程」，

以及在節十四至十六所述的廣大與出世間心路過程。 

有限或欲界意門心路過程本身有兩揰：一、隨五門心路過程之後

生起的隨起意門心路過程；二、獨立的心路過程。 

（一）鼓只受到棍敲擊一次即會傳出一陣陣的回響，如是當五根門只

受到五所緣撞擊一次，而在五門心路過程停止之後，過去所緣即會呈

現於意門，引發了許多意門心路過程。由於這些心路過程是隨五門心

路過程之後生起，它們稱為「隨起心路過程」。依據隨五種根門心路

過程之後生起，它們可分為五種。 

列迪長老解釋：明確地識知所緣是發生於這些隨起心路過程；在純五

門心路過程裡並沒有如此明確地識知所緣。例如，在眼門心路過程之

後，首先生起的是「彼隨起意門心路過程」，再次緣取根門心路過程

剛剛識知的所緣。隨後依次生起的各個心路過程則整體地識知該所緣、

識知所緣的顏色、領會所緣的實體、識知所緣的實體、領會所緣的名

稱、以及識知所緣的名稱。 

「整體地識知該所緣的心路過程」是（第二個）意門心路過程，它整

體地識知已重複地被前兩個過程（即根門及彼隨起心路過程）識知的

所緣。這過程執行組合的作用，把對所緣片段的感覺組成一體，有如

把旋轉的火炬看成一圈火光。只有在這發生之後才有可能識知顏色。

當識知顏色發生時，人們就會識知它為「藍色」等等。當識知實體發

生時，人們識知實體或形狀。當識知名稱發生時，人們識知（所緣的）

名稱。因此，列迪長老認為，只有在識知（所緣的）個別特徵時，人

們知道：「我看到這或那特徵。」 

（二）當六所緣的任何一個直接呈現於意門，而不是在五門心路過程



65 
 

之後發生時，「獨立意門心路過程」即會生起。可能有人會質問所緣

如何能夠不依靠五根，而直接呈現於意門。列迪長老舉出幾個來源：

從以前直接體驗的，或從以前直接體驗的再加以推測；從以前聽來的，

或從聽來的再加以推測；由於相信、觀念、推理或省思之後所接受的

見解；通過業力、神通力、身體不調、天神的影響、觀照、覺悟等等。

他解釋：如果有人只是清晰地體驗某種目標一次，即使是過了一百年

之後，緣於該目標，在條件具足時也有可能令到有分心波動。已受到

過往體驗滋養的心是非常易於再受到它們的影響。當它遇到五所緣的

任何一個時，該所緣都可能觸發一連串心流，而識知上千個過去所體

驗的目標。 

不斷受到這些因緣刺激的心流，時時刻刻都在尋求機會自有分心中出

起，以清楚地識知目標。因此，有分心裡的作意心所不斷地令到有分

心波動，以及不斷地把心轉向由於因緣已具足而呈現的目標。列迪長

老解釋，即使有分心已有自己的目標，它還是傾向於緣取其他目標。

由於有分心不斷地「蠢蠢欲動」，當某個目標基於其他因緣而足夠明

顯時，它即會把心流從有分心中拉出來，而呈現於意門心路過程。 

獨立的意門心路過程可分為六種：根據以前直接體驗的、根據以

前直接體驗的再加以推測、根據聽來的、根據聽來的再加以推測、根

據所識知的、根據所識知的再加以推測的心路過程。在此，「所識知

的」包括了相信、觀念、觀照與覺悟；「從所識知的再加以推測」包

括通過歸納或推理而得來的結論。 

當清晰所緣呈現等等：在欲界裡有兩種意門心路過程，它們之間

的差別在於目標的強度。對於取清晰所緣為目標的心路過程，當所緣

呈現於意門時，有分波動（兩次）之後即停止。然後意門轉向心轉向

該所緣，繼而有七個速行及兩個彼所緣生起，而後心路過程再度沉入

有分。這是指在欲地的有情；於色界天及無色界天的有情，即使是對

特別清晰的所緣，彼所緣也不會生起。（見節十九至二十） 

對於不清晰所緣：對於取不清晰所緣為目標的心路過程，不論在

什麼情況之下，彼所緣都不會生起。 

列迪長老認為，對於取不清晰所緣的心路過程，於速行之後沉入有分

應是最長的過程。然而，他認為，當所緣是不清晰時，也有在意門轉

向心發生兩三次之後即結束的過程；而且只有有分波動的過程也可能

發生。因為對於純意門心路過程，有無數次目標呈現於意門時只令到

有分波動兩三下，過後該波動即停止，而沒有真正的心路過程心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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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根據列迪長老，對於意門，所緣的呈現方式亦有四種。結束於

彼所緣的可稱為「極清晰的呈現方式」；結束於速行的可稱為「清晰

的呈現方式」；結束於意門轉向心的可稱為「不清晰的呈現方式」；而

只有有分波動的則可稱為「極不清晰的呈現方式」。呈現的清晰程度

是依據目標有多明顯或心的力量幾強。因為即使當心很弱時，很明顯

的目標也能夠清晰地呈現；再者，即使目標很微細深奧，強勁的心還

是能夠清楚地識知它。 

表 4-3：有限速行意門心路過程 

所緣 之前 心路過程 之後 

清晰 有分流 波-斷-意-(7)速-(2)彼 有分流 

不清晰 有分流 波-斷-意-(7)速 有分流 

 註：意=意門轉向心。其他的與圖表 4-2 相同。 

●節十三：總結 

於該心路過程有三種心，心生起則十次。於此詳細解釋則有四十一

心。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三種心等等：該三種心路過程心是意門轉向心、速行及彼所緣。

心生起十次是意門轉向一次、速行七次、彼所緣兩次。在此的四十一

心包括除了雙五識、五門轉向心與兩個領受心之外的一切欲界心。發

生於此的三種推度心的作用是彼所緣；確定的作用則是意門轉向。 

 

安止速行意門心路過程 

●節十四：安止心路過程 

於安止速行時分，並沒有清晰與不清晰（所緣）之分。同樣地，彼所

緣也不會生起。於此（安止心路過程），八欲界智相應速行的任何一

個生滅四或三次，順次是遍作、近行、隨順及（更改）種姓。一旦它

們滅盡，依情況是第五或第四剎那，二十六種廣大或出世間心的其中

一個，會即刻如心所願而進入安止心路過程。隨後，在安止的末端即

會再沉入有分。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安止（appana）：巴利文 appana 原本是指受到高度提昇的「尋心

所」（vitakka）；它把相應名法深深地投入於目標裡，致使它們安止

於其中。雖然在超越初禪之後即不再有尋，但由於入禪之心已一境專

注於其目標，因此「安止」一詞亦包括一切屬於色界、無色界及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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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禪那定。 

並沒有清晰與不清晰（所緣）之分：於安止並沒有這種區分，因

為只有在很清晰地覺知目標時，才有可能證得禪那定（安止）。 

於此，八欲界智相應速行的任何一個生滅四或三次：當禪修者即

將證得禪那、道或果時，首先會生起意門轉向心。然後在同一個安止

心路過程裡，於安止速行之前，會有一系列的欲界速行依次生起，把

心從欲界導向安止。於凡夫或有學聖者，這些速行將是四種欲界智相

應善心之一；於阿羅漢，則是四種欲界智相應唯作心之一。 

順次是遍作、近行、隨順及種姓：於鈍根者，這些基礎速行生起

四次，每次都執行不同的基礎作用。第一個剎那名為「遍作」或「預

作」，因為它準備心流證入安止定。下一個剎那名為「近行」（upacara），

因為它已接近安止。第三個剎那名為「隨順」（anuloma），因為它順

從在它之前的心，以及在它之後的安止。第四個剎那名為（更改）「種

姓」（gotrabhu）：於禪那定，它因超越欲界以登上廣大心種姓而得其

名；於初道定，它名為種姓是因為它是從凡夫種姓進入聖者種姓的轉

變點；對於進入更高層次道果的轉變點，則隱喻式地稱它為（更改）

「種姓」，但有時亦另稱它為「淨化」（vodana）。  

於根器利者，則少了「遍作」剎那，如是於安止之前只有三個欲界速

行生起。 

表 4-4：安止速行心路過程 

初

次

證

得 

禪修者 之前 心路過程 之後 

禪

那 

鈍根者 有分流 波-斷-意-遍-近-隨-種-禪那 有分流 

利根者 有分流 波-斷-意-近-隨-種-禪那 有分流 

道

果 

鈍根者 有分流 波-斷-意-遍-近-隨-種-道-(2)果 有分流 

利根者 有分流 波-斷-意-近-隨-種-道-(3)果 有分流 

註：波=有分波動   斷= 有分斷  意=意門轉向 

遍=遍作  近=近行   隨=隨順  種=種姓 

一旦它們滅盡等等：在種姓心之後，於利根者的第四速行，或鈍

根者的第五速行，即刻生起了第一個屬於安止層次的速行心。此心可

以是色界五善五唯作心之一，也可以是無色界四善四唯作心之一，或

是四道四果心之一。如是一共有二十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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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在安止心路過程裡，是可以有不同的速行心，甚至屬於不同界（在

道果心路過程裡則更能緣取不同的目標），而所有在（同一個）欲界

心路過程裡的速行心都是同一種心。 

如心所願：這是指所生起的安止心是受到禪修者的心願所決定。

若他希望證獲初禪，他即會把自心導向於證獲該禪那地修習止禪

（samatha），對於更高層次的禪那亦是如此。若禪修者所願的是達到

道果，他即會把自心導向於證獲該道果地修習觀禪（vipassana）。 

在安止的末端：在安止結束之後就會即刻沉入有分，不會有彼所

緣生起。 

●節十五：安止當中的關係 

其中，在悅俱速行之後，即刻生起的安止亦是悅俱；在捨俱速行之後，

即刻生起的安止亦是捨俱。 

亦於其中，在善速行之後，以善速行或首三果心之一生起安止。在唯

作速行之後，以唯作速行或阿羅漢果心生起安止。 

●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這段內文的目的是：確定安止心路過程當中的基礎心與安止心之

間的關係。下文諸偈將會對這段內文所述及的原則提供詳細的解釋。 

●節十六：總結 

在悅俱善心之後，三十二（種安止速行）能生起。在捨俱（善心）之

後，十二（種安止速行能生起）。在悅俱唯作心之後，八種能生起。

在捨俱（唯作心）之後，六種能生起。 

對於凡夫與有學聖者，安止發生於欲界三因善心之後。對於離欲者（即：

阿羅漢），安止發生於欲界三因唯作心之後。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在悅俱善心之後等等：於凡夫與有學聖者，在兩種悅俱智相應欲

界善心其中之一執行基礎作用之後，有三十二種心可以生起為安止速

行（禪那速行），即：首四禪（樂俱）廣大善心、屬於首四禪層次的

四道與首三果心。（4+16+12=32） 

在捨俱（善心）之後等等：亦於凡夫與有學聖者，在兩種捨俱智

相應欲界善心其中之一執行基礎作用之後，有十二種心可以生起為安

止速行（禪那速行），即：色界第五禪善心、四無色禪善心、屬於第

五禪的四道與首三果心。（1+4+4+3=12） 

在悅俱唯作心之後等等：只於阿羅漢，在兩種悅俱智相應欲界唯

作心其中之一執行基礎作用之後，有八種心可以生起為安止速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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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四禪廣大唯作心與屬於首四禪層次的阿羅漢果心。（4+4=8） 

在捨俱（唯作心）之後等等：於阿羅漢，在兩種捨俱智相應欲界

唯作心其中之一執行基礎作用之後，有六種心可以生起為安止速行，

即：屬於第五禪的五種廣大唯作心及阿羅漢果心。（5+1=6） 

對於凡夫與有學聖者等等：對於凡夫及已證得首三道果的有學聖

者，在四種欲界智相應善心其中之一生起之後，上述的四十四種安止

心（32+12=44）之一可以生起。對於阿羅漢，在四種欲界智相應唯作

心其中之一生起之後，上述的十四種安止心（8+6=14）之一可以生起。 

 

彼所緣之定法 
●節十七：彼所緣之分析 

於此，在一切情況之下，當所緣是不可喜時，（所生起的）五識、領

受、推度與彼所緣皆是不善果報心。當所緣是可喜時，它們則是善果

報心。若所緣是極可喜，推度與彼所緣則是悅俱。 

另者，關於這點，在悅俱唯作速行之末，生起的彼所緣也是悅俱。在

捨俱唯作速行之末，生起的彼所緣也是捨俱。 

●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當所緣是不可喜時等等：所緣可以分為三組：不可喜（anittha）、

中等可喜（itthamajjhatta 或 ittha 可喜）與極可喜（ati-ittha）。

可喜所緣有兩種，然而不可喜所緣則只有一種。 

根據《阿毗達摩論》，所緣本質的差異是在於所緣本身的自性，不會

由於體驗者的性格或偏愛而變更。註解《分別論》的《迷惑冰消》提

出，當人們把可喜所緣視為不可喜，或把不可喜所緣視為可喜時，那

是因為他的「顛倒想」才會如此。無論如何，該所緣皆依本身自性而

屬於可喜或不可喜，完全與體驗者的偏愛無關。《迷惑冰消》再指出，

可以根據「中等有情」去區別所緣的自性是可喜還是不可喜：「可根

據中等（的人，如）會計師、政府公務員、議員、地主及商人對所緣

感到可喜或不可喜來區別它。」  

人們會體驗到不可喜、可喜或極可喜所緣是由自己的過去業所決定。

如是所遇到的目標提供過去業成熟的因緣，而生起為果報心。該果報

心自動地會與該所緣的自性相符，完全沒有刻意造作，即有如鏡中的

臉影與真正的面容相符一致。 

由於不善業成熟，人們遇到不可喜所緣，以及生起識知該所緣的不善

果報心。在此，根識、領受、推度與彼所緣肯定是不善果報心。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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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俱身識之外，它們都是捨俱。 

反之，由於善業成熟，人們遇到中等可喜或極可喜所緣，以及生起識

知該所緣的善果報心。在此，根識、領受、推度與彼所緣四種果報心

肯定是善果報心。除了樂俱身識、體驗極可喜所緣的悅俱推度與悅俱

彼所緣之外，它們都是捨俱。 

當目標是不可喜所緣時，執行彼所緣作用的肯定是不善果報推度心。

對於中等可喜所緣，執行彼所緣作用的是捨俱善果報推度心或四種捨

俱大果報心之一。對於極可喜所緣，執行彼所緣作用的是悅俱善果報

推度心或四種悅俱大果報心之一。 

應注意果報心是由所緣的自性決定，但速行心則不是如此，而能依照

體驗者的性格及內心傾向變易。即使當目標是極可喜所緣，速行也可

能是捨俱善心或捨俱不善心；例如：在見到佛陀時，多疑者心中可能

會生起疑相應（不善）心；而在見到美女時，禪修的比丘心中可能會

生起捨俱智相應善心。甚至可能對極可喜所緣生起憂俱瞋恚相應心。

再者，對不可喜所緣，也有可能生起一般上是遇到可喜所緣才生起的

速行。所以，受虐待狂能夠在遭受身體苦楚時生起悅俱貪根心；而禪

修的比丘能以悅俱智相應善心觀想腐爛的死屍。 

另者，關於這點等等：這段指出並不是只有果報心與所緣相符，

而是阿羅漢的欲界唯作速行心也是如此。當阿羅漢體驗極可喜所緣時，

其速行心是四種悅俱唯作心之一，而彼所緣則是五種悅俱果報心之一

（該五心是四個悅俱大果報心及一個悅俱推度心）。當他體驗不可喜

或中等可喜所緣時，生起的速行是捨俱，而其彼所緣則是六種捨俱果

報心之一（該六心是四個捨俱大果報心及兩個捨俱推度心）。 

列迪長老指出，上述對所緣和阿羅漢唯作速行之間關係的解釋，只是

針對速行是自然（而不是造作）的情況之下生起時而言。在適當的作

意之下，面對極可喜所緣時，阿羅漢也能夠激起捨俱唯作心，以及面

對不可喜所緣時，激起悅俱唯作心。對於該見解，列迪長老引用以下

《中部‧根修習經》的經文加以證明其正確性： 

「於此，阿難，當比丘以眼看顏色，其時生起了可喜的、生起了

不可喜的、生起了可喜亦不可喜的。若他願意，他能安住於體驗

可厭的為不可厭……若他願意，他能遠離可厭與不可厭兩者，而

安住於捨、念與明覺。」 

●節十八：額外有分 

但在憂俱速行之末，生起的彼所緣或有分都是捨俱的。所以，對於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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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是悅俱的人，若在憂俱速行之末沒有彼所緣生起，那麼，諸師解

釋，其時即會生起捨俱推度心，而識知任何它所熟悉的小所緣。之後

就即刻沉入有分。 

●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但在憂俱速行之末等等：由於悅受和憂受是兩個極端，擁有這兩

種不同感受的兩個心是不能前後緊接著生起的。但擁有這兩種感受之

一的心，能在捨俱心前一剎那或後一剎那緊接著它而生起。所以，當

速行是憂俱瞋根心時，若隨它之後有彼所緣生起，該彼所緣必定是捨

俱。 若沒有彼所緣生起，只有在有分是捨俱時，它才能隨著速行之

後生起。 

所以，對於結生心是悅俱的人等等：對於有分是四種悅俱大果報

心之一的人，若沒有彼所緣隨著憂俱速行之後生起，在速行之末就不

能即刻沉入有分，因為擁有兩個極端的兩個心是不能緊接著生起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古代諸阿毗達摩論師解釋，其時即會生起一剎那的

捨俱推度心，作為調和速行的憂受及有分的悅受。其時該心並沒有執

行推度的作用。它緣取一個與該心路過程不同的目標，即任何它所熟

悉的欲界所緣，而純粹只是為回到正常的有分流鋪路。這特別的心名

為「額外有分」。 

●節十九：彼所緣的法則 

同樣地，他們認為彼所緣（只）在欲界速行之末生起、（亦只）於欲

界有情、且只有在欲界法成為（所取的）所緣的時候。 

●節二十：總結 

他們說，必定是欲界速行、欲界有情、欲界所緣時，彼所緣才能緣取

清晰或極大所緣為目標而生起。 

 

速行的法則 

●節廿一：欲界速行 

於速行當中，在有限速行心路過程裡，欲界速行只生起七或六次。但

在軟弱的心路過程裡，例如死亡的那一刻等等，它們只生起五次。他

們說，當世尊顯現雙神變等時，由於其轉起極輕快，所以省察心只生

起四或五次。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在有限速行心路過程裡：這是指在欲界心路過程裡，一般上速行

生起七次，但當所緣非常微弱時，它們則只生起六次。在臨死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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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心路過程裡，速行只生起五次，因為心所依處軟弱之故。 

當世尊顯現雙神變等時：佛陀在其一生之中有好幾次顯現雙神變，

以激起他人對其證悟的信心。通過此神變，佛陀的身體能夠同時發射

出火與水（《無礙解道》）。其時，他極其迅速與交替地進入火遍與水

遍第五禪，然後決意讓火與水自其身發射而出。在從每一個禪那出來

之後，佛陀極其迅速地省察它的禪支，而速行只生起四或五次，這是

欲界最快的速度。雖然雙神變是由第五禪神通心所執行，但省察諸禪

支的則是由欲界心路過程執行。 

●節廿二：安止定裡的速行 

初學者所證得的第一次安止，以及每一次的神通速行，都只生起一次

而已。過後即沉入有分。 

四道之生起只維持一個心識剎那。根據情況，隨後有兩個或三個果心

生起。過後即沉入有分。 

在證入滅盡定時，第四無色禪心只生起兩次，之後即證得滅盡。在從

滅盡定出來時，根據情況是阿那含或阿羅漢果心生起一次。當它滅時

即會沉入有分。 

對於安止心路過程，即有如有分流一般，是沒有固定的過程規則。當

知（廣大與出世間）速行甚至能夠（連續地）生起許多次。 

●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初學者所證得的第一次安止等等：對於每一種禪那的第一個安止

心路過程，廣大速行只生起一次，因為缺少重複而弱的原故。執行神

通的第五禪神通心每次都只生起一次，即使在已熟練於神通者亦不例

外，因為一剎那的神通心已足以完成其任務。 

四道之生起等等：每一道心只維持一個心識剎那（而且都只出現

一次），在那一剎那間，它已執行了斷除或減弱煩惱的作用。於鈍根

者，道心路過程的基礎部份包括了「遍作」剎那，所以在道心之後的

果心只生起兩次。於利根者則沒有遍作剎那，所以在道心之後的果心

生起三次。 

在證入滅盡定時：已證得四色禪及四無色禪的阿那含與阿羅漢能

夠證入滅盡定，於其中，心與心所之流暫時中斷。雖然其時一切名法

活動已停止，但依然擁有保命之溫的身體還活著。 

若要證入滅盡定，禪修者必須依次進入每一種禪那，出定後觀照它的

名法為無常、苦、無我。在達到無所有處及從其中出來之後，禪修者

實行某些準備工作，然後決意入滅盡定。其時有兩個第四無色禪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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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之後心流即被切斷。 

入定的時間長短是由禪修者先前早已決定，而通過修習，它能夠延長

至七天之久。在出定之後有一剎那的果心生起，於阿那含它是阿那含

果心；於阿羅漢則是阿羅漢果心。過後心即沉入有分。詳見第九章、

節四十三至四十四。 

對於安止心路過程等等：這是指對於禪那定與果定，通過不斷的

修習即能夠延長安止的時間。初證得的安止只有一個速行剎那。但通

過修習即能把它延長至二、三、四速行剎那等等。對於已掌握禪那五

自在的禪修者，安止能夠持續不斷一段長久的時間，甚至是好幾天。 

●節廿三：總結 

當知有限速行生起七次，道與神通一次，其餘的（廣大與出世間心）

許多次。 

 

依人分析 

●節廿四：無因者與二因者 

於此，對於（結生心是）二因或無因的人，唯作速行與安止速行不會

生起。同樣地，在善趣裡，智相應果報心不會生起。但在惡趣裡，智

不相應的大果報心（也）不會生起。 

●節廿四之【助讀說明】 

若有情的結生、有分與死亡作用是由兩種捨俱推度心之一執行，該有

情的結生心即是無因（ahetuka）。若有情的結生、有分與死亡作用是

由兩種智不相應大果報心之一執行，其結生心即是二因（duhetuka），

即少了無痴因或慧根。對於這類有情，專只屬於阿羅漢所有的唯作速

行是不可能生起於他們心中，而且也不可能證得禪那安止或道安止。 

以智不相應的結生心投生到人間或欲界天善趣者，在其心中不會生起

三因大果報心，因為他們的結生心低劣之故；對於這些有情，其彼所

緣只能是無因或二因果報心。在惡趣裡，結生心肯定是無因的；在其

地連大果報心也不會生起為彼所緣，而只有無因心能生起為彼所緣。 

●節廿五：三因者 

在（結生心）三因者當中，善與不善速行不會生起於阿羅漢。同樣地，

唯作速行不會生起於有學聖者及凡夫。邪見相應及疑相應速行不會生

起於有學聖者。瞋恚相應速行不會生起於阿那含。唯有聖者才能依各

自的能力去體驗出世間速行。 

●節廿五之【助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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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相應的結生心投生者是結生三因者（tihetuka）。這些有情

可以是凡夫、有學聖者或阿羅漢（當然是在投生過後才修成阿羅漢，

不是依結生心之力而成為阿羅漢）。 

在須陀洹道（入流道、預流道）時，邪見及疑煩惱已被斷除，因此邪

見相應及疑相應速行不會生起於有學聖者。阿那含（不還者）已斷除

了瞋煩惱，因此不會再體驗到瞋根心。 

●節廿六：總結 

如是說，根據情況，無學者體驗四十四種心，有學聖者五十六，其餘

則五十四。 

●節廿六之【助讀說明】 

結生心三因的凡夫最多能夠體驗五十四種心，即：十二不善心、

十七善心（即不包括四道心）、廿三欲界果報心及兩個轉向心。 

然而，對於投生到惡趣的有情，其結生心是無因的，而只能體驗三十

七種心，即：十二不善心、八大善心、十五無因果報心及兩個轉向心。

對於以無因或二因結生心投生到善趣者，他們也能夠體驗到四種智不

相應大果報心，所以一共能體驗到四十一種心。結生心三因者所能體

驗的五十四種心則再包括了九種禪那善心；當然對於還未證得某禪那

者則應減去該禪那心。 

在須陀洹道時，邪見及疑煩惱已被斷除，因此四種邪見相應心及一種

疑相應心已被消除。若包括禪那心，須陀洹與斯陀含能夠體驗以下五

十種心：七不善心、十七善心、廿三欲界果報心、兩個轉向心及一個

果心；後者於須陀洹是須陀洹果心，於斯陀含則是斯陀含果心。阿那

含又已斷除了瞋恚，所以不會再體驗到兩種瞋根心，而其所體驗的果

心是阿那含果心；最多能夠體驗四十八種心。內文提到有學聖者能夠

體驗五十六種心，這是把首三果心及四道心都包括在內的算法。 

在此稱為「無學者」的阿羅漢已完全斷除了一切煩惱，因此不會

再體驗任何不善心。他們所能體驗的四十四種心是：十八無因心、八

大唯作心、五色界唯作心、四無色界唯作心及一個阿羅漢果心。 

這些數目是對於欲界有情而言。如下節指出，對於色界與無色界有情，

該些數目則必須減去不能生起於該界之心。 

 
 

依地分析 
●節廿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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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欲地，上述的一切心路過程根據情況而發生。 

於色地，（一切都能發生）除了瞋恚相應速行和彼所緣。 

於無色地則再除去第一道、色界心、生笑心及較下層的無色界心。 

●節廿七之【助讀說明】 

此文所提的「地」是指生存地，而不是指心之地或心之界。瞋恚

相應心不會生起於色地，因為在修習以證入禪那時已鎮伏了瞋恚。瞋

恚與彼所緣也不會出現於無色地。沒有色身則不能笑。投生至無色界

天者不能證得色界禪或較下層的無色禪。 

●節廿八：特別情況 

於一切地，對於缺少某根者，與該根門相關的心路過程不能生起。 

於無想有情則完全沒有心路過程生起。 

●節廿八之【助讀說明】 

對於缺少某根者：這是指在欲界裡瞎眼、耳聾等的有情，以及沒

有鼻、舌與身根的色界有情。 

於無想有情：這些有情是完全沒有心的，所以不會有心路過程。

見第五章、節卅一。 

●節廿九：總結 

根據情況，於欲地有八十種心路過程心；色地有六十四種；無色地有

四十二種。 

●節廿九之【助讀說明】 

能在欲地生起的八十種心路過程心：包括一切心，除了絕不會發

生在心路過程裡的九廣大果報心。 

能在色地生起的六十四種心路過程心是：十不善心（除去兩個瞋

根心）、九無因果報心（除去三對鼻識、舌識與身識）、三無因唯作心、

八大善心、八大唯作心、五色界善心、五色界唯作心、四無色界善心、

四無色界唯作心及八出世間心。 

能在無色地生起的四十二心路過程心是：十不善心、一個意門轉

向心、八大善心、八大唯作心、四無色界善心、四無色界唯作心及七

出世間心（除去須陀洹道心）。 

●節三十：結論 

根據情況，只要壽命未盡六門心路過程即會繼續生起，（它們）之間

則間隔著有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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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離心路過程之概要 
 

●節一：序文 

如是，已依在生命期裡的心路過程說示（心）生起之概要。如今當依

結生時刻說示（心）生起之概要。 

●節一之【助讀說明】 

在前一章裡，作者解釋了心流活躍的一面，即發生於生命旅途裡的心

路過程。在這一章他將解釋不活躍的心或「離心路過程心」。雖然作

者在序文裡只說及「結生時刻」（sandhiyam），但此章亦將解釋作為

有分心與死亡心的離心路過程心。 

●節二：列舉類別 

於離心路過程之概要，當知有「四個四」，如下： 

一、四生存地；二、四種結生；三、四種業；四、四種死亡。 

●節二之【助讀說明】 

離心路過程之概要：以解說整個宇宙的分界為始，列出了每一個

生存地當中的諸界（見表 5-1）。在解說各種離心路過程心之前，作

者先分析諸生存地，因為根據《阿毗達摩論》，外在世界是內心世界

的反映。這並不是指《阿毗達摩論》把外在世界說成只是由心想像所

有。外在世界是的確存在與真實的。然而，諸心時常識知外在世界，

而且各種不同的心能決定外在世界如何呈現。心與世界互相依靠，且

極其錯綜複雜地交織，直至宇宙的構成與心的層次相符。 

由於它們是相符的，了解它們其中之一有助於了解另一者。有情死後

投生至某一界是因為他在前世造下了能導致投生至該界的業，或心的

業力。 

每一界與特定的結生心相符，而該種果報心則繼續在一世當中生起為

有分心，直至死亡為止。如是當欲界業成熟時，它即會引生欲界結生

心，而產生了欲界生命；當色界業成熟時，它即會引生色界結生心，

而產生了色界生命；當無色界業成熟時，它即會引生無色界結生心，

而產生了無色界生命。 

如佛陀所說：「業是田地，心是種子及渴愛是水份；而有情受到無明

矇蔽、受到渴愛所縛的心將會導致投生到另一個低等、中等或上等的

生命界。」（《中部》）由過去業所定，心之種子掉到相等的生存地、

生根及依其潛在業力生長。 

 



77 
 

四生存地 
●節三：綜覽 

當中，四地是： 

一、惡趣地；二、欲善趣地；三、色界地；四、無色界地。 

●節三之【助讀說明】 

四地：雖然在此分別了惡趣地與欲善趣地，但如在節五裡所指出，

其實它們都是欲地的一部份。 

●節四：惡趣地 

當中，惡趣地有四個部份，即： 

一、地獄；二、畜生道；三、餓鬼道；四、阿修羅道。  

●節四之【助讀說明】 

惡趣地：直譯巴利文 apaya 是「毫無快樂」。這是對痛苦遠遠超

越快樂的諸生存界的總稱。它們是造惡者由於惡業成熟而投生之地。 

地獄：根據佛教，地獄是最低下的生存地，是最痛苦之地。據說

在地獄裡的眾生從投生至死亡的期間裡，必須不斷地遭受自己的惡業

之果，完全沒有休息的機會。諸論師說其中有八大地獄，而其中的痛

苦一個比一個更劇烈難受。它們是：等活地獄、黑繩地獄、眾合地獄、

號叫地獄、大號叫地獄、燃燒地獄、大燃燒地獄、阿鼻地獄（avici）。

當中阿鼻地獄又是最下層及最為恐怖。在每一個大地獄的四方各有四

個小地獄，因此一共有一百三十六個地獄。 

畜生道：畜生道是諸惡趣地之一，人們因惡業的果報而投生到該

道裡。根據佛陀，造惡業的人能夠投生為畜生，而畜生也能夠因為過

去所累積的善業而投生為人，甚至投生為天神。雖然畜生道的痛苦並

不像地獄那麼悲慘，但由於其處的痛苦還是遠遠超越快樂，以及由於

在其處並沒有適合的時機造善業，所以把它歸納於惡趣地。 

餓鬼道：常被譯為「餓鬼」的巴利文 peta 是指一類時常受到飢

餓、口渴及其他病痛，而無法減除其苦的有情。餓鬼並沒有自己的世

界。他們與人類住在同一個世界，如在森林、沼澤、墳場裡等等。一

般上人們並不能看到他們，除非他們把自己顯現出來給人看，或者，

擁有天眼通的人也能看到他們。 

阿修羅道：阿修羅包括了幾種有情。諸論師指出，在惡趣地裡的

阿修羅是與餓鬼類似長期遭受折磨的有情。 

應區別惡趣地的阿修羅和在三十三天與諸神鬥爭的阿修羅，後者是屬

於三十三天的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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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五：欲善趣地 

欲善趣地有七界，即：一、人間；二、四大王天；三、三十三天（帝

釋天）；四、夜摩天；五、兜率天；六、化樂天；七、他化自在天。 

這十一界組成欲地。 

●節五之【助讀說明】 

人間：直譯巴利文 manussa（人）是「擁有敏銳心者」。由於人

類的心非常敏銳，這令到人類比其他眾生更能造作較強的善或不善業。

人能夠修行直至證悟佛果，但也能夠造下弒父弒母極重的惡業。人間

是有苦有樂、憂愁愉悅參半之處，但由於它提供了獲取最上樂的機會，

所以它被視為是善趣。 

四大王天：接下來的六界是欲界天，諸神的住處。在這些界的壽

命比在人間裡的長，所享受的欲樂也比較美妙，但這一切也都是無常

的。四大王天依四方而有四個分界。每一分界皆由一位天王所統治，

而其居民都是屬於半神的有情。 

在東方，持國天王統治乾達婆，即：天界的音樂神。 

在南方，增長天王統治守護神，即守護森林、山嶽、寶藏的守護神。 

在西方，廣目天王統治諸龍神。 

在北方，多聞天王統治諸夜叉。 

三十三天：據說古時有三十三位把自己的生命奉獻於他人的福利

的善男子，死後他們投生至該天界，成為該界的大王與三十二小王，

如是該界即因此而得其名「三十三天」。該界的大王是帝釋天王，亦

名為「因陀羅」，住在該界首府「善見」裡的最勝殿。 

夜摩天等等：這些天界是一層比一層高。 

夜摩天是極樂之境，其王是善夜摩王（Suyama）或夜摩王（Yama）。

兜率天（Tusita）是菩薩成佛之前最後一世的住處。 

化樂天的天神能隨心所欲造出欲樂之物。 

他化自在天的天神不能自己造出欲樂之物，但能夠控制他人所造之物

而取為己用。 

表 5-1：三十一界 

地 界 壽元 

四無

色界

地 

 

31 非想非非想處 84,000 大劫    

30 無所有處 60,000 大劫  

29 識無邊處 40,000 大劫   

28 空無邊處 20,000 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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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色
界
地 

第四禪 

27 色究竟天 16,000 大劫   

26 善見天 8,000 大劫   

25 善現天 4,000 大劫   

24 無熱天 2,000 大劫   

23 無煩天 1,000 大劫   

22 無想有情天 500 大劫   

21 廣果天 500 大劫   

第三禪 

20 遍淨天 64 大劫   

19 無量淨天 32 大劫   

18 少淨天 16 大劫  

第二禪 

17 光音天 8 大劫  

16 無量光天 4 大劫  

15 少光天 2 大劫  

初禪 

14 大梵天 1 中劫  

13 梵輔天 1/2 中劫  

12 梵眾天 1/3 中劫   

十
一
欲
界
地 

欲善趣地 

11 他化自在天 16,000 天年   

10 化樂天 8,000 天年   

9 兜率天 4,000 天年   

8 夜摩天 2,000 天年    

7 三十三天 / 帝釋天 1,000 天年    

6 四大王天 500 天年  

5 人 不定   

惡趣地 

4 阿修羅 不定   

3 餓鬼 不定   

2 畜生 不定   

1 地獄 不定   

 

●節六：色界地 

色界地有十六界，即： 

一、初禪地：梵眾天、梵輔天及大梵天。 

二、第二禪地：少光天、無量光天及光音天。 

三、第三禪地：少淨天、無量淨天及遍淨天。 

四、第四禪地：廣果天、無想有情天及淨居天。 

淨居天又分為五層：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及色究竟天。 

●節六之【助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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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界地有十六界：色界地是那些在生前已修習至證得某種色禪，

而且至死時都沒有因懈怠退失該禪的人死後投生所至之地。此地依經

教的禪那四分法分為四層。在經教裡只提及四禪，從初禪轉入第二禪

時，同時捨棄了尋與伺兩禪支；如是經教的第二、第三及第四禪個別

相等與論教的第三、第四及第五禪。四禪地當中的首三個各再分為三

界，第四禪地則再分為五界。本章節卅一會解釋投生至禪那地的原

則。 

五淨居天（suddhavasa）是只有已證得三果的阿那含才能投生之地。

投生至該地者絕不會再回到較下層的界地，而肯定會在該地證入般涅

槃。 

●節七：無色界地 

無色地界有四層，即： 

一、空無邊處；二、識無邊處； 

三、無所有處；四、非想非非想處。 

●節七之【助讀說明】 

這四界是那些臨死時還擁有無色禪者死後投生之地。每一無色禪導致

投生到相符的界。 

●節八：依人 

淨居天裡無凡夫，亦無入流或一還。 

聖者不生無想天，亦不投生至惡趣。 

餘地聖者凡夫皆可見。 

 

四種結生 

●節九：綜覽 

結生[心]有四種，即： 

一、惡趣結生；二、欲善趣結生；三、色界結生；四、無色界結生。 

●節十：[一種]惡趣結生心 

其中，在投生至惡趣地的那一刻，不善果報捨俱推度心成為結生（心）。

隨後即沉入有分，最後再成為死亡（心）及被切斷。這是唯一的惡趣

結生。 

●節十一：[九種]欲善趣結生心 

善果報捨俱推度心成為欲善趣地裡瞎眼等先天殘缺的人類、某些地神

與某些阿修羅的結生（心）。 

八大果報心能作為一切欲善趣地的結生、有分與死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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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九種是欲善趣的結生。 

（至此所述的）十種是欲界結生。 

●節十至十一之【助讀說明】 

對於各種心執行結生、有分及死亡作用的詳細解釋，見第三章、節九。 

瞎眼等先天殘缺的人類：在此的「等」（adi）是指包括先天耳聾、

殘廢、弱智、痴瘋，以及生為中性、雙性與無性的人。諸論師解釋「先

天瞎眼」是指其人由於所成熟的業少福，而產生不能發展出眼根的結

生心。這一詞並不包括那些由於在胎裡發生意外或患上某種疾病，而

導致出生時已瞎眼的人，因為這類瞎眼也能發生於結生心二因與三因

的人。對於先天耳聾等的原則也是如此。對於一切先天殘缺的人，他

們的結生心肯定是無因的，而其殘缺則早已潛伏在引致投胎的業。 

某些地神：佛教有說及一種不住在天上而住在地界的神；他們多

數住在偏僻之處，如：森林、山嶽與塔或寺。這些有情即稱為地神

（bhummadeva）。這一類裡福報比較大的神可以有二因或三因的結生

心；他們通常都有一些隨從，而其中有些則是福報微小、生活困苦的

神。根據列迪長老，結生無因的神即是這些神。 

及某些阿修羅：據說這些有情住在村裡或村落的附近，以村民丟

棄的食物為生。在沒獲得食物時，他們也會附上人身或折磨人類。 

（至此所述的）十種：依十種執行欲界結生的心而得十種結生。 

●節十二：欲地裡的壽元 

四惡趣裡的眾生、人類及墮落的阿修羅的壽元沒有固定的界限。 

四大王天的天神的壽元是五百天年，依人類的壽命來計算則是人間的

九百萬年。 

三十三天的天神的壽元是這數目的四倍。夜摩天的天神的壽元則是三

十三天裡的四倍。兜率天的天神的壽元則是夜摩天裡的四倍。化樂天

的天神的壽元則是兜率天裡的四倍。他化自在天的天神的壽元則是化

樂天裡的四倍。 

依人類的壽命來計算，他化自在天的天神的壽元是人間的九十二億一

千六百萬。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沒有固定的界限：在四惡趣裡，壽元的差異是非常的大；這有視

導致投生至該地的惡業有幾強。因此，有些眾生只在地獄裡受苦幾天，

然後即投生至他處；但有些則必須在該地忍受種種折磨好幾百萬年。

在人間裡，人的壽元可以短至只有幾分鐘，又可長至上百年。根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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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類的平均壽元是不斷的變易，最低是十年，最長則是無數年。 

天年：《分別論》說在四大王天裡的一「天日」等於人間的五十

年；三十「天日」即是一「天月」；十二「天月」是一「天年」。在三

十三天裡的一「天日」等於人間的一百年；夜摩天裡的一天的則是人

間的兩百年；如此每上一層天其長度即增加一倍。 

●節十三：色界結生 

初禪果報心生起於初禪天為結生、有分與死亡（心）；同樣地，第二

及第三禪果報心生起於第二禪天；第四禪果報心生起於第三禪天；第

五禪果報心生起於第四禪天（為結生、有分與死亡心）。但對於無想

有情，色法本身生起為結生。同樣地（在結生之後的）一世裡直至死

亡，也只有色法在生滅。 

這些是色界的六種結生。 

●節十四：色界裡的壽元 

當中，梵眾天梵天的壽元是三分之一（中）劫；梵輔天的是二分之一

（中）劫；大梵天的是一（中）劫；少光天的是二劫；無量光天的是

四劫；光音天的是八劫；少淨天的是十六劫；無量淨天的是三十二劫；

遍淨天的是六十四劫；廣果天與無想有情天的是五百劫；無煩天的是

一千劫；無熱天的是兩千劫；善現天的是四千劫；善見天的是八千劫；

色究竟天的是一萬六千劫。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劫（kappa）：佛教聖典裡有提及三種劫，即：間劫（小劫）、無

量劫（中劫）及大劫。一個間劫 （antara-kappa）是人類平均壽元

從十歲至無數歲一增一減的時間。六十四間劫（等於地獄裡的二十間

劫）即等於一個中劫或無數劫（asankheyyakappa）；而四個中劫則等

於一個大劫（mahakappa）。對於一個大劫的時間，佛陀有給予一個比

喻：若有一座長、闊及高度皆一由旬（大約七英里）的岩崗山嶽，而

有位天神每一百年以一條絲綢布輕輕地擦它一下，如此，當該座山嶽

被磨平時，一個大劫的時間還未結束。（《相應部》15:5/ii,181-182） 

根據諸論師，形容初禪天裡的壽元的「劫」是指中劫；而形容少光天

及以上的則是「大劫」。 

●節十五：無色界結生 

第一無色禪果報心在第一無色禪天裡生起為結生、有分與死亡（心）；

同樣地，其餘的（無色禪果報心）亦於各自的界執行相同的作用。這

些是無色界的四種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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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六：無色界裡的壽元 

當中，生於空無邊處的梵天的壽元是兩萬劫；生於識無邊處的梵天的

壽元是四萬劫；生於無所有處的梵天的壽元是六萬劫；生於非想非非

想處的梵天的壽元是八萬四千劫。 

●節十七：總結 

在某一生當中的結生心、有分心及死亡心是相同的，且緣取同一個目

標（所緣）。 

於此，這些是四種結生。 

 

四種業 

表 5-2：四個四種業總覽 

 依作用 依成熟的次序 依成熟的時間 依成熟之地 

1 令生業 重業 現生受業 不善業 

2 支助業 臨死業 次生受業 欲界善業 

3 阻礙業 慣行業 無盡業 色界善業 

4 毀壞業 已作業 無效業 無色界善業 

 

●節十八：依作用 

依作用（分別），業有四種，即： 

一、令生業；二、支助業； 

三、阻礙業；四、毀壞業。 

●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四種業：此節裡的巴利文 kammacatukkam 意為四種業。但事實上

在這一節裡會解釋「四個四種業」，因此依四種分析法則有十六種業。 

直譯巴利文 kamma 是「作為」，但在佛教裡則專指「意願的作為」。在

究竟界的角度來看，業是指善或不善思心所（cetana），因為思是負

責造業的心所。佛陀說「諸比丘，我說為業的即是思，因為由於它的

意願，人們才會通過身、口、意造業。」（《增支部》A.6:63/iii,415）

除了佛陀與阿羅漢的思之外，一切（速行心的）思都有業。佛陀與阿

羅漢不再造業，因為他們已完全斷除了作為業之根源的無明與愛。然

而，只要名色還存在，即使佛陀與阿羅漢也都必須體驗由成熟的過去

業所致的果報，直至他們入滅為止。 

業之定法是獨立運作的；它確保所造的業依其善惡而帶來相符的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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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所種下的種子肯定會依其種類而長出果子。在諸緣具足時，業即

會產生其果，即果報心與心所，以及業生色。 

依作用：諸業執行各種不同的作用，在此提及了四種。業能在不

同的時期，執行當中一個或多個作用。 

令生業：是在結生及一輩子裡產生果報心、心所與業生色的善或

不善思。在結生那一刻，令生業產生了結生心以及組成新生命的身體

的業生色。在一世之中，它繼續產生其他果報心與業生色，例如五根、

性根色及心所依處。只有在臨死時成熟的業才能產生結生心，但一切

善與不善業都能在生命期裡產生其果報。通常執行產生結生的是「足

道之業」或「完成作為之業」，但「未足道之業」也能夠執行產生結

生。  

支助業：這是沒有機會成熟以產生結生的業，但它支助令生業，

延長後者所產生的善報或惡報，或者是支助後者所產生的五蘊。例如，

由於善的令生業成熟，某有情投生為人，支助業即協助延長其壽命，

以及確保他健康、豐衣足食。反之，當不善的令生業帶來病痛時，其

他不善業則可能支助它，以令醫葯無效，因而延長了病痛。當某有情

由於不善的令生業而投生為動物時，支助業即會援助該惡業產生更多

的苦果，也可能延長其壽命，令到不善果報心之流更長久。 

阻礙業：此業也是沒能產生結生之業，但能夠阻礙令生業，以縮

短後者的善或惡報。即使令生業在過去造下時是很強，但在阻礙業的

直接對抗之下，它即不能全面地產生它的果報。例如，在阻礙業的影

響之下，原本能夠導致投生到高等善趣的令生業，變成只能導致投生

到較低等的善趣；原本能夠導致投生到高等家庭的令生業，變成只能

導致投生到較低等的家庭；原本能帶來長命的業，變成只能帶來短命；

原本能帶來美貌的業，變成只能帶來平庸的面貌等等。反之，原本能

夠導致投生到大地獄的不善令生業，變成只能導致投生到小地獄或餓

鬼道。 

在一生當中，可看到許多是阻礙業造成的事件。例如，在人間裡，這

種業會阻礙業生五蘊，而支助惡業成熟，導致個人在財富、親友等方

面遭受損失與痛苦。在惡趣裡，阻礙業則可能對抗令生業，而帶來一

些快樂。 

毀壞業：此業可以是善或不善；它中止了較弱的業，不令它繼續

產生果報，而引生自己的果報。例如，某人生為人，其令生業原本能

夠帶給他長壽，但毀壞業的出現令到他早日夭折。根據列迪長老，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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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業也能中止眼、耳等五根作用，而導致瞎眼、耳聾等，也能夠導致

變性。 

《阿毗達摩義廣釋》對令生業及毀壞業之間的分別所作的解釋是：令

生業在引生自己的果報時並沒有中止其他業，而毀壞業則先中止其他

業的果報，然後產生自己的（結生）果報。但《阿毗達摩義廣釋》所

提到的其他論師則認為毀壞業完全沒有產生自己的（結生）果報；它

只是中止其他業的果報，然後讓另一種業有機會產生它的（結生）果

報。 

列迪長老舉出了故意殺生作為例子，以闡明一種業如何執行上述四種

作用。 在某人殺了人之後，只要該業沒有機會（在臨死時）成熟，（以

產生結生），它只能執行支助、阻礙與毀壞三種作用之一，即：它能

支助其他惡業成熟；或阻礙善業成熟；或中止善業的效力。當殺生業

獲得機會成熟時，每一個「殺生之思」皆能導致投生到諸惡趣。過後，

當它沒有能力再導致投生時，它還是有能力執行其他三種作用，甚至

在未來的十萬大劫也都還有效。 

●節十九：依成熟的次序 

依業產生果報的次序，業有四種，即： 

一、重業；二、臨死業；三、慣行業；四、已作業。 

●節十九之【助讀說明】 

依業產生果報的次序：這一節是關於各種不同的業產生下一世的

結生的次序。 

重業：這種業非常的強，必定會產生下一世的結生，沒有任何其

他業可以阻止它。在善的方面，屬於重業的是禪那。在不善的方面，

屬於重業的有五逆罪或無間業與不能改變的邪見。五無間業是：弒父、

弒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及分裂僧團。若人培育了禪那，但在過後

造了任何一種逆罪，其善業即會被該惡業阻止，且後者必定會成熟而

導致下一世投生到惡趣裡。例如：佛陀的表兄弟提婆達多深具野心，

（想要代替佛陀領導僧團，而在該念頭一生起，他即）因此失去了神

通。過後他再傷了佛陀與導致僧團分裂，而因後者之業在死後墮入阿

鼻地獄。但若人是先造了任何一種五逆罪，他過後即不可能證得禪那

或出世間法，因為該惡罪形成了一種無可抗敵的障礙。這是為何當阿

闍世王在聽佛陀開示《沙門果經》時，雖然擁有一切證悟須陀洹道的

因緣，但卻不能證得須陀洹道果，因為他之前已殺死了自己的父親頻

毗沙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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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死業：這是在臨死之前所憶起或所造之業，也就是在臨死速行

心路過程即將生起之前所憶起或所造之業。若性格惡劣者在臨終時憶

起以前所造的善業，或在當時造了一件善業，他即可能投生至善趣；

反之，若有個善人在臨終時憶起以前所造的惡業，或在當時造了一件

惡業，他即可能投生至惡趣。這是為何在佛教國家裡，提醒臨終者以

前所造的善業，或勸他激起善念已成為一種傳統。  

在沒有重業之下，一般上所造的臨死業即會決定下一世的投生至那裡。

這並不意謂該人能夠免除以往所造的善業或惡業。在諸緣具足時，這

些業也能夠產生它們的果報。 

慣行業：這是習慣性上時常造的善或惡業。在沒有重業與臨死業

之下，一般上這種業即會決定下一世投生到那裡。 

已作業：這是所有不包括在上述三種的業。在沒有上述三種業之

下，這種業即會決定下一世投生到那裡。  

●節二十：依成熟的時間 

依成熟的時間，業有四種，即： 

一、現生受業；二、次生受業；三、無盡業；四、無效業。 

●節二十之【助讀說明】 

現生受業：這種業必須在它被造的那一世裡成熟；若在該世沒有

具足的緣以令它成熟，它即變成無效。根據《阿毗達摩論》，在同一

個心路過程裡的七個速行心，第一個速行是最弱的，因此只能在被造

的那一世帶來果報。 

次生受業：這種業必須在它被造的下一世裡成熟；若在該世沒有

具足的緣以令它成熟，它即變成無效。這種業是由心路過程裡的第七

個速行心所造，該速行是第二弱的速行。 

無盡業：只要諸緣具足，這種業能夠從它被造下的第二世以後的

任何一世裡成熟。這種業是由心路過程裡的中間五個速行心所造；而

且只要還在輪迴，它即永遠不會變成無效。沒有任何人能夠免除體驗

無盡業的果報，即使佛陀與阿羅漢也不例外。 

無效業：這一詞沒有指定是那一種業。它可以是沒有獲得具足的

緣以成熟的現生受業及次生受業。對於諸阿羅漢，只能在未來世成熟

的業都變成無效業，因為他們在當世即會證入般涅槃。 

●節廿一：依成熟之地 

依產生果報之處，業有四種，即： 

一、不善業；二、欲界善業；三、色界善業；四、無色界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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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業與善業 

●節廿二：不善業 

當中，依造業之門不善業有三種，即：身業、語業及意業。 

如何？殺生、偷盜及邪欲樂行（邪淫）是身業，一般上是通過身門發

生，而名為身表。 

妄語、兩舌、惡口及綺語（講廢話）是語業，一般上是通過語門發生，

而名為語表。 

貪婪、瞋恨及邪見是意業，一般上只發生於意門而無（身或語）表。 

●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上文列出了十種「不善業之道」，其中三種是身業、四種是語業、三

種是純意業。首七種是指導致實行各自作為的思心所（cetana）。無

論該作為是否已完成，該思都是不善的；但若已完成其作為或已達到

目的，例如（達到）令受害者死亡，或（完成）獲取他人的財物等等，

它們即成為「足道之業」（已完成作為之業）。  

一般上是通過身門發生：關於業，它是經過門所造。身門即是「身

表」，是一種「心生色法」；而通過它人們得以把在他們心中生起之思

表達於外。說「一般上」是因為也可以通過言語達成殺生或偷盜，例

如命令他人作；但這種業還是屬於身業。 

語門：語門即是「語表」，是一種「心生色法」；而通過它人們得

以把在心中生起之思表達於言語。雖然妄語等亦能通過身體進行，譬

如通過書寫或打手勢，但由於主要實行它們的是語門，所以它們還是

被稱為語業。 

貪婪等：一般上，最後三種業之道只發生在心裡，而沒有達到通

過身體或言語表達於外。這種業稱為通過意門發生；而意門則是一切

心的總稱。貪婪是貪心所，生起為希望獲得他人的財物。即使已對他

人的財物生起了貪念，但若還沒有希望獲得該財物，它即還不是「足

道之業」。瞋恨是瞋心所。當生起為希望他人遭遇危害與苦難時，它

即已成為「足道之業」。 

邪見：當接受「沒有所謂的道德」及「沒有因果業報」認為正確

時，它即成為「足道之業」。在經中時常提到三種邪見： 

一、斷見：此見否認人死後還會以任何形式存在，因此不承認業有善

惡。 

二、無作見：此見認為業是不能產生果報的，認為一切業都是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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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因見：此見認為沒有污染或淨化有情的因緣，所以該有情是由

於偶然、命運或需要而被污染或淨化。 

●節廿三：依因（根）與心 

當中，殺生、惡口及瞋恨自瞋因而生；邪淫、貪婪及邪見自貪因而生；

其餘四者自該兩因而生。依心的組別，此不善業一共有十二種。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嚴格來說，瞋恨是瞋因的一種呈現方式；貪婪是貪因的一種呈現方式；

邪見是邪見心所的一種呈現方式。如是這三業之道是上述三種心所。

其他七業之道則是與不善因同時生起的思心所（cetana）。雖然有時

候貪可以是殺生的潛在動機，而瞋可以是邪淫的潛在動機，但在《阿

毗達摩論》的角度來說，導致切斷其他有情命根的思肯定是擁有瞋因，

即瞋恨其他有情的存在；而導致犯邪淫的思肯定是擁有貪因，即想要

與不如法對象行淫之欲。導致造作偷盜、妄語、兩舌及綺語的思則可

以是與貪或瞋相應。一切不善業之道肯定與痴因相應。不善業也就是

十二不善心。於此則視整個心（與諸相應心所）為業，而不是只視思

心所為業。 

●節廿四：欲界善業 

依造業之門，欲界善業有三種，即：屬於身門的身業、屬於語門的語

業、屬於意門的意業。 

同樣地，依佈施、持戒與禪修亦有三種。但依心的組別則成八種。 

它也可以成為十種，即：佈施、持戒、禪修、恭敬、服務、分享或迴

向功德、隨喜（他人的）功德、聞法、弘法及正直己見。 

這一切二十種（不善與善業）稱為欲界業。 

●節廿四之【助讀說明】 

依造業之門：於此依造業之門列舉了十種善業。三種善身業是遠

離三種不善身惡行；四種善語業是遠離四種不善語惡行；三種善意業

是無貪婪、無瞋恨及正見。於究竟界，首七種是兩種離心所，即：正

業心所與正語心所；以及與該些離心所同時生起的思心所。後三者是

屬於三善因，即：無貪、無瞋與無痴。 

同樣地，依佈施……：一般上，於此所列的三種及十種善業被稱

為三種及十種「福業事」（造福的基礎）。這些善業是通過八大善心所

造。 

這一切二十種：這些（善與不善）業通過十二不善心與八大善心

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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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五：色界善業 

色界善業純粹屬於意門。它是已達到安止的禪修，依諸禪支的分別而

有五種。 

●節廿六：無色界善業 

同樣地，無色界善業純粹屬於意門。它是已達到安止的禪修，依所緣

的分別而有四種。 

●節廿五至廿六之【助讀說明】 

依諸禪支的分別而有五種：這是五色界禪那。 

依所緣的分別而有四種：這是四無色界定。 

 

業的果報 

●節廿七：不善業的果報 

於此，除了掉舉之外的不善業都能產生投生至惡地的結生。但在生命

期裡，一切十二（不善心）都能根據情況在欲界或色界裡產生七種不

善果報心。 

●節廿七之【助讀說明】 

除了掉舉之外的不善業：掉舉相應的痴根不善心是最弱的不善心，

因此不能產生結生。其餘十一種不善心都能產生作為結生心、有分心

及死亡心的不善果報推度心，以令有情投生至四惡道。所有十二種不

善心都能夠在欲界有情的生命期裡產生七種不善果報心，即：五識、

領受心與推度心。在色界裡它們則只能產生四種不善果報心，即除去

鼻、舌、身三根識。 

●節廿八：欲界善業的果報 

欲界善業能產生欲界結生，也能在生命期裡產生大果報心。而根據情

況，它能在欲界或色界任何地方產生八種無因果報心。 

●節廿八之【助讀說明】 

在節廿九與三十，作者將解釋每一種善心及其所能產生的果報心之間

的關係。 

大果報心能以四種方式出現：執行結生、有分與死亡三種離心路

過程的作用，以及在心路過程裡執行彼所緣的作用。 

八（善）無因果報心是五識、領受心及兩種推度心。後者能夠在心路

過程裡生起為彼所緣，而當中捨俱的（推度心）也能夠在先天殘缺的

有情裡執行結生、有分與死亡心的作用。所有八種無因果報心都能在

欲界裡生起，但鼻、舌與身三種根識並不能在色界裡生起，因為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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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情缺少那三種根門。 

●節廿九：善果報及因（根） 

於此，殊勝的三因善業能夠產生也具有三因的結生，而能在生命期裡

產生十六種果報心。 

低劣的三因善業及殊勝的二因善業能夠產生具有二因的結生，而能在

生命期裡產生十二種果報心，即除去具有三因的果報心。 

然而，低劣的二因善業（只）能夠產生無因的結生，以及在生命期裡

（只）能產生無因的果報心。 

●節廿九之【助讀說明】 

殊勝善業：依產生果報的能力，善業可分為兩種：殊勝與低劣。

殊勝的善業是由清淨無染的心所造，而且在造業之前與之後皆有良好

的動機；例如：佈施以如法獲取的財物給具有德行的人，而且在佈施

之前與之後都感到歡喜。在造善業之前與之後，若心受到煩惱污染，

譬如自讚自許、貶低他人、行善之後後悔，該善業即屬於低劣。 

具有三因的結生等等：（在欲界裡）這是指其結生心是四種智相

應大果報心之一。能在生命期裡產生的十六種果報心即是八（善）無

因果報心及八大果報心。 

十二種果報心：即除了四種智相應大果報心。 

無因的結生：即捨俱善果報推度心。 

●節三十：暫略。 

●節卅一：色界善業的果報 

關於色界善業，培育初禪到有限程度的人投生到梵眾天；培育它到中

等程度的人投生到梵輔天；培育它到上等程度的人投生到大梵天。 

同樣地，培育第二禪及第三禪到有限程度的人投生到少光天；培育它

們到中等程度的人投生到無量光天；培育它們到上等程度的人投生到

光音天。 

培育第四禪到有限程度的人投生到少淨天；培育它到中等程度的人投

生到無量淨天；培育它到上等程度的人投生到遍淨天。 

培育第五禪的人投生到廣果天。培育對想厭離的人投生到無想有情天。

但阿那含則投生到淨居天。 

●節卅一之【助讀說明】 

色界善業：五色禪的任何一種禪那都能產生與其層次相等的色界

果報心。此心是該禪那善心所產生的唯一果報心。在修定的遍作階段

生起的是欲界善心，因此它們的果報是欲界果報心，而不是色界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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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色界果報心只執行三種作用，即：結生、有分與死亡。也就是說

它只生起為離心路過程心，而不會在心路過程裡生起。除了出世間果

心之外，一切在心路過程裡生起的果報心都是欲界果報心。 

每一種禪那善心都會導致（禪修者）投生到與其層次相等的色界天。

然而色界天的層次是跟經教的四禪一樣，只有四禪天，而不是有五禪

天；因此論教禪那五分法的第二禪及第三禪都導致（禪修者）投生到

第二禪天，即與經教的第二禪相等。 

在下三層色界天裡，每一層都有三個分界。依所修習的禪那是屬於下、

中、上程度，（禪修者）投生到不同的分界。禪那心本身並沒有分為

三種修習的層次。禪心是依其心所組合而分類，而且無論是修習到下、

中或上等程度，它們的組合還是不變。然而修習的程度關係到該禪心

導致投生的能力，因此每一層天都依三種導致投生的能力而有三種分

界。對於臨終時還有能力證入幾種禪那的禪修者，他也可以隨自己的

意願投生到其中一個自己喜歡的界天。例如他還擁用八定，他可以選

擇投生到色界天，也可以選擇投生到層次較低的無色界天。  

培育第五禪：第四禪天分界的原則與首三禪天不同。只要已如常

地證得第五禪，無論是凡夫、須陀洹或斯陀含，亦無論其禪那是屬於

下、中或上等層次，皆會投生到廣果天。然而，有些凡夫認為心與想

是厄難的根源，因此其心對想懷著極強厭離感地培育第五禪。由於其

第五禪心受到希望想止息之願感染，他們死後即投生到無想有情天。

在其地的一生裡，他們純粹只是有生命的色身，即由命根九法聚組成

（見第六章、節廿八）。 

但阿那含則投生到淨居天：據說他們投生到這五界是決定於他們

較為顯著的根。信根最強的阿那含投生到無煩天；精進根最強的阿那

含投生到無熱天；念根最強的阿那含投生到善現天；定根最強的阿那

含投生到善見天；慧根最強的阿那含投生到色究竟天。雖然只有阿那

含才能投生到淨居天，但阿那含卻不一定須要投生到淨居天。可能淨

居天是擁有第五禪的阿那含才能投生到其地，擁有較低層次禪那的阿

那含則投生到其他色界天。無論如何，所有的阿那含必定會投生到色

界天，因為他們已斷除了導致投生到欲界的欲欲（對欲樂的欲求）。 

●節卅二：無色界善業的果報 

培育無色禪善業之後，他們投生到（與自己所證得的禪那）層次相等

的無色界天。 

●節卅二之【助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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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即是說對於已證得空無邊處禪的人，只要他到死時都還沒有因為懈

怠或其他障礙而失去該禪，他就會投生到空無邊處禪天。對於其他三

種無色禪亦是如此，即在死時還擁有的禪那會決定他投生到那一層禪

天。 

與色界心相同，每一無色界善心都只能產生一個與它相等的果報心，

而該果報心即在其界執行結生、有分及死亡三種作用。 

●節卅三：結論 

如是依界分別的廣大福在結生與生命期裡都產生相同的果報。 

 

死亡與結生的過程 
●節卅四：四種死亡之因 

死亡的來臨有四種，即：一、因為壽元已盡；二、因為（令生）業力

已盡；三、因為（上述）兩者（同時）耗盡；四、因為毀壞業（生效）。 

●節卅四之【助讀說明】 

死亡的來臨：一般上，死亡的定義是在一世當中的「命根」被切

斷。 

因為壽元已盡：在壽元已定的生存界，這是指其地的有情在壽元

盡時死亡。在人間裡，當知這是在老年時的自然死亡。在壽元盡而死

時，若令生業的業力還未耗盡，該業力就還能夠導致該有情投生到同

一界或更高的生存界；在天界裡即有這種事情發生。 

因為（令生）業力已盡：這是指因為令生業已耗盡而死，雖然正

常的壽元還未盡，或其他能夠延長壽命的條件也具足。 

當壽元與業力兩者同時耗盡時，那即是「兩者皆耗盡的死亡」。 

因為毀壞業（生效）：這是指極強的毀壞業在壽元未盡時中止了

令生業力，而導致死亡（見節十八）。 

首三種死亡名為「適時死」，最後一種則名為「非時死」。例如一盞油

燈的熄滅可以是因為燈蕊耗盡、油耗盡、兩者皆耗盡或因為外來之因，

譬如吹來了一陣風。 

●節卅五：死亡之相 

對於臨終的人，在臨命終時以下的其中一者會呈現於六門之一： 

一、依情況現前的是即將產生下一世結生的業； 

二、或業相，即以前造業時所識知的顏色等，或以前造業所用的工具； 

三、或趣相：即將在下一世所到或體驗的（徵象）。 

●節卅五之【助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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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三種呈現於臨終者的目標的解釋，見第三章、節十七。當知這目

標是呈現於臨終者的（臨死）速行心路過程，而不是呈現於死亡心。

在一世裡的最後一個心，亦即死亡心，它所識知的目標是與在同一世

裡的結生心及有分心的目標相同。臨死速行的目標過後即會成為下一

世結生心、有分心與死亡心的目標。 

●節卅六：臨命終時的心 

此後，便安住於呈現當前的目標，依據即將成熟的清淨或污濁之業，

亦與即將前往投生之境相符地，心流繼續流下去，且傾向於該境。或

令生業有如重新造作般呈現於（意）門。 

●節卅六之【助讀說明】 

有如重新造作般：這是指該業並不是呈現為記憶的影像，而是呈

現於意門為有如當時正在造作一般。 

●節卅七：死亡與結生 

對於臨死的人，在心路過程之末或有分滅盡時，代表一世終結死亡的

死亡心即生起與滅盡。 

一旦（死亡心）滅盡，下一世的結生心即刻生起，識知如此獲得的目

標，依情況而有依處或無依處支助；它是由受到無明所束縛和以渴愛

潛在傾向為根本的行（業）所生。稱為結生心是因為它把兩世連接起

來、受到相應名法陪同、作為相應法的住處而成為它們的前導者。 

●節卅七之【助讀說明】 

對於臨死的人：在一世當中的最後一個心路過程生起之前，有分

心波動了兩次之後即停止。過後五門心路過程之一緣取呈現於根門的

目標而生起，或者是意門心路過程緣取呈現於意門的六所緣之一而生

起。由於力弱，這最後一個心路過程的速行只生起五次，而不是如平

時般生起七次。這心路過程本身缺少造業的能力，而只是作為過去業

成為令生業的管道。在速行之後，兩個彼所緣可能會生起或沒有生起。

有時候是有分隨著最後一個速行之後生起。然後，作為最後一個心的

死亡心即生起，執行死亡的作用。在死亡心滅盡時，命根亦被切斷。

此後身體即只剩下一堆無生命的時節生色，直到死屍毀壞成灰為止。 

一旦（死亡心）滅盡：在死亡心滅盡之後，在新一世的結生心即

刻生起，緣取前一世臨死速行的目標。在有色法的生存地，此心由心

所依處所支助，但在無色地裡它則沒有任何依處。它是由行所產生；

此行即是過去速行之業，而此業的根基則是兩種生死輪迴之根，即無

明與渴愛兩種潛在傾向。結生心由其相應名法（即相應心所）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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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作為相應法的住處而成為它們的前導者，並不是因為它比它們先

生起而成為它們的前導者。 

●節卅八：欲界結生心的所緣 

於此，當知在臨死心路過程裡只有五個軟弱的速行生起。因此，若死

時是緣取呈現於根門的現在所緣，（新一世裡的）結生心與（最初幾

個）有分心也都緣取現在所緣。對於欲界結生，當由六門之一所識知

的目標是業相或趣相時，該目標可以是現在（所緣）或過去（所緣）。

但（作為目標的）業則必定是過去的，而且是通過意門識知。這一切

（欲界結生的）目標都只是有限法而已。 

●節卅八之【助讀說明】 

結生心與（最初幾個）有分心也都緣取現在所緣：對於在死亡時

所識知的現在所緣，其壽命可能會持續到下一世的結生心與最初幾個

有分心的時刻，因此後兩種心也能緣取現在所緣。 

對於欲界結生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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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所緣。若目標是業相，它即可能通過六門的

任何一門識知，而且可以是過去或現在所緣。對於作為（臨死）目標

的趣相，不同的論師有不同的見解。有些論師，包括《阿毗達摩義廣

釋》的作者，認為趣相必定是通過意門識知的現在色所緣。他們解釋

阿耨樓陀尊者在書中所寫的內容為：「當目標是業相時，它可以通過

六門的任何一門識知，而且可以是過去或現在所緣；當它是趣相時，

它由第六門（即：意門）識知，而且是現在所緣。」其他論師，包括

列迪長老，都反對這種詮釋，認為其見解太狹窄。他們辯說阿耨樓陀

尊者所寫的肯定有較廣的涵義，即是說趣相可以是過去或現在所緣，

也可以呈現於六門的任何一門。列迪長老認為：《阿毗達摩論》裡常

提到趣相是呈現於意門的現在色所緣，但這只是基於其最為常見的呈

現方式而如此說，其實它也能以其他方式呈現，譬如地獄眾生的哀號、

天界的音樂與香味等。 

●節卅九：廣大結生心的所緣 

對於色界結生，其所緣是概念，以及必定是業相。同樣地，對於無色

界結生，其所緣是概念或廣大心，以及必定是業相。 

對於無想有情，生起為結生的是命根九法聚。因此他們名為「色結生」。

無色界的（有情）名為「非色結生」（名結生）。其餘的名為「色非色

結生」（色與名結生）。 

●節卅九之【助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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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界結生心的目標即是產生結生的禪那所緣取的似相。這似相是概念，

也是業相。第一與第三無色界結生心各自的目標是空無邊與無所有的

概念。第二與第四無色界結生心各自的目標是第一與第三無色界禪心，

即它們的目標都是廣大心。上述的目標都屬於業相。無想有情是沒有

心的，所以在結生時並沒有緣取任何目標。「命根九法聚」是其中一

種擁有命根的色聚（見第六章、節十七）。 

●節四十：投生的法則 

當在無色界的（梵天）死時，他只能投生到更高層次的無色界天，但

不能投生到較低層次的無色界天；他也能夠以三因結生心投生到欲

界。 

當在色界的（梵天）死時，他不會以無因（結生心）投生。當在欲界

具有三因的（天神或人）死時，他有可能投生到任何地方。其餘的（即：

死時是二因或無因者）只能投生到欲界。 

●節四十之【助讀說明】 

凡夫與有學聖者之間的投生法則有很明顯的差異。上文只提及凡夫的

投生過程。在此，我們將先解釋凡夫的投生過程，然後再解釋有學聖

者的。 

無色界的有情能夠培育與其層次同等或較高的無色禪，但不能培育較

低層次的無色禪。所以，當他們死時，他們能夠投生在同一界天或較

高層次的無色界天，但不能投生到層次較低的禪天。然而，若他們失

去禪那，他們即會以近行定之力投生到欲界，因此是以欲界三因果報

心投生到欲界。 

無想有情死時會以二因或三因的欲界果報心投生到欲界。在其他色界

天的梵天死時，若他已證得無色禪，他即能投生到無色界天；若他已

證得色禪，他即能投生到色界天；若他造了極強的傾向欲界之業，他

即會投生到欲界。對於在色界天裡死後投生到欲界的梵天，其欲界結

生心必定是二因或三因。 

對於在欲界的三因者，死時他們有可能投生到任何一界，因為欲界的

三因有情能夠造所有種類的業。對於在欲界的二因與無因者，死時他

們只能投生到欲界；他們下一世的結生心可以是兩種無因推度心之一，

或任何一個二因或三因的欲界果報心。 

對於聖者，他們的死亡心肯定是具有三因，因為沒有具足三因的人是

不可能證得道果的。有學聖者能投生到同一界或較高的界。而阿羅漢

死後則當然不會再投生到任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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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四十一：心之相續流 

所以，對於如此投生者，在結生（心）滅盡之後，即刻就會生起識知

同一所緣的同一種心，有如河流般不斷地流下去；只要沒有心路過程

生起，它即會如此流下去，直至死亡為止。由於它是有（即：生命）

的主要因素，此心被稱為有分。在生命終結時，它成為死亡心，滅盡

後即完全停止。此後，結生心與其他（心）有如車輪一般繼續次第地

轉起。 

●節四十一之【助讀說明】 

在結生（心）滅盡之後，即刻就……：在結生心之後有十六個有

分心生起。然後就生起一個意門轉向心，以及七個「有欲速行」，即

貪著新生命的速行。這在新一世裡的第一個心路過程緣取結生心為目

標；那些速行心是欲界邪見不相應無行的貪根心。當這心路過程結束

時，有分心即再生滅；只要沒有心路過程生起，有分心即會如此不斷

地生滅。如此，心之流從結生流到死亡，又從死亡流到新一世，就有

如車輪一般次第地轉起。 

●節四十二：結論 

即有如這（一世），在下一世結生心、有分心、心路過程與死亡心也

是如此生起。以結生及有分，心相續流再次轉起。 

常自制的智者，了知（生命）無常、覺證不死之境、完全斷除了貪欲

的結縛、證得永久的寂靜。 

 

第五章附錄：十不善業之道（譯自英《殊勝義註》） 

十惡業是殺生、偷盜、邪欲樂行（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粗口）、

綺語（廢話）、貪婪、瞋恨、邪見。[中略] 

「貪婪」是貪要，即看到他人的財物時想要擁有它們。其特相是如此

的心思：「噢，如果這是我的那該多好！」其罪輕重之分與偷盜罪類

似。它有兩個條件：他人的財物及令自己傾向於獲得它。雖然貪欲可

能會在看到他人的財物時即生起，但只要他還沒有想：「噢，如果這

是我的那該多好！」，它還不是完全達到這種惡行的階段。 

毀壞他人的幸福與快樂的即是「瞋恨」。其特相是想要傷害他人之惡

念。其罪輕重之分與惡口罪類似。它有兩個條件：另一者及想要傷害

之念。只是瞋怒還未完全達到這種惡行的階段，只要沒有欲毀壞之念，

如：「願他被砍到死掉！」 

「邪見」是不依正見的錯見。其特相是顛倒之見，如：「佈施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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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其罪輕重之分與綺語罪類似，或依據其邪見是暫時性或

長久性。它的兩個條件是：一、顛倒對事物的正確知見；二、它依其

所持的邪見顯現（於心中）。已達到這種惡行階段的邪見是：（認為）

一、沒有果報；二、（事情的發生是）無因的；三、沒有造作這回事。

其他見則不算在內。 

對於這十種惡業，我們可以在五個方面確定它們，即：一、依究竟法；

二、依組；三、依目標（所緣）；四、依受；五、依因或根。 

（一）十惡業的首七種惡行只是思（cetana）；從貪婪開始的三惡行

是與思相應之（心所）法。 

（二）首七種及邪見八法是行，不是因（根，hetu）；但貪婪與瞋恨

既是行亦是因。貪婪是不善的貪因或貪根；瞋恨則是不善的瞋因或瞋

根。 

（三）殺生的目標是緣生法，因為它的目標是命根。偷盜的目標是有

情或東西。邪欲樂行的目標是緣生法，因為它是觸（所緣），有些人

則說它是有情。妄語的目標是有情或緣生法；兩舌也是如此。惡口的

目標只是有情。綺語的目標是有情，或依所見、聞、感受及想的事物

則是緣生法；貪婪也是如此。瞋恨的目標是有情；邪見的目標則是三

界裡的緣生法。 

（四）殺生與苦受相應。 因為即使國王看到小偷時可能會笑著說：「把

他給殺了！」，下決定的思（心所）肯定只與苦受相應。偷盜能與三

種受相應。看到他人的財物時，若愉快地偷取即與樂受相應；若驚懼

地偷取，則與苦受相應，若在省思其惡果之下偷取也是與苦受相應；

若中捨地偷取，則與捨受相應。邪欲樂行（邪淫）與兩種受相應，即：

樂受與捨受；但在下決定時則不可能是捨受。妄語能與三種受相應；

兩舌亦是如此。惡口只與苦受相應；綺語則能與所有三種受相應。（在

此舉例）闡述──在講悉達綁架案、巴拉達之戰等故事時，若聽眾對

他喝彩及把自己的頭巾拋上空中等，講故事者即會有樂受。當如此對

他喝彩的人過後走向前去對他說：「再從頭講給我們聽。」講故事的

人即會對該建議感到不快，心想：「我是否應該講其他不相關的事？」

在這情形之下，講故事時即會有苦受；若他中捨地講則會有捨受。貪

婪與兩種受相應，即樂受及捨受；邪見亦是如此。瞋恨則只與苦受相

應。 

（五）殺生有瞋與痴二因。偷盜亦有瞋與痴二因，或貪與痴二因；妄

語也同樣是有瞋與痴或貪與痴二因。邪欲樂行有貪與痴二因；兩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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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語亦是如此。惡口有瞋與痴二因。貪婪只有痴一因；瞋恨也是如此

（只有痴一因） 。邪見有貪與痴二因。 

 
第六章：色之概要 
●節一：序文 

至此已依類別及生起過程分析了心與諸心所；在此當說色法。 

色之概要有五個部份：列舉、分別、生起之源、聚、轉起的次第。 

●節一之【助讀說明】 

《阿毗達摩概要》裡的首五章整體是一部名法的完整概要，其中分析

了：八十九或一百二十一心的各個方面、五十二心所及它們的組合、

在心路過程裡及結生時生起的心、生存地、業的類別及其果報。 

這首五章可算是對心與心所這兩種究竟法的詳細分析。在第六章裡，

作者阿耨樓陀尊者將再詳細地分析第三種究竟法──色法（rupa）。

首先，他列舉了所有種類的色法，然後再解釋它們依什麼原則分類、

它們的因或生起之因、它們組成的色聚、以及生起的過程。最後，在

結束這一章之前，他簡要地解釋第四種究竟法，即：無為界──涅槃。 

巴利文 rupa（色）可解釋為源自意為「被破壞、干擾、敲擊、逼迫、

破碎」的詞根 ruppati。 諸論師認為：「稱為色是因為它遭受熱、冷

等色法妨害緣所造成的變易之故。」 佛陀本身在解釋「色法」一詞

時說：「諸比丘，為何說是色？因為它被破壞，所以稱之為色。被什

麼破壞？被冷、熱、飢餓、口渴、蒼蠅、蚊子、風、烈日及爬蟲所破

壞。」（《相應部》22:79/iii,86） 

 

列舉色法 
●節二：簡說：四大元素與所造色 

色法有兩種，即：四大元素及由四大元素所造的色法。這兩者包含了

十一類（色法）。 

●節二之【助讀說明】 

色法有兩種：《阿毗達摩論》列舉了二十八種色法，簡要來說則

可歸納為兩大類，即：四大元素及由四大元素所造的色法。四大元素

是地界、水界、火界與風界。這些是色法不可分離的主要元素；在它

們的組合之下造成了小至微粒子，大至山嶽的一切的物質。所造色是

源自或依靠四大元素而有；它們一共有二十四種。四大元素可譬喻為

大地，所造色則有如依靠大地而得以生長的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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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二十八種色法可歸納於十一類。其中七類稱為完成色，因為它們

擁有自性，所以適合作為觀禪的目標。其餘四類色法較為抽象，因此

稱為不完成色。（見表 6-1） 

表 6-1：二十八種色法 

十八種完成色  十種不完成色 

（一） 

元素色 

1.地界 
（八） 

限制色 
19.空界 

2.水界 
（九）表色 

20.身表 

3.火界 21.語表 

4.風界 

（十） 

變化色 

22.色輕快性 

（二）淨色 

5.眼淨色 23.色柔軟性 

6.耳淨色 
24.色適業性 

*加兩種表色 

7.鼻淨色 

（十一） 

相色 

25.色積集 

8.舌淨色 26.色相續 

9.身淨色 27.色老性 

（三）境色 

10.顏色 28.色無常性 

11.聲  

12.香 

13.味 

*觸=地界、火

界、風界。 

（四） 

性根色 

14.女根色 

15.男根色 

（五）心色 16.心所依處 

（六）命色 17.命根色 

（七）食色 18.食素/營養 

 

●節三：詳述：真實色 

如何？一、地界、水界、火界與風界名為元素色。 

二、眼、耳、鼻、舌與身名為淨色。 

三、顏色、聲、香、味與觸名為境色，後者包含了除去水界的三大元

素。 

四、女根色與男根色名為性根色。 

五、心所依處名為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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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命根色名為命色。 

七、段食名為食色。 

如是這十八種色法合為一組，（因為它們）是有自性色、有相色、完

成色、色色（真實色）及觀智所思惟色。 

●節三之【助讀說明】 

（一）元素色（種色）：四大元素（四大種）稱為界（dhatu），因為

它們「持有自性」（attano sabhavam dharenti）。稱為地界

（pathavidhatu）是因為它有如地一般，作為俱生色法的支助或立足

處。巴利文 pathavi（地）是源自意為「擴展」的詞根，因此地界是

擴展的元素。地界的特相是硬；作用（亦作味）是作為（其他元素與

所造色的）立足處；現起是接受；近因（亦作足處）是其他三大元素。 

水界（apodhatu）令到其他色法黏在一起，因而避免它們被分散。其

特相是流動或溢出；作用是增長其他俱生色法；現起是把（同一粒色

聚裡的）諸色握在一起或黏著；近因是其他三大元素。根據《阿毗達

摩論》的觀點，水界與其他三大元素不一樣，是不能夠直接通過觸覺

覺知，而只能間接地從觀察其他色法黏在一起而得知。 

火界（tejodhatu）的特相是熱（或冷）；作用是使到（同一粒色聚裡

的）其他色法成熟；現起是不斷地提供柔軟；（近因是其他三界）。火

界被體驗為熱或冷。 

風界是移動及壓力的元素。其特相是支持；作用是導致其他色法移動；

現起是帶動（俱生色法從一處）至另一處；近因是其他三大元素。它

被體驗為壓力。 

從整體來看，四大元素立足於地界；由水界黏在一起；由火界維持；

由風界支持。 

（二）、淨色：是五種個別存在於五根的色法。應分辨淨色與支持它

們的五種器官。 世俗所稱的眼在《阿毗達摩論》裡則稱為「混合眼」

（sasambhara-cakkhu），是各種不同色法的組合。眼淨色是其中之一，

它是位於視網膜裡的淨色，對光與顏色敏感，以及作為眼識的依處色

與門。耳淨色是在耳洞裡：「在一個狀如手指膠片，長著許多細小褐

色毛之處」；它是對聲音敏感的淨色，以及作為耳識的依處色與門。

鼻淨色位於鼻孔裡，對氣味敏感。舌淨色散置於舌頭上，對味道敏感。

身淨色散置於全身，有如浸透棉花的液體一般；它對觸覺敏感。 

眼淨色的特相是準備讓色所緣撞擊的四大元素之淨（透明性），或緣

生於色愛（rupatanha，欲見色所緣）的業生四大元素之淨；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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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色所緣為目標；現起是作為眼識的依處；近因是緣生於色愛的業生

四大元素（即同一粒色聚裡的四大）。對耳、鼻、舌、身淨色的特相

等亦可以此類推。 

（三）境色：是五根所緣之外境，它們作為與之相符的根識的所緣緣。

當知觸所緣是由地界、火界與風界三種元素組成。根據《阿毗達摩論》，

屬於黏性的水界並不包括在觸所緣之內。顏色等其他四種境色是屬於

所造色。 

整體來說，境色的特相是撞擊淨色；作用是作為根識的目標；現起是

作為根識之境；近因是四大元素。 

（四）性根色：有女根色與男根色兩種。這兩根各自的特相是女性與

男性。它們各自的作用是顯示「她是女性」及「他是男性」；各自的

現起是女與男特有的色身、特徵、行為及工作之因。（近因是同一粒

色聚裡的業生四大元素。）  

（五）心色：關於心所依處（hadaya-vatthu），見第三章、節二十。

心所依處的特相是提供意界和意識界依止或支持的色法（見第三章、

節廿一）；作用是作為此二界的依處；現起是支撐此二界；（近因是同

一粒色聚裡的業生四大元素。）它位於心臟裡的血，受四大元素所支

助，以及由命根色所維持。 

（六）命根：屬於遍一切心心所的命根是維持名法的命根；在此的命

根則是維持色法的命根。「命」被稱為「根」是因為它控制與它俱生

之法。命根的特相是維持在住時的俱生色法；作用是使到它們發生；

現起是維持這些色法存在；近因是當被維持的四大元素。 

（七）段食的特相是食物裡的營養或食素（oja）；作用是維持色身；

現起是滋養身體；（近因是必須受到它滋養的處色。） 

這十八種色法：至此所列舉的十八種色法整體被稱為「有自性色」，

因為它們每一種都有各自的特性，例如地界的硬等等；它們被稱為「有

相色」因為它們都有無常、苦、無我三相；被稱為「完成色」因為它

們直接由業等諸緣造成；被稱為「色色」（ruparupa）因為它們擁有

色法的特徵，即遭受破壞；被稱為思惟色（sammasana-rupa）因為它

們是觀智觀照三相的目標。 

●節四：詳述：不完成色 

八、空界名為限制色。 

九、身表與語表名為表色。 

十、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色適業性及兩種表色名為變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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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色積集、色相續、色老性及色無常性名為相色。在此，積集與

相續是指色法的生（時）。 

●節四之【助讀說明】 

不完成色：從第八至第十一組的色法被稱為「不完成色」，因為

它們不是由四種色法之因（見節九至十四）直接造成，而只是完成色

的素質。 

（八）、空界：於《阿毗達摩論》，空界並不只是指空間，而是諸色聚

之間的空隙，令人能夠辨識它們為個別的個體。空界的特相是劃定色

（聚）的界限；作用是顯示色（聚）的邊際；現起是色（聚）的界限

或（色聚之間的）孔隙；近因是應被區劃的色（聚）。 

（九）表色：巴利文 vibbatti（表）是指把自己的思想、感受與態

度表達給他人知道的方法。有兩種表達的方法，即：身表及語表。前

者是心生風界的特別作用，使到身體移動以表達自己的意念。後者是

心生地界的特別作用，使到能夠發出聲音以表達自己的意志。這兩種

都有表達意念的作用。它們各自的現起是身體轉動及言語之因；各自

的近因是心生風界與心生地界。 

（十）變化色：這類色法是完成色的特別呈現方式。它包括了上述兩

種表色，以及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色適業性三種色法。 

當中，色輕快性的特相是不遲鈍；作用是去除色法的沉重；現起是色

法輕快地生起及變易；近因是輕快的色。 

色柔軟性的特相是不僵硬；作用是去除色法的僵硬性；現起是不對抗

身體的一切作業；近因是柔軟的色。 

色適業性的特相是適合身體作業的適業性；作用是去除（由於風界不

平衡而造成的）不適業性；現起是色法不軟弱；近因是適業的色。 

（十一）相色：這類有四種色法。當中，色積集與色相續都是指色法

的「生」（jati，生時）。它們之間的差別是：前者是起初或開始時的

色相續流之生起；後者是色相續流隨後不斷地再生起。例如：在結生

時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與心色十法聚的生起是色積集，（而在五根

具足之後）這些色聚的生起是色相續。 

色積集的特相是開始建立（或成長至諸根具足）；作用是令色法開始

生起；現起是起始或完成的狀態；近因是生起之色法。 

色相續的特相是（在諸根具足之後，真實色法）持續不斷地生起；作

用是連續地結合；現起是不間斷；近因是當被繫結的色法。 

色老性的特相是色法成熟與老化；作用是導致壞滅；現起是雖然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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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但已失去新性；近因是正在衰老的色法。 

色無常性的特相是色法完全壞滅；作用是令到色法消失；現起是色法

滅盡；近因是滅盡的色法。 

●節五：二十八種色 

如是依據各自的特性，十一類色法可分別為二十八種色。如何（是二

十八）？元素、淨色、境色、性根、心色、命根色與段食是十八種完

成色。限制（空界）、表色、變化色與相色是十種不完成色。如此一

共有二十八種色。 

 

色之分別 
●節六：一種 

於此，一切色是一種，因為它們都是：無因（無根）、有緣、有漏、

有為、世間、屬於欲界、無所緣、非當斷。 

●節六之【助讀說明】 

一切色是一種：一切色都是無因，因為它們不與善、不善或無記

因相應，只有名法才會與因相應。一切色都是「有緣」，因為它們依

靠四因（之一）生起（見節九）。色法是「有漏」，因為它可以成為四

種漏的目標（見第七章、節三）。它是「有為」與「世間」，因為沒有

任何色法能夠超越五取蘊的世間。一切色法是欲界：雖然在色地裡也

有色法，但色法依本性是屬於欲界，因為它是欲欲的目標。色法是「無

所緣」的，因為它不能像名法一般識知所緣。它是「非當斷」的，因

為它不能像煩惱一般被四出世間道斷除。 

●節七：多種 

如何？五種淨色名為內色，其餘的是外色。 

淨色與心色六種名為依處色，其餘的是非依處色。 

淨色與表色七種名為門色，其餘的是非門色。 

淨色、性根色與命根色八種名為根色，其餘的是非根色。 

五淨色與（七）境色十二種名為粗色、近色與撞擊色，其餘的是細色、

遠色與非撞擊色。 

業生色是「執取色」，其餘的是「非執取色」。 

色處是可見色，其餘的是不可見色。 

眼與耳不到達（其所緣境），鼻、舌與身則到達（其所緣境），這五種

是取境色，其餘的是不取境色。 

顏色、香、味、食素與四大元素是八不分離色，其餘的是分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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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七之【助讀說明】 

內（ajjhattika）：在此「內」是指作為名法之門的五淨色。雖

然其他種類的色法也能在身體裡生起，但只有五淨色被稱為「內」。 

依處（vatthu）：見第三章、節二十。 

門（dvara）：五淨色是識知之門，即心與心所接觸目標的管道。

身表與語表是業之門，即造身業與語業的管道。 

根（indriya）：五淨色稱為根，因為它們在各自的範圍裡有控制

力（indra）。它們每一種都在執行各自的看、聽等作用方面控制與它

們俱生的色法。性根色控制男性或女性特徵的顯現。命根色控制俱生

色法，就有如領港員控制船一般。 

粗色、近色與撞擊色：在此粗等三詞所指的並不是一般的含義，

它們是指作為根識生起的管道的色法，而完全與體積和目標的遠近無

關。這些色法有十二種，即：五淨色與七境色，觸所緣算是三種境色，

因為它是地、火及風三大元素。 

沒有直接地使到根識生起的色法稱為細色、遠色及不撞擊色，同樣地

也與體積和遠近無關。 

執取：十八種業生色名為「執取色」，因為它們是受到渴愛與邪

見推動而造下的業的果報。由業之外的因產生的色法名為「非執取色」。

然而，一般上身體裡的一切色法都稱為「執取色」，而無生命物的色

法則稱為「非執取色」。當知與其他成對詞不一樣，「執取、非執取」

並不是包括完全不同的色法，因為有九種業生色也能夠緣於其他因而

生起（見節十）。 

眼與耳不到達（其所緣境）：根據《阿毗達摩論》，眼與耳是不到

達其目標的淨色。若要眼與耳作為識的依處，其目標必須沒有與它們

直接碰在一起。反之，其他三淨色則直接碰觸（sampatta）其目標。 

取境色：巴利文 gocaraggahika（取境）是用來譬喻作為識生起

的依處的五淨色。但五淨色是色法，並不能真正的識知目標。事實上

是依靠它們而生起的根識才能識知目標。 

不分離色：四大元素與顏色、香、味及食素（營養）四種所造色

合稱為八不離色，因為在一切的色聚裡都有這八種色法。其他色法則

可以存在或不存在於某些色聚裡，所以稱為可分離色。只擁有八不離

色的色聚（kalapa）名為「純八法聚」或「以食素為第八法的色聚」。 

●節八：總結 

如是智者依內等正確地分析二十八種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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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生起之源 
●節九：四種生起之源 

色法生起之源有四種：業、心、時節（熱能）與食（營養）。 

●節十：業為生起之源 

於此，自結生起始的每一剎那裡，二十五種屬於欲界與色界的善業及

不善業在內相續流裡產生了以行為緣的業生色。 

●節十之【助讀說明】 

業生色：在此業是指過去善心及不善心裡的思心所（cetana）。

二十五種能夠產生色法的業是十二種不善心、八大善心及五色界善心

裡的思心所。無色界善心裡的思心所只能產生無色界的結生，因此並

不能產生業生色。 

從結生的生時小剎那開始，在每一心識剎那裡的生、住、滅三個小剎

那裡，業都產生了色法；業繼續在一世當中如此產生色法，直到死亡

心之前的第十七個心為止。業生色有十八種：在九種業生色聚裡的八

不離色（見節十七）、五淨色、兩種性根色、命根色、心色及空界。

當中，八根色及心色只由業產生；對於其餘九種，只有在業生色聚裡

的才是業生色，在其他色聚裡的是由其他因所產生。 

●節十一：心為生起之源 

從第一個有分心開始，除了無色界果報心與雙五識之外的七十五心都

會產生心生色，但只有在「生（時）」才能產生（心生色）。 

於此，安止速行也保持姿勢。但確定心、欲界速行及神通心也能產生

（身與語）表。於此，十三悅俱速行也能生笑。 

●節十一之【助讀說明】 

心生色：從結生心之後的第一個有分心的生時開始，心生色就開

始生起。結生心不能產生心生色，因為此心初來到新一世，所以在投

生時只有業生色生起。十種根識（雙五識）缺少產生色法之力，而四

無色界果報心只能在無色地裡生起，所以不能產生心生色。根據諸論

師的看法，名法是在生時最強，色法則是在住時最強。因此心只有在

它最強的生時才會產生色法，而不會在住時或滅時產生色法。 

安止速行等等：保持身體姿勢是心的一種作用。二十六種安止速

行（十色界、八無色界與八出世間安止速行）只是保持身體坐、立或

臥的姿勢。上述所提及的確定心、欲界速行心與神通心三十二種則不

單只保持姿勢，而是也能產生身表及語表。 

十三悅俱速行也能生笑：普通凡夫只能通過四種悅俱貪根心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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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悅俱大善心八者之一生笑。有學聖者則通過其中六心之一生笑，即

除去兩種悅俱邪見相應的貪根心。阿羅漢則通過四種悅俱大唯作心及

無因生笑心五者之一生笑。 

●節十二：時節（熱能）為生起之源 

包含熱與冷兩者的火界在達到住時即能根據情況在內及外產生時節

生色（熱能生色）。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時節生色：從結生心的住時開始，在業生色聚裡的火界即能開始

產生時節生色。在此後的一世當中，由一切四種因產生的色聚裡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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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十三：食（營養）為生起之源 

稱為食素的食，吞下之後，在達到住時的時候，即能產生食生色。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食生色：從吞下後開始，在受到（消化之火）支助之下，（食物

裡屬於時節生）色聚的食素即能產生食生色。在已達到住時的食生色

聚裡的食素能夠（在其他食生食素支助之下，）再產生新一代的純八

法聚，而該八法聚裡的食素又能產生另一個八法聚；如是食素能夠如

此產生十至十二代的食生八法聚。當孕婦所吃下的食物的營養傳送到

胎兒裡時，它即能在胎兒裡產生色法。由其他三因（即：業、心與時

節）產生的色聚裡的食素也能連續地產生幾代的食生八法聚。一天裡

所吃下的食物能夠維持身體長達七天。 

●節十四：依生起之源分析 

於此，心色與八根色是業生。兩種表色只由心生。聲是心生與時節所

生。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與色適業性）三種是由時節、心與食所生。

八不分離色與空界由四因所生。相色則不從任何因而生。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說話的聲音是由心生，非說話的聲音是由時節生。色輕快性、色柔軟

性與色適業性三種是由好的時節、開朗的心與品質高的食素所生；不

好的時節、沉重的心與不良的食素則產生色法的沉重性、僵硬性與不

適業性。空界是位於由四種因所生的諸色聚之間的空間，因此視之為

由四因所生。在下文會解釋為何三種相色並不是由任何因所生。 

●節十五 總結 

從業、心、時節與食所生的（色法）各有十八、十五、十三與十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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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說相色並非由任何（因）所生，因為它們的自性只是生起等素質。 

●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十八種業生色是八不離色、八根色、心色與空界。 

十五種心生色是八不離色、五變化色、聲音與空界。 

十三種時節生色是八不離色、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色適業性、

聲音與空界。 

十二種食生色是八不離色、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色適業性與空

界。 

依因的數目，二十八色可再如下地分類： 

有一因的色法：八根色、心色及兩種表色，一共有十 一種。 

有二因的色法：聲音，只有一種。 

有三因的色法：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與色適業性，一 共有三種。 

有四因的色法：八不離色與空界，一共有九種。 

沒有因的色法：相色，一共有四種。 

 

聚的構成 
●節十六：簡說 

由於同生、同滅、擁有同一個依處及同時發生而名為色聚的有二十一

種。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色法不會單獨生起，必須組合成色聚（rupakalapa）才能生起，

而在此列舉了二十一種色聚。有如一切心所擁有四相一般（見第二章、

節一），組成色聚的色法也有四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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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大元素是所

造色的近因，而任何一個元素的近因則是其他三大元素。再者，它們

從生至滅都同時發生。 

表 6-2：二十一種色聚 

  色聚名稱 所包含的色法 

業
生 

1 眼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眼淨色 

2 耳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耳淨色 

3 鼻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鼻淨色 

4 舌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舌淨色 

5 身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身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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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女性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女根色 

7 男性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男根色 

8 心所依處十法聚 八不離色、命根色與心色 

9 命根九法聚 八不離色與命根色 

心
生 

10 純八法聚 八不離色 

11 身表九法聚 八不離色與身表 

12 輕快性十一法聚 
八不離色、輕快性、柔軟性

與適業性 

13 
身表輕快性十二

法聚 

八不離色、身表、輕快性、

柔軟性與適業性 

14 語表十法聚 八不離色、語表與聲音 

15 
語表聲輕快性十

三法聚 

八不離色、語表、聲音、輕

快性、柔軟性與適業性 

時
節
生 

16 純八法聚 八不離色 

17 聲九法聚 八不離色與聲音 

18 輕快性十一法聚 
八不離色、輕快性、柔軟性

與適業性 

19 
聲輕快性十二法

聚 

八不離色、聲音、輕快性、

柔軟性與適業性 

食
生 

20 純八法聚 八不離色 

21 輕快性十一法聚 
八不離色、輕快性、柔軟性

與適業性 

 

●節十七：業生色聚 

其中，命（根）、八不離色及眼（淨色）名為眼十法。同樣地，（把首

九種）加上個別的耳（淨色）等則名為耳十法、鼻十法、舌十法、身

十法、女性十法、男性十法、（心）所依處十法。八不離色加上命（根）

則名為命根九法。這九種色聚是由業所生。 

●節十八：心生色聚 

八不離色組成「純八法」。它們加上身表組成身表九法；加上語表與

聲音組成語表十法；加上輕快性（柔軟性及適業性）三種組成輕快性

十一法；加上身表與輕快性（柔軟性及適業性）三種成十二法；加上

語表、聲音與輕快性（柔軟性及適業性）三種成十三法。這六種色聚

是由心生。 

●節十九：時節生色聚 

純八法、聲九法、輕快性十一法及聲輕快性十二法四種色聚是由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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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 

●節二十：食生色聚 

純八法與輕快性十一法是兩種由食所生的色聚。 

●節廿一：內與外 

當中，在外也有時節生的兩種色聚：純八法與聲九法。其餘一切都只

是內在的而已。 

●節廿二：總結 

一共有二十一種色聚，順序由業、心、時節及食所生的是九、六、四

與兩種。 

由於空（界）只是區別，相（色）只是表相，因此智者說它們不是色

聚的成份。 

 

色法轉起的次第 
●節廿三：在欲世間裡 

在欲世間裡，根據情況，於生命期當中能夠毫不缺少地獲得這一切色

法。但在結生時，對於濕生與化生的有情，最多只有七種十法聚生起，

即：眼、耳、鼻、舌、身、性與心所依處十法聚。最少的有時候則不

得眼、耳、鼻與性十法聚。當如是知色聚會如何缺少。 

對於胎生的有情，（在結生時）有身、性與心所依處三種十法聚生起。

然而，有時候則不得性十法聚。此後，在生命期裡，則會漸次生起眼

十法聚等。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這一篇是關於在不同的生存地裡，於結生及生命期裡生起的有那些色

聚。根據佛教，出生的方式有四種，即：卵生（andaja）、胎生（jalabuja）、

濕生（samsedaja）及化生（opapatika）。濕生的有情包括了某些下

等的畜生。一般上肉眼是看不到化生的有情的；而多數的餓鬼與天神

都屬於這一類。上文裡所提到的「胎生有情」已隱喻式地包括了卵生

有情。 

●節廿四：色相續流 

如是，在欲世間以四個方式生起的色相續流，即：業生的從結生那一

刻開始；心生的從第二個心識剎那開始；時節生的從（結生心的）住

時開始；食生的從食素（營養）傳到時開始，有如燈火或河水之流一

般不斷地流下去，直至生命結束。 

●節廿五：死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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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死亡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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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生起的業生色會繼續存在直至死亡的那一剎那，然後即

滅盡。隨後，心生色與食生色也滅盡。此後，在屍體裡，只是由時節

所產生的色相續流。 

●節廿六：偈 

如是有情死，再生於後有；從結生開始，色法又轉起。 

在色世間裡並沒有鼻、舌、身與性十法聚及食生色聚。因此，對於那

些（色界天的）有情，在結生時有四種業生色聚生起，即：眼、耳與

心所依處三種十法聚及命根九法聚。在生命期裡，也有心生色及時節

生色。 

●節廿七：在色界裡 

在色界裡並沒有鼻、舌、身與性十法聚及食生色聚。因此，對於那些

（色界天的）有情，在結生時有四種業生色聚生起，即：眼、耳與心

所依處三種十法聚及命根九法聚。在生命期裡，也有心生色及時節生

色。 

●節廿七之【助讀說明】 

由於色界天的有情是無性的，所以沒有兩種性十法聚。雖然他們也有

鼻子、舌頭與身體，但這些身體部份並沒有各自的淨色。 

●節廿八：於無想有情 

於無想有情，眼、耳、心所依處與聲音也都沒有。同樣地，心生色也

都沒有。因此，在他們結生的那一剎那，只有命根九法聚生起。在生

命期裡，除了聲音之外，也有其餘的時節生色。 

●節廿九：總結 

如是當知在欲界、色界及無想有情三處的色法在結生時與在生命期裡

這兩方面的轉起。 

在欲界裡有二十八種色法；在色界裡有二十三種；於無想有情則有十

七種；在無色界裡則完全沒有色法。 

在結生時沒有聲音、變化色、色老性及死（即：色無常性）。在生命

期裡，則沒有任何色法是不可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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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 
●節三十：定義 

涅槃被稱為出世間，以及是由四道智所證得。它是道與果的所緣，被

稱為涅槃是因為它離去渴愛這一個糾纏物。 

●節三十之【助讀說明】 

涅槃被稱為出世間：作為此章結尾的這一篇簡要地解釋第四種究

竟法：涅槃。在詞源學方面，巴利文 Nibbana（涅槃，梵文 Nirvana）

是源自動詞 nibbati，意為「被吹滅」或「被熄滅」。因此它是表示

熄滅了世間的貪、瞋、痴之火。但諸巴利論師較喜歡解釋它為渴愛的

糾纏的不存在或離去。只要人們還受到渴愛的糾纏，他們還被綁在生

死輪迴裡；但在滅盡一切渴愛時，人們即會證悟涅槃，解脫生死輪迴。 

●節卅一：分析 

雖然依自性涅槃只有一種，但依（分別的）根據則成兩種，即：有餘

涅槃界與無餘涅槃界。依不同的方面，涅槃有三種，即：空、無相與

無願。 

●節卅一之【助讀說明】 

雖然依自性涅槃只有一種等等：涅槃是一個不能再分解的究竟法。

它是完全出世間的，而只有一個自性，那就是完全超越有為世間的無

為不死界。然而，依分別的根據則成兩種；該分別的根據是（體驗它

的）五蘊是否還存在。阿羅漢所體驗的涅槃界名為「有餘涅槃界」，

因為雖然一切煩惱已滅盡，但由於過去執取所產生的諸蘊還存在。在

阿羅漢死時所證得的涅槃界名為「無餘涅槃界」，因為五蘊已完全被

捨棄，不再後有。在註疏裡這兩個涅槃界也個別被稱為「煩惱之滅盡」

及「諸蘊之滅盡」。 

依不同的方面，涅槃有三種：涅槃被稱為「空」是因為它毫無貪瞋痴，

也因為它毫無一切有為法；被稱為無相（animitta）是因為它毫無貪

瞋痴之相，也因為它毫無一切有為法之相；被稱為無願是因為它毫無

貪瞋痴的渴望，也因為它毫無渴愛之欲。 

●節卅二：總結 

解脫渴愛的大知見者說涅槃是不死、無盡、無為及無上。 

如是，如來開顯四種究竟法：心、心所、色及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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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類別之概要 
●節一：序文 

已說七十二種各別法及其特相。如今我當依它們適合之處說示其類

別。 

●節一之【助讀說明】 

七十二種各別法：首六章所解釋的四種究竟法可以分別為七十二

種各別法，即有自性之法（sabhava──見第一章、節二）： 

一、心：雖然心可以分別為八十九種，但它們都被視 為同一種各

別法，因為一切心都擁有同一個自 性，即識知目標或所緣。 

二、五十二心所：每一個心所都被視為一個各別究竟 法，因為每一

個心所都擁有自己的自性。 

三、十八種完成色：基於相同的原因，每一種完成色 被視為一個

各別法。 

四、涅槃只有一個，所以是一個各別法。 

雖然在解釋究竟法時也有說到十種不完成色，但它們並不被視為完成

的各別法，因為它們沒有自性，而因此不是觀智的目標。 

我當依它們適合之處說示其類別：在解釋四究竟法的七十二分之後，

如今作者再依《阿毗達摩論》裡所採用的門類把它們組成各種類別。 

●節二：列舉類別 

當知類別之概要有四個部份： 

一、不善之概要；二、混合類別之概要； 

三、菩提分之概要；四、一切之概要。 

 

不善之概要 
●節三：漏 

如何？首先，在不善之概要裡有四種漏：一、欲漏；二、有漏；三、

邪見漏；四、無明漏。 

●節三之【助讀說明】 

直譯巴利文 asava（漏）的意義：是「流出之物」。該巴利文代

表從膿瘡流出來的膿，也代表已發酵許久的酒。列為漏的煩惱被稱為

流出之物是因為它們就像流出來的膿及已發酵許久的酒。諸註疏說它

們稱為漏是因為它們流到最高的生存地或因為它們流到更換種姓（見

第九章、節卅四）。在四漏當中，欲漏與有漏都是屬於貪心所，前者

是對欲樂之貪，後者是對有（存在或生命）之貪。邪見漏是邪見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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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漏則是痴心所。 

●節四：暴流 

四種暴流：一、欲暴流；二、有暴流；三、邪見暴流；四、無明暴流。 

●節五：軛 

四種軛：一、欲軛；二、有軛；三、邪見軛；四、無明軛。 

●節四至五之【助讀說明】 

稱為漏的煩惱也稱為暴流，因為它們把諸有情沖到生存的大洋，也因

為它們難以越渡。它們也稱為軛，因為它們把諸有情套在痛苦裡，不

讓他們逃脫。 

●節六：繫 

四種繫：一、貪婪之身繫；二、瞋恨之身繫；三、執著儀式（戒禁）

之身繫；四、武斷地執取「只有這才是真實的」之身繫。 

●節六之【助讀說明】 

身繫：是因為它們把心繫於身，或把今世之身繫於未來世之身而

得其名。在此，「身」（kaya）的意義是「聚集」，是指名身與色身兩

者。在四繫當中，貪婪是指把諸有情牽扯向欲樂目標的渴愛或貪。瞋

恨是瞋心所，呈現為對不想要的目標厭惡。「執著儀式」（戒禁）是相

信實行儀式能夠導向解脫。武斷之信是堅信只有己見才是真實的，其

他一切見解都是錯的。後兩種身繫都是屬於邪見心所的一面。 

●節七：取 

四種取：一、欲取；二、邪見取；三、戒禁取；四、我論取。 

●節七之【助讀說明】 

於四取當中，第一種可以是對欲樂強烈的渴愛，但諸註疏指出此

取可以更廣泛地包括對一切世間之物的渴愛。邪見取是執取任何在道

德上是屬於邪惡之見，例如無作見、斷見等，或是執取任何有關「世

界是永恆的還是不永恆的」等的憶測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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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論取即是執著「身見」，即

認為五蘊的任何一個是「我」或「我所有」。經典裡提出了二十種身

見。對五蘊的每一個可有四種觀念，例如：「認為色蘊是我，或我擁

有色蘊，或色蘊是在我裡面，或我在色蘊裡面」，對於受蘊、想蘊、

行蘊與識蘊也是如此，所以共得二十種身見（見《中部》經四十四等）。

欲取是貪的一種呈現方式，其他三種取則是邪見心所的呈現方式。 

●節八：蓋 

六種蓋：一、欲欲蓋（欲求欲樂之蓋）；二、瞋恨蓋；三、昏沉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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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四、掉舉惡作蓋；五、疑蓋；六、無明蓋。 

●節八之【助讀說明】 

蓋是因為它們阻礙通向天界與涅槃之道而得其名。根據註疏，諸

蓋是阻止未生起的善法生起及使到已生起的善法不能持久的心所。首

五蓋是證禪那的主要障礙，第六種則是生起智慧的主要障礙。 

包括在諸蓋之內的有八種心所。然而，其中有兩對心所各算為一蓋。

《阿毗達摩論》的註疏解釋昏沉與睡眠、掉舉與惡作各合為一是因為

它們有類似的作用、緣與對治之法。昏沉與睡眠兩者都有令到名法軟

弱無力的作用；它們是緣於懶惰與昏昏欲睡；對治它們之法是激起精

進。掉舉與惡作都有導致不寧靜的作用；它們是緣於困擾的念頭；對

治它們之法是培育定。 

●節九：潛在傾向（隨眠） 

七種潛在傾向：一、欲貪潛在傾向；二、有貪（執著存在）潛在傾向；

三、瞋恚（厭惡）潛在傾向；四、我慢潛在傾向；五、邪見潛在傾向；

六、疑潛在傾向；七、無明潛在傾向。 

●節九之【助讀說明】 

隨眠（anusaya 潛在傾向）：是「潛伏」在它們所屬的名法之流

裡的煩惱，每當諸緣具足時即會浮現為困擾。「潛在傾向」一語標示

了只要諸煩惱還未被諸出世間道斷除，它們都還能夠再生起。雖然一

切煩惱都可算是「潛在傾向」，但在此只列出上述七種是因為它們最

為顯著。欲貪與有貪兩者是「貪」的方式；其餘的都是屬於個別的心

所。因此一共有六種心所作為潛在傾向。 

●節十：結（經教法） 

根據經教法，十種結是：一、欲貪結；二、色貪結；三、無色貪結；

四、瞋恚結（厭惡結）；五、我慢結；六、邪見結；七、戒禁取結；

八、疑結；九、掉舉結；十、無明結。 

●節十一：結（論教法） 

根據論教法，另十種結是：一、欲貪結；二、有貪結；三、瞋恚結（厭

惡結）；四、我慢結；五、邪見結；六、戒禁取結；七、疑結；八、

嫉結；九、慳結；十、無明結。 

●節十至十一之【助讀說明】 

諸結是把有情綁在生死輪迴裡的不善心所。第一組十結在經藏與

論藏裡都有提及，第二組十結則只記載於論藏。在第一組裡，第一至

第三項是屬於貪心所；第六與第七項是屬於邪見心所；其餘的是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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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所。在第二組裡，第一與第二項是屬於貪心所；第五與第六項是

屬於邪見心所；其餘的是個別的心所。 

●節十二：煩惱 

十種煩惱：一、貪；二、瞋；三、痴；四、慢；五、邪見；六、疑；

七、昏沉；八、掉舉；九、無慚；十、無愧。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上述十項）稱為煩惱（kilesa）是因為它們「折磨」（kilissanti）

心；或因為它們把有情拖下內心污穢與隋落之境而污染了心。 

●節十三：說明 

於此，在漏等當中，「欲」與（執著）「有」是指渴愛，因為它以它們

（欲與有）為自己的根基。「執著儀式」、「武斷地認為『只有這個才

是真實的』」及「我論取」是指邪見，因為它能以這些方式呈現。 

●節十四：總結 

依各別法，漏、暴流、軛與繫各屬於三種。所說的取是兩種，而蓋是

八種。 

潛在傾向只是六種，而當知結是九種。煩惱是十種。如是不善之概要

有九個部份。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這一節指出如何把不同種類的煩惱縮小至十四種不善心所。對於其縮

小之後的結果，見表 7-1。 

表 7-1：諸煩惱所屬的心所 

 

心 所 漏 

暴
流 

軛 繫 取 蓋 

隨
眠 

結 

煩
惱 

1 貪 ● ● ● ● ● ● ● ● ● 

2 邪見 ● ● ● ● ●  ● ● ● 

3 痴 ● ● ●   ● ● ● ● 

4 瞋    ●  ● ● ● ● 

5 疑      ● ● ● ● 

6 慢       ● ● ● 

7 掉舉      ●  ● ● 

8 昏沉      ●   ● 

9 惡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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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睡眠      ●    

11 無慚         ● 

12 無愧         ● 

13 嫉        ●  

14 慳        ●  

心所的數目 3 3 3 3 2 8 6 9 10 

 

混合類別之概要 

●節十五：因（根） 

混合類別裡有六個因（根）：一、貪；二、瞋；三、痴；四、無貪；

五、無瞋；六、無痴。 

●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混合類別之概要：因其所列的組別包含了善、不善與無記心所而

得其名。關於因，見第三章、節五。 

●節十六：禪支 

七禪支：一、尋；二、伺；三、喜；四、一境性；五、悅；六、憂；

七、捨。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在此，「禪那」一語的用法與一般意為安止定的用法不同，而是

更廣泛地指「緊密地觀察」目標。所以即使在此所列出的諸法有時是

在禪修安止之外發生，但也被視為禪支。這七個心所被稱為禪支是因

為它們使到心能夠緊密地觀察目標。它們當中的「憂」是絕對不善的，

且只生起於兩種瞋恚相應之心。其餘六個可以是善、不善或無記，這

決定於它們生起於什麼心。 

●節十七：道分 

十二道分：一、正見；二、正思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

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九、邪見；十、邪思惟；十一、

邪精進；十二、邪定。 

●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在此「道」一詞用以代表的含意是導向某個目的地，即導向善趣、

惡趣或涅槃。在十二道分當中，首八個導向善趣與涅槃，後四者則導

向惡趣。 

這十二道分可縮小為九個心所。正見是慧心所。正思惟、正精進、正

念與正定個別是有因善心與無記心裡的尋、精進、念與一境性心所。

正語、正業與正命是三個離心所，在出世間心裡它們一起出現；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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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善心裡則依據情況個別地出現。 

在四個邪道分當中，邪見是邪見心所；在諸道分裡它是絕對屬於不善

的心所。其他三道分則順序屬於不善心裡的尋、精進與一境性心所。

在此並沒有個別的邪語、邪業與邪命道分，因為它們只是由煩惱鼓動

而造的不善行。在此也沒有邪念道分，因為念是絕對屬於美心所，不

可能出現於不善心。 

●節十八：根 

二十二根：一、眼根：二、耳根；三、鼻根；四、舌根；五、身根；

六、女根；七、男根；八、命根；九、意根；十、樂根；十一、苦根；

十二、悅根；十三、憂根；十四、捨根；十五、信根；十六、精進根；

十七、念根；十八、定根；十九、慧根；二十、未知當知根；二十一、

最終知根；二十二、具最終知根。 

●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根是在其範圍之內控制其相應法之法。首五根是五淨色；兩個性

根是兩種性根色；命根有兩種，即名命根與命根色。意根是心整體，

即所有八十九心。五受根已在前文論及（第三章、節二）。五修行之

根（第十五至十九項）會在下文重述；在節廿二則會解釋最後三根。 

●節十九：力 

九力：一、信力；二、精進力；三、念力；四、定力；五、慧力；六、

慚力；七、愧力；八、無慚力；九、無愧力。 

●節十九之【助讀說明】 

這九力因為不會受到對立之法動搖，或因為它們增強其相應法而

得其名。第一、第三、第六與第七種力可以是善或無記；第八與第九

種力是絕對不善；第二與第四種力則可以是善、不善或無記。 

●節二十：增上（或：支配） 

四增上：一、欲增上；二、精進增上；三、心增上；四、觀增上。 

●節二十之【助讀說明】 

增上法是支配它所屬的心實行及完成艱難或重要的任務的心所。

增上法與根之間的差別是在於它們支配的程度與範圍。增上法全面地

支配整個心，而根則只在其範圍之內實行其支配能力。所以在一心裡

可以有好幾個根存在，但在同一個剎那則只有一個增上法存在。關於

這點，增上法就有如國王，是唯一的統治者，支配他所有的官員；而

根則有如官員，在各自的區域裡有支配權，但不能干涉其他人的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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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上法是欲心所（即「欲行動」，不可把它與屬於貪的貪欲混淆）、

精進心所、心及在此稱為「觀」的慧心所。欲、精進與心只能在五十

二速行心裡成為增上法，即除去兩個痴根心與阿羅漢生笑心；觀則只

能在三十四個三因心裡成為增上法。在同一個剎那裡只能有一個增上

法存在，而且是在它支配其相應法的時候。觀增上可以是善或無記；

其他三種增上法則可以是善、不善或無記。 

●節廿一：食 

四食：段食、觸是第二、意思是第三、心是第四。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食」（ahara）這一詞是指作為強大助緣以維持（其他法）之法。

根據經教的解釋，段食維持色身；觸維持受；意思維持三界輪迴，因

為業即是思，而又是業導致投生；心則維持名色。根據論教法，段食

維持身體裡由四種因產生的色法，而其他三食維持一切與它們俱生的

名色法。屬於色法的段食是無記法，而其他三名食則可以屬於所有三

種道德素質（善、不善或無記）。 

●節廿二：說明 

於此，在諸根當中，「未知當知根」是須陀洹道智；「具最終知根」是

阿羅漢果智；「最終知根」則是中間六種（出世間）智。命根有兩種：

色與名。 

在五種根識裡沒有禪支；在沒有精進的（心）則沒有力；在無因（心）

裡則沒有道分。同樣地，在疑（相應）心裡，一境性（心所）不會到

達禪支、根或力的程度。在同一個時候，只能根據情況獲得一個增上

法，而且只能是在二因或三因的速行心裡。 

●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五種根識只是純粹面對各自的目標。由於它們的作用與依處色還

很弱，也由於它們在心路過程裡所佔的是很基本的位置，因此它們不

能緊密地觀察目標，所以與它們相應的受及一境性不能到達禪支的程

度。另者，尋（vitakka）是禪支的基礎，但在五種根識裡並沒有尋，

這並不是因為（有如高層次的禪那般）已超越了它，而是因為它們的

作用太簡單得不能包括它在內。 

同樣地，心必須擁有精進（心所）才能使到其成份達到力（bala）的

程度。因此，在十六種沒有精進的心裡，一境性心所不能夠實行定力

的作用。 

無因的心不能夠作為導向某個目的地之道；因此在十八無因心裡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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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分。 

在與疑相應的心裡，一境性缺少了「勝解」（adhi-mokkha）的支援，

且被疑的猶豫不決本性所淹，因此不能達到道分、根或力的程度。 

在同一個時候只能有一個增上法存在，因為增上法的本質即是在任何

一個心裡只能有它們四者之一執行總支配的作用，而且是在二因或三

因的速行心裡才能發生。 

表 7-2：混合類別 

 只是不善 只是善 只是無記 善與無記 所有三種 

6 因 
貪+瞋+

痴 
  

無貪+無瞋+

無痴 
 

7 禪支 憂    
尋+伺+喜+一境

性+悅+捨 

12 道分 四邪道分   八正道分  

22 根 憂 未知當知 

五根識+

二性+ 

命根色+ 

樂+苦+ 

具最終知 

信+念+慧+

最終知 

名命根+意+悅+

捨+精進+定 

9 力 
無慚+ 

無愧 
  

信+念+慧+

慚+愧 
精進+定 

4 增上    觀 欲+精進+心 

4 食   段食  觸+思+心 

●節廿三：總結 

根據各別法，已說六因、五禪支、九道分、十六根及九力。 

同樣地，已說四增上及四食。如是，已從七個方面解說包含善法等的

混合類別之概要。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根據各別法，禪支有五種，因為悅、憂與捨都是受，而受只是一個心

所。上文已解釋了諸道分如何縮小至九個。諸根縮小成十六種，因為

第十至第十四項只是屬於一種心所，即受心所；第十九至第二十二項

則皆是慧心所；而命根則分為兩個各別法，即：屬於二十八色之一的

命根色及屬於五十二心所之一的名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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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分之概要 
●節廿四：四念處 

在菩提分之概要裡有四念處：一、身念處；二、受念處；三、心念處；

四、法念處。 

●節廿四之【助讀說明】 

菩提分：直譯巴利文 bodhipakkhiyadhamma 即是「覺悟一方之法」。

雖然這一語很少出現在經裡，但後期的著作常採用它作為佛陀把其教

法濃縮之後而剩下的三十七法的總稱（見《長部‧經十六》及《中部‧

經七十七》）這些法被稱為菩提分是因為它們有助於覺悟，即證得出

世間四道智。如這一篇所示，三十七菩提分可分為七組。 

四念處（satipatthana）：在此巴利文 patthana 可作兩種解釋，

即：「建立起」（upatthana）及作為「念」（sati）的「立足處」。此

四念處是一套對正念與觀智完整的禪修方法。《長部‧經十》及《中

部‧經廿二》詳述了該修習法；《相應部‧念處相應》則收集了一些

有關修習念處的較短的經。 

四念處都有同一個要義，即具有正念地觀照諸法。它們之間的差別只

在於正念所觀照的四種目標──身、受、心與法。最後一種包括了五

蓋、五蘊、六處、七覺支及四聖諦等法。修習四念處與修習八聖道分

的正念相等。 

●節廿五：四正勤 

四正勤：一、精進於斷除已生的惡法；二、精進於防止未生的惡法生

起；三、精進於令未生的善法生起；四、精進於令已生的善法增長。 

●節廿五之【助讀說明】 

四正勤：在此精進心所執行了四種作用。這四正勤與八聖道分的

正精進相等。 

●節廿六：四成就之法（四神足） 

四成就之法：一、欲為成就之法；二、精進為成就之法；三、心為成

就之法；四、觀為成就之法。 

●節廿六之【助讀說明】 

四成就之法（iddhipada 四神足）：在此巴利文 iddhi（成就）是

指一切通過勤修佛陀的教法而證得的廣大與出世間法。獲得這些成就

的主要方法即稱為「成就之法」。這四法與四增上法相等（見節二十）。

只要是作為達到目標的主要成份，該些法即是增上法；然而，只有在

運用它們於證得佛教的目標時才能算是成就之法。成就之法包括世間



121 
 

與出世間法兩者。 

●節廿七：五根 

五根：一、信根；二、精進根；三、念根；四、定根；五、慧根。 

●節廿八：五力 

五力：一、信力；二、精進力；三、念力；四、定根；五、慧力。 

●節廿七至廿八之【助讀說明】 

根與力擁有相同的五種心所，儘管這兩組的作用並不一樣。根是

在其範圍之內執行支配作用的心所；力則是該些心所不會受到對立之

法動搖。因此五根在它們各自的勝解（adhimokkha）、致力（paggaha）、

警覺（upatthana）、不散亂（avikkhepa）及照見（dassana）範圍裡

執行其支配的作用；如此它們協助對治對立之法：猶豫不決、懈怠、

失念、散亂及愚痴。五力即是這五法不受到對立之法不動搖與無法擊

敗的一面。在培育五根時必須平衡信與慧，以避免輕易盲信與機智狡

詐兩端；以及平衡精進與定，以避免心散亂煩躁與軟弱無力。然而，

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具備極強的念根，因為念能夠看管其餘諸根的提昇，

以及確保它們平衡。 

●節廿九：七覺支 

七覺支：一、念覺支；二、擇法覺支；三、精進覺支；四、喜覺支；

五、輕安覺支；六、定覺支；七、捨覺支。 

●節廿九之【助讀說明】 

在七覺支當中，擇法覺支（dhammavicaya）是慧的一個名稱，即

如實知見名色法的觀智。輕安（passaddhi）是指心與心所兩者的輕

安（見第二章、節五）。捨（upekkha）在此是指屬於遍一切美心心所

的中捨性心所，而不是捨受。擇法、精進與喜三覺支對治心的軟弱無

力；輕安、定與捨三覺支則對治心的激動。念覺支則確保這兩組平衡，

不會有其中一者強過另一者。 

●節三十：八道分 

八道分：一、正見；二、正思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

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 

●節三十之【助讀說明】 

在八道分當中，正見是了知四聖諦的慧心所。正思惟是把心導向

出離、無瞋與無害的尋心所。第三至第五道分則與三離心所相同（見

第二章、節六）。正精進與四正勤相同（節廿五）。正念與四念處相同

（節廿四）。正定則被定義為經教的四禪（見《長部‧經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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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卅一：說明 

於此，四念處可說為一正念。同樣地，四正勤可說為一正精進。 

依自性，三十七分裡的七組包含了十四法：欲、心、捨、信、輕安、

喜、正見、思惟、精進、三離、正念與定。 

對這三十七殊勝法的分析如下：思惟、輕安、喜、捨、欲、心與三離

九法只現於一處；精進現於九處；念八處；定四處；慧五處及信兩處。 

在出世間（心）裡，這一切都會出現，但有時候則會除去思惟與喜。

在世間心裡，它們也會根據情況出現在六清淨裡。 

●節卅二至卅三之【助讀說明】 

在節卅二裡，三十七菩提分被縮小成十四各別法，其中之一是心，

其餘十三個是心所。節卅三總計了該些各別法在諸菩提分裡出現的次

數。 

精進出現九次為：四正勤、成就之法、根、力、覺支與道分。 

念出現八次為：四念處、根、力、與道分。 

定出現四次為：根、力、覺支與道分。 

慧出現五次為：成就之法、根、力、覺支與道分。 

信出現兩次為：根與力。 

其餘的只出現一次。 

屬於第二禪層次及以上的出世間心裡並沒有思惟，因為正思惟是尋心

所，而屬於第二禪層次及以上的出世間道心與果心是無尋的。同樣地，

在屬於第四及第五禪層次的出世間心裡也沒有喜。 

六清淨：在七清淨當中，首六清淨是屬於世間的階段，第七清淨是屬

於出世間的階段（見第九章、節廿二）。這六清淨是把戒定慧三學擴

大之後而成的分類。第七階段是證悟出世間道。 

 

一切之概要 
●節卅四：五蘊 

在一切之概要裡的五蘊是：一、色蘊；二、受蘊；三、想蘊；四、行

蘊；五、識蘊。 

●節卅四之【助讀說明】 

一切之概要：在這一篇裡，作者的目的是收集在《阿毗達摩論》

裡包含了一切各別法的分類法。列出這些分類法並不是為了發展抽象

的本體學，而是為了顯示觀智觀照範圍之內的諸法。這符合了佛陀所

說的：「若不實知一切、不遍知一切，人們絕對無法滅盡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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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巴利文 khandha（蘊）的意思是「組」、「堆」或「聚集」

（rasi）。佛陀把有情分析為這五蘊。在諸經裡他說道：「無論是那一

類色，是過去、未來、現在、內、外、粗、細、劣、勝、遠或近，這

一切都稱為色蘊。」對於其他四蘊也是如此。（《相應部》22:48/iii,47）

在前文已解釋了五蘊與四究竟法之間的關係（見第一章、節二）。 

●節卅五：五取蘊 

五取蘊：一、色取蘊；二、受取蘊；三、想取蘊；四、行取蘊；五、

識取蘊。 

●節卅五之【助讀說明】 

五取蘊：這五法稱為 upadanakkhandha（取蘊），因為它們組成

了執取的目標。佛陀說：「無論是那一類與漏有關及會被執取的色，

是過去、未來、現在等，這一切都稱為色取蘊。」再次，對於其他四

取蘊的定義也是如此。在此，一切能被四取所執取的五蘊成份皆名為

取蘊。這包括了所有色蘊及屬於世間的四名蘊。出世間的四名蘊並不

屬於取蘊，因為它們完全超越了執取的範圍，也就是說它們不會成為

貪或邪見的目標。  

●節卅六：十二處 

十二處：一、眼處；二、耳處；三、鼻處；四、舌處；五、身處；六、

意處；七、顏色處；八、聲處；九、香處；十、味處；十一、觸處；

十二、法處。 

●節卅六之【助讀說明】 

十二處是另一個整體的分類法。這分類法從門與識的所緣分析一

切各別法。首五處與五淨色相同；第七至第十一處則與五根所緣相同。

然而，屬於第六項的意處的範圍則比意門更為廣泛；它相等於整個識

蘊，即包括了所有的八十九種心。法處並不相等於法所緣；它只包括

不屬於其他十一處的各別法。如此，它不包括五根所緣、五淨色、及

相等於意處的諸心。它也不包括概念法，因為處（ayatana）所辨識

的只是究竟法，即擁有自性而存在之法，並不包括由概念組成而存在

之法。法處包括了五十二心所、十六微細色及涅槃（見節卅九）。  

●節卅七：十八界 

十八界：一、眼界；二、耳界；三、鼻界；四、舌界；五、身界；六、

顏色界；七、聲界；八、香界；九、味界；十、觸界；十一、眼識界；

十二、耳識界；十三、鼻識界；十四、舌識界；十五、身識界；十六、

意界；十七、法界；十八、意識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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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卅七之【助讀說明】 

（上述諸法）稱為 dhatu（界）是因為它們「持有」或「背負」

（dharenti）自己的自性。把十二處的意處分成七個識界，即得十八

界（見第三章、節廿一）。在其他方面，處與界是相同的。對於諸蘊、

處及界和四究竟法之間的關係，見表 7-3。 

表 7-3：對照四究竟法與蘊、處及界 

四究竟法 五蘊 十二處 十八界 

二十八色 色蘊 

眼處 眼界 

耳處 耳界 

鼻處 鼻界 

舌處 舌界 

身處 身界 

顏色處 顏色界 

聲處 聲界 

香處 香界 

味處 味界 

觸處 觸界 

法處 

（微細色

+心所+ 

涅槃） 

法界 

（微細色

+心所+ 

涅槃） 

五十二心所 

受蘊 

想蘊 

行蘊 

涅槃 （無） 

八十九心 識蘊 意處 

眼識界 

耳識界 

鼻識界 

舌識界 

身識界 

意界 

意識界 

 

●節卅八：四聖諦 

四聖諦：一、苦聖諦；二、苦因聖諦；三、苦滅聖諦；四、趣向滅苦

之道聖諦。 

●節卅八之【助讀說明】 



125 
 

四聖諦是佛陀的根本教法，由他在證悟之夜發現，且在他（四十

五年）漫長的弘化期間不斷地重複開示。這四聖諦稱為「聖」是因為

它們由聖者洞見、因為它們是至上聖者佛陀所教之諦、因為發現它們

能夠導向聖者之境、以及因為它們是真實、無可變更、絕不虛假之諦。 

苦聖諦可分為兩種：生、老、死、愁、悲、苦、憂、惱、怨憎會、

愛離別、所求不得及五取蘊之苦。簡要來說則是除了渴愛之外，三世

間地的一切法都屬於苦聖諦之內。 

苦因聖諦只有一法，即相等於貪心所的渴愛（tanha）。然而渴愛有三

個方面：欲愛、有愛（渴愛生存）及無有愛（渴愛斷滅）。 

苦滅聖諦也只有一法，即通過去除渴愛而證悟的涅槃。 

趣向滅苦之道聖諦是八聖道分。在四諦的教法裡，這是在四出世間道

心裡生起的八道分心所。當知在菩提分一篇裡的八道分可以是屬於世

間或出世間法，但在四聖諦教法裡，它們則純粹屬於出世間法。  

●節卅九：說明 

於此，包括（五十二）心所、（十六）微細色及涅槃的六十九法屬於

法處與法界。意界本身分為七識界。 

●節四十：總結 

色、受、想、其餘的心所及識五者被稱為五蘊。 

屬於三（世間）地的相同之法被稱為五取蘊。 

由於涅槃無可分別（為過去、現在、未來等），所以不包括在蘊類之

內。 

由於門與所緣之間的差別，而有（十二）處。依門、所緣及相符的識，

則生起（十八）界。 

三地輪迴苦，渴愛是其因，涅槃名為滅，道是出世間。 

與道及果相應的心所不包括在四諦之內。 

如是已依五種方法解釋了一切之概要。 

●節四十之【助讀說明】 

與道及果相應的心所：除了相等於八道分的八個心所之外，道心

裡的其他名法，即心本身及其他相應心所都不屬於八道分，因此不被

視為聖諦。四果也被置於四聖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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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緣之概要 
●節一：序文 

於此我應適當地詳細解釋諸有為法之分析、屬於它們諸緣之法，以及

（它們）如何（互相牽連）。 

●節一之【助讀說明】 

於此我應適當地詳細解釋：在解釋了四種究竟法及它們的類別之

後，如今阿耨樓陀尊者在此章「緣之概要」裡，再進一步解釋它們之

間的關係，即由緣力（paccayasatti）所連繫的緣法及緣生法。 

諸有為法：有為法是依靠諸緣而生起之法，即：一切心、心所及

色法（除了四種相色──見第六章、節十五）。 

屬於它們諸緣之法：緣是對其他法的生起及住立有資助

（upakaraka）之法。這即是說當緣在運作時，將會導致其他與它有

關連而還未生起之法生起，及已生起之法得以久住。一切有為法及涅

槃與概念都包括在緣法這一組之內。  

以及（它們）如何（互相牽連）（yatha）：這是指在諸緣法及有

為法之間運作的二十四緣力。這些也將（在此章）分析。 

●節二：簡說：兩種方法 

緣之概要有兩個部份： 

一、緣起法；二、發趣法。 

當中，緣起法的特性是一法依靠其他法而純粹只是發生。發趣法則依

諸緣的特有資助力而說。諸導師則把此二法混合一起解釋。 

●節二之【助讀說明】 

緣起法：「緣起」這一詞是由 paticca（緣於）及 samuppada（生

起）兩個字組成的複合字。通常這一詞是指在節三裡所解釋及常見於

諸經的十二因緣。 

此緣起法的法則可通過以下常見的格言來形容：「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在此書裡，該法則則被形容為：「一法依靠其他法而純粹只

是發生」。在此「其他法」是指緣的生起，「一法」是指有為法，而「純

粹只是發生」是指有為法只是發生。 

運用此法則於經中的十二因緣時，它是指當無明等任何緣存在時，那

麼，依靠該些緣法，行等諸緣生法也都存在。 

發趣法：這是記載於《阿毗達摩論》第七部《發趣論》的方法。

有別於只是解釋緣法如何造成緣生法生起的緣起法，發趣法也解釋

「緣力」（paccayasatti）。力（satti）是有能力帶來或完成某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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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法。就有如辣椒之辣是潛藏在辣椒之內，不能不依靠它們而存在；

同樣地，緣力是潛藏在緣法裡，不能不依靠它們而存在。一切緣法都

具有各自特有的緣力，而即是此緣力使它們能夠造成緣生法生起。 

諸緣的特有資助力：這是對晦澀難懂的巴利片語

ahaccapaccayatthiti 的嘗試性譯文。列迪長老解釋該片語為「諸緣

的特力，即它們在各種不同方面的資助力」，而他說有別於只舉出緣

法的緣起法，發趣法則全面地舉出諸緣的特有資助力。 

諸導師則把此二法混合一起解釋：《清淨道論》第十七章裡記載

了混合解釋法，其中運用了二十四緣來闡明十二緣起支每一對之間的

關係。 

 

緣起法 
●節三：基本程式 

於此，一、緣於無明，行生起；二、緣於行，識生起；三、緣於識，

名色生起；四、緣於名色，六處生起；五、緣於六處，觸生起；六、

緣於觸，受生起；七、緣於受，愛生起；八、緣於愛，取生起；九、

緣於取，有生起；十、緣於有，生生起；十一、緣於生，老、死、愁、

悲、苦、憂、惱生起。如是生起了這整堆苦。 

●節三之【助讀說明】 

緣起法：緣起法基本上是解釋生死輪轉（vatta）的因緣結構，

開顯維持生死輪轉及令它從一世轉到另一世的諸緣。在註疏裡，緣起

被定義為：諸果同等地依靠諸緣的聚合而生起。這顯示了沒有單獨的

因能夠產生單獨的果，也沒有單獨的果能夠緣於單獨的因而生起。反

之，永遠都是一組的緣產生一組的果。在十二因緣裡只有說及一法是

另一法的緣，這麼說是為了指出在一組緣當中最為主要的緣，以及指

出它與一組果當中最為主要的果之間的關係。  

（一）緣於無明，行生起：無明（avijja）是痴心所，覆蓋了對諸法

真實性的覺知能力，就有如白內障阻礙看色所緣的視力。根據經教法

的解釋，無明是沒有四聖諦的智慧。根據論教法，無明是沒有對以下

八事的智慧：四聖諦、過去世、未來世、過去世與未來世、緣起。 

行（sankhara）是與二十九世間善及不善心相應的思心所。八大善心

及五色界禪那善心裡的思整體地被稱為「福行」；十二不善心裡的思

則被稱為「非福行」；而四無色禪善心裡的思則被稱為「不動行」。 

當有情的心流還是受到無明影響時，行即會製造能夠產生未來世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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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無明被稱為產生行的主要緣。無明在不善業裡很顯著，而在世間

善業裡則是潛伏性地存在。所以世間善與不善行兩者皆被說為緣於無

明。 

（二）緣於行，識生起：這是指三十二種（世間）果報心緣於行（上

述二十九種善與不善思）而生起。在前一世死時，其中一個累積在心

流裡特強的業即會在下一世與該業相符之地裡產生十九種結生心之

一。如在第五章、節廿七至卅三裡所解釋，在隨後的生命期裡，其他

以往所累積的業也能夠根據情況產生其他種類的果報心。 

（三）緣於識，名色生起：在第二項裡的「識」專指「果報識」，然

而在此它則是指「果報識」及前世的「業識」兩者。「名」（nama）一

詞是指與果報識相應的諸心所；「色」（rupa）一詞則是指業生色。在

「五蘊有」裡，即是在擁有一切五蘊的界地裡，識緣生了名色兩者。

但在「四蘊有」裡，即在無色界天裡，它只緣生了名法。而在「一蘊

有」裡，即在無想有情天裡，它只緣生色法。於五蘊結生，當結生心

在結生那一剎那生起時，同時也生起了受、想、行三名蘊，以及某些

色聚──於人類，該些色聚是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與心所依處十法

聚。由於心（識）在這些俱生名色法裡是主，所以說識緣生了名色。 

（四）緣於名色，六處生起：在此，「名色」的定義與第三項相同。

在六處當中，首五處是眼、耳、鼻、舌、身五淨色，而意處則是指三

十二種（世間）果報心。當業生色生起時，它們緣助也是屬於業生色

的五淨色生起。當諸相應心所生起時，它們緣助於此稱為意處的果報

心生起。換言之，果報心緣生名，而名則緣生果報心；它們之間的關

係是「相互緣」。在欲地裡，名色緣生所有六處；在色地裡，它們則

只緣生眼、耳及意三處；在無色地裡則只有名緣生意處，這是該地僅

有之處，因為在其地完全沒有五色處。 

（五）緣於六處，觸生起：在此「觸」（phassa）是指與果報心相應

的觸心所。觸是心、諸心所及目標「前來相聚於」六處當中之一處。

生起於眼處的觸名為「眼觸」。它是眼淨色、色所緣及眼識之相聚於

一處。其他的耳觸等也同樣地依靠各自的處生起。「意觸」則是與除

了雙五識之外的二十二果報心相應的觸。由於觸必須有處才能生起，

所以說觸緣於六處而生起。 

（六）緣於觸，受生起：每當觸生起時，受（vedan

觸而同時生起。觸是識與目標接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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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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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生受、身觸生受及意觸生受。在感受的素質方面，受依據其處及目

標可以是樂受、苦受或捨受。 

（七）緣於受，愛生起：受緣生渴愛（tanha）。愛有六種：（顏）色

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及法愛。每一種又可依以下三方面分為

三種：一、純粹只是渴愛欲樂；二、渴愛有（生命），即含有常見的

渴愛；三、渴愛斷滅，即含有斷見的渴愛。在究竟界上，所有不同種

類的愛都是貪心所（lobha）──見第七章、節卅八。 

雖然愛可依其目標而分別，但事實上愛是依靠接觸目標而生起的受。

若人體驗到樂受，他就會享受該樂受，而他追求該目標的目的純粹只

是因為它能夠激起樂受。反之，當他體驗到苦受時，他會渴望脫離苦，

以及渴望會有某種樂受取代它。捨受的本性是寧靜的，而這也能成為

渴愛的目標。如是三種受緣生了種種愛。 

（八）緣於愛，取生起：在此，「取」是在前文已解釋的四種取（見

第七章節七）。「欲取」是強化了的愛，是貪心所的一種呈現方式；其

他三種取是邪見心所的呈現方式。這些取都緣於愛。於第一項，對目

標微弱或起始的貪名為愛，而強化了的貪則名為取。於其他三項，緣

生邪見的貪名為愛，在受到該貪的影響之下而接受的邪見則名為取。 

（九）緣於取，有生起：有（存在）有兩種：業有與生有。業有是指

二十九種善與不善思，或一切能夠產生新一世的善與不善業。生有則

是指三十二種果報心、它們的相應心所及業生色。 

取是業有之緣；在取的影響之下，人們才會有作為而累積了業。取是

生有之緣，因為即是取導致人們依所造之業再生死輪迴。 

（十）緣於有，生生起：於此，生（jati）是指新一世的世間果報心、

其相應心所及業生色生起於其中一個生存地。使到未來世發生的主要

緣是善與不善業，即業有。 

（十一）緣於生，老死等生起：一旦生發生，老死已是無可避免的，

而在生與死之間也可能會生起其他苦，例如愁、悲、苦、憂及惱。這

一切苦的根源即是生，所以把生列為它們的主要緣。 

如是生起了這整堆苦：在第十一項裡所舉出的整堆苦即因上述互相牽

連的諸緣法及緣生法而生起。 

●節四：分析的類別 

當知有三時、十二支、二十法、三連結、四攝類、三輪轉及二根。 

●節五：三時 

如何？無明與行屬於過去世；生及老死屬於未來世；中間八支屬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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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如是一共有三時。 

●節五之【助讀說明】 

當十二支依三世分別時，應明白這只是為了顯示生死輪迴裡的因

緣結構。當知被歸納於某一世的緣起支並不是只在該世運作，而不會

在其他世運作。事實上，如節七裡所指出，在每一世裡都有這些互相

牽連的十二緣起支。 

●節六：十二支 

十二支是：一、無明；二、行；三、識；四、名色；五、六處；六、

觸；七、受；八、愛；九、取；十、有；十一、生；十二、老死。所

示的愁等詞是（生之後）偶有的結果。 

●節七：四攝類 

於此，在提及無明與行時，愛、取與有也已包括在內。同樣地，在提

及愛、取與有時，無明與行也已包括在內。在提及生與老死時，識等

五果也已包括在內。如是有： 

一、過去五因，二、現在五果；三、現在五因，四、未來五果。 

如是有二十法、三連結及四攝類。 

●節七之【助讀說明】 

當心中的無明還未斷除時，愛與取就還會生起；而每當愛與取發

生時，它們都是以無明為根本及與它俱行。再者，「行」與「有」二

詞都是指同一種究竟法，即：造業之思。因此，每當提及其中一詞時，

另一者也已包括在內。 

在二十法當中並沒有個別列出生與老死，因為它們是名色法之相，

而不是究竟法。它們所代表的究竟法是從識至受這五個緣起支。 

三連結是：一、過去因（行）與現在果（識）的因果連結；二、

現在果（受）與現在因（愛）的果因連結；三、現在因（有）與未來

果（生）的因果連結。 

●節八：三輪轉 

三輪轉： 

一、無明、愛與取屬於煩惱輪轉； 

二、稱為業有與行的生存一部份屬於業輪轉； 

三、稱為生有等的生存一部份屬於果報輪轉。 

●節八之【助讀說明】 

這三輪轉顯示了生死輪迴的方式。最為基本的輪轉是煩惱輪轉。

在受到無明矇蔽及渴愛驅使之下，人們投入於造作種種世間的不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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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業。如是煩惱輪轉引生了業輪轉。當此業成熟而產生果報時，那即

是業輪轉引生了果報輪轉（異熟輪轉）。在對這些苦樂的果報作出反

應時，還沉溺於無明的人即會受到渴愛所制伏，而欲享受更多愉悅體

驗、執取已獲得的、以及嘗試避免痛苦的。如此果報輪轉再引生另一

個煩惱輪轉。如是這三輪轉不斷地轉著，直至無明被諸聖道根除。 

●節九：二根 

當知無明與愛是二根。 

●節九之【助讀說明】 

無明被稱為從過去直透到現在受之根；愛被稱為從現在直透到未

來老死之根。 

●節十：總結 

通過斷除此二根，輪迴即會斷滅。對於常受老死之惑逼迫者，一旦諸

漏生起，無明即再次轉起。如是大賢者說示三地纏結及無始的輪迴為

「緣起」。 

●節十之【助讀說明】 

在《正見經》（《中部‧經九》）裡，舍利弗尊者受到詢問以解釋

無明之因，而他回答道：「當漏生起，無明即生起」。在詢問他什麼是

漏的因時，他回答道：「當無明生起，漏即生起」。由於在諸漏當中最

為根本的即是「無明漏」，舍利弗尊者所說的意謂了任何一世的無明

都緣生於前一世的無明。這即成立了無始（anadikam）輪迴，因為任

何一世的無明都緣生於前一世的無明，而如此往回推是無盡的。關於

諸漏，見第七章、節三。 

 

發趣法 
●節十一：二十四緣 

（此發趣法有二十四緣）： 

一、因緣；二、所緣緣；三、增上緣；四、無間緣；五、相續緣；六、

俱生緣；七、相互緣；八、依止緣；九、親依止緣；十、前生緣；十

一、後生緣；十二、重複緣；十三、業緣；十四、果報緣（異熟緣）；

十五、食緣；十六、根緣；十七、禪那緣；十八、道緣；十九、相應

緣；二十、不相應緣；廿一、有緣；廿二、無有緣；廿三、離去緣；

廿四、不離去緣。 

●節十一之【助讀說明】 

上面所列的二十四緣是《發趣論》的主題。《發趣論》詳盡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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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了於《阿毗達摩論》第一部《法聚論》裡列舉的名法與色法之間種

種互相連繫的方式。若要正確地理解《阿毗達摩論》裡的發趣法，至

少必須明白每一緣所涉及的三法： 

一、緣法──這是作為其他法之緣的法；此緣法通過產生、支助或維

持其他法而成為其緣。 

二、緣生法──這是受到緣法緣助之法；它在受到緣法支助之下而得

以生起或持續存在。 

三、緣力──這是緣法作為緣生法之緣的特有方式。 

從節十三至廿七，阿耨樓陀尊者將會解釋二十四緣如何構成了各種不

同的法之間的關係。他沒有照著原有的次序逐一地解釋每一個緣法，

而是把緣法及緣生法歸納為名法、色法及名色法三組，然後再把這三

組組成六對以解釋關於每一對之間的緣。在闡明這些節裡的內文時，

若遇到不清楚之處，我們將會提起每一緣所涉及的上述三法。 

表 8-1：二十四緣及其分類 

1 因緣  14 果報緣 

2 所緣緣 

15 

食緣 

  一、色食 

  二、名食 3 

增上緣 

  一、所緣增上 

  二、俱生增上 

16 

根緣 

  一、前生根 

  二、色命根 

  三、俱生根 

4 無間緣 

5 相續緣 

6 俱生緣 

7 相互緣 17 禪那緣 

8 

依止緣 

  一、俱生依止 

  二、前生依止 

    a.依處前生依止 

    b.依處所緣前生

依止 

18 道緣 

19 相應緣 

20 

不相應緣 

  一、俱生不相應 

  二、前生不相應 

  三、後生不相應 

9 

親依止緣 

  一、所緣親依止 

  二、無間親依止 

  三、自然親依止 21 

有緣 

  一、俱生有 

  二、前生有 

  三、後生有 

  四、食有 
10 

前生緣 

  一、依處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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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緣前生   五、根有 

11 後生緣 22 無有緣 

12 重複緣 23 離去緣 

13 

業緣 

  一、俱生業 

  二、異剎那業 

24 不離去緣 

 

 

●節十二：簡要應用 

名以六種方式作為名的緣。名以五種方式作為名色的緣。再者，名以

一種方式作為色的緣，色也以一種方式作為名的緣。概念與名色以兩

種方式作為名的緣。名色以九種方式作為名色的緣。如此有六種緣。 

●節十三：名作為名的緣 

如何？名以六種方式作為名的緣：剛滅盡的心與心所是現在心與心所

的無間緣、相續緣、無有緣及離去緣。前生速行是後生速行的重複緣。  

俱生心與心所互相作為相應緣。 

●節十四：名作為名色的緣 

名以五種方式作為名色的緣： 

因、禪支與道分是俱生名色法的因緣等。 

俱生思是俱生名色的業緣；異剎那思是業生名色的業緣。 

諸果報（名）蘊互相作為果報緣及作為俱生色的果報緣。 

【以下節十四至節廿八之助讀說明暫略】 

●節十五：名作為色的緣 

名只以一種方式作為色的緣：後生心與心所是前生（色）身的後生緣。 

●節十六：色作為名的緣 

色只以一種方式作為名的緣：在生命期裡，六依處是七識界的前生緣；

五所緣是五門心路過程心的前生緣。 

●節十七：名色作為名的緣 

概念與名色以兩種方式作為名的緣，即：所緣緣與親依止緣。 

於此，所緣是顏色等六種。但親依止緣則有三種，即：所緣親依止緣、

無間親依止緣及自然親依止緣。 

其中，當所緣變得顯著時，它本身即成為所緣親依止緣。剛滅盡的心

與心所作為無間親依止緣。自然親依止緣則有許多種：貪心所等、信

心所等、樂、苦、個人、食物、氣侯、住所──（這一切）內外（之

物）都能依情況作為善法等的緣。業也是其果報之緣。 

●節十八：名色作為名色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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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情況，名色以九種方式作為名色的緣，即：增上緣、俱生緣、相

互緣、依止緣、食緣、根緣、不相應緣、有緣及不離去緣。 

●節十九：增上緣 

其中，增上緣有兩種： 

一、所執著與重視的所緣是名的所緣增上緣。 

二、四種俱生增上法是俱生名色的「俱生（增上緣）」。 

●節二十：俱生緣 

俱生緣有三種：一、心與心所互相作為俱生緣，以及作為俱生色的俱

生緣；二、四大元素互相作為俱生緣，以及作為所造色的俱生緣；三、

於結生時，心所依處與果報（名蘊）互相作為俱生緣。 

●節廿一：相互緣 

相互緣有三種：一、心與心所互相作為相互緣；二、四大元素互相作

為相互緣；三、心所依處與果報（名蘊）互相作為相互緣。 

●節廿二：依止緣 

依止緣有三種：一、心與心所互相作為依止緣，以及作為俱生色法的

依止緣；二、四大元素互相作為依止緣，以及作為所造色的依止緣；

三、六依處作為七識界的依止緣。 

●節廿三：食緣 

食緣有兩種：一、段食是此身的食緣；二、無色食是俱生名色的食緣。 

●節廿四：根緣 

根緣有三種：一、五淨（色）是五識的根緣；二、色命根是執取色（業

生色）的根緣；無色根是俱生名色的根緣。 

●節廿五：不相應緣 

不相應緣有三種：一、在結生的那一剎那，心所依處是諸果報（名蘊）

的俱生不相應緣，而心與心所則是俱生色法的俱生不相應緣；二、後

生心與心所是前生色身的後生不相應緣；三、在生命期裡，六依處是

七識界的前生不相應緣。 

●節廿六：有緣與不離去緣 

有緣與不離去緣都有五種：俱生、前生、後生、段食及色命。 

●節廿七：歸納諸緣 

一切緣可以歸納於所緣、親依止、業與有四緣當中。 

於此，當知一切俱生色法為兩種：在生命期裡的是心生；在結生時的

則是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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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歸納諸緣 

所緣緣 親依止緣 業緣 有緣 

所緣增上 

依處所緣 

前生依止 

所緣前生 

不相應* 

所緣增上 

依處所緣 

前生依止* 

所緣前生* 

異剎那業* 

不相應* 

無間 

相續 

重複 

無有 

離去 

異剎那業 所緣增上* 

俱生增上* 

俱生依止 

依處前生依止 

依處所緣   

前生依止 

依處前生 

俱生業 

不相應 

因 

俱生 

相互 

果報 

食 

根 

禪那 

道 

相應 

不離去 

後生 

註：*代表「有時而已」 

●節廿八：總結 

如是於三時裡及與時間無關的內外、有為無為諸法可歸納為三種：概

念、名與色。 

發趣法的諸緣一共有二十四。 

 

概念之分析 
●節廿九：簡說 

其中，色法是屬於色蘊。由心與心所組成的四無色蘊及涅槃是五種無

色。它們也被稱為「名」。 

剩餘的是兩種概念：所知概念與令知概念。 

●節廿九之【助讀說明】 

至此阿耨樓陀尊者已說畢四種究竟法、它們的各種分類及依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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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但他還未討論到概念。雖然概念是屬於世俗諦，而不是究竟諦，

它們還是被收錄於《阿毗達摩論》的《人施設論》。所以在第八章的

結尾裡，作者將簡要地討論概念。 

它們也被稱為「名」：四無色蘊被稱 nama（名），因為它們「傾

向」或「轉向」於目標以識知它。它們也因為「導致傾向或轉向」而

被稱為 nama（名），因為它們互相導致另一者傾向於目標。涅槃純粹

基於「導致傾向」而被稱為 nama（名），因為涅槃通過作為「所緣增

上緣」而導致毫無瑕疵的出世間心與心所傾向或轉向它本身。  

剩餘的是概念：概念有兩種：「意義（attha 事物）概念」與「名

字概念」。前者是通過概念所表達的意義（事物）；後者是表達該意義

（事物）的名字或名稱。例如：識知具有某種體形與性格、遍體生毛、

具有四隻腳的家畜是「狗」的觀念是「意義（事物）概念」；「狗」這

名稱則是「名字概念」。 

意義（事物）概念是「所知概念」；名字概念是「令知概念」。 

●節三十：所知概念 

如何？「地」、「山嶽」等詞是依元素的變化而命名。「屋子」、「馬車」、

「貨車」等詞是依材料的組成而命名。「人」、「個人」等詞是依五蘊

而命名。「方向」、「時間」等詞是依月亮等的運行而命名。「井」、「山

洞」等詞是依沒碰撞而命名。「遍相」等詞是依各自的元素與心智的

修習而命名。 

雖然這一切不同的事物在究竟上是不存在的，但能依作為（究竟）法

的影像而成為心的所緣。 

它們被稱為概念是因為它們被（有情）依這或那方面而想像、計算、

明瞭、表達與識知。這種概念因所知而得其名。 

●節三十之【助讀說明】 

「所知概念」與「意義（事物）概念」相同。於此，作者列舉了

各種不同的意義（事物）概念。 

地、山嶽等被稱為「形狀概念」，因為它們相等於事物的形狀。 

屋子、馬車、村落等被稱為「組合概念」，因為它們相等於事物的組

合。 

東、西等被稱為「方向概念」，因為它們相等於方向。 

早晨、中午、星期、月等被稱為「時間概念」，因為它們相等於時間

的單位。 

井、山洞等被稱為「空間概念」，因為它們相等於沒有可觸及物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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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遍相等被稱為「相概念」，因為它們相等於通過禪修而獲得的心之影

像。 

●節卅一：令知概念 

由於其令知而名為概念。它形容名字、命名等。 

它有六種：一、真實的（直接）概念；二、不真實的（直接）概念；

三、通過真實的不真實概念；四、通過不真實的真實概念；五、通過

真實的真實概念；六、通過不真實的不真實概念。 

例如：當以「色」、「受」等詞，宣稱在究竟上存在之法時，它被稱為

「真實的（直接）概念」。 

當以「[大]地」、「山嶽」等詞，宣稱在究竟上不存在之法時，它被稱

為「不真實的（直接）概念」。 

當知其餘（四項）的是結合兩種；以下是它們各自的例子：「擁有六

神通的人」、「女人的聲音」、「眼識」與「國王的兒子」。 

●節卅一之【助讀說明】 

「令知概念」與「名字概念」相同。作者再次舉出了種種例子。 

真實的（直接）概念：色、受等是究竟法，因此命名它們的概念

是真實的直接概念。 

不真實的（直接）概念：「地」、「山嶽」等並不是究竟法，而是

由心想像構成的世俗法。雖然這些概念是基於究竟法而有，但它們所

代表的東西本身不是究竟法，因為它們不是擁有自性地存在。 

當知其餘（四項）的是結合兩種： 

於此，「擁有六神通的人」是「通過真實的不真實概念」，因為神

通是究竟真實的，但「擁有者」只是由心想像構成。 

「女人的聲音」是「通過不真實的真實概念」，因為聲音是究竟

存在的，但女人則不是如此。 

「眼識」是「通過真實的真實概念」，因為眼淨色及依靠它而生

起的識都是究竟存在的。 

「國王的兒子」是「通過不真實的不真實概念」，因為國王及兒

子兩者都不是究竟存在的。 

●節卅二：總結 

以耳識心路過程跟隨語音，再通過隨後生起的意門（心路過程）所領

受的概念而得知其意義。當知這些概念受到世俗法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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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業處之概要 
●節一：序文 

從這裡開始，我當解釋培育止與觀的兩種業處。 

●節一之【助讀說明】 

兩種業處：直譯巴利文 kammatthana 是「作業之地」或「工作之

處」。這一詞用以代表禪修之法，是禪修者培育特別成就的工作處。

在佛教裡有兩大類禪法：止禪與觀禪。在這兩者當中，觀禪是佛教特

有的禪法；修此禪法的目的即是要親身體驗佛陀所發現及所教的真諦。

在非佛教的宗派裡也有止禪。然而，在佛教裡教止禪的目的是以修止

禪所培育的定力作為修觀禪的穩固基礎。這兩大類業處都有各自的禪

修方法及範圍；在這章裡將會解釋這點。 

止與觀：譯為「止」的 samatha（奢摩他）是代表心的寧靜。這

一詞的意義差不多與 samadhi（三摩地，定）相同，儘管它是源自不

同的詞根，即意為「變得寧靜」的 sam。在專門用語上，「止」被定

義為八定裡的「心一境性」，即經教法的四色禪及四無色禪裡的一境

性心所。這些定被稱為止是因為心一境性平息了心的猶豫或驚慄。  

譯為「觀」的 vipassana（毗婆舍那）被解釋為「從各種不同的方面

照見」。「觀」是直接地照見諸究竟法的無常、苦、無我三相。這是導

向揭開諸究竟法真實本性的慧心所的作用。 

《阿毗達摩概要》這一章裡對止觀禪的解釋是整部《清淨道論》的概

要；想要更詳細地了解它們的讀者可參考《清淨道論》。 

 
止之概要 

基本分組 
●節二：業處 

其中，於止之概要，首先在止業處概要裡有七組：一、十遍；二、十

不淨；三、十隨念；四、四無量；五、一想；六、一分別；及七、四

無色。 

●節二之【助讀說明】 

在這七組裡一共有四十種業處；節六至節十二將會列出它們。 

●節三：性格 

在性格（習行）之概要裡有六種：一、貪行者；二、 瞋行者；三、

痴行者；四、信行者；五、知識行者（覺行者）；六、散漫行者（尋

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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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三之【助讀說明】 

「性格」或「習行」是指個人的本性──通過個人的自然態度與

行為而顯露出來的性格。由於過去所造的業不同，人們之間的性格也

因此不同。諸論師說性格是決定於產生結生心的業。 

在這六種性格當中，貪行與信行組成相等的一對，因為這兩者都

對目標有好感；只是前者的目標是惡，後者的目標是善。同樣地，瞋

行與知識行也組成相等的一對，因為瞋以不善的方式厭離目標，知識

則通過發現真實的過患而厭離目標。痴行與散漫行也組成相等的一對，

因為痴行者由於膚淺而猶豫，散漫行者則由於常臆測而猶豫。 

●節四：修習 

心之修習有三個層次：遍作修習、近行修習與安止修習。 

●節四之【助讀說明】 

「遍作修習」始於人們剛開始修禪的時候，直至鎮伏了五蓋及似

相出現的時候。 

「近行修習」是鎮伏了五蓋及似相出現的時候。從似相出現直至

種姓心的剎那都是屬於近行修習的階段。 

緊接著種姓心之後生起的心被稱為安止；這即是「安止修習」的

起點。安止修習發生在色界禪那或無色界禪那的階段。 

●節五：禪相 

當知有三種禪相：遍作相、取相與似相。 

●節五之【助讀說明】 

「遍作相」是在起始修行階段用以培育定的目標。 

「取相」是與肉眼所看到的目標一模一樣、出現在心中的影像。 

毫無瑕疵的心之影像是「似相」。似相被形容為「呈現為有如自

取相中出來，而且是比它更為清淨一百倍或一千倍……就有如從雲朵

背後出來的圓月」（《清淨道論》第四章、段卅一）。亦見本章節十七。 

 

四十種業處 
●節六：十遍 

如何？十遍是：地遍、水遍、火遍、風遍、藍遍 、黃遍、紅遍、白

遍、虛空遍與光明遍。 

●節六之【助讀說明】 

十遍：巴利文 kasina（遍）的意義是「全部」或「整體」。如此

稱之是因為必須把其似相擴大至十方無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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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遍等：修習地遍時，禪修者可準備一個直徑大約三十公分的圓

盤，把它填滿黎明色的泥，然後再把它的表面弄平。這即是地遍圓盤，

即作為修習地遍的遍作相。禪修者可把該圓盤放在離他一公尺之處，

張著眼凝視它，以及觀察它為「地、地」。若要修習水遍，禪修者可

以準備一桶清水，然後觀察它為「水、水」。若要修習火遍，禪修者

可以起一堆火，然後透過在一張皮或一塊布上剪出的圓洞凝視那火，

以及觀察它為「火、火」。修習風遍的禪修者可以專注於從窗口或墻

壁的洞吹進來的風，觀察它為「風、風」。 

若要修習色遍，禪修者可以準備一個上述大小的圓盤，然後把它

塗上藍、黃、紅或白色。過後再於心中默念它的顏色地專注於它。禪

修者甚至可以選用某種色的花作為目標。 

想要修習光明遍的禪修者可以專注於月光，或不搖曳的燈光，或

照在地上的光，或穿過牆縫照在另一道牆上的光線。 

想要修習虛空遍的禪修者可以專注於一個直徑大約三十公分的

圓洞，觀察它為「虛空、虛空」。 

對於修習遍處的詳細解釋，見《清淨道論》第四章與第五章。 

●節七：不淨觀 

不淨有十種：腫脹、青瘀、膿爛、斷壞、食殘、散亂、斬斫離散、血

塗、蟲聚、骸骨。 

●節七之【助讀說明】 

十種不淨是死屍腐爛的不同階段。這些業處專為對治欲欲。 

●節八：隨念 

十種隨念：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捨（棄）隨念、天隨

念、寂止隨念、死隨念、身至念、安般（入出息）念。 

●節八之【助讀說明】 

佛隨念等：首三種隨念的修習方法是隨念佛、法、僧的功德。 

戒隨念的修習方法是具有正念地憶念自己清淨無染的戒行。 

捨（棄）隨念是具有正念地憶念佈施的功德。 

天隨念的修習方法是具有正念地如下憶念：「諸天神因為他們的

信、戒、多聞、佈施及慧而得以投生至如此殊勝之地。而我也擁有這

些品德。」於此業處，禪修者以自己的信等功德作為目標以培育正念，

以及以諸天為證。 

寂止隨念是觀察涅槃的素質。 

死隨念是觀察自己肯定會死、死亡何時會來臨無法肯定，以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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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來臨時，人們必須捨棄一切。 

身至念是觀察自己身體的頭髮、體毛、指甲、牙齒、皮膚、肉、

腱、骨、骨髓等三十二不淨的部份。 

安般念是專注於呼吸時接觸到鼻孔邊緣或人中的入息與出息。 

關於十隨念，詳見《清淨道論》第七章及第八章。 

●節九：無量 

也稱為四梵住的四無量是：慈、悲、喜與捨。 

●節九之【助讀說明】 

四無量：這些法被稱為「無量」是因為（在禪修時）必須把它們

遍佈至十方一切無量的眾生。它們也被稱為「梵住」（brahmavihara），

因為它們是梵天界諸梵天的心常安住之境。 

慈（metta）是希望一切眾生幸福快樂。它有助於去除瞋恨。 

悲（karuna）在看到他人遭受痛苦時心生不忍。它是希望拔除他

人的痛苦，及與殘酷相對。 

喜（mudita）是隨喜他人的成就與富裕。它是恭喜他人的態度，

及協助去除對他人成就的妒嫉與不滿。 

捨（upekkha）：屬於梵住的捨是沒有執著、沒有厭惡而平等地對

待他人的心境。平等的態度是它主要的特相。它與偏愛及反感相對。 

●節十：一想 

一想是食厭想。 

●節十之【助讀說明】 

食厭想是省察食物可厭的一面而生起之想，例如省察尋食之苦，

食用它、消化、排泄等時的不淨。詳見《清淨道論》第十一章、段一

至廿六。 

●節十一：一分別 

一分別是四界分別觀。 

●節十一之【助讀說明】 

四界分別觀是觀察身體只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元素組合而成。

詳見《清淨道論》第十一章、節廿七至一一七。 

●節十二：無色 

四無色是空無邊處等。如是在止之義釋裡一共有四十種業處。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以下是四無色禪：一、空無邊處；二、識無邊處；三、無所有處；

四、非想非非想處。詳見《清淨道論》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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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三：適合之分析（sappayabheda） 

關於性格，貪行者適合修十不淨及身至念，即三十二身分。 

瞋行者適合修四無量及四色遍。 

痴行者與散漫行者適合修安般念。 

信行者適合修佛隨念等六隨念。知識行者適合修死隨念、寂止隨念、

食厭想及四界分別觀。 

其餘的業處適合一切性格。 

於遍處，痴行者適合採用大的（圓盤）；散漫行者適合採用小的（圓

盤）。 

 

修習之分析 

●節十四：依三個階段 

所有四十種業處都能達到遍作修習的階段。於佛隨念等八種隨念、一

想與一分別十種業處，只能達到近行修習的階段，而不能達到安止修

習的階段。其餘的三十種業處也能夠達到安止修習的階段。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對於上述以佛隨念為始的十種業處，由於心忙於觀察諸多不同的功德

及要義，涉及了極強的尋，致使一境性不能專注至證入安止的程度。 

●節十五：依禪那 

其中，十遍與安般念能夠產生五禪；十不淨與身至念（只）能產生初

禪；慈等首三無量能夠產生四禪；捨（只）能產生第五禪。 

如是這廿六種業處能夠產生色界禪那。 

四無色能夠產生無色禪。 

●節十五之【助讀說明】 

修十不淨與身至念都須要運用尋，因此它們不能產生高過初禪及

無尋的禪那。首三種無量必須與悅受相應地生起，因此只能產生與悅

受相應的首四禪。捨無量則必須與捨受相應地生起，因此只能產生與

捨受相應的第五禪。 

 

境之分析 
●節十六：禪相 

在三種禪相當中，通常於一切業處都可以適當的方法獲得遍作相與取

相。但似相只出現於遍處、不淨、（三十二）身分與安般念。通過似

相而生起了近行定與安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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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七：禪相之顯現 

如何？當初學者觀察地遍圓盤等時，該目標即稱為遍作相，及該修習

即稱為遍作修習。在透徹地觀察該相之後，當它有如張著眼看到般呈

現於意門時，它即稱為取相，而其時的修習則變得專注（等持）。 

如是專注者繼續運用依於該取相的遍作定修習。當他如此修時，（與

取相）類似的似相即安立及緊繫於心；（此所緣）沒有原來的所緣的

缺點、被稱為概念及由禪修產生。其時即說似相已生起。 

●節十八：證得禪那 

隨後即已成就了近行定；此定屬於欲界，及已捨離了障礙。此後，以

該似相及近行定繼續修習，他證得了色界初禪。 

此後他再修習初禪的五自在：轉向、入定、決意（住定）、出定及省

察。隨後，通過捨棄尋等較粗的禪支，以及培育伺等較細的禪支，他

依自己的能力順次地證入第二禪等。 

如是在地遍等廿二種業處能得似相。在其餘（十八種）業處裡的（四）

無量則取有情的概念（為所緣）。 

●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五自在：在這五自在當中，轉向自在是能夠隨心所欲、輕易及迅

速地轉向尋、伺等禪支的能力。入定自在是能夠輕易及迅速地證入各

種禪那的能力，而且在達到入定的過程當中並沒有很多的有分心生起。

決意（住定）自在是能夠依自己所決定的時間入定多久的能力。出定

自在是能夠輕易及迅速地從禪定中出來的能力。省察自在是能夠在出

定之後省察剛才所證入的禪那的能力。除了五自在之外，鼓勵禪修者

也掌握如何漸次地擴大（遍處）似相，直至遍佈整個無邊宇宙。 

●節十九：無色定 

此後，除了虛空遍之外，他抽掉任何一種遍處（的似相），然後以觀

察所留下來的無邊空間進行預作。如此修習之下，他證入了第一無色

禪定。當他以觀察第一無色禪心為「（識）無邊」進行預作時，他即

能夠證入第二無色禪。當他以觀察第一無色禪心的不存在為「無所有」

進行預作時，他即能夠證入第三無色禪。當他以觀察第三無色禪心為

「這很平靜，這真殊勝」進行預作時，他即能夠證入第四無色禪。 

●節二十：其他業處 

對於其他十種業處，當他取佛陀等的功德為目標進行預作，而又透徹

地獲取該相時，他即已經通過遍作修習變得專注於它，同時也成就了

近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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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廿一：神通 

從作為神通的基礎的第五禪出定之後，他轉向決意等；在進行預作之

後，他證入顯現神通的色界第五禪，取色所緣等為目標。 

神通有五種：神變通[如意通]、天耳通、他心智、宿住隨念及天眼通。 

修習止業處之法至此完畢。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從作為神通的基礎的第五禪出定之後……：《清淨道論》（第十二

章、段五七）如下地解釋顯現神通的過程：「（在進行預作之後）他證

入作為神通基礎的禪那，再從該禪那出定。然後，若他想要顯現一百

身，他即如此進行預作：『讓我變成一百身』，之後他再證入作為神通

基礎的禪那、出定及作決意。他就會在決意心的同時變成一百身。」 

神通有五種： 

一、神變通[如意通]包括了能夠把自己顯現為多身、隨心所欲地顯現

與消失、毫無阻礙地穿牆而過、遁地、在水上行走、在天空中飛行、

觸摸日月、及能夠去到梵天界。 

二、天耳通令人能夠聽到遠處及近處微細與粗顯的聲音。 

三、他心智能夠知曉他人的心念，以及直接地知道他人的心境。 

四、宿住隨念能夠憶起許多過去世，以及知道在那些世裡的細節。 

五、天眼通令人能夠看到天界或地界遠近的事情。天眼通當中也包括

「死生智」，即能夠直接地知道諸有情因於何業在一處死後投生至另

一處。 

這些神通都是屬於世間，以及依靠對第五禪的掌握能力。在經典裡也

有提及第六種神通，即通過修習觀禪證得的出世間「漏盡智」。 

 

觀之概要 

表 9-1：七清淨 

清淨 修行 

 一、戒清淨 四清淨戒 

 二、心清淨 近行定與安止定 

 三、見清淨 

辨識名法與色法的特相、 

作用、現起與近因 

（名色分別智） 

 四、度疑清淨 
辨識名法與色法的諸緣 

（即：緣起）（緣攝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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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道非道智見清淨 

一、思惟智 

二、生滅智（未成熟的階段）    

    分辨正道與邪道 

 六、行道智見清淨 

二、生滅智（成熟的階段） 

三、壞滅智 

四、怖畏智 

五、過患智 

六、厭離智 

七、欲解脫智 

八、審察智 

九、行捨智 

十、隨順智 

於第六及第七之間 十一、（更改）種姓智 

 七、智見清淨 四出世間道智 

●節廿二：清淨的層次 

於觀業處，清淨之概要有七：一、戒清淨；二、心清淨；三、見清淨；

四、度疑清淨；五、道非道智見清淨；六、行道智見清淨；七、智見

清淨。 

●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這七清淨必須次第地成就；每一層次的清淨是更上一層清淨的基

礎。第一層次的清淨相等於三學的戒學；第二層次相等於定學；較高

的五個層次相等於慧學。 

首六個層次屬於世間，最後一個層次則是諸出世間道。見表 9-1。 

●節廿三：三相 

三相是無常相、苦相與無我相。 

●節廿三之【助讀說明】 

無常相是生滅與變易的呈現方式，即在成為有之後再變成不存

在。 

苦相是不斷地遭受生滅逼迫的呈現方式。 

無我相是不受控制的呈現方式，即人們不能完全地控制名色法。 

●節廿四：三隨觀 

三種隨觀是無常隨觀、苦隨觀及無我隨觀。 

●節廿五：十種觀智 

十種觀智：一、思惟智；二、生滅智；三、壞滅智；四、怖畏智；五、

過患智；六、厭離智；七、欲解脫智；八、審察智；九、行捨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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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順智。 

●節廿六：三解脫 

三解脫是空解脫、無相解脫及無願解脫。 

●節廿七：三解脫門 

當知三解脫門是空隨觀、無相隨觀及無願隨觀。 

 

清淨之分析 
●節廿八：戒清淨 

如何？戒清淨包含了四遍清淨戒：一、別解脫律儀戒；二、根律儀戒；

三、活命遍淨戒；四、資具依止戒。 

●節廿八之【助讀說明】 

這四種遍清淨戒是依比丘之戒而說。 

別解脫律儀戒：別解脫是比丘必須遵守的基本戒。此戒一共有輕

重不等的二百廿七條戒。完全遵守別解脫則被稱為「別解脫律儀戒」。 

根律儀戒是指以正念防護諸根，在遇到外緣時，不讓心執取可喜

所緣，也不讓心排斥不可喜所緣。 

活命遍淨戒是有關比丘獲取生活必須品的方式。他不應以不適合

比丘的方式獲取必須品。 

資具依止戒是指比丘必須在用衣、食、住、葯四種資具或必須品

之前（及當時與之後）適當地省察運用它們的正確目的。 

●節廿九：心清淨 

心清淨包含了兩種定，即：近行定與安止定。 

●節三十：見清淨 

見清淨是依特相、作用、現起與近因辨識名色。 

●節三十之【助讀說明】 

見清淨因它協助人們清除「永恆之我」的邪見而得其名。通過辨

識所謂的人只是在因緣和合之下生起的名色法組合，在它們之內或背

後並沒有一個主宰的我存在，即會達到這階段的清淨。這階段也名為

「名色分別智」，因為是依名色法的特相等分別它們。 

●節卅一：度疑清淨 

度疑清淨是辨識那些名色的諸緣。 

●節卅一之【助讀說明】 

度疑清淨是因為它去除對過去、現在與未來三時名色法的諸緣之

迷惑而得其名。通過緣起之智，禪修者辨識現在的名色組合並不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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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端地生起，也不是萬能之神所造或因靈魂而有，而是因為過去世的

無明、愛、取、（行）與業而生起。他也運用相同的法則辨識過去與

未來（名色的諸緣）。這階段也名為「緣攝受智」。 

●節卅二：道非道智見清淨 

當他如此辨識三地諸行及它們的諸緣時，禪修者把它們歸納為過去

（現在與未來）的蘊等組別。隨後他依世、相續與剎那以思惟智觀照

那些行法的三相：壞滅而無常、可畏而苦、無實質而無我。之後他依

緣與剎那以生滅智觀照（那些行法的）生滅。當他如此修時即生起了：

光明、喜、輕安、勝解、策勵、樂、智、念、捨與欲。道非道智見清

淨是通過辨識光明等觀之染為進展的障礙而得以分辨道與非道之特

相。 

●節卅二之【助讀說明】 

把它們歸納為蘊等組別：這是準備培育「思惟智」，即以觀照名

色法三相修觀的階段。首先，禪修者必須把過去、未來、現在、內、

外、粗、細、劣、勝、遠、近的色法都歸納於色蘊。同樣地，他也把

一切的受、想、行與識歸納於各自的蘊，即：受蘊、想蘊、行蘊與識

蘊。 

隨後他以思惟智觀照：這是真正地觀照歸納為五蘊等的行法之三

相。一切行法都有以下三相：一、「壞滅而無常」，因為它們在生起之

處即遭受壞滅，而沒有轉變為其他法或有所遺留；二、「可畏而苦」，

因為一切無常之法都不可靠而可畏；三、「無實質而無我」，因為它們

沒有我，或實質，或主宰者。 

依世、相續與剎那：「世」是指長時間。首先禪修者觀照每一世

裡的行法為無常、苦、無我。然後再把每一世分為三個階段、十年一

個階段、每一年一個階段、每一個月一個階段、每半個月一個階段、

一天一個階段等等，直至觀照在行走時每一步裡的行法都是無常、苦、

無我的。依「相續」是指依同一個名相續流或色相續流。依「剎那」

是指依剎那的名法與色法。 

生滅智是觀照諸行法生滅之智。「生」是指生起之時；「滅」是指

變易、毀壞與消失之時。「依緣」修習生滅智是指禪修者觀照諸行如

何由於它們的諸緣生起而生起，以及由於它們的諸緣滅盡而滅盡。「依

剎那」修習生滅智是指觀照諸行法的剎那生滅。 

當他如此修時：生滅智有兩個階段。在「未成熟」的生滅智階段，

當觀照力提昇時，十種「觀之染」即可能會生起於禪修者。他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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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從其身發射出極亮的光明（obhasa）。他也可能會體驗到從所未

有（極強）的喜（piti）、輕安與樂。其勝解與策勵（paggaha）增長、

智趨向成熟、念（upatthana）變得穩定及捨變得不受動搖。他也可

能會對這些體驗生起了微細的欲（nikanti），即享受與執著這些體

驗。 

分辨道與非道之特相：當禪修者體驗上述（首九種） 殊勝的經

驗時，若缺少分辨的能力，他就可能會以為自己已經達到出世間道果。

他也就可能會停止進展，而只是享受那些體驗，並不知道自己其實是

在執著它們。但若他有能力分辨，他將會知道這些體驗只是成熟的觀

智的副產品。他會觀照它們為無常、苦、無我，繼續提昇其觀禪之修

習，而不會執著它們。分辨十種觀之染為非道、觀禪是道的能力被稱

為道非道智見清淨。 

●節卅三：行道智見清淨 

當他如此脫離了那些進展的障礙之後，而繼續修行時，他證得了有關

三相的一系列觀智，從生滅智直至隨順智。這九種觀智名為行道智見

清淨。 

●節卅三之【助讀說明】 

這九種觀智：以下是組成行道智見清淨的九種觀智（見節廿五）： 

（一）生滅智：這與觀之染生起之前的觀智是同一智，但在克服觀之

染之後，它變得成熟、更強及敏銳。 

（二）壞滅智：當禪修者的觀智變得敏銳時，他不再作意諸行法的生

時與住時，而只觀照它們的壞滅。這即是壞滅智。 

（三）怖畏智：當禪修者觀照三世的行法的壞滅時，他覺知這些在一

切生存地裡不斷壞滅的行法是可畏的。 

（四）過患智：通過覺知一切行法為可畏，禪修者照見它們為毫無實

質、不圓滿、毫無可取，而只有過患。他也明瞭只有無生無滅的無為

法才是安全的。 

（五）厭離智：當知見一切行法的過患之後，他對它們感到厭離，不

再樂於一切生存地的任何行法。 

（六）欲解脫智：這是在觀照時生起欲脫離一切行法之願。 

（七）審察智：為了脫離諸行法，禪修者再以種種方法觀照那些行法

的三相。當他清晰地審察諸行法的三相時，那即是審察智。 

（八）行捨智：在審察之後，禪修者照見諸行法當中無一物可執取為

「我」及「我的」，因此捨棄了怖畏與取樂兩者，而對一切行法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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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捨。如是生起了行捨智。 

（九）隨順智：這是在出世間道心路過程裡，於種姓心之前生起的欲

界心。此智被稱為隨順是因為它順著之前八種觀智的作用，以及順著

之後道智的作用。 

●節卅四：智見清淨 

當他如此觀照時，由於其智已成熟，（他感到：）「如今（道）安止即

將生起。」於是，在有分斷之後生起了意門轉向；隨著生起的是兩個

或三個緣取目標的無常等任何一相的觀智心。它們被稱為遍作、近行

與隨順。當行捨智與隨順智圓滿時也被稱為「導向出起之觀」。 

隨後生起了取涅槃為目標的（更改）種姓心，超越了凡夫的種姓，而

達到聖者的種姓。在這之後即刻生起了（須陀洹）道；（該道心）徹

知苦諦、斷除集諦、證悟滅諦及開展道諦，而證入了（出世間）安止

心路過程。之後有兩個或三個果心生滅，然後再沉入有分。 

在有分中止之後，生起了省察智。 

智者省察道、果、涅槃，以及省察或沒有省察他已斷與還剩下的煩惱。 

如是必須通過修習六清淨而次第地證得的四道名為智見清淨。 

●節卅四之【助讀說明】 

生起了意門轉向：關於道之心路過程，見第四章、節十四。於鈍

根者有三個觀智心生起，於利根者則只有兩個觀智心生起（除去遍

作）。 

導向出起之觀：這是在出世間道生起之前已達到頂點的觀智。道

被稱為「出起」是因為它從諸行法出起而緣取涅槃為目標，也因為它

自煩惱中出來。 

（更改）種姓心：這是第一個轉向涅槃之心，以及是出世間道的

無間緣。它被稱為「更改種姓」，因為它是從凡夫種姓進入聖者種姓

的轉變點。雖然此智與道智一樣緣取涅槃為目標，它並不能像道智一

樣驅除覆蓋四聖諦的煩惱。在趨向第二及更高的道心時，它被稱為「淨

化」（vodana），而不是「更改種姓」，因為禪修者其時已屬於聖者的

種姓。 

道：道心同時執行與四聖諦有關的四種作用。在此所提及的這四

種作用是遍知苦、斷除渴愛（苦之因）、證悟涅槃（苦之滅盡）及開

展八聖道。於利根者沒有遍作心生起，所以在道心之後有三個果心生

起；於鈍根者則有遍作心生起，所以在道心之後只有兩個果心生起。 

省察智：在四出世間道每一者之後，聲聞弟子通常都會省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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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涅槃，但並不一定會省察已斷除及還剩下的煩惱。如是最多有十

九種省察智：首三道每一者都有五種，而第四道則只有四種。這是因

為已完全解脫的阿羅漢已沒有可省察的煩惱。 

 

解脫之分析 

●節卅五：三解脫門 

其中，去除我執的無我隨觀名為空解脫門；去除顛倒相的無常隨觀名

為無相解脫門；去除愛欲的苦隨觀名為無願解脫門。 

●節卅五之【助讀說明】 

當觀智到達頂點時，它即會依禪修者的傾向而平靜地只觀照三相

之一，即無常，或苦，或無我。根據註疏，信根最為顯著者會平靜地

觀照無常；定根最為顯著者會平靜地觀照苦；慧根最為顯著者會平靜

地觀照無我。由於這最後階段的隨觀是禪修者即將體驗出世間道的管

道，所以稱它為「解脫門」。於此，被稱為解脫的是聖道，而導向該

道的隨觀即被稱為解脫門。 

無我隨觀被稱為空隨觀，因為它透視諸行為無我、無有情及無人。

無常隨觀被稱為無相隨觀，因為它去除「顛倒相」，即由於顛倒

想而呈現的欺人的常相與穩定相。 

苦隨觀被稱為無願隨觀，因為它通過去除對諸行錯誤的樂想而斷

除了欲。 

●節卅六：道與果的解脫 

由此，若人以導向出起之觀觀照無我，其道即名為空解脫；若是觀照

無常，其道即名為無相解脫；若是觀照苦，其道即名為無願解脫。如

是道根據觀照的方式而得三種名稱。同樣地，在道心路過程裡的果也

依道的方式而得三種名稱。 

●節卅六之【助讀說明】 

當禪修者通過無我隨觀證得道時，該道從空而無我的一面緣取涅

槃為目標，所以它被稱為空解脫。 

當他通過無常隨觀證得道時，該道從無相（無行相）的一面緣取

涅槃為目標，所以它被稱為無相解脫。 

當他通過苦隨觀證得道時，該道從無願（脫離渴愛）的一面緣取

涅槃為目標，所以它被稱為無願解脫。果也依在它之前生起的道而得

該些名稱。 

●節卅七：果定之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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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果定心路過程裡，對於以上述的方式觀照（行法）者，在每

一種情況生起的果只依觀照的方式而被稱為空解脫等。但依所緣與各

自的素質，這三種名稱都可應用於一切（道與果）。 

●節卅七之【助讀說明】 

當聖弟子證入其果定時，該果依導向證入果定的觀智種類而得其

名，而不是依道心路過程裡的道而命名。 

這即是說，若他通過觀照無我證入果定，該果即被稱為空解脫； 

若是通過觀照無常證入果定，該果即被稱為無相解脫； 

若是通過觀照苦證入果定，該果即被稱為無願解脫。 

但更廣泛言之則可以上述三種名稱稱呼一切道與果，因為它們都

緣取無相、無願與空的涅槃為目標，也因為它們都擁有無相、無願與

空的素質。 

 

人之分析 

●節卅八：須陀洹 

於此，培育了須陀洹道之後而斷除邪見與疑，他成為了須陀洹。他已

解脫了惡道輪迴，以及最多會再投生七次。 

●節卅八之【助讀說明】 

須陀洹（入流者、預流者）已進入必定趣向涅槃之流，即八聖道。

須陀洹已斷除了最粗的三結：身見、疑與戒禁取見（執取儀式）；他

對佛法僧有不可動搖的信心，也已解脫了任何惡道輪迴。於四漏，他

已斷除了邪見漏；於十四不善心所，他已斷除了邪見與疑心所，而根

據註疏，他也已經斷除了嫉與慳心所。他也解脫了一切強得足以導致

惡道輪迴的煩惱。他的行為的特徵是堅守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

邪淫、不妄語與不服用麻醉品。 

須陀洹（預流者）有三種： 

一、極七返有者：最多會再投生於人間與天界七次的須陀洹。 

二、家家者：在證得阿羅漢果之前再投生於良善家庭兩或三次的須陀

洹。 

三、一種子者：只會再投生一次即證得阿羅漢果的須陀洹。 

●節卅九：斯陀含 

培育了斯陀含道之後而減輕了欲、瞋與痴，他成為了斯陀含，即最多

只會再回到這世間一次的人。 

●節卅九之【助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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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陀含（一還者）已斷除了較粗的欲、瞋與痴。因此，雖然這一

些較輕的煩惱還會生起，但並不時常發生，而且它們的困擾力也很弱。

列迪長老指出諸註疏對斯陀含會再回到的「這世間」（imam lokam）

一詞提供了兩種互相衝突的解釋。其中一種解釋說那是人間，即是說

他會從天界回來人間一次；另一種解釋說那是欲界世間，即是說他會

從梵天界回到欲界世間一次。列迪長老認為雖然第一種解釋受到諸註

疏支持，但看來第二種解釋較受到經典支持。 

根據對《人施設論》的註釋，斯陀含有五種： 

一、他在人間證得斯陀含果，再投生於人間，及於其地證入般涅槃。 

二、他在人間證得斯陀含果，再投生於天界，及於其地證入般涅槃。 

三、他在天界證得斯陀含果，再投生於天界，及於其地證入般涅槃。 

四、他在天界證得斯陀含果，再投生於人間，及於其地證入般涅槃。 

五、他在人間證得斯陀含果，然後投生於天界，直至壽元盡時再投生

於人間，及於人間證入般涅槃。 

當知一種子須陀洹（預流者）只會再投生一次，但第五種斯陀含則會

再投生兩次。然而後者還是被稱為「一還者」，因為他只會再回到人

間一次。 

●節四十：阿那含 

培育了阿那含道之後而斷除了欲欲與瞋恨，他成為阿那含；他不會再

回到這（欲）界。 

●節四十之【助讀說明】 

阿那含（不還者）已完全斷除了繫縛有情於欲界的欲欲與瞋恨兩

結。他也斷除了欲漏，以及瞋、惡作兩個不善心所，而取欲所緣為目

標的一切貪也不會再生起。因此他（死後）會化生到色界天，及在其

地證入般涅槃。當知投生於淨居天的只有阿那含聖者，但並不是所有

的阿那含都投生於該處。 

聖典提及五種阿那含： 

一、化生到色界天之後，他在還未活到其壽元的一半時即證得了阿羅

漢道。 

二、他在活了超過其壽元的一半之後，或甚至在臨死時才證得了阿羅

漢道。 

三、他不須奮鬥即能證得阿羅漢道。 

四、他必須經過奮鬥才能證得阿羅漢道。 

五、他從一界投生至更高的界地，直至色究竟天，即最高的淨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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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其地證得阿羅漢道。 

●節四十一：阿羅漢 

培育了阿羅漢道而完全斷除了一切煩惱之後，他成為阿羅漢、漏盡者、

世間至上應供者。 

●節四十一之【助讀說明】 

首三道所斷除的五結稱為「下分結」，因為它們繫縛諸有情於下

等世間，即：欲生存地。已斷除它們的阿那含不會再投生到欲地，但

還是被五個「上分結」繫縛於生死輪迴裡。 

通過證悟阿羅漢道，這五上分結也被完全斷除；它們是：對色界

生命之欲（色界欲）、對無色界生命之欲（無色界欲）、我慢、掉舉與

無明。第四道也斷除了其餘兩個漏：有漏與無明漏；這是為何阿羅漢

被稱為「漏盡者」的原因。阿羅漢道也斷除了其餘不善心所：痴、無

慚、無愧、掉舉、慢、昏沉與睡眠。 

 

定之分析 
●節四十二：可入之定 

於此，一切（聖）人都能證入與各自所證得的果相等的果定。但只有

阿那含與阿羅漢才能證入滅盡定。 

●節四十二之【助讀說明】 

果定是聖弟子才能證入的出世間安止，而其所緣是涅槃。證入果

定的目的是當下得以體驗涅槃之樂。在這些安止裡生起的心是與聖弟

子證悟的層次相等的果心。如此四個階級的聖人都能證入各自的果定，

意即須陀洹（預流者）能夠證入須陀洹果定；餘者亦可以此類推。在

證入果定之前，（聖弟子）先決意要證入果定，然後從生滅智次第地

培育諸觀智，（直至證入果定）（見《清淨道論》第廿三章、段六至十

五）。 

●節四十三：滅盡定 

於此，他從初禪起始次第地證入廣大定。出定後，他以觀智觀照每一

定裡的行法。 

如此修習直至無所有處之後，他再實行事先的任務，如決意等，然後

證入非想非非想處。在兩個安止速行生滅之後，心之相續流即被中斷。

其時他即已證入了滅盡定。 

●節四十三之【助讀說明】 

在滅盡定裡，心與心所之流完全暫時被中止。只有已證得一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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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與無色禪（即八定）的阿那含與阿羅漢才能證得滅盡定。而且只有

在欲生存地與色生存地裡才能證得該定。在無色地裡並不能證得該定，

因為在其地並不可能證得屬於證入滅盡定的先決條件的四色禪。 

若要證入滅盡定，禪修者必須次第地證入每一個禪那。在從每一

禪出定之後，他觀照該禪的名法為無常、苦、無我。他如此修習直至

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禪出定之後，禪修者作出以下三項決意：一、

決意他所擁有的必須品不會遭受毀壞；二、決意若僧團需要他的服務，

他就出定；三、（在佛陀還活著的時候）決意若佛陀要見他，他就出

定。此外（若他想要入滅盡定七天）他必須觀察自己所剩下的壽命不

會少過七天。在作完這些事先任務之後，他即證入第四無色禪，而此

禪的禪心只生滅兩次，隨後他即證入了心流暫時被中斷的滅盡定。 

●節四十四：自滅盡定出定 

於（滅盡定）出定時，於阿那含，阿那含果心生滅一次；於阿羅漢，

阿羅漢果心生滅一次，隨後即沉入有分。在這之後生起了省察智。 

修習觀業處之法至此完畢。 

●節四十五：結論 

若人欲體驗，佛教修行味，當修此二禪，至上之修習。 

●節四十五之【助讀說明】 

「此二禪」是指止禪與觀禪。 

阿耨樓陀尊者所著的《阿毗達摩概要》至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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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心所之關係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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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無邊處 3 7   1 1  1         19   1 30 30 

無所有處 3 7   1 1  1         19   1 30 30 

非想非非想處 3 7   1 1  1         19   1 30 30 

40 
出 
世
間 
心 

4 
道
心 
4 
果
心 

初禪  [尋.伺.喜.樂.一境性] 8 7 1 1 1 1 1 1         19  3  1 36 36 

第二禪  [伺.喜.樂.一境性] 8 7  1 1 1 1 1         19  3  1 35 35 

第三禪  [喜.樂.一境性] 8 7   1 1 1 1         19  3  1 34 34 

第四禪  [樂.一境性] 8 7   1 1  1         19  3  1 33 33 

第五禪  [捨.一境性] 8 7   1 1  1         19  3  1 33 33 

89（或*121）心總計  89 *55 *66 78 73 *5
1 

69 12 8 4 4 2 2 5 1 59 16 28 47   

標示 * 的心所，有時不生起，或各別生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