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5  無明住(地)，勝鬘經講記   印順導師          2023/5/12 整理

                           (4p26r2，明二乘無趣寂參考資料)

經:

【非盡一切煩惱，亦非盡一切受生，故說不受後有。何以故？

有煩惱，是阿羅漢辟支佛所不能斷。】

阿羅漢所斷的煩惱，無力再受後有；但他所斷的煩惱，只是一分，還有煩惱沒有

斷除的，還有力量再受生死。所以說：「非盡一切煩惱，亦非盡一切受生，故說不受

後有」。本來，生死是苦果，生死的原因是煩惱，煩惱盡了，生死也就不了而自了。

如斷樹根，樹即乾枯一樣。二乘斷分段生死，變易生死還在，這由於還有未斷的煩惱；

這煩惱，是阿羅漢辟支佛所不能斷的。今即從此二乘未斷的煩惱，顯示二乘有餘，而

歸於究竟的一乘。

寅一 約五住論不斷之惑     卯一 無明體別

【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

此四種住地，生一切起煩惱，起者剎那心剎那相應。

世尊，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

論到二乘的煩惱未盡，先應總明煩惱頭數，才能確明二乘所不斷的是什麼。

煩惱，是煩動擾亂，使現在未來的身心，不得安隱。統而言之，「煩惱」可分為「二

種」，二種是：「住地煩惱，及起煩惱」。住地，唐譯為習地，習即熏習。地有所依

住與能出生的意義。如草木，從地而生，依地而住。起是現起，即顯現於現在的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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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瘧疾，潛伏期，如住地；冷熱發作的時候，即現起。煩惱也如此，貪心或瞋心現起

時，是起煩惱；有時雖不現起貪瞋，如常人的歡喜布施時，如嬰孩及熟睡無夢時，不

能說他沒有煩惱，煩惱還是潛在的，這就叫住地。住地即熏習，種子；起即現行。

「住地煩惱」又可分為「四種」，即是：「見一處住地，欲愛住地，色愛住地，

有愛住地」。這可約二方面說：

一、約修行斷煩惱說：可分為二種，即見道所斷的，與修道所斷的。見是證見諦

理。見諦時所斷的，為迷理的，即迷於真理，障礙正智的煩惱。一旦正見諦理，惑也

就息滅了。然見道雖能斷迷理的煩惱，但還有未斷的──修道所斷惑；這是迷事而起

的。觸境隨緣，於事相還生起種種的錯亂染著。例如鴉片，嗜好的如以為是有益的，

這是顛倒是非；如了解它是毒品，不再以為好的，即顛倒想除。此如見斷的見諦所斷。

可是，雖知鴉片是毒品，癮來了仍不免要吸它，這是事的染著；如修道所斷惑，要逐

漸的捨除它。所以說：『理必頓悟，事則漸消』。證見的悟道，不是一切都成就了，

還得從現實生活去不斷練磨（修），消除不合理的染著。

二、約煩惱說，也可分二種，即屬於見的，與屬於愛的。見惑是思想的錯誤，如

執我執常等。愛是事行的染著，如貪瞋等。

今綜此二意，解釋四種住地：

1見一處住地，是各式各樣的見，集在見所攝的一處，而是見道時一處頓斷的。

見有執著性，堅定的認為如此。《瓔珞經》分為七見，即我見、常見、斷見、邪見、

見取見、戒禁取見、疑見，此即見道所斷的屬見的一切。《阿含經》說：斷三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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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陀洹果；三結就是我見，戒禁取，疑──七見的重要者。屬於愛的，又分為三種，

這因為修道所斷惑，是三界分斷的：欲界的修所斷惑，色界的修所斷惑，無色界的修

所斷惑。欲愛住地，即欲界的一切修所斷煩惱；色愛住地，是色界的一切修所斷煩惱；

有愛住地，是無色界的一切修所斷煩惱。這都是愛所攝的，所以都名為愛。外道誤認

無色界為涅槃，不知這仍在生死中，所以名為有──生死的存在愛。修所斷惑，《瓔

珞經》中說為六種著，即貪、愛、瞋、癡、欲、慢。貪、愛、欲三，即三界愛的別名。

《瓔珞經》所說，與一切有部的見斷八十八隨眠相合，不過開合的不同。

「此四種住地，生」起「一切」現「起」的「煩惱」。從見一處住地，生一切見的起

煩惱；從欲愛住地，生一切欲愛所攝的起煩惱；從色愛住地，生色愛所攝的一切起煩

惱；從有愛住地，生有愛所攝的一切起煩惱。所以起煩惱，從住地煩惱說，也應有四

種。

起是什麼意思？「起者，剎那心剎那相應」。剎那是生而即滅的一念的別名；心

是剎那剎那的，名為剎那心。煩惱剎那生起，與剎那心相應，名剎那心剎那相應。煩

惱是心所，心是心王，王所是相應的。如眼識了別色境，與之相應的煩惱，也在色境

上轉。心與煩惱，所緣同，行相同，同時的相應而合作，名為相應。但住地，是不與

心相應的，如心起善時，並無起煩惱相應，而住地煩惱還是潛在的；它不與剎那心同

緣同事。這「心不相應」的，為「無始無明住地」。

依上文說，煩惱有二種：(一)、住地，(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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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有四，從四住地生起的是起。起煩惱是心相應，心不相應的，名為無始無明

住地。此無始無明住地，與四住地是同還是異？四住地，是心相應還是不相應？四住

地，是住地，當然也是心不相應的。

依本經所說，四住地而外，別有無始無明住地。所以一般所說的五住煩惱，實以

本經所說為本。在本經譯者──求那跋陀羅所譯的《楞伽經》（卷四）中，每說『四

住地無明住地』。雖對校魏唐的《楞伽》譯本，只說四種熏習，四種地，或四種習。

但依本經及《瓔珞經》，四住地外，應別有無始無明住地。

所以依本經辨析，起煩惱有二：

(一)是四住地所起的──恆沙上煩惱；

(二)是無始無明住地所起的──過恆沙上煩惱。

住地煩惱也有二：(一)是四住地，(二)是無始無明住地。

佛法本源於《阿含》毘尼，今略為敘述。總攝一切煩惱，為見一處及三界愛──

四種，為佛法共義，大乘不共說有五種。

然《阿含》及毘尼說：阿羅漢斷煩惱，但有不斷的，名為  習氣  。此習氣，即本經

的住地。

羅漢不斷習氣，辟支佛稍侵習氣，唯有佛，煩惱習氣一切斷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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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不斷的習氣，在聲聞學派中，稱為不染污無知。無知即無明的別名；習氣，

是極微細的無明，這與大乘的無明住地一致。

龍樹說：『聲聞辟支佛習氣，於菩薩為煩惱』。

聲聞學者，以為習氣是不染污的，無礙於生死的；而在大乘學者看來，習氣是微

細的染污，還是要招感變易生死的。二乘不斷，而唯佛斷盡的無明，大乘學者說，菩

薩在修行中，已分分漸除；佛究竟斷盡無明。

所以，或分無明為十一重，二十二愚等。大乘所說的無明住地，實為根本教典所

固有的，不過與聲聞學者解說不同。

又《阿含經》中說煩惱有纏與隨眠的二類；聲聞學者，大抵以為纏是心相應的，

隨眠是心不相應的。心不相應的隨眠，是潛在而沒有現起的，經部師等即解說為種子

或熏習。

所以見一處與三界愛煩惱，約種習與現起說，即四住煩惱（隨眠），及起煩惱

（纏）。這都是二乘所能斷的──四住及起；而不能斷的，是無始無明住地。

本經即綜合這些教義而建立。四住的起煩惱，最明顯無諍；而習地的稱為無明，

也是一般所公認的，所以本經在說到起煩惱的心相應時，即說心不相應的無明住地。

而心不相應的四住地，與無明住地的起煩惱，且略而不論。

天臺宗說：煩惱有見思、塵沙、無明的三惑。見思惑即四住地，塵沙惑即從無明

起的過恆沙煩惱，無明惑即無明住地，這實依本經而立。然應大分為二，別分為四：

一、四住地，二、無明住地。此二類各有它的起煩惱。

 5 的 6



《瓔珞經》說見（七）愛（六）的四住地，以見煩惱為生得一住地，愛煩惱為作

得三住地。由於無明不了一法界相，無始來即存在，名無始無明住地。依《瓔珞經》

意，不了一法界的無明，是無始而有，極難理解。因無明而眾生起一念識，心住於緣

（即成為心境相關的存在）時，即生得有見煩惱。因迷理的見惑，又起作得的愛煩惱。

生得與作得，都稱為住地，也應都有現起的。所以生得與作得，並非種子與現行，而

是本性成與習所成（依現成種，種又生現）。由性成的生得，引生習成的作得。心境

的相對存在時，就有生得的煩惱的存在。但此生得以前，昧然不覺而還不可說心說境

時，就是無始無明住地。無始的無明，不但凡小不知，十地菩薩也不能知道究竟，唯

佛能知。

所以，《瓔珞經》的五住地，是可以假說為從無明而生得見，從見而作得愛，分

為三階段的。此與本經略不同：見愛四住地，是沒有說到生得與作得，而是同有住地

與現起。但此依煩惱微細根源的無始無明住地，並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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