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題：八識規矩頌 

＜前五識頌＞ 五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性境、現量、通三性。 

眼、耳、身三、二地居。 

 

欲 界 天、人、畜生、餓鬼、地獄──五趣雜居地 

離生喜樂地 

定生喜樂地 

離喜妙樂地 
色 界 

 

捨念清淨地 

空無邊處 

識無邊處 

無所有處 

 

 

 

三界 

 

無色界 

 

非想非非想處 

 

九地 

 

徧行、別境、善十一，中二、大八、貪瞋癡。 

 

徧行：作意、觸、受、想、思 

別境：欲、勝解、念、定、慧 

善十一：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進、輕安、行捨、不放逸、不害 

中二：無慚、無愧 

大八：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舉、失念、散亂、不正知 

根本煩惱：貪、瞋、癡 

 

小隨煩惱：忿、恨、惱、覆、誑、諂、憍、害、嫉、慳 

根本煩惱：慢、疑、不正見 
與五識

不相應 

 

不定：睡眠、惡作、尋、伺 

 

善十一和斷惡修善、修習止觀、成就戒定慧三學及行菩薩道的關係 

 

信—────────樂善 

無貪、無瞋、無癡──作善    修善 

精進、不放逸────滿善 

 

慚───止息惡行  

愧───止息惡行  
止息 



 

  輕安──對治昏沉（障觀） 

  行捨──對治掉舉（障止） 

 

  不害──拔苦—悲 

  無瞋──與樂—慈 

 

慈──以無瞋善根為體 

悲──以不害善根為體 

喜──以不嫉善根為體 
四無量的體性 

 

捨──以無貪、無瞋善根為體 

 

皆是憐憫眾生 

 

五識同依淨色根，九緣七八好相鄰。 

 

「眼識九緣生，耳識唯從八，鼻舌身三七。」 

 

所依根：眼根 

所緣境：色境 

親因緣：種子 

分別依緣：第六識 

染淨依緣：第七識 

根本依緣：第八識 

助緣：作意 

空緣：空間 

眼
識
九
緣
生 

 

㖶緣：㖶 

 

合三離二觀塵世，愚者難分識與根。 

變相觀空唯後得，果中猶自不詮真。 

圓明初發成無漏，三類分身息苦輪。 



第六識頌 

一、有漏雜染識 
三性三量通三境三性三量通三境三性三量通三境三性三量通三境，，，，    

 

意識五緣生  

1.所依根-第七末那意 

2.所緣境-法塵 

3.助緣——作意 

4.種子依——親因緣 

5.根本依——第八阿賴耶識 

 

五無心位  

1.無想定 

2.無想天 

3.滅受想定 

4.悶絕 

5.睡眠（無夢時） 
 

(一)三性(識性) 

1.善性：順於正理，益於自他。 

2.不善性：違於正理，損於自他。 

3.無記性：於善惡品無所記別。 
 

(二)三量(識量)(能緣的心) 

1.現量 

2.比量 

3.非量：似現量、似比量 
 

(三)三境(識境)(所緣的境) 

1.性境 

2.帶質境 



  真帶質境(以心緣心) 

  似帶質境(以心緣色) 

3.獨影境 

  無質獨影境 

  有質獨影境 
 

(四)三境不同差別 

性  境──不會錯誤 

                     依託本質 

帶質境──是謬解的 

獨影境──不仗本質 
 

(五) 
          性     境 

          (現量所緣) 

 

三境                      真帶質境 

(相分)                    (以心緣心)      有質獨影境 

          帶  質  境                     (意識緣五塵過去落謝影子) 

          (比量所緣)       似帶質境         

                          (以心緣色)      無質獨影境 

                                         (意識緣空花兔角等事) 
 

三界輪時易可知三界輪時易可知三界輪時易可知三界輪時易可知。。。。    

    說明第六意識在三界九地中活動的範圍，是容易就可以了知的。 
 

相應心所五十一相應心所五十一相應心所五十一相應心所五十一，，，，善惡臨時別配之善惡臨時別配之善惡臨時別配之善惡臨時別配之。。。。    

    說明第六意識所相應的心所有五十一個。 

    意識是善是惡，要看它臨時隨緣分別配合的心所來決定。 

1. 第六意識除了和根本煩惱貪瞋癡相應外，還和慢、疑、不正見相應。 

2. 第六意識還和十個小隨煩惱相應。(忿、恨、惱、嫉、慳、諂、誑、害、憍、覆) 

3. 第六意識也與四個不定心所相應。(睡眠、惡作、尋、伺) 
 

    



性性性性、、、、界界界界、、、、受三恆轉易受三恆轉易受三恆轉易受三恆轉易，，，，    

    說明第六意識的轉易生起。 

1. 善、惡、無記三性，在意識中，恆常轉變改易而起。 

2. 意識在三界中，也是恆常轉變改易而起。 

3. 意識在苦、樂、捨三受中，也是恆常轉變改易而起。 
 

根根根根、、、、隨隨隨隨、、、、信等總相連信等總相連信等總相連信等總相連。。。。    

    說明心所法總是互相牽連而起。 

1. 根：指六個根本煩惱。 

2. 隨：指大隨、中隨、小隨的二十個隨煩惱。 

3. 信：指十一個善心所。 

4. 等：指五徧行、五別境、四不定心所。 
 

一、善類  

1. 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進、不放逸、行捨、不害——若有一法現

起，其餘九法種子必同時活動。 

2. 輕安——一法若現起，前十法種子必同時活動。 

 

二、根本煩惱類 

1. 無明（即癡）——一法若起，八大隨煩惱種子必同時活動。 

2. 貪、慢、疑、見四法中——若有一法現起，無明及八大種子必同時活動。 

3. 瞋——一法若現起，無明、八大、二中種子必同時活動。 

 

三、隨煩惱類 

1. 大隨八法中——若有一法現起，無明及餘七法種子必同時活動。 

2. 中隨二法中——若有一法現起，餘一法及無明、八大種子亦同時活動。 

3. 小隨誑、諂、害三法中——若有一法現起，無明、八大種子必同時活動。 

4. 小隨忿、恨、惱、嫉、覆、慳、憍七法中——若有一法現起，無明、八大、二

中種子必同時活動。 

 

 



動身發語獨為最動身發語獨為最動身發語獨為最動身發語獨為最，，，，    

    說明第六意識的作用。 

    動身發語必須通過三個階段： 

1. 審律思 

2. 決定思 

3. 發動思 
 

引滿能招業力牽引滿能招業力牽引滿能招業力牽引滿能招業力牽。。。。    

    說明引業(總報)和滿業(別報)的性質差別。 
 

 



二、無漏清淨識 
發起發起發起發起初心歡喜地初心歡喜地初心歡喜地初心歡喜地，，，，俱生猶自現纏俱生猶自現纏俱生猶自現纏俱生猶自現纏眠眠眠眠。。。。    

    說明第六意識什麼時候開始轉成無漏清境識。 

    第六意識要到證初地(歡喜地)的時候，才能開始轉，而這時俱生的我法二執，

還是不時的現前。 
 

        1.俱生我執 

          ①①①①常相續 

我執      ②②②②有間斷 
    

        2.分別我執 
 

        3.俱生法執 

          ①①①①常相續 

法執      ②②②②有間斷 
    

        4.分別法執 
 

 

遠行遠行遠行遠行地地地地後後後後純無漏純無漏純無漏純無漏，，，，    

    說明第六意識要到第七遠行地以後(八地)，才能到達純無漏道。 

初地──斷分別我法二執，發起「下品妙觀察智」。 

八地──俱生我執斷，轉下品為「中品妙觀察智」。 

等覺──俱生法執斷，中品轉為「上品妙觀察智」。 
 

觀察圓明照大千觀察圓明照大千觀察圓明照大千觀察圓明照大千。。。。    

    說明果德。 

  妙觀察智的作用有三大特點：圓滿、光明、清淨。 
 



第七末那識 

末那：是印度語，翻譯為「意」。 

   意，有思量的意思。 

 

生起第七識的三緣：1.根本依；2.作意；3.自種子 

 

＜第七識頌＞ 

1.有漏雜染識 
帶質帶質帶質帶質、、、、有覆有覆有覆有覆、、、、通情本通情本通情本通情本，，，，隨緣執我量為非隨緣執我量為非隨緣執我量為非隨緣執我量為非。。。。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七識的識境、識性、和識量。 

識境：是帶質境 

識性：是有覆無記性 

識量：是非量 

 
八大八大八大八大、、、、徧行徧行徧行徧行、、、、別境慧別境慧別境慧別境慧，，，，貪貪貪貪、、、、癡癡癡癡、、、、我見我見我見我見、、、、慢相隨慢相隨慢相隨慢相隨。。。。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七識所相應的心所只有十八個，其他的三十三個心所都不相應。 

 

一、不與別境中的欲、勝解、念、定心所相應。 

二、不與善十一個心所相應。 

三、不與二個中隨煩惱相應。 

四、不與十個小隨煩惱相應。 

五、不與惡作、睡眠、尋、伺四個不定心所相應。 
 

相應的心所有十八個： 

一、八個大隨煩惱（昏沉、掉舉、散亂、不信、懈怠、放逸、失念、不正知） 

二、五徧行心所 

三、別境中的慧心所 

四、四個根本煩惱（我貪、我癡、我見、我慢） 

※不與根本煩惱中的瞋、疑、不正見四（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相應。 

 
    



恆審思量我相隨恆審思量我相隨恆審思量我相隨恆審思量我相隨，，，，有情日夜鎮昏迷有情日夜鎮昏迷有情日夜鎮昏迷有情日夜鎮昏迷。。。。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七識的性相和作用。 

第七識以「思量為性相」。 

 

只有第七識有恆審的作用： 

一、恆而非審：指第八識 

二、審而非恆：指第六識 

三、非恆非審：指前五識 

四、亦恆亦審：指第七識 

 

   人我：以為有一個實有的生命體，不斷往返六道，感受不同的果報。 

我 

   法我：以為一切法是真實存在的。 

 
四惑八大相應起四惑八大相應起四惑八大相應起四惑八大相應起    

這句頌是說明「有情日夜鎮昏迷」的進一步原因。 

 
六轉六轉六轉六轉呼為染淨依呼為染淨依呼為染淨依呼為染淨依    

這句頌是說，前六轉識，特別稱呼第七識為染淨的所依。 

 

 

 

 

 

 

 

 

 

 

 

 



2.無漏清淨識 

 
極喜初心平等性極喜初心平等性極喜初心平等性極喜初心平等性，，，，無功用行我恆摧無功用行我恆摧無功用行我恆摧無功用行我恆摧。。。。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七識什麼時候轉識成智。 

一、初地轉成下品平等性智。 

二、八地轉成中品平等性智。 

三、等覺後心轉成上品平等性智。 

 

  平等性智有二類： 

一、觀諸自他有前平等，大慈悲等恆共相應。 

二、觀達一切諸法平等，無住涅槃之所建立。 

 
如來現起他受用如來現起他受用如來現起他受用如來現起他受用，，，，十地菩薩所被機十地菩薩所被機十地菩薩所被機十地菩薩所被機。。。。    

這兩句頌是說明平等性智的妙用。 

 

如來：指法身 

他受用身：指報身 

如來專為地上菩薩示現他受用身，會因階位的不同，有勝劣的差別，所現的清淨

佛土，也有廣狹多少的不同。 

 

如為初地所現的是 百丈身， 坐在百葉蓮花上， 宣說布施波羅蜜， 

如為二地所現的是 千丈身， 坐在千葉蓮花上， 宣說持戒波羅蜜， 

如為三地所現的是 萬丈身， 坐在萬葉蓮花上， 宣說忍辱波羅蜜， 

如為四地所現的是 百萬丈身， 坐在百萬葉蓮花上， 宣說精進波羅蜜， 

如為五地所現的是 千萬丈身， 坐在千萬葉蓮花上， 宣說禪定波羅蜜， 

如為六地所現的是 億丈身， 坐在億葉蓮花上， 宣說智慧波羅蜜， 

如為七地所現的是 百億丈身， 坐在百億葉蓮花上， 宣說方便波羅蜜， 

如為八地所現的是 千億丈身， 坐在千億葉蓮花上， 宣說願波羅蜜， 

如為九地所現的是 萬億丈身， 坐在萬億葉蓮花上， 宣說力波羅蜜， 

如為十地所現的是 百萬億丈身， 坐在百萬億葉蓮花上， 宣說智波羅蜜。 

 



《我執》 

一、分別我執 

由現在受到外在的熏習力，所產生的我執，並非與生俱來的。 

它必須藉著邪師、邪教、邪分別的影響，才逐漸形成。 

這種我執只有在第六意識中才存在。 

１. 我體常住不滅，量如虛空。是勝論派和數論派所執的我。 

２. 我體常住不滅，量無大小。是裸形外道或無慚外道所執的我。 

３. 我體常住不滅，量非常細小。是獸主、徧出外道所妄執的我。 

４. 即蘊我。 

５. 離蘊我。 

６. 非即蘊非離蘊我。 

以上外道所執的我，只要修習「生空觀」，了悟「緣生性空」的道理就可以斷除了。 

所以說，證初地破「分別我執」。 

 

二、俱生我執 

是與生俱來的我執。 

眾生由於「無明」，不明白「無我」的道理，所以從無始以來，就一直妄執有一個

我真實的存在，稱為「俱生我執」。 

１. 常相續：第七識的作用。 

２. 有間斷：第六識的作用。 

這兩種俱生我執比較難斷，一定要到修道位（八地），修習殊勝「生空觀」才能滅

除。 

 

 

 

 

 

 

 

 



《法執》 

一、分別法執 

也是後天熏習來的，屬第六識虛妄分別。 

１. 數論派的二十五論。 

２. 勝論派的六句。 

３. 順世外道的唯物論等……。 

 

這種法執非常粗顯，比較容易分辨，只要修「法空觀」，入初地，觀一切法本空，

就能斷除。 

 

二、俱生法執 

由無始以來，六、七識虛妄熏習內在種子所產生的。 

恆與我們生命同來，不須等待邪教、邪分別，就能任運自然轉變生起，所以稱為

「俱生」。 

１. 常相續：第七識的作用。 

２. 有間斷：第六識的作用。 

 

這兩種法執，非常微細難察，因此很難斷除，要到見道以後，從初地至十地的修

道位上，修習殊勝的「法空觀」才能逐漸斷除。 



〔第八識頌〕 

 

1.有漏雜染識 
性唯無覆性唯無覆性唯無覆性唯無覆、、、、五徧行五徧行五徧行五徧行，，，，界界界界、、、、地隨他業力生地隨他業力生地隨他業力生地隨他業力生。。。。    

性唯無覆：是說第八識的識性是屬於「無覆無記性」。 

五徧行：是說第八識相應的心所只有五徧行。 

界：是指三界。 

地：是指九地。 

他：是指前六識。 

業：是由前六識所造的福業、非福業、不動業。 

 
二乘不了因迷執二乘不了因迷執二乘不了因迷執二乘不了因迷執，，，，由此能興論主諍由此能興論主諍由此能興論主諍由此能興論主諍。。。。    

這兩句頌是說第八識的行相非常深隱幽微，不但凡夫難以發現它的行相，就是二

乘聖者也難以了達，由於如此才興起了大乘菩薩論主的論諍。 

 

「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 

 
浩浩三藏不可窮浩浩三藏不可窮浩浩三藏不可窮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淵深淵深淵深七浪境為風七浪境為風七浪境為風七浪境為風。。。。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八識的行相和它的意義是什麼。 

浩浩：是廣大沒有邊際的樣子。 

三藏：是說阿賴耶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三義。 

淵深：是比喻第八識像浩瀚廣大、不可深測的深淵。 

七浪：是指前七轉識所掀起現行的波浪。 

 
受熏受熏受熏受熏、、、、持種持種持種持種、、、、根根根根、、、、身身身身、、、、器器器器，，，，去後來先作主公去後來先作主公去後來先作主公去後來先作主公。。。。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八識的作用： 

①①①①受熏 

②②②②持種 

③③③③根身 

④④④④器 

⑤⑤⑤⑤去後來先作主公 



2.無漏清淨識 

 
不動地前才捨藏不動地前才捨藏不動地前才捨藏不動地前才捨藏，，，，金剛道後異熟空金剛道後異熟空金剛道後異熟空金剛道後異熟空。。。。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八識要到八地前才能捨去藏識之名；到金剛道後才空去異熟識。 

 
大圓無垢同時發大圓無垢同時發大圓無垢同時發大圓無垢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剎中普照十方塵剎中普照十方塵剎中普照十方塵剎中。。。。    

這兩句頌是說明成佛的時候，大圓鏡智和無垢識同時發起，普照十方微塵數的剎

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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