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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43：8【生第四禪廣果天】《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54〈6 根蘊．4 等

心納息〉：「問：無想天在何處攝？答：外國師說。第四靜慮處別有九。此是一

處。迦濕彌羅國諸論師言。即廣果天攝。然以高勝寂靜故別立名。猶如村邊阿

練若處。」(T27,p.784b5-8)《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5〈2 分別根品〉：「無想有

情居在何處？居在廣果，謂廣果天中有高勝處，如中間靜慮，名無想天。彼為

恒無想、為亦有想耶？生死位中多時有想。言無想者，由彼有情中間長時想不

起故。」(T29,p.24b18-22)《俱舍論記》卷 5〈2 分別根品〉：「明所居處。廣

果天中有高勝處，無想有情而居其上。如中間定梵王，於梵輔天中起臺別住。

此亦如彼，名無想天。」(T41,p.95c21-24) 

【第四禪天】修第四禪定者，可得生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外道修習第四

禪可獲無念無想的福報，得生無想天，成為無想有情。而佛教的聖者修習無漏

的第四禪可獲阿那含果，得生第四禪天的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

色究竟天（阿迦膩吒天）等五淨天。〜《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443：-1【總言六、遠三近一】《成唯識論演祕》卷 6：「有二釋：一云當地

名近。異地名遠。眼、耳、身三，下地法故。二云先滅名遠。後滅名近。由生

彼天，四識不生有前後故。前釋為正。本意顯彼所滅之識非皆當地。置遠近言。」

(T43,p.929b23-27)《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即眼耳身三識，二禪上無故名

遠三。一者，第六意識，此地方滅名近一。問：初生彼天亦有許此三起，何不

名近？答：約地遠無故名遠，不據初生許起名近遠也。」(X49,p.688a1-4)《成

唯識論義蘊》卷 4：「眼耳身三，初禪繫，與無想遠。意識，當地言近一。鼻舌

唯欲界，略不說之。又解：三識先無，意識後滅，故言遠三近一。問：若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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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言遠五，何說三？答：此於當界分近遠也。今取前解。」(X49,p.456b4-7) 

p.1444：8【聖教說】《成唯識論演祕》卷 6：「即顯揚論第一云。無想天者，謂

先於此間得無想定。由此後生無想有情天處。不恒現行諸心．心法滅性。又五

蘊論亦云：不恒現行心．心法滅。對法亦同。」(T43,p.929b28-c3)《大乘五蘊

論》：「無想有情天中生已，不恒現行心心法滅為性。」(T31,p.849c13-14) 

p.1444：-2【瑜伽第十】《瑜伽師地論》卷 10〈1 本地分．3-5 有尋有伺等三

地〉：「問：於一切生處及三摩鉢底中，皆有一切支現行可得耶？答：不可得。

謂無想天中，及滅盡定、無想定中，有色支可得，非無色支。若生無色界，無

色支可得，非有色支。」(T30,p.327b8-12)「三摩鉢底」：梵語 samāpatti，巴

利語同。意譯等至、正受、正定現前。指由遠離惛沈、掉舉等，而使身心達於

平等安和之境。即身心安和之狀態，為三摩地之進境。依俱舍論卷二十八，四

靜慮及四無色定為根本八等至，其中四靜慮及下三無色定等七者，各有味等至、

淨等至、無漏等至三種，有頂地則僅有味等至與淨等至。依俱舍論光記卷六所

載，三摩地通於定、散及善、惡、無記等三性，唯有心平等，持心趣向於境，

故稱等持。三摩缽底則通於有心定與無心定二種，唯在定，不通於散。此外，

亦有說三摩缽底即禪定之異名者。〜《佛光大辭典》 

p.1445：2【瑜伽第十三】《瑜伽師地論》卷 13〈1 本地分．8-9 有心無心二

地〉：「分位建立者，謂除六位，當知所餘名有心地。何等為六？謂無心睡眠位、

無心悶絕位、無想定位、無想生位、滅盡定位、及無餘依涅槃界位。如是六位，

名無心地。第一義建立者，謂唯無餘依涅槃界中，是無心地。何以故？於此界

中，阿賴耶識亦永滅故。所餘諸位，轉識滅故，名無心地。阿賴耶識未永滅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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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一義非無心地。」(T30,p.345a9-16) 

p.1445：4【五十九】《瑜伽師地論》卷 59〈2 攝決擇分．3-5 有尋有伺等三

地〉：「結生相續略有七種。一、纏及隨眠結生相續，謂諸異生。二、唯隨眠結

生相續，謂見聖迹。三、正知入胎結生相續，謂轉輪王。四、正知入住結生相

續，謂諸獨覺。五、於一切位不失正念結生相續，謂諸菩薩。六、業所引發結

生相續，謂除菩薩結生相續。七、智所引發結生相續，謂諸菩薩。」(T30,p.629 

c20-26)《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5：「論云結生相續略有七種:一纏及隨眠謂異

生。二唯隨眠謂見聖迹者。此據隨眠。凡夫俱用現種。對法九種會故。決定起

故。……此中言菩薩以智力受生者。謂同對法。以願力受生故。此果雖有漏亦

有漏善業招。然隨生處故。」(T43,p.218b20-29) 

《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此師解五十九云至不應徵詰者。即此師會後師所引

瑜伽五十九文。此師云：五十九說異生以現行煩惱潤生者。據多分說。非謂一

切。即生無想天唯種子潤生。如說入見道已。即用種子潤生。隨眠，種子也。

然初二果人亦以種子及現行潤。唯第三果人。自地滿心用隨眠潤生。以斷欲界

九品煩惱盡。又未得起初禪現行煩惱。故唯種潤。」(X49,p.688a8-14) 

p.1445：6【五十六】《瑜伽師地論》卷 56〈2 攝決擇分．1-2 五識身相應地、

意地〉：「依已生無想有情天中名滅分位，建立無想。此亦三種。自性者，無覆

無記。補特伽羅者，唯異生生，彼非諸聖者。起者，謂能引發無想定思，能感

彼異熟果；後想生已，是諸有情便從彼沒。」(T30,p.607b10-14)《成唯識論疏

義演》卷 8：「又解五十六云至言為後故者。意云：此解後師所引瑜伽文也。彼

文說後想等生便從彼沒者。意說：死已。中有心生。名想生等。是故後想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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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死已後。便從彼天沒。非未死時。即言為便從彼沒。故知死後中有想生。便

從彼沒也。」(X49,p.688a15-19) 

p.1445：8【異生潤生】《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異生潤生至如此外道命終時

等者。凡論異生皆唯種、現潤。今此師從在無想天。既初後無心。明知此外道

等。從彼天命終。唯舉前種子勢分力故。即生欲界異生。名唯種潤。更不起轉

識等。即除此一類異生外道。餘者通二潤。」(X49,p.688a20-24)《成唯識論義

蘊》卷 4：「問：此師，中有既許想生，中有末心，對法說染，即是從天沒、生

欲界等。亦有現行潤生，何故此言唯種子潤？答：據本有說，故言唯種。或此

師不許中有染心，故作是說。」(X49,p.456b8-11) 

p.1445：-4【對法第五】《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5〈1 本事分．1 三法品〉：

「相續力者，有九種命終心與自體愛相應，於三界中各令欲、色、無色界生相

續。謂從欲界沒還生欲界者，即以欲界自體愛相應命終心結生相續。若生色無

色界者，即以色無色界自體愛相應命終心結生相續。如是從色無色界沒，若即

生彼、若生餘處，有六種心，如其所應盡當知。」(T31,p.714b27-c4)《成唯識

論疏義演》卷 8：「九種潤生心者。意說：三界九地異生。命終皆起現愛潤。」

(X49,p.688b1-2) 

p.1446：2【生已之時便從彼沒】《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生已之時便從彼沒

者。意說：本有末後起心。名想正生。及至中有位。其想起名生已。想既生已。

便從彼沒也。故疏云：其想生已。方從彼沒。是此中意也。」(X49,p.688b3-5) 

p.1446：9【雖與無心定為喻】《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雖與無心定為喻至故

得為喻者。觀此文意。外有伏難。難：若無想天末後有想者。云何得與無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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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喻耶？故有此文。然與無心定為喻者。中間長時無心定與無想定相似。故得

為喻。以無心定中間無心故。」(X49,p.688b6-9) 

p.1446：-5【生時亦有轉識】《成唯識論觀心法要》卷 7：「初正釋無想天之名

義。次有義下。凡三解。第三為正。大佛頂經亦云：初半劫滅。後半劫生也。

本有。指一期現在之身。生得心心所。指初生時即得現起之心及心所。所謂異

熟生無記。餘可知。」(X51,p.390a5-8)《首楞嚴經》卷 9：「若於先心，雙厭

苦樂，精研捨心，相續不斷，圓窮捨道，身心俱滅，心慮灰凝，經五百劫；是

人既以生滅為因，不能發明不生滅性，初半劫滅，後半劫生，如是一類名無想

天。」(T19,p.146b14-18)《楞嚴經正脉疏》卷 9：「先心同前，但廣果天令福

德增盛，此天乃令捨定增盛正因，妄謂依此可得涅槃，此兩天分岐之故也。……

經五百劫，大劫也。自初生以至壽終，得此長時而已。是人下四句，出其無常

之故，正由向二種根本錯亂修習耳。初句，明其錯依六識生死根本為本修因，

強令灰凝。次句，明其反迷識精明元，圓湛不生滅性，而全不知用故也。末二

句，明始終皆墮無常。初半劫滅者，初生習定半劫始滅想也。後半劫生者，報

盡定銷半劫復生想也。」(X12,pp.437c20-438a8) 

p.1447：1【中有末心唯染】《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5〈1 本事分．1 三法

品〉：「已離欲聖者，對治力強故，雖未永斷，然此愛不復現行，彼由隨眠勢力

令生相續中有。初相續剎那，唯無覆無記，以是異熟攝故。從此已後，或善或

不善或無記，隨其所應；除彼沒心，以中有沒心常是染污。猶如死有，生有相

續心剎那，亦唯無覆無記。」(T31,p.714c9-15) 

p.1447：4【本有】從受生後，到死前，其間之現身，稱為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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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死有、中有、生有、本有。「有」，表存而不亡之義。五蘊和合的有情，

雖輪迴生死，卻常在三界，故分一期生命為四而稱四有。(1)死有︰指臨終的

一剎那。《雜心論》卷九稱之為壞有。(2)中有︰介於今世生有與來世生有之間

的五蘊身。又作中陰、中蘊、中陰身。亦即指自死後至投生為下一世眾生之前

的生命現象。期間最長為四十九天。(3)生有︰生緣成熟而托生母胎，在出生

之時的最初身。(4)本有︰由生有至死有之間的生命歷程，又可細分為羯羅藍

位等胎內五位及嬰孩等胎外五位。即常人所謂的「活著的時候」的生命現象。 

p.1447：6【非生有】《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法爾受生至本有初位者。意云：

夫論受生初必有轉識也。此非生有。且一身中總分三有：所謂生有、本有、死

有。生有者。即初一念託胎時。名生有。本有者。即從第二念已去。終至百年。

總名本有。死有者。謂正死也。今言此非生有者。意說：此轉識。初生有時。

一念未起。至本有初念時方起。故此者。此轉識。即於生有一念此轉識未有。

名此非生有也。故本有初。必有轉識起也。 

【疏】然非即轉識文也。意說：云法爾受生。初有六識者。不通初生有即起識。

意通生有已去。本有初位也。非即次生有後第二念時者。雖言六識本有初位亦

有。不言次生有後第二念有也。言第二念者。即是本有之第一念心也。為對生

有。故所以言生有後第二念。若但約本有位。即是第一念故。意說：六識。此

本有初念亦未起也。」(X49,p.688b12-c2) 

《成唯識論演祕》卷 6：「非然即次至第一念心者。即本有初名第二念。對前生

有得第二名。此顯所除。疏。不爾至有意故者。顯除所以。由彼卵生初在胎藏。

無意識故。」(T43,p.929c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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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義蘊》卷 4：「不爾卵生至必有意識者。卵生。生在母胎。未有意識。

若以三分分之。即名本有初。攝論云：如餘本有初。既入喻中。便無所立。故

今料簡應除彼也。問：如卵生者。初出卵時。必大惛昧。轉識不行。若三分分。

亦名初分。何無過耶？答：疏中因喻。皆言天趣。即已簡訖。設取論中因喻。

應言許除悶絕。本有初故。如餘本有初。即無過失。彼出胎時。悶絕攝故。」

(X49,p. 56b16-22) 

p.1447：-7【攝論無性第三】無性《攝大乘論釋》卷 3〈2 所知依分〉：「若有

於此非等引地沒已生時，依中有位，意起染污意識結生相續，此染污意識於中

有中滅，於母胎中識羯羅藍更相和合。若即意識與彼和合，既和合已，依止此

識，於母胎中，有意識轉。」(T31,p.392b10-14) 

p.1447：-4【第十二卷】《瑜伽師地論》卷 12〈1 本地分．6 三摩呬多地〉：

「問：以何方便入此等至？答：觀想如病、如癰、如箭，入第四靜慮，修背想

作意，於所生起種種想中，厭背而住。唯謂無想寂靜微妙，於無想中持心而住。

如是漸次離諸所緣，心便寂滅。於此生中，亦入亦起。若生於彼，唯入不起。

其想若生，便從彼沒。」(T30,p.340c3-8) 

p.1448：3【非中有末可起報心】《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又非中有末可起報

心者。意云：報心者，即彼天中業所感別報心心所等。意說：此報心，於中有

末位未起，至彼天本有位暫起即滅，依此滅位，立無想天。故知中有但起潤生

愛等，而不起於報心心所也。」(X49,p.688c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