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572：-7【五十七云】《瑜伽師地論》卷 57〈2 攝決擇分．1-2 五識身相應

地、意地〉：「問：幾欲界繫？答：四，十五少分。問：幾色界繫？答：十五少

分。問：幾無色界繫？答：八少分。問：幾不繫？答：三，九少分。」(T30,p.615a4-

6)九：五善根+意根+喜、樂、捨根。《瑜伽論記》卷 16〈2 攝決擇分．1 五識

身相應地意地(一三上-一六上)〉：「不繫，則三無漏根全，及信等五，喜樂捨

意少分」(T42,p.663a17-18) 

p.1572：-6【十六心】《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9〈2 決擇分．1 諦品〉：「若

別說見道差別，謂世第一法無間苦法智忍、苦法智、苦類智忍、苦類智，集法

智忍、集法智、集類智忍、集類智，滅法智忍、滅法智、滅類智忍、滅類智，

道法智忍、道法智、道類智忍、道類智，如是十六種。於諸聖諦中法類智忍及

法類智是見道差別相。」(T31,p.735a11-16)「如是十六心剎那說名見道。所

以者何？由如是忍智所攝十六心剎那，於曾所未見四聖諦境，各以四剎那見故，

名為見道。」(p.735b19-22) 

若據俱舍論卷二十三賢聖品，現觀欲界四諦之智，稱為法智；現觀色界、無色

界四諦之智，稱為類智。又所謂「類」，類似、相似之意，即謂其類似於先前的

欲界之法。法智與類智復各有「忍」與「智」，合為「八忍八智」。所謂忍，即

以「忍」（忍許、認可）來斷除煩惱，如「法忍」、「類忍」，均屬於無間道；所

謂智，即以「智」來印證真理，如「法智」、「類智」，均屬於解脫道。無間道與

解脫道皆為修行佛道、求得涅槃解脫的「四道」之一。上記謂「忍」屬於「無

間道」者，蓋因於此階段，正處於忍許、認可四諦之理，而絲毫不被惑體障礙

間隔之故；謂「智」屬於「解脫道」者，蓋因既已暸知四諦之理，自然即斷除

惑體而得解脫。又十六心之中，前十五心屬「見道」修行果位之預流向，又稱



十五剎那；後一心則屬「修道」之預流果。～《佛光大辭典》 

p.1572：-1【相見道】唯識宗所立菩薩乘修行階位之一。相，類似之義。於證

得根本無分別智之深觀後，更生起後得智，觀安立諦、非安立諦之境，稱為相

見道。有三心相見道及十六心相見道兩種。三心相見道即是作三心以觀非安立

諦之境，十六心相見道則是作十六心而緣安立諦之境。所謂三心，即：(一)以

內遣有情假緣智而斷除煖品分別之隨眠。(二)以內遣諸法假緣智而斷除中品分

別之隨眠。(三)以遍遣一切有情諸法假緣智而斷除一切分別之隨眠。所謂十六

心，即苦集滅道之四諦各有法忍、法智、類忍、類智之四心。～《佛光大辭典》 

p.1572：-1【問】《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問此相見道在真見道後真見道中

已有無間乃至豈預流果亦此根耶者。解云：今約大乘宗問。不據小乘宗也。若

據小乘宗。前十五心名見道。第十六心則名修道。若依大乘宗。預流果亦以前

真見道已斷煩惱後。苦法智等十六心皆是相見道也。此問意者。其相見道在真

見道後。前真見道中已有無間解脫道斷煩惱訖。即解脫道已得初果。何故於後

相見道中前十五心仍是未知當知根攝？預流果乃至得有初根義耶？答云：此難

不然。其預流果乃至相見道第十六心。見相諦圓。方始建立預流果也。且如九

真無間道中亦有解脫。既名初果耶？故知前十五心。由是未知根攝。而非初果

得有未知當知根也。問：如上疏中為問答二乘？為問答菩薩？答：但問答二乘。

不問答菩薩。何故知耶？答：既下文言『義准菩薩從真見後』。故知上來依大

乘宗准問答二乘初根也。言見諦相圓者。謂是相見道中。觀四諦十六行圓滿。

方立初果。第二根攝。」(X49,pp.742c20-743a12)《成唯識論了義燈》卷 6：

「《論》：「除後剎那」等，本釋義准菩薩三心相見道中，前二初根，第三心去

屬第二根，論文不簡，除何見道最後剎那，總相說故。」(T43,p.773c24-26) 



p.1573：4【第二心】《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義准菩薩從真見後亦不出觀乃

至第二根攝者。菩薩三心者。有三解：一云。若真見道名第一心。若第一重十

六心。依觀所取。別立法類十六種心。即名為第二心也。若第二重十六心。謂

依觀十五（應是：上下。本書 p.1917）諦境。別立法類十六種心。則名第三心

也。此相見道中兩重十六心皆名後得智也。即是菩薩入真見道。從真見道後亦

不出觀。則入相見道其第一重十六心。若至前十五心道類智忍時。仍是未知根

攝。乃至十六心道類智時。由是未知當知根攝。相見道未滿故。此第一重十六

心對真見道名第二心也。若菩薩入第二重十六心位。依觀上下諦境。別立法類

十六種心。此第二重十六心。若至前十五心。亦是未知根攝。相見未圓故。若

至第十六心時。相見既圓。方極見滿。即非是未知當知根攝。即是第二已知根

攝。此第二重十六心。若對已前名第三心也。其九心見道者。但聖教中依前十

六心上廣流布。即依法中但義說耳。其實無別九心見道。其觀行心中。亦不依

九心行解。所以不立為第四心。第二解云：言三心者。第一心謂真見道也。第

二心者謂三心見道。謂內遣有情假緣智。此師即說三心相見道。前一心為真見

道。若餘法師說此三心為真見道者。即不立前一心見道也。即將此三心見道以

替一心見道之處。第三心者。謂後兩重十六心也。即第二重十六心中前十五心。

仍是未知當知根攝。至第十六心方是已知根攝。第三解云：言三心者。謂除真

見道。唯取相見道中三心見道為第一心。第一重十六心為第二心。第二重十六

心為第三心。准前作法。此三解皆好。」(X49,p.743a13-b15) 

p.1573：8【不唯取彼】《成唯識論疏抄》卷 12：「此中加行資粮。不唯取資粮

加行。資粮加行之言。亦攝得根本見道。」(X50,p.376c17-19) 

p.1573：-6【五十七云】《瑜伽師地論》卷 57〈2 攝決擇分．1-2 五識身相應



地、意地〉：「一，色界繫及不繫，一切繫不繫為義。」(T30,p.616b6)《成唯識

論疏義演》卷 8：「色界繫者。即是順決擇分善。此決擇分善唯是有漏修慧。唯

是色界繫。不繫者。即無漏法也。一切繫不繫為義者。義之言境。即是此位菩

薩所緣之境。繫者。苦集諦。不繫者。即是滅道諦。故知加行位菩薩緣一切繫

不繫苦集滅道等為境也。然五十七文略。具足應言：一欲界繫及不繫。一切繫

不繫為義。若欲界繫者。即是順解脫分是也。即是欲界中皆思慧。是順解脫善

攝也。及色界中修慧。皆亦是順解脫分。即此欲界中及色界中順解脫分善。亦

緣苦集諦為境。亦緣滅道諦為境。故五十七云：色界繫乃至不繫等。論近能發

起根本位故等者。此顯得無漏根名所以。或釋外難云：三根無漏。資粮加行何

得名未知當知根？故引生遠資等釋。」(X49,p.743b22-c10) 

p.1573：-5【對法第十】《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0〈2 決擇分．1 諦品〉：

「未知欲知根者，謂於方便道及於見道十五心剎那中所有諸根。此中顯示順決

擇分所攝方便道，及見道十五剎那所有諸根，是未知欲知根體。」(T31,p. 

741c16-20) 

p.1573：-1【大乘者入劫已去】《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此謂大乘者入劫已

去小乘亦爾於諦現觀發起決定勝善法欲者。若大乘中。即是菩薩入初阿僧祇劫

已去。菩提涅槃等法。發起決定勝善法欲心。即不收已前劣善法欲遊之心也。

故第九云:從發深固大菩提心等是也(本書 p.1856)。若小乘。即是入順解脫分。

資粮位已去。亦發勝善法欲也。或可初入劫已去。配菩薩。於諦現觀發起決定

勝善法欲。即配小乘亦得。然信等六現觀義。如下自解。」(X49,p.743c11-18) 

p.1573：-1【諦現觀】具云「聖諦現觀」，舊譯為「正觀」︰指以無漏慧，親

切、清晰地覺知四聖諦，亦即苦法智忍、苦法智等八忍八智之十六心。《俱舍



論》有三種：見現觀、緣現觀、事現觀。「見現觀」是指無漏慧於諸諦境現見分

明；「緣現觀」是指無漏慧與其餘相應的心心所法共緣四諦境；「事現觀」是指

此諸能緣及其餘俱有的道共戒、生住異滅等不相應法同一事業。(二)指以有漏

無漏慧，明了觀知現前之境︰《瑜伽師地論》卷七十一、《顯揚聖教論》卷十

七、《成唯識論》卷九等「六現觀」之說即是。「六現觀」是思現觀、信現觀、

戒現觀、現觀智諦現觀、現觀邊智諦現觀、究竟現觀等六觀。(1)思現觀︰指

思所成之慧。觀察諸法時，此用最為猛利，故立為現觀。(2)信現觀︰指緣三

寶之世出世間之決定淨信。此淨信能助現觀，令不退轉，故立為現觀。(3)戒

現觀︰指無漏戒，即道共戒。此能除破戒之罪垢，令觀增明，故立為現觀。(4)

現觀智諦現觀︰指緣非安立諦的根本、後得二智。通見修二道。(5)現觀邊智

諦現觀︰此係現觀智諦現觀之後，緣諸安立諦的世出世智。通有漏無漏一切見

修二道。(6)究竟現觀︰指究竟位的盡智、無生智等一切智。～《中華佛教百

科全書》 

p.1574：4【五十七說】《瑜伽師地論》卷 57〈2 攝決擇分．1-2 五識身相應

地、意地〉：「問：未知欲知根何義？答：修諦現觀者，從善法欲已去，於一切

方便道中，即彼五根義，當知是此義。」(T30,p.615c26-28)《成唯識論疏義

演》卷 8：「五十七說問未知根何義者。此中問意。此未知根未審何意義耶?【疏】

答修諦現觀者從是修善法欲已去乃至解脫分位者。謂修諦現觀人。從善法欲已

去。於一切方便道中所起信等五根。即是未知當知根義。故知未知當知根亦通

得順解脫分位有也。若自餘異生凡夫等。未入善法欲已前。及未發菩提心者。

雖起信進念定慧五根。然不得名未知當知根也。方便道者。然所修行行即是趣

菩提涅槃之方便也。資粮加行二位皆得名方便道也。問:加行位、加行道、加



行智。此三寬狹云何?答:加行位唯在見道前也。加行智通七地已前。八地已上

無加行故。加行道亦爾。或加行道通十地有。加行、無間、解脫、勝進。前後

相資。皆容具有也。如下作法。」(X49,pp.743c19-744a8) 

p.1574：6【此不望涅槃為名】《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此不望涅槃為名至下

當知者。此未知根唯望修道之中已知根名未知根。然此根未得真解脫。是故不

望涅槃為名。涅槃者是真解脫。若順解脫分。即遠望涅槃為名。即遠順涅槃故

名順解脫分。若順決擇分。唯望見道中擇法覺支等為名也。故論云：於此三位

信等五根乃至為此根性也。問：上來論文中。唯明二乘人初無漏根。其二乘人

依初未至定入見道。應有七根。信等五根、意、喜根。若爾。如何此文說有九

根？答：九根者。謂信等五根、意、喜、樂、捨。然菩薩若在加行位中前後。

皆得起四禪定。即得起九根。即色界六處有初無漏根。六處者。謂四禪、未至、

中間禪也。若菩薩唯依第四禪入見道時。唯得起七根。謂信等五根、捨、意也。

若二乘人在加行位。亦容起九根。此意說。約別別人入見道時。相通而說得有

九根。非獨一人有九根也。若約一人即唯得起七根。其事云何？如有一人依初

未至定中入見道。得有七根。謂信等五根、意、喜也。若有一人依初二禪根本

定中入見道。亦起七根。謂信等五根意喜。若有一人依第三禪入見道。亦得起

七根。謂信等五根意樂。若有一人依第四禪入見道。亦得有七根。謂信等五根

意捨根也。故通有。非一人獨具九也。何故入見道有此不同？答：皆約根性有

利鈍故須爾也。問：捨受通四禪及未至定。如初果人依初未定入見道。合有八

根。信等五意喜捨。乃至有依第三禪入見道。亦合有八根。信等五意樂捨。何

故說依初未至定及依第三禪入見道時唯說有七根耶？思之可解。以捨根通故。

所以不說。」(X49,p.744a9-b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