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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教 

 

1.1. （問）世尊何處說阿賴耶識名阿賴耶識? 

1.2. （答 1）謂薄伽梵於《阿毗達磨大乘經》伽陀中說: 

  無始時來界 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諸趣 及涅槃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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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李）攝大乘論[T069H]： 

@無始，任何時候只要心一生起來一有作意就是無始，也就是你虛妄分別，

識生時就是緣起，這就叫無始時，心一生就是開始，心不生時諸法本自空

寂，而我們却念念相續。阿毘達磨指對向涅槃的意思，涅槃就是煩惱寂靜、

苦寂靜。界:種子義、因義，種子遇緣起現行，就是他的成熟顯現就是異熟果

就是十法界的範疇，種子由現行熏習而來，所以「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

得」，就是在說識業果三事種現相熏。 

@所有一切法的等依叫作無始時來界，「界」就是阿賴耶識，「界」者因

義、種子義、範疇義，你的心有多大範疇就有多大，你的心假如是十法界，

範疇就是十法界，假如你的心在針尖上，你的範疇就是地獄。 

1.2.2. （王）《攝大乘論疏》： 

＠無始時來界者，界是因義，即種子識。無始時來，顯無始相續，非從無忽

有。 

＠一切法等依者，心心所等染淨諸法，平等所依。由彼持種，起現行故。 

＠由此有諸趣者，人，天，地獄，餓鬼，畜生， 是為諸趣。由依此識執持種

子故，隨緣造業善不善等，往返五趣受異熟果。又由此識變身器等，諸趣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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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設離此識，無有諸趣。 

＠及涅槃證得者，及由此識故，有涅槃證得。諸趣因果滅盡解脫，是為涅

槃。 云證得者，所證得即涅槃，能證得即聖道。由有諸趣，故有苦惱。厭逆

苦惱，故修聖道，證得涅槃。故設無此無始時來種子識者，亦無還滅。以是

義故，名所知依。一切所知，染淨諸法，等所依故。 

1.3. （答 2）即於此中復說頌曰: 

  由攝藏諸法 一切種子識 

  故名阿賴耶 勝者我開示 

 

1.3.1. （李）攝大乘論[T069H]： 

這句話最主要的是攝藏種子才會有種子的異熟，阿賴耶識就是種子異熟識。

阿賴耶梵語就是藏的意思，由「藏」我們立刻要知 道「藏」包括能藏、所

藏、執藏，法義要一層一層源源不絶的生出。 

1.3.2. （王）《攝大乘論疏》： 

復引聖言證一切法等所依界，(種子識)名阿賴耶。 

＠此中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者，謂如是識，由能受持諸法熏

習，故能攝藏諸法令彼生已而不斷滅，習氣相續恆住識中，遇緣還能起諸法

故。由攝藏諸法，故名一切種子識。此識具有諸法習氣，為一切後生現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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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故。 

＠阿賴耶此義為藏，藏義三種，如下當說。即以攝藏諸法故，種子識名阿賴

耶也。 

＠勝者我開示者，異彼凡愚，故名勝者，即諸菩薩。堪能受持無上乘法，故

為開示如斯藏識也 

2. 釋名 

 

2.1. （問）如是且引阿笈摩（《阿毗達磨大乘經》）證，復何緣故此識說名阿

賴耶識? 

2.2. （答：約能所藏義釋）一切有生雜染品法，於此攝藏為果性故;又即此識，

於彼攝藏為因性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 

 

2.2.1. （王）《攝大乘論疏》： 

＠「於此攝藏為果性」者，有生現法於生起時能熏此識，令彼習氣攝藏於此

為彼法果 

＠「又即此識於彼攝藏為因性」者，攝藏彼種故，能生彼現法故，此阿賴耶

識於彼所攝藏現法而為其因 

＠即以能藏所藏義故，得阿賴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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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李）攝大乘論[T069H]： 

「一切有生雜染品法，於此攝藏為果性故」;「一切有生雜染品法」就是現行

法，這些現行法於此(阿賴耶識) 攝藏為果性故，一切有生雜染品法是因，有

了現行法，而這現行法留下的痕跡、熏習、記憶，這些現行法的熏習我們把

他安立一個名稱:種子，種子是現行法的果， 現行是因，現行是能藏，種子是

所藏，種子與現行是一種展轉相熏、 互依互緣的，所以展轉的關係在唯識裡

就很重要，比如我們已經有個思惟，而思惟表現在我們的認知上，我們在認

知上又加強了我們的思惟，而思惟又表現在認知上，所以認知與思惟會展轉

增上。這就是 能、所，能、所...互相增上的關係，誰為主、誰的影響力大就

是能， 能、所不是固定的，能、所一直在交換互依互緣、展轉增上。 

2.2.3. （李）攝大乘論[T069H]： 

「又即此識，於彼攝藏為因性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又即此識指阿賴耶

識，「阿賴耶識於彼為因性故」，現行熏了種子，種子就 在等待因緣會再起

現行，未起現行時就還是種子位是攝藏住的，對於以後會起的現行法現在他

是種子位，從以前的現行所熏下來的種子， 已經過去的現行是因，所熏的種

子是果，這個果在阿賴耶識裡攝藏住， 這個果的種子又變成以後遇緣起現行

的因，以後遇緣起現行就變成是果，因果關係改變了，可是前後是不同的種

子，不是一個種子從頭用到尾，種子起現行、現行熏種子，種子與現行一直

不斷的、刹那的在變化，不是從頭用到尾都不變，唯是新新而非故故，刹那

滅、果俱有， 恆隨轉、性決定，待眾緣、引自果，這是種子六義，阿賴耶識

的主體。 

2.2.4. （李）攝大乘論[T069H]： 

阿賴耶識由熏習而來，熏習就是第六意識在分別以後所留下來的後勢力，我

們把第六意識的分別稱作一切雜染品法的現行，只有當你根對塵識生起來你

去認知，也就是去分別，接下來你就會覺得我見到、 聽到什麼，這就是一切

的顛倒的開始，俱生的我執和法執都因此而生起，你的阿賴耶識裡所熏習的

種種名言起了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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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答：約執藏義釋）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為自我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 

 

2.3.1. （王）《攝大乘論疏》： 

＠「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為自我故」者，謂此阿賴耶識一類恆時相續無 間，為

一切法根本所依，七識緣之故執為我，以執藏故名為阿賴耶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