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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陀那 

 

1.1. ＠引教： 

復次，此識亦名阿陀那識。 

此中阿笈摩者，如《解深密經》說: 

  阿陀那識甚深細 一切種子如瀑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 恐彼分別執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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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王）《攝大乘論疏》： 

阿陀那者，義謂執持，如下文解。聖言量者，謂解深密經心意識相品，佛告

廣慧菩薩說也。成唯識論云: 無（種）性有情不能窮底，故名甚深。趣寂種性

不能通達，故名甚細。是一切法真實種子，緣擊便生轉識波浪， 恆轉無間，

猶如瀑流。凡即無性，愚即趣寂。恐彼於此起分別執，墮諸惡趣障生聖道，

故我世尊不為開演。 

1.1.2. （親）： 

 

1.1.2.1. （親）： 

復引《解深密經》，即此阿笈摩中，佛告廣慧 菩薩摩訶薩曰： 

1.1.2.2. 一、明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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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1. ＠出心異名： 

 

1.1.2.2.1.1. （一切種子識） 

『廣慧!當知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墮彼彼有情眾中，或在卵生、或在

胎生、或 在濕生、或在化生身分生起。於中最初一切種子心識成熟，展

轉和合、增長廣大，依二執受。 

一 者、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二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有色

界中具二執受，無色界中不具二種。  

1.1.2.2.1.2.  （阿陀那識、阿賴耶識、心） 

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 

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 

亦名為心，何以故?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 

1.1.2.2.2. ＠辨識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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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2.1. （辨相） 

廣慧!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六識身轉。 謂眼識，耳、鼻、舌、

身、意識，此中有識：眼及色為緣（《瑜伽師地論》卷一：要眼不壞，

色現在前，能生作意正復現起，所生眼識方乃得生。），生眼識;與眼

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由眼識生，三心可得。如其

次第，謂率爾心、尋求心、決定心。初是眼識，二在意識。決定心後方

有染淨。此後乃有等流眼識善不善轉。） 

 

有識耳、鼻、舌、身， 及聲、香、味、觸為緣，生耳、鼻、舌、身識;

與耳、鼻、舌、身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 廣慧!若於

爾時一眼識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眼識同所行轉;若於爾時

二、三、四、五 諸識身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五識身同 所行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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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2.2. （舉喻）  

廣慧!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 浪轉;若二、若多浪生緣

現前，有多浪轉。然此瀑水自類恆流，無斷無盡。 又如善淨鏡面（照

性），若有一影生緣現前，唯一影起; 若二、若多影生緣現前，有多影

起（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此鏡面轉變為影，亦無受用滅盡可得。 

（合法） 

如是，廣慧!由似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 故。若於爾時有一眼識

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一眼 識轉;若於爾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即於

此 時五識身轉。  

1.1.2.3. 二、辨施設： 

 

1.1.2.3.1. 廣慧!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為建立 故，於心意識祕密善

巧;然諸如來不齊（止）於此施設 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廣慧!

若諸菩 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用）、不見阿陀那識（體）、 不

見阿賴耶（用）、不見阿賴耶識（體）、不見積集（用）、不見心（體）;

不見眼色及眼識、不見耳聲及耳識、不見鼻 香及鼻識、不見舌味及舌

識、不見身觸及身識、 不見意法及意識，（證入無分別智）是名勝義善

巧菩薩。如來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薩。 廣慧!齊此名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

善巧菩薩，如 來齊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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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1.1. 法住智： 

謂如有一，聽聞隨順緣性緣起無倒教已， 

於緣生行因果分位，住異生地， 

便能如實以聞思修所成作意（為先）如理思惟， 

能以妙慧悟入信解 

苦真是苦、集真是集、滅真是滅、道真是道。 

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智，名法住智。 

1.1.2.4.  此伽他中重顯彼義。 「阿陀那識」者:所釋異名。「甚深細」者:難

了知故。「一切種子如瀑流」者:次第轉故，一 切種子剎那展轉如瀑水流相

續轉故。「恐彼分別執為我」者:一行相轉故，分別執可得。 

1.2. ＠釋名： 

（總標） 

何緣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執持）? 

（1：執受）執受一切有色根故，（2：執取）一切自體取所依故。 

 

（分釋） 

所以者何? 

（1：執受）色諸根，由此執受，無有失壞，盡壽隨轉。 

（2：執取）又於相續正結生時，取彼生故，執受自體。 

 

（結） 

是故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 



7 

 

1.2.1. （王）《攝大乘論疏》： 

以二義故，名阿陀那識。 

一者，執受一切有色根故。謂有色諸根，及彼根所依處，由此識執受故，安

危共同，令不壞爛，生長相續。若此識捨身不執受時，即成死屍故。有色諸

根所以能盡壽隨轉生長不壞者， 由此識執受故也。執謂執持，令不壞爛。受

謂領受，安危共同。識去身固壞，身壞識亦去也，如罔死等。  

二者，一切自體取所依故，此自體言謂三界五趣根身種子。如胎生者正結生

時，執取父母精血令成身故， 以為自體。謂即此識於結生相續時，執取彼生

攝為自體，以自受用，而為一切自體所依也。云相續者， 有情異名，心識相

續生命不斷，故名相續。結生者，既捨前生，另取餘生，由識執受得彼生

故，名為結生。即說此識，於結生時執受自體。既得生已，復由此識持令不

壞，故名阿陀那識也。 

2.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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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教： 

此亦名心，如世尊說:心、意、識三。 

2.2. ＠釋名 

 

2.2.1. 意識 

 

2.2.1.1. ＠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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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 （意）： 

一、無間滅意 

此中意有二種: 第一、與作等無間緣所依止性，無間滅識能與意識作生依

止。 

二、染污意 

第二、染污意，與四煩惱恆共相應： 

一者、薩迦耶見；二者、我慢；三者、我愛；四者、無明。 

 

2.2.1.1.1.1. （親） 

此中「薩迦耶見」者:謂執我性。由此勢力便起 「我慢」，恃我、我

所，而自高舉。於實無我， 起有我貪，名為「我愛」。如是三種，「無

明」為因。言無明者:即是無智。 

2.2.1.1.1.2. （王）《攝大乘論疏》： 

言等無間義者，謂無間滅識，於自後聚心心所法為開導依，等令生起，

是故說名等無間緣。後識託前識開導而得生故，名緣。唯於無間心心所

作緣，名無間緣。此簡俱時，及有間增上等緣故。心心所法平等（等：

相續）開導，故名等無間緣。即此等無間緣，又名為意。由說過去名

意。故以無間滅識名意也。此意非是論所欲立，論所欲立，第二意也。 

2.2.1.1.1.3. （王）《攝大乘論疏》： 

第二意者，謂染汙意。云何染汙?有覆執我，不達真實故。由何染汙?由

與四煩惱恆共相應故。恆顯無間，共表無缺。云相應者，隨順和合互助

相依同生起義。心所心王同所依根，所緣事等，一時俱起， 共辦事業，

如王與臣相依弗離，故名相應也。四煩惱者，謂薩迦耶見，我慢，我

愛，及以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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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耶見，義譯我見，人我法我，均云我也。此意緣阿賴耶識見分，

執見為我。 

@由見我故，復於彼我恃舉生慢， 貪著生愛，是名我慢我愛。 

@無明者，即是愚癡，於境迷闇為性。由迷闇故，起我見我慢我愛諸煩

惱也。  

雖此染汙意，與餘八大煩惱，及遍行等（八大遍行別境慧，貪癡我見慢

相隨），亦共相應，此中但就勝說獨言四也。 

 

《成唯識論》： 

我癡者：謂無明，愚於我相，迷無我理，故名我癡。 

我見者：謂我執，於非我法，妄計為我，故名我見。 

我慢者：謂倨傲，恃所執我，令心高舉，故名我慢。 

我愛者：謂我貪，於所執我，深生耽著，故名我愛。 

2.2.1.1.2. （顯識依）： 

此即是識雜染所依。識復由彼第一依生，第二雜染;了別境義故。 

（釋得名）： 

等無間義故、思量義故，意成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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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2.1. （性） 

此即是識雜染所依，於定不定善等位中，皆不相違，恆現行故。其如何

等?謂善心時亦執我故。 「由第一依生」者:由等無間滅意故;「由第二 

雜染」者:由四煩惱相應意故，以計我等能作雜染。「了別境義故」者:

是能取境，似境現義， 此釋識名 

2.2.1.2. ＠證成：略 

2.2.1.3. ＠性攝： 

此意染污故，有覆無記性，與四煩惱常共相應。 

如色（界）、無色（界）二纏煩惱，是其有覆無記性攝，色、 無色纏，為

奢摩他（定中暫伏）所攝藏故。 

此意一切時，微細隨逐故。 

 

2.2.1.3.1. （王）《攝大乘論疏》： 

＠彼性唯是有覆無記。非善不善故，是無記。然染汙故，是其有覆，由能

障理不證真實故。由與四煩惱恆共相應，故成染汙，成有覆性。或有疑言:

既與煩惱相應，云何成無記 也?先舉喻答，次說其因。 

＠如色無色界二纏煩惱，是有覆無記性，此亦如是。色無色纏為奢摩他

（四禪八定）所攝藏故，雖起貪瞋癡等（微細羸弱，不被繫縛）不能造惡

業（感苦果）。 

＠此意一切時但緣八（識）見（分）執以為我微細隨逐故，不能造惡業。

故均無記。以善不善，要由作業，損益自他，損益二世，乃可說言是善非

善。此既不造業，故但有覆無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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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2. （玅境長老 1996） 

＠這個末那的染污意，它也是有煩惱的，一切時都是存在的這個煩惱。但

是因為末那的意太微細了，所以使令隨逐它的煩惱也特別地微細，那個煩

惱的相貌不明顯，所以不能說它是惡、不能說是善，只好說「無記」。但

是還是有煩惱，所以叫做「有覆」，合起來就是「有覆無記性」。 

＠印順老法師他舉個例子，他說：譬如一個人，他善於駕御人；那個人是

有特別的怪脾氣，品性不好，但是那人能駕御住他，使令他不敢做惡。像

《三國志》說到魏延，孔明在的時候，就能駕御他，可以用他，孔明不在

就不行了，他就和楊儀不合，就出事情了，的確也有這個道理。 

@這禪定的功夫高了，色、無色定的人，但不是佛教徒，他就能把它鎮伏

住，降伏住，它不發生作用，所以稱之為「有覆無記性」。第七識末那識

的煩惱也是這樣子，「有覆無記性」。這是說到染污意的存在。 

2.2.2. 心 

 

2.2.2.1. ＠出體 

心體第三，若離阿賴耶識，無別可得。是故成就阿賴耶識以為心體，由此

為種子，意及識轉。 

 



13 

2.2.2.1.1. （王）《攝大乘論疏》： 

心意識三，已知意體，即是染汙意及無間滅意，識體即是前六了別境識。

如是此心應別有體。無所詮體， 應不別立能詮名故。意識二名，各有體

故。如是心體若離阿賴耶識無別可得，故即心體。由此為種子，意及識轉

者，顯如是心不但有體，且為意識二根本所依，離如是心二且不有也。 

2.2.2.2. ＠釋名 

何因緣故亦說名心? 

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 

 

2.2.2.2.1. （王）《攝大乘論疏》： 

釋心名，積集名心。心能積集，何所積集?所積集者，謂諸種子。如是種

子由何而生?由種種法熏習所生。種種法者，謂色心心所善染無記種種現

法。此為所熏，彼法能熏。既熏習已，以此心為積集處。 能積集彼，故

得心名。亦顯此心非即諸法種子，但能積集諸法種子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