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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新總表解﹙甲﹚： 
唯識學在佛學領域中，向來號稱難治。因其名相繁瑣，辭意艱深，故昔人以此

學為「文如鉤瑣，義若連環。」「言含萬象，字包千訓。」「《解深密經》卷 1

〈2 勝義諦相品〉：「微細最微細，甚深最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1故唯識學

是一門博大精深---「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結構嚴謹，條理明

晰的學問。 

 

《唯識三十論頌》卷 1：「1.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此能變唯

三：２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2 

 

識所變 Vijñāna-pariṇāma.。能變 Pariṇāma.。異熟 Vipāka.。思量 

Manana.。了別境識 Viṣaya-vijñapti.。 

 

我法二相： 

無體隨情假---   世間所說「我」---有情命者，如神我 、梵我等 

我法二相                 世間所說「法」---山、河、房舍、衣物等 

有體施設假    聖教所說「我」-----羅漢、菩薩、佛等 

                         聖教所說「法」----蘊、處、界等法 

 

《成唯識論》卷 1：「境依內識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識是假境所依事故亦勝義

有。」3 

《成唯識論》卷 9：「此性即是諸法勝義，是一切法勝義諦故。然勝義諦，略有

四種：一世間勝義：謂蘊、處、、界等。二道理勝義：謂苦等四諦。三證得勝

義：謂二空真如（人法二空）。四勝義勝義：謂一真法界。此中勝義依最後說，

是最勝道所行義故，為簡前三故作是說。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真，謂真實

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真實於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

是湛然不虛妄義。亦言顯此復有多名：謂名法界及實際等，如餘論中隨義廣

釋。此性即是『唯識實性』。謂唯識性略有二種：一者虛妄，謂遍計所執。二者

真實，謂圓成實性。為簡虛妄說實性言。復有二性：一者世俗，謂依他起。二

者勝義，謂圓成實。為簡世俗故說實性。三頌總顯諸契經中說無性言非極了

義。諸有智者不應依之，總撥諸法都無自性。」4 

第八識異名與凡聖之關係 

 

                                                       
1 (CBETA, T16, no. 676, p. 691, c22-23) 
2 (CBETA, T31, no. 1586, p. 60, a27-29) 
3 (CBETA, T31, no. 1585, p. 1, b12-13) 
4 (CBETA, T31, no. 1585, p. 48, a1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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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夫 

阿賴耶識-----------------自相-----我愛執藏位           初地至七地、小乘有學位 

毗播迦識(異熟識)-----果相-----善惡業果位           八地至十地、小乘無學位 

阿陀那識(一切種識)---因相-----相續執持位          佛果位（金剛道） 

異熟果 

一、 變異而熟：由因至果，性質不同。如：果子三月青，四月紅。 

二、 異時而熟：由因至果，時間不同。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

遲。」 

三、 異類而熟：由因至果，類別不同。因有善惡，果唯無記。如：五戒（善）

之因，種來世「人身（無記）」之果。 

 

「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３不可知執受，處了常與觸」5阿賴耶識一切種。

不可知.執受。處。了（別）觸。 

唯識學是以阿賴耶識為根本依，阿賴耶者，Alaya 梵語，藏的意思。是含藏一

切法的種子。無論八識以至心王、心所，色法的種子都包含在內。舉凡根身、

器界與種子俱由阿賴耶出。 

《成唯識論》卷 2：「此識行相所緣云何？謂不可知、執、受、處、了。了，謂

了別；即是行相。識以了別為行相故。處，謂處所，即器世間；是諸有情所依

處故。執受有二：謂諸種子及有根身。諸種子者，謂諸相名分別習氣。有根身

者，謂諸色根及根依處。此二皆是識所執受。攝為自體，同安危故。執受及

處，俱是所緣。阿賴耶識因緣力故自體生時，內變為種及有根身，外變為器；

即以所變為自所緣。行相仗之而得起故。此中了者，謂異熟識於自所緣有了別

用。此了別用見分所攝。」6 

 

                    見分（能緣-了*—了別） — 我（第七識）---﹙能緣﹚      

阿賴耶識（自證分）                       根身（五根）        

                    相分（所緣-執受）    種子              不可知 

                                         器界（五境—處）  ﹙所緣﹚ 

 

《成唯識論》卷 2：「然諸種子唯依世俗說為實有不同真如。」7 

《成唯識論》卷 2：「種子者謂異熟識所持一切有漏法種，此識性攝故是所緣。 

無漏法種雖依附此識，而非此性攝，故非所緣。雖非所緣而不相離。如真如性

不違唯識。」8 

 

                                                       
5 (CBETA, T31, no. 1586, p. 60, b4-5) 
6 (CBETA, T31, no. 1585, p. 10, a11-21) 
7 (CBETA, T31, no. 1585, p. 8, a10-11) 
8 (CBETA, T31, no. 1585, p. 11, a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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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子   

                   內變為種子、有根身 

阿賴耶識   根身   

           器界 -----外變為器界  

 

          執受（似在內）  自所攝持的種子 

賴耶相分                  自所變現的根身 

           處 ---------所共變現的器界 

 

                                     （五識所託）                     

              攝—攝為自體            根身（五根--第八識   

         執                                  親相分）         

第八識       持---持令不壞                               內變 

             領—領以為境            種子               

        受                                                   

             覺—令生覺受            器界（五境--第八識 -外變 

                                                   疏相分—五識所緣） 

 

《成唯識論》云：「有根身者，謂異熟識不共相【不共中不共即自根等】種成熟

力故，變似色根，及根依處（即扶塵根）【不共中共】。即內（四）大種，及所

造色，有共相種【共中共】成熟力故。」9 

                                                       
9 (CBETA, T31, no. 1585, p. 11, a8-12) (【】內文，參考日 性相學聖典刊行會《新導成唯識論》

卷二 頁三三（八三）所附圖表) 華藏法施會刊 19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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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唯識所謂「自變自緣」是也。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6：「有二種共不共。共二種者。一共中共。如山河

等。二共中不共。如宅舍等。不共二者。一不共中不共。如自眼根。他不用緣

故。二不共中共。如身中扶根塵。為他緣似故。」10如圖所示： 
八識的根身、器界、種子及共與不共                                                                                                                                                                                                                          

 
                 共中共---如山河（如眾燈明各各徧似一） 

            共                                         器界 

                 共中不共---如宅、衣（鬼見猛火，人見為水  （外變之疏相分）  

 共與不共          不共中不共—如眼等      

            不共              （即淨色根） 根身（內變之親相分） 

                   不共中共—如眼根等        

                               （扶根塵） 

《成唯識論證義(第 1 卷-第 3 卷)》卷 2：「一共中共變：如山河等。非唯一趣獨

能用故。二共中不共變：如己田宅。及鬼見猛火，人見為水之類。三不共中不

共變。如眼等根，唯自識依，用之緣境，非他依故。四不共中共變：如自浮塵

根。他亦受用故。此中意言：由自種子為因緣故，本識變為器世間相。…言外

大種。非心外法。且諸種子總有二種：一是共相，二不共相。何為共相？多人

所感故。雖知人人所變各別，名為唯識。然有相似共受用義，說名共相。實非

自變他能用之。若能用者，此即名緣心外法故。又唯識義鏡云：共中共者，多

識同變，名之為共。變已同用，重名為共。又唯識鈔云：謂多趣有情識所變

色，同在一處，互相涉入。其相相似，同共受用，名共中共。初之共字，約所

緣緣；後之共字，約增上緣。即無主山河等是。若有主者，即共中不共所攝。

此言共相者，即共中共也。雖諸有情所變各別者，天見天處，人見人處，鬼見

鬼處等。此即共中不共，雖各各別。而相相似。大千之處所無異，如眾燈明各

徧似一者。此釋共果同在一處，不相障礙。謂外器相，如眾燈明。共在一室，

各各徧室。；一自別，而相相似；處所無異。此如何知各各徧也？一燈去時，

其光尚徧。若共為一，是則應將一燈去已。餘明不徧。」11 

《唯識三十頌講話》云：「就是一一有情各自變作一一的器世界，還以自己的所

變為自己受用。….且在同一空間，各變各的，互相涉入互相雜住，而不相障

礙。….一一有情，自識所變的一一不同的自識相分。好像一個室點千盞燈，…

都能遍照全室，光光相似，互相涉入而不相障礙。12」 

 

【一水四見】 

        人見為水 

                                                       
10 (CBETA, T43, no. 1829, p. 228, a21-25) 
11 (CBETA, X50, no. 822, p. 874, a2-24 // Z 1:81, p. 368, a6-b10 // R81, p. 735, a6-b10) 
12 井上玄真著白湖旡言譯《唯識三十頌講話》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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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魚見是窟宅 

        天人見是琉璃             目連救母，母墮餓鬼道 目連施之，入其 

        餓鬼見是膿血             母口則為火。業力使然。唯識所現也。 

 

明 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2：「言雖同生此界，而所受用果報各別；此

名同業別報。正如一水，天見琉璃，人見為水，鬼見膿河，魚見窟宅，餘趣餘

人，不共用故。」13 

明大慧錄《成唯識論自攷》卷 7：「一處者，謂一恒河，四類有情隨業異

見。鬼見猛火，人見清流，天見琉璃，畜見窟宅。此皆不離各各能變之識，以

此驗之，境非實有，隨業自殊。如必是真，寧容各異。」14 

明 明昱《成唯識論俗詮》卷 7：「謂四類有情，能緣之識各別。所變相

分，亦相違故。即天見寶嚴地，魚龍見窟宅，人見清冷水，鬼見膿河猛火。所

言相者，非徧計相，但是相分之相，由四有情先業之力。共於一處各變相分不

同，故名相違識相。所言智者，即是十地菩薩能緣之智，智能了彼四類有情。

各自業識所變相分不同，更無心外差別四境。問：其四有情，為是各變相分，

為是本質亦別。答：相質皆別，謂由四有情業差別故，第八所變相分亦別。第

八相分為本質故，前六所變相分亦別。故知更無外境，唯有識也。奘大師云：

境非一者，為所變相分，隨四類有情能變之心，境亦成四。一處解成差，證知

唯有識。」15 

【八識關係表】 

眼識 

耳識 

鼻識   -----前五識 

舌識               了別境識(識)----第三能變----俱三分別 

身識                  

意識----------第六識 

末那識-------第七識------思量識(意)----第二能變-----自性分別、隨念分別 

阿賴耶識----第八識------異熟識(心 16)----第一能變(本識)---自性分別 

 

                                            眼俱意識 

                                            耳俱意識   第一剎那 

                                                       
13 (CBETA, X50, no. 821, p. 693, b1-3 // Z 1:81, p. 186, d17-p. 187, a1 // R81, p. 372, b17-p. 373, a1) 
14 (CBETA, X51, no. 823, p. 247, a17-20 // Z 1:82, p. 147, b15-18 // R82, p. 293, b15-18) 
15 (CBETA, X50, no. 820, p. 607, a16-b3 // Z 1:81, p. 101, a13-b6 // R81, p. 201, a13-b6) 
16 心:集起；意:恒審思量；識: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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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同緣意識   舌俱意識   (自性分別) 

             （一）、五俱意識                身俱意識    

                 （明了意識）   

第六意識                     五不同緣意識:第二剎那以後(計度分別) 

 --                           五後意識:五俱意識以後 

             （二）、不俱意識              獨散意識 

                              獨頭意識    夢中意識    計度分別與 

 定中意識    隨念分別 

                                          狂亂意識  

 

              真帶質—第七識緣第八識---非量 

    帶質境 

似帶質—六識外緣五塵比度分別—比量 

               性 境 （直覺）— 見繩知繩   – 現量 

    繩、蛇喻   帶質境（錯覺）— 錯見繩為蛇 – 比量 

               獨影境（幻覺）— 幻繩為蛇   – 非量 

 

 

          三   性 境              現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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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質境              比量  

          境   獨影境              非量   量 

 

                    五同緣意識         現量      性境 

       五俱意識                        比量      帶質境 

      （明了意識）  不同緣意識         非量      獨影境  

意識                        

                    五後意識               

       不俱意識               散位      現量     性境 

                    獨頭意識  夢中      比量     帶質境 

                              定中      非量    獨影境 

                              狂亂 

 

【前五識與第六識之分】 

一、前五識：生理、直覺（自性分別）、現在、淺、緣外、非恆非審 

二、第六識：心理、思辨判斷（計度分別）、過未現、深、內外兩緣（自性分

別、計度分別、隨念分別）審而非恆 

五無心位：熟睡、悶絕、無想定、無想報、滅盡定。 

末那：意根(我執)—恆審思量第八識為我 

八識與恆審關係： 

八識的恆、審 

1.前五識--非恆非審（俱非）                      

2.第六識--審而非恆（具一審）               審 

3.第七識—亦恆亦審（恆、審兼俱             恆 

4.第八識—恆而非審（具一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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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與八識關係表  

                             共中共（山河）、共中不共（田宅） 

                                                          

                                           器界  

                                     外 –(疏所緣緣）   --阿賴耶 

                                     內-- (親所緣緣)                            

                                        根身（五根）   第七識所執    

                                       （第六識所託） 

                             

                            不共中共（扶塵根）、不共中不共（淨色根） 

八識關係表 

                （意識） （末那） （阿賴耶） 

        五俱意識  --- 1--  第六識   第七識   第八識 

        不俱意識  ---                             

                                        五識所緣 

                                                

                                                           色聲香味觸 

                       眼                                 

        前             耳       識       意       心           器界 

        五            鼻                                       種子 

        識             舌            (意根)                    根身 

                         身                              

                                                           眼耳鼻舌身   

                (如枝、葉)  (如樹幹)  (如樹根)  (如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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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識所依 

                    外       內   

                                                   眼  

                                      見           耳  

                                      聞           鼻  根身 

                               見分   覺   內親    舌   

                                      知           身 

                                                 --意 --    

  阿賴耶識—證自證分、自證分  

                                     地          山 

                               相分  水          河 

                                     火    外疏  大   器界 

                                     風          地  

 --------  內 -------      ------------------- 外 -----------------   

 

法舫法師〈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一、 前五識： 

二、 第六意識：知識論：知的過程-知識-概念﹙想、意言﹚-言語符號﹙名言﹚ 

三、 第八識：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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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七識：人生觀﹙自我潛意識﹚ 

 

 

根、境、識表： 

   識（心法）   根（色法）    境(色法) 

   眼識     眼根    色境 

   耳識     耳根    聲境 

   鼻識     鼻根    香境 

   舌識     舌根    味境 

   身識     身根    觸境 

 

                           ------ 能取 -----  

                                              取 

                   所依-- 根    境   --所取-- 

               依                   ---所緣-- 

                  能依--    識                緣 

                              -------能緣 ---     

 識與根之別： 

  種類    色、心不同  根、識之性不同  根、識之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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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色法 -- 第八相分 17     無記   照境（無分別） 

  識   心法 — 第八見分  善、惡、無記   緣境（分別） 

 

｢眼識九緣(空、明、根、境、作意、第六、第七、第八、種子)生，耳識唯從八

（除明緣）鼻、舌、身三七（除空、明二緣），後三五三四。若加等無間，從頭

各增一。｣ 

 

第六（根、境、作意、種子）。第七（根本依—第八識、作意、種子）。第八

（第七、境、作意、種子） 

生緣 增上緣 增上緣 增上緣 所緣緣 增上緣 增上緣 增上緣 增上緣 親因緣 

八識  空  明    根   境  作意  第六  第七  第八  種子 

眼識九  ＊  ＊   ＊   ＊   ＊   ＊   ＊   ＊   ＊ 

耳識八   ＊     ＊   ＊   ＊   ＊    ＊   ＊   ＊ 

鼻識七     ＊   ＊    ＊   ＊    ＊   ＊   ＊ 

舌識七     ＊   ＊     ＊   ＊   ＊    ＊   ＊ 

身識七     ＊   ＊   ＊   ＊   ＊   ＊   ＊ 

意識五      ＊   ＊          ＊   ＊   ＊ 

                                                       
17 法相唯識以認識分為四分：1 見分，即能緣、能照--能認識者。2 相分，即相狀，為所緣、所

照—所認識。3 自證分，能證知見分緣相分之作用；為認識的本體，故又曰「自體分」。4 證

自證分，乃自證分之再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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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那三       ＊        ＊   ＊ 

賴耶四      ＊   ＊     ＊    ＊ 

 

【五蘊與百法】 

       色蘊—色法(11 色法)     ------------所認識之對象（O）  
       受蘊—受心所                 
五蘊   想蘊—想心所                   能認識之主體（S）  
       行蘊---   除受想外之餘 49 心所                       百 法 

不相應行法 24 法                       
       識蘊—八識心王 
              六個無為法                               

 

【無明分類】： 
 

一、相應無明（第六識相應） 
                         恆行不共無明（與第七識相應—與我見、我慢 
無明                    、我愛四大惑相應） 

二、不共無明  
           （獨頭無明）  獨行不共無明（與第六識相應—與貪等根本煩惱不

相應）：--1. 主獨行不共無明 2.非主獨行不共無明 
 
**不共無明：「相應無明」之對稱。又作獨頭無明。即與其他貪等之本惑不相應

而起之無明。在俱舍宗，與貪等十隨眠不相應而起之無明，稱為不共無明。唯

識宗更分不共無明為二： 
(一)恆行不共無明，指與第七末那識相應之無明。此無明乃一切凡夫無始以來

相續不斷者，與我見、我愛、我慢三大惑相應，能障礙真義智。 
(二)獨行不共無明，指與第六意識相應，然與貪等本惑不相應而獨行之無明。

獨行不共無明復依與忿恨等隨煩惱，而有俱起、不俱起之別。 
1.主獨行不共無明：其與隨煩惱不俱起者，稱之；係與大隨八種惑、中隨二種

惑俱起，而隱其體用，獨顯己之體用。 
2.非主獨行不共無明：反之，與隨煩惱俱起者，稱之。則與忿等之小隨惑俱

起，小隨惑之體用顯，無明之體用隱。〔成唯識論卷五一〕 
 

【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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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分（所認識之對象-所緣）喻如鏡像  

                                        外—識相 

   見分（能認識之主體--能緣）喻如鏡光  

   自證分（見相二分所依之體）喻如鏡面 

                                         內—識性 

   證自證分（自證分之用）喻如水銀     

      種子（因）起現行（果） 

種                             異類同時因果   

現    現行（因）熏種子（果）                      

熏                                            二者交互為用 

習    種子（因）引種子（果） 

                               同類異時因果  

     現行（因）引現行（果）   

                 

                   ---------------------------等無間緣 

                                                   自覺層 

                                                    覺前層  

                                                    不覺層   
 

【種子六﹙要﹚義】： 
 
唯識宗謂諸法之種子生起須具備之六項條件，稱為種子六義。 
(一)、剎那滅：謂諸識種子，即生即滅，剎那不停。 
(二)、恆隨轉：種子如水流般雖剎那生滅，但同時也一直恆常隨著在相續不

斷。 
(三)、性決定：謂種子中善、惡、無記等三性，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因

果必相應。 
(四)、引自果：謂諸識各引自體果用，非是色、心交互而成。如眼識種子作用

時，必引眼識種子為因對境。色塵種子亦然，亦必引色種子為因，無別引

他體。 
(五)、果俱有：謂種子與現行同時俱起。 
(六)、待眾緣：如種子必待如日光、空氣、水土、肥料；必假眾緣而後成就。

如眼識之種子須得空（空間）、明（明亮）、根、境等眾緣，方得顯發。 

 

【熏習義】： 

種子與種子間是屬於自類相生，種、現之間的熏習屬「種子六義」中的「果俱

有」義。色、心諸法俱有「種子」，在未作用時，屬隱藏性者名之。如：電腦中

的檔案資料。而「現行」是種子顯發時，即發生作用時名之。如電腦叫出檔

案，顯現在螢幕上。種子除有記憶的功能外，更有熏習的功能。即是種子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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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熏習作用。當種子起現行的同時，現行也同時熏習成新的種子。前種子為

因，現行為果。同時又以現行為因，新熏成的種子為果。故曰「果俱有」，蓋

「因果同時」俱有故。至前、後種子間的相生、相引，則為「異時因果」。種子

之間為「剎那（生）滅」，在剎那、剎那生滅之相續不斷，曰「恆隨轉」。種子

之關係，有善因生善果，惡因生惡果，無記因生無記果。因與果之性質相同

類，故稱等流。故曰：「性決定」。而且種子的現行，必待諸緣相合而成，如眼

識種子須得空（空間）、明（明亮）、根、境等眾緣，方得顯發；故曰：「待眾

緣」。至於諸識各引自體果用，非是色、心交互而成。如眼識種子作用時，必引

眼識種子為因對境。色塵種子亦然，亦必引色種子為因，無別引他體。故曰

「引自果」。以上六者，是種子六義。 
      種現為因果同時（果俱有） 
                                       

 

                               行           現 

                              現             行 

                            起                熏 

                           子                   種 

                         種                       子 

                   （本有之種）               （新熏之種） 

 

 

現行—現行—現行—現行—現行—現行      等無間緣 

                                           果俱有 

剎那滅  種子--種子--種子--種子--種子--種子        恆隨轉 

 
本有種（本性住種）：阿賴耶識中一切法，無論有漏、無漏種子 

依生起分類         無始時來就法爾本具。 
 始起種（習所成種）：阿賴耶識中一切法，無論有漏、無漏種子

是新熏產生。 
               有漏種子—三界六道眾生生死輪迴善、惡、無記等雜染種子。 
依有、無漏分  

無漏種子—大乘菩薩出世法生空無漏、法空無漏種子等，修行

證果的種子。 
 
業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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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性種—如十一善法種  
依三性分   不善性種—如小隨煩惱種子 
           無記種—如不定心所、工巧異熟等種子  
            故思業 18:造作種子強盛，感苦樂之果。 

依強弱分  

           不故思業:造作種子羸弱，不能感果。 

 

                審慮思:審查思慮(思考、判斷) 

思(造作)有三種  決定思(決定行動) 

                動發思(造作身、口、意業) 

 

           善業 

依性質分   惡業      有漏  

           無記業 

               共業 

依共與不共分 

               不共業 

           順現法受業（今世受報）     

依時間分   順次生受業（來世受報）     定業 

順次後受業（再來世受報）  

           順不定受業（不定那世受報）--不定業 

 

依總別分    引業-------感總報業 

滿業-------滿別報業 

 

【總、別二報與引滿二業】 

由惑業所招感的果報，有總報與別報。引生差別果報的業有二種，稱為引業及

滿業。「引業」引「總報業」，滿業滿「別報業」。總報，是指第八阿賴耶識所感

                                                       
18 故思業與不故思業：故思業就是經過有意思惟以後而起的業，即經過審慮思、決定思、動發

思而起造的業，是為故思業。若非經過故意思惟，由剎那任運起、在不知不覺而起的業，是

為不故思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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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界六道的果報。「引業」，乃牽導牽引善惡業感三界六道生死輪迴之果。其

中與第六識相應的「思心所」（「思」：造作義：屬「潛意識」）、造作強有力的善

惡業，業力熏成的業種子，含藏在阿賴耶識中，到了業力成熟時，能招感五趣

「總報」。如五戒之因，引生來世得人身之「總報」（異熟果）。同為「總報」，

其中，又有智愚賢不肖好醜壽夭貴賤之別，蓋由前世雖同造五戒時，或放生、

布施等培福之業，或損惱有情，吝於佈施之業，而各感召厚薄福德之異；名

「別報業」。 

 

徹悟大師開示修念佛法門的八種注意事項： 

「一真為生死，發菩提心，是學道通途。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為淨土正

宗。三以攝心專注而念，為下手方便。四以折伏現行煩惱，為修心要務。五以

堅持四重戒法，唯入道根本。六以種種苦行，為修道助緣。七以一心不亂，唯

淨心歸宿。八以種種靈瑞，為往生證驗。」 

一切法門，以明心為要；一切行門，以淨心為要。明心之 要，無如念佛，憶佛

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念佛非明心之要乎？淨心

之要，亦無如念佛，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清珠下於濁水，濁水

不得不 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念佛非淨心之要乎？一句佛號，俱

攝悟修兩門之要，舉悟則信在其中，舉修則證在其中，信解修證俱攝，大小諸

乘一切諸經之要，罄無不盡，一句彌陀，非至要之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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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現前一念之心，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終日不變，終日隨緣；不隨佛界之

緣而念佛界，便念九界，不念三乘，便念六凡，不念人天，便念三途，不念鬼

畜，便念地獄。以凡在有心，不能無念，無念心體，惟佛獨證，等覺以還，皆

悉有念； 凡起一念，必落十界，更無有念出十界外，以十法界更無外故，每起

一念，為一受生之緣，果知此理，而不念佛者未之有也。若此心能與平等大慈

大悲、依正功德，以及萬德洪名相應，即念佛法界也。能與菩提心、六度萬行

相應，即念菩薩法 界也。以無我心與十二因緣相應，即念緣覺法界也。以無我

心 觀察四諦，即念聲聞法界也。或與四禪八定以及上品十善相 應，即念天法

界也。若與五戒相應，即念人法界也。若修戒善等法，兼懷瞋慢勝負之心，即

落修羅法界。若以緩軟心念下品 十惡，即墮畜生法界。或以緩急相半心與中品

十惡相應，便墮餓鬼法界。若以猛熾心與上品十惡相應，即墮地獄法界也。十

惡即殺、盜、淫、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貪、瞋、邪見是， 反此則為十

善。當密自檢點日用所起之念，與何界相應者多， 與何界相應者猛，則他日安

身立命之處，不勞更問人矣。 吾人現前一念，緣生無性，無性緣生，不生佛

界，便生九界。」 

 

（一）、五位百法 

百法明門論云：「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何等一切法，云何為無我？」 

1. 自相唯識（一切最勝）--------八識心王     



18 
 

2. 相應唯識（與此相應）--------六位心所       唯識相---依他起性  

3. 所變唯識（二所現影）--------十一色法 

4. 分位唯識（三位差別）--------廿四不相應法 

5. 實性唯識（四所顯示）--------六無為法-------唯識性—圓成實性 

 

五位百法 

一切法略有五種： 
一、心法（八）                           一切最勝         
二、心所有法（五十一）                   與此（心法）相應   依他起性 
三、色法（十一）                         二所現影             
四、心不相應行法（廿四）                 三位差別         
五、無為法（六）                         四所顯示 --------------- 圓成實性 
  

五位百法略釋表： 

能變現 ---主體—一、心王(八法) 
                 能所  （精神界）--伴屬—二、心所(五十一法) 
萬有   事相      變現   所變現—---三、色法（十一法）         五位 
﹙含 （現象界）         (物質界) 
十               分位假立---------------四、不相應行法（廿四法） 
界﹚   理性 -----------------------------------五、無為法（六法） 
      （本體界） 
 
五位百法名相： 
一、心法：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 
二、心所法： 

1.遍行（5）：觸、作意、受、想、思 
2.別境（5）：欲、勝解、念、定、慧。 
3.善（11）：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痴、精進、輕安、不放逸、行

捨、不害。 
4.煩惱（6）：貪、瞋、痴、慢、疑、惡見(身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

見、邪見) 
5.隨煩惱（20）：小隨：忿、恨、惱、覆、誑、諂、憍、害、嫉、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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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無慚、無愧。大隨煩惱：不信、懈怠、放逸、昏忱、掉

舉、失念、不正知、散亂。 
6.不定(4):睡眠(闇昧、無智慧)爲調攝身心而眠則爲善；睡眠無度，則爲

惡。 2.惡作(後悔):因作善事而追悔，則爲惡；於所作惡事追悔，

則爲惡。3.尋(粗) 4. 伺(細)粗的思惟作用為「尋」，細的思惟作用

為「伺」。 
「尋」舊譯為「覺」，為粗略推求諸法名義的思惟作用；「伺」舊

譯是「觀」，乃細心伺察諸法名義的思惟作用。 

 

據《成唯識論俗詮》卷 6 云：「雖有別體。前根本之等流，以同染故，由煩惱

為因，此得有故；故名隨煩惱。此二十下：釋小中大，三種類別。謂自類俱

起，偏染二性偏諸染心，此之三義皆具名大。具一名中，俱無名小。二性

者：不善性，有覆性也。忿等十法，各別起故，闕自類俱起，唯是不善，闕

徧染二性。既闕有覆，不徧一切染心，三義俱無；故名小隨。無慚、無愧，

自類俱起；具一名中。掉舉等八，自類相望，得俱起故，不可名小；於染皆

徧，不可名中；既徧染心，即具徧染二性，三義皆具；故名大隨。」19以上

言，隨煩惱，乃是隨根本煩惱之相類等流，且同係染心，故名。二十個隨煩

惱，又有三分，即小隨煩惱、中隨煩惱與大隨煩惱。其關係如表所示： 
《八識規矩補註證義》卷 1：「前十小隨，強思分別，非任運故。隨惑二十，

分小中大，由自類俱起，徧染二性，徧諸染心，於此三義；皆具名大。具一

名中，俱無名小。言二性者，謂不善性，及有覆性。掉舉等八；於上三義皆

具名大。無慚無愧，自類俱起；具一名中。忿等十法，各別起故，闕自類俱

起，唯是不善；闕徧染二性，既闕有覆，不徧一切染心，三義俱無；故名小

隨。」20 
 
各別而起                        小隨煩惱(強思分別，非任運) 
（行相粗猛，唯是不善） 
自類俱起                        中隨煩惱 
遍諸染心                            
遍染二性                           大隨煩惱 
(不善性及有覆無記)                                      

 

大隨、中隨、小隨煩惱之各有其體，以表示之如下： 
                 忿、恨、惱、害、嫉---以瞋一分為體 
          小隨   誑、憍、慳 –以貪一分為體           假法 

                                                       
19 (CBETA, X50, no. 820, p. 595, c22-p. 596, a7 // Z 1:81, p. 89, a7-16 // R81, p. 177, a7-16) 
20 (CBETA, X55, no. 890, p. 398, b15-22 // Z 2:3, p. 269, c15-d4 // R98, p. 538, a15-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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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 -----------以貪瞋各一分為體 
                 諂 -----------以貪痴各一分為體     

 
二十隨煩惱-----中隨   無慚  ------------------------------------ 

                無愧                             實法 
                 不信、懈怠、惛沈、掉舉、散亂   （別有體） 
          大隨   放逸 ----以貪瞋痴懈怠各一分為體 
                 失念 ----以念痴為體               假法 
                 不正知---以慧、痴各一分為體     

 
三、色法（11）：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法處所攝色。 
四、不想應行法（24）：得、命根、眾同分、異生性、無想定、滅盡定、無想

報、名身、句身、文身、生、住、老、無常、流轉、定異、想應、勢速、

次第、方、時、數、和合性、不和合性。 
五、無為法（6）：虛空、擇滅、非擇滅、不動、想受滅、真如。 
 
萬法(萬有)：五位百法（十法界眾生之因素） 
 
                                           一、主體  心王(八法) 
                           能變現(精神界)   二、伴屬  心所(五十一法) 

事相     能所變現  
萬  (現象界)                所變現(物質界)   三、色法(十一法) 
  -           分位假立                      四、不相應行法(廿四法) 
法        （宇宙間一切人事差別） 

理性                                五、無為法(六法) 
(本體界) 

 
 
依《解深經》三性與三無性： 
       徧計所執性      相無自性 
三性   依他起性        生無自性      三無性 
       圓成實性        勝義無自性 
 

【三自性】 

     例：幻繩為蛇 

1. 遍計所執性---妄（如：蛇）------我法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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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他起性-----假（如：繩）-----四位九十四法   五位百法 

3. 圓成實性-----實（如：麻）-----------無為法      

                                   （真如無為） 

 

遍計所執性—妄情  --空–非有  

三性對望中道    依他起性 ---假有                 中道      

有 –非空   

圓成實性----真有  

 

依他起性有染分（有漏有為）、有淨分（無漏有為），故依他起是染淨的關鍵                                     

所在。另就唯識性言，遍計所執性屬虛妄唯識性，依他起性屬世俗唯識性，圓

成實性屬真實唯識性，即第一義相、真實相。 

               情有-–非空 

遍計所執性               中道 

理無-–非有 

一性中道                 假有—非空  

依他起性               中道 

   實無--非有       

     真空--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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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成實性                  中道 

                        妙有--非無 

 

以上二者，依言語詮顯，故名「言詮中道」，若依無漏智觀之，則言亡慮絕，名

「離言中道」。 

 
  <一>乃印度唯識學派之重要主張，我國法相宗之根本教義。謂一切存在之本

性與狀態（性相），從其有無或假實之立場分成三種，稱為三性。說明三性之各

別為「無自性空」之道理，則稱為三無性。係以解深密經卷二之一切法相品為

根據而說者，為印度唯識學派所主張，後來成為我國法相宗根本教義之一，亦

為華嚴宗等所採用。三性又作三自性、三性相、三種自相、三相等。此三者

即：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三者略稱遍依圓。三無性又作三種無

自性性、三無自性或三種無性等。三者即：相無性、生無性、勝義無性。 
 (一)法相宗之說：(1)遍計所執性，又作虛妄分別相、分別性。對於無實體之

存在，計執為「實我」、「實法」而起妄執之心，此為「能遍計」。其被識所計度

之對境，稱為「所遍計」。換言之，由此識與境，而誤認心外有實體存在，稱為

遍計所執性。以其存在之相狀為迷心所現，故為「當情現相」之法。從真理之

觀點而言，此性為無實在的「情有理無」之法，與全無實體的「體性都無」之

法。有關遍計所執性，印度論師多有異說，法相宗係採用護法之觀點。就「能

遍計」而言，安慧以有漏之全八識為能遍計，護法則主張以第六、第七識為能

遍計。就「所遍計」而言，難陀視之為「實我實法」的「當情現相」，護法則以

為是「依他起性」之「似我似法」，且以為從真如不可能成為迷情之對象而言，

則不能視之為所遍計；但如從「依他起」存在之本體來說，亦可稱為所遍計。

此外，就「遍計所執」而言，安慧主張是見相二分，而護法則認為於見相二分

上，依迷情所起之「當情現相」方為遍計所執。 
 (2)依他起性，又作因緣相、依他性。「他」，即指由各種緣所生起之法。因是

「緣合則生，緣盡則滅」之法，故如虛如幻，而非固定永遠不變之實在，故說

「如幻假有」、「假有實無」，然此並非遍計所執而有之迷情，而係藉種種助緣而

生者，亦即離妄情而自存之「理有情無」。此性有染分依他起性與淨分依他起性

之別，染分指有漏的一切法；淨分指無漏有為的一切法。然「淨分依他」是從

遠離煩惱之意義而言，淨分依他起性則包含在圓成實性中，故染分依他即是依

他起性。 
 (3)圓成實性，又作第一義相、真實相。依他起性的真實之體（真如）乃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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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圓滿）、不生不滅（成就）、體性真實（真實）者，故稱圓成實。真如

離一切相（無相），一切法之本體悉皆真實，故為「真空妙有」；又此性僅能由

覺悟真理之智慧而得知，故為「理有情無」。 
 以上三性具有不即不離之關係。若以蛇、繩、麻三物為喻，則愚人（能遍

計）於黑夜中見繩，信以為真蛇（實我相之遍計所執性），遂心生恐怖；後經覺

者（佛、菩薩）教示，而知非蛇（生空），僅為似蛇之繩（指依他起性之假

有）。且更進一步了解實際所執著之繩（實法相之遍計所執性）亦不具實體之意

義（法空），其本質為麻（圓成實性）；繩（依他起性）僅為因緣假合，由麻而

成之形態。 
 三無性乃根據佛之密意所立，即基於三性之說，又恐眾生執有，故顯示三性

各具空義。據成唯識論卷九，三無性即： 
 (1)相無性，針對遍計所執性而立。眾生既於世間之相處處計著，執為實有；

為除此妄執，遂立「相無性」，謂一切法皆無自性。 
 (2)生無性，針對依他起性而立。萬法乃從眾緣而生，為虛假之存在（緣

生），故其性質不定。而不若佛教以外之學派或凡夫認為是自然生，故亦無如彼

等所執之體性，例如幻化之事物。 
 (3)勝義無性，針對圓成實性而立。真如乃根本無分別智之對象（殊勝之真

理），故雖為一切存在之真本質，卻不受任何特定之性質所規定，已離我執、法

執，猶如虛空一般。 
 此三無性之中，「生無性」、「勝義無性」乃針對「依他起」、「圓成實」之二性

而說無性，故其體不能謂為空無。關於此二性依據何種觀點而說無自性，日本

法相宗有二說。據南寺所傳，其體非無，但因離我法二執，故說意為無執（執

空）；據北寺所傳，依他起性之體如幻，圓成實性之體離相，由此觀點而言，可

謂是虛假空、空寂空。故知二性之體乃超越有無之無（體空）。又生無性之

「生」，南寺所傳意指自然生，而北寺所傳則解為緣生之意。 
 由以上三性三無性之說，而立「非有非空」之中道，即三性具有不即不離之

關係，其中遍計所執性是情有理無，依他起性、圓成實性是理有情無，故合三

性而明中道，是為三性對望之中道。又三性各具情有理無、假有實無、真空妙

有（無相與真實）等性質，故設立每一性之中道，稱為一法中道。又觀三性之

存在為唯識無境，稱為唯識三性觀、三性觀行。即遍計所執性為虛妄之唯識

性，圓成實性則為真實之唯識性；依他起性為世俗之唯識性，圓成實性則為勝

義之唯識性。說明觀此三性之順序、方法者，稱為五重唯識觀。此外，悟入三

性之順序有遍依圓、依遍圓、圓依遍三種。 
 (二)華嚴宗之說：法相宗係以一切事物性質與狀態之相異點，即「性相隔

別」之立場而立三性說；對此，華嚴宗則基於「性相圓融」之立場而論三性，

從根本上說，認為一切存在（諸法）無非是真如所現。即：圓成實性之真如有

「不變」與「隨緣」之二義。「不變」，即遠離生滅變化之義；「隨緣」，即隨染

淨之緣而各個存在。依他起性，自其體上言，是為真如，以其超越生滅，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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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性」，然由因緣而生，故為「似有」。遍計所執性則由凡夫妄情誤執心外有

實我實法之存在，故為「情有」；然其「我」、「法」之相，於理不可得，且因真

如無妄染，故為「理無」。此不變、無性、理無三者，稱為「本三性」；而隨

緣、似有、情無三者，稱為「末三性」。 
 至於三性之同異，自本三性之意義言，真如隨緣之一切現象（諸法）即真

如，故稱三性不異；自末三性之意義言，亦因真如隨緣而成為諸法，故亦說三

性不異。然就本三性「諸法即真如」、末三性「真如即諸法」之意義而言，則本

末之三性，其義不一。// 
 

【唯識轉識成智】 

境（理論哲學）、行（實踐哲學）、果（實證哲學）---理論結構 
境（唯識相、唯識性）、行（轉八識成四智）、果（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

修道位、究竟位） 
唯識境：唯識相與唯識性。 
唯識行：轉八識成四智； 
唯識果位：即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究竟位。 
資糧位：有十住(含十信)、十行、十回向。---「三賢位」 
加行位：在登地前的四位(煖、頂、忍、世第一法)---以上屬「唯識相」，以下屬

「唯識性」 
見道位：初地(含入、住、出)見道位(初見道唯識性)—初地至十地名「十聖位」 
修道位：第十地(二地至九地，見道後，始算正真修行故名) 
究竟位(佛果)---無學道(不必學，蓋已畢業了。) 
茲舉一例： 
第六識：在「地前」(三賢位)漸「伏」，至初地「頓伏」，金剛道(八地)頓「斷。 
       習氣：在初地上，漸「捨」；至佛果位，永捨。 
八識規矩頌有云：「發起初心歡喜地(初地)，俱生猶自現纏眠；遠行地(七地)後
純無漏，觀察圓明照大千。」謂第六識，要至「初地」的「初心」(入、住、出

中的入—剛剛進「入」)斷「分別我法二執」。但「俱生我法二執尚未斷」，到遠

行地(七地)才是成「無漏」，但仍要到「十地」的滿位，大圓坑智，才會現起。 
所謂「初地爲下品轉，八地爲中品轉，等覺爲上品轉。」 
 第七識：「極喜初心平等性，無功用住我恒摧，如來現起他受用，十地菩薩

所被機。」六、七，二識，在登入初地已開始轉識成智，六識轉成「妙觀

察智」，七識轉爲「平等性智」；而五、八，二識，必須到十地果位，才能

轉識成智，八識轉爲「大圓境智」，五識轉爲「成所作智」。這就是所謂的

「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 
 第八識轉識成智：「不動地(八地)前才捨藏(阿賴耶識)，金剛道後異熟

空。」即到不動地的八地，才能捨去「阿賴耶識」的名稱，到「金剛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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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異熟識(第八識)」才能證到唯識的空性。 
 三賢位的菩薩：屬一行修一行。 
 初地至七地菩薩：一行中修一切行。 
 八地以上菩薩：一切行中修一切行。/ 

華嚴所謂「初發心即成正覺」的圓教思想，當屬初地以上的修行方法。// 

七信位，破分別我執。初地位破分別法執。七地位破俱生我執，十地位破俱生

法執。 

轉識成智： 

憨山《八識規矩頌註》：「第六識順生死流，具有分別、俱生我法二執，若逆流

還源，亦仗此識。作「我法二空觀」。今轉識成智，從觀行位入「生空觀」，至

七信位，方破「分別我執」。…從八信起作「法空觀」，歷三賢位（十住、十

行、十迴向）至初地，方斷「分別法執」。故云：『發起初心觀喜地，（俱生猶自

現纏眠）。』俱生二執方現，故云現「纏眠」。纏曰：「現行」，眠曰：「種子」。

以俱生我、法二執，乃第七識所執者，七識無力斷惑，亦仗六識入二空觀。…

至遠行地，六識恆在「雙空觀」，方破「俱生我執」。「俱生法執」永伏不起。至

此六識方得純無淨無漏，相應心所亦同轉成妙觀察智也。」「至八地無功用行，

則我執永伏，法執間起，故云：『（無功用行）恆摧』，若此七識轉成無漏平等性

智。在佛果位中，現十種他受用身，為十地菩薩說法。」「至第七識破俱生我

執，此識方得捨藏識名。..故云：『不動地前纔捨藏』。…至金剛心後…異熟方

空，…方才轉成大圓境智。」/ 

《楞嚴經》卷 9：「不盡三惑 21縱得神通皆是世間有為功用，習氣不滅落於魔

                                                       
21 又作同體三惑。三惑又作三障，天台宗將煩惱分為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等三種，此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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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雖欲除妄倍加虛偽，如來說為可哀憐者。汝妄自造非菩提咎，作是說者名

為正說；若他說者即魔王說。」22 

一「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是唯識宗的說法，如： 
《成唯識論集解》卷 10：「此上六七二智，因中皆轉。非如鏡智，與成

所作智，必解脫道方得轉故。故曰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此語並

見於《成唯識論集解》、《成唯識論自考》、《唯識開蒙問答》、《八識規矩

淺說》、《八識規矩頌注》，請自查之即知。-----足見此乃唯識宗的說法無

疑。 
二、憨山大師釋： 

「大圓鏡智性清淨：教中說轉識成智。六祖所說識本是智。更不須轉。只

是悟得八識自性清淨。當體便是大圓鏡智矣。 
平等性智心無病：此言七識染污無知。乃心之病也。若無染污之病。則平

等性智念念現前。 
妙觀察智見非功：言六識本是妙觀察智。於應境之時。若以功自居。則執

我見。此則為識。若不居功。則日用應緣。純一妙觀察智矣。 
成所作智同圓鏡：言前五識轉成所作智。此亦不必轉。但悟八識清淨圓

明。則於五根門頭放光動地。一切作為。皆鏡智之用矣。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此言轉識分位。雖說六七二識是因中

轉。五八二識乃果上轉。其實轉無所轉。但轉其名。不轉其體。故云但轉

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此結前轉而不轉之義也。所言轉識成

智者。無別妙術。但於日用念念流轉處。若留情念繫著。即智成識。若念

念轉處。心無繫著。不結情根。即識成智。則一切時中。常居那伽大定

矣。豈是翻轉之轉耶。觀六祖此偈。發揮識智之妙。如傾甘露於焦渴喉

中。如此深觀。有何相宗不是參禪向上一路耶。予昔居五臺。夢升兜率。

親見彌勒為說唯識曰：『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

死，淨無諸佛。』予因此悟唯識之旨。此雖夢語，不可向夢人說也。」 
三、至《六祖壇經》只有：「五八六七果因轉」之語，並無「六七因中轉，五八

                                                       
之惑障粗細雖有不同，然本體實為一。因於一心之中，具有此三惑，故須修三觀以斷三惑。

此三惑即：(一)、見思惑，指迷於三世之道理（見惑：身見、邊見等），與迷於現在之事象

（思惑：貪、瞋、痴等），兩者並稱見思惑。因能招感三界生死之果報，故屬界內惑；又以

其通於聲聞、緣覺、菩薩三者所斷之惑，故﹙「我執」所成﹚又稱「通惑」。此惑可用空觀

﹙我空：「性空」﹚來加以斷除。(二)、塵沙惑，比喻我人之惑障有若塵沙之多，故稱「塵沙

惑」。此惑為救度眾生之菩薩所破者，故又稱「別惑」。此惑共通於界內、界外，可用「假

觀」﹙緣起﹚來對治。(三)、無明惑：由假觀對治而借「中觀」斷之。以上三惑次第，由三觀

分別斷除，先空次假次中的「次第三觀」，天台「別教」說；以至「即空即假即中」的「一

心三觀」，篤天台「圓教」說法，三惑既為一體。 
22 (CBETA, T19, no. 945, p. 147a16-20) 



27 
 

果上圓」之語。至《壇經》之語之解釋，請看：《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4： 
「周子請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揭六祖識智頌曰：….此八句，發盡佛祖心

髓，揭露性相根源。…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即二派五宗，都從此

一語衍出。何曾有性相之分耶？…因迷此心變而爲唯識，則失真如之名。

但名阿賴耶識，亦名藏識，此識乃全體真如所變者 23。斯正所謂生滅﹙如

波﹚與不生滅﹙如水﹚和合而成。乃真、妄、迷、悟之根。生死凡聖之

本。」這與《起信論》一心開二門：心真如(不生滅)門與心生滅門，「二門

不相離」；又說：「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

和合，非一非異，名阿黎耶。」無何不同。故有謂《起信論》乃在調和(或
結合)如來藏與阿黎耶(即阿賴耶早期之譯名)之思想而來，不無道理。明代

諸大師如蕅益、憨山註解「唯識經論」，如〈百法明門〉、〈八識規規矩頌〉

等已借「如來藏思想」解釋之，就今之學術專有名詞而言，就是：「詮釋

學」的問題了。 
四、《楞伽經》乃結如來藏與唯識的經典，有云《起信論》即依此經而成者，嚴

格言，宜屬「如來藏」經典。(絕非唐代玄奘、窺基的唯識經典)華嚴三祖法

藏法師特作《起信論義記》以爲「終教」思想，以結合性相二宗。(唯識的

「賴耶緣起」則屬「相始教」)且而，法藏法師的「十重唯識觀」已從窺基大

師「五重唯識觀」而以「如來藏」思想以詮釋之。---從以上二條論，這是有

關漢傳「佛教史」的問題，也不可不知。否則，會混亂兩大系統也，我們今

日研究學術，必須先予辨明之。 
五、明朝如藕益、憨山等大師釋唯識學，蓋已以「如來藏」思想來釋詮之或者

可以勉強如是說。但絕非玄奘大師系統的「唯識學」。即前所言：唯識的「轉

識成智」，就是「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其中，「轉識成智」者，(唯識

有境、行、果三者；境者：含唯識相、唯識性；行者：轉(八)識成(四)智；果

者：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修習位與究竟位。)必待「見道位」(見性)以
上才行。至《楞嚴經》以「不生滅心(見性)爲本修因」之殊勝在此也。故

有：「因地不真，果招紆曲。」「因賅果海，果徹因源。」即因地即可與果地

本應也。故有「一超直入如來地」之圓頓思想也。 
六、至如所言：「一根既反源，六根同解脫」，有「人空、法解脫、具空不生」

此即電梯之例，每一層都經過，固非突然從一樓，不經二、三、四等樓，直

達十樓(目的)。華嚴義學有「行布不礙圓融、圓融不礙行布」之意。即從一

樓一直到十樓都經過，但不離本位，本來如是。宗密《禪門諸詮集都序》論

及頓、漸之機，曰：「今頓見者，已是多生多漸熏而發現也。」其義相通。 
 

「等流習氣」與「異熟習氣」「真異熟」及「異熟生」「異熟果」。 

                                                       
23 於此已轉「賴耶思想」與「如來藏思想」溝合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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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盡，復生餘異熟。」 

「異熟習氣」酬果後作用消失，故名「有受盡相」。但「等流習氣」生現行時，

可再熏種，種現相熏不斷無有窮盡，故名「無受盡相」。 

「等流習氣」為親因緣，現行為八識自證分差別體相，名為「等流果」。「異熟

習氣」作增上緣，以酬滿業力，感生第六識為「異熟生」（依真異熟而生）。「真

異熟」及「異熟生」合成「異熟果」。 

異熟習氣之體即是等流習氣，不過就其作增上緣的特殊作用，別立「異熟習

氣」之名。蓋「二取習氣」只作為「諸業習氣」之增上緣，以招感新的異熟

果。異熟習氣酬引「異熟果」的「思心所」活動之新勳種子功能，亦名「業種

子」。「異熟習氣」只限於與第六識相應的「思」種子，以之動身發語，產生善

惡之業，熏習「思」種子於第八阿賴耶識中。 

 

（有受盡相） 

                 「等流習氣」（二取習氣）酬引果「真異熟」                  

（名言習氣）--作為親因緣 

（無受盡相） 

（前異熟此生）   「異熟習氣」（業種子）                     後異熟 

酬引業感「真異熟」【總報】（第八識）    （來生） 

                  酬滿果感「異熟生」【別報】（前六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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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增上緣，感「異熟果」                       

 

【業力與潛意識】 

（三）、意識（The Conscious 自覺層）、下意識（The Pre-conscious 覺前層）、

潛意識(Sub-conscious 不覺層)： 
就心理學言，不過是「潛意識」在操縱人，而不能知。如下 A 圖形所示： 

心理分意識為三層：即意識（The Conscious）即自覺層、下意識（The Pre-
conscious）即覺前層、潛意識(Uuconscious 中譯)即不覺層。如下圖所示： 
所謂：「觀念﹙concept idear﹚影響行爲；行爲﹙conduct；behavior﹚成爲習慣

﹙Habit﹚，習慣變成個性，個性影響命運﹙destiny；fate﹚。」 

 

【本我、自我、超自我】 

本我、自我與超我乃佛洛伊德(S.Freud)之自我三要素 
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Freud)把「我」區分為「本我﹙Id﹚」、「自我﹙Ego﹚」與

「超我﹙Super-ego﹚」等三部分。正常人格應為本我、自我與超我三者間的平

衡與交互作用。 
1.本我﹙Id﹚： 
指人格「潛意識」，最原始的部份，含一切慾望﹙drives﹚如飲食、睡眠、性衝

動、求安全等屬原始源動力的部份。又稱生物，或生理我，是個人與生俱來的

「人格﹙Personality﹚」。如我人格﹙人格），指人類心理特徵的整合、統一體﹚

的起源和基礎 
，透過三個部分形成： 
﹙1﹚本能與反射的：源自原始欲力(Libido)，其欲念、動機的來源或力量。常

是不合邏輯的。以生之本能及死之本射，表現是攻擊與性。﹙本能的刺激

與反應﹚ 
﹙2﹚快樂原則﹙principle of pleasure﹚：原我的生理上感受的快樂。 
2.自我﹙Ego﹚：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 
屬意識到「我」的內涵，由本我發展爲「現實」的部份，為人格的核心，屬

「現實性」、「社會性」、「邏輯性」的，也是人格的執行者，統合三個我以決定

行為。判斷人我之際，現實利害，得失與自我之克制。有「否定作用」、「投射

作用」、「反向作用」、「合理化作用」等「心理自衛機轉」，以處於人與現實環境

的關係。 
3.超自我﹙Super-ego﹚：欲望與心理的「昇華作用」 
屬人格結構的道德成分，受後天環境學習而建立的，是社會教化的結果，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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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用以形成理想自我。 
﹙1﹚考慮價值觀（理想自我之獎賞）及道德（良知之懲罰）。 
﹙2﹚完美原則。 
「本我」（完全潛意識，不受主觀意識的控制）代表慾望，受意識遏抑；「自

我」（大部分有意識）負責處理現實世界的事情；「超我」（部分有意識）是良知

或內在的道德判斷。 
 

 

                                                   自覺層 

                                                    覺前層  

                                                    不覺層   

圖形                    
 
 
 
       

O(自覺層)       ---------------------------------------
---------------------------------------- P(覺前層) 

 
 
Q(不覺層) 
 
 
 

 

【唯識轉識成智】 

境（理論哲學）、行（實踐哲學）、果（實證哲學）---理論結構 

境（唯識相、唯識性）、行（轉八識成四智）、果（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

修道位、究竟位） 

/唯識有所謂伏、斷、捨三者。所謂「伏現行」、「斷種子」、「捨習氣」三者。必

先伏現行，令其不起作用；再斷種子，最後，乃捨習氣。伏像病情的壓服，使

暫止不作用。如使咳嗽者不咳，只是表面制住而已，並未除根。而「斷根」--
「斷種子」，必須將咳嗽的原因斷除才算根本解決。至捨習氣，就如茶水倒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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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沒有茶葉，即如沒有種子)，但仍有茶味，故必將茶味也除去，才算「捨

習氣」。 
就唯識言，有二執、二障，二種生死，故當修我二空，證二果。 
我執，煩惱障---因，故有分段生死—果。法執，所知障---因，故有：變易生死

—果 
修「我空」--因，證「涅槃」；修「法空」，證「菩提」--果 
又有分別我法二執與俱生我法二執(俱生，屬先天的；分別屬後天的) 
先破分別我法二執，再破俱生我法二執。 
 
二執與二空因果 

                   染              淨 
             因      果     因      果 
二  執   二   障  二 種 生 死   二   空   二   果 
  我  執 煩 惱 障 分 段 生 死   我  空 涅   槃 
  法  執   所 知 障  變 易 生 死   法  空   菩   提 
 

       俱 生              我執 

二執    

分 別              法執 

【二執】： 

(一)我執，又作人執，以不知人身為五蘊假和合，而固執此中有常、一、主宰

之人我。 

(二)法執，乃不明諸法因緣而生，如幻如化，而固執法有實性者。 

【二障】： 

(一)煩惱障：由我執（人我見）而生，以貪瞋癡等一切諸惑，發業潤生，煩擾

有情之身心，使在三界五趣之生死中，而障涅槃之果，故稱「煩惱障」。 

(二)所知障：由法執（法我見）而生，以貪瞋癡等諸惑為愚癡迷闇，其用能障

菩提妙智，使不能了知諸法之事相及實性，故稱「所知障」。 

 

【二死】(二種生死)： 

分段生死：二種生死之一。指三界眾生之生死。是有為的生死。三界眾生所感

生死之果報各有類別、形貌、壽量等之限度與差異，故稱分段生死。

依唯識家之說，分段生死係以有漏之善惡業為親因，以煩惱障為助緣

所感三界之粗異熟果。以身命有長短，隨因緣之力而定有齊限，故稱

為分段，亦即三界、五趣之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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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易生死：是無為的生死。為「分段生死」之對稱。即阿羅漢、辟支佛及大力

之菩薩，以無漏業，所招感三界外之殊勝細妙的果報身；由無漏細妙

無有色形、壽命等定限之身，由心識之念念相續而前變後易，其身形

與壽期皆無定限。係由無漏之定力、願力所助感，妙用而難測，故又

稱不思議身；又以此身乃隨大悲之意願所成者，故亦稱意成身。 

 

【二空】： 

（一） 我空：亦稱人無我、人我空。謂人我之執，以我為五蘊假合，實無常

一主宰之我體，稱為人空，觀此真理，則稱人空觀。 
（二） 法空：亦稱法無我，法我空，以五蘊之法，一一皆無自性，為眾緣假

合而成，稱為法空。小乘僅有我空，大乘則我、法俱空。 

 

 

***第八識三名與凡聖關係表： 

                                                      凡夫 

阿賴耶識（藏識）-------自相------我愛執藏位          初地至七地 

                                                     (小乘有學位) 

毗播迦(異熟識)---------果相------善惡業果位          八地至十地 

                                                     (小乘無學位) 

阿陀那識(一切種識)-----因相------相續執持位          佛果位 

 

轉識成智即以二空觀轉染（二執、二障的二種生死）成淨（涅槃、菩提二果）-

--轉八識（眼、耳、鼻、舌、身—五識，第六意識、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

識）成四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境智與成所作智） 

 

                        -- 十住（含十信）  

一、資糧位   十行位  「破分別我執」）            三賢位 

           十回向               （順解脫分） 

二、加行位—煖、頂、忍、世第一（四善根）--（順決擇分）   

菩薩位      三、見道位（通達位）—初地（觀喜地） 入心「破分別法執」 

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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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心 

四、修道位（修習位）--七地（遠行地）以前 

                         八地（不動地）「破俱生我執」以上 

            五、究竟位—金剛道「破俱生法執」 

 
七信位，破「分別我執」。初地位破「分別法執」。七地位破「俱生我執」，十地

位破「俱生法執」。 

轉識成智：憨山《八識規矩頌註》：「第六識順生死流，具有分別、俱生我法二

執，若逆流還源，亦仗此識。作我法二空觀。今轉識成智，從觀行位入生空

觀，至七信位，方破分別我執。…從八信起作法空觀，歷三賢位（十住、十

行、十迴向）至初地，方斷分別法執。故云：『發起初心觀喜地，（俱生猶自現

纏眠）。』俱生二執方現，故云現纏眠。纏曰：現行，眠曰：種子。以俱生我、

法二執，乃第七識所執者，七識無力斷惑，亦仗六識入二空觀。…至遠行地，

六識恆在雙空觀，方破俱生我執。俱生法執永伏不起。至此六識方得純無淨無

漏，相應心所亦同轉成妙觀察智也。」「至八地無功用行，則我執永伏，法執間

起，故云：『（無功用行）恆摧』，若此七識轉成無漏平等性智。在佛果位中，現

十種他受用身，為十地菩薩說法。」「至第七識破俱生我執，此識方得捨藏識

名。..故云：『不動地前纔捨藏』。…至金剛心後…異熟方空，…方才轉成大圓

境智。」 

 

 

八識、三身與四智﹙表一﹚： 

      真淨法界（三身真如實體）--------------＊自性身（法身） 

               ＊自受用身（報身）---「大圓鏡智」（轉第八識） 

     ＊受用身 

三身           ＊他受用身（應身）--「平等性智」（轉第七識）--對十地

佛有「三身」：身：聚集之義。 
  法身﹙法身德﹚：理法身---光明徧照一切處。   
報身﹙般若德﹚：佛智廣大，眾德悉備，酬報因行功德，而現功德莊嚴之身。 
應﹙化﹚身﹙解脫德﹚：順應所化眾生之機而現之身。所謂千百億化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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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位」菩薩 

＊變化身（化身）--「成所作智」（轉前五識）--對未達「通達位」菩

薩、二乘與凡夫之機 

            「妙觀察智」（說法斷疑智、轉第六識）--對他受用身、變化身 

﹙《法華經‧觀音普門品》：「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 

 
＊＊ 
依《解深經》三性與三無性: 
       徧計所執性      相無自性 
三性   依他起性        生無自性      三無性 
       圓成實性        勝義無自性 

三自性 

     例：幻繩為蛇 

4. 遍計所執性---妄（如：蛇）------我法二執       

5. 依他起性-----假（如：繩）-----四位九十四法   五位百法 

6. 圓成實性-----實（如：麻）-----------無為法      

 

          遍計所執性          如蛇-----虛    有爲法 

三自性    依他起性            如繩-----假     

          圓成實性            如麻-----實----無爲法 

 

            心王（主體-勝）：一切最勝 

            心所（伴屬-劣）：與此（心王）相應  （內）         唯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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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五位    色法-----------：二所（王、所）現影（外：遍計） （依他起） 

            不相應行法-----：三位（王、所、色）差別 

            無為法 --------：四所（前四）顯示 ------------：唯識性 

                                                        （圓成實） 

 

 

二、四分 

     相分（所認識之對象─所緣）      喻如鏡像 

                                                  外—識相 

     見分（能認識之主體─能緣）      喻如鏡光  

     自證分（見相二分所依之體）      喻如鏡面 

                                                  內—識性 

     證自證分（自證分之用）          喻如水銀 

 

        心 王（八）            主（勝） 
心 
        心 所（五十一）        賓（劣） 

 

          遍計所執性           

                       相分 

三自性    依他起性     見分       八識心王、心所（心王爲主，心所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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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 

                       自證分     各有四分 

圓成實性    證自證分 

             
          三性      六義          本末三性 

一、遍計所執性-----情有 
                 ------理無            本三性 

二、依他起性 ------似有 
                --------無性 

三、圓成實性 -------隨緣           末三性 
               --------不變 

 
 

【瑜伽行派與法藏三性說之比較】：唯識系統與如來藏系統之別 

一、 遍計所執性： 
1.能遍計： 

瑜伽：只有六識與七識。 
法藏：通八識(八識平等，俱屬如來藏性) 故一根圓通，根根圓通。 

2.所遍計： 
瑜伽：心法與色法都屬依他起。 
法藏：色、心法，都含依他與真如二者。 

二、 依他起性： 
瑜伽：「他」：指「識」生起萬法(因地：真如不隨緣) 
法藏：「他」：真如隨緣現物(因地：真如隨緣起) 

三、 圓成實性： 
瑜伽：萬法(一切事物)與「唯識性」即是「圓成實性」—真如只有不變義

(真如是不變之本體，是消極的被開發，不能自我開發)；故在因地無

隨緣義。 
法藏：萬法(萬物)本體即爲「圓成實性」—真如在因地即具隨緣義﹙隨緣

不變及不變隨緣義﹚，即真如兼具動、靜二者。能積極的自我開發，

且能開發他識。 
總言之，瑜伽行派特質是「性相有別」，法藏特質是「性相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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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唯識觀為窺基所創，即：（一）遣虛存實識，遣，即遮遣，意為否定。在三

性中，遍計所執為虛妄，體用皆無，故捨遣之；以依他、圓成為諸法之體相與

實性，以其為真實，故存留之，並觀此二性乃唯識之所現，此為第一重唯識

觀。（二）捨濫留純識，在第一重觀之時，依他之事與圓成之理雖不離識，但內

識中仍有客觀之境界（相分）與主觀之心（見分、自證分），心唯內有，境亦通

外，為恐相分之內境與心外之境混淆，無法得到正觀，故須捨境留心，此為第

二重唯識觀。（三）攝末歸本識，在第二重觀之時，雖已捨離心境相對之濫境，

然所留之心法仍有識自體（自證分）之本與作用之末（見相二分）的分別，因

末離本則不存在，故攝末歸於本，此為第三重唯識觀。（四）隱劣顯勝識，心王

和心所之自體，雖同樣變現見相二分為能緣、所緣，然心所僅為心王之伴屬，

作用較劣，故須隱蔽較劣之心所而彰顯較勝之心王。此為第四重唯識觀。（五）

遣相證性識，第四重時，雖已顯存心王，但心王有事、理之別（事為相用之依

他起性，理為性體之圓成實性），故須遣依他之相用，證圓成之實性。此為第五

重唯識觀。 
以上乃對心王而說，若從一般觀點視之，在心王、心所、色法、不相應行法、

真如等五法之事理上，亦應遣前四重，而證第五重。復次，以上五重乃在說明

悟入三性之層次，故離三性觀則不存在。 
又五重中之第一重為總觀，後之四重為別觀。又前四重乃觀現象識之相唯識，

為見道以前之修法；第五重為觀真如唯識之性唯識，乃見道以後之修法。 
 
 

【五重唯識觀】 

三自性︰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基本依據 
四分︰見分（能，如鏡光）、相分（所︰色法，如︰影像︰相分）、自證分

（體︰如鏡）、證自證分（質︰水銀） 
相分（色法︰鏡像）所緣     外  
見分（用︰鏡光）   能緣 

心王    自證分（體︰能緣見分︰鏡面）       內 
證自證分（性︰能緣自證分--水銀） 

 
心王（心王有見、自證、證自證三分）、心所︰心王（主）、心所（賓） 
 
（一）遣虛存實識    遣虛妄之遍計 ---虛 --------------遍計所執性 

存依他、圓成 ---實 
（二）捨濫留純識    捨濫 ─ 相分----------------境 

留純 ─ 見分、自證分----心 
（三）攝末歸本識    攝末 ─ 見、相兩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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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本 ─ 自證分---------體     依他起性     相唯識 
（四）隱劣顯勝識    隱劣 ─ 心所 ----------伴 

顯勝 ─ 心王 ----------主 
（五）遣相證性識    遣相 ─ 依他------------事 
                    證性----圓成實----圓成實性 ----------------------性唯識 

 

【三身】 

身即聚集之義，聚集諸法而成身，故理法之聚集稱為法身，智法之聚集稱為報

身，功德法之聚集稱為應身。 

(一)十地經論等諸經所說之三身，即：(1)法身，為證顯實相真如之理體，無二

無別，常住湛然，稱為法身。(2)報身，酬報因行功德而顯現相好莊嚴之身。

(3)應身，順應所化眾生之機性而顯現之身。 

(二)金光明經卷一之三身分別品載，如來昔在因地修行中，為一切眾生修種種

法至修行滿，因修行力故，得自在而能隨應眾生現種種身，稱為化身。又諸佛

如來為令諸菩薩得通達，並體得生死涅槃一味，以為無邊佛法而作本，故示現

此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之身，稱為應身。為滅除一切諸煩惱等

障而具足一切之諸善法故，唯有如如如如智，稱為法身。前二種身為「假名

有」，第三身為「真有」，乃為前二身而作本故。又依金光明經言，法報之兩佛

是其真身，為化眾生而示現佛身，相好具足、威光殊勝，稱為應身。佛隨眾生

現種種形，或人、或天、或龍、或鬼，如同世之色像，稱為化身。此三身以真

身為本，依真起應，依應起化，如依煩惱起業行，依業受報。 

所謂八相示現之身其中化身 

(五)禪宗六祖慧能以自性來解釋三身：(1)清淨法身佛，謂吾人之身即是如來法

身，故吾人之自性本即清淨，並能生出一切諸法。(2)圓滿報身佛，謂自性所生

之般若之光若能滌除一切情感欲望，則如一輪明日高懸於萬里晴空之中，光芒

萬丈，圓滿無缺。(3)自性化身佛，謂吾人若能堅信自性之力勝於一切化身佛，

則此心向惡，便入地獄，若起毒害之心，便變為龍蛇；若此心向善，便生智

慧，若起慈悲之心便變為菩薩。 

【三身華梵】 

又作三如來。即：(一)法身毘盧遮那如來，毘盧遮那，意為遍一切處。法身性

相常然，真如平等，身土無礙，遍一切處。(二)報身盧舍那如來，盧舍那，意

為淨滿。報身諸惑淨盡，眾德悉圓，內以智光照真法界，即自報身；外以身光

照應大機，即他報身。(三)應身釋迦牟尼如來，釋迦牟尼，意為能仁、寂默。

寂默故不住生死，能仁故不住涅槃，隨機普現，說法利生。 

三身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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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八以虛空、日光、日影三者比喻法、報、化三身，即：

(一)法身如虛空遍，謂法性之身本體周遍，譬如虛空，無有障礙。(二)智身如

日光遍，智身即報身。謂究竟始覺之智能遍破無明之暗，顯發本有真身，譬如

日光，無幽不燭。(三)色身如日影遍，色身即應身。謂究竟始覺之智契於本覺

法身之理，則能從體起用，遍應眾機，譬如日影，不擇高下，隨處映現。 

【五法】 

指五種迷法、悟法之本質。又稱五事、相名五法。據入楞伽經卷七等所說，

名、相、分別、正智、真如稱為五法。1.「名」：指於現象界所立之假名；2.

「相」：指有為法各自不同的因緣而生，呈現各種現象（相）之差別象貌；3.

「分別」：乃有漏心、心所分別（見、相分之作用）上述之名、相二法，而產生

虛妄之念；4.「正智」：為契合真如之智慧（用--能緣）；5.「真如（如如）」：

即是一切存在之本體（體），亦即如實平等之真理。前三者為迷法，後二者為悟

法。於此可知，迷界與悟界同樣有認知，但緣認知之正訛而有差異。 

 

  例：幻繩為蛇 

7. 遍計所執性---妄（如：蛇）   有爲法 

8. 依他起性-----假（如：繩）    

9. 圓成實性-----實（如：麻）---無爲法 

 

名   

相        有為﹙緣起﹚ 

一切法    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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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智 

如如     無為﹙性空﹚ 

 

 

瑜伽師地論 

名（能詮的假法，有漏心識所變）遍計執 

相（所詮義理） 

分別（能變的有漏心、心法）    依他起 

正智（能變無漏心、心法） 

如如------------------------- 圓成實 

 

 

辨中邊論 

名------顛倒--------------遍計執（妄）  ﹙化身：如黃花、翠竹﹚ 

相------相分（所緣）----    （世俗有） 

分別----見分（能緣）----  依他起（假）---﹙報身﹚ 

正智----﹙用﹚----------   （勝義有） 

如如----﹙體﹚------------ 圓成實（真）--﹙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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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經 

名-------能銓    情有理無--------遍計執：所認識的對象﹙O﹚ 

相-------所詮 

分別--有漏心、心所（見、相兩分）--依他起：能認識的主體﹙S﹚ 

正智﹙用﹚ 

如如﹙體﹚  ----------------------圓成實 

 

《大乘入楞伽經》卷 5〈剎那品 6〉：「五法者，所謂相、名、分別、如如、正

智。此中相者，謂所見色等形狀各別，是名為『相』。依彼諸相立瓶等名，此如

是、此不異，是名為『名』。施設眾名顯示諸相心心所法，是名『分別』。彼名

彼相畢竟無有，但是妄心展轉分別，如是觀察乃至覺滅，是名『如如』。大慧！

真實決定究竟根本自性可得，是如如相。我及諸佛隨順證入，如其實相開示演

說：若能於此隨順悟解，離斷離常不生分別入自證處，出於外道二乘境界，是

名『正智』。」24 

《注大乘入楞伽經》卷 3〈集一切法品 3〉：「正智、如如是圓成實，前明世、

出世間。若因、若果、染淨差別，不離五法。此一行經，還攝五法、為三自

性。謂名、相、分別是妄計、緣起二自性。正智、如如，即圓成實。是知三性

無際，隨一全收；真妄互融，性相無礙。從緣起生分別，即是妄計。從緣起悟

                                                       
24 (CBETA, T16, no. 672, p. 620, c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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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即是圓成。」25// 

 

【阿賴耶與如來藏之比較】 

阿賴耶：含藏一切善惡種子的識，為真妄和合之識。玄奘、窺基的法相宗主張

阿賴耶識只是雜染，但是《起信論》所代表的性宗傳統則認為阿賴耶識是真妄

和合，兩者的諍論成為佛教心性論相當重要的論題。 
《楞伽經》：「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分別事

識。」一、真識：如來藏也，又自性清淨心也。離生滅相之真心也。《起信論》

名之為心，亦名如來藏。性宗、唯識不立此識。二、現識：又名藏識。真心與

無明和合而生染淨法之識體也。三、分別事識：名轉識。緣現識而生之眼等六

識也。《起信論》亦名「分別事識」。 
﹙一﹚、 
1. 賴耶偏於「唯識相」至「唯識性」，則名毗播迦識、阿陀那識，必待「轉識

成智」後始得「唯識性」。簡言之，唯識性與唯識相有別。 
2. 如來藏兼含性、相，因位至果位都不離如來藏。 
﹙二﹚ 、 
1.賴耶多限眾生境界，居有漏位。唯拘凡夫及小乘，及七地以前菩薩位。 
2.如來藏則從眾生通至佛位，兼含有漏及無漏位。 
﹙二﹚、 
1. 阿賴耶唯依有情位立，無情位不受熏。 
2. 如來藏可通有情、無情位。 
﹙三﹚、 
1. 阿賴耶必借種子﹙有漏種、無漏種﹚而有熏習。種子爲能熏，阿賴耶爲被熏

之體。真如不受熏。 
如來藏但不借種子而言熏習。真如可熏無明，無明可熏真如。﹙《起信論》之

說﹚ 

                                                       
25 (CBETA, T39, no. 1791, p. 453, c26-p. 454, 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