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末那識 

末那：是印度語，翻譯為「意」。 

   意，有思量的意思。 

 

生起第七識的三緣：1.根本依；2.作意；3.自種子 

 

＜第七識頌＞ 

1.有漏雜染識 
帶質帶質帶質帶質、、、、有覆有覆有覆有覆、、、、通情本通情本通情本通情本，，，，隨緣執我量為非隨緣執我量為非隨緣執我量為非隨緣執我量為非。。。。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七識的識境、識性、和識量。 

識境：是帶質境 

識性：是有覆無記性 

識量：是非量 

 
八大八大八大八大、、、、徧行徧行徧行徧行、、、、別境慧別境慧別境慧別境慧，，，，貪貪貪貪、、、、癡癡癡癡、、、、我見我見我見我見、、、、慢相隨慢相隨慢相隨慢相隨。。。。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七識所相應的心所只有十八個，其他的三十三個心所都不相應。 

 

一、不與別境中的欲、勝解、念、定心所相應。 

二、不與善十一個心所相應。 

三、不與二個中隨煩惱相應。 

四、不與十個小隨煩惱相應。 

五、不與惡作、睡眠、尋、伺四個不定心所相應。 
 

相應的心所有十八個： 

一、八個大隨煩惱（昏沉、掉舉、散亂、不信、懈怠、放逸、失念、不正知） 

二、五徧行心所 

三、別境中的慧心所 

四、四個根本煩惱（我貪、我癡、我見、我慢） 

※不與根本煩惱中的瞋、疑、不正見四（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相應。 

 
    



恆審思量我相隨恆審思量我相隨恆審思量我相隨恆審思量我相隨，，，，有情日夜鎮昏迷有情日夜鎮昏迷有情日夜鎮昏迷有情日夜鎮昏迷。。。。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七識的性相和作用。 

第七識以「思量為性相」。 

 

只有第七識有恆審的作用： 

一、恆而非審：指第八識 

二、審而非恆：指第六識 

三、非恆非審：指前五識 

四、亦恆亦審：指第七識 

 

   人我：以為有一個實有的生命體，不斷往返六道，感受不同的果報。 

我 

   法我：以為一切法是真實存在的。 

 
四惑八大相應起四惑八大相應起四惑八大相應起四惑八大相應起    

這句頌是說明「有情日夜鎮昏迷」的進一步原因。 

 
六轉六轉六轉六轉呼為染淨依呼為染淨依呼為染淨依呼為染淨依    

這句頌是說，前六轉識，特別稱呼第七識為染淨的所依。 

 

 

 

 

 

 

 

 

 

 

 

 



2.無漏清淨識 

 
極喜初心平等性極喜初心平等性極喜初心平等性極喜初心平等性，，，，無功用行我恆摧無功用行我恆摧無功用行我恆摧無功用行我恆摧。。。。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七識什麼時候轉識成智。 

一、初地轉成下品平等性智。 

二、八地轉成中品平等性智。 

三、等覺後心轉成上品平等性智。 

 

  平等性智有二類： 

一、觀諸自他有前平等，大慈悲等恆共相應。 

二、觀達一切諸法平等，無住涅槃之所建立。 

 
如來現起他受用如來現起他受用如來現起他受用如來現起他受用，，，，十地菩薩所被機十地菩薩所被機十地菩薩所被機十地菩薩所被機。。。。    

這兩句頌是說明平等性智的妙用。 

 

如來：指法身 

他受用身：指報身 

如來專為地上菩薩示現他受用身，會因階位的不同，有勝劣的差別，所現的清淨

佛土，也有廣狹多少的不同。 

 

如為初地所現的是 百丈身， 坐在百葉蓮花上， 宣說布施波羅蜜， 

如為二地所現的是 千丈身， 坐在千葉蓮花上， 宣說持戒波羅蜜， 

如為三地所現的是 萬丈身， 坐在萬葉蓮花上， 宣說忍辱波羅蜜， 

如為四地所現的是 百萬丈身， 坐在百萬葉蓮花上， 宣說精進波羅蜜， 

如為五地所現的是 千萬丈身， 坐在千萬葉蓮花上， 宣說禪定波羅蜜， 

如為六地所現的是 億丈身， 坐在億葉蓮花上， 宣說智慧波羅蜜， 

如為七地所現的是 百億丈身， 坐在百億葉蓮花上， 宣說方便波羅蜜， 

如為八地所現的是 千億丈身， 坐在千億葉蓮花上， 宣說願波羅蜜， 

如為九地所現的是 萬億丈身， 坐在萬億葉蓮花上， 宣說力波羅蜜， 

如為十地所現的是 百萬億丈身， 坐在百萬億葉蓮花上， 宣說智波羅蜜。 

 



《我執》 

一、分別我執 

由現在受到外在的熏習力，所產生的我執，並非與生俱來的。 

它必須藉著邪師、邪教、邪分別的影響，才逐漸形成。 

這種我執只有在第六意識中才存在。 

１. 我體常住不滅，量如虛空。是勝論派和數論派所執的我。 

２. 我體常住不滅，量無大小。是裸形外道或無慚外道所執的我。 

３. 我體常住不滅，量非常細小。是獸主、徧出外道所妄執的我。 

４. 即蘊我。 

５. 離蘊我。 

６. 非即蘊非離蘊我。 

以上外道所執的我，只要修習「生空觀」，了悟「緣生性空」的道理就可以斷除了。 

所以說，證初地破「分別我執」。 

 

二、俱生我執 

是與生俱來的我執。 

眾生由於「無明」，不明白「無我」的道理，所以從無始以來，就一直妄執有一個

我真實的存在，稱為「俱生我執」。 

１. 常相續：第七識的作用。 

２. 有間斷：第六識的作用。 

這兩種俱生我執比較難斷，一定要到修道位（八地），修習殊勝「生空觀」才能滅

除。 

 

 

 

 

 

 

 

 



《法執》 

一、分別法執 

也是後天熏習來的，屬第六識虛妄分別。 

１. 數論派的二十五論。 

２. 勝論派的六句。 

３. 順世外道的唯物論等……。 

 

這種法執非常粗顯，比較容易分辨，只要修「法空觀」，入初地，觀一切法本空，

就能斷除。 

 

二、俱生法執 

由無始以來，六、七識虛妄熏習內在種子所產生的。 

恆與我們生命同來，不須等待邪教、邪分別，就能任運自然轉變生起，所以稱為

「俱生」。 

１. 常相續：第七識的作用。 

２. 有間斷：第六識的作用。 

 

這兩種法執，非常微細難察，因此很難斷除，要到見道以後，從初地至十地的修

道位上，修習殊勝的「法空觀」才能逐漸斷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