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識頌〕 

 

1.有漏雜染識 
性唯無覆性唯無覆性唯無覆性唯無覆、、、、五徧行五徧行五徧行五徧行，，，，界界界界、、、、地隨他業力生地隨他業力生地隨他業力生地隨他業力生。。。。    

性唯無覆：是說第八識的識性是屬於「無覆無記性」。 

五徧行：是說第八識相應的心所只有五徧行。 

界：是指三界。 

地：是指九地。 

他：是指前六識。 

業：是由前六識所造的福業、非福業、不動業。 

 
二乘不了因迷執二乘不了因迷執二乘不了因迷執二乘不了因迷執，，，，由此能興論主諍由此能興論主諍由此能興論主諍由此能興論主諍。。。。    

這兩句頌是說第八識的行相非常深隱幽微，不但凡夫難以發現它的行相，就是二

乘聖者也難以了達，由於如此才興起了大乘菩薩論主的論諍。 

 

「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 

 
浩浩三藏不可窮浩浩三藏不可窮浩浩三藏不可窮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淵深淵深淵深七浪境為風七浪境為風七浪境為風七浪境為風。。。。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八識的行相和它的意義是什麼。 

浩浩：是廣大沒有邊際的樣子。 

三藏：是說阿賴耶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三義。 

淵深：是比喻第八識像浩瀚廣大、不可深測的深淵。 

七浪：是指前七轉識所掀起現行的波浪。 

 
受熏受熏受熏受熏、、、、持種持種持種持種、、、、根根根根、、、、身身身身、、、、器器器器，，，，去後來先作主公去後來先作主公去後來先作主公去後來先作主公。。。。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八識的作用： 

①①①①受熏 

②②②②持種 

③③③③根身 

④④④④器 

⑤⑤⑤⑤去後來先作主公 



2.無漏清淨識 

 
不動地前才捨藏不動地前才捨藏不動地前才捨藏不動地前才捨藏，，，，金剛道後異熟空金剛道後異熟空金剛道後異熟空金剛道後異熟空。。。。    

這兩句頌是說明第八識要到八地前才能捨去藏識之名；到金剛道後才空去異熟識。 

 
大圓無垢同時發大圓無垢同時發大圓無垢同時發大圓無垢同時發，，，，普照十方塵剎中普照十方塵剎中普照十方塵剎中普照十方塵剎中。。。。    

這兩句頌是說明成佛的時候，大圓鏡智和無垢識同時發起，普照十方微塵數的剎

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