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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識規矩頌 

第十二講 
（第八識頌）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講於新加坡 Orchid Country Club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喇嘛！法師！各位師兄！晚上好！ 

  我們繼續看「無垢清淨識」的部分。 

  不動地前才捨藏，金剛道後異熟空。 

  這兩句頌是說，第八識要到八地前，才能夠捨去「藏識」之名，到金剛

道後，才空去異熟識。 

  「不動地」，是指八地菩薩。那在八地之前，因為是有功用行，觀智的

力量還很薄弱，所以沒有辦法滅除頑強的俱生我執。 

  這個之前我們介紹過，在八地以前，因為他那個觀察的智慧還很薄弱，

入定的時候可以暫時無我，但是一出定之後，那個「我」的觀念又出來了，

是因為俱生我執還沒有去除的關係，所以他沒有辦法念念相續，因為觀慧的

力量太薄弱。一直要到第八地，他能夠任運無功用。任運，就是隨時不用再

起任何的功用了，之前還要起功用。八地之後，因為觀慧的力量非常的強，

所以他不用再起任何的功用，可以任運自然的就保持那個念念無我。所以一

直要修到八地，任運無功用，生起無漏的智慧，才能夠伏滅俱生的我執，永

遠不再現起。 

  所以我們知道，俱生我執什麼時候才斷？八地菩薩才能夠斷，永遠都不

會再現起俱生我執了。所以說「不動地前才捨藏」，到了這個時候，才能夠

捨去「藏識」的名稱。藏識就是阿賴耶識，為什麼叫阿賴耶呢？就是第七識

的見分執八識的見分為「我」，念念執八識的見分為「我」，這個我們就稱為

阿賴耶識。 

  那到了八地，俱生我執斷，這時候的第七識念念恆審思量「無我」，懂

嗎？之前是念念恆審思量有我，叫做阿賴耶識。俱生我執斷了之後，因為證

到無我了，所以第七識恆審思量念念無我了，因此就能夠捨去藏識的名稱，

所以說「不動地前才捨藏」，就是第八識要到八地之前，才能夠捨去阿賴耶

識、藏識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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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的第八識叫做什麼呢？叫做「異熟識」，已經沒有阿賴耶識

這個名稱了，所以對八地以上的菩薩，都不能夠說他還有阿賴耶識，沒有了，

已經沒有藏識的名稱。那這個時候第八識叫做什麼呢？叫做「異熟識」。 

  那為什麼叫做「異熟」？異熟，就是果報的意思。我們看到唯識的名相，

看到異熟，就知道它指的是果報，因緣果報。那這個果報為什麼叫做異熟呢？

就是它從造因，就是從造業這個因，一直到感果，它是異性而熟，異時而熟，

異類而熟，所以我們稱為「異熟」。 

  從因到感果，從你造業到感果，它這個時間，不是說我馬上造業馬上感

果，有沒有？它的因到果，它的時間是不一樣的。而且，它的性質、還有類

別也不一樣。譬如說我這一世好殺生，我的果報是什麼？多病嘛，所以不是

說我殺你一刀，然後你就砍回來一刀，不是這樣子。所以從造因跟感果，它

的性質跟種類往往也會不同，所以我們才稱為「異熟」，就是「果報」的意

思。 

  那到成佛之前，一切眾生都要受到業報的影響，只是這個業有善業、惡

業、染業、淨業的差別。像我們知道為什麼會墮到三惡道？就是因為惡業比

較多，那為什麼會生在三善道？就是善業比較多。那這個十法界來說，六道

相對四聖法界，六道是染業比較多，四聖法界是淨業比較多，所以都不能夠

脫離果報，就是現在講的異熟，所以這個時候的第八識就稱為「異熟識」。

不管是善業、惡業，染業還是淨業，都是有果報，只要在十法界當中，都沒

有離開善惡、染淨業的果報，因此，這個時候第八識就稱為「異熟識」。 

  那這個異熟識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夠空呢？就是說所有的果報，含藏在我

們第八識的這些果報的種子，什麼時候才能夠完全的清淨呢？那我們要先知

道，我們含藏在第八識的種子裡面有哪一些內容，對不對？是什麼讓我們起

惑造業的？就是我執、法執。那我執、法執從哪裡來的？我執從煩惱障來的，

法執從所知障來的。所以你想要空去這個異熟識裡面所有的種子的話，除非

你破除什麼？煩惱的種子，煩惱障的種子，跟所知障的種子，除非你能夠完

全斷除這個二障的種子，你的異熟才會空，對不對？因為只要有煩惱障、有

所知障，你就會生起我執跟法執，然後就會繼續造業，繼續造業，異熟空不

空？異熟就沒有辦法空，你的果報也沒有辦法空，因為你造業就一定要受

報，所以這個異熟識就沒有辦法空。除非你能夠斷除含藏第八識裡面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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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跟所知障的種子，才可以空去這個異熟識。 

  所以說，只要煩惱障、所知障的種子還在，我們就會生起我執和法執而

繼續造業，那有業就不可能空去異熟識。所以，除非能夠斷除二障的種子，

沒有種子就不會產生兩種執著──我執跟法執，不生起兩種執著就不會造

業，不會造業異熟識就空了。 

  但是重點是，要怎麼樣去斷除二障的種子呢？我們怎麼樣去淨除第八識

裡面這個煩惱障跟所知障的種子呢？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入金剛喻定。只要

能夠入金剛喻定，就能夠斷除煩惱障跟所知障的種子，其他沒有辦法了。 

  那什麼叫做「金剛喻定」呢？金剛喻定就是一種定境，一種定的名稱，

它也是一種觀慧的名稱。就是這個時候的觀察的智慧非常的明利，非常的堅

固，好像金剛一樣。像我們現在想要斷一個小小的煩惱都沒辦法，是因為我

們的智慧，觀察的智慧，觀慧的力量怎麼樣？太薄弱，一個小小的煩惱都拿

它沒辦法，何況現在要斷除的是它的種子，煩惱障跟所知障的種子，所以它

這時候的觀慧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明利，非常非常的堅固，而且強，才能夠頓

斷二障的種子。所以能夠入這個金剛喻定，我們就把這個定的名稱用「金剛」

來形容，就是因為這個時候的觀慧非常的明利。 

  所以菩薩修行到達快要成佛的時候，要先入金剛喻定，這時候的觀智非

常的明利堅強，能夠斷煩惱障和所知障的種子。由於這時候的觀慧無比的堅

固，無上的殊勝，就好像金剛一樣，所以就稱為「金剛喻定」。 

  所以我們就知道，金剛喻定它是一種定境的名稱，也是一種觀慧的名

稱。就是你要成佛之前，一定要先入金剛喻定，要不然你二障種子沒有辦法

斷除，所以要先入這樣的一個定境當中，然後斷除二障的種子。 

  那你入這個金剛喻定，頓斷這個種子，就是第一剎那。成佛有兩個剎那，

第一剎那就是入這個金剛喻定，然後斷除這個二障的種子，第二剎那就成佛

了。所以從金剛喻定到成佛，它中間是沒有間斷的，就是兩個剎那，第一個

剎那入金剛喻定，頓斷二障種子，第二剎那就成佛，這中間沒有間斷，所以

它另外一個名稱叫做「無間道」。它也可以稱為「金剛道」，所以它有三個名

稱：金剛喻定、金剛道、無間道。 

  為什麼叫做「無間道」呢？就是因為在斷除二障種子的第二剎那沒有間

斷，這中間不會說我停一下，然後我才成佛，不是，它中間沒有間斷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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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了，所以稱為無間道。無間，就是沒有間斷的意思，就第二剎那就可以

成佛。 

  所以，在成佛的前後有兩個剎那，前一個剎那入金剛喻定，叫做無間道，

也叫做金剛道。在這個無間道當中，用這個強而有力的觀慧，永遠斷除二障

的種子，然後第二剎那成佛，這個時候的種子才完全清淨。沒有因，就不會

感果，所以說「金剛道後異熟空」，這句偈頌就是這個意思。「金剛道」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入了金剛喻定，這個之後頓斷二障的種子，你的異熟才空。

因為沒有種子就不會造業，沒有造業就不用受報，所以這時候異熟才會空。

除非你把種子都完全淨除了，你才可能不再有果報現前，沒有因就沒有果，

所以要到金剛道後異熟識才空。 

  所以成佛之後，沒有阿賴耶識的名稱了，也沒有異熟識的名稱了，對不

對？異熟識也空了嘛，這個時候的第八識我們就稱為「無垢識」。之前我們

介紹過，完全沒有垢染的、清淨的清淨無垢識，所以第八識就稱為「無垢識」。 

  所以成佛的時候，大圓鏡智和無垢識同時發起，就是：大圓無垢同時發，

普照十方塵剎中。 

  就是成佛的時候，大圓鏡智和無垢識同時發起，普照十方微塵數的剎土

之中，所以，這兩句頌是說明第八識的轉識成智，和大圓智所起的作用。 

  那第八識到什麼時候轉識成智呢？就是要到異熟空的時候，也就是到成

佛的時候，才能夠真正的轉識成智，那這時候所轉成的智慧，就稱為「大圓

鏡智」。所以說「大圓無垢同時發」，就是大圓鏡智和這個無垢識同時發起。 

  「大圓」，指的就是大圓鏡智；「無垢」，就是指無垢識。無垢識，梵文

稱為「菴摩羅識」，那我們中國就翻譯成「白淨識」，又白又淨，白淨識，或

者是無垢識。因為到了金剛道後，已經空去所有一切雜染的種子，這時候的

第八識轉成清淨無漏，所以稱為「無垢識」。就是沒有絲毫的垢染，是純粹

清淨的，所以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無垢識」。那這個時候它所執持的

是一切純無漏的種子，那這些無漏的種子就能夠變現淨土的依正莊嚴，也就

是自受用身──就是正報，還有自受用土──是依報，這個是以自己來說，

就是法身的成就。所以第八識一轉成無垢識，就能夠發起大圓鏡智，所以說，

大圓鏡智和無垢識同時發起。 

  那為什麼稱為「大圓鏡智」呢？因為這個時候智慧的作用好像鏡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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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鏡子它能夠明白清楚地顯現種種的影像，這是鏡子的功能，能夠清楚明

白顯現各種的影像。現在講的大圓鏡智也是同樣的道理，它能夠顯現一切的

身心世界，所以我們只能用鏡子來比喻。這個鏡子又圓又大，所以叫做大圓

鏡。圓，就是比喻它無所不照。就好像說，我們如果掛一顆水晶球、還是圓

球懸在空中，是不是四面八方，十方都能夠照到？就是用這個比喻，懸掛一

個圓球在空中，就能夠照十方，就是說十方無所不照，這就是「圓」的意思，

就是圓照的意思，就是沒有一方會遺漏的。所以，所照的沒有遺漏，我們就

用「大」來比喻。所以為什麼叫「大圓智」？這個「圓」，就無所不照；「大」，

就是比喻所照的沒有遺漏，十方都能夠徧照。 

  所以大圓鏡智所起的作用，就是能夠圓照整個法界，沒有絲毫的障礙，

而且它是相續不斷，是從來沒有間斷的時候。這就是你成佛之後，大圓鏡智

是它就自己能夠生起，很自然的就任運能夠生起，而且它盡未來際，度化有

情是沒有間斷的時候，就是我們之前講的一個什麼？相續執持位，那個阿陀

那識。在你成佛之後，它也能夠繼續地執持你的佛身、還有淨土，這個正報

跟依報的莊嚴能夠繼續盡未來際，來利樂一切的有情。 

  那它可以徧照十法界，這個非常重要，你的智慧必須要能夠普徧的照耀

整個法界，這個時候你才知道哪個法界的哪個角落裡面的眾生，然後他需要

你化現報身、還是化身、還是小化身去度化他們。那你如果不能夠圓照的話，

你也不知道哪邊因緣成熟了，雖然不是佛自己決定的，要看哪一個地方、哪

一個眾生的因緣先成熟，你會很自然就到那邊去化現，是沒有錯。但是大圓

鏡智它能夠圓照整個法界，這就是用又圓又大來比喻這個大圓鏡智，它是這

樣子來的。 

  所以，大圓鏡智就好像一千個太陽同時照，這麼強的光明晃耀，我們來

比喻大圓鏡智那個智慧照耀的功能，好像同時有一千個太陽在這個虛空當

中，同時放射出那個光芒來普照十方微塵剎土之中。所以「十方塵剎」，就

是十方世界的意思。這個「塵剎」，是世界的另外一個名稱，所以我們看到

「塵剎」就知道它指的是世界。所以我們也聽到另外一個名稱，叫做「十方

剎土」，就是十方世界的意思，也可以叫做十方塵剎。 

  那為什麼世界稱為「塵剎」呢？就是因為十方剎土它是無量無邊的，無

量無邊怎麼形容呢？就好像微塵，微塵很多嘛，微塵幾乎是沒有辦法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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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量無數的微塵這麼多，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微塵」，就像微塵那樣多

的不可計算，我們就叫做「塵剎」，來形容這個世界，十方世界是無量無邊，

好像微塵多到沒有辦法計算，所以是十方塵剎，就是十方世界，或是十方剎

土的意思。 

  那這個大圓鏡智不但能夠徧照十方無邊的世界，同時十方世界中，有情

心性的差別也在大圓鏡智當中顯現出來。所以它不但能夠徧照十方世界，而

且，十方世界有情的心性當中，什麼樣的有情，然後他是什麼樣的心性的種

種差別，大圓鏡智都可以照到。所以，它不只是照耀到世界，還有世界當中

的一切的有情心性的差別，都能夠在大圓鏡智當中顯現。這個是要幹什麼

呢？你才知道要化現什麼身到那邊去度化他們，如果沒有顯現，你不能

夠……就是怎麼樣來應現？你是報身呢？還是化身？所以大圓鏡智會先照

耀那個世界，還有那個世界的有情。接著，它是完全的自動運作，不用動腦

筋，你就可以很……它是怎麼樣的應現？好像鏡子一樣嘛，物來則映，去則

不留，那鏡子本身有沒有動念說：我這個要照、不要照，沒有，對不對？大

圓鏡智也是同樣的。所以佛度眾生，祂其實沒有用腦筋的，祂就是怎麼樣來

現，什麼物來現，然後祂就怎麼樣應，就是感應道交，就是這樣感應道交的。 

  所以大圓鏡智就是它的功能，就是徧照十方無邊的世界，而且同時十方

世界當中的有情心性的種種差別，也都能夠在大圓鏡智當中顯現出來。 

  那這樣呢，佛就能夠隨眾生祂所應示現的，應該怎麼示現的，祂就應化

種種不同的身，還有祂的土，就是正報跟依報，所以這個都是大圓鏡智的功

能，能夠做得到的，所以說「大圓無垢同時發」。 

  這個時候是法身顯現，能變現的是自受用身和自受用土，自身的正報跟

依報的莊嚴，是大圓無垢同時發的，這個時候是法身顯現，就是自己的自身

的成就，已經成就佛身了。 

  那下面一句：「普照十方塵剎中」的時候，就是怎麼樣去利益一切的有

情。所以這個時候，這一句偈頌就是說經常的現報身、或者是化身，盡未來

際廣度一切的有情。所以這兩句，一個是法身，自己先成就法身顯現，然後

再顯現報身跟化身。 

  所以我們就知道大圓鏡智它的功能，它是能夠盡未來際，相續不斷，所

以佛度眾生永遠沒有疲累的時候，就是因為第八識有這一股執持的力量，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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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阿陀那識。所以我們也不用擔心說，佛度眾生有沒有一天覺得很疲累？永

遠沒有疲累的時候！因為阿陀那識相續執持祂的正報跟依報，就是佛身跟佛

土，盡未來際是永遠沒有間斷，永遠沒有疲累的時候。雖然我們說要請佛住

世，常轉法輪，可是其實它是不用擔心，因為它就是已經成佛之後，它自然

就會這樣子來運作，這都是大圓鏡智所發揮的功能。 

  講到這裡，我們就可以作一個結論了。我們現在知道，從凡夫到佛果，

八識有三個不同的名稱，對不對？第一個叫做阿賴耶識、藏識，它是我愛執

藏位；第二個名稱叫做異熟識，它叫做善惡業果位；第三個名稱──阿陀那

識，相續執持位，大家都已經很熟了，我們已經連續熏了三個晚上了，都很

熟了。 

  所以從凡夫到七地，有幾個名稱？凡夫到七地有沒有阿賴耶識？有！第

七識見分執八識見分為我，念念有我，所以有阿賴耶識。有沒有異熟識？我

們要不要受報？每天在造業，每天在受報，所以異熟識也沒有空，所以我們

凡夫也有異熟識。有沒有阿陀那識？有啊！要不然我們坐在這邊，搞不好等

一下四大就分散，晚上睡覺，肉體腐爛掉了，因為阿陀那識離開了，不會！

就是因為有阿陀那識的執持，所以能夠執持一切的種子，還有這個根身不會

壞失。所以凡夫到七地，有三個名稱，第八識有三個名稱，有阿賴耶識、異

熟識、還有阿陀那識。 

  那八地以上呢？不動地前才捨藏，有沒有？已經捨去了藏識的名稱，只

剩下異熟識跟阿陀那識，對不對？所以八地以上的菩薩，你不可以說他有阿

賴耶識囉，因為他俱生我執已經斷了，他念念是無我的，所以那個「我」永

遠不會現前，俱生我執永遠已經斷除了。 

  那到了佛果，就是金剛道後異熟空，金剛道，我們剛才講就是入金剛喻

定之後，異熟就空，那空了異熟識，只有阿陀那識了，對不對？那這個時候

八識就成了無垢清淨識，叫做無垢識，對不對？所以就是「大圓無垢同時發，

普照十方塵剎中」，從這個時候開始，就盡未來際，永遠沒有休息的時候，

永遠做的是利樂有情的事情，利生的工作。 

  那我們八識規矩頌的課程，到這裡就全部講解完畢。最後，願一切眾生

都能夠早日轉八識成四智，究竟圓滿成佛。 

  來我們迴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欲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