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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 

第三講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昨天從十八頁開始講，講到哪裡了？有人知道我們昨天講到哪裡嗎？什

麼？二十啊！我們昨天講到三十一頁，就是三十二頁的第一行，三十二頁的

第一行，我們昨天講到這邊，剛好是一個段落。那我們今天呢，就要跳過來

講「俱生我執」跟「分別我執」。它是在五十三頁，五十三頁。 

  昨天講到由八識的自體，自證變現了見分跟相分，我們凡夫不明白這個

道理，把見分執為是我；相分執為是法。那我們今天要進一步討論，為什麼

八識所變現的見分跟相分，為什麼它一變現我們就生起了二執呢？我們為什

麼馬上就把見分當作是我；相分當作是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呢？為什

麼？跳到五十三頁，中間 pass 過去，直接講我執生起的原因，它是怎麼形

成的？我執是怎麼形成的？ 

  我們剛剛講到我們為什麼馬上、立刻就把八識所變現的見分當作是我，

相分當作是法呢？為什麼一直會有這樣的錯誤的見解？是因為我們從無始

以來就是這樣的熏習。在我們沒有見到無我，沒有見到空性之前，我們無量

劫以來都是這樣子的熏習。這種習氣的種子含藏在我們的第八識，因此現在

八識所變現的這個見分跟相分，我們很快的就認為它是我跟法，有它真實的

存在性。 

  所以我們到現在為止，修行到現在為止，如果還是這樣子認為的話，也

是念念回熏到第八識成為未來的種子，我們永遠都會這樣誤認為見分為我，

相分為法。所以想想我們今天過的日子有沒有這樣的覺悟？昨天分析的那一

大套的道理，今天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用得上？有沒有起這樣的警覺性？有

沒有？有啊！早晨醒來是我從床上爬起來嗎？我在刷牙、洗臉，我準備上

班，我是怎麼樣去上班的過程？那我今天遇到所有的人、事、物，我是不是

還是跟過去一樣，跟昨天以前一樣，馬上就認為它是真實存在的，有我、有

法？今天發生的每一件事情，我是不是都可以馬上了知它是我們八識所變

現？它是虛妄分別來的，根本都不是真實存在的。我今天見到的一切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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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是不是有這樣的覺照？知道它是我八識變現的相分，山河大地硬梆梆

（閩南語），好像是真實存在的，你說我要把它看成不是真實存在，它是八

識的變現，我實在是有點困難，是不是？ 

  那我們怎麼樣在日常生活當中練習呢？我們現在理論上知道它是八識

的變現，它是心外的。心外，我們認為它是在心外，我們心識之外單獨存在

的法，我們是這樣子認為，我們覺得有一個我在內，然後一切的法在外。眾

生，他、你都在外，我在內，有一個內在的我，然後外在的法，有這個內外

的分別、有能所的分別，就是活在這種二元對立的生活當中。 

  那我們在這個當中怎麼來覺悟呢？怎麼把這間房子看空？它是心識的

顯現，它不是真實存在的？可是你怎麼樣把它參透？或者是你怎麼把它看

破？認為我們看的一切的色塵、所聽的一切的音聲，色、聲、香、味、觸、

法，都是八識的變現，沒有它真實的存在。我們怎麼把它看破？怎麼練習？

《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

這個就教我們觀修，怎麼把這一切認為實有的宇宙萬有，練習在日常生活當

中，練習把它觀空。 

  「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有沒有聽過這句話？那就是說，

我們在無明的大夢當中，明明有六趣，就是六道的輪迴好像是真實存在，有

六道。所以，我每天很怕造業，為什麼要怕造業？因為怕墮惡道嘛，怕受苦。

所以，六道對我們來講變成它是真實存在的。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執著？就

是我們昨天分析的，我們不知道它是八識所變現的，所以我們才把它很認真

的來斷惡修善。那你修善累積功德幹嘛？希望得很好的果報嘛，從人天果報

到成佛嘛。那你也把人天果報跟成佛當作是真實存在的，實有的法，實有的

我。 

  所以怎麼樣破除這樣的迷執呢？就是練習，練習，像如夢幻泡影嘛。夢，

我們舉一個夢就好了，其他以此類推。就好像夢境一樣，大家都作過夢，對

不對？夢境裡面有沒有山河大地？有沒有我、眾生？有沒有喜、怒、哀、樂？

會哭到醒嗎？那也有笑到醒的，對不對？對！那我們輪迴的無明的大夢，其

實就是跟我們的夢境是完全一樣的。那我們什麼時候才知道夢境是假的呢？

除非醒過來嘛，所以除非我們破迷開悟，所以除非我們見空性，除非我們證

到無我，要不然這個無明的大夢很難醒過來，我們就會一直認為它是實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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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法。 

  那我們只能比喻好像夢境一樣，那夢境是怎麼形成的呢？你晚上睡著，

它就自己來找你？它是怎麼形成的？也是我們心的作用，對不對？我們心識

把它變現出種種的夢境嘛。那就好像我們心意識怎麼樣？變現出一切的我、

法，是同樣的意思。所以，我們知道夢境是假的，我們也同樣可以知道，我

們在無明當中，八識所變現一切的人我呢，法我呢，都不是真實存在的，就

好像夢境，它不是真實存在的。那夢境是怎麼產生的？是我們心的作用，我

們心意識的顯現，我們心意識有種種的種子，所以它起了現行，變現出種種

的不同的夢境。 

  那這個道理就跟我們在無明的睡夢當中，八識所變現出來的一切色法、

心法、心所有法、不相應行法、有為法、無為法，通通都是同樣的道理。所

以，我們只能常常去體會：那個夢境它是怎麼形成的？然後我們在夢中是多

麼的執著、多麼的認真，那個認真的程度就跟我們醒過來，在日常生活當中

是一樣的。你在夢裡的貪，醒過來也是同樣的貪。所有都是習氣的顯現，我

們煩惱的堅固的執持的執著所顯現的種種的夢境。 

  那我們整個輪迴現象，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我們只能做這樣的一

個比喻，我們只要能夠體會夢境它是假的，那同樣的，無明所形成的輪迴它

也是假的。所以就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

常常要這樣子的在日常生活中體會，提醒自己都沒有離開我們心意識的變

現。那我們認為是真的，就好像我們在夢境裡面，認為一切的境界都是實有

的，是同樣的顛倒錯誤的。 

  那我們現在知道我執跟法執是怎麼形成的，那我們就要進一步詳細去討

論我執到底有哪一些內容？它是怎麼形成的？我執它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我們要斷的話，就比較容易。因為我們已經找出它為什麼會生起的原因

了。所以首先討論有關於我執的部分，我執分為俱生的還有分別來的我執。

那首先是俱生的我執，那為什麼叫「俱生」呢？那就是與生俱來的，就一定

有我的。從小 baby開始就一定有我，你不用教他的，你不用常常提醒他說：

你有一個「我」喔，別忘記喔！所以它不是後天的教育，或者是教導，聽了

誰的介紹，或者是怎麼樣？突然認為說、認知說：喔！原來我有一個「我」，

不用的，不用人家教的，天生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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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是帶來的，我剛才也分析那個我執堅固的習氣，就是每一念都在

熏習、都在堅固它，所以我們其實是念念有我的。我們剛才舉例子從早上起

來，你一天什麼時候忘記「我」？沒有的，都是從「我」的立場，去出發做

所有的事情。你的想法、說法、作法都沒有離開「我」的。那這樣子做什麼

樣的結果呢？就是你念念都回熏到第八識的那個執著，有一個「我」的習氣

一直在堅固當中，即使你今天學佛修行，它堅固的力量也沒有減少。如果你

不是往空性跟無我的這條路上去進行的話，其實我們都在增長我執，每天都

在做同樣的事情，即使你聽聞佛法你也沒有忘記有一個「我」在學習佛法、

「我」在發菩提心、「我」在行六度、「我」是菩薩、「我」要成佛、「我」要

求神通、「我」要度眾生，也沒有忘記啊！ 

  所以他還是念念熏習這個我執的習氣，所以它是越來越堅固。那這所有

習氣的種子都回熏到第八識，所以我們八識一變現這個見分，我們很快的就

認為它是我了，我執很快就生起，太習慣這種模式了。因為我們每天都這樣

子去熏習，而且是繼續的堅固它，所以它的力量是越來越強，我執的力量是

越來越強。 

  所以這個「俱生我執」呢，不用人教的，也不是說我有分別心的時候它

才有，我沒有分別心的時候它就沒有了，不是，它還是有的。所以即使我們

在那邊修定，想要證到第六意識無分別的現量境啊，好像也沒有，好像那個

時候沒有我。錯了！「恆審思量」那個作用一直在。所以我們昨天也講過，

那只是第六意識的什麼？法塵境界，我、法的執著並沒有因為我們暫時不起

分別而消失、沒有，所以它叫做「俱生」，沒有一剎那間斷過，這才叫做可

怕，沒有一剎那間斷過。 

  所以「俱生我執」它分成兩大類，一個是恆常沒有剎那的間斷，恆常相

續的。這個是怎麼形成的呢？就是我們已經背的很熟的，第七識什麼？恆審

思量執八識見分為我。我們這句話已經背的很熟，這句話就說明了我們那個

「俱生我執」是恆常相續的，為什麼是恆常相續，沒有一剎那的間斷呢？因

為它是由第七識的恆審思量。恆審思量的那個「恆」，就說明第七識的作用，

從來沒有間斷過。所以，由第七識的見分來執取第八識的見分為我的時候，

它的作用就從來沒有間斷過。為什麼？因為它是由第七識的見分而起的作

用，那第七識的功能，既然它沒有剎那的間斷，所以它所引起的「俱生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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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剎那的間斷過，所以它都是念念執八識的見分為我。 

  那八識的見分就是我們認知、了別境界、認識作用這樣的一個自性的功

能。可是我們把這樣的一個認知的自性的功能，了別外境的所有的自性的功

能，把它當作是我。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我在看嘛」，剛才在打坐的時候，

那個有幾個腿熬不住了，那你有說……，譬如說：你的腿是痲了，你的念頭

會認為說：「那只是痲，跟我沒關係。」沒有，一定是「我」的腿痲了嘛，

是不是？所以「我」的腰痠了、「我」坐的很不舒服、空氣很悶了，那個是

見分的作用。那個認知的作用是八識的見分，所以它能夠看我們的自體，有

能見的功能、有能聞的功能，它只是這樣而已。可是第七識就把這個見分的

作用，把八識這個了別外境，或者認知的這樣的一個作用，把它當作是我在

看、我在聽、我的頭痛、我的腳痲！ 

  所以我們就知道，第一類的「俱生我執」它是怎麼產生的？就是第七識

恆審思量，第七識的見分執八識的見分起作用的時候，把它當作是「我」，

這就是第一類的「俱生我執」。它不瞭解說，這個是我們心識所變現的，是

我們自性的功能在起作用這樣而已，並沒有一個「我」的存在。因為我們還

有我執，第七識還沒有轉成無我，它是恆審思量有我。如果第七識轉成平等

性智，恆審思量的功能還在，可是恆審思量無我。所以它現在來看這種種境

界的時候，它就不會把「我」放進去了，它就很清楚的了知說：唉！這只是

八識的見分的功能這樣就完了，沒有一個「我」在作用，沒有把「我」放進

去。 

  那每天上班的是誰上班？行屍走肉，還是怎麼樣？每天吃三餐的是誰？

還要加宵夜的是誰？那個老闆臉色不好，挨罵的時候，那個被罵的是誰？所

以一個了悟空性、證到無我的人，他的恆審思量第七識的作用是念念是無我

的。他只看到一個什麼？五藴的假合在那邊，發出種種的音聲。那個發出音

聲的那個五藴的假合，有一個名稱叫做「老闆」。那他發出音聲講的一些內

容，好像指的某個五藴假合的那個對象，所以他都不會把那個有我、有你、

有他，然後老闆、每個角色，他雖然清楚，但是他不會對某種對象產生貪、

瞋、癡這樣的一個執著。 

  所以他看到一個人不會說，我喜不喜歡他，沒有這樣的執著。喜不喜歡

也是來自於我執，你有「我」了以後才我喜歡嘛。我跟他相應，我就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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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談得來，臭味相投。那個不相應的，就覺得：唉！談不來，我就不喜歡

他，這個也是有「我」來的。所以第七識就等於是說、變成說：唉！我們俱

生我執生起，主要的罪魁禍首都是出在它的身上。可是它本身的功能並沒有

好壞，沒有好惡的。好壞在它有沒有轉識成智，它沒有轉之前，它就會執八

識的見分的功能認為是「我」，「我」在作用。那轉成無我以後就不會，就平

等性智以後，他就觀一切的法平等、觀一切的眾生平等，一切的對象是平等

的。 

  所以他的觀念就沒有說：那個對象的差別，在心中沒有把它分等級，那

個最知心的，那個平平泛泛之輩，那個淡水之交就好了，還是那種見面，就

是會引發一些不好的感受情緒的。他不會在心中把一切的對象，人、事、物

的對象分種種的好惡的等級，不會這樣子，因為已經證到平等了。所以他即

使今天來修一切的法，從小乘、大乘、到金剛乘，他對一切的法也是平等看

待、圓融無礙。所以，他的心裡面不會覺得小乘比較低劣，然後金剛乘最殊

勝，沒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他已經證到平等性智了。 

  所以他對一切的事物也是同等的看待，都是因緣假合的，都沒有它的自

性可得。所以他面對一切的眾生，「眾生」就是眾緣和合而生的，這樣的一

個對象，他永遠都明白自性是空的。那在空性當中是永遠沒有什麼？二元對

立的對待，沒有分別，因此他可以做到平等。我們有喜、怒、哀、樂，有貪、

瞋、癡是因為我們的心不平等，不平等當然就會有好惡，就會引發貪、瞋、

癡。這是我們對俱生我執第一種現象，恆常相續的來講的俱生我執，是第七

識的見分執八識的見分為我，所以它是兩個見分所形成的一個相分叫做

「我」。 

  第二類的，是有間斷的俱生我執，它是由第六意識的見分執五藴為我，

因為第六意識的作用是有間斷的嘛，第六意識的作用有間斷，哪些時候間

斷？現量無分別的時候間斷。所以他在入定的時候，暫時第六意識不起分別

的時候，它就間斷。入滅盡定的時候間斷；入無想定的時候間斷；睡著了，

沒有作夢的時候間斷；昏倒了，悶絕昏過去了，沒有了，暫時間斷；這就說

明第六意識的作用，它是有間斷的。那既然第六意識的作用有間斷，因此它

所引起的，它所執著的這個俱生我執呢，它就有間斷的。 

  所以，第二類的俱生我執是有間斷的，是因為它是由第六意識的見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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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執著。那它執著的對象是什麼？五藴。它執著五藴為我，色蘊為我。這

一定是我的身體嘛，色蘊為我，我每天有不同的感受啊，老闆罵我，當然不

爽！那時候就有不好的感受。那老闆今天稱讚我說：你工作很努力，下個月

加薪，我就樂受生起。那是誰在感覺高興？誰在感覺生氣？我嘛，對不對？

對，所以我們都會認為種種的感受是有一個「我」在感受，認為感受是「我」，

受蘊是「我」。 

  那誰每天在胡思亂想？起心動念那個是誰？我們也會認為是「我」在想

嘛，我坐在這邊想很多事情，或者我今天想了很多事情，我有不同的思想、

有不同的見解、有不同的看法，這所有都是想蘊到識藴的作用。所以五藴的

生起呢，我們都會把「我」放進去，這個是誰在做這件事情？就是第六意識

在做這件事情，第六意識的分別在告訴我們，第六意識的見分起了分別，認

為這個色身是我，種種的感受是我，種種的想、想法是我，種種的見解、思

惟是我。 

  可是五藴它是怎麼形成的呢？五藴從哪裡來的？五藴怎麼來的？五藴

哪裡來的？生來就有的，是嗎？不是，那是怎麼來的？色、受、想、行、識

是怎麼來的？八識的變現，八識的相分嘛，不是嗎？一切法都是心意識的顯

現，那一切法有沒有包含五藴這個法？五藴身心的法有沒有包含在一切法裡

面？五藴就是色、受、想、行、識嘛，色蘊就是色法，受、想、行、識屬於

心法。所以這個色法、心法也沒有離開我們心意識的變現嘛！ 

  我們昨天不是說三能變嗎？八識是三能變，變現出一切什麼？宇宙萬

有。那我們五藴從哪裡變現出來的？八識的變現嘛，是不是？八識所變現的

相分。那我們又因為不明白它是八識所變現的，我們的第六意識的見分才會

執五藴身心為我。這就是第二類的俱生我執的產生，是這樣產生的，它是屬

於有間斷的，是第六意識的見分執五藴的相分為我。所以它是怎麼生起的？

一個見分、一個相分加起來的結果，就有第二類有間斷的俱生我執。 

  剛才第一類的俱生我執，是兩個見分加起來的結果；第二類是一個見

分、一個相分加起來的結果。七識的見分執八識的見分為我，兩個見分形成

一個相分，那個叫做我。第二類有間斷的，是第六意識的見分執什麼？八識

所變現的五藴的相分為我，一個見分、一個相分，而組成了第二類的，有間

斷的俱生我執。所以，我們現在就知道，俱生我執是怎麼形成的呢？有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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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種形成的方法。一個是第七識的功能、一個是第六識的功能。所以我們

現在就明白：那個俱生我執，一生下來……那個俱生就是與生俱來，一生下

來就有的，念念都有的那個俱生我執，它是怎麼形成的？原來是第七識跟第

六識的作用，就形成了這個俱生我執。那要怎麼斷呢？什麼時候可以斷呢？

什麼時候斷的了？我們現在這樣子修止觀可以斷的了嗎？當然是斷不了。所

以，它要靠我們明心見性，見空性之後的那個空性的智慧，才能夠斷除由俱

生而產生的這兩種我執，要見道位以後，修道位的時候才能斷。所以它是登

地菩薩以後，才有這個能力斷，而且它是在空性當中的智慧的觀察，在空性

的智慧觀察當中，徹底的了悟、現見一切因緣所生法的自性是空的，就能夠

斷除這個俱生我執。 

  那我們現在熏修，熏修也是熏修什麼？也是觀一切因緣所生法，自性是

空的，可是為什麼斷不了俱生我執呢？就是因為它是有漏的，因為有一個

「我」在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有我、也有法，因此它沒有空

性的智慧的觀察，因此那個斷除的力量不夠。一定要空性智慧的力量，才能

夠真正的斷除俱生的我執。光是有漏的，就是帶者我執、帶著煩惱的這樣的

一個觀察呢，是不足以斷除俱生我執。 

  所以我們知道，它是登地以後才能夠一步一步的斷，一直要斷到八地菩

薩，才能夠真正把俱生我執這個問題，真正的解決是八地菩薩。所以初地也

沒有那個能力，初地是觀照，他已經見空性了，他也可以在空性當中，來起

這樣的一個觀照，緣生性空這樣的觀照。一切因緣所生法，自性是空的，在

空性的智慧當中，起這樣的觀照。可是初地菩薩，他是在起觀的時候，有；

他出定，沒有在起觀的時候就沒有了，因此他沒有辦法徹底的斷除。 

  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到七地都是同樣的。只有到八地才有這樣的能

力，是因為八地所起的空性智慧的觀照呢，是任運無功用能夠現起，不會退

失了。就是說他起的這個空性智慧的觀察，沒有退失的時候，是任運生起的，

不用再提醒自己了說：「喔！我現在要來起這樣的一個觀照，我要起這樣的

一個智慧的觀察。」他不用動這樣的一個念頭，我們叫做「任運」。 

  無功用，「無功用」就是他不用再起任何的功用，來斷除這個俱生我執，

不用再起任何的功用叫做「無功用」。而且是可以任運生起的，不是有觀才

有，沒有觀沒有。那七地菩薩，是因為他的這樣的一個功夫是有功用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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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辦法做到無功用、任運生起。 

  因此，第七地的菩薩也還沒有辦法完全斷除，是因為他還要加功，還要

有功用，來起這樣的一個觀照。他在起觀的時候，他才能夠斷除，可是沒有

的時候，他還是沒有辦法斷除。所以，第七地為什麼沒有辦法，完全斷除俱

生我執的原因，是因為它沒有辦法任運生起，無功用行。那八地菩薩有這樣

的能力，因此，八地菩薩才能夠真正的來斷除俱生我執。 

  這就談到……今天就談到俱生我執，它是怎麼生起的？還有到什麼時候

才能斷除它？然後用什麼方法來斷除？就是空性的智慧，徹底的了悟、現見

緣起性空的道理，才能夠真正的斷除。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起修，有俱生我

執是一定的，是很正常的。所以那個我執呢，並沒有那麼容易斷除。 

  那初地菩薩斷除的，也只是分別我執而已，俱生我執他是絲毫都用不上

力。那什麼是分別我執呢？我們明天再談。那個初地菩薩就可以斷，只要你

見空性就能夠斷，它就比較容易。那俱生的話，就比較難，它要到修道位才

可以。那分別我執呢，是見道位就可以斷了。只要你見空性、明白無我的道

理，就可以斷。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