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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有五

窺基大師《瑜伽師地論略纂》：

1、不了解，因不懂而問。

2、疑惑，有懷疑迷惑故問。

3、試驗，為試驗說法師程度高下而發問。

4、輕觸，因輕視觸惱說法師故，提出問題難問。

5、利樂有情，為了利益安樂有情而問，不是為了
自己。



論文

云何五識身相應地？

謂五識身自性。

彼所依彼所緣。彼助伴彼作業。

如是總名五識身相應地。

何等名為五識身耶？

所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名詞釋義

•自性：識的本質特性。

•所依：識的產生和活動所需之依托。

•所緣：識所攀緣的對象。

•助伴：某一識生起必然伴隨之心所。

•作業：識的作用。



依 緣(條件)

•前五識 五識同依淨色根

•浮塵根

•淨色根



云何眼識
自性？
依眼了別色

眼識所依

俱有依謂眼。

等無間依謂意。

種子依謂即此一切種子。

執受所依。異熟所攝阿賴耶識。



云何眼識
自性？
依眼了別色

眼識所依

如是略說二種所依。謂色非色。

眼是色 餘非色。

眼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淨色。
無見有對。

意謂眼識無間過去識。

一切種子識。謂無始時來樂著戲
論。熏習為因。所生一切種子異
熟識。



戲論
〈攝事分〉卷91：「當知此中能引無義思
惟分別所發語言，名為戲論。何以故？
於如是事，勤加行時，
不能少分增益善法，損不善法。」



1、顛倒戲論，凡夫有我法二執，於五蘊身執著常樂我

淨，於諸法執為實有，依此思惟分別而發出種種語言。

2、唐捐戲論，是指所說的話毫無意義，白白浪費。

3、諍競戲論，因為諍論競賽而發的語言，如打官司、

相罵或做種種競賽時所發的言語。

4、於他分別勝劣戲論，與他人較量高下。

5、分別工巧養命戲論，士農工商等各種職場技術相

關語，及如何養生保命等語言。

6、耽染世間財食戲論，談論有關世間耽著貪染金錢

財物及飲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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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識具能藏、所藏、執藏三義。
（一）能藏，謂第八識善於自體中含藏一切萬法之種子。

（二）所藏，指現行熏種子義而說，亦即此識為七轉識

熏習諸法種子之場所。

（三）執藏，謂第八識恆被第七末那識妄執為實我、實

法，故又稱我愛執藏。故阿賴耶識也稱為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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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識(阿賴耶識)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第七識
(末那識) 法塵

意識
味塵

色塵

香塵

觸塵

聲塵耳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眼根

第八識 受熏持種根身器
去後來先作主公

受薰

持種
持根身

持器界



阿賴耶識是善惡業招感的異熟果報，
也稱異熟識。
異時而熟：前六轉識造了種種身口意的善惡業，並不

是馬上得果，要經過一段時間，因緣成熟才會得果。

變異而熟：因有善惡，果唯無記。

異類而熟：從造業到得果，經種種時間、性質、輕重

等變化而成熟，果報與業因並不完全等同，稱為變異而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