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一、「心」的一般意義（p.141-143） 

 

（一）統一的心──「心、意、識」 

1、經的用語 

《雜阿含經》說：「彼心意識，日夜時刻，須臾轉變，異生異滅」（大正二‧八一下──

八二上、南傳一三‧一三七── 一四０）。4為了說明內心的生滅無常，提到了「心意識」。

心（citta），意（manas），識（vijñāna），這三個名詞，有什麼不同的意義？ 

2、論的解說 

一般都以為可通用的；但有了不同的名字，當然可依使用的習慣，而作出不同的解說，

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二（大正二七‧三七一中）說： 

「心、意、識三，亦有差別，謂名即差別。…… 

復次、世亦差別，謂過去名意，未來名心，現在名識故。 

復次、施設亦有差別，謂界中施設心，處中施設意，蘊中施設識故。 

復次、義亦有差別，謂心是種族義，意是生門義，識是積聚義。 

復次、業亦有差別，謂遠行是心業……，前行是意業……，續生是識業……。 

復次、彩畫是心業……，歸趣是意業……，了別是識業……。 

復次、滋長是心業，思量是意業，分別是識業」。 

心，意，識三者的差別，論師是從字義，主要是依經文用語而加以分別的。 

3、心的重要意義 

（1）心是「種族義」 

其中，「心是種族義」，種族就是界（dhātu）。如山中的礦藏──界，有金、銀等不同性

質的礦物，心有不同的十八界性，所以說「心是種族義」。5
 

（2）心是「滋長義」 

又有「滋長義」，所以《俱舍論》說：「集起故名心。……淨不淨界種種差別故名為心」

（大正二九‧二一下）。 

《攝大乘論本》說：「何因緣故亦說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大正三一‧

一三四上），成為能生染淨法的種子心，也就是心種能生的唯識說。6
 

（3）小結 

所以，「心是種族義」與「滋長是心業」，對大乘唯識學，是有重要啟發性的。7
 

                                                       
4 《雜阿含經．289 經》卷 12（大正 2，81c14-17）： 

彼心、意、識日夜時刻，須臾轉變，異生、異滅，猶如獼猴遊林樹間，須臾處處，攀捉枝條，

放一取一。彼心、意、識亦復如是，異生、異滅。 
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1（大正 27，367c21-368a19）。 
6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p.59）： 

阿賴耶識，「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所以也叫心；心就是種種積集的意思。能熏習的轉

識與本識俱生俱滅而熏成諸法種子的時候，阿賴耶能為諸法種子積集的處所；也因諸法的熏

習而賴耶因之存在，所以叫它做心。 
7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264-265）： 

在經部中，有的就將種子（潛能）的存在，與微細識統一起來，種子在細心識中；瑜伽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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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種差別心──心所 

1、心的通稱──與身相對 

從經文的用語去看，「心」，多數是內心的通稱。如與身相對而說心，有身行與心行，

身苦與心苦，身受與心受，身精進與心精進，身輕安與心輕安，身遠離與心遠離：這

都是內心通泛的名稱。 

2、心的種種差別 

一切內心種種差別，是都可以稱為心的，如善心，不善心等。在他心智（para-citta-jñāna）

所知的他有情心，《相應部》分為十六心：有貪心，離貪心，有瞋心，離瞋心，有癡心，

離癡心，攝心，散心，廣大心，非廣大心，有上心，無上心，定心，不定心，解脫心，

不解脫心（南傳一六下‧一一四）。8
 

 

（三）結說 

各經論所說，雖有出入，但泛稱為心，都是一樣的。由於心是內心（心心所）的通稱，

也可說內心的統一，所以《雜阿含經》說：「心惱[染]故眾生惱[染]，心淨故眾生淨」（大

正二‧六九下、南傳一四‧二三七）；心可說是染淨、縛脫的樞紐所在了！ 

 

                                                                                                                                                                         
也就依此而成立攝藏一切種子的阿賴耶識（ālayavijñāna）。如世親所造的《大乘成業論》（大

正三一‧七八四中──下）說：「一類經為量者，……心有二種：一、集起心，無量種子集起

處故；二、種種心，所緣行相差別轉故。……異熟果識，攝藏種種諸法種子。……有說頌言：

心與無邊種，俱相續恆流。遇各別熏緣，心種便增盛，種力漸次熟，緣合時與果」。 
8 《相應部》〈神足相應〉S. 51.11。（《日譯南傳．16 下》，p.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