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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記‧卷十二】 
上來雖別解後三句，出「能變體」，然未解釋「能變」（pariṇāma）之義，故今應

說。......  

束三能變合為二種，即以二義解「能變」也。 

 

   2.1.1.1 總列因能變之二因習氣 
【成論‧卷二】 
一、因能變（hetupariṇāma），謂第八識中等流、異熟二因習氣。 

 

【述記‧卷十二】 
此言「因」（hetu）者，即所由(而可得果法)故，謂「種子」也。辨體(種子)生現(行)，

為(色、心現象的)「現行」生(起)之所由(因、種子)也，此(因能變)名唯(對)望現(行)

果為名。…… 

「變」（pariṇāma）者，是轉變(成現行)義。 

 

在「三能變」初異熟(能變)中，顯所依止能持(種子)之識所有等流、異熟二種習氣

是也。 

言「習氣」者，是現(行所遺留的)氣分，熏習所成，故名「習氣」。 

(色法、心法能起現行的)自性(自類性質)親因名「等流」種。 

異性(善、惡之因)招感(無記果)名「異熟」種。 

一切種子二種攝盡。 ...... 
 

謂「因」即「能變」，名「因能變」(持業釋)，謂此二因能變生後自(同)類種、(等

流習氣轉變生起)同類現行，及(異熟習氣招感)異熟果故。 

 

[解] 唯識宗認為世間種種精神的、物質的現象，皆是阿賴耶識中各種心法或色法的名言
種子(因緣種)變現而起，如果眾緣具備時，種子即顯現成為諸法，名為「種子生現行」。
種子名相之建立，乃欲說明現行生起之因。就俗諦說「有實自體」(有體有用)，唯依世俗

假立種子之名，顯種子屬依他起性。 
 
《成唯識論》說種子是：「謂本識(賴耶)中親生自果功能差別。」也就是一法產生的
直接原因，如穀種有生麥的力用。各種現象有染、淨、善、惡、無記、色、心之差別，

亦各有自身的潛在功能。 
 

 
          種子     從能生講 
力        功能     從自體講 
          習氣     從熏習講 



成唯識論述記‧賴耶篇 18 

 
• 每一種子各是一種生生不已之力，有強弱變化的功用。 
• 每一眾生之第八識自體分中，皆積集無量種子，由第八識之見分攝持之，而形成

一股生生不息的大流。 
• 在此大流(一切種子如瀑流)中，每一種子遇眾緣具備則起現行。 
• 種子是現行之內蘊勢用，現行是種子勢用之顯現相狀； 
• 種子是諸法之因，種子無量，宇宙萬物的現象亦無量。 
• 有一種生生不息的力(頼耶)以統攝之。 
  

種子是第八�自體分(自證分)中所具有

能起現�之�。 

以其所具的能�能起現�，有似於稻、

麥等種之能生芽�； 

從譬喻�名，名為種子  

�從其自體�名， 

功者功用，能者能�。  
名之曰功能 

從其由現�熏�得生或增長， 

 

則稱之以習氣 

「習」謂熏習， 

「氣」者― 氣分； 雖無形相，而勢

用非無，故名之以氣分。 

 
「等流習氣」：「等」是相似，「流」是流類，等流(niṣyanda, flowing down, stream, the flow 
of sameness)即同類相似的因，「習氣」(vāsanā, perfuming, 曾現行及串習的潛勢力)為「種

子」的異稱；種子(因)與所生之果（現行法）相似而成同類的存在(the equality of cause and 
effect)，因善則果善，因惡則果惡，因果的性類相同，即稱等流習氣。此謂善、惡、無記

等三性諸法中，能由善因引生善果，由惡因引生惡果、由無記因引生無記果，熏成如是

同類的種子(有部則名「同類因」)。 
 
 

 

能變（pariṇāma） 

 

因能變之   果能變之   見分 

二因種子   八識自證分   相分 

 

「識轉變」指藏於第八阿賴耶識的諸法種子生起八識現行的過程，名為「因能變」，以能

變的力量根源在於種子。一切現象的出現又要透過現行八識而起，因此八識的自體名為

   等流習氣（niṣyanda-vāsanā） 
因能變 
   異熟習氣（vipāka-vāsanā） 
果能變  八識自證分    

假我、假法 



成唯識論述記‧賴耶篇 19 

「果能變」，顯示出由種子功能所生起的結果。 

識的自體(自證分、自體分)屬「能變」體，於分別活動中，又變現成「見分」與「相分」，

名為「所變」。 

諸法現行後，又熏發其餘勢氣分，投入於第八識內，成為新生的力量，這就是習氣或種

子，待緣又再從第八識中湧現，「熏習」能影響一個人未來的性格和素質。由前七識起活

動產生見聞覺知等認識，形成經驗的積累和行為習慣，在心理上遺留印象、痕跡、沉積

於第八識中，成為以後認識的依據，並可由此產生再認識的功能和作用。 

「異熟習氣」指心法、色法的異性招感之因，亦即前六識中熏習第八識的有漏善惡種子(業

種子)，為招感三界(無記性)「異熟果」(無記性)的「增上緣種」。 

    2.1.1.2 別解等流習氣 

【成論‧卷二】 
 

等流習氣，由(前)七識中善、惡、無記(種子現行所)熏令(熏)生、(熏)長。 

 
[解] 藏於賴耶中的有漏、無漏種子皆本然存在(本有的名言種子)。 
    從能熏的前七識一切相、見分，各各從自種起時， 
                ↓ 
    現行後有餘勢續生，是名習氣，熏入賴耶中而潛藏之，故現行識能「熏生」新種。 
                ↓ 
    遂成為一種新勢力，即名「新熏種子」，復能為「因緣」，生起後時一切相、見分。 
    此新種者，實即現行識之餘勢不絕者，所謂習氣是也。 
               ↓ 
    而現行識：熏生新種時，藏伏賴耶中一切「本有種子」之性類相同者，亦同時受現
行識所生習氣之影響，熏發而增長，此即「熏長」，屬「增上緣」。 

 
【述記‧卷十二】 
[成論]不以「等流所變之果」顯其(等流習氣)自性，但舉「等流能變之因」(能熏的

現行前七識)以顯自體。義顯所生(等流習氣)通諸有漏(善、惡、無記)三性之法各自

種子，(由現行諸識)所引(熏生、熏長)八識各各自果，「名言種子」是也。 

 

「等」謂(因法與果法的體性彼此)相似；「流」謂流類(彼此同類)。即此種子與果性

(善、惡、無記三性)同，相似名「等」；果是彼類(同類因法所流出)，名之為「流」。

即從等(相似之因法)所流(出)，從因為名，故名「等流」。即「等」之「流」(the flow 
of sameness)，依士釋也。即名言熏習(所得)種子是等流之習氣，名「等流習氣」。 

「等流」(是果)非因名，故等流習氣非持業釋。 

(「等流」是果名，「習氣」才是因名，故不能說「等流」即「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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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八識不能熏故，唯說(前)七(識現行熏)生。(第)七(識所熏的等流習氣)唯無記，

(前)六(識所熏的等流習氣)通(善、惡、無記)三性。 

 
   2.1.1.3 別解異熟習氣 

【成論‧卷二】 
異熟習氣（vipāka-vāsanā），由六識中有漏善、惡熏令生、長。 

 

【述記‧卷十二】 
前等流因是因緣種(名言種子)，其所生果即通八識種(應為八種識)。 

此異熟因增上緣種，即是「有分熏習種子」(有分 bhavāṅga，存在之因，即三有果報

之助因、業種子)，不以所生異熟之果顯其因性，但舉此「因能變」之因以彰自體。

義顯「所生」(異熟果報是無覆無記的業果，故剔)除(有覆無記)第七識，可通餘(第

八及前六)識及五蘊等(無覆)無記之法。 

 

此(異熟習氣)體唯通善、惡二性，(業)果唯無記，前因(等流習氣)因果皆通三性。

第七識唯無記，非異熟因，勢力羸劣，不感果也。此非異熟(因)，有覆(無記)性故；

第八(識)不能熏(習)。此中皆不說。 

 

明「因能變」(等流及異熟習氣)即是種子，轉變生果。果通種子及與現行，自類種

子亦相生故。…… 

言「異熟」者，如前已說。「異熟習氣」(能生異熟果之習氣)，唯依士釋。果是「異

熟」，因名「習氣」故。…… 

 

[解]  
善與不善的意義是要從活動上看的，通過活動（業）的善惡性，於是可以解釋生命的上

升與沉淪。 

「無記」者，即不作善與不善的記別。 

「無記」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它不能招致異熟果。 

 

末那識雖與四煩惱相應而成染污性，但與經驗表層的善、惡活動不在同一層次。由前六

識發出經驗表層的活動，是有善惡三性的，但末那識並不冒上表層，它祇是使這些善惡

三性的活動染上自我色彩而已，因此只是「有覆無記性」，不招業果。 

 

【成論‧卷二】 
二、果能變（phala-pariṇāma），謂前二種習氣力故，有八識生，現種種相。 

 
【述記‧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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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二因(等流習氣的名言種子、異熟習氣的業種子)所生(八識的自體分/自證分)現

果，謂(具)有(能)緣法、能變現(見分、相分)者，名「果能變」。非(一切)因(種子)

所生(如自類未現行的等流種子、見分、相分等皆不等合「能緣」、「能變現」義)皆名為

果(能變)。不爾，種子應名「果變」，自(類)相生(種生種)故。此果能變即自證分，

能變現生見、相分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