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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相」者，顯相應(心所)等見、相分法，五蘊非一，言「種種」也。…… 

	

  2.1.2 總加料簡 

 【成論‧卷二】 
「等流習氣」為因緣故，八識體相差別而生，名「等流果」；果似因故。 

 

【述記‧卷二】 
習氣者，種子也，必有其果。未知生何？如何生果？能起何果？即有三義(以作判
別)。  
今顯(等流習氣)所生(之法)，通於八識(答生何法)，  
(等流習氣)能為因緣生八識也(答如何生果)。  
「體」謂體性(自體即自證分)，「相」謂相狀(即見、相分)。自證、見、相俱名為「識」

(的內在結構)。…… 
釋「等流」義為因緣生(「等流習氣」為因緣而生「等流果」, 答能起何果)；因緣之法
必同性故1。  
 
[解]此說「因能變」中的「等流習氣」(種子)能生八個識的自證分為「等流果」。 

因能變：種子à現行（識自證分） 

果能變：識自證分à 

 

      （客體）所分別（境物）  分別（主體） 

【成論‧卷二】 

「異熟習氣」為增上緣，感第八識酬引業力恆相續故，立「異熟」名。 

 

【述記‧卷二】 
前因能變中言「異熟習氣」既是(業)種子……未知生何？如何生果？能起何果？  
今顯(異熟業種子能作)增上緣生(果)，不(作因緣以)親生(自果)故。 

 

[解]「業種子」或善性、或惡性，但所生果報則是無記性，因與果的性類不同，非如「因

緣種子」親生自果，善性因能生善性果故。 

 

    等流習氣(因緣)   → 等流果(自類同性) 

    異熟習氣(增上緣) → 異熟果(別類異性) 

 

   「業種子」定義： 
                                                
1
 種與現、現與種，同時相似生。種與種，前後相似、相續生。 

識轉變 
見
分 

 

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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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是造作義。 
‧由意識造作善、惡等業所熏生之種子，名「業種子」。 
‧能感業果的操作程序： 

﹝驅策者：﹞意識相應之思心所，審慮、決定、動發， 
﹝執行者：﹞依身、語、意三， 
﹝所作事：﹞造作善、惡等業， 
﹝完事後：﹞新熏自思種子於第八識中， 

• 此思心所種子，有二種功用： 
      一、能生自﹝思心所種子﹞現行(意志作用：審慮、決定、動發)；  

   就此方面言，仍名為「名言種子」，不名為「業種子」。 
二、能助他無記名言種子(新的五蘊根身器界)，令起現行。  
    就此方面言，則名為「業種子」，不名為「名言種子」。 

  以無記性之名言種子(根身器界等功能)： 
         ‧作用微弱羸劣，非有資助，不能自起現行， 
         ‧必待作用強烈之善性或惡性業種子為增上緣，始能生自現果(新五蘊生命及

世界)。 
 又同一思種子， 
 ‧就其為「業種子」邊言，受果有盡，有受盡相。 
   即感一次異熟果已，後不再感果。 
 ‧就其為「名言種子」邊言，生果無窮，無受盡相。 
   每一遇緣，便起(意志)現行，現行時復熏新種， 
   新種遇緣，又能生現行也。 

 
所生「真異熟」者唯(指)第八識。 

增上緣生性(類)不同故，唯第八識是「總果」故。 

是果之主(要部分)，餘(別)果方生，主引生故；由強勝業引「總果」已，餘別弱業

方能生果。據其勝業名「引」(引業)，(牽)引餘(別)業生故。(總)報亦名「引」(業)，

引餘果故；業勝名「引」。 

果無間故，說「恆相續」。 

由「恆相續」及是「引果」，立「異熟」(果)名。餘法(第八識相應心所)亦爾(亦是

引業)。 

 

【成論‧卷二】 

感前六識酬滿業者，從「異熟」起，名「異熟生」，不名異熟，有間斷故。 

 

【述記‧卷二】 
顯異熟因所生未盡(果法不僅總報，還有別報)，即明亦感(招)前之六識，俱增上緣(而

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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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別果」(別報)，故(此)業名「滿(業)」。 

「引(果)」如作模(式樣)，「滿(果)」如填彩。 

以此六識從第八識「真異熟」起，名「異熟生」。 

以非是主(總果)，有間斷故，不名「真異熟」。 

成(就)圓(滿)果事，具足果事，名之為「滿」。亦通因(業行)果(報)，皆有(酬)滿義，

業(因)勝名「滿」。 

 

[解] 異熟果定義： 
• 由業種子為增上緣所感之果，名「異熟果」。 
• 業種子各隨其能熏之現行因力， 

或是有漏善性， 或是惡性；  
      所感之異熟果，則唯是無記性。 

• 即果望因，異類而熟(性類異故)，故名「異熟」。異熟有三義： 
(1) 異時而熟，謂因先果後，果之成熟，與因異時故； 
(2) 異類而熟，因是善惡業種，果是無記性之異熟果， 
              因果性類異故； 
(3) 變異而熟，由因變異，果方成熟故。 
 

• 此果報體(異熟果)有二： 
(1)  總報  

• 「總報」即第八識中名言種子所變之器界與根身。 
• 器界與根身：皆是第八識之相分， 

能變器界、根身之種子亦是第八識之相分； 
      故說總報體即第八識。 

• 所以名「總報」者， 
   以第八識相續不斷， 

遍於欲、色、無色三界， 
是果之主，(言「主」者，謂此果報由其所藏之種子所變生。) 
能通與前七識聚之一切相、見為所依故。 

• 由第八識所藏能生器界、根身之名言種子法爾各別，故所生之器界、根身，亦有

三界五趣差別。 
§器界亦名依報， 
即山河大地星球等是，是眾生依住處故。雖眾生共依，實則各自變起，和合似一。 

§根身亦名正報， 
即人、畜等身體。 
合依報與正報，名為「總報」。 
 

(2) 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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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報是前六識： 
以第八所變之總報(器界、根身)為本質， 
è而﹝前六識﹞託此本質各別變起之相分。 

• 此種相分，即前六識見分所緣之器界(五境之苦樂受用)與根身(美醜)； 
是為「別報」。 

• 別報既是前六識之相分，故說「別報」體即前六識。 
• 所以名「別報」者，因前六識： 

有間斷， 
不遍三界， 
以非是主， 
又受報各別不同故也。 

 
﹝從不同角度命名「總體、別體果報」：﹞ 

• 能引總報之業，名為引業。 
能酬滿別報之業，名為滿業。 

• 業種子資助親因緣名言種子，對於總、別報，祇為疏緣。 
於此稱業種子為異熟因， 
名總、別報為異熟果。 
此（1）異熟果，乃四緣中增上緣之果也。 

• 若對名言種親因緣，則應名之以（2）等流果(由種子、現行所生自果，或 
自同類所引起勝法) 。 
自一類法所引之同類勝法， 
如：下品善法所引中品善法， 
    中品善法所引上品善法， 亦名「等流果」。 
    善法如是，惡法及無記法可準知。(善因善果、惡因惡果) 

• 第八總報果體名「真異熟」，是無記性。 
• 前六別報果體從第八異熟識而生，故名「異熟生」，亦是無記性。 

      合真異熟及異熟生，名「異熟果」。 
 

由業種子為強烈的增上緣，擊發賴耶中相關的福與非福名言習氣為親因緣，感召

來生的異熟果(餘異熟)，作業與感果完全在自身的賴耶之內進行，結合種子理論，

保證「自作自受」及善惡因果規律，皆不離識而引發。 
 

【成論‧卷二】 

即前異熟及異熟生，名異熟果，果異因故。 

 

【述記‧卷二】 
釋生何果言「異熟果」，及釋異熟因是善惡，果無記故。別從總稱，二種俱名「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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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