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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如前所說(從異熟起)故，其第七識非異熟種之所引生，因位唯染(有覆無記)，

果(位)無漏故…… 

 
【成論‧卷二】 
此中且說我愛執藏、持雜染種(初)能變果識名為「(真)異熟(果)」，非謂一切。 

 
【述記‧卷十二】 
雖異熟果通七識有，今初能變唯真異熟。我(愛)所藏故，持(雜)染種故，名真異熟。

非說一切業所感者(如不能持種的別報異熟)皆初能變。 

「持雜染種」，即顯(持)善、惡業(種)果(法)名(真異熟)識。 

「能變果識」(果能變)者，顯此非是能變之中因能變也，不能熏故。 

「我愛執藏」，顯初名(初位阿賴耶識之名)也。 

言「異熟」者，或異時而熟，或變異而熟，或異類而熟，或異熟因所招(果法)，名

「異熟果」。…… 

 

[解]李潤生《成唯識論述記解讀‧破執篇》(四), p. 2353-4 圖解： 

因能變 生果方式 所生果法 所生果名 
等流習氣(名言種子) 作因緣 八識 等流果 

異熟習氣(業種子) 作增上緣為引業、總因 第八識 真異熟果(名總報、引果) 

 作增上緣為滿業、別因 無記前六識 異熟生(名別報、滿果) 

 

  2.2 廣明三種能變識相 

   2.2.1  解初異熟識能變相  

【成論‧卷二】 
雖已略說能變三名，而未廣辨能變三相，且初能變，其相云何？ 

 
【頌文】 
頌曰：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不可知執受、處、了。常與觸、作意、受、

想、思相應。唯捨受。是無覆無記；觸等亦如是。恆轉如暴流。阿羅漢位捨。 

 

【述記‧卷十二】 
問︰頌文何故如是次第？  
答曰︰宗明唯識，若不了知能變識體，何以能解法皆識變？雖了能變及法唯識，

義猶未盡，理更須彰…… 
   

本頌以十門解釋︰  
  一、自相：謂「初阿賴耶識」。  
  二、果相：謂「異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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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因相：謂「一切種(子識)」。  
  四、所緣：謂「執受、處」。  
  五、行相：謂「了(別)」、「不可知」者，即於所緣(執受、處及)行相(ākāra, mental 

form, perceptual image，指心、心所認知境的活動時，於能緣心上顯現所緣境

的影像)之內差別(viśeṣa，特色 attribute、類別 kind)之義，既無別用(途)，故

非(必要)別(開一)門。  
  六、相應：謂「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  
  七、五受：謂「相應唯捨受」。一「相應」言，通二處(五心所及捨受)也。  
  八、三性：謂「是無覆無記」。  
  九、因果譬喻：謂「恆轉如暴流」。  
  十、伏斷位次：謂「阿羅漢位捨」。  
   「觸等亦如是」者俱時心所，例同於(心)王，非是分別(說明)第八識也。…… 
 
  2.2.1.1 明自相果相因相三門 

【成論‧卷二】 
初能變識，大、小乘教名阿賴耶。 

 

【述記‧卷十二】 
初、略解三相……先解「自相」，次解「果相」，後解「因相」。…… 

此識總於「大、小乘教名阿賴耶」，下第三卷，大、小乘經自有證故，非此「阿賴

耶」名，大乘獨有。 

 

【成論‧卷二】 
此識具有能藏、所藏、執藏義故。 

 

【述記‧卷十二】 
此釋「藏」義通合三種。《攝論》卷二云：謂(賴耶)與(雜)染法互為(增上緣及因)

緣故，為染末那所緣義(境)故。 

 

【成論‧卷二】 
謂與雜染互為緣故，有情執為自內我故。 

 

[解] 《攝大乘論‧所知依分》原文為： 
「一切有生雜染品法(有漏法)，於此攝藏為『果性』故。  
又即此識，於彼(諸法種子)攝藏為『因性』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  
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為『自我』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  

 

【述記‧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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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耶)能(攝)持染種(有漏種子)，種(子)名「所藏」，此識是「能藏」。 

(賴耶)是雜染法(有漏法的)所熏、所依，(故)染法名「能藏」，此識為「所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