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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辨相攝（分十五科）    癸一、攝緣法義（分二科）    子一、了相作意  

此中了相作意，攝緣法緣義。  

〈三摩呬多地〉分兩科，第一科「結前生後」，第二科「標列隨釋」。這個「標列

隨釋」裏邊分四科，第一科「總標」，第二科「安立」，現在是第三科「作意及所緣」。

「作意及所緣」裏邊就是「結前生後」和「別釋二種」，解釋這作意和所緣。先解釋「作

意差別」，「作意差別」裏邊分兩科，第一科是「出二種」；「出二種」就是「總標」和

「別辨」。這個「別辨」裏邊，「七種作意」和「四十作意」這兩種作意解釋完了。現

在是第二科「辨相攝」，這七種作意和四十種作意彼此相賅攝，就是相同性質的就叫做

「相攝」，是這樣意思。這個相攝裏邊分十五科，第一科是「攝緣法義」，分兩科，第

一科是「了相作意」。  

「此中了相作意，攝緣法緣義」，這個「了相作意」是七種作意裏邊的第一種，叫

「了相作意」。這「了相作意」什麼意思呢？假設是修禪定的話，你成就了未到地定的

時候，繼續想要得初禪，如果是這個人肯這樣努力，他「了相」就是明了它的相貌，

明了什麼相貌呢？就是欲界是特別粗鄙、苦惱的境界，色界定以上是特別微妙安樂的

境界，要明了這樣的相貌，這叫做「了相作意」。而這「了相」這個「了」是明了，也

就是認識的意思；我肯定的、我決定地知道欲界是不可愛的，色界以上的境界是非常

美好的，那麼這樣的認識、也是這樣的思惟的，那麼就叫做「了相作意」。  

這個七種作意的第一個作意，是「攝緣法緣義」，它能夠攝持、賅攝這四十種作意

裏邊的第一個作意是「緣法」、第二個作意就是「緣義」；那麼這了相作意能攝這四十

作意的緣法和緣義。這個「法」也有它的相貌，「義」也有它的相貌的，這前邊我們講

過很多次了；「法」是能詮顯的，「義」是所詮顯的，這個能詮與所詮也都是相貌，你

能夠認識通達，這就叫做了相作意，這樣意思。  

 

子二、餘六作意  

餘六作意，唯攝緣義。 

這七種作意除掉了第一種了相作意，剩下來的還有六種作意。六種作意，就是勝

解作意、遠離作意、攝樂作意、觀察作意、加行究竟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這六種

作意。這六種作意是「唯攝緣義」，就是在緣法作意、緣義作意這兩種，它只是能夠攝

緣義作意這一種，那個緣法作意就不提了。這個意思，這個勝解作意以後都是修所成

慧。在三種智慧來看：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行成慧；都是修所成慧的境界，都是

在禪定裏邊所觀察的。但是了相作意也是通於禪定的，它也通於聞慧，似乎也應該能

於思慧，但是這地方好像沒提，就是通於聞慧和修慧。那麼其餘的六種作意「唯攝緣



《瑜伽師地論》卷十一．《披尋記》p386-388‧1997/08/14‧Tape126 

第 2 頁，共 14 頁 

義」，因為只是在禪定裏邊思惟觀察的事情，所以叫「緣義」。但是「緣義」實在也一

定有「緣法」；因為這「義」不能夠獨立的，它離開了能詮顯的文句，這「義」是不能

夠獨自存在的，一定有能詮顯的文句然後這「義」才能顯現出來，所以有「義」也應

該是有「法」。可是文上說「唯攝緣義」，這話的意思就是偏重於緣義，這樣意思。  

前面也提到「依義不依文」，那就是這個意思；依義不依文，一定還是有文的，只

是你偏重於義就是了，這裏也是這樣的意思；就是特別重視這個義，你能夠去觀察思

惟，你才能夠有成就，這樣意思。  

 

癸二、攝緣身受心法  

緣身等境四種作意，遍在七攝。 

這個緣身受心法的境界這四種作意：緣身作意、緣受作意、緣心作意、緣法作意，

就是四念住。這個四念住這四種境界就是四種作意，這四種作意就是四十作意裏邊的，

「遍在七攝」，它普遍的在七種作意裏邊含攝了；就是七種作意裏邊都通於這四種作意

的。這四種作意你要了它的相，也要勝解作意的……。  

這七種作意的大義應該解釋一下。這個「了相作意」；譬如你修無我觀，你一定要

把這無我的相要明了；什麼叫做我、什麼叫做無我？你觀一切法空，什麼叫做空也要

明白，它有個相貌，你要明白它的相，能這樣的肯定的、沒有猶豫的認識空的道理，

那麼那叫做「了相作意」。這是第一。  

第二個「勝解作意」是什麼意思呢？「勝解作意」就是開始修行了，這裏邊是說

是在禪定裏邊。這「了相作意」應該是在未到地定裏邊；你得到了未到地定，然後進

一步修這七種作意，這次第是這樣子。但「勝解作意」似乎已經得到初禪了，所以是

在禪裏面勝解；勝解什麼？還是了相，就是數數地思惟觀察你了的相，是這樣意思。

數數地的思惟觀察無我的道理，思惟這個不淨：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

法無我，這個道理你數數地思惟觀察，在禪定裏面，那麼這就叫做「勝解作意」。  

第三個是「遠離作意」。「遠離作意」什麼意思呢？你數數勝解就是修毘婆舍那的

意思，當然也有奢摩他在裏邊。你數數的這樣修，你不會徒勞的；斷煩惱了，把欲界

的煩惱、這貪嗔癡的煩惱斷了，叫「遠離作意」，就是把煩惱同你分離了，它不再困擾

你了。而這個煩惱是欲界的上品煩惱，就是最強烈的煩惱，那麼這叫做「遠離作意」。 

第四個是「攝樂（ㄧㄠˋ）作意」，也可以唸「攝樂（ㄌㄜˋ）作意」。就是你斷

了多少煩惱，強烈的煩惱斷掉以後，這個時候你的身口意就解脫自在，和以前沒斷煩

惱的不同。就是你感覺到斷煩惱有大功德，原來是這樣子；以前有煩惱的時候，是這

樣苦惱，現在斷了煩惱是大快樂，有很大很大的功德，很大很大的能力。那麼你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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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斷煩惱的功德勝利，得到勝利、還得到快樂，這煩惱一沒有了以後感覺到身心都是

快樂，其實就是輕安樂。那麼得到了這個樂，一有這種感覺的時候，他這個人自然是

發道心，就是願意繼續努力修行斷煩惱，「我還有煩惱沒斷嘛！」還有剩餘的，繼續要

斷煩惱；就是努力的繼續修行，這是一個現象、一個反應。同時也會享受遠離煩惱的

快樂、喜樂；有喜有樂，他享受這個喜樂。就是這樣子享受遠離煩惱的喜樂，又努力

地修止觀來斷未斷的煩惱，於是乎欲界的煩惱又斷除去很多，就是中品的煩惱；上品

的煩惱在遠離作意時已經斷了，現在在攝樂作意這個地方，把中品煩惱也斷掉了。所

以這個攝樂作意，他願意享受遠離煩惱的喜樂，所以唸ㄌㄜˋ也可以，唸ㄧㄠˋ也可

以，就是歡喜繼續努力的修行斷煩惱。以前初開始用功修行的時候，尤其是沒得定的

時候斷煩惱很難，雖然打板了去靜坐，心裏面不是太歡喜；現在可不是，心裏歡喜靜

坐歡喜斷煩惱，所以叫做攝樂（ㄌㄜˋ），也可以叫做攝樂（ㄧㄠˋ）。這樣子說，遠

離作意是斷欲界的上品煩惱，攝樂作意是消除欲界的中品煩惱，就這樣說。  

第五個「觀察作意」。這個上品煩惱也斷掉了，中品煩惱也斷掉了，這個時候他自

己，這個修行人他感覺好像沒有煩惱了。但是這個修行人很認真，他不大意，自己實

際上觀察自己：我是不是把煩惱斷掉了呢？還有沒有煩惱呢？考驗自己、自己考驗自

己，這時候叫做「觀察作意」。自己考驗自己，或者是有這個善知識來考驗你，或者是

你的同學來考驗你，或者是魔王來考驗你，或者你自己主動的考驗自己，考驗自己的

結果，還是有多少煩惱的。  

有多少煩惱、這時候「加行究竟作意」，就繼續努力地修不淨觀、繼續修止觀，這

時候叫做「加行究竟作意」。這加行究竟作意就把這個欲界的下品煩惱斷掉了、沒有了。

沒有了的時候就是你進了一步，就是從未到地定進了一步得到初禪了，色界初禪。得

到了色界初禪，這個時候名之為「加行究竟果作意」。這七種作意是這樣意思。  

我初初地、我第一次讀這《瑜伽師地論》，讀《雜集論》上也有這七種作意，看完

了以後頭疼。這七種作意要把它完全記住，還都不容易；能把它這義很分明的記住，

也不容易。但是我現在沒這個感覺，這七種作意的道理，「義」的段落很分明，一點也

沒有離亂。  

那麼現在用這七種作意和四十作意去配合；這個「了相作意」是攝這個緣法、緣

義作意。「餘六種作意，唯攝緣義作意」，是這樣解釋。  

「緣身等境四種作意」，這是第二科「攝緣身受心法」。這一個科「遍在七攝」，就

是這七種作意裏邊都有「身受心法作意」，所以是「遍在七攝」。  

 

癸三、攝勝解真實（分二科）           子一、就前門  



《瑜伽師地論》卷十一．《披尋記》p386-388‧1997/08/14‧Tape126 

第 4 頁，共 14 頁 

了相、勝解、加行究竟果作意通攝勝解、真實作意；觀察作意唯攝勝解；

餘三作意唯攝真實。此就前門。 

這是第三科「攝勝解真實」，分兩科，子一「就前門」，子二「就餘門」。這個「前

門」和「餘門」，我看了老半天也不知道指什麼說的。後來有點分別心，「前門」是什

麼？就是七種作意是「前門」；四十作意是「餘門」，是這個意思。這個《披尋記》上

也說得很清楚，但是我還沒有看明白。等一會兒我們講這《披尋記》，還是要講。  

這個就「前門」來說，就是就「七種作意」來說，「了相、勝解、加行究竟果」這

三種作意：了相作意、勝解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這三種作意是「通攝勝解真實作

意」，這三種作意是通攝勝解作意、通攝真實作意的，這樣意思。這裡說這個勝解作意，

從字面上說就是你認識得非常有力量，你對這件事的理解力很有力量，別的人用什麼

理由來反駁你，都是駁不倒你的，你對這樣事情的看法很堅定，這是勝解作意。可是

在這裡底下加個「真實作意」來說，這表示勝解作意不是真實作意。  

勝解作意是什麼作意？是假想觀，或者說它叫做增益作意，前面有解釋叫做「增

益作意」。這個「增益作意」怎麼講呢？就是擴大了，把這件事擴大了。譬如說這個觀

身不淨，其實是擴大了，九想觀的不淨是把這身體的不淨擴大了；我們現在生存的時

候，四大調和的時候，他沒有膨脹、青瘀、膿爛，但是你就是這樣觀，這叫做「勝解

作意」。這勝解作意這樣觀什麼意思呢？能破這個貪欲心。佛的智慧是非常妙，要這樣

子破我們的貪欲心，這的確是有這種作用。  

現在這裏的意思就是「增益」，說這是假想觀也可以。說「增益」就是把原來所具

有的意義把它擴大了，就是增加了好多部分，叫「增益」。其次譬如你修這個火三昧、

修火觀、觀火；觀火是以火為所緣境，但是你成功了，所有的山河大地都可以觀之為

火，都有火的相貌出來，那麼就是增加了，就是「增益作意」。「勝解作意」也就是「增

益作意」，也就是「假想觀」。但是「假想觀」可是很厲害的，譬如說是觀音菩薩，他

就是用勝解作意來救護一切眾生。譬如說我們在大海裏面坐船，這船要翻了，你念觀

世音菩薩呢，出來一個島子，這船在島子上面不沈下去了。其實那島子是沒有的呀！

但是觀世音菩薩一作意就出來一個島子。說現在房子起火了，念觀世音菩薩的時候就

來一陣大風把火就滅了，那個風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勝解作意，那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定

自在所生色。我們在沒得定，或者得定還沒入聖位的時候這樣修，將來是有作用的，

將來這個勝解作意是有作用的。  

所以這勝解作意是個假想觀；真實作意是真實的，觀一切法空、諸行無常、諸法

無我、涅槃寂靜，這是真實作意。那麼現在這裏說這個了相作意、勝解作意、加行究

竟果作意裏邊它也能攝勝解作意、也攝真實作意。了相裏邊也有勝解作意、也有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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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勝解裏面，加行究竟果裏面都有這兩種作意，通攝這兩種作意的。  

「觀察作意唯攝勝解」，就是七種作意裏邊那個「觀察作意」，我剛才解釋過，「觀

察作意」是幹什麼的？就是觀察自己的煩惱斷沒斷？考驗考驗自己，叫「觀察作意」。

那麼這「觀察作意」在四十作意裏邊那個「勝解作意」，它們是相攝的；「勝解作意」

那就是假想觀的意思。那麼「觀察作意」是什麼意思呢？我感覺我沒有煩惱了，那麼

自己試一試自己有沒有煩惱，就是觀察這個欲的境界，看看自己的心和這欲的境界怎

麼樣反應？其實沒有欲的境界，只是心裏面的妄想，所以是假想，是一種假想觀，所

以叫做「勝解作意」。所以觀察作意在七種作意裏邊，這「觀察作意」和這「勝解作意」

它的含義是相似的、是相同的，所以它們是相攝的。  

「餘三作意，唯攝真實」。這前面了相作意、勝解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觀察作

意，這四個作意；七作意裏邊去掉了四個還有三個，還有三個哪三個？是遠離作意、

攝樂作意、加行究竟作意。那麼這三個作意在這兩個作意裏邊；一個勝解作意、一個

真實作意裡面，屬於那一個呢？「唯攝真實」，是屬於真實作意。那麼這什麼道理呢？

因為這個遠離作意、攝樂作意、加行究竟作意是斷煩惱的，你這樣修行能斷煩惱的，

斷煩惱一定用「真實作意」才能斷煩惱；假想不行，想只能伏煩惱，不能斷，只能降

伏煩惱。那麼這三個作意不是勝解作意，它是「真實作意」，這在七種作意裏邊是這樣

解釋，這樣意思。  

「此就前門」，這樣解釋是就七種作意的含義來解釋的；若在四十作意裏邊，那又

不是這樣了。這是子一、「就前門」；子二、「就餘門」。  

 

子二、就餘門  

就餘門者，當知隨應。 

隨其所應，那就不止於此了，那個意義就更廣了，這麼解釋。  

 

《披尋記》三八六頁：  

了相、勝解、加行究竟果作意至當知隨應者：此中二門，差別解釋。就前門中了相作

意，若了增益事相即攝勝解作意，若了自相、共相及真如相即攝真實作意。如是勝解

作意，或於增益事相數起勝解，或於自相、共相及真如相數起勝解，是故亦攝勝解真

實二種作意。於加行究竟果中或隨所欲於諸事相增益作意思惟，或以自相共相及真如

相於彼諸法如理作意思惟，是故亦攝勝解真實二種作意。觀察作意，為欲觀察煩惱斷

與未斷，隨於一種可愛淨相作意思惟，是故此說唯攝勝解。所餘遠離、攝樂、加行究

竟三種作意約彼正斷煩惱為論，是故此說唯攝真實。就餘門中，觀察作意若為觀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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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證及先所觀諸法道理，是即亦攝真實作意。又攝樂作意一分思惟修道諸歡喜事，

是即亦攝勝解作意。由是此說，當知隨應。  

「了相、勝解、加行究竟果作意至當知隨應者：此中二門，差別解釋」，不同的解

釋。「就前門中了相作意，若了增益事相即攝勝解作意」，你若去了別、去認識、去觀

察「增益事相」，那就是屬於「勝解作意」了。「若了自相、共相及真如相，即攝真實

作意」，所以這「了相作意」也通於「勝解」，也通於「真實」。「如是勝解作意」；這個

「了相作意」這樣子，「勝解作意」也是這樣子。「或於增益事相數起勝解，或於自相、

共相及真如相數起勝解，是故亦攝勝解真實二種作意」，前面那個「勝解」是七種作意

的勝解；底下那個「勝解真實」是四十作意裡面的，這樣意思。  

「於加行究竟果中或隨所欲」，「加行究竟果」這話什麼意思？就是這個人已經得

了禪定了，得到初禪以上的境界了，他成功了的人；他是怎麼樣的呢？「或隨所欲」，

或者可能是這樣子：隨自己的心意「我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是這樣意思。那麼「於

諸事相增益作意思惟」，他願意這樣思惟就這樣思惟，那就是他通攝了勝解作意了。「或

以自相共相及真如相於彼諸法如理作意思惟，是故亦攝勝解真實二種作意」，前一段是

勝解，後一段是真實；所以這個勝解作意、真實作意它都包括在內了。  

「觀察作意」，前邊這是了相作意、勝解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這三個說完了。

這底下就說「觀察作意」。「觀察作意，為欲觀察煩惱斷與未斷，隨於一種可愛淨相作

意思惟」，那麼他就用這個在沒斷煩惱以前認為可愛的境界，他現在來反省自己的時

候，隨哪一種可愛的淨相作意去思惟去，這樣子來看自己內心的反應。「是故此說唯攝

勝解」，這樣子這個觀察作意就是屬於「勝解作意」了。這個「隨於一種可愛（的）境

相」，那是自己分別來的，你坐在那裏閉上眼睛來思惟，那有可愛的境相事？心裏面的

境界自己想來的，所以是增益作意，那麼就是「勝解作意」。「是故此說唯攝勝解」，這

個觀察作意只屬於「勝解作意」。  

「所餘遠離、攝樂、究竟加行究竟三種作意，約彼正斷煩惱為論，是故此說唯攝

真實」，這三種作意，彼七種作意裏邊這三種作意是正斷煩惱的一種修行。這正斷煩惱

來說，「是故此說唯攝真實」作意。這個遠離作意、攝樂作意、加行究竟作意是屬於四

十作意裏面的「真實作意」。  

「就餘門中」，前面是就「前門」說，就七種作意來解釋。「就餘門」就是四十作

意裏邊的道理來說，觀察作意「若為觀察自己…」，這「觀察作意」就不限於斷不斷煩

惱這個問題，就不限於反省自己，而是也可以做不同的解釋了。怎麼解釋呢？就是「觀

察自己所證」，觀察自己所成就的功德，當然要真實，或者是怎麼樣的觀察。「及先所

觀諸法道理」，觀察自相、共相、觀察諸法真如的道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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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即亦攝真實作意」，這個「觀察作意」也包括真實作意在內了。所以在七種作意裏

邊來說，「觀察作意」只可以說是勝解作意，是假的、假想觀；但是若就餘門來說，它

也通於真實作意，「是即亦攝真實作意」。  

「又攝樂作意一分思惟修道諸歡喜事，是即亦攝勝解作意」，這個「攝樂作意」，

前邊說只是「真實作意」；現在這裏邊說是「一分思惟修道諸歡喜的事情」，修道諸歡

喜的事情，你有成就的時候你心裏也歡喜，那麼若是斷了煩惱得到輕安樂了，那個輕

安樂來了你也是有喜樂，就有這些事情。這樣說，「是即亦攝勝解作意」，不全是屬於

真實作意。「由是此說當知隨應」，所以由這個道理，所以這裏邊「隨應」，若是隨其個

別不同的意義，就可以做不同的解釋了，這樣意思。  

這是第三科，「攝勝解真實」。  

 

癸四、攝有學等（分二科）           子一、通七作意  

七種作意皆攝有學及非學非無學二種作意。 

這第四科「攝有學等」作意，分兩科，第一科「通七作意」。  

這「七種作意」皆攝有學作意、非學非無學二種作意；這個非學非無學的作意，

和有學作意，都攝在七種作意裏面。這個地方這個「有學」是佛教徒修四念住已經成

功了的聖人，他當然這七種作意他都要修。「非學非無學」這不是聖人，就是一般的凡

夫，那個一般的凡夫也沒有修七作意，為什麼說他有七種作意？就是修禪定的人，外

道，不是佛教徒，但是他也不是有學，也不是無學，但是他修禪定了，他這個禪定也

要有七種作意，所以也通於這個。  

 

子二、唯二作意  

亦攝無學作意，謂清淨地了相作意及加行究竟果作意。 

這是第二科；前面是「通七作意」，這裏面「唯二作意」，不是「通七」。  

「亦攝無學作意」，這「無學」作意就是阿羅漢以上的聖人，「謂清淨地了相作意

及加行究竟果作意」，這「清淨地」前面解釋過，就是他得了聖道以後、得了阿羅漢以

後，他的眼耳鼻舌身意無論去接觸什麼樣的色聲香味觸法，他心是清淨的，這叫做「清

淨地」。這樣子，他裏面也有了相作意，也有加行究竟果作意在內的，所以是這樣意思，

說「唯二作意」，攝這兩種作意。  

 

《披尋記》三八七頁：  

七種作意皆攝有學及非學非無學二種作意者：由七作意通世出世，是故說攝有學及非



《瑜伽師地論》卷十一．《披尋記》p386-388‧1997/08/14‧Tape126 

第 8 頁，共 14 頁 

學非無學二種作意。  

「七種作意皆攝有學及非學非無學二種作意者：由七作意通世出世」，這一句話明

白了；通世間非佛教徒修學禪定的人，所以「非學非無學」他也有七種作意，「是故說

攝有學及非學非無學二種作意」，這句話說明白了。  

 

癸五、攝遍知等（分三科）           子一、了相勝解觀察作意  

了相、勝解、觀察作意攝遍知作意。 

這是第五科「攝遍知等」作意，分三科，第一科是「了相勝解觀察作意」。就是了

相作意、勝解作意、觀察作意這三種作意「攝偏知作意」，四十作意裏邊有個「遍知作

意」。這遍知作意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了相、勝解、觀察，具足這三個意思叫「遍知作

意」，所以是相攝。  

 

子二、餘三作意  

餘三作意，攝正斷作意。 

「餘三作意」是哪三個？就是遠離作意、攝樂作意、加行究竟作意，這三個作意

能攝四十作意裏面的「正斷作意」；「正斷作意」就是斷煩惱。現在這遠離作意、攝樂

作意、加行究竟作意也是能斷煩惱，所以他們有相同的意義，所以可以相攝了。  

 

子三、加行究竟果作意  

加行究竟果作意，攝已斷作意。 

這是第三科，子三、「加行究竟果作意」。這「加行究竟果作意」就是七作意裏邊

最後一個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攝已斷作意」，攝四十作意裏面那「已斷作意」，

就是煩惱已經斷了，得解脫的境界，那正好就是加行究竟果作意，它們是相通的。  

 

癸六、攝四所緣境事（分三科）    子一、攝有分別無分別影像所緣（分二科）  

丑一、觀察作意  

觀察作意，唯攝有分別影像所緣作意。  

這是第六科「攝四所緣境事」，分三科，第一科是「攝有分別無分別影像所緣」。

這一科又分兩科，第一科「觀察作意」。「觀察作意」，就是七作意裏面那個「觀察作意」，

它「唯攝有分別影像所緣作意」，這四十作意裏邊有四種所緣境事，第一個就是「有分

別影像所緣作意」，就是在定裏邊修毗婆舍那觀，那麼就是有分別，心裏分別這是無常

的、這是無我的、這是不淨的，這是分別，當然這是如理作意，那麼正好就是觀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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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這樣意思。  

 

丑二、餘六作意  

餘六作意通攝二種。 

這第二科是「餘六作意」，就是除掉了觀察作意，剩餘的六種作意是「通攝兩種」，

就是「有分別影像所緣作意」、「無分別影像所緣作意」這兩種；其餘的六種作意，都

可以通攝這兩種了。  

 

子二、攝事邊際所緣  

事邊際所緣作意遍一切攝。 

這是第二科「攝事邊際所緣」。這第二科「事邊際所緣作意遍一切攝」；前面那個

「事邊際所緣」怎麼講的？就是「盡所有性、如所有性」叫做「事邊際所緣作意」。這

個所緣境的作意是「遍一切攝」，七種作意都攝了，七種作意都包括這個意思的。  

 

子三、攝所作成辦所緣（分二科）           丑一、通七作意   

所作成辦所緣作意，若就初門、遍一切攝。 

這是第三科「攝所作成辦所緣」，分兩科，第一科「通七作意」。  

「所作成辦所緣作意」這是四十個作意裏邊的一個。這個「成辦」就是它的作意

圓滿了；不斷的用功修行，也就是不斷的作意，這時候已經圓滿了，所以叫做「所作

成辦所緣作意」。這個作意「若就初門遍一切攝」，「初門」、若就七種作意的意思來說，

它能夠把七種作意完全包括在內，所以叫「遍一切攝」。  

 

丑二、唯加行究竟果作意  

就第二門、唯加行究竟果作意所攝。 

就第二門來說意思就不同了，那就從四十作意來說；四十作意來說就是「唯加行

究竟果作意所攝」，就四十作意來說，這個「所作成辦所緣作意」和七種作意只有那「加

行究竟果作意」，彼此是相合的。那「加行究竟果作意」也就是「所作成辦所緣作意」

的意思，這件事做成功了，那樣意思。  

 

癸七、攝勝解思擇及寂靜（分二科）           子一、皆所不攝  

最初勝解思擇作意，皆所不攝。 

這是第七科「攝勝解思擇及寂靜」，分兩科，第一科是「皆所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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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勝解思擇作意，皆所不攝」，就是這個發心的這個修行人，他最初開始學習；

假設是佛教徒，他對於佛法的道理認真地學習，他得到了一種智慧，對於「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得到了一個決定的認識，那麼就是勝解。他能這樣去「思擇」、

思惟觀察作意，「皆所不攝」這七種作意都不包括，不包括這七種作意的。什麼理由呢？

看這《披尋記》。  

 

《披尋記》三八七頁：  

最初勝解思擇作意皆所不攝者：謂於最初思擇諸法時，未修定地七種作意，是故說言

皆所不攝。  

「最初勝解思擇作意皆所不攝者：謂於最初思擇諸法」的時候，「未修定地七種作

意」，這七種作意都是在禪定裏面修的；我們初開始沒得定的人，你「勝解思擇作意」

是不屬於七種作意的，七種作意你一個作意也沒有。那個「了相作意」是通於禪定，

通於四禪，但是也通於未到地定。我們初開始靜坐的時候，未到地定沒有得到，沒得

到，但是心裏面也可以去思惟這四念處的，但是這時候七作意裏面一個也沒有，這樣

意思。  

 

子二、遍一切攝（分二科）           丑一、舉一分勝解思擇作意  

若奢摩他而為上首，遍一切攝。 

前面是子一、「皆所不攝」；現在第二科是「遍一切攝」，分兩科，第一是「舉一分

勝解思擇作意」。  

「若奢摩他而為上首」是「遍一切攝」，若是這個人他不斷地努力，他已經得到了

未到地定，得到了初禪，這個人他在奢摩他裏面先是寂靜其心，就「奢摩他為上首」

「為上首」就是「為先」的意思，然後就修毗缽奢那了，修這勝解作意了。這樣子修

行的人「遍一切攝」，這七種作意都包括在內了。  

 

丑二、例一切寂靜作意  

若最初寂靜，若毗缽舎那而為上首，當知亦爾。 

這第二科是什麼意思？「例一切寂靜作意」，就是與其他的寂靜作意與前面這個作

意相對比；前面這裏面第一科是「最初勝解思擇作意皆所不攝」這是一個，第二是「遍

一切攝」，有這樣意思。那麼現在這底下第二科，就是丑二；「若最初寂靜，若毗缽奢

那而為上首，當知亦爾」，應該知道也和前面一樣，也又是「皆所不攝」，又「遍一切

攝」的，所以「當知亦爾」。底下那個《披尋記》解釋的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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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尋記》三八八頁：  

若最初寂靜至當知亦爾者：於九種心住中，最初令心內住，是名最初寂靜。於爾所時，

未於離欲發起加行，故七作意皆所不攝。若奢摩他而為上首，遍一切攝，由是說言當

知亦爾。  

「若最初寂靜至當知亦爾者：於九種心住中，最初令心內住，是名最初寂靜」，我

們最初修這奢摩他的時候，令心寂靜不要向外攀緣，那麼安住在所緣境上就叫做內住，

那個九心住裡面的內住，那麼這就叫做「最初寂靜」。「於爾所時，未於離欲發起加行」，

他一直地歡喜靜坐，就那麼多的時間內，他一直地沒能夠修不淨觀，「未於離欲發起加

行」，「離欲」就是放棄世間的五欲；對於這件事他沒有努力修行，他沒有修這個離欲

的法門。這個時候，你沒修這個離欲的法門，你就不屬於這個法門之內的，這個意思。

「故七作意皆所不攝」，這七作意，你一個也沒有；雖然是靜坐了，使令攝心不動，但

是你「七作意」沒有。那麼這表示什麼意思呢？表示這七種作意有兩個含義：一個是

你要得到未到地定、得到禪，第二是要修不淨觀，所以「若奢摩他而為上首，遍一切

攝，由是說言當知亦爾」，這樣意思。如果你沒修不淨觀，你沒能離欲，你不是七種作

意；七種作意你沒有。你沒有一點定，你也沒有。你又要有定，你要在定裏面修不淨

觀，這個時候你才有這個七種作意。這是一個意思。  

 

癸八、攝一分具分（分二科）           子一、前六作意  

前六作意，通攝一分及具分修。 

這是第八科「攝一分具分」，分二，子一「前六作意」。「前六作意」，這七作意裡

邊「前六作意」，最後一個作意不在內。「通攝一分及具分修」，他能夠攝一分或者攝具

分，這樣講，這個話裏面有什麼意思？那麼這個「前六」就是了相作意、勝解作意，

最後那個加行究竟果作意不算在內；這什麼意思呢？這裏面有點差別。譬如說非佛教

徒，他能夠放棄世間的五欲，他能夠去到深山裏面去靜坐，成功了，得到初禪、二禪、

三禪、四禪，乃至到非想非非想定，那麼他是有定；但是沒有修四念處，沒有四念處

的智慧，只是修定，只是一分。說我是佛教徒，我相信佛法，但是你修四念處，你能

這樣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但是沒得定；這樣說，修四念處是

慧，有慧而無定；外道有定而無慧，只有一分，而不是有兩分，「具分」就是兩分。那

麼有的佛教徒他得定了，他得到未到地定，他又能修四念處、修不淨觀，那麼就叫做

「具分」，又有定又有慧，也有慧也有定叫作「具分」；有的人只有一分而沒有具分。

那麼「前六作意，通攝一分及具分修」，這都是具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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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加行究竟果作意  

加行究竟果作意，唯攝具分修。 

「加行究竟果作意」，前面六作意是這樣的意思，那麼最後一個作意是什麼意思

呢？「唯攝具分修」，這是具足了，這當然是指佛教徒得到禪了，他有四念處智慧、他

也能修，這是最殊勝，這樣意思。  

 

癸九、攝無間殷重  

無間作意、殷重作意，遍一切攝。 

這是第九科「攝無間殷重」這兩種作意。這「無間作意」和「殷重作意」是「遍

一切攝」，遍七種作意都賅攝在裏面了；「無間作意」裏面也有這七種作意，「殷重作意」

裏面也有這七種作意，這兩個是這樣子。  

 

癸十、攝隨順對治（分二科）         子一、初二作意   

隨順作意，初二所攝。 

這是第十科「攝隨順對治」，「隨順作意」和「對治作意」，先說這個「隨順作意」。

「隨順作意，初二所攝」；「初二所攝」什麼呢？就是了相作意、勝解作意；這了相作

意和勝解作意在四十作意裏面是「隨順作意」所攝。這個「隨順作意」也就是修不淨

觀，觀察色受想行識是如病、如癰、如瘡、如刺、如箭，像箭射到身上那麼苦，是無

常、無我的，你能這樣子修這厭患對治，這樣子就叫做隨順作意。那麼這個「隨順作

意」，這是四十作意裏面的；在七種作意裏面就是初二種作意，就是了相作意和勝解作

意，他們是相順的。這是第一科，底下第二科。  

 

子二、遠離等作意  

對治作意，遠離、加行究竟二作意攝，及攝樂作意一分所攝。 

「對治作意，遠離、加行究竟二作意攝」，這四十作意裏面有個對治作意，你修這

四念處去對治煩惱，能滅除煩惱，那個對治作意。對治作意就是什麼作意呢？在七作

意裏面就是遠離作意、加行究竟作意；這兩種作意和對治作意是相攝的，這樣意思。  

「及攝樂作意一分所攝」，這個「攝樂作意」是七種作意之一，這個對治作意和那

個攝樂作意裏面有一分是相攝的，因為攝樂作意不止一分，它能夠是「樂斷樂修」，所

以繼續修不淨觀來斷煩惱，那麼就是屬於對治作意；但是這個攝樂作意裏面還有一個

喜樂的成份，那就不屬於對治作意了。而這「攝樂作意」能斷煩惱，能繼續地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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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那一部分就在對治作意裏面可以不管，可以不攝在內。所以只是攝樂作意裡面的

一部分和對治作意是相攝的，就是能滅煩惱這部分。  

 

癸十一、攝順清淨觀察（分二科）         子一、攝順清淨  

順清淨作意，唯攝樂一分所攝。 

這是第十一科，「順清淨作意」是什麼？你們的記憶力好，「順清淨作意」是什麼？

修這個六隨念：佛隨念、法、僧、戒、捨、天，就這六種作意；其實我們靜坐也可以

這樣觀，你觀察佛的功德、法的功德、僧的功德，也觀察戒的功德、觀察捨、觀察天，

可以這樣思惟。這樣思惟就能生歡喜心，我持戒清淨就生歡喜心，我也具足信戒聞捨

慧，諸天在天上享受那麼樣的大自在、大安樂的境界；他們為什麼能生到天上，得到

那麼多的樂呢？因為有信戒聞捨慧的關係；我現在也有，我對於佛法也有信戒聞捨慧

的功德，所以我要生天我也是可以，我也能得那種樂，那麼心裏就會歡喜。這樣一歡

喜，就把惛沈破出去了；靜坐的時候惛沈、沈沒，這樣子去修六隨念，就把惛沈破除

去了，所以這叫做「順清淨作意」。這順清淨作意是「攝樂作意一分所攝」，七作意裏

面的攝樂作意一分所攝的，因為「攝樂作意」裏面也有喜樂的事情。  

 

子二、攝順觀察（分二科）           丑一、明所說  

順觀察斷未斷作意，唯觀察作意所攝，此就斷對治說。 

前面是「順清淨作意」，這底下說「順觀察作意」，分兩科，第一科「明所說」，第

二科「例當知」。這個「明所說」。  

「順觀察作意」，就四十作意裏面有個順觀察作意，「順觀察作意」是幹什麼的呢？

就是「斷未斷作意」，和前面的觀察作意有相同的意思；我斷煩惱？是沒斷呢？這樣觀

察。「唯觀察作意所攝」，這是相同的。「此就斷對治說」，這樣講這觀察作意，是就那

個「斷對治說」，能斷煩惱來說。  

 

丑二、例當知  

若就所餘，隨應當知。 

若就四十作意來說呢，那就不只於此了。看這底下說。  

 

《披尋記》三八八頁：  

若就所餘隨應當知者：前說順觀察作意，或復觀察自己所證，及先所觀諸法道理，是

名所餘。就此為論，順觀察作意，亦為了相、勝解、觀察、加行究竟果四作意攝，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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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言隨應知。  

「若就所餘隨應當知者：前說順觀察作意，或復觀察自己所證，及先所觀諸法道

理，是名所餘」。「就此為論」，是就這個為論，「順觀察作意，亦為了相、勝解、觀察、

加行究竟果四作意攝，由是說言隨應當知」，是這樣意思。  

這觀察作意「就斷煩惱來說」，那個四十作意的順觀察作意就和七作意裡的觀察作

意所攝，它們是相同的；「若就所餘」，那就不是了，也可以觀察真如，也可以觀察自

相、共相的道理，那就不只是斷煩惱的事情，所以它的含意就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