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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當一位聖弟子像這樣知道生，像這樣知道生的集，像這樣知

道生的滅，像這樣知道通往生滅之道；他就能完全捨斷貪的隨眠，除

去瞋的隨眠，根除「我是這個」的見和慢的隨眠，斷無明，生明，就

在現世今生達到苦的邊際。朋友們！這樣就是聖弟子擁有正見，見解

正直，對法具足證信，達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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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胚胎連結後（即識與新存有的連結），

受、想、行蘊也同時生起，因此，我們

說五蘊是一起聚集生起的，「生」是現

起諸蘊。

獲得諸處

「生」的另一個解釋是「獲得諸

處」。「處」是指眼、耳、鼻、舌、

身、意處。以人為例，「處」是為了作

為「觸」生起而有的聚集。有兩個基本

的「處」作為生的基礎：第一個就是

「身處」，這是指受精卵，其本身就可以

感覺外在的環境。

第二是「意處」，也就是識處，是

所有後來心識活動的基礎。其他的「處」

會隨著胚胎的發展慢慢生起。根據經典

上說，其他道的眾生，如天道、地獄道

等眾生，他們在投生時，所有的處皆同

時生起。

生起貪心，就是出生在畜生道？

生起瞋心，就是出生在地獄道？

心理的生？生理的生？
關於「生」，有一點是比較具爭議

性的，我想來談談看。

生的定義

入胎

經文中用了很多同義詞來解釋

「生」，各各有情有不同的生。「生」

（jAti）以佛教專業的術語來說是：「識」

在特定的任一界（地）生起的第一剎

那。以人或哺乳動物的角度來說，「生」

並非一般常說的「從母親的肚子生出來」

叫做「生」，事實上，「生」在受孕的

那一刻就發生了。種種的有情如人、

天、餓鬼，當他的相續心在此世滅去，

在另一界顯現的剎那，就是所謂的

「生」，有種種的眾生在不同的界出生。

而「生」最直接的意思可以說就是「入

胎」，或者如經文「出生、誕生、入

胎、轉生」等，在佛陀時代，這些字眼

都是世俗上用以描述「生」的同義語。

現起諸蘊

經文中以另外二個佛教專有術語來

描述「生」。第一個是「現起諸蘊」。諸

蘊就是五蘊—色、受、想、行、識

蘊。「生」即是諸蘊顯現，或是在這個

界出現。在受孕的那一剎那，五蘊即一

起顯現。就人類的「生」而言，最基礎

「色」的提供就是受精卵（胚胎），胚胎就

是色蘊。當一個過世的有情的相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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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生」

一般十二支緣起中的「生」所指的

是生理上的出生，但有另一個說法：

「生」是指心理上心念的生，並且認為

若僅將「生」理解為生理上的「生」，

是不了解佛陀教法的。這種說法進一步

的推演是：當一個人生起瞋心的當下，

他就是「生」在地獄道；若生起貪心，

就是「生」在畜生道；若生起了歡喜、

慈愛心，那時他就「生」在天道。

生理的「生」

但是，若我們僅依據經文的解釋，

經文上所指的「生」，是一般普通的觀

點，只是佛世時印度人所用的一種表達

方式，並且特別指出因「生」而為不同

的有情。當仔細閱讀經文，會發現此處

所指的「生」，具體來說就是受孕。

接著要問的問題是：什麼是構成受

孕的原因？為什麼有情會在不同道上出

生？為什麼一個有情會生為天人，而不

是畜生？為什麼一個人出生為人，不是

一個阿修羅或餓鬼？在這裡，舍利弗回

答，同時也是佛陀所說的：因為有

「有」，所以有「生」。因「有」之集而

有「生」之集。此時所探討的，已不是

在看這一世，而是跨過此世，向前再看

前一世。

問：「生」之定義是現起諸蘊，獲得

諸處，而「老」的定義是壽命減

少，諸根熟壞。「生」的那一剎

那之後，繼續成長的名色是屬於

「生」的階段，還是進入「老」

的階段？如何定義「老」的起始

點？

答：從字義來看，經典中「老」只是

很普通的用詞，例如長老，長大

了就老了。並沒有給出一個很明

顯 的 敘 述 ， 說 明 幾 歲 算 是

「老」。經典中只以一些象徵來說

明什麼是年老，例如髮白、皮膚

皺、牙齒脫落。

問：當人入色禪、無色界禪時，是否

也是一種「生」？

答：當一個人他還是人時，我們不會

說 他 入 無 色 禪 時 ， 是 一 種

「生」。只有當這個人過世了，投

生到色界或無色界，那時才會說

這是一種「生」。

【隨堂問答】 菩提長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