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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十二因緣，我將十二支緣起視

為一個系統，試著以二個不同的角度來

看同一個過程。第一個角度我要問的就

是：

維持輪迴不斷地輪轉的責任者是

誰？是什麼保持著輪迴不斷持續

地輪轉？

十二因緣的流轉與還滅
無明是十二因緣公式的第一支。在

佛陀證悟的夜晚，他追溯生命的緣起，

回溯的最後就是無明。佛陀發現只要能

斷除無明，就能斷除從「行」一直到

「老死」等支。因此，十二因緣的公式

就在經典中被標記為十二種緣、條件。

《正見經》中詮釋十二因緣的部分，是

取其中任何一支，去探討它的苦、集、

滅、道。

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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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因緣系統圖】 菩提長老提要

1.無明（avijjA）

觀智

7.受（vedanA）

6.觸（phassa）

5.六入（saLAyatana）

12.老死（jarAmaraNa）

11.生（jAti）

10.有（bhava）

8.愛（taNhA） 9.取（upAdAna）

4.名色（nAma-rUpa）

3.識（viJJANa）

2.行（saGk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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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色」相互為緣的活動。

如果要追溯「名色」法與「識」的

緣，就要追溯它的因—行，特別是

「思行」，是思（意志）導致我們投生。什

麼是「思行」？「思行」包括了不善的

身、語、意業，也包含了世間善的身、

語、意業。這些活動具有業力，因為它

們有「無明」的存在。我們也可說「無

明」是孕育者，能將這些活動（業）轉

化為種子，時機成熟時，能在新的存有

中產生「識」及其他的果。

探索生至老死的歷程

除了看到「名色」法和「識」彼此

互相運作的角度外，另一角度是從生到

老死的成長歷程。左圖（頁 6 0）中 3

（識）、 4（名色）對照右邊的 11（生） 12

（老死）。這對照關係，是「老死」對應

著「名色」；「生」對應著「識」。

「老死」對應著「名色」，「生」對

應著「識」。這樣的說法讓人覺得其所

說明的是更具體的人。我們可以將生、

老死看成一個再生的存在，「個人」的

存在，也就是一被動的結果的存在。有

人會問什麼是「生」的因？什麼是「再

生有」的緣？經典中如此回答：是「業

有」。換言之，因「業有」的行為導致

我們有新的存在（再生有），導致有情不

此生是「識」與「名色」
互動的過程

左圖 (頁 60)是我了解十二因緣的方

式。從第一個角度出發來探討，是把

無明」當成十二因緣的主要原因而產

生「行」。「無明」與「行」經常被視

為「因」的面向，從這再被推動，而產

生新的存在，就是「識」、「名色」。因

此，此世從生到死，我們便可視為是

「識」與「名色」互動的過程。

在《大緣經》中，佛陀並沒有從

「識」追溯到「行」，而是去分析「識」

與「行」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如同之

前的說法，推演從生、成長到老死，

「識」是「名色」的緣，「名色」是

「識」的緣。我們這一生就是「名色」

法作為「識」的緣，每一剎那「識」的

生起，就是依著「名色」法而生起。我

們的「識」依賴我們的肉身，也即是

「色法」；「識」也依賴其他的心所

法，也即是所謂的「名法」。

換個角度，這些名法與色法也是依

著「識」而生起。如果沒有「識」的支

持，這個肉體不會是個活的肉體，而只

是個沒有生命的東西。如果沒有

「識」，也不會有其他的心所活動，例如

受、想、思、觸、作意。我們這一生，

每一年、月、分、秒，都是「識」與

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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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生命、另一個「有」。所以，「死」

與「有」當中，即是從此世轉生另一世

的過程。而一旦有「生」，就不可避免

有老、死。

深思愛與無明的關係

上圖（頁60）中8（愛）、9（取）是根本

的因緣，它相對應的就是 1（無明）。不

過「愛」跟「取」並不與無明相等，而

是相應。「愛」與「無明」有什麼不

同？我們可以說「無明」是更根本的原

因—因為不了解世間的真相，才會產

生渴愛；「無明」維持，就不斷加強這

個渴愛。在「無明」與「愛」之間，我

們可以直接畫上一個因果關係，跳過其

他的條件。

學習十二因緣各支的關係時，不要

把它想成是一個固定的規則。而為了讓

大眾了解各支彼此間的因果關係，我才

會說：「無明」是「愛」的原因。

正念「六處」打斷愛的連結

上述的探討中談到九個緣起支，另

外三支（六處、觸、受）並沒有提到，它們

要放在哪個部分呢？

我們必須明白佛陀說十二支緣起，

並非為了提供一個很清晰的解釋系統，

而是為了要讓我們出離輪迴。

斷地在三界中的某一界投生。

接著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

什麼是業的緣？為什麼我們有情

要不斷不斷地活動，然後不斷地

在三界中投生？

未曾停息的愛與取

剛剛提到是「業有」，也就是「思」

的業行導致有情投生。投生的「有」，

是相應於「行」。為什麼會持續有業，

讓有情在三界中不斷投生？佛陀回應這

個問題，是因為「愛」與「取」。執取

什麼呢？對感官的欲樂取著，對「見」

取，最根本的是有情取著有關「我」的

教義。我個人認為「四取」，基本上闡

述了有情內在更深層的執取，也就是對

五蘊的執取，認為五蘊是我的。

接著我們又可以再問：「為什麼有

情會有這四取？」「為什麼有情會執著

五蘊？」佛陀發現了問題的答案—執

著是因為「愛」，有「欲愛」、「有

愛」、「無有愛」三種愛。所以，「愛」

是生起「取」的緣。讓生命不斷地發生

最根本的就是「愛」與「取」—導致

生起業行，業的活動又導致「業有」產

生。瀕死時某個業會導致有情投生另一

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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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連結。若能在無明產生愛的因果鏈

上截斷，「取」和「有」就會斷，如此

也就沒有生與老死。若還無法在「六處」

生起觀智，佛陀強調要在六門攝律儀。

攝律儀或其他不同的修鍊，就是為了要

讓我們洞察到六處、觸、受生起的本

質，目的在斷除愛。如何斷除愛？即是

要以智慧斷除無明—愛生起的根源。

十二因緣的傳統註釋
下表（頁63）是傳統用以解釋十二支

緣起間的關係圖。要了解這只是說法的

方便，若將十二緣起支只做字面上的了

是什麼使我們在三界中輪迴呢？主

要是「愛」的不斷被滋養。因此，我們

必須了解愛如何生起，進一步控制愛。

愛是怎麼生起？藉著受。受怎麼生起？

是因為「六處」接觸外境而產生受，而

受為愛所執取。所以，將六處、受、觸

放進系統中—「無明」是生起「愛」

的緣，因為有情對「受」、「觸」、「六

處」並無法真正地看清了解。

因此，在修道的訓練，佛陀強調的

是在六處培養正念、正知與觀智，在六

處、觸、受當中生起觀智，有情才能截

斷從「六處」、「觸」、「受」所生起的

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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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

4.名色

1.無明

三世 十二支

【十二支緣起】 菩提長老提要

3.識

5.六入

現在世

過去世

20模式和四組

6.觸

7.受

2.行

8.愛

9.取

10.業有

五過去因
1,2,8,9,10

11.生

12.老死

五現在果
3,4,5,6,7

五現在因
8,9,10,1,2

五未來果
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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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結

我們就「現在世」這一組，分為現

在果和現在因。而現在的因果與過去的

因果，便可產生「三連結」。

什麼是三連結？

第一個連結：「過去因和現在果

（行與識）」的連結。第二個連結就是「現

在因與現在果（受與愛）」的連結。第三

個連結為「現在因和未來果（業有與生）」

的連結。

當「無明」與「行」被歸為是過

去，「愛、取、有」被歸為現在，這樣

的分法就是一種方便。我們不應該認為

「無明、行」被歸為過去世，就認為

「無明、行」就是過去。「愛、取、有」

被歸為現在，就認為過去沒有「愛、

取、有」。所以，傳統註釋家為了使我

們完整地了解十二緣起而提出了其他不

同的角度，就是二十個模式和四組。

過去因跟現在果（行與識）、現在因

跟現在果（受與愛）、現在因跟未來

果（業有與生）構成所謂的三連結。

要了解過去因，必須了解不是只有

無明和行，還有其他三個，也就是五個

過去因。過去的五個因就是「無明、

行、愛、取和業有」。過去的五因在過

解或想得太固定嚴謹，可能會誤導我們

對十二因緣的了解。從之前的說明就可

以了解我為什麼說十二支緣起只是個說

法的方便。

二十個模式和四組

三世

（見頁63圖）過去的註釋家將十二支

緣起分為三世：「無明」與「行」屬於

過去世；生、老死屬於未來世；中間部

分的「識」到「有」為現在世。這又可

分作兩組：「識」到「愛」歸為現在

果，現在果是因為過去的「無明」和

「行」產生「識」，所以「識」為有情此

世所有的來源、根本。「識」作為「名

色」的緣，隨著「名色」發展，「六處」

也生起，藉由「觸」與外在所緣連結，

就生起了「受」。所以，從「識」到

「受」是因為過去的無明、行，而生起

的現在果。

第二組，從「愛」到「業有」為現

在因。當我們對「受」產生強烈的愛

時，就開始了心理的循環。愛的心理循

環啟動執著，這執著也會導致愛與取，

令我們生起行為，產生導致未來輪迴的

「業有」。因此，「愛」、「取」、「業有」

被視為現在因。

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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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果報輪轉。

煩惱輪轉（無明、愛、取）、業輪轉

（行、業有（部分））、果報輪轉（識至受、業

有（部分）、生、老死）即三輪轉。

在三輪轉中也有因果的關係，最基

本的輪轉是「煩惱輪轉」。煩惱輪轉是

促使「業輪轉」的因，而業輪轉是構成

「果報輪轉」的因。不同的果報是因為

造不同的業而產生。感不同果報的有

情，會產生不同的反應，這又再啟動了

煩惱輪轉；從不同的煩惱輪轉又再產生

不同的因；再從業輪轉又會再產生果

報，果報輪轉又繼續產生煩惱輪轉，我

們的煩惱輪轉就這樣一直循環不止。

二根

從「業行」看又有二根。「無明根」

是從過去延伸到現在，「愛」是現在

根，也會延伸到未來的果。我認為這是

相對性的解釋，也可以說因為過去的愛

導致現在，因為現在的無明而有未來。

八正道是達苦滅之道

探討十二因緣非常重要的部分，不

是只探究緣起如何生，更在於緣起如何

滅。《正見經》中的十二支緣起，每一

去發生功能，同樣地，現在也繼續運作

著。而現在「愛、取、有」在活動時，

同時也伴隨著無明和行一起活動。因

此，我們就有了五個現在的因—愛、

取、有和無明、行。

現在果包含從「識」到「受」五

個。五個現在果到未來也一樣會運作，

所以稱為五個未來果。基於這樣的解

釋，我們可說是有二十個因和四組。五

個過去因產生五個現在果，五個現在因

產生五個未來果。事實上，生跟老死也

可放到五個現在果當中，現在就有老

死，不是嗎？所以，就有七個現在果，

也可以有七個未來果。古老的解釋為了

清楚地說明，才切分了五個現在因、五

個未來果。

由「三輪轉」的角度看十二因緣

十二因緣又可被歸類為三輪轉。第

一為「煩惱輪轉」。煩惱輪轉的第一個

煩惱就是無明、第二是愛、第三是取。

第二個輪轉是「業輪轉」。這就是在十

二因緣中，代表「業」的二支—「行

支」和「業有」支。第三就是「果報輪

轉」。果報輪轉包含了第三、四、五、

六、七支。第十的「業有」也會產生果

報，所以，第十被歸成果報，是指業果

報「有」中的「再生有」。另外，生與

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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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為，他所有的業都來自於三善

根。這無貪、無瞋、無癡三善根所生起

的行為不會再落入「有分」，即他不再

有任何潛在而會導致未來果報的業力。

因此，可說因無明滅而行滅。這位聖者

已經沒有愛、取，他的所有行為沒有能

力產生未來的「再生有」。換言之，他

的「業有」將不再導致「再生有」。

解脫者「滅」了什麼？
一位解脫者在此時此刻滅了什麼？

滅了「無明、行、愛、取、有」這五

支。聖者在現世斷了這五支，他不會產

生未來的五個果報（識、名色、六處、觸、

受）。但還活著的阿羅漢聖者仍有「識、

名色、六入、觸、受」，阿羅漢聖者有

受，但不會再對樂受或苦受生起渴愛，

他的內在經常有一種安詳、寧靜、平安

的感受，但也不會執取這樣的感受。

經典中比喻阿羅漢在此時此刻就已

經滅除了生、老死，這並非指在山上不

死的仙人。阿羅漢也會老、也會死，只

是他們不會經驗一般所經驗到的死。佛

陀描述普通有情的死—死後諸根都已

經毀壞了。佛陀如何描述阿羅漢的死

呢？佛陀會說他諸根已經毀壞，此生已

盡，他的識、名色、六入、觸、受、

生、老死都滅了。

支都提到四元素：苦、集、滅、道。

聖弟子必須知道八正道是止滅所有

緣起支的道。了知八正道最基本的前提

就是要有正見、正思維。接下來，是正

語、正業、正命，基於戒的三種道德倫

理要素，才能產生三個有關定的要素，

即正精進和正念，因此才能產生正定。

基於正定也才能產生觀的正見。

當正見的觀智一直深入與成熟，出

世間正見生起，如此即能現觀四諦。具

出世正見就會生起法眼、法現觀。正見

觀的正見才能斷除有情部分的無明。初

斷無明煩惱的聖弟子，就會進入初果。

初果的聖弟子繼續不斷地修持，將具有

出世間的決定正見，利用出世間的正

見，可更快速切斷這一團的無明。這位

聖弟子在現世或未來世一定會斷除剩餘

的無明，當無明完全地被斷滅，聖弟子

便具有完全的觀智。所謂完全斷除無

明，意指構成這十二支流轉的無明會被

完全斷除。所以，當無明被完全斷滅的

同時，愛跟取也完全被斷滅了。

當一個人能全然了解四聖諦，「無

明、愛、取」就會完全被切斷。當一個

人完全斷除了所有的煩惱，也就不會生

起任何思行。

已斷除所有煩惱的聖者仍然有一些

持續的行為，我們認為這行為是善的行

非常 重要

正見經

專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