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堂課 

蔡玉鳳老師 三細六粗 

1、無明業相：真覺非所明之境，但因起心欲加明於覺體

上。因而反將本覺立為所欲明之境。（根

本無明起動真如） 

2、轉相：所明之境示即第八識之「相分」。 

能見亦即第八識之「見分」。 

所明之境既已妄立，便會生出你之妄能（能

見分）。轉相為轉第八識之本有明覺成為妄覺

（見分）。 

3、現相：第八識中本無「同異之相」只因妄覺熾然而成

有殊異的無情器世間相亦即「現相」。 

虛空本無差異（無方向，因各處皆一樣）故稱

「同相」。因為相對於「異相」之種種境界進

而立了「同相」的虛空。因立有「異相」（境

界相）有異即有同，因此又立「同相」（虛空

相）。 

同與異又互相輾轉發明，因此又立了「無同無

異相」的眾生界相。因為眾生之形貌各異故稱

「無同」然其本覺本同故稱「無異」。 

易言之，既已立能所（見分、相分），又立世

界與虛空，再立眾生相。即使有國土、眾生，

這些眾生、國土還是如來藏自心所現。所以其

體畢竟是清淨的，只是眾生迷之又迷，復生貪

染。累劫陷於自心現量中，輪轉不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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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虛空世界、眾生皆是細境，只在本識中

結暗為色。即根身、器界與種子三類的「性境」

以作為粗境之胚胎而已。依此細境之胚胎再長

養出六種麤境，故起信論稱為「境界為緣長六

麤」。 

 

1、智相：原本的心體是一相寂靜，本無對待，然而既有

同異之相後即熾然而成有對待二法，因此待久

即生勞相，勞者慮也。 

以慮故勞，這就是第七識「末那識」俱生法執。 

因俱生法執恆常審思、勞慮分別諸法，妄為有

智，故稱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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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續相：勞慮持續久了，再而引發依塵分別之第六識

（分別法執）  

3、執取相：因第六識周徧計著執我、我所，故稱「執取

相」屬於「俱生我執」。 3 

4

4、計名字相：第六識又進而在顛倒執著的我、我所相上

更立假名、假相。再循名取實，令心更加混濁，

計名字相屬於「分別我執」。 

5、起業相：塵勞即是煩惱比喻煩惱如塵如勞，如塵之多

無量。如塵之能染能覆本心，如勞則役使其

心，令心勞累，無盡驅使。令不得解脫即起

心論所說之「起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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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業繫苦相：由於起業相，於是猶如忽然生起世界、虛

空及眾生依報、正報於焉具足在自心妄現

至此則「業」已成就繫縛難免，苦亦難脫。

如此循環往復，於幻化相中枉受如幻大苦，

如夢中人虛受驚嚇，夢境非無亦非有但一

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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