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要認識「九心輪」？ 

 

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320-p.322）： 

我們的心理活動，生理活動，一向受著明了意識的節制與指導。這種明了意識

的制導作用，使我們的身心活動，形成慣習性。無論是有意識的，無意識的（下意

識的），活動都受到限制。 

從心理方面來說，一般是：率爾心、尋求心、決定心、染淨心、等流心──五

心次第生起。如是慣習了的，每從率爾心（突然的觸境生識）而直接引起染淨心，

或者直接引起等流心（同樣的心境，一直延續下去）。我們對於事理的考察，法義的

決了，經過相當時期，大都造成思想的一定方式。等到思想定了型，總是在這樣的

心境下去了解，去思考，去行動，很難超出這個圈子。又如專心想念什麼久了，就

是談話、喫飯、走路、做工，什麼時候，內心都離不了那種境界。連自己要丟開他，

也不容易做到，（如這是貪瞋癡慢等雜染心，心理就會失常，或者顛狂）。 

從生理方面來說，一般是：審慮思、決定思、發動（身）思──三思次第的生

起。但如是慣習了的，就不必經審慮與決定的過程，直接發為身體的動作。說到我

們的身──生理活動，一向分為兩類： 

一是見於外的，受身識（與意識同時的身識）的制導。除（如上所說的三思過

程）適應當前環境，決定身體的動作而外，還有行住坐臥的姿態，飲食談話等姿態，

在久久慣習下，每成為個人的（自然的）特別姿勢，非下一番大力量，不容易糾正

過來。 

二是存於內的，如呼吸的出入，血液的流行，筋肉的活動等，這些身內的活動，

受著阿陀那（執持）識的執取。這種內身的攝受作用，唯識家說為阿陀那識。在一

意識師看來，這只是微細意識（與一般所說的潛意識相近）的內取作用。 

這種身內的活動，與身體動作有關，如眠時與走路時，呼吸與血液的運行就不

同。我們的明了意識也能影響他，如心情激動時，呼吸、血液、甚至筋肉的活動，

都會起著變化。身體外表動作的習慣性，對於身內的動作，也有著相應的限制。對

於身心所造成的慣習性，我們應該了解兩點： 

一、不良（有害於心身）的慣習性，當然不好；好的慣習性，由於世間法的不

能有利無弊，常會引起副作用。 

二、有了慣習性，慣習的容易動作，被抑制而不容易發現的，也就不少了。當

然，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動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