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般若學會〃法寶編譯系列—— 

基位三身安立明炬論 

央堅嘎偉洛卓 著 

緣宗 譯 

頂禮上師文殊： 

淨基生死中陰劣鐵質  能淨甚深二次點金劑 

淨果清淨三身大寶位  自在雙運怙主前頂禮 

 

在濁時短暫的一生中，即可依此無上道現證七

支和合的雙運身，對此最極甚深的徑中徑——二種

次第，我們若欲知道其中的進修情況，那麼，首先

對於所淨基基位三身的安立有一定瞭解是至關重要

的。 

 

因此，此處分三部分解說二種次第道的所淨

基——生死中陰三者的安立情況： 

甲一、死亡次第；甲二、成辦中陰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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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三、其受生的情況。 

 

    【死亡次第】 

 

甲一、劫初南瞻部洲的人都是具有七種特點

的： 

一、化生；二、壽數無量年；三、諸根具足； 

四、身光流布；五、隨順的相好莊嚴； 

六、不依段食，受享歡喜食（禪悅）； 

七、以神變遊履虛空。 

 

後由於貪著段食的宿習甦醒，遂食用粗劣段食，

由此食物滓渣變成糞便，排泄處成男女根等。 

 

具有往昔淫愛習氣者又相互貪著，依於邪行，

胎中懷孕，由此漸次變成胎生。 

 

胎生有地、水、火、風、脈、明點六界；或者

是從父所得骨、髓、精三者，以及從母所得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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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三者，如此六界完備，所以稱瞻部洲人「具胎生

六界」。 

 

    若是從最初修習無上密咒道，後在濁時短暫的

一生中決定成佛的補特伽羅，則一定是具備瞻部洲

胎生六界的士夫。在其身上有七萬二千條脈及左右

中三脈，臨終之際，七萬二千條脈中的一切風收攝

入左右二脈中，這二脈的風又溶入中脈。中脈上下

的風最後融入不壞持命風中而死亡。 

 

不壞持命風是極微細風心一體的一部分，存在

於心間脈瓣中脈內，紅白二界交合的匣盒形狀內。 

 

不管身體的哪一部分，除了極微細風外，只要

存在少許作為識依處的風，都不可能死亡。 

 

彼時，五蘊、四界、六處、五境、基位五智這

二十五粗分，亦須通過漸次收攝而死亡。 

收攝次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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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五種色蘊類法為：色蘊，基位大圓鏡智、地

界、眼根、自心續所攝色等五種同時收攝。 

 

它們收攝時各自的徵相者： 

色蘊收攝的外部徵相為，肢節漸細，身體羸弱

無力； 

基位時大圓鏡智（眼識）是種同時明顯地現起

種種境的識，如鏡現像般，它收攝的外相為，視物

模糊，多有翳障； 

地界收攝的外相為，身體大部分乾癟，諸肢肌肉鬆

馳且有身陷地下的錯覺；眼根收攝的外相為，雙目

無力睜閉；自續所攝色收攝的外相為，身體暗淡無

光，氣力殆盡。 

 

它們共同的內部徵相「如陽焰」，猶如在炎熱

的春季或夏季裡，陽光照射在沙地上，產生亮晃晃

水流動的景象。 

 

其後，五種受蘊類法同時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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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蘊收攝的外相為身識不能感受到屬於根識

的苦、樂、捨三種受心所； 

基位時平等性智是指憶念喜、憂、捨三者同為

一類受的心識，它收攝的外相為，無法憶念屬於意

識的喜、憂、捨三種受心所； 

水界收攝的外相為，唾液、汗水、尿、血、精

大多乾枯； 

耳根收攝的外相為，不能聽到內外諸聲； 

自心續所攝聲收攝的外相為，耳內不再產生嗡

嗡之聲。 

 

它們的內相說為「如煙」，如從煙囪中濃煙滾

滾而出時，產生青黝黝的景象。 

 

其後，五種想蘊類法同時收攝。 

想蘊收攝的外相為，無法憶念父母等親人等的

意義； 

基位時妙觀察智是指憶念親人等不同名字的

心識，它收攝的外相為不能憶念父母等親人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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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火界收攝的外相為，身體的暖力消失，消化吸

收飲食的力量衰竭； 

鼻根收攝的外相為，鼻孔中出現內吸氣時弱、

外呼時強且長的呼吸短促狀態； 

自心續所攝香收攝的外相為，鼻不再感受到香

臭之味。 

 

它們的內相或稱為「如螢火蟲」，或稱為如煙

囪所噴濃煙內間或冒出的火星，或炒青稞的鍋底垢

上濺出的火星般……有如此的景象產生。 

 

其後，五種行蘊類法同時收攝。 

行蘊收攝之外相為，身體無法作動轉等活動； 

基位時成所作智是指憶念世間外在的事情及

所需東西等的心識，它收攝的外相是不能憶念任何

世間外在的事情及所需東西等； 

風界收攝的外相為，持命風等十種風從各自流

動處遷至心間，呼吸斷絕； 



7 
 

舌根收攝的外相為，舌頭粗短，根部變青色； 

自心續所攝味收攝的外相為，舌無法感受任何

六味； 

此時身根及觸亦需收攝，其收攝的外相為，不

能感受任何柔軟或粗糙的所觸。它們收攝的內相稱

為「如燈焰」。如酥油燈臨滅之際，火焰躍動的景象。 

 

四大前者攝入後者的情況者，是指收攝前者各

自作為識依處的力量，而後者的力量益發明顯，說

為「前者攝入後者」，並不是四大中的前者壞滅，成

為後者的體性。 

 

所言「地攝入水者」，是指地、風作為識依處

的力量消失後，水、風作為識依處的力量得到加強，

由此前者的力量似乎轉移到後者上面，所以稱為「地

攝入水」，決非一種平常的地攝入一種平常的水中。

其它由此類推。 

 

四大收攝後，八十自性分別心、明亮潔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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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增長紅色心（增）、近得黑色心（得）、死光

明心如是五種識蘊類法會依次顯現。 

 

八十自性分別心及其風騎二者要在明亮潔白

心前收攝，是因為它與「明亮心」二者在執持方式

上不同，並且有著很大的粗細差別，在明亮心時，

這樣的粗分心不復存在。 

 

因此八十自性分別心及其風騎在開始要攝入

「明亮心」時，有如火焰的現象產生。 

 

其所收攝入的「明亮心」在其正顯現時的相為，

如秋季清淨無翳的夜空中，皎潔的月光灑滿虛空，

在此無比淨朗的空靈裡顯出潔白光明的行相。 

 

這樣顯現的原因為，心間上方左右二脈的一切

風從中脈上端進入，由此力量，頂端脈結打開，其

中間有從父所得的白色明點，以「哈」字向下的形

狀存在，由於具有水的自性，所以向下移動，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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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心間六組左右二脈的脈結上端期間，會產生那樣

的現象，並不是從外面顯現月光等的現象。其又被

稱為「明」或「空」。 

 

其後，「明」及其風騎收攝入「增」後，顯現

「增」心時，如淨潔的秋空中佈滿陽光，顯現出較

前更加淨朗空靈的紅色或紅黃現象。 

 

其原因是心間下方左右二脈的一切風從中脈

下端進入，由此力量，珍寶及臍部的脈輪結依次鬆

開。在臍部脈輪的中部，有從母所得的紅色明點，

以短「阿」的行相存在，它有著火的自性，向上移

動到達心間左右二脈所成六組脈結的下端期間，產

生那樣的現象，並非從外面現出日光等現象。其又

被稱為「明增」及「極空」。 

 

其後「增」及其風騎收攝入「近得」，在「近

得」的前段部分時，如清淨的秋空被黑暗籠罩般，

顯現出空靈黑暗的現象，是因為中脈內上下風攝入



10 
 

心間中脈。由此力量六組心間左右脈結鬆開，上面

的白色明點下降，下面的紅色明點上升，在心間中

脈內，進入如匣式的紅白不壞明點（注：分五部分：

極微細風心、紅白界淨分、真如性）內而相遇，因

此產生那樣的現象，並非從外面顯現出黑暗等的現

象。其又被稱為「近得」及「大空」。 

 

「近得」的前段部分及境象生起後，「近得」

後段部分不能憶念任何境，如昏迷般，茫然無知。 

 

然後，從極微細風心中遮止任何暫時產生的一

切風心，在本初即有的極微細風心的念覺未甦醒期

間，即是「無念近得」後段的到來，其後極微細風

心之念覺甦醒，則「死光明」顯現。 

 

「明亮」的定義為，在分別心湧動及收攝期間

產生，如月光遍照的清淨秋空，呈現為空靈皎潔明

亮的現象，除此之外，沒有呈現其它的任何粗分二

現，是這樣的一種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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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增」的定義為，在分別心湧動及收攝期間

產生，如日光遍照的清淨秋空，呈現為空靈紅彤彤

的現象，除此之外，沒有呈現其它任何的粗分二現，

是這樣的一種意識。 

 

「明得」的定義為，在分別心湧動及收攝期間

產生，如黑暗籠罩的清淨秋空，呈現為空靈黑黝的

現象，除此之外，沒有呈現其它任何的粗分二現，

是這樣的一種意識。 

 

「近得」收攝入「光明」，「光明」顯現時，從

無念的「近得」後段部分醒覺過來，沒有任何絲毫

的粗分二現，如清淨的秋空，沒有月光、日光、黑

暗的夾雜，如黎明虛空的本來顏色，極為淨朗空靈

的現象呈現出來，尌像一種現證空性的等引境界。 

 

這樣呈現的原因，是由於紅白二明點收攝入不

壞紅白明點，中脈內的一切風亦收攝入極微細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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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中，由此本初極微細風心現前，從而產生那樣的

現象，並不是外在的空靈虛空。其又被稱為「死光

明」及「一切空」，即真正的死亡。亦被稱為「基位

法身」，那種空靈被稱為「基位自性身」，有彼境的

心被稱為「基位智慧法身」。 

 

在死光明的境界裡，凡庸之人住三晝夜之久，

然後紅白界的徵相出現。 

 

據說若由於疾病耗身太甚，任經過多少晝夜，

亦有可能不會出現紅白界的徵相。瑜伽士由其本身

證悟高低的原因，光明與法身和合後安住其中，則

天數的多少尌不一定了。 

 

「明」、「增」、「得」三者及「光明」的收攝道

理，亦是在遮除前者的力量之後，後者益發增強，

而稱為「前者攝入後者」，並非前者轉成後者的自

性。 

以「秋空」為喻者，由於夏雨淨除懸浮於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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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塵後，並且又沒有纖毫雲翳的障蔽，在這兩種

狀態下，出現極為淨朗的天氣多半是發生在秋季，

所以取喻「秋空」。 

 

猶如虛空是僅遮止觸礙性後的空靈境界，而四

種空亦是在心目中，粗分分別心的顯現消失後，而

顯現出空靈的境界，這兩種顯現方式相似，故爾結

合為喻義。實際上，在那些階段，是不會呈現出虛

空等的現象的。 

 

那麼，在「明」的前面，八十自性及其風騎收

攝完畢後，在「明」、「增」、「得」三種階段，是否

還有要收攝的風呢？ 

 

總的說來，風有粗細多種，其中的粗分雖收攝

完畢，但細分還是存在的。因此，唯由細分風作為

識依處的階段，是從風收攝入「明」後，乃至「得」

收攝入「光明」期間。 

四空時，由於後後及其境象較前前及其境象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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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愈微細的原因，在心目中粗分的世俗現象消失後，

而呈現出一種空靈的境界，並不是以空性為境。 

 

因此，未曾修道之凡庸人在那些階段，除了純

粹的諦實成尌外，不會呈現出無諦實的現象。因為

這時的四種空會於一切死時的有情前呈現，如果認

為死時自然地會領悟空性，尌會有不須勵力自然解

脫的過失。 

 

諸凡庸之輩對於死光明，只是以現而不定的方

式感受，並不是帶著決定的瞭解去感受。 

 

這種「死光明」是「母光明」，修道時睡眠及

醒覺時，以修力呈現的光明稱為「子光明」，此二者

在死光明時和合而修，即被稱為「母子光明和合」。 

 

那麼，「死光明」是否為真正意義上的「光明」

呢？ 

若瑜伽士安住於母子光明和合後的正見上，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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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的光明，但若不是這種情況，只是凡夫自然

顯現的死光明，也僅是遮止粗分二現後的一種境界，

故而僅是假名「光明」，並不是真正的「光明」。 

 

總的說來，「光明」有兩種：微細空性是「境

光明」，證悟彼的智慧則被安立為「有境光明（光明

智慧）」。 

 

無上的密咒生圓二次的死亡轉法身的道用，以

及喻、義光明等主要的所淨基即此死亡次第，所以

對此等產生很好的理解顯得是那樣的重要。 

 

【解說成辦中有的次第】 

 

甲二、解說成辦中有的次第： 

 

如是死光明心在不動轉的狀態中住幾許後，從

其狀態稍微有所顫動，當出現這種情況後，即準備

從光明狀態中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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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後，極微細風心從開啟的心間白紅明點中躍

出而捨棄此身，成尌中陰身，同時，心間的白界下

降，從相尖流出，紅界上升從上面的鼻孔中流出。 

 

死光明的風騎第五光明（極微細風）是中陰身

的近取因，作（中陰）心的俱生緣，死光明的心作

中陰身的俱生緣，作心的近取因。依此，若要投生

為人，外表具有人相的風身中陰，在舊有的異熟蘊

外真正生起。 

 

這時，如前所說「明」、「增」、「得」等的次序

逆轉，逆次的黑色「近得」呈現。死光明滅與成辦

中有是同時的。在上下對法及《瑜伽師地論》等多

部論典中，說死有滅與成辦中有二者如秤兩端低昂

般，同時進行。 

 

中有是化生，故一切根、肢節同時成辦。剛成

辦的中有心是逆次的近得，如是依次逆次的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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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自性分別心生起，八十自性分別心生起後，中

有則為了尋求生處及香味等，四處馳奔。 

 

那些時候，如前所說的次第逆轉上去，從「近

得」乃到「陽焰」間的諸相亦次第呈現。 

 

這種僅由風成辦的意生身極微細中有，沒有四

大組成的血肉粗分身軀，被稱為「基位報身」、「尋

香」。 

 

那麼，如此的中有存在是以何為喻的呢？ 

 

現在，我們如果進入睡眠，睡時的四相四空與

死時相似，轉瞬現起後，即呈現出睡眠光明。從彼

欲起時，即是準備現起夢身，從睡光明出來後，成

辦夢身，作種種夢中之事。快醒時，夢的風身如鏡

面上哈出的蒸汽，從周邊消失後攝入心間，融入身

體心間中脈內體性一如的極微細風心中，遂即醒來，

作種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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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的體性特點者，諸根完備，由於是化生，

肢節頓時圓滿；由於是微細身，金剛鑽石亦不能毀

壞；除如母胎的生處外，即使須彌山王等，亦無滯

礙，隨意穿越；由業所感的神足力，隨欲刹那即至，

即便佛陀神力也難以遮攔。 

 

《俱舍》雖說成辦某趣的中有後，不再轉為其

它趣，但在《集論》中說，雖成某趣中有，並不一

定投生此趣，容有轉變。 

 

但在上下對法二種宗規中，都認為有依中陰身

證得阿羅漢的中般者，所以都不承許中陰一定要受

生。 

在《俱舍》中，中陰之異名有：意成、求生、

食香、中有、起（成有）五種。 

 

壽量的特點者：最長際雖是七晝夜，但若生緣

聚集，亦有剛成辦中有即受生的情況，故壽量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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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七晝夜生緣不具，七晝夜後，有一小死，複成

中有而住，這樣七七四十九天後，定得生緣而受生，

此在《本地分》有說。 

 

七晝夜末小死情況者，如鏡面蒸汽從周邊收攝

般，中有風身從上下漸次收入心間，中有時的八十

自性分別及其風騎收攝後，中陰死亡的四相四空瞬

間現起後，中陰死光明生起，光明的風騎作近取因，

與成辦逆次現起的近得同時，如前成辦中陰風身。 

 

中陰身任經幾次小死，皆攝入中陰本身。 

 

中陰雖看到以前的身體，但由於業緣已斷，不

會生起「那是我的身體」的念頭，也沒有進入其中

的想法，此乃《本地分》說。 

有些人說：「所言中陰壽量七晝夜是指六道各

自的晝夜。」 

 

這種說法是不對的。若是那樣，地獄及上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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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陰要在他們各自的七晝夜等期間而住，豈不是

生緣未聚時，要百千萬億年間地存活嗎？這樣不是

太過分了嗎？ 

 

中陰遷離的差別者：《第八觀察續》等中說：

若生地獄者，從肛門遷離；餓鬼者口；畜生者小便

道；人者眼；欲天者臍；羅刹者鼻；所修天及非人

者耳；色界者眉間；無色界者從頂部遷離。 

 

那麼，《瑜伽師地論》等中說捨離身體，識從

心間遷離，豈不與此相違嗎？並不相違。在身體內

部的遷識最初從心間遷離，但其後遷離到身體外部

時，說是從不同部位遷離。 

 

又《俱舍》中說：「漸死足臍心，最後意識滅。」

其注釋中說：「生惡趣者，在足部識滅，生人者臍部，

生天及阿羅漢圓寂在心間識滅。」其義又是如何理

解的呢？ 

（欽降白央的注釋中說：若言死時，於身體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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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識滅？受生三惡趣、人、天的生者，以及無生者

阿羅漢涅槃，若是化生者則不決定。若是頓死，則

意與身根頓滅。前面的胎卵濕三種漸生者死時，依

次生惡趣者足部，生人者臍部，生天及阿羅漢圓寂，

在心間遷識。亦有人認為阿羅漢從頂部遷識。另外，

識無形體不可見，不住於境，但在死時，身根猶如

熱石上灑水般將會消失，識將於足部等處隱沒，稱

之為「遷識」。集論中說，行善者身體先從下冷，造

孽者先從上冷。這樣一來，應許除攝暖時方向有所

不同外，最後皆從心間遷識。） 

 

正如其注釋中解說的那樣，是指在那些地方意

識滅的意思。其義僅僅是在顯示在足部等那些地方，

由於身根滅的原因，意識亦隨之而滅的不同情況，

並不是顯示從那些地方遷識出身，故與前說不相

違。 

 

看見的情況差別者：《俱舍》中說，同類中陰

及清淨天眼可以看見。由生力所得天眼為不清淨天



22 
 

眼，由修力所得的天眼安立為清淨天眼。《俱舍釋》

中也有上上中陰可以看到下下中陰的說法。 

 

體量差別者：《俱舍釋》說瞻部洲人的中陰有

如五六歲的孩童身量，但並未說決定如此。 

 

外相差別者：惡趣中陰，有如黑氆氌光或陰暗

夜所籠罩般；善趣中陰，如被白衣光或晴明夜所籠

罩般。此為《本地分》說。 

 

顯色差別者：《入胎經》中說，地獄中有如燒

杌木；旁生中有其色如煙；餓鬼中有色相如水；人

天中有如金色；色界中有潔白。 

 

形貌差別者：《俱舍》說為將來受生何趣的本

有身形。 

 

四有者：於生有結生的第一刹那是生有；從此

第二刹那乃至死有的最後刹那以前，是為本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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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最後刹那感受死光明時的為死有；死有至生有中

間為中有。 

 

由於對「本有」字面誤解，認為中陰是前世的

身形，又看到經論說是後世身形，所以有的人認為

中陰三日半為前世身形，三日半為後世身形，此說

全無清淨依據，唯增益執，此在《廣論》中有明說。 

 

所以「本有」的「本」是觀待後世的死有為本，

並不是觀待中有而安立為「本」。《俱舍》中「為當

本有形」中「當」是指未來，而非過去。 

 

對於說為是將來受生的有情外相的這種說法，

有人說如果那樣，那麼諸根不具足的眾生的中陰也

應是諸眼不具足。這種看法是極不正確的。只有在

受生後才會產生眼等諸根的不具，何處也沒有說過

中陰是諸根不具足的。若僅僅由於說是將來受生的

眾生的外相這一點，而要任何方面都完全相同，不

是太可笑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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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的行走方式差別者：《本地分》說天中有

向上；人中有橫行；惡趣中有倒擲而行。 

 

生欲、色界者要經過中有，所以在《廣論》中

說：認為上下兩種無間業沒有中有的說法是不正確

的。 

（上無間業指定生欲、色善趣天之業） 

 

生無色界者，沒有中有，於何處沒，即於其處

成無色蘊。 

 

將來投生無色界的補特伽羅從死光明中現起

無色定，不再現起從死光明中逆次而起的近得心，

因為這種近得心是中有心的緣故。 

無色界並不是存在於欲、色二界之外的某個地

方。 

殊勝中有——一生所繫菩薩從兜率沒後投入

母胎的中有外相為孺童，相好莊嚴，光明映照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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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四大洲，《俱舍釋》及《安立次第》（密集）中作

如是說。 

 

那麼，豈不是與大德曲旦熱覺所說六牙白象入

胎的說法相違？ 

 

並不需要依照這位元大德的說法而承許，而且

這只是順應佛母的夢兆而顯示的，如果認為投生為

人的中有具有畜生的外相，會與許多具量的論典相

違。這種說法在小乘中會依言承許，而在大乘宗義

中則只是承許那種外相只是一種示現。 

 

中有的安立是無上生起次第中有轉報身之道

用及淨不淨幻身的所淨基，所以對於它的詳細瞭解，

是很重要的。 

（注：不淨幻身，在見道無間道前；淨幻身與

見道解脫道同時；密咒中見道時，斷盡煩惱障。） 

 

【中有受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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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三、其受生的情況： 

 

《入胎經》中說，若中陰有情於母胎中受生，

三處應當現前並且遠離三過。 

 

    三處現前者： 

    一、母無病、行經期； 

    二、食香圍繞欲入； 

    三、男女二者相互貪愛相逢。 

 

    遠離三過中，三過者： 

    一、胎過，母胎似青稞形，或似蟻腰、駝嘴形，

或被風、膽、涎之病阻止； 

    二、種過，父母隨一不出精血，或雖出，時有

前後差別，或雖同時，但其一腐壞； 

    三、業過，食香昔未造成其子女的業或男女未

造成其父母的業。《戒經》中說要六處現前亦是此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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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具足三順緣、遠離三違緣，將要於胎中受

生的食香猶如幻化般地看到父母行邪行，便起貪愛。

若當生男，貪與母會，欲令父離；若當生女，貪與

父會，欲令母離；其後便欲擁抱所貪之人，但由業

力看不到身體的其它部分，唯現隨一男女相，由此

發瞋，由貪瞋為死緣而投胎。 

 

    《眾地分》說，爾時父母未行邪行，食香誤於

精血見行邪行。《俱舍釋》說看到父母行邪行。 

 

男女交合，由二根觸磨力，下行風上吹，臍部

普通拙火熾然之暖消溶白紅明點，白紅明點從七萬

二千脈空管中降下，由此身心泰然。彼時即是貪欲

至極之時，最後湧出濃厚精液。其後父母決定各出

一滴精血，二滴和合住母胎中，猶如熟乳所結乳膜

的中間，中有死後之識投入其中。 

 

投入的情況者，最初中有從父口，或其頭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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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母生處三門隨一進入，同時伴隨著從七萬二千脈

降下的明點。中有階段的催動分別之風收攝，明、

增、得三者依次顯現，中有死光明較前所說捨棄粗

大身時還要短暫，迅速顯現。 

 

中有之陽焰到光明間的諸相出現後，光明的後

類相續於和合精血中結合而受生，此與成尌逆次的

近得同時。 

 

第一刹那近得心即是安立「生有」的名言處，

亦是最初在生處結生相續的心。從此生起後來的第

二刹那近得，如是依次生起增、明、八十自性分別

及其風騎。 

 

從明的風騎中生起有著殊勝力量作為識依的

風，從此又依次生起有殊勝力量的火界、水界、地

界。 

 

中有從何門入胎者，《安立次第》說從毗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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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頭頂端進入；《戒源》及《金剛鬘》二者說從

父口進入，所以概而言之，最初從父口或頭頂進入，

從父密處出來再進入母蓮，於胎內精血中，中有死

之識結生相續。 

 

《俱舍釋》說從母生處進入，因此應知入胎有

三門，為母生處、父口及頭頂。這僅尌胎生中有趣

入的情況而言。 

 

總的說來，中有沒有滯礙，趣入之門不需要孔

道。據說密實的鐵丸破裂後亦有蟲蟻爬出，此乃《俱

舍釋》說。在極為堅硬沒有縫隙的岩石塊中，亦有

有情的生存。 

 

胎中身體發育情況者：《入胎經》中說，胎處

於母胃之下，肓腸之上的位置。最初為皰（遏部壇），

外如熟乳膜覆蓋，內極堅實。從此開始生成粗蘊，

直至死亡中間的粗細身是由四大界組成，地風執持，

水風攝集，火風成熟不壞，風風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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皰（遏部壇）七日過後，生一新風，風令成熟

後，為血肉塊片（羯羅藍位），內外如酪般濃稠，還

未成肉。 

 

七日過後，又生一新風令成熟已，為堅肉位（閉

屍位），已成肉但不堪壓。 

 

七日後，又一新風令成熟已，為肉團（鍵南位），

肉厚實堪壓。 

 

七日後，又一新風成熟已，為支節位（缽羅露

位），二腿、二肩及頭五相突出明顯，以上為住胎五

位，出自《安立次第》 

 

《俱舍釋》、《入胎經》中為凝酪位（羯羅藍位）、

皰（遏部壇），後三者如前所說。《本地分》中則為

凝酪位（羯羅藍位）、皰（遏部壇），與前位置相換

而說。這些差別只是名字的安立的次序不同，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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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 

 

第四個七日時，白紅明點分為濁清，白明點於

內生成精、骨、髓，為從父所得三藏，紅明點於外

生成肉、皮、血，為從母所得三藏。 

 

識最初托生的精血處後發育成心臟，其中有極

微細風心二者及精血二淨分共四者所聚塊，量如芥

子般，其中央為中脈。左右二脈分別三次纏繞中脈，

從彼上行風上生，下行風下生，由此三脈向上下伸

展，首尾細，中間粗，猶如魚形，如是漸次五位突

出，後成五肢。其後，發甲毛髮等、諸根、男女相、

口中所行氣、舌齶等語八處、意識逐境的念等依次

圓滿生起。 

 

懷胎後若是男，住母腹右側，面朝脊背蹲坐；

若是女，住母腹左側，面朝前方蹲坐。 

 

住胎時量：《入胎經》亦說經三十八周後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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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二百六十六天。《本地分》中在其上又加四天，

經二百七十天而生。《戒源》中說第十月裡產生了欲

出來的心思。 

 

這三部經論同為九月零十天。《入胎經》及《本

地分》所說的日為太陽日（晝夜），月為太陰月（29

天） 

（太陰日：月亮白分和黑分每增減一分的時間，

稱為一個太陰日，三十個太陰日為一個太陰月，約

合二十九個太陽日。太陽日：以日光對大地的作用

而得名。從今晨明辨掌紋時起至明晨能明辨掌紋之

間，稱為一個完整的太陽日） 

 

在第三十五周時，蘊處界肢節、發甲等身、言

語舌齶及意隨趣境之念等圓滿後，在三十七周，感

覺胎中的骯髒不淨，最後在三十八周時，由昔業感

生的支分風生起，令胎中有情身體首尾倒置，二手

蜷縮，從母胎衣中朝向胎門。向下視之風起，令胎

中有情頭下腳上，吹向產道。第三十八個七日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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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世，為眾所見。如是兒童、少年、青年、壯年、

老年為生時五位，次第經歷。 

 

氣脈明點生成情況者：最初心間左、右、中三

脈，東方的三繞脈，南方的欲脈，如此五脈同時形

成。其後同中脈共住的離魔脈，西方的家脈、北方

的拙火脈三者同時形成，這些被稱為心間最初形成

的八脈。 

 

隨後，四方之脈各分二支，有了四隅脈瓣，如

是心間八脈瓣又各分三支，由此形成二十四處脈。

其中每一支又分三支，成七十二支，每一支又分千

支，這樣身上尌形成了七萬二千支脈。 

 

風形成情況者：最初胎中結生後的第一月，從

微細持命風生起粗大的持命風，那時有情的身形似

魚。 

 

第二月，持命風生下行風，其時，有情身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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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突起似烏龜。 

 

第三月，下行風生等住風，其時有情上身稍彎，

似野豬。 

 

第四月，等住風生上行風，其時上身漸豐滿，

似獅子。 

 

第五月，上行風生遍行風，其時，有情的身體

已有小兒的形狀。 

 

第六月，生眼門的行風及地大。 

第七月，生耳門的順行風及水大。 

第八月，生鼻門的正行風及火大。 

第九月，生舌門的極行風及風大。 

第十月，生身門的定行風及空界。這時身體的

諸空穴生起。 

 

胎中雖形成十風，但在鼻孔還不能呼吸，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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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則有呼吸。 

 

明點形成情況者：白紅界的淨分與極微細風心

的聚合塊，量如芥子許，住於心間中脈內的些微空

間內，稱其為「不壞明點。」 

 

白色明點一分進入頂端脈輪內安住，稱為「哈」

字，它直接或間接增長其它身處的白色明點。心間

紅色明點一分進入臍部脈輪內安住，稱為「拙火」，

由它直接或間接增長其它身處的紅界。 

 

每一脈輪中雖有部分明點安住，但頂端脈輪是

增長白界的主要處，臍部脈輪是增長紅界的主要處，

心間脈輪則是平等地增長白紅界之處。 

 

據云白紅界亦是何時需要時，方生長，並非如

器中貯水般存在。 

 

於生處結生而受生粗大身稱為「基位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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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中有於胎中結生而投生的這些道理，是生

起次第中生有轉化身道用的所淨基，複與圓滿次第

淨不淨幻身受持粗大化身，或複趣入舊蘊從而為眾

所見的行相相似，亦為其所淨基。 

 

生有作為生圓二次的所淨基，沒有什麼差別。

生起次第者，以基位死有、中有、生有三者作為所

淨基，能淨者為修習與其三者依次相似的死有轉法

身道用、中有轉報身之道用、生有轉化身之道用三

者及其支分，間接地淨化了平庸的死、中、生三有，

而現證與其三者行相相順的三身。 

 

圓滿次第者，是以與基位三法行相相順之道，

直接淨化此三法，與死光明行相相順的為身遠離、

語遠離、意遠離、幻身、有學雙運位時的明、增、

得三者及光明。與中有行相相順的為第三次第的不

淨幻身，學位雙運的清淨幻身。與生有行相相順的

為淨不淨幻身趣入舊蘊，為眾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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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次第諸道是直接淨化生死中有三者，圓滿

次第瑜伽士以禪定力，遮止自相續中體性一如極微

細風心的一分——極微細心輾轉遷流，不令變成平

庸死有的光明，而令轉成與其相似的道位時喻義光

明及果位時光明法身。此乃淨化死有的情況。 

 

圓滿次第瑜伽士以禪定力，遮止極微細風的輾

轉遷流，不令變成平庸死光明的乘騎而起中有身,

而令轉化成與中有相似的不淨幻身、學無學雙運的

清淨幻身。此乃淨化中有的情況。 

 

若成尌如此的幻身，則永滅中有，由此之力，

亦遮止由惑業支配的胎中受生，而轉化成幻身趣入

舊蘊，宣演佛法，勵修上道，猶如中有受生母胎。

此乃淨化生有情況。 

 

因此直接遮止生死中陰三者的根本，是作為幻

身直接因的究竟意遠離喻光明，由彼直接遮止死有

之力，而自然地遮止中有及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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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如此的喻光明中成尌幻身時，則永遮中有，

是因為生起中有身的極微細風已轉成幻身。由永遮

中有，不再由惑業受生，所以若得幻身，此生定證

佛果。 

 

前面所說的依據諸多經論，由於懼其繁瑣，沒

有一一列舉，望從至尊宗喀巴大師三父子的嘉言及

隨學諸智者成尌者的著作中了知。 

 

頌曰： 

僅依第二佛父子  隨學智言書此理 

未達密意眾過愆  上師本尊智前悔 

此表純善願自他  速疾究竟賢善道 

依於甚深二次第  轉濁三有為三身 

 

 為己備忘故，凡庸之輩 央堅嘎偉洛卓 集諸正士語而書。 

釋迦教下弟子緣宗敬譯於西康色須寺極樂殿 

                 二○○三年八月十四日  吉祥圓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