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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相應行_「根本煩惱」與「隨煩惱」，於何處斷？ 
補充資料 

釋覺天編輯 

 2019/04/30 

※「六根本煩惱」與「隨煩惱」，在修行的哪個階段，逐漸去除？ 

以下的圖表結構，資料來源是依據《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4〈分別根品 2〉、卷 19〈分別隨眠品 5〉、卷 21〈分別隨眠品 5〉的內

容來做整理。 

1、見苦所斷結──(1)有身見，(2)邊執見，(3)邪見，(4)見取，(5)戒禁取；(1)貪，(2)瞋，(3)慢，(4)無明，(5)疑。＝ 10 

2、見集所斷結──           (3)邪見，(4)見取          ；(1)貪，(2)瞋，(3)慢，(4)無明，(5)疑。＝ 7 

3、見滅所斷結──                     (3)邪見，(4)見取          ；(1)貪，(2)瞋，(3)慢，(4)無明，(5)疑。＝ 7 

4、見道所斷結──                     (3)邪見，(4)見取，(5)戒禁取；(1)貪，(2)瞋，(3)慢，(4)無明，(5)疑。＝ 8 

5、修所斷結──［忿、覆、慳、嫉、惱、害、恨、諂、誑、憍］      ；(1)貪，(2)瞋，(3)慢，(4)無明。      ＝ 4 

◎「欲界」四諦所斷＋修所斷，共「36 使」（不包含 10 個小隨煩惱）；「色界」四諦所斷＋修所斷，共「31 使」（不包含 10 個小隨煩

惱）；「無色界」四諦所斷＋修所斷，共「31 使」（不包含 10 個小隨煩惱）。 

無慚、慳、掉舉，是貪等流。                                             誑、憍，是貪等流。 

無愧、眠、惛沈，是無明等流。                                           害、恨，是瞋等流。 

嫉、忿，是瞋等流。                                                     惱，是見取等流。 

悔，是疑等流。                                                         諂，是諸見等流。 

有說，覆，是貪等流。有說，是無明等流。有說，是俱等流。 

◎無慚、無愧、睡眠、惛沈、掉舉──通「見所斷與修所斷」；嫉、慳、悔、忿、覆，惱、害、恨、諂、誑、憍──「唯修所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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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斷」到「五上分結盡」 

以下的圖表結構，資料來源是依據《雜阿含經》卷 33，《大智度論》卷 57，《瑜伽師地論》卷 14，《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49，

《大乘廣五蘊論》 

1、身見──於五取蘊，隨執為我或為我所，染慧為性。 

2、戒取──於戒、禁及所依蘊，隨計為清淨、為解脫、為出離，染慧為性。 

3、疑──於諦、寶等為有為無，猶預為性。 

斯陀含──三結已斷已知，貪、恚、癡薄 

1、身見──於五取蘊，隨執為我或為我所，染慧為性。 

2、戒取──於戒、禁及所依蘊，隨計為清淨、為解脫、為出離，染慧為性。 

3、疑──於諦、寶等為有為無，猶預為性。 

4、貪欲──於五取蘊染愛、耽著為性。欲貪指欲界的貪欲而說。 

5、瞋恚──於群生損害為性。是專屬於欲界的煩惱。 

1、色貪──即色界修所斷愛為一事。 

2、無色貪──即無色界修所斷愛為一事。 

3、掉舉──隨憶念喜樂等事，心不寂靜為性。 

4、慢──慢有七種，都是以心高舉為性 

5、無明──於業、果、諦、寶，無智為性。 

須陀洹──三結已斷已知 

 

阿那含──五下分結已斷已知 

 

阿羅漢──斷五上分結 

即色、無色界各修所斷掉舉、慢、無明為六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