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種無為法： 

就俱舍言：無為法，非心非物，不被因果所支配者。不同於有為法也。無為法

亦為萬有之一，非真如。 

無為法：為者，作為、造作義。依因緣所作為之法，名為有為法。離因緣作為之法，

名無為法。百法中前九十四法，是生滅變化之差別之有為的現象。此無為法乃常

住不變平等的，為現象之本體，諸法之實性，故名法性。離虛妄無變異，亦名真

如。蓋有為法是差別的事相，無為法乃平等的理性。如水入方則方，就圓則圓，

方圓為器之相，水本無相。無相，喻為無為法；器相，喻有為法。又如海之波浪，

海水濕性，喻無為法。 

---虛空無為 

  非擇滅無為                    大乘菩薩所證 

真如無為                     

擇滅無為                      二乘所得 

不動無為                      四禪天人所修 

---想受滅無為                    四空天人所修 

 

-- 虛空無為—真如離諸障礙，猶如虛空故。                  

擇滅無為—由無漏智揀擇力滅諸雜染故。 小乘 

非擇滅無為—本性不由揀擇，而自清淨故。 凡夫 

不動無為—離第三禪時，滅苦樂受故。                   -- 權教 

想受滅無為—離無所有處欲，想受不行故。 大乘 

--真如無為—理非妄倒，故名真如。                        -- 實教 

（真如亦是假設之名，其實則非言詮所及。） 

虛空無為、想受滅無為： 

明 王肯堂《成唯識論證義(第 1卷-第 3卷)》卷 2：「二別破。是無為法。約諸

經論凡有六種。一虗空無為者。離一切色心諸法障礙所顯真理。名為虗空無為。虗

空有三。一識變虗空。即六識上作解心。變起虗空相分。二法性虗空。即真如體有。

離諸障礙故。名為虗空。三事虗空。即所見頑空是也。二擇滅無為。由無漏智起簡

擇。滅諸障染。所顯真如理故。三非擇滅無為。有法不由擇力起無漏智簡擇。而本

性淨。即自性清淨涅槃是也。即真如本性。離諸障染。不由起智斷惑。本體淨故。

四不動無為。第四禪離八患三災。證得不動無為。五想受滅無為。從第四禪已上。

至無所有處已來。捨受不行。并麤想亦無。顯得真如。名想受滅無為。」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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