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 脫 者 的 定 義  

時解脫者(samayavimutto)：以適當時間，用（名）身證得八解脫(編按：四色界
禪與四無色界禪)之後而住，以（道）智看到之後，他的一些漏滅盡。  

無時解脫者(asamayavimutto)：實在不是以適當時間，用（名）身證得八解脫之

後而住，以（道）智看到之後，他的諸漏完全滅盡。所有的聖人在聖解脫裡都

是無時解脫者。(編按：無時解脫即永遠的解脫，asamaya 字義為「非暫時的」
或「永遠的」解脫。《無礙解道》〈大品第五.解脫論〉說：「無時解脫是指四聖

道、四沙門果與涅槃。」)(鈍根阿羅漢，待勝時而入定，以脫煩惱縛者，稱為

「一時解脫」。其所待之時(勝緣)六種，即好食、好衣、好臥具、好說法、好

處所、好人等。「不時解脫」又作不動心解脫、不時不移動心解脫，其根性最

上殊勝，於有學位稱為隨法行、見至，以利根之故，現法樂住，不待事緣具足，

得隨時自在證入四根本定、四無色定、滅盡定中，其心解脫煩惱障。又因此阿

羅漢不退動於煩惱及心解脫，故又稱不動心解脫。 

同首者(samasusi 等首)：漏滅盡和命滅盡是不前不後（同時）。(按：可能因心

臟受到震盪而心臟麻痺。) 

正等正覺者(sammasambuddho)：在以前還未聽聞的諸法中，自己徹底了解

(abhisambujjhati)諸諦，在那裡既得到一切智性( sabbabbutam)，而且在諸力中

得自在，這個人被稱為「正等正覺者」。 

諸力：即十力dasa balani，十種智力，佛十八不共法中之十種。十力即： 

一、處非處智力，謂如來於一切因緣果報審實能知，如作善業，即知定得樂報，

稱為知是處(道理)；若作惡業，得受樂報無有是處，稱為知非處。如是種

種，皆悉遍知。 

二、業異熟智力，謂如來於一切眾生過去未來現在三世業緣果報生處，皆悉遍

知。 

三、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力，謂如來於諸禪定自在無礙，其淺深次第如實遍知。 

四、根上下智力，謂如來於諸眾生根性勝劣、得果大小皆實遍知。 

五、種種勝解智力，謂如來於諸眾生種種欲樂善惡不同，如實遍知。 

六、種種界智力，謂如來於世間眾生種種界分不同，如實遍知。 

七、遍趣行智力，謂如來於六道有漏行所至處、涅槃無漏行所至處如實遍知。 

八、宿住隨念智力，即如實了知過去世種種事之力；如來於種種宿命，一世乃

至百千萬世，一劫乃至百千萬劫，死此生彼，死彼生此，姓名飲食、苦樂

壽命，如實遍知。 

九、死生智力，謂如來如實了知眾生死生之時與未來生之善惡趣，乃至美醜貧

富等善惡業緣。 

十、漏盡智力，謂如來於一切惑餘習氣分永斷不生，如實遍知。--見《佛光大

辭典》〈十力〉p.361 



獨正覺者(paccekasambuddho 獨覺)：在以前還未聽聞的諸法中，自己徹底了解

諸諦，在那裡既沒有得到一切智性，而且沒在諸力中得自在。 

俱解脫 (ubhatobhagavimutto 雙分解脫者)：由慧力解脫一切煩惱而得慧解脫，

又得滅盡定而解脫一切定障。 

慧解脫者(pabbavimutto)：由慧力解脫一切煩惱而得慧解脫，他的諸漏完全被滅

盡。 

身證者(kayasakkhi)：以（名）身證得八解脫之後而住，以（道）智見到之後，

他的一些漏被滅盡。「身證者」為阿那含果中之最高者。 

隨法行者(dhammanusari)：為了作證預流果而修行者的慧根是非常強。他修習帶

領慧、以慧為前行的聖道。他的住果者是見至者。 

隨信行者(saddhanusari)：為了作證預流果而修行者的信根是非常強。他修習帶領

信、以信為前行的聖道。他的住果者是信解脫者。部派佛教有說隨法行者、隨

信行者皆名為「向須陀洹」，但依南傳阿毘達摩所說，「向須陀洹」只有一個剎

那心識的「道心」。 

見至者(ditthipatto)：「隨法行者」如實地了知：苦、集、滅、導向滅苦之道，以

智慧看到之後，一些漏被滅盡。見至者包括初、二、三果。 

信解脫者(saddhavimutto)：「隨信行者」如實地了知：苦、集、滅、導向滅苦之

道，以智慧見到之後，一些漏被滅盡。信解脫者包括初、二、三果。 

極七次(sattakkhattuparamo)：由於完全滅盡三結而成為預流者(Sotapanna，須陀
洹果、初果，已進入聖道者)。他在天或人間輪迴流轉頂多七次，之後，滅盡

苦。 

家家(kolavkolo)：由於完全滅盡三結而成為預流者。他輪迴流轉二或三家之後，

滅盡苦。「家家」為預流者之最高者。 

一種子(ekabiji)：由於完全滅盡三結而成為預流者。他只一次轉生人類之後，滅

盡苦。「一種子」為斯陀含之最高者。 

一來者(sakadagami斯陀含)：由於完全滅盡三結、薄貪瞋痴。只要來世間一次之

後，滅盡苦。 

不還者(anagami阿那含)：由於完全滅盡五下分結而成為化生者(opapatiko)，就
在上界(色界或無色界)完全寂滅(parinibbayi)。 

中般涅槃(antaraparinibbayi)：由於完全滅盡五下分結而成為化生者，他被生之

後不久或者還未到達壽量的一半，他為了捨斷五上分結，而使得生起聖道。(編

按：有人甚至以「中般涅槃」作為有「中陰身」之證明，這是誤會。) 

生般涅槃(upahaccaparinibbayi)：由於完全滅盡五下分結而成為化生者，就在上

界完全寂滅。他超過壽量的一半之後，或者接近死時，捨斷五上分結，而生起

聖道。 



無行般涅槃(asavkharaparinibbayi)：由於完全滅盡五下分結而成為化生者，就在

上界完全寂滅。他為了捨斷五上分結，以無行(不猶豫、自動)使得生起聖道。 

有行般涅槃(sasavkharaparinibbayi)：由於完全滅盡五下分結而成為化生者，就

在上界完全寂滅。他為了捨斷五上分結，以有行(不自動、受自他慫恿)使得生

起聖道。 

上流至色竟天者(uddhamsoto akanitthagami)：由於完全滅盡五上分結而成為化生

者，在那個地方完全寂滅，不會再生於欲界。他從無煩天死後去到無熱天，從

無熱天死後去到善現天，從善現天死後去到善見天，從善見天死後去到色究竟

天，在色竟天(Akanittha，a無 + kanittha最年輕的、最小的、最低的)為了捨斷

五上分結而使得生起聖道。 

阿羅漢(araha)：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五上分結)是完全的被捨斷。 

(參考：《人施設論》電子檔，原始佛教學院 出版) 

滅  盡  定 

「 滅 盡 定 」 (nirodha-samapatti) 又 稱 為 「 滅 受 想 定 」

(nirodha-vedayita-samapatti)，經中說：“ saññavedayitanirodham samapannassa 
sañña ca vedana ca vupasanta honti.＂(入想.受滅定者，想、受皆止息) 滅盡定亦稱
為「第八解脫」，即超一切非想非非想處，滅一切心、心所法，成為無心、無心

所法(無苦.樂受)的狀態。只有阿那含及阿羅漢具有入非想非非想處定者，才可以

入滅盡定。 

阿那含或阿羅漢先入色界定或無色界定 → 出定 → 觀諸行(無常、苦、無我) 

→ 無所有處定 → 出定 → 決定在入定期間的預備工作 → 入非想非非想處定

→ 二剎那安止速行 → 滅心識、感受(入滅定=無心定) → 出定 → 果心生滅一

次 → 墮入有分 → 省察智 
* 預備工作：1.令本人在定中的資具無損害，2.僧團有事時出定，3.佛召見時出

定，4.壽盡前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