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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論止廣論止廣論止廣論止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雪歌仁波切講授 

2008/10/27 

申二申二申二申二、、、、住所緣時應如何修分二住所緣時應如何修分二住所緣時應如何修分二住所緣時應如何修分二：：：： 

    一一一一、、、、明心住之所緣分二明心住之所緣分二明心住之所緣分二明心住之所緣分二：：：： 

        一一一一、、、、總建立所緣分三總建立所緣分三總建立所緣分三總建立所緣分三：：：： 

            一一一一、、、、正明所緣正明所緣正明所緣正明所緣 

            二二二二、、、、顯示何等補特伽羅應緣何境顯示何等補特伽羅應緣何境顯示何等補特伽羅應緣何境顯示何等補特伽羅應緣何境 

            三三三三、、、、顯示所緣異門顯示所緣異門顯示所緣異門顯示所緣異門 

        二二二二、、、、明此處之所緣明此處之所緣明此處之所緣明此處之所緣 

    二二二二、、、、心於所緣如何安住心於所緣如何安住心於所緣如何安住心於所緣如何安住 

  一開始，要了解的是「所緣」與「住緣」。 

戊一戊一戊一戊一、、、、正明所緣正明所緣正明所緣正明所緣 

  宗大師開頭即引述經論中多種的「所緣」，並解釋它們是什麼樣子。接

著，才說明他會選擇何種所緣以及選擇的理由。他不會因為引述了多種所

緣，就說這些我們全部都要修。 

  宗大師沒有開宗明義就說出自己所選擇的所緣。若直接講出來，可能

不妥。這是因為宗喀巴大師寫《道次第廣論》，實屬創舉，然而，大家是否

會因此而認同？則很難說。所以，他必須在起頭就攤開經論，明確具體地

說明其立論均有法源，接著詳述其理論，大家才會信服而有信心。這就是

宗大師於此處不厭其煩地引經據典的理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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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論》云：「「「「如世尊言如世尊言如世尊言如世尊言，，，，修瑜伽師有四所緣修瑜伽師有四所緣修瑜伽師有四所緣修瑜伽師有四所緣，，，，謂周遍所緣謂周遍所緣謂周遍所緣謂周遍所緣、、、、淨行所緣淨行所緣淨行所緣淨行所緣、、、、

善巧所緣善巧所緣善巧所緣善巧所緣、、、、淨惑所緣淨惑所緣淨惑所緣淨惑所緣。。。。周遍所緣複有四種周遍所緣複有四種周遍所緣複有四種周遍所緣複有四種。。。。謂有分別影像謂有分別影像謂有分別影像謂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

事邊際性事邊際性事邊際性事邊際性、、、、有所成辦有所成辦有所成辦有所成辦。。。。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初是毗缽舍那所緣初是毗缽舍那所緣初是毗缽舍那所緣初是毗缽舍那所緣，，，，二是奢摩二是奢摩二是奢摩二是奢摩

他所緣他所緣他所緣他所緣。。。。言影像者言影像者言影像者言影像者，，，，謂非實所緣自相謂非實所緣自相謂非實所緣自相謂非實所緣自相，，，，惟是內心所惟是內心所惟是內心所惟是內心所現彼相現彼相現彼相現彼相。。。。由緣彼相正思由緣彼相正思由緣彼相正思由緣彼相正思

擇時擇時擇時擇時，，，，有思擇分別故有思擇分別故有思擇分別故有思擇分別故，，，，名有分別影像名有分別影像名有分別影像名有分別影像。。。。若心緣彼不思擇住若心緣彼不思擇住若心緣彼不思擇住若心緣彼不思擇住，，，，無思擇分別故無思擇分別故無思擇分別故無思擇分別故，，，，

名無分別影像名無分別影像名無分別影像名無分別影像。。。。有此影像為何所緣之影像耶有此影像為何所緣之影像耶有此影像為何所緣之影像耶有此影像為何所緣之影像耶？？？？謂是五種淨行所緣謂是五種淨行所緣謂是五種淨行所緣謂是五種淨行所緣、、、、五種善五種善五種善五種善

巧所緣巧所緣巧所緣巧所緣，，，，二種淨惑所緣之影像二種淨惑所緣之影像二種淨惑所緣之影像二種淨惑所緣之影像。。。。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此有二種此有二種此有二種此有二種，，，，如云惟爾如云惟爾如云惟爾如云惟爾

更無餘事更無餘事更無餘事更無餘事，，，，是盡所有事邊際性是盡所有事邊際性是盡所有事邊際性是盡所有事邊際性；；；；如云實爾非住餘性如云實爾非住餘性如云實爾非住餘性如云實爾非住餘性，，，，是如所有事邊際性是如所有事邊際性是如所有事邊際性是如所有事邊際性。。。。

其盡所有性者其盡所有性者其盡所有性者其盡所有性者，，，，謂如於五蘊攝諸有為謂如於五蘊攝諸有為謂如於五蘊攝諸有為謂如於五蘊攝諸有為，，，，於十八界及十二處攝一切法於十八界及十二處攝一切法於十八界及十二處攝一切法於十八界及十二處攝一切法，，，，四諦四諦四諦四諦

盡攝應知事盡攝應知事盡攝應知事盡攝應知事，，，，過此無餘過此無餘過此無餘過此無餘。。。。如所有性者如所有性者如所有性者如所有性者，，，，謂彼所緣實性真如理所成義謂彼所緣實性真如理所成義謂彼所緣實性真如理所成義謂彼所緣實性真如理所成義。。。。就果就果就果就果

安立所作成辦安立所作成辦安立所作成辦安立所作成辦，，，，謂於如是所緣影像謂於如是所緣影像謂於如是所緣影像謂於如是所緣影像，，，，由奢摩他由奢摩他由奢摩他由奢摩他、、、、毗缽舍那毗缽舍那毗缽舍那毗缽舍那，，，，作意所緣作意所緣作意所緣作意所緣，，，，若若若若

修若習若多修習修若習若多修習修若習若多修習修若習若多修習，，，，遠離粗重要得轉依遠離粗重要得轉依遠離粗重要得轉依遠離粗重要得轉依。」。」。」。」P350-351 

  修行的四個所緣，分別是周遍所緣、淨行所緣、善巧所緣和淨惑所緣。

第一個應了解的是「周遍所緣」。「周遍」意指「周遍到任一情況之中」，換

言之，不會有這個奢摩他的所緣是周遍所緣，而那個奢摩他的所緣卻不是

周遍所緣的情形。此處之所緣，乃修止或修觀時的所緣，不一定指奢摩他

的所緣，也不一定是起修奢摩他的所緣。 

  這裡，我先幫大家理解一下這四種所緣所指為何。平常，一看到宗喀

巴大師引用這句話時，大家馬上會以為這四種所緣是起修奢摩他的修行者

可選擇的多種所緣之一。其實這是不對的。佛經裡，並沒有特別明指它們

是奢摩他的所緣，事實上，這些都是我們入定時的所緣。佛陀只是要告訴

我們入定時的所緣有哪些而已。 

  以淨惑所緣為例。淨惑所緣，旨在「斷除煩惱」。而斷除煩惱，僅發生

於高級的止觀雙運境界中。是在什麼時候？雖然淨惑所緣，亦分世間與出

世間，但世間道的淨惑所緣，僅能壓伏煩惱，然而，它仍屬止觀雙修的高

級境界。出世間道之見道與修道的止觀雙運，境界高很多，但這類極高級

的層次，也有淨惑所緣。由此可知，它並非是起修奢摩他時才能選擇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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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其他三者，也是如此。 

  這裡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千萬不能以為此四所緣為初級止修的所緣，

否則，將不解何以宗大師要於此處列出那麼多種所緣的道理。佛經講的角

度很廣，讓大家都能理解。先有這種認識，接下去看，才較容易懂。 

周遍所緣周遍所緣周遍所緣周遍所緣 

  周遍所緣，包含了一切的所緣，而淨行所緣、善巧所緣和淨惑所緣，

都是「個別的所緣」。以淨行所緣為例。我們會說這個杯子是某某的淨行所

緣，那朵花是某某的淨行所緣等，它是一種「個別性」的所緣。但周遍所

緣則不同，它不具「個別性」，而是每一個法上、所緣上，都有的所緣。換

言之，淨行所緣有周遍所緣，善巧所緣也有周遍所緣，淨惑所緣也一樣，

此即稱為「周遍」的原因所在。 

  周遍所緣有四，即「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事邊際性、所作成辦」。

後二者，前面已講解過了。宗喀巴大師將此四項劃分為三項來解釋。有分

別影像和無分別影像，歸為一類；事邊際性為一類，所作成辦性也劃為一

類，共三類。《廣論》云：「「「「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意指從能緣心的角度，可

以安立「有分別影像及無分別影像」二種。又云：「「「「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及

「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這兩句，即知宗大師分三項進行講解。這樣比較清

楚了吧？不然可能很不解四項如何變成三項了。 

  這是宗喀巴大師厲害之處。宗喀巴大師很明確地說，從「能緣心」，可

安立兩種影像；從「所緣境」，可安立事邊際；從「果」的角度，則可安立

所作成辦。這些大家要知道。 

１１１１．．．．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 

  何謂「「「「能緣心能緣心能緣心能緣心」」」」？即奢摩他與毗缽舍那二個。這點很清楚。對境同樣

是「空性」，奢摩他緣此對境空性時，此空性影像，將變成「無分別影像」；

若以毗缽舍那來緣，則成為「有分別影像」。要注意一點，有分別影像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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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影像，不是「影像有無分別」之意，而是「有境面對此對境有無分別」

的意思。此時，雖然奢摩他與毗缽舍那，二者共同的所緣境都是空性，但

奢摩他是緣「無分別影像」，但毗缽舍那緣則是「有分別影像」。這主要是

從「有境」的角度來區分，其所緣境，則完全相同。這一點大家要記清楚。 

  由此可見，有分別影像及無分別影像，是周遍的。因為每一個法上，

既有有分別的影像，也有無分別的影像。以奢摩他去緣，即是「無分別影

像」，以毗缽舍那去緣，則成為「有分別影像」。所以任一法上，都有此二

影像，故曰「周遍」。 

  大家也要了解「影像」的意義。之前講過，修止觀時，第六意識會把

「第六意識中的印象」當成所緣，然而，「第六意識中的印象」並不是真實

的。例如，「第六意識印象中的空性」不是真正的空性，「第六意識印象中

的佛像」也不是真的佛像，「第六意識印象中的佛」也不是真正的佛…等。

實修時，將「第六意識中的印象」當「所緣」來修，其稱為「影像」的理

由即在此。 

  宗大師將「影像」做了詳細的區分。影像，分為「有分別影像」和「無

分別影像」。區分後，宗大師進一步解釋二種影像的所緣。此二影像的所緣，

宗大師說並不包括「周遍所緣」，它們都是淨行所緣、善巧所緣、淨惑所緣

的影像。一如《廣論》云：「「「「又此影像為何所緣之影像耶又此影像為何所緣之影像耶又此影像為何所緣之影像耶又此影像為何所緣之影像耶？？？？謂是五種淨行所謂是五種淨行所謂是五種淨行所謂是五種淨行所

緣緣緣緣、、、、五種善巧所緣五種善巧所緣五種善巧所緣五種善巧所緣，，，，二種淨惑所緣之影像二種淨惑所緣之影像二種淨惑所緣之影像二種淨惑所緣之影像…。。。。」」」」於此，我們還能看出這些

所緣的數量，分別是五種淨行所緣、五種善巧所緣和二種淨惑所緣。這些

內容之後都會一一具體說明。至於此處之二種影像，是什麼的影像呢？即

三種所緣的影像。以上「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就能緣心立二影像」，已講解完畢。 

２２２２．．．．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 

  何謂「「「「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就所緣境立事邊際」」」」？即勝義諦、世俗諦二諦，因此，有「如

所有性事邊際」及「盡所有性事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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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所有性事邊際盡所有性事邊際盡所有性事邊際盡所有性事邊際 

  該如何理解「如所有性事邊際」呢？如所有性，意指「萬法究竟的體

性」。究竟呢，一定是到「邊際」了，這容易理解。 

  那麼，該如何解釋「盡所有性事邊際」呢？《廣論》提到，萬法包括

了十二處、十八界，而一切有為法，最後都攝於五蘊，這樣就到「邊際」

了。 

  邊際，即「最後」的意思。換言之，一切有為法，分析到最後，只剩

五蘊；而一切有為法及無為法，整理到最後，即十八界、十二處。 

  大家要注意一點，《廣論》云：「「「「於五蘊攝諸有為於五蘊攝諸有為於五蘊攝諸有為於五蘊攝諸有為」」」」，意思是一切有為法

可含攝到五蘊，但沒包括無為法喔。無為法，是十二處、十八界裏含攝的。

何以五蘊中不包括無為法？五蘊，乃色、受、想、行、識蘊，它們都是「因

緣聚集」，因此之故，五蘊必定是有為法，而非無為法。然而，十八界、十

二處之中，不僅有無為法，也有有為法，所以，一切萬法都可含攝到十八

界、十二處之中。 

  《廣論》云：「「「「四聖諦盡攝所應知事四聖諦盡攝所應知事四聖諦盡攝所應知事四聖諦盡攝所應知事」」」」，何謂「「「「所應知事所應知事所應知事所應知事」」」」？即「欲求

解脫者應該瞭解之事」，而此事，除四聖諦外，別無他法。確實如此啊！欲

求解脫者，「應斷」與「如何斷」的即苦諦與集諦；「應證」與「如何證」

則是滅諦與道諦。故四聖諦含攝「所應知事」。 

  在這裡，我們一定要清楚「所應知事，是『誰』的所應知事？」它是

「欲求解脫者」的所應知事；而一位欲求解脫者該知道的事，通通在「四

聖諦」裡。此即，最邊際，最後也只有這個。 

  宗大師整理這個部分，於實修奢摩他，助益甚大。若不然，對境亂亂

的，有境的心也是一團散亂。因為有境跟著散亂的對境而修，也只能是散

亂啊！因此，必須先將對境好好整理歸納，找到它的「邊際」！整理的過

程中，心也能慢慢收攝回來，不再散亂。可見以「事邊際」為「所緣」，作



此文稿為自他學習而做，僅供參考，容有疏失，懇請指正。       道次世界：http://www.lamrimworld.org/ 

廣論止 2008HK-015-20081027  - 6/9 -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1/12/22 

用極顯著，不僅有助於修奢摩他，而且能讓心清楚「所修的法」屬何種類

別，區分清楚了，修毗缽舍那時，幫助會很大。 

※※※※ 如所有性事邊際如所有性事邊際如所有性事邊際如所有性事邊際 

  如所有性，講的是「法，究竟如何存在？如何產生？存在的方式是什

麼？…」。萬法，表面上，雖有各式各樣的存在方式，但一直往內分析尋找

其源頭，最終發現：「法，竟然完全沒有自性！全然依賴其他的因緣而存

在！」這就找到了，找到的最後「邊際」、「法究竟的實相」。此時，心會以

這種方式收攝回來，於修毗缽舍那而言，也很有幫助。由此可見，如所有

性事邊際，於修奢摩他及修毗缽舍那二者，都有幫助。 

  此外，事邊際的所緣，不能只解釋為「二諦」，這並不足夠。例如，就

世俗諦而言，有一種修行的方法，它是把世俗諦做一番整理，而整理到最

後會得到一個結論，這種整理的方法、修行方法，就叫做「盡所有性事邊

際」，而不是說「世俗諦本身是事邊際」的意思。 

  問：以盡所有性而言，是不是說整理後的範圍，會攝入世俗諦的內容？ 

  答：對。這裏有「內心經由整理而找到最終確定的結論，之後，心就

不會散亂。」的意思，而不是說「最終的結論就是事邊際」。比方說，

我們沒有講五蘊是事邊際喔，而是「五蘊，含攝到一切的有為法。」

這個才是事邊際。這裡一定要區分。五蘊是不是事邊際？不是。我們

內心在修的時候，思維「五蘊可以涵攝到一切有為法」這個道理，內

心依此而收攝回來，這個才是事邊際，即「事邊際的所緣」。千萬不能

說五蘊本身是事邊際，不可以說十八界、十二處本身是事邊際。分析

整理到最後，會形成一種有助於內心安住的「能力」，而且此結論，乃

由前面的內容收攝整理而成，此即「事邊際」。 

  問：面對外在的世界，通過整理、歸納、分類得到了如所有性和盡所

有性二種真理。這樣一個認識，不可能再會有比其更深入的真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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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去理解事邊際，可不可行？ 

  答：可以。 

  問：而且，在整理的過程中，內心還要逐漸收攝回來…。 

  答：這個也要做。這就像平常家裡，東西亂七八糟的，對於修奢摩他，

有影響的！哈哈。所以，把它們整理擺好，有利於修奢摩他。因為剛

剛前面有講嘛，面對散亂的境，好好進行整理，於內心收攝上，有幫

助。又如佛堂裏供奉的佛像，其中哪些是佛？哪些是菩薩？哪些是上

師？都應歸納整理好。若是散亂地放在一起，就不能成為修奢摩他的

對境了。 

  問：除了整理、歸納、分類的這個過程之外，這個過程上，還需要一

種力量？ 

  答：它有一點好像…對境那邊有幫助。對境那邊歸納之後，對我們的

心，有幫助。 

  問：咱們搞科學不也是這樣？把自然界先分類…以此來比擬「對境」

的整理、歸納、分類… 

  答：那種時候，有沒有身心輕安樂？哈哈哈…（同學笑答沒有。） 

  問：所謂如所有性、盡所有性的事邊際，就是把對境經過整理形成含

攝範圍最廣的幾個分類或概念。然而，僅僅這幾個概念本身如五蘊，

它還不是事邊際，而是說這個概念以及它的含攝關係連起來，才是事

邊際，例如五蘊攝諸一切有為法。 

  答：是。就是要這樣去瞭解。 

３３３３．．．．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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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這個所緣，和前幾天講到的「滅盡定」，差不多。 

  《廣論》云：「「「「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就果安立所作成辦，，，，謂於如是所緣影像謂於如是所緣影像謂於如是所緣影像謂於如是所緣影像，，，，由奢摩他由奢摩他由奢摩他由奢摩他、、、、毗毗毗毗

缽舍那缽舍那缽舍那缽舍那，，，，作意所緣作意所緣作意所緣作意所緣，，，，若修若習若多修習若修若習若多修習若修若習若多修習若修若習若多修習，，，，遠離粗重而得轉依遠離粗重而得轉依遠離粗重而得轉依遠離粗重而得轉依。」。」。」。」P351 

  這個所緣，是什麼樣子呢？「離開粗重」的快樂，即此處所指的所緣。

也就是把「「「「遠離粗重而得轉依遠離粗重而得轉依遠離粗重而得轉依遠離粗重而得轉依」」」」當做所緣。這個所緣，如何產生的？之前

談到，先有止，後有觀，經過非常漫長的止觀修行後，會有什麼結果呢？

我們將能對治各種煩惱，粗細都能處理。然而，此修行的過程有很多不同

的階段，而每個階段都有各自要遠離的粗重，別別不同。 

  特別要注意的是，這裡不是說遠離「一切的」粗重，而是每一階段所

應遠離的粗重。例如，初地、二地、三地…等不同的階段，應遠離的粗重，

都不一樣。 

  此處，中譯文似乎沒有表達出「遠離各自不同階段的粗重」的意思，

但藏文原文中，卻明確地寫出「遠離每一階段各自的粗重」，所以，這裡不

是「遠離一切的粗重」的意思喔，大家不要誤解了。遠離一切的粗重，唯

佛能之。阿羅漢也有粗重啊，可見這裏是說「遠離各自的粗重」。 

  粗重，有多種。修止觀時，每一階段所去除的煩惱（粗重），都不同。

當如實去除每一階段的煩惱，即能遠離此層次的粗重，而生起此階段才有

的「樂」。接著，再把這種樂當成所緣，享受此樂，就像「滅盡定」那樣享

受，此即「緣『所作成辦』」之意。因此，所作成辦，是一種果報。它是止

觀雙修後，所形成的樂；之後，再把它當所緣來修，即「緣所作成辦」。 

  問：這裏講的所作成辦和淨行所緣、善巧所緣、淨惑所緣，緣的應該

不是相同的東西吧？ 

  答：完全不一樣。但是，所作成辦，為什麼會是周遍所緣呢？這就與

淨行所緣、善巧所緣和淨惑所緣有關係了。修淨行所緣、善巧所緣和

淨惑所緣的結果，最後都會形成一個「所作成辦」。因此，就把它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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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遍所緣」的範圍。換言之，每一個所緣上，都有「所作成辦」，這

也是為什麼把它放在周遍所緣的原因。 

  問：兩種的周遍意思不一樣，前面以能緣心安立的周遍和以所緣境安

立的周遍與這裏講的所作成辦的周遍的含義，不一樣？ 

  答：不一樣。因為這邊講的是從「將來會有」的角度講。例如，佛，

將來可周遍到每一個眾生上，就是從這種角度來談周遍。 

  問：這個周遍的意思是，不管修行者以任何所緣去修習，只要獲得身

心輕安樂、得到了奢摩他，就會有這個所作成辦。 

  答：對。此段落說明，對境它有一個成就或快樂或予樂，它是一個可

以希求的對境的話，心呢也就比較容易安住在對境上，就這個意思。

以上周遍所緣的內容，講解完畢。 

  問：剛才講的「遠離粗重而得轉依」的依，是不是所作成辦的那個樂？ 

  答：是。 

  問：「若修若習若多修習」中，一般講修習，就是習的意思，那後面為

什麼還要加個「多修習」？ 

  答：即串習與多串習，後者，強調「多」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