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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義建立(59)  

                                         雪歌仁波切主講 2011/2/26 

4. 解說說無體性宗的體系 

4-3-1. 解說自續派的體系 

4-3-2. 解說應成派的體系 

4-3-2-4. 對境的主張方式                                                                                                      

        

世俗諦與勝義諦的定義，大概我們已經瞭解了。現在看一下世俗諦的分類： 

『區分世俗諦為「正世俗」及「倒世俗」是不合理的。』(P.70/L.10) 

     

    唯識或自續派他們會將世俗諦分為正與倒，應成派就不分正與倒。所以，中觀與其

他宗義不一樣，世俗諦不分正世俗與倒世俗，世俗的話肯定是倒。意思是什麼？世俗

的話肯定是假的，倒的意思是假的，所以這裡說是不合理的。「因為並無正世俗」，

理由是什麼呢？「因為若是世俗，則必然不是正」所以世俗都是假的。 

    我們怎麼理解世俗都是假的呢？世俗諦的法它會給我們好像有實有的樣子，它有欺

騙我們的作用，所以它是假的。它的表相讓我們迷糊，有這個作用，所以它是假的。

勝義諦它就不會騙我們，它實際上就是這樣，最後究竟就是這個實相，所以它不會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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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錯誤、讓我們迷糊。世俗諦是假的，意思是它會使我們迷糊，勝義諦則不會這

樣。 

 

這裡說「觀待於世間人的認知，而將世俗諦區分為正、倒」，也就是以世間的眼

光，觀待世間的認知來說，它的角度也就有真和假，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真的。例

如，這裡講的色法，觀待世間人的認知來說它是 「正」「亦即「色」觀待於世間人

的認知，是 「正」；「鏡中臉影」觀待於世間人的認知，是「倒」。」， 也就是 臉

是「正」，臉的影子是「倒」。 

    另外一種比較細的意思是，世俗諦的法不是以勝義諦認它，不是以勝義量安立它。

名言的法是依名言量安立，勝義諦的法是依勝義量安立。世俗諦的法完全是世俗量安

立的，以世俗量安立的話就是世間量安立。所以世間量的角度就可以分正與倒，也該

要分的。世俗諦如果分正和倒，就完全是從世俗量、或名言量的角度分的，因為它就

是世俗諦的法嘛。這和中觀自續派的看法不一樣，自續的論典就直接說世俗諦分正與

倒。為什麼呢？應成世俗諦與勝義諦的法都是完全觀待安立的，所以世俗諦的法完全

是名言量安立的，不可以依賴勝義量安立。勝義諦的法也不是依世俗量安立，完全是

勝義量安立的。勝義量與勝義諦是互相觀待，世俗量與世俗諦完全互相觀待，這是細

的道理。但是表面上我們也看不出來啦，好像世俗諦觀待世間的量就有分正和倒，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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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難瞭解的。但是當他講世間量就分正和倒，這樣分的意思，就是世俗本身是完全

以世俗量安立的，和勝義量完全沒有關係，就是這個意思。 

    勝義諦那裡有談到，它的分類與唯識一樣：“分類與唯識宗的情況類似”。記得嗎？

唯識談到勝義諦分兩個，補特伽羅無我與法無我，兩個都是勝義諦。自續派沒有說補

特伽羅無我與法無我都是勝義諦。應成與唯識這一塊說法一樣，但是實際上補特伽羅

無我是什麼，法無我是什麼就完全不一樣囉！只是分類的時候，補特伽羅無我與法無

我都是勝義諦這種說法一樣。“分類與唯識宗的情況類似”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中觀應

成派勝義諦補特伽羅無我、法無我都是空性。 

 

    「而且此處主張「滅諦」必然是「勝義諦」。」滅諦是勝義諦，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還沒有滅諦，將來會得到滅諦。那將來我們得到滅諦的時候，那個滅諦的續

流現在我們心中應該要有。這個續流是什麼樣子呢？我們現在心續裡有什麼東西將來

就可以變成滅諦？這個找的話，就要了解是我們的心，它究竟的體性就是空性。將來

的滅諦是我們現在心的本性--空性，空性以後就變成滅諦。為什麼會變成滅諦？如果

這個可以變成滅諦的話，反過來說，現在我們沒有得到滅諦，現在煩惱都存在的。我

們可能會這樣想：現在心的空性，是不是煩惱的體性？這裡就要了解，不是！為什麼

呢？因為煩惱是暫時性，它是客塵，暫時的、短暫的障礙。這與將來生起的滅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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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滅諦不是客塵，滅諦一進來之後，永遠不會離開我們的心。煩惱是客塵，無法進

入我們心的本性。所以心的空性、或是心的實相、心的究竟體性，永遠不會變的，完

全存在的，和心永遠不會離開。這樣的體性裡面，煩惱不會進來。誰會進來呢？滅諦

可以進來。意思是我們心的本性與佛，與滅諦是相應的；和這些煩惱、垢染是不相應

的。 

 

問：苦、集、滅、道的「滅」是世俗諦嗎？ 

答：不是。滅諦要了解，它是攝類學裡講的「無遮」，它是遮法。遮法裡我們講非遮

與無遮，滅諦是無遮。無遮的話，它是常法，不是有為法。苦、集、滅、道裡的苦、

集、道這些都是有為法。滅諦是無遮，不是有為法。滅諦是什麽呢？有一點和虛空一

樣，虛空就是沒有遮住，所以稱為虛空。一樣的，沒有煩惱的這一塊，就是叫滅諦，

它是無遮的意思是這樣。「遮住煩惱」這個部分沒有，那就叫滅諦。 

 

問：苦、集、道是有為法，所以是世俗諦？ 

答：可以這麼說，但是不要認為，世俗諦的法，它是我們要斷的，要捨的；勝義諦的

法是我們要得到的，不是這個意思。比如說佛的身體、佛的心是世俗諦。佛的心的本

性究竟實相、佛心中的滅諦就是勝義諦。所以我們要證得的佛果位包括了世俗諦和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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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諦，不可以說世俗諦是不好的。菩提心、空正見也都是世俗諦，是吧！現在世俗諦

與勝義諦，以它們的作用來說，我們的心面對世俗諦的時候就會執著，面對勝義諦的

時候就不會執著。世俗諦勝義諦就有這些區別，這不是它們的錯，是我們的問題！我

們沒有智慧，我們的心一面對世俗諦的時候就執著了。 

滅諦是勝義諦的意思是，滅諦的續流在心上面找的話就是心上面的空性。所以滅

諦是心上面的空性，還沒有得到滅諦之前是心上面的空性，得到滅諦的時候這個空性

就變成滅諦了，所以滅諦就是空性。滅諦的範圍，在以後進入見道、修道、直到成佛

都在。進入見道的時候，會得到滅諦，那時候我心的空性就變成滅諦了，這滅諦也是

越來越堅固，剛開始的時候斷除遍計的煩惱的滅諦，然後斷俱生的煩惱，慢慢滅除所

知障，最後無住涅槃的滅諦，這是佛的果位。所以，滅諦是見道以上的階段就叫滅

諦；還沒達到見道之前，是我們心上面的空性。心的空性範圍很大，從無始以來我們

心上面的空性，到成佛以後，這個空性一直存在的。見道的時候得到滅諦之後，從那

裡開始，給它另外一個名稱叫滅諦，實際上還是心的空性。 

所以滅諦是勝義諦，但是不可以說勝義諦是滅諦。滅諦是勝義諦就等於滅諦是空性，

那麼滅諦是什麼的空性？每一個法上都有空性，那滅諦是什麼的空性？滅諦是心的空

性，心上面的空性。但是不可以說心上面的空性就是滅諦，不可以這樣子講。心上面

的空性有很多階段性，從無始以來到成佛，心上面的空性都一直在。進入見道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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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得滅諦，那時候心上面的空性就變成滅諦，變成滅諦的意思是心上面的空性還是心

上面的空性，只是進步了。 

 

問：法無我、空性、和滅諦有什麼不一樣？ 

答：現在講滅諦是心上面的空性，心上面的空性來說是法無我，不是補特伽羅無我。

平常講法無我主要講的是五蘊上面的無我就叫法無我，補特伽羅上面的無我就叫補特

伽羅無我或是人無我。法無我指的主要是五蘊，五蘊裡第五個就是識、心識，它上面

的無我也是法無我。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心的空性，就是法無我。所以滅諦是心上面的

空性也是一種法無我，所以滅諦也可以說是法無我，不是補特伽羅無我。剛剛講的勝

義諦可以分補特伽羅無我與法無我，從這個角度來說滅諦是空性或者是勝義諦的話，

滅諦是法無我這一類的。 

我們心上面的空性，就是佛性，就是如來藏。剛剛講的心上面的空性會慢慢、慢

慢變成滅諦，滅諦一直進步，最後就會成佛。所以心上面的空性來說是一個如來藏；

將來成為一切的煩惱障與所知障都滅除的一個體性，非常清淨。為什麼心上面的空性

會變成這樣呢？心上面的空性好像是一個沒有的東西，無的樣子，不可以這樣想！心

上面空性的意思是，它沒有自性、空。沒有自性的意思，等於「永遠會變」，有自性

就是不變的意思。所以，完全沒有自性、自性無、空的意思是它的體性是被因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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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它没有什麼自己的。這種體性是以後能變到不可思議的，變到成佛。這個究竟的

變的體性就是空性，也可以說一個圓滿的變的體性就是空性。 

 

問：為什麼要講圓滿？什麼會變不圓滿？ 

答：變的不圓滿就是煩惱讓我們變的，哈！哈！就是煩惱讓我們變的時候，空性沒有

變，所以意思是變的這個部份，是它有整體的一個變化，是煩惱來它沒有辦法進來這

個位置，因為煩惱它沒有辦法改變到圓滿。煩惱讓我們變，但是沒有辦法改變到整

個，所以煩惱沒有辦法進來圓滿的變的位置裡面。所以圓滿的變的體性，就是空性的

體性。所以空性的體性為什麼是如來藏，比如說《如來藏經》從頭到尾就一直講心上

面的空性，所以真正的如來藏指的是《如來藏經》裡面一直講的心上面的空性。 

剛剛講勝義諦、空性上面的解釋。現在心的世俗諦體性上面也是有一種如來藏。

因為勝義諦的體性和世俗諦的體性是同一個體性，也是一個法上面的體性。所以勝義

諦的體性是如來藏，世俗諦的體性我們說是心知，它是明瞭，唯明唯知，這是叫世俗

諦的體性，將來也會變成「一切遍智」這個智慧，世俗諦的心與世俗諦的究竟體性––

空性，這兩個連在一起。世俗諦的體性來說，《寶性論》裡面說，我們心它有一個感

覺，一個離苦得樂的感覺，心和這個感覺不會離開的，心知永遠有這個感覺，就永遠

會去追求。「追求」一般世間也是常常用的，我們想要的，以前一直找，找不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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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找到的話呢，是得到滅、道，離開苦、集，是一個圓滿的快樂與完全脫離苦，這是

我們想要的！但是我們自己不認識而已，我們從以前一直錯認自己想要的，不停地

換、不停地找。我們不停地猜、猜、猜，最後才連接到世尊開示的苦、集、滅、道。

這個真的連接到的話，那才真的會修行。現在我們並沒有找到，只是口頭上說說而

已，自己想要的是不是這個，沒有認出來。所以這個感覺是推動我們的力量，永遠不

停，所以世俗諦因和果的力量一直不停地動，這也會讓我們向前走。 

 

4-3-2-5. 有境的主張方式 

    主張「依於五蘊之後，唯假名安立的我」為「補特伽羅的實例」，而且認為補特伽

羅必然是不相應行。「覺知」有「量的覺知」及「非量的覺知」二種。「量」則有

「現量」及「比量」二種。(P.71/L.4) 

 

有境平常分三個，主要是「心」，然後有心的這個「補特伽羅」，還有這個心講

出來的「話」也是有境。這裡主要談補特伽羅與心法這兩個。 

先講補特伽羅，補特伽羅這一塊認的時候和其他宗義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主張「依於五蘊之後，唯假名安立的我」為「補特伽羅的實例」，而且認為補特伽

羅必然是不相應行。」，所以「唯假名安立的我」的意思是，補特伽羅是什麼？比如



五部大論前行課程----全球網路電視直播教學 

此手抄稿是記錄上課內容，難免有疏失，如有疑問或發現錯誤，請聯絡佛學會，或請示師長 

 

宗義建立 59                                  9                            Lamrim Center 道次第佛學會 

說仁波切是誰？或是我們自己是誰？這樣想的時候，他在哪裡？他是什麼？我們真的

認出來的話呢，沒有辦法認出來是這個身體，或是從五蘊裡面點出來一個。色蘊是

嗎？不是。受蘊？也不是。想蘊？行蘊？識蘊？都不是。但是依靠它們，內心就有一

個我。這個也不能說不存在，還是有。就有一個依五蘊之後安立的，唯安立的一個

我，比如說我某某這個是存在的，我某某現在輪迴，我某某以後成佛。這樣一個名言

當中存在的，實際上也不是不存在的，也是有在輪迴當中受苦，以後會成佛的一個我

某某。雖然無法在五蘊中指出，但是依五蘊後面就有一個想的（我）。所以這就是叫

補特伽羅。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這些都不是補特伽羅，但是這樣子上面，

我們內心還是有一個我，所以唯假名安立的我，這是存在的哦！ 

「我」這個詞很奇怪，有時候是存在的，像這裡。但是有時候又不存在，像「法

無我」、「補特伽羅無我」這些又是不存在的我。「我」這個字是一樣但是意思不一

樣，比如補特伽羅無我，法無我的「我」，是自己方面成立，這樣就叫「我」。補特

伽羅；它自己方面成立，法；它自己方面成立就叫「我」，法我，補特伽羅我；這個

不存在就是補特伽羅無我、法無我。現在這裡是講唯假名安立的我是補特伽羅的實

例，意思是這個我是存在的，它是補特伽羅的實例。這個「我」是我們平常講我會成

佛，我現在在輪迴這種的「我」，不是補特伽羅我，法我的我。字一樣，意義不一

樣，這是「補特伽羅的實例」。還有和其他宗義不一樣的部分，其他的宗義，比如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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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認為阿賴耶識就是「我」，中觀應成認為五蘊裡面沒有一個「我」，但是唯識認為

識蘊裡的阿賴耶識就是「我」。 

「補特伽羅的話必然是不相應行」這個是什麼意思？比如阿賴耶識是補特伽羅的

話，阿賴耶識不是不相應行嘛！阿賴耶識是心法，它是相應行。這裡與其它宗義不同

的是「補特伽羅必然是不相應行」，唯識會這樣認同嗎？不，例如阿賴耶識，阿賴耶

識不是不相應行，但它是補特伽羅。 

 

接下來，「覺知」有「量的覺知」及「非量的覺知」二種。 

「量」與「非量」兩個，這裡開始講心法。先要了解經部宗講心法的時候，覺知分

「量」與「非量」，「量」是一個我們可以跟著它、相信它的。「非量」是我們無法

跟著它、相信它的。一樣，「覺知」也分「量的覺知」與「非量的覺知」兩個。 

先解釋量，量分兩個：現量與比量，這個經部宗的時候有談到。我們有談到現量

有根現量、意現量、自證現量、瑜伽現量。現在這裡慢慢的解釋與其他宗義有甚麼不

一樣。四個現量裡面，中觀應成不主張自證現量。為什麼中觀應成不承認自證現量？

自證的意思是好像自己可以點出來的，但是自己完全沒有自性，所以自證現量都不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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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三個現量當中先解釋根現量，「而且認為有情心相續當中的「根識」必然是錯

亂識。」，以根現量來說，要了解和其他宗義不一樣的。其他宗義的解釋，經部宗來

說根現量完全是無錯亂的，沒有錯誤的。中觀自續派與唯識的角度來說不可以說所有

的有情，凡夫……(MP3 只錄到此，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