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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類學 15】 

雪歌仁波切講授  

2009/08/02 

複習 

「相屬」一詞，有些人翻譯成「聯繫」。我們統一用「相屬」好了。 

    平常修行上，或菩提道次第的修行裡面，我們會將相違和相屬的道理

用在哪裡呢？去除負面、錯誤的部分，用相違之理，那麼，增長廣大正面

的部分，就用相屬。因此，相違和相屬的道理，無論在修行的哪一階段或

哪一方面，都很重要。 

    例如，當有一個障礙必須去除時，我們就必須找出與這個障礙相違的

法出來；知道之後，接著就用此相違的法來減少逆緣障礙，如此一來，慢

慢地，就能將此障礙去除。 

（註：以上，前４０分３０秒的錄音效果不佳，聲音聽不清楚。因此，僅

簡短記錄一下有把握的部分。請見諒。） 

  去除所知障、煩惱障、業障等障礙，必須運用三種相違之理來修行，

即直接相違、間接相違、不同時並存相違。 

  例如，瞋心的對境、所緣境，是不實際的，百分之九十幾乎都是我們

自己的想法添加上去的。這些加上去的東西，實際上並不存在。也就是，

對境其實沒那麼壞，但我們就自己妄加它的壞，把它想成非常醜、非常可

恨，然而，對境真實的情景，並非如此。所以，瞋心對其所緣境上有非常

不實際、不正確的想法，我們若能認識到這一點，即是直接相違的修行。 

  當我們清楚了直接相違的道理，並更進一步透過邏輯思惟，不斷串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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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瞭瞋心本身的過患與不真實的本質。此時，我們不僅能認識到對境的

本質，還能更進一步在有境的心上去訓練它，此即間接相違的修行。 

  瞋心的因、根源，是我執；與我執直接相違的則是無我慧。或者，瞋

心的相反，是慈心。因此，我們若能更進一步訓練、修行慈心及無我慧，

讓它們的力量能達到「現證」的程度，然後此現證的力量去對治瞋心，將

之徹底去除掉，這就是不同時並存相違的修行。 

  以上所述，乃運用三種相違之理來斷除瞋心、淨治罪障的例子。對於

相違，我們應如是理解。 

  再者，去除的罪障本身，也有很多層次，其中存在著「相屬」上的關

係。例如，由無明而生煩惱，再由煩惱而產生更粗的煩惱，接著，粗的煩

惱就造成我們很糟糕的身語意等行為。一環一環所要去除的罪障裡面，彼

此之間有因果相屬的關係（從生相屬），也有同體相屬的關係。 

  再以瞋心為例。除了上述的三種相違之理可以去除瞋心之外，還有二

種相屬之理能協助去除瞋心。若光從相違的角度下手，而忽略了相屬的功

用，那也不對。因此，我們要瞭解，當我們在對抗所欲去除的瞋心的時候，

不能光看瞋心本身而已，還必須從與瞋心有相屬關係的東西著手。也就是，

對抗瞋心時，我們要充分運用三種相違之理，然而，不能侷限於這麼小的

範圍就滿足了，凡是有相屬關係的法，也都能拿來運用，那麼，此瞋心，

將完全無法站起來！因為，我們連它所依的同體相屬的法以及從生相屬的

法，通通一併斷除掉。所以，運用此方式，不僅能將瞋心本身去除掉，還

將所有與瞋心相關的法全部去除，如此一來，瞋心就完全不可能再出現了！  

接著，以大悲心或菩提心為例來說明相屬之理。欲生起菩提心，必須明白

同體相屬與從生相屬的道理。首先，我們必須清楚菩提心從何而來？菩提

心，乃由增上意樂生，而增上意樂，則從大悲心生，…等等，這些就是從

生相屬的關係。一旦我們了解從生相屬的道理，那麼，就會比較懂得如何

以正確的方法生起菩提心，比較會有辦法。再者，同體相屬關係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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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到的「菩提心的體性是什麼？」、「菩提心裡有什麼東西？」菩提心裡，

必有二種欲求，一是自利的欲求，一是利他的欲求。如果，我們能好好認

識菩提心的體性，於生起菩提心上，幫助會非常大。再者，菩提心是一位

菩薩所要修的法，而菩提心本身，有很多內容，如二十二種菩提心、願心、

行心等等，這些都與菩提心有同體相屬上的關係。因此，我們能了解很多

菩提心的體性，於生起菩提心上，幫助極大。因此，欲生起菩提心，我們

不會侷限在小小的範圍裡，而會將各種各的菩提心團結起來，形成一種共

的力量，讓此菩提心的範圍增長廣大，而此菩提心的力量，也將隨之增長

廣大。因此，認識相屬關係，也是非常重要。嗯…相違及相屬的道理，大

概就這樣子。 

問：二諦，為什麼又是相屬，又是相違？ 

答：我先從中觀宗的角度說明。平時，大家對於二諦的理解呢，好像中

觀宗的認識比較多一點。所以，雖然現在學習的是經部宗的攝類學，不過，

還是先從中觀的角度講一下好了。 

中觀宗認為，勝義諦，就是空性，二者同義；非空性的任何其他法，都是

世俗諦。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可是，我們會不免懷疑：「一個是空性，一

個不是空性，二者怎麼可能會是同體關係？」不過，世俗諦與勝義諦，真

的是同體相屬，二者有共同的部分。此話怎講？先簡單畫一下。  

            A        B         C 

           五蘊    無自性     空性 

五蘊上，有無空性？有空性。因為，五蘊的體性是無自性，所以，五蘊

是無自性，而無自性這個部分，就是空性、法性。此無自性的體性是存在

於五蘊上的，故云「五蘊上有空性」。若問：「A 這五蘊，是不是 C 這空性

呢？」不是！因為五蘊是世俗諦，不是勝義諦。如果五蘊是空性，那麼，

了解五蘊的同時也能瞭解空性了。因此，五蘊不是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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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A 是 B，B 是 C，但是 A 不是 C。也就是說，五蘊是無自性，

而無自性，就是空性，但是五蘊不是空性，而是「五蘊上面有空性」。理由

即如上述。 

何謂「體性一」？五蘊不是空性，但五蘊是無自性，而無自性就是空性，

因此，空性這個體性與五蘊的體性，有相關聯的地方，故云「五蘊與五蘊

上的空性。體性一。」五蘊上的道理瞭解了之後，即能舉一反三，依此類

推去了解世俗諦上任一個法的道理。任一個世俗諦的法上面，有空性，但

此世俗諦的法，不是空性。如何解釋「一切世俗諦的法上有空性」？一切

的世俗諦法，是無自性，而無自性就是空性，因此，一切世俗諦的法與空

性中間，有相關聯的地方。所以，「是空性」這個體性，既是空性，也是存

在於世俗諦的體性上面，世俗諦與空性二者有相關聯的地方，故云世俗諦

與勝義諦體性一。 

  可以理解嗎？ 

若如上所述，或問：「世俗諦與勝義諦，是否相違？」答相違，因為沒

有一種既是勝義諦又是世俗諦的法，二者之間無交集，故云：「不會是爾之

相符者。」然而，世俗諦與勝義諦，雖是相違，但依然是同體相屬的關係。 

中觀講完了，現在從經部宗的角度談一下。經部宗裡，常法與無常之間，

也是相同的道理。常法與無常，是不是相違？是啊。但二者是不是同體？

是啊。此話怎講？就一樣，一切無常的法，是不是它自己是它自己的反體？

是。任一個存在的法，它是它自己的反體，如瓶子是瓶子的反體，柱子是

柱子的反體，物是物的反體，色法是色法的反體。同理，無常，也是無常

的反體。那麼，反體，是不是常法？是，反體是常法。這裡，也同樣畫一

下。 

           Ａ    Ｂ    Ｃ 

          無常   反體   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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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無常的法，是無常它自己的反體，而反體就是常法，因為反體是分

別心的顯現境，而分別心的顯現境與常法同義。無常與常法之間，有同體

相屬的關係，二者之間有關聯的地方。例如，瓶是瓶的反體，而瓶的反體

是常法，因此，瓶與常法，乃同體相屬的關係。嗯…這裡，大概這樣認識

一下即可。 

正講 

乙二、辯論瞭解有、瞭解無及裏層(內涵) 

  任一個法，要確認它是、非、有、無，都必須由「量」來判定。量，

才能決定此法的合理性、正確性；反之，無「量的判定」，一切都沒辦法確

認了。此處提到，如果是「是」，肯定有一個量或邏輯去成立這個「是」，

必須有量去「量解」它，否則不能隨便講「是」或「非」。 

  平時，談到空性、法性，也許大家會聽到有人說：「一切的法，極深奧

而難以解釋，既不可以說有，也不能說無，不是是，也不是非。此空性，

乃極神奇、神祕之理也。」說它神奇，其實一點也不神奇！因為，當「否

定有」之時，就一定要有某個「量」去確認「否定有」這件事，也就是要

明確認知它是「無」，而此時，「有」不可能同時並存。換言之，由量成立

的「有」，才是「有」，而且它不會是「無」。若無「量」來判定它是「有」

的話，就不可以說「有」，也就是「否定有」的意思。這邊要教我們的是什

麼呢？如果否定有，那麼，能否定有的後面，必須有一個量識存在，必須

由此量識去「否定有」之後，我們才能確認它真的「不是有」。有與無、是

與非，不能隨口說說，一定要有「量」來確認。一旦確認了「有」，就不能

再說「既不是有，也不是無。」這種話了。 

  很多人，說了「否定有又否定無」之後，若我們進一步追問此「否定

有又否定無」背後有無量識的支持，對方往往會說背後沒有量識支持。既

無量識的判定，就不能如此說，但對方在不承許背後有量識存在的同時，

還硬要說「否定有，又否定無。」這種模擬兩可的話。事實上，無量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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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東西，它本身根本是不合理的。因此，此處的重點是，當我們確認、

成立、承認某一法時，背後一定要有量識的判定，若無，則此判定本身，

就是不合理、不正確的。 

  量、量識，分為「現量」和「比量」。現量，即活生生、赤裸裸可以看

到、聽到、感受到…；而比量，則是靠邏輯、推理來成立它。如果一個法，

邏輯也不能成立它，又沒有現量可以赤裸裸看到，那麼此法，它是沒有道

理的，不合理的。因此，一定要有現量或比量其中任何一個來成立它、量

解它，這樣，我們才能承許它到底是「是、非、有、無」，就這個道理。不

然的話，我們所承認、確認的，都沒有道理，無法成立。 

丙二、立自宗 

「凡是成事，瞭解為無之量識皆無，瞭解為無之量識二皆為有，瞭解為

無之量識三皆為無，此處所說瞭解為無之量識，凡是單言一次皆表示為無，

凡是雙言二次皆表示為有故。此理若言不成立，則言應如彼理…。」p35 

  「凡是成事，瞭解為無之量識皆無…。」凡是成事，意指「存在，即

代表『有』。」因此，凡是存在的法，了解它為無的量識是不存在的。此即

「瞭解為無之量識皆無」的意思。 

  「瞭解為無之量識二皆為有」，此處的「二」，即「二遍」、「重覆講二

次」之意，也就是「瞭解為無之識瞭解為無」，重覆了二次，就變成「有」

了。若重覆三遍，則又變成「無」。總之，單數是「有」，雙數是「無」。 

  這裡講單數、雙數，目的是為了訓練我們的大腦啦。腦筋轉一轉，是

很好的訓練。一般而言，清楚講一遍，我們比較好懂，多重覆繞一下，我

們腦袋就動不了，被搞得團團轉。因此，有些宗派，在解釋意義時，會多

講個二三遍，一方面製造一點神祕感，一方面大家感到殊勝之餘也不多求

解釋，所以省力多了。但實際上，這根本毫無神祕可言。我們只要動腦好

好思考一下，就能找到它的問題。我們只是平常沒訓練罷了！所以，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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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懂得思考，不會真正去推理，所以會覺得神袐，如此一來，容易被

騙喔！ 

  就像前面說的，一切法，不是有，也不是無。講「不是有」，比較容易

騙倒人家。因為，一講「無」，就很直接了當，不容易混亂。可是，若說「不

是有」，那就不一樣囉！你們比較一下這二種說法，很容易看到其中的差

異！「一切的法，不可以說有。」和「一切的法，是無。」，這二個，不一

樣吧？！當人家說：「一切法是無。」我們可以馬上否定有而說：「一切法

是無喔！」好像我們比較懂得思考、能思考的樣子，所以能立刻否定有。

然而，當人家說：「一切法不可以說有。」乍聽之下，好像挺能接受、能聽

得進去的樣子。實際上，「不是有」和「無」，根本沒差，一樣嘛！但人家

說無，我們聽不進去，說不是有，卻可以接受。這代表什麼？代表我們欠

缺思考的訓練、邏輯的訓練。因為我們常會有這種問題，因此這邊講單雙

數的目的，就是為了訓練思考的能力。 

  「凡是物，皆有瞭解為物之量識，凡非物，皆有瞭解為非是物之量識…。」

此處，講「是不是」，前面，則講「有沒有」。總之，它是物或它不是物，

它是常法或它不是常法，要確認這些之前，必須先經由量識的判定。有了

量識的量解，才能明確肯定的說是這樣、不是那樣…。而量，可分為現量

和比量。現量，即不需推理而能直接赤裸裸的看到。有些法或道理，無法

直接赤裸裸看得到、感覺到，不過，它們可以用邏輯推理來成立它，此即

比量。一定要有現量或比量的量解與確認，我們才能進行判斷。欠缺了量

識的判定，即是一種不合理的判斷或認識。就這意思。 

  這裡比較容易，自己看一下應該會懂。我想，比較容易的地方，進度

可快一點，不耽擱太多。 

乙三、辯論性相(能表)與所表 

「所表之性相者，謂具足三種假有法也。何為三種假有法耶？謂總為所

表者一，成立於自之相依上者二。唯作自身性相之所表者三也。」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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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訊攝類學 2008TC-015-20090802  - 8/10 -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09/08/06 

  每一個法，都有其「定義」與定義背後所安立出的「名稱」這二部分。

例如，必須具備哪些條件才可稱之為某法，此即「意義」、「定義」的內涵，

稱為能表。那麼，具備了定義之後，我們才能安立它一個名字，即所表。 

  例如，事物的定義是「能表功能」，即「有功能」之意。之前學過，記

得嗎？有功能者，即稱「事物」，它是名相、所表；而有功能，則是事物的

性相、定義、能表、意義，它能確定它是事物。所表與名相同義，能表與

定義、性相同義。 

  或問：「事物，為什麼是所表？」、「具備功能，為什麼不是所表？」我

們必須講出個理由嘛！我們如何確認事物是所表？首先，所表，有其標準

或定義，即「所表之性相者，謂具足三種假有法也。」這就是所表的標準。

所以，判定某法是不是所表，就看它是否符合所表的定義或標準。換言之，

從它是否「具足三種假有法」那邊，即能判斷它是不是所表。所以，事物，

是所表，因為事物具備三種假有法也。或問：「事物的定義『有功能』，是

不是所表？」答不是，因為它不具足三種假有法也。因此，判斷某法是不

是事物，就從它是否符合定義而定。 

  何謂「三種假有法也」？即「謂總為所表者一」，第二，「成立於自之

相依上者二」，第三，「唯作自身性相之所表者三。」具備此三條件者，即

稱所表。 

  「謂總為所表者一」，意指它必須是屬於名相、名稱的種類，而非定義、

性相。再來，「成立於自之相依上者二」，意思是它不僅是名相、名稱，而

且所依的性相必須存在。如果所依的性相不存在，即不能稱為所表。例如，

瓶與柱子二者，是不是名稱？是啊。但瓶與柱子，不是所表，因為它們不

具足「成立於自之相依上」的條件。瓶與柱子，無法成立於任何一個相依

上，瓶與柱子這二個法，沒有交集。也就是，任一個法，沒辦法說它是柱

子與瓶子，任一個法上，沒辦法成立這二個。所以，瓶與柱子，雖都是名

相，但它們不具足定義中的第二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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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所表，你，也不是所表，因為我或你，都沒有辦法固定，每

一個地方都可以連接啊！就像從你的角度，你是「我」，從我的角度，我是

我，從他的角度，他也可以是我；從我的角度，你是你，從你的角度，我

又成了你…。因此，你在哪裡？我在哪裡？都沒辦法固定在一個地方啊！

所以，我也好，你也好，二者都不是所表，然而，前二個條件都具備了，

只是沒具備第三個條件「唯作自之相依之所表」，故依然不是所表。第三條

件講的是，它必須是固定某一法的名字，或某一性相的名稱，它必須要有

一個固定的意義，它是一個固定的定義的名字，而非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

用的一個名稱。若此名稱不固定，很多其他地方都能用的話，這不是所表

了。懂嗎？  

  現在，以事物為例。事物，是不是所表？是，因為事物「具備三種假

有法也」。如何說它具備三種假有法呢？首先，事物，是名相或名稱？還是

定義或性相？事物，不是定義，它是名相。所以，具足了「謂總為所表者

一」這第一個條件。再來，事物是名相，那麼，它可以在相依上成立嗎？

可以，例如，瓶上，可以成立事物。這又具備了「成立於自之相依上者二」

這第二個條件。接著，事物，既是名相，也可以在此法上成立事例，那麼，

事物，有沒有一個固定的定義？也就是，一個名相，它有一個固定的定義，

而非隨便什麼地方都能套用。事物，非常固定，它是「有功能」這個定義

的名相，所以，它也符合了「唯作自之相依之所表」這第三個條件。所以，

事物，是所表，因為它具備了三種假有法的條件。 

這三種假有法，都是一種特色。名相，是假有法的一個特色；一個法上可

以成立，這也是假有法的一個特色；它是某定義的固定名字，這也是假有

法的一個特色。若具備了這三個假有法的特色，它就是所表。有沒有問題？  

問：什麼是假有法？ 

答：嗯…現在，我們是說從名相和定義的角度來稱它為假有或實有，不

過，有時候，假有實有運用時，代表很多不同的意義啦。例如，有時，現

前量對境的法，是實有法，而分別妄念的顯現境的對境，就稱假有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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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同的地方，用法有異。比如說，小理路裡，無常、有為法、事物…

等，這些都是實有法，它們與實有同義，是吧？然而，小理路的實有，與

此處講的實有，代表的意義不一樣喔。小理路那邊，如果說無常、有為法…

等等都是實有法，那麼，常法、無為法…等，就變成假有法了。小理路會

這樣用。那現在，我們不這樣區分實有法與假有法。現在是說，凡是名相，

即稱「假有法」，因為名相這部分，是我們假名安立而來的，故稱為「假有」。

凡定義、性相，就稱「實有法」，因為定義、意義這部分，不必名言安立，

它呢，就是實際上有一個意義存在在那裡，故稱「實有」。所以，有時候，

意義、性相，就叫實有法，名相、名稱，就叫假有法。也有這種情形。 

  什麼事情，都要習慣與訓練。無論什麼樣的學習，都要這樣子，才會

慢慢熟悉。同理，視訊上課這件事情，無論 conference call 也好，紅杉樹視

訊也好，或 skype 也好，大家都要多多學習、訓練一下，慢慢就能漸漸熟悉，

較不會有障礙。所以，請大家耐心學習一下。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