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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義建立(32) 

                                                

                                               雪歌仁波切主講 2010-06-12 

 

２. 解說經部宗的體系 

2-5. 有境的主張方式     

2-6. 無我的主張方式 

        

    剛剛前面講了心法裡面的「量」跟「非量」。量這個部分，剛剛只談了認知或是心

法這一塊， 但是一般對量的用詞不止是認知，比如說士夫量，語量等等在佛典裡面也

有這樣的稱法，所以也要了解。 

【一般而言，「有境」若予以區分，有三：（1）士夫、（2）言語、（3）量。（3）

「有境量」若區分的話，有三：（3-1）士夫量、（3-2）言語量、（3-3）認知量。

其中，（3-1）例如：導師佛陀；（3-2）例如：四諦法輪；（3-3）例如：現量及比

量。】(P.53 / L.19) 

    有境的量分三個，士夫量、言語量、認知量。為什麼這樣分？因為有境本身分三

個：認知、言語、士夫，所以量也會有三種。這邊主要的是談量，很多佛典裡用

「量」這個詞，士夫量、語量、認知量。為什麼這樣子分呢？有境分三個：補特伽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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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士夫，言語，…可能這邊有問題啊，應該是說，有境分三：「士夫」、「言

語」，然後這裡不能說「量」，應該是「認知」。所以量也分三個，士夫的量，言語

的量，認知的量。 

    例如士夫量是什麼呢？佛陀；言語量是什麼呢？佛陀開示的法；認知量就是剛剛前

面談的量跟非量中間，量就是認知量。不要誤解前面談的量、非量的判斷，不要把佛

典裡所有講的量跟這邊講的量、非量混在一起。佛典裡一般的用法是什麼樣子呢？士

夫量、言語量、認知量，就這樣子分。有時候講士夫量，有的時候就講言語量，有的

時候就講認知量。現在前面談的是認知量這一塊，要會區分。 

    再來，這三個的關係，認知量是最主要的。有認知量才有語量；有語量才有士夫

量。好像是一個依賴一個，因為一個士夫、或者是一個補特伽羅，我們要怎麼判斷他

是可靠的、他是一個量士夫呢？他講的話是不是可靠的？他不會騙人，一直講老實話

的，有智慧的，這樣子的話，我們才會判斷他是可靠的。量士夫的意思是〝他是完全

可以信賴的一個補特伽羅〞。所以量士夫從哪裡判斷呢？從語量判斷是不是量士夫。

語量從哪裡來？從這個士夫心中有沒有認知量，這些現量、比量有沒有生起得圓滿，

從那裡才有後面這些言語量。語量後面，我們就推他是量士夫，它的次第是這樣子。 

    另外，比如說我們平常講我們對佛怎麼樣生起信心呢？我們的心中要先生起認知

量，從這裡確定、判斷佛講的法正不正確，是不是完全符合？假如佛講的法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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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確的，我們就推理佛是我們可以相信的；倒過來說，我們一般對佛怎麼樣生起

正確堅固的信仰呢？比如我們看一看佛陀開示的四聖諦這些法，看的同時我們會用自

己的邏輯、智慧，所以自己的智慧就會越來越增長，當自己的智慧比較成長、圓滿的

時候，才有能力判斷佛講的四聖諦，苦諦、集諦，或者怎樣輪迴..哦！佛講的這些語

量完全是可靠的，這些語量的內容都是完全符合的。我們自己內心先生起智慧，這就

是認知量，才可以判斷佛講的這些法非常的符合、完全的符合。所以，這是第二段。

內心先有智慧、認知的量，然後在判斷語量上，我們會有一個信心，從那裡推佛是可

依賴的；佛說的任何一個法都是完全符合，所以佛本身也是我們完全可以信賴的。平

常我們對佛生起信心是這樣的程序，這樣生起的話呢就是非常正確的，或者可以說這

樣生起的信心才會堅固、不退轉的信心。有境的部分算是講完了。 

    再來第六個無我的主張方式： 

 

2-6. 無我的主張方式 

【主張「『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空』是『粗品的補特伽羅無我』，以及『補特伽

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空』是『細品的補特伽羅無我』」。不承認「法無我」這

點，類似於毘婆沙宗。】( P.54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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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我，一般有「補特伽羅無我」與「法無我」兩個。經部宗對「補特伽羅無我」與

「法無我」有什麼樣的主張？首先，對補特伽羅無我上面有一個粗品的補特伽羅無

我，還有一個細品的補特伽羅無我。如何區分粗品與細品的補特伽羅無我呢？主張

「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空」是粗品的補特伽羅無我。細品的補特伽羅無我是什麼

呢？「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空」。為什麼「常、一、自在空」是粗品的補

特伽羅無我？「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空」是細品的補特伽羅無我？原因我

們要了解。從反面的、或者負面的，「補特伽羅常一自在」的補特伽羅我執，跟「補

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的補特伽羅我執，這兩個有粗、細的差別。「補特伽

羅常一自在」的這種我執比較粗；「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的這種我執比

較細。所以正面的兩個補特伽羅無我也就有粗、細的差別。 

    先要了解，這兩個補特伽羅我執為什麼有粗、細的差別呢？因為「補特伽羅常一自

在」的這種補特伽羅我執來說，他對補特伽羅執著的時候，補特伽羅跟蘊會是體性

「異」，或者說沒有關係的樣子，這樣子的執著是粗的。另外「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

立之實質有」的這種補特伽羅我執，它為什麼比較細呢？它雖然沒有像「補特伽羅常

一自在」的這種補特伽羅跟蘊體性異的執著，但是它在補特伽羅跟蘊體性「一」，或

者說補特伽羅跟蘊有關係下，還繼續執著。這種情況下繼續執著的話，就變成細品。

我們以前講過這種「補特伽羅常一自在」的這種執著心它是如何執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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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常」來說，我們知道我們身體是有變化的，從小嬰兒、童年、青年、中年，

身體會不停的變。但是我們心裡「我」是一直一樣的感覺。「我」小時候、「我」什

麼時間，我是一直存在的感覺；這就是常，在「我」與蘊體性異的情況下，對「我」

變成常的執著。「一」的意思是我們有兩隻手、兩隻腳、頭、眼、耳、鼻等那麼多的

蘊，但是呢？心裡想「我」是只有一個，蘊有那麼多，裡面只有一個「我」，這也是

在與蘊體性異的情況下「一」的執著。「自在」的執著是什麼意思呢？有可能我們會

想，我自己完全不覺得我有自在，怎麼會有自在的執著呢？肯定會這樣想，但還是

有。為什麼呢？ 我們這邊講自在的意思是，跟蘊（手、腳）比較的話，我們覺得蘊是

傭人、保姆，「我」是主人；「我」是有權力叫手腳做什麼。所以，這種「我」是主

人、有權力，能夠支配「蘊」做事的感覺，就是自在的執著。這種也是在與蘊體性異

的情況下的一個執著。所以，「常、一、自在」都是在我與蘊體性異的情況下的執

著。 

    再來，『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的執著呢，沒有像前面補特伽羅跟蘊體性

異的情況。他就「補特伽羅跟蘊體性一」，但是「體性一」到變成「我」好像是蘊裡

面可以找得到。因為蘊的裡面找得到，就變成蘊的體性是實質有的，所以我也變成實

質有的。蘊跟我實際上有一點不一樣，蘊是實質有，但是「我」不是實質有。為什麼

呢？我跟蘊有一個不同的地方是，「我」是好像是內心在蘊上面有一個安立、安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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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稱的樣子，但也不可以說完全是名稱，因為他不是名字，他還是有一個存在的；

但是這個存在的方式是如名稱的樣子。「蘊」不是這個樣子，蘊是可以指的出來，這

個是色蘊、受蘊、想蘊，或是這是手、腳，可以指的出來。「我」不是這樣可以指的

出來。「我」不是實質有，但是「蘊」是實質有的；所以蘊是實質有的話，就影響到

把我也看成實質有的話呢，「體性一」的情況下就執著，就是比較細。所以正面的兩

個補特伽羅無我就有一個比較粗，一個比較細。補特伽羅無我上面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法無我上面，跟毘婆沙宗一樣，經部宗也不承認法無我。就變成什麼呢？就

變成法我。現在這裡講法我，法我的意思應該要這樣子理解，我們眾生對自己上面有

一個執著；對境的法上，比如說花、草、馬路等等對境上也有一個執著。這兩個執著

來說呢，對自己上執著心比較強、比較粗。對境的法上的執著心不是那麼強、那麼

粗。所以經部宗以下，經部宗跟毘婆沙宗他們兩個對我上面的執著心的錯誤就有看

到，它在哪裡有錯，對法上的執著就覺得這個沒有什麼錯誤的，這是如理的、非常符

合的一個想法。所以經部宗跟毘婆沙宗對法我執來說覺得沒有什麼錯，認為想的是對

的，所以法我是存在的。補特伽羅我執來說，他知道有問題，觀察到有錯誤。所以就

解釋補特伽羅無我，但是不承認法無我。那這個法上執著也有錯亂、錯誤，是誰能夠

認出來呢？唯識以上就認得，唯識、中觀就認出來法上的執著心也是有錯誤的。所

以，這兩個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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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更細一點了解的話，可以這樣理解：我們要了解補特伽羅上也有法。法，就是

一切法，連補特伽羅也是法，法的意思是對境的意思。從我（仁波切）的角度來說，

你們（學生）是法，我是補特伽羅。但是從你們（學生）的角度，那麼你們自己（學

生）是補特伽羅，我（仁波切）是法。所以如果這樣問〝我是不是法？〞，也是法。

所以，我對你們上面來說有法我執；我對我自己上面來說有補特伽羅我執。對經部宗

來說，我對你們上面的法我執是對的，我對自己的補特伽羅我執是不正確的、錯誤

的，它是錯亂的。那現在我們要了解另外一個，我對我自己上有法我執、也有補特伽

羅我執，兩個都有。為什麼呢？我對我自己執著的時候就有兩種：從你們的角度看我

的時候，就有一種法我執，這種執著的部分，我自己有沒有？也有！還有我自己的角

度看我自己也有一種補特伽羅我執，這種也有。所以我自己心中對我上面也有補特伽

羅我執，也有法我執。那法我執這一塊是對的，補特伽羅我執這一塊是不對的。所以

先大概這樣理解補特伽羅我執跟法我執。 

    法我執就是對一切的法上就會有的。比如說我自己，法我執來說，對任何一個我頭

腦裡面想的任一個法，不管外面的法，對自己也好，一定會生起一種法我執。這個法

我執的部分，經部宗認為完全是正確的。再來，第二個補特伽羅我執這一塊就不正確

的。我自己看自己的時候，有生起補特伽羅我執；也有生起法我執，法我執是正確

的，補特伽羅我執是不正確的，它是顛倒的。那現在第二個你們也要了解，補特伽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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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執這一塊也是對一切的法上也會有關聯，關聯什麼呢？比如說“我的”，一個是講“我

的”上面，跟“我的”連接的時候就變成補特伽羅我執；還有“不是我的”也是跟“我的”連

接。譬如，我的親人、我的仇人，跟“我的”連接；不是我的親人、不是我的仇人，也

是跟“我的”連接。所以這樣連接的時候，不管什麼樣的法上，也會生起補特伽羅我

執。因此補特伽羅我執這要了解，跟“我”連接的時候就會變成補特伽羅我執。所以我

們修補特伽羅無我，不止對自己上面，對一切的法上面都是可以修的。但是修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我們是要破除“我的”的這一種執著心，不是對境法上法我執上的一個執

著，法我執的執著經部宗認為是對的。 

（今天先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