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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義建立(33) 

                                          

                                         雪歌仁波切主講 2010-06-19 

 

２. 解說經部宗的體糸 

2-7. 地道的建立 

 

    現在講第七個，經部宗地道的建立。《宗義建立》將每一個宗義分七個科判，第四

個科判開始是對境的主張方式、有境的主張方式、無我的主張方式，再來地道的建

立。第四到第七個科判，就說明每一個宗義主要的主張。透過「基、道、果」的分類 ;

第四對境的主張方式、第五有境的主張方式、第六無我的主張方式，這三個是屬於

「基、道、果」中「基」的部分。第七個地道的建立包括了「道」與「果」的部分。 

    佛教先講「基」，後面再講「道」、「果」的意思是，「基」是我們先要廣大的聞

思、好好學習。「道」的意思是不要停留在聞思的階段，要實際上將已經聞思的部

分，更進一步與我們的心續連在一起。「道」修道的意思是我們的心要變成進步的一

條道路，這就是道；道不是外在的，而是我們內心的成長、證量一直往上進步的一條

道。「道」就是我們平常講的解脫道、成佛道，心就變成沒有煩惱，叫解脫；不止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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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煩惱，如果煩惱障、所知障都沒有的話就是成佛。我們的心要解脫、要成佛的果位

的話，要走這個方向的話，有一個進步、成長的過程，這個就稱之為「道」。這裡我

們平常分五道：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學道。所以，我們要了解道的意思

就是，我們自己要進步、要努力，自己的心要一直成長，不是停留在聞思的階段，要

改變的意思。另外也可以了解，我們心要進步、成長，前面要有一個智慧、明白，才

可以真正的改變。所以，前面沒有廣大的聞思，就無法生起正確的智慧。無法生起正

確的智慧就無法真正改變我們的心。如果我們心的改變是被強迫的、被動的，而不是

主動的改變，就不是真正的成長。真正的成長，必須要自己主動，不是被動的、不是

強迫的，真正要成長必須靠前面的聞、思當中明白、開智慧才能進入修道。所以對於

「基」的後面是「道」，從這裡我們要理解。 

    第七個地道的建立不止是道的主張，還包括果的建立。譬如經部宗他對阿羅漢的果

位、佛的果位有什麼樣的主張，他也會解釋。所以，第七個科判地道的建立當中，對

「道」、「果」的主張都會講。 

    首先，大家唸一下第七個科判： 

2-7. 地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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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種姓的行者在積聚資糧時，因為是在四個有學道的階段中積聚資糧的，因此主

張「『佛的色蘊』是『佛』」。「障的建立」及「地道的行進方式」等，與毘婆沙宗

類似。】(P.54 / L.9) 

    毘婆沙宗的地道建立已經講過了，現在講經部宗地道的建立，會與毘婆沙宗作對

照，將不同之處提出來，如果一樣的部分就不提出來。我們要了解，若提出來就表示

這一塊是與前面不一樣的，沒有提出來就表示與前面是一樣的。如果沒有對照的話，

好像這個太簡略、太短。所以我們要將前面毘婆沙宗的地道對照著看，就比較容易理

解。 

    我們看看前面的毘婆沙宗地道的建立，大家唸一下（P43，第三段）： 

【他們積聚資糧的方式，差別如下：諸菩薩在資糧道上品以下（含上品），須於三無

數大劫等期間當中積聚資糧；而從加行道煖位至無學道之間，則於同一個禪坐當中即

可現證〔上品菩提〕。 

諸具有獨覺種姓者在資糧道上品以下（含上品），須於一百大劫等期間當中積聚資

糧；而從加行道煖位至無學道之間，則於一個禪坐當中即可現證〔中品菩提〕。 

諸具有聲聞種姓者在四個有學道的階段中積聚資糧，而即使已證得聖道，也有必須在

十四個生有當中修學有學道的情況。】(P.43/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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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要了解不論毘婆沙宗或是經部宗皆承許聲聞、獨覺、大乘每一個階段都有五

道：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學道。聲聞有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

無學道；獨覺有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學道；大乘也是一樣有資糧道、加

行道、見道、修道、無學道，每一個階段都有五道。 

    還有一個要清楚，聲聞他從資糧道慢慢到無學道就成就他的果位了；然後獨覺也是

從資糧道慢慢到無學道就成就他的果位了；大乘也是一樣，從資糧道到了無學道就是

他的果位了。我們平常大乘到無學道就稱之為成佛。聲聞、獨覺兩個到最後無學道的

時候就是阿羅漢，但是獨覺的阿羅漢等級比較高。這個是基本的，所有宗義都承許

的。毘婆沙宗說聲聞四個有學道就是: 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因為第五個就

是無學道，所以前面的四個就是有學。聲聞的四個有學道當中就有生死、生死，然後

就一直的修行、累積福德資糧。就在這個世界一直來，累積福德，這個在四個有學道

當中都有。這是毘婆沙宗對聲聞的看法，也是必要的看法，所有的宗義都是這樣看

的。為什麼這樣看？因為佛典常常談到四果：預流果、一來果、不來果、阿羅漢果。

這是佛典裡面常常談的，不論顯教、密教，大乘、小乘的經典裡面都常常談到的，所

有宗義都共許的。這些剛剛談到的四果：預流果、一來果、不來果、阿羅漢果都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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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的五道裡面談的。所以就必須要解釋四個有學道當中還是一直有生死、生死，就一

直有來，連見道、修道也還是在輪迴當中，也是有生死，這是四個宗義所共許的。 

    毘婆沙宗對聲聞是如何主張呢？四個有學道當中都有累積福德資糧，剛剛念的：

「諸具有聲聞種姓者在四個有學道的階段中‧ ‧ ‧」，所以，四個有學道就是資糧道、加

行道、見道、修道，在這四道當中都有積聚資糧，都有積聚資糧的意思是都有生死、

再來這個世界，然後就一直累積資糧、一直修行。 

    但是毘婆沙宗對獨覺、大乘就有不同的看法。毘婆沙宗對佛典中，一再提到的聲聞

都在四個有學裡積聚資糧不得不承許，但是毘婆沙宗對獨覺與大乘在四個有學裡積聚

資糧就有不同的看法；佛典裡雖然有說，但是並沒有那麼公開、明白清楚的講獨覺、

大乘在四個有學道積聚資糧，所以毘婆沙宗有自己的主張。他的主張是什麼呢？獨覺

與大乘只有到資糧道上品以下這個階段才有積聚資糧。加行道煖位開始就沒有積聚資

糧，一打坐、一個座上就直接到了無學道。從加行道、見道、直接到無學道。這就是

他們對大乘、獨覺不一樣的看法，現在我們清楚了毘婆沙宗的解釋。另外毘婆沙宗還

認為，大乘因為直接從加行道到了無學道，佛的身體還是資糧道的身體，還是苦諦，

還是肉體，所以還是有痛苦。這種主張一般比較能接受的；譬如，無間罪裡有一個出

佛身血，一般好像認為毘婆沙宗講的有道理；我們大乘宗義，佛陀的身體是意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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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身體，所以不像我們的身體，出血只是佛的示現有血的樣子，實際上沒有血，他

沒有痛苦，我們大乘是如此的解釋。毘婆沙宗的話，我們看到劍刺到就有出血，所以

無間罪這樣解釋比較通。而我們一般大乘無間罪則要解釋很多，沒有辦法馬上連接，

所以毘婆沙宗的主張大多數的人比較能接受。所以他的解釋佛的身體，還是苦諦，還

是跟我們的肉體一樣會痛苦。 

    至於經部宗，三種種性的行者：聲聞的種性、獨覺的種性、大乘的種性的行者，他

們在四個有學道當中積聚資糧。這裡就跟毘婆沙宗不一樣了，毘婆沙宗只有聲聞的種

性是這樣子（在四個有學道中積聚資糧），不是所有的種性都是如此。經部宗認為所

有的種性，包括聲聞、獨覺、大乘的行者都需要在四個有學道當中積聚資糧，然後把

這個當理由，主張佛的色蘊就是佛，不像毘婆沙宗所主張，從資糧道的身體直接帶到

無學道的階段。經部宗主張中間有很多生死、生死，所以有很多生死就不是資糧道的

身體直接成佛；如果直接成佛的話，佛的身體還是跟肉體一樣。所以經部宗與毘婆沙

宗不同的解釋是，大乘呢，不是資糧道的身體直接帶到無學的階段，因為加行道、見

道、修道這個階段三大阿僧祇劫累積資糧，就一直生死、生死要累積資糧，所以這個

階段當中他的苦諦身體就去除了，慢慢、慢慢就越來越清淨、越來越清淨，後面就變

成意生身，所以成佛的時候就沒有肉體了。佛的身體就真正變得清淨，所以「『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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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蘊』是『佛』」的意思是就變成清淨。「『佛的色蘊』是『佛』」是有點不可思議

的；怎麼說，我們平常講五方佛，五方佛的意思是成佛的時候，我們的五蘊就會變成

清淨，最後變成五方佛，就是這樣。 

    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我們色蘊清淨的時候就變成毘盧遮那佛；

我們的受蘊清淨就變成寶生佛；想蘊清淨就會變成阿彌陀佛（無量光佛）；我們的行

蘊清淨的時候變成不空成就佛；識蘊清淨就變成不動佛。 

    我們現在是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有五蘊，以後成佛的時候，每一個人就有五方佛。

佛不可思議，連他的身體每一部分都會變成一個佛、一個佛；他的眼根、耳根、舌根

都會變成一個、一個佛；佛的不可思議，連他的色蘊都會變成佛。 

    所以我們平常打坐，就叫毘盧七坐，就是毘盧遮那佛坐的樣子；毘盧七坐的意思

是，毘盧遮那佛法照裡面他坐的樣子，我們打坐就跟著坐，就是打坐的七個坐法。剛

剛毘盧遮那佛是什麼清淨？色蘊清淨嘛！所以我們身體跟他一樣坐的話，會得到他的

加持，我們的身體比較容易清淨。因為我們身體清淨的時候就變成毘盧遮那佛，所以

毘盧遮那佛對我們色蘊要清淨的話有幫助。 

    

（仁波切教導、示範毘盧七坐，請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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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毘盧七坐比較重要的部分來說，眼睛不要看外面，而是放在鼻尖的樣子；鼻尖對準

肚臍的樣子；肩膀放鬆，舌尖頂上齶，這些是比較重要的，平常坐的時候馬上注意一

下，七個自然就具備了。七個實際上數的話則是如下的順序： 

 

 

第一個是腳： 

    藏文腳有中間的意思，是說不可以躺，不可以站。包括單盤、雙盤，連椅子上坐也

是中間，因為不是站也不是躺。 

    彌勒佛現在在兜率天，西藏的彌勒佛法相與中國的不一樣，是坐在椅子上的，不是

盤腿，他是未來佛，準備要下來（救眾生）的意思。他的坐法，膝蓋合起來，腳也合

起來。書裡也說不一定要單盤、雙盤，跟彌勒佛這樣坐也可以。彌勒佛這些佛菩薩他

們這樣坐肯定也有他們的道理。雙盤這些也各有各的道理，都有道理，都有心會比較

清淨啊，氣脈比較順啊等等的幫助。所以我們一般人如果不習慣雙盤的話，就學藏傳

彌勒佛的坐法，也是蠻有幫助的。 

    腳站著，好像要走路的樣子，心會散亂，躺著會睡著，心會太放鬆。中間的話不會

掉，也不會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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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手﹕ 

    手是有做事情的作用，若不規定的話，手亂動，心也會跟著亂，於是手也有規定如

何放，不要亂動。（仁波切示範）拇指相接，右手放在左手上，放在肚臍以下四指

處，一般直接放就對了。拇指相接剛好於肚臍處，與氣脈有關係。 

 

第三個脊椎要直： 

    脊椎要直的話，臀部要加高，如果坐椅子的話，坐三分之一，臀部自然加高；或者

椅子方便的話加墊子， 不然坐三分之一。 

 

第四個口部： 

    舌尖頂上齶，唇齒要自然，不必刻意閉、合。重點是舌尖頂上齶可以避免唾液分泌

流出，還需吞嚥，以致干擾打坐。 

 

第五個頭部： 

    頭要稍微低頭，鼻尖與肚臍齊的意思。頭若太仰，與脊椎同直的話，心也會散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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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個眼睛﹕ 

    我們佛教是看自己的內心，不似外道有眼睛往上看求外面的。佛教照顧自己的心，

改變自己的心最重要，所以眼睛不是看外面、上面。別人看我們好像我們是看鼻尖的

樣子，其實我們自己並不是特別要注意看鼻尖。 

 

第七個肩膀要放鬆﹕ 

    第七個他的意思是前面怎麼作，都要放鬆的意思。雖然好像很有規矩，有七個規

矩，但是如果覺得規矩太緊就不對了；雖有規矩，但是也要會放鬆。放鬆是非常的關

鍵，因為如果不放鬆的話，前面的七個規矩效果出不來。什麼效果？就是我們的氣脈

會順了。不放鬆的話，氣脈就不順了。實際上我們是為了氣脈順才有這些規矩，不放

鬆的話效果不會出來。 

 

    這就是毘盧七坐，第一是腳、第二是手、第三是脊椎、第四口部、第五頭、第六眼

睛，第七個肩膀。我們平常在家就要訓練，十分鐘、十五分鐘都好。先不必觀想，先

練習坐、放鬆，這種訓練會使我們身心感到清淨；身體、氣脈自然就會很順，然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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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清淨，這一部分感覺到的話呢，那也是一種修行嘛。更進一步的，放鬆的同時、

心又敏銳，在這樣當中（狀態下），繼續思考一些法的部分，那就又不累而且又會有

精神。在修、思考法理的同時，也享受身心的清淨，這樣就比較好。 

 

問：眼睛看下面時，眼睛是張開的還是閉起來的？ 

答： 別人看我們好像我們眼睛是定在鼻尖的樣子，其實眼睛不是閉，也不是開，打坐

是第六意識，心就打坐，不在意這些。但是剛開始的時候眼睛好像看著鼻尖，才不會

看外面，先就定在這裡，然後馬上第六意識就開始打坐，我們就不注意它，不理它。

這時人家看我們就好像不是閉的，眼睛好像定著鼻尖的感覺。實際上我們眼睛並沒有

定著鼻尖，眼睛好像沒有作用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