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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心心類學類學類學類學十十十十五五五五】】】】    

雪歌仁波切講授 2010/03/21 

【【【【調整聞法動機調整聞法動機調整聞法動機調整聞法動機】】】】        

今天我們所教授的是心類學這門課程，我們所學習的內容中，特別是

心所這部份，宗大師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在宣說完集諦、煩惱的部

份之後，曾勸勉我們，若要了解集諦和煩惱這部份，最起碼要學習《大乘

五蘊論》，如果能力所及，也要學習《集論》。宗大師已經指引我們怎麼樣

來學習的道路。所以，我們現在學習心類學的課程中，關於心所的這部份，

我們是配合《大乘五蘊論》和《集論》這兩部論來學習的。如此一來，一

方面我們有聽從宗大師的開示，所以一定有些功德，由於造了這個功德的

緣故，我們來世，或者是生生世世都能夠值遇到宗大師的教法；另一方面，

我們也可以學到宗大師的引導而追隨著宗大師。在課程開始時，我們要如

此思惟來發願。如果我們要究竟的調伏自己的心，必須要能調伏煩惱，然

而要對治煩惱，則必須要先了解煩惱，所以，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思惟方式，

調整我們的意樂來聽聞兩個小時的法，這確實會有很大的功德。 

【【【【正正正正    講講講講】】】】    

上一堂課我們講到《大乘五蘊論》的第四頁十一個善心所。我們為什

麼要學習十一個善的心所呢？因為我們喜歡造作善根，而要造作善根是要

從內心做起，它不是一個外在的，主要是內心。然而，當內心要生起一種

善根的時候，它是如何造作出這個善根？它是要靠它的善心所，必須從善

心所下手，慢慢的我們的心王就能夠生起善根，或是我們的心能夠生起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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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善根。 

十一善心所十一善心所十一善心所十一善心所：：：：信信信信    

善心所裡面第一個就講到「信」，「信」心所。這裡我們要了解的是什

麼呢？「信」心所開啟了善的部份，它是善的最源頭。所以宗大師在道次

第裡面曾經提到：「信」是最根本，一切善的根本就是這個「信」。但是，

你們不要認為這個「信」，它是迷信的信，不是這個意思，現在所講這個

「信」，它是非常有智慧的「信」或是如理的「信」。（剛開始時），這個「信」

雖然是沒有智慧，雖然不懂這個道理，但是他想的是對的，他信的是對的，

這就是如理的「信」、正確的「信」；依著這個正確的「信」，如果能夠深入

了解它的道理，而有一些正確的理由，這時候就變成有智慧的「信」。所以

我們現在的「信」有沒有智慧無所謂，如果能夠在正確的道理上面，從內

心發起一個接受，我接受這個道理，這就算是善的第一步了。所以，「信」

是善的最根本。 

我們平常學習了很多東西，學習的目標是什麼？我們的目標是內心要

能夠接受這個道理。學習了之後，將這些道理結論出來，我們的內心要能

接受、相信它；如果不相信，雖然學了很多，可是我們並沒有達到學習的

目標。如果一直學習，然而內心的這個「信」完全沒有生起，或者是有生

起，但是完全沒有增長，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應該要注意了。所學的是善還

是不善，已經可由這裡區分喔！如果我們學了很多，但是內心的結論出來

後，並沒有擷取到很多的「信」心所，那就很可惜。學習後應該可以成立

很多的信心所、正確的信仰，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子成立的話，這就很可惜

了！所以，我們學習之後，一定要做到一個善心所，這是我們第一個要做

的信心所，大家要記得，我們平常要注意。 

所以，應該是學習得越多，信心所就越多、越強、越廣，如果是這樣

子的話，這表示我們有做到善根，我們做了一些善的行為。這是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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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所應該要注意的。宗大師在《廣論》裡面也常常開示：「學習的目標是

要修持，教和證是不可以分開的」。所以，我們怎麼樣做到呢？教和證是從

哪裡接連呢？教是經由智慧推理來成立一種很珍貴的信心所，也就是不退

轉的信心所，是我們一直要成立的。所以，我們廣泛學習的目標是什麼？

首先，我們的信心所要一直增長、一直要增長。如果信心所能夠增長，能

夠很圓滿的話，當他做善的這個行為，根已經種下去了，因為我們十一個

善心所裡面，第一個就是信心所。 

有些人學習佛法，學到後面卻變成放棄了這個佛法，而選擇另外一條

路，有時候也有這樣子的人，是吧？這些是受到什麼影響呢？這有可能就

是我們沒有注意到，學習之後應該要生起這個信心所，這方面沒有特別注

意，當然他的心裡沒有這個信心所，或是並不堅固，當然就很容易退轉。

學習之後並沒有生起信心所，當要修行時也就修不來，結果就會認為學習

這個是幹嘛的？這是因為自己沒有注意，並不是佛法裡面沒有講，因為佛

法裡面講的，自己沒有去實踐，當然就不會有什麼改變，不會有什麼進步。

如果沒有什麼進步，沒有什麼效果，當然就覺得沒有什麼必要學習，然後

就會放棄佛法。所以我們必須特別注意這點，當我們學習之後，也就是教

之後，我們要證，這個應該從哪裡連接呢？它是從「信」這裡，第一個信

心所這裡連接，這是我們應該特別要注意的，信心所要持續的增長。 

慚慚慚慚、、、、愧愧愧愧    

信心所增長了之後，有了這個信心所為基礎，接著後面就會有「慚」、

「愧」。這個信心所，好像有一個信仰，有一個相信，我們會知道這個該做、

這個不該做，在這個因果上面，我們已經了解，也相信了。在這個相信的

基礎之上，「慚」和「愧」就會出現，否則，自己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好像都沒有區分清楚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會有「慚」跟「愧」呢？這是不

可能會有的。所以，先有信心所，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接著「慚」跟「愧」

就可以生起了。剛剛我們提到，當我們學習了那麼多之後，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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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要生起信心所，一樣的道理，當信心所生起了之後，我們應該也

要生起「慚」跟「愧」，這方面也要注意。所以，信心所、慚心所、愧心所，

這三個是最基本的善心所。 

無貪無貪無貪無貪、、、、無嗔無嗔無嗔無嗔、、、、無痴無痴無痴無痴、、、、精進精進精進精進、、、、輕安輕安輕安輕安    

再來更進一步，我們要對治貪、瞋、癡，我們要對治負面的這些煩惱，

這就是更進一步的階段。然後不只負面的貪、瞋、癡上面我們要對治，還

有正面的善根上面，也要歡喜的、精進的做，這就是「精進」心所，十一

個善心所裡面「精進」心所是第七個。然後「精進」心所能不能達成它的

目標？它所追求的，能不能達成呢？這就需要靠「輕安」，只有「精進」努

力，很容易勞累，沒有「輕安」的話，也無法達成，所以也需要「輕安」

的幫助。為了要行善、所要得到的、所追求的，除了需要前面講的「信」、

「慚」、「愧」這基礎之上，然後接著就是「無貪」、「無瞋」、「無癡」、「精

進」、「輕安」。 

不放逸不放逸不放逸不放逸    

其中的「無貪」、「無瞋」、「無癡」、「精進」這四個是恆時要有的，好

像隨時都要有這四個的力量，而隨時都要有這四個力量的心所就是「不放

逸」。所以「不放逸」的意思是什麼？「云何不放逸。謂放逸對治。即是無

貪乃至精進依止此故捨不善法。及即修彼對治善法。」，所以，它是從「無

貪」開始到「精進」，不放逸的意思是我們要一直注意，對於哪方面要一直

注意呢？也就是要注意，我不可以貪喔！我不可以瞋喔！我不可以癡喔！

我不可以沒有精進喔！不可以沒有「精進」的意思，是不可以對善的方面

沒有一直珍惜、努力的做；對惡方面，我並沒有去對治，在這兩個方面上，

我們必須時時刻刻有一種準備，都不會離開這四個，或者是時時刻刻都有

這四個的一個階段。在《般若七十義》當中，一切遍智它的能依，或者是

它的能表總共有十個，在這十個裡面會有四個成就。猶如當我們打仗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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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所穿戴的盔甲一樣，不放逸有這樣的一個作用。這就是不放逸。 

捨捨捨捨    

接著「云何為捨。謂即無貪乃至精進依止此故。獲得所有心平等性心

正直性心無發悟性。又由此故於已除遣染污法中無染安住。」這個意思是，

有的時候雖然我們有「無貪」、「無瞋」、「無癡」，也有「精進」，這些都存

在的時候，我們不需要還刻意更努力的做，應該讓它自然運作，也就是如

果已經有「無貪」、「無瞋」、「無癡」，也有「精進」，它一直走的時候，讓

它順著走，我們不需要又在中間加了一些，這反而變成擾亂它，這是不對

的。比如說我們已經有很多課了，有時候還加了更多的時候，學生也就沒

有辦法消化，覺得好像太多了。就像學習時，當它這樣子順著走時，就讓

它自然的運行，不要因為增加，而擾亂了它，這就還更不好了。一樣的道

理，「無貪」、「無瞋」、「無癡」，「精進」這些，當它繼續這樣子走的時候，

讓它自然運行，這就是「捨」。捨棄的意思是，當它這樣子一直精進的時候，

好像現在沒有什麼熱鬧，或者是沒有什麼一些特別的、新的東西，沒有什

麼特別大的法會，這時候也不需要特別想一定要成辦一些新的東西，或是

又一定要學新的東西，如果不是這樣，這就是有問題。一樣的道理，平常

我們修行的時候，自己已經順著一直走的時候，讓它走著，不要認為我這

樣做已經是過時了，我要換另外一個新的，前面的修行又被傷害了，又把

它放棄了，這就是不對的。所以這時候要有捨棄，這個「捨」就是讓它順

著一直走，它就是這個意思。 

不害不害不害不害    

再來，「云何不害。謂害對治。以悲為性。」十一個善心所裡面，「不

害」算是最後的，它是有一點點連接到大乘的樣子，前面十個善心所裡，

並沒有特別針對是大乘的，它們是佛法裡的一個基本，或是一種小乘的修

行。平常我們所講的四聖諦，也可以用大乘的角度來解釋，但是基本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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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基本的一個佛法，所以也可以說，它是小乘的佛法。相同的道理，前

面的這十個善心所，它是基本的一個修行，主要是好像保護自己，或者是

自己修行，然而，第十一個「不害」，它就不只是自己修行，也要關心到別

人，這就是不害。所以，這裡有一點是連接大乘的樣子。但是，小乘有沒

有修「不害」？當然有修啊！這不只小乘，像我們還沒有進入大小乘的一

般的行者也是要修的，也是有修的。到這裡，我們已經將十一個善心所介

紹完了。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接著配合《大乘阿毘達磨集論》來說明，看文「本事分中 三法品第一 

本事與決擇 是各有四種 三法攝應成 諦法得論議  幾何因取相 建立

與次第 義喻廣分別 集總頌應知  蘊界處各有幾。蘊有五。謂色蘊受蘊想

蘊行蘊識蘊。界有十八。謂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

鼻識界。」 

前面的這兩個偈頌，「是各有四種 三法攝應成 諦法得論議。幾何因取

相 建立與次第 義喻廣分別 集總頌應知」如果我們了解的話，這兩個偈頌

代表整個《上阿毘達磨》的內容，所以這兩個偈頌是蠻重要的。在藏文版

裡次序有點顛倒，藏文版是「幾何因取相 建立與次第 義喻廣分別。 是各

有四種  三法攝應成 諦法得論議 集總頌應知」。首先是《上阿毘達磨》

的內容是什麼呢？它是先講「蘊界處各有幾」，也就是「蘊」有幾個？「界」

有幾個？「處」有幾個？接著是「何因」，這個就是，蘊為什麼有五個？為

什麼有十八個界？為什麼有十二個處？說明這個理由，這就是「何因」。然

後「取相」的意思是，為什麼我們稱這個是蘊、還有十八界、十二處？我

們都是講「近取蘊」，是吧？我們的身體，輪迴裡面的蘊啊、界啊、處啊，

這些都是「近取」，我們一直用「近取蘊」，是吧？所以這個「近取」的意

思是什麼？它就用「取相」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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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來「建立」，「建立」就是很細的一直分析、解釋，比如說五蘊

裡面，色蘊、受蘊、想蘊、行蘊，將每個一直一直的分析。在《廣論》裡

面常常用「建立」，「建立」的意思就是我們透過學習之後，在內心裡將它

建立起來，內心很清楚了解這個道理。所以「建立」的意思就是將它解釋

得很細的意思。將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解釋得很細，這就是「建立」。再

來是「次第」，比如說五蘊裡面為什麼是先講「色」？然後再講「受」、「行」、

「識」？這個次第有什麼理由？有什麼理由將它這樣子安排成這種次第？

相同的，十二處、十八界為什麼是這樣子的次第？解釋這些理由，這就是

「次第」。 

再來，它的意義，也就是講這個有什麼意義？比如說，蘊的意義是什

麼？界的意義是什麼？處的意義是什麼？然後，就是比喻，比如說，在經

典裡面會提到，色蘊就如水泡一樣，它會有這些比喻，在經典裡面，對於

每一個蘊、十八界、十二處都有比喻，所以這個「喻」的意思是就是比喻。 

然後是「廣分別」，在《大乘五蘊論》的後面有講到「差別」，是吧？

對於十八界裡面就分了很多很多的差別，所以這個「廣分別」的意思就是

「差別」。在《廣論》裡面曾經講到，當一個修行者慢心很重時，他就應該

要觀修界差別，也就是要修廣分別這部份。 

接著「各有四種」，「各有四種」所講的就是後面的這四個，後面講的

這四個是什麼呢？先講三法，然後接著講，這個叫「決擇」，「決擇」應該

是「諦」上面決擇，「法」上面決擇，「得」上面決擇， 「論議」上面決擇，

共有四個決擇。首先四種的意思是，一個是「攝」，一個是「應」，一個是

「成」，一個是「決擇」。其中的「決擇」裡面又可分四個，四個是什麼呢？

就是「諦」決擇，「法」決擇，「得」決擇，「論議」決擇。「諦」的決擇，

也就是我們講的四聖諦，在四聖諦裡面講到集諦的時候，煩惱的部份也講

得非常好、非常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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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阿毘達磨》裡面所講的次第是甚麼樣子？就是剛剛講的，先是

「幾」、「何因」、「取相」、「建立」、「次第」、「義」、比喻(「喻」)、「廣分別」，

然後再來，就是這四種，這四個是什麼呢？就是三法加上「決擇」，三法又

是什麼？「攝」、「應」、「成」，這就是三法，其中的「決擇」也可以分四個：

「諦」上面決擇，「法」上面決擇，「得」上面決擇， 「論議」上面決擇。

所以，《阿毘達磨集論》最後就是講這個「論議」上面的決擇。所以，《阿

毘達磨集論》裡面講的東西是什麼？我們從這（兩個偈頌）大概可以理解

整體。這樣可以理解嗎？  

 

現在我們要學習的是心所、煩惱的部份，《阿毘達磨集論》的內容那麼

多裡面，我們要看的是哪個部分？會比較容易懂呢？哪一個階段有講這些

東西？剛剛提到「建立」這部份要看，為什麼呢？因為「建立」的意思是，

它解釋、分析得很細，比如說它解釋五蘊也好，十八界也好，十二處也好，

都解釋得很細，所以「建立」這部份要看。然而，我們要看的是「建立」

的哪一部分呢？五蘊、十八界、十二處這三個裡面，我們要學習的是五蘊

的「建立」，在五蘊的「建立」裡面，那一個部份有講到心所呢？色、受、

想、行、識，它是在行蘊的「建立」這一段有講到五十一個心所。還有另

外一個呢？剛剛我們講「諦法得論議」那個「諦」，就是四聖諦。所以，「諦」

抉擇可分為：苦諦的抉擇、集諦的抉擇、滅諦的抉擇、道諦的抉擇。其中

集諦的抉擇，對於煩惱說明得非常細、非常好。所以，我們另外一個要看

的是集諦的抉擇這部份。所以，《阿毘達磨集論》我們要學習的是哪一個部

分？你們理解了吧？主要是五蘊的「建立」裡面，行蘊這部份；及「諦」

抉擇裡面，集諦的抉擇這部份，這兩部份要充分的瞭解. 

接著我先繼續講，後面有十五分鐘或十分鐘的問答時間。前面所提到

的兩個偈頌，這是整個《阿毘達磨集論》所要講的，所以這裡用「集總頌

應知」。「集總頌」的意思是，這些偈頌就是所有的內容集中在一起。所以，

我們從那兩個偈頌應該可以理解《阿毘達磨集論》的內容，這句子是這個

意思。剛剛提到《阿毘達磨集論》，第一個就是講「幾」，是吧？次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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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幾」、「何因」、「取相」、「建立」、「次第」、「義」、比喻(「喻」)、

「廣分別」，這樣子你們知道吧？所以，首先第一個是「幾」，就是談論有

多少？比如說，蘊有幾個？界有幾個？處有幾個？「幾」就是講這部份。

接著就是說「何因」，是吧？「何因」這個是第一頁的下面最後一行，「何

因蘊唯有五」，我們平常講蘊有五個，這是為什麼？理由是什麼？就是「何

因」的意思；又如「界」有十八個，理由是什麼？「處」有十二個，理由

又是什麼？這就是叫「何因」。這部分我們就不用看了，大概這樣帶過去就

可以了。然後再來就是下面這個「取」，「何等為取。謂諸蘊中所有欲貪」

有沒有看到？所以這邊「何等為取」，也就是剛剛講這個「取」，這也不用

看。 

剛剛講「幾」、「何因」，「取」再來就講「相」。「相」的定義就是我們

所講的名相，或者性相，現在是講性相。剛剛「相」我漏了這部份，這個

「相」是性相的意思，也就是介紹每一個蘊的性相(同學說：第二頁第十一

行)，「色蘊何相。變現相是色相。」。「色蘊何相」，然後再來是十八界、十

二處這些等等，每一個的性相一一介紹。五蘊的部份有「色蘊何相」，「行

蘊何相」，「識蘊何相」，然後就「界何相」，「處何相」。「處何相」，一直到

「如界應知隨其所應。」這裡就結束了。接著後面就是「建立」，「云何建

立色蘊」(第四頁第一行)。我們剛剛有提到，「建立」這部份我們要看是吧？

「建立」這部份有：蘊的建立，十八界的建立，十二處的建立裡面，其中

我們要看的是「蘊」的建立，還有「行蘊」的建立。現在我們看到色蘊的

建立，色蘊的建立內容蠻長的，之後就是受蘊的建立，「云何建立受蘊」(第

六頁第一行)然後再來「云何建立想蘊」這個也不用看，再來「云何建立行

蘊」這部份(在第七頁中間倒數第八行)，對於行蘊這部份，它可分為相應行

和不相應行，我們所要了解的是相應行這部份，相應行這部份是包括除了

受和想以外的所有心所。我們看一下這段文：「云何建立行蘊。謂六思身。

眼觸所生思。耳觸所生思。鼻觸所生思。舌觸所生思。身觸所生思。意觸

所生思。由此思故思作諸善。思作雜染。思作分位差別。又即此思除受及

想與餘心所法心不相應行。總名行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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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我們所講的「行」，「行」是一個行動，或者是一個加行，它是做

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是誰做呢？它是由我們的六識：眼識、耳識、鼻識、

身識、意識去做的，主要做的就是思心所，當我們講到造業，這就是思心

所它要做的。思心所它所做的事情有善的部分，有雜染的部分，另外還有

特別不是善和雜染，這就是「思作諸善。思作雜染。思作分位差別」共有

三個。當思心所做這三種事情的時候，旁邊一定有很多心所來幫助它，這

些心所分出來五十一心所。為什麼稱五十一心所為行蘊？它的理由就在這

裡，這主要是思心所為主，當思心所做事情的時候，可分為善和雜染，還

有分別這三種，所以當它做這樣子的一些事情時，它旁邊幫忙的幫手，這

些幫手，也是屬於行蘊裡面，對於做這個事情方面也是有幫忙，所以就稱

為行蘊。接著後面「又即此思除受及想與餘心所法心不相應行」，除了受和

想以外的一切的心所法，就是叫心相應行，它可以稱為相應行，也可以稱

為心相應行。相應或不相應是跟「心」相不相應的意思。所以行蘊可分為

兩個：相應行和不相應行。相應行是受和想以外的一切心所法，這就是相

應行，另外一個就是不相應行，所以這兩個，它的總名就是稱為行蘊。 

在這行蘊裡面，我們要學的是相應行，相應行裡面就有這些心所，所

以，「何等名為餘心所法」前面所講的這些心所，就是受跟想以外的，共有

四十九個心所。現在開始要講四十九個心所，「思」心所它是主要的造作，

在前面思心所已經講很多了，其它的這裡應該有四十八個，四十八個是什

麼呢？「作意」、「觸」是五遍行裡面的兩個，然後再來五別境的五個分別

是：「欲」、「勝解」、「念」、「三摩地」、「慧」。然後再來十一個善心所：「信」、

「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進」、「輕安」、「不放逸」、「捨」、

「不害」，到這裡就是十一個善心所。然後再來就是六根本煩惱，六根本煩

惱也可以變成十個，將第六個再細分為五個的話就會變成十個，所以，當

我們將它分為十個時，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五個非見煩惱，及五個見煩惱，

總共有十個。在這裡是先介紹非見煩惱，哪五個非見煩惱呢？「貪」、「瞋」、

「慢」、「無明」、「疑」，這是五個非見煩惱。接著是五個見煩惱，哪五個呢？

「薩迦耶見」、「邊見」、「見取」、「戒禁取」，然後「邪見」，就這五個。然

後就是二十隨煩惱：「忿」、「恨」、「覆」、「惱」、「嫉」、「慳」、「誑」、「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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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憍」、「害」、「無慚」、「無愧」、「惛沈」、「掉舉」、「不信」、「懈怠」、「放

逸」、「忘念」、「不正知」、「散亂」到這裡共有二十隨煩惱，是吧？然後再

來，四不定：「睡眠」、「惡作」、「尋」和「伺」。所以，五十一個心所裡面，

因為受、想不算，思也沒有算，其餘的共有四十八個。 

五遍行五遍行五遍行五遍行：：：：思思思思    

思心所本身是行蘊。因為我們平常所講的無明、行…，造業就是思心

所。從這裡開始很詳細的一一解釋，受跟想以外的四十九個心所。首先我

們看一下《大乘五蘊論》，然後《阿毘達磨集論》我們對著念，我們先看《大

乘五蘊論》裡面的思心所，看文「云何為思。謂於功德過失及俱相違。令

心造作意業為性」，接下來《集論》(第八頁)：「何等為思。謂於心造作意業

為体。於善不善無記品中役心為業。」這部分兩部論所說的差不了多少是

吧？只有所用的一些字不一樣而已，內容都沒有差別。 

作意作意作意作意    

然後再來，思心所後面是「作意」，我們先看《大乘五蘊論》裡面「作

意」這部份：「云何作意。謂能令心發悟為性。」，《集論》：「何等作意。謂

發動心為体。於所緣境持心為業。」。這兩部論所說的也沒有什麼差別，唯

有在所緣上面有一點不一樣，《大乘五蘊論》裡面講的是「令心發悟為性」，

這就好像心能夠發起、起動的一種作用的樣子，然而，《阿毘達磨集論》講

的是「於所緣境持心為業。」，心的所緣境已經有了，有了之後，心已經開

始起動了，然後就抓著這個所緣的樣子，它有這種作業，這就是「作意」。

是吧？所以這兩部論在這裡有一點點差別。上次我們曾經提到，有一些人

主張，將這個「作意」放在最前面，另外有一些人則主張，「作意」不是排

在最前面，所以有一些人將它排在最前面，有一些則主張先有「觸」，然後

再有「作意」，這主要是依他們所根據的論典而有不同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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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觸觸觸    

再來就是「觸」，《大乘五蘊論》：「云何為觸。謂三和合分別為性」。《集

論》：「何等為觸。謂依三和合諸根變異分別為体。受所依為業。」，《集論》

多了「受所依為業」這個部分，其它都一樣，是吧？「三和合諸根變異分

別為体」，三個的意思是心、根、境這三個，「和合」的意思是合在一起，

好像完整的合再一起了，這就是稱為接觸，它的結果出來是什麼呢？或者

是它有什麼作用呢？那就是它後面會有感受，會給我們一種感受，這就是

「受所依為業」，也就是受的所依，這就是觸的作用。 

受受受受、、、、想想想想    

到這裡，五遍行裡面的「思」、「作意」、「觸」，這三個已經講了。「受」

和「想」是在前面介紹五蘊的部份，我們已經介紹過了，我們現在進行的

是「行蘊」裡面的解釋，所以受和想在這裡就不再介紹了。所以，五遍行

裡面在這裡的解釋只有「思」、「作意」，然後就是「觸」，在這裡只說明這

三個。 

五別境五別境五別境五別境：：：：欲欲欲欲    

接著是「欲」、「勝解」、「念」、「三摩地」， 還有「慧」，這是五別境。

首先是「欲」，我們看文，《大乘五蘊論》：「云何為欲。謂於可愛事希望為

性」，《集論》：「何等為欲。謂於所樂事彼彼引發所作希望為体。正勤所依

為業。」。兩部論內容的差別就是，《集論》裡面一直有講到，它有什麼作

業、有什麼作用？《集論》裡面多講了這部份。以「欲」來說，它的作業

就是給我們產生精進。 

勝解勝解勝解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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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勝解」，《大乘五蘊論》：「云何勝解。謂於決定事即如所了印

可為性。」；《集論》：「何等勝解。謂於決定事隨所決定印持為体。不可引

轉為業。」。所以「勝解」這部份，兩部論的說明差不了多少，是吧？《集

論》裡面多了「不可引轉為業」，「不可引轉」的意思是，我們的心不會被

其他的拉走，對於對境上面還會繼續的一直想，這就是它的作用。 

念念念念    

再來「念」，《大乘五蘊論》：「云何為念。謂於串習事令心不忘明記為

性。」；《集論》：「何等為念。謂於串習事令心明記不忘為体。不散亂為業。」。

以不散亂來說，當「念」的力量增長的話，當然就會有不散亂的作用。一

般來說，不散亂的這個作用不是那麼容易達到。 

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    

再來「三摩地」，《大乘五蘊論》：「云何三摩地。謂於所觀事令心一境

不散為性。」；《集論》：「何等三摩地。謂於所觀事令心一境為体。智所依

止為業。」。《集論》裡面多講了「智所依止為業。」，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智慧的所依,也就是當我們的心處在「三摩地」時,或是心安住的時

候,它就會增長我們的智慧，好像心在專心的時候比較有智慧，而不專心的

時候就比較沒有智慧。所以「三摩地」會讓我們產生智慧，我們平常也會

講止、觀，是吧?這也就是先有止，然後才有觀，這個意思是什麼呢?當心不

散亂，或心很專心的這種力量越來越增加的時候，我們後面的這個智慧才

能夠產生，這就是「智所依止為業」的意思。 

慧慧慧慧    

然後再來「慧」，《大乘五蘊論》：「云何為慧。謂即於彼擇法為性。或

如理所引。或不如理所引。或俱非所引。」；《集論》：「何等為慧。謂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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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事擇法為体。斷疑為業。」。這裡兩部論的差別在於，《大乘五蘊論》裡

面對於「慧」有做區分，將它分為有正確的道理的、好像不正確的道理的，

或者是沒有什麼特別理由的，共有這三種智慧。《集論》裡面則是多講它的

作業是什麼?它的作業就是斷除疑惑。上次我們講的就比較詳細一點，今天

只是對著兩部論的內容，指出念哪裡有差別，大概這樣。後面就不多講了，

十一個善心所下次再介紹吧！今天已經將五別境講完了，你們有沒有問題?

大概十分鐘問答吧。  

【【【【問問問問        答答答答】】】】    

問問問問：剛剛提到的《阿毘達磨集論》有分體和業，上次仁波切在講《大乘五

蘊論》時，你有提到《集論》都是有分所緣、作用、和行相，這裡所

謂的體指的就是行相嗎?業就是作用嗎? 

答答答答：沒有錯！ 

問問問問：對於「信心所」的部份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學了之後，信心所有

沒有增長?善和不善就從這邊區別，那是不是，我的信心沒有增長的

話，就是不善囉? 

答答答答：我們應該要了解， 「信心所」有沒有增長和有沒有生起，（這是兩個

不同的問題），若是已經有生起但是沒有增長，還是有「信」啊！如果

有生起，但是沒有增長，沒有增長也是有它的問題，我們要令它增長. 

問問問問：為什麼學了以後，「信」會沒有辦法增長?還有當有了信心所之後，後

面的「慚」和「愧」會沒有辦法生起?關鍵在哪裡?是不是信心所不正確?

所學的不正確?還是中間有什麼要連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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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答答答：宗大師在《廣論》有提到，當我們修的時候，對於所緣、行相都要修。

修的意思就是我們對於對境要越來越深入的了解，要越來越明白，這

就是對於所緣的修持。對於行相的修持就是，有境的心所方面，有各

種各的心所，我們也要培養，也就是不只對於對境一直要串習，使得

對境越來越清楚，當所緣已經達到很清楚時，這並不代表已經圓滿了，

因為如果我們內心、有境的部份沒有進步的話，也就是這個行相沒有

修好。所以，我們對於所緣及行相都要修。行相這部份，比如說，剛

剛我們所介紹的十一個善心所，這些就是屬於行相的部份。（我們要如

何培養信心所？）在我們聞、思、修三階段裡面，思和修這兩個是培

養我們的行相，修行相的意思；至於聞的階段，它主要好像是修所緣

的階段。所以對於所緣和行相來說，當然修的時候也有修所緣的部份，

但是，聞的階段，它只有修所緣的部份，沒有特別修行相的部份，而

思和修的時候，它（除了有修所緣的部份），也有修行相的部份。行相

的意思是有境，所緣是對境，是吧? 

問問問問：仁波切您剛剛講的是學習跟信心所之間的關係。當信心所生起之後為

什麼沒有辦法生起「慚」、「愧」?也是類似的道理嗎?要怎麼想? 

答答答答：這也是需要培養。比如，當我們信心生起了之後，應當特別要培養慚

和愧，慚和愧是信心基礎以上，我不該做的是什麼?以我自己的角度來

看不該做的是什麼?從他人的角度來看不該做的是什麼?我們在這方面

應該要多多思惟，使得在這方面要有非常的慚和愧的這種心能夠增長。 

問問問問：為什麼是從他人的角度？「慚」和「愧」不是要檢討自己嗎？從他人

的角度是什麼意思？ 

答答答答：我們上次有講到，「愧」是從他人的角度來看，是吧？比如說，從佛菩

薩的角度來看我們，（如果我做了不該做的）而我會不好意思。對於我

們的同學，或者是我們整個世間，或者是我們有看不到的這些護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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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角度來看，我不該做的是什麼？這些我不該做的，那些我不該做

的要多思惟，（這就是愧）。另一方面是，如果我自己做了這個會得什

麼果報？我自己做那個會得什麼果？從這方面想這些我是不該做的，

這種就是叫慚。 

問問問問：仁波切，您在講心所的時候特別提到，思心所是主要的，其他的四十

八個心所是幫助它的作用。而思心所是因為前面有受心所、想心所的

作用而產生，我的問題是什麼呢？好像您曾經提到過，受心所它是果

報，我們平常在想心所這邊要小心，不要被受拉走，您能不能再解釋

一下，或者用一個比喻，我們怎麼在想心所這方面用功？或者是不受

到受心所的作用？ 

答答答答：上次我們講到五遍行的次第時，先是「作意」，然後「觸」、「受」、「想」，

然後是「思」心所。這樣一個五遍行，它是一直跟著所有的心王一起

存在的，每一個心王都有這五個心所，所以每一個心王都有這五個心

所，或者是每一個眾生都有這五個心所，每一個眾生每一剎那都有這

五個心所。從這五個心所的次第，也就可以代表，我們一直會有輪迴，

我們一直會有心的續，心續就是無始無終心的流續，它一直會有，因

為這五個心所會有一個輪轉的感覺。它的重點是在於最後的思心所，

從那邊它的結果出來的時候，也就是「受」，「受」的前面「觸」也是

思心所的結果，所以思心所的結果：「觸」，「受」，連「作意」，這三個

都好像是思心所的結果。思心所的結果，我們有一個來世的心、來世

的生命、一個有頭腦的、一個可以想的、有一個能感受的感受者，之

後他也會接觸外面各種各的這個環境，這是「觸」，而後他會感受到苦

樂等等，接著又有一個想，為什麼有「想」呢？當然我們有一個「作

意」，有一個「作意」的存在，就會「想」。「想」的後面，又會不停的

繼續會這樣想的時候，它就變成了「思」，然後又造業。 所以，五遍

行就這樣，好像有一直輪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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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我們講到的是，行蘊這個「行」，它是在「受」和「想」的後面，

這就是造「行」，是吧？「行」的時候，主要是思心所，思的心所，它行動

時，它的旁邊好像很多心所當它的幫手。為什麼那麼多的心所涵攝在行蘊

裡面？意思是什麼呢？因為那些心所是思心所的幫手的緣故，它就變成是

行蘊。思心所作為的時候，它會有幫手，但是這不代表，「受」和「想」的

時候，那些幫手的心所不存在，不是這個意思。那些心所，當「受」的時

候它存在，「想」的時候也存在，但是它是誰的幫手？它主要是幫助誰呢？

當我們心要做一個事情時，心可能會做善的，或者是做惡的，或者是不善

不惡的，當心做事情的時候，其它那些心所會給它一種幫助，因為這樣的

緣故，我們就稱它為「行」，所以它就是行蘊裡面的一部分。 

「受」、「想」、「思」，在「想」蘊這部分我們要小心，我們不要被「受」

拉著走，因為它是有漏的「受」。剛剛我們有提到「想」的時候，其它的心

所也會存在，是吧？如果是好的心所，對「想」的影響是好的，如果是壞

的這些心所，對「想」就是不好的影響。所以，我們心所這邊要注意，在

這個「想」的階段，我們必須要不讓它產生不好的想法。然而，這需要從

心所那部份學習之後，了解哪一部分是我們要培養的，哪一部分是我們要

去除的，由這裡清楚明白之後，如果我們一直培養(善心所)的話，「想」的

這一部分就會是會好的，接著「想」的後面，思心所時候也不會是壞的，

也就是一直會造善業。 

問問問問：仁波切，所以，如果要讓「想」好的話，是不是我們在慧心所那邊就

要培養它？還有就是慧心所和伺察意是一樣的東西嗎？伺察意也有分

有理由的和沒有理由的。仁波切您以前有說過，我們要修的是量，也

就是要從比量修到量，如果像剛剛那樣子的話，是不是就是我們想要

用空正見對治我執的話，在慧心所這方面的培養，是不是從空正見的

學習，慢慢的從非量變成量，然後就可以把我執對治斷除掉？是這樣

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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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答 mrimworld.org/ 

 

心類學 2009TP-015-20100321  - 18/18 -             四諦佛學會修訂 R3 

答答答答：嗯，可以說是這樣子吧。 

問問問問：世親菩薩有造《百法明門論》和《大乘五蘊論》，我想知道這兩部論有

什麼相同的地方或者是相異的地方？還有就是我們學習的重點應該是

怎麼樣會比較好？ 

答答答答：我們上次有講過。《大乘五蘊論》這裡面有什麼差別呢。首先第一個，

以西藏的說法，《百法明門論》不算是世親菩薩寫的，有這樣子的說法，

認為它是世親菩薩的弟子，叫法護還是什麼…。這有兩種說法，有的

說它是世親寫的，有的說它不是世親菩薩寫的。不管怎麼樣，這兩部

論的內容裡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說我們講到不相應行這部份

時，《百法明門論》裡面，主張有二十四個不相應行法。而《大乘五蘊

論》裡面，雖然也主張不相應行有二十四個，但是，《百法明門論》裡

面有講「八識」，《大乘五蘊論》裡面並沒有講八識。可能是世親菩薩

他的見解本來是毗婆沙宗，再來就是經部宗，再來他就變成唯識了，

他的見解有不同的階段，他是一直進步。所以，在《百法明門論》來

說，它有主張八識，這肯定是唯識的階段的解釋，然而，《大乘五蘊論》

這部份，它並沒有講到八識，這有可能是他的見解是在經部宗的這個

階段講的，所以，這兩部論有這樣子一個區分。有沒有問題？沒有問

題就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