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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類學八》 

雪歌仁波切講授  潘信慧翻譯  2003/11/08 

 

本講大意：一、複習因與果。 

          二、解釋反體與實有法。 

          三、由心、境、分別心說明二諦。 

          四、諸法總與別之意義的解釋。 

          五、相違分：1.互絕相違（又分直接相違、間接相違）。 

2.不並存相違。  

------------------------------------------------------------------------------------------- 

過去在印度那爛陀寺結夏安居時，有一回，所有班智達及成就者齊聚一

堂，準備對文殊菩薩獻上讚頌，結果大家不約而同竟然一齊念出了文殊讚(又

名彼智讚)，足見此讚之加持與意義非凡，其中：「具悲汝以智慧之光明，消除

我心愚癡之黑暗，通達佛語論典之義理，祈請恩賜聰慧辯才相」，上課之前我

們如同上述祈請文一般至誠的祈請，並且期許自己應該努力學習以通達佛法義

理，去除內心愚癡黑暗！吾人希求如彼之智以入彼之經義大海，當然必須透過

經論義理的研習及瞭解，方能如願得證佛位，因此之故，我們特於上課之先念

誦二勝六莊嚴的讚頌，就是在自我期許多加努力以求擁有進入經義大海之智

慧！ 

上一堂課我們提到因與果，對於果生起之因，分為遠因和近因；即依因對

果直接或間接的幫助，而將因分為直接因或間接因；再由因對果生起之助力大

小程度分為近取因及俱生緣。若"因"將己力完全投入以生"果"， 幾乎由因之

性質直接轉變為果之性質者，名之為近取因；另外以俱生緣而言，其並未將己

力完全投入於果之生起，僅只為片面的輔助效果，故名之為俱生緣。 

不單"因"有上述之分類，"果"亦有如許之分法，透過因的助力而直接生起

之果稱為直接果或親果，如若不然，則稱為間接果或疏果，又如依時間之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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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同樣的，依因所投入為果之力量大小，亦可將果分為近果及俱生果。 

另外，上一堂課所說之反體部份，有些學員提出了疑問，上課之前我們先

行回答：問題之一是，對於實有法的反體之認識，我們有時候會認為它非實有

法，有時候又會認為它就是實有法，當吾人舉出實有法的反體並將之安立後，

似乎就在同時指稱其為實有法，上述問題乃對實有法和其反體之間的關係不清

楚，此問題，可以用二句話簡而言之直接說明：實有法是實有法的反體，而實

有法的反體並非實有法。 

究竟實有法的反體是否為實有法呢？(不是，)為何不是實有法呢？其究竟

何屬呢？事實上，所謂實有法的反體只是吾人心中遮除不是實有法的那個部

份，此一部份即心的耽著（認知），此耽著部份即在遮除非實有法者，以顯實

有法，而這個認知的部份就是實有法的反體。 

易言之，由吾人之分別心遮止非實有法之部份，且加以成立實有法並不是

非實有法者，其所抉擇並成立者即為實有法，此即先前所言實有法就是實有法

的反體一說成立之理由。而實有法的反體本身只是吾人分別心所抉擇而出的所

謂耽著的部份，並非實有法本身，這就是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第二個問題是：當我們拿起一張紙，此紙即具有紙之反體，此反體存在第

一張紙上，同樣也存在接著拿起的第二張紙上，因此說紙的反體遍於此二紙之

上。但是，紙的反體和第一張紙及第二張紙三者間存在何種關係呢？ 

提到紙的反體如前所說實有法的反體一樣，也就是說紙的反體本身並非

紙，但卻存在於紙上，其僅為分別心的一種顯現而已。紙的反體存在第一紙上，

也可存在第二紙上。但若細加區分，則第一紙自有其反體，第二紙亦有其反體，

因此提到紙之反體時，此反體遍於第一、二紙，但若言第一紙之反體及第二紙

之反體時，所指即不相同，第一紙之反體歸第一紙，第二紙之反體歸第二紙，

這是有所差別的。 

現在我們瞭解紙的反體遍於一切紙，當我們拿出一張紙並說這是紙，當下

吾人心中即知其為一紙，同時也可瞭解紙的反體存在於這張紙上。事實上，紙

的反體存在第一紙、第二紙、及所有一切紙上，因此當拿出第二紙時，並無須

再加說明吾人即可知此亦為紙，此乃由於紙的反體居中聯繫之故。紙的反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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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功效即在協助吾人認識何謂紙，因此所謂紙的反體即在遮破並排除非紙之部

份，而安立出是紙之部份，所以當我們得知是紙的反體，即可得知是紙。 

用到反體一詞，各位可能頗覺不順，但我們可以詳加思索，反體存在紙上，

但又不是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其實，紙的反體作用在紙上具有排它效果，

排除了非紙的部份。我們舉樹上之鳥為例，鳥當下就在樹上，其所存之處就是

樹，或說桌上之杯，杯子當下便在桌上，紙的反體亦是如此存在於紙上。 

所謂紙的反體，其中之"反體"即在排除非紙的部份而成立是紙的部份。講

到這裡可能又有人會生出疑問，反體乃透過心去遮止不是的部份而成立出是的

部份，那麼反體是否就是心的本身呢？不是的，反體屬境 ，而心為有境，雖

其由心所分別安立而得，但其並非心，而是境。 

以上針對上一堂課的問題做出回答，雖然回答問題多少會耽誤一些時間，

但釐清問題相信對各位的學習更有助益！ 

接著再說勝義諦和世俗諦，我們可以分為三點闡明。 

首先，所謂勝義諦和世俗諦，吾人可由心的角度加以理解，即勝義心和世

俗心，也就是勝義諦可由勝義心所見，此心為現前且正確無誤之心，此心所現

之境即稱為勝義諦。 

已知勝義諦和世俗諦乃心中所顯現之境，那麼，心中所顯之境和心中所證

之境是否相同？事實上我們分三點闡明之第一點即為此說。所謂境分為所緣

境、趨入境、顯現境等，我們現在提到分別心識及現前心識，現前心識見境時

為直接見境，並無它法間隔；分別心識則非，其見境時為義共相所阻礙。 

當吾人持境(所緣境)時，例如對境是瓶，現前心識為直接持瓶，分別心識

卻持瓶的義共相。例如，我現在手透過袈裟再握麥克風，此時袈裟即如義共相，

將心識和見境(顯現境)之間加以阻隔，分別心了知境時亦然，其境無法真實且

直接顯現於心，分別心雖然可以了知境亦可持境，但此境無法直接顯現於心，

因為此時所見僅為境之義共相。 

第二點我們可由境的角度加以瞭解，勝義諦指稱境之真實無誤，如何證明

其為真實無誤呢？當然仍須由心了知，能抉擇此境正確無誤者，即為真實無誤

之心；反之，能由真實無誤之心所抉擇顯現者，自亦為真實無誤之境。所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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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境之真實與否，仍須回歸能抉擇其為真實無誤之境的那個真實無誤之心來加

以分辨。 

第三種解釋我們由分別心的角度加以說明，如何區別勝義諦和世俗諦，以

一個凡夫的心識而言，其見境時，同時所見為境及境之義共相，亦即其見境時

夾雜有義共相，例如見瓶之時，同時認為瓶之義共相亦是瓶，將此二者完全混

淆而夾雜不清。 

究竟應該如何區別真正的瓶或瓶之義共相？可由瓶之功能加以判斷，真具

功能者為瓶，而凡夫心中所見瓶之義共相並不具瓶之真實功能，故其自不為

瓶。進而言之，當分別心了知一瓶之際，並無法直接了知，而須由瓶之義共相

的相續加以了知。 

現在我們就上一堂課教材繼續上課。我們提過所知可分為常法和實有法，

實有法又分為色法、心法及不相應行法，於諸法之間所具之因果關係上堂課已

經說明，今天繼續講解總與別之關係，講義中有些部份須加調整，請多加留心： 

 

總：隨自身之後陳而行之法。 

我們提及總，會思及總與後陳，此即總與別，後陳其義即為別，何以故？

若說實有法是總，則其別為何？我們拿出一物稱其為實有法，再拿一物亦

稱其為實有法，拿出多物均稱為實有法，透過以上種種實有法之別稱，吾

人可以瞭解何為實有法（總），因別具備陳述瞭解之功能，故說後陳就是

別，後陳（別）可透過多種物品而瞭解實有法，又具陳述使明之效，故為

別。 

關於後陳二字，前習之辯式中包括有法、後陳及因，此後陳和現在所言

的後陳，字雖同，義卻稍有差異，前者由所作境而明，而總別中所用的後

陳卻是指能作者及能使之明者，辯式中之後陳則屬被明者，一為能動作

者，一為被動作者，此中具有所作境和能作者之差異。                         

提到總又分為類總、聚總、及義總（義共相）等，經典中常常提到總，

也提到各類的總，雖然總分為上述三種，但“義總”、“聚總”卻不一定

為總，其名相雖為義總、聚總，實際上可能非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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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總：隨具足自種類若干物之後而行之法。 

自種類其義亦同於別，而所謂類總即指其種類和己身一模一樣者。舉例

言之，我屬人之種類，人類即吾之總，因我具人之種類，故吾稱為人類，

故說人類乃吾之總，而我為人類之別。 

 

‧聚總：集合（聚）自之若干支分的粗色。 

例如瓶由各個部份（支分）所組成，一座僧院亦由各個部份所組成，人

之團體亦由各個部份所組成，如此由各個支分組合而成之聚合體名之為聚

總。以聚總而言，並非有總就必定有別。 

例如我們現在這麼多人聚合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就是總，可稱為人的

聚合體，但是其中存不存在人之聚合體的支分呢？這是沒有的，我們之間

任何一人都不能名之為人的聚合體，但這麼多人聚集起來卻可名為人的聚

合體。 

由諸支分所聚合而成之聚合體本身是聚合體，但不見得具有其所屬之支

分，也就是說總不一定存在別，別法必定就有總法的定則並不存在。 

 

‧ 瓶之義總：執瓶分別心對非是瓶而見為瓶之增益部份。 

無論是瓶之義共相、柱之義共相、或是實有法之義共相，此皆指稱境

在吾人心中現起時，所顯之境並非境之本身，而是境之義共相。 

於分別心中所現之法均為其法之義共相，因此我們可以瞭解於分別心

中所現起之瓶僅為瓶之義共相，然吾人總以真實之瓶加以認知，總是將

瓶與瓶之義共相二者混淆，對於非真瓶而視之為真瓶所無端增益出來的

部份即稱為義共相。 

 

別：1.具有趣入能遍自類之法。2.能遍所入之其自類之法。 

剛才說明總時提及種類，種類可說就是總，因其為具有與其相同之種類

者。易言之，於一法之上，具有能將之包括在內，並周遍其自身者，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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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別，例如瓶之上必有能涵括瓶之實有法，此實有法即為總，瓶則為別，

具有能遍己自類之法者即名為別。 

 

相違（矛盾）：緣（觀察）爾既是異，又不會是爾之相符（同分）者。 

相違其義即為不相順，此不相順並非指人與人之間的不和睦。提及爾既

是異，既有異則必有二法之存在，且二者之間彼此相違，因無一法同時屬

此二法之故，也就是無有一法既是甲法又是乙法，故說其間無同分。 

相違（矛盾）又分為互相矛盾和不同時並存矛盾，前者請改為互絕相違，

後者改為不並存相違： 

 

‧互絕相違：從否定肯定的角度而言無同分者。 

前發之藏傳因明學一書中所用名相為事不相順處，但一般我們都用無同

分者。互絕相違就是相違，二者同義。 

此處所謂否定肯定的角度，否定即指既是此法則非彼法，一旦是瓶則絕

非柱，不可能一物既是瓶又是柱，也就是說，既是瓶則非柱，既是柱則非

瓶，從此否定和肯定的角度而言，二者無有同分，不存在既為是又為非者。

互絕相違又分為直接相違和間接相違： 

 

直接相違：彼此直接無同分者。 

前所舉例瓶與柱二者即屬不直接相違，直接相違為瓶與非瓶、常與無

常、作與不作等類。 

 

間接相違：非直接能害所害且非同分者。 

例如火與溫度，雖不會直接傷損某一法，但可能漸使此法產生某種程度

的改變，火與此法(溫度)之間便存在著間接相違，怎麼說呢？例如火和冷

到寒毛直豎之間即具間接相違之關係，因為火會漸消寒意。 

 

‧不並存相違：從續流所斷及能斷的角度而言無同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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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我執和證無我慧為例，我執的對治即為證無我慧，證無我慧幾乎可以

根本斷除我執，故二者不可能同時並存，稱為不並存相違。 

 

 

接著請各位念誦下列名相十次以為練習： 

"總"分為類總、聚總、義總。 

"相違"分為互絕相違、不並存相違；"互絕相違"分為直接相違、間接相違。 

所知、有、所量、成實、境、法是同義詞。 

勝義諦、諦實所成、實有法、作、無常、有為法、物質、自相是同義詞。 

世俗諦、非真實所成、非實有法、不作、常、無為、共相是同義詞。 

 

接著請將先前所學習之辯式有法札西啦應是比丘再行練習二次，雖然已經

學過，但為了加強記憶以免淡忘，故仍須重新複習。 

 

各位如此念誦是否能於心中同時產生熟悉的印象？如若不然，則尚須多加

練習！接著請複習另一種出題方式：因為不能安立成實之定義故。 

接下來請將成實置換為總進行練習： 

 

立論者(立量者，出題者，站立者) 答辯者(立宗，回答者，坐者) 

因為不能安立"總"之定義故。 因不成立。 

應能安立"總"之定義。 認同。  

說! 有法隨自身之後陳而行之法。 

有法隨自身之後陳而行之法，應是"總"
的定義。 認同。 

那麼，"總"的分類，有多少？ 有三種。 

因為不能一一安立那三種之故。 因不成立。 

應能一一安立那三種。 認同。 

說!  有法類總、聚總、和義總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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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類總、聚總、和義總，應是"總"的
分類。 認同。 

 

 

 

 

 

 

接下來請再將成實置換為相違，並將相違分類之一互絕相違亦加入辯式中

進行練習： 

 

立論者(立量者，出題者，站立者) 答辯者(立宗，回答者，坐者) 

因為不能安立"相違"之定義故。 因不成立。 
應能安立"相違"之定義。 認同。  
說! 有法緣爾既是異，又不會是爾之同分者。

有法緣爾既是異，又不會是爾之同分
者，應是"相違"的定義。 認同。 

那麼，"相違"的分類，有多少？ 有二種。 
因為不能一一安立那二種之故。 因不成立。 
應能一一安立那二種。 認同。 
說!  有法互絕相違與不並存相違二種。 

有法互絕相違與不並存相違，應是"相
違"的分類。 

認同。

因為不能安立"互絕相違"之定義故。 因不成立。

應能安立"互絕相違"之定義。 認同。

說! 有法從否定肯定的角度而言無同分者。

有法從否定肯定的角度而言無同分
者，應是"互絕相違"的定義。 

認同。

那麼，"互絕相違"的分類，有多少？ 有二種。

因為不能一一安立那二種之故。 因不成立。

應能一一安立那二種。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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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有法直接相違與間接相違二種。 

有法直接相違與間接相違，應是"互絕
相違"的分類。 

認同。

 

 

 

最後再來回答同學之提問： 

◎問 1：不並存相違的性相為：從續流所斷及能斷的角度而言無同分者。請問

此續流指類似的等流嗎？如此是否有情方具不並存相違呢？續流究指何

義？ 

◎答 1：續流所指像是補特伽羅的相續，補特伽羅的相續也稱之為續流。另外，

無明也有續流、煩惱也有續流、人類也有人類的續流，故續流不單指補特

伽羅的續流。此處不並存相違定義中所言之續流，恰如前說證無我慧可斷

除我執，也就是說透過無我慧的修證可斷除我執的續流，可斷五毒之相

續。因相續一般多用於補特伽羅等有生命之體，故此處不用相續一詞，而

用續流。 

 

◎問 2：我在另外的地方上課時，當提到義共相時是很簡單的解釋，很容易明

白，但我們現在的說法，據我所知好像有人無法領會，我告訴他其實很簡

單，義共相就是一個影像，一個概念。我覺得這一堂課名相很多，能否以

較為簡明之方法來闡釋名相？因為目前所用文詞連我們自己中國人讀來

都覺不順。再者，是否可介紹參考書目讓我們先行瞭解這些名相呢？ 

◎答 2：關於名相之認識，我們可以閱讀攝類學之中文版，但一般而言，欲直

接閱讀攝類學有一定的難度，不過還是可依各人所須加以參考。我們現在

覺得好似已經學了許多名相，然而事實上僅為極其少數，當我們閱讀大經

大論時才會發現所學名相少得可憐！ 

提到義共相，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加以認識，亦即顯現於心中之行相，但

不能說是影像，中間有微細之別。其可顯現於心，但是否存在於心？非也！

或許我們會心生疑惑，究竟義共相是實有法還是常法呢？其實只要是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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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顯者，或顯現於心中之行相，即所謂義共相。 

之前這麼說以為大家均已瞭解，然經師姐如此一問，方知各位或許都還

不甚清楚！義共相真的頗為難解，我在學習釋量論時，班上同學常須透過

辯經以求甚解，如此學習直至第十一、二年時，方進入因明學的領域，學

習破他、遮他及立自、斷諍之部份，此時仍談義共相，在這麼高深的學習

當中還在談義共相，可見義共相絕非可以透過淺顯的一、二句話加以理

解，而是須藉深入之學習以明其深奧之義。 

 

◎問 3：請問義共相和反體之差別為何？ 

◎答 3：由此問可知義共相有多麻煩，把大家都搞迷糊了！所謂反體就是義共

相。或許我們須要透過辯經才能真正掌握其義，如果我們同時將多種經義

並列而論，可能會產生麻煩！所謂實有法的義共相並不容易理解，例如我

們現在看著金剛杵，在金剛杵上我們瞭解此金剛杵是實有法，而當下進行

思想的分別心當中也有金剛杵的義共相、也有實有法的義共相、也有金剛

杵是實有法的義共相，所以各位說麻不麻煩？ 

例如我告訴各位金剛杵是實有法，各位聽的當下會思及金剛杵是實有

法，此因各位的能見心是分別心，以分別心想金剛杵是實有法，同時也會

想到金剛杵的義共相。因為你們想金剛杵時一定會透過金剛杵的義共相，

想實有法一定也要透過實有法的義共相，你們同時也有想金剛杵是實有

法，這仍須透過義共相，什麼義共相呢？金剛杵是實有法的義共相。 

這當中有許多問題，在實有法的義共相中我們仍會加以區分，金剛杵上

面的實有法的義共相是否為一切實有法的義共相？這是一個問題。實有法

的義共相有很多，紙的上面有實有法的義共相，書上也有實有法的義共

相，金剛杵上也有實有法的義共相，所以實有法的義共相多不勝數。 

前言之實有法的反體，其亦由分別心之觀念所安立，我們來仔細想一

想，當各位想到金剛杵是實有法之時，有沒有同時想到一個對境是實有

法？當確定其為實有法之際，此時所用之觀念即實有法之反體，乃由分別

心所耽著而造作之部份，所以實有法的反體一定是分別心的想法或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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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亦為義共相。 

義共相是分別心所想的一個部份，而非實存於實有法本身，所以實有法

的反體也是義共相。這麼說，或許有人會聯想到書上之實有法的義共相不

是實有法的義共相，為什麼呢？實有法的義共相僅是一個想實有法的分別

心上之觀念而已，分別心有好幾種，有的只想是實有法、有的想那個書是

實有法、有的想這個金剛杵是實有法，所以這種分別心的觀念只可以見到

實有法的義共相。 

另外也有一類解讀，認為想金剛杵是實有法的這種分別心的觀念就不是

實有法的義共相，各位可以自己抉擇看看。 

 

這一堂如此講解下來，也許有人心生疑惑，這和我們行善積德、修持善法、

或是修學佛法究有何關？此想百分之百錯誤！因為透過學習絕對有助各位在

法上的成就，各位來此學習絕對有其殊勝意義。 

任何法的學習均須經由聞思修之次第，無論任何一部經典，或是祖師班智

達等成就者在法上的學習，其成就亦是透過聞思修之次第而得，是故佛法之學

習必不可或缺聞思修！吾人隨聞之增廣，則思之力亦必增強，而透過思力之加

強，則幾乎是成幾何倍數增長了吾人成佛之力。 

多聞的功德如同上一堂道次第課程中所說，僅以念誦皈依文而言，一個經

過多聞次第之人和未經多聞次第之人，二者念誦皈依文之體會及當下所生效應

實為天壤之別，由此可證明聞思修之次第缺一不可！ 

吾人意欲成佛，並非念誦咒語或發願成佛即可，而是要實際上在成佛道上

步步前進，我們現在所行正是如此實際的一步接一步，也就是說我們藉此學習

而往成佛之道步步前進，一一積聚成佛資糧，使吾人得以成佛。而且如此學習

所積之善業資糧，足可用以發願回向，這些開啟吾人慧眼之善業可以讓我們回

向一切亡者或世間眾生，令其各個皆滿所願！ 

我們若以一堂課中所積之善業回向這些對象，則可令其皆如吾人一般打開

智慧之眼，趣向正法，趣向無誤之道。這個打開吾人慧眼之善業不只可使吾人

知所取捨，而且可以回向並祝福眾生在學佛途中值遇正法，踏上無誤之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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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向之後，同時利益了他人，反過來更進一步增長了自己的福慧資糧，一般

的善業並不能做同等之回向，所以我們絕對應該以滿懷之信心，珍惜此殊緣並

歡欣踴躍的努力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