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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根本慧論二十六》整理稿 
雪歌仁波切講授 2007/10/29 

 

聞法動機聞法動機聞法動機聞法動機 

 

  不論自己的牙齒硬不硬、咬不咬得動它，我們都要聞思《中觀根本慧論》。

靠著聞思，希望去證知空性，去證知無顛倒的、如同怙主龍樹心中所想的空

性。依於此，我們心續中的我執、我愛執等，連同其習氣，都能迅速盡除，

早日成就圓滿佛果。我們應串習這個目標，於此動機攝持下，努力學習。 

 

  如前所述，眼前我們聞思了《中觀根本慧論》，靠著這個善根，希望將來

自己也能為他人正確闡述《中觀根本慧論》，能幫助他人證知《中觀根本慧

論》，能如是為眾生服務。要以「利益眾生」為自己聞思《中觀根本慧論》

的動機與目的，能這樣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以此動機聽聞教法。 

 

正講正講正講正講    

 

  上一堂課，我們談到八個關鍵難處中的第七項「不共安立煩惱障與所知

障」。前面已講解完應成派不共的煩惱障理論，今天進行不共的所知障理論。 

 

所知障所知障所知障所知障    

 

  下宗義界定的所知障，在應成派眼中，都只能列入煩惱障而已。不僅如此，

應成派自己所講的煩惱障理論中，還講到了更加細品的我執，無論是補特伽

羅我執或是法我執，都講得更加深細。這些下宗義沒有能力講的更細品的我

執，也通通歸入到煩惱障的範圍裡面去。如此一來，煩惱障所包含的範圍就

非常廣了。 

 

上一次談到，心識中一切的過失（毛病），沒有一個是所知障。為什麼？

因為心識中最細微的過失，已算在煩惱障裡了。這樣講來，會不會有點奇怪？

「所知障」中，沒有是「識」的障蔽？ 

 

  什麼是所知障？其實所知障字面上的意思是：當我去認知所知時，產生了

一種阻礙，它阻礙了我去認識所知。這就是所知障。這樣講，會有「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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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識』的一部份」的感覺。若依字面上的意思，我們會如此理解。可

是，應成派卻認為，在所知障上，沒有心識。因為心識上所形成最微細的毛

病（執著施設義找得到）就已經是煩惱障了。如此一來，是識，也是最微細

的所應斷者，都算煩惱障，而現在，你還要指出一個更細的心識上的毛病並

稱之為所知障的話，根本指不出來的！ 

 

所知障到底是什麼？ 

 

  阻礙「一個心識，同時，現證二諦。」的這個阻礙者，就稱為所知障。或

者，阻礙「一個心識，對於對境二諦，同時現證。」的這個阻礙者，就稱為

所知障。是的！是這樣的！為什麼我們無法了知一切所知？因為，只要是有

情，就周遍「無法在一個心識上，同時現證二諦。」一個心識能同時現證二

諦的那一刻，也就是他能了知一切所知的時刻。因此，「能不能了知一切所

知？」與「心識能不能同時現證二諦？」，二者有很密切的關係。雖然我們

說：「所知障，是『阻礙能了知一切所知的障礙者』。」不過，若再進一步

檢查「阻礙能了知一切所知的障礙者，是誰？」的時候，會發現就是「一個

心識無法同時現證二諦」這種情況，從中作梗造成的。因此，談到「「「「所知障所知障所知障所知障」」」」

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是這樣說的是這樣說的是這樣說的是這樣說的：：：：對於對於對於對於「「「「一個心識一個心識一個心識一個心識、、、、於同時於同時於同時於同時、、、、現證二諦現證二諦現證二諦現證二諦」」」」居中作障之障居中作障之障居中作障之障居中作障之障

礙者礙者礙者礙者。。。。  

 

諦顯諦顯諦顯諦顯    

    

  居中作障的障礙者（即所知障），它應該是什麼呢？所知障最主要有二，

一是諦顯，一是諦執的習氣。諦顯，即顯現為諦實成立的所顯。諦執的習氣，

就是諦實成立的執著所形成的習氣。諦顯不同於諦執！若是諦執，其力量非

常強大，而所顯的力量則較小。 

   

接下來，為了使我們能更清楚地辨識「諦顯」，這麼解釋較好： 

或問：「諦顯，是心識嗎？」 

答云：「不是。」 

又問：「那它是在對境上嗎？」 

答云：「也不是。諦顯，依於心識上面，但非心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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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世俗發心為例。菩薩內心相續上有菩提心，是吧？此世俗菩提心上，也

有諦顯（即所知障）。現在講的不是菩提心本身喔，而是指所知障。如果誤

解成菩提心是所知障，就很糟了。菩薩心續中的菩提心，存在著一種毛病，

但佛心續中的菩提心，就完全沒有毛病。菩薩心相續中的菩提心，與佛心相

續中的菩提心，有差別。換句話說，未成佛之前，菩薩心續中的菩提心與成

佛之後佛心續中的菩提心，是有差別的。差別就在於，佛陀心續中的菩提心，

現證了菩提心的對境「圓滿菩提」；而尚未成佛的菩薩，其心續中的菩提心，

無法現證菩提心的對境圓滿菩提。 

 

  未成佛前，菩薩心續中的菩提心，為什麼不能現證圓滿菩提？因為，除非

成佛，否則，對於「圓滿菩提」究竟是什麼，不可能現前證知。只能靠推理、

靠正因去證知它。因此，菩薩心續中之菩提心，與佛心續中之菩提心，差別

很大。對於菩提心的對境，即圓滿菩提，前者無法現證，而後者可以現證。

那麼，若沒辦法現證對境圓滿菩提，這個心識，就成了什麼？成了「分別心」。

我們的心，可分為「現前」與「分別」二種。菩薩心續中之菩提心，即屬「分

別」。為什麼不是「現前」？說它是現前，有什麼過失？若說它是現前，就

會有「它已經現前證知其對境圓滿菩提」這個缺失。只要是「現前」，就有

現前證知對境的能力。菩薩心續中之菩提心，不是現前，而是分別。  

 

因為是分別心，所以會有一種過失，即「分別心會把對境顯現為諦實成

立」。分別心，分為好壞二種。好的分別心，如菩提心、比量等；壞的分別

心，如諦執、我執等。若是壞的分別心，那麼，它就完全是顛倒的，是顛倒

識；若是好的分別心，則其執持的主要的境，並沒有顛倒，但是，它在顯現

的方式上，有缺失。顯現方式上的缺失，一般而言有很多，例如「顯現義共

相的所顯」，這是所有的分別心都會有的缺失。除此之外，不屬於義共相的

所顯，還有「顯現為諦實成立」，這也是一個缺失。「顯現為諦實成立」的

缺失，在菩薩的心續上，也有。因為菩薩的心續仍屬於分別心，所以，分別

心會把它的對境圓滿菩提，顯現為諦實成立。這並不是說，它（菩提心）會

執其（圓滿菩提）為諦實成立。若說它會執其為諦實成立的話，菩提心就成

為諦執了。 

 

菩薩心相續之菩提心，能無顛倒地證知對境圓滿菩提，只不過，菩提心把

它（對境圓滿菩提）顯現成為諦實成立的樣子。正因為將它顯現為諦實成立，

所以，在這個菩提心上，有缺失。不是說菩提心全部都錯喔，而是說，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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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菩提心上，有著「顯現為諦實成立」的這個過失。等向上走到佛地之後，

這個過失，就沒有了。尚未成佛前，將圓滿菩提顯現為諦實成立的這個缺失，

就稱之為「諦顯」。 

 

我剛才要說的是，在菩薩心續中之菩提心上，有「諦顯」。這個諦顯指的

是「圓滿菩提顯現為諦實成立」。此為針對「諦顯」所舉的例子之一。為什

麼會有這種諦顯呢？因為菩薩心續中之菩提心是分別心。只要是分別心只要是分別心只要是分別心只要是分別心，，，，無無無無

論論論論其對境為何其對境為何其對境為何其對境為何、、、、是有是無是有是無是有是無是有是無，，，，都會把對境顯現為諦實成立的樣子都會把對境顯現為諦實成立的樣子都會把對境顯現為諦實成立的樣子都會把對境顯現為諦實成立的樣子。。。。例如，執兔

角的分別心，會把兔角顯現為諦實成立；執圓滿菩提的分別心，也會把圓滿

菩提顯現為諦實成立。雖然，後者是好的分別心，且對境圓滿菩提是存在的，

不過前者的對境兔角，並不存在。然而，它們將對境顯現為諦實成立的過失

上，完全一樣。至於，對境存不存在，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例如，執兔角的

分別心，它所執的對境，並不存在；而執圓滿菩提的分別心，其所執的對境，

是存在的。二者有區別。至於，將圓滿菩提顯現為諦實與把兔角顯現為諦實，

過失就一樣了。 

 

分別心，是很奇怪的。一旦境在分別心上顯現了，就沒有辦法不把這個境

顯現為諦實成立。這就是分別心的思考方式，因為，它的耽著很重。因為菩

薩心相續中的菩提心，是分別心，所以，它也會有這種過失（把圓滿菩提顯

現為諦實成立）。此過失，就是「所知障」。 

 

  以上一大段的重點是：凡分別心，當它顯現出「境」，就周遍「顯現為諦

實成立」。分別心的個性（性質），就是如此！這一點要理解。其次，當講

到「菩薩心續中之菩提心」，它肯定是個分別心。理由在於：若它是現前識，

那麼，它必須要能現前證知其對境圓滿菩提。可是它不能！為什麼？因為，

「圓滿菩提」指的其實是心，是佛的心相續。佛的心，除了成佛，誰有能力

能現前證知？一切有情，雖說透過正因可以證知佛的心，但是，有情沒辦法

完全證知。當你能如實證知佛的心是什麼樣子，此時，才能算是現前證知。

這一點，任何有情都做不到，連快要成佛的十地菩薩都辦不到！即使下一剎

那就要成佛了，此時，對於佛的心，這位菩薩仍無法現前證知。也因此，根

本就沒有能現前證知圓滿菩提的菩薩。 

    

所以說，菩薩心續中的菩提心，周遍分別心，根本不會是現前識。由於是

分別心，所以，對於其對境圓滿菩提，會顯現成諦實成立、確定的樣子。「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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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ongLun2006TC-026-20071029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2/06/21 - 5 -

薩心續中的菩提心將對境圓滿菩提顯現為諦實成立」這件事情，就是不好，

它是一個缺失。而此缺失，只是菩薩心續中的菩提心的一分，不是全部。當

菩薩心續中的菩提心，持續朝向佛地走去的過程裡，「顯現為諦實成立」的

缺失，會在成佛時被扔掉、被淨除。亦即，「顯現為諦實成立」的缺失，並

不是菩提心本身，而是存在於菩提心上的一個缺失。所以說「諦顯，存在於

心識上面，但非心識本身」。 

   

所謂「諦顯」，它是實有法，但不是心識，不是色法，它是「不相應行法」。

無論在什麼樣的分別心上，諦顯，都周遍存在。以上，是針對「諦顯」的說

明。 

 

舉「凡夫菩薩」（或譯：異生菩薩）為例。凡夫菩薩，能不能現證空性？

不能。凡夫菩薩心續中的了空慧，周遍分別心，因為凡夫菩薩無法現證空性

之故。因為是分別心，所以，其對境空性，會是什麼樣子？對境空性，會顯

現成「諦實成立」。 

 

這樣一來，不是很奇怪嗎？凡夫菩薩心續中證悟「無諦實成立」的智慧或

分別心上，有顯現為「諦實成立」的所顯。那麼，此分別心，把什麼顯現為

諦實成立呢？它把「無諦實」顯現成「諦實成立」。 

 

這樣講可能比較清楚。以「凡夫菩薩心續中證知『瓶子無諦實』的智慧」

為例。此智慧（心識）上面，會將對境顯現為諦實成立。此時，被它顯為諦

實成立的「對境」是什麼？是「瓶子無諦實」！它會把「瓶子無諦實」這個

對境，顯現為諦實成立。請注意，這裡並不是說「把瓶子顯現為諦實成立」

喔。「瓶子無諦實」這一點，已經是確定的、被真實地證知了，可是，它仍

然會把「瓶子無諦實」這一點，顯現為「諦實成立」。 

 

因此，在證知瓶子無諦實的智慧上，還是會有「諦實成立的顯現」。是什

麼樣子的「諦實成立的顯現」？就是把「瓶子無諦實」，顯現為諦實成立。

此諦顯，即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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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取執取執取執取」」」」與與與與「「「「所顯所顯所顯所顯」」」」之別之別之別之別    

 

  以以以以諦實成立而言諦實成立而言諦實成立而言諦實成立而言，「，「，「，「執取它執取它執取它執取它」」」」和和和和「「「「顯現顯現顯現顯現它它它它」，」，」，」，二者不同二者不同二者不同二者不同。。。。執取執取執取執取，，，，必須說它必須說它必須說它必須說它

是是是是「「「「心識心識心識心識」；」；」；」；而顯現而顯現而顯現而顯現、、、、所顯所顯所顯所顯，，，，則不是則不是則不是則不是心識心識心識心識。。。。為什麼？例如，菩薩心續中的菩

提心上，會把圓滿菩提顯現成諦實成立。這個所顯，就只會在菩薩心續中的

菩提心上顯現，並不會在其他的心識上顯現。因為，此菩提心本身是分別心，

在此菩提心上會有這樣的顯現，而不會是在另一個別的、新的心識上顯現。

有些人可能會想：「它是在菩提心的左右其他心識上、跟菩提心陪伴在一起

的其他心識上，顯現的。」其實不然。我們說，菩薩心續中之菩提心本身是

分別心，因為是分別心，所以就會有缺失。正因為它是分別心，所以，在此

菩提心上，會有諦實成立的顯現，而不是在它之外的其他心識上有諦實成立

的顯現。 

 

如果你認為，「菩提心上顯現出諦實成立」的所顯，就是「與菩提心一起

之其他心識」的所顯，那就錯了。錯在哪裡？一者，如前所述，由於此菩提

心是分別心，所以它上面會有諦實成立的顯現，而不是在別的心識上有此所

顯。二者，若你認為是別的心識上有此所顯，那麼，這個別的心識，就必須

以「諦實成立」為主要的對境。亦即，若你主張「菩提心是圓滿菩提的執取

者，然而，把圓滿菩提顯現為諦實成立的卻是另外一個心識。」的話，那麼，

此「另外一個心識」也要有一個「感受境」1。凡是心識，都周遍「有感受境」

（凡心識，都必定有一個它主要的境。）。如果你認為是菩提心之外的另一

個心識顯現出諦實成立的話，那麼，這個心識的對境，就是「諦實成立」。

如此一來，此心識就成了「諦執」，而不是「諦顯」了。這是錯誤的。總之，

理由有二。一者，菩提心上的諦顯，不會來自於另一個心識。因為菩提心本

身是分別心，當我們講「於其上顯現」時，指的就不是別的心識，而是菩提

心本身。二者，若是其他的心識，則此心識會成為「諦執」，而非「諦顯」。 

 

講到這裡，「諦顯」，很奇怪吧？它會與好的心識同在，可是卻不能說它

是心識。因為，只要認為它是心識，它就成了諦執而非諦顯。諦執的力道很

強大，怎麼個強大法呢？以「證知瓶子無諦實之比量」為例。「證知瓶子無

諦實之比量」這個心識，對於「瓶子無諦實」這個對境，所給的力道大小，

與「把『瓶子無諦實』顯現為諦實成立」的力道，是不一樣的。「瓶子無諦

實」，是此比量心識的感受境，是此心識所執取的境；然而「把瓶子無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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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對境，顯現為諦實成立。」這件事情來說，「諦實成立」只是被顯現，

而沒有被執取。由此可見，二者的力道大小有差別。 

   

一般而言，「執取」的力量較大，「顯現」的力道，相對較小。例如，菩

薩心相續中的菩提心，其執取的境是「圓滿菩提」，而「圓滿菩提為諦實成

立」，只是在菩提心上的「顯現」，而非「執取」。換個角度來說，菩薩心

續中的菩提心，它對於「圓滿菩提」所給的力道，與對「圓滿菩提為諦實成

立」所給的力道，當然不同！圓滿菩提，被菩薩心續中的菩提心「強力地執

取」著，力道當然大很多。 

   

首先要了解，「執取」與「顯現」二者之差別。「執取」諦實成立與「顯

現」諦實成立，二者之別，大家要了解。再者，「顯現」，不是心識；但它

是存在於心識上的一個法。理由，大家要明白。 

 

所顯不是心識所顯不是心識所顯不是心識所顯不是心識    

 

所顯，不是心識，而是依於心識上的一個法。例如，菩薩心續中的菩提心

上，會有「圓滿菩提是諦實成立」的顯現。又如，凡夫菩薩心續中證悟「瓶

子無諦實」的比量上，也會有「瓶子無諦實是諦實成立」的顯現。由這二個

例子可以知道，好的心識上，也會有諦顯。 

 

執取是心識執取是心識執取是心識執取是心識    

 

  「諦執」，則不只是諦實成立的顯現而已。因為它是一種執取，所以必須

是「心識」。這整個心識，都有過失，故名之為「煩惱」。執取，是煩惱。

執取使整個心識變瘋、變呆，使得整個心識偏於一邊（偏於境的某一邊），

而後生起貪、瞋…等。因此，才會將執取視為煩惱。 

   

諦顯，並不會讓心識完全偏向，也不會把心識弄混濁，心識本身，是好的，

如菩提心、證空性的比量，都是很好的心識；但是，在顯現上，它們仍存在

著缺點。如果不能去除「諦顯」，就沒辦法證知一切所知。如不能去除「諦

執」，則無法讓內心快樂，內心會有很多的困難，心仍然像瘋子般，產生許

多煩惱。二者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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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若不能消除「諦執」，那麼，心裡仍然有使我們痛苦的煩惱存在；

即使消滅了諦執，在「了知對境」方面，還有另一個關鍵，即「能不能滅除

諦顯？」這件事情。所以說，諦顯，是所知障；而諦執，則是煩惱障。二者

有如此差別。 

 

  我們可以這麼理解：煩惱，會造成內心的不快樂；而所知障，則使我們不

能了解對境。諦執，即心識整個偏向一邊。這個心識本身，像個瘋子般，好

像一個人喝了酒、醉了。心識本身被弄瘋了。如果去除了諦執，心識就不會

偏向一邊，心識就不會瘋、不會不快樂。一旦去除了諦執，煩惱也就被淨除

了。有境心識的不快樂、困苦，都會被除掉！但是，對於對境，仍存留著「不

了解」的困難。要擺脫這個困難，必須去除「諦顯」。若諦顯不除，則無法

完全了解對境。  

   

現在，我們論述的主題是「諦顯，如何成為『了解一切所知的障礙』？」

我們講的是此二者的關係。關係何在？關鍵在於「無法同時現證二諦」。剛

才論及所知障定義時，有講到這個。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了解，何謂「同時

現證二諦」？ 

    

二諦二諦二諦二諦顯現顯現顯現顯現為體性為體性為體性為體性相異相異相異相異＝＝＝＝自性成立自性成立自性成立自性成立    

 

  對境瓶子上，是不是「二諦」都有？是。每一個法、萬法上面，都有二諦

存在。《入中論》第六品談到「由於諸法見真妄，故得諸法二種體，說見真

境即真諦，所見虛妄名俗諦。」2。任何一個法上，都有二諦存在。所以，瓶

子上也有二諦。那麼，瓶子上的二諦，是怎麼個存在法呢？瓶瓶瓶瓶子子子子，，，，是世俗諦是世俗諦是世俗諦是世俗諦；；；；

瓶瓶瓶瓶子子子子自性自性自性自性不成立不成立不成立不成立、、、、無自性無自性無自性無自性、、、、無諦實無諦實無諦實無諦實，，，，則則則則是勝義諦是勝義諦是勝義諦是勝義諦。。。。對我們來說，我們把「瓶

子」與「瓶子無自性」二者，顯現為「體性相異」。（所謂「顯現為體性相

異」的意思是：把二諦（瓶子是世俗諦、瓶子無自性是勝義諦）顯現為本質

相異。要注意，這裡並不是說「執取」，而是說「顯現」。此乃「將二諦顯

現為體性相異」。 

 

對於「將二諦顯現為體性相異」的意思，這裡我試著解釋得更清楚些。「瓶

子」與「瓶子無自性」，如果二者是體性相異的話，情況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即「瓶子，從『瓶子無自性』之外，顯現了一個（與瓶）體性相異的『瓶子

有自性』。」也就是說，當把瓶子與瓶子無自性顯現為體性相異時，會將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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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顯現為『自性有』！當顯現了「有自性」的時候，到底顯現了什麼？解釋

之前，必須先了解「瓶子有自性」是什麼。 

 

「瓶子有自性」，即「瓶子，不須觀待他法。」因為瓶不須觀待他法，所

以，顯現瓶子之時，不必觀待於他法，就可以顯現出瓶子來。此時，就好像

把其他的法都扔掉了，只有單單瓶子本身是對境。是這樣的顯現方式。此顯

現方式，在顯現瓶子的同時，也把其他一切法的顯現，都遮止掉了。 

 

正因為如此，就像剛才說的，為什麼見到瓶子的同時，沒辦法也見到一切

萬法？因為，在我們的心續裡，把瓶子顯現成為「不須觀待他法」的樣子了。

就是這個，阻礙了我們見到瓶子時，也能同時見到一切萬法。也可以說，「把

瓶子顯現為有自性」的這種顯現，造成了阻礙。「把瓶子顯現為有自性」，

即「『瓶』與『瓶自性無』二者，顯現為體性相異。」是這個造成的阻礙。

因此，我們說，是「瓶子上，把二諦顯現為體性相異。」所造成的阻礙。 

 

由此可知，我們心續上，「瓶子，以及與瓶子有關的其他一切萬法，之所

以沒有辦法同時顯現，是誰造成的？是「瓶子上，把二諦顯現成體性相異。」

的這個顯現造成的。沒辦法去除「瓶子上，把二諦顯現成體性相異。」的這

種顯現，那麼，我們就沒有辦法以一個心識、於同時，現前證知「瓶子，以

及與瓶子有關的其他一切萬法。」就是這個理由，所以，我們安立所知障的

定義時說「於同時現前證知二諦之從中作障者」。為什麼沒有辦法於同時顯

現出二諦？因為我們覺得它們是不相同的，把它們顯現成體性相異的樣子，

是因為這個過失造成的。所以，它就成為我們了知所知時，居中作障的障礙

者。 

   

  剛剛講的是諦顯、所知障、所知障的定義，這三者的關係。現在對我們來

說，於瓶上「顯現為諦實成立」，就稱之為諦顯；於瓶上「不能同時現證二

諦」，這是所知障的定義。如此一來，瓶子，以及與瓶子有關的一切萬法，

我們無法於同一時間了知。因此，阻礙「於同一時間了知瓶子以及與瓶子有

關的一切萬法」的居中作障者，就稱之為所知障。以上為諦顯、所知障、所

知障的定義，三者的關係，大家要了解。 

 

以瓶為例。所謂「瓶瓶瓶瓶子上的所知障子上的所知障子上的所知障子上的所知障」，即「瓶子上，瓶子以及與瓶子有關

的一切萬法，無法於同一時間了知。」的障礙。至於「瓶瓶瓶瓶子的所知障的定義子的所知障的定義子的所知障的定義子的所知障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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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瓶子上，同時現證二諦的居中作障者。」至於，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瓶上的所知瓶上的所知瓶上的所知瓶上的所知

障障障障」？」？」？」？即「瓶子上，顯現為諦實成立之所顯。」 

  從以上來想想，三者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講到「瓶子上的所知障」，

指的是「了知瓶子時，無法同時了知其他一切萬法的障礙。」就稱為所知障。

而所知障，是什麼造成的？主要是因為，現前見到瓶子的同時，沒有辦法思

及「瓶子無自性」的意義。也因此，我們定義所知障為「同時現證二諦的居

中作障者」。什麼是二諦？以瓶為例，二諦指的就是「瓶子」與「瓶子無自

性」。若於「同時現證二諦」居中作障的話，也就等於對「了知一切萬法」

居中作障了。 

   

換言之，見到瓶子時，無法同時了知一切萬法，是誰從中作障造成的？「見

世俗諦這個瓶子時，勝義諦的『瓶子無自性』，沒有辦法同時成為心識的對

境。」由此過失，使得我們無法於見瓶的同時，也了知萬法。因此，所知障

的定義，也就定義為「同時現證二諦的居中作障者」。 

   

到底誰是「同時現證二諦的居中作障者」呢？即「看見瓶子的同時，沒辦

法現前見到『瓶子無自性」的意義。」為什麼不能？因為我們的心，把它們

看成二回事。我們把「瓶子」與「瓶子無自性」顯現為不同的二回事。那麼，

是怎麼把它們顯現成不同的二回事呢？就像剛才所講的，我們把「瓶子」與

「瓶子無自性」顯現為「體性相異」。是什樣的體性相異？瓶子，從「瓶子

無自性」之外，顯現出一個（與瓶）體性相異的「瓶子有自性」。因顯現為

「有自性」，所以，就沒辦法「同時」現證瓶子上的二諦了。 

  

 因此，若真要指出誰是「同時現證二諦的居中作障者」，它就是「於瓶上，

顯現為有自性的心。」此顯現為有自性的心，造成了過失。因為，顯現為「有

自性」，就與「無自性」體性相異；同理，瓶子與瓶子上的無自性，也就無

法同時證知了；二諦，也就無法同時證知。由此，「顯現為有自性的心」，

成為了知一切萬法的居中作障者。 

   

接著談到「無法同時證知」與「了知一切萬法的居中作障者」的關係。也

就是說，談到的是「所知障」與「所知障的定義」二者之關係。至於內容，

剛才已經講過是「顯現瓶子為有自性的所顯」（諦顯）。瓶子與瓶子上的無

自性，為什麼不能同時現證？因為把瓶子顯現為自性有了。換言之，把瓶子

顯現成與其他法沒有關係的樣子。由於與其他法無關，所以，其他法，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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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上被丟得遠遠去了！因為被丟得遠遠的，所以怎麼能了知呢？這就是它

（所知障）居中作障的方式。 

   

因此，我們要了解此三者之間的關係。結合瓶子來說明所知障的話，所知

障就是「瓶子上，同時現證二諦的居中作障者」。定義與內容之間，為「能

表」與「所表」的關係。接著，如果要指出所知障的內容，就是「瓶子上，

顯現出瓶子有自性的所顯。」（諦顯）。 

 

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提出來。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請教仁波切，為什麼菩提心沒有諦實執著可是卻有諦實顯現呢？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如果是諦實成立的「執著」，此諦實成立，就成了「感受境」。但是，

菩提心的感受境，應是「圓滿菩提」。任何心識，只會有一個感受境，

不會有二個感受境。由於菩提心的感受境是圓滿菩提，所以，就不能

再把「諦實成立」安立為菩提心的感受境。因此，也就不能說「菩提

心上有諦實執著」。但是，菩薩心續中的菩提心上，有「諦實成立的

顯現」。 

 

如果不好好分析，僅用一般口語的理解去想「執取」和「顯現」二個

詞，的確會產生無法區分的危險。事實上，二者是有差別的。該怎麼

舉例好呢？ 

 

以馬戲團變魔術為例。知道是變魔術在先，而後你再去看魔術師變出

馬來的時候呢，當你看到這匹馬，你心裡不會「執著」這是一匹馬。

以眼睛所見而言，見到的的確是一匹馬，但你會說「它不是馬，只不

過卻顯現出『馬』的樣子來，大概是我弄錯了吧！」然後，你會揉揉

眼睛，再看一次。你的內心深處很清楚地知道：「這不是馬。」換言

之，雖然眼裡有馬的顯現，但你內心執取的是「不是馬」。此時，仔

細檢查一下自己的心，會發現「執取」與「顯現」，二者有別。 

 

如果有另一個人，他並不知道這是魔術表演，乍看之下，突然出現了

一匹馬，他就會認為「這是一匹馬」。因此，這二個人的心裡，想的

不一樣。後者心裡想著：「這是真的馬。」而前者卻想著：「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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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馬。」二個就不一樣了。「執取」與「顯現」二者，在力道大小

上，是有差別的。 

 

若菩提心是「諦執」，那麼，它的感受境就是「諦實成立」。然而，

菩提心的感受境是「圓滿菩提」啊，所以不能說它的感受境是「諦實

成立」。因為，任何一個心識的感受境，就只有一個。 

 

我們前面的比喻不是說一切方面都吻合，只是從力量大小上去看而

已。例如我們看月亮時，執取的是月亮，但是，我們執取的並不是天

上那顆「小小的月亮」喔，雖然這月亮「顯現」的樣子，的確是小小

的。月亮看上去，就只有小小的一個，但我們心裡執取的並不是這個

看起來小小的月亮。因為我們心裡都知道，月亮真正的大小，就像我

們這個世界一般大。因此，執取與顯現，有差別。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請問仁波切，每一個萬法上面都有二諦，對不對？即名言跟勝義。那

二諦顯現為本質相異的時候，它呈現的就是那個樣子，只是我們不知

道而已，是嗎？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顯現為體性相異」，是錯的、不符合真相、事實上並沒有、不是這

樣的。所以我們才會說，「顯現為體性相異，是所知障。」因為是所

知障，所以它是一種錯誤。事實上，二諦根本不是體性相異。當講到

「顯現」，大家不要誤以為是「它們顯現出這個樣子給我們看」，而

是「我們把它們顯現成這種樣子」。 

 

也許，剛才我舉的魔術師變出馬的例子，讓大家有這種誤解。是我們

在看著對境之時，把對境的二諦顯現為體性相異。而不是對境對我們

展現出二諦為體性相異的樣子。然而，雖然顯現出的是這個樣子（體

性相異），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把對境看成對或看成錯，都是屬於所知障的問題。看得對、看得出本

質不是相異，就不是所知障了。那麼，不管看得對或看得錯，不是都

是在我們心上「作用」的嗎？那麼，為什麼所知障就不是心識相關的

東西呢？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當心識趣入對境時，有力道大小的區別。當心識趣入對境時，用「執

取」的，與用「顯現」的，這二者有力道大小的區別。當心識去「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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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對境時，心識整個都偏到一邊去，這是心識本身的缺失。而當心

識顯現了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對境時，心識本身並沒有完全偏到這

個境上，心識本身朝向的是它自己的感受境，但此時，這個心識在顯

現上，仍然有缺失。《心識的力道主要集中的焦點所在，是「趣入境」；

感受境，與趣入境同義。（無論是否為分別心）（摘自雪歌仁波切講授

的《心類學》第一次手抄稿）》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為什麼菩提心不是諦執？在菩薩位階的時候，他還沒有現證，那他就

會有一種執著嘛，那為什麼它又不是…一種執著呢？剛剛我們說，它

是諦顯，並不是一種毛病，只是在顯現的時候，好像是諦實成立而已。

可是剛才我們又有解釋到菩薩位階的時候並未現證，既然還沒現證，

不是就代表他有一種執著嗎？那為什麼一開始又講菩提心並不是一

種執著？在菩薩的時候應該算是啊，只有成佛的時候，菩提心才不算

是一種執著。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剛才以魔術師變馬和月亮為例來說明，雖有顯現，但沒有執取。 

譬如，聲聞獨覺的羅漢，已經斷除了諦執，所以，他不會去執取「諦

實成立」。但是，諦實成立會很自然地顯現出來，這是他也沒辦法的

事！ 然而，雖說他有諦實成立的顯現，但此顯現不會導致內心的錯

亂、使他像瘋子一樣。諦實成立的顯現，仍是一個缺失。為什麼？因

為它會成為「了知萬法的居中作障者」。  

 

以世俗諦菩提心為例。世俗諦菩提心，會把對境圓滿菩提「顯現」成

諦實成立，但不會去「執取」諦實成立。（不會執取的意思是，菩提

心不會執取之。）但是，「執圓滿菩提為諦實成立」的菩薩，是有的

喔。因為，有些菩薩尚未斷除諦執，有些菩薩則已斷除諦執了。以中

觀應成派來說，八地菩薩以上，才能完全斷除諦執；八地以下菩薩，

則未能完全斷除我執。如果是先經過小乘證悟（如聲聞獨覺的阿羅漢）

之後才進入大乘的行者，他早在阿羅漢階段就斷除了諦實成立的執

著，因此，當他進入大乘資糧道、加行道、初地、二地…時，完全沒

有諦實成立的執著。雖然這樣的菩薩心續中，已經斷除了諦執，但是，

他們仍然會把對境圓滿菩提「顯現」成諦實成立。雖不會「執取」，

但會有「顯現」。所以執取跟顯現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