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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歌仁波切講授，法炬法師翻譯，2007/07/01 

我們在講到空性的基礎法時一直會用到「菩提心」、「我」，為什麼會用

到「我」呢？可以說我們內心的造惡業、生起煩惱都跟我的錯亂想法有關

係，當我們在造惡業之前內心一定想「我是最重要的」，然後就從那裡產生

傷害別人的念頭。所以可以說「對於我上面的執著的心」是非常有關係的，

相較之下，對境（法）上面的執著就還好，「我」上面的執著心是比較嚴重

的。所以當我們在講空性的時候，我們的重點會一直放在「我」上面。另

外也可以說我們輪迴的根本也是薩迦耶見（我執），我們不會說輪迴的根本

是法我執，而是說輪迴的根本是補特伽羅我執。因此，我們想要趕快脫離

輪迴的話，那也是要靠了解補特伽羅我。 

我們現在這邊講到補特伽羅並不只是一般的能獨立實執有空的部分，

我們這裡是講無自性的部分，應成派在這裡就一直講無自性的部分。無自

性跟緣起是非常有關係的，一般講的能獨立實執有空跟緣起就沒有那麼大

的關係，一般講的能獨立實執有空沒有辦法達到跟緣起同等級的位置，我

們對於因果緣起的道理就是要靠無自性的空性才能夠如理的解釋。我們用

緣起的正因可以成立起無自性的空性，而完全不能成立補特伽羅能獨立實

執有空及唯識講的二空，我們成立這些跟緣起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所以可

以說跟緣起相等的且有非常緊密關係的就是無自性的空性，而補特伽羅能

獨立之實執有空及能取所取二空就沒有那麼緊密的關係。 

無自性跟緣起有非常緊密的關係，我們可以說最殊勝、最廣的、最細

的緣起就是從菩提心的角度能夠看得到的這種緣起的道理，這就是最廣

的、最細的一種緣起。從菩提心的角度看到什麼呢？要圓滿自利都是要靠

利他的，利益那麼多的眾生所緣起出來的就是自利圓滿的法，那麼多的利

益他人的因跟緣種下去了之後，就會生起佛的果位，這可以說就是最廣的、

最細的一種緣起的道理。 

最廣的、最細的道理是從哪一個角度看呢？以菩提心的角度來看就是

這個，可以說有境的菩提心就是修廣行，菩提心的對境的法就是最細的、

最廣的緣起的道理。所以菩提心跟有境的空性慧兩者是互相非常有關係

的，為什麼呢？對境的那麼廣、那麼細的緣起的道理跟無自性兩者就非常

有關係，既然對境的這兩者有那麼緊密的關係的話，當然有境的菩提心跟

空性慧也是相當的互相收攝、增長的，有這樣的關係。我們平常念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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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眾生願成佛」，可以說「為利眾生」就是成佛的因跟緣，成佛所需要的是

廣大的因緣，無量無邊的因緣種下去之後才會成佛。前面的「我以布施等

功德」的「布施等功德」就是三大阿僧祇劫當中修的階段，這就是無量無

邊的因緣種下去，然後才有後面的佛的果位。所以當我們在念這個的時候，

一邊也可以配合空性慧或配合思惟緣起的道理，然後菩提心就生起來了，

這種菩提心就可以說是空性慧所攝持的。 

當我們在念「我以布施等功德，為利眾生願成佛」的時候，既然佛是

那麼圓滿的功德，當然在因的時候也就是廣大無量無邊的因就要種下去，

這也就是要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或者是在三大阿僧祇劫當中的布施等等

資糧種下去，這樣才會有佛的果位。 

成佛為什麼要具足那麼廣大的因緣呢？佛是無自性的、自己沒有獨立

的，所以都是要靠因跟緣，要靠無量無邊的因緣才會產生佛的果位。所以

我們在念這個偈語的時候，就要去思惟廣大因緣的道理，也可以說無自性

的空性的道理，這樣思惟之後就如理的生起菩提心，可以說是如緣起的道

理而生起的，所以這個菩提心是最殊勝的有智慧的菩提心。這個菩提心是

最聰明、最有智慧的，能夠看到很長遠的一條路，能夠看到那麼廣的緣起

的道理，有這樣的智慧就生起菩提心，所生起的菩提心就是最有智慧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攝持空性慧，這樣就跟一般的菩提心不一樣，一般我

們不會這樣思惟的話，我們所生起的發心就可以說只有福德的部分而已，

而並沒有智慧的部分。所以如果沒有空性慧的智慧所攝持的話，這種功德

才一生起就會消滅了。 

我們現在學習這些空性，了解了一點點，我們就可以用這些道理來思

惟空性、緣起的道理，然後就生起菩提心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個菩提心所

攝持的善根的話，這些就沒有辦法被瞋恨心消滅。所以一般福德的世俗菩

提心如果沒有被空性慧攝持的話，那就會被瞋恨心消滅。因此，在生起菩

提心的時候，我們學過空性的道理的人應該要有這種生起的方法。 

我們上個星期講到第六十四個偈頌，這裡主要是講到破除數論派，他

講的「主」是「自性」，「自性」的意思是「因」的意思，最根本的自性就

是「主」。最根本的自性是存在哪裡呢？就是在我們的心中，他們講的是存

在於「我」的心續當中。這些自性是什麼的自性呢？就是這些果報的自性，

比如我們所看到的色聲香味觸等等、外面的輪迴、我們自己的五根等等，

就是這些果報的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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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的法有二十五個，除了「我」跟「主」之外，其他的二十三個都

是果，果是指變異，所以就是二十三個變異的自性。其中的色和聲既是色

的自性也是聲音的自性，後面兩句是「彼無聞聲性，不見彼性故」，這裡講

到前面是所立的法，「彼」指的是執色的我的心續當中的自性（就是指主），

所以我的心續當中的主就是一切果的自性，這裡舉出來的彼可以說是色法

的自性的那一部分。我們知道「主」是一切的法的因、一切的法的自性，

現在所取出來的是色法的自性的部分，「主」裡面有這個部分。「主」是一

切法的因，所以它是色聲香味等等一切法的因，其中色法的自性的部分是

不是聲音的自性呢？「彼無聞聲性」的意思是它不是聲音的自性。以我們

應成派的角度來看，如果「主」是色法的自性的話，那就不可能是聲音的

自性。所以色法的自性的「主」不可能是聲音的自性，為什麼呢？如果是

聲音的自性的話，應該是我們大家能夠看得到的，但是，它並沒有辦法看

得見，「不見彼性故」就是這個意思，也就是沒有辦法看見聲音的自性的部

分，後面這兩句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可能會有一點把「主」跟「我」混在一起，我們現在要破除的是

「我是常法」的部分，我們要怎麼破除常法呢？這個「我」也要具足「主」，

不可以說「我」是那邊、「主」是這邊，「我」本身就有「主」。比如我們在

學攝類學時會說瓶上面無常，瓶上面的無常不可以說它是瓶子，瓶本身就

是有無常，這個無常是一種非常細的無常法，瓶子上面的無常是隱蔽法，

而瓶子本身則是現前法，瓶子是無常的「無常」不是現前法，所講的無常

是怎樣的無常呢？不可以說它就是無常，「瓶子」跟「瓶子是無常」這兩者

還是要區分的，瓶子是無常這一部分是隱蔽法。 

同樣的道理，「我」有自性，「我」本身就有這個天分。跟剛剛的瓶子

是無常一樣，我是無常，無常是隱蔽法，我不是隱蔽法，我是現前法，我

是無常就是隱蔽法，這裡是有區分的。同樣的，「我」來世會遇到輪迴，這

個就是自性，「我」本身有「來世會遇到輪迴」的天分，這個就是自性，這

個就是「主」。所以我們去尋找的話，就會發現「我」跟「主」是混在一起

的，並不是截然分開的。所以我們應成派也是用「主」的角度來破除他的

「我是常法」的想法。當我們在破除它的時候，有的時候講「主」，有的時

候講「我」，原因就在於此。我們在前幾次講過：我們學空性會覺得模模糊

糊，這是正常的，這個就是深見的法。 

我們剛剛在前面講的「彼無聞聲性，不見彼性故」，以另外一個角度來

講的話，也可以說看到或執色法的我如果聽聞到聲音的話，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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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應該不是聞聲音的性，他沒有具足聞聲音的自性。我們剛剛說色法的因

是主，它不是聞聲的自性，以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可以說執色法的我

不可能聽聞到聲音的自性，為什麼呢？如果這個補特伽羅在一個色法上面

一直看的話，他就不可能會聽得到。我們講過「顯而未定」，一個補特伽羅

的心安住在色法上面時，他就沒有辦法聽到別人講的什麼話了，這裡講的

就是這樣的意思。一個執色法的補特伽羅的意思就是心非常安住於色法上

面的一個補特伽羅，他就沒有辦法聽得到聲音，「不見彼性故」就是這樣的

意思，「彼性」指的是「彼聞聲性」，也就是「不見彼聞聲性故」。這個是用

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的，實際上跟前面講的意思是相同的，前面講的是「色

法因的部分的主不可能聲音的自性」，現在用另一個詞是「心安住色法上面

的一個我不可能同時會聽聞到聲音」，這兩個是一樣的意思。 

應該這樣子說：如果這個補特伽羅沒有這樣子的話，這個補特伽羅心

續當中的自性本身就是色的自性、聲音的自性。色法的自性的意思就是色

法的因，色的因就是這個補特伽羅能夠看得到色法的因，他能夠看到色法

的因是他心續當中的主，他能夠聽聞到聲音的因是他心續當中有主。他來

世為什麼會輪迴呢？因為他心續當中有主。我們為什麼會遇到這個社會

呢？因為我們心續當中有這種的主。所以有主、自性跟補特伽羅有看到色

法及聽聞到聲音是一樣的意思。 

65.65.65.65.如伎異狀見如伎異狀見如伎異狀見如伎異狀見，，，，是識即非常是識即非常是識即非常是識即非常，，，，謂異樣一體謂異樣一體謂異樣一體謂異樣一體，，，，彼一未曾有彼一未曾有彼一未曾有彼一未曾有。。。。    

自宗這樣跟他辯論之後，他就回答：雖然同時不會聽聞到聲音，但是

未來還是會聽聞到聲音。剛剛是心安住於色法上面，現在改成心安住於聲

音上面的時候，他就會聽得見。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你講的自性就有問題

了，它就不是自性了，因為自性是永遠不會變的，比如色法的自性永遠都

是色法，我們永遠都是看到色法，心安住於色法，它就不可以變了。 

後面他的回答就是像換衣服一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補特伽羅就變

成無常了，「我」就是無常了。「是識即非常」，「我」就變成非常了。 

再來他就回答：不會變成無常，因為在前面色法的自性時就已經有聲

音法的自性，就已經沒有什麼變化了，在前面色法的自性時，它還是聲音

的自性。比如在換衣服的時候，本身也還是他，能換衣服的到後面換了也

還是他，所以他就說前面色法的自性就是後面聲音的自性，並沒有什麼變

成無常。後面兩句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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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異樣一體， 異樣若非真。」意思就是：這是他宗講的，他宗講的

是沒有什麼變的，你剛剛跟我說的不同的異狀，他說這不是不同而是一體

的，他就回答這是一體的。在這樣回答的時候，自宗就說「彼一未曾有」，

「未曾有」就是「沒有」的意思。所以你這樣講是不對的。現在是前面沒

有的情況已經出現了，所以你就不可以說一體。 

66. 66. 66. 66. 異樣若非真異樣若非真異樣若非真異樣若非真，，，，自性復為何自性復為何自性復為何自性復為何？？？？若謂即是識若謂即是識若謂即是識若謂即是識，，，，眾生將成一眾生將成一眾生將成一眾生將成一。。。。    

再來就是講第六十六個偈頌，第一句是「異樣若非真」，這是他宗講的，

他宗說：你們應成派一直說色法的自性就變成像換衣服一樣就變成聲音的

自性，你們說的沒有錯，我們凡人都會這樣想。意思就是應成派也是凡夫，

這是大家都會這樣想的，實際上這不是真的，實際上是假的。他們會說：

實際上就只有「主」而已，並沒有什麼其他的。我們應成派會說：實際上

一切法都是名言安立的，並沒有什麼真的。他們則會說：實際上一切法都

是「主」那邊出現的，並沒有什麼真的。因為我們有無明的關係，我們就

會看到有很多法的變化，實際上並沒有，實際上是有自性。但是，你們講

的沒有錯，世俗凡人一定會這樣看的，實際上是沒有什麼真的。 

他們說「異樣若非真」，「異樣」就是「不同」的意思，在表現上面不

同，這是我們凡人的角度看到的，事實上沒有不一樣的，都是一樣的，一

樣都是從「主」那邊顯的。所以從「主」的角度看的話，一切法是一，並

沒有不一樣的。 

這樣講的時候，自宗就要跟他們辯，自宗說：「現在我所講的，你說不

是真的，那麼你們就把真正的自性講出來吧！」他們說「異樣若非真」，自

宗就說「自性復為何」，就是說你要把真正的法的自性講出來的意思。 

如果你們這樣講的話，我就會這樣問你，所以後面是「若謂即是識，

眾生將成一」。我們會說：每一個眾生心續當中一定有一個「主」，所以你

現在講的是每一個眾生心續當中的「主」就變成一個的話，那麼眾生都會

變成一個。或者可以說：每一個眾生都有「主」，「主」是只有一個，我們

如果沒有看清楚它的話，那麼就會一直輪迴。這裡要講的是：他宗真正要

講的是什麼呢？如果真正要講出來的話，那麼自性的角度就要講，這樣的

話，「主」的角度要講，以「主」的角度來說，一切的法是一，如果一切法

是一的話，那麼眾生都是一，就沒有不同的眾生。所以自宗就辯說：如果

你已自性的角度、主的角度來講的話，一切法是一，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一切的眾生就都會變成一。所以「眾生將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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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7. 7. 7. 7. 心無心亦一心無心亦一心無心亦一心無心亦一，，，，同為常有故同為常有故同為常有故同為常有故，，，，差殊成妄時差殊成妄時差殊成妄時差殊成妄時，，，，何為共同依何為共同依何為共同依何為共同依？？？？    

再來的話，不只眾生變成一，有情、無情都會變成一，這就是「心無

心亦一」。實際上有情跟無情是不同的，但是，對你來說就變成一。為什麼

呢？「同為常有故」。「主」就是「為常」，以「為常」的角度來看都是一。

所以他們心跟無心為什麼變成一呢？這兩個都是違常，主的變異，或是說

心跟無心的自性都是主，這兩個的自性是一樣的，心跟無心的自性同樣都

是違常的主的緣故，這兩個也是會變成一。所以後面這個就是理由，這邊

講違常就是主，「同」的意思是心跟無心的自性兩個都是同樣的違常的主的

緣故。 

下面是「差殊成妄時，何為共同依」，他宗說一切的法都是主的示現，

主是真的，整個輪迴法的自性來源就是它，輪迴的示現是假相的，是沒有

什麼真的，這是他宗的說法。所以這邊講的差數就是果的輪迴裡面很多不

同差別的法，如果輪迴是假的話，它所依靠的來源的因也是假的，或者可

以說它所依靠的來源不可能會有真的，或者可以說不可能會有真的一個真

實的法、有自性的法，「何為共同依」就是這樣的意思，既然果是假的，那

麼所依靠的就一定是假的，不可能會有真實的、諦實的自性。 

現在這裡已經破除了數論派的說法，這裡所破除的是遍計的我執，遍

計的我執只有一些宗義才會有，我們沒有學宗義者是不會影響的，因此就

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真正跟我們有關係的是俱生的我執，那麼為什麼我

們要破除遍計的我執呢？有時候我們會這樣想。 

我們要破除俱生我執的話，前面一定要先破除遍計我執，為什麼呢？

當我們要破除俱生我執時，我們先要看俱生我執的後面有什麼理由去支持

它是真實的，要先將這些理由破除，如果沒有把這些理由破除的話，俱生

我執還是會干擾到我們，我們就完全沒辦法面對它。我們在破除這些理由

的時候就是講遍計我執，可以說遍計我執是支持俱生我執背後的力量。比

如我跟他辯論的時候，另一個人來幫助他，或者有些國家的背後會有一些

靠山，我們就對它莫可奈何。同樣的，俱生我執背後會有遍計我執一直幫

助它，遍計我執會一直說這個俱生我執是對的，遍計我執就會這樣講給我

們聽的。所以遍計我執會一直講理由去成立俱生我執，我們就一定要先把

這些理由破除，否則我們就沒辦法面對俱生我執。既然它的理由都成立了，

我們就更會去依止它，所以我們先要把它的理由破除，然後我們就可以面

對它，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破除遍計我執的原因。然後知道它確實是假的，

我知道它的理由都不存在了，然後我們就一直不斷的去串習這個修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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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破除掉它。 

我們有時候又會想「遍計我執和俱生我執整個好像是不同的體性」，不

可以這樣想，它們兩個是有關係的，就像前面說的「遍計我執成立俱生我

執」，所以它們兩個是有關係的，並不是沒有關係的。所以當我們破除遍計

我執的時候，同時也會有一點點傷害到俱生我執。 

我們自己想一想，我們有學一點點遍計的我執，知道外道是怎麼說我

執是真實的，也知道他們是用什麼理由來成立的。或者可以說自續派、唯

識、經部和有部都會說「我」是有自性的，我們去想一想他們講的理由是

什麼之後，然後再回頭問我們自己：「我如果要成立俱生我執是正確的、有

理由的，我會用怎樣的理由呢？」想一想大概也就差不多這些外道所用的

理由而已，自續派、唯識、經部和有部講的理由都差不多。我們回頭看看

自己，如果我們一直去支持俱生我執的話，想一想大概也就是用這些理由

來支持、成立它。所以當我們破除遍計我執的時候，總有一天俱生我執也

會穿幫的。 

遍計我執一直去支持俱生我執，事實上，俱生我執是假的，我們了解

它的理由是不對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它是假的、它是一直在騙我們的，我

們以前會一直想它是真的，等到它被人家看出它是假的時候，它就穿幫了，

可以說我們也有傷害到它，所以我們在前面要先破除遍計我執。 

68. 68. 68. 68. 無心亦非我無心亦非我無心亦非我無心亦非我，，，，無心則如無心則如無心則如無心則如瓶瓶瓶瓶。。。。謂合有心故謂合有心故謂合有心故謂合有心故，，，，知成無知滅知成無知滅知成無知滅知成無知滅。。。。    

接著就開始破除勝論派，勝論派認為補特伽羅就是物質，就好像大自

然的花草樹木一般生生滅滅，至於有沒有心則是另外一個事情。我們怎麼

破除他們呢？如果勝論派認為我是無心的話，那麼你們也應該要說瓶子等

等也是「我」。第六十八個偈頌說「無心亦非我」，就是你們應該不可以說

無心。他們說：我就是柱子，我就是有心，但是，跟瓶子還是不一樣，它

還是有心。但是，它有心並不是它自己的一個天分，只是一個心進來「我」

上面而已。就像冬蟲夏草一般，有一些植物本身剛開始沒有什麼心，並不

可以說它是眾生，但是，有時候又會變成它是眾生，它裡面進來一個心就

變成眾生，沒有進來這個心就是物質。勝論派認為「我」就是這樣，我們

認為「我」的所依主要是心，而他們就不會這樣認為。他們認為心進來的

一個地方就是「我」，所以他們就不會說「我」主要的所依法是心，這裡說

勝論派認為我是物質就是這樣的意思，而不可以說我完全沒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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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邊講「無心亦非我」的「無心」並不是「沒有心」的意思，還

是有心，但是，他們所承認的是「我」的主要所依並不是心，而內道講的

「我」主要是五蘊，五蘊中最主要的是「識蘊」，他們不是這樣說的，他們

說我有心，這裡的「無心」是說主要所依不是心。 

這裡說「無心亦非我」，「亦非我」是自宗講的，你們說的無心的我應

該不可以說是我，如果你們的我變成無心的話，那麼應該要承認無心的瓶

子也是我，這就是後面一句的「無心則如瓶」。但是，瓶子不可以說是我，

瓶子是非我，既然瓶子是非我的話，就如同瓶子一樣，你們所認為的我也

不可以說我，因為它就如同瓶子一樣是無心。 

接著是「謂合有心故」，他們就回答：這是有分別的，我有心，瓶子沒

有心，所以就有差別。這是他宗講的。這裡就很麻煩了，有時候他宗講有

心，有時候他宗講無心，看起來有一點矛盾。但是，講的方式不一樣。有

心的意思是心進來的意思，無心的意思是我主要並不是靠這個心，我的所

依主要不是心，從這個角度講是無心。 

後面講的「無心則如瓶」，這裡的「無心」又不是從主要所依的角度來

講的，這個「無心」是自宗講的，並不是他宗講的，自宗說：「他宗講的是

完全沒有心，就跟瓶子一樣的無心。」這是自宗所用的無心，他宗講的無

心則是像前面說的無心。「無心亦非我」和「無心則如瓶」的「無心」是不

一樣的，一個是他宗的角度，另一個則是自宗說的無心。從自宗的角度來

看的話，勝論派所說的「我」無心，就跟瓶子是一樣的，而他宗自己則說

我是無心而跟瓶子不一樣，無心就是有心。 

這邊所用的「無心」這個詞有一點相違的感覺，不過，意思是不相違

的，他宗說的「有心故」，意思是說跟瓶子有差別，因為我是有心。「謂合」

就是什麼理由呢？回答是「有心故」。 

自宗就說：如果你們這樣講的話，可以說我前面沒有心而後面有心，

也就是我剛開始是沒有心的，一個心進來之後就變成有心了。如果是這樣

子的話，前面的我到後面就滅掉了，所以「我」就不可以說常法。接著是

「知成無知滅」，在了解了這個我變成有心的時候，以前沒有心的我就滅掉

了，「知成」就是了知了這個心的時候，「無知滅」就是沒有了知心的我就

滅掉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應該要承認我也是無常，而不可以說我是

常法。 

他們會說：因緣合在一起的緣故，我才會變成有心，所以跟瓶子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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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瓶子並沒有這種情況，所以瓶子跟我是不一樣的。他宗這樣講完

了之後，自宗就說：如果你們說前面沒有心而後面有心，前面是無知，後

面是有知，後面有了知心的我成立的時候，前面沒有了知的我就會滅掉了，

「無知滅」就是這樣的意思。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還是會變成是無常。 

69. 69. 69. 69. 若我無變異若我無變異若我無變異若我無變異，，，，心於彼何用心於彼何用心於彼何用心於彼何用？？？？無知復無用無知復無用無知復無用無知復無用，，，，虛空亦成我虛空亦成我虛空亦成我虛空亦成我。。。。    

「若我無變異，心於彼何用」，他們會說「我」是永遠不會變的，如果

這樣講的話，那麼剛剛說的前面有心而後面沒有心要怎麼解釋呢？「心於

彼何用」，後面有具足心的時候對它又有什麼作用呢？你們還說我是無始無

終的，永遠都有一個我存在，如果還一直這樣講的話，那就應該像虛空一

樣，你應該要承認虛空也是我。 

因為我是無始無終，它有時候沒有心而有時候有心，有時候造惡業，

有時候造善業，那些對我都完全沒有什麼影響的話，那麼我就變成像虛空

一樣了。比如我們蓋房子或舖馬路都是一直在虛空上面做事情，但是，對

虛空來說卻完全沒有什麼差異。你所講的「我」跟虛空也就沒有什麼差別，

心進來這個我，有時候煩惱生起，有時候善心生起，有時候又沒有了，有

時候又出現了。「我」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好像沒有什麼變化，它還是無始

無終，這樣就有一點點不承認解脫，也不承認佛陀的果位。這個我會想吃、

想去玩是正常的，一個生命生起來又滅掉了，生起來又滅掉了，這個「我」

本身就是這樣，無始無終就是這樣的，就沒有所謂的解脫或終點的位置。

所以這樣的解釋就跟虛空一樣了，那麼你也應該要承認虛空也是我，後面

說「無知復無用，虛空亦成我」，也就是你們要成立虛空也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