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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薩行論入菩薩行論入菩薩行論入菩薩行論五五五五十十十十七七七七》》》》    

雪歌仁波切講授，法炬法師翻譯，2007/10/21 

我們講到第八十七個偈頌，《入行論》第九品裡面講法無我，法無我是

透過四念處來講的，其中的透過身念處講法無我已經講完了，透過法無我

又講補特伽羅無我，這可以說是中觀應成派的一個內涵、關鍵。我們在學

《中論》時有說到「聲聞和獨覺在見道時一定要現證法無我」，在八個關鍵

裡面有講到這一點。為什麼要現證法無我呢？如果沒有現證法無我的話，

也沒有辦法斷除補特伽羅我執，所以要斷除補特伽羅我執也是要靠法無

我。只有中觀應成派會作這樣的解釋，中觀自續派也不會承認這一點，唯

識也不會承認這一點，只有中觀應成派會說「要斷除補特伽羅我執一定要

現證法無我」。 

法無法跟補特伽羅無我兩者之間有一種關係，什麼樣的關係呢？補特

伽羅無我所依的是補特伽羅，我們的念頭裡面一想出來補特伽羅的時候，

念頭裡一定會先想補特伽羅所依的五蘊，我們會認為五蘊是尋求的話能找

得到的。我們的念頭裡面是把五蘊看成尋求的話找得到的，當然我們念頭

裡面依於五蘊想到補特伽羅時，也一樣是把補特伽羅看成是找得到的，所

以法我執就會產生補特伽羅我執。 

這兩者之間的這樣的關係，下部宗是不承認的，下部宗說的補特伽羅

我執是補特伽羅能獨立實執有的執著心，那麼補特伽羅能獨立實執有是怎

麼產生的呢？先是看補特伽羅跟五蘊不是異，兩個是互相有關係的，並不

是沒有關係的異，並不是補特伽羅跟五蘊是異而常一自在的情況。它是什

麼呢？它是體性是一，它是互相依賴的。怎麼樣體性一呢？五蘊就是實執

有，所以以五蘊名言安立的假有的補特伽羅也是實執有，這就是下部宗說

的補特伽羅能獨立實執有的執著心。所以下部宗說的補特伽羅能獨立實執

有的執著心也不可以說跟五蘊上面的看法沒有關係，也是有關係的，因為

五蘊上面看這是實執有，所以補特伽羅跟五蘊體性一的時候，就會變成補

特伽羅也是實執有，這種補特伽羅實執有的執著心就是下部宗所說的補特

伽羅能獨立實執有。 

下部宗會不會承認五蘊實執有的看法是法我執呢？不會的，他們會說

五蘊實執有是真實的，所以他們不會說五蘊實執有是顛倒識，他們認為這

是正確的看法。所以他們不會說補特伽羅我執是前面一個顛倒、不正確的

法我執所產生的，這是他們不承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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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應成派在這裡就會說：補特伽羅我執前面有一個無明的法我執讓

它產生的，可以說是施設意能找得到，會在五蘊上面有一種看法，然後就

產生在補特伽羅上面有一種看法，所以互相有這樣的關係。 

另外，我們要思考一下，把補特伽羅看成實執有和施設意找得到，這

兩個有沒有什麼區分呢？有，怎樣的區分呢？補特伽羅上面施設意找得到

的，這種執著心對於補特伽羅上面不會那麼執著，當然是有執著，但是比

補特伽羅實執有的執著心要低，可以說不像補特伽羅實執有的執著心對於

補特伽羅的執著那麼強、那麼粗。這兩者比較來說，如果有補特伽羅實執

有的執著心找得到的話，那就一定會有補特伽羅施設意找得到的執著心，

但是如果補特伽羅施設意的執著心找得到的話，並不一定會有補特伽羅實

執有的執著心。比如一公斤是一千公克，所以一公斤裡面一定會有一百公

克，但是一百公克裡面並不一定有一公斤。同樣的，補特伽羅實執有的執

著心本身裡面就有補特伽羅施設意找得到，意思是這兩個都是從補特伽羅

那邊自性成立的，自性成立的力量有多強就有差別，剛剛講的一百公克和

一公斤，就像這樣子的差別。 

下部宗會說「一切法施設意能找得到」，但是他們不會說「一切法是實

執有」，所以以自性成立的力量還更強的一些法就取出來，他們就會說這些

法是實執有。那麼一切法是不是以自性成立呢？也是，但是「以自性」的

力量就不一樣，有的以自性成立的力量強。所以下部宗說的補特伽羅我執

是補特伽羅實執有的執著心，我們這裡說的補特伽羅我執是補特伽羅施設

意找得到，這兩個是有區分的。 

本身這裡透過法無我又講補特伽羅無我，這是中觀應成派才會講的，

所以第八十七個偈頌後面的「如是身若無，豈貪男女相？」這兩句就是透

過法無我（身無我）講補特伽羅無我。 

再來就到受念處，受念處的感受對我們的影響是最大的，在心續所攝

的法裡面，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就是受。怎麼樣影響呢？讓我們成佛也是它，

讓我們輪迴也是它，兩個都是它的意思是「我們的受上面有很多的特色」。

比如這個杯子是所知，它也是事物，它也是色法，它也是杯子，就有各式

各樣的特色。比如它是所知、事物，在它碎掉了之後也都還是，但是它碎

掉了之後就不算杯子了，在它上面有很多特色。 

就像這個椅子一樣，我們的感受它本身是離苦得樂的一種受，這就是

它上面的一個特色。離短暫的苦、得短暫的樂這種感受也是它上面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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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以我們現在來說，它基本的離苦得樂就是好的，我們由這個就可以

成佛，在它離苦得樂的受上面有一種離短暫的苦、得短暫的樂的特色，這

種就會讓我們輪迴。我們很難去區分，不可以說把兩個區分，就像剛剛講

的是杯子，但是杯子上面有所知、色法、杯子，雖然是一個東西，卻可以

作這樣的區分。同樣的道理，我們的感受裡面可以分為很多。 

今天早上講的每一個眾生一定有追求，有追求才會成佛，沒有追求就

不會成佛，有追求是好的。在追求的時候，短暫的、不堅定的目標就變成

傷害我們了，但是有追求對我們是有幫助的。所以受對我們也有幫助，但

是也有傷害我們的，會傷害我們的就是暫時離苦得短期的樂，這樣的感受

是不穩定的，會讓我們不斷輪迴，這就稱為有漏的受。 

受對我們的影響是最大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影響呢？今天早上講到

的，我們修自他相換的時候，受的部分也是會出來。我們修自他相換時有

兩個障礙，第二個障礙是影響最大的，就是我們的苦樂，他人的苦樂跟我

們沒有關係，自己的苦樂是跟我們最有關係的，我們還是會想：「還是要我

愛執，還是要注重自己。」所以苦樂對我們的影響是最大的。在我們的輪

迴當中，它也是影響最大的，所以十二緣起裡面就取出來「受」，受的後面

就是愛取的煩惱，然後又輪迴，所以受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本來我們在受後面就會生起愛取的煩惱，這種受是不正確的、有漏的

受，在這些受上面生起貪的話，那就會輪迴。所以我們在受上面不可以生

起貪愛等煩惱，要怎樣把它去除呢？我們要修受念處，在有漏的感受上面

不可以生起貪心。 

這一段本來要講的是中觀應成派的受念處跟其他宗派不同的特色，而

這裡講的是我們共同的為什麼要修受念處的理由。受對我們的影響是最大

的，這裡講的受是有漏的受。我們一般講到受，讓我們成佛也是靠它，彌

勒菩薩的《寶性論》裡面講如來藏的時候，就講到：眾生為什麼可以成佛？

因為眾生心續當中永遠有離苦得樂的追求，因為這樣一直追、一直追，終

究有一天就能夠找到一個正確的方式，然後就會成佛。所以如來藏裡面說

的「讓我們成佛的也是受」。 

有的小孩是沒有什麼反應的，不管我們講什麼，他都沒有什麼反應，

這樣就很難改變他。我們罵他，他也沒有什麼反應，我們讚嘆他，他也沒

有什麼感覺，這種小孩是很難改變的。如果我們罵他時他有反應，這樣就

有希望會改變。這裡也看得出來，有離苦得樂的追求，就一定會改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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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講如來藏的時候，就以一切眾生都有離苦得樂的追求來成立一切眾生

都會成佛。所以受本身來說也有好的。 

剛剛說的短暫的追求的受就稱為有漏，就是有染污的受，我們學習受

念處的時候，受念處的對境就是有染污的受，有染污的受就會讓我們輪迴。

當我們面對它的時候，受就會騙我們，我們就看重它，而貪等煩惱就會生

起。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修受念處，我們了解受的體性是什麼樣子，

修受念處的主要重點就是我們不可以被染污的受所欺騙。 

在修受念處的時候，可以說是透過共相、自相來修，身、受、思、法

等四個共同的相就是共相，比如這四個都是無常、苦、無我、空，因此就

稱為共相。所以在修受念處的時候，我們就要在受上面觀修無常、苦、無

我和空等等。 

這樣修受念處時有一個好處，它不是外面的法，它是我們心續所攝的

一個法，所以我們比較容易了解它是什麼樣子，它是不是無常？它是不是

苦？它是不是無我？它是不是空？這是比較容易了解的。我們平常也是這

樣，修無我時是先修補特伽羅無我，而不要先修法無我，因為補特伽羅就

是我們自己，這是我們比較容易感受到的。 

我們這樣修受念處的時候，可以說它是心續所攝的法，在它上面修的

時候比較容易。另一方面，在心續當中所攝的法裡面，跟我們自己的心最

近的就是感受，所以受是比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們就在受念處修無常、

苦、空、無我，然後修自相，它自己的自相是什麼呢？我們就自己去觀修

受到底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感受到苦的話，這是怎樣的苦呢？比如是在

哪裡感受到苦，是在對境上面呢？是在有境在面呢？是在對境與有境中間

呢？到底是在哪裡？它的體性是什麼樣子？這樣修就可以說是在它的自相

上面修。 

在修這些的時候，對於受上面世俗的本性清楚了之後，就不會像以前

那樣好像瘋子一樣一直執著於有漏的受上面，我們已經知道：它會變化，

它是無常，它不是真正的樂，它是壞苦，它是行苦。也可以說它也是一種

心裡的感受部分而已，它不是真正對境上面的一個法，然後它又是空，又

是無我，這些都可以說是它世俗上面的本性。 

我們對於世俗上面的本性清楚的話，也是相當有幫助的，在面對有漏

的受時，就不會那麼執著，不會那麼貪著。以前我們是非常貪著有漏的受，

後面就生起很多煩惱，然後就造很多惡業，這些都會停掉，會有這樣的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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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這也可以說修到集諦、認識集諦，到這個階段就是下部宗講的受念處。 

中觀應成派是更究竟的斷除或對治貪著於受上面的執著，方法就是要

修受本身是完全沒有自性的，這樣就是從貪著煩惱的根本直接對治掉了，

所以這裡是透過中觀應成派的受修受念處的方式來講法無我。 

這裡還有一種跟身念處不一樣的特色，什麼樣的特色呢？我們講受的

時候，在認識受的體性時跟中觀應成派的見解非常接近。平常我們講補特

伽羅跟法二者來說，補特伽羅的體性跟無我比較接近。我們為什麼先修補

特伽羅無我再修法無我呢？理由在於所依的補特伽羅跟所依的法的體性有

一點不一樣，補特伽羅本身的體性是下部宗說的假有的法，它不是實執有。

我在哪裡呢？心理也不可以說是我，身體也不可以說是我，但是還是有我

而不可以說沒有。所以這樣的我本身是安立的，也不可以說沒有，它是一

定有的。所以它的體性是假有的，跟外面的法是不一樣的，補特伽羅的體

性是跟無我比較接近的一個體性。 

同樣的道理，受的體性跟中觀應成派空性的見解比較接近，怎麼樣接

近呢？中觀應成派跟唯識不一樣，唯識說一切的法都是心安立的，境是依

賴於心，而不會說心是依賴於對境。但是中觀應成派會說：有境是依賴境，

境也是依賴有境。這樣的見解只有中觀應成派才有。 

我們想一想：受在哪裡？對境有受嗎？如果我遇到這個電腦時非常享

受，那麼這個電腦就是樂嗎？並不是，這種樂可能過了幾個月就沒有了。

所以受是在心續當中，對境的樂在心續當中的話，有境的樂在哪裡呢？有

境的受是在哪裡呢？所以有境的樂受跟對境的樂受是依賴的，並沒有一個

固定的。有境的樂的感受跟對境的樂的感受是：一個不在，另外一個就不

在，並沒有固定的，這跟其他的心所是不一樣的。 

比如這部電腦是人家給我的，已經用到不怎麼感覺新鮮了，剛開始的

時候會有一種樂，這個樂的感受是心所，這個感受的對境有沒有一個樂呢？

有。這個樂是在電腦上面嗎？不是吧！如果是在電腦上面的話，應該到現

在我還是會有享受，但是已經沒有了。所以這個樂並不在電腦上面。我們

找一找它在哪裡，應該是在心續當中。我們現在要找的是對境的樂，對境

的樂在哪裡呢？它不是在外面，它一定是在心續中。所以有境的樂的感受

跟對境的樂的感受兩者都是在心續當中，這兩個是互相依賴的，如果其中

一個不見了，另外那個也就跟著不見了。對境的樂跟有境的樂受也沒有前

後的關係，所以這兩者是非常互相依賴的，這樣子的受的體性跟中觀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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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行論 2004TC-057-20071021-ct-P214L08                             阿底峽佛學會修訂 2012/02/27 6 

派的見解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中觀應成派透過受念處講法無我就比較順，

這就是受念處跟身念處不同的一個特色，身念處並沒有這個特色，現在受

念處時就有這樣的一個特色。 

我們在受上面執著的時候，主要是苦受跟樂受，面對苦受時也會執著，

非常排斥它，面對樂受時就非常貪著它，會有這樣的執著。我們想從這些

執著的根本斷除掉的話，就要去理解苦受是完全沒有自性，樂受也是完全

沒有自性。所以這邊開始講的時候就說苦受和樂受兩個都沒有自性。 

88. 88. 88. 88. 苦性若實有苦性若實有苦性若實有苦性若實有，，，，何不損極樂何不損極樂何不損極樂何不損極樂？？？？樂實則甘等樂實則甘等樂實則甘等樂實則甘等，，，，何不解憂苦何不解憂苦何不解憂苦何不解憂苦？？？？ 

「苦性若實有，何不損極樂」，這兩句就是講苦受沒有自性。這邊講苦

的時候，對境的苦跟有境的苦是一起講的，有境的苦是我們心所裡面的苦，

對境的苦是它的對境而不是心所，但是這兩個都是在心續當中存在的。所

以我們心續當中存在的這兩個苦都不是有自性的。如果它是有自性的話，

它自己就會非常堅固，就不會被其他的因干擾到，事實上，其他的因會干

擾到它，這就表示它並沒有自性。應該說：如果它是有自性的話，它就會

永遠堅定，它就會永遠傷害極樂。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我們有的時候也會

極樂，這就表示它並不堅定。如果它堅定的話，那就永遠都會擋住樂，既

然它沒有辦法擋住樂，就表示它是沒有自性的。 

我們在這邊講的時候，好像無常跟自性有一點接近的感覺，我們的苦

受會變化，所以它是沒有自性的。如果有自性的話，它就會堅定，就不需

要依賴很多的因緣。 

現在這裡講無常跟沒有自性有一點點一樣的感覺，這個部分就是透過

無常可以成立無自性，這是沒有錯的，這兩個是有關係的，這也沒有錯。

但是了解無常不一定是了解無自性，就像剛剛講的，無自性是一百公克，

去除常法是一公斤，所以去除掉對常法的執著也不一定達到無自性。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無常應該是比較粗的，無我是比較深的，好像有些經論提到無

常數數修就會通達無我，仁波切覺得這樣的看法如何呢？ 

回答回答回答回答：：：：這應該是法稱論師在《釋量論》裡面說的，就無常、苦、空、

無我來說，從無常可以成立苦，苦可以成立空，空可以成立無我，也是有

關係的。但是它並不是一直卡在無常那裡，而是用理由去成立無我這應該

是沒有錯的，它是有關係的。把無常的意思跟無我的意思連接就是成立，

所以可以想：把無常的意思更細微的深入就變成無我的道理，已經超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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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的定義，那就變成已經進去無我的道理裡面了，也可以這樣說。所以

也不可以說無常是在那裡、無我是在這裡，可以成立的意思就是這兩個意

思是有連接、有相同的。連接的意思是：當無常的道理越細、越深的時候，

它就會連接到無我的道理。我們說空性和世俗諦二諦雙修也是這種意思，

世俗諦的情況越細、越深就變成勝義諦了，並沒有另外一個勝義諦。所以

這兩個是連接的，剛剛講的無常也是如此。剛剛一起講的這些是代表勝義

諦跟世俗諦是有關係的意思，我們這邊講無自性的時候也講無常，也講世

俗諦的一些情況，就是因為世俗諦跟勝義諦本身就有非常親密的關係。 

接著念第八十八頌的後兩句，「樂實則甘等，何不解憂苦。。。。」吃到很好

的食物這種樂本身如果是有自性的話，我們每一次吃的時候都應該會快

樂，但是事實上並不一定。如果我們心續當中非常受苦的時候，這裡說到

一個比喻是自己的子女或父母往生了，此時我們的心裡是非常的傷心，吃

到好的食物、聽到美妙音樂等我們本來比較享受的境，此時都沒有用了，

這就表示這些樂不是有自性的。所以樂也是無自性的，樂是要靠很多的因

緣，不只是它自己好吃就好了，我們的心情也要平靜、沒有傷心等等，這

樣遇到這個境的時候才會快樂。如果我們的心裡很傷心，即使遇到這個境

也沒有辦法感受到樂。所以樂不是它自己自性的，而是要靠很多的因緣。 

我們現在講靠很多因緣要徹底達到中觀應成派的見解的話，我們心裡

就要確定這個樂完全根本沒有什麼自性，它只是依賴其它因緣的一個安立

而已，完全沒有什麼可以找得到的一個位置。苦跟樂兩個都是一樣的，苦

上面也沒有什麼可以執著的，非常排斥的這種執著也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樂上面也一樣沒有什麼可以執著。 

89. 89. 89. 89. 若謂苦強故若謂苦強故若謂苦強故若謂苦強故，，，，不覺彼樂受不覺彼樂受不覺彼樂受不覺彼樂受。。。。既非領納性既非領納性既非領納性既非領納性，，，，云何可謂受云何可謂受云何可謂受云何可謂受？？？？    

我們在這邊可能會出現另外一個疑惑，剛剛講的兩個是苦沒有自性及

樂沒有自性，這邊說：如果苦受有自性的話，我們就永遠都不會生起樂，

如果樂受有自性的話，我們也永遠都不會生起苦。當我們吃到好吃的東西

時，如果當時的心是非常傷心的話，那就不會快樂。因為用了這個比喻，

我們就會疑惑：應該是那個時候會有樂，只是我們太傷心而沒有感覺到而

已。這樣的想法是錯的，為什麼呢？這個樂不是在外面存在的，它是在心

續當中的，苦跟樂不可以放在對境上面，它是心續當中的一個法，它一定

是跟感受有關係的，如果我們沒有感受到，它就不是感受，它就是不存在

的，如果我們有感受到的話，它就是存在的。所以不可以說：那個時候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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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的，只是我們沒有感受到而已。這種想法就是不正確的。 

「若謂苦強故」，這兩個是對方的疑惑或我們的疑惑，「苦強故」就是

太傷心、太傷心的緣故而使我們沒有感受到，「不覺彼樂受」，我們沒有感

覺到而它實際上是存在的，就這樣來回答。此時自宗就講：樂一定是離心

續當中的法以外不存在的，它在離感受以外是不存在的，如果沒有感覺到

的話，它就是不存在的。 

「既非領納性，云何可謂受」，我們剛才講的受是有境和對境兩者互相

依賴的，如果沒有對境的樂的話，有境的樂也就不存在，如果沒有有境的

樂受的話，對境的樂受也不存在。所以受跟其他的心跟心所不一樣，在受

上面有境和對境是互相非常依賴的一種體性。所以我們用受的這個特色可

以學習中觀應成派的見解，也可以破除唯識不正確的見解。 

90.90.90.90.若謂有微苦若謂有微苦若謂有微苦若謂有微苦，，，，豈非已除苦豈非已除苦豈非已除苦豈非已除苦？？？？謂彼即謂彼即謂彼即謂彼即餘餘餘餘樂樂樂樂，，，，微苦豈非樂微苦豈非樂微苦豈非樂微苦豈非樂？？？？    

他宗說：當我們生起很大的樂受時，也有時候會有比較微細的苦，但

是我們沒有很大的感受到這些苦，而只有感覺到一點點。自宗說：感覺到

一點點的話，這就不可以說是很大的樂。 

一個是說：「你生起很大的樂，此時也是有一點點苦，這是矛盾的，應

該是生起很大的樂就完全沒有苦。」另外一個回答是：「不是感覺到苦喔！

而是感覺到有一點點樂的樣子喔！」剛剛前面是講感覺到一點點苦，所以

我們就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你就不可以說生起很大的樂。在這樣子講

回去的時候，他就回答：不是這樣子的，應該是說把這個苦變成一點點樂

的樣子。自宗就說：如果感覺到樂，那就是樂，那就不是苦，你就不可以

說那是苦。 

這裡的「若謂有微苦」，這是指生起很大的樂的時候，此時還是有比較

細的苦存在。這裡說：你就不可以說生起很大的樂。這裡說的「豈非已除

苦」就是這個，如果是生起很大的樂的話，那應該是已經去除掉苦了，你

一定要承認去除掉苦，不可以說有苦。他中間的回答是：是去除掉苦沒有

錯，但是這個苦沒有感覺到苦，而且是感覺到一點點樂的樣子。中間的回

答就是「謂彼即餘樂」，餘樂就是其他樂，現在是大樂，大樂的其他就是小

樂，也就是一點點樂的感覺。如果你就這樣子承認的話，應該就要承認它

是樂，而不可以說它是苦。 

「微苦豈非樂」，這裡有一點點問題，甲曹杰大師講的「一點點」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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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上面的一點點，並不是講苦，也就是把苦承認為一點點樂。剛剛是講「謂

彼即餘樂」，彼是指剛剛說的大樂，大樂以外其他的樂就是小樂。如果你承

認這樣子的話，不可以說不是樂，你就應該要承認它是樂的體性，它並不

是離樂的體性。這裡的翻譯有一點不一樣，意思是：如果現在是說沒有辦

法感受到細的苦而是感覺到一點點樂，你就應該要承認這一點點的樂是

樂，所以取出來就是一個東西，你就應該要承認它是樂。 

91.91.91.91.倘因逆緣故倘因逆緣故倘因逆緣故倘因逆緣故，，，，苦受不得生苦受不得生苦受不得生苦受不得生，，，，此豈非成立此豈非成立此豈非成立此豈非成立：：：：分別受是執分別受是執分別受是執分別受是執？？？？    

後面這裡主要是一個諍論，對於前面的「樂無自性」諍論，怎樣諍論

呢？當我們傷心的時候，別人給我們好吃的東西，雖然他們是對我們好，

可是，我們想起了以前的事，可能會覺得更苦、更傷心。所以他們給我們

東西這件事情本來是快樂的，現在因為傷心的緣故就增加苦。我們前面成

立：這就代表樂是無自性的，如果是有自性的話，那就永遠都會快樂。他

在這上面就回答：給我們好吃的東西的時候，應該是安撫我們的心，或者

是努力去做跟我們受苦相反的緣，對方就給我們東西來幫助我們，這可以

說就是跟我們的苦相反的緣。這裡講「倘因逆緣故」，逆緣就是指跟我們的

苦相反的緣，也就是生起樂的一些因緣。對方就找一些苦的逆緣（即樂的

緣），我們遇到了苦的逆緣，應該是會生起樂而不會生起苦。 

在這樣講的時候，自宗回答：這時候不可以說有生起樂，因為樂跟苦

只是一個心安立的法，那時候如果心沒有感受到樂的話，心就沒有安立一

個樂，所以樂就不存在了。他宗說「苦受不得生」，自宗就講「此豈非成立」。

「分別受是執」就是說受是分別安立的法，所以我們多多去想受就是心安

立的，當我們受到苦的時候就不會那麼排斥，也不會那麼無法接受，受到

樂的時候也不會那麼好像快要飛走了，我們會覺得這些都是我們的心裡造

作出來的。 

到這裡主要是講受是完全沒有自性的，受是分別心安立的，這是就有

漏的受上面來講的。身受跟心受兩者都是我們可以去思惟的，都可以成為

我們觀的對境，可能在身受上面是比較容易觀的，心受比身受還要更細，

所以就比較難觀。以身受的觀來說，緬甸等地是比較注重的，我們去聽一

聽、學一學，也是會有幫助的。 

剛剛講到受是跟我們的心最接近的一個法，所以比較容易觀，聽一些

觀過的人說甚至連肚子裡的五臟在動或有病都可以感覺到。我們現在主要

不是為了醫療，而是要了解受是無常、苦等，最究竟的就是中觀應成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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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全沒有自性。可能緬甸那邊不是承認中觀應成派的，而是以毗婆沙宗

等下部宗為主，所以他們一定會執著。但是我們一直講中觀應成派而都沒

有修也是不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