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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在「世間道淨惑所緣」中的「惑」，解釋成「過患」，而不解釋成「煩惱」？
答：
‧ 因為「世間道」還在三界中，離不開煩惱，煩惱還沒斷盡，所以依煩惱輕重，用過患來解釋。  

‧ 在「世間道淨惑所緣」，用「定」的力量令心寂靜，把「欲」除去了，再把能令心動的因素，
　一項項除去，讓心越來越寂靜，就叫「世間道淨惑所緣」。也就是把過失一項項去除。
‧ 「出世間道淨惑所緣」的「惑」就可以解釋成「煩惱」。
‧ 若「惑」都要說是「煩惱」，亦可。那「淨」就不做「斷除」講，可說是「壓伏」，
　也就是是用定力把煩惱壓伏住，讓它不起現行，但煩惱種子未斷。
　在出間道，則現行與種子都已斷除。

==================================================================================

講義三：（續上次）
四種毘缽舍那﹝瑜伽卷３０﹞
云何四種毘缽舍那？謂有苾芻依止內心奢摩他故，於諸法中能正思擇、最極思擇、周遍尋思、
周遍伺察，是名四種毘缽舍那。
==================================================================================

[能正思擇盡所有性]

‧ 依照佛陀所教導的淨行所緣、善巧所緣、淨惑所緣，來思維揀擇諸法的一切性。

[最極思擇]

‧ 最極：無上、究竟。
‧ 思維、籌量、觀察，諸法實相。能引發「如實智」，所以名為最極思擇。

[周遍尋思、伺察]

‧ 前面是從「所緣境」觀察盡所有性、如所有性。後二者是從「能觀心」分別。
‧ 慧心所俱行：於前三種所緣，或是如所有性上觀察時（尋思），有智慧的心所同時活動。
‧ 有分別作意：這活動就是有分別作意。這表示非奢摩他的「無分別影像作意」，而是
　毘缽舍那的「有分別影像作意」。
‧ 修觀要有「定」做為依止，才能「周遍尋思、伺察」。
‧ 周：完備、詳細。遍：廣泛、普及。
‧ 開始修觀時，初開始是「取彼相狀，周遍尋思」。再來就要「審諦推求，周遍伺察」。

[遽務]

‧ 於意言境，不甚遽務，而隨究察，是伺相故。
‧ 尋思、伺察都是有分別作意，心在分別時，就是「遽務」。那是和奢摩他比較。



　修止時，心專注一境，不在相上作分別。只是用念心所，將相顯現出來。
‧ 無分別影像  寂靜
　有分別影像  尋思  遽務
              伺察  不甚遽務

[極善思擇決定智所行所知事]

‧ 由「能極思擇如所有性，能善思擇盡所有性」，以此為增上緣，引發「根本無分別智」與
　「後得無分別智」，所以說是「決定智所行所知事」。
‧ 決定智就是道理極成真實的「法住智」，還不是根本智，但是能「引發」根本智與後得智。
‧ 因為是「道理極成真實」，所以這階段還是法住智。
　也就是由修毘缽舍那，就能引發根本的無漏智。

[驗證諸聖所說]

‧ 諸聖所說：聖人在無漏境界所證得的真理，以佛安立的名言而有語言文字的安立。
‧ 我們依三量來驗證聖人所說的影像教。

[心正執受，安置成立]

‧ 因為凡夫不能正見諸法的真相，只能依聖人的言教來學習。
‧ 依三量觀察而得「法住智」，這是前面說的「證成道理」。
‧ 依「至教量」而生的智慧，是「執受」。
　依「現量」而生的智慧，是「安置」。
　依「比量」而生的智慧，是「成立」。
‧ 正：法住智必須是符合真理，否則就不是法住智。
‧ 執受、安置、成立：對於法住智忍可的三個階段
‧ 執受：執是「掌握」，受是「接受」。
　對於佛菩薩的至教量，要能掌握法義，並且接受！了解而不接受，不能稱「執受」。
　「接受」是「淨信增上作意」，也不是很容易的。
‧ 安置：是現量，屬於「現見增上作意」，直接的觀察到。
　安是「穩定」，置是「安放」。
　學習佛法接受了以後，要很穩定的放在心中，有個地位。
　例如學了「諸行無常」，就要去觀察「什麼是無常？」、「這世間到底是不是無常？」
　經過思維觀察後，在心中才會安定、才有份量。
‧ 成立：經過這階段，才能「成就、建立」。
　前面所說「具自辯才者」，道理融會貫通了，也能回答別人的問題，就是「成立」。
‧ 這是依照至教量、現量、比量的學習，而完成這過程。

[施設]

‧ 三量的觀察，要依照語言文字，以及尋思欲，將名句文次第編列。
　在內心形成概念、思想，表達出來就是語言文字。



‧ 引「攝大乘論偈誦」說明。

[攝大乘論偈誦]

‧ 攝大乘論本增上心學分第八
  相應自性義  所分別非餘　字展轉相應  是謂相應義
  非離彼能詮  智於所詮轉　非詮不同故  一切不可言
‧ 相應自性義：「名詮自性、句詮差別」，所以是名與自性義相應。
　所分別非餘：心在對境分別時，所分別的是什麼？不是別的，就是「名」！
　　　　　　　其實也代表名句文身的意思。
　字展轉相應：一個個的字（文）展轉累積，而形成「名、句」，心就在這上頭做相應的分別。
　是謂相應義：這就是心「相應」的相狀。
‧ 我們要想、要分別的根本不是法的本質，而是名句文身而已。不是真的！
‧ 非離彼能詮，智於所詮轉：
　能詮的為「名句文」，心（只能）在上頭活動、分別，就能得到所詮的義。
　如聽到「車子」，大家就知道車子的「義」。
‧ 非詮不同故：但是聽到「車子」，每個人心中想到的車子都不一樣。
　表示能詮的名，與所詮的義，並不相「稱合」。
  如一枝筆，要是名義本相稱合，那我說是「筆」，外國人不該說是「Pen」！
  顯然名與義是不相稱合的！表示一個法可有多名，名字是安立上去的。
  相應是因為有名字安立了，大家也都接受（隨順假立、世俗串習、悟入覺慧），才有得相應。
‧ 非詮：
　1.能詮、所詮是不相稱合的。
　2.能詮是名句文身，所詮是法的義，以及它的相。
    能詮、所詮的體性是不一樣的。
‧ 一切不可言
  一切法原來是沒有名字的，都是假施設上去的，沒有名言安立就「不可言」了！

（補）
‧ 以花供佛：花表無常
‧ 以香供佛：表示我們臭、不淨、煩惱、有漏，必須清除。

[施設--續]

‧ 不「施設」就沒有辦法想，所以要用想心所來安立名言，思心所才能思慮，才能有各種分別。
‧ 無始劫來，因為有語言及尋思欲，我們也就在生死中流轉。
　佛菩薩慈悲，利用我們的語言及尋思欲，安立了一套清淨的名言，讓我們經過佛法的學習，
　就能脫離生死。這是一個方便！
==================================================================================

[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



‧ 聲聞：聽佛說法，或弟子輾轉傳布的法語，而如法修行。
　證悟苦集滅道四諦，斷煩惱障，得無漏智，謂之聲聞。
‧ 獨覺：
　1.曾於佛世承事親近於佛，雖曾聞法，但樂於寂靜，喜獨居於靜處。
  2.慈悲心較為薄弱，不喜說法利益眾生。
  3.聲聞為小乘劣根種性，獨覺稱為中根種性。
  4.慢心較重，希望證聖道時是沒有老師來教導的，有此願望。
  5.無敵人，因為不喜與人接近，所以也不會跟人結怨。
  6.因為曾親近於佛，故於百劫後無佛世，自證菩提，斷煩惱障，得無漏智。
  7.參考本論獨覺地。
‧ 煩惱障：
  煩惱本身就是障礙，能引生死，不得解脫。煩惱障是以染污為體性，
‧ 淨智：
  淨，將染污的煩惱去除，始有情由生死中解脫出來。
  智，去除煩惱要靠智慧。
  煩惱障淨智：能淨除煩惱障的智慧。

[略無菩薩]

‧ 菩薩煩惱障也是淨除的，非不滅除。可由下文所知障淨得知。
‧ 所知障淨除了，含攝了煩惱障也是淨除的。故此略。
‧ 煩惱障是三乘共斷，行相粗淺，是由染污無明所引生。
‧ 所知障是大乘不共斷的障礙，唯大乘斷之，二乘不斷。行相深細，由不染污無明所引生。

[雜染、染污]

‧ 染污：不善、有覆無記
‧ 第七識又叫「染污意」，與我癡、我見、我愛、我慢四個煩惱相應。
　因為他與煩惱相應，所以是染污的。
‧ 無記：因第七識行相深細，雖有煩惱，但不顯現，所以我們察覺不到。
‧ 有覆：雖是無記，但非無煩惱，所以叫做「有覆無記」。
‧ 第六識依著第七識為根而生起，他是「分別依」。前五識的善性是隨著第六識的。
‧ 第六識有善、不善、無記的時候，於善、無記時，他非染污，因為不與煩惱相應。
‧ 但凡夫煩惱未斷，第七識還在，第七識染污意與第六識「俱行」，同時活動。
  非「相應」，屬於平等地位。
‧ 雜染：夾雜染污。於有漏位的善，因為不與煩惱相應，所以稱為「雜染」。
  即雖與善心所相應，但被第七識染污。
‧ 三雜染：惑業苦



  1.惑是煩惱，是染污。
  2.造業是第六識最強，業有福業、非福業、不動業，福業就是與善心所相應。
    這時沒有煩惱，所以是雜染。若為非福業，與不善心所相應，此時是染污。
    不動業就是修禪定，定中若生起善心，就是善，不染污。若生起惡心，因為心很寂靜，
    不顯現，所以也是有覆無記。所以，因此業只能說是「雜染」。
　3.苦，就是阿賴耶識，他是果報體，承受苦果。他是無覆無記性，非不善，也是只能叫雜染。
  4.因為其中有不染污的部分，因此安立為「三雜染」。
‧ 有覆無記：一、第七意識染污意。二、色界定。三、無色界定。
‧ 第八識一樣受到第七識的影響，所以也是雜染。
‧ 只要是凡夫，就是雜染。識本身就有雜染的意思。
‧ 現行法才有善、惡、無記，種子尚未顯現，所以只能說是無記。

[三種無漏智]

‧ 煩惱障淨智有三種：無漏智、能引無漏智、無漏後得智。
‧ 真正說起來，第一個「無漏智」才是煩惱障淨智，其作用是「斷惑證真」。
‧ 能引無漏智，是無漏智的因，能引生無漏智，但以增上緣論。
　即所學習的法住智是無漏智的增上緣。而無漏智的「親因」是煩惱障淨智的本有無漏種子。
　雖在有漏位，但卻逆於生死流轉。因為能引生無分別的無漏智，所以也算是「煩惱障淨智」。
‧ 從出發心學佛，由外凡而內凡，到四加行的「煖、頂、忍、世第一」，都算是能引無漏智。
  但要略的說，則強調是證得無漏智前的四加行位為能引無漏智。

[四加行]

‧ 引本論卷29。
　即由如是諸根諸力，漸修漸習漸多修習為因緣故，便能發起下中上品順抉擇分四種善根。
　何等為四？一、煖，二、頂，三、順諦忍，四、世第一法。譬如有人欲以其火作火所作，
　為求火故，下安乾木上施鑽燧，精勤策勵勇猛鑽求。彼於如是精勤策勵勇猛鑽時，於下木
　上，最初生煖。次煖增長，熱氣上衝。次倍增盛，其煙遂發。次無焰火，欻然流出。火出
　無間，發生猛焰。猛焰生已，便能造作火之所作。如鑽火人精勤策勵勇猛鑽求，五根五力
　漸修漸習漸多修習當知亦爾。如下木上初所生煖，其煖善根，當知亦爾，燒諸煩惱無漏法
　火生前相故。如煖增長熱氣上衝，其頂善根，當知亦爾。如次煙發，其順諦忍，當知亦爾
　。如無焰火欻然流出，世第一法，當知亦爾。如火無間發生猛焰，世第一法所攝五根五力
　，無間所生，出世無漏聖法，當知亦爾。

[諸根諸力]

‧ 諸根：信進念定慧，五種善根。
‧ 信根：在修慧中以定（聖三摩地）為依止，學習增上心學、增上慧學等，經由修習而對佛



　法生起勝解，生起淨信。此淨信可以增上「進念定慧」這四根，以及出世的聖道法，所以
　稱為「根」。一開始要以淨信為根。
‧ 進根：精進，也就是四正勤。
　1.於諸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故。
　2.於諸已生惡不善法，令其斷故。
　3.於諸未生一切善法，令其生故。
　4.於諸已生一切善法，令其安住，令不忘失。
‧ 補特伽羅意趣：（後面補充）
　眾生不懂布施，就跟他說布施法，令他學習，並帶領他去布施，以得到布施的功德。
　一段時間後，以為「布施就是佛法嘛」！這時就要對他「喝斥」布施，引導他去學習
　戒律，去持戒。所以喝斥不是壞事，是在幫助我們，要我們不拘泥於現有（布施）的
　功德，要往前進一步（學習持戒）。等到戒律有些清淨了，就以為「戒律清淨就是佛
　法嘛！」這時就要引導他去修忍辱波羅蜜了。佛法是一步步引導、一步步安立的，有
　他的「方便」。對已有的功德喝斥，不是要我們不做，而是不要拘泥他的功德，已經
　做的功德要令其安住，不忘失。但要再增上新的功德，這就「進」。
‧ 念根：正念，即四念住。心常常安住在這四個地方，就能清淨。這正念能增上定慧跟
　出世聖道，所以稱為念根。
‧ 定根：禪定。以定為依止，能增上慧，以及出世間聖道，所以稱為定根。
　一般言「定能發慧」，並非成就禪定就會有慧發出來。是由止觀引發無漏智慧，定是
　發慧的一部分，不是全部，還要有觀的力量同時進行。觀慧是要學習的。
‧ 若把定中境界錯認為是聖智，那就錯了。大毘婆裟論中有個「無聞比丘」的典故，佛
　世時有一比丘，喜歡寂靜，不喜聽法。得到四禪以為得到四果，臨終中陰身現前，他
　覺得被騙了，他認為佛說的法是邪知見，不然阿羅漢怎會有中陰身？因為謗法，而墮
　入無間地獄。（勸）1.不要謗法，不知為不知。2.不要把禪定功德當成聖道，否則增
　上慢等同謗法。
‧ 慧根：與四聖諦相應所有證智。由慧增上引發出世間法，得證現觀，所以稱為慧根。
  有了定根之後，依止定而修毘缽舍那的智慧，才能得證現觀。
‧ 諸力：經過不斷的修習，五根的力量越來越強，強到可以催伏煩惱勢力時，稱為五力。
  催伏非斷，只是伏住而已。

[四意趣]  （補充）

‧ 攝大乘論/所知相分第三
  復有四種意趣四種祕密。一切佛言應隨決了。四意趣者。
  一平等意趣。謂如說言。我昔曾於彼時彼分即名勝觀正等覺者。
  二別時意趣。謂如說言。若誦多寶如來名者。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已得決定。又如說言。
  由唯發願便得往生極樂世界。
  三別義意趣謂如說言。若已逢事爾所殑伽河沙等佛。於大乘法方能解義。
  四補特伽羅意樂意趣。謂如為一補特伽羅先讚布施後還毀訾。如於布施如是尸羅及一分修



  當知亦爾。如是名為四種意趣。

[漸修漸習漸多修習]

‧ 修：修改使他更完美。習：練習，使他更熟練。
‧ 漸：慢慢的變化。五根要一次又一次的修習，慢慢的力量就增強了，慢慢的就更完美
　了，慢慢的就更熟練了。

[發起下中上品順抉擇分四種善根]

‧ 由五根的漸多修習，就能發起「煖、頂、忍、世第一」的四種善根。
‧ 下中上：四種善根對於平等智的忍可程度，可分成下品、中品、上品。
‧ 抉擇：抉擇就是見到位的無漏智。
　抉：抉斷，能斷疑。擇：揀擇，揀別非正見，選擇正見。
  見到位的無漏智，能斷疑煩惱。因為「證見道」真如，故能得到正見。
‧ 順：隨順。分：因。
  能隨順抉擇，本身不是抉擇。無漏智才是抉擇，這裡是隨順生起抉擇。
  他是生起抉擇的因，所以有稱為「分」。

[煖、頂、順諦忍、世第一法]

‧ 以生火為譬喻。
‧ 鑽燧：燧是火石。
‧ 精勤策勵：精：專一。勤：不怠惰。策：加一把勁。勵：勉勵。
‧ 勇猛鑽求：遇困難不停止、不躲避，才是勇猛。
‧ 無焰火：焰是火上紅光。
‧ 欻然流出：沒來沒有火，因緣和合，現在有火了，所以說是忽然流出。
‧ 猛焰：比喻「見道位」。
　猛焰生已，便能造作火之所作：比喻見道以後的後得智。
‧ 合法：把鑽火與五根五力的漸多修習兩件事做個比喻。
　一遍一遍的做，要耐得住「煩」！不能看個一兩遍就覺得夠了！
  要能「執受」，要能「安置」，最後才能「成立」。
‧ 煖善根：「如下木上初所生煖，其煖善根，當知亦爾，燒諸煩惱無漏法火生前相故。」
  煖善根出現的時候，就表示法住智已經成就了「下品忍可」的智慧。
  能以「無漏法火」來「燒諸煩惱」。
‧ 頂善根：「如煖增長熱氣上衝，其頂善根，當知亦爾。」
  頂，如登高山，四面皆見風光。比喻修行人對於四聖諦都能分明的觀察，稱為「頂」。
  也就是成就了中品忍可的智慧。
‧ 順諦忍：「如次煙發，其順諦忍，當知亦爾。」對於四聖諦的道理忍可了，不可動搖。



  聖人的智慧才真正不動搖，此尚未進入聖位，所以稱為「順諦忍」，已是上品的智慧。
‧ 世第一法：「如無焰火欻然流出，世第一法，當知亦爾。」
  在凡夫的世間，對於四諦的道理到了最高忍可的智慧，所以叫做「世第一法」。
  這是在世間最後一念的凡夫心。
‧ 見道位：「世第一法所攝五根五力，無間所生，出世無漏聖法，當知亦爾。」

[勸]

漸修漸習漸多修習，就是要「薰」！每修習一次，阿賴耶識聖道的力量就增強一分，
雖然慢，但是不懈怠。碰到困難要勇猛克服，這樣才能成功。

===== [問、答] =================================================================

問：這裡說到聲聞獨覺，要有這樣的種性。佛也說「一切眾生界有佛性」，一切眾生是否
　　都具備如來種性呢？
答：
‧ 按如來藏說，一切眾生是都有如來藏。如來藏是「理性佛性」，就是「真如理性」。
  眾生也是「法」，也是虛幻法的和合。虛幻法也不離真如，有虛幻法，一定有其真相。
  真相就是真如！所以一切眾生都有真如，都有理性。但是理性不能生出佛來，要「證
  入理性」才會是佛，那需要智慧。
‧ 這「證」就是「行性佛性」，種子、學習佛法，都是行性佛性。
  有人有這種子，有人沒有。沒有種子，就是「一闡提」。
  有人有定性聲聞、定性獨覺的種性，沒有菩薩種性。
  也有不定性，有的有聲聞、菩薩種性，有的有獨覺、菩薩種性，或三者兼具。
‧ 不定性中只要有菩薩種性，而肯回小向大，必成佛道。
  所以佛對這些不定性聲聞講法華經，希望他們回小向大。
  對菩薩種性的眾生，就直接講大乘法。
‧ 此為唯識宗的解釋，他宗則有他說，較偏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此事難明，好好修行，成佛便知。
‧ 唯識把法講得明白，再也沒有隱藏。所以不管什麼種性的人來學，都能得到相應的果。
  聲聞種性來學，得聲聞果。獨覺種性來學，得獨覺果。菩薩種性來學，得佛果。
  一闡提來學，得人天果。（佛的慈悲無盡，要不斷說法，讓一闡提也能生人天果）

問：第六意識所行的有漏善，不能說是染污，而說是雜染，是嗎？
答：是的！

問：上週講到現量必須是相分自種子所生，能否請師父再加說明？
答：
‧ 參考講義一的圖1。



‧ 虛妄分別心生起時，有見分識與相分識。有兩種狀況：
‧ 一、阿賴耶識中的見分種子生起見分識，也有相分種子生起相分識，同時生起，
　　　但為不同種子所生。
　二、阿賴耶識中的見分種子生起見分識，之後，相分識是依見分種子而生的。
　　　是因為見分的力量強，自己變現一個相分，並且當成所緣境加以分別。
　　　見相二分是同一個種子所生。
‧ 狀況一何時產生？
　1.五根接觸境界時，「率爾」那一剎那，也就是前五識生起作用時的一剎那。
　2.與前五識俱行的第六意識，即「五俱意識」生起作用時的一剎那。
  3.另外，禪定中見分相分也是兩個種子。
  例如：
  看花時，第八識會變現花的本質分。眼識接觸花時，會產生眼識的見分，以及一個
　依著本質分變現出來的眼識相分。這時見分相分都有自己的種子。
  這時是屬於現量。
‧ 狀況二何時產生？
  第六識在名句文上分別的時候，也就是「率爾」之後的「尋求」。尋求必依名句文。
  例如：
  心裡想到花，或用言語形容這花，這時所依據的是自己記憶中的名句文。
  這裡的相分，是完全是依據我分別心的見分而變現出來的。
  比量都是這狀況。
‧ 現量時，疏所緣緣、親所緣緣的關係：
　現量時，疏所緣緣的種子是由第八識變現出來的，即根身器界之本質分。
  親所緣緣的種子依著疏所緣緣變現的本質分，在前五識（及五俱意識）率爾的一剎那，
  也由見分變現出一個相分來。
‧ 現量、比量再舉例：
　有座山，那是第八識的相分種子所生，即本質分。
  轉頭看到山，眼識與五俱意識作用，那山是眼識依本質分所生出來的另一個影像（相分）。
  要是沒有山的本質分，轉頭也看不到山。
  這時看到的山，是現量。
  當看到山時，念頭一動，開始分別時，那時的山，就是自己意識中的見分種子變現的相分。
  已經是比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