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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類學十四》 

雪歌仁波切講授，2004/06/19 

聞法動機 

  無論是下士道、中士道或上士道，根器的鈍、中、利，福報或大或小，

無論你趣入什麼樣的道，由於我們是透由身語意三門造業，所以，下士道

也是透由身口意三門學習，中士道、上士道亦都是如此。三門中最主要、

最根本的是意，如果意的想法能夠變好，依之而生的身口行為也就能成為

如理。為了能使得意的想法不趣於顛倒錯誤，能夠如理，那麼，就必須了

解到底什麼是顛倒？為什麼會顛倒？所以我們現在學《心類學》最主要的

目的就是這個，希望大家要帶著這樣的動機來學習。 

  上次講到六根本煩惱的「僈」，今天接著講其他的部份。 

觀察自身煩惱 

  之前講到六根本煩惱中的貪、瞋、慢。這三者，就如剛才所講，在尚

未學習下士道之前，我們有貪瞋慢等過失；學習下士道之人，他也會有與

他的想法相順的貪瞋慢等過失。比如，未學習下士道之人，目標是放在今

生之事上。為了今生之事，內心生起種種的貪、瞋、慢等等；對於學習下

士道之人，雖然目標是放在來生，但是，在學道之時，仍會生起貪瞋慢等

等；同樣的，在學習中士道之人，也會有他有的過失部份；學習上士道之

人亦是如此。雖然究竟的目標是無上圓滿正等覺的佛果，可是，由於我們

內心顛倒，在佛果上生起貪心、瞋心、我慢。是因為自心顛倒，所以會產

生這樣的情況。一般而言，貪瞋等煩惱，會因為補特伽羅不同的想法，而

會在不同的境上產生。 

  上堂課有人問了這樣的問題：既然把目標擺在求證佛果，為什麼還是

會產生煩惱？這就是答案。同樣的，也會在「空性」之上再度執其為實。

雖然空性非常重要，它能夠對抗煩惱，但是，對這個對境，執其為實，由

此也會生起煩惱。所以，煩惱真的是非常非常狡猾、非常壞。在我們仍只

是個平凡人時，他攻擊我們；下士道時也攻擊我們；中士道時也攻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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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士道時也攻擊我們。這煩惱非常地狡黠，無論你到那裡，無論你在學習

什麼、學到那裡，你的目標放在佛果，它也在；目標放在空性，它也在。

因此，如果我們自己不認識什麼是煩惱，這煩惱就會變得非常狡黠（我們

拿它一點辦法也沒有）。 

  法王曾這樣說過，而他所說的就是我們真實的情況。他說，每天我們

做功課時都會觀想資糧田、祈求加持，希望資糧田能降下甘露淨化我們的

罪惡。但是這些降下來的甘露好像都加持到「我執」上頭去了。我們把我

執放在中間，以及對於自己的蘊體貪執的貪欲，以及希望自己的敵人能被

消滅、希望自己能獲勝…，像這樣，我們把我執放在中間，而後希望它能

好好地備齊（準備齊全），希望它要變好，於此祈求甘露的加持。修護輪

時也是一樣，雖然非常專心地緣於所緣境，安置好十方的十尊忿怒尊、十

幅輪…等，雖然修了這能消滅一切不順的護輪，但是，內心裡，在護輪的

中心安住著的卻是我執。所以，像這樣，我們日常課誦時，是混雜著煩惱

在課誦的。法王所說的這樣的教授，是很真實的。因此，煩惱可以說是無

時不在的，真的非常壞。 

  我們似乎都是這樣祈請的：「祈請皈依境加持我執增長，讓我執有力

量，讓他想得到的都可以得到。」在觀想護輪時心裡想的也是「保護我執」，

愈修行，我執愈增加。所以，煩惱真的是很狡猾的，無論我們做什麼、怎

麼做，它都會找到機會進來，在想空性時，空性上也會起對它的執著心，

因此佛陀才會一再解釋「空性上也是空」「佛也是空」，原因就是在這裡。 

  煩惱在任何時刻都會來，對我們現在而言，我們正在學習貪、嗔、慢

等等，就要好好地了解它們，無論對境是好是壞，都要看：在這些境上，

這些煩惱是否生起。如果不能有這樣的認識，那麼，所學的法就無法趨向

清淨。正如法王所言，（若不好好觀察）法可能反而成為煩惱助伴。在《廣

論》裡也時時這樣講，對我們而言，雖然有在學法修法，但是，我們幾乎

可以這樣說，要使所修的法清淨，是很難的。要完全不被我執、煩惱等染

污而學法，是非常困難的。為什麼使所學的法清淨是很難的？最主要的原

因就在此（煩惱無所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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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 

  追究貪嗔慢等煩惱的根本是無明，「無明」是六根本煩惱中的第四個。

講到無明，在「見」裡的「薩迦耶見（壞聚見）」，它也是無明，那麼，

為什麼要分開來講呢？或說，所謂的「無明」，為什麼歸在「非見」裡講

呢？這裡提出了二個問題。大家明白所問的問題嗎？ 

  把煩惱分成十個來講，亦即分成「見」煩惱五與「非見」煩惱五，雖

然「薩迦耶見」是無明，但我們將之歸類到「見」煩惱這個部份，這是問

題一。再者，既然薩迦耶見是無明，那麼為什麼在無明講過之後，還要另

外再把薩迦耶見提出來講呢？以上，是二個問題。 

  雖然薩迦耶見是無明，但是，在無明之外，還另外把薩迦耶見提出來

講？為什麼要把薩迦耶見歸在「見煩惱」中講呢？因為，總的而言，薩迦

耶見與無明的不同在於，它是心裡想著「我的想法是這個」「我的見解是

這個」的這種想法的基礎。它好像是在做判斷：「我的見地，我思考的主

要見解，我的宗義是這樣這樣的」，由這個方面為理由，而把薩迦耶見安

立在見煩惱中。但是，一般的無明，並不一定全部都有這樣的想法。一般

而言，無明指的是頭腦搞混了、不知道情況，比如，不知道業果、三寶功

德、四諦、前後世、可能會投生於惡趣或善趣等不了解。這種不知道、不

了解，我們稱之為無明。而薩迦耶見不只是對以上不了解，而且，它似乎

是內心很明利、有在思考、有在運用智力而後說「我的看法是這個」。因

為有這種想法，所以，對於這種想法，稱之為「見煩惱」。所以，雖然薩

迦耶見亦是無明，但是，之所以要把它另外提出來說明，是因為它與一般

我們講的無明有所不同。以上，是理由之一。 

  另一個理由是，我們之所以會在輪迴中流轉，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因

為我們內心裡講「我」而後持有的見地。因此，就把薩迦耶見另外提出來

講。 

  也因此，在「非見煩惱」裡所講的無明，是把薩迦耶見等與見地有關

的想法排除，而愚矇於業果、三寶功德、前後世、四諦等，針對不知道這

些的這個不知道的部分，我們就稱之為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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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薩迦耶見」，指的是對自己這所謂的「我」，執持成立為我(執

為實有)，至於執其他補特伽羅成立為我，執其他法成立為我，這些就不算

在見煩惱的部份，而屬於非見煩惱，算在非見煩惱的無明裡面。 

  亦即，「薩迦耶見」指的是執自己成立為我。若是執其他者，包括其

他有情及其他法如瓶柱等成立為我或是諦實成立的話，就不算是薩迦耶

見，而是屬於非見煩惱的無明。 

  無明，包括了（1）真實義愚：在法上執其為諦實成立、成立為我、執

其為常，或是在其他的補特伽羅上執其為諦實成立等等。這種無明，屬於

「愚矇於法的道理（情況）」的無明。（2）業果愚：對於「依於這種因會

產生那種果」「前世造了某種因，後世感得某種果」「依於集諦，會產生

苦諦」這些不了解，我們可以說這種無明，是「愚矇於業果的無明」或說

「愚矇於緣起的無明」。簡言之，認為「種善因不會得善果」「種不善因

會感善果」等這種顛倒見，便是「愚矇於業果的無明」。 

  總之，無明包括二個：一者，是對於「法的道理不了解」的無明；二

者，對於「依於一法而產生另一法」的因果道理的不了解。前者，比如，

法本身是不是常？是否諦實成立？是否成立為我？後者，比如，某一法有

沒有生另一法的能力？造了善，有沒有產生善果的能力？不善業，有沒有

產生不善果的能力？佛陀，他有沒有能夠利益眾生的能力？亦即，依於某

法，它有沒有產生果的能力？若不明瞭這個部份，就稱為「業果愚」。簡

言之，無明依據：（1）法的道理（2）法的能力之有無。對此二者不了解，

而分為二種無明「真實義愚」「業果愚」。 

  對法的真實性不了解之無明，此無明遍於一切煩惱。正如《四百論》

所說：「如身中身根，癡遍一切住，故一切煩惱，由癡斷隨斷。」「無明，

在一切的煩惱上都有」這句話，是針對「真實義愚」的這個部份而講的，

這種無明是在一切煩惱上都有的。 

  對我們而言，這真是一件好事。既然無明遍於一切煩惱，那麼，只要

消除了無明，也就能夠消除一切的煩惱。經典中亦常提到：若滅除無明，

則一切煩惱、一切業、一切有為都滅。在很多的論典裡也都這樣說，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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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中論》中說，一切都是由無明而起，一旦滅除了無明，也就滅除了

一切。在《緣起贊》中說：「世間所有諸衰損，其根乃為無明闇，由何觀

照能速滅，是故宣說緣起法。」一切煩惱的根源都是來自於無明，如果能

遮破無明，也就能遮破一切煩惱。若要遮破無明，方法是什麼？就要去了

解「法的道理」。要了解法的什麼道理？要了解「緣起之理」。 

  之前在講「貪」煩惱時曾講過，貪欲的生起，是如何以應成所主張的

諦實成立之法為基礎，而後是自續、唯識、下宗義…。所謂的「愚矇於法

的道理」，這道理中最深細的，對於最深細的道理的愚矇，只要見緣起法，

便能遮破。法的粗細之分有很多，對於法的愚矇，亦有很多的粗細之分。

同樣的，對於業果的愚矇，對於法的能力的愚矇，在我們身上都有。因此，

對於「我們自己有這些無明」的這點辨識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經典上所講

的一般，我們自己身上就有這些無明，這是必須去辨識的。如果不能如此

去辨識，以為自己是個很有智慧的人、以為自己什麼都懂，事實上是錯上

加錯。我們現在的無明，正如經典中所講的一般，有時，明明自己沒有能

力卻自以為有能力，明明不懂卻以為懂了的這種無明，是可能會有的。自

己的情況自己卻不認識，明明必須依靠別人卻以為自己不需要靠別人。如

果粗略地講「緣起之理」的話，雖然我們必須依靠他人，比如，我們需要

依靠鄰居、依靠朋友，但我們心裡卻有著「不需要依靠他們」的這種想法。

這種想法即是無明。如果對於「我覺得不需要靠別人的這種想法，其實是

無明」的這件事情，自己知道的話，而想著「這種無明，在我的心相續上

是有的」，這種對自己情況的辨識，是須要的。我們必須認識自己。 

  《對法集論》云：「無明是三界之無知，對諸法生起顛倒、懷疑、一

切煩惱的造作者」無論是欲界、色界、無色界，都有其各自所不知道的情

況，都有愚矇於各自之法的無知。由於對於三界各自的情況不明，而對三

界生起貪欲、煩惱，造了業，由此而一再地在三界中輪迴流轉。「對諸法

生起顛倒、懷疑、一切煩惱的造作者」由於愚矇於法的情況，而生起了顛

倒，有時會生起疑，在這些顛倒與疑之上，我們的煩惱造了很多業，而於

輪迴中流轉。所以，業的最主要造作者，就是這愚矇無明。(何等無明。謂

三界無知為體。於諸法中邪決定疑雜生起所依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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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諸法生起顛倒、懷疑、一切煩惱的造作者」這句話也說明了無明

的作用，它有能力使我們在輪迴中流轉。這種愚矇才稱之為無明。如果是

不知道某人的名字 、不知道某地方的名字的這種無知，並不算在煩惱的無

明中。所謂的「煩惱的無明」指的是，依於它，會生起其他的煩惱，使我

們造惡業的愚矇。這裡的愚矇，並沒有把一般我們講的無知全部都包括進

去。 

疑 

  以無知為基礎，我們會生起「疑」。《對法集論》云：「於諦產生二

心，同時亦是令吾人不趣入善品之造作者。」這裡的「諦」指的是對於二

諦、四諦。那麼，什麼是二諦與四諦呢？二諦指的是世俗廣大道次、勝義

甚深道次。四諦指的是入輪迴的情況（苦集）及出輪迴的情況（滅道）。

這些，都與我們的取捨有關，都是我們實修的對境。由於對此不了解而生

起疑惑。(何等為疑。謂於諦猶豫為體。善品不生所依為業。) 

  為什麼會有疑惑？最主要是因為有愚矇。以無明為基礎，由之而生起

疑，依於疑，內心裡覺得「是不是真的像佛法裡講的那樣呢？」因為這樣

想，我們就會有膽去做壞事。我們的情況不是這樣嗎？雖然對某些情況是

聽說了，但是，為什麼還會去做惡事？是因為心裡並不肯定（做壞事一定

會有惡果），由於疑的關係，才會去做惡事。 

  以上，是五個「非見煩惱」。從貪到疑這五個煩惱之間，它們心裡並

沒有想著「這是我的想法」的這種決定，而是很自然地生起的煩惱，並不

是經由「我的想法」去觀察下判斷而產生的煩惱，稱之為「非見煩惱」。

舉個例子來說，之前曾經提過，在《俱舍論》說：依於愚蒙而生起疑，之

後再生起的是邪見、之後是薩迦耶見、之後依之而生起邊執見。由此可知，

在煩惱生起之時，見煩惱與非見煩惱是混合著生起的。由於補特伽羅有各

種各樣的想法，因此，並不一定非要順著某一種因果順序來說明。 

  接下來講五個「見煩惱」：薩迦耶見、邊執見、見取見、戒禁取見、

邪見。這五者中最根本的，是認為「我是最重要的」。在「我的想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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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見解」之前，還有一個基礎，那就是：我很重要！在想法裡，帶有一個

「我」。所以，在這五個見煩惱裡，薩迦耶見排在最先。 

薩迦耶見 

  所謂的「薩迦耶見」指的是，對於自己的五蘊等，我們心裡將其稱之

為「我」，以此為所緣境，而後執為「有我」(實有)，是不需要觀待他者、

自己就可以獨立成立，認為我非常重要。這種心，就稱為「執我之薩迦耶

見」。依於它，而後引生出的「我的」「我的蘊」「我的友」「我的敵」

的想法，這種「我的」想法的執著力量，就稱之為「執我所之薩迦耶見」。

以上可知，「薩迦耶見」分二：執我之薩迦耶見、執我所之薩迦耶見。 

  這裡有一點是要了解的：以念珠為例。所謂的「執我所之薩迦耶見」，

若是說「念珠是我的」時，會生起執我所之薩迦耶見，但此時，並不是在

念珠上生起的，而是在「我的」之上生起的。關於這點，大家要清楚。 

  如果在念珠上生起「成立為我」的執著，就成「法我執」，而不會是

薩迦耶見或是補特伽羅我執。現在所講的薩迦耶見，並不是法我執，而是

「補特伽羅我執」。 

  這種「執我所之薩迦耶見」，由於我們的執著很強，在我們運用到「我

的」之時，都存在著執我所之薩迦耶見」，只要我們一旦運用到「我的」

這個詞句時，它就存在。我們會說：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中心、我

的上師、我的宗派，此時「執我所之薩迦耶見」，在它們之上都有。所以，

我們必須去認識它。 

  不過，如果光只是說「是我的」，並不是薩迦耶見。這二者之間還是

有差別的。某個東西當然可以是我的，但是，是怎麼個是法？「我，是一

個成立為我的，是獨立存在，是非常重要，完全不需要依賴他者之我。這

東西，是這樣的我在使用的。（這東西的使用者，是這樣的一個我）」。

透過這種「我」的力量，而說「我的」，這是執我所之薩迦耶見。若只是

在名言上說「我是存在」「我是可能成佛的」的這個「我」，是有的，是

存在的。「我受苦」「我在輪迴中流轉」「我最後會成佛」的這些名言上

說的「我」，這個「我」，是可以有他的東西的，他也有他的宗派，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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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有他的母親朋友等等，都有，而這些，並不算是「執我所之薩迦

耶見」。現在我們所講的執我所之薩迦耶見，主要是在「我所」的執持方

式。它是由「執我的薩迦耶見」，是由「成立為我的，是獨立存在，是非

常重要，完全不需要依賴他者之我」所使用的東西，這樣的我所，這種想

法，才稱之為「執我所之薩迦耶見」。 

  名言上的我與執我的薩迦耶見，這二者是有差別的，但對我們而言，

因為我執的力量太強，就變成很難去區分。特別是，因為我執的力量太強

的緣故，連我們到底有沒有去執持在名言上的我，都沒有辦法去區分了。

我們心裡在執我之時，就一定有執我的薩迦耶見。由於執我的薩迦耶見太

強，我們變得完全無法去區分這二者（執名言上的我與執我的薩迦耶見）。

當我們在講話時，一開頭，我們講「我是這麼想的，…」時，這話一講，

就完了，那時，薩迦耶見已經進來了。當我們講「我的想法是…」時，就

已經是在講「執我所的薩迦耶見」的話了，對我們而言，幾乎不會是在講

「名言上的我」的話。 

  這二種情況（執名言上的我與執我所的薩迦耶見），不是名言上的我，

而是執我所的薩迦耶見，是把他人放得遠遠的，這也使得他人也把我們遠

遠地放在一邊，如此一來，彼此忽略、生起彼此傷害的心、生起敢去害別

人的心，等等這些的惡業，都是從這裡開始的。反之，「名言上存在的我」，

這個唯依賴於他人的我，是透過唯依賴他人的方式才能說「我的」，才能

去想「我」或是「我的」。當這樣去想的時候，所謂的「他人」，與自己

的距離就會愈來愈拉近，因為是唯依賴於他人，如果沒有他人的話，也就

沒有我了。如此，如果懂得去思考「名言上存在的我」的話，愈是這樣去

思考，其他人就會與自己的心愈來愈靠近，愈能考慮到別人，所謂的「他

人」都不會是外人。所以，這二者，一個是使得他人成為我們的朋友，另

一，是使他人成為敵人。 

  執我所之薩迦耶見，主要是依於執我之薩迦耶見而產生。正如月稱論

師在《入中論》中所說：「最初說我而執我，次言我所則著法。」首先生

起執我之薩迦耶見，而後生起執我所的薩迦耶見。就分類上來講，薩迦耶

見分為執我之薩迦耶見與執我所之薩迦耶見。薩迦耶見的定義，《對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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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薩迦耶見是：對於我們的近取五蘊，真實見之為我、我所之忍、

欲、慧、尋思、見；一切見之所依處。」從定義裡也可以看出薩迦耶見包

含了二個部份，唯依於五蘊而生起的「執我為諦實成立」，以及，安立了

五蘊而後生起的「我的色蘊」「我的受蘊」「我的想蘊」等，從思考方式

上而生起的「執我所」。（定義中所講到的忍欲慧…等，其解釋如下）「忍」

指的是，因為自己有某種想法，為此，無論遇到多少困難，也能忍受，因

為這是自己的想法；如果是別人的想法，（遇到困難）馬上會說「這種想

法是錯的」，因為是自己的想法，所以，即使有錯，也可以忍受。「欲」

指的是，這種心，它的想法是包括了對某事物的欲求。我們所講的「我的

見解」「我的看法」，在這種與看法見解有關的種類裡，就包含了「欲求」

的自性。「慧」指的是，對這些想法，也會以智慧去檢驗。「尋思」指的

是觀察檢驗。「見」指的是最後產生了決定：我的看法是這個，我的宗義

是這個。以上，是薩迦耶見的作用。 

  在這個定義裡，也括了二個部份：「於五蘊上見為有我」及「於五蘊

上見為有我所」。前者（執我之薩迦耶見）指的是，在「依於五蘊而安立

的我」之上，執為有我。這個「依於五蘊而安立的我」，這個補特伽羅，

我們一直稱之為「我」的這個，我們會想著：我是從前世來的，我會到後

世去。不只我們現在心裡想著此生的我，無始以來心中就一直想著我。昨

天，我們心裡也想著「我」，一、二年前，我們心裡也想著「我」，前世，

我們心裡也想著「我」，後世，我們心裡也想「我」。無論前世還是來生，

都有一個「我」存在。在這樣的「我」上，執其成立為我(有我、實有)，

認為這個我是獨立的、不觀待於他者而成立的。有這種執持，便稱之為「執

我之薩迦耶見」。 

  這個使得「執我之薩迦耶見」產生的「我」，到底是什麼樣子？會從

前世到來生的這個「我」，有時五蘊皆具，有時只具五蘊中的一些。因此，

這個「我」，只是「依於五蘊隨一，唯安立而有」的。因此，「依於五蘊

隨一，執『能成立為我』」的這個我執，其意思，並不是說，直接把五蘊

稱之為我，而是，把這個「唯依於五蘊安立而有之我」，執其成立為「我」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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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於五蘊上計我所」，是直接以五蘊為有法，五蘊，是我們所

使用的。比如，色蘊，是我們所使用的；我們的苦樂感受等，是我們所受

用的；談到我們的「想」，指的就是我們的見解看法，這也是我們所使用

的。同樣的，「行」指的是我的工作，這也是我們所使用的。「識」指的

是我的心，這也是我們所使用的。因此，有時，我們會稱我們的身體為「我」

而看得很重要。對這個身體稱之為「我」，看得很重要，特別是生起很多

的貪著。同樣的，有時，會對自己的苦樂感受、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歡

與否看成最主要。我們真的都會這樣，若說「我不想」，就覺得是該扔的；

若說「我想」，就覺得是該要的、該去的。像這樣，我們對於「受蘊」上

的「我的」看得很重。同樣的，「想」也是如此，「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若不照這樣，那不行。你走你的路，我走我的路。」在想法上，把「我的」

看得很重要。同樣的，「我的工作」「我的目標」「這是我的工作」，把

這些看得很重要。從前世到後世，都有著「我的心」，於此上，我們認為

那是「我的」。如此，在五蘊之上，都有這個「我所之見」。 

  以上所說明的，是在《對法集論》裡講的「依於五蘊，我們會生起執

我與執我所之薩迦耶見」，以及薩迦耶見可以區分為二。另外，有一種講

法是，薩迦耶見分為二十種，意即：依於五蘊，執我的方法各有四種，所

以共有二十種。執我的這四種方法，以色蘊為例，分別是： 

  1.「色即是我」（色，成立為我）的見解：講到我時，尋找其施設義

時，好像可以在色蘊上找到。可以在色蘊上安立我。亦即，所謂的「我」，

如果去找的話，可以在色蘊上找得到。 

  2.「我具有色」的見解：「我」，雖然不是在色蘊上去尋找的，但是，

就「我具有色」的這個部份而言，成立有我。剛才的「色即是我」的意思

是，是透由「我可以在色蘊上找到」的這個方式而成立為我；「我具有色」

的意思則是，透由「我具有色」的方式成立有我。 

  關於此，在《入中論》有一段話：「我非有色色非我，色中無我我無

色。」參照這段話，可能會比較清楚。 

  3.「色是我的」：色蘊是屬於我來使用的。透過這個方式來成立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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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我住色中」：我安住於色蘊中。依於色蘊，所以我可以成立。一

般我們都會說「唯依於色而安立」，但這裡的意思不是這樣，而是「因為

依於色，所以可以成立為我」。 

  大家是不是覺得差不多一樣呢？用另種方法再說一次： 

  1.若在色蘊上找得到我，這是我存在的第一種方式 

  2.若我與色是一起的，這是我存在的第二種方式 

  3.色是屬於我來使用，這是第三種我存在的方式 

  4.色為因，依於色，而我安住，這是第四種我存在的方式 

問答 

    問：是否前二「我與色為一」，後二「我與色為異」？ 

    答：雖然也許有可能有人會如此解釋，但是，這四項中，只有第一項

可以說是「蘊我體性為一」，其他三項不是。一般在解釋時，講到這二十

種薩迦耶見，而後在其上，針對「蘊我體性為一」「蘊我體性為異」這二

方面去遮破。但是，所謂的「蘊我體性為一」，以我的看法來講的話，「依

於色蘊，可以找得到我」只有這一項可以說是「蘊我體性為一」。不過，

如果只以「有關係」這個角度來講，可以說是「一」。 

  亦即，關於「蘊我體性為一」的「一」的解釋方式，如果只以「有關

係」就可以說是「一」的話，那麼它所可以包括的範圍就會變廣，這四者

都可以成為「蘊我體性為一」的所遮。若是在「這是不是我」的角度上來

談是不是體性一的話，就只有第一項會成為「蘊我體性為一」的所遮。 

  與色有關的薩迦耶見其實還有更多，以色為主而在其上生起薩迦耶

見，在其生起後，我們觀察它是如何生起的。比如，我聽到某位學員的名

字，馬上便想到他的形貌、身體的樣子；再比如，有時頭痛時，覺得自己

的頭很重要，以頭為主而生起了一個薩迦耶見，因此，在與色的關係上生

起了很多各種不同的薩迦耶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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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感受來說，受有很多種，受愈多，與受有關的薩迦耶見就多，這

是一樣的道理。受生起時，薩迦耶見也會生起，這些薩迦耶見都是與受有

關係的薩迦耶見，如此生起之後，我們說，受上面有一個我，當快樂或痛

苦時，有一個很強的執著心，這個原因是感受影響的我執薩迦耶見，受的

感受強時，心裡想的是：「我是那麼痛苦！」「我很快樂，我是那麼快樂！」

此時，依於受而安立之我，我們會一直執著這個我是存在的，在此之上，

我們會生起薩迦耶見。 

問答 

    問：到底是誰在執著我是存在的呢？到底是誰覺得我重要呢？ 

    答：當我們聽到一個名字時，便馬上想到這個人的形貌，然後對這個

色的執著心便生起。比如說念珠，當一聽到這個名字，便馬上想到這個念

珠的樣子，那個樣子上，生起「是念珠」之執著心、分別心。同時，我們

自己有時身體不舒服、希望身體健康時，那時會生起這種心：我是全部都

靠在身體上的，或說，身體上面我是存在的。心想到了身體，喜歡著身體

時，在身體上的我的執著心便會生起。 

  當我們心中想著「我的身體」時，無論我們想的是身體的顏色還是形

狀，心裡想得愈多，依於這些不同的想法與念頭，而生起的「我」的力道

就會愈大。一般而言，雖然「我」是依於身體的形狀，但是，「執『依於

身體的我』是諦實成立」的心，其力道會很強。我們去思考身體的方式有

很多種，無論是形狀、胖瘦…等等。就如同這些各種不同的對身體的思考

方式，依之而生起的對「我」的思考方式也會有各種各樣。  

  所以，對於色蘊有多少的各種思考方式，就會產生多少「依於色蘊而

安立的我是諦實成立」的薩迦耶見。再者，於色蘊之上，「我」的依靠方

式（「我」去依靠色蘊而安立的方式），有時，是「就是在色蘊上，可以

找到我」，亦即「色蘊就是我」的這種執我的方式；有時，是「雖然說色

蘊並不是我，但是，我，是和色蘊在一起的一個獨立的我」，亦即「我具

有色」的這種執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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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以色蘊為例，同樣的，依於不同的蘊便會有不同的薩迦耶見產

生。這裡雖然講了二十種，事實上，一般而言，由於補特伽羅有各種各樣，

其思考方式也會有各種各樣，這是很可能的。所以，薩迦耶見不只二十種，

一天當中我們生起的薩迦耶見到底有多少，是沒有辦法算的。五蘊中，有

時是二個、三個、四個蘊一起而產生薩迦耶見。薩迦耶見是我們生起「我」

的想法，而生起「我」的想法靠的是五蘊裡的種種蘊，藉著不同之蘊而生

起種種不同的薩迦耶見。 

    問：請問「我所」的生起次第，是否一定要先執「我是獨立不依靠他

人存在」的想法，然後會生起「我所」？ 

    答：對。 

    問：能否就「非見」舉個例子？ 

    答：比如，在書上生起執著心，一看到書，覺得書是諦實成立的，這

是無明，這種就算是非見。 

    問：無明分為「愚蒙於業果」、「愚蒙於真實義」。請問，經論中提

到證到「四不壞淨」即證到初果，而四不壞淨並沒有提到證真實義，為什

麼？（四不壞境，指對佛、法、僧、戒此四信心不退即證到初果） 

    答：得到預流果時，就算是聖僧。所謂的「算是聖僧」的意思是，在

皈依的對境佛法僧三寶中，最低的是僧寶。得到了預流果，才能算在皈依

境中。要能被算在皈依境中，對於三皈依的疑，必須要斷除，必須要獲得

對於三皈依生起信心的證量。生起了這樣的證量，便能斷除對於三皈依的

疑。同樣的，三學中的戒，是佛法中最主要的。我們是佛陀的追隨者，被

我們放在皈依境的聖僧，他們內心相續的戒學，必須要是圓滿的，必須如

法的實踐、一點都沒有過失，那麼，就必須要生起戒學的證量。 

  你要問的問題我並不很清楚，但我想，你的問題也許是這個。 

    問：為什麼「四不壞淨」中沒有提到證空性這件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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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就「是否成為皈依境」這件事情而言，並不是從「是否證空性」

這個角度來看的。要成為皈依境，最主要的證量是什麼？必須從他們自己

那一面生起圓滿的皈依證量，以及即使只是一毫髮對於三寶的疑也必須斷

除。所謂的「斷除對三寶的疑」，是非常不容易的。在我們的心相續裡，

對三寶的疑是很多的。我們的對三寶的信，只是嘴上說說，在心裡，其實

是充滿懷疑的。要成為皈依境，必須圓滿地斷除對三寶的疑，同時，還要

如理地實踐三學的這種圓滿的皈依，也必須要具量（完全符合定義）才行。 

  三學中的戒學，是佛教最主要的根本，因此，要能成為佛陀隨行者的

皈依境，戒學實修的圓滿，就必須在他的心相續中成就才行。以上，主要

是從「是否能成為皈依境」的角度來講的。 

  至於要獲得預流果，必須要證得空性。你的問題是，為什麼關於這一

點，經典裡沒有提到嗎？（學員答：是） 

  一果（初果），成就了這個果位之僧才可以成為我們皈依的對象。我

們皈依的對象是佛法僧三寶，僧寶是三寶之一，何時才能成為正確的僧寶

呢？是在成就預流果時。仁波切以他自己為例，他算不算僧？算，但算不

算是正確的三皈依中的僧寶？不算。正確的僧寶是成就預流果之後，成就

預流果的僧才能算是我們三皈依中的僧寶。 

  成為我們皈依對境的僧寶須要什麼條件？須要斷除皈依佛法僧上面的

懷疑，要斷除對三寶的懷疑是不簡單的事情，我們以為自己有信心，其實

並沒有，我們的信心只在嘴巴上而已，要斷除這些懷疑是很難的。他自己

在進入成為我們的皈依境之前，他自己本身對於皈依的懷疑要先斷除，皈

依的證量他也須要得到，此外，還須要弘揚佛法，在祈請皈依境時，我們

不也一直祈請他們弘揚佛法嗎？要弘揚佛法，首先要知道佛法根本修行證

量是戒律，因此，戒的證量他也要成就，否則不能成為我們皈依的對境。

因此，為什麼成為預流果須要這四個條件，主要是因為他要成為我們皈依

的對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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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這四個以外，預流聖者還有沒有其他的功德？當然有。若沒有證空

性，便沒有辦法真正 斷除對三寶的懷疑，要斷除對三寶的懷疑一定要證空

性，未證空性前不可能斷除對三寶的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