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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諦四聖諦四聖諦四聖諦    ((((八八八八))))】】】】            

講授：雪歌仁波切     

2005/11/17 

四聖諦與道次第四聖諦與道次第四聖諦與道次第四聖諦與道次第    

學習四聖諦，除了會幫助我們認識佛法外，在道次修行時，無論在哪

個階段都很有幫助。比如，剛開始在「暇滿難得」裡，我們都會說，得到

今生的人身多麼珍貴難得。若不了解四聖諦的話，就不會覺得人身難得為

什麼？因為，我們不知怎麼得到人身它的因是甚麼？或其他眾生生於三惡

道的因是甚麼？若對這些「因」不清楚，我們不會覺得到人身難得，所以

我們要了解這些因果的關係。若了解四聖諦，這些因果關係就能清楚。比

如，了解生於三惡道之因、三善道之因是甚麼，就會清楚自己造了那麼多

三惡道的因，三善道的因卻那麼少，所以學習四聖諦，對於體會人身難得

相當有幫助。於這個人身多麼珍貴的體會，也有幫助，為什麼呢？因為，

有這個人身，我們才有機會可以思惟得輪迴的因是什麼、如何斷除輪迴；

如果墮三惡道，就完全沒有機會沒有辦法了解四聖諦。所以我們了解四聖

諦是很不可思議，透過這個，我們才會知道這個人身多麼珍貴、殊勝，所

以「暇滿難得、有意義」。 我們要了解暇滿，要了解難得，要了解有意義，

也是靠四聖諦，不瞭解四聖諦的話，我們都不瞭解人身是那麼難得、那麼

殊勝。所以，學習四聖諦，對於了解暇滿、難得，相當有幫助。 

四聖諦，對皈依也有幫助。了解四聖諦，才會了解法寶，才能看得到

真正有一個能解脫的方法。所謂「法」，指的是解脫的方法，無論是自己或

他人解脫的方法，是法寶。所以我們了解四聖諦才會知道法寶，知道法寶

才會知道佛寶、才會知道僧寶。若不了解法寶，我們就不會知道佛與僧寶，

所以，四聖諦對皈依是相當有幫助的。不只認識三寶而已，我們心裡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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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皈依的話，也要靠思惟四聖諦。比如，我們思惟苦諦集諦時，心裡才會

生起很強很猛烈的厭離心；思惟滅諦道諦的話，我心中才會對三寶肯定能

救我的信心生起。所以皈依最主要的兩個因（恐懼與信心），也是靠思惟、

了解四聖諦，若沒有四聖諦，我們也不會生起皈依這二因，當然不可能生

起皈依。 

皈依後，皈依學處我們能否做到，也在於對四聖諦的定解心。透由四

聖諦的因與果生起堅定信解，便一定會按照業果道理而如實去做、去修。

因此可以說，修習皈依學處與業果，也要依靠思惟四聖諦。至於中士道更

不用說，本身所修的主要就是四聖諦；上士道也是如此，我們在其他眾生

身上思惟四聖諦的因果關係，才能生起對眾生的悲心、發菩提心，否則，

沒有辦法生起悲心。悲心與菩提心，必須靠思惟其他眾生在四聖諦的情形，

才能生起。由上可知，思惟了解四聖諦，在道次的每個階段都是很重要的。 

四聖諦與世間生活四聖諦與世間生活四聖諦與世間生活四聖諦與世間生活    

一般世間人思惟四聖諦也相當有幫助。思惟四聖諦，會讓我們在面對

世事時，進一步想到：這件事或有沒有意義？只是受我自己的感受影響而

已嗎？還是它真的有意義？四聖諦裡講，我們心裡都有一種離苦得樂的感

受，但這種感受對不對？是四聖諦討論、思惟的主題。我們內心想離苦得

樂，這是對的，但我們對於苦與樂的認識並不正確，而且，也不知道離苦

得樂的正確方法，也就是，苦的因不知道，樂的因也不知道。所以，對這

些內容一直研究、思惟，這樣對我們會有甚麼幫助呢？我們就會了解到：

哦！我平常的感受不是那麼重要，這個感受常常會騙我。對這個感受，我

們要看自己認識得對不對？對與不對的著眼點、不是看短期的，要看它有

沒有意義，而且是要看來世、來世的來世…，看很遠很長的一條路。所以

我們如果常常這樣去思惟，漸漸地，我們會習慣，不會那麼衝動，我自己

感受甚麼，馬上就受不了、不會像完全沒有思惟四聖諦之前，馬上被感受

整個帶走了，不會那麼重視自己的感受而跟著跑。常常思惟四聖諦，對我

們有甚麼幫助呢？我們不會那麼笨，好騙，一直跟著感受跑，我們會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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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感受的對或不對。 

四聖諦講這個因的果報是甚麼，好的果報或不好的果報會看遠一點，

我們這樣思惟之後，慢慢地自己會觀察：這件事情我這樣做，以後會出現

的果報會如何，所以現在我做的要小心。我們在這方面會注意。如果這樣

去注意的話，慢慢地，我們此生處理一些事情的智慧也會增長，不會求近

利，眼光會放遠一點。比如，若我這樣做，有甚麼結果？一年以後會有什

麼樣的果報？之後，還有甚麼果報？…我們就會看比較遠的路。因此，思

惟四聖諦對增長智慧也有幫助。 

好比，一個人本來是想什麼就講出來的人，不會觀察這話講出來，有

沒有意義？價值？但，思惟四聖諦之後，自己就慢慢會去觀察，如此一來，

別人也會覺得這個人不是愚稚之人，腦筋不錯，要注意它講的話，別人就

不會那麼看不起。如果我們自己沒有智慧，而且也不會去注意自己的行為

言談，當然別人會看不起了。如果我們講的話完全沒意義、胡說八道，一

開口就停不下來一直說，有時候說話太多，完全沒有意義，想到甚麼就說

甚麼，旁邊的人會怎麼看？若要別人看重、對自己好一點，那麼，自己的

言語行為要有意義，別人會想，這個人平常講話有意義，不會隨便講，所

以他說得這番話一定有意義。因此，要得到別人的尊重，也要思惟四聖諦，

觀察自己的語言、行為，觀察之後再做的話，別人一定會看得起我們。不

但別人看得起我們，自己的智慧也會增長。 

    （仁波切問大家上次講的內容，同學不太能完整回答，於是仁波切作

了以下開示）佛法的學習，不可能一次就知道的。以道次第來說，也弘傳

了很多很多次，一直有師長在傳，不斷再傳，這就表示不可能教一次大家

就懂了。以前宗大師傳法時也是多次一直傳講。所以，聽一次就馬上懂是

不可能的，若是一講就懂的人，大概是快要成佛了吧。 

業集與煩惱集之關係業集與煩惱集之關係業集與煩惱集之關係業集與煩惱集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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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聖諦 2005TP-008-20051117                   -4/11-                      四諦講修佛學會修訂  

集諦的四個行相已經講完了；集諦分為煩惱集與業集，這也講過了；

業集，有感果報能力的，我們稱它為業，在業之前就是煩惱。所以，煩惱

集在前面，而後有業集。另外，業集與果報中間，也是要有煩惱集，為什

麼呢？因為，業集是一個因，業要成熟的話，需要煩惱集的幫助。在煩惱

集之後，也有業集，這種業集，是快要感得果報的業集。因此，業集可分

為還未成熟的業集（因）與已經成熟的業集，果報成熟之前的業。即： 

先有（1）煩惱集 → 然後有（2）業集(還沒有成熟的業集)  

        （十二因緣之「行」）   （十二因緣之「愛、取」）      

→（3）煩惱集(幫助它成熟)→（4）成熟的業集出現 

    （十二因緣之「有」）        (「有」是有果報的意思)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1）時先不要生起煩惱，若生起煩惱，就一定會造

作一個業，所以，不要生起煩惱是很重要的；若煩惱生起的話，還是盡量

不要去造業，比如，我生氣了（煩惱集），快要開口罵人時努力閉嘴，讓自

己不要罵出來、也就是不要讓業集出現。最主要是沒有生起煩惱的話，當

然我們不會造業，但生起煩惱之後，要讓業停掉，不讓業生起是很困難的，

但還是要儘量做。造了業，以我們現在來說，早就造了無量無邊的業，但

還有一個機會：已造的業會不會感得果報，需要煩惱使它成熟，不讓煩惱

生起的話，煩惱就不會幫助業成熟，所以，這個中間，就是我們的機會所

在。這種煩惱，以十二因緣來講就是「愛、取」二支，不過，也不一定只

有這個。(2)〞業集〞如果以十二因緣的角度來看，是就引業的角度講，但

不一定是引業，它也有滿業（在其中）。不過現在我們講的煩惱集、業集，

並沒有特別指引業或滿業，只是，若以引業的角度來說，它是十二因緣中

的「行」；讓引業成熟的煩惱集，是十二因緣中的「愛、取」。而後，前面

引業的「行」成熟的話，成熟之後在十二因緣中我們稱之為「有」。以上這

種解釋，是就引業的角度而非滿業的角度講。但不論引業或滿業，都有這

種「先種，然後讓它成熟」的兩個階段，先種是前面，先有煩惱，種了一

個業，然後是讓這個業成熟的煩惱，然後是成熟的一個業。若就滿業的角

度，就不是從十二因緣去講，為什麼呢？因為十二因緣中沒有講滿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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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緣主要是以「死」「投胎」這兩個角度講，所以是從引業的角度講，不

需要講滿業。但是不管引業、滿業都是先有煩惱種下一個業，然後再由煩

惱讓業達到成熟階段。 

這些煩惱集與業集，對我們來說，有些是要的，有些是不要的。我們

要的，是能讓我們投生三善道的「煩惱集─業集─煩惱集─業集」；我們不

要的，是能讓我們投生三惡道的「煩惱集─業集─煩惱集─業集」。所以，

我們不能這樣想：「煩惱集─業集─煩惱集─業集」都是對我們不好的，為

什麼呢？因為，現在我們沒有辦法這一生就解脫，若這一生可以解脫的話，

那，整個「煩惱集─業集─煩惱集─業集」我們都不要，但現在我們沒有

辦法此生就解脫，所以來世一定要再繼續投生。既然要來世，就要一個好

的來世，要一個在輪迴中好的異熟果。 

既然「煩惱集─業集─煩惱集─業集」有讓我們墮三惡道，也能讓我

們投生三善道的因，所以投生三善道，也是有煩惱集。比如，由於我執心

的造作出來，我自己很重要，我的來世，來世我要投胎人身、來世我要有

福、來世我的身體要好，為此，我這今生就修、就受戒、布施、修忍辱，

這麼做，是由於愛自己的貪心而修。我們現在也是這樣，大家來這裡修習

佛法，也是為了準備來世，我們愛自己，所以我的來世要好一點，這也是

煩惱集、業集。所以，煩惱集是我要學佛，我要修行，我們現在來這裡，

來這裡要做甚麼呢？─這就是業集─投生三善道的業集。因此，我們不可

以說業集也是煩惱造作出來的，我就不需要。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我們現

在需要這些業集。但，慢慢地，當我們修得很好的時候，就可以說，我來

世不要投胎。不過，想一想「不要投生」的話，那我要去哪裡？有時候心

裡會怕。(有同學說：那去當菩薩好了)當菩薩是在哪裡？在天空裡嗎？若真

正的「不見了」的話怎麼辦？這也恐怖吧。 

上面講的「煩惱集─業集─煩惱集─業集」這種方式，各位有沒有感

覺一個是剛開始種了一個種子，另一個是把前面種的種子成熟的階段。但

是不可以想：只有單純在開始時種種子而已，沒有後面成熟的過程；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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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一個業而已，沒有再造一個新的業，這種認識不正確，因為，這邊造

了一個新的業，那邊也在幫助一個以前的業成熟。 

比如，以我自己為例：別人罵我，我感受到不舒服，所以就罵他。在

此時，我感受「不舒服」是以前的果報，是前業的成熟，而我「罵回去」

則是又造了一個新業。我們會想「不舒服」與「罵人」是一件事，但其實，

它是同時一邊成熟舊業、一邊造作新業。當我罵他時，是讓自己內心嗔心

的習氣成熟了，而且現在，我又新種了一個種子，所以，果成熟的當時也

有因，因當時也有果，這邊幫助舊業成熟，那邊新業又造了，輾轉不停，

真的很可怕。又比如，我在罵他時，我心裡的很多煩惱習氣就會增長，雖

然此時看起來只有嗔恨心增長而已，但同時，愛我的心也增長了；愛我的

心增長時，而且我與他人比較時，愛自己更多一點的心，也會增長，所以

罵他時，所有的我愛的心都會增長，其他的煩惱如我慢心等也多少會增長，

牽一髮動全局，原本平靜的心，只要移動一角，就全部都被影響了。看起

來只有嗔恨心在作用，但同時影響到其他的煩惱習氣，同樣的以前所造的

業習氣也被牽動了。在集諦四行相「因集緣生」中的「集」，就是這個意思，

一個因，它會作很多事情、幫助很多果報成熟。所以剛才講到，我們不可

以想成：只是開始種了一個因而已，它沒有幫助其他業成熟，但是以一個

因的過程來說，是開始種了一個因，然後讓它成熟、然後感果。 

所謂對「煩惱的習氣」（業習氣）的影響，影響指的是：它們的力量因

此而增長，也就是，使它們能感得各自果報的力量增強。力量增強，果報

就會出現。 

業集與煩惱集之根本因業集與煩惱集之根本因業集與煩惱集之根本因業集與煩惱集之根本因：：：：無明無明無明無明    

現在各位對業集與煩惱集的關係，大概已經清楚了。接著，有一個很

重要的觀念我們要了解：無明，是所有的業集與煩惱集的根本因。「根本因」

的意思是所有的煩惱或業的中心在無明。比如，貪心生起時，貪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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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想法在哪裡？是甚麼？也是無明。尚未生起貪心之前，也有無明。

因此，無明為什麼是煩惱或業的根本因，有二個思惟的角度：貪心尚未生

起之前，是無明讓貪心生起。有無明，後面就會有貪心生起；當貪心已經

生起了，貪心真正的中心，主要是無明。貪心本身有很多想法，比如：我

貪這種東西，覺得這個東西那麼漂亮時，其實超過了這個東西的漂亮程度，

而且，我以常法的角度看個東西，又超過了，其實它不是常法。所以，在

貪心生起的當下，我心想得很多，如：漂亮、這個東西永遠在、我也永遠

在…，想的角度太多了，這很多想法裡，最主要的支撐，就是無明，一種

執著心。好比蓋一棟房子最重要的鋼筋支柱。它自己覺得：「哦！這是是實

有的，由於認為它是實有的，在實有之上就會有常法，就會超估它的漂亮…」

所以它真正的中心有「實有」的想法。但在貪心生起時，我們自己不認得、

也沒有仔細認清自己貪心生起時，心裡有甚麼想法，真正貪心裡面，是各

種想法整個都在一起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了解。了解的話，才會知道：

我們不須一一對治各別的煩惱，只要了解空性就好了，修習空性，就能滅

除所有的煩惱，好比取出房子結構中所有的鋼筋，房子就會垮了。懂得這

個關係，就會明白滅諦道諦是如何出現的，修那些道諦怎麼會證得滅諦。

所以我們要了解：無明是所有煩惱的根本因、無明如何是所有煩惱的根本

因，這是很重要的。 

    若不清楚無明與煩惱之間的關係，就完全不能明白：斷除無明的話，

怎麼能斷除煩惱。聖天菩薩是龍樹菩薩最主要的弟子，他所著的《四百論》

中說，無明，與其他的煩惱不一樣。聖天菩薩用了一個比喻，在眼耳鼻舌

身五根中，身根就像無明一樣，其他的根就只住在自己的根上，不會住在

其他根上，但是，身根卻遍於所有的根上，它不只在身根上有，同時，在

其他的根上也有。比如，眼根上也有身根，眼睛痛的話，我們也會感受到。 

問：那麼，無明與其他煩惱的關係是總別關係嗎？ 

答：無明與煩惱所在的位置是像上面所說，但本質上來說，不可以說

煩惱是無明，貪心是無明。木瓜、這個桌子上的木瓜，二者是總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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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明與貪心不是這種總別的關係。不是從「是不是」的角度談。貪心所

住的位置，無明又進去裡面，所以無明不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也會進去其

它的煩惱裡面，而是從「在不在」這個地方的角度談。無明，在自己的位

置上，而且也在別的（煩惱）的位置上。所以四百論裡用這個比喻，只有

身根能同時在自己及其他的根上，但其他的根都只能在自己的根上。比如，

眼根在眼睛不會在耳朵裡。所以，我們會清楚，無明存在於所有其它的煩

惱裡，而且，無明不是在一般的位置，而是在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位置。

這是就煩惱已經產生而言，無明普遍存在；在煩惱未產生之前，無明也已

經存在了，例如貪嗔還沒生起之前，無明就已經生起了，因為有無明，才

會產生那些貪心嗔心。無明，是貪嗔等煩惱能不能生起的因，也是貪嗔等

煩惱生起之後，能不能被支撐起來、持續下去的主因。有了對這種關係的

了解，便會知道：斷除無明的話，整個煩惱都會消除。所以，我們要解脫

的話，從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一直到無學道，其中，斷除無明、

斷除煩惱是從見道才開始。見道的修習，是針對每一個煩惱去對治嗎？不

是，而是修空性。修空性，就可以斷除所有的煩惱，原因，就是以上所講

的例子：無明與煩惱的關係；如同身根遍一切根的關係。 

【問答】 

問：無明，像房子的鋼筋般，是煩惱的根本。但，從空性的角度看，

鋼筋是從因緣而生、是空的，那，就沒有煩惱了。是不是這樣？ 

答：若真正了解的話，會明白：從有沒有的角度看，它原來當然是沒

有的。但是，我們卻一直想著它是永遠在的、永遠都有的。這是我們想錯

了，它是否存在、是否是實有，這是另一回事，但就我們這方面來說，我

們一直把它當成是實在的、實有的，這種想法，是貪心的根。要注意，我

並不是講「實有是貪心的根」，而是「實有的這種想法，是貪心的根」。無

明，是把所有的法都看成是實有的這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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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以「眼根上也有身根」為喻，是不是，無明是總，煩惱如貪心等

是別？ 

答：不能說：無明就是貪心，而是在貪心中，有無明。在貪心所住的

位置裡，無明也進去了。所以，無明當然有在自己的位置上，但，它也進

到別的煩惱中。 

問：如果在見道才正式斷除無明，那麼在這之前，我們要如何種下之

後斷除煩惱無明的因？ 

答：並非在資糧、加行二道時完全沒有修空性，而且，修空性對此二

道的修行者來講，是更重要的。「見道」的意思是，不只了解空性而已，就

像親眼看見一般清楚，即現證空性。比如，各位現在看見的放在眼前的面

紙，非常清楚。但是，若你現在閉上眼睛或頭轉過去，想一下剛才所看到

面紙，清楚嗎？不清不楚。若問各位有沒有了解，可以說是了解的，但是

不是清楚？並不清楚。睜開眼看到的面紙非常清楚，但眼睛一閉上，雖了

解但不清楚。 

對空性的了解也是如此，像親眼看到的那種了解，是見道時才有；若

只有了解但不是那麼清楚，就是在見道位之前的狀態。 

問：了解空性與見到空性有沒有任何直接關聯？能否藉著聞思佛法、

背熟空性的東西，而影響我真正見到空性的能力？ 

答：必須對剛才所講的那些都先學習先了解，才能現證。比如，就像

我們看到面前的面紙，就會有一種想法：我看到了，面紙是甚麼樣子…就

會描述，如果對於空性要這樣描述，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要學要修許

多東西，才會了解才會這樣描述。這是了解的階段，在了解之後，還要打

坐…等等。一般說，先有聞慧，也就是我聽了，我看到了這些理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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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知道了，了解空性了，這些是聞慧而已，不是思慧。我們可能會覺得

這是思慧，以為是自己思惟以後找到的，但其實不是，因為，我們知道的

那些理由都是靠書面、別人的口中找到的，是我聽、我想別人的理由而找

到的，並不是用自己的內心找到的，所以只能算聞慧。以這個聞慧，繼續

修之後，還會有另外的感受、另外的想法，自己的理由會出現，此時，了

解空性的程度又增長了，這是思慧，有了思慧之後，我們心裡已經有一點

感受，有了這些感受，就可以打坐。之前，在聞慧時沒有辦法打坐，心會

亂，那時空性並不會進入心中；有思慧就有希望，就有能力，空性與我們

的心中間就有了一種關係（有一點〞這空性是我的〞的那種感覺），那時才

可以打坐、才能修行，在空性上一直定，可能半小時、一小時，要這樣慢

慢地不斷修。在修的階段，也需要奢摩它、毗婆舍那，在毗婆舍那的階段

還是要修，毗婆舍那時，我們會稱它進入加行道了。加行道也有四個階段

（暖、頂、忍、世第一），也是一步一步要修，在這個過程裡，慢慢慢慢對

空性的認識會愈來愈清楚、越來越清楚。到這裡，大家可能會有疑問：為

什麼是愈來愈清楚？中間漸漸消除掉的是什麼障礙？是義共相。由於有義

共相，是沒有辦法直接看到空性的，只是透過自己的想像去了解空性，這

個想像我們稱它是義共相或共相。在加行道中，會一直這樣打坐（座上修），

透過義共相，在了解空性的過程裡，一方面慢慢增加對空性的了解，一方

面慢慢減少了義共相。一旦不再透過義共相、真正抓到證悟空性時，便是

見道。 

問：直到真正見到空性、到見道位，我所認識的空性就再也不會失去

了嗎？ 

答：不用到見道位，到資糧道中品以上就不會退轉了。對大乘資糧道

中品而言，在二十二個菩提心的第二個菩提心是「金菩提心」，「金」就是

不會退轉的意思。此時，不只對空性的證悟不會退轉，包括其他的一切證

悟都不會退轉。 

總結來說，空性的修持，在見道位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以聞思修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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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對空性的修慧即對空性上的奢摩它與毗婆舍那，而空性上的毗婆舍

那，是在進入加行道時生起的。空性上的毗婆舍那當然就是修慧，但此時

仍未現證空性，雖然已在修空性，但是是透過自己的想像(義共相)的樣子去

了解空性的，在透過義共相的同時也在消除義共相，漸漸會增長不再需要

透過義共相就能了解空性的能力。為什麼呢？因為，他一直看那個對境，

此時，沒有辦法，只能靠義共相、心一直抓真正的空性抓不到，心就一直

找，最後抓到了，義共相就不見了，不需要透過義共相時，就算是見道了。

那時空性就很清楚，此時，才有能力斷除無明，現證空性時，斷除無明的

能力才開始。從這裡開始，粗的無明、細的無明，一步步斷除。 

在見道位時斷除粗的無明，見道位之後是修道，修道位十地菩薩，初

地、二地、三地…每一個階段都有要斷除的無明，細的無明分為九種層次，

大中小三種層次中各又有大中小之分，就成了大大、大中、大小、中大、

中中、中小、小大、小中、小小。在修道中漸次斷除。粗的無明，在見道

位就會斷除掉，不像十地菩薩要斷除的無明分那麼多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