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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類學 30】 

雪歌仁波切講授  

2010/0103 

聞法動機 

《廣論》的內容，可說是五部大論的精要。想真正了解或深入，必須靠

攝類學等課程輔助。深入了解道次第教法，是我們學習的目標，因此，學

好攝類學等內容，即能幫助我們紮實地修學道次第。 

複習 

遮止，與排他同義。課本裡的用詞是「遮非與遮無」，但有時我們會用

「非遮與無遮」，用詞有別，但意義是一樣的。若藏文直譯，應是「非遮與

無遮」。中譯文翻成遮非與遮無，也許是從解釋或意義的角度來考量，然而，

這樣翻，依然沒抓到文字中的涵意。遮非與遮無，有點「所遮掉的是『非』、

所遮掉的是『無』」的感覺，但遮非遮無真正的意義，卻不是如此。 

  何謂非遮與無遮？一般而言，遮止或否定時，會有二種作法，一是從

「是非」的「非」來否定，一是從「有無」的「無」來否定。簡略解釋的

話，從「是非」的「非」來否定的遮止方式，即非遮；從「有無」的「無」

來否定，則是無遮。 

  無遮，即遮止掉後，再沒有一個特別成立的東西存在，完全沒有成立；

非遮，則是遮止掉的同時，還有成立。簡單來說，這就是非遮與無遮的定

義。 

  教這些，目的何在？遮止排他段落快結束的地方提到了：「由上所述，

抉擇建立排他，有何意義耶？為理解『凡是證悟補特伽羅無我比量之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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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量，皆是遮無，而必須不是遮非是及成立之任何一種』之文義故。」P91 

  大家都明白攝類學的內容，屬經部宗的思想，故說「補特伽羅無我」。

那麼，學習非遮無遮，到底有什麼作用？學習非遮無遮，能幫助我們認識

真正的補特伽羅無我。這有非常大的用處。因為，我們往往很容易錯認補

特伽羅無我，很容易自以為已經證悟補特伽羅無我了，因此，現在學習了

非遮無遮，即明白補特伽羅無我是一種無遮的法，到時就有智慧去正確區

分什麼是真正的補特伽羅無我。就這意思。 

  我們大多學過《菩提道次第廣論》，因此中觀的思想，會多一點。按中

觀角度，不說補特伽羅無我，而會說「空性」。因此，以中觀來說，我們學

習遮止排他，有何作用呢？同樣的道理，作用在於，將來學習空性或證悟

空性時，我們非常容易錯認空性，往往所證的不是空性，但卻自以為證悟

空性了。該如何防範此種過失？就是現在學好了非遮與無遮，到時，會有

判斷的智慧，較能正確區分到底它是真正的空性？還是自己錯解了？作用

就在這裡。 

  「凡證悟補特伽羅無我比量…」，剛開始了解補特伽羅無我的時候，我

們的心，是現量嗎？不是，剛開始了解時，我們的量識，一定是比量，而

且這比量的對境或它的直接所量，肯定是無遮的法。那個時候，如果所量

的對象、境裡，仍有非遮的法，那就不是補特伽羅無我了。因為，補特伽

羅無我，不是非遮，它完全沒有一個成立的法，它唯是無遮的法。因此，「凡

是證悟補特伽羅無我比量之直接所量，皆是遮無，而必須不是遮非是及成

立之任何一種。」這是說，如果量識的對境裡還有非遮或成立的法，那麼，

此量尚未達到補特伽羅無我。 

  因此，這裡的重點是，學了非遮無遮，將來學習補特伽羅無我也好，

或學習中觀的空性也好，極有大用。《廣論》或其他講空性的論典中，經常

不斷提到非遮無遮，因此，現在好好學，將來較容易理解這些空性的法。 

  存在的法，分成有為法和無為法。現在這邊，則分為成立法與遮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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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止法中，又可分為非遮和無遮。非遮裡，又分為義自相之非遮與知覺之

非遮。現在，有為法與無為法，如何與非遮無遮對照呢？能這樣子對一下，

也許你們會更容易明白。 

  首先，成立法，屬有為法還是無為法？成立法，存在於有為法，也存

在於無為法之中。然而，不能說一切有為法都是成立法，反之，也不能說

一切無為法都是成立法。因為，有為法之中，有成立的法，如瓶子柱子房

子…等，無為法之中，也有成立的法，如反體的「與瓶是一」，但是，有為

法中還有遮止法，無為法中也有遮止法。因此，不是一切有為法或無為法

都是成立法。 

  遮止法，與無為法及有為法，如何對照呢？遮止法，有為法裡有，無

為法裡也有。然而，同樣的，不能說一切有為法都是遮止法，因為其中還

有成立法；也不能說一切無為法都是遮止法，因為無為法中還有成立的法。

因此，遮止法，存在於有為法與無為法之中，但不是等於。我們可以從有

幾句關係來理解。 

  遮止法本身，又可區分為三種，一是義自相之排他，一是知覺之排他，

一是遮無之排他。首先，義自相之排他，屬有為法還是無為法？僅屬於有

為法。無為法中，無義自相之排他，因為，義自相之排他，即是自相。按

經部宗說法，有為法與自相，同義。所以，義自相之排他，必是有為法，

無為法一個也沒有。 

  義自相之排他與有為法之間，有何差別？範圍如何？有為法範圍大，

義自相之排他範圍小。因此，義自相之排他必是有為法，但有為法不一定

是義自相之排他。為什麼義自相之排他必是有為法呢？因為義自相之排

他，必須是自相，而自相，則是有為法。那麼，為什麼有為法不一定是義

自相之排他？因為，義自相之排他，乃遮止法，而有為法，不全是遮止法，

它也有成立法的。因此，有為法範圍大，義自相之排他範圍小。 

  知覺之排他，屬有為法還是無為法？必是無為法。有為法之中，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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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之排他。為什麼？知覺之排他的「知覺」，即分別心顯現的法，而分別心

的顯現，與常法同義。之前提過，現量的顯現境，與有為法同義，分別心

的顯現境，與無為法同義。因此，知覺之排他，必屬無為法的範圍，它肯

定是常法。因此，知覺之排他，不存在於有為法的範圍裡。 

  知覺之排他，與無為法同義？還是等於？都不是，二者範圍大小有別。

無為法範圍大，知覺之排他範圍小。知覺之排他，必是無為法，但無為法，

不一定是知覺之排他。知覺之排他，必是知覺、分別心的顯現境，因此它

一定是無為法。然而，無為法，不一定是知覺之排他，如補特伽羅無我，

它就不是知覺之排他。因為，知覺之排他，屬非遮，但補特伽羅無我，肯

定是無遮。因此，補特伽羅無我不是知覺之排他，但是無為法。 

  無遮，屬有為法還是無為法？無遮，都是無為法，有為法裡一個也沒

有。為什麼？因為，無遮，乃分別心否定的法，毫無存在的感覺，然而，

有為法，卻有一種能表功能、在那裡存在的能力。無遮，完全不是這種東

西，它不是有為法。 

  無遮，既然是無為法，那麼，二者範圍如何？無遮範圍小，無為法範

圍大。無遮，必是無為法，但無為法，不一定是無遮。何以無遮必是無為

法？因為無遮是存在的法，但它不是有為法，所以就必定是無為法啦。 

  無為法不一定是無遮，又該如何解釋？知覺之排他，是無為法，而無

為法裡，有成立的法，也有遮止的法，如與瓶是一，即是成立的法。可以

理解嗎？上一堂課講過了，你們回顧一下即可。 

  知覺之排他，比較難理解，這是一個重點。「瓶知覺之排他，謂既是遮

瓶非是之排他，又是以分別增益之相符事，為瓶知覺之排他之性相。其相

依，謂如執瓶分別見否定非是瓶及分別見否定非是瓶。」P87 這有點難理解

吧。 

  分別心執取瓶子，與現量去執取瓶子，不一樣。因為，分別心執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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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別，它跟自己的意思連在一起了，但現量，如眼根現量執瓶時，它就

沒有分別，它沒有一個自己的意思。換言之，分別心加上自己的意思時，

就會分別，所以它執瓶時，一定先有一個否定非瓶的動作，然後才抓，此

時，才顯現出一個瓶子來。此顯現，有一點靠前面的否定非瓶而來的，因

此，這個瓶子的顯現，就是一種知覺之排他。知覺排他的意思，就在這裡。

可以理解嗎？  

問：請問「執瓶分別見否定非是瓶」和「分別見否定非是瓶」這二個，

是一樣的？ 

答：喔，就一樣的。 

問：所以仁波切您剛才解釋的，這二個，其實都是一樣的 ？ 

答：對。不管是一般的分別心也好，或執瓶子的分別心也好，是一樣的。

嗯…這裡的「謂如執瓶分別見否定非是瓶」，有一點問題喔！沒深入學習過

攝類學及心類學，看不到這個毛病，嗯…也不是毛病，就是你們不容易理

解的意思。為什麼難理解呢？理由是…先我們這樣子想…法，本身有一個

道理，然而，去認它的時候，可從正面角度切入，也可從負面方式去認知。

例如，「不是常法」或「無常」，二種講法，不一樣。就像「有為法」和「非

無為法」，二者雖是一個道理，但陳述的方式卻有不同，一個是成立法，一

個是遮止法，因此，當心去認知它們時，是不同的二個心喔！以中觀來說，

一切法唯名言安立、一切法無自性，講的雖是同一個道理，但一切法無自

性，這是空性，一切法唯名言安立，則不是空性。因為，一是無遮，一是

成立。因此，我們了解法無自性的心，和了解法唯名言安立的心，這二種

能了解的心，是不同的心喔！同理，我們執瓶、了解瓶子的心，和了解否

定非瓶子的心，不一樣喔。這段落較難理解的地方，就在這裡。 

  執瓶子的心與執非非瓶子的心，不一樣。因此，這二個心的對境，也

要區分。如何區分？執瓶分別心來說，它沒有顯現瓶子、它沒有顯現非非

瓶子…非非瓶子來說，不是直接的境，而是一種間接的境。那麼，執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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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的心來說，它直接的境，就是非非瓶子，這裡要注意瓶子不是它直接

的境喔。因此，當一個是直接的境時，另一個就變成間接的境了。所以，

執瓶分別心來說，非非瓶子，不是它直接的境，而是間接的境。那麼，間

接的境，會不會顯現呢？間接的境不會顯現。顯現，不能說是「間接」吧？

既然已經「顯現」了，那就是直接了嘛。能理解嗎？這裡，嗯…不懂藏文，

會有點難理解。我們不可以說「否定非是瓶」這種話，因為，執瓶分別心，

它是先否定非瓶子，而後得到瓶子的顯現，或顯現出瓶子來，是這種意思

喔。那麼，「謂如執瓶分別見否定非是瓶」是什麼意思呢？意指執瓶分別心

先否定了「非是瓶」之後，才見到瓶或得到瓶子的顯現。因此，得到瓶子

的顯現這一塊，就是一種排他，對這個分別心來說，它是排他。這是因為

分別心必須先否定一個東西，然後才會有一個肯定。因此，這個成立，是

先有否定後有成立。也可以說，否定了之後，一定會有成立。總之，顯現，

對分別心而言，都是一種排他的情況。可以理解嗎？ 

問：您的意思是說，瓶子對分別心來說，瓶子要顯現它，必須要先否定

非是瓶之後，瓶子才會顯現？ 

答：對。所有的分別心，都是這樣子。分別心去執取一個法的時候，肯

定是靠分別才會得到一個東西，才會執到一個法。 

問：這邊否定非是瓶，剛剛的義自相之排他的相依，也是否定非是瓶，

那邊跟這邊，是不一樣的？ 

答：不相同。義自相排他這個是…瓶子它自己本身，也有一種排他的、

否定的能量存在…。 

問：有為法它自己本身就有那個力量？ 

答：對。所以，義自相排他，它自己本身有一個…，以瓶為例，瓶子本

身，它有一種不是柱子也不是桌子的能量存在，一切非是瓶，都有這種否

定的能量存在。這種能量，即稱之為「義自相之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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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執瓶分別心見否定非是瓶」，這是不是和它的反體之間的關係？ 

答：你的意思是知覺排他？還是義自相排他？ 

問：知覺排他。 

答：知覺之排他與瓶子的反體之間，有什麼關係呢？瓶子的反體，它是

一種「最近」的方式講（最靠近對境瓶子上面的一個解釋，直接瓶子上是

怎麼樣就解釋）。而知覺排他，相對分別心、知覺來說，就是一種排他。解

釋的時候，知覺排他，就解釋出分別心的一種做法、走法，或者是分別心

的感覺、分別心如何趣入到對境上面。至於瓶子的反體，則是認出分別心

的對境是什麼東西。這認出來，就是反體。本身就是…一個從對境的方式

講，一個從解釋有境分別心的感覺來說。 

問：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再回到剛剛的問題，瓶的反體，它跟否定非是

瓶，都是從對境來講的？ 

答：這二個，都是對境，一個是義自相排他，一個不是自相而是分別心

的對境。但是呢，雖然它不是瓶子，但也是在瓶子上存在的。那麼，它是

如何在瓶子上存在的呢？它是在「分別心顯現境」的情況下存在的。義自

相的排他，不是在分別心顯現境的情況下存在，而是它自己本身有一種能

力存在，有一點點…義自相排他，是最究竟的所依處的一種所依，然後，

這個上面，才有瓶子的反體。 

問：這樣子講的話，瓶子的反體，好像是一種成立法了？ 

答：剛剛我講的是，知覺排他，比較難懂，它有二點難於理解。第一點，

知覺排他真正的意義，解釋上，很不容易理解。第二點，就是剛剛提過，

它的相依，在藏文原文或中譯文方面，都很容易產生誤解。若非我解釋過

了，否則你們一定會誤解！若解釋成「執瓶分別心，它有見否定非是瓶。」

那可錯了。就是這二點，比較困難些。不過，相依這個，也還好，不是真

的很困難，解釋一下還是可以理解。至於，知覺排他的意義難於理解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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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於…若問：「瓶子的反體，是知覺排他？還是成立法或遮止法？」這就

比較難回答了。因為，知覺排他，是對於分別心來說該如何解釋為主，而

非實際上到底是怎麼樣。知覺之排他講的是分別心的感覺當中有一種排

他，而非解釋知覺之排他實際上是什麼東西。因此，知覺排他的意義上，

較難解釋的地方，就在這裡。比如說，瓶子的反體，對分別心而言，似乎

已經是排他了，但實際上，它是成立法。也許，有些人不會說它是成立法，

端賴…，也許不直接講「瓶子的反體」這個詞，而單從「反體」一詞來看，

會好一點。「反體」，就字面上顧名思義，會覺得它是一種遮止法，然而，「與

瓶是一」這個反體而言，它是成立法。可是，與瓶是一，對分別心來說，

就有一點知覺排他的樣子。這些，比較難理解，是吧？不過，你們能了解

到它比較難理解，這就夠了，哈哈！因為，這裡，也是很多大譯師會有爭

議的地方。不過，我們還是多少有一點了解啦。比如剛剛說的重點，是什

麼呢？即解釋到知覺排他是分別心的一種感覺，這就蠻重要的。這個有了

解，就可以了。至於後面…與瓶是一是知覺排他嗎？等等問題，我們可以

簡單回答「不是知覺排他」，但深入探究的話，很多著名的祖師們，都還有

很多爭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