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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說明

本講記為雪歌仁波切自 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2 月應台灣台中

的同學而開講的，由廖本聖老師中譯，前後共有８個音檔。本講記由

見胤法師謄寫的文稿整理而成。由文稿看來，真正的課應不止這八堂

課，因為到第八講末，仁波切才講到第 31 偈，而全文共有 58 偈。若

仁波切當時有將此課講完，必然有一部分的語音檔未被收集。若法友

有這份遺失的檔案，請慈悲分享，以令這份文稿能夠完整。

本課用的教材是法尊法師中譯的 《緣起讚》，科判則依秋內喇嘛

仁波切造的 《交錯讚》的科判而分。因為科判的部分出現在第四講，

為了更有系統地學習，編者將它移到第一講的前面。另外，編者也搬

動一些問答，讓它直接跟正文相連，以得完整的圖案。第六講後面有

二段講第五個科判的內容，這部分被搬到第七講第五個科判標題之後。

將本論整理出來，主要是為了自修，當然能將它供養給其他同好，

以收相互切磋之效，編者感到十分歡喜。不過由於編者才疏學淺，瑕

疵的存在是難免的，因此附上仁波切對所有文字稿的囑咐，並藉它表

達編者的心聲：「這是為了我自己深入學習之故，也是為了與我根器差

不多的人們，寫下這部論著，但完全不代表這是很究竟、 準確的內

容，裡面可能有錯誤的地方，懇請有智慧的大德們批評指教，感激不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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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讚 -1

1.　導論

1.1.　　本論產生的緣起

龍樹菩薩的 《中觀根本慧論》或 《中論》 後一個偈頌是：
「瞿曇大聖主，憐愍説是法，悉斷一切見，我今稽首禮。」「瞿曇
大聖主」指本師釋迦牟尼佛，他不忍眾生因無明的緣故受種種苦，
在大悲心的驅使下，為眾生開示正法，講緣起、空性的正見，目
的是要斷除眾生的苦及苦因。

龍樹菩薩解釋 《般若經》的顯義，亦即甚深空性義，當他做
這解釋時，對佛產生了特別的淨信，原因是他了解佛為什麼要開
示甚深空性義，是因不忍眾生苦。了解甚深的空性見，是解除一
切眾生苦及苦因 勝的方便，了解到這一點，龍樹菩薩對佛產生
了特殊的淨信。「憐愍説是法」，「憐愍」指因悲心的驅使不忍眾
生苦，所以才講這個法，「法」在這裡主要指 《般若經》的顯義，
也就是甚深空性的法，因為了解佛開示此甚深法的悲心，因此在

《中論》的 後對佛作這樣的禮讚。

宗喀巴大師造 《緣起讚》的理由，跟龍樹菩薩在 《中論》
後寫的這個偈頌的理由，二者是很類似的。在了解空性的過程中，
宗大師不斷請求文殊菩薩本尊，他跟文殊菩薩間有一些問答。受
到文殊菩薩的指導，他摒除一切俗務去實修， 後他透過佛護論
的 《佛護論》完全了解甚深空性義。《佛護論》是解釋 《中論》
的一部著述。他平常對佛已經有淨信，這不用講的，可是當他讀
了 《佛護論》，真正了解空性義後，他對佛生起了比以前更強的
淨信。對能夠宣說空性義的這種無比的說法者 — 佛，宗大師生起
了更強烈的淨信。生起這種強烈的淨信後，就寫了這部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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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宗大師寫 《緣起讚》的理由，跟龍樹菩薩在 《中論》的
後一偈禮讚佛，情況是類似的。

嗚呼愚蒙壞我慧，於此勝妙功德聚，雖曾長久皈依之，未知
功德微少許

臨命終時日西山，生命相續未沒際，能於至尊略生信，想此
信心亦善根

宗大師了解甚深的空性義之後，生起不共以往的淨信。他了
解佛說的教法是很甚深稀有的，能值遇這樣的教法，實在非常有
福報。我們也要以這樣的心來看 《緣起讚》，以宗大師這八句的
心態來看這 《緣起讚》。

1.2.　　本論的註解與科判大意

《緣起讚》有二本註解，一個是秋內喇嘛仁波切造的 《交錯

讚》1，這個註解的科判較簡略。另一部是耳曲 （地名）無著賢的
註解，這本註釋的科判較長，無著賢是 《三十七佛子行》的作
者。本文有時用秋內喇嘛仁波切的 《交錯讚》，有時用無著賢的
註釋，但以秋內喇嘛仁波切的為主，因為較簡短，不像無著賢的
那麼長。按 《交錯讚》的科判來對 58 個偈頌做分段。

秋內喇嘛仁波切生於西元 1870 年，無著賢大師生於西元

1772 年2，二人相差一百年。秋內喇嘛仁波切的法傳到林仁波切，
林仁波切傳法王，法王再傳到達蘭薩拉，也可以說是從法王那邊

1. 又名 《間雜讚》，以頌文形式注解 《緣起讚》。秋內喇嘛仁波切即羅作嘉措，
於十九世紀未出身青海，為格魯派的大師。

2. 從網路查到的資料是，無著賢大師生卒年代是 1295-1369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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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緣起讚》的傳承。至於無著賢，我就沒有從他那邊得到傳
承。

《交錯讚》的科判一段一段的分得很簡單，無著賢寫的科判分
得太細、太多了，各位可能會覺得複雜。採用簡單的比較容易記，
七八個頌就一個科名，若沒有分科，今天講、下次講，解釋一大
堆、意思會分散掉。若大略地把這段講什麼、那段講什麼的意思
抓出來，比較容易記得住。

《交錯讚》將第 1-8 偈，由 「由見宣說何等法」到 「希有大
師希有依，希有勝說希有怙，極善宣說緣起教，於彼大師我敬
禮」，此八偈的科名叫 「成立讚美宣說緣起是 稀有、 殊勝
的」。

第 9-17 偈，從 「恆作饒益眾生者」到 「是故於諸智者中，
發出廣大獅子吼，數數宣說離自性，妙善說法誰能難」，依 《交
錯讚》的說法，從第 9 偈起，才是 《緣起讚》正文的開始，科名
叫 「讚美佛陀思惟並宣說空性為緣起義」。

第 18-21 偈，共四偈，科名叫 「讚美佛陀能看見空性為緣起
義的功德」

第 22-25 偈，從 「若為愚蒙所役使」到 「於今有何妙方便，
引導彼等眾生趣， 勝聖賢善妙階，無比至尊歡喜道」，科名叫

「說明未見空性為緣起義之過患」。

第 26-30 偈，從 「自性無待無造作」到 「緣起道之正因相，
見尊說法無能比，由此證知尊餘法，亦為定量起決定」，科名叫

「透過佛所宣說的空性為緣起義，可以斷除常斷二邊的見解，並且
可以成立佛所有的教法都為量」，即透過空性為緣起義，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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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其他教法也是量。成立佛陀的其他教法都為量，意思是對佛
陀的教法都能產生勝解信，都可以相信。佛所開示的三個法輪的
教法，假設我們了解空性，空性以外的其他教法，我們也可以了
解。若不了解空性，會變成佛所開示的教法，我們有些了解，有
些無法了解。了解空性，就可以間接了解佛陀的其他教法，或間
接相信佛陀的其他教法都是合理的。若不了解空性，變成有些部
分了解，有些部分無法了解。

第 31-37 偈，從 「觀見如義妙善說」到 「世尊善達非餘所能
知」，第 37 偈的字數比較多，此段的科名叫 「成立唯有導師利益
有情是無欺誑的」，說明只有我們的導師在利益有情這一點是無欺
誑的，其他如外道的導師是欺誑的。

第 38-40 偈，從 「盡尊一切所垂教」到 「降伏一切諸怨敵，
遠離前後互相違，能與眾生二利事，於此聖教我生喜」，此三偈頌
主要說明，一個人若想得到真正的安樂，想從輪迴的痛苦中獲得
解脫，一定要修學導師所開示的聖教，此科名叫 「說明唯有聖教
是希求解脫者所修之道」，此三偈科判的名稱，主要是說明如果要
得到究竟安樂，要斷除輪迴的苦，要走的道就只有這一條，沒有
其他道了。只有修學佛陀所開示的這些教法。

第 41-45 偈，從 「世尊為欲求此故，經於無量俱胝劫，數數
施捨諸身命，及諸親愛受用等」到 「追想如是作宣說，能仁善妙
身相影，歷歷顯現於意中，即如月光治熱惱」，這五個偈頌主要說
明我們今天能夠碰到這些教法，都是導師的恩德，這五偈的科名
叫 「隨念世尊的恩德」。

第 46-53 偈，從 「於此希有殊勝教」到 「於彼大師如是至誠
敬」，第 53 偈比較長，此段共八偈，主要是說明宗喀巴大師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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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尋求佛陀的密意， 終了解佛陀的密意，他自己本身因為了解
佛陀的密意，內心非常感動，他自己對佛的禮敬或讚美，也就是
他在尋求佛陀密意的過程，他對龍樹菩薩及月稱菩薩的論做了聞
思，經過千辛萬苦才真正得到佛陀的密意，所以他從內心深處非
常恭敬佛，因此對佛做了讚美。這是就此段文的意義來講。秋內
喇嘛仁波切對此科判的名稱叫 「宗喀巴大師尋求並獲得佛陀的密
意之後，而對佛產生恭敬」。所以要了解佛陀的密意，一定要透過
龍樹和月稱的論典。

第 54-58 偈，從 「值遇無上大師聖教法」到 「恆為助伴永不
暫捨離」， 後這五偈是宗喀巴大師的迴向發願，希望教法能夠長
久住世。

上面總共分十科，先把這十個算出來，然後要懂得這十個科
判的意思和次第，然後把每一科判裡面的偈頌和科判聯接，把偈
頌和科判大略的意思和次第做連接很重要。每一科判裡有多少偈
頌已經講完了，現在是把科判算出來，把彼此的次第想一下。

上面已把 58 個偈頌，以十個科判來分段，下面是要對這十個
科判依次做說明。第一個科判是 「成立透過宣說緣起的讚美，是

稀有、 殊勝的讚美」，此科判主要說明對佛的讚美有很多種，
不只是透過說明緣起來讚美。也可以透過佛有三十二大丈夫相，
有八十隨好來讚美佛，可是這些讚美比不上用緣起來讚美來得稀
有或殊勝。

第二個科判講，佛先思惟空性為緣起義，然後把這個道理說
出來，這點也非常稀有和殊勝的。從 9-17 偈主要是針對這個情況
做讚美，在這幾個偈頌中，為什麼讚美佛能把空性說成緣起義？
主要是一般人會把緣起執為實有，可是佛卻能看出緣起是無實有，
緣起讚 -1 September 5, 2017 5



然後對這一點加以說明，把對我們是毒的，轉換為藥。就這一點
來講，他是非常稀有的。第二科主要是說明，佛在說明緣起跟空
性時，能把空性說成緣起，或把緣起說成無實有，就這個說法來
講非常稀有。

第三個科判包含的是從 18-21 這幾個偈頌，此科說明佛本身
居然能看到空性跟緣起不是相違，而是相輔相成的。宗大師心裡
在想佛是怎麼看出這一點的？細微的空性跟粗顯的緣起，彼此之
間不僅不會互相相違，而且彼此相輔相成。這點佛是怎麼看到
的？這一點也是非常令人讚嘆的。

第四個科判包含的是從 22-25 的四個偈頌，如前所說的，佛
能看見空性為緣起義，也能說明空性為緣起義，若不能如佛這樣
去看見空性為緣起義，會有什麼過失？第四個科判主要是說明這
一點。

第五個科判是從 26-30 這五個偈頌，第五個科判和第四個科
判有關係，第四科說假設沒有像佛一樣看見空性為緣起義，會有
什麼過患？第五個科判就反過來講，若能了解空性為緣起義，對
自己會有什麼利益？這有二個利益，一個是如剛才所說的，斷除
常斷二邊，另一個利益就是透過這一點，可以成立佛陀一切教法
都是為量，或可以對佛陀的一切教法產生信解。為什麼可以斷除
常斷二邊？因為有人無法了解空性為緣起義，他在修空性時，就
把空性當成什麼都沒有，一切法都不存在這樣來修。他在修空性
時，他無法成立緣起，這樣的人就會墮入損減邊或斷邊。墮入常
邊的，就譬如毗婆沙宗跟經部宗，他們認為境本身是由自己方面
成立或自性成立的，或是實有的，因此這些人就墮於常邊。「常」
的意思就是 「實有」，就是實有邊、或增益邊。不了解空性為緣
起義的人，不是墮入斷邊、損減邊、或無邊，就是墮入常邊、增
6 September 5, 2017 緣起讚 -1



益邊、實有邊。若了解空性為緣起義，就不會墮入二邊，所以了
解空性為緣起義的人可以斷二邊，可以進一步成立佛陀一切的教
法都是量、都是可以信賴的。

生：墮入常邊執的，為什麼只有說到二個宗派而已？自續派跟唯
識派沒有嗎？

師：上面這麼說，只是舉其中一個例子而已。

第六個科判，就像剛才所說的，成立唯有導師對利益眾生是
不欺誑的，只有導師才能真正利益眾生。此科和第五個科判還是
有關連。當我們對佛所說的，不只是空性為緣起義這點已經確定
了，甚至對於佛所說的其他一切教法都相信，這時我們心裡會產
生一個想法 — 假設我今天要證得解脫，我能夠依賴的教法，只有
佛所開示的教法，所以我真正能依賴的人，就只有佛而已。我必
須跟隨佛所開示的教法而行。當心裡生起這樣的信心時，就會覺
得不只我，任何人想要解脫，唯有通達空性是緣起，才能獲得解
脫。要通達空性是緣起義，一定要跟隨著佛所說的去修，透過佛
所說的空性是緣起義的修法去修才會解脫。行者會看到，真的要
求解脫，是要走這樣的一條路，任何眾生要得解脫，一定要跟著
佛，只有這個導師了，此外，沒有另一個人可以跟，這種的信心
會生起來。總之，第六科判在成立佛為量。

第七個科判主要在成立導師開示的教法為量，上面說明佛開
示的法是希求解脫者所應修學的一個道，重點在成立佛的教法為
量，「量」就是我們要依循而修學的一個道。成立佛的教法為量，
這是要說明什麼呢？這是說，當你了解到空性為緣起義時，就會
知道即使佛在佛經典中說 「某某法是實有的」，你會知道這是不
了義的說法，只是權說，不是真正的講法。當佛在某部經典講什
緣起讚 -1 September 5, 2017 7



麼是實有時，你會知道這是他要引導所化的弟子，進入了解無實
有的一種方便，它是一種權說，一種間接的說法，不是真正的說
法。佛說的法目的都要引導一切有情了解無實有，產生無實有的
智慧，能進一步斷除無明，重點都在這裡。

這種講法就像寂天菩薩在 《入行論》的第九品的第一個偈頌
「此前諸要目，佛為智慧說」，講說空性以外的法，其目的都是要
讓有情了解空性。說無實有、空性以外的一切法，其目的都是為
引導有情去了解空性或了解無實有。當了解了這一點，就知道佛
所說的法都是可以拿來修學的，對我們都不會有傷害的。第六個
科判主要是成立導師為量，第七個科判主要在成立教法為量。成
立導師為量、成立教法為量，其實就是對於教法跟導師產生完全
的信心或是勝解信。

對導師和法寶產生勝解信之後，第八個科判 41-45 這五個偈
頌，主要是要隨念導師的恩德。第九個科判 46-53 這八個偈頌，
科名 「宗喀巴大師本身尋求並獲得佛陀的密意後，對佛產生恭
敬」，這科判含有三個動作 — 尋求佛的密意、得到佛的密意、產
生恭敬。「尋求」是怎麼尋求的呢？這就如前面說的，他是透過龍
樹菩薩跟月稱菩薩的論，從這裡去聞思、去尋求，而得到佛的密
意。順序上，宗大師先透過月稱的論了解龍樹菩薩的密意，再透
過龍樹菩薩的論進一步了解佛的密意，尋求的過程有這樣的次第，
當他了解佛所說的空性為緣起的這個意義之後，他從內心生起一
種很深刻的感受，然後才對佛生起這樣的恭敬。

頗東仁波切早期都在破斥宗喀巴大師論著的一些看法，有一
次他拿到 《緣起讚》，但不曉得它的作者是誰。他從頭開始看，
一邊看就一邊讚嘆：這是誰寫的？寫得這麼好，大概只有龍樹菩
薩才能寫出這種作品，因為裡面每個詞、每個義理都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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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讀到第 49 偈 「世尊授記龍猛教，如實闡釋無上乘，遠離有
無邊執見，教軌有如夜開園」時，他就確定這應不是龍樹菩薩寫
的。那麼，應該是月稱菩薩寫的吧？當他讀到第 51 偈 「吉祥月
稱妙善說」時，可見它也不是月稱菩薩寫的。那麼，到底是誰寫
的呢？他就四處打聽，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宗喀巴大師寫的。因此
他對宗大師就產生無比的信心。當他去求見宗大師時，宗大師已
經圓寂了。

第十個科判說明由於宗大師去尋求、獲得佛的密意，並對佛
產生恭敬，或如前說的，他對佛和佛所說的教法都產生了勝解信，
完全相信的這種信心，而做的一種迴向和發願。他希望這麼好、
這麼珍貴的法寶、教法，能夠長久的住世。

到此已把十個科判做了簡要的說明，希望各位以這科判做基
礎，把科判跟偈頌做個結合。在讀偈頌時，能配合科判去讀，儘
量把二者結合。若能這樣結合，你對於科判跟它所包含的偈頌，
不容易忘記，而且也可以透過科判去想偈頌，透過偈頌去想它的
科判，會有這樣的好處，不會忘記且可以互相引用。透過科判，
會抓到偈頌的意思，不然，偈頌的意思就會散掉。以前講目次的
科判，是比較細的分科，細的科判對你來講有一點太複雜。剛剛
講的，比較容易抓到意思。

TABLE 1. 科判與偈頌對照表

編號 科判標題 偈頌起迄

1 成立讚美宣說緣起是 稀有、 殊勝的 1-8

2 讚美佛陀思惟並宣說空性為緣起義 9-17

3 讚美佛陀能看見空性為緣起義的功德 18-21

4 未見空性為緣起義之過患 22-25

5 了解空性為緣起義的利益 26-30

6 成立導師為量 31-37
緣起讚 -1 September 5, 2017 9



2.　正說

2.1.　成立讚美宣說緣起是最稀有、最殊勝的

1 由見宣說何等法，智者宣說成無上，勝者見諸緣起法，垂示教誡我敬禮

「由見」、「宣說」，這二個動詞，一個是看見，一個是宣說，
看見與宣說的受詞就是 「何等法」。那一種法你看了之後跟你去
宣說後，看者會變成無上的智者，說者會變成無上的宣說者呢？
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意思要連在一起看，就是見何等法之後，這個
人會變成無上的智者，然後，宣說何等法之後，這個人會成為無
上的宣說者？第二句的 「宣說」指宣說者，意思是有一個法你看
見之後，了解它的意思後，你會成為無上的智者。第一、二句的
意思可以這樣了解，第一個是 「見何等法」，可成為無上的智
者？然後，「宣說成無上」，要分開來解釋。這個法就是下面要解
說的緣起法，能夠看到這個法的人就是無上的智者，能夠宣說這
個法的人，就會成為無上的宣說者。這是前二句的意思。

「勝者」就是佛，因為佛看 「見諸緣起法」，若照藏文，後面
這二句就是指佛他看見緣起法，而且 「垂示教誡」緣起法。這二
句含有二個動詞，就是他看見緣起法之後，又 「垂示教誡」，開
示緣起法。「我敬禮」的 「我」指宗大師他敬禮。他敬禮的對象
就是佛，就是能看見緣起法，能教誡緣起法的勝者 — 佛。

7 成立導師開示的教法為量 38-40

8 隨念世尊的恩德 41-45

9 宗大師尋求、獲得佛密意、對佛產生恭敬 46-53

10 宗大師的迴向與發願 54-58

TABLE 1. 科判與偈頌對照表

編號 科判標題 偈頌起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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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藏文與中文的翻譯有點出入，主要是說緣起法是正理
之王，「勝者」指緣起法本身，「勝者」在藏文也可理解為

「王」，它是一切正理的王，但若照中文的解釋也是可以。這裡主
要是宗大師禮敬的對象是能看見緣起法，並開示緣起法的佛。為
什麼了解緣起法的人就是無上的智者？原因是了解了緣起法之後，
你所要成辦的目的都可以成辦，譬如要解脫、要成佛都可以達到。
了解緣起法的人是無上的智者，原因就在這裡 — 要成辦解脫、成
佛他都可以達到。為什麼宣說緣起法的人是無上的宣說者？原因
是宣說的內容主要是宣說方便，譬如解脫道的方便，在宣說解脫
道的方便中，沒有比宣說緣起法更深的了，所以能宣說緣起法這
個方便的人，就是無上的宣說者。

只有導師釋迦牟尼佛，才能看見緣起法，宣說緣起法，其他
非佛教的導師，無法了解，也無法宣說緣起法。「無上」的智者，

「無上」的宣說者，「無上」的意思是沒有人比他更高，他是 高
了。佛教以外其他宗教也會講要存好心、不應生煩惱、貪著、瞋
恚，不應有我慢、嫉妒等，在非佛教的宗派裡也會講這些，可是
那是在一個基礎上這麼說的。什麼基礎呢？在承認我執的基礎上，
講要存好心、不要起煩惱。他們認為我執是好的，不認為我執是
一切煩惱的根本，必須要在我執的基礎上，才能講我要存好心，
不要起煩惱。

如果是這樣想，煩惱根本斷不了，因他們認為煩惱的根本 —
我執 — 是好的。以他們講的斷煩惱的方法，無法真的斷煩惱，他
們講的解脫道，不是真正的解脫道。可是佛教講的就不是這樣，
佛教講煩惱的根本就是在於把我執為實有，或說因為有我執，才
會產生煩惱，我執是一切煩惱的根本，唯有透過緣起性空的道理，
才能徹底地斷除煩惱根本 — 我執。從這裡看，佛教和外道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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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差別。唯有自宗講的緣起性空的道理，才能真正讓人得
到解脫、成佛，或才能顯出佛教和外道的差別。

沒有一個宗派像佛教能夠知道要斷煩惱必須從煩惱的根源 —
我執 — 下手。唯有從煩惱的根本我執下手去斷除，其他煩惱才有
辦法斷除。能斷煩惱的就是緣起性空的道理。唯獨佛陀、無上的
宣說者能開示這個道理，此外沒有其他宗教的宣說者能夠開示這
個道理。了解這點，就知道佛陀是無上的宣說者，他能看到其他
宗派導師無法看出的問題癥結處。以貪欲為例來說明，譬如補特
伽羅跟對境，補特伽羅一般有個用語叫 「有境」。有境跟境是相
對而說的，以主客來講，有境就是主體的部分，境指客體。譬如
有境、主體的這個補特伽羅看到一個悅意的對境，透過他的非理
作意，把這個悅意的對境加分。它的好可能只有五十分，他給它
加到九十分，就認為非常好，這時他的心不由自主地就被這個境
拉過去，就像鐵被磁鐵拉過去一樣。用藏文說是 「意被境所奪」，
心被對境搶走了。這時候，心已無法自主，已完全被這個加分的
悅意境搶走，這就是一個貪著。

這時起了一個貪著，這個情況就是，假設我們對自己持一種
中性的看法，就是沒有給它增益，這是可以的。也就是說，一般
名言中講的這個我是可以的。可是我們對自己，一般不是那麼中
性。我們會把自己看得比別人重要，把自己看成不須依賴別人，
不須觀待別人，好像自己高過他人。當把自己看成高過他人時，
對自己的看法就已不是很客觀了。把自己看成高過他人，比別人
重要，不須觀待他人，自然地，對於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
就會看得比別人的重要。譬如當你看到一個悅意境時，就像剛剛
說的，悅意的程度可能只有五十分，可是你把它加到九十分，因
為你認為自己是對的，自己勝過別人，所以對自己於此境所持的
看法，即使是錯誤，也認為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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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悅意境只有五十分，你把它加到九十分，你也認為這樣
的想法是對的。因為你會把悅意境看成悅意，並且給它增益，原
因就是在這境上，你看到它有很多你需要的東西，因為把自己看
得很重要，所以看到你喜歡的，就會想要把它據為己有，原因就
是出在於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且認為自己的想法是沒有錯的。

從前面內容可以得知，起貪的根源來自於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由於把自己看得太重要，首先對於有境 — 自己本身 — 起了一個
不是很客觀的看法，在這之上，當看到你喜歡的對境時，你會把
它的好處再增加。然後，你會認為這個境對我很需要，我必須要
擁有這個對境，所有增益的部分都來自於對 「我」的認知的不清
楚。簡單說，就是緣於我執，因我執而給悅意境加分，認為這個
悅意境自己需要。這些貪著的根源來自於對 「我」的認識不清。

若能從起貪著的根本，也就是認為自己勝過一切，勝過所有
人，或自己是不觀待他人，不要依賴他人。了解到這個才是問題
所在，並且從這裡下手去斷除。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其他貪著等
煩惱，自然就斷除了。本師釋迦牟尼佛不會說要從貪欲下手斷除，
不會講要從我執以外的其他煩惱下手，因為他知道我執以外的其
他煩惱，再怎麼斷除，它的根還是斷不了。只有世尊才能開示從
煩惱的根源 — 我執 — 下手的方法。他能夠開示這個方法，這個
解脫道，所以他是無上的宣說者。

為什麼看見緣起法的人，就成為無上的智者；宣說緣起法的
人，就成為無上的宣說者呢？第二偈起就說明其中的理由，第二
偈主要是說緣起法的功能？為什麼可以讓一個看見它的人跟宣說
它的人成為無上。

2 世間所有諸衰損，其根乃為無明闇，由何觀照能還滅，是故宣說緣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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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句主要說明，世間一切衰損及其根本就是 「無明」這個
黑暗。「闇」字在藏文沒有。藏文說：一切的衰損跟它的根本就是
無明。「由何觀照」指觀照什麼東西能把無明去除。「由何觀照能
還滅」意思是透過看見什麼東西，可以把無明去除？事實上，是
透過看見緣起法，去除一切衰損的根本 — 無明。「還滅」指的是
斷除。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佛就宣說了緣起法。

若配合四聖諦來說明，「世間所有諸衰損」是在講苦諦，
「其」指前面說的 「世間所有諸衰損」，「其根乃為無明闇」是在
講集諦，「世間所有諸衰損」的根源就是無明，重點在講集諦 —
苦因。「由何觀照能還滅」，藏文意思是 「由觀何者能還滅」？

「由觀何者」主要在講道諦，「能還滅」是在講滅諦。透過觀照什
麼能斷除無明這個根本呢？要觀空性這個法才能斷除無明，「是故
宣說緣起法」。

光看前三句的意思，感覺好像字面上的意思很好了解，但真
正要有所體會不是那麼容易。譬如前面說 「世間所有諸衰損」要
配合苦聖諦來思惟，字面看來好像很容易理解，可是它的內涵卻
是很深的。要了解世間或三界輪迴唯苦、無真正的樂，只要在輪
迴中，它的本質就是苦的，沒有真正的樂。要體會到這一點，才
能符合這一句所說的意思。「其根乃為無明闇」主要是說明集諦，
集諦可分成煩惱集跟業集二部分，業集是果，煩惱集是因，它們
是因果關係。業集、煩惱集裡面有很多種類，但當中究竟的根本
是煩惱集裡面的核心 — 無明，無明才是煩惱集跟業集究竟根本，
產生一切集諦的核心就是無明我執。「由觀何者能還滅」，「何
者」就是指緣起法、空性法，「能還滅」，透過空性法才能正對治
無明這個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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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這三句話字面上要了解很容易，可是真正要體會很
難呢？原因在我們對輪迴的圓滿還很貪著，在對輪迴的圓滿、安
樂、受用還很貪著的狀況下，就很難體會，為什麼世間一切的本
質都是苦的，沒有真正的樂。

了解三界輪迴中完全沒有真正的樂，本質都是苦的，能夠體
會到這點，已經有一點出離心的味道。有這樣的出離心的想法後，
才會去尋求讓自己不斷輪迴，其根本因到底是什麼？應尋求斷除
輪迴根本的想法才會產生，也就是，在出離心的基礎上，產生想
斷除輪迴的根源的念，才會進一步去辨認業集、煩惱集中究竟的
根本是什麼？心中才會真正體會到，只要在輪迴中，內心會碰到
很多問題，很多痛苦，真正希求解脫的想法才會出來。當這樣的
人看到緣起法後，才會覺得沒有比這個法更好的，或沒有比說這
個法的人，對自己更有恩德了。對於說緣起法的人的這種恩德，
沒有人勝過他了。

一般沒有出離心的人看到像 《緣起讚》的這些句子，會覺得
它描述得很棒，可是不會有像剛剛說的，生起出離心的人的那種
特殊感受，也就是不會生起 「緣起法對我的恩德多麼大」或 「說
緣起法的人對我恩德多麼大」，只會覺得 《緣起讚》的語詞很不
一樣，感覺很殊勝，可是不會有它對我恩德很大的特殊感受。

「由何觀照能還滅」，如前所說要斷除無明我執，必須看清緣
起性空，為什麼呢？因空性跟無明我執正相違，二者對事物理解
的方式完全相違，但一個是正確的、一個是顛倒的，所以透過空
正見可以對治無明我執。無明我執斷了之後，為什麼一切的煩惱
就可以斷呢？一切煩惱斷了之後，為什麼一切業就可以斷呢？為
什麼一切業斷了之後，三界中不斷流轉的果就可以斷呢？這點也
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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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無明我執 — 煩惱的根本 — 斷了之後，其他一切煩惱
就可以斷？原因是無明我執跟其他煩惱的關係，無明我執是前因，
其他煩惱就像後果，二者是因果、前後的關係。從前因後果的角
度講，若斷了無明我執，我執以外的其他煩惱就可以斷，這是一
個看法。另外，就像提婆菩薩 《四百論》所說的，無明我執就像
命根，其他煩惱就像身體，命根遍佈整個身體，不論身的那個部
位都有命根。就如這個譬喻，無明我執遍佈在一切煩惱上，若能
斷了無明我執，其他煩惱就沒有依賴處，就像命根斷時，身體各
個部分就沒有依賴處，命自然就斷了。綜合地說，可以從前因後
果來講，前因斷的話，後果自然就斷。或如 《四百論》講的，身
根斷的話，壽命就斷了。壽命斷了，其他支分就無法維繫下去。
身根就是命根，二者意思相同。

同樣，煩惱跟業也有前因後果的關係，此外，煩惱是業的造
作者，所造的就是業，煩惱如果斷了，因為沒有造作者，就不會
有業了，此是從能作與所作來看。

業與果的關係也一樣，業是果的近取因，近取因斷的話，它
的果自然就斷了。這個 「果」就是在三界中不斷投生、不斷流轉
的這個果。由前前的因產生後後的果，前前的因若斷了，後後的
果自然就斷了，若能體會到這點，就能了解 「由觀何者能還滅」
的意思。

第二偈頌主要在說明第一偈頌的理由，為什麼看見緣起就是
無上的智者，宣說緣起就是無上的宣說者？ 「是故宣說緣起法」
此 「宣說」的主詞指佛，因為這緣故，所以佛就宣說緣起法，什
麼緣故呢？就是前三句所說的，緣起法有這樣的利益，佛看見緣
起法這樣的能力後，他就宣說緣起法。佛是無上的智者、無上的
宣說者的理由就在這裡。能了解緣起法，就會有這些利益。
16 September 5, 2017 緣起讚 -1



因為佛看到讓有情究竟的脫離苦、解脫輪迴，唯有緣起，他
看到這一點，因而宣說緣起法。沒有比看見緣起法更上的，也沒
有比宣說緣起法更超越的。

3 爾時具足智慧者，如何由心不了知，世尊聖教之心要，即諸殊勝緣起道

第二偈前三句說的主要是從四諦去理解，「爾時」當了解緣起
法有這些特性、利益後，「具足智慧者」若是有智慧的人，「如何
由心不了知」怎麼會不知道 「世尊聖教之心要」呢？也就是，殊
勝的緣起道，有智慧的人一定會知道的。

只要不知道世尊眾多聖教的心要是緣起道，即使外表看起來
再聰明，都還是笨，這跟外表聰不聰明無關。真正有智慧的人了
解世尊聖教的心要是緣起法。有智慧的人指的是他能看得非常遠、
非常廣，一個能看得遠、看得廣的人，一定會看到他不從輪迴中
解脫是不行的，或他會知道解脫是他要的，成佛是他要的。既然
要解脫、要成佛，方法是什麼呢？除了緣起法外，沒有其他了。
就像第二偈說的 「世間所有諸衰損，其根乃為無明闇，由何觀照
能還滅」，只有緣起法才能徹底斷除無明我執，只有緣起法才能讓
人得到解脫、成佛。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應該能看到這點。自詡
為有智慧卻看不到這一點，他就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第三和第四偈頌的關連性是什麼呢？如前已說，緣起法是一
切法的心要，所以能看到緣起法的人，等於是看到佛的一切法的
心要，沒有比這個更上的了。意思是能看見緣起法，沒有比這種
見更上的見了。因為緣起法是一切佛法的心要，所以沒有比宣說
緣起法者更上的了。同樣，若想對世尊作讚嘆，沒有比讚嘆世尊
說的緣起法更高的讚嘆了。基於前面的理由，當一個人在讚嘆世
尊所有的功德時，沒有比讚嘆他所開示的緣起法更高的了。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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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讚嘆緣起法是所有讚嘆中 上的，第四偈要講的就是這樣
的內容。

4 如是故於依怙尊，稱揚讚嘆多門中，除說緣起妙法外，何得餘法更稀有

「如是」基於前面的內容，「故於」因此，對 「於依怙尊，稱
揚讚嘆多門中」「依怙尊」指開示緣起法的世尊，「稱揚讚嘆多門
中」有眾多稱揚讚嘆的方法，「門」指方法，指從各種角度去稱
揚、讚嘆世尊，這些稱揚讚嘆世尊的方法中，除了稱揚讚嘆他說
的緣起妙法之外，「何得餘法更稀有」，沒有比稱揚讚嘆緣起法更
上、更好的讚嘆了。

要注意的是，前面四個偈頌提到的緣起，字面上是指緣起，
可是必須要理解成空性。底下第五偈頌起的緣起，才是講緣起的
道理。前面四偈出現的緣起，要把它理解成空性，譬如第二偈

「世間所有諸衰損，其根乃為無明闇，由何觀照能還滅，是故宣說
緣起法」，這個 「緣起法」就要理解成空性。第一偈 「勝者見諸
緣起法」的 「緣起法」也要理解成空性，底下第五偈開始的 「緣
起」，主要是指緣起的理。譬如我們會安立 「某某有法，是無實
有，因為緣起故」，第五偈開始的 「緣起」要理解成理、緣起的
正理，前四偈的緣起都要理解成空性。又如標題 「緣起讚」的

「緣起」要理解成空性。「緣起」這個詞有二種理解，一個指空
性，一個指緣起正理。

5 經由彼彼相依緣，宣說彼彼自性空，離此教授更何有，希有妙善勝教誨

若順著前面四偈前後的關係，第一偈說到見緣起法的人是無
上智者，宣說緣起法的人是無上宣說者。第二偈主要說明緣起法
的功能，第三偈說有智者知緣起法是聖教的心要，第四偈說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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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勝過讚嘆佛所說的其他法。到此並未說明緣起法本身是怎麼
樣的情況？這是第五偈將要說明的。

第五偈的前二句 「經由彼彼相依緣，宣說彼彼自性空」主要
說明緣起的理，「離此教授更何有，希有妙善勝教誨」的 「此教
授」指緣起的教授，「經由彼彼相依緣」是因，「彼彼自性空」是
宗。從藏文來看，「宣說」應拿到 前面，前二句文字應是 「宣
說經由彼彼相依緣」，成立 「彼彼自性空」，「經由彼彼相依緣」
跟 「彼彼自性空」都是宣說的內容，意思是佛宣說透過 「彼彼相
依緣」這個因，可以成立 「彼彼自性空」，所以 「經由彼彼相依
緣」是因，「彼彼自性空」是宗，透過能立的因，成立所立的宗，
這都是佛宣說的。「彼彼相依緣」就是緣起正理，透過 「彼彼相
依緣」這個因，可以成立 「彼彼自性空」即空性這個宗。前面一
到四偈出現的 「緣起」，也就是第五偈的 「自性空」的意思。

若將此偈安立成正因論式來看，把蘊、界、處 — 五蘊、十八
界、十二處，當作宗的前陳，宗有前陳跟後陳，前陳也可說是主
語，從文法來看就是主語，在藏文 「主語」是用 「有法」，就是

「蘊、界、處有法」，或 「蘊、界、處這個主題」，此是宗的前
陳；宗的後陳是 「是無實有」，「宗的後陳」也有一個名字叫

「所立法」，宗的前陳叫 「有法」，宗的後陳叫 「所立法」，即所
要成立的法，有法加所立法合起來就叫宗，「宗」就是主張，

「因」是 「因為是緣起故」，這裡的 「緣起」指緣起正理。可以
透過這個論式來了解第一、二句的意思，「經由彼彼相依緣」相當
於此論式的 「因為是緣起故」，「彼彼自性空」相當於前陳加後陳
的宗，就是 「蘊、界、處有法是無實有」。

生：受密乘灌頂後，每天要觀修性空緣起，沒做的話，就犯密乘
十四根本墮。應如何重點式的觀修性空緣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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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能不能觀想正確的空性，這無所謂，但起碼就自己程度思惟
空性，去觀想。修密乘的人，乃至已修到圓滿次第者，也有唯
識的，他們一天中要觀修六次，他們思惟的空性，就是以他們
自己的空性為主，不是正確的一個空性。同樣，我們現在的程
度到那裡，就念念 《心經》，想一想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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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讚 -2

因為有些學員上次沒來，再略說前五個偈頌。《緣起讚》主要
是宗喀巴大師對空性做了廣大聽聞、再經閉關、積資淨障， 後
他看龍樹菩薩的 《中觀根本慧論》及其佛護的註釋 《佛護論》圓
滿了解空性後造的。空性是導師釋迦牟尼佛教法的核心，他看到
此教法的核心並了解此核心，生起對本師釋迦牟尼佛無量的淨信，
或說他對佛產生了無比的信心。因為真正了解佛所開示的教法，
特別是教法的核心 — 空性義，而產生對本師無比的淨信。之後，
才寫下這部 《緣起讚》。透過佛所說的緣起而禮讚佛。宗喀巴大
師對佛的這種淨信，依藏文說是 「深澈骨髓」的淨信，若想要生
起這樣的淨信，應多念誦這部 《緣起讚》，特別是對空性義有些
了解的人，若想要生起像宗大師對佛生起那種深澈骨髓的淨信，
應多讀、多思惟 《緣起讚》。多看、多思惟 《緣起讚》，對佛要
生起那樣的淨信很有幫助。

本師釋迦牟尼佛有很多功德，在他的功德裡，開示緣起的這
點是 殊勝的，沒有勝過於此的。同樣，佛的功德中 殊勝功德
是看見他開示緣起這點，若針對佛開示緣起的這點來對佛讚誦，
也沒有比這種讚頌要更高的了。透過緣起而對佛起淨信，也沒有
比這種淨信更高的。由於佛開示緣起，而對佛起淨信，由這樣的
淨信而對佛去累積資糧，所累積的善行也是 高的。若能經常念
誦 《緣起讚》，思惟它的意義，等於是累積無量的功德，特別是
對想很快了解甚深的空性義的人，應該要多去閱讀，並且一邊閱
讀、一邊祈求諸佛，這樣對於迅速的了解空性會有幫助。

1 由見宣說何等法，智者宣說成無上，勝者見諸緣起法，垂示
教誡我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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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見宣說何等法，智者宣說成無上」的 「見」和 「宣說」
這二個是動詞，這二句要一起看 — 「由見何等法，智者成無
上」、「由宣說何等法，宣說成無上」。這裡的 「何等法」指第三
偈的諸緣起法。意思是凡是能見到緣起法者，他就成為無上的智
者，凡是能宣說緣起法者，他就成為無上的宣說者。

第三句中藏的翻譯有點出入，藏文說 「諸緣起法是正理之
王」，中文翻成 「勝者見」，好像把 「正理之王」翻譯成 「佛」，
佛看見緣起法。依藏文 「諸緣起法」應理解成正理之王，即緣起
法是正理之王，而中文翻譯 「正理之王」被理解成佛，中藏有這
個差異。或者可以就這二種角度來理解，依中文是勝者見緣起，
依藏文是諸緣起法是正理之王，下面 「垂示教誡」才是指佛本
身。

前二句是假設，如果有人能看見緣起法，他就成為無上的智
者，如果有人能宣說緣起法，他就成為無上的宣說者。底下說，
導師釋迦牟尼佛就是這樣的人，「勝者見諸緣起法」的 「見」應
把它移到前面，「勝者」理解成 「正理之王」，就是緣起法，佛已
親見正理之王的緣起法，且 （藏文中有此字）他也垂示教誡，所
以 「勝者見諸緣起法，垂示教誡」這幾個字要一起看，藏文中並
沒有直接說到佛，但 「見」和 「垂示教誡」的主詞是佛。佛因見
到正理之王的緣起法，且他 「垂示教誡」緣起法。「我敬禮」的

「我」指宗大師，對能見並開示正理之王緣起法的佛，我對他禮
敬。

第一偈頌可說是整部 《緣起讚》的簡要說明或提要，它點出
整個 《緣起讚》的重點，從 「見」和 「宣說」看出來，佛看見並
宣說緣起法，底下要講的 《緣起讚》就是針對佛看見緣起和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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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這二點，來做禮讚的。故說第一個偈頌是整部 《緣起讚》的
綱領。

第二偈起就進入 《緣起讚》的本文。第二、三、四偈主要是
講稱讚的三個理由。第二偈主要說明若能了解緣起，就能斬斷輪
迴的根本，因此要稱讚緣起，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三偈說，緣起
是佛的一切教法的核心或心要，這是第二個理由。第四偈講透過
緣起來稱讚佛，沒有比這更好的稱讚了，這是第三個理由。基於
這三個理由，所以要稱讚佛。如第二偈說 「世間所有諸衰損，其
根乃為無明闇，由何觀照能還滅，是故宣說緣起法」，說如果了解
緣起，就能斷除輪迴的根本 — 無明我執。第三偈主要是在 「世
尊聖教之心要，即諸殊勝緣起道」，說明緣起法是佛陀聖教的心
要。第四偈 「如是故於依怙尊，稱揚讚嘆多門中」，在眾多讚嘆
法中，「除說緣起妙法外，何得餘法更稀有」，除了以緣起妙法來
讚嘆之外，沒有比這種讚嘆更好的了。總之，第一偈是提綱，第
二、三、四偈說出要稱讚緣起三個的理由，第五偈就真正進入

《緣起讚》的內容了。

就像第二偈說的 「世間所有諸衰損，其根乃為無明闇」，要
從這裡去尋找緣起，不是像世間的知識從外在去尋求。要先有個
體會：在輪迴中，我們會不斷受到各種苦 — 「衰損」，一定要先
了解這點，而生起想出離三界的出離心。之後才可能真正找到緣
起，也就是要了解到三界的苦是來自於我們的業，業來自於煩惱，
煩惱來自於無明，這樣才會想到既然一切煩惱的根本是無明，無
明是一切煩惱的根源或輪迴的根源。那麼，無明要怎麼斷？這時
才會想到斷無明的方法，才會找到緣起。若對整個輪迴沒有生起
想要出離的心，不可能會找到真正的緣起。就算找到，也不是真
的。所以思惟緣起，透過緣起，想要斷除輪迴的根源，這種想法
是從內心去尋求的，不是像學習一般知識那樣，從外在去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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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緣起必須從內心去尋求？因為我們必須找自己要空的
是什麼？譬如無明是個顛倒心，當了解無明我執所執著的耽著境
是不存在的，就說這個是空性。這是要從內心去尋求的，不像科
學是從外在的事物去找。找緣起也是，是從內心去尋求的。若對
輪迴是苦的這點完全沒有體會，或對於苦諦、集諦完全沒有感受，
找到的緣起就不是真正的緣起。你該空的沒有空，不該空的空掉，
這樣無法真正掌握到緣起或空性的意義。

緣起可以斷除無明我執，佛針對三種所化機開示緣起的目的，
就是希望三種不同根性的所化對象，能透過對緣起的了解來斷除
無明，也唯有緣起才能斷除無明。此即第二偈 「世間所有諸衰
損，其根乃為無明闇，由何觀照能還滅，是故宣說緣起法」的意
思。

本師釋迦牟尼佛三轉法輪時，初轉法輪講一切法有自性，第
三轉法輪說有的法有自性，有的法無自性；中轉法輪說一切法無
自性。對不同根性的有情講不同的內容，因為他的 終目的是引
導所化機，解脫一切衰損、痛苦。有些有情無法一開始接受一切
法無自性的道理，佛陀只好先用一切法有自性來引導他。這不是
說佛沒有悲心，佛是很有悲心的，只因為不適合一開始就對這些
人講空性，所以先以一切法有自性來引導。等到他們根性成熟，
再對他們開示空性。寂天菩薩在 《入行論》第九品開始時提到

「此前諸要目，佛為智慧說」，第九品以前的內容或說空性以外的
內容，都是要間接引導，當有情具備這些基礎後，才進一步的引
導進入空性。

在四部宗義中的毗婆沙宗、經部宗、唯識、自續派，都是以
不同的宗義見引導不同根性的有情， 終目的還是要引導他們進
入一切法無自性 — 緣起性空的道理。因唯有緣起性空的道理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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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我執的正對治，所以 終還是要引導到這裡。能看到這點才
是真正的智者，就像第三偈說的 「爾時具足智慧者，如何由心不
了知，世尊聖教之心要」，唯有殊勝的緣起道，才是世尊聖教的心
要，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怎麼會看不到？應該是看得到才對。

第二、三、四偈中，第二偈可說是第三偈的因，有第二偈的
因才有第三偈，然後第二、第三兩偈又是第四偈的因。可見，它
們彼此是有關聯的。第二偈說如果沒有緣起，就無法斷除輪迴的
根本 — 無明我執。明白講，一個人若沒有中觀應成派的正見，就
無法斷除輪迴的根本。如果一個所化機無法了解應成派說的一切
法無自性，他就無法斷除輪迴的根本。由於這個理由，才有第三
偈。有智慧的人會知道緣起能斷除輪迴的根本 — 無明我執，所以
它是佛陀教法的心要。有智慧的人應該可以看到這點，不應看不
出這一點。

基於第二、第三偈這二個理由，接著第四偈 「如是」，「如
是」就是上面說的，基於第二、第三這二偈所說的原因，然後接
到第四偈。基於這二個理由，透過緣起來對佛作讚誦，沒有比這
種讚誦更好的，所以才接到第四偈。第四偈的重點就是透過緣起
來讚美佛是 好的讚美，原因就是前面第二、第三偈說的二個理
由。第四偈開始，就講怎麼透過緣起來讚美佛。

緣起分粗跟細，初學者先透過粗品緣起，一下子無法了解無
自性或空性，必須要不斷思惟粗品的緣起，慢慢愈來愈細微。了
解細品緣起後，透過對細品緣起了解的力量，才能了解空性。等
於說，細品緣起是粗品緣起跟空性之間的聯繫者或橋樑。微細緣
起跟空性不一樣，若從肯定跟否定來講，空性本身是遮遣法，遮
遣法裡面的無遮，屬於否定的。微細緣起屬於肯定的，是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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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微細緣起與空性二者是相違的關係，所以不能說它們二個
一樣。

以無常來類推，人死是無常，剎那剎那壞滅也是無常，但二
者有差別，無常也分粗細。人死是粗品的無常，剎那剎那壞滅是
細品的無常。思惟無常，會先思惟比較粗的無常，慢慢深入思惟，
就會變成細的無常。同樣，緣起也分粗細。先思惟粗的緣起，再
來就愈來愈細，到了思惟細的緣起時，它會幫助到了悟空性。到
能幫助了悟空性的階段，就稱它為細的緣起。剛開始思惟粗的緣
起時，空性的理由還沒有用得到，愈來愈細思惟緣起時，這樣的
思惟有一天就會影響對空性的了解，這種能夠幫助了解空性的緣
起，就是細的緣起。

安立論式時，譬如某某有法，是無實有，因為是緣起故。這
樣的緣起是細品的緣起，不是粗品的緣起。「某某有法」是前陳，

「是無實有」是後陳，「是緣起故」是因。前陳加後陳就是
「宗」，因裡的 「是緣起故」是細品緣起。細的世俗跟細的緣起不
一樣，細的世俗是了悟空性後才會了解的。

生：細品的緣起是粗品的緣起跟空性之間的橋樑，這種說法有點
怪。

師：這只是譬喻，讓大家了解緣起是在那裡，是介於二者中間的
階段。粗品緣起譬如種生芽，父母生兒子，比較屬無常法的部
分。

5 經由彼彼相依緣，宣說彼彼自性空，離此教授更何有，希有
妙善勝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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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彼彼相依緣」依字面上是講粗分的緣起，「宣說彼彼自
性空」是講空性。如上面說的，這二句之間無法透過粗分的緣起
直接了解空性，所以這二句間其實有一個聯繫者，就是細分緣起。
在粗分緣起的基礎上不斷地思惟，思惟到愈來愈細，了解細分緣
起後，才能透過細分緣起去成立自性空。所以，雖然字面上說經
由粗分的緣起宣說空性，其實二句之間還是要以細分的緣起來作
聯繫。由粗分緣起進入細分緣起，才能去成立自性空的。

「離此教授更何有，希有妙善勝教誨」的 「此教授」指細分
緣起，也就是只有透過細分緣起，才能了解空性。就整個偈頌來
講，粗品緣起逐漸能進入到細品緣起，甚至進一步了解空性，細
品緣起是主要的內容。除了細品緣起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教授，
可以讓人了解到空性的？

這個偈頌說若沒有細分緣起，光是粗分緣起，不僅無法了解
到空性，反而會增長對自性的執著或實有的執著。唯有透過細分
緣起，才能降低對自性的執著，甚至進而了解無自性。光有粗分
緣起無法讓人了解自性空，反而會增長實有執或自性執。唯有透
過細分緣起才能了解空性，才能斷除實有執、自性執。

6 於法生執諸愚夫，堅固邊執緊繫縛，緣起練達彼即是，盡斷戲論網之門

「於法生執諸愚夫」，藏文裡並沒有 「法」這個字。藏文意思
是於某一個東西產生執著。依藏文，「法」指某個東西，在此指粗
品的緣起。意思是，凡夫執著粗品緣起，因為粗品緣起無法了解
空性，執著粗品的緣起反而會增加 「堅固邊執」。前二句的意思
是一般人不了解細品緣起，只了解粗品緣起。粗品緣起就像第一
句所說的，不僅無法減少對一切法的執著，反而會增加執著。意
思是對粗品緣起產生執著的人，反而會讓邊執見更堅固。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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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似動詞，反而會增加或更堅固邊執，他們就會被邊執見緊
緊地束縛了。

「緣起練達」的 「緣起」指細品緣起，有智慧的人若了解細
品緣起，可以 「盡斷戲論網之門」。意思是透過對細品緣起的了
解，而了解一切法的實相，或一切法真正的本質。倘使不了解一
個人的本性，這個人若講出粗魯的話，你會覺得這個人不好。若
了解他的本質，就會知道雖然他講粗惡語，可是他的心卻是善良
的。同樣，了解細品緣起的人可以了解一切法的真實相；不了解
細品緣起的人，只了解粗品緣起的人，他不僅不了解事物的實相，
反而會被外在的假相蒙蔽，因而增加他的自性執著。這裡的差別
主要是說，了解細品緣起的人知道雖然一切法顯現為實有，可是
他知道不是像顯現實有般實有。只了解粗品的緣起的人就會被外
相蒙蔽，看到顯現為實有就會認為實有。

這裡的 「戲論」指無明我執及由無明我執所生的一切粗品與
細品的煩惱。「網」就像一張網，把有情網在輪迴中。第五偈的重
點是，沒有比緣起的教授更稀有妙善的了。為什麼沒有其他教授
比粗品緣起的教授更細微的呢？其原因就是在第六偈。第六偈說
明緣起有什麼能力，其功能是可以盡斷一切戲論網，就是細品緣
起有能力可以盡斷一切戲論網。這樣的教法非常稀有、非常妙善，
甚至令人難以置信。第六偈主要是說明細品緣起的作用與功能。

7 此教於餘未能見，故唯稱尊為大師，外道竊名以飾讚，猶如野干呼獅子

「此教」即這樣的緣起教法，「餘」就是其他。這樣的緣起教
法，在其他宗教裡 「未能見」，我們看不到。基於這理由，「唯稱
尊為大師」，只有本師釋迦牟尼佛才可以稱為大師或導師，藏文稱
為 「導師」。緣起教法只有在佛的教法裡面有，其他教法裡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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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光看這二句有人可能會懷疑，外道也稱他們的開創者為導師，
這怎麼說呢？宗大師接著說，外道雖稱他們的開派祖師為導師，
但他們的導師名不符實。「竊名以飾讚」是說他們雖也稱他們的開
創者為導師，可是他們的導師是名不符實的，根本沒有那個份量
可以稱為導師。外道信徒都稱他們的開創者為導師，這就像把

「野干」— 即狐狸 — 叫做獅子一樣。它只是樣子看起來有點像獅
子，可是實際上不是獅子。這裡 「野干」比喻外道的開創者，

「獅子」比喻佛。外道的導師是假的，不是真正的導師。

因外道的教法裡沒有能讓有情真正從輪迴解脫的方法，因外
道的教法無法讓有情得到解脫，所以他們的導師是假的。雖然他
們稱自己的開創者是導師，可是這只是假的導師，因為它根本沒
有實質作用，因為無法讓信奉他的教法的人得到解脫。所以雖然
也同樣叫做導師，可是只是假的導師。

8 希有大師希有依，希有勝說希有怙，極善宣說緣起教，於彼大師我敬禮

基於第五、六、七三偈說的理由，宗大師對本師釋迦牟尼佛
禮敬。細品的緣起是非常稀有勝妙的教授，此是第五偈主要說明
的。第六偈說細品緣起可以讓智者了解一切法的實相，無餘斷除
一切戲論網。第七偈說這樣的細品緣起的教授，在其他教法裡是
看不到的。因為上面的理由，稱本師釋迦牟尼佛為 「導師」是名
實相符的，其他外道的導師被稱為 「導師」，這個導師是假的。
基於這三偈的理由，說 「希有大師希有依」，此 「依」指皈依
處，因為他宣說此緣起的道理，所以他等於是我們的稀有的皈依
處。「希有勝說希有怙」的 「怙」指 「怙主」，「極善宣說緣起
教，於彼大師我敬禮」，「大師」指佛，「我」指宗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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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藏文的意思是高興得不由自主，透過語言發出一個讚
嘆聲，法尊法師翻成 「稀有」。「大師」藏文的意思是宣說者，為
什麼他是稀有的宣說者呢？主要是因他宣說緣起的道理。「大
師」、「依」、「勝說」、「怙」都是指佛，若就字面上來解釋，

「勝說」的意思是，若在一切說法者 — 佛教或其他宗教，裡面做
比較，佛是 殊勝的，所以 「勝說」的意思是 殊勝的說法者。

「希有怙」即 「怙主」，他的地位就像國王，他可以照顧一切百
性，就像一切有情都把一切希望寄託在佛身上一樣，所以佛是我
們的 「怙主」。
30 September 5, 2017 緣起讚 -2



緣起讚 -3

7 此教於餘未能見，故唯稱尊為大師，外道竊名以飾讚，猶如
野干呼獅子。

8 希有大師希有依，希有勝說希有怙，極善宣說緣起教，於彼
大師我敬禮。

第七偈是因，指佛說的法在其他宗派裡是看不到的，只有佛
才名符其實堪稱為 「大師」，其他外道的開創祖師被這麼稱呼都
是名實不符的。以第七偈的理由來成立第八偈的 「希有大師」。
依藏文看，這裡的 「大師」是 「無上的導師」，「無上」是沒有
人在他之上。所以我們的導師是無上的，勝過其他宗派的開派祖
師。

第五、六、七、八此四偈主要說明我們的導師釋迦牟尼佛，
他如實了解緣起的意義，之後為所化的弟子宣說教法。第五、六
兩偈主要在說教法是無上的，第七、八兩偈主要是說明宣說者，
我們的導師是無上的。第二、三、四偈主要說為什麼要透過緣起
來讚嘆佛。第一偈等於是這部 《緣起讚》的總說。

2.2.　讚美佛陀思惟並宣說空性為緣起義

9 恆作饒益眾生者，為利眾生故宣說，教法心要性空理，無與倫比決定因

在說此偈前，先引一部經的內容來說明，一切有情由於不了
解空性，在輪迴中漂泊。空性主要是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
經文中對空解脫門的解釋，「空」指無自性，無相解脫門的 「無
相」藏文指寂滅，即決定實有的因的量是寂滅的，沒有成立因為
實有的這種量。無願解脫門的 「無願」指不能產生實有果的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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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上是三解脫門在經文的解釋。空解脫門意思是無自性，無
相解脫門是寂滅，意思是沒有決定實有之因的量。無願解脫門指
沒有產生實有之果的因，沒有產生實有之果的 「生」。三解脫門
重點就是在講空性，由於一切有情不了解空性的緣故，所以在輪
迴中漂泊。佛看到有情在輪迴中漂泊的情況，他很清楚就是因有
情不了解空性的緣故，才會在輪迴中漂泊。對有情生起大悲心後，
他以各種的正理來讓有情了解空性的道理，他用正理去成立空性。
因為要解脫輪迴唯有從輪迴的根本，也就是無明下手，要斷除無
明或我執，只有空性的見解，才是無明我執的正對治。佛陀由於
大悲心的緣故，開示各種正理，讓眾生能透過這些正理斷除無明
我執而獲得解脫。經典的意思大致是這樣，它和第九偈頌是有關
係的。

空解脫門重點在講實無自性，無相解脫門重點在講因，不能
決定因為實有的這種量，無願解脫門重點在講果，無法產生實有
的果。此外，三解脫門還可從能作者、所作的業、跟所作的動作
三方面來講，一般講 「三輪」。也可以與三輪體空的觀念來結合。

生：三解脫門可配合三輪體空，應如何配合能施、所施、和施物
三者而思惟呢？

師：三解脫門配合三輪來看就是，空解脫門是配合對境 （即受
者），無相解脫門配合作者，無願解脫門配合動作。藏文 char 
chei lei suin，char 指動作，chei 是作者，lei 是受者或對境，
就一般情況講，有一個作者、一個受者、還有動作，三解脫門
跟三輪就這樣配。可是對象若是一個目標譬如佛果位，這時目
標的擺法就不一樣，二者應對調。目標要擺在無願解脫門，動
作要擺在空解脫門。因此，這二者要視情況而定，如果是施
者、受者、和動作，就是第一種，作者的位置都一樣，是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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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解脫門。如果受者變成是目標，目標就要擺在無願解脫門，
動作就擺在空解脫門。有這二種情況。

第九偈 「恆作饒益眾生者」指佛為利益眾生的緣故 「故宣
說」，他宣說的 「教法」中的 「心要」。「教法心要」跟 「性空
理」是同義詞，即教法的心要也就是性空的道理，佛講了很多教
法，譬如在三轉法輪裡，有針對小乘的有情開示的，主要是在初
轉法輪。也有針對唯識根器的，主要是在第三轉法輪。然他的目
的都是要引導有情進入到第二轉法輪，一切法自性空或一切法無
自性，這才是佛陀所有教法的核心。透過一切教法核心的空性理，
才能引導所化有情解脫輪迴，才能安置這些所化有情於解脫的安
樂中。

佛這樣說法其實是有次第的，無明有深淺層次的差異。對一
般有情不可能一開始就跟他講 細微的無明，只能從 粗的無明
開始，慢慢引到 細微的。引導時， 初可能用毗婆沙宗或經部
宗的 粗的無明開始，進一步介紹唯識宗、中觀自續派， 後才
介紹中觀應成派說的 細微的無明或我執。就像要拿一樣東西，
當然是從 上面的開始拿，慢慢才拿到 底層的。介紹有情無明
我執的情況也一樣，必須從 粗的介紹，慢慢粗的了解後，才能
進一步了解更細的。就像了解無明是從 粗的無明開始，再不斷
了解到細微的。去除無明的過程也是，一開始只能去除 粗的，
慢慢愈來愈細，如同從下下宗義引導到上上宗義。了解的過程也
是從粗的到細的，去除無明的過程也是從粗的去除到 細的。

佛教裡有四部宗義，因為眾生的根器不同，又因為要由粗引
導到細，所以要施設不同的宗義，才會產生四部宗義，才有不同
的次第的法輪。可是目的都是要引導到空性、一切法無自性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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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核心的教法，這是佛陀講這麼多教法的用意， 終的目的就是
要引導有情到了解到這個部分。

在成立空性或一切法無自性的正理，這種的正理非常多，譬
如從觀察因的角度來講的有金剛屑因，這是破四邊生因，有從果
上觀察的，這是破有無生因；有同時從因果上觀察的，叫破四邊
生因；有從體性上觀察的，叫離一多正因，在這麼多成立空性、
一切法無自性的正理中，正理之王就是緣起正理。底下就講 「無
與倫比決定因」，決定一切法為無自性的無與倫比的決定因是什麼
呢？這句話其實要講緣起正理。緣起正理是正理之王，所以它是
無與倫比的，它是能決定一切法為空性、或無自性的無與倫比的
決定因。

為什麼說緣起正理是正理之王？因為緣起正理在成立一切法
為空性、成立一切法為無自性，可同時斷除常邊跟斷邊。其他的
正理大多只能斷常邊，無法去除斷邊，只有緣起正理可以同時斷
常邊和斷邊。

緣起的藏文是 「滇杰」，「滇」有依賴的意思，「杰」有關係
的意思，但從中文比較看不出這個意思。「依賴」指它必須依賴其
他東西、要依賴他法，自己不能獨立，不能從自己方面成立。從
這個意思就可去除常邊，因為 「常」就是不依賴它法，既然

「滇」有依賴的意思，表示它必須依賴他法，自己不能獨立成立，
所以就能除去常邊。「杰」有的意思是法跟其他法有關係，既然它
跟其他法有關係，表示它是存在的，不會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
就能去除斷邊。簡單講，「滇」可以去除常邊，「杰」可以去除斷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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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是正理之王的第二個理由是，在未了解緣起正理前，我
們會用緣起道理來成立一切法是實有的。未了解緣起正理前，我
們會透過緣起正理去成立一切法為實有。其實是我們看的角度有
問題，譬如看到種子有生芽的能力，我們會把種子有生芽的能力
看得非常實在，認為它是實有的。不了解緣起正理的人會因為種
生芽這種緣起關係，把種生芽看成是實有的。了解緣起正理之後，
就不會把種生芽這種功能執為實有了。同樣，這種了解可以運用
到一切法上。了解緣起正理，可以把毒變成藥，把原先完全錯誤
的想法轉成有益的想法。

10 若即緣起觀待理，若見彼無或相違，於此世尊聖教法，如何而能趣明了

這偈主要講有二類人無法了解透過緣起正理來成立空性的情
況，一類是佛教的說實事師，它包含唯識宗以下 — 毗婆沙宗、經
部宗、唯識宗。他們合稱為 「說實事師」，他們承認緣起正理，
因他們是佛教自宗。另外一類是非佛教的外道，他們不承認緣起
正理。

內道的說實事師雖然承認緣起正理，可是他們的緣起正理卻
用來成立一切法是實有的，不是來成立一切法是無自性、是空性
的。緣起正理變成是來成立實有的，所以他所成立的剛好跟空性
是相違的。說實事師用緣起來成立實有，而實有跟無自性剛好相
違。外道因為不承認緣起正理，他不會用這個理去成立空性，所
以緣起正理變成是不成因了。因為他們不承認，所以是不成因。

相違因就是說實事師，用緣起正理來成立實有，所以他無法
成立空性，實有跟空性剛好相違，所以緣起正理變成是相違因；
而外道不承認緣起正理，所以他不會用它來當作因去成立空性，
所以緣起正理對他來講是不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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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見」的 「見」有二類人，一類是說實事師，不過，這樣
配合來解釋，「若見彼無」的主詞就是外道，因他們不承認緣起正
理。在藏文這個是不成因。因為不會用緣起正理來成立空性，所
以是不成因。第一、二句分開解釋就是 「若見彼無」或 「若見相
違」，「若見相違」的主詞是說實事師，這二類人或者把緣起正理
看成不成因，或者把它看成相違因。「於此世尊聖教法，如何而能
趣明了」，這樣，他們怎麼有辦法了解世尊的聖教法呢？第三、第
四句其實可以對調來看，即 「如何而能趣明了，世尊的聖教
法」？自續派算是有接受，但是不懂緣起正理。

如上所說，若能了解緣起正理，能把毒變成藥。不了解緣起
正理者，剛好相反，會把藥變成毒。本來緣起正理是成立空性的
正理中 無與倫比、 殊勝的，是一切正理之王，可是不了解緣
起正理的人，不僅無法去成立空性，反而如上面說的去成立實有。
或如外道根本不承認緣起正理，這類人就把真正的藥變成毒了。

為什麼外道認為緣起正理無法成立空性？或他們根本不承認
緣起正理呢？外道承認從種子生芽，可是他們不承認由業會生果，
及透過道諦可以證得滅諦。他們不承認流轉跟還滅這二種情況，
但不是說他們不承認種子生芽的因果關係。這種因果關係他們是
承認的，外道不承認四聖諦，不承認輪迴裡面的因果道理、解脫
的道理。

「緣起」的這個詞的意義有粗跟細的差別，由種生芽，因藥病
除，吃東西肚子會飽，這種因果關係是我們親眼看見或了解的。
比這個再深入的緣起關係，譬如這一世得到這樣的身體，跟過去
造的業有關。這也是一種緣起關係，這種就比前面現世所能看得
到、覺察得到的更細微。比這更細微的是一切法是怎麼成立起來
的。以自續派、唯識派跟應成派來講，他們字面上都會講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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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都是依心去安立的，或說由分別心安立的，可是雖然表面
上講一切法都是由分別心安立起來，不過在解釋這句話時，他們
就顯出了粗細的差異。

粗的緣起的形成是依細的緣起而產生，依 細的緣起才有
稍微細的緣起，然後才有粗一點的緣起產生，依於粗一點的緣起
才有 粗的緣起。也就是， 粗緣起的呈現，其來源是 細的緣
起。由於粗分的緣起是依細分緣起而呈現的，所以粗細的緣起間
關係非常緊密。把粗分的緣起當作因，去了解細分的緣起，因為
它們有關係的緣故，所以可以這樣了解。這種情況也可以從十二
緣起的流轉來看，譬如從無明產生煩惱、造業、輪迴等流轉門。
若去追溯，這種來源都是無明，或說 細微的緣起就是說一切法
是由分別心安立的，可以追溯到這裡。

外道把緣起正理看成不成因 — 無法成立空性，說實事師把緣
起正理看成是成立空性的相違因。以說實事師裡的唯識宗來講，
雖然他們會說一切法是由分別心安立的，可是他們對 「一切法是
由分別心安立」的理解，卻無法成立一切法是無實有。也就是說，
他們無法了解中觀宗說的 「一切法是由分別心安立」的這點。雖
然字面上講的一樣，可是唯識宗的 「一切法是由分別心安立」，
無法成立一切法無實有，反而成立一切法是實有的。至於外道根
本不承認緣起，所以他認為要成立空性，緣起正理是個不成因。

唯識宗無法理解中觀宗說的 「一切法唯由分別心安立」的這
個道理，它怎樣跟粗的緣起聯繫在一起，這點唯識宗無法理解。
說實事師裡面的唯識宗講到一切法是由分別心安立的。毗婆沙宗
跟經部宗，就不講這樣，他們不會說一切法是由分別心安立的。
會主張一切法是由分別心安立的宗派，就已了解比較細微的緣起
了，可以說唯識宗、自續派、應成派講的緣起是比較細微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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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部宗跟毗婆沙宗不這樣講，他們也承認緣起，可是他們承認
的緣起是比較粗分的，譬如業果或種生芽的這種。因此就無法透
過這種粗分緣起了解無實有，或了解空性的這個部分。當講一切
法是由分別心安立時，以應成來講就是唯名假立的緣起，它可以
了解一切法是無實有的。這是從 微細的角度來理解，一切法是
無實有、一切法是空性。

對應成派來講，不管從 細的緣起、從 粗的緣起，都可以
成立空性。可是在唯識宗以下，像唯識宗一切法是由分別心安立，
他反而無法成立空性。毗婆沙宗跟經部宗就更不用說了。

可見，「緣起」一詞可聯結緣起粗的部分，也可聯結緣起細的
部分，可說含涉得很廣。就我們來說，我們只有緣起粗的部分。
實際上，緣起粗的部分都一直倚靠緣起粗的部分，彼此有緊密的
關係。有智慧的人一看到緣起粗的部分，心裡同時就了解緣起細
的部分，空性馬上就會生起來。我們卡在那裡呢？緣起粗跟細無
關，我們只了解緣起粗的部分。

安立緣起時，如果講到一切法是由分別心安立的，這樣講其
實就已進入比較細微的緣起了。唯識宗、自續派、應成派講的都
是比較細微的緣起，只不過唯識宗對於 「一切法唯由分別心安
立」的了解沒有抓得很正確。經部宗跟毗婆沙宗，因他們不這樣
講，所以他們安立的緣起都是粗的。由這裡來作區分，若說一切
法是唯由分別心安立，這樣講的緣起就是比較細的緣起，只不過
這裡面又分粗細。

第 10 偈頌主要在說，唯識宗以下的說實事師雖然也主張緣
起，可是他們的緣起無法去成立空性。他們所成立的跟空性剛好
相違，也就是說，他們無法正確的運用緣起正理。外道根本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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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緣起正理，所以認為那是不成因的。本來緣起正理是成立空性
的正理之王，或是無與倫比的一個正理，可是說實事師跟外道無
法運用這樣的正理。若能正確的運用緣起去成立空性，照理說，
這二者必須不相違，也就是既然緣起正理可以成立空性，表示這
二者必須不相違。

11 世尊承許若時見，空性即是緣起義，能作所作與性空，彼此相順不相違

「世尊承許若時見」的 「見」要連接到下一句，「若時」就是
「當」，當看到空性時，就可以了解到緣起義。第三句 「能作所作
與性空」，依藏文此句的 「性空」要先講，「性空」要配合第二句
的 「空性」，而 「能作所作」配合第二句的 「緣起義」，二者是
相輔相成的。也就是，當你看到空性時，同時就會顯現緣起，或
說了解自性空的同時，就知道它不會違背一切能所的作用，「能作
所作」就是一切的作用，了解空性時，就知道它是一切的作用可
以成立。相反的，了解緣起時，就知道它是自性空的，就是同時
的、彼此是相順而不相違的。

若了解空性的同時就了解緣起，反過來，了解緣起就了解空
性，一個現起另外一個就同時現起，就表示你可以真正透過緣起
了解空性的徵兆。「世尊」在藏文其實是 「你」，因為這裡是宗大
師對世尊講緣起的禮讚。在 《緣起讚》中提到的 「你」就是指世
尊，所以法尊法師直接把意思翻出來。這裡主要是說世尊在 《般
若心經》或 《般若經》中講了很多空性，譬如 「無眼耳鼻舌身
意」等，在講這些的同時，並不是說一切作用不成立。而是在講
空性的同時，可以成立一切作用、一切能所的作用。這在世尊的
教法中，是非常稀有和令人讚嘆的，空性不違害緣起，緣起同時
又可以成立空性，互相輔助、彼此不相違背，這種教法只在世尊
的教法裡面有，這是非常稀有和令人稱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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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偈有加 「世尊」，也就是藏文中的 「你」，因為這偈頌主
要表達真正了解緣起，成立空性時是這種情況，緣起跟空性彼此
是互相輔助的，所以在這偈頌的開始會加一個 「世尊」，第 12 偈
沒有加 「世尊」是因為這一偈是針對說實事師跟外道講的。一開
始它是加 「反之」，意思是這情況跟上一偈是相反的。

12 反之若見彼違返，空則作用不成立，若有作用則無空，墮落苦惱深險處

「若見彼違返」就是緣起無法成立空性的這種情況，此不是會
墮入斷邊，就是會墮入常邊，所以底下說 「空則作用不成立」，
也就是空性無法輔助緣起。講空的時候就是什麼都沒有了。反過
來講，若成立有作用有緣起，就無法成立空性，就是變成二者無
法互相輔助、落一邊了。上一偈有加 「世尊」，表示那個偈頌是
真正佛的密意的核心，「反之」的這個偈頌沒有加 「世尊」，從這
個偈頌沒有加 「世尊」來看，就知道是講說實事師以下沒有抓到
佛的密意核心。

「空則作用不成立」主要在說明落入斷邊，「若有作用則無
空」主要在說落入常邊，也就是會 「墮落苦惱深險處」指不是墮
常邊，就是墮斷邊這二種。

13 故於至尊教法中，極讚觀照緣起法，彼非一切畢竟無，亦非一切自性有

這裡的 「緣起法」指中觀正見，因為中觀正見不墮常邊或斷
邊，底下二句中譯 「彼此一切畢竟無」有誤，「彼此」的 「此」
要改成 「非」，因依藏文否定二個都要結合，應是 「彼非一切畢
竟無，亦非一切自性有」，「彼非一切畢竟無」的 「一切畢竟無」
就是斷邊，不會落入斷邊。「亦非一切自性有」的 「自性有」指
常邊，也不會墮入常邊，不會墮斷常二邊的緣起法，也就是中觀
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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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讚 -4

14 無待猶如虛空華，是故不依觀待無，自性若有彼成時，便與因緣相待違

先解釋字面的意思。「無待猶如虛空華」要切開為 「無待，
猶如虛空華，「是故不依觀待無」要切開為 「是故，無不依觀
待」，是故，沒有不依觀待的法。「不依觀待」要一起看。「無
待」可理解為 「不依觀待的法」，這種法是沒有、是 「猶如虛空
華」，像空中花一樣，根本就不存在，這二句可以正因論式來講。

一切法有法 （前陳），是無實有 （後陳）3，因為是緣起故或因為
是觀待故。這裡緣起跟觀待意思是一樣的，都當作因。透過緣起
或觀待，可以成立一切法是無實有，所以 「觀待」或 「緣起」是
成立一切法無實有的因。從這個正因論式的第一句 （前陳）跟第
三句 （因）來講一切法都是緣起、都是觀待的。反過來講，沒有
不觀待的法，因為一切法都是緣起，都是觀待的，所以沒有不觀
待之法，沒有不是緣起的法，不觀待的法。不是緣起的法就像空
中花一樣，根本不存在。如果是有的，必定是存在於所知中，應
該可以顯示出來，可以看得到。實際上，這種不觀待之法或不是
緣起之法，是無法顯示出來的，無法看到的，它是沒有的，就像
空中花一樣。

此偈的前二句，主要是要成立不觀待或不是緣起之法是不存
在的，後二句，其實只是用不同的角度來說明，「自性若有彼成
時」的 「彼」指彼法、該法。如果有一個法是自性有的，當這個
法成立的時候，它如果有的話，它就不須觀待，自性有跟觀待是
相反的，「自性若有彼成時」就是如果一個法是透過自性有這樣成
立起來的，它就隱含此法不須觀待因緣。若有這樣的法，它必會

3. 前陳、後陳合起來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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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觀待因緣互相相違。「便與因緣相待違」的 「與因緣相待」就
是觀待因緣。如果有一個法是透過自性有而成立的，便會跟觀待
因緣的情況互相違背。據我們的了解，一切法都要依賴因緣才能
成立，所以，從這裡反推回去，自性成立的這種法，根本不存在。

15 是故捨離緣起法，更無存有少許法，是故捨離自性空，亦無存有少許法

第 14 偈主要是成立一切法都是緣起，沒有一法不是緣起的。
第 15 偈談到它的周遍關係，談到空性跟緣起有互相周遍的關係，
都是要成立緣起這個正因。「是故捨離緣起法，更無存有少許
法」，意思是除了緣起法之外，沒有其他法了，沒有非緣起之法。

「是故捨離自性空，亦無存有少許法」，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沒
有不是自性空的法。「是故捨離緣起法」的 「是故」要翻譯成

「故云」比較好，因藏文中有一個 「說」的意思，「故云」的主詞
是佛。第一、二句與第三、四句，有因果的關係，前二句是因，
後二句是果，「故云捨離緣起法，更無存有少許法」要說明的是一
切法都是緣起的。以白話來講，一切法都是緣起法，因為這個緣
故，可以說一切法都是自性空。「捨離自性空，亦無存有少許
法」，白話講就是一切法都是自性空。「是故」是表示因果的關
係，是 「因此」的意思。整偈再重說，所以佛說由於一切法都是
緣起法，因此一切法都是自性空。

第 14 偈主要在說明不觀待之法或非緣起之法是不存在的，要
說明的是不觀待之法的過患，不觀待之法如果是有的，應該可以
顯示出來。可是不觀待之法就像虛空華，完全無法顯示出來，是
不存在的。第 15 偈說明的是緣起和空性之間有周遍關係，或說透
過一切法是緣起成立一切法是自性空。

16 諸法若是自性有，則說涅槃不堪能，及諸戲無除滅，因由自性無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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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偈主要是說明，若自性成立的話有什麼過失？剛剛是從
不觀待來講它的過失，現在是從自性成立來講它的過失。若有一
個法是自性成立的，會有什麼過失？自性成立若是有的，就無法
斷除。若有一個法是自性成立的，這個自性成立的就無法斷除。
無法斷除會引申什麼後果呢？若說一個法是自性成立的，進一步
我們就會對這個自性成立的法生執著，此法是自性成立的執著就
會產生。由於這個執著，我們無法區分那些該取，那些該捨。由
這個執著我們心中會產生種種的障礙、煩惱，造成內心種種不愉
快。若是這樣的話，絕不可能證得從執著或煩惱中解脫的果位，
如阿羅漢果。如果有一法是自性成立的，會導致無法證得阿羅漢、
無法璒得解脫的果。所以還好，不是自性有。

我們雖雖知道無始以來一切法都是無自性成立的，但是它對
我們還是沒有幫助，我們還是沒有解脫。這只是開玩笑，不是真
的這樣。若真有一法是自性成立的，若這樣的心念生起的話，這
種心很有力，因為它是量識。若是量識，完全無法消掉。是這樣
的量識，那很恐怖，它是一種執著心，執著心會給我們壓力、令
心很煩。它本身若是量識，是讓我們煩，那就沒有機會解脫了，
一直會繼續讓我們煩，這種煩無法消除掉了。若無法消除這種煩
惱，怎麼可能會解脫呢？所以就不會有解脫。現在這裡的問題是：
有沒有解脫？誰知道？

以前博垛瓦住鄉下時，有一個人來看他，看博垛瓦很認真在
修行，這人就跑去問博垛瓦：這樣辛苦地修行，真的有佛嗎？有
解脫嗎？博垛瓦就用一個例子反問他，他念出七百年前一個祖先
的名字，問道：「有這個人嗎？」他說：「有啦！」博垛瓦又問：

「誰知道？」那人說：我知道我爸爸，我爸爸知道我爸爸的爸爸，
爸爸的爸爸又知道，所以一直往上推，這一定有啦！博垛瓦就回
答：這個佛也一定有，我一直往前溯，對於佛有沒有，他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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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對我們來說，若自己無法用智慧了解空性，讓心裡生起空
正見，慢慢認出空正見的力量，繼而解脫，那還是可以用博垛瓦
的這個故事，有沒有佛？有沒有解脫？就如故事所說，一直往前
追溯，這肯定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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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讚 -5

之前依秋內喇嘛仁波切的 《交錯讚》把 《緣起讚》的 58 個
偈頌分成 10 個科判，已講到第 16 偈頌。第 16 偈頌是在 10 個科
判中的第 2 科，導師釋迦牟尼佛在思惟空性為緣起義後，又加以
說明，對於這一點，對佛加以稱讚，也就是透過緣起這個因，可
以去成立一切法無自性，或成立一切法是不由自方成立的，或成
立一切法自性空。一切法若不是緣起的，或一切法不是依因待緣
而生的，那就無法成立一切法是自性空。

之前講過，緣起有粗品和細品，這裡講的緣起是細品的。這
裡提到的緣起可讓我們了解到空性，你可以透過這種緣起了解空
性。反過來，在自性空的同時，又可引申出緣起的安立，彼此可
以互相輔助的這一點。宗喀巴大師在他對龍樹菩薩的 《中論》的
註釋 《正理海》中提到，這是中觀宗 究竟的見解，也是學習者
在了解上 困難的一點。空性能引申緣起的安立，就是在了解緣
起時，可以引申空性；了解空性時，可以安立緣起。

這跟之前講的很像，「佛會不會顯現世俗法？」一般有情看到
世俗法，他所見的世俗法是透過名言的認知而看到的。因為名言
的認知本身是有問題的，所以它所見的世俗法也是有問題的。對
佛來講，他會不會有世俗法的顯現？若對在根本定的聖者來講，
他看到的是勝義的這個部分，這時他就無法看到世俗的顯現。如
果你的認知是世俗的、或名言的認知，你見的是世俗法，可是當
你現觀空性時，你只能看到空性這個勝義法，不能看到世俗法。
好像只能看到法的一個面，無法同時二面都看到。當說了解空性
時還能安立緣起，在了解緣起的同時，又能引申空性的了解，這
是很難體會的，這裡主要在說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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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講的是有境的空正見，現在講的是對境空性跟緣起、或
勝義諦跟世俗諦中間的部分。像佛陀的智慧看到世俗諦時，沒有
一個是世俗諦。對他來說，好像都是勝義諦。我們看時，境的表
面跟體性不一樣。講體性時。要專心的想才會看到。佛一看到法
時，就看到體性，境外面的那層假相好像就不見了。對佛來講，
他所見的世俗法，就像虛假的一樣。對我們來講，當我們在了解
世俗法時，就無法安立它勝義的那一面。觀察勝義的那一面時，
又無法建立起它世俗的那一面。好像了解一個就失去另一個，這
也就是宗大師在 《正理海》提到這是 難了解的，可是卻是中觀
見裡 究竟的。

有一點要釐清的，剛剛講的是，究竟的中觀見解是在了解空
性的同時，能安立緣起。了解緣起時，能夠引申空性。二者是同
時的，能夠同時理解緣起跟空性或自性空，這是中觀 究竟的見
解。另外，當了解空性緣起是同時的，之後當看一切法，會有一
切法如幻的感覺。一切法如幻是微細的世俗，這裡的微細世俗就
是一切法如幻。不要把 「一切法如幻」跟 「緣起」畫等號。在了
解緣起性空之後，再去看一切法時，會發生這種情況。這時會看
到一切法就像幻化，一切法如幻稱為微細的世俗。

要清楚，了解微細的世俗跟了解空性，了解空性在先，了解
微細的世俗或了解一切法如幻在後。微細的世俗或見一切法如幻，
一定要在了解空性之後才會發生。這裡的了解不必非要現觀，只
要處在了解空性的根本定，之後出定，看到一切法時，就會看一
切法如幻。見一切法如幻的力量來自於了解空性的根本定，它是
從根本定的力量帶出來的。由於了解空性的根本定，出了根本定，
會看一切法如幻。總之，看一切法如幻的這種微細世俗，在了解
空性後才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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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見一切法如幻必須要現觀嗎？

師：不用現觀，只要了解空性的根本定。根本定時是緣空性，到
後得位時，由於根本定的勢力，就會見一切法如幻。

生：剛剛講了解空性，「了解空性」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現證空性？

師：未必，只要了解空性就可以。

生：那怎什麼說後得位才了解一切法如幻？

師：你的問題是不是，根本定一定要現觀空性？

生：剛剛說只要了解，不用現觀。既然只是了解，為什麼出現根
本定跟後得位呢？

師：所謂的了解，是要思惟、要修空性。因為修行的緣故，下座
後就一直思惟空性。這樣子打座，下座看到法時，跟以前不一
樣，就像如幻一樣。

生：上座、下座就是根本定跟出定嗎？

師：不是一定要奢摩他的定的程度，一般藏文用 「gon」說的這
個定不一定要奢摩他，定中禪修時一直思惟空性的緣故，就會
產生影響。以前看到世俗法時，沒有這種如幻的看法，現在有
如幻的看法。可以說，他了解另外的微細世俗。

生：您講的只是入定跟下座，不是真的指根本定跟後得位，是
嗎？
緣起讚 -5 September 5, 2017 47



師：不一定是根本定，剛剛是舉例說明空性跟微細的世俗有什麼
前後的差別。

這裡的了解至少要有比量的程度，可是未必要有奢摩他的定。
上次提到一個論式 「五近取蘊有法，是無實有，因是緣起故。」
又藏文緣起叫 「滇杰」，「滇」是依賴的意思，依賴可以除去常
見；「杰」是相繫、關係的意思，相繫可以除去斷邊。在這個論式
中，「五近取蘊有法」是有法或宗的前陳，「是無實有」是宗的後
陳，亦即所立法，因是 「緣起」。若照剛剛的講法，了解緣起的
同時就了解空性，就不須再去成立無實有了，因為無實有就是無
自性。安立一個論式，要先了解這個因，因本身就是緣起。若照
剛剛的講法，了解緣起的同時若就了解無自性、無實有，那何必
再去成立所立法的無實有呢？就不須要了，可能有人會有這個問
題。

在藏文，緣起除了是 「滇杰」還有另一個詞叫 rten byung，
二者的意思一樣，只是取的字不同。現在估且不在所用術語上作
文章，二個是同義詞。就這個論式來講，所說的因 — 緣起，指的
是微細的緣起，因可以除去常見跟斷見。這樣說，會出現一個疑
問：這裡談的緣起，不就等於是空性、無自性嗎？何必再去成立
所立法無實有的那個部分？好像不須要了，可能會出現這樣的疑
問。

答案是，雖然藏文的 「滇」可以除去常邊或常見，常斷二邊
的 「常」不要誤會成無常、常的常，它指的是實有邊或實有的見
解。若把緣起的 「緣」想成藏文的 「滇」（當然不能這樣畫上等
號），譬如緣可以斷除常見、常邊、實有邊，這個常就是指實有。

「實有」是實有執所執的虛構的境。或許有人會想，既然緣或
「滇」可以斷除常邊或實有邊，緣或 「滇」是否就等於了解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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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做這個動作呢？事實上不須要的，即使還未了解空性，也可
以斷除常邊或實有邊。也就是說，即使斷除常邊或實有邊，這還
沒有到達了解空性的那個程度。

為什麼這裡的緣起是指微細的緣起？為什麼 「滇」或緣可以
除去實有邊或常邊，可是卻還無法了解空性呢？因它只是除實有
邊，而所要空的東西，要空得恰到好處，這時還未到空得恰到好
處的地步。譬如應把實有虛構的對境破到百分之五十，若破到百
之五十一，破超過不對。若只破了百分之四十九，破不夠也不行。
超過跟不足都不行，這時他有破實有，可是還沒有恰到好處。因
還沒有恰到好處，所以還不能說了解空性。總之，不能破得太過，
也不能破得不足。當破得剛好落在百分之五十時，常邊、斷邊都
可以除，這時才講是中道，就可以講是空性。

我們以後會了解空性，屆時什麼樣才算了解，現在就要清楚，
不然，那時會比較麻煩。屆時要怎麼判斷是否了解空性呢？空性
要空掉的必須剛剛好，百分之五十要空掉，很準確、很堅固地抓
到，這是空性。空得多一點，沒有抓到空性。空得少一點，也沒
有抓到。所以緣起除斷邊跟常邊，多不可以，少也不可以。除去
斷邊跟常邊後，穩固的能力就會出現，有能力穩固的這種對境就
是空性。空性是什麼？剛好百分之五十，不多不少。百分之五十
點零零零一就超過了，留下零零零一也不行，要恰到好處，藏文
叫 tongpanyi。若不清楚，空掉百分之五十時，多空一點成百分
之五十一、五十二，那時有沒有空掉百分之五十？有！有沒有空
掉執著心的對境？有！那時執著心不見了，執著心的對境都除掉
了，但是有沒有了解空性？沒有！那時我們可能自以為懂空性了，
什麼執著心都沒有了。其實這是有問題的。總之，空性要破得剛
剛好，不可多也不可少。斷邊、常邊除了之後，會出現一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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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的對境，那個就是空性。所以，它是有分前後的。雖已除掉
斷邊、常邊，但還沒有了解空性。

生：去除常見和斷見，之後才能找到中間的空性。講緣起時，是
不是要讓我們在見解上、心識上了解在對境上常見的執著或斷
見的執著。從見解上去了解，然後去除掉過多或不夠的部分，
然後得到正確的，那就是空性。

師：對。

剛好空掉百分之五十，這要靠了解空性當下，緣起世俗的法
可以同時有，這是 難的。宗大師在 《中論》的解釋提到，他努
力修學空性時， 難的地方就在這裡。《三主要道》也講到這點，
就是性空無二的意思，對顯現或緣起的部分無欺誑，對無實有、
沒有實執，空性的這部分，無自性的了解是交替，了解若還是有
先後，那就還未了解空性。若是同時有緣起性空的見解才是真正
了解。

17 是故於諸智者中，發出廣大獅子吼，數數宣說離自性，妙善說法誰能難

如果一個人在解釋空性，成立空性的同時又成立緣起，這樣
的講法無人可以反駁。一般會有問題的是，在成立緣起或因果時
無法安立空性，這樣的講法才會有爭議，受到質疑。若在成立空
性的同時可以安立緣起，這種講法是毫無爭議，無法質疑的。這
就是第 17 偈頌所說的。

「難」就是誰能去問難或質疑。「是故於諸智者中，發出廣大
獅子吼」，「獅子」是森林之王，牠所到之處，毫不畏懼其他動
物。能講有緣起因來輔助空性，能講出這樣話的人，就像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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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到之處，沒有讓他畏懼的。能講出有緣起因來輔助空性的這
種道理的人，無人能質疑他，這個偈頌主要在說這個點。

「數數宣說離自性」的 「離自性」指自性空，這種的 「妙善
說法誰能難」，誰能質疑它？無法質疑它的意思。到此講完第二個
科判 — 讚嘆本師釋迦牟尼佛能思惟並宣說空性為緣起義。

2.3.　讚美佛陀能看見空性為緣起義的功德

第三科判雖有安立這樣的科判，其實整個讚文前後都是有關
聯的。從第 18 偈起安立第三個科判，但它和前面第 17 偈還是有
關聯，不因安立不同的分科，彼此就不相關。科判只是點出這裡
的重點所在而已。

18 宣說無有少自性，及依此故而生此，一切安立皆成立，此二不違相和順

宣說的內容有二，一個是無有少自性，另一個是 「及依此故
而生此」，在此後可以加 「的」「一切安立」。宣說的第一個內容
是在說明無自性，第二個內容是在講空性跟緣起的安立，這二者
是合理的。「一切安立皆成立」的 「成立」，依藏文看是 「合理
的」而且 「此二者不違、相和順」的。依藏文，此偈 後還有一
句 「這不用說，這是 好的講法」。空性或無自性跟緣起這一切
的安立，都是相輔相成、合理、不相違的，這種講法是無上的講
法， 好的講法，這是不用說的，藏文有這樣的意思在，但中文
中沒有這句。

19 因由緣起正因相，宣說二邊不依見，即此善說能成立，尊汝聖言無上因

此偈頌主要說明以應成來看自續派以下都是常見，外道有常
斷二種見，透過緣起這個因，可以斷除常斷二種見。以應成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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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續派以下卻透過緣起來成立常見，這是有問題的。應成派的安
立方式，透過緣起斷二邊或成立空性，這種講法勝過自續派以下
的見解，所以這種是 殊勝、 無上的講法。

之前提過，透過緣起的因當中的緣 「滇」，可以除去常邊、
常見、或實有邊。這個實有見其實就是實有執，透過這樣的思惟
可以斷除實有的執著。舉例說，對世間中，我們非常貪著的對境，
假設從 「滇」、依賴、觀待的角度去思惟所貪著的境，這個境是
依賴什麼因緣而產生的，若不斷思惟，就會發現自己對它的執著
會愈來愈降低。相對來講，它造成自己心中的苦，也會愈來愈降
低。自己心中打不開的結，也會逐漸打開。從依賴的角度，不斷
地思考所耽著的境，自己心中的結或痛苦就會減輕。譬如路上遇
到塞車，很受不了，心會很急，覺得塞車好像是獨立存在，從天
上掉下來的、不應該出現的。心中一直覺得它那麼不好，這樣想
就會痛苦，心中好像有顆大石頭進來了，要把那顆石頭切、切、
切，讓它散掉，沒有那麼重。若想發生塞車是可能的，現在是下
午五點下班時間，這是什麼路段，我為什麼出來？我也是造這個
因！把那些因緣都分開的話，就沒有獨立存在的這種心，壓力就
會散掉。所以，當有獨立存在的看法、當下一顆大石頭就進來、
解不開，若思惟緣、依賴、觀待時，這些問題就會散掉。

緣起的 「起」藏文叫 jei，就是相繫、有關聯之意思。這個可
從安樂的角度來講。思惟既然有相繫、有關聯，周遭所有的人事
物都會幫忙自己，譬如我現在穿的這件衣服，若旁邊沒有其他人，
我沒有靠別人，我從現在開始做，應該一輩子做不出來。我一天
穿的、用的物品，自己做不出來，因旁邊眾生的幫助，我一天裡
可以用各種東西、食物，這些是緣起的 「起」。「起」就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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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我房間裡的各種物品，真正是靠眾生的幫忙才出現的，
這些東西對我有幫助。但若我心裡想，這些東西跟我無關，我是
獨立的，那時心裡會感到孤立，覺得自己跟這些沒有關係。我人
在台中，但怕接觸人，或心裡怕，一直想孤立自己、逃避，心中
沒有想到這些人事物對我有什麼幫助。不這麼想，心中不會快樂，
自己就愈來愈怕，愈想逃避，在屋裡也不會感覺那些東西對我有
什麼用處。看到東西時會怕，乃至連看到相片也怕，都不想接觸。
只想一直逃避，會這樣恐懼，這是因為我們沒有思惟周遭這些的
人與物對我們有什麼幫助，有什麼關係。沒有思惟的緣故，愈來
愈恐懼就會出現。

譬如當自己坐在法座上時，若這麼想：這法座是多麼軟，對
我有什麼幫助，這樣滿足、安全的心就會增長。若不這麼想，可
能所坐的是一個很好的墊子，但心裡不覺得舒服，雖坐在上面，
但和感受是分開的，因心裡很想遠離周圍所有眾生，物品，心中
一直害怕、逃避、不想與人接觸、連人所製造出的東西也不想用，
這樣是非常恐怖的。

反過來若想這些人、物對我有什麼關係，有什麼幫助，一直
想的話，心就愈來愈開朗。坐在家裡，雖然沒有什麼好的東西，
但一直想這個對我有什麼好、也不會下雨。一直想，心裡就比較
舒服，不然雖然住在一千二百多萬買來的屋子，但住的時候，沒
有什麼感覺。思惟緣起的緣，會消除痛苦、執著的心。思惟起，
快樂、安全的心就會增長，所以這二個字很有用。

譯者：對於初學佛的人，緣起可依上面所說的去理解。

雖然第三科判的題名是要說明佛陀能看見空性為緣起義的功
德，可是從第 18 跟第 19 偈本身，看不到 「佛陀看見」這樣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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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此二偈主要是說明空性跟緣起二者是相輔相成，不相違，或
透過緣起的因可以斷除常邊和斷邊，第 18、19 二偈的字面上只
是在說明佛的這種講法是無上、很殊勝的，並沒有點到佛陀能看
到緣起的這種功德。真正點到佛陀能看到緣起的這種功德，其實
是在第 20 跟 21 二個偈頌裡。

第 19 偈 「因由緣起正因相」，透過緣起這個正因相，「宣說
二邊不依見」，「二邊不依見」應是 「宣說不依二邊見」，照藏文
意思，應是宣說不依二邊的這種見解，「二邊」就是常、斷二邊，
實有邊跟斷邊，在 「宣說」的後面用引號把 「二邊不依見」框起
來，「因由緣起正因相，宣說二邊不依見」，這二句有因果關係，
透過緣起這個正因，佛宣說不依二邊的見，「宣說」的主詞是佛。

「即此善說」在說明第一、二句的善說，「能成立」要跟後面的
「尊汝聖言無上因」連在一起看，可是這裡少一個動詞，從第一句
到第三句的 「即此善說」，這後面要加一個 「是」，意思是 「因
由緣起正因相，宣說二邊不依見，即此善說」，這樣的善說 「是」
能成立你的聖言為無上之因，「無上」後面要加一個 「的」。這樣
才比較清楚表達藏文的意思。

20 凡此皆是自性空，緣此是故此果生，緣起性空二決定，無礙相互為助伴

「凡此皆是自性空」講空性，「緣此是故此果生」講緣起，
「緣起性空」緣起性空一起講，這二者能夠 「決定」，能決定的主
詞就是佛，意思是佛能決定緣起、性空這二者，這裡的 「決定」
其實就是對應於第三個科判 「佛陀能看見緣起為空性義的功德」，
這裡的 「決定」就是指佛能 「看見」，佛能決定緣起、性空這二
者是無礙、而且是相互為助伴。

21 除此更有餘何法，至為稀奇甚難得，以此道理讚至尊，成就讚嘆非由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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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句以藏文看，意思會比較清楚，第一句是還有什麼比緣
起法更稀有的，第二句是有什麼比緣起法更殊勝的？第三句是，
以緣起這個道理來對你讚嘆，這才會成為真正的讚嘆，才是名實
相符的讚嘆，其他的方式都不會成為真正、名實相符的讚嘆。這
一句用白話來解釋，意思就是這樣。

第三科判四個偈頌中，第 18、19 二偈，雖沒有直接用到第
20 偈中的 「決定」或有 「看」的意思，可是第 18、19 偈的意思
跟科判是符合的，因為佛能看到，所以他才能說，所以第 18、19
二偈可分在同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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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讚 -6

上次講到第三科 「讚美佛陀能看見空性為緣起義的功德」，
第 21 偈是四個偈中的 後一偈，「凡此皆是自性空，緣此是故此
果生，緣起性空二決定，無礙相互為助伴」。在講第 22 偈前，再
說明一下第 20 偈。

若把緣起分二部分，「凡此皆是自性空」講的是緣 「滇」的
部分，意思是凡是自性空的，必然要依賴他法。此句要說明的是，
因為自性空的緣故，所以必須要依賴他法。第二句 「緣此是故此
果生」講的是的起的部分。照藏文看，這句應是 「從此是故此果
生」，把其中的 「緣」看成 「由」比較好，因藏文是 「由」。由
這個，因此有這個果產生。這二句若配合緣起來看，第一句相當
於緣 — 自性空的意思，必須要依賴他法。它說明緣、空性、或依
賴他法。第二句在說明起、生起、產生。緣與起二者互不相違。

「無礙」就是不相違且可以互為助伴。

能夠了解這點的只有中觀宗，以下的像唯識宗、經部宗、毗
婆沙宗都認為若能生起，它必須是實有的或是自性成立的。以下
部宗 — 即從唯識宗、經部宗、跟毗婆沙宗 — 來看，若要說明產
生，就必須有自性、是實有的。他們的產生，變成是成立有自性
的一個理由。照下部宗來看，他們的起 — 產生 — 無法跟自性空
互相輔助，這二者變成是相違的。只有中觀宗承許產生或生起這
部分能跟自性空相輔相成的。以前講過，「一切法，無實有，緣起
故。」這樣的正因論式只有中觀宗能夠安立。下部宗認為 「一切
法，是實有，因為緣起故」，他們的緣起變成是成立實有，而非成
立無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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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宗分自續派跟應成派，他們都會承認面上面的正因論式。
雖然這二派都承認這個論式的文字，不過他們對論式中的 「無實
有」跟 「緣起」的看法有粗細的差別。也就是，自續派對空性或
無實有及對緣起的理解是比較粗的，應成派對空性或無實有及對
緣起的理解是比較細微的。總之，不管是自續派或應成派都承認
第 20 偈，唯識以下的宗派就不承認。再者，雖然自續派跟應成派
都承認，但此偈的第一句主要講空性，第二句主要講緣起，他們
對對這二句的理解有深淺的差別。

一般人的想法很類似下部宗的，也就是我們認為事物有產生
果的能力。就這個生果的能力來講，我們認為事物是實有的，就
像火具有產生熱的這種能力。就這個能力來講，我們認為火是實
有的。從成辦目的、成辦作用，發揮它的功能的角度來講，我們
會認為事物或有為法是實有的。所以說，我們的想法非常類似下
部宗宗義的想法。

緣起的藏文叫 rten byung，byung 譯為緣起的 「起」，照下
部宗跟一般人的看法，若想 「起」這部分時，「起」包含生果的
能力或能發揮什麼功能等含意，如火具有熱的性質。想 「起」這
個字時，我們就連帶想到這個法是由自方成立，是實有的，就無
法同時成立這個法是無自性或是空性的。變成想 「起」時，「緣」
就無法成立。倒過來，當想緣、空性的這個部分時，又無法成立

「起」。想 「起」時，無法成立空性，無法想起 「緣」；想起
「緣」時，無法去成立 「起」。只能想到 「緣起」的其中的一部
分，不能互相輔助。

如果看緣起的 「起」，或偈頌的 「由此是故此果生」，若無
法看到它的自性空或空性，就會對法、事物產生實有執。這個實
有執就是輪迴的根本，由於這個輪迴根本，我們產生貪瞋等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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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於是不斷在輪迴中流轉。若反過來，當看到 「起」或 「由
此是故此果生」的時候，能夠了解它是無自性、是空性、且產生
與空性彼此不相妨礙、不相損害、互相輔助，才能斷除輪迴的根
本。了解這一點，就會知道佛看到緣起這一點有多大的功德。佛
看到緣起並對我們說緣起的道理，我們對佛心續中的證功德會生
起很大的讚嘆。一般我們看到 「由此生此果」與 「起」這點時，
我們會把它認為是實有的，無法看到它是空性的。一旦看到

「起」這部分，了解 「起」可以空性時，本來看到 「起」是加強
我們的實有執的，現在不僅不會增長實有執，反而能斷除我們的
實有執。因此，我們就能真正了解到，佛可以看到並宣講緣起，
這點是多麼稀有。他看到的跟一般人看到的完全相反！當了解到
這點時，會對佛生讚嘆心。什麼讚嘆是 名符其實、 好的呢？
只有透過緣起來讚佛，才是 好的讚嘆。

21 除此更有餘何法，至為稀奇甚難得，以此道理讚至尊，成
就讚嘆非由餘。

「除此更有餘何法」的 「此」指的就是緣起，除了緣起法之
外，沒有其他比它更稀有更難得的了。「以此道理讚至尊」的

「此」也是指緣起。若用緣起來稱讚世尊，這樣的稱讚才是真正的
讚嘆。「非由餘」其他的讚嘆都非名符其實的。

《廣論》中提到如說修行供養是 殊勝的，要讚嘆佛，以緣起
來讚嘆佛就相當於如說修行做供養一樣，有點類似，可以拿來當
比喻。緣起或性空的道理是成辦解脫道當中 好的。我們若能對
能成辦解脫道中 好的緣起性空的道理，能稍有一點認識。以這
樣的了解來稱讚佛，譬如以佛開示的緣起性空的道理來稱讚佛，
因為自己對緣起性空的道理稍微有一點了解，所以知道它的重要
性，然後用這個緣起性空道理來稱讚佛，這樣會讓佛非常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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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像在 《三主要道》說的 「能見世出世間法，果隨因行永
不誣。能滅實執諸所緣，此乃正入佛喜道」，因佛陀無法忍受有情
不斷在輪迴中受苦，所以時常為有情開示空性、緣起性空的道理。
當有情對緣起性空的道理有點認識時，這是佛 高興的，再沒有
比這個更高興的。若以這個來供養佛，沒有比這個更上的供養了。
也就是當我們思惟空性的意義而有所體會時，然後以思惟空性義
的修行做為供養，沒有比這種供養更殊勝的了。

在 《廣論》依止善知識裡提到，對善知識有三方面的供養 —
財物、承侍、和如教修行，三者中即使沒有前二者，若有第三如
教修行的供養就夠了，而且是 好的供養。像密勒日巴尊者即使
沒有財物做供養，然因他如教修行，所以這是對上師 好的供養。
在修供養時，我們可以結合空性的思惟去作。在累積資糧的同時，
結合空性的道理去累積資糧。我們在對抗煩惱時，也可以結合空
性的道理去思惟。無論在福德資糧或智慧資糧任何方面，都可以
結合空性來做思惟，這是 好的方式。不管是供養、累積資糧、
對抗煩惱，這都是 好的方式。

在宗喀巴大師遇到至尊仁達瓦的時代，中觀見、空性見非常
盛行。那時流行一句話 「行中觀、睡中觀、坐也中觀」，行、住、
坐、臥都思惟著空性的道理，因此不論是在累積福德或智慧資糧
時，都可以在上面運用空性的道理。對抗煩惱時，也可以講只有
空性能對治一切的煩惱。從這個角度去思惟，去對治煩惱。煩惱
就是讓人不愉快、不舒服的東西，除了空性，沒有一種對治法能
對治所有的煩惱。空性是一藥治百病的良藥，只要有空性，所有
的煩惱都能對治，即使你產生退縮的懈怠，有了空性也可以讓你
產生自信。產生我慢心時，空性也能對治我慢。產生貪欲、瞋恚、
嫉妒等，都可以透過空性的思惟而對治，因此空性對我們非常有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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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生起了解空性的智慧時，就是進入佛陀歡喜道了，就像
《三主要道》說的。為什麼一個人有了了解空性的智慧，就已進入
佛陀歡喜之道呢？因為佛陀 不能忍受的，就是眾生不斷在輪迴
中受苦、流轉。他為眾生開示空性的道理，目的就是要讓眾生脫
離、遮止輪迴，從輪迴中解脫出來。當一位眾生了解到佛所開示
的空性道理時，他就真正了解到佛陀的密意。佛陀當然很歡喜，
因為這個眾生就有機會解脫輪迴了。為什麼生起出離心和菩提心，
還不算進入佛陀歡喜道，因為即使生起出離心、菩提心，也還無
法解脫輪迴，唯有對空性產生了解，才算進入解脫之門，這也就
是進入了佛陀歡喜道。

不要以為因為緣起性空的道理是佛陀所有功德中 好的，若
讚美佛陀所有功德中緣起性空的道理，會讓佛歡喜。這樣理解是
錯誤的！也不是因為緣起性空的道理是佛陀所有功德中 好的，
我們才去讚美。入佛歡喜道的重點是，當我們對緣起性空的道理
有所體會，我們就已進入解脫之門。這一點可以讓佛高興，所以
說，以緣起性空的道理來讚美佛，才是無上的讚美。不是因為緣
起性空的道理是佛陀所有功德中 好的，好像我們這樣讚美會得
到好處。記住，不是從這個角度去讚美的。

要清楚，我們用緣起性空的道理來讚美佛，到底是用什麼心
態來讚美？我們若認為緣起性空的道理是佛的功德中 好的，如
果這樣去讚美佛，佛會很高興。若用這樣的心態來讚美佛，變成
佛有貪著了。佛陀儼然覺得，因為你讚美的是我所有功德中 好
的，所以我就會特別注意你，對你特別感到高興。這樣想佛是不
對的！應該用另一種心態，當我們有一點了解緣起性空的道理後，
用緣起性空這方面來讚美佛，佛知道我們了解緣起性空的道理，
他高興的原因在於，緣起性空的道理對我們解脫輪迴有幫助。用
這種角度來讚美佛，才是正確的。第一種讚嘆的心態，好像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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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是佛所有功德中 好的，當我這樣稱讚佛，佛會對我另眼相
看。這種心態是不對的！

譬如讚嘆老師，我們先看老師看重的是什麼，譬如他喜歡學
生多一點？或他有什麼特長？老師自認的特長在那，我們就抓住
這點來讚嘆老師。若是這樣，我們內心想的是什麼？老師應該會
貪著這些，所以我們就用這些來讚嘆他。變成老師在這上面好像
有執著心。這裡說透過緣起來讚嘆佛才會真正讚嘆佛，意思不是
指佛會自己以為他異於別人的特勝處是空性，所以當我們透過這
點來讚嘆，佛會很歡喜。如果讚嘆是出自這種心態，我們心裡就
會有一種想法 — 佛好像有傲慢心，有貪著心。為了趕快幫眾生脫
離輪迴，佛採用的方法就是宣講空性。透過緣起讚嘆佛，佛為什
麼會特別高興呢？因為佛一直想讓眾生了解空性，當我們透過緣
起讚嘆佛，我們就接觸了一點空性，這是佛歡喜的原因。

生：是不是先要對緣起有一點了解，才能用緣起性空去讚嘆佛？
若不了解，只是字面上的認識，不能就此去讚美佛？

師：不是這樣。單單接觸空性的文字，佛也會高興的。重點是在
心態。切莫存著透過這樣去讚嘆佛會高興，因為這是佛的特勝
處。若有這種念頭，那就不對了。

2.4.　未見空性為緣起義的過患

第三科是讚嘆講佛陀能看見空性為緣起義的功德，接著要講
的是，雖然佛自己看到性空為緣起義，並說明性空為緣起義的道
理，可是自續派以下的隨行者，卻無法看到空性為緣起這點。無
法看到有什麼過失？第四科主要是說明這點。

22 若為愚蒙所役使，而與世尊成仇隙，彼於無有自性聲，無法堪忍有何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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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偈針對沒有隨行於本師釋迦牟尼佛的非佛教徒，「若為
愚蒙所役使」這句指像數論派、勝論派的這些非佛教徒，他們因
為愚昧的關係，追隨本師釋迦牟尼佛以外的、他們自認的導師。
可是這些導師所開示的道，完全不同於本師釋迦牟尼佛所開示的。
從自宗來看，他們是走入歧途了，他們的導師為他們開示的道是
邪道，可是他們卻認為世尊開示的道是邪道、歧途，「而與世尊成
仇隙」，也就是他們完全不認同世尊開示的道。「彼於無有自性
聲」的 「彼」指這些外道的非佛教徒。他們不承認本師釋迦牟尼
佛為他們的導師，而承認本師釋迦牟尼佛以外的導師。對於本師
釋迦牟尼佛所開示的道，特別是緣起性空或無自性的這個道，他
們無法了解、無法忍受。「無有自性聲」指本師釋迦牟尼佛所開示
的空性道理。「無法堪忍」，因為他們沒有跟隨著本師釋迦牟尼佛
而行，所以他們無法忍可本師釋迦牟尼佛所說的無有自性的道理。

「有何奇」就是有何好奇怪的，因為他們跟隨的人不是本師釋迦牟
尼佛，他們無法認同無自性的道理，這沒什麼奇怪。第 22 偈主要
說明，這些沒有跟隨本師釋迦牟尼佛修學的非佛教徒，因為他們
跟隨其他的導師，所以無法忍受導師釋迦牟尼佛開示的空性的道
理，這個不足為奇。

23 若於世尊語藏中，受行珍貴緣起法，無法堪忍空性吼，我說此乃為奇有

佛陀開示緣起道理的目的是要透過它來消除有情心中對於境
執為實有的執著。佛說緣起的目的在這裡，第 23 偈說明已接受緣
起道理的內道佛教徒，雖然各派都承認緣起，可是自續派以下所
承認的緣起，卻無法斷除他們心續中的實有執。這一點讓人覺得
非常奇怪。

緣起主要是指 「由此而生此果」的道理，這個道理可應用到
那裡呢？佛說緣起道理可應用在不管是上士道次第、中士道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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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士道次第、小乘、大乘中的波羅蜜多乘或密乘。怎麼運用呢？
應用在取捨，那些該取？那些該捨？緣起道理主要是運用在這個
地方，目的都是要去除有情心續中的實有執。佛教各派雖然承認
緣起這個道理，可是有些宗派卻無法運用緣起去除他們心續中的
實有執，這是非常奇怪的。既然已經接受緣起的道理，可是緣起
道理卻無法消除心續中的實有執，這是很奇怪的。外道因為從一
開始就不接受佛陀的教法，所以他們不了解空性道理，這沒什麼
好奇怪的，可是佛教內部承認緣起道理，佛教內部的某些宗派卻
無法斷除實有執，確實是非宗奇怪的。第 23 偈主要是說明這一
點。

自續派以下雖然承認緣起的道理，可是卻不承認空性，這是
非常奇怪的。這種情況就像，在一個正因論式裡，有所立跟能立
二個部分。以正因論式 「一切法有法，是無實有，是緣起故」來
講，「一切法有法，是無實有」是所立，就是所要成立的主張，能
立就是 「是緣起故」，能立其實就是理由。用能立來成立所立。

自續派以下的宗派承認能立，但不承認所立。承認緣起，但
不承認空性。這是一點。另外，他們承認佛陀的教法，但不承認
佛陀教法的核心，核心以外的他們都承認，可是他們不承認核心。
唯識宗、自續派承認能立，但不承認所立。能立譬如緣起，所立
就是 「一切法無實有」、「一切法自性空」。他們承認除了空性以
外的一切教法，可是不承認空性，這是非常奇怪的。佛陀說緣起
的目的，不管是間接或是直接，都是要成立空性，這也是寂天菩
薩在 《入菩薩行論》第九品第一偈 「此前諸要目，佛為智慧說」
講的，其實第九品以前的內容，都是為了讓學習者了解空性而說
的。換句話說，佛陀教法的核心是在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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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堪忍空性吼」的 「吼」就是獅子吼，用來比喻空性，
用來形容空性，獅子吼表示它的無畏懼，所有野獸它都不畏懼。
為什麼用獅子吼比喻空性呢？因為不管用 粗或 細的道理都可
以成立空性是真的、不虛偽的。它碰到什麼，它都無畏，「吼」有
這樣的意思。

師：一般講，理無法區分粗或細，找不到一個量來界定其粗細，
可是可以就探究的對象作粗細的分別。譬如所探究的若是勝義
的部分，是觀察勝義之量或觀察勝義的正理，就可以說這個正
理是細的。若是觀察名言的正理，就可以說這個正理是粗的。
總之，雖然理本身無法分粗細，就所觀察的對象可以分理的粗
細。

生：剛剛是講 粗或 細的道理都可以成立空性，是嗎？

師：空性的道理或空性的說法，或空性的這種思想，無論怎麼觀
察它，它都會贏。不管用什麼邏輯跟它辯，我們辯不倒它，它
是 正確的。空性這種思想、道理、邏輯是 正確的。中觀應
成派講的空性，無論下部宗怎麼辯它，都辯不過它，因為中觀
應成派一定會贏。他講的空性是 正確的，用任何角度來跟它
比，都比不上。用粗的理論，無法跟它比；用細的理論，也無
法跟它比。「獅子吼」的意思就是空性的這種說法、空性的這
個道理，就好像獅子吼，一講出去，沒有一個可以跟它辯的。

生：仁波切的意思是不管是粗的道理或細的道理，都無法比得上
空性，所以並不是以粗的道理或細的道理來成立空性。

譯者：請依仁波切所說，更正上面的譯文。

24 無有自性引導門，無上緣起即為彼，若是因由緣起名，而反執為有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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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於今有何妙方便，引導彼等眾生趣，最勝聖賢善妙階，無比至尊歡喜道

第 24 和第 25 偈要一起看，「引導彼等眾生趣」的 「趣」要
當動詞。如上面說的，正確的緣起可以成立空性、無自性的，可
是自續派以下雖然承認緣起，但是緣起這個正理，反而讓他們去
成立實有、有自性。對這樣的人，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引導了。因
為緣起就是要引導有情進入無自性的，可是他們卻把緣起用來成
立有自性。因此，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引導這類有情了。這二偈
主要在說這一點。

第 24 偈 「無有自性引導門」，若調成 「引導入無自性之門」
會更容易理解，字面上這一句的意思是，要引導有情進入無有自
性的門，「門」與 「無上緣起」是同位語，就是引導眾生進入無
自性的門。「無上」是修飾 「門」，依藏文是 「無上的門」，引導
眾生進入無自性的無上的門就是緣起，「緣起即為彼」應該是

「即為彼緣起」— 就是緣起。第一、二句的意思是，引導眾生進
入無自性的這個 上的入門、 上的方法就是緣起。「若是因由緣
起名」，因為緣起這個名稱，依藏文，「而反執為有自性」應是

「而反執為有自性的士夫」。

第 25 偈 「於今」，現在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來引導這類眾生
呢？ 「彼等眾生」指的就是，因為緣起這個名稱，而反執為有自
性的這類眾生。「趣」是動詞，是進入的意思。進入那裡呢？進入

「 勝聖賢善妙階，無比至尊歡喜道」，因為緣起是要引導眾生進
入無自性、進入空性，可是這類眾生，卻因為緣起而反過來把它
執為有自性。緣起本來是要去成立空性，要斷除我們心中的實有
執，可是這類眾生卻反而更加強他的實有執。對這類眾生就無計
可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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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續派以下的這類有情，藥對他們來講就變成是毒了。本來
藥是要治好他的病，結果對他們來講，反而變成毒。對他們真是
無計可施了，因此我們要檢視，當我們在了解緣起正理時，有沒
有辦法法成立無實有或無自性？能的話，這樣的了解就是正確的，
不會把藥變成毒。若在了解緣起正理時，反而更增強我們心中的
實有執，那就變成和自續派以下的想法一樣了。所以要好好、謹
慎地分辨。當自己在了解緣起正理時，到底是符合應成的講法
呢？還是符合下部宗的講法？

對四部宗義的建立，要不斷學習、不斷串習，要串習到讓自
己作到，即了解緣起正理時，可以成立無實有、成立無自性。若
無法透過緣起正理成立無實有、無自性，那就像宗大師這裡所說
的，藥變成毒，因此就無藥可醫了。宗大師在這裡，失聲地叫出
來 「啊！我沒辦法了！」如果我們沒有學習四部宗義，當看到事
物有生果的能力，看到那些緣起，心裡就增長執著心，一直覺得
那些都是實有的。宗大師就失聲叫出來 「怎麼辦？那些人怎麼帶
上去呢？無法帶上去」。藏文的第 25 偈的 後一句有 「我還有什
麼辦法可以引導他們？」宗大師很無奈地叫出來：「我還有什麼辦
法可以引導他們？」中文是在第 25 偈的第一跟第二句的 「有何
妙方便，引導彼等」，這二句要連在一起看。

今天從第 22 講到第 25 偈，這四個偈頌的重點在講外道不承
認空性，自續派以下的宗派無法用緣起正理來成立無自性，這會
有什麼過失，主要是講它的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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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讚 -7

•　調伏意樂

在聽法前，先調整一下動機，觀想一切有情在我們四周。為
了要利益一切有情，我們發願要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為了這個目
的而來聽這個法。要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前，必須生起菩提心。在
生起菩提心之前，要先生起出離心。要生起出離心之前，定要了
解四聖諦。要了解四聖諦之前，要知道輪迴的根本是我執。透過
知道輪迴的根本我執，知道唯有四聖諦才能對治輪迴的根本我執，
才能進一步生起出離心和菩提心，以這樣的動機來聽聞宗喀巴大
師的論著中算是很簡要的一部論 — 《緣起讚》。要知道我執無
明，要先知道它的相反的明的智慧，無明我執的正對治就是空性
慧。要產生空性慧，一定要了解空性。為了要了解空性，而來學
習宗喀巴大師開示空性、跟空性非常有關的 《緣起讚》。

之前已講完了十個科判中的前四科，在第 25 偈前，主要在說
明，了解緣起是為了要輔助了解空性，了解緣起是了解空性的一
個助伴。自續派以下的宗派，卻把緣起理解用來成立實有。這種
理解錯誤非常大。了解緣起本來是要成立空性的，結果他們卻把
它理解成要成立實有。宗大師在第 25 個偈頌就講，本來緣起是要
成立空性的，卻把它用來成立實有。對於這類人，再沒有其他方
法可以導入佛的歡喜道了，對這些人等於是無計可施了。第 25 偈
主要說明自續派以下的見解是錯的，除非這些人能接受應成派的
見解，他們是無法進入空性為緣起義的道理。緣起義是要來成立
空性、無自性的，如果有自性就不可能有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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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了解空性為緣起義的利益

第五科主要在說明佛陀將空性說為緣起義，不管是走大乘或
小乘，你要大乘的成佛，或小乘的解脫，正確了解緣起義都是不
可或缺的必經之道。沒有這個就達不到目標。這科主要是在說明
這一點，不論是成佛或解脫都須要空性。既然空性對成佛、解脫
都是必須的，若把要成立空性的緣起正理，卻反過來成立有自性、
實有，那就很危險了。空性是幫助我們成佛、解脫的必經之道，
能夠成立空性的就是緣起。若透過緣起，無法成立空性，反而成
立有自性、實有，那就達不到成佛、解脫的目標。所以要不受這
種錯誤見解所污染，錯誤的見解指的是透過緣起正理成立實有或
是有自性。不要受這種見解染污，要不受到這種見解染污，即使
你無法徹底了解四部宗義，至少要對四部宗義有概略的認識，才
不會受錯誤的見解所污染。

有人把唯識的宗義視為 究竟的見解，這就很危險，因為唯
識宗在下部宗裡，不管是嘴巴講或心裡想的都是一致的，他們認
為緣起就是成立有自性的正理。自續派嘴巴上雖然不講緣起是成
立有自性的正理，可是他心裡卻是這樣想。自續派表面上說緣起
是成立無自性，但心裡想的卻是緣起其實是成立有自性。唯識宗
不管心裡、嘴巴都是這樣想、這樣講緣起就是成立有自性。若認
為唯識的宗義是 究竟的，有這樣想法的人就很危險。就中觀應
成派的角度看，就不是這樣，以應成派的角度看自續派，自續派
嘴巴雖然不會講有自性，但實際上是有諦實有。

26 自性無待無造作，緣起觀待與造作，如何能於一事中，二者和順不相違

這裡有二件事，一是自性無待無造作，二是緣起觀待與造作，
現在談的是這二種情況。「自性」在此指自性成立，照藏文的順
序，是先講自性無造作，再講無待。「無待」是不觀待、不依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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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法。這裡的 「造作」有點像近取因或親因，「待」可以譯成俱
作緣或俱生緣。用金瓶為例，它是由金子作的，所以金是它的近
取因。是誰把金製作出來呢？譬如一個補特伽羅用金的材料做出
金瓶，這個補特伽羅就是俱作緣。瓶子的產生須要有近取因跟俱
作緣，以瓶子來講，它須要因跟緣，即近取因跟俱作緣。有了這
二個條件，它才會產生。若是自性成立的，就不須要近取因跟俱
作緣了。這裡是反過來講，如果是自性成立的一個法，它就不須
要近取因，也不須要俱作緣了。

二是緣起觀待與造作，緣起就像金瓶的例子，它須要近取因，
也須要俱作緣，這二種情況剛好是相反的。這二種相反的情況，
如何能於一事中？ 「一事」在藏文是 「基礎」的意思。怎麼能在
同一個基礎上，存在這二種相違的東西？三、四句連起來看，在
同一個基礎上，怎麼會同時產生一跟二這二種情況呢？

就這個偈頌來看，前二句是因，後二句是主張，應從後二句
先看。意思是在同一個基礎上，自性跟緣起是不會同時存在的，
因為這二者是正相違。為什麼正相違呢？它的原因是什麼呢？因
就回到一、二兩句，所以三、四兩句是主張，自性成立跟緣起不
會在同一個基礎上同時存在，原因是什麼？就是回到一、二兩句，
自性成立是不須要造作，不須要觀待，也就是不須要近取因、不
須要俱作緣，而緣起剛好完全相反，正相違，它是須要造作、須
要觀待，也就是緣起須要近取因，須要俱作緣。

第 26 偈主要是說明，透過緣起本來是要成立無自性、成立空
性的，可是卻有些人卻透過緣起成立自性成立、有自性，這種想
法是錯的。主要是要說明第 23 跟第 24 偈的這類人，這類人其實
就是指自續派以下的這些人。第 23 偈 「若於世尊語藏中，受行
珍貴緣起法」，沒錯，自續派以下的都承許緣起法，可是卻不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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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法來成立自性空，而卻是成立有自性。他們受行珍貴緣起法，
可是卻無法堪忍空性吼，意思是他們用緣起法來成立有自性，無
法成立無自性。「我說此乃為奇有」這是很奇怪的，從宗大師的角
度來看，這種情況是非常奇怪的，既然承許緣起法，緣起法照理
是要成立無自性，可是他們卻成立為有自性，無法忍受無自性。

第 24 偈 「無有自性引導門，無上緣起即為彼，若是因由緣
起名，而反執為有自性」，漢譯沒有把這一偈的 「士夫」翻出來，
而是把 「士夫」放在第 25 偈的 「引導彼等眾生」，其實 「彼等
眾生」藏文是放在第 24 偈裡面。若要找藏文的 「眾生」，應該是
在第 25 偈才找得到。這裡是說明自續派跟自續派以下用緣起來成
立有自性，這種想法是錯的。因為自性成立跟緣起是正相違的，
若用緣起來成立有自性，這是錯誤的。

反觀自己，其實我們的想法跟下部宗的想法很類似，可是我
們比下部宗差，下部宗想得到的，有些我們還想不到。他們有的
過失，我們幾乎都有。譬如他們用緣起來成立有自性，這一點我
們都有，可是我們想的，沒有下部宗想的那麼周到。實際的情況
是，我們可能知道若自性成立會有過失，可是我們的內心卻還是
執著這些是自性成立的。甚至不止這樣，我們還會透過緣起，把
它當理由，加強自性成立的想法。我們可能有一點了解，法若是
自性成立的，就不須要依賴因緣。這樣會有過失，我們已經有這
樣少許的了解。我們的內心卻還是不斷執自性成立，甚至還依賴
因緣，加強對自性成立的執著。

《正理海》是 《中論》的註釋，宗大師在 《正理海》裡面提
到，我們必須要依賴對自性成立的過失的少許認知，不斷串習，
降低我們對自性成立的執著。依於對若是自性成立有過失的這種
少許了解，不斷串習，降低我們對自性成立的想法。這樣才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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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深處，愈來愈了解一切法是無自性的。這種了解，不是像今
天我看到一個東西，人家告訴你這是什麼東西，你馬上就可以了
解。了解無自性不是那麼容易，不是人家告訴你這是什麼，你當
下就可以了解。你必須不斷串習，依於你少許正確的了解，不斷
串習後，終有一天，你會把執著自性成立的這個想法放掉。

你們現在沒有看過犛牛，若去西藏就會看到，了解空性不是
像這樣。了解空性是把心慢慢地帶，執著心的對境會慢慢減少。
心慢慢地帶，空性上的信心或思惟空性的智慧會達到量的程度。
我們有煩惱，又未通達空性，要怎麼修行才可以通達空性？若自
性存在的話，有什麼過失，我們先要對此有少許了解。宗喀巴大
師特別在 《正理海》為我們作這樣的指導。

宗喀巴大師在註解龍樹 《中論》的 《正理海》提到，一般我
們知道宗大師已經證空性，或有說他已經成佛了，可是在 《正理
海》裡，他示現他也經過這樣一個心路歷程而了解空性的。他是
由不了解空性，經過不斷串習後而了解空性的，他為了要示現這
一點，他告訴我們，當我們知道自性成立會有過失時，有這樣一
點了解之後，要不斷朝無實有、無自性的這個方向去思惟。終有
一天，你的思惟會達到一個量。達到一個什麼量呢？有一天你破
掉實有執所執著的境。當達到那個量時，你實有執所執著的那個
實有、或自性，就會破除了。這種了解不是像一個從來沒有看過
犛牛的人，他去西藏看到犛牛，馬上就會知道這就是犛牛。了解
空性不是像這樣，馬上就可以了解。你要透過少許的了解，然後
朝那個方向不斷串習，有一天達到量的時候，才有辦法了解，不
是當下就能了解的。

想法有二種，一個是透過緣起去成立有自性，另一個是知道
若有自性，會有種種過失。現在就要把依緣起成立有自性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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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它降低；緣起成立無自性的想法，令它增長。要不斷思惟有自
性的過失，不斷把心朝向無自性的方向串習。目前要做的就是，
怎樣讓對的想法不斷增長，朝無自性或自性有過失的方向，不斷
思惟、串習。要不斷想若自性成立，就不可能是緣起，就會有種
種過失。朝這個方向想，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樣
不斷想的結果，終有一天，我們了解一切法是無自性的，它的能
力就會增長出來，終有一天會達到之前講的量。這個過程就是宗
大師一再告誡的，我們要不斷把心導向無自性的方向。

生：聽您講的法，我們有學到一點法，可是自己好像愈執常了。
每當想到無常、緣起，想到有一天我要跟心愛的家人分開，就
會很難過、會愈心酸、愈捨不得、愈不快樂。是思惟緣起正理
的力量還不夠，像這樣要怎麼解決呢？

師：一般因思惟無常，心中產生不舒服的感覺，其實不舒服或厭
離的感覺是無常的一種特質，這是正常的。可是不能因修無
常，就任這種厭離的想法持續存在心裡。這樣是不行的，應該
是生起厭離心後，思惟怎麼去為未來做準備，因為是要透過修
無常產生的厭離心，而去為將來做準備。若能把厭離引導到這
邊，這種厭離是好的。若沒有把厭離引導到這裡，只讓它存在
於心，這是不好的。若透過厭離的想法，提醒自己為將來世做
準備，這是好的。所以不能讓厭離只停在心中，或沈溺在悲傷
中，這樣作是不對的。有時自己累積了一些善根，我們要修歡
喜。修歡喜時，也不能歡喜得太過，就是要保持中道。

處境太快樂，要加強思惟無常。若思惟無常以致厭離心太強、
太悲苦時，要把心調整一下，不要一直朝這個方向想。一般修
無常，現在我能夠修，這是 好的，因現在我有時間、有能
力，我可以思惟，也可以準備。到時候，不想也是要想，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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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面對無常的，那時候再想就來不及了。現在想是 好
的，所以不要因為想無常，心就一直悲傷，這樣沒有那麼大的
意義，把心調一下，這樣比較好。

空性跟無常間有關係，現在講可能太深，無常對我們本身有
幫助，無常、暇滿這些是世俗修行的方法，空性是另一種深入執
著心的苦，這種苦，不止執常、無常的執著心，它是心裡還更深
的一種執著，也是有一種執著的苦、壓力，這跟無常執著心的壓
力不一樣。

要不斷思惟：如果自性成立，會有那些過失？自性成立是執
一邊的執著，這種執一邊的執著，要不斷思考它的過失。思考的
方法就是透過應成論式，不斷思考它的過失。舉例說，此和自性
成立沒有直接的關係，譬如一個執常的人就會說：聲音有法，理
應不是所作性，因為是常故。用透過應成論式不斷地找，如果自
性成立，會有什麼過失？不斷去攻自性成立的過失，這是破執一
邊的執著。

下面舉一個執自性成立會有過失的應成論式，譬如當我們對
某人生氣時，這時我的想法生起來，我好像什麼都不觀待，我不
須依賴任何人、任何法就可以成立。這種想法會跑出來，好像我

大，我什麼都不管了，這時就可以用應成論式來破了。「如果我
大，我不須要依賴任何法，我理應不需吃東西、也不需住這房

子、也不需依賴道路來走，因我自性自性成立故、我是實有故。」
就用這樣一個應成論式來破我是不須依賴他法的想法。有法是

「我不須依賴他法」，「我理應不需要吃東西、不需要住這房子、
不需要走路」這是第二句，原因是 「因為我是實有故」，這只是
把它套到應成論式來講。事實上可以找出，如果我是不依賴他法，
我是有自性的話，還有各種過失。只要找出過失，都可以說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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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論式，不必限定第二句是 「理應」，不一定要限定在應成論式
的模式，平常能找出自性成立的過失，這些都算是應成論式。

再回到第 26 偈，如果有自性會有種種過失，就不可能是緣
起。自性成立跟緣起，二者是正相違的，不可能在同一個基礎上
同時存在。了解這一點後，就告訴自己不要犯外道跟下部宗的過
失，外道根本不承認緣起，下部宗是用緣起來成立有自性。不要
步他們的後塵，要把它轉過來，用緣起去成立無自性，要把心引
導到無自性的應成派的見解中。第 26 偈主要是說明在同一個基礎
上，自性成立跟緣起不可能同時存在。總結來看，這一偈頌說，
如果有自性，就不可能有緣起。

27 是故說諸緣起法，本來遠離其自性，雖彼仍現有自性，此等皆是如幻事

「是故說諸緣起法」的 「是故」是順著第 26 偈來的，第 26
偈講，如果有自性，就不會有緣起。「因此」，底下是反過來講，
因此透過緣起，以成立無自性，這是這二偈的關係。第 26 偈講，
如果有自性就不會有緣起，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反過來講，緣起
可以去成立無自性，「是故說諸緣起法」的 「說諸緣起法」當作
理由，可以去成立 「本來遠離其自性」。「說諸緣起法」是

「因」，「本來遠離其自性」當作 「宗」，可以透過緣起這個理
由，來成立無自性。宗分前陳跟後陳，因與宗的後陳有周遍關係，
即如果是緣起，必然是無自性。若是因，必然是後陳，就是用這
論式去理解就對了。論式的宗與因是 「一切法是無自性的，因為
緣起故」，周遍關係是 「若是緣起，必然是無自性」，這個關係是
從第三句的 「因」，跟第二句的 「後陳」來看的。若是三，則必
然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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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本來遠離其自性」的 「本來」，「遠離其自性」就
是無自性。「遠離」就是 「無」、或是 「空」的意思。本來就是
自性空，或本來就是無自性。為什麼加一個 「本來」呢？ 「本
來」的意思是不管你了不了解無自性，它本來就是無自性的，不
會因為你現在了解，它才變成無自性。你沒有了解它，它也是無
自性，只是你沒有了解而已。「本來」的意思在這裡，不是因為你
在一個境上，了解那個境是無自性，之後這個東西才變成無自性。
在了解這個境的無自性之前，它就本來就是無自性的。

本來遠離其自性有二層意思。第一層的意思是，一般人會誤
解，空性是在了解空性後才有的。事實上，空性、無自性在了解
它之前就有了。另一層是，一般說我要斷實有執、破實有，我們
會有一個誤解，好像有一個實有在，然後透過了解空性的智慧，
把它破除。事實上不是這樣，實有本來就沒有，一開始就沒有。
總之，要了解這裡有這二層意思，空性不是我們了解後才有，它
本來就有了。實有本來就沒有，不是原來有，後來破除後才變成
沒有的。

另外跟剛剛這二種意義有關的，在 《現觀莊嚴論》第五品裡
講到所破跟所立，所破就是這裡的實有，所破的實有本來就沒有，
不是因為行者了解空性後，才被破除的。不是本來有，後來變成
沒有，它本來就沒有，「所立」本來就有的，不是你了解空性之
後，它才突然新冒出來的。

「雖彼仍現有自性」這句中文要修正成 「雖無自性仍現彼」，
才符合藏文的意思。「彼」在此指的是實有、或有自性。實際上，
本來就是無自性，本來就是空性，但一般凡夫還是會現為有自性。
對凡夫來講，它實際的情況跟顯現的情況是不一致的，雖然法原
本就是無自性，可是對凡夫來講，它仍然會顯現為有自性或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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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雖無自性」指實際的情況是無自性的、是空性的，「仍現
彼」指的是顯現的方式，所以實際的情況跟顯現的情況不一致。
因此，一切法就像幻事一樣，「此等皆是如幻事」。為什麼如幻
呢？因為它實際存在的情況是無自性的，可是卻顯現為有自性，
所以就如幻一樣。第三、四句主要說明世俗法雖然顯現為實有，
可是我們不能這樣去執著，不能如它顯現為實有，就把它執為實
有。

就這個偈頌來講，要了解一切法如幻，必須要有二個條件，
前二句是第一個條件，就是透過緣起成立一切法本來就是無自性
的，第三句是第二個條件，雖無自性，可是現為有自性。了解這
二點，就知道一切法都是如幻的。

28 說如至尊之教法，無有敵者能興難，並能如法尋過失，善巧通達即由此

「至尊之教法」主要指透過緣起來成立無自性或空性的教法，
他的教法都是要引導到，以緣起來成立無自性這裡。這樣的教法，
沒有人可以如理找到其過失。以緣起成立無自性的教法，沒有人
可以依照正確理路去找尋它的過失。「無有敵者能興難，並能如法
尋過失」，無法透過如法方式找到它的過失，沒有人能做到這一
點。第二、三句是要修飾世尊的教法，世尊的教法有什麼厲害處
呢？這個透過緣起成立無自性的教法，沒有任何人能找到它的過
失。

「善巧通達即由此」這一句藏文、中文字都不是那麼清楚，
「此」指以緣起理來成立空性的這一點，善巧通達什麼事呢？就是
指前面一、二、三句，「即由此」就是透過以緣起理來成立空性的
這一點，可以了解為什麼沒有人可以找出世尊的教法過失。善巧
通達的受詞就是前三句，要了解沒有人能找出世尊教法的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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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透過以緣起成立空性義才行。要了解世尊的教法是無敵的，
沒有人可以找出過失，必須要了解緣起可以成立空性的這個道理。

29 若謂何故由宣此，今於可見不可見，遠離增益妄執著，及諸滅損過愆故

「若謂何故」是一個問題，提問的人要問什麼？他問為什麼沒
有人可以找出佛陀教法的過失呢？底下是回答，「由宣此，今於可
見不可見」的 「可見」指顯現法，就是現量的對境。「不可見」
指隱蔽法，隱蔽法又可分成二類 — 稍隱蔽法跟極隱蔽法，所以共
有三個境。透過緣起來成立空性，不管是用在顯現法、稍隱蔽法、
極隱蔽法，沒有任何量可以找出它的過失。現量主要是針對顯現
法，現量無去找出緣起成立空性的過失。譬如顯現法是境，它的
有境就是心，就是現量。佛在顯現法上，可以講緣起成立顯現法
為無自性，現量在顯現法上，佛陀說在緣起法上成立無自性的這
一點，現量無法找出它的過失，無法說它有增益或損減的過失。

再者針對稍隱蔽法來講，能夠了解稍隱蔽法的是事勢比量，
佛陀也說緣起成立稍隱蔽法為無自性，事勢比量也無法在稍隱蔽
法上找出緣起成立無自性的過失。一樣，極隱蔽法也是緣起成立
極隱蔽法為無自性，了解極隱蔽法的量是信許比量。信許比量也
無法找出極隱蔽法是無自性的過失。所以，不管是現量、事勢比
量、信許比量，三個在不同的境上，都找不到佛陀說它們是無自
性的過失，不論是增益的過失，損減的過失。這一偈就是在說明
這一點。

「若謂何故」有人問為什麼沒有人可以對佛所說的這個教法
— 以緣起成立空性義 — 找出過失呢？回答是：「由宣此，今於可
見不可見」，不管是在 「可見」的顯現法上，「不可見」的稍隱蔽
法跟極隱蔽法上，佛陀說的由緣起來成立自性空的這一點，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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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一切 「增益妄執著，及諸滅損過愆」。「增益妄執著」就是增益
執，「諸滅損」就是損減，「過愆」就是以上的過失。因為它遠離
增益跟損減，所以敵者根本找不到過失。

「可見」就是顯現境，譬如種子生芽，這是眼睛可以看到的，
或說它是顯現境。種子生芽是緣起的一個過程，這緣起的過程可
以成立它是無自性。在種子生芽這個緣起無自性上面，我們根本
不能找出它的過失，也就是不會因為緣起而產生實有，也不會因
為無自性而變成全無。不會因為緣起而變成實有，變成實有的話
就是增益了。不會因為無自性而變成什麼都沒有，變成沒有就是
損減。種子生芽這個過程是現見的顯現法，它很合乎緣起性空。
不會因為緣起而變實有，也不會因為性空而變成全無，不會墮於
增益，不會墮入損減。佛陀講空性時，透過緣起講，這是 殊勝
的，緣起空性互為助緣，一點都不相違。用這個角度講，所有世
俗法都可以成立。

要注意，「由宣此」的 「此」，指的是佛陀透過緣起成立空性
的道理，「宣」就是宣說，「由」是由於。宣說透過緣起成立空性
的道理，所以不管是應用在顯現法、稍隱蔽法、極隱蔽法都不會
有增益或損減的過失。以種子生芽的顯現法來講，種子生芽本身
是個緣起的過程。因為這個過程，就可成立它的無自性。不會因
為緣起產生增益的執著，也不會因為無自性而產生損減的過失，
不會有這二種過失。

生：在顯現法上，以現量去找，找不出佛說緣起性空的任何過失。
那是在誰的現量上去找這樣的法？

師：要這樣想，現前法上 正確的量是現量，它上面有沒有問題，
要以現量來看。現量能解決這個問題，現前法上面，我們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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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問題，現量就會看出問題。佛透過緣起講空性這個法，是
在一切法，乃至在空性上都沒有問題的。空性上也講緣起跟空
性，當透過緣起在空性上講空性時，空性不會就變成無性，即
什麼都沒有了。因為它是透過緣起講，空性上主要是事勢比
量，事勢比量是對空性 正確了解的一個心。佛透過緣起的角
度，在空性上講空性時，在這上面有沒有問題，是誰來指認？
是空性上的事勢比量，它要指認。當它看時，找不出任何問
題，因為佛講空性是既存在、又無自性，所以是非常吻合。

剛剛以種子生芽的例子講顯現法，稍隱蔽法的例子是空性的
這個對境，如四聖諦。極隱蔽法的例子，譬如布施來世會得受用。
在這些上面都可以透過緣起成立它是自性空，了解這點要透過信
許比量。信許比量無法在布施得受用上找出任何過失。世尊在一
切法上，透過緣起來成立空性。透過這樣的講法可以在一切法上，
斷除對一切法的增益執和損減執。斷除對一切法的增益執，會有
利於空性、勝義諦、或智慧分的部分。在一切法上斷除損減執，
會有利於世俗諦、或方便分的部分。

若把這觀念應用到甚深或廣大行的道次第上，也是可以，當
愈深入思惟依因待緣、或因生果的緣起，可斷除損減執，有助於
了解廣大行道次第、方便分、或世俗諦的這部分。當不斷思惟無
自性、空性，有助於了解基深道次第、或智慧分的這部分。以基
道果來講，緣起性空這些基礎中的二諦屬於基。修道時，屬於緣
起、世俗諦這部分的道就是廣大行的道次第；屬於空性、或勝義
諦這部分的道就是甚深的道次第。 終證得的果就是二身 — 佛的
法身跟色身。從基、道、果的角度來講也可以，緣起性空對於道、
對於果都很有利益。從基、道、果的關係，可以知道緣起性空具
有多種功德，了解 「緣起這個因可以成立空性很有功德」之後，
我們就會知道佛陀這樣的說法者是無上的是無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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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緣起道之正因相，見尊說法無能比，由此證知尊餘法，亦為定量起決定

「緣起道之正因相，見尊說法無能比」在藏文中，這二句有點
反過來說，但依中文看也是可以，「緣起道之正因相」透過緣起這
個因，來成立空性的這個道，把這個當做理由，可以知道世尊是
無比的說法者 — 「見尊說法無能比」。要能看到世尊是無比的說
法者，必須要了解緣起成立空性的這個道理。如此才能了解這一
點，「緣起道之正因相」是因，透過這一點，你就會知道世尊是無
比的說法者，他所說的法是無能比的。「由此證知尊餘法」從這一
點，還可以再推到其他。除了緣起性空以外的，世尊說的其他教
法，「尊」指世尊，「餘法」指緣起性空以外，世尊說的法。「亦
為定量起決定」— 也是可以把它當作是量的，你自然會對世尊所
說，除了緣起性空以外的法生起信解，產生定量的決定，就是生
起信解的意思。自然就會相信，以我們目前的程度，可能還無法
了解緣起成立空性的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對除了緣起性空以外的
其他教法，應該也沒有到這麼相信的程度。
82 September 5, 2017 緣起讚 -7



緣起讚 -8

整個 《緣起讚》有 58 個偈頌，可分成十科。上次講到第五
科，從第 26 到 30 偈頌，共有五個偈頌。前四偈頌已看完，只剩
一偈沒有詳細說明。先回顧一下前四偈的意思，透過佛開示空性
為緣起義，行者不會墮於損減跟增益二邊，而能以中道的方式認
識一切法。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對空性為緣起義之外的一切教法，
也認為這個是量，對佛所說的其他教法也會產生信解，因此稱讚
佛說的空性為緣起義這一點。前四偈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29 若謂何故由宣此，今於可見不可見，遠離增益妄執著，及
諸滅損過愆故。

上次已解釋過，「若謂何故」要接第 28 偈，這是個問句。
問：為什麼透過緣起就可以知道，沒有人可以找出佛的教法的過
失？ 「由宣此」的 「此」指佛說空性為緣起義，透過佛說空性為
緣起義的這點，「可見」的顯現法跟 「不可見」的稍隱蔽法、極
隱蔽法等法，都符合空性為緣起義的這一點，無法找出它的過失。
顯現法、稍隱蔽法、和極隱蔽法有個術語叫 「所知的三種狀
態」— 就是顯現的狀態、稍隱蔽法的狀態、和極隱蔽法的狀態，
藏文有一個術語叫 「所量三處」，所量指存在的法，所量三處指
的就是顯現法、稍隱蔽法、和極隱蔽法，這三個都符合緣起性空。
當佛說空性時，他所說的空性就是要斷除增益的執著，即執一切
法為實有的執著。他講緣起時，要破除執損減 — 執什麼都沒有的
執著。所以，透過佛說的空性跟緣起義，不會墮於增益邊，也不
會墮於損減邊，能中道而行。

「由宣此」由於佛宣說空性為緣起義，讓人們對於不管是可見
的顯現法，不可見的稍隱蔽法、極隱蔽法，都可以遠離增益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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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益妄執著」就是增益邊，或執這些可見、不可見的法為實
有的這個邊。及諸滅損過愆，「滅損」就是損減邊，可以遠離這二
種過失。

在第 29 偈之後，若照秋內喇嘛仁波切的 《緣起讚》的註釋
《交錯讚》。它為什麼叫 「交錯」呢？因為在 《緣起讚》58 個偈
頌的每個偈頌後面，他又寫一個偈頌來解釋。他是用偈頌的方式
來解釋，叫 「交錯」的原因是，一個是宗大師的 《緣起讚》的偈
頌，底下就是註解者解釋的偈頌。第 29 頌的解釋的偈頌，秋內喇
嘛仁波切的偈頌，達賴喇嘛尊者一再引用。所以這個偈頌在此應
提出來說明。他寫的偈頌，他寫的偈頌行文方式，一般講基道果。
可是這個偈頌先講果 — 解脫果是二身雙運，「二身」指法身跟色
身。第二句講解脫的方法，就是方便跟智慧雙運之道，此句其實
是在講道，第三句講，想證得解脫果及想知道如何修解脫道的隨
行者，他們的所緣是一切法。第四句講，緣一切法之上的什麼
呢？現空。「現」指緣起法，「空」指空性，就是二諦，而且要在
一切法上的現空二諦，就是緣起跟空性二諦，要獲得決定，唯有
在這個基礎上獲得決定。所以，第三、四句在講基，就是隨行者
必須在一切法上決定二諦，決定顯現跟空性這二個部分。「顯現」
指世俗諦，「空性」指勝義諦。對這個得到決定的了解後，才有可
能進一步去修方便、智慧雙運的解脫道，才有辦法進一步得到二
身雙運的解脫果。雖然他的行文次第是從果到道而到基，偈頌的
順序是這樣。雖然偈頌的排列是這樣，可是要得到第一句的解脫
果，是要從 底下的三、四這二句，這樣往上修學上去的，

另外一個補充，第三、四句，在一切法上要對二諦得決定，
也就是要了解到二諦彼此是互相輔助的這一點，解脫道的修學跟
解脫果的證得，在藏文 後一句，還有 「有賴於」一詞，有賴於
隨行者的一切法上決定現空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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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剛剛說的是現、空二諦不同的去緣取了解，還是現空雙聚地
了解？

師：現空二者互相幫助，完全不相違背，若通達這一點的話，才
會知道怎麼可以修方便跟智慧無二無別，才會知道成佛後，色
身跟法身怎麼會無二無別。先要了解基礎上的現跟空，也可以
說二諦，二諦互相有親密的關係、互相有幫助，這點要很清楚
地通達。我們因為在這裡卡住，所以無法了解方便跟智慧無二
無別，更別說如何雙運地修。「方便」的意思是按照因果，按
照有這個因，有這個方便能得到這個果，這種算是方便。我們
守這個規矩，這是方便。方便的法是這個規矩，我們若很清楚
了解空性跟顯現互相有關聯，我們就會很守因果的規矩。譬如
自利心強的話會吃虧，利他心一直生起的話，我就會成就。像
這樣很細微、很清楚，一點念頭不對，就會有什麼發生。在因
果上面很會守護，這就是方便的意思。

另一方面，法本身去找的話，沒有一個獨立的自性，雖然它有
因果，但還是無自性，所以不可以執著。從法本性的角度看，
一切法的法性是一，法性無法分，沒有二。法性跟顯現的世
俗，二者很有關係，行者若通達這些，修的時候，能努力修行
方便的守規矩。換句話說，要得到圓滿快樂，先要利他，要修
無量無邊的因。要修無量無邊的因，要在無量無邊的對象 —
眾生身上 — 種下無量無邊的因。因跟果很有關係，從這個角
度，我們就會生起悲心、菩提心。因為這個緣故，悲心與菩提
心被稱為方便，被稱為世俗的廣行派。

修學大悲心跟菩提心，一般稱為世俗的廣大行道次第。它的內
容即 「依於此而有彼產生」，或 「依於因而有果產生」。世俗
的廣大行道次第非常細微，非常廣大，可是若就它的本質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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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來講，都是一味的。因為這個緣故，就世俗面講，由因生果
非常細微、非常廣大。就它的本質或法性來講，都是一味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佛身也可分成二類。當講智慧法身，可以說
佛的勝義身，就是指現觀空性的這種智。或說，他一直處在現
觀空性的根本定中，完全不會有實有執的垢染。

若就佛的色身來講，佛依有情的思想、信解、根性的不同，而
顯現無量無邊的幻化，這是色身的部分。色身也可以講是 「世
俗的身」，此是相對智慧法身是勝義身來講，此二身的果，他
是同時在佛身上有的。在佛身上，這二種身是同時具足的，要
成辦智慧法身跟色身，所修的道也必須要具有可以成辦這二種
身的因才行，所以道也有二個部分，即方便分跟智慧分二分。

方便分所修的內容是世俗的廣大行道次第，智慧分所修的是現
觀空性的根本定的修學。透過方便跟智慧的這二種道，才能成
就勝義身跟世俗身。佛的這二種身，就本質講，應指智慧法
身。可是他的色身主要是為了有情的需求，觀待有情的業、想
法、勝解、和根性而顯現的。

譬如我們一直修文殊菩薩，見到龍樹菩薩，一定是每個人見到
的龍樹菩薩不一樣，可不可以說文殊菩薩的樣子就是我見到的
這樣子呢？我們無法說，我的文殊菩薩是對的，你的文殊菩薩
是不對的。大家都已經見到了，但是各個人的根性不同。畫文
殊菩薩唐卡的，所畫的一定是一個樣子嗎？也不一定，它的本
身是智慧法身，但眾生的根器不同，化身就不一樣。色身是從
眾生的根器的角度而現的，所以示現跟本身是在一個東西上合
在一起的。智慧法身跟色身，或勝義身跟世俗身是一體的。在
一個體性上，二個同時存在。在一個法上面，怎麼會二個同時
出現？這一定與修的時候有關。修時的方法 — 在修的時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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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要有具足，道時要怎麼具足？我們常說這是世俗的廣行派，
這是深見派，這是不對的，好像我們覺得，我現在修的是世俗
廣行的一個修行，這跟勝義、修空性無關。若這樣的話，就會
變成佛的色身跟法身就無關了。應該是，修道時，世俗的廣行
的修行 — 這個因有這個果。這種依賴的關係的是世俗，依賴
的關係愈修愈會影響空性的修行；愈修空性，又愈會影響世俗
的修行。二者互相有關係，互相影響，互相幫助、互相增長。
因為這樣，成佛時，才有色身跟法身合在一起的，所以佛那邊
色身跟法身怎麼會合在一起？這先要了解在道那邊世俗跟勝義
有沒有互相幫助，道上面有沒有互相幫助，這在基礎上要了
解。世俗諦跟勝義諦若是無關，或現跟空中間沒有通達的話，
在道的時候不知道，當然果位也不知道。所以講，基礎世俗諦
跟勝義諦、或現跟空二者的通達，是 重要、 根本的。

生：基的部分是了解世俗諦跟勝義諦，道時是要現空雙運的修行，
之後才能得到佛的果位。所以要得到現空在一個法上顯現，這
已是講到道的部分了，對嗎？

師：對。基上的二諦，彼此是互相輔助的，不會現去違害空，空
去違害現。若不了解這一點，在道的時候，方便跟智慧的雙運
就無法去了解，當然二身雙運的果報也就無法了解，它是從這
樣的一個角度來說明的。在秋內喇嘛仁波切的偈頌裡面，前二
句都有提到 「雙運」，第一句是 「解脫的果是二身雙運」，第
二句是 「能讓解脫的方便跟智慧之雙運」，它們都來自在基礎
上，二諦要互相輔助，不會互相違害。對這一點要獲得決定，
才能知道。

再回到第 29 偈，「今於可見不可見，遠離增益妄執著，及諸
滅損過愆故」，透過宣說緣起，對於可見、不可見的法，可以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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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跟損減。這個偈頌提到的 「遠離增益跟損減」，主要是針對
在果和道的階段可以遠離增益跟損減邊。譬如在道的階段須要修
方便跟智慧雙運的道，若對基礎現空彼此互相輔助、互不違害的
這點沒有決定，在修道的階段，你就會想 「到底須不須要雙
運？」是否只要修空性就好，不須要修世俗的廣行道次第？若這
樣，就有一點墮入損減邊了。好像只要修一個就夠了，或在果的
時候，無法了解真正的法身是什麼，對色身做無謂的增益，或在
修學智慧、方便的道時，做無謂的增益，這都是墮入損減跟增益
二邊了。

原因就是在基礎的時候，對於現空二者沒有得到真正的決定。
所以可以從果推回來，若要了解佛的果有二身雙運，對於成辦這
個果的因 — 方便跟智慧雙運之道 — 要了解。對道要得到了解，
對於基礎 — 宣說空性為緣起義的這一點 — 要得到了解，這樣在
道跟果的階段才不會產生增益或損減的過失。

我們應該還是在不了解空性為緣起義的階段，還是屬於在這
個狀態下，其實我們對於方便、智慧雙運之道是不清楚的，對於
果 — 色身跟法身雙運之果 — 也是不清楚的，當我們知道佛果是
二身雙運，成佛之道是要方便智慧雙運，這些都要牽涉到空性。
所以在基礎的階段，在修現空時，不能把空性擺在一邊，說

「啊！這個太難了！我不須要學！我不要學空性了！」當你知道道
跟果都必須要雙運時，在基礎的時候，你若沒有修空性，就不可
能有這樣方便跟智慧雙運之道，也不可能有二身的果。所以，在
基礎的階段，一定要修空性，不能把空性擱置在一邊。

30 緣起道之正因相，見尊說法無能比，由此證知尊餘法，亦
為定量起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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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說空性為緣起道這個理由，就可以知道，「尊」— 佛陀，
所說的法是無上、無能比的。我們若能好好了解這一點，這裡了
解的內容主要是指，佛說的空性為緣起義這一點。我們若能好好
了解，我們對世尊的其他教法也會產生信解。用白話講，若對世
尊說的空性為緣起義這一點，能夠好好了解，對於世尊其他教法，
我們都會產生信心。

「由此證知尊餘法，亦為定量起決定」，「餘法」指緣起性空
外的其他教法。這個偈頌還可以從其他角度來理解，當了解佛說
的空性為緣起義之後，自然就會去接受佛的其他教法，對其他教
法也會產生信心。譬如像毗婆沙宗跟經部宗，因為他們不了解空
性為緣起義或不了解空性義，所以他們對佛說的教法，有的相信，
有的不相信。譬如他們對大乘教法，就認為是非佛說的。他們只
接受佛陀初轉法輪的自性內容。若是應成派，他們就會認為都是
佛說的，只是有些適合小乘根器者，有些適合大乘根器者，可是
這些都是成就佛道需要的，不是要捨棄的。對佛針對不同眾生所
說的內容，他都不會捨棄，都可以解釋，都會產生信解。

寂天菩薩在 《入行論》第九品第一偈說的 「此前諸要目，佛
為智慧說」，佛陀所說的其他的教法，「其他」指空性、緣起性空
以外的其他教法，都是為了要引導眾生進入空性而說的。譬如佛
在初轉法輪為小乘根器的人說實有，他也是先透過實有的教法，
來引導這些有情， 終還是要引導他們了解空性，所以佛陀的教
法都是有他的用意的，就是用間接、或直接要引導他們了解空性，
如果真正了解空性為緣起義，或了解緣起性空的道理的話，就有
辦法了解斷無明的方法，若了解了如何斷無明，對於四諦的安立
就會很清楚，譬如對於四諦的流轉、還滅這種情況，都會很清楚，
然後，進一步對於佛所說的除了緣起性空以外的其他教法，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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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讓我們成辦安樂、去除痛苦，對於這一點也會產生信心，
也就是會讓我們全心全意的去信賴佛的教法。

我可不可以全心全意依賴它，這是什麼時候判斷？肯定它一
定會給我快樂，它一定不會讓我痛苦，在那個時候，我們才會全
心全意給它依賴的心，我可以全心全意依靠它的心才會生起來，
四聖諦我們真的體會到的話，四聖諦真的很清楚的話，佛所說的
教法一定會給我快樂，不會讓我吃虧，這種信心就會很強，對佛
有沒有信心，是從那裡判斷？先要了解四聖諦，了解了之後，對
佛的信心才真的會生起，信心的意思，就是相信佛不會騙我，是
我可以依靠他的心，不是 「這裡有杯子、那裡有佛」的那種的信
心，這裡講的，是我可以全心全意依靠的這種的信心。信心有很
多種，對上師的信心、對業果的信心 … 各種各種的信心，但這裡
講的是，對老師、對佛，我可以依靠的意思。另外，對業果的信
心，就如相信 「這裡有杯子」「那裡有什麼東西」的那種，有這
個，一定有那個的那種的信心。

這裡有二種信心，一種是對佛所講的這種內容，到底有沒
有？或佛到底有沒有？佛所說的這些教法，譬如業果、無常這些
道理，到底有沒有？這是一種信心，另外一種，主要是跟我們的
離苦得樂有關的這種信心，第一種信心，是你去判斷這東西存不
存在的這種信心，此就像判斷杯子到底存不存在的這種信心是一
樣的，第二種信心是，自己的成辦樂跟去除苦，跟自己有沒有照
佛所說的這些內容去做，很有關係。知道如果照佛所說的去做的
話，只有利益，不會有虧損，只有安樂，不會有痛苦的話，這種
的信心，就是屬於第二種的信心，我們就會跟著佛所說的去做，
這種信心跟自己的苦樂、跟四聖諦有關，第一種是相不相信，第
二種是信賴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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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有佛，這是一種信心；另一種是我可以依靠他。二種不
一樣，現在講的是第二種信心 — 佛是我可以依靠的。講佛是量士
夫，這種指清淨信的意思。清淨信是什麼？譬如佛授記在他入滅
四百年以後，龍樹菩薩就會出現。後來，真的是出現了。透過這
個例子，我們可不可以生起清淨信？這和清淨信的生起，不是那
麼有關係。清淨信主要是怎樣的信？是我可不可以靠他？這與我
的離苦得樂要有關係，所以一定要透過四聖諦，四聖諦是我們離
苦得的感受，感受對我們來說是 重要的。我要不要跟著他、要
不要聽他呢？從那邊可以判斷。從我會不會離苦得樂來判斷自己
要不要聽他？我會不會離苦得樂，是從四聖諦那邊判斷。佛講的
四聖諦是多麼正確，我一直研究，確實如此，所以照佛講的走，
佛不會讓我吃虧。像這樣的信心，就是清淨信。所以清淨信是從
離苦得樂的感受那邊生起的。總之，透過四聖諦，對佛的清淨信
才會生起。不是佛講什麼，確實就是什麼，這種信心不是清淨信。
這種的信心是相信心。這就是為什麼四聖諦是多麼重要，這是因
為對佛的清淨信是從那邊生起的。四聖諦懂的深度夠不夠，那就
看有沒有了解空性。

我們常常會把對佛的相信心和清淨信混為一談。這個應該分
清楚，若對佛說的空性為緣起義這一點，了解得很清楚；進一步
對佛說的四聖諦，也了解得很清楚。對於佛開示的這些內容就會
生起淨信，就會全心全意地依賴佛所說的話。這時自然對佛開示
的其他教法，縱使是無法透過現量跟事勢比量抉擇的極隱蔽分，
你還是會全心全意地相信。若對佛所說的空性為緣起義、四聖諦，
還未生起清淨信，你對佛開示的其他教法，就不會全心全意地投
入、信賴，反而會存疑。有清淨信為基礎，有一天，你會生起信
許比量。若沒有淨信做為基礎，你不會全心全意信賴佛陀的其他
教法，這時你對佛陀其他的教法還會有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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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稱論師的 《釋量論》裡有 「要義無欺故，可比度其餘」，
這二句話很重要，「要義」就是主要的意義，指的就是跟我們離苦
有關的四諦，「無欺」指若產生淨信的話，「可比度其餘」指佛的
其他教法，就可以依此類推。當你對四諦產生淨信時，自然而然
對於佛陀的其他教法，都會產生淨信。譬如佛於初轉法輪主要是
講有我或實我，你可以透過事勢比量知道這個講法是不了義的。
雖然是不了義，我們還是會對佛說的初轉法輪的教法產生淨信，
對無法用事勢比量了解的極隱蔽法，也會產生淨信。當你了解四
諦後，對於其他教法，你都會產生淨信。

至此，第五科講完了，此科總結地說，透過對佛說空性為緣
起義的了解，可以遠離增益、損減二邊，可以了解佛說的其他教
法是量。佛說的其他教法，有的是必須歸於不了義的。雖然是不
了義，但它是引導有情進入空性的方便，因此不能捨棄這個方便。
對於極隱蔽法，即使無法用事勢比量去成立，因為有了空性為緣
起義的淨信的緣故，我們還是會全心相信。不管是不了義的法或
極隱蔽的法，我們都會完全相信它是佛說、是對我們有益的。

2.6.　成立導師為量

31 觀見如義妙善說，若有隨學於至尊，一切衰損悉遠離，滅眾罪愆根本故

「觀見」和 「說」的主詞都是佛，「義」指境，意思是佛陀是
如境本身，一五一十地觀看到，他觀察到對治無明的方法，並且
對眾生這樣宣說出來。不要把 「妙善說」當成名詞，此處的意思
是，佛如實地看到對境的本質、或要斷除無明的方法，然後一五
一十地對眾生說明，因此 「若有隨學於至尊」，若有一個人照著
佛所開示的內容學的話，「一切衰損悉遠離」的 「一切衰損」指
的是苦果。苦果可以包含過去生在惡趣中領受的果報，或這一世
雖得到人身，可是很多不幸的事情。如果能隨學世尊開示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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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治無明的方法，一切的苦果都可以遠離。進一步 「滅眾罪愆
根本」，眾罪愆根本就是無明，所以是指苦的源頭，進一步還可滅
除苦的源頭，也就是無明。

「觀見如義妙善說」，意思是世尊能如實地看見，跟無明剛好
相反、且能正對治無明的方法，世尊看到的是這個，說的也是這
個。若無法好好了解空性為緣起義，或無法清楚了解緣起性空的
道理，就不可能斷除輪迴的根本無明。也就是若無法了解空性為
緣起義，執法為實有的實有執就會產生，這個就是無明。由這個
無明會產生一切煩惱，這就像在聖提婆的 《四百論》提到的一個
情況，就像身根佈滿整個身體，同樣，無明佈滿整個煩惱。有煩
惱的地方，一定有無明。我們若去辨認無明的執持境 — 無明這個
顛倒心所執持的境，如果你找得不夠周遍，還有剩下一個，那麼
實有執就會產生了，就沒有斷除。無明到底如何覆蓋煩惱？它的
覆蓋的方式，我們要好好辨認，不要漏掉一個。只要漏掉一個，
你的實有執就還在。它覆蓋的方式若都能夠找到，當我們能恰到
好處全部把它斷除。這個同時，一切煩惱都斷除了。因為它遍滿
整個煩惱，而且是一切煩惱的根本，當你無明斷的時候，依於這
個根本所生的煩惱就都斷了。

在認無明時，我們常以為無明是一個因，其他煩惱從它那邊
出生。其他煩惱生起時，裡面好像沒有無明。有這種想法就錯了，
貪瞋等煩惱裡也是有無明。如剛剛講的，身根遍於其他根，這點
很重要。若不通達這點，不清楚這中間的關係，就算斷除無明，
也不會斷除煩惱。我們不會理解斷除無明，怎麼會影響斷除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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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索引
八畫

法稱論師

造 《釋量論》 92

九畫

秋內喇嘛仁波切

生於西元 1870 年 2

造 《交錯讚》註解 《緣起讚》 2

十一畫

寂天菩薩

造 《入菩薩行論》 64

密勒日巴尊者

即使沒有財物做供養，然因他如教修

行，所以這是對上師 好的供養
60

十二畫

提婆菩薩

造 《四百論》 16, 93

無著賢大師

生於西元 1772 年 2

造 《三十七佛子行》 2

十四畫

頗東仁波切

早期都在破斥宗喀巴大師論著的看
法 8

讀了《緣起讚》之後，對宗大師就產
生無比的信心 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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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索引
Symbols

《佛護論》

宗大師讀了之後完全了解甚深空性
義 1

《三主要道》

若對顯現的緣起無欺誑，對無實有
不執著，這種了解若是交替的，
還是有先後，那就還未了解空性 
50

宗大師造 60

《現觀莊嚴論》

第五品裡講到所破跟所立，所破就
是這裡的實有 77

《緣起讚》

「緣起」要理解成空性 18

第 10 偈講，能講出有緣起因來輔助
空性的這種道理的人，無有畏
懼，無人能質疑 51

第 14 偈主要是成立一切法都是緣
起，沒有一法不是緣起的 42

第 14 偈主要在說明不觀待之法或非
緣起之法是不存在的 42

第 15 偈說明的是緣起和空性之間有
周遍關係 42

第 16 偈主要是說明，若自性成立的
話有什麼過失 43

第 17 偈的內容是，若在成立空性的
同時可以安立緣起，這種講法是
毫無爭議，無法質疑的 50

第 18 偈講，空性或無自性跟緣起這
一切的安立，都是相輔相成、合

理、不相違的，這種講法是無上
的講法， 好的講法，這是不用
說的 51

第 19 偈講，透過緣起斷二邊或成立
空性，這種說法勝過自續派以下
的見解 52

第 20 偈講，能決定的主詞就是佛 
54

第 26 偈主要是說明在同一個基礎
上，自性成立跟緣起不可能同時
存在 76

第二、三、四偈主要是講稱讚的三
個理由 23

第二偈可說是第三偈的因，有第二
偈的因才有第三偈，然後第二、
第三兩偈又是第四偈的因 25

第五偈起就真正進入 《緣起讚》的
內容了 23

第一偈等於是這部 《緣起讚》的總
說 31

第一偈頌可說是整部 《緣起讚》的
簡要說明或提要 22

宗喀巴大師於圓滿證空性之後寫的 
21

《緣起讚》譯文校勘

「彼此一切畢竟無」有誤，「彼此」
的 「此」要改成 「非」 40

「二邊不依見」，應是 「宣說不依二
邊見」 54

「世尊」在藏文其實是 「你」， 39

「是故捨離緣起法」的 「是故」要
譯成 「故云」比較好，因藏文中
有一個 「說」的意思 42

「雖彼仍現有自性」這句中文要修正
成 「雖無自性仍現彼」，才符合
97



藏文的意思 77

「無有自性引導門」，若調成 「引導
入無自性之門」會更容易理解 66

「由何觀照能還滅」，藏文意思是
「由觀何者能還滅」 14

「於法生執諸愚夫」，藏文裡並沒有
「法」這個字 27

「緣起道之正因相，見尊說法無能
比」在藏文中，這二句有點反過
來說 82

「緣起即為彼」應該是 「即為彼緣
起」— 就是緣起 66

第 25 偈的 後一句有 「我還有什
麼辦法可以引導他們？」 67

第 29 偈 後一句，藏文還有 「有
賴於」一詞，有賴於隨行者的一
切法上決定現空二者 84

第三句中藏的翻譯有點出入，藏文
說 「諸緣起法是正理之王」，中
文翻成 「勝者見」 22

漢譯沒有把這一偈的 「士夫」翻出
來，而是把 「士夫」放在第 25
偈的 「引導彼等眾生」 72

其實 「彼等眾生」藏文是放在第 24
偈裡面 72

且 （藏文中有此字）他也垂示教誡 
22

依藏文，「而反執為有自性」應是
「而反執為有自性的士夫」 66

依藏文，此偈 後還有一句 「這不
用說，這是 好的講法」 51

在藏文沒有 「闇」字 14

照藏文的順序，是先講自性無造作，
再講無待 70

這後面要加一個 「是」，這樣的善
說是能夠成立你的聖言為無上之
因 54

這句的 「緣」看成 「由」比較好，
因藏文是 「由」 57

《緣起讚》有二本註解

一個是秋內喇嘛仁波切造的 《交錯
讚》 2

一是無著賢大師造的註解 2

《中論》

其中 難了解的是自性空與緣起有
互相輔助 45

Z

本來遠離其自性

破除二個誤解 77

誤會二是，好像有一個實有在，然
後透過了解空性的智慧，把它破
除 77

誤會一是，空性是在了解空性後才
有的 77

不了解緣起正理來成立空性者

一者為佛教的說實事師，一者為外
道 35

常斷

其中的常並不是無常的 「常」，而
是指實有的見解 48

稱讚緣起的理由

1）了解緣起，就能斬斷輪迴的根本 
23

2）緣起是佛的一切教法的核心或心
要 23

3）透過緣起來稱讚佛，沒有比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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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稱讚了 23

粗細分緣起

光有粗分緣起無法讓人了解自性空，
反而會增長實有執或自性執 27

唯有透過細分緣起才能了解空性，
才能斷除實有執、自性執 27

粗緣起的呈現，其來源是 細的
緣起 37

斷除二邊的利益

斷除對一切法的增益執，會有利於
空性、勝義諦、或智慧分的部分 
81

在一切法上斷除損減執，會有利於
世俗諦、或方便分的部分 81

斷二邊與了解空性

有分前後的，已除掉斷邊、常邊，
但還沒有了解空性 50

斷有邊與了解空性

即使斷除常邊或實有邊，這還沒有
到達了解空性的那個程度 49

煩惱的根本

佛教認為是在於把我執為實有 11

煩惱跟業

有前因後果的關係 16

佛教與外道的差別

外道在承認我執的基礎上，講要存
好心、不要起煩惱 11

各派對緣起正理的態度

唯識派以下認為 「一切法，是實
有，因為緣起故」 57

唯識以下認為產生是成立有自性的
一個理由 57

唯識宗、經部宗、毗婆沙宗都認為
若能生起，它必須是實有的或是
自性成立的 57

自續派算是有接受，但是不懂緣起
正理 36

觀待或緣起

成立一切法無實有的因 41

觀待因緣

與自性成立的相違 42

集諦

可分成煩惱集跟業集 14

無明才是煩惱集跟業集究竟根本 14

見一切法如幻

不必非要現觀，只要處在了解空性
的根本定，之後出定，看到一切
法時，就會看一切法如幻 46

講佛是量士夫

這種指清淨信 91

空性

除去斷邊跟常邊後，穩固的能力就
會出現，有能力穩固的這種對境
就是空性 49

跟無明我執正相違，二者對事物理
解的方式完全相違 15

空性跟緣起

有互相周遍的關係 42

理的粗細

雖然理本身無法分粗細，就所觀察
的對象可以分理的粗細 65

了解微細的世俗跟了解空性

了解空性在先，了解微細的世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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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切法如幻在後 46

了解一切法如幻有二個條件

1）透過緣起成立一切法本來就是無
自性的 78

2）雖無自性，可是現為有自性 78

了義與不了義教法

當你了解四諦後，對於其他教法，
你都會產生淨信 92

能還滅

是在講滅諦 14

其根乃為無明闇

是在講集諦 14

清淨信

透過四聖諦，對佛的清淨信才會生
起 91

入佛歡喜道

唯對空性產生了解，才算進入解脫
之門，這也就是進入了佛陀歡喜
道 61

三解脫門

還可從能作者、所作的業、跟所作
的動作這三方面來講 32

空解脫門重點在講實無自性 32

無相解脫門重點在講因，不能決定
因為實有的這種量 32

無願解脫門重點在講果，無法產生
實有的果 32

三解脫門配合三輪

空解脫門是配合對境 （就是受者） 
32

無相解脫門配合作者 32

無願解脫門配合動作 32

三解脫門與三輪

如果受者變成是目標，目標就要擺
在無願解脫門，動作就擺在空解
脫門 33

三轉法輪

初轉法輪講一切法有自性 24

第三轉法輪說有的法有自性，有的
法無自性 24

中轉法輪說一切法無自性 24

終目的都是要引導所化機，解脫
一切衰損、痛苦 24

色身

是從眾生的根器的角度而現的 86

善巧通達即由此

透過以緣起理來成立空性的這一點，
可以了解為什麼沒有人可以找出
世尊的教法過失 78

生起出離心和菩提心

還不算進入佛陀歡喜道，因為即使
生起出離心、菩提心，也還無法
解脫輪迴 61

實有

是實有執所執的虛構的境 48

實有執

就是輪迴的根本 58

世間所有諸衰損

是在講苦諦 14

說實事師

毗婆沙宗、經部宗、唯識宗 35

思惟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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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產生厭離心是正常的，但不應
就此打住，應利用它為未來準備 
74

四部對有自性的看法

唯識宗和下部宗認為緣起就是成立
有自性的正理 70

自續派表面上說緣起是成立無自性，
但心裡想的卻是緣起其實是成立
有自性 70

自續派嘴巴上雖然不講說緣起是成
立有自性的正理，可是他心裡卻
是這樣想 70

四聖諦與空性

四聖諦懂的深度夠不夠，那就看有
沒有了解空性 91

所量三處

顯現的狀態、稍隱蔽法的狀態、和
極隱蔽法的狀態 83

微細緣起與空性

二者是相違的關係 26

空性本身是遮遣法 25

微細緣起屬於肯定的，是成立法 25

無待

「待」可以譯成俱作緣或俱生緣 71

無明我執跟其他煩惱

二者是因果關係 16

無明我執遍佈在一切煩惱上，若能
斷了無明我執，其他煩惱就沒有
依賴處 16

無實有與緣起

應成派對空性或無實有的理解，及
對於緣起的理解是比較細微的 58

自續派對空性或無實有的理解，及
對於緣起的理解是比較粗的 58

無相解脫門

「無相」藏文指寂滅，即決定實有的
因的量是寂滅的，沒有成立因為
實有的這種量 31

無願解脫門

「無願」指不能產生實有果的這種因 
31

細的世俗跟細的緣起

細的世俗是了悟空性後才會了解的 
26

細品緣起

是粗品緣起跟空性之間的聯繫者 25

戲論

指無明我執及由無明我執所生的一
切粗品與細品的煩惱 28

相信信

佛講什麼，確實就是什麼 91

信許比量

有清淨信為基礎，有一天，就會生
起信許比量 91

修無量無邊的因與無量眾生有關

悲心與菩提心被稱為方便，被稱為
世俗的廣行派 85

業與果

業是果的近取因，近取因斷的話，
它的果自然就斷了 16

一切法如幻

稱為微細的世俗 46

這裡的了解至少要有比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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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未必要有奢摩他的定 48

一事

在藏文是 「基礎」的意思 71

應成論式

平常能找出自性成立的過失，這些
都算是應成論式 76

由觀何者

主要在講道諦 14

緣起

「滇」可以去除常邊，「杰」可以去
除斷邊 34

藏文是 「滇杰」l，滇有依賴的意
思，杰有關係的意思 34

緣的意思是，凡是自性空的，必然
要依賴他法 57

緣與起二者互不相違 57

緣起的能力

可以盡斷一切戲論網 28

緣起是正理之王

因為唯獨它可以同時去除斷常二邊 
35

緣起性空

了解空性時，就知道它是一切的作
用可以成立 39

了解緣起時，就知道它是自性空的 
39

緣起性空的道理

才能顯出佛教和外道的差別 12

才是無明我執的正對治 24

能真正讓人得到解脫、成佛 12

緣起有二種意思

一個指空性 18

一個指緣起正理 18

緣起與空性

由粗分緣起進入細分緣起，才能去
成立自性空 27

緣起正理

對說實事師來說是相違因，因為他
們用它來成立實有 35

外道不承認緣起正理，所以他們不
會用它來成立空性，因此對他們
來講，緣起正理是不成因 35

外道承許種生芽，但是不承認四聖
諦，不承認輪迴裡面的因果道
理、解脫的道理 36

真正了解緣起正理，可以把毒變成
藥 35

緣起正理可以成立空性

表示二者不相違 39

造作

這裡的 「造作」有點像近取因或親
因 71

正理

從觀察因的角度來講的有金剛屑因 
34

其他的正理大多只能斷常邊，無法
去除斷邊 34

有從果上觀察的，這是破有無生因 
34

有從體性上觀察的，叫離一多正因 
34

有同時從因果上觀察的，叫破四邊
生因 34

緣起正理是正理之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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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理之王

因為緣起正理可以同時斷常邊和斷
邊 34

智慧法身

可以說佛的勝義身，就是指現觀空
性的這種智 86

中道與空性

當破得剛好落在百分之五十時，常
邊、斷邊都可以除，這時才講是
中道，就可以講是空性 49

中觀宗 究竟的見解

空性能引申緣起的安立，就是在了
解緣起時，可以引申空性。了解
空性時，可以安立緣起 45

自性空與緣起有互相輔助 45

自性有

跟觀待是相反的 41

宗

有法加所立法合起來就叫宗 19

宗的後陳

即所立 19

宗的前陳

即主語或有法 19

宗因喻

前陳加後陳是宗 26

因與宗的後陳有周遍關係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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