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空長老開示重點 12/25早上

• 真如是靠无二法，涅槃是靠有二法

• 真如是在有为法，也是在无为法。在有为法就是
盡所有所缘；在无为法就是如所有所缘

• 聲聞有出离心，能够灭烦恼；菩薩還要有菩提心，
及對真如，无二法的了解

• 出離的條件：根律儀、戒定慧、善友、思惟無常、
苦、無我，讓煩惱沒有基礎而斷，達到法的自在

• 思维正法是在出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缘之一

• 我(有情)存在於世俗谛，在胜义谛不存在

• 佛教的智慧是靠这个两种谛，世俗谛跟胜义谛

• 法忍：法没有真的出生。胜义谛跟世俗谛融化变
成一体，是第八地的菩萨的境界

• 凡夫可用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用邏輯思维
真如的道理

*犍陀罗浮雕佛陀神變圖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



性空長老開示重點 12/25早上

• 世間、我、眾生都是概念，不是真實

• 相加上名稱，就讓我們執著

• 思维正法：思维自相跟共相

• 菩萨道的思维再加一些真如的道理。自相不是没
有，是属于世俗谛，不是属于胜义谛

• 要通达世俗谛，才能不误会胜义谛，这非常重要

• 般若波罗蜜是讲什么空？就是色、受、想、行、
识，六内处，六外处，十八界，所有的智慧境界、
四圣谛、缘起，先要了解它们存在

• 不过从菩萨的角度来看，存在在世俗谛里面，在
胜义谛，什么都不存在

• 从《瑜伽师地论》的角度来看，也什么都不存在，
也什么都不不存在

*犍陀罗彌勒菩薩 1～3世紀基美博物館



性空長老開示重點 12/25早上

• 在分别里面有苦，因為我们的分别是靠概念，這
不是如法的分别

• 我们的束缚是在执着不存在的所缘，所以这个所
缘这个先要破，才能够了解真的缘起(依他起)

• 自相就是，地是硬(水是濕、火是暖、風是動)

• 名色法均有其自相，受的自相就是领纳所缘

• 《俱舍论》说明自相用逻辑，不会破它

• 說一切有部的道理来看，它是存在在过去，现在
跟未来

• 桌子现在有，未来没有，不过地相，过去有，现
在有，未来也会有

• 受一直在变化中，相一直在变化中，不过它的自
相、它的体不会改变

*青頸觀音像鹿野苑 5世紀新德里國立博物館



性空長老開示重點 12/25早上

• 了解自相，才能够了解共相。因为思维概念，所
以看不到共相

• 无常、苦、无我是共相。無常/苦/不淨/無我/空

• 印度哲學：我(梵/上帝)是不變，名色法可變

• 要看到我有變化，要思維正法，思維自相/共相

• 內觀(一切法的所緣)要思維四個道理：觀待道理，
作用道理，證成道理，法爾道理

• 要能夠沒有障礙，需修四善根：煖、頂、忍、世
第一法

• 煖即思維無常，不思維我、有情、世間

• 遠離—入三昧—如實觀自相/共相

• 寂靜/輕安；布施/喜足少欲；沙門莊嚴/努力修行

*犍陀罗佛陀立像 2～3世紀



性空長老開示重點 12/25 早上

• 分別七種補特伽羅(貪/嗔/癡)，選擇適合的所緣
• 貪增上：修不淨觀。對治貪欲要思維不可意所緣
• 嗔增上：修慈心觀。慈/友誼/如法愛：不執著的愛去利益眾
生

• 痴增上：思維緣起。因為不了解業和因緣
• 慢增上：思維六界。當中沒有我
• 尋伺增上：和其它增上有關。修安般念/四念處，可分別善/
不善法，能出離和見道

• 煩惱平等增上：一般人某個煩惱會特別明顯
• 薄塵：煩惱很少，成為菩薩的條件

*佛立像秣菟羅 5世紀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四種道理 丁福保: 佛學大辭典

解深密經五說四種之道理：

一觀待道理，有為法必因果對待，因生果，果由因生之不變道理也。

二作用道理，因緣所生之有為法，必有成辦事業之作用也。

三證成道理，由現量與比量及聖教量而證明成立之道理也。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是。

四法爾道理，不關如來之出世不出世，本來安住於法界之自爾道理也。

此中法爾道理乃總體，其餘三道理乃其部分。法爾之一分現於因果之關係，名觀待道理，
現於事業之上，名作用道理，現於人之理想上，名證成道理。此三者，皆為可知之道理
也。

第四之法爾中，含此三者，皆有應以佛之無分別智冥契而不可知之道理。因而以五明對
之，則觀待作用之二道理，為工巧明，醫方明，聲明之所知，證成道理，乃因明之所知，
法爾道理乃內明之所知也。







導論—補充資料
• A.北傳：阿含經—阿毘達磨七論—大毗婆沙論—俱舍論—
順正理論
B.南傳：尼柯耶—阿毘達磨七論—解脫道論—清淨道論—
攝阿毘達磨議論

• 時間：阿含/尼柯耶—無礙解道/義釋—舍利弗阿毘曇/南北
傳七論—大智度論/俱舍論/清淨道論/成實論/瑜伽師地論

• A.巴利七論：法集論、分別論、人施設論、論事、界說論、
雙論、發趣論
B.有部七論：法蘊足論、集異門足論、施設足論、識身足
論、界身足論、品類足論、發智論

• 律藏：赤銅鍱部為《銅鍱律》，大眾部為《摩訶僧祇律》，
說一切有部為《十誦律》，法藏部為《四分律》，化地部
為《五分律》

• 法的分類：攝論/四類170法；俱舍論/五位75法；唯識/五
位百法；成實論/三類84法

• 緣的分類：阿含(尼柯耶)/4緣；舍利弗阿毘曇/10緣；發趣
論/24緣；俱舍論/6因4緣







部派佛教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資糧位 加行位 見道位 修習位 究竟位

順解脫分 順抉擇分 初地 二至十地 佛

聞思二慧 修慧/止觀 體會真如 反覆修習 最極清淨

六度四攝 煖/頂/忍/世第一 證得初無漏智

資糧位 加行位 見道位 修道位 無學位

順解脫分 順抉擇分 初果 二果/三果 阿羅漢

聞思二慧 修慧/止觀 斷三界見惑 斷欲界思惑 斷盡三界見思惑

五停心/四念處 煖/頂/忍/世第一 見真空之理 修四諦道法 真理究竟

唯識：

俱舍：

*根本煩惱：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貪、瞋、痴、慢、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