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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思考题（第 9品第 1节课思考题的简称，后同）

1、请阐述“⼀切为果⽣，所以⽆常性”的具体含义。本处抉择的“⽆常”

与第⼀品 破常执后安⽴的“⽆常”是否相同？为什么？

答：1."⼀切'"指的是有为法，有为法的存在是为了果⽽存在,并⾮是独⽴存在。打

个⽐⽅, 种⼦存在的意义就是要⽣果，种⼦产⽣了果才可以安⽴, 同理⼀切有为

法,都是为了果⽽产⽣、 ⼆者之相观待。 果⽆时不牵制住因。因也牵制住果，⼆

者⽆法独⽴存在。因此不成⽴独⽴常性。

2.第⼀品主要是通过观察不净。死亡⽆常、分离死别等等是对常有执着 ，主要从

⼈我⽅⾯破斥。第九品主要是通过观察有为法的⽣往灭的本体抉择不是常性，主

要是从法我法我⾯破斥

2、既然由所作可成⽴⽆常，⽽“我”⾮所作，为何不成⽴常法？请解

读圣天菩萨背后的逻辑。

答:1. 外道说;既然所作是⽆常，那么我不是所作就是常有的。“所作" 指是因缘造

作之法, 没有任何⼀个不是因缘所作，不存在⼀个⾮所作的法。 不是因缘造作、

就⽆有功⽤, ⽆功⽤的话，如同虚空花。⽯⼥⼉⼀样他们也不是因缘所作也没有

任何功⽤，这样以来如何成⽴我是常有法

2.既然所作是⽆常，⽆所作是常有，已经说了所作是⽆常法，还怎么说常我不存

在，⼆者本身互相相违, 前⾯外道

3、本论如何遮破虚空为实法？这是否与某些佛经论典中所承许的虚

空为常相违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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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并不相违, 这是⼀些内道有实宗以及及外道所认为虚空是常有, 俱舍论中将虚

空说是常有仅仅是因为其⽆忧变异,不会变化,没有说其本质是常有。

2. 主要从现量⽐量两个⽅⾯进⾏遮破

现量: 虚空本身⽆有⾃相，也就不具备⾊声⾹味触,没有办法通过根识缘起, 平时

⻅到的天空仅仅是须弥⼭上的蓝宝⽯光反射,是⼀种⾊法不是虚空, 房间物品中

的虚空仅仅是观待于墙瓶等有实质的物体，假⽴说有虚空。由此可知不能现⻅

⽐量: ⽐量主要是通过同体相属与彼⽣相属来观察, ⾸先虚空⽆有⾃相,就⽆法

安⽴同体相属的因也就是能⽣,⽆⾃性的法如何安⽴，彼⽣相属果因也⽆法安⽴,

因为虚空⽆有所⽣果。 ⽆论现量⽐量都⽆法成⽴虚空实有⾃性

9-2思考题

1、请分析密⾏外道等如何安⽴时间为常法？同时结合⾃身分析，在

学习本品之前你怎么认识时间的？

答：密⾏外道认为,这⼀切卷舒也就是⽣死的现像，都是依靠时间⽽存在, 因此时

间应该是常有

2、请具体阐述圣天菩萨从哪些⻆度遮破对时间的常执？既然遮破时

间为常法，那佛教⼜是如何定义时间的含义呢？

答：1.并⾮是时间安⽴了卷舒现象，⽽是通过⽩天⿊夜万物⽣灭,才能安⽴时间存

在. 没有这些显象，如何安⽴时间呢，由此可知时间作为能⽣因，必需观待其所

⽣果。也就是万事万物的卷舒、才可以安⽴, 互相观待就不会有任何⾃性。

2.因要⽣法就⼀定要变异, 不变异种⼦永远是种⼦,因⼀定要对果产⽣作⽤才能

⽣果,⽽变异的法就不会是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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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时间要⽣万法，不同的法有不同的⽣因，种⼦也就要有⽆数种变化,这种情

况下如何常住不灭

3.他宗:果之前没有,到了⼀定时间⾃然产⽣,不观待其待因缘。如果⼀个法本来就

不存在, 后⾯⼜怎么变成存在了。 所谓⾃然⽽然⽽然就是⽆因⽣。另⼀⽅⾯已

经说了依时间产⽣,⼜说⽆因⽣,⾃宗相违,并不合理

4.他宗安⽴时间是常有作为因，⽽这万物的⽣死显现本身就是⽆常性, 性质相违

的因果怎么会合理呢。 从另外⼀个⻆度观 察万物卷舒 只不过是因缘和合，因

缘散去⽽已跟时间⽆任何关系,怎么安⽴时间作为万发的因

⾃宗安⽴时间仅仅是凡夫分别念假⽴，并没有⼀个真实实有时间存在。

9-3思考题

1、有些宗派认为，最⼩物质单位应承许极微，然后由极微聚合组成

粗⼤的⾊法。请列出极微之间的聚合有哪⼏种形式？对于这⼏种聚合

⽅式，圣天菩萨是如何进⾏破斥的？

答: ⼆种, ⼀种是完全融合。 称为遍体相合。 ⼆是部分相合称为⼀分相和 , 三

是完全不触碰。遍体和合指的是微尘与微尘之间完完全全融合, 如此⼀来体积不

会有变化,因为是完完全全相融, 体积变⼤只能是部分接触. 两个法已经完全成

为⼀体怎么会变⼤、变⼤就⼀定有部分未融合, 如此再多微尖也⽆法形成⼀个粗

法, 整个世界也根绝⼈⽣⼀样⼤⼩, 完全不合理。

2.⼀分相合:极微做为形成粗法的因, ⼀部分接触了, ⼀部分并未接触,已经接触

的部分就是形成粗法的因,⽽未接触到的就是⾮因。这样⼀来就有两个过失。 ⼀

是可以分裂那么就表示并⾮常有，因为可以变异。既然可以分成因,⾮因也就可

以继续分下去,并不是极微，⾃宗相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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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异地⽽住也不合理, 从三点观察 ⼀、两个极微⽆法与同⼀空间地点存在, 因为

他宗承许极微有实体。⽽实体法在⼀时间处所存在、⽆法存在两个,这样就能和

合。除⾮是⽆⾃性,才能于同⼀时间地点存在。

⼆、极微是否有东南⻄北的⽅分, 要和合成为粗法就要向⼀个地⽅聚集⽽没有⽅

会就⽆法像⼀点聚集组成⾊法，有⽅分就不是极微 。这样⼀来极微就不能形成

任何⼀个法始终各⾃安住。组合就会有取前舍后, 如此就成为有分。

2、按俱舍论观点，虽然极微不可⻅，但极微聚集到⼀定数量可

被⾁眼看⻅，请分析这种观点是否合理？同时，⼩乘论典中将

极微抉择为胜义谛，⽽且阿罗汉在定中能现量看⻅极微，请问

站在⼤乘的⻆度如何看待此观点？

答 ：1.组成⾊法并⾮是以微尘，仅仅是假⽴显现⽽有,通过上述观察可以得知形

成粗法绝对不是依实有有微尘所形成的。⽆有实质的微尘形成粗法才可以安⽴。

2.阿罗汉要现⻅任何⼀个物品,⼀定要有⼀个朝向才可以，打个⽐⽅,⻅⼀个瓶⼦,

⽆论是根识现量还是瑜伽现量都需要⼀个瓶⼦的⾯才能⻅到, ⽽微尘没有任何

⼀个前中后的⽅向，怎么⻅到这样的⼀个东⻄，⽯⼥⼉也没有任何⽅分，⽯⼥⼉

也应该⻅到了

3、 “由粗尘可⻅，推理其因极微可得”这种观点是否合理？为什

么？若对⽅以“⽑线织成⽑⾐”的现象证成因果同时，你是否赞成？

请站在⾃宗的⽴场解释这⼀现象。

答:有两点不合理，⼀、极微是因粗法是果。缘起规律, 果产⽣时,因就会灭尽。⽐

如芽产⽣时种⼦必定毁灭，粗法形成极微肯定坏灭,否则就有因果同时,不互相观

得的过失,因此因不可能常有。 从果⻆度观察，果不⼀定会产出，偶⽽有偶⽽⽆,

果从国⽣, 果是⽆常性的, 因也必定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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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同时, ⼆者不会有任何关系, 因果前后,因才可以起功⽤,同时存在。

果产⽣不观待于因, 各⾃单独存在。不合理如此⼀来。⽔也可以⽣⽕。光明⽣⿊

暗, ⼀切⽣⼀切的过失,因为不需要互相观待

9-4思考题

1、什么是有对？为什么常法与有对⼀定相违？

答:有对指的是有质碍的去。但凡是⾊法就 ⼀定有质碍, ⾃性实有的法于⼀处只

能安⽴⼀个，不能安⽴两个法。⼀个独⽴⾃主常恒实有的法不会有任何作⽤, ⽽

有对就有陡碍其他⾊法作⽤。有作⽤就⾮常法,因此⼆者相违。

222、、、⼩乘如何安⽴灭谛？请分析这种安⽴有哪些过失？⼩乘如何安⽴灭谛？请分析这种安⽴有哪些过失？⼩乘如何安⽴灭谛？请分析这种安⽴有哪些过失？

答 : 1.⼩乘认为 有⼀个真实解脱存在。,可以永远断除轮回,

2. 所谓解脱仅仅是灭尽了⽆明我执，通过道谛、断除了苦谛集谛。并没有⼀个

远离这三谛单独成⽴的解脱。打个⽐⽅:光明可以驱散⿊暗，仅仅是⿊暗驱散, 哪

还有⼀个⿊暗不存在的实体成⽴， 解脱也仅是假名安⽴。另⼀⽅⾯，⼩乘承许

最后⽆余涅槃时不会有五蕴、不会有我, ⽽作为解脱所依补特伽罗都不成⽴。如

何成解脱呢。 所依设有, 能依也没有。

3、数论派如何安⽴解脱？本论是如何破斥数论派的实有解脱？

答:数论派认为神我舍弃⼀切贪欲，思维认知实相,有外境才会有思维，⼆⼗三谛

法融⼊⾃性, 剩下⼀个解脱的神我

⼆⼗三谛法融⼊⾃性神我就没有对境, 没有对境就不会有思维，神我就不会有思

维享受，这样的神我就跟植物⼈⽩痴⼀样,没有任何作⽤。⽽且神我⾃性就是思,

思维没有，神我更不可能安⽴。另外思维的种⼦也⽆法安⽴, 种⼦要依我⽽建⽴

我⽆⾮两种⼀是集蕴我 ,⼆是离蕴我. 集蕴我通过观察。⼀休他体,能依所依县有

观察就可以了知⽆法安⽴。 ⽽离蕴我更⽆法安⽴,我不具备法相, 由此可知我⽆

法安⽴,怎么安⽴思的存在呢, 神我要观得思来成⽴。 思⼜要观待我成⽴。⼆者

都不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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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观如何安⽴解脱？既然没有真实的解脱，请问我们修⾏的意义

何在？

答:解脱仅是断尽我执后,将这种现象假名说是解脱。并⾮是空⽆所有。胜义中并

不成⽴,但是在世俗现象中仍有解脱有⼀切断证功德, 借假修真, 理应希求解脱

10-1思考题

1、胜论派如何安⽴“我”，具有哪些特征？圣天菩萨是如何从男⼥

相的⻆度来进⾏破斥的？如果你是中观师，你是否承认男⼥相？有

⽆外道⼀样的过失？

1.胜论外道将我安⽴为内我和外我。 内我的意思是：身体⾥有⼀个我,这个我于

根识上活动，可以了知外境操纵外我,也就是我执所缘。外我指的是：四⼤组合聚

成的这个身体

2、先破内我, 只要是⼈就⼀定是男是⼥,或者是⻩⻔,但是内我实有它的这个"我"

是男是⼥还是⻩⻔。如果是男的话⽣⽣世世轮回,都应是男⼈不会有其他变化, 有

了变化就不能成⽴是常有不变的。显然不可能成⽴。 再破外我, 既然外我由

四⼤组成, 四⼤是因, 外我的身体是果,那么果身体上具有男⼥相, 作为主因也⼀

定要有。因上没有果不可能有，但是四⼤不会男⼥相, ⽔不会有男⽔，⼥⽔这样

的分别。

3. ⾃宗认为男⼥相,身体都市由因缘和合,业⼒所产⽣,并没有任何实质, ⽆实质

轮回才会有, 有男⼥相转变。

2、胜论派如何安⽴轮回的流转与还灭？请分析这种安⽴是否合理。

⾃宗⼜是如何安⽴轮回的流转与还灭呢？请从⼆谛的⻆度展开分析

1.胜论师认为有⼀个是常有的我存在,依靠这个我才能成⽴轮回流转, 常我是流

转还灭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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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胜义谛中不会承许有⼀个常我, 如果有⼀个离蕴我常存, 那么是天⼈就永远是

天⼈, 不可能产⽣任何变化,⼀直是天⼈, 这样的我流转时和解脱时不会有任何

变化, 因为始终是⼀个我不变常法。从世俗谛讲 可以假⽴安之存在流转还灭,但

是⽆任何实质, 不存在⼀个离开五蕴身的常我,仅仅是假名安⽴。

3、胜论外道认为常我是微尘和⾊法的⾃性，名⾔中有⾃相；⽽虚空

和⽯⼉⼥是名⾔都不存在的法，因此拿虚空和⽯⼥⼉的“⽆触对”⽐作

常我不合理。请问你是否认同这⼀观点，为什么？

要成⽴相同,就要先成⽴我不会有触对, 不触对⽆任何作⽤, 虚空⽯⼥⼉也⽆作

⽤,⼆者相同，所谓的常我⽆法安⽴。⼜怎么是微尘和⾊法的⾃性。 触对就是有

接触起徒碍, 他宗说常我驱动者,使身体有种种⾏为,⽽想要驱动就要有触对才可

以, ⽽有触对就会有变化有⽅分，并⾮是常有, 常有是不会发⽣变化,⽽不变就⽆

功⽤,与虚空⼀样, 变化就⽆任何⾃性, 因此说常我如同虚空花,⽯⼥⼉⼀样。

4、为什么说“常我”不需要修善⽌恶？既然说“常我”若存在不需要修

⾏，那么“常我”不存在岂不是更不⽤修⾏吗？

常我⾃身不会有任何变化,轮回时是"我", 解脱时还是这个我, 从始⾄终⽆有任何

改造,这样的话，修任何善法,制⽌恶法,都没有有什么是⽤。常我不存在,恰恰可以

改变,正因为⽆常才有变化。可以通过修⾏,逐渐驱向解脱, 修善⽌恶才有意义

10-2思考题

1、胜论外道认为，因为有部分众⽣有宿⽣念，依此可建⽴“常我”，

请归纳如果安⽴宿⽣念会有哪些过失？如果没有“常我”，为何有些众

⽣能记得过去世的事情？

答: 他宗通过㝛命通忆念前世, ⻅到前世 今⽣有相似之处。 认为我是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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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主要依同等理破斥, 有些⼈今⽣出了身体上有与前世相同瓝疤痕,那我的身

体也应是常有的,内外道都不会这样承许，因此通过有相似之处不能成⽴常有。

⼀些众⽣记得前⽣, 依靠因缘和合就可以回忆起来,并不需要实有前后世的接触。

2. 关于数论外道⼀下有⼏个问题请回答

1. 数论外道如何安⽴神我

神我⾃身的本性就是思维

神我是体思维是作⽤

神我可以遍布享受⼀切处境。

神我享⽤处境需要眼根等助缘

2.为什么数论派承许思是神我的⾃性

答:因为数论师认为承许神我⾃性是思维,就可以避免前⾯所发的太过,

并且可以安⽴神我是常有的。

3.如果这样承许有哪些过失

答: 他宗单承许说思常有存在, 后⾯⼜说要依靠眼根等助缘,既然思维要观待于

根来安⽴,怎么说是独⽴常恒的呢? 假设思维是恒常,就不要依根, 盲⼈也可以⻅

到⾊法,不需要观待根、外境。⽐如 ⽕焰的存在⼤⼩,要观待于燃料没，⽽⽕如果

常有存在,就⽆需观待燃料有没有都⼀样。

如果说思维是作⽤。神我是本体, 神我不变,思维产⽣作⽤, 神我仍然常⽤。

这也不合理神我与思维是⼀体还是他体, 思要观待他法是⽆常性, ⽽神我常性,

两个完全相违的法,不可能是⼀体关系, ⽔和⽕怎么成为⼀体。他体则是问个完全

的独⽴法 , 我与思维毫⽆关联。

神我与思⽆论昰⼀体,他体都⽆法安⽴。从另⼀⻆度观察,⼆三缔法融⼊⾃性,这时

候思就不存在没有可以使其出现的外境，⼀体关系思不存在神我也应该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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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认为数论外道安⽴的神我的本体恒常存在，其作⽤“思”可以变化，⽐如电

暖⽓有取暖的作⽤，但是需通电则存在，不通电不存在，但这个过程中电暖⽓⼀

直存在。你认为这种观点是否合理？为什么？

他宗:思以种⼦⽅式存在并未消失, 只是尚未现⾏, ⼀但出现外境。就会显现。

这也⽆法成⽴，思维从种⼦到现⾏就有⼀个变化的过程, 有变化就是⾮常有, 同

样与思⼀体的神我也⽆法成⽴。⽐如说电暖⽓。从冷到热,有变化,就不是常有由

此可知神我与思⾮常有

10-3思考题

1、尼也耶派如何安⽴“我”?圣天菩萨对此是怎么遮破的？

尼也耶派认为,有⼀个与虚空周遍相同的我,这个我并不是思维, ⽽是我的⼀分具

有极微意,通过这个极微意产⽣⼀个极微思，通过思了别万法

1.如此极微⼩的部分意, 与我相合, 只能说这个⼀部分的我有思,这样的极微意和

极微我, 相对于⽆量⽆的万法, 基上可以算是没有, 怎么了知⼀切万法。

2从⼀体他体观察, ⼀体的话神我就有了⼀个极微意和虚空般的⼤我的分别, 有

分就不是常有, 他体则是两个完全不观待的法,神我与意没有任何关系,⽆法安⽴。

3.神我周遍⼀切处,那么⼀切众⽣都应该⻅到同⼀个神我,对这样的⼀个神我产⽣

我执，但是众⽣有各⾃的我执, 不会对张三的神我⽣起起执着, 由此可⻅神我不

是周遍的。

4.由⾃体为障碍⻅不到他⼈的神我也不合理, 既然神我是⼀体周遍, 怎么会有⾃

⼰障碍⾃⼰,如此⼀来神我就不是独⼀, ⽽是有分⽆常的。

2、数论派如何安⽴“⾃性”？为什么圣天菩萨说这样的⾃性如同疯狂

者？如果有⼈说⽆情法也可充当作者，⽐如种⼦就能产⽣苗芽，所以

“⾃性”充当作者也是合理的，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性的特点有三个⼀是⾃性常有, ⼆是⽆有思维, 三,⾮享受。 神我不是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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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忧暗⾃性三德创造万法, 再由神我享受⼀切。⾃性是作者, 创造万法是作业,

但是任何作者去作业都会有⼀个动机, ⽽⾃性是⽆情法, 根本不会有任何思维动

作,怎么产⽣⼀切法。发疯的⼈没有任何思维, ⾃性也是这样, ⽆任何⼼识思维,

跟疯⼦没有差别, 甚⾄连疯⼦都不如,疯⼦还有潜意识运作, ⽽⾃性根本没有。

⾃性是常有,⽆法成为作者。⽽种⼦是⽆常法可以变异, 因此是作者

3、⾃性与神我各⾃充当何种⻆⾊？请分析这种安⽴是否合理。

⾃性创造不享受,是作者, 神我⾮作者是享⽤者。受⽤指的是⼼识取境, ⼀个法

要创造⼀切法,就安了知这个法才可以, 可是能创造⼀切的法却不能享受不能了

知,完全相违,不能成⽴。第⼆点,造业的是⼀个,感果的是另外⼀个, 因果错乱的过

失，并且要⽣任何法都要起功⽤, 不起功⽤就⽆法⽣果,有没有我都⼀样，由此可

⻅并不合理

4、有外道认为我量同身，有执我如极微，对此邪⻅如何破斥？

1.如果我等同于身,就不是常有的, 第⼀点"我"从出⽣时身体就⼀直在不停的变化,

神我也隨变化,就不是性常不变的, 并且身体是有损害的, 神我就也有损害了, 并

不合理。

2.可以通过观察这个 极微的我与 身体是⼀体 还是他体, ⼀体的就要互相融合

就不是常有,他体身体是身体, 极微是极微我是我有什么关系吗,并没有。

5、为什么说常我不能解脱？中观师既不承认常我存在，⼜在某些场

合承许“我”的解脱，是否相违，为什么？

1.常法不会有轮回解脱,常法是不被外缘动摇, 刚开始什么样,最后也是什么样。在

轮回⾥是这样,解脱时也是⼀个样⼦。⼀直没变轮回与解脱相同, 因此说常我不能

解脱。

2.⾃宗有安⽴有世俗和胜义, 世俗中有轮回解脱的显现, 可以追求, 在胜义中不

会有轮回, 解脱。修⾏者存在真正的三轮体空, 于世俗中安⽴轮回解脱, 胜义中

没有任何⼀个法，不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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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思考题

1、解释“我若实有性，不应思⽆我，定知真实者，趣解脱应虚”的意

义。既然外道本身就否定⽆我，那圣天菩萨此处的⽤意何在？

1.如果说我的⾃性是实有的, 那么在解脱时也应该有⼀个真实的我存在,这样的

话思维⽆我就不合理, 承许解脱时有我, 就代表是究竟的我。如此⼀来根本⽆法

断除我执, 有我执就不能解脱,我执是产⽣轮回的因,这样的话外道承许放下我执,

⼜有常我,⾃相相违,⽆法成⽴。不修持⽆我不可能得涅槃

外道不成⽴⽆我 仅仅是嘴硬, 前⾯通过各种推理破斥,外道早已体⽆完肤, 还怎

么安⽴常我。

2、刹那灭与断灭有何区别？为何说是⽆常即⾮断灭？

断灭是先有今⽆,以前有后⾯彻底消失才叫断灭。⽽刹那灭以后不是再也不⽣起,

刹那灭刹那⽣相续不断,不会断灭。

⽆常的法是因缘所作。因缘和合就显现,因缘散去就不显现, 常有法则不会毁灭。

因缘不聚集就消失不会⼀直存在, ⽆常法因缘聚和就显现,也不是断灭,彻底消失,

常法产⽣后不变有任何变异,⼀直存在与现量相违, 常法灭尽后再也不⽣起,有断

灭的过失。最主要是断灭是灭了以后再也不现, ⽽⽆常刹那⽣灭有相徒延续不存

在断灭的过失

3、因缘所⽣法是⽆常的⾃性，也是空性的⾃性，那么是否意味着空

性与⽆常同⼀意义？为什么？

因缘和合是⽆常,⽆常刚好可以体显是空性, 但是⽆常并不能完全代表空性。

⼆者互相观待，万法都是依因缘⽽⽣是⽆常性的, ⼀切显现都并⾮实有, 本性是

空性,正因空性才可以显现。 ⼀个是世俗缘起, ⼀个是胜义本体空性。

4、什么是常和断？请反观⾃⼰相续中的常⻅和断⻅，并各⾃列出⼀

条，然后⽤本论的法义进⾏遮破。



12

常法不会有任何动作变化, 断灭永远不会⽣起, 消失以后什么都没有。常性，因

常有⾃性之法，不观待任何他法，恒时⽆有变 动灭坏。断边的法，任何因缘也

不可能使之 ⽣起，只会如同虚空⼀般万古死寂，永⽆动摇

5、通过本品的学习我们了解到，胜义中实有的我不存在。那名⾔中

是否有“我”，为什么？

名⾔中假⽴可以承许有⼀个我, 仅仅是隨顺众⽣分别安⽴, 绝对不会承许有个实

我, 因为⼀些众⽣⽆法直接对其宣说⽆我, 只能先依世间假⽴承许有个我,于真

实胜义中不会存在⼀个

11-1思考题

1、请以归纳的⽅式分析印度时论外道，当今科学家以及⼩乘有部和

经部关于时间的安⽴⽅式。学习本品之前，你是⽐较承许那⼀派的

观点？

1.时论外道认为，现在现⻅的这些⾊法是依他缘所产⽣，不成⽴⼀个常我，但是

有⼀个时间常有存在，可以通过各种⽣灭显像，平时的年⽉⽇也代表了时间常有。

未来的法可以成为过去，现在，在过去现在的法上有⼀个未来的体。

2.有部宗认为⼀切万法流转时仅仅是时间有所不同，有前世现世后世，法的本体

不会有变化，但是依靠法是起作⽤，还是未起作⽤，还是现在起作⽤来安⽴三时。

经部承许时间空间是⾮实有，是刹那⽣灭是实有的，不是恒常但是是有实体，每

⼀刹那刹那实有。

3.爱因斯坦认为时间仅仅是⼀种幻觉，⼈们对于过去未来仅仅是⼀种错觉，在这

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时间，也不存在绝对的空间。⽽⽜顿认为，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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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真实的时间，这个时间⽆论如何它都会流逝，它独⽴于事物之外，也独⽴

于事物的变化之外。⼈类不去思维就不能成⽴有时间的观念。

2、请分析并归纳圣天菩萨是如何破斥未来时有⾃性的观点。

1.假设在未来有个实有的瓶⼦的存在，那么这个瓶⼦只有⼀个单独的未来存在不

会有过去，现在，只有⼀个未来，因为他宗承许未来是实有的⾃性，未来法的特

性就是尚未产⽣，与过去和现在的体相相违，过去的法式产⽣已坏灭，现在的法

是产⽣还未坏灭。未来的法压根没产⽣，未来的瓶⼦上⾯也不会有过去现在的瓶

⼦，这样⼀来他宗想承许三时是⼀体实有的就⽆法安⽴，从另外⼀⻆度讲，在未

来的法上存在过去和未来，还可以安⽴成是未来法吗，不能。并且瓶⼦永远不可

能产⽣，未来法就是尚未产⽣，实有的法不会变化，这个瓶⼦永远不会产⽣。

2.他宗⼜承许说：有⼀个未来的体，未来可以变化成现在过去，但是有⼀个未来

的体存在，⽐如说明天的瓶⼦到了今天就成为今天的瓶⼦。虽然明天的瓶⼦消失

了，但存在⼀个后天的体，未来法可以成为现在过去，但是未来体永远不会消失。

⾃宗：⼀直会有未来的法，不存在过去和现在，⼀直有⼀个未来体，就只能是未

来，要成为过去和现在就⼀定要有变化，有变化就是⽆常的。

3.瓶⼦在未来已经存在也不合理，说是这个瓶⼦在未来存在，今天的瓶⼦上⾯有

这明天瓶⼦的相，但是现在已经⻅到这个瓶⼦，这个瓶⼦就是现在的瓶⼦不是未

来的瓶⼦，今天的瓶⼦已⽣未灭，未来的瓶⼦尚未产⽣，这个瓶⼦⼜产⽣⼜坏灭，

不可能安⽴，于现在存在未来，只会有现在不会有未来。

11-2思考题

1、有部承许的三世实有法是否常法？为什么？有部如何圆融未来法

⽆有⽣但并⾮常法的过失？为何中观师由此就推出过去是常法呢？

1.有部宗认为三世法是实有存在但是不是恒常的，因为但凡是佛教内道，除了犊

⼦部以外都是承许“诸⾏⽆常”的，有部宗不会承许三世是常有存在不灭的，但是

承许是实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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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部说未来的法虽然是⽆⽣的，但是因缘聚集，未来的法于⽣相结合，未来法

就开始坏灭，转成现在的法有⽣的作⽤，z这样未来世的法已于未来坏灭，如此

⼀来就可以避免常有的过失。

3.中观师通过同等理进⾏破斥，未来法的特性是没有产⽣没有显现，过去的法也

是没有产⽣没有显现，⼆者相同，产⽣⼜显现就是现在的法。按有部所说，未来

法可以通过因缘舍弃⽆⽣的体性变成有⽣转成现在的法，那么过去的法也可以通

过因缘再度产⽣，⽽过去的法已经灭尽了，怎么还能再产⽣，这样⼀来过去的法

就是常有的法，于⽆常相违。从另外⼀⻆度观察，未来法已经坏灭，已经坏灭的

法就是过去，未来已经成为过去过去的法⼜不能有变化，还是有常有的过失。并

且实有的法根本离不开常有，只要是实有就脱离不开恒常。由此可知过去的法是

为⾮实有的

2、按照有部宗的观点，有为法与⽣住灭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中观师

说如果过去现在实有，其就不具⾜⽆常的法相？那⽆常的法相⼜是什

么

1.有部宗认为⽣住灭三相是有为法的存在的体相，⽣相存在于未来，住相存在于

现在，灭相存在于过去，

2.过去的法已经坏灭不会存在，不会再产⽣，也不会再坏灭，再加上⼀个实有就

是恒常的法。现在的法已⽣未灭，实有的法现在法的体相始终不会坏灭，就跟虚

空花相同，既然是常有就不会有任何的变化迁动，虚空也是这样，过去和现在跟

虚空没有什么区别，⽽未来法⼜要观待于现在过去才可以安⽴，现在过去是常有

的如同虚空⼀样，未来也是这样，⽆法成⽴，未来⼀直不⽣不灭。从另外⼀⻆度

讲，⽣相因为实有只有⼀个，这⼀个与未来相合，过去和现在就不具备⽣相，就

是常有的法，不是⽆常的。

3.⽆常的法相是不断的迁流变化，于常相违，刹那⽣灭的体性，承许过去现在实

有就不具备⽆常的法相。有部虽然承许⼜是实有⼜是⽆常，实际上⼆者本身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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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依照未来实有再来安⽴果在因位存在的观点，有哪三⼤过失？

1.于外道观点相同：外道认为⼀切法不观待因缘⽽存在，⾃性实有，⾃⼰会产⽣

⼀切，⼈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任何作⽤。有部承许说法的本体是实有的，作⽤是依

靠因缘假⽴的，这样法的本体是九⽆需依靠因缘⾃性成⽴。于外道相同。从可⻅

不可⻅⻆度观察可⻅的这⼀切⾊法并⾮是从定性中产⽣。⽽是依靠各⾃的因缘⽽

产⽣，从不可⻅的⻆度来说法有可能产⽣也有可能不产⽣，有定性的法不会这样。

（讲记⾥说是⽆穷⽣，⽆义⽣，因⽣因三种过失）

2.⾃⽣的过失：如果这个法已经产⽣还要再度产⽣就会有⽆穷⽣，⽆义⽣的过失。

既然这个果本体已经存在就没必要产⽣，⽣的意义就是从⽆到有，⽽已经存在再

⽣就毫⽆意义。已经有了还可以再度产⽣就应该⼀直产⽣下去，不观待他法的缘

故，有⽆穷⽣的过失

3.因⽣因的过失：果于因为时已经存在了，明天产⽣的法在今天的法上存在着本

体，那明天的法于今天的法没有区别。因法永远不会产⽣果法没有任何变化。

4、请分析有修证的瑜伽师能现量⻅到未来的事，是否可以以此证明

未来真实存在吗？佛陀授记的事情必定会发⽣，这是否落⼊宿命论

的观点？为什么？

1.不能证明，现量⻅到未来恰恰可以证明不是实有的，⼀个实有的未⽣未灭的未

来法，根本不存在怎么现⻅呢，要⻅任何法都需要根境和合才可以⻅到，缘起和

合才能⻅到未来，并且瑜伽师于现在⻅到，就是现在的法。

2.不会，时间常有才是宿命论，做什么都没有任何⽤。⽽佛教绝对不是如此，所

有事情观待因缘才会显现，佛陀授记也是观待于缘起，并且时间⽆常修善做恶才

会有⽤，名⾔假⽴修善升善趣，作恶堕恶道，宿命论不管我做什么也不会有任何

改变，于佛教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11-3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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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未来法是否真实存在，有以下问题

1.承认未来法“有”的宗派有哪些？承认未来法“⽆”的宗派⼜有哪些？

承许未来法存在的宗派有内道的有部宗和外道的数论外道，承许未来法⽆的宗派

是胜论派和经部宗和唯识。

2. 经部宗承许未来法为“⽆”有何过失？

3. 有两点过失：1.如果未来是不存在的未来的解脱轮回也⽆法安⽴，那么现在

所做的这⼀切修⾏，⾏善⽌恶都毫⽆意义，以后也不会再轮回，没有轮回更不会

解脱，从另⼀个⻆度来讲明天下⼀刻都是未来，那么我应该在下⼀刻就消失了，

实有的缘故再也不会出现，我就成为断灭了。

2.阿罗汉也应该⽣起贪⼼，未来法不存在也就不会存在我的我蕴相续，没有五蕴

相续也就不会有我执的存在，但是我还是会⽣起贪⼼，为什么呢，相对昨天今天

就是未来，未来不会存在没有我执，但是我今天还会⽣起贪⼼，因此烦恼成为⽆

因⽣，阿罗汉也会⽣起贪⼼，要⽣起能以的贪⼼必须有所依的我执，但是现在贪

⼼⽆需我执就可以⽣起，因此阿罗汉也应该⽣起贪⼼。

3.请⽤归摄的⽅式遮破未来法有果⽆果。

1.未来法有果：打个⽐⽅如果说房⼦已经存在了，现在做的各种建造房屋的⾏为

就毫⽆意义。同样未来已经有果存在，做什么都毫⽆意义，于未来不发⽣任何关

系

2.未来法⽆果：根本就不会有的⼀个法，为什么要做呢，于未来根本就没有⼀个

屋⼦，现在去建造屋⼦⼲什么，如果说建造后有⼀个物资，九不⽣未来的法⽆果

⽽是未来发有果。如此⼀来修⾏也毫⽆意义，再这么修⾏也不会解脱，根本就没

有解脱的果，毫⽆意义。

4.如果未来法“有”和“⽆”都不合理，请问站在中观师的⻆度如何安⽴未来法？

中观师承许：因缘和合可以产⽣万法，不会有有⽆的过失，未产⽣之前不会存在，

毁灭之后也不会彻底断灭，因缘产⽣本体也是不会有⼀个实有的产⽣，本身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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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性。如梦如幻的显现，有⽆仅仅是分别妄想，因缘和合就有，因缘散去

就⽆。

2、有⼈认为，按照诸⾏⽆常的观点，诸法刹那⽣灭，观待第⼆刹那

假⽴地⼀刹那的灭，但存在前⼀刹那的⽣，那这⼀刹那的⽣就可以安

⽴住，因此，颂词“⽆常何有住”并不合理，或者说⽤⽆常不能抉择⽆

⾃性。你是否认同这⼀观点，为什么？

1.不认同。住的法相是停留在⼀个法上不发⽣任何改变，也就是必须要安住于⼀

个刹那上才能成⽴实有的。⽆常的法每⼀刹那都在不停的⽣灭，这⼀刹那的⽣怎

么安住，如果是安⽴在上⼀刹那，上⼀刹那已经坏灭了，已经是过去法怎么安⽴。

这⼀刹那⽣下⼀刹那灭，住在哪安⽴，每⼀刹那都不会住。从另外⼀个⻆度说，

如果说有住那么是有的⾃性还是⽆的⾃性。有的⾃性根本不能有第⼀刹那第⼆刹

那的变化，有变化就不是有的⾃性，⽆的话根本就不会有第⼀刹那第⼆刹那，还

怎么安⽴住。由此可知不会有住。

2.⽆常法上绝对不会有⼀个住的特性，通过⽆常刚好可以抉择万法是⽆⾃性，⽆

常法不会有⼀个实有存在的⾃性，⼀直不停在迁流变化。

3.有宗派认为识能现量⻅有法安住，所以可通过识安⽴住。这种观点

是否合理？为什么？

不合理，因为⼀刹那的⼼不能了知两刹那的境，⼀刹那的境不会⽣起两刹那的境。

先前第⼀刹那的眼识只能缘第⼀刹那的境，第⼆刹那眼识缘不了第⼀刹那的境，

不然的话就有常有的过失，境⼀直不变，识变化去缘取境，并不合理，同样两刹

那的境只有两刹那的⼼识才能缘，因为境⼀直在不停的变化，境变化识却不变化

怎么缘取呢，缘不了。所谓的⻅到相同仅仅是相续假⽴的，由此可⻅识跟境都在

⽆常的变化，识根本缘不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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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思考题

1、请分析时和住能否是⼀体？如果安⽴为异体，能否通过住成

⽴时？

1.时间和住他体：时间和住如果是两个完全他体的法，⼆者毫⽆关系犹如东⼭的

⽜跟⻄⼭的⻢⻢，没有任何的联系，如此⼀来就有⼀个离开时间独⽴存在的住，

怎么通过住成⽴时间，并且时间上没有住，也就不会有⽣灭，不具备⽣住灭的法

相跟⽯⼥⼉虚空花没有什么差别，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法还会有常住的过失不会

有⼈任和何变化的缘故。

2.时间和住是⼀体：⼀体的话就不能成⽴能依所依，打个⽐⽅，只有⼀个瓶⼦在

这⼀个瓶⼦上怎么分出来两个，能⽴所⽴⽆法安⽴，住是时间的能依，这样⼀来，

也⽆法通过住成⽴时

2、有⼈认为：⽆常⽐住⼒⼩，所以有为法有安住，有安住则实

有，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为什么？反过来请分析⽆常⽐主⼒

⼤是否合理？

不合理，实际上⽆常的⼒量更⼤，有⼀下⼏点原因。

1. ⽆常的法周遍于⼀切处，⽆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有⼀个法⼀直存在，都是⽆常

的特性，是⽆常就绝对不会有安住，⽆常与住完全相违的两个法，⽆常刹那都没

有安住，有安住就是常有的。

2. ⽆常的法操纵⼀切，没有不在他的掌控，万法⽆时⽆刻都在变异，不会有法

不在⽆常的范围，不被操纵

3. 既然他宗说住的⼒量⽐⽆常的⼒量⼤，那为什么最后的时候还是毁灭了，如

果是住的体性就不会毁灭，毁灭就是⽆常，并且有这种转变就是⽆常，这样还不

是⽆常的⼒量⼤

3、⽆常与住能否同时具有？请从胜义和名⾔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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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胜义中⽆常与住不能同时存在，⼆者本身就相违，⽆常法刹那⽣灭，不会有⼀

刹那是安住的，⽽住的法⼀定要安住于某⼀刹那上，⽽⽆常不会存在任何⼀刹那。

有为法是⽆常的就没有住，住仅仅是针对于相续假⽴的分别念，不会有⼀个实体

的安住

2.从世俗⻆度讲⽆常是假⽴的，安住也是假⽴的，这样的假⽴法可以同时具⾜在

⼀体上，可以同时存在恰好都证明了万法不是实有的，只有假⽴才可以这样承许。

12-1思考题

1、要听闻空性妙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德相？不具备这些德相有何过

患？请对照这些德相反观⾃⼰哪些具⾜哪些不具⾜？今后如何改

进？

1. 需要具备三种德相，⼀秉性正直不会偏袒⾃⼰，不以贪⼼来衡量事情，公正

客观来观察事物，不过于贪恋⾃宗，厌恶⾃宗。⽆论⾯对任何事情以上师三宝为

标准不偏袒任何⼀⽅。不正直的话为⼈不端正，贪爱⾃宗诋毁他宗，以贪嗔痴引

发各种恶业。

2. 具有妙慧，这⾥妙慧包含了究竟的般若智慧，这⾥主要是指可以辨别善说和

恶说，具有很分辨善恶因果能⼒，拥有妙慧可以如理分别好坏，不会随波逐流⼈

云亦云，⾃⼰可以分别取舍正确的法。不具备妙慧的话，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

么是错误的，看到别⼈⼲什么就⼲什么⼀点都不会观察是对是错。

3. 是希求真实义对于解脱有求⼼，就像平时⾃⼰的爱好兴趣，没有他⼈要求⾃

⼰也会去做，有希求⼼不会懈怠，没有希求⼼修习佛法会认为可有可⽆，提不起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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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本课内容分析，内外道有哪些共同点？内外道最根本的区别

在哪⾥？

1.内外道都认为舍弃⼀切烦恼可以获得解脱

2.内外道根本的差别在于外道不知道舍弃轮回的⽅法⽅便，就是有⼀个希求解脱

的意乐⽽已，并不具备真实的解脱。内道承许相要获得解脱必须依靠空性才可以。

所谓的轮回就是我执迷乱的起现，只有空性能打破轮回遣除我执。相反他宗的修

⾏⼀直在增加我执，在本来的俱⽣我执上再加⼀个遍计我执，怎么可能会解脱呢，

只有依空性才会解脱。

3、佛经中描述的⾊界天、极乐世界等⾮凡夫现量所⻅，如果有⼈对

此疑惑，依本品教义可如何解决？这套逻辑能否适⽤于外道？为什

么？

1.可以通过空性对佛陀所说的这些世俗法产⽣信⼼。

2.具体可以通过两⽅⾯观察得知，⼀空性的法超越了凡夫世俗的⼼识，佛陀连超

越⼼识的法都开示的如此圆满，分别⼼⾯前的对境怎么还开现不了，打个⽐⽅⼀

个能⾛三公⾥的路，那么对于⼀公⾥的路岂不是轻轻松松。⼆空性不会堕于有边

⽆边，遍于⼀切诸法，正因空性万法不会有任何的⾃性，只要因缘和合就可以显

现，观待众⽣不同业⼒因缘就会有这样的显现，须弥⼭极乐世界等等都是缘起法

和合就可以产⽣。

12-2思考题

1、愚者为什么怖畏空性？应如何对治？圣者为什么对空性不⽣怖

畏？

1. 凡夫⽣起怖畏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所在就是智慧浅薄，⻓久以来⼀

直串习的都是我执轮回于空性的含义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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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这类众⽣，应当如前颂词所说，徐徐渐进的调化，不能直接对其宣说空

性，先传授⼀些因果轮回⼈天乘的法，可以接受空性的时候再为其宣说。

3. 圣者对空性不⽣怖畏相反会极为欣喜，因为知道空性真正的含义，了知万法

的实相因此不会⽣起怖畏

2、佛宣说空性是否为摧毁他论？为什么？请分析这样是否有不清净

说法的过失？

不会有这样的过失，诸佛是没有摧毁外道的动机，就像野⽕⼀样没有动机，但是

只要碰到就会被烧毁。外道的⻅解⽆不是颠倒邪⻅，⻅到空性⾃然就⽆法安⽴，

3、为什么证悟⽆我空性能对众⽣任运⽣悲？

外道的徒众本身也是希求解脱，但是除了佛法没有解脱，相反外道的解脱更增加

烦恼痛苦，对于解脱没有任何的利益现世中也不断受苦。我们现在遇到空性法⻔

就应该更加珍惜，对这种显现更加⽣起悲悯之⼼，不仅仅是外道宗派⾏⼈，世间

⼈也是如此，都具备各种各样的实执⽽流转于轮回，证悟空性后⻅到这些有情，

必定会任运⽣起⼤悲⼼

12-3思考题

1、诸解脱者随顺外道⽽⾏的原因是什么？正确的作法是什么？

主要是因为他们智慧低劣，不接受空性深法，不依⽌真正的善知识⽽导致。

应该依种种⽅便，不⼀味执着⾃宗，依⽌善知识不断闻思修习，消除犹疑邪⻅，

只有如此，⾃⼰才有解脱希望。

2、哪些⼈对空性不会有怖畏？哪些⼈对空性有怖畏？怖畏空性的原

因是什么？请结合⾃相续分析你是哪⼀类⼈？

1.怖畏空性深法者，不会是那些对空性⽢露法全然⽆有了知的愚夫异⽣，⽐如⼀

些不知利害取舍的愚笨牧童，即使上百次听到空性法，也不会⽣起怖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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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如法闻思修习，已经完全了知证悟空性的智者，也不会对空性有怖畏;还有

些⼈因为对空性⽣起了坚定信⼼

3.对空性⽣畏惧者，⼀定会是那些处在不知 与全知中间的⼈，即⼀知半解，⼜不

能求上进的劣根者。

3、为什么说“宁毁犯⼫罗，不损坏正⻅”？这是否说明⼀旦有甚深⻅，

就不需要持戒？对于正⻅与持戒的关系你是怎么认知的？

此颂是以⽐较⽽说明空性正⻅的重 要，并⾮是说可以抛弃戒律不顾，去修持正

⻅。有因果等正⻅者，即不可能毁坏戒律造恶业，具有清净的空性正⻅者，也会

了知缘起因果真实不虚，以此⽽断⼀切犯 戒恶⾏。

4、有⼈说空性法⻔是真正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微妙法，因此只要有机

会就要传给众⽣，给他们种下善根。请分析这种说法是否合理，为什

么？

不合理应该在传授空性正⻅时，善知识应当观察弟⼦是否为清 净成熟的根器。

对根器因缘不成熟者，宁可让他起我执，对他宣讲⼀些世俗正⻅，⼈天乘的有我

法，这样可以使 他往⽣⼈天善趣，也不可对他宣说⽆我正⻅，⼀切法空 ⽆⾃性

的正理，否则，反⽽会令他受到损害

12-4思考题

1、婆罗⻔、离系外道以及佛教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世⼈多数跟随

外道⽽不随顺更殊胜的佛教呢？

1.婆罗⻔教义，围绕着讽诵念经祭祀忏悔念诵为主，在修⾏过程中也是以锻炼美

妙声⾳为主，凡夫可以很直观的依靠⽿根了知，觉得跟⾃⼰符合就会去跟随

2.离系外道指的是裸体外道，裸体外道认为通过摧毁损害⾃身可以清静业障，离

系外道主要是以眼根缘取，依⽌的原因是来源于怜悯⼼，⻅到外道这种⾏为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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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怜，慢慢的⼜认为这种⾏为很难得，⽣起恭敬⼼去依⽌跟随，依⽌的根本就

是因为外道的⾏为刺激到了⾃⼰的眼根

3.佛教的教义凡夫⽆法直接了知，只能相似的缘取，所说的是万法实相，与凡夫

的分别念⼜有所相违，外道的教义眼⽿⿐⾆身就可以了知，⼜符合分别念因此⼤

多数⼈都会依⽌外倒。

2、请分析印度婆罗⻔和离系外道有众多追随者的原因。结合当今社

会分析国⼈偏爱哪些外道？对这些外道我们应如何鉴别？

1.恭敬婆罗⻔是因为听到他们美妙动听的旋律，⽣起喜爱想要学习讽诵的声⾳，

盲⽬崇拜就会去恭敬。

2.恭敬裸体最开始是源于悲悯⼼⻅到了他⼈受苦折磨⾃⼰，⽣起了⼀种怜悯⼼，

进⽽觉得裸体外道很厉害坚持不懈，如此⼀来产⽣恭敬⼼想要随顺

3.⼈现在更多的是顺世外道的观点，认为没有前世今⽣，及时⾏乐，这种想法仅

仅是为了满⾜⾃身的贪⼼⽽承许的。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为了⼀⼰私欲。

我们了解到这些外道教义的真相没有任何意义都是由贪嗔痴所引发久，就可以鉴

别

3、既然佛教⼀直都很赞叹苦⾏，离系外道舍弃世间妙欲⾏持苦⾏为

什么不是正法？

答：离系外道的苦⾏于佛教内道的苦⾏有着根本上的差别，外道虽然⾏持种种苦

⾏，这样的⾏为与地狱受苦的众⽣没有任何的差别，都是苦的异熟果报的体显。

因此并不合理。内道的苦⾏并⾮是单纯的身体受苦，还有内⼼的发⼼，身⼼两⽅

⾯，具备出离⼼菩提⼼，外道虽然说他们也有出离⼼实际上只是贪⼼的⼀种，根

本算不上出离⼼。并且内道的苦⾏是依佛陀所说⾏持，本身就是依教奉⾏依教奉

⾏可以清除业障获得解脱，已经超越了⾏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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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何说佛法才是正法？既然佛法是正法，为什么很多⼈不恭敬随

顺佛法呢？智者对此态度⼜是怎样的？

1.对于凡夫来说，⽆始⼀直串习的于佛法相违，串习久的就会去偏执，只认为⾃

⼰是对的，始终偏执⾃⼰不接受其他，对于世间⼈对于⾃宗的贪执仅仅是愚痴不

放⼿，就认为⾃⼰是对的他⼈是错的。佛法所讲的完全可以推翻他⼈⾃身的认知，

⾃然就不会随顺。甚⾄抵抗诽谤

2.智者不会这样，有智慧的⼈可以明确取舍分析好坏，知道了佛法的殊胜，就会

舍弃低劣的教义，取真实的教义也就是佛法。

13-1思考题

1、有⼈说，眼⻅为实⽿听为虚，既然瓶⼦是我现量所⻅，其必然存

在。请辨析这种观点是否合理。若云瓶⼦其实不实有，那为何我们明

明觉得眼前的瓶⼦⼜真实存在呢？

1，作为凡夫⻅到某法就会执着为实有，极为相信现量眼根⻅⾊法就认为⾊法真

实存在。接下来先分析⾊法的组成，打个⽐⽅瓶⼦是由⾊⾹味触地⽔⽕⻛⼋微组

成的，观待⼋微聚合的粗⼤法假⽴名为瓶⼦。⽽眼识取境时只能取到⾊法，其他

的七个部分都⽆法缘取，眼识没法听到声⾳，也闻不到味道，只⻅到了瓶⼦的⼋

个部分中的⼀分，就⻅到了瓶⼦的⼀分，不能说⻅到整个瓶⼦，通过这⼀部分安

⽴⾊法实有的⾃性不能成⽴

2.这只是凡夫⻓久串习执着导致的，缘⼀个总相产⽣实执，⼀⻅到瓶⼦下意识就

会认为是实有的。这种想法⼀经观察根本⽆法安⽴

2、因为瓶⼦和瓶⼦的⾊尘本来是⼀体，所以眼识⻅到瓶⾊就能证明

⻅到完整瓶⼦，请问这种观点是否合理？为什么？

答：并不合理，如果说⾊法和瓶⼦是⼀体，只要⻅到⾊法⼀分就可以⻅到瓶⼦的

⼀切，⻅⼀分可以⻅到⼀切，那么⼀分不⻅⼀切不⻅，同体的原因，眼识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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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不能听闻到声⾳感受触感，闻到味道，这些都⻅不到，那应该永远⻅不

到瓶⼦了。不仅如此眼识所⻅的⾊法不能完全⻅到，眼识只能⻅到⾊法的⼀分。

⾊法分成远中近三份，眼识所⻅仅仅是近的⼀分，⽐如说瓶⼦，瓶⼦靠近⾃⼰的

部分⾊法可以⻅到，中间的空隙和远的另⼀⾯都⻅不到，只能⻅到离⾃⼰近的这

⼀分。

3、请⽤缘起因证成“有情根识所取得任何⼀种法，唯是假名⾮实有”。

答：瓶⼦有瓶⼦的⾊法，⾊法观待整个瓶⼦只是⼀部分也就是分⾊。所⻅的这⼀

部分⾊法观待于更细微⽀分的⾊法⼜是⼀个完整的⾊法也就是有分，还可以继续

⼀直的分下去，⾊法⽆论是有知⽆知都是观待他法安⽴，⾃性⽆法成⽴。有⽀整

体的法要观待于分⽀，⽽分⽀⼜要观待有⽀才能安⽴。观待的法不会有⾃性

4. 什么是显⾊和形⾊？请以瓶⼦为例阐述眼识能否缘取显⾊和形⾊

1显⾊指的是红⻩蓝绿这些颜⾊，形⾊指的是⻓短各种形状。

2.从⼀体他体观察，他体关系那么⼆者就像东⼭的⽜和⻄⼭的⻢，毫⽆联系，形

⾊上不会有显⾊的存在，要么⻅到形状要么⻅到颜⾊只能存在⼀种，瓶⼦只有形

状或者颜⾊，并不合理。⼀体关系的话形⾊和显⾊成为同体关系，形⾊可以通过

身体了知，那么我只要触碰瓶⼦也可以知道瓶⼦是什么颜⾊根本不需要眼根再去

缘取，盲⼈⼀摸瓶⼦也可以⻅到⾊法了，⼀体关系也不能安⽴。

13-2思考题

1、他宗认为：许实有因⾊四⼤种存在，因⽽⾊处实有。请结合本课

内容归纳此观点有哪些过失？

1. 离开果⾊以外根本⻅不到因⾊存在，他宗承许两个法都是实有，那么为什么

不能⻅到因⾊只能⻅到果⾊。离开果⾊外根本不会有因⾊的存在，因⾊是观待果

⾊⽽假⽴的，因此⻅到瓶⼦也就是果⾊时应该⻅到因⾊四⼤的存在

2.另外⼀个⻆度观察，因⾊果⾊他体的话，因果皆⾃性实有他体关系，离开果⾊

的法会有⼀个单独的因⾊存在可以被我们缘取，但是离开了瓶⼦是否还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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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四⼤，⻅不到的。⼀体关系能⻅果⾊因⾊同时都应该⻅到，这样的情况怎么说

四⼤种因⾊是果⾊的因

2、胜论外道如何通过⻅瓶⼦总相⽽安⽴瓶⼦有⾃性？请辨析此观点

是否合理。

答：不合理，既然根识⻅到的瓶⼦是瓶⼦的总相，那么永远⻅不到瓶⼦的本体，

安⽴这个本体有什么⽤，瓶⼦的⾃体安⽴变得毫⽆意义许⾃体存在，就像东⼭的

⽜和⻄⼭的⻢没有任何联系，怎么通过东⼭的⽜承许⻄⼭的⻢存在。所以想要通

过⻅到总相，安⽴瓶⼦的本体是实有⾃性的，不合理

3、其他论典经常提到根境和合的第⼆刹那产⽣识，故应承许识真实

存在。对于此观点你怎么看待的（分开⼆谛的⻆度展开分析）？

1. 从胜义⽅⾯观察，通过三时进⾏破斥，眼识的产⽣是眼根⻅境的前中后。因

缘产⽣果是有次第关系，眼识在根⻅境前就存在是不合理的，识根本不会产⽣，

假设识产⽣了此时的识没有因缘⽽产⽣就是⽆因⽣，打个⽐⽅我还没看书，眼识

已经看到了书，并不合理。

2.眼根⻅境后有眼识，眼根既然已经⻅到了外境识就没有任何作⽤了，根⻅境的

时候已经产⽣了识，这时还需要再产⽣⼀个识去了知外境，⽆义⽣的过失。

3.同时存在也不合理，眼根存在的当下就有眼识，境还来不及产⽣作⽤，识就已

经产⽣了，境没有任何作⽤，这样的话不管多远的东⻄都可以⻅到，我在南瞻部

洲，其他州的景象应该⼀览⽆遗。还会有因果同时的过失。

4、站在中观师的⻆度分析能否“眼⻅到⾊”。有⼈说根境虽然不相遇，

但⾊法同过光影折射⼊眼根，所以眼虽然未遇境，但依然能⻅到⾊境

——你认为此观点是否合理？为什么？

眼根⻅境需要与对境相遇，不需要相遇的话我在中国美国的东⻄也可以⻅到，眼

根不需要观待任何因缘。相遇⻅境⽆⾮两种，⼀种是境⾏⾄眼根于现量相违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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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另⼀种是眼根⾏⾄境那么⽆论多远都可以⻅到也不合理。如果说⻅到的是光

反射可以⻅到境，那么⼀直⻅到只是光反射出来的影像，不是真正的⾊法，就像

电影看到的只是光，根本没有⻅到境的存在。

13-3思考题

1、如果眼根没有与境相遇，能否⻅到境？为什么？

答：⻅不到他宗承许说，眼根⾃性可以⻅到⾊法，不需要于外境相遇就可以⻅到。

有⻅⼀切⾊法的过失，眼根如果不根境相遇，那么⽆论多远都能⻅到，我在中国

美国都景象都能⻅到。同时眼根⻅⾊法就不需要观待因缘就是⽆因⽣，万法都可

以⻅到，另外⼫体也可以⻅到⾊法了，⼫体本身具⾜眼根，⼜不需要于境相遇。

2、根境作意三者和合则能产⽣眼识，请站在中观师的⻆度分析此观

点是否合。

根境作意三者和合是实有⾃性的话不能安⽴。

1. 根是实有⾃性的，眼根本身是⾊法的⾃性，不会具备⽆⾊的明了觉知的⼼识，

⼀个实体⾃性的法上不会存在两个体性，根只能是⾊法，⽽单独的⼀个眼根⽆法

了知外境

2. 作意也就是识有⼀个了解外境的⼼，单独的作意也⻅不到⾊法，只是⼀种⼼

识想要⻅⾊法，假设只有作意就可以⻅到，盲⼈不管再怎么想要⻅到⾊法也⽆法

⻅到。

3.单独的⾊法上根本不会具备根识，从现量上都可以了知。这三者每⼀个都⻅不

到⾊法，聚合在⼀起怎么能⻅到⾊法呢，另外每⼀个都有是实体⾃性都⻅不到⾊

法，聚合在⼀起可以看到就不具备⾃性，因为可以变化的缘故，变化就不会有实

有的⾃性。中观宗对于根境作意和合⻅⾊承许仅仅是因缘和合显现，随顺世间⽽

承许，不会承许实有的。根境作意三者和合⻅⾊法刚好可以证明是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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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观宗认为根境作意单独都不能⻅⾊，因此三者和合也不能⻅⾊。

⽣活中，假如任何⼀个⼈都扛不动 300⽄的⽊头，但经常⻅到三⼈合

⼒就能抬起来，因此有⼈说中观师的观点不周遍。对此你是怎么看待

的？

答：因为他宗所承许的实有的。实有的有不可能变成⽆，实有⽆不可能变成有，

如果这个⽊头实有，那么⽆论再多⼈的都抬不起⽊头，实有的⼀个⼈抬不起来，

再来⼀个⼈这个⼈还是抬不起来⽆论再多的⼈都抬不起来。正因为⽆⾃性因缘和

合三个⼈才可以抬起⽊头。同样根境作意三者单独⻅不到，合起来同样也⻅不到。

我们现在可以⻅到这些⾊法正是因为⽆⾃性，三者和合才能⻅到，因此中观宗没

有不周遍的过失

4、⽿识能否闻声？请归纳本课内容进⾏阐述。

先观察胜义谛 1.声⾳⾏⾄⽿根过程中可以⾃⼰发声，那么声⾳就应该成为说者，

说者就是有的发⾔有说法，声⾳⾃⼰发声就是说者，⽽声⾳本来是⽆情法，说者

是有情法，于声⾳⾃⼰本身相违。

2.声⾳⾏⾄中不发出声⾳，打个⽐⽅，我在东⼭向⻄⼭喊话，这期间⼀定是要有

⼀个传递过程，也就是我在东⼭喊完闭上嘴以后根本没有声⾳，我发出声⾳期间

没有运动⼀闭嘴就消失了，我不发出声⾳能听到我吗，听不到，只有我发出了声

⾳才能听到，没有发声不能成为⽿根的对境⽆法了知。由此可知实有的⽿识闻声

是不能安⽴的。

13-4思考题

1、为什么识不能取境？既然根、识都不能取境，为什么正常的认都

可以眼能看⾊、⽿能闻声？

根在身体之内，⽽外境是身体之外，假设⼼识可以取境，那么⼼识要就⾏⾄外境，

只有⼀个意思到外境上，但是只有⼀个⼼识是⽆法了知外境的。根是不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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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取境，根不可能离开身体，但是意要取境，只能脱离诸根离开身体前往对境，

⽽离开诸根意识怎么取境，离开了眼识只有⼀个⼼识能⻅到⾊法吗？⻅不到其他

诸根也是如此。这仅仅是凡夫⾃⼰的虚妄分别⽽已

2、什么是想蕴？如何遮破想蕴实有并安⽴⽆⾃性？

1. 想蕴：想蕴指的是意识每个有情都有想蕴，使有情产⽣妄执的缘取各种法，

令众⽣颠倒迷乱的取相，想蕴取到了⼀个瓶⼦的相，接着就会有各种好坏的取舍

安⽴各种名称，进⽽产⽣实执，整个过程都是颠倒和迷乱的。打个⽐⽅，眼前的

阳焰本来没有⽔想蕴妄执这是⽔，显现的时候就开始产⽣执着。总的来说想蕴是

⼀种⼼所法，令有情迷乱的缘取外境，通过所取境产⽣种种分别取舍，进⼀步的

产⽣执着。想蕴最主要的就是迷乱安⽴万法。

2.根识是如梦如幻的，没有⾃性存在，由根所产⽣识之中不会有实有法存在，根

境和合产⽣识成⽴吗不成⽴，因缘中没有产⽣的⾃性，都是如梦如幻，⼀切万法

的显现都是⽆有任何⾃性。根境作意三者和合产⽣眼识，只是缘起聚合不聚合，

因缘和合显现因缘不具备就不显现，只是想蕴介⼊后将这些执位实有，产⽣严重

的颠倒，由此可⻅识的本身都是如梦如幻的依识⽽相应的想蕴也不会存在

3、本论说根境识和合并不能产⽣真正的识，但另⼀⽅⾯，经论中⼜

说眼⾊为缘能产⽣眼识，请问如何圆融上述观点？

中观宗不承许的是实有，也会承许根⻅境可以产⽣识，但绝对不是实有的法，经

纶中佛陀从没有宣说眼⾊识是实有的⾃性，只是因为⼀切众⽣⽆法接受空性暂时

安⽴并不具备相违的过失，胜义谛中是究竟的⼤空性，世俗依各种缘取因缘有不

同的显现，显现的同时也不会有任何⾃性。

14-1思考题

1、请分析⾃性实有和因缘所⽣为什么相违？⽆论⼩乘诸宗还是多数

世间⼈其实都承许因缘所⽣法，例如世间⼈也知道“我”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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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孩童、⻘年、中年、⽼年直到死亡的变化，那为什么中观师说世

间⼈对“我”的认知是有⾃性呢？

1.因缘产⽣的法与⾃性实有肯定是相违的，如果说依因缘产⽣就不是独⽴⾃主

的，依靠其他因缘具⾜产⽣，这个法的形成是依于其他法，于⾃身没有任何关

联，他法的因缘具⾜才会产⽣，因缘不具⾜就会毁灭，连⾃⼰的⽣灭都掌握在

别⼈⼿⾥，哪⾥存在⼀个⾃性，因此⼆者相违。

2.世间⼈从来没有认为过我是⽆实的，虽然有这种从幼⼉⻘年壮年⽼年的变化，

但是凡夫不会认为这些是⽆实没有⾃性的，⽆始以来⼀直串习实执的缘故，⻅到

存在就会认为是实有的⻅到消失的法就认为是断灭的。所以世间⼈对我的认知是

实有⾃性的

2、同与瓶⼦的关系是什么？依于这种关系能否成⽴瓶⼦⾃性存在？

为什么？

1.同指的是万法共同的总相总性，异指的是各别的⾃相。

2.他宗承许⼀个实有的瓶⼦与总相是他体的关系但是是能依所依。胜论外道⾃宗

安⽴六句义，⾃相我们平时⻅不到，但是可以通过总相⻅到。依靠总相建⽴⾃相

是不合理的，他宗承许⼆者仍是他体关系，那么离开了总相还有⾃相，离开了⾃

相还可以⻅到总相，⾃性实有的法还是他体关系⼆者可以分开别别存在，没有必

然的联系。⽆法成⽴⾃性实有

3、请分析瓶⼦与德是⼀体还是他体？能否依德成⽴瓶⼦实有？

1.他宗认为德指的是是⼀个瓶⼦两个瓶⼦三个瓶⼦，每个法都具有数字的功德，

2.通过观察⼀异⽽破，数字的功德与瓶⼦是⼀体关系的话，⼀切法的应该成为瓶

⼦，只要具备⼀⼆三数字的功德应该成为瓶⼦。

3.他体关系也就是毫⽆关系，他体⽆⾮具有能所两⽅⾯，先观察具有，瓶⼦可以

具有⼀，那么反过来说⼀能不能具有瓶呢？不能，⼀具有瓶⼦只要有⼀数字的功

德就有瓶⼦。这两者不相等的关系，瓶⼦有⼀，⼀却不具有瓶，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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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依靠⼀安⽴瓶⼦的实有。他宗说的含糊不清但其根本还是在承许他体的关

系，他体就毫⽆联系想通过⼀者成⽴另外⼀者是⽆法成⽴的

4、什么是能相和所相？依瓶⼦为例阐述能否离于能相单独成⽴所

相？

1.能相是安⽴表示某法的发现，所相是通过能相所表达的法

2.打个⽐⽅功德是能相瓶⼦是所相，功德不能成⽴所相的瓶⼦也不能安⽴，前⾯

刚破斥了能相德的存在，能相不存在所相也不会存在。另⼀个⽅⾯能相的德与所

相的瓶⼦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德存在与否跟所相有什么关系吗？没有。能相不能

安⽴也没有任何联系，还要说所相是实有的只是纯粹的乱说

14-2思考题

1、请分别分析⼋微接触和合或不接触和合能否组成⼀个瓶⼦。

1. 接触不成⽴：⼋微分成两个，⼀个是有触的本体，⼀个是没有触的本体，接

触相遇和合，接触是有前提的，地⽔⽕⻛是有触的触本体，⾊⾹味触⽆有触的本

体他们之间就⽆法接触到，所谓的⼋微和合成⽴实有法就不能安⽴了，⼀个法⾥

⾯存在可以触和不可以触，根本上就不能接触，接触不成⽴相遇和合也不能安⽴。

⾊想味触地⽔⽕⻛都只是瓶⼦的⼀分，⼋微即便是有和合，但是和合后不会成为

⼀个体性，舍弃原来的体性，⾃性实有的法通过和合怎么可以成⽴⾃性，即便⼋

微有和合也不会舍弃⾃⼰的本性

2.不接触和合⼋微其中的⾊法只是瓶⼦的⼀部分，如果说⾊尘与瓶⼦是同体关系，

那么⾊与其他法是他体关系，⾊与瓶⼦是⼀体，瓶⼦与其他法就是他体关系，他

体毫⽆联系和合根本不可能。⼋微都不是瓶⼦⼋微怎么组合瓶⼦呢，瓶⼦不通过

⼋微产⽣不可能，⾃性实有也⽆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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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部⾏⼈承许⾊⾹等⼋微和合⽣起形形⾊⾊的法，请站在中观师

的⽴场从⼆谛的⻆度分析该观点。

1. ⽣意⻆度⼀切万法都是由⼋微组成，性相没有什么差别，瓶⼦的⼋微与柱⼦

的⼋微⼀样，那么为什么组成的⼜有差别的现象，同样的从有部换到经部上⾯，

由相同的因产⽣的果去不相同，要么都是瓶⼦要么都是柱⼦

2. 我们承许是⽆⾃性的，因缘具⾜就会显现，就像⽯头⽊块⾥⾯没有⼤象⻢匹，

但是通过念咒等因缘就会出现，所以我们不会有这样的相违，瓶⼦是实有的⼋微

是实有的，因相同果必定相同

3、为什么瓶⼦不是⾃性实有的果法？如果瓶⼦不存在，为什么⼜明

明看⻅瓶⼦的显现？

要成⽴实有的果法就要成⽴实有的因，瓶⼦的因就是泥团，但是泥团本身都需要

其他因缘去成⽴，泥师轮盘等等。⾃⼰的体性都没有成⽴，成⽴泥团还是要⼋微

聚合才有显现，这个因也是⽆有⾃性的，不能通过这个因成⽴是实有的，因⽆实

过程⽆实，这个显现只能是假的，不能成⽴⼀个实有的果法。显现刚好说明了瓶

⼦是⽆实有的，实有的瓶⼦根本⽆法⻅到，因缘聚合才会有显现

14-3思考题

1、为什么实有的⼋微不能聚合成⼀体？如果⼋微⽆⾃性是否可以融

合？为什么？

1. 组成瓶⼦的⾊⾹等⼋微，它们之间不论怎样和合，⾊尘也不可能舍弃其本性

成为⾹尘的性质，与⾹成为⼀体;其他微尘也是同样，它们各⾃法相不同，即使

和合在⼀起，也不会舍离各⾃的体相，⽆论如何⼆者也不会各舍本性，变成另外

⼀种法。

2，如果承许⼋微组合成为⼀体，那么就不存在其他七微只有⼀个法存在，也就

⽆法安⽴⼋微组成⾊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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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以，正因为⽆⾃性，⼋微可以有变化组成⾊法，有⾃性就如上所说有各种过

失

2、薪柴具不具备暖热⾃性各有什么过失？

⽕燃烧薪柴时，薪柴的本性是否为暖性?

1. 若说是暖热，暖热即是⽕的法相，这个薪柴已经具⾜⽕的法相，如是所烧应

成为能烧，薪柴就应该成为⽕了，⽽⽕本身也成所烧。

2. 如果说薪柴不是暖热，那⼜怎么燃烧呢?薪柴如果不具暖热，那它本身应永远

不会燃烧，如是薪柴也不能成为所烧;但是薪柴若不是观待⽕的所烧，即不能称

为薪柴，否则应成⽯头、⽔等不会燃烧的物体也是薪柴，也是所烧。

3. 不观待⽕不可能成⽴薪柴，能烧所烧若观待成⽴，即如上所作分析，⼆者并

⾮有⾃性，⽽是可以有变化的缘起幻法。

3、⽕极微能否安⽴为实有的⽕？为什么？

1.⽕必须观待⽊柴等因缘才能产⽣，不观待单独存在就是⽆因⽣，只有⼀个⽕没

有薪柴燃料，谁都⽆法安⽴

2如果⽕中有⽊柴薪柴等微尘，那么⽕就可以继续分下去就不是极微。

由此可知⽕极微不能安⽴，其余三⼤也是这样

14-4思考题

1、什么是破有⽆⽣因？如果以破有⽆⽣因来遮破四边？

1.果已有⽽⽣和先⽆后⽣，称为“有⽆⽣”。对此⼀⼀遮破的正理，称为 有⽆⽣因”。

2.数论外道承许因中有果则是有边，以有⽆⽣因来观察，那么这个果是先有⽣还

是先⽆⽣，果先前已经存在了，那么现在这些所作作为都毫⽆意义，种⼦等各种

因缘也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还有⽆穷⽣⽆义⽣的过失。

3.经部师许因中⽆果并认为因果实有，这是⽆边。果先⽆⽽今有，实有⾃性的法

刚开始是实有的⽆后⾯怎么变成了有呢，有这样的变化就不是实有的⾃性，有⾃

性的法怎么会不断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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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法⼜是⼜是⽆本身相违不可能在⼀体上成⽴，并且前⾯有和⽆都破完了，

两个法都不成⽴，并在⼀起也不可能成⽴

5.⾮有就是⽆，⾮⽆就是有，⼆⾮的法也包括在⼆俱⾥

2、既然万法都是显⽽⽆⾃性，为什么凡夫⼈执为实有呢？

诸法虽然了⽆⾃性，以错乱邪执因缘，有情也会不断现起成实常执。凡夫就会⽣

起两种邪⻅常有的执着和实有的执着

1. 诸有为法在凡夫有情前，会显露出⼀种相续假象，它们各个刹那都有其不同

的名⾔本相，然有情以恶⻅故，执这些不同的现象为⼀相续，为真实恒常之法。

这 些恶⻅，有些⼈是因为智慧低劣，完全没有对相续假法作观察，虽未真正⻅

到诸法常有，⽽以迷乱习⽓现前恶⻅，有些⼈是因为串习外道遍计恶⻅⽽执为常

有。

2. 对那些积聚假法——由众多⽀分或说因缘积聚形成的假名法，⽐如说瓶⼦、

⻋、房屋等，各由众多别体⽀分聚合在⼀起，本来⽆有任何总体存在，⽽⼈们以

邪执故，在⼼识中以语⾔分别安⽴种种概念名称，然后强加于聚 合上并执这些

积聚法的总体真实存在。

3、有⼈认为既然中观师认为万法⽆⾃性，那就应成万法都不能⻅，

都成为⽆有。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中管师承许的“⽆⾃性”与上述观

点的“⽆有”是否⼀样？为什么？

答：中观宗所说的诸法⽆⾃性、⾮实有存在，⾮是说诸法全然断灭不能现⻅，⽽

是说诸法皆是缘起，于众缘聚合中并⽆真实主体或说⾃性存在。空性的含义梦幻

等现象虽然可显现，然⽽并⽆⾃性存在;同样，特定因缘聚合时，虽然有种种法

的显现，然正显现之时，其现象中并⽆有能⽆碍存在的⾃性。

4、在学佛之前，你认为物质与意识何者更为重要？中观师如何看待

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为什么通达空性可解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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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现起三有诸妄境，然⽽诸⾊声等境，⼜是⼼识的所⾏境，由于执著这些幻相

为实有，有情不断地轮转于⽣死⼤梦之中不能醒悟。所以，若能逆流⽽修，由⼼

识所执的外境着⼿，以正理智慧打破实执，现⻅⼀切法⽆我的实相，⼼识即能从

种种实执中解脱出来，渐渐息灭所有的轮回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