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一、首义
乙一、宣讲论名

梵 文：扎加那玛美拉芒达玛噶噶噶
汉 意：中观根本慧论颂

甲
二
︑论
义

中 

论 

释

乙
二
︑抉
择
宣
说
中
观
之
见

丙一、宣说缘起特法

丙
二
︑分
品
关
联

戊
一
︑观
因
缘
品

丁
一
︑宣
说
主
要
特
法

己
一
︑以
理
证
广
说

诸法不自生， 亦不从他生，

不共不无因， 是故知无生。

因缘次第缘， 缘缘增上缘，

四缘生诸法， 更无第五缘。

如诸法自性， 不在于缘中，

以无自性故， 他性亦复无。

作非具有缘，无缘作不成，

无作则非缘，若具作可生。

因是法生果， 是法名为缘，

若是果未生， 何不名非缘？

果先于缘中， 有无俱不可，

先无为谁缘？ 先有何用缘？

若果非有生， 亦复非无生，

亦非有无生， 何得言有缘？

若有此缘法，则彼无实义，

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

果若未生时， 则不应有灭，

灭法何能缘， 故无次第缘。

诸法无自性， 故无有有相，

说有是事故， 是事有不然。

丁二、宣说其他特法

丁三、断除太过

乙二、译礼句 顶礼文殊师利童子！

庚
二
︑别
破
他
生

辛
一
︑破
论
中
所
说
之
他
生

庚一、总破四生

辛二、破世人共称之他生 ①

壬一、宣说他宗

壬
二
︑破
彼
观
点

癸
一
︑破
因
果
他
生

癸
四
︑破
四
缘
各
自
法
相

子一、
破依他缘生

子二、
破依他作生

癸二、
破缘能立法相

癸三、
以观有无
而破

子一、
破因缘

子二、
破所缘缘

子三、
破等无间缘

子四、
破增上缘

甲三、末义

乙一、宣说见解而顶礼

丙一、宣说中观见解

丙二、顶礼宣说者

不生亦不灭， 不常亦不断，

不一亦不异， 不来亦不去。

一、观因缘品-A

己二、以教证总结

戊二、观去来品

能说是因缘， 善灭诸戏论，

我稽首礼佛， 诸说中第一。

第一课

1、请详细阅读圣者龙猛菩萨略传，复述出对你最有触动的章节。

第二课

1、译师在翻译之初为何顶礼文殊菩萨？

2、解释颂词：“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
佛，诸说中第一。”

3、众生的执著无量无边，但为何只宣说八边？八边的次第和定数是怎样的？

4、请根据顶礼句宣说本论的所诠义、必要、必要之必要、关联这四法。

第三课

1、归纳而言整部论典所说的内容是什么？各大论师有何不同观点？

2、解释教证：《无热恼龙王请问经》云：何者缘生则无生，不具彼生之自性，何依缘起则空性，若知空性不放逸。

3、名词解释：教证和理证

4、为什么《中观根本慧论》和《四百论》被称为母中观？两者差别何在？中观应成派和中观自续派的观点是如何
出现的？代表论师分别是谁？

5、为什么一切万法非从自性生，亦非从他生，也不是共生与无因生？对于万法无生，中观自续派与中观应成派
分别是如何解释的？

第四课

1、请分别解释有事宗所承许的六因四缘。

2、对于有实宗承许他生实有的观点，自宗是从哪四个方面以理破斥的？（科判）

3、如何以破他缘的方式抉择他生不存在？

第五课

1、若对方说：是依靠因缘的作用而生果。请从作用具不具缘的角度进行破斥。

2、如果对方认为： 作用的存在的确不合理，但缘本身可以成为产生诸法的缘。如何破斥？

3、对方认为：作用是否具缘不需详细观察，仅依世间共称即可，例如，依眼根等产生眼识。对此观点应如何破斥？

4、如果对方承许：虽然以前为非缘，但后来依靠他缘也可以成为缘。应如何破斥？

5、名言中有因果和胜义中无因果是否相违？为什么？

第六课

1、以缘生果时，是生起已有之果，还是生起没有的果，为什么？

2、有些佛教徒认为：因缘应当存在。若不存在，则如同石女儿一样无法显示法相。世尊也说过“能生者即为
因”，从而建立了因缘之法相的缘故。对此观点请分别从教、理两方面破斥。

3、“春种秋割，是古往今来天经地义之事”请以中观正见抉择世间常人共称的此种说法？你本人又是如何理解
的呢？

4、如果他宗认为：“所谓有缘法（能缘）乃为心及心所之一切法。”其所缘之外境色法等为所缘缘。故而真实存
在。对此观点应如何破斥？

第七课

1、对方承许等无间缘存在，自宗是如何破斥的？

2、他宗提出：如同空中具有宝伞，则地面会出现黑影一样。若有何缘存在，则有其果产生，即为增上缘。
故而真实存在。对此观点应如何破斥？

3、名词解释：名言量、胜义量、真实胜义理、假胜义量。

2、 请解释：

深广浩瀚智慧虚空界，遣除常断黑暗之光芒，
离边中观璀璨之杲日，恭礼绝伦导师遍知佛。

无始沉卧心间三有魔，密布有实无实束缚网，
能以智慧利剑斩除尊，至诚顶戴文殊智慧藏。

堪忍法海甚深之谛义，顶部蛇冠宝饰极显赫，
发出缘起空性之轰鸣，敬礼龙树父子传承师。

3、宣讲论名之初，引用梵文有何必要？

4、请解释：“中观”、“根本”、“慧”、“论”、“颂”。“能诠句中观”、“所诠
义中观”、“基中观”、“道中观”、“果中观”。

第三课-1、2

第三课-3、4、5

第四课-1、2

第四课-3

第五课-1、2

第五课-3、4、5

第六课-1

第六课-2、3

第六课-4

第七课-1

第七课-2、3

第二课-2、3、4

第二课-1

第一课-4

第一课-3



第七课

4、对方认为：由毛线等因法，而生出氆氇等果法，乃为现量所见，所以，毛线等应是产生氆氇等果法的缘。对此
观点应如何破斥？

5、什么叫可现不可得？

第八课

1、对于“破缘之能立”这一科判，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观点，这四段颂词可以理解为分别从哪四个方面进行破斥
的？（续上一堂课，涉及第7课的最后一个颂词）

2、若果在因缘中存在会有什么过失（上堂课最后一颂）？若果在因缘中不存在，会有什么过失？

3、如果对方认为：缘的本性即为果，二者不可能异体，这样承许会有什么过失？

6、疏理本品科判及重点内容。

7、本品主要破除了哪方面的实执？如果因缘都不存在，“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是不是全部一概破除了呢？为什么？

8、结合自身的理解，谈谈学习这一品有何意义和必要？

4、如果因缘不是果，会有什么过失？

5、若对方反驳：缘与非缘应当存在，你们不是也口口声声地说过“非缘当中��”等等吗？既然缘与非缘存在，
果法又凭什么不存在呢？对此观点应如何破斥？

辛
二
︑破
世
人
共
称
之
他
生

壬
二
︑广
说

略广因缘中， 求果不可得，

因缘中若无， 云何从缘出？

若谓缘无果， 而从缘中出，

是果何不从， 非缘中而出？

若果是缘性， 诸缘非自性，

从无自性生， 岂得缘自性？

故缘非自性，非缘性成果，

非有中无果，非缘岂成缘？

壬一、略说

癸一、
观察缘中无果
之自性

癸二、
观察果是否为缘
之自性

癸三、
彼二之摄义

第七课-4、5

第八课-1

第八课-2

第八课-3

第八课-4、5

戊
一
︑观
因
缘
品

己
一
︑以
理
证
广
说

庚
二
︑别
破
他
生

辛一、破论中所说之他生

庚一、总破四生

己二、以教证总结 第八课-6、7、8

一、观因缘品-B



戊
二
︑观
去
来
品

己
一
︑以
理
证
广
说

庚
一
︑以
理
广
破
来
去

辛
一
︑于
作
业
观
察
三
时
而
破

辛
二
︑于
作
者
观
察
三
类
而
破

辛
三
︑破
有
来
去
之
能
立

壬三、
破来去
之对治
⸺住

壬
三
︑别
破
去
者
去

壬
二
︑别
破
去
时
之
道 癸

二
︑破
彼
宗

子
三
︑若
有
二
去
则
极
过
分

壬一、总破三时道

癸一、说对方之宗

子二、
若去时有去
则成去法无去

子一、
若去法有去
则成去时无去

丑一、
有二去法
之过失

丑二、
有二去者
之过失

壬一、
宣说作与作者
互相观待而成

壬二、
总破三类去者

癸一、
若去法有去
则去者无去

癸二、
若去者有去
则去法无去

癸三、
若有二去
则极过分

癸一、
承许作业
也不成发壬一、

破来去之因
⸺发 癸二、

不承许作业
也不成发

壬二、
破来去之业
⸺道

癸一、总破住

癸二、别破去者住

壬五、破住等具有存在之能立

庚二、以理证略说
己二、以教证总结

壬四、破来去之果⸺返回

已去无有去， 未去亦无去，

离已去未去， 去时亦无去。

动处则有去， 此去时之动。

非已去未去， 是故去时去。

云何于去时， 而当有去法。

若离于去法， 去时不可得。

若言去时去， 彼者于去时，

应成无去法， 去时有去故。

若去时有去， 则有二种去。

一谓为去时， 二谓去时去。

若有二去法， 则有二去者。

以离于去者， 去法不可得。

若离于去者， 去法不可得。

以无去法故， 何得有去者。

去者则不去， 不去者不去，

离去不去者， 无第三去者。

若离于去法， 去者不可得。

若言去者去， 云何有此义？

去者去何处，彼去者将成，

无去之去者，许去者去故。

若谓去者去， 是人则有咎。

离去有去者， 说去者有去。

已去中无发， 未去中无发，

去时中无发， 何处当有发？

于未发之前， 何处发可成？

去无去时无， 未去何有发？

一切无有发， 何故而分别？

去无未去无， 亦复去时无。

去者则不住， 不去者不住，

离去不去者， 何有第三住？

若当离于去， 去者不可得，

去者若当住， 云何有此义？

去时无有回， 去未去无回，

所有去发回， 皆同于去义。

第九课

1、《观来去品》主要讲了什么道理？请以教证说明。

2、抄写本品科判，熟悉本品整体框架。

3、分别说出去者、去法、去时指代什么？

4、请分别从“已去”、“未去”、“正去”三个方面观察“去”不存在。

2、如果承许去时与去二者中都包含去的行为，会有什么过失？

3、名言中一个作者可以同时作两件事情，为什么以中观理抉择时却不合理？

第十二课

1、如果对方认为：如果没有去者，则去法不可能成立。但世间人都能看见天授等是在路上的
去者，所以去法是存在的。对此观点应如何破斥？

2、如果对方认为：倘若没有去法，则“不具去法的天授在去”之说就不可能成立。但因为“天
授在去”的说法成立，所以去法也应该成立。对此观点应如何破斥？

第十三课

1、若认为佛经中所说的“无来无去”仅是一种教条，实际都是有来有去的，你是怎样看待这
个问题的？这两者相不相违？为什么？

2、按全知麦彭仁波切的观点，请从去者和去法是一体、他体、或虽是他体却有密切的关系这
三个方面观察去者不存在。

3、按果仁巴大师的观点：请从去的行为与作者有关、与去法有关、或与两者皆有关系这三个
方面观察去者不存在。

4、按萨迦派和其他中观论师的观点，破有来去之能立是从哪五个方面来破的？

5、请从来去之因⸺“出发”这个角度遮破来去存在的能立。（此题涉及14课第一个颂词）

第十四课

1、请从来去之业⸺“道”这个角度遮破来去存在的能立。

2、请从破来去之对治⸺安住，这个角度遮破来去存在的能立。

3、如果对方认为：在去者中，住应该是成立的。对此观点应如何破斥？

第十五课

1、请从破来去之果⸺返回存在这个角度遮破来去存在的能立。

2、请从住等具有存在之能力遮破来去存在。

3、结合13、14、15课中“破有来去之能力”这一科判的内容，对其思路作整体的疏理。

第九课-3、4

第十课-1
第十一课-1

第十一课-2、3

第十二课-1

第十二课-2

第十三课-1、2、3

第十三课-4、5

第十四课-1

第十四课-2

第十四课-3

第十五课-1

第十五课-2

辛四、观察去法与去者一体异体而破
辛五、观察去法之一异而破

第十课

1、如果对方认为：何处有脚部提放的动作，彼处则应该有去的行为，所以正在去的这种行为
就叫做去。对此观点应如何破斥？

第十一课

1、对方认为正在去的这种行为叫做去，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观点应如何破斥？
（颂词是第10课的两段颂词）

二、观去来品-A



庚
二
︑以
理
证
略
说

决定有去者， 不能用三去，

不决定去者， 亦不用三去。

去法定不定， 去者不用三，

是故去去者， 所去处皆无。

癸二、
观察
第三者而破

癸一、
观察
是否去者

2、请分别观察是否去者和观察第三者而破来去存在。

3、为什么无垢光尊者说：修持大圆满的人要依靠中观的见解来观察树立正见是极为重要的？

4、以教证总结本品的内容。

5、疏理本品科判及重点内容。

6、本品主要破除了哪方面的实执？结合自身的理解，谈谈学习这一品有何意义和必要？

第十六课-2

第十六课-3、4、5、6

第十五课

4、“观察去法与去者一异体而破”，请分别从略说、广说、摄义三方面进行分析。

第十六课

1、去者与去法一体或异体分别有什么过失？

第十五课-4

第十六课-1

辛
四
︑观
察
去
法
与
去
者
一
体
异
体
而
破

辛五、
观察去法
之一异
而破

去法即去者， 是事则不然，

去法异去者， 是事亦不然。

若谓于去法， 即为是去者，

作者及作业， 是事则为一。

若谓于去法， 有异于去者，

离去者有去， 离去有去者。

去去者是二， 若于一异法，

二门俱不成， 云何当有成？

因去知去者， 不能用是去，

先无有去法， 故无去者去。

因去知去者， 不能用异去，

于一去者中， 不得二去故。

壬
二
︑广
说 癸二、

去去者异体
也不合理

癸一、
去去者一体
不合理

壬三、摄义

壬一、
略说

壬一、
观察一去法
而破

壬二、
观察异去法
而破

戊
二
︑观
去
来
品

己
一
︑以
理
证
广
说

庚
一
︑以
理
广
破
来
去

辛一、于作业观察三时而破

辛二、于作者观察三类而破

辛三、破有来去之能立

己二、以教证总结

二、观去来品-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