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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破火薪一体成立 若燃是可燃，作作者则一。

卯一、略说 若燃异可燃，离可燃有燃。

辰一、应恒常燃烧等过失
如是常应燃，不因可燃生。

则无燃火功，亦名无作火。

辰二、不依靠因产生之过失
燃不待可燃，则不从缘生。

火若常燃者，人功则应空。

寅二、破离过之答复
若汝谓燃时，名为可燃者。

尔时但有薪，何物燃可燃？

寅一、发太过
若异则不至，不至则不烧，

不烧则不灭，不灭则常住。

卯一、对方之答
燃与可燃异，而能至可燃。

如此至彼人，彼人至此人。

卯二、破彼之答
若谓燃可燃，二俱相离者。

如是燃则能，至于彼可燃。

寅一、反问
若因可燃燃，因燃有可燃，

先定有何法，而有燃可燃？

寅二、正破
若因可燃燃，则燃成复成。

是为可燃中，则为无有燃。

丑二、破同时之观待
若法因待成，是法还成待，

若所待可成，待何成何法？

丑三、破成与不成之观待
若法有待成，未成云何待？

若成已有待，成已何用待？

丑四、摄义
因可燃无燃，不因亦无燃。

因燃无可燃，不因无可燃。

子二、破现量之能立
燃不余处来，燃处亦无燃。

可燃亦如是，余如去来说。

癸三、彼二之摄义
可燃即非燃，离可燃无燃，

燃无有可燃，燃中无可燃。

壬二、以此理类推他法
以燃可燃法，说受受者法，

及以说瓶衣，一切等诸法。

壬三、呵斥所破之见
若人说有我，诸法各异相，

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味。
辛二、以教证总结

第三十八课

�、燃可燃的含义有何解释？以教证说明龙树菩萨为何宣说此品。

�、承许火薪一体有何过失？

�、承许火薪他体分别有何过失？请一一说明。（可从��课所学的内容来答，也可从整品破他体的思路全
面回答，跨度到��课）

第三十九课

�、为什么说正在燃烧的不是木柴？

第四十课

�、怎样观察火薪同时不成立？

第四十一课

�、本论如何以五相推理抉择人我？请从火薪之外的比喻说明“我”和“蕴”之间的五相推理。

�、《入中论》中为什么以七相车喻抉择人我？

�、通达火薪的五相推理来观察自身的我和我所从何而来？

�、怎样以火薪比喻了知其他万法不存在之理？

�、为什么说有“我执者”不能品尝佛法美味？

�、默写本品最后一颂。

�、以教证总结本品内容 ，并说明学习火薪品后对自己的我执有无新的感受。

�、如何观察才能彻底了解火与薪从未接触之理？

�、若火、薪非同时观待有什么过失？

�、怎样以火薪成立、不成立的方式来破斥人我存在？

�、火烧木柴的事实为什么说现量不成立？

第三十八课-�、�

第三十八课-�

第三十九课-�

第三十九课-�

第三十九课-�

第四十课-�

第四十课-�

第四十课-�

第四十一课-�、�、�

第四十一课-�

第四十一课-�、�、�

十、观燃可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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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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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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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不
成
立

癸一、轮回前后中间不成立

大圣之所说，本际不可得。

生死无有始，亦复无有终。

若无有始终，中当云何有？

子一、略说 是故于此中，先后共亦无。

寅一、先生后老死不成立
若使先有生，后有老死者，

生则无老死，不死而有生。

寅二、先老死后生不成立
若先有老死，而后有生者，

不生有老死，无因岂能成？

丑二、生死同时不成立
生及于老死，不得一时共。

生时则有死，是二俱无因。

子三、摄义
若使初后共，是皆不然者。

何故而戏论，谓有生老死？

壬二、以此理类推他法

非但于轮回，本际不可得。

诸所有因果，及相可相法，

受及受者等，所有一切法，

如是一切法，本际皆亦无。

辛二、以教证总结

�、请以教证说明龙树菩萨为何宣说本品。

�、若轮回不存在，为何经中说：“生死轮回无始无终”？

��、以胜义量和世俗量而言，如何分别解释轮回始终？

第四十二课

�、以什么样的推理能了知生死前后不成立？

�、以什么样的推理能了知生死同时不成立？

�、为什么说不能妄加生死存在之分别戏论？

�、如何以生死不成立之推理而了知其他万法皆为空性这理？

�、请以教证总结本品内容。

�、通过学习本品，如果轮回不成立，那么所谓的我岂不是成了空中楼阁吗？

�、请写一篇探索轮回奥秘的短文。

第四十一课-�、�、��

第四十二课-�

第四十二课-�

第四十二课-�、�、�、�

第四十二课-�

十一、观本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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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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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壬
一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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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卯一、破自作
苦若自作者，则不从缘生。

因有此阴故，而有彼阴生。

卯二、破他作
若谓此五阴，异彼五阴者，

如是则应言，从他而作苦。

卯一、自作不成立
若人自作苦，离苦何有人？

而谓于彼人，而能自作苦。

辰一、受者不成立而破
若苦他人作，而与此人者，

若当离于苦，何有此人受？

辰二、施者不成立而破
苦若彼人作，持与此人者，

离苦何有人，而能授于此？

卯一、观待人我不成立
自作若不成，云何彼作苦？

若彼人作苦，即亦名自作。

丑二、破自他共作 若彼此苦成，应有共作苦。

丑三、破无因作 此彼尚无作，何况无因作？

壬二、以此理类推他法
非但说于苦，四种义不成。

一切外万物，四义亦不成。

辛二、以教证总结

癸一、说对方之宗 自作及他作，共作无因作。

子一、略说 如是说诸苦，于果则不然。

癸
二
︑驳
斥
彼
宗

子
二
︑广
说

丑
一
︑破
自
他
各
自
之
所
作

寅
一
︑破
观
待
蕴
而
作

寅
二
︑破
观
待
人
我
而
作

寅三、
自作不成立
他作更不成立

卯
二
︑他
作
不
成
立

第四十三课

�、哪些宗派认为痛苦是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分别是如何安立的？

第四十四课

�、以什么样的推理破痛苦（��课）、受者、施者不成立？（��课）跨度两课。

�、以什么样的推理破痛苦是由自己的蕴或人我自作的？

�、中观宗对此（痛苦）建立什么样的观点？

�、以什么样的推理破痛苦是由其它的蕴或人我而作？

�、以何种方式了达由于痛苦自体不成立而推出他体不成立的结论？

�、以什么样的方式破除痛苦自他共作和无因作？

�、以教证说明痛苦不成立的道理。

�、以痛苦不成立的道理类推其它法亦不成立。

�、通过学习观苦品，对现实中的痛苦如何面对？

卯二、观待蕴而不成立
苦不名自作，法不自作法。

彼无有自体，何有彼作苦？

第四十三课-�

第四十三课-�

第四十三课-�

第四十三课-�

第四十四课-�

第四十四课-�

第四十四课-�

第四十四课-�、�、�

十二、观苦品



辛一、以教证安立诸法无自性
如佛经所说，虚诳妄取相。

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诳。

壬一、破无实为教义
虚诳妄取者，是中何所取？

佛说如是事，欲以示空义。

卯二、乳酪之喻
若是法即异，乳即应是酪。

离乳有何法，而能作于酪？

丑一、正破
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

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

丑二、除违教之难
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

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

癸一、说对方之宗

诸法有异故，知皆是无性。

无性法亦无，一切法空故。

若诸法无性，云何而有异？

丑一、无有自性成立之异法 若诸法有性，云何而得异？

寅一、变异不成立之理 是法则无异，异法亦无异。

卯一、壮老之喻 如壮不作老，老亦不作老。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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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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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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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
二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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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庚二、以教证总结

第四十五课

�、请以教证说明为什么宣说本品。

第四十六课

�、对方怎么以无常异法的理由建立空性的存在？

第四十七课

�、请以简略的教证说明执空见者佛也无法度化之理。

�、《显句论》中以什么比喻来说明自空见者非究竟之见？

�、默写并解释《观行品》中最后一颂。

�、请以教证说明本品内容，并结合自相续阐明“诸行皆为空性之理”。

�、其他的论师（有实宗等）怎样承许诸法虚妄之说？

�、中观论师对诸法虚诳性有何究竟观点？

�、中观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破斥无常变异法存在之理？

�、用本品所讲的比喻之外的比喻来说明无常等法不存在的道理。

�、请说明空与不空是如何观待的？为什么说这两者都不是究竟的正见？

�、若诸行抉择为空性为什么不损减一切法？

第四十五课-�、�

第四十五课-�

第四十六课-�

第四十六课-�、�

第四十六课-�

第四十七课-�、�、�、�

十三、观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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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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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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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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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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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癸一、见等接触不成立
见可见见者，是三各异方，

如是三法异，终无有合时。

癸二、染等接触不成立
染与于可染，染者亦复然。

余入余烦恼，皆亦复如是。

子一、以推理说明
异法当有合，见等无有异，

异相不成故，见等云何合？

子二、以此理类推他法
非但可见等，异相不可得。

所有一切法，皆亦无异相。

寅一、观待之异体不成立
异因异有异，异离异无异。

若法所因出，是法不异因。

寅二、不观待之异体不成立
若离从异异，应无异有异。

离从异无异，是故无有异。

丑二、无异体总相故异体不合理
异中无异相，不异中亦无。

无有异相故，则无此彼异。

癸二、无自他之接触 是法不自合，异法亦不合。

壬三、摄义 合者及合时，合法亦皆无。

辛二、以教证总结

第四十七课

�、请以教证说明龙树菩萨为什么要宣说本品？

�、请略说见等诸处、染等烦恼无有接触之理。

第四十八课

�、请以推理说明不成他法则无有接触之理。并以此理类推他法。（涉及��课最后一

颂） �、世界上有没有不观待而成立异体之法？为什么？

�、请说明观待之异体和不观待之异体皆不成立之理。

�、如何破斥胜论外道所承许的异体总相？

�、怎样认识诸法在自他三时中都不可相合之理？

�、请以教证总结本品内容，并且阐述学习本品后的感想。

第四十七课-�

第四十八课-�、�

第四十八课-�

第四十八课-�

第四十八课-�

第四十八课-�

十四、观和合品



丑二、自性由因缘而生则相违
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

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义？

子二、破他性成立
法若无自性，云何有他性？

自性于他性，亦名为他性。

子一、破有实法
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

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

子二、破无实法
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

因有异法故，有坏名为无。

癸三、呵斥所破之见
若人见有无，见自性他性，

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义。

癸四、结合教证而说明
佛能灭有无，于化迦旃延，

经中之所说，离有亦离无。

癸一、正破
若法实有性，后则不应无。

性若有异相，是事终不然。

癸二、除难
若法实无性，云何而可异？

若法实有性，云何而可异？

壬三、修习离边中观
定有则著常，定无则著断。

是故有智者，不应著有无。

壬四、认识所离之二边
若法有定性，非无则是常。

先有而今无，是则为断灭。

丑三、宣说名言中的自宗 性名为无作，不待异法成。

庚
二
︑破
因
缘
之
能
生⸺

观
有
无
品

辛
一
︑以
理
证
广
说

壬
一
︑破
四
边
性

癸
一
︑破
自
性
与
他
性
成
立

癸
二
︑破
有
实
无
实
法
成
立

壬
二
︑别
破
自
性
他
性

子
一
︑破
自
性
成
立

丑一、自性由因缘而生则无义 众缘中有性，是事则不然。

辛二、以教证总结

第四十九课

�、请以教证说明龙树菩萨为何宣说本品。

此品所讲的四边戏论是什么？

�、怎样破除有部、经部与唯识宗所说因缘所产生的法。

�、名言中成立本性必须具足哪三个特点？

�、从大的科判来出：如何破斥自性与他性的成立？

�、怎样破除有实法成立？

�、为什么说执著有或无，此人未见佛法真义？

�、在《佛迦旃延经》中怎样宣说远离有与无二边之理？

�、为什么此偈颂安立为声闻证悟空性之依据？

�、如何别破自性他性？

第五十课

�、怎样破除无实法成立？

第五十一课

�、什么样的见解才可堪为智者行持并断二边的中观正见？

�、中观所远离的常断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

�、请默写并解释此品最后两个偈颂。

�、请以此品的最后两颂印证自己所认识的中观不共正见。

第四十九课-�、�

第四十九课-�
第四十九课-�

第四十九课-�

第五十课-�

第五十课-�

第五十课-�、�

第五十课-�

第五十一课-�、�、�、�

十五、观有无品



丑一、总破五蕴人我流转
诸行往来者，常不应往来，

无常亦不应，众生亦复然。

寅一、观察流转者不存在而破
若众生往来，阴界诸入中，

五种求尽无，谁有往来者？

寅二、观察前后往来中间无身而破
若从身至身，往来即无身。

若其无有身，则无有往来。

子一、共破
诸行生灭相，不缚亦不解；

众生如先说，不缚亦不解。

寅一、观察有无近取而破
若身名为缚，有身则不缚，

无身亦不缚，于何而有缚？

寅二、观察能缚所缚的时间而破
若可缚先缚，则应缚可缚。

而先实无缚，余如去来答。

丑二、破解脱
缚者无有解，不缚亦无解，

缚时有解者，缚解则一时。

子一、断除发愿不合理之太过
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

若人如是者，还为受所缚。

子二、宣说轮涅无二之正理
涅槃无有生，轮回亦无灭，

岂可为轮回？涅槃岂安立？

丑一、破诸蕴涅槃成立 诸行若灭者，是事终不然。

丑二、破人我涅槃成立 众生若灭者，是事亦不然。

辛
一
︑破
轮
回
之
本
体⸺

观
缚
解
品

壬
一
︑以
理
证
广
说

癸
一
︑破
轮
涅
自
性
成
立

癸
二
︑破
缚
解
自
性
成
立

癸
三
︑断
除
太
过

子
二
︑别
破

丑
一
︑破
束
缚

子
一
︑破
轮
回
自
性
成
立

子二、
破涅槃
自性成立

丑
二
︑别
破
人
我
流
转

壬二、以教证总结

第五十二课

�、请以教理说明作者宣说此品的主要原因。

�、怎样通过五蕴、众生是否常有的观察通达无有轮回流转者之理？（涉及��课最后一颂）

�、请以五相推理说明蕴界处中无有流转者。

第五十三课

�、如何破斥解缚自性成立？（涉及��课最后一颂）

�、请观察前后往来中间无身而破。

�、如何破斥涅槃自性成立？

�、如果解缚不存在，则发愿成佛并依止善知识修学佛法也成为毫无意义，对此观点，你如何看待？

�、请宣说轮涅无二之正理。

�、经过闻思中观这一无缚无解之理，你的相续中有什么样的感应？

第五十二课-�、�、�

第五十二课-�

第五十二课-�

第五十三课-�

第五十三课-�

第五十三课-�

十六、观缚解品



辛
二
︑破
彼
能
立
之
因
果⸺

观
业
品

壬
一
︑以
理
证
广
说

癸
一
︑宣
说
业
果
自
性
成
立
之
宗

癸二、对此进行观察而遮破
壬二、以教证总结

子
一
︑业
之
安
立

子
二
︑对
此
断
除
常
断
之
理

丑
二
︑对
此
回
答
而
剖
析

寅
一
︑说
经
部
宗
观
点

寅
二
︑说
有
部
宗
观
点 卯

二
︑承
许
不
失
坏
法
远
离
常
断
过

辰
二
︑广
说 巳

二
︑抉
择
不
失
坏
法
的
自
性

午三、
如何生起
不失坏法

卯
一
︑以
比
喻
说
明

卯
二
︑结
合
意
义
而
宣
说

第五十四课

�、作者为何宣说这一品？

�、第一颂怎样宣说善业？为什么不说恶业？

�、关于第一颂是否放在此品的开头和哪些论师的观点不同？你的观点如何？

第五十五课

�、所谓业的二种、三种、七种分类分别是怎样安立的？（涉及��课最后一颂）

第五十七课

�、有部宗以什么方式驳斥经部宗所承认的因果相续法？

第五十六课

�、经部宗所说种芽相续之比喻为什么不堕常断二边？并结合意义宣说因果相续不断
不堕常断二边之理。

�、你能否站在经部宗的立场上说服不信因果之对方？

�、十善业有哪些？一般与殊胜的十善业分别是如何界定的？为什么造十种福业可以享受
今生及来世的快乐？

�、诸佛声缘为什么赞叹有部宗的业果安立法。

�、怎样以债券的比喻了知有部宗所承许的因果所依不失毁法的存在？

�、请说明有部所说不失坏法的本体与分类？

�、如何生起不失坏法？

丑一、宣说善业
人能降伏心，利益于众生，

是名为慈善，二世果报种。

丑二、宣说二种业
大圣说二业，思与从思生。

是业别相中，种种分别说。

丑一、对方发出常断之太过
业住至受报，是业即为常，

若灭即无常，云何生果报？

辰一、宣说种芽之喻
如芽等相续，皆从种子生。

从是而生果，离种无相续。

辰二、远离常断之过
从种有相续，从相续有果。

先种后有果，不断亦不常。

辰一、宣说业果相续
如是从初心，心法相续生。

从是而有果，离心无相续。

辰二、远离常断之理
从心有相续，从相续有果。

先业后有果，不断亦不常。

卯三、确定业果
能成福业者，是十白业道。

二世五欲乐，即是白业报。

卯一、对经部观点进行破斥
若如汝分别，其过则甚多。

是故汝所说，于义则不然。

未一、
不失坏法属于修断

见谛所不断，但思维所断。

以是不失法，诸业有果报。

未二、
否则有重大过失

因见断故断，业灭彼亦灭。

则得破业等，如是之过咎。

未一、
投生时生起不
失坏法之理

一切诸行业，相似不相似，

一界初受身，尔时法独生。

未二、
现世受报时生起
不失坏法之理

如是二种业，现世受果报，

或言受报已，而法犹故在。

辰三、摄义
虽空亦不断，虽有而不常，

业果报不失，是名佛所说。

辰一、略说
今当复更说，顺业果报义，

诸佛辟支佛，贤圣所称叹。

巳一、以比喻说明不失坏法 不失法如券，业如负财物。

午四、如何灭尽不失坏法 若度果已灭，若死已而灭。

午五、归纳分类 于是中分别，有漏及无漏。

午一、不失坏法的本体与分类 此性则无记，分别有四种。

丑三、宣说三种业
佛所说思者，所谓意业是。

所从思生者，即是身口业。

丑四、宣说七种业

身业及口业，律仪非律仪，

及其余无表，亦善亦不善，

从用生福德，罪生亦如是，

及思为七法，能了诸业相。

第五十八课

�、为什么说不失坏法不是见断而是修断？若承许为见断会有哪些过失？

第五十九课

�、中观派对于业果不虚的观点是怎样建立的？

午二、
如何断除
不失坏法

第五十四课-�、�

第五十五课-�

第五十六课-�、�

第五十六课-�

第五十七课-�

第五十七课-�

第五十七课-�

第五十七课-�

第五十八课-�

第五十八课-�

�、如何灭尽不失坏法？它的习气功效一并灭尽吗 ？第五十八课-�

第五十九课-�

十七、观业品-A



癸
二
︑对
此
进
行
观
察
而
遮
破

子
二
︑宣
说
业
无
自
性
之
理

子
三
︑宣
说
业
无
自
性
也
可
安
立
名
言
之
比
喻

丑
一
︑承
许
业
自
性
存
在
有
妨
害

丑
二
︑破
业
自
性
存
在
之
能
立

寅
三
︑破
享
用
异
熟
者

丑
一
︑论
中
共
称
之
比
喻

寅
一
︑应
受
未
作
业
而
破

第六十课

�、为何说“若业有自性”则有作业恒常、罪福颠倒、破坏世间规律、报应无穷等过失？
（涉及��课最后一颂）

第六十一课

�、若业本性存在，怎样从业的因法烦恼、果法、享用异熟者三方面分析不合理？
（涉及到��课最后一颂）

第六十二课

�、请详细宣说业无自性也可安立名言的两种比喻及对应意义。

�、请以教证总结此品内容。并写出学习十七品后对世俗法、胜义法的了悟和感想短文。

�、请默写并解释“诸业本不生。。。”这一偈颂。

�、此偈颂的内容各大论师的观点有何不同？为什么说实际密意是一致的？
子一、宣说业无自性故不失坏

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

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

卯一、有诸业恒常不变之过
若业有性者，是即名为常，

不作亦名业，常则不可作。

卯二、有罪福颠倒之过
若有不作业，不作而有罪，

不断于梵行，而有不净过。

卯三、有毁坏世间一切规律之过
是则破一切，世间语言法。

作罪与作福，亦无有差别。

寅二、异熟应成无穷而破
受于果报已，而应更复受，

若言业决定，而自有性者。

寅一、破因法烦恼 
若诸世间业，从于烦恼生。

是烦恼非实，业当何有实？

寅二、破果法身体
诸烦恼及业，是说身因缘，

烦恼诸业空，何况于诸身？

卯一、以一体异体破受者
无明之所蔽，爱结之所缚。

而于本作者，不异亦不一。

卯二、无有不可言思受者
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

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

卯三、无有业果受者
无业无作者，何有业生果？

若其无有果，何有受果者？

寅一、业无自性之比喻
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

如是变化人，复变作化人。

寅二、喻义相对应
如初变化人，是名为作者；

变化人所作，是则名为业。

丑二、世人共称之比喻
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

皆如幻如梦，如焰亦如响。

辛
二
︑破
彼
能
立
之
因
果⸺

观
业
品

壬
一
︑以
理
证
广
说

癸一、宣说业果自性成立之宗

壬二、以教证总结

第五十九课-�、�

第六十课-�

第六十一课-�

第六十二课-�

十七、观业品-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