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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出世間一切種清淨 一、入聖諦現觀

 

1.  

2. 明漸次： 

謂有如來諸弟子眾，已善修習世間清淨 

一、由正知： 

知長夜中，由妙五欲積集其心。（四）食所持故，長養其心（令無色

蘊相轉增勝），於彼諸欲生愛樂故，而於諸欲深見過患。 

於上勝境（斷界：見道、離欲界：修道、滅界：無餘依），見寂靜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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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厭離： 

彼於戲論界易可安住，謂於世間一切種清淨； 

於無戲論界難可安住，謂於出世間一切種清淨。 

於彼（禪定樂）厭惡而住，非不厭惡 

3. 善修治 

五處二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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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標列厭患： 

又此住正法者，於無戲論涅槃界中，心樂安住， 

樂欲證得。由闕沙門果證增上力故。 

1.於己雜染相應，心生厭患； 

2.於己清淨不相應，心生厭患； 

3.於己雜染相應過患，心生厭患； 

4.於己清淨不相應過患，心生厭患； 

5.於己清淨見難成辦，心生厭患 

3.2. 1. 雜染相應 3： 

一、生雜染相應：（煩惱）未調（道品）未順而死 

二、煩惱雜染相應：死已當墮煩惱大坑（無明） 

三、業雜染相應：由彼煩惱自在力故，現行種種惡不善業，往有怖處

（當墮惡趣，生那落迦） 

3.3. 2.清淨不相應 3：以下為三清淨 

一、諸煩惱斷究竟涅槃，名無怖處。 

二、能證此，謂依增上心學善心三摩地（心自在、定自在）。 

三、能證此，於增上慧學正見（無分別智）所攝微妙聖道。 

3.4. 3.雜染相應過患 3 

一、老病死苦根本之生。 

二、自性苦（為諸行麤重所隨）生無暇處（無佛法處）。 

三、一切（58）處生無常性。 

3.5. 4.清淨不相應過患 3 

一、於邊地生，未能止息。 

二、於惡道生，未能止息。 

三、於在家眾諸（五）無間業，未能堰塞。 

四、於出家眾無量（62）見趣，未不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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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雖由世間道，乃至有頂（無色界）若定、若生，而於無初後際 

 生死流轉（實無先後性，是即流轉真如），未作邊際（未出三界）。 

3.6. 5.於己清淨（戒定慧）見難成辦 2 

初五相： 

一、若捨不為，不能自作故。 

（捨方便，不修正行，聖道不生故） 

二、（Except）於所餘事（外），非請他為能成辦故。 

（所餘世事，或請他為而能成辦；清淨不爾，非請他為能成辦故） 

三、決定應作（修行）故。由於自心未令清淨，必於眾苦不得解脫成吉

祥性。 

四、非於惡業現在不作（種子還在），即說彼為已作清淨，即名已得於

現見法永離熾然。無對治道，先所造作惡不善業，必不壞故。 

五、由彼清淨（涅槃）（有）學、無學道（循序努力修行）證得所顯故。 

觀清淨，由此五相難可成辦，心生厭患。 

後一相： 

又復發起堅固精進（殷重加行），為欲證得。 

3.7. 總顯差別 2： 

一、辨心相 3： 

觀見雜染清淨，相應不相應故，心生 1.厭患。 

又由觀見雜染清淨，相應不相應過患故，心生 2. 怖畏。 

於清淨證得，及雜染斷滅中，有懶惰懈怠故，心便 3.遮止 

二、明漸次 2： 

1.又由作意思惟彼（20）相故，心生厭患；即於此相多所作（即於此

相多所修習）故，心極厭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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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厭患、極厭患，怖畏、極怖畏，遮止、極遮止，當知亦爾 

3.8. 總結修相：如是彼以由厭俱行想（於諸行思惟無常及苦），於五

處所，以二十種相作意思惟故，名善修治。 

 

4. 善安住 

五因二十相 

 

4.1. 一、復有五因，二十種相之所攝受，令於愛盡寂滅涅槃（由無明

觸所生受滅，故愛滅；由愛滅故，得無生法），速疾多住，心無退

轉，亦無憂慮 （於）謂（凡）我（轉依後）我今者為何所在。 

二、必能趣入正（法）性離（煩惱）生，入諦現觀，證聖智見。 

三、如是五因，當知依諦現觀逆次因說（先勝後劣），非順次因。 

4.2. 1.由通達作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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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一、通達障礙： 

於空（無自性）、無願（不愛非愛）、無相（無分別相）加行中，

於隨入作意微細現行，（或）有間（不相續）、（或）無間（相

續）隨轉我慢俱行心相能障現觀作意，正通達故 

 

4.2.1.1. 玅境長老： 

在禪定中觀察無我，名為空行； 

觀無常、苦，就是無願行； 

觀察色受想行識是空無所有，名為無相行 

4.2.2. 二、棄捨麤重： 

既通達（我是不可得）已；於（三三昧）作意俱行心任運轉中， 

能善棄捨（我慢），令無間滅。 

4.2.3. 三、思惟真如： 

依無間滅心，由新所起作意，以無常等行如實思惟。 

（能障現觀我慢動相無間滅已，無間心生，於四聖諦作意觀察，方

便流注，無有間斷，依四聖諦十六行相如實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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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四、現觀智生： 

由此作意修習、多修習故，所緣能緣平等平等（無分別）智生。 

4.2.5. 五、了自所證： 

彼於爾時，能障現觀我慢亂心便永斷滅，證得心一境性。 

便自思惟：我已證得心一境性，如實了知。 

4.3. 2.由所依 6 

 

4.3.1. 一、1入 2住 3出相： 

又若先以世間道得三摩地，亦得圓滿，亦得自在。 

彼或於入、出、住三摩地相，謂由此（如前文，善取其相）故入、

出、住三摩地；於此諸相作意（三三昧）思惟，安住其心，入諦現

觀。 

4.3.2. 二、4止 5舉 6捨相： 

若得三摩地，而未圓滿，亦未自在。彼或思惟止相、或思惟舉相、

或思惟捨相，安住其心，入諦現觀。 

4.4. 3.由入境界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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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又有二法，於修現觀極為障礙 

ㄧ、不正尋思所作擾亂，心不安靜 ：為對治修阿那波那念 

二、於所知事其心顛倒：為對治修諸（四）念住 

如是當知由入（所緣）境界門故，其心安住。 

4.5. 4.由攝受資糧 4 

 

4.5.1. 一、遠離非處： 

又於妙五欲樂（食、衣、住的利養恭敬）習近者， 

（相對於）於聖法毗奈耶，（是）非所行處。 

4.5.2. 二、樂斷樂修： 

既遠離已，依諸念住樂斷（煩惱）樂修（聖道）。 

於晝夜分，時時觀察自他所有衰盛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風）等事，心生厭患。 



9 

4.5.3. 三、修習隨念： 

又復修習佛（六）隨念（行）等，令心清淨。 

4.5.4. 四、安住聖種：又復安住諸（四）聖種中。 

4.6. 5. 由攝受方便 3 

 

4.6.1. 一、初二加行方便相： 

甲、自於契經阿毗達磨，讀誦受持，修正作意，於蘊等 

（六善巧：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及根）事令極善巧。 

乙、依他師教，所謂大師（佛）、鄔波柁耶（親教師）、阿遮利耶

（軌範師）。於時時間，教授（定慧）教誡（戒律），攝受依止。 

4.6.2. 二、後一正加行相： 

尸羅淨所有作意，名正加行作意思惟。 

彼自思惟尸羅清淨，故無悔惱；無悔惱故， 

便生歡喜；廣說乃至心入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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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1. （《卷二十二》 戒律儀：十勝功德） 

一、第一勝利 

謂諸所有具戒士夫補特伽羅，自觀戒淨，便得無悔； 

無悔故歡；歡故生喜；由心喜故，身得輕安；身輕安故，便受勝樂； 

樂故心定；心得定故，能如實知、能如實見；實知見故，便能起厭； 

能起厭故，便得離染；由離染故，證得解脫； 

得解脫故，便自知見我已解脫， 

乃至我能於無餘依般涅槃界當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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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2. （《卷十一》 三摩呬多地：初靜慮中於五法修習圓滿。謂

歡、喜、安、樂及三摩地。） 

1、歡者，謂從本來清淨行者，觀資糧地所修淨行，無悔為先，慰

意適悅，心欣踊性。 

2、喜者，謂正修習方便為先，深慶適悅，心欣踊性。 

3、安者，謂離麤重，身心調適性。 

4、樂者，謂由如是心調適故，便得身心無損害樂及解脫樂；以離

彼品麤重性故，於諸（欲恚害）煩惱而得解脫。 

5、三摩地者，謂於所緣審正觀察，心一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