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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淨律學佛院 
 

《菩提道次第略論》 

諸位法師慈悲,諸位同學，阿彌陀佛！ 

首先請大家發起菩提心，為了利益一切如母般的有情而來聽聞此法，同時

能夠如理如法地聽聞。各位請翻到講義一百四十七面，我們看到中間： 

三、兩派所共同承許其餘根本煩惱生起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前面有談到的煩惱，根據實質煩惱當中的壞聚見跟無明，有

兩派不同的說法：一派認為壞聚見跟無明是不同的，這個主要是《瑜珈師地論》

當中所承許的一種概念，瑜珈部的其中一宗；那第二派認為壞聚見跟無明是同

一個，這個就是屬於中觀宗，還有瑜珈宗瑜珈派的另外的一個枝分了，法稱論

師的這個派別，認為這兩個是相同的。 

但這個只是壞聚見跟無明之間的差別，認為同跟不同，這是比較微細的差

別。 

但是底下介紹這兩派，所共同承許的都是什麼觀念呢？就是說其餘煩惱生

起的方式。就是說，根據有了壞聚見之後，其他煩惱怎麼生起的這個方式。 

看到這個文： 

又壞聚見執著我時，遂分自他差別；如此分已，貪愛自方、瞋恚他方、緣

我便生自滿、執我為常或斷、 

先看到這裡。“壞聚見執著我”，“壞聚見”指的是“我見”，或者稱為

“身見”。“執著我”的時候，有我當然就有他，所以就分起自跟他的之間差

別，也就是我們常講的這種人我對立。 



上
良

下
因法师 

2 
 

然後呢，分了之後呢，再來就會產生種種的煩惱，包括第一個“貪愛自方”，

這個是貪，對於本身的這種五蘊身心內外有聚的一切貪愛，貪煩惱；第二個呢，

“瞋恚他方”，對於一些苦跟苦聚這種忿恚之心，就是瞋心，第二個；第三個

“緣我便生自滿”，這個是屬於慢，這個第三個，驕慢的煩惱了，然後緣著我

的功德產生驕慢的煩惱；第四個呢，“執我為常或斷”，這個是屬於第四個，

邊執見，也是邊見的部分，就是說因為執著有這個“我”，常一、主宰的我，所

以，這個時候，在“我”當中，認為它是恒常住、不變異的這個常見，或者認

為有的認為它這個是斷見，人死如燈滅，斷見，這個屬於邊執見。 

那上次我們有介紹過其實說外道有邊執見，佛法當中其實也有佛法之中的

邊執見。在佛法當中的邊執見主要從哪裡生起的呢？就是圓教的思想，就是圓

教的思想學得不善巧，會認為有個恒常住、不變異的主體叫做“涅槃”，叫做

“我”，變成一種常見，約著圓教的真如所生的常見。 

有的完全不承認“真如”的這個法，認為沒有個恒常住、不變異這個法的

存在，這個就是斷見。 

所以有禪宗古德開示當中，他會有機鋒語的對答。就古德問說：“當劫盡

的時候，涅槃這個法或者這個真如法壞，還是不壞？”讓學人去參這個話頭，

事實上就是說不管執著常或者執著斷，本質就是邊執見，這屬於邊見的一部分，

有時變成跟外道一樣，這種邊見，這個都是不對的。 

第五個呢，我們看下面的： 

執我見等及與彼相關之惡行為最殊勝。 

這是第五個“見取見”跟第六個“戒禁取見”。“執著我見等”這個是屬

於見取見。“及與彼相關”，這個惡行，這是屬於戒禁取見，認為就像外道的

這個牛戒、狗戒等等相關的惡行，認為這是最殊勝的，這是五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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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底下第七個： 

又說無有開示無我法之大師、彼所示之業果、四諦、三寶等法,生起邪見； 

這個是屬於第七個邪見的部分。邪見就是說，對這種譭謗的前後世，還有

這個作用，還有譭謗因果，譭謗事實的等等的，那這個就是邪見的部分。 

再來第八個，疑的煩惱： 

或思彼等有耶無耶、是耶非耶，心生疑惑。 

疑，這幾個煩惱，十使煩惱我們上次都介紹過了，那我們也就知道，所以

這些煩惱的根本來自於壞聚見。 

那當然，如果根據前面兩派不同的說法，有的說壞聚見之前，還有個無明，

那麼有的說壞聚見就是無明，這個是比較微細的探討。 

但總之呢，一切煩惱的根本來自於執著這個我。那當然要再細分的話，再

細分的，包括人我執和法我執。 

所以有“我”就會有“他”，這個時候，在這當中就會有貪瞋癡種種煩惱

的生起。 

所以呢，當我們知道、看到我們自己內心的煩惱生起的時候，一個修行人，

他不會隨順煩惱。就算一時控制不住，但是最起碼我們也要認識它是煩惱，內

心對自己生貪，對眾生生瞋或生驕慢，乃至有種種的邪見生起來的時候，知道

這個根本來自於對我的這種執著，那這個時候要迴光返照，去對治。 

底下總攝，總結的攝論： 

《釋量論》雲：“有我知有他，貪瞋自他分，與此等相關，將生一切過。” 

這個是總攝前面所說的煩惱生起的次第了。“有我知有他”， “有我”就

是說知道執著於我，有我執，所以呢，相對就認為有一個真實的實體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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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是我、他是他，這兩個各有各的實體；我的身心、他的身心，這兩個不相

干，而且這兩個都是真實的，這個時候對立就生起來了。 

然後接著呢，“貪瞋自他分”。“貪瞋自他分”就是說貪愛自己，瞋恚他

人，那麼這樣的分別就生起來了，稱為“貪瞋自他分”。那麼“與此等相關”，

一切的煩惱，包括見取見，戒禁取見、邪見等等的相關的煩惱，“將生一切過”，

因此就生起來。 

以上就是介紹煩惱生起的次第，因為薩迦耶見或者壞聚見而生起一切的煩

惱。所以我們學佛的人都知道，我們都是活在煩惱當中。所以我們剛開始為什

麼來到僧團，我們就要先大死一番？因為如果不大死一番的時候，有時候我們

在肯定自己的當中會不斷不斷地就不願意放下煩惱和習氣。 

再看到一百四十八面的： 

癸三、煩惱之過患 

前面分析一大堆煩惱是什麼樣的相貌，煩惱生起的這種次第、原理等等的，

那說這些的目的是要希望我們能夠修行。生起修行的心的話必需要有動力，那

這個動力是什麼呢，就是觀察煩惱的過患，真正把煩惱看成是賊，就不會把它

當成好朋友一樣擁抱而不肯放，所以接著要觀察煩惱的過患。 

這當中分為二段： 

一、煩惱有大過患，所以要將它視為仇敵。 

什麼理由呢？ 

《經莊嚴論》雲：“煩惱壞自壞他壞淨戒，退損失利護法大師斥，鬥諍惡

名他世生無暇，失得未得意獲大憂惱。” 

這個地方指出煩惱的很多很多的過患，第一個呢，“煩惱壞自”，這個壞

就是傷害，傷害自己，第一個傷害今生乃至傷害來世，因為有煩惱，今生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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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世墮落，所以稱為傷害自己，“壞自”。那麼同時也會壞他，像我們在做殺

盜淫妄的時候，事實上說也就是在傷害他人，對不對？所以，煩惱來的時候，

也傷害到別人。尤其在僧團裡面，有時候，有的人脾氣比較急。脾氣比較急的

時候，一急就起煩惱。煩惱來的時候，自己第一個先受傷害，第一個先起瞋心，

先傷害自己；再來呢，這個雙頭刃接著就傷害別人。當然 ，這個都是我們都有

的經驗，也就是大多數的人都有的經驗，“壞自壞他”。 

再來呢，“壞淨戒”。壞掉、失壞我們所受的清淨的戒法。戒法的內容就

是像殺盜淫妄，乃至八關齋戒等等的。如果我們內心有煩惱的話，貪瞋煩惱的

話，當然這些殺盜淫妄乃至八關齋戒就守不住了。破壞我們所受的清淨的戒法，

“壞淨戒”。 

再來呢，“退損”過去所修的善業退損，退失或者損壞。 

然後“失利”，失去種種恭敬與利養。像我們出家人，我們修行當中必需

要有道糧，就是居士的護持。如果說因為我們煩惱熾盛，那當然他人就不來護

持；那別人不來護持，這個時候，失去他人的利養，恭敬、利養。 

再來，“護法大師斥”，一切的護法，還有大師，這個“斥”字是斥責：

一切的外護或者這些大師們，大師當然包括佛陀，包括一切上師們的呵斥。這

個人煩惱熾盛，總會遭到呵斥。 

再呢，“鬥諍”，與人鬥諍。所以就是說，一個人煩惱重的時候，自然而

然就跟人家起爭執。那如果說相對我們常常跟別人起爭執的時候，那麼就迴光

返照，是我們煩惱太重，這是“鬥諍”。 

再來，“惡名”，帶來種種的惡名聲。大家都知道這個人煩惱很重，大家

看到他，就儘量閃避，能夠閃多遠就閃多遠。因為你會跟他在一起，到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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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煩惱，惡名聲這樣傳播出去。我們一個弘法者，有惡名聲的話，那怎麼弘

法呢？那你還怎麼利益眾生來行菩薩道呢？這是“惡名”。 

然後呢，“他世生無暇”。這個八無暇，我們過去介紹過了，人道的四種，

還有再來，三惡道跟無想天，這個是八無暇。八無暇怎麼來的呢？當然，過去

煩惱而來的。比如說我們今生有煩惱不對治，下輩子墮落三惡道，得不到人的

果報了，那就是八無暇了。 

再來呢，“失得”，“失得”就是失去過去所得的功德，這個就是“失

得”。 

前面不是“退損”嗎，前面第一行的中間“退損”，“退損”就是說這是

一種損害，退失，他是一種損害；那“失得”就是完全失去了。 

就像古人說“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可能一個煩惱，很猛烈的煩惱

生起來的時候，過去所修的，比如說，長時間修行的功德就這樣退失掉了，叫

“失得”。 

還有“未得”，這個“未得”是通以上的“失”，這個“失得”，還有失

去未得”。失去未得就是說未來將生的功德也生不起來，這叫“失未得”。 

總之“意獲大憂惱”。 

像《經莊嚴論》，這個頌文很好，各位可以常常去念，“煩惱壞自壞他壞

淨戒”等等的，“退損失利護法大師斥”一邊誦念的時候，一邊去思維，我們

過去起煩惱的時候，確實是這樣子，“壞自壞他壞淨戒”等等的。 

那常常去不斷不斷去思維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對於你的煩惱就會產生一種

強烈呵責、厭惡的心。就不會說像過去一樣，對於自己的煩惱很隨順，“反正

以後再對治，不急，我剛出家而已，有煩惱很正常”就不會有這種得過且過的

心態，煩惱生起你就會真正地去很認真地想辦法去對治它。那這個時候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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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修行的路上就會有事情做了，就不會說不知道“我為什麼要修行？”就不

會了。 

看下一段： 

《入行論》中亦雲：“瞋愛等怨敵，全無手足等，非勇亦非智，何令我如

僕？” 

看到這裡。嗔煩惱、貪愛的煩惱等等的怨敵，這些十使的煩惱，乃至八萬

四千的煩惱，這就是怨敵。要先確認它的地位是怨敵，不要說“我今天生氣是

應該的、我今天起貪愛心是應該的”我們修行人就不這麼想。 

這些怨敵呢，“全無手足等”，它們沒有手跟腳，不會自己來；然後呢，

也沒有辦法用手足來抱住我們、抓住我們。 

然後呢，“非勇亦非智”，它本身並不是有很大的勇力，或者煩惱本身並

不是有很大的智慧，那麼就是說它不是一個大威德的一個境界。 

“何令我如僕”？為何令我們對煩惱就像僕人一樣？我們一般要是你沒有

去好好對治的話，就煩惱要我們向東就向東、向西就向西，要我們笑就笑、要

我們跳就跳，都是這樣子的，我們面對煩惱的時候就像僕人一樣。但是在我們

人我對立的時候，就是“憑什麼我要聽你的”這種對立的心態；但面對自己煩

惱的時候，像古德說，就是像“繞指柔”，像香煙繞瞭一樣，或像蛇盤繞一樣，

非常地隨順、非常地恭敬，像僕人一樣。我們就反省這個事情，為什麼我們面

對煩惱就像僕人一樣呢？ 

看下一段： 

安住我心中，任意傷害我，猶忍不瞋彼，忍非理應斥。 

“安住”就是說煩惱深深地住在我心中，然後可以任意地來傷害我。像各

位我們在讀這個頌文的時候，比如說你在觀修的時候，你一邊去回憶你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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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其是你最粗重的煩惱，你想想它過去是怎麼樣地一而再，再而三不斷不斷地

傷害你；你是怎麼樣怎麼樣的像僕人一樣恭敬隨順著它，去想這個事情。 

“猶忍不瞋彼”，這樣子傷害我的一個境界，但是我們卻能夠安忍，而對

它不會產生瞋恨心。對不對？你看，要是其他的人，打我們一下、罵我們一下，

稍微傷害我們，我們可能會記他一輩子，記恨，記一輩子；但是，煩惱生生世

世不斷地傷害我，這種傷害甚至是把我們牽引到地獄道受苦，但我們卻不斷地

安忍，而對它沒有產生瞋恨心。這什麼道理呢？我們來想一想。 

然後呢，“忍非理應斥”，這種忍辱是非理。就是說，對煩惱的這種包容，

這種包容的心、這種姑息的心是非理的，我們應當去呵斥它。所以，藕益大師

告訴我們修行人“骨宜剛，氣宜柔”，面對煩惱的時候這骨要剛，要剛骨，因

為那樣的忍辱是非理的。 

下一段： 

一切天非天,縱與我為敵,然彼不能引,我入無間火；強力煩惱敵,剎那擲我

入,彼中須彌遇,灰燼亦無餘。 

一切天人、非天，非天包括一切鬼神、阿修羅等等的一切眾生，縱然這些

眾生與我為敵，我們跟他對立，結為仇恨，甚至呢，他們把我們給殺了，就算

他們把我殺了，“然彼不能引”，這些怨敵也不能引導我們，也不能引我入於

無間火，也不能引導我到無間地獄受火燒的痛苦。縱然怨敵再怎麼兇猛，把我

們殺死了，殺死也不見得墮入三惡道，甚至也不會說因此而墮落無間地獄的大

火當中，這是怨敵的部分。 

下一段，反過來：“強力煩惱敵”，這個強大的煩惱，所謂“強力”就是

我們過去講的，包括你發作的時候非常的猛烈，一次性地很猛烈；也包括你數

數地熏習，也不見得或者很猛烈，但是你數數地熏習，造作這個煩惱的業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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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了。這種強力煩惱的敵人“刹那擲我入”，煩惱一發動的時候，一刹那就把

我丟進哪裡呢？無間地獄大火當中。就是說，當然就算不是現在馬上，但是呢，

在我們阿賴耶識當中馬上就種下了無間地獄的這個業。無間地獄的業，其實好

像也不算太難，各位看看《地藏經》就知道了，為什麼眾生會入於無間地獄。

去看看，有時候我們煩惱很熾盛的時候，有時候一次性發作的時候，可能就在

心中就結下這個業，一刹那就擲我入於無間地獄當中。 

“彼中須彌遇”，這個“彼”的話，是指無間地獄中的火。無間地獄的這

個大火，縱然是須彌山遇到的話，也是“灰燼亦無餘”。 

就是說無間地獄的火它強到什麼程度呢？須彌山，根據經典講它是由七寶

所成的，那當然是有神通的人看得到，須彌山它是由七寶所成。但七寶所成的

這種須彌山，遇到了無間地獄的大火，也馬上化為灰燼，沒有剩的。 

就是說，這個是個對比，怨賊他能夠殺害我們，但是，他不能夠使我們墮

入無間地獄受猛火的燒煮；但是強大的煩惱，我們過去認為是好朋友的，我們

過去不想放下的，認為我煩惱是應該的，這種強大的煩惱，它給我們帶來的卻

是無間地獄的大火，但是我們卻一直把它當作好朋友，這是什麼道理？我們要

去好好體會，思考思考、體會體會，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子？這是一個類比。 

看第二個類比： 

我心煩惱敵，長時無始末；餘一切怨敵，不如此長久。 

我心中煩惱的敵人，“長時無始末”，這個“長時無始末”就是說我們煩

惱是無量劫來的串習。長時無始末，沒有開始，稱之為“長時無始末”，我們

內心的煩惱敵人是無量劫來就有了，沒有開始的，未來也無窮無盡，沒有結束。

長時間，沒有始、沒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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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相對的，與一切怨敵，一切世間的怨敵，它都是不決定的。我們前面介

紹輪回當中的六種苦，這種冤親不定的苦，今生是冤家，下輩子可能變成恩愛

眷屬；那今生是恩愛眷屬，下輩子可能變成冤家。所以冤家，世間的冤家很少

就是說生生世世結冤的，這個很少。就是不決定，常常變來變去、變來變去。 

“餘一切怨敵，不如此長久”，但是我們煩惱的敵人，它跟我們結怨的時

間卻是無窮盡的，從過去無量劫以前，到未來際。這麼樣子的怨敵，我們卻一

直把它當作好朋友，我們又是什麼樣的心態呢？這個也是讓我們去思考的問

題。 

第三個： 

若隨順侍敵，彼皆利樂我；若近諸煩惱，複遭苦損惱。” 

第三段的類比。如果你面對世間的敵人你能夠隨順他，或侍奉你的敵人，

等於說你對你的敵人完全投降，你就做他的奴僕吧，隨順他、侍奉他，“彼皆

利樂我”，那麼這個時候世間的敵人，他很有可能，他反而把你看做一個非常

親厚的人而能夠利益你，之間結的怨仇就此消除，反而你可以從你的世間的怨

敵當中，得到大的利益，他能夠利益你。 

但相反的呢，“若近諸煩惱”，你說我隨順、我侍奉煩惱敵人，它煩惱敵

人能夠利樂我嗎？當然不可能。你越隨順、越侍奉你的煩惱敵人的話，那麼“複

遭苦損惱”，你將會遭遇到更大的損惱，所以比世間的敵人還要利害。 

從這個三段，世間敵人跟煩惱敵人做類比，發現煩惱敵人的傷害長久性，

遠遠超過世間的敵人。所以“應思此處所說過患”。 

這個《入行論》的頌文很長很好，如果你歡喜短的，短的頌文你就誦《經

莊嚴論》的頌文。你喜歡長的就誦《入行論》，或者你這兩個都讀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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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呢，我們面對煩惱的話，首先就是呵斥它。呵斥的方法就是根據《經

莊嚴論》，或者《入行論》的這個文。它這個文都很好，各位可以常常去讀誦。

希望這個學期，兩個多月，課程結束了，再來，我們所學到的這些經論的這些

法寶，我們都能夠繼續留在心中，也留在各位的心中、也留在我的心中。我們

再來就是都能夠很努力地去實踐它，實踐今天我們所學習的道理，去操作，操

作這些法義。 

第二段、結合先賢的言教而修對治的方式。 

底下看先賢的開示： 

袞巴瓦雲:“欲斷煩惱,須先了知煩惱之過患、性相、對治及能生因。 

袞巴瓦尊者他說，你想要斷煩惱，這是我們共同期許的——斷煩惱。 

麼首先呢，第一個，必須先要瞭解煩惱的過患，就是剛才前面所講的煩惱

的過患，你要先瞭解。如果你不瞭解過患的話，我們前面學習的十使煩惱，學

了一大堆的煩惱的道理，學了也都是成了理論。就像世間的佛教學者一樣，他

也能分析一大堆道理，但是呢，他也不會去修。這個就是要先瞭解過患。 

第二個呢，“性相”，就是你要對什麼是煩惱的本質要很清楚，“性相”

就是定義，這個第二個。 

性相、對治，能生因，二、三、四，第一個是過患，第二個是性相，第三

個是對治，第四個是能生因。第一個“過患”是修意樂，就是生起對治煩惱的

意樂；二三四就是修對治煩惱的加行。 

你要對治煩惱，加行： 

第一個呢，你要去觀察它的定義。因為我們活在煩惱當中，無量劫我們心

跟煩惱合而為一，我們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做煩惱了，所以這個時候，透過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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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知道什麼是根本煩惱、什麼是隨煩惱，各式各樣的內容，真正地瞭解

什麼是煩惱。 

像各位如果上個學期《百法明文論》有好好學的話，真正往自己心中去會

的話，你會發現到說，那些煩惱的心所，都每個心所都是那麼熟悉，都是我們

常常讓我們心中顯現的。那所以說，你要先瞭解煩惱的性相，自性和相狀。就

像我們各位學《百法明文論》的時候，貪煩惱，有它的自性和業用，每個煩惱

都是有它的自性和它的業用，就是對它的定義要很清楚，這是“性相”。 

第三個呢，是“對治”。“對治”就是說，煩惱已經生起的話，你要去好

好的去對治它。知道是什麼煩惱，然後也知道對治的方法。很多的，很多方法

要知道。 

第四個呢，“能生因”，這個是煩惱沒有生起來的時候，怎麼樣遮止讓它

不要生起。你要遮止煩惱不讓它生起，當然你要去想一想，這個煩惱為什麼會

生起?有很多內因、外緣這個原因。然後，把這個能生的這個因去掉。 

比如說有的人他容易發脾氣，這個當中有包含了個人的我執太重；那麼也

包括了個性可能特別急躁；那還包括有些人跟他是特別不對眼等等的，這個都

是“能生因”，瞋煩惱能生因。 

那知道這些之後呢，就各別各別地去防護。我執太重，怎麼樣觀？照見五

蘊皆空；個性太急，怎麼樣叫自己個性別那麼急；有的人，就是容易起衝突的

人，儘量閃避。從事相上、從理上去對治。這個都是“能生因”，你知道之後，

不止就是說煩惱生起要對治，還要去遮止它生起的因素。 

這個就是說明要斷煩惱的方法，這四點。 

看下面詳細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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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過患已,視為過失,執為怨敵;若不知其過患,則不知為怨敵,是故應如《經

莊嚴論》及《入行論》所說而思維之。” 

第一個談到“知過患”。你若要知道過患，就才有辦法把煩惱視為怨敵，

你才能夠不隨順它，才能夠不隨順它而能夠生起真正的對治。 

那就不會像我們剛開始初學佛的時候，或剛開始不懂修行的時候，總認為

外面的人不對。而真正修行就會發現，一切錯誤、一切障礙都來自我自己，這

個煩惱的怨敵。這個是我們修行人的一個正確的心態，真正地看到自己的怨敵，

而不是把怨敵安立在外面的人、事、物。 

這個就是一個人修行上不上路的一個表相之一了，不在於說他功課做多少， 

而是他的怨敵到底是誰？他的怨敵如果是外在的人、事、物，那這個修行人永

遠是外行。不管你學了多少經論、做多少加行，都一樣。如果他的怨敵真正的

是看到是自己煩惱的話，那麼這個人的修行是上路了，真正開始走上修行的路

了。 

所以相反的，如果不知其過患，你就不知道它是怨敵。不知道怨敵，當然

是擁抱敵人。擁抱敵人的話，就永遠地隨順它、侍奉它。然後到最後為它所傷

害，今生傷害，來世也傷害。所以應當如同《經莊嚴論》或者《入行論》所說

而去認真地思維它，思維煩惱的過患。第一個，瞭解過患。 

再來呢， 

又雲：“欲知煩惱之性相者，須先聽聞《阿毗達磨論》，至少亦須聽聞《五

蘊差別論》，了知根本及隨煩惱，次於相續任起貪、瞋等時，便能明辨而念：

‘此即是彼，它今生起。’與煩惱鬥。”應當如此了知。 

第二個談到，要知道煩惱的性相，就是說我們知道煩惱是個敵人之後呢，

你要很清楚地知道煩惱性相。因為一個修行人，就是說你要對煩惱要瞭解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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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至少要知道現在是跟煩惱相應，還是跟清淨心相應？要很清楚，甚至到微

細處,“我心中快要起煩惱了”，這個也要知道。 

所以要瞭解煩惱的性相的話，必須先聽聞《阿毗達磨論》，象《阿毗達磨

俱舍論》，這個就是一個很基礎的教材，裡面這個介紹，內外五蘊世界的自性，

介紹得很清楚，《俱舍論》。那至少也去聽聞《五蘊差別論》，象我們漢地有

《五蘊論》，那《五蘊論》或《廣五蘊論》它的內容事實上跟《百法》也很像，

就是我們現在所學的《百法明門論》很像，介紹五蘊的作用，提到種種心所的

差別。所以一開始我們都要學《百法明門論》，這個是很重要的，瞭解什麼是

善、什麼是煩惱，所以瞭解了知煩惱，還有種種的隨煩惱。 

接著呢，在心相續當中，如果“任起貪、瞋等”煩惱的時候，你就能夠很

清楚，就能夠“明辨”而去意念，心中去意念“此即是彼”，“此”就是說我

現在這個心“即是彼”，這個“彼”是煩惱，我現在的心是跟煩惱相應，知道，

那麼“它今生起”。就是說剛開始的時候，可能煩惱已經開始很劇烈了，你才

知道。後來，隨著你的心越來越細、越來越定，到最後煩惱稍微萌動的時候，

你就能夠知道，“此即是彼，它今生起”，或者“它今快要生起”。 

就像天氣快下雨了，這個天陰陰的，潮濕的，你就知道快下雨了。我們到

最後就是面對自己的心就是要這樣子，快要生起煩惱的時候，就已經覺察到了，

趕快轉彎，趕快轉過去。 

然後呢“與煩惱鬥”，跟這個煩惱抗衡，“應該如此了知”。 

以上就是觀察煩惱的過患。 

接著我們看到： 

壬二、由彼集業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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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這個經文的科判，看到科判表八。表八當中，這個當中屬於“辛

二、思維集諦趣入輪回次第”。“壬一”是“生起煩惱的道理”，告訴我們什

麼是煩惱，煩惱的過患和生起的次第。“壬二、由彼集業之理”，有煩惱，那

當然就造業。我們知道集諦當中有兩個，一個是惑、一個是業，煩惱就是惑。

惑介紹完了，接著我們介紹由煩惱所發起的業的相狀，就是業的部分。 

回來講義一百四十九，“壬二、由彼集業之理”。“由彼”這個煩惱，“集”，

“集”就是累集，累集業的原理。 

，分為二段： 

那癸一、明辨所集之業。癸二、如何集業之理。 

癸一、明辨所集之業。 

先不說惑怎麼推動業，在講之前先來介紹業的本身有種種的差別。 

“明辨所集之業”分為二段：第一段、思業。第二段、思已業。 

簡單講“思業”就是說你還在籌量、計畫，還沒有真地推動身口去做，叫

“思業”，全部都是第六識的思心所在造作的業。“思已業”呢，就是說你思

維之後，事實上去操作了，產生動作就叫做“思已業”，這兩種差別。 

一、思業， 

思業：與心相應，役使其心於境轉動之心所意業； 

“思業”，先定義它的本質，它的本質是“與心相應”，所以它是心法，

它不是色法，與心相應的心法；然後呢，這種心所呢，它能“役使其心”，這

個“心”指的心王，這個與心相應的思心所，它會推動心王，“於境動轉”。 

於境動轉，比如說我們今天貪愛一個境界，你看到桌上這個美食太好吃了。

美食太好吃的時候，你看這個美食很好吃，心中就開始打種種妄想，要施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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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名言：“這個飲食酸甜苦辣，多麼的好、多麼的香，顏色多麼的好、材料

多麼的好”，你這個飲食上加了很多很多的名言，這個叫什麼？“於境轉動”。 

在這個境界上，不斷不斷地緣慮，不斷不斷地去思維它，這個叫“於境轉

動”。 

起瞋也是一樣，你討厭一個人，就想這個人多麼多麼的差，你這個時候指

在心中不斷不斷地盤旋對方多麼差的概念的時候，叫做“於境轉動”的這種心

所的這種意業。 

這個是第一個，是屬於思業的部分。 

第二段、思已業中分三： 

一、正文。 

思已業：思所發起身、語之業。 

先來介紹什麼叫“思已業”。正文先介紹，就是說透過“思”，思心所，

所發起來的身語的業，就是說有思心所的推動，接著就去造作事實上的行為。

比如說身業的殺盜淫，口業的妄言、綺語、兩舌、惡口等等的惡業，或者善業，

這個叫“思已業”。那麼我們在《唯識學》上會用另外的名詞來定義它，審慮

思、決定思、動發勝思。前面審慮思、決定思，是屬於思業相應的。審慮，緣

著這個境界不斷不斷地動轉，然後最後決定思，是一種決定想造作的意念，稱

為決定思。再來“動發勝思”，就是發動身語的思心所，就是 “思已業”。 

這也就是說前面的思業只是內心的在想，那麼“思已業”就是說，你想了

之後，你實際上推動身口去造作的業。 

底下再來就是要討論第二個、思已業的體性。 

討論伴隨著身口，就是第六意識的思心所，伴隨的身口來造的業，它這個

體性，它是屬於色法，或者是心法等等的，是討論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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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師許此分有表、無表二種，唯是有色； 

先看到有部的看法。有部的論師，“許此”就是說認為思已業，分為有表

色、無表色。各位學《百法》也學過了，“有表色”就是我們身體的禮拜，你

可以看得到在跟人家禮拜，有表，有這種表彰，表現出來的，是我們尤其這個

眼識能夠緣到的境界，這叫有表色。就是說，可以說前五識可以緣到的境界，

這是有表色。好像禮拜，或者就是說，這種殺生惡業，好的話，就像禮拜，惡

業，像殺生，這都屬於有表色。 

那麼，“無表色”呢，它就是說它本身是由色法所生起的一種業，所以稱

之為“色”。但是呢，他不是我們前面的五識所能夠領納的境界，那麼稱為“無

表”。就像什麼呢？我們在受戒之後，在我們心中納受的戒體，定義作“無表

色”。 

因為這個戒體怎麼來的？透過前面的面對三寶的境界，禮拜、懺悔、發願，

然後念羯磨文等等的，前面的都是屬於有表色的部分，有表色的業，或者在《在

家備覽》裡面稱為作戒；後面當你透過這些儀軌之後，三皈依，比如受三皈五

戒，三皈依念完之後，然後三次觀想之後，這個時候在你心中就結下一個業性。

在你心中結下業性呢，這個時候就是無表色。 

因為它是由前面的作戒，有表的作戒而引發的，所以它稱為“色”；但是

呢，在你心中的這種戒體的業性，已經不是你的前面五識所能夠緣的，所以稱

為“無表”。在《在家備覽》裡面，它定義作“無作戒”。前面禮拜、懺悔、

發願，乃至念三皈依的羯磨文，在第三次念完之前，這個都是屬於“作戒”，

有表色的部分；當你三皈依念完之後，在你心中構成那個業性，那個就稱為“無

表色”，在你心中所構成的這個就是無作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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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師認為就是有表色跟無表色，就是說，思已業，我們內心第六識心的

推動，造作身語的業，有部師他把它定義成有的有表色，有的無表色。無表色

就是戒體，這個戒體是一部分了。惡業，當然有惡業的無表色，透過前面的造

惡業的身口的行為，有表的身口的行為所結下的這種業性，也稱無表色。 

有部師把它分為有表色跟無表色二種。這兩個呢，“唯是有色”，就是說，

這兩個都把定義做色法。所以，有部的認為思已業的本質是屬於色法，簡單講

就是這樣子。不管有表色、無表色，他認為我們造身口的業的本質是屬於色法

的業。那當然前面你在心中在盤旋、你在思維的時候呢，那個是心法的業。心

推動身口所造作業的時候，這個時候是色法的這個業，這個是有部師的看法，

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像聲聞戒法他在受戒的時候，會很特別強調外在的這個境界，壇

城、三寶境界否如法，因為他認為這個戒體無表色是來自於前面的這個色法而

來的，所以前面的色法是否是如法，它是很重要。 

好，我們先下課休息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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