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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經 會編 
 
五三；                    五三（  二七〇）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

時、世尊告諸比丘：「無常想修習、多修習 
 
，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

明。譬如田夫，於夏末秋初，深耕其地，發荄、

斷 
草。如是比丘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

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譬如比丘！ 
如人刈草，手攬其端，舉而抖擻，萎枯悉落，取

其長者。如是比丘！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 
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譬如

菴羅果著樹，猛風搖條，果悉墮落。如是無常想 
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

掉、慢、無明。譬如樓閣，中心堅固，眾材所依 
，攝受不散。如是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

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譬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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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眾生跡，象跡為大，能攝受故。如是無常想修

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 
、慢、無明。譬如閻浮提，一切諸河悉赴大海，

其大海者最為第一，悉攝受故。如是無常想修習 
‧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

慢、無明。譬如日出，能除一切世間闍冥。如是 
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

色愛、掉、慢、無明。譬如轉輪聖王，於諸小王 
最上、最勝。如是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

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諸比丘 
！云何修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

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若比丘於室

露 
地，若林樹間，善正思惟，觀察色無常，受、

想、行、識無常；如是思惟，斷一切欲愛、色

愛、 
無色愛、掉、慢、無明。所以者何？無常想者，

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 
得涅槃」。佛說是經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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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立」： 
復次、由四差別，當知修習 一切種行 
無常、苦想。 
何等為四？ 
一、果 差別 故， 
二、自性 差別 故， 
三、品類 差別 故， 
四、方便 差別 故。 
 
果差別者，謂修此想，能遣一切欲貪、色貪 
及無色貪、掉、慢、無明。 
 
當知此中顯示三種本煩惱斷，及 
顯三種隨煩惱斷。 
 
欲貪 煩惱，掉 為助伴； 
色貪 煩惱，慢 為助伴； 
無色貪 惑，無明 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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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差別，謂於此中顯示下分、上分結盡。 
 
自性差別者，謂於此中， 
由正修習 聞所成慧，說名親近； 
由正修習 思所成慧，能入修故，說名修習； 
由正修習 修所成慧，名多修習。 
 
又由修習 了相作意，故名親近； 
唯除加行 究竟作意， 
由正修習 諸餘作意，故名修習； 
修習加行 究竟作意，名多修習， 
是名第二 三種差別。 
 
又由所依、所緣、作意，隨其次第， 
當知是名為乘、為事、為隨建立。 
 
又由長時串修習故，說名 純熟， 
數數無倒修方便故，說名 善受及與善發。 
 
品類差別者，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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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如是無常想時，速能永拔 一切隨眠， 
棄捨 下地一切善法， 
攝受 上地一切善法； 
於餘一切不淨想等 最高廣性，能善住持， 
遍行一切，猶如觀察 所取之事。 
 
即如是觀 能取之事，彼相解脫，能得 
無漏 無常之想。 
 
若有漏想，若無漏想，如是一切皆於涅槃善能隨

順、趣向、臨入，皆能對治無明大闇，一切永

斷。 
永斷彼故，清淨鮮白。 
 
諸無學想，皆由一切無漏學想增上故得。 
 
方便差別者，謂 獨處空閑， 
以無顛倒、數數作意，觀察諸行無常之性。 
 
由無常想，住無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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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見道中，既住無漏無我想已， 
於上修道，由有學想 永害我慢，隨得涅槃， 
二種皆具。 
 
『相應部』（二二）「蘊相應」一〇二經。 
經說修無常想，又如『瑜伽師地論』卷八三說

（大正三〇‧七六五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