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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辨了不了義分二 」「甲一、依止解深密經 甲二、依止無盡慧經 」 

1. 在此，最主要就是講說要認知什麼是勝義諦，什麼是世俗諦。所謂的

勝義諦就是指究竟真實義也就是指空性，而世俗諦就是非空性的這一

些世俗法，這個就是世俗諦。關於空性的道理就是依著佛經、依著佛

語來了知空性的內涵。佛世尊在認知空性也就是認知究竟真實義的時

候，一些經典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2. 所化機對於佛陀在初轉法輪開示以自性相成立，而在中轉法輪卻又開

示非以自性相成立。因此對於二者的道理產生疑惑，於是請問了佛世

尊。佛世尊就回答了初轉法輪這樣子講的原因，以及二轉法輪這樣子

講的理由在哪裡，於是最後就開示了末轉法輪，也就是所謂的《解深

密經》。 

3. 依著這個科判，宗喀巴大師第一個先按照《解深密經》所開示的空性

的道理來做講說，第二個就是按照《無盡慧經》所說的真正的空性的

內涵來作講說。 

4. 按照宗喀巴大師所作的《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裡面來看，首先就是

提到無著菩薩按照《解深密經》所開示的空性的道理來做解釋，之後

就講到龍樹菩薩是按照《般若經》所說的內涵來解釋空性的道理。格

西說他的《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是藏文，乃至到 89頁之間都是無著

菩薩依照《解深密經》的說法而來講說唯識派的主張以及空性的道

理。所以宗喀巴大師就先列出《解深密經》的經文了以後，也列出了

世親菩薩的解釋，還有其他唯識師的這一些解釋。 

5. 《解深密經》就是說明初轉法輪為什麼這麼說以及二轉法輪為什麼這

麼講？最主要就是在開示空性的道理。關於這些經文你們第一次聽可

能會覺得困難，因為這個是關鍵扼要的地方，所以也不得不作說明，

如果不懂的大家可以再反覆地去聽。 

⚫ 「依止解深密經」 

1. 在提到依止《解深密經》，也就是講到經裡面到底說了什麼，以及無



著菩薩還有世親菩薩，他們是怎麼樣解釋的，在這之中所提到的內容

就是如此。 

2. 宗喀巴大師非常的擅巧，也就是依著科判而來講說其中的扼要。在此

分四個科判來說明，這四個科判每一個科判的意思，如果能夠大概性

的了解會非常的好。 

3. 在《解深密經》裡面就有提到說，在初轉法輪佛陀宣說諦實成立，而

在中轉法輪佛陀宣說非諦實成立，就有人提出了這個疑惑了以後，佛

陀就做回答。關於問跟答的部份在《解深密經》裡面都有講到，所以

如同科判裡面所提的「問經離相違」。第二個是「答離相違」。接下來

講到「明三自性體 」，也就是對於佛陀所做的回答再詳細的廣說。將

佛陀的回答以簡略的方式來說明，這個就是第四個科判所說的內容，

就是「白彼結成義」。 

⚫ 「問經離相違」 

1. 也就是針對佛陀在初轉法輪開示諦實成立，中轉法輪開示非諦實成立

提出這個疑惑，他的意思是什麼？為什麼會做這樣的開示？這個就是

所謂的「問經離相違」，在此宗喀巴大師就把請問佛的經文列出來。請

問佛陀的這個人就是勝義生菩薩。 
2. 在場的有很多人都對佛陀的初轉法輪開示諦實成立，二轉法輪開示非

諦實成立，很多人都產生疑惑，但是，他們並不敢直接跟佛陀提問，

於是，這個等於是勝義生菩薩代替大家跟佛陀發問 。至於怎麼請問，
大家就接下來要看下面這邊。 

3. 「解深密經云:「世尊以無量門，曾說諸蘊所有自相、生相、滅相、永

斷、遍知。如說諸蘊、諸處、緣起、諸食 亦爾 。」 如是又說:「曾

說諸諦所有自相、遍知、永斷、作證、修習。曾說諸界所有自相、種

種界性、非一界性、永斷、遍知。以無量門，曾說三十七菩提分，所

有自相、能治所治、及以修習，未生令生，生已堅住不忘，倍修增長

廣大。」 

這個部分都是在說明佛陀在初轉法輪的時候開示以自性相成立的道

理。 

4. 「世尊復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未

審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

靜、自性涅槃。我今請問如來斯義，惟願如來哀愍解釋說一切法，皆

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有密意。」 



到這個部分為止，也就是在請問佛陀說，為什麼中轉法輪的時候又說

諸法非自性成立、非以自性相成立。首先宗喀巴大師列出這些經文了

以後，接著宗喀巴大師針對這個經文就做簡單的解釋。所列的這個經

文不需要特別解釋，因為這個不是重點，其實這邊這所列出的經文，

最主要就是在講說佛陀在初轉法輪的時候講說諦實成立，而在中轉法

輪講說非諦實成立，為什麼會有這兩種不同的說法的原因是什麼？這

個就是這一段經文的意思。 

⚫ 接著就是宗喀巴大師對於剛剛所列出的那一段經文的解釋。 

1. 第 6頁最後一行「此文顯示有諸經中說一切法無自性等，」，『 諸經』就

是指中轉法輪的經中說一切法它是沒有自性的。接著看到第 7頁講到

「亦有經中說諸蘊等，有自相等。文似有違，實須無違，故問依何密意

說無性等。即由此文義亦請問依何密意說有自相等。」，這二種法輪在

字面上是有相違的，可是世尊不會說相違之法，所以就是請問世尊為什

麼在初轉法輪的時候這麼說，而在二轉法輪的時候卻這麼說？就這樣子

請問世尊。 

2. 如同在第 7頁中文第一行提到「文似有違，實須無違」，所以初轉法輪

跟中轉法輪這二者的經文是有相違，但實際上佛陀是沒有相違的，所以

說「故問依何密意說無性等。」，直接請問佛陀說，為什麼這樣說無自

性的道理，而且「即由此文義亦請問依何密意說有自相等。」，間接也

請問依何密意說有自相等。 

比如說有某人說昨天要來，但是又沒有來，所以別人可能會直接問他

說，你為什麼沒有來？就是間接講說，你說要來卻又沒有來，所以直接

請問說沒有來的理由。 

這個是請問的一種方式，雖然對於兩轉法輪他都有疑惑，但是他在問的

時候，他直接就問說，在中轉法輪的時候，為什麼是講到無自性。 

所以宗喀巴大師提到「文似有違，實須無違」，『「故問依何密意說無性

等」直接請問佛陀依何密意而說無性，在中轉法輪的時候，依何密意而

來講說無性，然後間接地又問道「即由此文義亦請問依何密意說有自相

等。」，也就是等於是間接的請問在初轉法輪的時候，佛陀是依何密意

而說有自相的。到目前為止，請問佛陀這一段的經文由宗喀巴大師所作

的說明。 

3. 在此，他們雖然有其他疑惑，但是最主要疑惑的點就是在於初轉法輪的

時候，佛陀開始諦實成立;而在中轉法輪的時候，佛陀就開示非諦實成

立，他們的疑惑點最主要就是在這裡。所以在初轉法輪的時候，佛陀就

開示諦實成立，開示以自性相成立，關於以自性相成立的內涵，下面也

就也會提到。 



⚫ 「此中自相，支那大疏等說是別相，不應道理。」，「經於遍計所執時，顯

然說為自相安立故，遍計所執亦有別相，應不可說遍計執是相無自性

故。」 

在此所謂的以自性相成立與否，就是要講以自性相成立的這一個部分，以

自性相成立的這個說法並不是指性相跟名相當中的性相部分，而就是以自

性相成立的這個意思。 

1. 關於這一點來講，格西他們以前在辯經場，關於這一點大家就會很多的辯

論出現，因為在此講到以自性相成立，他有講到 性相』這兩個字，關於

 性相』大家就是去討論辯經，這個到底是指什麼樣的 性相』，是什麼

意思？ 

2. 這個辨了不了義，格西他用 8個月的時間來做學習，剛開始學習的時候，

格西並不會覺得困難，慢慢透由辯經，一次、兩次…，這樣子辯經了以

後，才知道辨了不了義非常困難、極為困難，也就是講到關於空性這個部

分就要非常特別的用力去思惟。 

3. 基本上不論是在印度或者是在西藏也好，應成派的見解跟唯識派的見解，

我們都會認為應成派的見解是比較細微的，而且是究竟的見解。雖然如

此，唯識派的見解其實也是非常甚深的。宗喀巴大師對於無著菩薩所解釋

《解深密經》的意趣，跟龍樹菩薩依照《般若經》來解釋空性的道理這個

部分做解釋，因此這個內意是非常珍貴，也非常困難。 

4. 在初轉法輪的時候，講到一切法是以自性相成立，既然講到是以自性相成

立，就講到這個 性相』這兩個字， 性相』這個兩個字的成立之量，也

就是成立的標準是在哪裡呢？所謂的 性相』，它的標準是在哪裡呢？有

些人就把這 性相』這兩個字解釋為名相跟性相當中的性相來做解釋，那

這樣子的解釋是不合理的，那是不應理的，為什麼？應當要理解為接下來

才會提到的以自性相成立的解釋，也按照那個解釋來走，而不是按照性相

跟名相當中的性相來理解。 

⚫ 接著就是回答「經於遍計所執時，顯然說為自相安立故，遍計所執亦有別

相，應不可說遍計執是相無自性故。」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在唯識宗他們講到三相，依他起、圓成實、遍計所執這

三相。遍計所執相來講，唯識派認為這個是非以自性相成立。所以你說遍

計所執是非以自性相成立是指沒有性相的話，那這個是不應理的，為什麼

呢？因為本身遍計所執，它就是有性相，所以你不可以說它所謂的非以自

性相成立這個 性相』是指有沒有性相來看，這個是不合理。 

接著提到「種種界性，非一界性，疏中雖作他解。然依下文，是十八界及以六



界。不忘，即不失念。」，這一行就是針對剛剛所列出的經文上有一些字詞的解

釋。格西說這一段不是很重要，不是很扼要。 

⚫ 結語 

我們今天講的部分就是第一個科判，也就是「問經離相違」。這個科判最主要就

是講到提出初轉法輪這樣子講，而中轉法輪那樣子講的一個疑惑了以後，宗喀

巴大師就做約略的解釋，這個就是這一個科判所講的，所以關於這個科判你們

就這樣子的來理解、記住。 

在此講到三相的名詞，也就是依他起、圓成實、遍計所執，這幾個名詞一定要

記住，為什麼？因為再接下來很多地方都會提到這幾個名詞，所以關於這一部

分的內涵，在下次還沒上課之前你們可以繼續複習。關於這個字詞不是很重

要，最主要你們要了解它其中的重點，這樣就可以了。所以格西說他之後會這

樣子的來教授，也就是不會逐字做解釋，而是針對重要的地方來做講解。之後

講述唯識派見解的部分，格西會慢慢的來為大家做解釋。格西說如果針對字詞

逐字解釋的話，你們反而會丟失對整體內涵的理解，所以格西就是會針對整體

的內涵來為大家做介紹。之後，如果來到講述空性的這個部分，格西會慢慢的

來為大家做解釋做介紹，這樣大家就能夠對於這些內涵有所理解。 

我們為什麼要學習《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呢？最主要就是為了能夠好好地了

解空性的內涵，所以我們才要來學這部論。因此，大家無論是在做功課，在做

善行、獻曼達、持誦百字明咒的時候，我們都要好好地祈求，希望我們所做的

這一些都是為了能夠讓我們通達空性，用這樣子的意樂來做這些善行的話，那

是可以幫助我們通達、了解空性的意思。不論是這個淨罪集資或者是做祈求也

好，這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你這樣子去做的話？那對於內涵的理解上是

會有幫助，而且內心也會生起來想要修學的心，所以對於這兩點都是有所幫助

的。 

來聽聞這一堂課的人絕對都是對於這一些內涵有強烈需求的，格西說他總是說

要正確的修行，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大家就是好好努力、盡力的來學習。

格西說他個人禪修的很少，所以他也覺得很可惜，但是他都會一個清淨的心來

做功課。我們大家都希望變得更好，既然如此，我們就要正確地去修行，自然

會有所獲益。如同剛剛所說的，大家一定要結合集資淨障來修行，集資淨障在

每一個修行處都是有幫助的。大部分我們都知道怎麼樣修，但是，就是也很難

以去做詳細的思維，不過最主要就是你在知道怎麼樣修了以後，你就要實際去



修，這個才是真正有大的利益。道次第來講的話，就是祖師們他們的修行的經

驗，因此我們要集資淨障，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們如果能夠這樣子去做

的話，一天、兩天是沒有辦法看出成果，但是你這樣一年或兩年，經年累月下

來，100%就能夠感受到那一種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