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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2《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05     (未經師長確認，僅供參考) 

給燈梭巴格西講授  

曲尊格西瑪翻譯  

⚫ 前言 

佛陀在初轉法輪的時候，宣說一切法是有自性，但是在中轉法輪的時候，卻

宣說一切法是無自性。所謂的無自性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到《般若經》，譬如說在《般若八千頌》裡面，就提到無色、

受、想、行、識、無眼、無色、無聲…等等。在《心經》也是這樣子提到

的，也就是無色、無聲…等等都是這樣開示的。所以就請問佛陀，在中轉法

輪是考慮到什麼而說諸法是無自性的，對於這個請問的回答，也就提到因為

考慮到三相的關係，所以在中轉法輪的時候，宣說諸法是無自性。三相也就

是指遍計所執相無自性、依他起生無自性、圓成實勝義無自性，因為考慮到

這個，所以說諸法無自性，這個就是回答的部分。 

在回答的時候，講說三相的部分完全是結合見解來做回答，並沒有提到什麼

關於菩提心、悲心這個部分。在回答的時候是結合見解而來做回答，這個見

解並非是中觀派的見解，並非是指細分空性的見解。在此是以唯識派的見解

來做回答。 

我們知道內部宗義有分四派，也就是說一切有部、經部、唯識派以及中觀派

這四派。在此的回答是以唯識派的見解來回答，即使我們依著唯識派的見解

修學密法，依然可以達到高的證量。我們在思惟唯識派的見解的時候，我們

會覺得還蠻合理的，就覺得很恰當，因為我們內心也會覺得他們所說的也正

是如此。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這部論著，從頭到 80 頁附近都是在講唯識派的見

解，也就是無著菩薩以及世親菩薩他們對唯識派的見解的詮說。 

⚫ 「若凡所說無自性諸法，皆三無自性攝。何等為三?無自性理復如何耶?」 

今天我們從電子檔第 9 頁「戊二、廣釋」這邊開始講起，「「若凡所說無自性諸

法，皆三無自性攝。何等為三?無自性理復如何耶?」，在此就是提到世尊在中

轉法輪的時候，宣說一切法都是無自性，一切法無自性是全部都包含在三種

無自性裡面，是哪三種無自性以及它的無自性之理是什麼呢？ 

我們之前有講到三相，也就是遍計所執、依他起及圓成實這三相。在此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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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它是沒有自性的，既然它是沒有自性，它是怎麼樣的一個無自性呢？

在此，首先一開始就是講到遍計所執的無自性之理，依次也會講到依他起生

無自性、圓成實勝義無自性之理。 

⚫ 「釋初無自性」 

 「《解深密經》云:「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謂諸法遍計所執相。何以

故? 此由假名安立為相，非由自相安立為相，是故說名相無自性

性。」」。 
1. 在前面佛陀講到因為考慮到三相是無自性的關係，因此說諸法是無自

性。三相無自性的理由的情況是如何呢？所以就依次講到遍計所執相無

自性、依他起生無自性、圓成實勝義無自性。 

2. 《解深密經》提到諸法相無自性性，為什麼說諸法是相無自性性呢？它

就是指遍計所執，它是相無自性性，因此說諸法是相無自性。 
3. 在一開始的時候，佛世尊就有這樣子提到，是因為考慮到相無自性、生

無自性，勝義無自性而說無自性，而剛開始並沒有講到什麼是相無自

性，到了這個部分的時候，才說什麼是相無自性，什麼是生無自性，以

及什麼是勝義無自性，各自的無自性之理在這個部分才提到。 

 「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謂諸法遍計所執相。」 

1. 這邊提到「諸法相無自性」的意思，就是指遍計所執是相無自性，所以

說諸法是相無自性。所以在此就是提到相無自性，那什麼是相無自性

呢？就是指遍計所執相，那遍計所執相為什麼是相無自性呢？接著就提

出了兩個理由來回答。 
2. 所以在此大家一定要知道的部分，也就是當講到『相無自性』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是在講『遍計所執』。所以說所謂的相無自性，這個就是指

遍計所執。 

 「何以故?」 

在第 9 頁倒數第一行最後三個字提到「何以故?」，就是說為什麼說遍計所

執是相無自性呢？ 

 「此由假名安立為相，非由自相安立為相，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 

從這邊開始就是講原因，提出兩個原因而來說遍計所執是相無自性，哪兩

個呢？第一個就是「此由假名安立為相」;第二個是「非由自相安立為

相」，因此「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所以到「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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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就是《解深密經》的經文。 

⚫ 「此初二句」 

「此初二句」，從這邊開始就是宗喀巴大師的字詞的解釋。 

所以「此初二句」就是指第 9 頁倒數第一行「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謂諸法遍

計所執相。」，這個就是「此初二句」，就是講到遍計所執，它就是相無自性。 

⚫ 「此初二句問答」 

這邊又提到「此初二句問答」，第一句跟第二句來講的話，一個是問一個是答。

這兩句是在表達什麼？就是在表達遍計所執相無自性。所以大家可以看經文上

面所寫的非常的清楚，「「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這個就是問;「謂諸法遍計所執

相。」，這個就是答。這兩句問答，一問一答，這兩句結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在講

遍計所執，它就是相無自性。 

⚫ 「何以故?」 

「何以故?」的意思，也就是在問說為什麼遍計所執是相無自性。 

⚫ 「徵其因相，」「答所遮品，謂非由自相安立，能成立品，謂由假名安

立。」 

下面部分都是在回答。 

在此，以所遮品跟成立品這兩個方面而來說遍計所執，它是相無自性。 

 成立品來講的話，在第 10 頁第一行「謂由假名安立」，這個就是從成立

品這一方面來講說，它是相無自性。 

 從所遮品這一方面講說相無自性就是「謂非由自相安立」。 

所以這邊講說遍計所執是相無自性，它用所遮品跟成立品這兩種方式來去證

成遍計所執是相無自性的道理。 

⚫ 「如此經文如是分段，下二相時，亦當了知。」 

同樣的，依他起生無自性以及勝義無自性這個部分，也是從兩個部分來去說

明，因此提到「如此經文如是分段，下二相時，亦當了知。」，就是這個意

思。 

所以在此以兩個原因來去證成遍計所執，它是相無自性。同樣的，在下面的

部分也會用兩個原因來去證成依他起是生無自性，以及也是會用兩個理由來

去證成其他法，它是勝義無自性。所以在此就是用兩個理由來去說明『遍計

所執，它是相無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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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計執上所無之相自性者，謂由自相成立或安立。」 

遍計所執，它是相無自性，那它所無的相是什麼呢？就是以自性相成不成立

的『自性相』。 

1. 遍計所執跟遍計所執非自相成立，這二者是有差別的，遍計所執就是我們

說的這個遍計所執，然後遍計所執非自相成立，這個就是往非自相成立那

邊去理解，所以這二者的意思是有差別的。 
2. 好比說，我跟我非諦實成立這二者是有差別的意思是一樣。差別就是在於

我是依他起;而我非諦實成立，這個就是講到空性，就是我之上的空性，

就講到空性的道理。因此我跟我非諦實成立，這二者是有差別的。 
3. 所以遍計所執非自相成立，也就是空性的道理，就是在講說空性。所以大

家一定要能夠要把它區分出遍計所執跟遍計所執非自相成立，這二者是不

一樣，是有差別的。 
4. 遍計所執，它是非自相成立，到底這個是什麼意思呢？講解這個意思的時

候，就在講述空性的道理了。至於遍計所執是什麼？接下來會講到。 

⚫ 「此中所說有、無自相，是以觀不觀待名言安立而分，」 

所以在此文中也提到「此中所說有、無自相，是以觀不觀待名言安立而

分，」，所以我們說遍計所執，它是不是自相成立，有、無自相，這個是觀

不觀待名言而來區分。 

1. 應成派來講，諸法它是非自相成立，跟我們在此所說的自相成立，這二者

是完全不同。 
2. 我們現在講說，譬如說一個事物形成，剛開始它有沒有它的名字？這個事

物有沒有它的名字？沒有！當這個事物形成了以後，一開始是沒有名字

的，事物形成之後我們才會去安立它叫這個、叫那個。 

所以不論所知的何法，剛開始形成的時候，並沒有一開始就有它的名稱存

在、它的名言存在，都是之後才去安立它取名為~什麼，才有名字的。 

我們只要在一法上來做了解，譬如說遍計所執這一法上了解，那其他法就

能夠用類推的方式來做理解。 

3. 之前有跟大家提過，所謂遍計所執，也就是它不是依他起，然後也不是無

常法，也不是空性的這一些，就是遍計所執。所以既不是依他起，也不是

空性之法的全部都包含在遍計所執裡面。 
⚫ 舉例說明遍計所執，它是不是自相成立？ 

有、無自相，這個是觀不觀待名言而來區分（「此中所說有、無自相，是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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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觀待名言安立而分，」）。 

1. 譬如說在講『瓶子』這個聲音的時候，就是在指『瓶子』。所以『瓶子』，

它只是一個名字，實際上的瓶子就是外面的一個實體的東西。所以『瓶

子』是成為説瓶之聲的所詮， 
2. 同樣的，格西他說，我成為說格西之聲的所詮。 
3. 每一個人（補特伽羅），大家都有各自的名字，成為說是各自名字之聲的

所詮。 
4. 所以一切的所知，我們都可以這樣子的來做結合，一切的所知每一個都可

以成為某某聲的所詮，這個就是遍計所執。 
5. 譬如說，我們眼睛所看到的這個色，這個色來講的話，有成為是眼睛所看

到的一分。所以我們眼知去看到這個瓶子，瓶子就是成為眼知所見之境。 
6. 如同剛剛所說的一個事物形成了以後，馬上就會有名字嗎？不是的！譬如

說以『杯子』來講的話，它有成為說杯子之聲的所詮那一分。「『杯子』，它

成為說杯子之聲的境。「『杯子』為什麼會成為說杯子之聲的境？是因為

『杯子』它本身的力量成為說杯子之聲的境呢？還是因為他力而讓『杯

子』成為說杯子之聲的境呢？所以並不是一開始杯子形成它就有名字，不

是的！而是後來的人想說要把它安立為什麼名字、什麼名詞，然後再把它

安上這個名字。 
7. 所以是透由某一個補特伽羅起了一個說我要為它取個什麼名字了以後，他

嘴巴就講說『瓶子』這個名字。所以在此就是有兩個重要的，也就是想要

取名字的這個念頭或者是想法，這是一個;還有就是所取名的那個聲音，

這兩個是很重要的。所以取了那個事物為『瓶子』這個名字了以後，那個

事物就成為是說『瓶子』之聲的境。如果沒有由他人這樣子的取名的話，

『瓶子』，它也不會成為說瓶之聲的境，當有人講到『瓶子』的時候，對

方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所以『瓶子』為什麼可以成為說瓶之聲的境呢？

它的根源就是在於取瓶子的名的那個心，以及所說出來的那一個字、那一

個聲，最主要就是觀待這兩個，所以『瓶子』才會成為說瓶之聲的境，這

個就是遍計所執。 
⚫ 『瓶子』成為說瓶之聲的境，這個就是遍計所執，這個遍計所執是非自相

成立，為什麼是非自相成立呢？ 

因為是由『名』跟『言』所安立的關係，所以說遍計所執，它是非自相成

立。這個就是如同文中所說的，「「此中所說有、無自相，是以觀不觀待名言

安立而分」。 

 什麼是『名』跟『言』？ 
1. 『言』來講的話，就是只想取名字的那個想法、那個念頭。 
2. 『名』來講的話，就是所取的這個瓶子這一個名字、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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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此就是提到遍計所執是觀待『名』跟『言』所安立，因此遍計

所執，它是非自相成立。 

如同剛剛所說的，「『瓶子』成為說瓶之聲的境，這個就是遍計所執，而

這個遍計所執--『瓶子』，它怎麼成為是說瓶之聲的境呢？是由於想要

為瓶子取名的這個人的這個念頭，再加上他取了『瓶子』這個名字，

這二者合起來，所以『瓶子』才會成為說瓶之聲的境。所以我們只要

在一個事物上來理解遍計所執的這種道理，那其他的事物我們都可以

以此類推的來做理解。 

⚫ 這些開示、這些講法有什麼用？有什麼利益呢？ 

接著就是會慢慢的往空性這一個道理上面來走。 

在《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裡面就提到唯識派的見解，其實講那麼多，最

主要我們能夠理解遍計所執非自相成立的道理也就足夠了。為什麼？因為

就是在這一個點上來講說空性的道理。基本上唯識派的見解它是非常的甚

深，見解非常的好。 

⚫ 格西分享以前他曾經在微塵之上來講說唯識派的見解 

以前格西在色拉寺的時候，在微塵之上來講說唯識派的見解，總共加起來有

十頁，雖然只是十頁，他們就把它做成書，然後其他格西看到這個都很歡

喜。不僅如此，康村大家都集合起來做討論。那時候在討論會上來了非常多

的格西，然後問了非常多的問題。格西所做的回答並不是按照格西的想法而

做回答的，而是按照唯識派的見解來做的回答，因此其中肯定有很多他們未

曾聽過的說法。所以我們按照宗派以及按照宗派的原因來做解釋的時候，它

這一些內涵的是非常甚深的，非常深奧的。所以印度的這些智者來講，他們

所做的這些解釋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奧。 

在這個討論會上，有從美國來的三四位科學家，他們也一起參與這個會，那

時候他們聽到格西所講的，他們感到非常的歡喜，因為對他們來講就是未曾

聽聞，就是像新聞一樣，之前都沒有聽過這一種微塵的解釋的方式，在微塵

之上做這樣的解釋是第一次聽過。基本上以科學來講的話，他們對微塵的研

究也非常的甚深，但是就內道的這些阿闍梨來講的話，他們對於微塵的這些

說法、解釋也是很深奧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解釋了遍計所執，之後

我們再結合微塵來跟大家做解釋，這個內涵是非常的深奧。 

⚫ 結語 

1. 我們今天就講到「此中所說有、無自相，是以觀不觀待名言安立而分」。

接下來的部分講到依他起跟圓成實的部分。其實你只要能夠好好了解遍計

所執的話，那依他起跟圓成實的理解就非常地容易。依他起沒有什麼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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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釋的，以圓成實來講，就是就遍計所執非自相成立這一點來講述空性

的道理，也就是如此而已。 
2. 基本上我們就是來了解唯識派的見解以及中觀應成派的見解，這個是很重

要，為什麼？因為我們可以種下習氣，為了以後我們可以通達這些見解。

所以格西他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計劃，格西他盡量以簡單的方式來為大家講

解，讓大家能夠容易的理解。所以不要只是說我有學過《辨了不了義善說

藏論》，最主要要看能不能去通達什麼，去看見什麼。因此格西說有問題

的話，大家可以提出來，然後格西為大家做回答了以後，大家也就能夠明

白了。 
3. 格西的講解不是按照他個人的意願想講什麼就講什麼，不是的！是按照宗

喀巴大師的意趣來講解，那宗喀巴大師的意趣就是含攝了印度的大班智達

以及大成就者的意趣，所以非常的甚深、非常地好。以我們禪修來講的

話，我們要獲得證量就看我們有沒有努力，但是以經典來講，它的內涵真

的是非常的深奧、非常的甚深。為什麼有人說佛法是非常珍貴？由於佛教

的這些見解，你沒有辦法去推翻，你沒有辦法說這個不是、那個不對，因

為他的解說是非常的詳細。內道的這些見解來講的話，很多人他是不知道

的，除非你有就是深研過經論以外，否則是不知道的。 
4. 格西說，在為大家講解《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就是針對其中的內涵來為

大家講解，再加上講解這些重點的內涵，所以之後大家學了《辨了不了義

善說藏論》，大家能夠就掌握其中的精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