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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基础

第十七讲 灭谛四个行相

讲解：曲望格西

本讲摘要：灭谛四个行相——灭、静、妙、离。1、灭谛为何灭的行相？

是因为尽除任何一种障的择灭之故。2、灭谛是静的行相，是因为已经

断除烦恼的寂静之故。3、灭谛是妙的行相，是因为利乐圆满的解脱之

故。4、灭谛是离的行相，是因为不退转的解脱之故。

阿弥陀佛！佛学基础群里在座的所有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所以就（把）今天上课的部分发到我们群

里。对，我们今天灭谛的四个行相给大家解释，那这样的话，四谛十六

行相大概我们就是解释完毕嘛，这个很好的。

灭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达到

了圣者以上的境界，消除一切的所断才能得到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不

是我们因果两个当中的真正的一个有为的果，它是一个离系果。离系果

虽然是一个常法，灭谛是常法，但是它透由修行消除所断才能所得到的，

所以称它为结果，大概这样了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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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修行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先一定要知道三界的苦恼、三界的痛苦：人有生老病死的痛苦，畜生

——愚痴的痛苦，饿鬼道——饥渴的痛苦，地狱道的众生——冷热的痛

苦，那当然是天道的话也是有行苦，还有就是他即将死亡的时候领受到

的非常严峻的、非常强烈的一个痛苦等等。反正就是三界之中，所处何

处、所向何方都是一个苦恼的体性，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了解。

那么第二点是我们身为一个人类，甚至是动物都不想要领受痛苦，

当然是想要得到快乐、幸福，这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这样的话，用什

么方式来才能够得到我们自己所求的事情？这是一定要了解。那佛告诉

我们的就是修道证灭——修习道了以后，用道来消除烦恼、所断等等；

那彻底断除所断的话，就能够逐渐地能够得到灭谛，就是这个。那这样

的话，灭谛是我们断除任何所断，所得到的一个离系果或者结果，大概

就是这个。

那第一个灭谛有四个行相，是什么呢？当然是昨天我讲的：灭、静、

妙、离。对，这四种就是灭谛的行相嘛，四种行相。那我们用什么方式

来表达？就是昨天我写的，这样子你们比较容易理解。大概就是第一个

灭谛为何灭的行相？灭谛也是灭的行相；或者是静的行相，它也是静的

行相；还有就是那个妙的行相；还有离的行相，就有四个。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灭、静、妙、离，所以它有从四种不同作用的方面，取了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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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那简单来讲的话，灭谛就是一个灭的体性，灭谛是一个静的体

性，灭谛是妙的体性，灭谛是离的体性，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这样子四种的特质呢？第一个解释就是：1、灭谛为何灭的

行相？是因为尽除任何一种障的择灭之故。“择灭”就是一个灭谛的定

义，择灭就是这个。那当然是因为尽除——我们是尽除任何一种障，这

个障代表是烦恼障、所知障。断除烦恼障、所知障任一的，当然是我们

不能说全部吧，得到灭谛时不一定断除所有的障，这个不一定，所以这

里加了一个“任何一个”、“任何一种”，这样的话不会有矛盾的，这个

话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里加了“任何一种择灭之故”。

那为什么灭谛就是讲了一个择灭？择灭的意思就是这个，这个“择”

是一个观察，还有就是一个严格去选择、观察，大概就是有这样子。那

我们断除任何的所断的时候，当然是我们透由自己正确的智慧去清楚了

解是非对错嘛，这是没有错的。那如果你透由自己的，由于自己正确的

智慧去观察该做的、该舍的，这些都是知道了以后，逐渐地不应该要的

东西就祛除或者消除、或者断除，这样的方式所得到的灭谛，所以呢，

它前面加了一个“择灭”，“择”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嘛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断除常执常见的话，必须要观察“任何的事物

是不是一个常法？”彻底了解它是不是一个常法的时候，他就都能了解

无常；了解无常的智慧不断地串习，就能断除常执常见；那断除常执常

见所得到的灭谛，就是叫做一个择灭。例子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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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另外一个，比如说瞋恚是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不好的影响最大

的就是瞋恚。那我们先去了解瞋恚的过患，它是从何到来？由于什么样

的因素导致产生了这种的瞋恚？瞋恚是对任何众生都只有伤害，没有好

处的。理解了之后，就是拥有如此这样的一个能观察智。观察了之后，

那我们就是，它的对治确切地了解就是修安忍；修安忍之后，就是对治

瞋恚；逐渐地断除瞋恚了之后；所得到的灭谛也是可以叫做择灭，就是

这个嘛。那例子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这个。

择灭是一个灭谛的定义，这没有错的，所以刹那性是无常的定义嘛，

你看凡是刹那性一定是无常，周遍无常；这种的看法是一样的，凡是择

灭的话一定是灭谛。那第一个行相我们讲完了，是因为尽除任何一种障

的择灭之故，就是这种的道理。

2、灭谛是静的行相。这个“静”就是寂静的静。灭谛是静的行相，

是什么呢？是因为已经断除烦恼的寂静之故。你看断除烦恼的寂静之故，

寂静是一个我们从它的深入浅出都可以解释的。比如说，我们有些地

方——寂静之处，寂静之处的话，它是安静的地方，没有任何人来去干

扰的这种的地方就是叫做一个寂静之处，可以这么说的。那“寂静”意

思是什么呢？消除了打扰、消除了干扰，这样的一个消除了之后，那这

种的一个寂静——干扰、杂声、打扰等等这种的执行了之后，那这个就

是相反，就是叫做寂静，寂静之处的意思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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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内心来讲的话，完全消除了烦恼，消除烦恼或者是一个消除

了所断之后，那心里比较寂静嘛。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寂静是什么呢？寂

静就是，断除任何所断的一种灭谛它本身是一个寂静。如果我们一得到

它的话，那就心里很平静、宁静、祥和，所以远离罣碍、忧愁等等，所

以这样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称之为寂静，就是这个意思。好，灭谛为什

么讲静的行相呢？是因为已经断除烦恼的寂静之故，已经断除烦恼的寂

静之故，就是这个，这个是第二个。

那如果我们断除烦恼的界线来讲的话，从哪里到哪里？这是我们应

该要知道。比如说小乘，小乘那个声闻、独觉的话达到了声闻、独觉阿

罗汉，与此同时就可以达到断除烦恼的寂静，这个叫做一个解脱轮回。

解脱轮回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断除烦恼的寂静，就是这个。那烦恼有欲界

的烦恼、色界的烦恼、无色界的烦恼，总共有就是三界的烦恼，就是有

很多。那总的来讲的话，彻底断除三界的烦恼就可以进入了解脱寂静的

境界，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这么说的。那么大乘的话，达到了八地菩萨

以上的话就可以远离一切的烦恼——三界的烦恼，彻底断除三界的烦

恼，菩萨圣者他们得到了八地，彻底断除三界的烦恼是同时的。对，八

地以上就可以得到断除烦恼的寂静，就是这样的了解就可以了。那声闻、

独觉的话，得到阿罗汉果远离轮回，同时得到了断除烦恼的寂静，大概

这样的了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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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接下来，3、灭谛是妙的行相。其实这个“妙”是很好的字，很好

的意思嘛。那灭谛是妙的行相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因为利乐圆满的解脱

之故。你看，断除烦恼的灭谛它本身是一个解脱，真正的解脱就是它，

我们希求解脱，产生了一种希求——希求解脱。那我们所追求的这个解

脱是什么呢？断除三界烦恼的灭谛叫做一个解脱，我们想要得到它、产

生希求它的一个心的话，这个叫做一个希求解脱之心。

其实我们学佛者必须要注意的，或者是小心的地方是什么呢？平常

我们解脱啊、轮回啊、轮回者啊、三界，讲了一大堆的，但是其实大部

分人还是不知道真正的解脱是什么？它的事例是什么？例子是什么？

解脱者是谁？又不知道。解脱，真正的解脱是什么？又不知道嘛，哈哈，

所以这种的人很多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群里有没有这种的人，有的话

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学习的方式应该加强一下，这样的如果你就是草

草率率地去学习，那真正的需要的时候，用不上的，确实这样子。平时

我们口头上讲的要准备周全，最主要的场合里就可以派得上用场，如果

平时草草率率地学习，不但没有好的结果，反而又变成为困扰嘛。就像

是我们世间的法一样的，如果你学习的过程，电脑的操作方式也好，不

同的那个软体、软件也好，这些操作的方式各方面没有精通的话，搞不

太清楚的话，那你用电脑来做一件事情不容易的，你做不出来的，这是

同样的道理嘛。尤其是实修佛法上，你所修的这种的法不明确地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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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你用不上的，所以你主要的场合里派不上用场，就是这个意思。因

此，我们就是谈到的就是这个。

灭谛是妙的行相，“妙”是什么？是因为利乐圆满的解脱之故。你看，

断除三界烦恼的灭谛的话，它是一个利乐圆满，没有错嘛，所以它是一

个真正的解脱，没有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三界之中的所有

的众生，现在我们想要得到幸福快乐，还是没办法达到自己的期许——

我们如所想象的、如所愿望的那样，我们就是无法达到的。这个原因是

什么呢？我们现在成立于三界的之中，那现在我们被三界的苦恼也好，

三界的烦恼捆绑，而且是折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是没办法利乐圆满

的。但是利乐圆满解脱时，如果你远离三界的烦恼，确实你远离三界的

烦恼之后，你的利乐就圆满了，那利乐圆满、得到解脱的主要的原因，

所以它是一个利乐圆满的解脱之故，道理就是这个。

那我另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那你以为是断除三界的烦恼，就

现在我们对自己而言是有点遥遥无期的感觉嘛。其实不要这样地歧视自

己。释迦牟尼佛也好，三世诸佛也好，曾经就像我们一样，也许某些时

刻他们比我们下劣，还是他们具有如来藏，他们也是透由实修、实践佛

法正法，终于达到了这样的无上至高的一个境界——达到究竟涅槃解脱

果位。

所以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就是断除三界烦恼的一个灭谛——解脱。那

我们这种的解脱，如果你今生看自己的力量，看自己的兴趣，比如说一



8

些的结果上来讲的话，如果你过一天的生活当中来讲的话，从早上到晚

上之间，自己心里不会有强烈地现起三界的任何一种烦恼的话，那上二

界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强烈现起欲界的烦恼的话，其实一天过生活

是非常有意义的嘛。你想想看。今天是无烦恼的过生活者，今天从早上

到晚上情绪是非常平稳、宁静、祥和的，就可以得到心安理得，这是我

们所需的事情嘛，不是吗？是的话，我们知道今天我不是一个彻底断除

烦恼，但是我透由实修、闻思修——我投入了正法，所以不断尽自己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实修实践，所以呢，让烦恼就是一个随眠潜伏——今

天没有现起。这样的话，今天没有烦恼来扰乱我的情绪，这样的情况下

今天过生活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这个。

我相信这个我们群里的所有人有经历过了、这样的经历过，那这样

的话，我们就是保持、维持到底吧，也好好去学习，博学多闻。那闻的

内容就是不断地反复地去思维，再三地考虑，彻底了解了之后观察修也

好，安住修也好，不管是什么样，你由于最好的动机尽量去实修、实践

的话，那这个是一个人生有意义的事情。不仅仅是今生，对自己生生世

世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大的长处，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去想。不然的话，我们的欲界的烦恼太强了。好，大概就是这个。

4、灭谛是离的行相。那这里加了远离的“离”，离的行相。那为什

么加“远离”呢？这里说是因为不退转的解脱之故。好，那为什么不退

转？为什么离的行相就是不退转的解脱之故？为什么这样解释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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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子，灭谛是离的行相就是什么呢？“离”就是远离，完全远离

烦恼。对，已经远离烦恼，那对于三界的烦恼、对于三界的过患产生了

一种出离心，出离心不断地串习就已经远离烦恼，已经远离三界的烦恼，

这样子所得到的一个解脱，所以他加了一个“离”，道理就是这个。那

一得到这样的一个彻底断除三界烦恼的灭谛的话，他永远、永远不退转

的，不管是遇到任何困难，他绝对不会退转的，所以达到了这样的不退

转的一个境界，得到了这样的不退转的一个灭谛，所以他就是加了一个

“离”，“离”的行相，就是这个意思。“离”是什么？第一个是透由对

于三界的出离心而得到的灭谛，第一个；第二个是说，远离三界的一切

烦恼的灭谛，所以加了一个“离”，所以它的一个离的行相的意思就是

这个。

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就讲得不要太多；太多了、我就唠叨太多的

话，你们就是吸收不了，哈哈哈，少一点比较好。希望每一个人心中播

下了一个种子，好的种子，这是我的最大的希望，知道吧？所以呢，我

们在群里那么多人，当然是一听到全部地了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不要

这样子想：“我一听，听不懂我就算了。”这个是你错误的概念。那世间

的知识也好，不管是什么也好，老师教一次，绝对你不可能全部都统统

地了解。所以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最好的思想是什么？“我如果不

断地去听，不断地去思维、修行，有生之年不能成佛，不能得到解脱轮

回，还有下一辈子。”你想想看，如果你下一辈子，如果现在尽量去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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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修，付出很多很多，但是你有生之年假如不能证悟，不能变成为学富

五车，但是还有下一世。对，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考虑，你不只是

今生而已，还有下一辈子。那你下一辈子来的时候更聪明，对修行上更

方便，就是更充足，非常地好，对，就是这样子。

好，大概就是今天我们上课就到此为止，由衷地祝福大家在日常生

活当中，学佛的路途上不要遇到任何的障碍；如果、假如遇到障碍的话，

希望能够突破这个障碍。对，所以生活当中长寿健康，一切顺利！祝大

家幸福快乐！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