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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要义：所谓的“触缘起”指的是既是自己因“能引业”所生的果，而且在

“境、根、识”三者聚集之后，能受用对境转变；但还不能了知“乐受、苦受、

舍受”此阶段的异熟蕴“触心所”。所谓的“受缘起”指的是依靠“触”而能领

受“乐受、苦受、舍受”产生近一步受用的异熟蕴受心所。

阿弥陀佛！在群里所有法友们，大家上午好！

昨天就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我们有一点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好，我们就是六因、

六果当中的、今天是触缘起跟受缘起。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课程的内容就是这两

个。

首先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是我们平常西藏人讲说小燃灯节，明天是真正的燃

灯节嘛，为什么说今天是小燃灯节呢？今天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宗大师的最主要的

一百几位的大弟子当中的其中之一是色拉寺从那个开创者或者从创办者项切曲

节降蒋宇切（０１：１２），对，他今天实现涅槃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算

是一个燃灯节，那明天是宗大师他自己实现涅槃的一种大日子嘛，所以呢明天就

是一个燃灯节，大概就是这个。

好，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这个。今天呢我们课程－－触缘起是什么样子才叫做触

缘起呢？所谓的触缘起指的是：“既是自己的因－－能引业”，当然是这个是六果

都是、前面都是一样的。好，前面都是我们讲说，既是自己的因－－能引业所生

的果，这个是六果都是相通的，都是依靠能引业而产生者，都是一样的。所以呢

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触缘起指的是“既是自己的因－－能引业”，所以生果，

这没有错的。那差别在哪里呢？“而且在[境、根、识]三者聚集之后，能受用对

境的转变”。对，那你看，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根、境、识三者聚集之后，不能受



用对境的转变，这两个的界限在这地方，这是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能受用对境的转变，但还不能了知乐受、苦受、舍受此阶段的异熟蕴－－

触心所”，那特地讲说触缘起它是一个触心所，触就是一个心所。对，受缘起跟

触缘起这两个是心所的。前面的话我们简单讲是蕴就可以了嘛，对，名色缘起、

六触缘起这些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当然是我们前面讲过，今天不不需要再说。对，

大家都知道了。

那开始，触缘起开始的时候，触缘起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触缘起的当下，根

也好、境也好，识三个聚合的时候就能受用对境的转变，它们就是有这三个聚集

的、能力就是有点开始展现出来的。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还不能了知乐受、

苦受、舍受，这个阶段的异熟蕴的触心所就是一个触缘起。

当然是我们在怀胎的时候，当然是《入胎经》也好，《怀胎经》也好，所以在这

当中所讲的非常的清楚，买买那、答答哦、果果哦、果果哦（０４：３０），类

似这样的就是一个、每一个每一天的成长的过程，或者每一个礼拜它变化的过程

都是讲得非常的详细的。当然是我们在怀胎当中，对，所以呢它形成了自己的六

根，或者是六识，或者是六境，这个是一个完全聚合了之后有一点点根、境、识

的一个能力展现出来的阶段，但是他－－那个胎儿还是不能受用，不能了解苦受、

舍受、乐受这个阶段的一个触心所就是叫做一个触缘起。

确实这个有阶段，就是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在母亲的肚里慢慢长大

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六根俱全还是六识缠身，那六境都是仍然存

在嘛，这个识聚合了之后我们有一点点接触，对，可以接触对境。但是你接触的

过程不能了解到、认识到说这是一个苦或者乐、舍受等等这样的一个领受不到的

阶段，就是这种的触缘起就叫做一个触缘起，触心所就是叫做一个触缘起。这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阶段的。好，触缘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来，所谓的受缘起指的是“依靠”，所以这个下面就是有点改变了。虽然



它也是、既然是依靠自己的能引业所生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再来就是不需要讲。

受缘起的时候主要的“受”是从何到来的？它由于什么样的因素条件下才能产生

受呢？感受呢？就是这个关键。对，大家都一定要小心，这里讲的是所谓的受缘

起指的是“依靠触”。

当然是触缘起跟受缘起这两个一定有次第性的。这个所有众生的、六道众生的十

二缘起都是一样吗？不一样的，这是大家都一定要知道。如果你身在、那个投身

三界－－色界跟无色界的话，那十二缘起没有次第性的，六因当然是有次第性的，

六果的话绝对没有次第性的，六果就是同时出生的、产生的，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就像是一个中阴众生的五蕴一样的，它不是一个慢慢的形成、慢慢长大的。

我们人类的话是一个六根俱全的一个胎生，胎生的话就是一开始就形成，从小到

慢慢培养长大，一段时间－－九个月之后就是才能生下来吧？生下来之后也是还

是慢慢长大，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的六因、六果的解

释是胎生，而且是六根俱全的一个胎生的这样的一个次第性来讲的，这是大家一

定要知道。所以呢我们一个人的六果产生的、那个形成的过程来讲的话，就是前

后有差别的：第一个是名色缘起、六处缘起，再来就是触缘起，下来就受缘起，

再来就老死缘起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去理解。

受缘起的阶段就是“它依靠触而能领受乐受、苦受、舍受”，你看，产生进一步

的受用的异熟蕴－－受，这种的受心所就是叫做受缘起。那触缘起的当下不能产

生了乐受跟苦受或者舍受这样子，依靠触缘起再来能产生乐受、苦受、舍受的这

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受心所就是叫做受缘起，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样的话，六因、六果都是属于是一个苦谛，又是轮回。当然是我们可

以承认十二缘起都是轮回，一方面来讲流转轮回的因素－－六因、六果，但是它

们本身也是那个轮回，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前面的无明、行、识，爱、取、有六

因又是集谛，又是苦谛，就是这样子也可以的。



那集谛一定是苦谛的，苦谛不一定是集谛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呢？

六果的话，六果只是一个苦蒂，但不是集谛；六因的话，它是集谛又是苦谛。这

种的情形我们了解也是比较好的，对佛教的主要的修行的架构也好，它的基本的、

基础的是四圣谛嘛。四谛的话，这个里面我们就是一定要搞好集谛是什么？苦谛

是什么？苦、集、灭、道四圣谛当中的集谛跟苦谛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在十二缘

起当中来去分析或者去思惟的话就知道了。

那在我们六果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过患、轮回当中所产

生的所有有漏的过患、污染、挂碍、忧愁等等，这些都是依靠集谛而来的，没有

错嘛。那么它是一个依靠集谛而来的话，那想想看，集谛跟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

的苦恼，苦谛都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因果的关系。那我们不想这样的领受痛苦的话，

唯一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把集谛连根拔起才可以解脱。如果因素没办法解决的话，

它的结果永远不断的产生，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所以呢，导师释迦世尊告诉我

们说，知苦、断集、修道、证灭它的道理就是在这地方。

所以呢，我们修行的时候如何去修行？这是我之前也是常常跟大家讲的。对，把

正法是把它当作一个神话、神秘的这样子去看待的时候对你不利的，正法本身是

一个、本身是一个在一切法最基本的真相上面我们建立起因果的关系，因果关系

是不欺诳的，不欺诳就是不会出错的，由于什么样的因素就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那样子的结果就是一定的。

那当然是这样的话，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的结果是哪一个结果？我们想想就知道

了嘛。对，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快乐、幸福、安康而顺利、吉祥等等，这些都是

我们悦意的结果，这都是我们、对我们来讲该要的东西。那对我们来讲痛苦、不

吉祥、挂碍、忧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不应该要的东西，那不应该要的东西依于

什么样……我们不应该要的东西依靠什么样子因素导致所产生者？这个是世尊

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知苦、断集的道理主要的关键就是一个苦（１３：５５），

主要的关键所在，就是这个。这是我们大家都一定要好好的去探讨、分析一下。



对，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当然是每一个人过生活的方式不同，每个人的世界

不同，每个人的看法不同，但是同样的是什么？我们终极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

所追求的目标它的因素也是一样的。当然是对它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实际上来

讲，我们该需要的它的因素、我们不应该要的它的因素都是我刚才前面所讲的，

都是一致的，当然是我们对它的看法不同而已。这个也是看法不同，就是有些人

错误，有些人颠倒，有些人看法正确的等等，所以呢我们对它的看法不正确的时

候，我们就是一定要受教育嘛。

教育的功劳、教育的贡献、功劳就是这个，我们透由受教育改善－－改过向善或

者是改邪归正，才能你的看法、见解正确的时候，那就逐渐的去思维内心拥有的

正确的智慧发挥，这样的话就是叫做一个实修者。除了这个之外，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一个修行者，我们就不小心的话流于形式嘛，这个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大家

都觉得有兴趣嘛，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火供啊、挂风马去（１５：５０）啊、

转经轮啊，这事不需要依赖自己的动机，一般人的话就是身体动一动就可以做得

到了，说很多人比较有兴趣嘛；那有一点点精神上或者是一种花了很多时间去思

维的部分的话，大部分人不想思维的，这是问题在这儿。所以呢，我们平时课堂

上念诵的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

来真实意”，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就是嘴巴上这样念，但是“无上甚深

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你这个道理就没有思维的话，那就不懂了。

我刚才前面讲的，很多人认为是：“哎哟，接受佛法很简单的嘛”，对不对？找一

个上师，他的祖上（１６：５０）受了一些皈依戒，拿到了一个皈依的什么那个

证，呵呵……换了名字，你以为是接受佛法嘛，对不对？你不是接受佛法，对不

对？那个上师也是不是佛法啊，他也不是正法，你跟他接触就是不算是一个接受

佛法。这么简单的接受佛法的话，那“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

怎么去解释的？不是！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就是我刚才讲的，过去的导师释迦世尊也

好，过去的历代祖师大德们遗留下来的正法，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心



中产生了这种的正法－－戒、定、慧等等这样的一个正法，你拥有这样的正法的

话，你跟你的心跟正法是相应的，这个才是叫做接触佛法。你换个衣服，穿走了

一个、穿了一个法衣等等，大部分人、盲目的人以为说你接触佛法，手上拿着一

个镜头，绕塔、挂风马亲（１８：１７），你以为是接受佛法。

你想想看，风马（１８：２０）其实正法吗？它也是正法吗？手上的转经轮也是

正法吗？绝对不是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累积福德资粮，搭配我们自己的虔诚

的动机来去这样做的话，还是有累积到一些福德资粮，但是这些是不是一个正

法？绝对不是的！这个是正法的话，那正法没有什么能力的，这些都是物质的，

微尘所构成的聚合体。

正法是平常我们所讲的证教二法。教法是释迦牟尼佛宣说的八万四千个法门，这

是一个教法。正法的话，透由学习世尊教法，不断的在内心产生了一种戒、定、

慧等等正确的道次第的话，这个才叫做一个正法。那你想想看，我们一般人对正

法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呢？大家都知道吧？就是这个。

所以呢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也很开心，所以真的很开心，所以呢呼吁大家

好好的去做行善的事情。对，尽量去减少做坏事，才能够你所处的事情、幸福快

乐的生活浮现在你的生活之中，祝大家学习的过程、实修的过程不要有任何的障

碍，这是我由衷的祝福大家！

谢谢，今天我们上课的部分到此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