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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望格西《釋量論》成量品 01

20210514

第一課 偈頌

梵文名義：（紮瑪哪，瓦低噶，噶仁噶）

敬禮於具足，除滅分別網，甚深廣大身，遍放普賢光！

眾生多著庸俗論，由其無有般若力，非但不求諸善說，反由嫉妒起嗔恚，

故我無意謂此謂，真能利益於他人，然心長樂習善說，故於此論生歡喜。

陳那論師：

敬禮定量欲利生，大師善逝教護者，憫眾錯亂惡推理，成量如理當宣說。

阿彌陀佛！群裡在座的所有法友們，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們開始新的課程，當然首先要瞭解的就

是我們現在一定要改進自己的動機。要有什麼樣的動機呢？我從今天開始到未聽完之前絕對不會翹課，

一定要盡自己力所能及去聽，這是對我來講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有如此這樣的一個動機。簡單來

講的話，這個也是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的。第二個是我學習《釋量論》第二品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

利益所有的眾生而去學習《釋量論》，如果能發起如此這樣的一個發心動機的話，這個是更好的。不

論是怎麼樣，我們學習的時候，從頭到尾完整的學習的話，那你最終確實得到一些知識，確實對自己

是有利可圖的，那如果懂也好、不懂也好，無所謂的態度來聽的話，其實沒有什麼意義的。這個是我

個人學習的經歷吧，我從差不多 15歲、16歲就開始到現在為止還是不斷的去聽、不斷的去思維，所

以這個過程當中得到了一些人生的價值。所以呢，我們要有這樣學習的態度。第二個是說學習的時候

一開始就一定要小心，如果開始就有點模糊、有一點點不太清楚的這種態度的話，那接下去的時候就

會越來越撐不下去了。所以呢，一開始的時候一定要小心的去聽，不要有天真的想法，其實我們一般

人就是這樣嘛！我們一聽到什麼《釋量論》新開課的時候，大家都信心滿滿，不久就完全銷聲匿跡，

反正就是這樣子，這是一般俗人的一個態度，這種意識形態、這樣的個人行為是不太好的。如果擁有

者一定要改過向善，這個是出離世間的法也好、學習證法也好、實修也好，處處對你來講是沒什麼好

處的，這種個性是真的不好。我們平時講的喜新厭舊就是這個意思，一開始的時候非常積極，久而久

之就消極了，這是一般人的態度，就是這樣子。學習佛法上或者學修佛法上來講，千萬不要有這種心

態，這個是不好的。當然不僅僅是我們學習佛法上，還有做一些世間法上面也是如此，你擁有這樣的

態度的話，其實不好的，都是一樣的，邏輯是同樣的。好，那我們就不要太多的嘮叨，今天時間久一

點，原因是什麼呢？其實你們今天看到《釋量論》第二品《成量品》的偈頌的時候，還是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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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什麼呢？當然第二品就是成量品的偈頌，今天我發到群裡的這種的偈頌，它不屬於成量品的，

它是整個《釋量論》的來龍去脈，對！所以內容都是包含在這個當中。所以我們要學習《釋量論》第

一品也，二品也好，三品也好、四品也好，不管怎麼樣，一定要把《釋量論》的來龍去脈，或者跟其

他什麼有相關的，這些都一定要瞭解清楚。這樣對我們學習來講的話，是比較好的完整的一個概念。

那我就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今天我們所上課的《釋量論》，著作者是法稱菩薩，平常我們講

法稱菩薩。法稱菩薩是第七世紀的時候在印度是非常有名的，可以說是所有大成就者當中，學因明學

或者邏輯、哲學等等這些智慧、這些知識方面來講的話，他是非常優秀的。完全在這麼多的君子當中，

人中翹首當中，他是一個凸顯出來的，智慧是非常優秀。

他著作的這部《釋量論》的因緣是什麼？親因緣是什麼？這次我跟大家講，這個就是在第六世紀，

印度有了陳那菩薩，對！陳那菩薩著作《集量論》一段時間，應該是他們兩個之間相隔了一世紀，一

個世紀吧，這樣的話差不多可以說是 100年，差不多！如果不到 100年的話，應該是七八十年，肯定

有的。這樣的情況下，陳那第六世紀在南印度出生，在一個婆羅門族的家庭中誕生了。那差不多法稱

也是在婆羅門族家庭中誕生的。

我剛才講的陳那菩薩著作了《集量論》的時候，當時我們佛教界大部分人去看陳那著作的《集量

論》，其中用詞遣詞也好，他的所詮也好，內容也好，幾乎都看不懂是什麼意思。所以那個時候大家

都就不認可吧！這樣的一段時間就沒辦法變成為正規的一個正確的論典。

那再來就是法稱來到人間，他一看到《集量論》這部論典的時候，他就像我們平常講的全身汗毛

直豎，眼淚奪眶而出，類似這種感覺，非常的感動。所以他想盡辦法把這個《集量論》的內容一定要

加以擴充，清楚的解釋，就著作了《釋量論》這部論典。所以二者之間的關係大概就是這樣。

陳那菩薩,法稱菩薩這兩個都是南印度的人，都是在婆羅門家族誕生消失的，他們從小當然都是

外道徒家庭出生的小孩，從小就外道的論點也好，外道的各種的知識，或者是學術等等各方面都得以

令眾人讚歎讚揚，非常優秀的。後來都是往昔自己所累積的善法，善的習氣蘇醒的那一刻，他們都是

可以接觸了正法。這樣的就成為一個佛弟子，所以簡單的介紹的話，大概就是這樣，那當然這些就是

故事而已，想要瞭解的話，現在網路發達的時代在網路上去搜尋，自己去看這個故事就比較容易聽得

懂，所以我不需要詳細講吧，大概就這樣子。

好，那我們一開始這裡講一下陳那論師，陳那論師他出生于南印度，他從小就非常優秀的，完全

可以說是一個人中翹楚了，就是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優秀，他就是一段時間在山洞裡面修行的時候，

他其實自己想要就是寫一部完整的論典，之前他就些過一篇一篇的，小小的但是沒有聚集在一起完整

的一部論典沒有了，所以這個內容是什麼呢？

內容就是導師釋迦牟尼佛是我們佛教的教主，他是一個神，又是怙主，又是本尊，又是上師，又

是導師等等，那麼這樣的話我們就是怎麼去成立他是一個導師，由於什麼樣的根據成立為他是一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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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或者量士夫，其實這個我們平常也是研究一下量這個字，它的內容是什麼？量是什麼？

量是一個最好的平和點，或者是一個無有顛倒，不會偏頗偏袒任何一方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他

本身是量士夫，士夫是一個補特伽羅，量士夫他的行為無有顛倒，他的身語意的行為都是端正的，最

好的人，他上面加了一個就是量士夫，導師釋迦牟尼佛是一個量士夫，但是他用什麼方式來成立他是

一個量士夫。他就是很長時間一直不斷的內心去衡量思想，對就是這個。

後來他決定想要，內心已經完整有規劃的時候就開始在自己洞穴裡的一塊石板寫上了集量論著作

的誓言。這是過去大成就者他們的習俗。如果你想要著作一部論典的時候，前面一定要有著作誓言。

當時他寫了什麼樣的著作誓言呢？今天我發到群裡最後的大家看一下。

陳那論師寫的就是這個。禮敬文還有著作的誓言兩個都有了。前面兩句就是一個禮敬文、禮贊文

都可以了，後面兩句就是一個著作誓言，大概就這樣分開的。

那在這裡講到”敬禮定量欲利生，大師善逝教護者，憫眾錯亂惡推理，成量如理當宣說。”我們

簡單的解釋一下，禮敬是大家都知道的，頂禮禮敬都是可以知道的。他向誰頂禮呢？他這裡講到的定

量。

當然，這是有翻譯的不同，中文翻譯就很複雜，就是這樣，後來每個人都翻譯，所以不同的地方，

禮敬定量。這里加了一個“成量”，《成量品》的成，釋量論的第二品就是成量品。主要就是顯示出

來“禮敬成量欲利生”，這樣也可以，“定量”也可以，所以這是你們選擇，當然意思可以有，我等

一下解釋。主要的，釋量論的所詮的重點在哪裡？——“定量”這個上面，或者“成量”這個上面。

這個“成量”是非常非常可貴的，有什麼可貴之處呢？我慢慢跟大家分享。

這裡“禮敬”就是一個自己已經定量，成為一個量士夫者，就是這個意思，已經成為量士夫者，

他具備了利他的、想要為了利益一切眾生，所以想要度他的，對於眾生的悲憫心。“欲利生”就是他

具足大悲心，簡單來講就是這個意思。不僅僅是這樣，他未成量之前，透由大悲心，修大悲心，為利

益一切眾生自己修利他之心，恨不得一切眾生離苦得樂之心，一直不斷的修，就是這個意思。所以重

點就是“成量”，我們這裡一定要換成“成量”比較好，對，大家就是換就可以了，“成量”是成為

量的意思。已經成為量者是誰？是導師釋迦世尊，他是過去修了大悲心，簡單來講修了大悲心。

再來就是“大師”——這裡“大師”不要搞錯，這個“大師”不是一個士夫，或是一個補特伽羅，

這個大師的意思是，通達無我的智、通達空性的智，這個大師代表通達空性的智、通達無我的智慧。

修了大悲心，而且修了通達空性的智，再來，他就是善逝。善逝是什麼呢？是如來的意思。當然“如

來”角度不同去解釋，善逝也好，或是如來也好，都是一樣的。大師才能變成為善逝，自己便成為善

逝之後，由他來救度一切眾生，救護者。這裡面有好幾組條件，我們不要搞錯了。第一，我們說禮敬

者，禮敬的人是誰？陳那論師。禮敬文跟著作的誓言當中，第一個禮敬的對象是誰？量士夫——導師

釋迦摩尼佛，他擁有這樣的一個透過圓滿因、圓滿果的方式去讚歎、禮贊釋迦摩尼佛。圓滿因、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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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意思是什麼呢？其實這個意思，再來看就知道了，大悲心就是圓滿因。再來，圓滿因裡也是可以

分。

對於圓滿因就是大概就是這個。

那再來，大師，通達空性的智慧、通達無我的智慧，它也是可以屬於這樣嘛！沒問題，因圓滿，

這兩個就是因。那果圓滿是什麼呢？果圓滿就是善逝或者是一個救度一切眾生的能力，這些都是果圓

滿。或者是，自利圓滿跟他利圓滿，所以這個就是所得到的究竟涅槃，得到了遍知一切的智慧，還有

就是一個圓滿報身、化身等等四果，這些都是一個果圓滿。

那簡單來講的話，這個就是說：釋迦牟尼佛未成佛之前，經過了這麼長時間，修了因圓滿大悲心，

或者大悲心、菩薩行，還有就是一個通達無我的智慧、通達空性的智慧，終於他得到了自利圓滿跟利

他圓滿，就是這兩個結果。

那主要的自利跟利他圓滿是什麼樣子的呢？斷除一切障礙的究竟涅槃、通達一切法，明察秋毫。

對，擁有這樣的一個遍知一切的智，然後就是非常莊嚴的身，圓滿報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莊嚴的

身體，化身一直不斷地救度眾生，對眾生轉法輪者。這樣的一個他已經因圓滿或者是一個果圓滿，大

概就是這個意思。

好，那這個是我們簡單的解釋了，所以呢，大概就是這個。如果你有能力的話，就是其他的賈曹

傑，還有他釋論。搭配著看的話，就比較容易聽得懂，對比較容易看得懂，對，大概就是這樣。

那當然再來就是“憫眾錯亂惡推理”，對，那這個時候憫就是悲憫的意思嘛！悲憫是誰？眾錯亂

惡推理者。所以這個階段就是說，陳那菩薩特別的就是針對一些的憫眾，這個悲憫的物件，還有很多

的眾生錯亂，錯亂是什麼？他這個階段的根本不瞭解量或者量的事例。量的定義，完全他們自己去捏

造出來、製造出了揣摩很多錯誤的這種的一個顛倒的量的解釋，事例等等。錯亂就是對量錯亂。惡推

理就是完全顛倒的推理，根本不知道一個真正的量跟量的定義等等。

他們自己不知道量的定義跟量的事例，不但如此，他們還是反而是去自己捏造出來，自己顛倒的

推理這樣的一個錯誤的說法者，叫做憫眾、悲憫的對象，憫從錯亂，惡推理者，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那接下來“成量如理當宣說”，那成量的意思是什麼呢？成量就是釋迦摩尼佛，他曾經是眾生，

曾經就像跟我們一樣的，他經過了前面所述的圓滿因，或者是圓滿因裡面包含了很多的大悲心，菩薩

行，空正見等等。不斷的去修行的過程，不斷的去修行之後他便成為量士夫，所以他就是成為量的，

就是成量，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成量如理當宣說，就是說不僅僅釋迦摩尼佛是一個量士夫，

還有我跟你們講基本的量的意義是什麼？量的定義是什麼？量的事例是什麼？這些都是我完全是如

理如法地告訴你們，所以他就有一個著作的誓言，成量如裡當宣說，就是這個意思。

好，那大概就是我們這樣的解釋吧！接下來就是陳那論師這個也有故事，我順便我給大家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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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這樣子也是蠻好的，他在自己洞穴的門口有一個石板上面寫了這四句話的時候，他第一次寫上去，

中午去托缽，回來之後。發現這個偈頌全部都擦掉了，那他第二次又寫上去了，隔天拖缽回來的時候

發現又被擦掉了，對，就是這個，那後來他心裡覺得應該是有些人是故意擦了。所以他就是第三次把

這四句話寫上去並在下面留個言。他說：“如果你是在開玩笑的話，你絕對不要擦掉，這個是非常有

意義的，如果不是開玩笑，你真的想要跟我辯論的話，你就是留著等著我，我就回來，以後我們就可

以辯論”。對，大概就是這樣的留言嗎？那就是留言之後又去托缽回來的時候一個外道的論師等著他。

對。這個藏文的話（藏文～）就是一個這樣的，但是我中文目前沒有看到，反正就是我們就是這樣，

知道就可以了。一個的非常有能力、非常有名的一個外道的論師等著他，那等了以後，他們兩個之間

當然是一定要有商量嘛！那當然就是對這四句話的內容來去做辯論嘛！那辯論的過程他就說“我輸給

你，我完全跟隨你，當你的弟子！如果你輸給我的話，那一定要跟隨我，你須當我的學生或者什麼？”

其實過去的人就是我們平常講的信守承諾，不失信於人，這是非常堅定的，大部分人尤其是這個知識

份子或者很好的人，他們的人格非常好的啊，今天有諾言，今天說的話，到了明天就跳票（反悔），

類似這種的幾乎都沒有。所以他們就是要用這樣的一個打賭，就是辯論嘛。陳那菩薩上次就打敗他了，

打敗他的時候他就是有點生氣吧，對生氣，所以嗔恚現行了，那嘴裡火焰就冒出來，鼻孔裡也冒煙出

來，所以差一點就燒掉了陳那菩薩的法衣，他差一點點就菩提心就衰退了。那個時候陳那菩薩應該是

入菩薩道不久吧！不然的話，久了以後他菩提心不會衰退的。

那這樣的一個讓他惱羞成怒，完全非常生氣的時候，陳那菩薩心裡就難過。他想說：我平時都秉

持著利益一切眾生這樣的一個心態，那不要說利益一切眾生，連一個人都沒辦法滿他的願。沒辦法調

伏一個人，幫助不了一個人的時候，那只是就是講‘一切利益一切眾生’是一個口號，那他就下定決

心，那個禮贊文和著作誓言寫上去的這個一塊石板，他想那個石板丟到就是空中，如果石板就是掉下

來的話，他絕對不會當菩薩，為了自己個人去修行就好了。他因為由這樣心裡比較難過的時候，這個

石板丟到空中去了，那就是沒有掉下來，他有點好奇，往上看的時候，文殊菩薩妙吉祥來接見他，他

那時候預言或者對他說什麼“善男子，你不要消極，你現在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完成，這是事將來利

益更大的，你不要怕！你未證菩提之間，我永遠都是如影隨形的跟著你，保護你，幫助你！”這樣呢，

就是當然是由文殊菩薩來接見他的。接見他的時候，他就心裡非常的感動，那從此之後他下定決心寫

下了《集量論》。大概就是這個。

那麼這樣著作了《集量論》之後，那就是後面的就是我剛才已經如前所說的已經講好了。那之後

呢，差不多你看陳那菩薩第六世紀吧，那就是法稱菩薩的話第七世紀，這兩個人就是相隔一世紀吧？

那後來法稱菩薩來到人間。但也是一樣的不要講太多的故事，那就是哦你們就是想要看就知道了。那

簡單來講他著作的《釋量論》的主要的意思是《集量論》的用用詞遣詞太優美，字數太少。只用一個

字涵蓋了很多的內容。所以大部分人完全沒辦法知道瞭解它的內容，它的所詮是什麼？這個問題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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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稱菩薩看到了完全瞭解了之後，他依於《集量論》加以擴充。所以他就解釋為對釋迦摩尼佛是

一個量士夫，那著作了《釋量論》好，大概就是這樣就可以了，《釋量論》就是一個《集量論》解釋

的論典就是這個。好，那當然是《釋量論》的梵文名義，這個也應該是給大家講一下。

當然是這個也是第二品的偈頌裡面看不到的，就是《釋量論》前面有的。所以第一品的這個第一

開頭都有了，那藏文也好，梵文也好，它的名義是什麼呢？這個也有跟剛才講的‘量’跟有關的。你

看第一個就是“紮瑪那”這個是音的翻譯，“紮瑪那瓦德噶噶熱噶”就是這個意思，“紮瑪那”是什

麼意思？第一個是“紮”就是一開始、剛開始、最殊勝的意思。雖然“紮”字在梵文裡還有其他的意

義，不過在這裡就是一開始或者最初的意思。有些地方把梵文“瑪哪”解釋為衡量，不過“瑪哪”的

意思是對於對境無有顛倒的認識、瞭解，也就是量。紮瑪那”結合起來就是“一開始對對境無有顛倒

的認識和瞭解”的意思。

一開始無有顛倒的認識對境是“量”的定義。剛開始瞭解對境者。前面就是陳那菩薩，他做誓

言也好，或者禮贊文當中提到的是什麼？他悲憫那些不瞭解量的定義、量的體性、量的事例，不但如

此，他特別悲憫那些顛倒捏造的推理者，這些就是他產生悲心的物件。大概就是這個。

“紮”就是開始，“瑪那”就是無有顛倒瞭解對鏡，這兩個結合起來就是剛開始無有顛倒的瞭解

對境也就是量，就是這個意思。好，那再來就是“瓦底噶”是什麼意思呢？瓦底噶就是一個 “釋論”

的意思，解釋的論典。“紮瑪那”不僅僅是真正的量，而且他是依照集量論而解釋的，你看集量論也

是有一個“量”嘛，所以這裡也有一個關係。

集量論的解釋的論典就是瓦底噶，釋論的意思。“噶熱噶”的意思有的時候是說詞義，有的時候

說詞文，也可以理解為卷，這樣的話比較容易理解吧。

那再來看禮贊文，“禮敬於具足”，禮敬於具足，法稱菩薩禮敬的對象是誰呢？他就是說於“具

足”，具足什麼？具足“除滅分別網”，除滅分別網是徹底消除一切的分別，就像如鐵絲網一般的，

我們所有的眾生被鐵絲網捆綁起來沒辦法解脫、沒辦法達到究竟涅槃。佛徹底消除一切的分別網，達

到了一個斷除一切分別網的滅諦者、究竟涅槃者，就是這個意思。這個是跟集量論禮贊文的內容大概

就是比較相近。

平常我們念《心經》的時候怎麼念的，“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你看啊，就是這個吧，它的一模一樣的。釋迦牟尼佛過去，未成佛之前，

過去依靠著通達無我的智慧，不斷的修行就能滅除一切的分別妄。這個跟《心經》當中“遠離顛倒夢

想”內容是一樣的，其實是用詞遣詞不同，角度不同而已，但是幾乎都是一樣的，就是滅除分別妄，

就是這個意思。那再來。

“甚深廣大身”。第一個就是說除滅分別妄的時候，我敬禮具足，徹底斷除一切分別網，具有斷

除一切分別妄的滅諦者是誰？除了佛之外，沒有其他的。第一個就是這樣子解釋的。第二個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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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深廣大身”，好那“甚深廣大身’就是，“甚深”就是通達空性的智慧。就是它具有通達一切法

究竟實相，通達一切法的空性的、這樣的一個甚深的一個通達空性的智慧，“廣”就是一個除了空性

之外的所有一切的法，都是廣。這個字裡面概括了這個，反正就是所有除了空性之外的所有的其他的

法都是歸納為“廣“這個裡面。那最主要的就是我們因果不欺誑，或者最主要就是因果正確的、不欺

狂的等等。無有顛倒透徹的瞭解一切的世俗法的這種的智慧。所以甚深與廣大就是，“甚深“就是釋

迦牟尼佛具備了通達空性的究竟智。第二，又是通達世俗的究竟的智。那究竟智是什麼意思？雖然通

達空性的智很多，但是沒有比這個更善的，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智慧。所以它就是叫做究竟，達到了一

切究竟的境界者，就是“甚深”、“ 廣大”。

具有這種的導師。“身“就是代表具有這種的一個功德者。當然是補特伽羅。

“遍放普賢光“，是什麼意思？遍就是遍滿，遍滿遍放普賢光，其實這個”普賢“的兩個字的意

思是什麼呢？賢就是善的意思，普就是普遍所有世間。那遍放就是遍放了什麼？遍放了時時刻刻都是。

“光”是佛說出來的法語的光。

那可以合理的吧，你看釋迦牟尼佛，他遠離一切的分別網，具有了斷除一切分別的滅諦的究竟涅

槃，從他智慧的方面來看的話，就是一個通達空性的究竟智，通達世俗的究竟智。所以呢，它一刹那

間智慧就對於一切的法明察秋毫完全沒有不明的地方，他有具足這樣的一個智慧的莊嚴身，不僅僅是

這樣子，是自己過去所修的。

對一切眾生離苦得樂的方法、方便，結果，他時時刻刻對眾生轉法輪，轉法輪就是一直不斷地宣

說，不斷的教導。

普賢的普就是時時刻刻，賢就是這個善。簡單來講的話，釋迦牟尼佛，永遠永遠都是對眾生是善

的，只有善的部分沒有不善的部分，一點都沒有。所以普賢就是這個意思。光的意思，他自己所通達

的，自己所理解的眾生離苦得樂的這種的方式，而不斷地對眾生宣說，所以光就是釋迦牟尼佛宣說法

語的光芒，所以光照到所有的眾生。遍放的意思就是這個，那有的時候遍放每個地方解釋有差別，當

然這個是我們地區的不同，但是沒有問題，有文字就是比較容易理解。

以上是法稱菩薩作的禮贊文，那這個跟陳那菩薩禮贊釋迦牟尼佛，禮贊的方式幾乎都是一致的。

那再來是著作的誓言，法稱菩薩他講什麼呢？“眾生多著庸俗論，由其無有般若力，非但不求諸善說，

反由嫉妒起嗔恚，故我無意謂此論，真能利益於他人，然心長樂習善說，故於此論生歡喜。”這個就

是法稱菩薩太厲害了，他講的就是這些的。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呢？他這裡講到的，就是說，眾生多著庸俗論，現在的絕大多數眾生一直執著

於庸俗的、瑣碎的事情上面，世間的法上面，法稱菩薩說的對的吧？那我們想想看就知道了，眾生多

著庸俗論，就是現在絕大多數的眾生都是迷著於，執著於，很低劣的、卑劣的瑣碎的事情上面，就是

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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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無有般若力。又沒有辨別是非對錯的能力，就是尤其無有般若力，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般

若力就是這個意思。沒有這樣的一個正確的智慧，其實這個也是，大家都瞭解嘛，其實我們現在的人

自己有的時候傲慢出現的時候，我很厲害的，我不得了的，我非常有能力，我非常有才華的。就是以

是為非嘛!這種的人比較多的。其實不是這樣子。真正厲不厲害，就是你日常生活當中時時刻刻讓自

己舒服快樂，能讓自己幸福快樂，而且帶給別人也是幸福快樂，連我們家屬。不僅僅是自己幸福快樂，

或者給家庭、家人帶來幸福快樂的一個人的話，這個是不錯的，非常好的，對不對？那連這個都沒有，

那怎麼驕傲呢？呵呵。會打字啊，或者是搞一些文學啊，還有會操作一些的電腦的軟體的時候傲慢的

不得了。實際上我們也接觸過很多這種的人，但是真正的自己需求上來講的話，那就要不得。法稱菩

薩講的真的是沒有錯啊！由其無有般若力，那最嚴重的就是這個，非但不求諸善說。

不僅僅是這樣子，這種的人，不求諸善說的意思是什麼呢？你看我們現在，真正的我們從現在起，

達到佛地之間的所有的這個善說，善說就是經典和論典的意思，這個經典論典是不是一兩個人，我們

自己想像當中的這種的人，捏造出來的，不是這個意思，幾乎佛教徒，所公認的一些經典和論典，這

個叫做一個善說。過去的釋迦摩尼佛宣說的法，再來，印度大成就者他們著作的論典，所以，不求諸

善說的意思就是這個，我們不追求這些的，那我們追求的是什麼呢？

你自己今生認識一些的，格西也好、堪布也好、活佛也好，你自己就是講，“開心的不得了啊”，

我認識什麼什麼，就是一直炫耀給別人。那我們做的事情是什麼呢？只是跟隨他，他講什麼的信得不

得了，那他說的跟過去的大成就者他們論典說的完全不相干的，這樣子的話還是你自己沒辦法。大成

就者說的，我自己上師說的不一樣，也是沒有問題，講了一大堆想了一大堆，還是想要跟著他吧，呵

呵。

就是這個情況，那不僅僅是這樣的，有些人呢，根本不想去學習，不想看這樣的一個善說真是太

離譜了，沒辦法，你除了世間的知識之外，沒有佛法上的正確的智慧的話，你就不能成辦自己暫時生

活當中的快樂，究竟就更別說了，沒辦法承辦。如果你自己不追求這樣的善說或者經典論典那還好，

那有些人呢，不但沒有這樣的，反而是還是去嫉妒別人，對人家產生嗔恚，想盡辦法扯後腿，用各種

的方式來抹黑他等等。這個都有了，所以反由嫉妒起嗔恚撤回，我們現在的眾生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可憐啊！所以呢，故我無意謂此論，那因此之故，我法稱著作《釋量論》的時候，我不能說真能利

益於他人，我不能說這部論典可以幫助其他的眾生，我沒有這種想法。無意，我沒有這種想法。原因

是什麼？現在的眾生迷著在一個庸俗的事情上面，沒有辨別是非對錯的能力、般若。沒有智慧。不但

如此不求善說，反而是“嫉妒起瞋恚”。這樣的緣故，我著作這部論典對於他們來講有什麼幫助

呢？——我不敢說。沒有的。 “真能利益於他人”，但是，“然”就是但是，“心長樂習善說”，

法稱菩薩自己就很長時間、一直不斷地學習、一直不斷地思維這些內容。因此之故“於此論生歡喜”，

我著作這部論典，讓自己確實歡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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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面講的是什麼？他現在講說，我著作這部論典，學習這部論典者要有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夠

對你有幫助呢？它是間接的含義。它直接的含義就是說，你明明有如前所說的過患者的話，這部論典

對你沒什麼好處的。真正想要學習法稱《釋量論》的學者，千萬不要有這些過患，如果有的話，我們

開始就一定要想盡辦法改過向善，一定要改邪歸正，才能夠真正學習法稱的《釋量論》系統。你看他

直接講的就是這裡，“眾生多著庸俗論”，大部分的眾生都是執著於庸俗，就是非常低劣的這種事情

上面，由其是沒有真正的辨別善惡的智慧。 “非但不求諸善說”，“反由嫉妒起瞋恚”，這兩個加

起來的共三個條件。

這三個條件具足的人，法稱的論是真的對你來講沒有什麼太大的好處。真正想要學習這部論典者，

他的想法是什麼呢？儘量不執著庸俗的事情，開始慢慢有了辨別是非對錯的能力。不但要求善說、完

全求諸善說，而且沒有嫉妒跟瞋恚，這種人是非常好的。其實不僅僅是這樣吧，我們自己思考就好了，

知道吧？執著於低俗、庸俗的事情，帶來給我們也是反面的效果，這是人人都知道。

第二個是說如果你沒有求善說的話，你就沒有般若力，智慧的力量都沒有了。沒有的話，你就不

能對治瞋恚跟嫉妒。其實我們嫉妒很強、瞋恚很強的話，對自己的傷害很大很大，確實這樣子。自己

傷害很大的話，更不用說傷害別人，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去珍惜，擁有這樣一個機緣的時

候好好地去珍惜。人生是一個短暫的事情，所以擁有一點點機會的時候，我們儘量去聽，不要凝住在

於一個卑劣的、憂愁的事情上面。其實這樣子我們就知道了，每個人都有豐富的經驗嘛。從小到現在

為止，你做了些什麼？你所做的事情到目前為止帶給你一個什麼樣的好處呢？我們必須要回顧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重新來過，我要學佛，一定要有這樣的角度不斷地去學習、聽聞佛法、思維，逐漸地累

積到一些智慧資糧，用這個智慧來過我自己的生活、幫助到自己或者幫助於別人，這樣的生活就是我

覺得非常可貴的。

今天講得非常多，但是沒辦法。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它的來龍去脈，還有一些跟我們課程有觀的

內容簡單講一下，這樣子比較好。那下次我們上課的時候，偈頌的話確實是對你們來講比較難的，所

以我們選擇一點一點清楚地解釋的話，那你看時間長了以後，你也就習慣了。每個禮拜講的，每個禮

拜學完的時候，過了一年，你學到了多少？過了三年，你學到了多少？我們以這樣的方式來去算。就

是一定要鼓起勇氣、奮發圖強，知道吧？這樣子比較好，謝謝大家！今天我們上課就到此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