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成量品 04-210527

若言：若認知是量，在論中宣說量的性相應無意義，因為以自證現量證成了認知，也已證成與

認知成、住、同質的不欺誑性故。（安住能作義，不欺）只有領受自己的體性，應非圓滿通達不欺誑，

喻 因為燒煮等之能功用，如自己所瞭解般而安住，即是於業不欺誑；只由領受自己的體性不定通達

（不欺誑）。若言：對於業不欺誑，是獲得境之意思的話，那麼誰也不能得（聲等）因此量的性相應

不趣入于聞識？（聲亦爾，顯示所欲故）以聲做為所取義而生的聞識有法，無不可為量的過失，因

為新顯示、或通達自己所欲之義的認知故。

（亦爾），含攝了看到閃電量等！

阿彌陀佛，在群裡所有法友們，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們上《釋量論》的課，今天是我們進入到差

不多第三課吧？第三、第四？我有點忘記了，但是這個是不重要的。主要的就是說在我們今天所講的

這個內容跟其他之前所講的，這兩個我們如何去連接起來，而這是一個關鍵。

那之前我們談到的陳那菩薩《集量論》的禮敬文當中提到的，釋迦牟尼佛是從何而來？用大悲心、

通達無我的智慧，用這樣的方式來成立為導師釋迦牟尼佛是一個量士夫、人天的導師。那所以呢，他

這樣講起來的時候，當然是陳那菩薩他自己的密意也是如此的。我們都是跟隨釋迦摩尼佛的腳步者，

當然是我們崇拜他、禮敬他、跟隨他，那必須要我們瞭解他是什麼樣子的，他自己是從何而來的？那

我們禮敬他的主要的原因是什麼？我跟著他值不值得？

他有沒有具備救度眾生的能力？具備了這樣救度眾生的能力的原因是什麼？這些都是一個關鍵，

知道吧？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現在的人，學佛者，沒有這種的態度嘛！就是我們平時講的人云亦云，

隨著別人起舞，完全就是這樣的態度。有人說這個是好，你以為是好，人家說這個不好，你以為是不

好，就類似於我們自己沒有一個堅定的信心，自己沒有一個客觀見解的時候，那要修行成功真的是很

困難的。

比如說，我們有的時候往內去觀察一下，我是一個跟隨釋迦摩尼佛的腳步者，我把他當作一個自

己的教主，對，我崇拜他、禮敬他。當時你的動機是什麼？你為什麼跟隨他？你為什麼崇拜他？這個

道理你懂不懂？所以呢，這個是重要的。那我們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哦，他是一個佛，佛是非常殊勝

的，若是這樣的想，我們就沒有去研究探討，那就反問他一句話，他殊勝的原因是什麼？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人家說殊勝。你看我們的態度就是這樣嘛！這種學佛的態度真的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大部分的凡夫眾生擁有這樣態度的意識形態的情況下，我們容易被人家糊弄，容易受騙上當，

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個。那所以呢，陳那菩薩的密義就是，我們的教主，我們的導師，他是由於什麼樣

的因素導致所產生的？他過去是什麼樣子的人，後來修習時修了什麼樣子的法才能達到這樣的一個無

上正等覺佛果？所以這都是以道理來告訴我們的。

這些之前我們已經講過了，暫時不需要再講了，簡單來講的話，他成立釋迦摩尼佛是量士夫的時

候，先一定要瞭解量是什麼樣的才叫做量。那所以呢，佛經當中分類為三種的量：士夫量、名言量、

心識量。就有分成這三種。

這樣的話，一般的量的意思就是不欺誑，不欺誑是非常重要的，那這樣談的時候，釋迦牟尼佛為

什麼叫做一個士夫量呢？他已具足究竟的量，而且他就是，這個世界上也好，或者其他的世界也好，

他自己講過了，有百俱胝的世界，也有百俱胝的我，卻是我們相信，那這樣的話，導師釋迦牟尼佛他

是量士夫，它具有正量，無上的正量，那這樣談的時候，再就是渲染開來，解釋的時候，那心識量是

什麼？量的定義是什麼？量的事例是什麼？那這些都是我們慢慢講出來的時候，一邊反駁他人的看法，

一邊成立了自己的主張，這些都是一個以無數的真理與無數的道理來制定下來，不是說我覺得我認為

這樣是不靠譜的。

因此接下來，那所以呢，陳那菩薩他擁有這樣的一個起心動念，想要把釋迦摩尼佛成立為正量、

量士夫，這樣的一個過程，那當然後來就是一個法稱注解，加以補充，能夠加以擴充，所以詳細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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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對他的內容，那這種的過程當中，剛才我們前面講的量就是新起來，不欺誑的了別就是量的定義，

量的事例我們上個禮拜談過了，執青色的現量，大概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去描述和表達的，就是這個。

那最主要的就是導師釋迦牟尼佛，過去世就像跟我們一樣的，那後來他就是修大悲心，大乘種性

甦醒，再來就是修通達無我的智慧，那這樣的一個悲智雙運也好，雙管齊下也好，所以呢，終於達到

了一個如來的果位。那如來佛的果位的時候才有救度眾生的能力，所以呢，叫做一個救怙，對，大概

就是他的次第就是這樣嗎？所以呢，之前就是已經解釋過了，大概就是這樣的瞭解。

再來就是法稱解釋了這樣的一個量的時候，當然是今天這個階段就是說，我們連接下一步《釋量

論》的偈頌的時候，這個中間又出現了什麼狀況呢？今天講的就是這個。所以這是我們前前後後一定

要大家詳細去看，不然的話，你直接去看偈頌，根本看不懂說了些什麼。當然這是我依靠那個藏文直

接翻成中文的，有的時候也許語法上面，各方面也許有一些錯誤的，不正確的，用法上不正確、不恰

當的，如果有的話，你們就可以自己去改就可以了，意思不可以改，但是他的用詞遣詞上來講，就是

這個字，前後或者動詞名詞這些的用法上來講，有一點不對的話就可以允許改變，這個就是我跟你們

講的，當然是我自己的中文的程度不好，所以有的時候就會容易錯誤的。

這個階段，若言，如果說，這個是他宗說的，對，有人這樣的懷疑的，有人說：若言，若認知是

量。前面我們講過，心識量是什麼樣子的，士夫量是誰，語言量是誰，講過了嘛，講過了之後，上次

講的就是說新起不欺誑的了別，是一個心識量的定義的時候，有些人就跑出來說，你們這樣的解釋應

該是有點問題的，他這裡講到的就是說，如果認知是量，認知就是心法的意思，我們前面講的就是心

識量，他這裡講到就是，如果心識就是量的話，心識量存在的話，他的意思就是這個。

在論中，在論點當中，經典當中，宣說量的性相應無意義。如果認知是量的話，那我們論點跟經

典當中不需要這麼詳細的解釋，沒什麼意義的，毫無意義的，原因是什麼呢？那心是量的話，每個心

識都有領受自己的自證分存在的，就是這個意思。領受自己的自證分存在的話，我們論典跟經典當中

不需要詳細的解釋，領受自己的自證分就一清二楚，就是它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不需講，在論典跟經典當中不需講啊！對，任何的心識量都領受自己的自證分就可以理

解自己，沒什麼問題啊，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在這裡在論中所說的量性相應無意義，那為什麼講應呢？應就是搞不好就變成為這樣的毫無

意義的，沒有什麼意義的，就是這個意思存在。所以呢，他下面講因為以自證現量證成了認知，這個

證成了認知，就是證成，就是他瞭解了，所以呢由它來便作為一個證據，所以呢，以自證現量，對，

任何的心領受自己的自證分，或者領受自己的自證現量，來可以證成的認知。

證成就是有領受自己的那個自證分來可以就是這個道理來可以，所以認知是存在的，認知是成立

的，所以呢，這個就是一個根據證成的認知，就是作為一個根據。對，那就是這個意思。那這樣的情

況下，也以證成與認知成、住、同質的不欺誑性故，主要的他宗意思在這個當中。由領受自己的自證

現量來成立認知，反正就是領受自己的自證分清清楚楚的瞭解認識自己。

所以不必在論典跟經典當中，不必講很多，很多量的事例、量的定義，什麼什麼不需要講。量就

是本身，凡是量的話，領受自己的自證現量就可以清楚的瞭解它啊，那就是不需要再重複的講，就是

這個意思。也已證成，已經證成什麼？與認知成、住、同質的不欺誑性故，這是什麼意思呢？那你看

任何的心識和自己成、住、同質不欺誑故，跟自己成、住、同質的是什麼意思？比如說舉例來講我們

的眼識。

那眼識的無常，眼識的刹那性、眼識的有為法，那眼識的刹那變化性，眼識的所作性，這些都是

和眼識，成、住、同質！成、住、同質是什麼？成就是成立，住就是住大家知道吧，比如說一開始眼

識形成的那一刻，眼識的刹那性、眼識的所作性、有為法、無常都是同時成立的嘛!那住也是同時的，

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都是。

對，也是跟眼識的生住滅這些都是一個成、住同質的！而且不欺誑性故，就是領受自己的自證分

還是可以理解和認知，成、住、同質，不欺誑的部分也是那個量的定義當中的不欺誑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自證現量就是理解這些的東西，那這樣的話你經典跟論典當中不需要講量的定義是什麼，新起非欺

誑的了別，還有它的事例是什麼？一直講，這種毫無意義的，不需要講。原因是什麼？任何的量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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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領受自己的自證識，一但存在它都能瞭解和認知成、住、同質的不欺狂的部分都可以理解的。那這

樣的話就是不需要講啊，不必講! 以上這個就是他宗的說法，他宗的主張就是這個。

這個是上個禮拜，我們談到的法稱的釋量論的那一個偈頌跟今天這個階段講的偈頌之間，就是間

接的一個內容當中擁有這樣的一個意思存在的！所以呢，這個是我們大部分人直接看偈頌不容易理解

的地方就是這個！

那再來就是自宗也好，法稱就是回答的部分。他怎麼回答的？他這樣子回答的，他這個回答就是，

偈頌我就是那個空格起來，這個是偈頌，那你們看【安住能做義不欺】對這段啊，所以呢，這個就是

法稱回答以上這些看法！破除他們的看法！回答他的問題。

那回答的時候，他就解釋安住能做義，不欺...... 他解釋的時候，你看它面的回答當中就是一定要

分散了，你不太理解他那個前面說的偈頌，下面就是分散這樣的時候你就不容易看得到，慢慢去看就

可以看得出來，但是我這個翻譯的時候，我盡自己力所能及去儘量把它讓你們易懂的方式去這樣子寫

的，但是有點困難，本身《釋量論》的用詞遣詞非常困難。所以呢，就是大概就這樣子吧。還是可以，

大家慢慢的去看應該是可以看得懂。

那再來回答的時候，只有領受自己的體性，那你看只有領受自己的體性是什麼？前面我們講的，

比如說眼識也好、認知也好他們領受自己的自證分。自證現量也好，或者自證分也好，領受自己的自

證分，只是領受自己的體性就是這個意思。只有領受自己的體性，應非圓滿通達不欺誑，比如說認知

領受自己的自證分，領受自己的只是領受自己，不一定瞭解所有的了解。所以呢，認知的作用能力不

欺誑的部分不一定瞭解的，其實這個也有道理。

先跟你們講一個道理。比如說，我們眼識看到色處或者是耳識聽到聲音，那我們就以耳識來講一

下，耳識聽到悅耳的（聲音的）時候，非常美好的聲音的時候，當然是當下就是，正常的耳識的話他

無有顛倒的瞭解。算是一個瞭解這個悅耳聲音嗎？他瞭解聲音的當下，耳識自己領受自己的自證分存

不存在？當然存在的。尤其是耳識正常，耳識領受自己的自證分，也是領受自己的自證現量。可以這

麼說的，那領受自己的自證現量瞭解的是誰？

他只是瞭解耳識的體性而已，除了這個之外他也不知道耳識瞭解悅意的聲音的部分。領受自己的

自證分就沒辦法理解的，那所以呢，前面講的就是有道理啊對不對？法稱菩薩那個回答：“只有領受

自己的體性，應非圓滿通達不欺誑”，圓滿就是這個圓滿就是完全的意思，這樣的瞭解就可以了。應

非就非圓滿通達不欺誑，不一定全部都瞭解，尤其是不欺誑的部分。

那麼不欺誑的部分的話，這個不欺誑是當然是我們這樣子去解釋的，如果你正常的眼識看到花朵

的時候，那眼識不錯亂不顛倒的時候，那眼識當下所看到的花朵顯現出來的花朵，對於看到自己的花

朵上面沒有錯誤，沒有顛倒的時候，它如所看到的那樣，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的時候。那眼識對於自

己的花朵上面就不欺誑，就是這樣解釋的，耳識聽到聲音的時候呢，耳識正常沒有錯誤沒有顛倒的時

候，他對於自己所聽到的聞到的聲音是不欺誑的，對，就是這樣子解釋嘛，那所以呢，剛才前面講的。

耳識也好，眼識也好，他們瞭解各自瞭解自己的對境的時候，各自領受自己的自證分，只是領受

自己的體，各自的體性而已，除了這個之外，他們也看不到，眼識跟耳識對於自己的對境不欺誑的部

分無法瞭解的，不一定瞭解的，那所以呢，這個就是啊。剛剛好，所以回答的就是非常的好嘛。前面

所講的一樣，就這個意思。

好，那接下來就是這裡，喻，喻就是比喻的意思，比喻來講，因為燒煮等之能功用，對，那你看

我們燒，火燒還有煮，這樣的話，他們有就是他們擁有的功用嘛，能功用或者是功用能，功用的能力。

還有他們的能功用，它們的一個能力，它們起到的作用等等，就是這個意思，知道吧，好，如自己所

瞭解般而安住，你看那就是偈頌的內容就是出現了嘛，安住這個安住是怎麼去解釋的？如自己所瞭解

般而安住就是這個意思。

那它的意思是什麼呢？比如說我們舉例來講，我們看到火燒或者是煮的時候，那這些的，你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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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是正常的時候，你如所看到的火燒，還有煮的時候，煮飯也好，煮菜也好，這樣子煮的時候，你

眼識正常的話，它如自己所瞭解，就是它如所看到的那樣。如所看到的那樣，實際的情況也是這樣子

存在，如所瞭解般而，安住的意思是什麼呢？你當下所看到的那樣，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存在，就是

這個意思。那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偈頌的一個表達的方式。所以呢，它的用詞遣詞非常複雜，所以呢，

一般人就是安住不太會用，是這個上面嘛。所以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的。

那你看我們這樣子的時候，比如說，我們看到種子，我們看到辣椒，你如所看到的這樣的，如果

你眼識跟耳識正常的話，你如所顯現的如所看到的那樣，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存在，就是這個意思。

你瞭解如此這樣的存在，那你所顯現的那樣，實際的情況存在的方式不一樣的時候，那不可以說如自

己所瞭解般而安住嘛，對不對？那這樣的話，即是於業不欺誑，就是這個，那所以呢，任何的心識它

不欺誑的原因是什麼呢？對於任何的這個業，不要聯想到說我們造惡業善業，不是這個意思，這個業

就是任何的心識當下所看到的這個對境，就是當做一個業嘛，就這個意思。比如說剛才我們以上所說

的，我們聽到聲音，那耳識正常的話，它對於聲音不欺誑的；看到花朵、看到的花朵的眼識，對於花

朵是不欺誑的，就是這個意思。

如自己所瞭解般而安住的意思是什麼呢？眼識如所看到的那樣，如所顯現的那樣，實際上也是如

此存在的話呢，那表示是什麼呢？表示就是眼識對於這個業的這個花的對境是不欺誑的意思，就是這

個意思。

對，這個是，即是於業不欺誑，對，就是這個，比如說我們任何的形式，它瞭解自己的對境的時

候，無有顛倒，對鏡的話，無有顛倒的瞭解對鏡的話，它對於自己的對境是不欺誑，就是這樣解釋的，

那所以呢，這樣的解釋比較適合的，如自己所瞭解般而安住，這個偈頌的安住就是說，任何的對境，

我們心識如所瞭解它的時候，如所看到的、如所顯現的那樣，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安住，如此存在的

意思，這樣的情況下，即是於業不欺誑，的意思是說，這樣子叫做一個任何的心識對於自己的對境不

欺誑，就是這個意思。

那再來，只由領受自己的體性不定通達（不欺誑），你看所以呢，這個裡面，那所以呢，只由領

受自己的體性，所以呢，任何的形式，領受自己的自證分，自己只有領受自己的體性，就是不一定通

達自己對於自己的對鏡不欺誑，不一定瞭解了。對，這樣子就剛剛好嘛！所以剛剛好回答。原因是什

麼呢？前面他宗說的，論點跟經典當中，再也不需要講量的定義跟什麼什麼，原因是什麼呢？量是一

個心識啊。

那量是心識的話，領受自己的自證現量，領受自己與此同時，就完全透徹的瞭解自己的不欺誑啊，

自己的各個的內容，那這樣的話，我們在經典當中、論點當中，再那個加以擴充去解釋是不必的，毫

無意義的，就是這個意思嗎？那所以呢，下面我們回答他的這個看法的時候，破除他的看法的時候，

回答的非常好的，原因是什麼？這裡講到的，比如說，我們以火燒、煮等等，這樣的話，每一個當下，

我們就用眼睛來看，耳識來聽，鼻識來聞，舌識來嘗，身識來碰觸。

這樣子，我們利用任何的心識，來享受、領受對鏡的時候，當時每一個根識都有領受自己的自證

識，領受自己的自證識領受自己的體性之外，它們自證分沒辦法理解、認識到，自己對於自己的對鏡

的不欺誑。這個是自證分或者自證現量沒辦法理解的，不一定理解的，就是這個意思嘛。那這樣的話

就是剛剛好，所以呢，他的回答就是一個破除他的看法，就是恰恰好的，就是這個。只有領受自己的

體性，不一定通達不欺誑，就是這個。

那接下來又是另外一個，若言，如果說對於業不欺誑，那對於業不欺誑，就是剛才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業，就是不要把它當做一個善業、惡業啊，這是只是一個純粹的，把它當做一個對境來看待就可

以了。對於對鏡不欺誑。對，任何的心識都有自己的對境嘛。對，那所以對於業不欺誑是獲得境的意

思的話。當然是，這個是我們前面講的嘛，比如說任何的形式，無有顛倒的瞭解對境的話，這個叫做

心識對於自己的對鏡不欺誑。那另外一個，他宗又懷疑，他說，那這樣的，對於業不欺誑，是一個獲

得，這個獲得就是看到的，看到跟獲得這兩個這個地方是一樣的。比如說我們舉例來講，我眼睛看到

青色的布，就可以說我眼識獲得青色的布，就是這樣用的。那鼻識聞到香味的時候，也是鼻識獲得香

味，就是這個意思。那獲得的時候，其實有些地方，社會上、生活上用的，跟佛法上教育當中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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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肯定會有所差別的。原因是什麼呢？佛教的教育當中，用詞遣字都是非常嚴格的。它的主要的意

義上來去用的，它的主要的就是內容正確的角度來去用的。我們世間的善於用詞遣詞都是民間的一個

習俗，用這樣的方式來運用的，一般社會上世間人來用的時候，“獲得”就是應該是我得到了什麼東

西，對不對？得到了什麼樣的功德，類似這種的，任何的心識看到對境的時候，我們不可以用獲得對

境，一般社會裡面不能這樣用的。但是實際上來講，誰用的比較正確的、精准的？確實佛教的教育當

中用的是比較正確的，確實比較正確的。你看你就是我們想像當中的獲得，獲得是它的真正的意思是

什麼？什麼樣的情況下才叫做一個獲得呢？這樣的去追本溯源的時候才能夠知道我們都是一個反正

就是錯亂當中就是能夠過生活者，確實如此這樣子。

是獲得境之意思的話，那有人說什麼呢？他說什麼？他說，那麼誰也不能得聲等這個境。不欺誑，

前面我們講過嘛！前面是安住能作義不欺，這個已經前面講過了，那後來就是聲等。聲等是什麼？聲

音或者是，“等”就是包含了閃電啊，速度比較快的那些的閃電等等，就是這個意思。那他的意思懷

疑說，那麼誰也不能得到，不能得聲等，那誰都不能得聲等就是說，那你對於自己的對境不欺誑，無

有顛倒的看到它，那你就是這樣算是一個對於自己的業、對自己的對境不欺誑，這樣的意思的話，那

誰也沒辦法無有顛倒的瞭解聲音、閃電等等，他的意思就是這個。那這樣的話，因此，量的性相應不

趣入于聞識，你看這裡有道理吧！聞識是什麼？聽到聲音的認知，比如說我們的耳識叫作一個聞識嘛，

聽到聲音的時候產生的一個聽到它的一個聞識，這個就是一個認知的意思，那誰也沒辦法看到聲音跟

閃電的話。那這樣的原因，量的性相是新起不欺誑的了別，這個性相應不趣入于聞識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們照那個偈頌的解釋來翻譯的，它的主要的意思說，那聞識不具備了這樣的一個量的性相啊，

就是這個意思。

原因是什麼？那具備的話，聞識聽到聲音的認知的話，它就能獲得聲音，就能獲得聲音的話，它

對於聲音不欺誑，那這個是不對的，原因是什麼呢？聲音跟閃電誰也無法得到，誰也無法無有顛倒的

瞭解它看到它的意思，那它為什麼這麼想呢？他說的就是聲音或者是一個閃電，這些都是速度太快了，

誰也無法看到他，誰也無法就是無有顛倒的瞭解它抓住它，就是這個意思。

好，那麼這樣的情況下，量的性相應不趣入于聞識，的意思是什麼呢？因此之故呢，聽到聲音的

心識，聽到聲音的認知，沒辦法具備量的性相，就是這個意思，知道吧，對，沒有具備，不能具備啊

量的性相，原因是什麼呢？它具備量的性相的話，它也是不欺誑，它不欺誑，就是對於自己的業，對

境不欺誑，那自己的對境是什麼？自己對境就是聲音嘛？那對於聲音不欺誑，是不可能的，聲音誰也

無法清楚瞭解的。

這樣子的話，你們比較容易理解的，所以聲等，這個裡面聲等就是剛才我們前面講的，那你看“聲

亦爾”這個也是偈頌。那這樣子的話就剛才講的，因此量的性相不應趣入于聞識，這是他宗講的。那

下面的就法稱菩薩回答的，破除前面的懷疑。

再來偈頌：聲亦爾，顯示所欲故，就是這個。聲亦爾，顯示所欲故的意思是什麼呢？以聲作為所

取義而生的聞識的有法，依你的方式來講，大概就是這樣子，比如說我們舉例來講，以聲作為所取義

而生的聞識的意思呢？以聲作為所取義意思什麼呢？所取義就是對境當中有所取境，所取境跟趨入境

是一樣的，那把聲音當作一個所取境而產生的是誰？就是我們的耳識。聽到它才能產生一個認知，所

以以聲作為所取義而生的聞識有法，就是這個。

再來，無不可為量的過失，它沒有具備量的性相的過失，就是這個意思。沒有這個過失，原因是

什麼呢？因為新顯示，新顯示是什麼意思呢？這個顯示就是，因為剛開始新起，顯示就是非常清楚的，

無有顛倒的顯示出聲音來，就可以通達聲音，就是這個意思。

新顯示或通達自己所欲之義，通達自己所欲之義是什麼？當然是耳識的所通達的對境是聲音嘛！

所以通達自己所欲之義是誰？聲音。所以通達自己所欲之義，聲音的一個認知故，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簡單來講，前面說的也是不太正確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實我們聲音就是耳識清楚地可以理解它、

通達它，一聽到聲音的時候，耳識無有顛倒的顯現出聲音來，無有顛倒的看到聲音，所以這個代表是

當下所產生的耳識就變成為無有顛倒通達對境的一個認知，所以它就叫做一個量，那這樣的話聞識沒

有具備量性相的過失就沒有了。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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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宗就是這麼認為的，聲音時間比較短的，或者閃電也是時間比較短的，所以我們一般凡夫沒

辦法抓住它，沒辦法無有顛倒的瞭解它、認識它。所以這樣的情況下，聽到聲音的耳識當中沒有一個

量。原因是什麼？它沒有具備量的定義，如果具備量的定義的話，新起非欺誑的瞭別，新起就是剛開

始生起的，不欺誑就是對於自己的對境不欺誑，對自己的對境是誰？聲音。那對於自己聲音不欺誑的

話，那就無有顛倒的瞭解聲音，所以他宗認為時間短就是沒辦法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我們上課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那講的比較多的，剛才我們前面講的聲亦爾，前面講的聲

等，這個等是概括了什麼？概括了閃電，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