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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量論》·成量品 第五講

210602

課程範圍：

頌文：01安住能作義，不欺。聲亦爾，顯示所欲故。

03 緣於已取故，不許彼世俗

若言：論典對於諸所知，皆成為量，從彼成辦希願之故，因此複成立「能仁」為量有

何意義？（說者能作境，何義覺明顯，於彼聲是量，義性非有因。）論典等能詮聲有法，

應非令明白自己所詮真實義及增上生和決定勝的有因之果正因，能詮聲是讓對方明瞭，言

說者想欲言說趣入的境，於聽者覺知中極為明顯之何義的量、正因故。若言：已決智亦應

成為量，因彼有不欺誑故。（緣於已取故，不許彼世俗）世俗念已決智有法，不許彼為量，

是於彼能引生自己的前量，已通達未退失彼義，再次憶念持取之認知故。

阿彌陀佛，尊敬的法友們，大家上午好，那麼今天是我們釋量論成量品上課的時間，那

今天我們所上課的內容部分，昨天就已經發佈到我們群裡，大家可以把這個教材也好，這個

文章就是一定要下載，這樣子比較好，學習上比較好的（方便）啊，那今天這個階段，就是

說下面釋量論的偈頌，還有前後，所有來龍去脈或者前後的關聯是什麼呢？所以下面偈頌的

來源大概就是這樣子，這裡講到的就是說「若言：論典對於諸所知」這個論典等，這裡一般

來講的話，論典等，論典等是什麼？包含了什麼呢？所有的能詮聲，論典等所有的能詮聲，

對於諸所知,諸所知是什麼？一切法的意思。簡單來講的話，論典對於一切法皆成為量！皆成

量的意思是說，論點對於一切所知便成為量。

有些人懷疑吧，我們之前所講的陳那菩薩著作的集量論，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承辦釋迦

摩尼佛是一個量士夫！那主要的他成立了釋迦摩尼佛量士夫的密意，或者他的目的是什麼

呢？目的就是讓希求解脫者能夠得到解脫跟究竟涅磐，為了這個目的而去成立了釋迦摩尼佛

是量士夫，這是沒有錯。

那麼這樣的成立過程還是讓很多人產生懷疑，前面我們也講過了，在這個階段有些人說。

所以前面所講的成立量士夫的時候呢，一般量是什麼？量从言詮門分為多少？三種！量，真

正的心識量的定義是什麼？新起不欺誑的了別是一個心識量的定義！一般量必須要士夫量也

好，語言量也好，心識量也好，都具備了對於自己的對境不欺誑！具有這樣的一個不欺誑具

備的時候，那有些人說那對於自己的境不欺誑者是一個量的話，那就是有問題的，很多人就

是產生了如此這樣的一個懷疑。比如說今天我們這個階段講的有人懷疑說，那論典對於是一

切的所知便成為量的話，那我們就是從彼承辦希願之故，他前面講的，從彼就是從論典，這

個彼，是論典嘛，對，從彼能成辦，希願之故，就是能成辦希求解脫者對他自己所求事情都

是于彼而成立的，于彼而成辦，圓滿成辦，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這樣的依靠論典能成辦希求解脫者，他如所欲的這種的是圓滿可以成辦的話，

那「因此複成立能仁為量有何意義？」他說除了這個之外，還有重複的去成立能仁就是釋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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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尼佛，複成立，不斷的去成立能仁，導師釋迦摩尼佛是一個量士夫，這樣有什麼其他的意

義呢？其實我們依靠經典而成辦一切的希願，這樣子就夠了，還是不需要反復的去成立釋迦

摩尼佛是量士夫有什麼意義呢？

對，這個是一個大眾的疑心懷疑嘛！其實我們人世間之中什麼人都有，各種各樣的疑心

都會產生，這也是好事，比如說我們學習的過程，出現一個不同的看法者，不同的意見者的

話。那就是從不同的角度有反駁回答，這樣的過程，我們會得到很多的知識，這也算是透由

觀察修行，透由觀察學習，其實這個過程當中陸陸續續我們獲得很多的智慧。

我們思想也是越來越豐富，其實這麼說的原因是什麼呢？如果沒有人站出來這樣懷疑的

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連懷疑都不會懷疑的時候，對於這個區塊也好噢，區域也好，就會

還是愚癡愚昧的不瞭解怎麼去解釋的，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一個疑心者，他的意思說經典等能詮聲對於自己的對境，對於一切法是不欺誑，

量這個量的話，語言量當然是語言量，所以語言量就是不欺誑這樣的說法的時候接著法稱回

答的那個偈頌就是下面。

那其實陳那的想法跟法稱他們的想法都正確的，原因是什麼呢？比如說我們任何的希求

解脫者，我們自己想要成辦自己所求的事情的時候，那當然希求解脫者所求的事情是什麼？

希望能夠得到增上生，不斷地、不中斷的投生，得到增上生，終於就能夠達到了決定勝的境

界，這是我們需求解解脫者的一個希願。

能承辦這樣的希願的話，那我們由世間法來能不能成立這種所求的事情？沒辦法的，世

間法本來就沒有這種能力，那世間的知識更不用說嘛！沒有具備承辦希求解脫者自己所求事

情的一個能力。那我們不跟隨釋迦摩尼佛也就無法得到不斷地增上生，乃至達到決定勝境界，

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成立釋迦摩尼佛是量士夫，他的目的實際上來講是如此的。

那我們不跟隨釋迦摩尼佛，也不會學習釋迦摩尼佛的教法，他所宣說的法沒有學習的話，

那我們承辦自己解脫的方法就沒有了，那如果連成辦解脫的方法都沒有的話，那何況是承辦

究竟涅槃呢！其實這些都是相關的，所以前面陳那菩薩講的、法稱說的都是一致的，大概它

的意義就是這個。那所以這樣講出來的時候，其實很多人產生懷疑。

前面我們所講的一樣的，他覺得說。論典也好，能詮聲也好，對於一切法不欺誑，對於

一切法不欺誑的話，它是一個不錯的，那依靠它就能得到了！需求解脫者，自己就是能承辦

希願的一種圓滿承辦希求解脫心的一個意願嘛！這樣的話，我們不需要重複的去成立的釋迦

摩尼佛是一個量士夫，這沒有什麼意義的！他產生了這樣的懷疑的時候，法稱回答的就是這

個偈頌。

我們開始釋量論的偈頌解釋，大家一定要小心這個階段，不然的話偈頌真的有點難。

接下來，說者能作境，是什麼意思呢？比如說，說者是我們講話者說話者！我們說出來

的這個話就是能做能詮聲嘛！它有它的所詮所以它叫做能詮聲！說能詮聲者，說者就是這個

意思。經典跟論點都是一個能詮聲沒有錯嘛！好，那說者能作境的意思是什麼呢？能作境何

義？能作境何義就是對方說出來各種話的時候，當下對方想要講的，內在動機上想講的一個

對境，其他的法，這個叫做能作境。能作境就是你在內心想講的這個起心動念所講的這個境，

這個法。何義就是有任何的意義，擁有這樣的，你想講的任何的意義。就是這個意思。

再來重複講一次，大家不要忘記了，比如說我跟大家講，我內心想要講跟大家（講），讓

大家瞭解瓶子的時候，那我是（想說），這個是瓶子，我跟你們講的時候，這一番話，它的起

心動念。起心動念能作境是什麼？能作境就是瓶子！對，我想要把瓶子告訴你們，所以呢，

說者能作境是當時講瓶子的時候，我起心動念想要講的就是瓶子，所以它是一個能作境！何

義就是有的時候想講花，有些人講彩虹，這個是舉例而已，這樣你們比較容易理解，這樣的

任何的意義。

覺明顯，這個覺就是聽法者的心，這個覺代表聽法者，聽聞者的覺心，就是心，聽聞者

的心。

你所想要講的動機，起心動念所講的任何的意義，對於對方的說話的對境的，他的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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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覺心就是他的心！明顯就是很清楚讓你知道，清楚讓你心明瞭，清楚讓你心知道，就

是這個意思。覺明顯。好，那麼這樣的情況下，於彼聲是量，那經典，跟所有的能詮聲，於

彼，就是對於自己的起心動念。對於自己的起心動念來講的話，能詮聲是量不欺誑就是這個

意思。這個不是心識量，大家不要搞錯了，這個量就是一個不欺誑，不欺誑，但是對於這個

起心動念來講的話，它就是一個量。不欺誑，尤其是這個量，就是代表正因！正確的原因。

也可以說“於彼是正因”於彼是正因就是什麼呢？由於這樣的能詮聲來讓人知道自己的起心

動念，讓聽者清楚知道自己起心動念的主要因素，正量或者正因就是這個意思。於彼聲是量。

那接下來最後的義性非有因，義性非有因的意思什麼呢？這個義就是任何的能詮聲跟經

典，它所詮的意義。性是什麼？性就是真如性、空性的意思，自己所詮的意義，空性等。空

性等是什麼？空性還有增上生、決定勝、得到增上生的因素、得到決定性的因素等等。能詮

聲對於這些法來講的話，非有因，非有因就是什麼呢？它不是果正因。果正因的意思什麼呢？

非有因就是非有果正因。果，結果的果，正，正確的正。果正因，因就是因明論式的因。果

正因！

非有果正因的意思是什麼呢？其實這個是有點困難。先應該這樣的解釋讓你們比較容易

理解。我先舉個例子來講，某某地方有火，因為有煙！這樣的一個安立因明論式的話，這個

正因它的所立法是火！火的結果是什麼？火的結果就是煙，那你看由煙來成立某某地方有火，

這樣的時候，這個正因具有果，以果來成立為因的時候，這個叫做一個果正因。

比如說舉例來講，某地方作為有法有火，因為有煙之故，類似這樣的話，有煙來成立某

某地方有火，主要的、真正的就是火是它的所立法，煙就是它的正因嘛！由果證因，這個也

是正因論式！果正因的意思下面我們慢慢就知道了，果正因的是什麼？其實這種的正因論式

的，因相和（直接）所立法是因果的關係。

這兩個有因果的關係嘛！這樣子比較好的對！所以呢，某某地方有火有煙之故，有煙來

成立了某某地方有火的時候，這種的正因論式的因相跟（直接）所立法是因果的關係，所以

這種的正因論式所立法具有因，它的因相就有了果，這個叫做一個果正因！果正因就是這個

意思。

主要的總的來講，義性非有因的意思是什麼呢？經典跟論典，對於自己的所詮，空性等

增上生和決定性等等一切法，非是不欺誑。非是不欺誑就是不是不欺誑。所以主要就是說不

是正因、不是一個果正因！就是這個，那任何的正因的話，它因跟（直接）所立法，這兩個

必須要有兩種的關係。兩種關係是什麼呢？同體的關係跟因果的關係兩種，沒有因果關係又

沒有同體關係的話，這個不算是正因，正因的話，一定要有它的（直接）所立法跟因這兩個

是一定要同體或者是因果的關係任一才可以。這樣的話能詮聲、經典、論典這些對於自己的

所詮之間沒有因果的關係，又沒有同體的關係。這樣的話，他宗所說的經典跟論典對於自己

的所詮，一切的所知是一個量、正因，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就是這個意思！

義性，義就是任何經典的內容、它的所詮，性就是真如性空性的意思，非有因的意思是，

它不是一個正因，它不是一個正量。

其實對你們來講釋量論的偈頌是真的很難的，但是我們這樣的一點一點講，大家不要產

生懶惰，一定要鼓起勇氣奮發圖強才可以的。其實這個也是所知，我們該瞭解的、能瞭解的

對境。那我們歧視自己，沒辦法！要放棄的話，永遠都不會懂的。

那這個是我依照偈頌來解釋的，那下面的我依照賈曹傑這個偈頌的解釋，這樣的話對你

們來講更清楚的對！我剛才前面解釋依照偈頌來解釋的，再來你們看賈曹傑大師這幾句偈頌

的解釋，更清楚的，這樣子比較好的。

那再來這裡，論典等能詮聲有法，這個有法就是主題！應非令明白自己所詮真實義及增

上生和決定勝的有因之果正因。果正因剛才最後的解釋就是這個，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令

明白，就是讓人知道明白，自己所詮真實義及增上生和決定勝的有因之果正因。前面就是應

非，不是這樣子的。前這個是一個偈頌，解釋的時候有點倒過來的，所以前面解釋了最後的

偈頌的意思。那前面偈頌的是接下來就是解釋，能詮聲是讓對方明瞭，讓對方聽聞者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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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者想欲言說趣入境，我們自己想要讓人家知道的這種趣入境，主要就是，它是一個起心

動念，讓人知道自己的起心動念，簡單來講的話就是這樣子。於聽者覺知中，聽聞者自己心

中，極為明顯之何義的量，讓人清楚瞭解，能詮聲的任何的意義，這樣的一個量，正因故。

何義就是有了什麼樣的一個起心動念。再來還有另外一個他宗說，若言已覺知亦應成為

量，有另外一個懷疑說，量是不欺誑的話，那已覺知（這個地方之前也講過了，有些地方是

已覺知，有些地方是再覺知這兩個翻譯不同，但是意思一樣的）。已決智亦應成為量，他宗說

照你的意思去講的話，那已決智也是便成為量啊！原因是什麼？它也是不欺誑！因彼有不欺

誑故，因為它也是不欺誑。這樣的原故，已決智也是量嗎？就是這個問題。

接下來這個偈頌法稱菩薩怎麼回答的？他說：“緣於已取故，不許彼世俗”。他的意思就

是不許彼世俗，這個世俗就是，只是我們世俗心念、意念。只是一個名字上而已，但是不需

要強調的就是世俗諦跟勝義諦的意思，不需要多講這樣子，這是單單名詞而已，這樣就可以

了。緣於已取故，意思是什麼呢？比如說我們的世俗念是怎麼產生的？念這樣產生的，必須

要能引生自己的量為先行！你跟著他才能產生的，前面有任何的量就引伸出來。

念產生的過程我給你們講一下。念是怎麼產生的？我剛才出門看到什麼，現在回家還是

會不斷的產生念嘛！這個叫做回憶。念就是這個，有了念才有回憶，沒有念的話不能回憶的，

念就是這個。所以緣於已取故，已取故的意思是什麼呢？這個世俗的念緣什麼？緣能引生自

己的量已經看到的對境，緣於已取故就是這個。

能引生自己的量已經通達的對境，不斷的去執持它，不斷的去看它的意思。已取故，已

經通達的、已經執持的、已經瞭解它的，還是不斷的去執持、思想、意念、回憶它。這種的

念絕對不是量，原因是什麼呢？它去瞭解對境不是自利而去瞭解對境，瞭解對境都是能引生

自己的量所通達，導致自己才能去理解它。所以不許彼世俗的意思是不承許這個世俗的念為

量。不承許它是一個量，這個世俗代表就是世俗念。

那麼這樣子偈頌的解釋，是依照賈曹傑這麼解釋，那我們更明顯了吧！所以這些都是我

自己翻譯的，肯定會有些地方會出現錯誤的，或者用詞遣詞上有不恰當等等，這樣的話我給

你們授權可以改變，當然是我也不是中文系的，有的時候會錯誤的。

再來解釋，世俗念已決智有法，那我們以世俗念這樣的已決知作為有法，世俗念本身是

已決智！有法，不許彼為量，不許彼為世俗，就是不許彼為量。不承許它是一個量原因是什

麼？主要的道理就是這個，是於彼能引生自己的前量。它對於自己能引生自己的前量，已通

達，它已經通達的，過程未退失，還是通達的，不斷的去理解它，未退失就是這種通達對境

的心的力量還沒有衰退，還沒有退失，能引生自己的前量所通達的對境。彼義，這種它所通

達的對境。依這個法再次憶念持取之認知故，再次就是不斷的去執持它、不斷的去執取去理

解它、不斷地回憶、不斷地去憶念，不斷的去想念它，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樣的話，你執取的對境、回憶的對境，這個法對它來講，不是一個新起非欺誑的了

別。缺了哪一個條件呢？缺了量的新起這個條件！任何的量，它是自力、新開始通達對境，

那一念的話、世俗意念的話，都是叫做一個已決智，為什麼？它完全沒有自力去瞭解對境的

能力，所以都是歸類為已決知、再決知。執取之認知故！認知就是心法。心法、明瞭、認知

都是同義的。覺知、知覺，這都是翻譯的關係，其實實際上來講這都是同義的。

差不多了，講太多聽聞者來說比較辛苦的，尤其是文字組來搞文字的人更辛苦的，但是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維一下。這麼殊勝的論典，這麼殊勝的知識，我們必須要堅持，努力

去學習，學到的東西發自內心以利他之心為主，法布施給別人。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希望這

些知識、佛法的要義傳給其他的眾生，希望能夠幫助到所有的人。

那擁有這樣的一個付出很多，其實都有意義的。這都是我們學習的過程，時時刻刻都有

累積福慧二資糧的機會。那我們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擁有這樣的機緣的時候，大家一定

要珍惜，一但沒有這種機會的話，後悔也來不及了！其實我們人的問題就是這個，甚至是很

好的一個機緣遇到，你自己擁有的時候，大部分人不會珍惜，一但落到他人的手中，一但就

是消失了，失去的時候，那想要珍惜也是無法挽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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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般人的過患，其實輪回當中眾生的過患就是這個，毛病就是這個。人人都有，知

道吧！那你真的生活上遇到了如此的一個殊勝的教法，這樣的話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了，沒

什麼去珍惜的，一旦沒有這種機會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渴望非常想要，但是沒辦法。所以能

擁有這樣好的機會的時候，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好，OK，那祝大家幸福快樂，這是我由

衷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