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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言：證知青色自體之後，生起持總相的識，將得到是量。不依自相，與彼無關的執持義總之量？顯現自相

的持義總之量？若如初者，（偈頌 不知所知故）意思：應不可能有唯持自續總的量，因為凡是量，新知昔所

未知的自相，依於彼（自相）任一是周遍的。若如二者，若有執持總之量，也應無已決智為量的過失，（偈頌：

意謂於自相）意思 希求結果最後，趣入了知昔所未了知自相的新知及其境，如是（意謂）希求結果最後，需

要趣入了知自相的量及其境，（偈頌：觀察自相故）意思：因為最所希求之境，於彼分為有無自相觀察之故。

阿彌陀佛，尊敬的所有法友們，大家上午好。那麼今天是我們《釋量論》上課的時間。那今天的這個裡面有寫

到三個偈頌，三個偈頌的前前後後的一個關聯性，還有它的來龍去脈，這是我們一定要清楚瞭解。《釋量論》

的偈頌是非常深奧的，尤其是我們現代的人直接去看《釋量論》的偈頌不太容易理解它說了些什麼。

我們開始學習的時候，每次上課的時候講得不多。這樣你們每一次上課的期間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一定要緊

緊地掌握住所講內容，這樣慢慢就能連接起來，久而久之後就學到了很多的知識，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心安理得。

今天的第一個偈頌前後有關的內容跟大家講一下。上次我們上課的時候提到有人這樣說：“我們產生了一種執

青澀的一個眼識的時候，它第二刹那引生出來的顯現青色的一個憶念知的時候，他也懷疑這個憶念知是不是一

個量，因為他從未看過的青色的義總，它是剛開始新的了知青色的義總，所以它也算是一個量”。這個是我們

前面講過的。他宗有人這麼懷疑，執青色的眼識引生出來的憶念知也是量，因為青色的義總它也是從未看過，

它是剛開始瞭解青色的義總之前從未看過。

如此，由於執青色的眼識引生出來的憶念知應成是量。這個前面我們提過了，他宗有人持這樣一個懷疑。這個

前面我們回答過了，但是這個今天又是接著強調，或者是把它作為一個另外的角度的他宗的說法，所以還繼續

回答，各種不同的角度去回答。

所以我這裡寫到，若言：證知青色自體之後，生起持總相的識，將得到是量。這個是我按照賈曹傑的釋論直

接翻譯的，但是我們翻譯的時候一定不要失真嘛。當時的他用詞遣詞上什麼樣的用法，按照他的順序來翻譯這

樣適合的，在解釋的時候自己加以擴充，清楚地去解釋這樣子才對了。不然的話，有些人懷疑說，“一開始翻

譯的時候一定要儘量白話文”？所以這樣是不對的，就失真了？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不是基本的經典和論典的

原汁原味，真正的意思失去的話，那就不對了。所以一開始翻譯的時候這樣的翻譯的。

這裡講，證知青色自體之後，這是我們前面講過的，證知青色自體之後的意思是什麼呢？我們眼識可以清楚瞭

解青色的體性之後，那生起了什麼？生起持總相的識。這裡寫了持，這個持不是執持的意思，它只能說持代表

是可以顯現總相的識，這個識就是憶念的意思。

生起持總相的識，這裡講得是可以生起顯現總相的憶念。當然這個是按照賈曹傑的釋論來翻譯的，用詞遣詞是

這麼說的。這樣我們就會比較容易理解，比如我們肉眼看到青色的時候，當時就生起了執青色的眼識。再來第

二刹那它引生出來顯現執青色總相的憶念，他宗與自宗之間爭論的主題是它。所以他宗有人認為它有應成為量

的過失存在。自宗一直強調，不管怎麼樣，它絕對不是量，它永遠都是再覺知（已覺知）。這樣解釋比較清楚

的。

生起持總相的識的意思是，產生了顯現總相的識。這個總相的意思是什麼呢？義總的行相，義總前講過，任何

的法都可以說有它的義總。它的義總我們怎麼去解釋呢？比如，瓶子的義總（執瓶的分別顯現出來瓶子的樣子）。

所以它的顯現境叫做瓶子的義總。所以青色的義總（執青色的分別顯現出來的青色的樣子），這個行相、顯現

境叫做青色的義總。這種義總的顯現、行相，只有分別才能顯現出來，無分別根本沒有這種的顯現，這個一定

要分清楚。有些人認為任何心識都有義總的顯現，這個是錯誤的。之前也講過了，義總就是任何分別不共的顯

現。

生起持總相的識，這樣的情況下，將得到是量，就是這種憶念知將成為是量，原因是什麼？對於青色的總相（義



總）來講，它從未看過，現在才開始看到青色的義總。所以青色的義總過去不曾看過的，現在才剛開始看到它，

所以它應成為量。他宗是這麼說的。所以這裡說將得到是量，就是將成為是量的意思。我們主要說的主題就是

這個。

自宗擁有這樣的主張就他宗懷疑。他宗覺得執青色的眼識引生出來顯現青色義總的憶念知是量，這樣的時候法

稱從兩個角度來反駁他。他就從兩個角度去觀察，透由觀察而去回答他宗的看法。所以這樣的情況下，下面的

偈頌就出來了。那我們觀察什麼呢，兩個角度是哪個角度呢？

不依自相，與彼無關的，這個是與誰無關？與彼，這個彼就是前面講的自相。問他，執青色義總的憶念知，它

是一個不依靠自相或是一個與自相無關的執持義總的量嗎？第一個觀察的就是這個。法稱的第二個觀察也是透

由提問的方式去反駁他。第二個，顯現自相的持義總之量？

第一個，不依自相：憶念知完全不需要依靠自相，自相就是依他起性的意思（當然這個是我們站在唯識的立場

來評論自相跟依他起性是差不多）。與彼無關，它是與自相無關的執持義總的量嗎？第二個，它是顯現自相的

執持義總的量？所以他就這樣反問。

再來，若如初者，如果第一個問題是你承認了。若如初者是什麼呢？不依靠自相而且跟自相無關的這樣的一個

執持義總之量你承認的話。再來法稱講的偈頌出來了，偈頌：不知所知故，就是他回答的。

不知所知故的意思是什麼呢？意思，應不可能有唯持自續總的量，唯持，唯一執持。這個的意思是什麼呢？

應該不可能有只是一個執持自續總的量。自續總的量是什麼意思？自續總的量就是不可能不依靠任何的自相

（與自相沒有關係），只是執持唯一的一個自續義總的量，絕對不可能有的。唯一的執持自續總的量，這個自

續總的量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原因是什麼呢？自續總是什麼意思呢？自續總就是單一的義總，自續就是一個

翻譯的關係，藏文裡的自續就是這樣寫的，所以直接翻成中文，它的意思是什麼呢？單獨的義總，單獨義總就

是不靠自相，不跟任何的自相有關的。就是這樣一個單獨的義總叫做自續總。唯一的持自續總的量是不可能存

在的，原因是什麼呢？若是義總必須要有施設處自相及與自相有關的任何一種。如上所說，首先自續總根本不

存在，其次若自續總不可能存在，執持它的量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再強調一次，在這個地方有點困難，不要忘

記了。

應不可能有，不可能有是什麼呢？唯一的就是執持自續總的量，這是不可能有的，原因是什麼呢？主要是它的

執持境自續總根本不存在。自續總是什麼呢？跟自相無關，不依靠自相，這樣義總稱為自續總。這個根本不存

在的，原因是什麼？因為若是義總必須要跟自相有關或者是依靠自相任一。這樣的自續總本身不存在。它不存

在的緣故，所以執持它的量是不可能存在的，是這樣一個回答。

再來，因為凡是量的意思什麼呢？我們一般的解讀與這個階段有點不一樣，當然是我照著藏文翻譯的。凡是量

的意思是什麼呢？前面所講的執青色的憶念就算是量。如果它是量，它還是新知昔所未知的自相。這個新知昔

所未知的自相是誰？就是青色。當然這個是我們爭論的基礎（執持青色的眼識引生出來的憶念知與它所看到的

青色），是我們這個階段的一個主題。

因為凡是量，因為如果按照你所說的“執青色的憶念知是量”。新知昔所未知的自相，之前未知或沒有看過，

而現在開始新看到的自相（青色），前未知的這個自相為青色。依於彼（自相），就是依靠這種的青色，

任一是周遍的，如果你說的憶念知是量，第一，對於青色它必須是之前未瞭解而新瞭解。第二，依靠著這種的

青色，此二者任一肯定是周遍，周遍是一定的，二者任一是一定的。一定的意思是什麼呢？第一个是新知昔所

未知的自相，新開始瞭解之前從來沒有看過的青色，第二个是依靠這種的青色而存在、而產生，任一，一定是

任一的。所以他這樣回答的時候，新知昔所未知的自相，他的偈頌的回答：不知所知故。不知就是之前從來沒

有看過的，所知故，現在才開始瞭解它的一個憶念知。

剛才這樣子提到的時候，第一個是憶念知。你所說的憶念知如果是量，它也是對於青色來講為昔所未知，過去



不曾看過，現在才新開始瞭解它、了知它。

新開始瞭解它的時候，這個憶念知必須要依賴著青色，那這個青色是不是一個自相？對。那第二個是說，由於

這個青色才能產生的這種的憶念知，依於彼（自相），這個自相就是青色。這兩個任一是周遍的話，那如前所

說的，你所主張的，不依靠自相，與自相無關的，這樣一個執持義總的量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是什麼？你所

說的這個憶念知若是量，它必須要依靠這兩個而存在，這樣的話它不靠自相、與自相無關的一個執持自續總的

量是不可能存在的。回答的剛剛好。

第一個觀察的回答已經回答過了，主要的就是說，它不可能不依自相，與自相無關的這樣的一個單獨的義總是

不可能存在的。主要的就是任何的義總它的施設基礎、安立基礎，必須要有一個自相，所以這樣就可以了，第

一個就已經回答了。

第二個，若如二者，若有執持總之量，若有執持總之量的意思是什麼？當然這個執持就是剛才我們前面講過的

與一般的概念的執持是有一點點差距的。若有執持總之量意思是若有顯現義總的量，也應無已決智為量的過失。

第二個，法稱跟他講：“若顯現義總的量有，也不存在再決知為量的過失”。這個是我直接回答他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比如我們之中，一開始我們看到青色的時候，產生了瞭解青色的現量。之後由於它引生出來

顯現青色或者執持青色的一個憶念知。這個憶念知是再覺知（已覺知），那這樣子承認的時候，他宗就懷疑：

“這個憶念知也應成為量，有這個過失”。前面所講的與他宗之間有矛盾的地方就是這個。

他宗的解讀是怎麼解讀呢？他說：“這樣的憶念知也是之前未知的，今天新開始看到對境者。這是什麼呢？它

的義總，青色的義總，之前從來沒有看過（能引生自己的量，執青色的眼識也沒有看過）。自己也從來沒有看

過，現在才開始看到，這樣是新開始對不對？新起非欺誑的認知，這樣憶念知也就應成為量的過失。就有這樣

的爭論。這個階段還是繼續去回答他的看法，也應無已決智為量的過失，沒有這種的過患。

回答的偈頌：意謂於自相，直接這樣的回答就比較清楚，可以的。意謂是什麼意思？意謂就是這種執持青色的

憶念知，或者任何類似這種的憶念知，內心擁有這樣的一個想法。誰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呢？當然是法稱也好、

陳那菩薩也好，可以說是佛也可以（當然他們都是有這樣的一個密意或者想法）。有什麼呢？任何的憶念知、

任何的量都是依自相。於自相就是依靠著自相而有，任何的量、任何的再決知都是依靠著任何一種自相而存在。

當然任何的量、任何的憶念知它依靠自相的道理是什麼？這是很簡單，比如說：中觀跟唯識之間的差別，唯識

的看法遍計執也好、義總也好，任何的常法主要的施設的基礎必須要有一個自相。如果沒有自相、沒有依他起

性，它就沒辦法成立，這是唯識的看法。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觀察一下，以虛空作為有法，大家平時概念當中擁有的常法或者常法當中虛空不是自相成

立。虛空是常法，對不對？我們探討虛空到底在哪裡？它有沒有自相？這樣觀察的時候，主要就是取決於它的

施設處或者安立的基礎。虛空的施設處、安立的基礎是什麼？依照《俱舍論》來講：虛空界就是虛空的施設處

或者安立的基礎。依照唯識的看法：瞭解虛空的量是虛空安立的基礎或主要的施設基礎。這是比較微細的一個

主張，還是有很多可以探討分析的地方。

再來偈頌的意思解釋一下。意思是什麼呢？希求結果最後，比如說我們一般來講希求結果（解脫佛果或者是解

脫果），你是希求解脫者、希求佛果者，稱為一個希求結果。最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呢？最後就是趣入

了知。趣入了知是什麼？趣入了知昔所未了知自相，這和前面講的一樣，趣入過去從來沒有看過的一個瞭解自

相的量及它的對境。它的對境是什麼？量的對境，必須要有這樣。

如此，希求解脫果也好，如果你希求解脫的話，最主要是必須要趣入、依靠著瞭解自相的量及自相。要清楚瞭

解自相與瞭解自相的量，若這個都是愚癡、愚昧，這樣的人能不能得到解脫？能不能得到成佛？不可能。所以

最主要、最究竟，必須要有了知自相的量，依靠著它或者依靠著任何一個自相而得到了自己所求的事情。

趣入了知昔所未了知自相的新知及其境，就是新開始瞭解的對境，如是（意謂），就是剛才我們前面講的，比



如說釋迦摩尼佛、法稱菩薩、陳那菩薩、過去的祖師大德，他們的內心的想法是什麼呢？內心的想法就是意謂，

內心的想法、密意，就是這樣子。就是什麼呢？他下面講：希求結果最後，需要趣入了知自相的量及其境。

他的回答最主要針對什麼呢？最主要針對就是剛才對執青色眼識引生出來的顯現執青色的憶念知是否是量？

這是一個主題。這個階段講的也是一樣的。希求結果，如果你想要透徹的瞭解青色或者青色的義總的時候，如

果彼認知對於青色是量，那彼對與青色則是過去不曾了知，現在開始瞭解它的階段。從這個方面去算是否是一

個量？這樣探尋才對。不能說你對於青色的義總過去不曾了知，現在才開始瞭解，從這樣一個角度成立彼為量

是不對的。比如我們想要去瞭知青色的時候，主要從執青色的方面去探討，不可能從你瞭不瞭解青色的義總的

角度來去看，這是錯誤的。所以這個意謂存在的，這裡瞭知昔所未瞭知自相的意思就是這個。

這樣的時候，青色的義種之前沒有看過，現在才新開始看到它，所以成立它是量的這看法已經破除了。若此執

青色的憶念知是量，那青色是它的主要的執持境、趣入境，青色之前自立沒有了知，現在自立直接瞭解它者的

話，這種的認知才可以成為量。而不是說他之前沒有看過青色的義總，今天才可以顯現、可以看到義總，所以

它是一個量，這個是不對的，這裡回答的就是這個意思。

趣入了知其所未了知自相，現在才剛開始瞭解，過去未瞭解過我的自相，是一個青色。如此，新知及其境，當

然希求任何結果的人，必須要依靠著瞭解自相的量及其境。剛才我們前面講的執青色的憶念知的話，它絕對沒

有變成為量的過失，原因是什麼？它當然是不能自立開始瞭知青色，由於自己的能引生（執青色的眼識）瞭知

青色而導致產生趣入青色，並不是說你從自立方面完全足夠，不需要靠任何的其他的量自立趣入青色。這是不

可能的，所以它是一個再決知（已覺知）。

希求結果最後需要趣入了知自相的量及其境，必須要有趣入了知自相的量或者其境。原因是什麼呢？偈頌：

觀察自相故。這裡就回答：“必須要啊，我們就是追求佛果、追求解脫果，最後我們必須要趣入瞭知自相的心

或者是依靠著它的境（自相），這是肯定”。回答是下面偈頌：觀察自相故，我們平常希求解脫者、希求佛果

者，希求圓滿最好的一個結果者，必須要觀察它。

觀察自相就是有無自相，觀察自相故，這裡意思是什麼呢？因為最所希求之境，自己所追求的對境，於彼分為

有無自相觀察之故，這是我們簡單的翻譯，總之我們剛才講的希求解脫者、希求佛果者或者是其他的一般的世

間士需求圓滿結果者，必須要趣入依賴著瞭解任何自相的一種量及依靠著自相。所以前面講的顯現自相而執持

義總的量存在，仍然沒有憶念知（已決知）應成為量的過失。所以這三句主要內容總和起來就是這樣的意思：

比如執青色的眼識引生出來顯現青色的憶念知也有顯現青色的義總。能引生它的眼識是無分別，不能看到青色

的義總。青色的義總是所引生的憶念知新開始看到的。如此，懷疑的人：“這個憶念知不是已決知，它是一個

量，因為青色的義總之前從來沒有看過，現在剛開始看到它，是這樣的一個了別，那此憶念知也是量嘛”。

這三句話的內容簡單的回答，總来讲意思就是這個：擁有這樣的一個執青色或者是顯現青色義總的憶念知，若

是存在，則應成為量的過失這一點對於我自宗主張來講絕對沒有過失，原因是什麼？所謂的量對於它主要執持

境過去不曾看過，現在自立新開始看到它的那個階段，才安立它是一個量。

那麼這樣的時候，執青色眼識引生出來的憶念知，青色是它的主要執持境，青色的義總不是它的主要執持境，

它雖然顯現青色的義總，但是它未了知之前沒有看過的自相，這個自相是青色，而不是青色的義總，當然任何

的分別真正趣入自相的時候，必須要顯現自相的義總是應該的，若不能顯現自相的義總，任何的分別不能趣入

自己的執持境，這個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比較好。比如我們學習的過程或者瞭解任何東西的過程，我們前面肯定會有顯現它的

義總的分別出現，如果前面沒有顯現它義總的分別，你就不能趣入它。比如，瓶子，在這當中提到了瓶子的時

候，聽聞者每一個人心中有顯現出來一個瓶子，當時你就是得到了一個執瓶的分別或者顯現瓶義總的分別就產

生了，透由這個分別，你再去追求才能瞭解瓶子。瓶子的義總不是自相，瓶子是自相。趣入這個自相，顯現瓶

的義總是一個分別。主要站在唯識的立場去看，一切法探討、分析、研究，最終得出來的結論是什麼？最終得

出來的結論就是任何的常法或者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不管是怎麼樣，最終的一個結論就是每一個法必須要有

施設處或安立的基礎，這個基礎必須要有自相。若沒有自相，則沒辦法成立。這是唯識的主張。所以我們這個

階段講的也是跟這些有關的，大家都好好去參考一下。



另外一個是我舉例跟你們講的，顯現自相（義總）再來真正趣入它（自相）、瞭解它（自相），這是一個真實的

情況。平常我們思維一下，這樣那樣的一個樣子顯現出來，這是顯現它的義總，顯現它的義總才能趨入它、瞭

解它。

好，今天的課到此為止，謝謝大家，祝大家幸福快樂。今天講地也比較多的，大家慢慢地聽，不要急，有些地

方語言不詳或者不清楚，那就提出問題來，我有空的時候可以回答，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