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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是無常：

彼自在天雖說是無常，但於往昔領受貪等，而不觀待於彼對治串修施等能立，而是無始以來，遠離

貪和遍智從自己前同類而生者。

（偈頌： 非誰饒益故，無常亦非量）

意思：自在天有法，於從前同類因而生的遍智，應無能立之量，因為汝任何前剎那，皆住於前輪回

時刻，不是任何染汙品及清淨品助緣的所損害和饒益之故！

阿彌陀佛，尊敬的所有法友們，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們上課的時間，我們上課的部分，是破除無常，

就是這個。科判的話——破除無常；這個破除無常是什麼意思？前面我們講過破除常法的體性嘛。破

除常住的體性就是什麼常住的體性？前面有很多的道理來破除大自在天王常住的體性。對，破除這個。

再來，今天這個階段的內容是破除大自在天王無常的體性。

這個事看起來跟我們自己沒什麼關係的樣子，其實這個事對我們信仰者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的，原因是什麼？我舉一些道理跟你們講。比如說我們從以前到現在為止，你從哪裡開始信仰佛法、

信仰佛教或者是信仰導師釋迦牟尼佛、相信導師釋迦牟尼佛。這是我們觀察的基礎。第二個我們不依

止外道的神、世間的神，或者外道的教主等等。

我們問自己為什麼信釋迦摩尼佛？我為什麼相信佛法或者正法？你內心出了什麼樣的答案？你觀察

一下。幾乎絕大多數人答案就是“我不知道，我覺得很好，人家也說非常好”。這個叫做隨著別人起

舞，盲目的相信。

如果我們跟另外一個不同的信仰者，比如說有一天我們跟他溝通或者聊天的時候，“你們的教主、我

們的教主”類似這樣子討論的時候，然後人家說： “你為什麼相信佛教”？你怎麼回答？其實這個

是我們舉例而已，你不會回答就一定有問題，你信仰的態度不對的。我們怎麼回答呢？我們就說：“人

家說非常好，我也覺得很好”。就是這個自我的感覺良好就好了”，就是類似這個吧。這是非常不好

的一個現象，確實如此。

或者還是說“我們不依止你們的教主，我不相信你們的神”，那人家問說為什麼？“我覺得不好。”

這是由我們自己喜不喜歡，以偏見跟成見的角度來去判斷的，並不是以正理的角度去說服他人。這些

都是我們的問題。我們個人有沒有這種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告訴自己，要警惕自己、提高警覺。有的

話，我們要如何去解除這樣的困惑？其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多多少少會被這些所干擾、所左右，肯



定會有的。對於這種一竅不通的人想要依止自己的神、自己的本尊、自己的上師，這些並不是以一個

理智的角度去推理判斷而產生的信仰或者是信心。這是不太理想的，對自己來講是不太好的。其實這

個問題在人群當中是依然存在的。那我們自己是不是這一類的人？是的話，一定要改變，這個對我們

一點好處都沒有。

我們來看法稱論師的教導：有人說大自在天王是一個常住的體性，他是一個常住自然的量士夫。他們

怎麼說的？如我剛才所說的，和我們一般人的信仰是一樣的。他沒有經過正確地考察，沒有以正確實

質性的角度去推理、思維，他也是隨著別人起舞，人家說好，他就認為是好；人家說不好，你自己認

為是不好。我們自己沒有辨別良莠的智慧、沒有抉擇的能力的時候，我們就會被其他人牽著鼻子走。

我們的信仰就是這樣子。

法稱菩薩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前面講的，你不依止大自在天王也有道理的，原因是什麼呢？信仰

大自在天王者，他們怎麼認為的？他們對大自在天王的看法是如何的？他就講出來。他們認為大自在

天王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大自在天王是非常殊勝的，原因是什麼？他有始以來都不會變化，是常

住的體性。這樣的話，法稱就透由無數的正理來破除“他是常住”的體性。這種的邏輯或者道理我們

理解了以後，我們不依止大自在天王的道理就已經懂了。

你們所說的大自在天王是常住不變性的這樣的一個教主，他是一個世界的開創者、萬物的造物者，這

個不合理，所以我就不依止他，這是發自內心會出現這樣的一個見解跟看法，這是一個正確的。對，

這個是經過很長時間，透由無數的正理來去探討分析，終於得出來的一個正確的結論。擁有這樣的話，

對我們修行，做任何事情，對自己來講有極大的幫助。永遠都是看不到的、摸不著的無形的東西，沒

有經過正確的思路來去思惟，平常我們做事情，或者說大部分人的態度就是一樣的。我行我素，以這

種肆意妄為的態度來去信仰，不管是相信，或做什麼事情，這個都有不好的代價。

今天這個階段破除無常，為什麼破除無常呢？不是說大自在天王不是是無常嗎？那怎麼可能破除無常

呢？其實如果說他們承認大自在天王是一個無常，還是有漏洞百出，不合邏輯的地方還是太多了。

為什麼這麼說？假如說大自在天王是無常，但是我們都是他造出來的。那信仰上帝者也是這麼認為的，

我們都是由上帝創造出來的，這是普遍性的，信仰上帝者都承認。那個時候，我們內心就產生了一個

排斥的心態，怎麼可能？但是你這樣的排斥的心態是合理的，但是根據是什麼？其實我剛才前面講的，

如果你在沒有學習、沒有正確的理解的情況下，你的判斷、你的思想都是隨著“你喜不喜歡”這樣的

一個意識形態而去轉的。這對我們來講不好的。你喜不喜歡，是依我們個人的感覺而已。其實你喜歡

也不一定是好的，你不喜歡也不一定是不好的。所以這些都是不合邏輯的思想，對我們來講確實不好。



大自在天王也好、上帝也好，他們是無常。在無常的情況下，我們都是由他們創造出來的，萬物都是

他們開創出來的。類似這樣的話，那信的人信，不信的人不信，但是信的人也一定要有信的道理，不

信的人也一定要有合理、正確的道理，這樣你說出來的這些話是振奮人心的話。如果沒有的話，就如

我前面講的一樣，“我喜歡、不喜歡，我討厭、我歡喜”。我們從以前到現在為止，永遠都是依照以

往的慣例，用先入為主的心態去做事情，修行學習。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落到這樣的一個地步，這

個肯定是有很多的問題。

那如果你承許大自在天是常法，更不用說，有很大的問題。假如你承許他是無常，還是有問題。原因

是什麼？他是無常但你還是承認他是一個世界的造物主，這是不合理的。如果我們都是由他來創造出

來的話，那我們不需要依靠父母，我不需要依靠業力。我們都是由他來創造出來的話，我們依靠父母

幹嘛？不需要嘛！這就是奇妙的、不合邏輯的地方。

我們要弄清這個來龍去脈。雖然前面有很多的科判，我沒有寫詳細的科判——科判太多了，這樣我們

學習的人感覺就更複雜了。我們主要運用偈頌和賈曹傑解釋的論典，這兩個搭配起來，簡簡單單地告

訴大家，這樣的話，你們比較容易記得。如果科判多了，解釋也多的話，對最基本的偈頌的解釋就不

太容易理解了。它的關聯性就是這樣子。一開始就是破除常住體性，這個階段就是破除無常體性。

如何去破除呢？ 這裡我翻譯不管怎樣，總之我是依照這個解釋一下賈曹傑的連結詞。這裡講：“彼自

在天雖說是無常”。那有人說，大自在天雖然是無常了，“但於往昔領受貪等，而不觀待於彼對治串

修施等能立，而是無始以來，遠離貪和遍智從自己前同類而生者。”

有人這樣說，哪裡有問題呢？第一個，他說這個大自在天王是一個無常，他是無常跟佛教釋迦摩尼佛

所講的無常，這兩個差別是什麼呢？他說：我們的大自在天王是“但於往惜領受貪等”，他是過去從

來沒有被貪等煩惱束縛過的。 “往昔領受貪等”，等就是所有的煩惱，貪嗔癡任何等等的煩惱，他

往昔輪回當中，沒有受過任何煩惱的捆绑，煩惱的損害等等。

那這樣的一個沒有領受過煩惱的話，那過去不需要觀待於彼對治串修施等能立。不需要就是大自在天

王過去不需要修習佈施等任何的對治，原因是什麼呢？他沒有煩惱的話，他就不需要修佈施、空正見、

菩提心、大悲心，這些根本不需要修的，知道吧？不需要修的話，大自在天王“不觀待於彼對治”，

彼就是前面所講的貪嗔癡慢疑等等的煩惱，他的對治串習修施等的能立，這樣的一個能立——這個能

立就是一個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等等這些的能立。



簡單來講，大自在天王過去他也沒有領受過貪等煩惱，這樣的情況下，他也沒有受過煩惱的傷害。沒

有受過煩惱的伤害的話，不需要為了斷除而修佈施等其他的善法。所以他就是從無始以來遠離貪等。

他無始以來本來就是遠離貪等煩惱，所以他是一個本來清淨的，所以他就是遍知啊！遍知就是說大自

在天王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所以他就是無所不知，對於一切法明察秋毫。

所以他無始以來本來就遠離貪等煩惱，所以他就是一個遍知。“從自己前同類而生者”，但是他從以

前到現在為止，他怎麼來的？就是他前面前面的是他的同類，依靠前面的同類而生的。

這裡面有什麼問題呢？我們佛教的看法，現在的三世諸佛，不是無始以來都是清淨的，三世一切諸佛

都是往昔領受貪等煩惱的禍害，後來為了斷除煩惱而修持大悲心、菩提心、空正見等等，這樣地修對

治。依靠這種對治的能力，而遠離一切的煩惱，而變成為人天的導師——量士夫，這是我們佛教的一

個解釋。

那他們的解釋恰恰相反的。這兩個以現代的科學、哲學邏輯的角度來去推理的話，誰說的是比較符合

事實的、有根據的？就會知道。就像是我們博士生的話，他是無始以來都是博士生，類似這種的。他

以前從來沒有學過國小的教材，國中的、高中的、大學的這些都沒有學過，他無始以來都是無所不知

啊。

這都是一個神話嘛。是不是神話？平時我跟你們講的，那些神神叨叨的話，就是這個。聽起來很奇妙、

很有魅力，其實都是一個空包弹，不合邏輯的，沒有沒有正確的一個根據。

遠離貪和遍智，從自己前同類，自己的前同類就是昨天的大自在天王依靠前天的大自在天王生。今天

的大自在天王依靠著昨天的大自在天王生。

再來就是法稱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這個偈頌兩句話：非誰饒益故，無常亦非量。他回答的是什麼呢？

他前面講的，無常亦非量，無常是說，雖然他是一個無常，你說大自在天王是一個無常，也是沒有什

麼正確的根據啊，就是非量。最强而有力的根據就是“量”，“量”是最大的根據而且是最正確的根

據。

所以承认大自在天王是一個無常，也沒有真正的一個強有力的證據。所以“非量”的意思就是這個意

思。你由什麼樣的一個能立來，成立大自在天王是一個無常，且是世界的造物者、開創者？有什麼強

有力的一個能立？沒有吧？那沒有的話，就是這種非量，亦非量就是雖然你說無常，如果無常的話，



他是沒有什麼真正的一個能立之量，強有力的一個證據。

他解釋的時候，他無常也是有問題的，沒有什麼證據的原因是什麼？他說這裡非誰饒益故。法稱說：

“大自在天王他過去輪回的時刻，誰也沒有饒益過他，誰也沒有傷害過他，這樣的一個補特伽羅不是

所知”。不是所知就是“不是一個了知的對境”，根本不存在的。

那我們這樣解釋的時候，非誰饒益故的意思是什麼呢？在輪回當中，沒有任何的大悲心、空正見，還

有菩提心、出離心，沒有任何這種的善習來饒益他——饒益過大自在天王，直接講的話就是幫助過他。

那他的間接內容是什麼？在輪回當中，沒有任何的煩惱傷害過他。誰？大自在天王，你們所承許的大

自在天王，在過去輪回當中，沒有任何的善習饒益過他，也沒有任何的煩惱傷害過他。這種的补特伽

羅，雖然他是無常，你這樣的承認，也是沒有根據，沒有真正的強有力的正量。下面的解釋就是我的

翻譯，這樣的話你比較容易理解。

意思是什麼呢？這個用詞遣詞，是因明邏輯講話的方式。自在天有法，於從前同類因而生的遍智。他

前面講的是自己主張：於從前同類因而生的遍智，你這種的說法“應無能立之量”。應該沒有正確的

能立，又沒有正量。簡單來講絕對沒有任何的根據、一個強有力的證據。

他道理講的第一句話，沒有的原因是什麼？因為汝任何前剎那，這個是我們按照原本翻譯成中文的時

候，也許會有一點點落差，但是主要他的意思是，因為汝任何前剎那，就是你前輪回的，不管是你從

以前到現在為止，過去的你的刹那，全部都是住於前輪回的時刻，所以前刹那你住於輪回的時刻，不

是任何染汙品及清淨品助緣的所損害和饒益之故！這個講話是以因明的方式來去講的。簡單的來講的

話，我剛才前面講過嘛，“大自在天王無常”是不合邏輯的。原因是什麼呢？他在過去的輪回當中，

沒有清淨品饒益過他、幫助過他；沒有任何的染汙品，就是煩惱傷害過他。這種的補特伽羅，是根本

不存在的。下面這樣講的，没有染汙品來損害，没有清淨品來饒益過他，這是根本不存在的。

這個不是我法稱自己捏造出來的，這是你前面所承許的。大自在天王是一個無常，但是他在過去輪回

當中，沒有受過煩惱的傷害。他無始以來就是清淨，遠離一切的煩惱的遍智。你承認這樣的時候，這

個裡面有漏洞百出的。所以下面就講這些的道理。

這個道理有無道理呢？比如說，從一個人的人生的角度來去推理、思維的話，其實佛教講的，是完全

符合事實的。我們一個人一生下來，當然在母胎裡的時候，所有的嬰兒幾乎都是一樣的，但是微細的

感受是存在的，微細的思維是存在的，這個是自己領受不到的，這個是懷胎的時候，我們雖然有感受、



有心識，但没有那么粗品，所以我們個人感覺沒有那麼明顯。

那生下來一個禮拜以內，絕大多數的嬰兒幾乎都是一樣的。之后兩年、三年開始幼稚園學習，培養他

的知識。這樣到了二十、三十歲的時候，受到的身教、語教各有不同，受到周遭環境的影響，好的壞

的都会學過來。

那所以從內在有理智的角度來去推理，能控制自己的情緒者，就是從人群當中凸顯出來的人物。从什

麼不懂的一個人，慢慢培養他，後來就可以懂，這從邏輯上來講合理的。

所以，《般若心經》當中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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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導師釋迦牟尼佛講的，看看他的道理。他說，我們輪回當中所有的眾生，三世

諸佛都曾經當過輪回當中的眾生，每一個都受過無數的痛苦。受了無數痛苦主要的因素是什麼？就是

煩惱，所有的煩惱。那所以，後來透由修習對治煩惱，逐漸地就遠離煩惱等所有一切的顛倒，遠離一

切障礙的那一刻，就可以稱之為究竟涅槃；這是佛說的。从什麼都不懂的一個人就可以變成為一個懂

的人，這些都是一個相通的道理。所以我們就是承認了一個補特伽羅，他過去從來沒有領受過煩惱的

傷害，這種的說法是不合邏輯，主要的道理就是這個。

“因為汝任何前剎那，皆住於前輪回時刻，不是任何染汙品及清淨品助緣的所損害和饒益之故！”

這個是主要的道理。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其實是適合的。它是一個補特伽羅的話，過去在輪回當中，

肯定會受過煩惱的傷害，這個三世諸佛都是曾經受過煩惱的損害，同樣的。當然大自在天王是一個補

特伽羅嘛，神啊，他是補特伽羅，這樣子才談的。不然的話，他的存在不一定在輪回當中受過煩惱的

傷害啊，是什麼？山河大地這些都是，我們不能說在輪回當中受過煩惱的傷害，知道吧？大自在天王

是常法也好、無常也好，你怎麼承認都漏洞百出，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經過這樣的一個修習、學習，第一方面來破除他人的外道的主張；第二方面成立自己主張。

當你徹底瞭解它的內容的時候，你在內心形成了一個信仰，這個信仰是非常堅定的。堅定的信心、理

智的信心，帶給你無數的幸福感。盲目的信心，也許將來會帶給你無數的後悔，這是一定要好好的考

慮。我剛才如前面所講的一樣的，人家問你也好、你自己考慮也好，比較有一個自豪感。比如說有人

問你的時候，為什麼不相信大自在王，或者不依止大自在天王的時候，我們就是說他也是世間的神啊，

他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啊，所以我依止他幹嘛？他是一個世間神嘛。那有人說很多人就依止他呀！

很多人依止他也是不怎麼樣，這個世界上麻木的人、愚癡的人太多了。那你不依止他的道理是什麼？

那你前面所講的，他們所講的大自在天王就是這樣子，有沒有這種的一個具足條件者？合不合邏輯？



這些的問題通通都是我們瞭解了以後，而你告訴別人我不依止他，原因就在這地方。

這樣的話，才是振奮人心的。不然的話，“我不喜歡，我喜歡”，我們一般人喜不喜歡，都是以自己

的感覺。以從小養成這樣的習慣的角度來去判斷，這個都是不好的。人家也覺得那個人是有點怪怪的，

不是一個正常的人。其實實際來講不是一個正常的。

再來下面講了，我們導師釋迦師尊，你依止他幹嘛？依止他的原因是什麼？別人問的時候，我們就會

很自豪地告訴別人，我相信釋迦摩尼佛的原因在這個地方。你看他從何而來？他過去做過什麼？經過

這麼長時間，終於他達到了什麼樣子？他宣說這麼多的法，對於人類、對眾生有多少的益處、多少的

幫助，知道吧？這些都是自己理解了以後，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好事吧。修行的路途上，我們有了一個

堅定的信心，這個也是理智的信心的話，那該有多好。那盲目的信心的話，也許我們在面臨緊要關頭

的時候，面對了很多的挑戰，發生一些事情的時候，也許你的信仰被損害、衰退，這是有可能的。在

理智的情況下才去信仰的話，不論是輪回當中，不論是怎麼樣，你對正法、對三寶、對佛的信心、信

仰，絕對不會衰退、不會消失的。

我們今天上課就到此為止。每次我們上《釋量論》的課，偈頌也剛剛好、恰恰好，不要那麼多。所以

我們沒有時間限制，不急嘛，慢慢地講。我們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人能夠真正地理解《釋量論》的

內容，這是我們的目的。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