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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見到形聲安立為因不合理）（偈頌：種類別所成，由見聲之總，成立非正理，如說語言等，牛

故是有角。）意思：於具有形狀種類差別瓶等，就趣入形狀之聲相同成立，因此由形狀聲的總來成

立身、處等為士夫所作應不合理的，如是成立決定不周遍故。譬如說：語言等有法，是具有角，因

為見到趣入牛之聲故，如此一般。

阿彌陀佛，尊敬的所有的法友們，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我們《釋量論》上課的時間。今天我們上課的部分，昨天已經發到群裡，大家應該有看到。當

然我之前也是給大家講過了，在這個階段的偈頌、內容是非常複雜的。所以我們這個階段上課的時候

不要太多，少一點。這樣的話你們可以消化，太多的話吸收不了，這個是肯定。

那麼今天這個階段的科判是：僅見（了知）到形聲安立為因不合理。意思是什麼呢？只是見到形狀的

聲音，比如說我們嘴裡說出來的話：“形狀”。就是把這個詮形狀之聲安立為因。僅見到形狀之聲安

立為因的意思什麼呢？之前講過了，外道徒認為：“瓶子肯定是以士夫的動機為先行而造，那“形狀”

這個聲音趣入於瓶子或者是趣入于山河大地，“形狀”都可以相通的，以這樣的原因，應該是可以說因

為以形狀的聲音可以趣入於萬物，所以由它安立為，能成立一切萬物都是由造物者的動機為先行而造

的正因”。作為一個能立、作為一個證據、作為一個道理，這個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這個階段這樣講呢？它的這個過程是非常有趣的。它的來龍去脈，確實我們必須要知道。為什

麼法稱菩薩在《釋量論》這個階段一直破除常住的大自在天王，無常性的大自在天王。大自在天王本

身是一個無常，但是為什麼要破除無常性、常法性？這個是一定要搞懂。他的意思主要是：陳那菩薩

著作了《集量論》，主要的目的是透由無數的真理來成立為釋迦牟尼佛是一個量士夫。為了這個目的

他著作了《集量論》。所以這個階段，陳那菩薩說成量。成量這兩個字，我們的教主也好、導師釋迦

牟尼佛，他是一個成量者。成是一開始就像跟我們一樣，他中間修習正法，修大悲心無止境的增長、

通達無我的智慧雙管齊下，他變成為一個量士夫。成量，意思就是這個。第二品的名稱，就是成量品。

我們這個階段如果是這樣瞭解的話，那學習第二品——成量品是非常有意義的。首先，釋迦牟尼佛他

不是有史以來都是這樣的量士夫，他有變化性。他一開始是和我們一樣的凡夫，有的時候當作地獄道

的眾生，有的是時候是畜生道，曾經也當過各種各樣的眾生。後來他變成為正等覺佛果，成為這麼殊

勝的一個人天導師，為什麼？他擁有什麼樣子的因素？這樣的講出來的時候，那就是大悲心、菩提心、

空正見等等，這些都是他變成為量士夫的主要因素。

這個講出來之後，信仰大自在天王者對自己的教主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他們認為大自在天王是不變

性的，永遠都是一個清淨的士夫，從無始以來到現在為止，他是一個清淨的、無所不能、無所不做的，

一切萬法都是由他造出來的，甚至包括我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信仰。確實過去的大成就者非常清

楚瞭解，這是對他們來講是不利的，希望他們放下這樣的一個錯誤的見解和看法，所以幫助他們。



所以我們幫助的過程就是先用無數的真理來破除那個常住的大自在天王。常住的大自在的天王還好破

除，而破除無常性的大自在天王，其實還是需要很多的真理。那這個過程我們之前講過了。他們所講

的各種各樣的能立、正因，這些都是一個不正確的、不合理的。這些不合理的地方在哪裡？我們指出

來它的缺點過患，跟他們講“你這樣的想，這樣子是不周遍的，不成立的”等等。

這樣接下來，今天在這個階段是說有一點過分的一種過患。如果你們堅持這樣的講的話，那就真的很

怪，有非常大的一個問題，所以在這個階段就跟他們展示出來，所以給他們講。

那它的內容就是這個，偈頌：種類別所成，由見聲之總，成立非正理，如說語言等，牛故是有角。

我一個一個的解釋出來，因明學是不簡單的，尤其是偈頌。這些著作的時間差不多已經過去一千多年

前或者是幾百年前，現代的我們是不太容易理解的。

此處的種類，與我們平常的概念一樣，不同的種類，比如，瓶子的話，有金瓶、銅瓶，陶瓶、玻璃瓶，

各種各樣，這些都是不同種類的瓶子。我們概念上的總別的差別是什麼呢？總的範圍比較大，類別、

種類，它們的範圍大小有差別。我們舉例講，中國人，中國人跟人，這兩個當中，中國人是別，人是

總。為什麼呢？中國人也是人，除了中國人之外還有其他的人。這樣的情況下，人是總，中國人是別，

印度人是別，人是總。這樣的話，別裡面有各種各樣的種類，印度人、美國人、英國人、中國人，日

本人，這樣可以分辨出來，這些都是不同的種類。

人是各種人的總,這個總的聲音可以趣入所有種類的人。“人”這個名稱趣入於我或者你，都可以，這是

相通的。你也是人，他也是人，所以人就是總，“人”的聲音是總之聲，它趣入於人的所有的別，都

是相通的。

由見聲之總，可以由於見到這樣的總的聲音趣入於士夫所造的。總之聲音趣入於它，以此類推，其他

的種類都是由士夫士夫所造。你們由這樣的概念成立都是士夫所造，是不應理的。

種類別所成，意思是什麼呢？比如，瓶子、房子、山，這些都有形狀。“形狀”這個聲音能不能趣入於

瓶子或者是山？都可以，相通的。你了知瓶子是人所造，這個“形狀”之聲趣入於瓶子，你了知的時候，

你用這樣的方式來推理其他的山河大地、身體、處所都是士夫所造，因為瓶子是士夫所造，所以“形

狀”的聲音趣入於瓶子、趣入山河大地、身體、處所是一樣的。以這樣的“形狀”之聲趣入于瓶子與趣

入山河大地、身體、處所是相通的這個原因，成立為一切萬物都是士夫所造的話，這是不周遍的。

種類別所成，種類就是形狀的種類，別就是總別兩個當中的別，就像是瓶子、山這些都是形狀的別。

所成就是“形狀”的聲音存在於它們上面，存在於瓶子上面、存在於山上面，都相通的。

由見聲之總，我們可以見到“形狀”之聲，形狀之聲的總的意思什麼呢？形狀是總，聲指的是形狀之

聲。種類別所成，那形狀之聲存在於瓶子、山，各種各樣上面，所成是所成立。

成立非正理，我們以這樣的原因來說：以山河大地、身體、處所作為有法是士夫所造的，因為是形狀

之聲趣入於它們之故。“形狀”的聲音總趨入於瓶子、山、身體都是相通的。如果用這樣的方式來成立



山河大地、身體、處所都是士夫所造、士夫的動機為先行而造，這樣的成立就是非正理。

原因是什麼呢？我們可想而知，比如瓶子也有形狀，大自然的環境也有形狀，形狀方面而言是一樣的，

“形狀”的聲音也是趣入於所有的相通的別。但是有些形狀是人製造的，有些形狀是自然形成的，一般

人也可以看得出來，你不可以說瓶子、房子這些都是形狀，都是人造的，“形狀”這個聲音趣入于瓶

子、房子，因為瓶子是人造的，所以以同樣道理推理：山河大地、自然形狀都是人造的”這個說法絕

對是非理，所以，成立非正理。

自宗：“如果你不承許，我就跟你講一個比喻”。法稱說什麼呢？如說語言等，牛故是有角。我先解

釋一下偈頌：語言等，語言我們大家都知道，等裡面有什麼？有牛（方位、土地、光、善趣、眼睛、

金剛、水）。法尊法師已經翻譯成了牛，沒辦法改變的，那它真正的意思什麼呢？

古印度的時候，比如說一個名字，用藏文寫成了“果俄”，果俄的意思是什麼？音有點偏，不准了，

印度人怎麼說？印度人把牛叫做 “尕曳”。古代時候 “尕曳”發音有也語言的意思。“尕曳”這個

聲音趣入於語言或者是趣入于牛都可以。現代中文的漢字也有同樣的情況，不同文字發音相同的有很

多，所詮的內容卻不一樣，但是聲音是一樣的。

尕曳”這個聲音趣入語言和牛都可以。法稱論師跟他講：語言有法，應是有角，牛故。語言有角嗎？

因為“尕曳”這個聲音趣入它之故。

“形狀” 之聲趣入於它（瓶子）。同樣以“形狀”之聲亦能趣入於其他士夫所造的事物。同理亦可以

把其它形狀（山河大地、身體、處所）都成立為士夫所造。

“牛”（尕曳）這個聲音趣入于語言、牛都可以。同樣的道理來推理、思維 ：語言等有法，是有角，

因為牛之聲趣入於它之故。類似這樣也是真理嗎？

賈曹傑《釋論》當中說的，我是直接翻譯的，有的時候語法順不順我不知道，大家多看一看。

意思：於具有形狀種類差別瓶等，就趣入形狀之聲相同成立，因此由形狀聲的總來成立身、處等為

士夫所作應不合理的，如是成立決定不周遍故。

於具有形狀種類差別瓶等，這個是解釋第一句的偈頌，下面再解釋的時候是我第二次的解釋，前面偈

頌的時候已經解釋過了，再來第二次解釋的時候，你們慢慢的去聽，看一看，這樣會更清楚。



於具有形狀種類差別瓶等，就趣入形狀之聲相同成立。瓶子、山河大地都是一個形狀的聲音趣入於它

們，這一點是相通的、成立的，於瓶子上面也成立，於其他的形狀上面也成立，都可以相通的成立。

因此由形狀聲的總來，身、處等成立為士夫所作應不合理的，如是成立決定不周遍故。

這個是明顯出來“形狀”之聲，形狀聲的總，就是“形狀”的聲本身。形狀是一個總，形狀之聲也是一個

總。那瓶子的形狀的話，瓶子也是總別的別、形狀的別都可以。以形狀之聲的總來成立什麼呢？身、

處等成立為士夫所造應不合理的，原因是什麼呢？如是成立決定不周遍故。這個成立絕對是不周遍的，

為什麼呢？凡是“形狀”之聲所趣入不周遍是士夫所造，我們大家都知道，不周遍故。

譬如說：語言等有法，是具有角，因為見到趣入牛之聲故，如此一般。剛才我們前面講的是具有角，

它頭上有角嗎？因為見到趣入牛之聲故，因為我們可以見到趣入“牛”之聲故，這個直接翻成中文，在

語法上我自己覺得有一點怪怪的感覺，你們看一下，它主要的意思是說，因為可以見（了知）到“牛”

之聲，“牛”之聲可以趣入於語言。

如此一般，就像是這樣的，比如說語言等有法，是具有角。語言上根本沒有角，所以具有角這個根本

不成立的。因為見到了趣入牛之聲，“牛”這個聲音趣入於語言可以見到的。那這樣的話，這個也是正

因嗎？你前面所講的錯誤道理就類似于以上講的比喻，你的想法就是如此。

好，我們今天上課的內容就差不多了，到此為止。主要的就是學習時候，內容不要太多，現在很好，

我們就是慢慢地一個禮拜差不多講兩次。那所以一次的內容也不用沒有那麼多，你這樣的學習是比較

輕鬆的，一個禮拜所講的內容一定要整理出來，寫下來，那字數也沒有那麼多嘛。這樣的話過了三百

六十五天，那你就會積累到很多，這樣可以的。講完《釋量論》第二品《成量品》的時候，你就會學

到很多的知識，這是很好的一個機會吧。

好，那我們下禮拜再開始上課，這個禮拜我沒有空。現在是農曆七月，明天寺廟舉辦了中元普渡法會，

我明天早上去寺廟，要修三天的中元普渡法，所以在這期間上課是沒辦法了。那沒問題，下面的內容

我下個禮拜再給大家解釋，謝謝大家，今天我們上課到此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