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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為過失-（偈頌：依他說欲故，諸聲皆非無，有彼故義成，一切成一切。）意思 一切士夫所有事都

應是任欲而成，由於有彼聲故，就能立彼義，是周遍的，因為諸能詮聲，任何之處，無所不在故，

應爾，能詮聲依欲說而轉故。

阿彌陀佛！尊敬的所有的法友們，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們上課的時間，過幾天將在寺院參加中元普

渡的法會，所以呢，中間就沒辦法給大家解釋。那當然今天是有時間的，昨天就給大家講過了，我們

開始講《釋量論》的內容。

今天這個階段的科判是“太為過失”。這個之前，我們就講了一系列的破除他宗的主張，或者是遮除

常住性的大自天王跟無常性的大自在天王。一系列的破除他們的看法總結下來的時候，前面我們談過

了，比如說信仰大自天王者，他們怎麼講的？他們說身體、受用、處所都是以造物者動機為先行而造

的。這種的推斷、推理的時候，最後得出來的結論是這個造物主就是大自在天王，除了他之外，沒有

任何的人可以製造萬法。

一直破除他的看法的時候，他一直不斷地辯，他的看法當然是站不住腳。前面講到的就是他說：“瓶

子這些都是士夫造的——造物者的動機為先行而造的，那瓶子的形狀跟其它的山河大地的形狀是相通

的，形狀之聲趣入於那個瓶子，還有其他的，都是相通的”。這樣的情況下，他就說：“身體、受用、

處所都是由大自在天王的動機為先行而造的”。其實如果對一個邏輯清晰的人來講可想而知比較容易

懂。

形狀的這個聲音是能詮聲，有所詮的聲音就叫作能詮聲。能詮聲能趣入於對境，比如說形狀的聲音趣

入於瓶子，或者趣入於其他的形狀，都相通的緣故，所以你成立了萬法都是以造物主為動機為先行而

造的。原因是什麼？就像瓶子一般。類似這樣，這是不周遍的，之前我們就講過嘛。那不僅僅是不周

遍，任何的能詮聲趣入於它，它就變成為什麼什麼的法的話，那太過分了，太過分就是太為過失，有

更多的過患存在。

所以，今天這個階段，就是探討太為過失。法稱菩薩是怎麼講的？在這個偈頌當中提到說：依他說欲

故。依他說欲故的意思是什麼呢？第一個，偈頌的內容是什麼呢？我們所說出的任何話都是依靠著想

想要說話的這個動機而生起的，這是正常的嘛。例如，我想要說瓶子的話，我就說出瓶子來；我想說

房子的話，我就說出房子來。所以各種能詮聲都是依靠想要說的動機而產生的，所以這就叫作依他。

依他的意思是，任何的話都是依靠它，它是誰？就是說欲，想要說話的欲望，即這個動機——說欲。

諸聲皆非無的意思是什麼呢？這個聲音不是普通的聲音，這個是能詮聲，能詮聲的意思是我們說話的

聲音，類似這種。有所詮內容的聲音就叫作能詮聲。那諸聲皆非無的意思什麼呢？每個人都有能詮聲，

無所不在，能詮聲存在於所有人的身上。每一個人想要說話的時候，他說出來的話是趣入於所詮的內

容，比如，說瓶子的時候，這個“瓶子”的聲音趣入於瓶子；你說：“快樂”的時候，這個“快樂”

的能詮聲趣入於快樂，這是正常的嘛！所以，有彼故義成，有彼故義成的意思是什麼呢？能詮聲是存



在於所有的人，就是它的相續。有彼，有了能詮聲這個聲音，因此之故，義成，你想要的東西就可以

成就，就可以成立，不需要努力奮鬥，就很容易任運而成，你想要就可以馬上成立、成就，就有這樣

的一個問題存在。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需要快樂的時候，“我需要快樂的聲音”趣入於我需要快樂。那你有了這個能詮聲

的時候，那你馬上就得到了自己的快樂嗎？我不想領受痛苦的時候，這個“不想領受痛苦”的能詮聲

趣入於不想領受痛苦，那你馬上就不能領受痛苦嗎？所以，故義成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這樣的情況下，應成一切成一切，一切成一切就是所有的眾生都能夠成就一切。一切成一切，第

一個一切就是一切的士夫、一切的眾生。而成就一切就是能夠成就一切，這個就是任運而成，不勞而

獲，不需要努力奮鬥，容易得到，就是有了這個能詮聲就可以成立一切、成辦一切，就有類似這樣的

一個過患存在，這個都是不現實，我們一般人可以懂，只要慢慢去思維一下內容，就會覺得是絕對有

問題。

偈頌的意思是什麼呢？我是按照賈曹傑的釋論而解釋的，其實這是以因明的方式去講話，對你們來講

有點困難，但是我們慢慢的去理解，習慣一下就可以了。他是以應成論式的方式去回答。這個不是因

論式，用應成論式的方式去表達的時候，對我們過去不曾學過的人來講的話，會有點困難，慢慢的思

維一下、慢慢的習慣一下，這樣就可以了。

意思什麼呢？偈頌的順序跟他下面的解釋的順序有一點點不一樣。偈頌的內容已經解釋過了。再來以

因明的方式去講，意思：一切士夫所有事都應是任欲而成。這裡加了一個“應”字，這是故意講的，

意思就是：照你的意思去講的話，應該是可以這樣。應是任欲而成。士夫所有的事情都是任欲而成嗎？

不可能的。任欲而成就是你想要什麼，都可以成什麼，不需要努力奮鬥。

原因是什麼？就要對他說他所認同的道理。自宗說：由於有彼聲故，彼聲就是能詮聲，有了這個能詮

聲故。每一個人都有能詮聲。每一個人都有能詮聲的話，有了這個能詮聲就容易成就，你就容易得到、

容易成立，彼聲故。因此之故，就能立彼義。有能詮聲的話就能成立它的主要意義。比如，有解脫的

聲音的能詮聲的話，我們脫離輪回、希望能夠得到解脫，這樣發願的時候，發出來的“得到解脫”的

聲音是一個能詮聲。它的所詮內容是什麼？它的所詮內容是得到解脫嗎？那你有了這樣的一個說得到

解脫的能詮聲的時候，你理應就能夠成就這個解脫。

我們平常就是這樣說：“我要快樂”。這種能詮聲的內容是什麼？快樂。那你有了“我要快樂”的這

個能詮聲的時候，你就達到快樂了嗎？或者容易達到嗎？

是周遍的，那有了能詮聲就能夠成立任何事的意義是周遍的。這個周遍就是一定要故意跟他講是周遍，

有了能詮聲什麼都可以做得到、辦得到，這是周遍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這裡講說，因為諸能詮聲，任何之處，無所不在故。剛才我們偈頌的內容就是這樣子解釋的。周遍

的原因是什麼？因為諸能詮聲是無所不在，人在哪裡都有這個能詮聲。這只是我們舉例而已，但是不

一定只有人有能詮聲，還有鳥類，其他的動物，它的叫聲都可以說是能詮聲。

應爾，能詮聲依欲說而轉故。這個能詮聲就是說話的聲音，這個說話的聲音都是依靠想要說話的這個

欲而轉故，而跟隨它，完全是依靠它而起的。能詮聲都是被動機所控之故，依他而起，它自己不能自

力的產生，它都是由想要說話的這個動機而起的、而轉的。這樣的情況下，只要有能詮聲，那就什麼

都可以成就了。

士夫所有的事都應是任運而成，就是前面的一切成一切解釋。上面一個偈頌的內容為太為過失。確實

這些都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維的，總之我們學習的功勞就是如此，學習的功勞是什麼呢？世間的法也好，

出世間的法也好，這些不斷的去研究探討分析思維的時候，你發覺到很多的新的內容，瞭解認識的同

時，內心消除了很多的黑暗、愚癡，這是肯定的。比如說你之前不知道瓶子的時候，經過了聽聞，你

確切瞭解瓶子之後，從反面講之前對於瓶子的愚昧愚癡的這種心所就可以消失了。從正面講，你得到

了一個瞭解瓶子的一個智慧，邏輯上應該是可以這樣子去推理的。當然在學習上，我們也從這種的角

度去推理、思維才可以。解脫也好，成就也好，得到加持也好，都從這樣的角度、方式去思維、運用

的話就能夠得到智慧。

當然，我們每一個人相續當中都具備了那麼多的愚癡愚昧，顛倒錯亂，這些都是屬於煩惱。那我們平

時口口聲聲說要消除煩惱，願消三障諸煩惱等等，發願的時候就一直不斷的講。那煩惱是如何去消除？

我們大部分人是流於形式的，比如消除煩惱，當然你累積了一定的福德資糧，在某些程度上來講，是

能消解一些簡單的污垢，但是要徹底消除煩惱，是不可能的。這個都有依據的。平時我們口頭上講，

修五加行、四加行就可以消除三毒，這樣講起來幾句話就能解決了。但是三毒是那麼容易解決的嗎？

我們五加行是怎麼做的？應該是磕頭十萬遍，供十萬盞燈，誦十萬遍的金剛薩垛...... 這些都是流於

形式，大部分人都不曉得觀修的當下一定要清楚的瞭解如何去修止，如何去對治煩惱，沒有考慮到這

些，只是聽別人這麼說，表面上就去做起來。比如磕頭一萬遍，我不敢說沒有福德，出於動機的關係

肯定會有福德資糧。但這是很脆弱的。你十萬遍、一百萬遍或者是一千萬遍的磕頭，能消除你的三毒

嗎？不可能！

彌勒菩薩《現觀莊嚴論》道次第的過程，到什麼時候徹底消除三毒？小乘的話，徹底消除三毒，與此

同時得到聲聞獨覺的阿羅漢。大乘的話，徹底消除三毒與此同時可以得到八地菩薩以上的境界。這是

件容易的事情嗎？平時我們受到他人的慫恿，他人的誘惑，中間自己也搞不清楚，只是表面上去做一

做，心裡覺得應該是這樣，在這方面在意太多了，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沒有真正的對治煩惱，只

是表面上流於形式做一做。如果趨向於這樣子的話，那就可惜了，浪費時間。實際上來講其實這個都

有根據的。

第二點的話，之前也跟大家講過了，其實我們有了這麼殊勝的導師釋迦摩尼佛，我們大家都覺得是很

自豪的一件事情，確實這樣。無論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讚歎他、讚揚他，都是不以為過的。原因是什麼

呢？原因就是你從邏輯的角度來推理就可以知道。這個世界上那麼多的教主，那麼多的神，他們的信

徒怎麼去信仰自己的教主？怎麼去皈依？怎麼去跟隨他？我們前面講過，後面也有，很簡單的，他們

只是相信：“我的神就是造物主，萬法都是由它來造的，甚至是我，我們都是由他來造的，我相信他，

愛他，他可以來救我”就是類似這樣的，除了這個之外，從邏輯的角度來推理的話，完全站不住腳的，

大多數的宗教信仰就是這樣子。



佛教也是如此嗎？完全不是。之前我跟你們講過：“苾芻或智者，當善觀我語，如鍊截磨金，信受非

唯敬”這個是釋迦牟尼佛親自講的，它的意思是什麼？“你們一定要無數次地聽、觀察我的語言，你

們以為我是你的老師，我是你的上師，我是你的本尊，我說什麼話你馬上就認可、收下，這個是不對

的，就如黃金買賣一般，需要截磨燒才可以看到純金，這樣的話才可以比較安心地收下。你不可以說，

我相信他，他說的我都收下，這樣是不對的”。這是釋迦牟尼佛親自講的，除了他之外，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教主誰能講、誰敢講這些話？沒有。

所以我們平時講的，他自己說的話經得起一切的考驗，確實是經得起一切的考驗。所以告訴我們，一

定要觀察，這個是值得我們讚歎、讚揚，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確實如此。真正的對眾生有意義的，

真正的眾生的導師是誰？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法稱菩薩後面也講了，我們慢慢可以學到。

好，今天我們課程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