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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除於自己有相同之過）有人說：然則於汝也是地等與不生幼苗時候就沒有差別故，因此成為不

會生幼苗。（偈頌 能生苗地等，性轉變是因，若彼善修治，見彼差別故。）意思 自宗曰：地等在無

轉變的情況下，應不是幼苗之因，以若從不生幼苗時候的情況中自性變成為能生苗者，彼時就是能

生幼苗之因故。應爾，若耕耘等善佳修治彼田地，就可看見彼秋收農作物特別好的差別故。

尊敬的所有的法友們，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們《釋量論》的課程。今天講到的這個科判：斷除於自

己有相同之過。意思是什麼呢？比如說我們因上用各種方式破除大自在天王是一切萬法的因素等等。

在這個中間信仰大自在天王者或者其他人會對自宗或者佛教說什麼呢？他們會說：“你（自宗）對我

所說的內容找出這麼多過患，但是你也有相同的過患”。

斷除與自己有相同之過的意思是什麼呢？自宗（佛教徒）說：“我是由正確的邏輯告訴你的，你說我

也有同樣的過患，其實我並沒有你說的那種和你們同樣的過患”。這樣回答叫做斷除於自己有相同之

過。

以下講到：有人說：然則於汝也是地等與不生幼苗時候就沒有差別故。他的意思是什麼呢？然則，這

個不用說，大家也都知道吧。於汝，對於你們（佛教）來講，也是地等與不生幼苗時侯就沒有差別之

故，地等就是地、水、土壤、肥料等等。這些永遠都是幼苗的因素嗎？不是吧？只有具備能產生幼苗

的能力的時候才可以算是幼苗的因素。舉例來講，海拔比較高的一些高原上的土地，冬天就不會長出

物質。春天才開始具有產生幼苗的能力，因素就具備了。

所以他宗就說：“你對我說：‘若除了正常能產生自果能力者之外，還有其他的一個一切萬法的因素

的話，應成因是無窮’，你（自宗）對我們（他宗）說這樣的過患，你也有同樣的過患，如地等這些

永遠都是幼苗的因，若如此，那它不能生幼苗的時候，你們（自宗）也認為這些是幼苗的因素，這樣

的說法和我們說的有什麼差別呢”？他宗是這麼說的。然則於汝也是地等與不生幼苗時候就沒有差別

故，就是這個意思。

他宗說說：因此成為不會生幼苗。你們說地等這些都不會產生幼苗嗎？地等與不能生幼苗的地等是沒

有什麼差別啊？他們對自宗就是這樣說。那法稱菩薩用四句偈頌來回答，他怎麼回答呢？

偈頌 能生苗地等，性轉變是因，若彼善修治，見彼差別故。過去的大成就者他們的邏輯和思想真的

是很不可思議。他的回答完全是一針見血、正中要害。他這樣回答，能生苗地等，性轉變是因，就是

當不能生幼苗的地等轉變成能生幼苗的那個時候，可以稱之為幼苗的因。

原因是什麼？若彼善修治，見彼差別故，若彼善修治的意思是什麼呢？比如春天的時候種田、耕耘，

付出很多，做得越好，那秋天的時候莊稼也會長得更好，豐收也會更圓滿。如果種田的時候沒有去善

修治，沒有去好好的照顧田地，那秋收的時候也沒有那麼好，對不對？所以，因的當下就一定要好好



的照顧田地、好好耕耘，那麼在秋收的時候才能得到圓滿的收成。

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差別，原因是什麼？當不能生幼苗的地等轉變成能生幼苗的地等的時候，才可

以稱它為幼苗之因，不是隨便說地等永遠都是幼苗的因素，佛教不會這麼說的。

他的邏輯在哪裡？我（佛教）和你（他宗）主張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你們認為地等種子這些是能產

生幼苗的能力還是你認為它不是幼苗的因素？你們認為幼苗或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切萬物主要的因就

是常法性的大自在天王。你們的問題就在這裡，對於我們（佛教）而言沒有這種過患，他回答的就是

這個意思。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上，說的人多每個人滔滔不絕、強詞奪理，站在自己個人立場去評論，但卻去研究、

探討符不符合邏輯、是否有條有理，是否具體可行，這些幾乎沒有人去管。如果一個人用詞遣詞很順

暢、口才好，大家就會覺得“哇，講得好！”因為自己不懂它的內容，只是形象上比較好看，大家覺

得他講得好。其實，講的好不好取決於他說出來的內容有沒有前後矛盾，內容都有條有理、具體可行

的，符合邏輯符合事實的話，這才算是一個真實的聖教。

法稱論師講的就說：我跟你們是不一樣的，我承許的因素是指具有產生某種結果的能力的時候，那個

時候才稱它為那個結果的因素。如果它沒有具備能產生某種結果的能力的時候，那我們也不承許這個

是它的因素。所以，當不生幼苗的當下的地等演變成“具有能產生幼苗的能力”的時候，才可以叫做

幼苗的因素。而你們的觀點跟我是不一樣的，你們認為大自在天王是天下之始、萬物之母，是一切萬

法的因素。同時還承認大自在天王是一個常法，永恆不變性的。這樣的話，你們完全違背了邏輯和道

理，它的過患層出不窮，這個跟我們的主張是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我們好好的耕耘，秋

天就能得到圓滿的濃密的莊稼；如果我們耕耘的時候沒有付出太多，沒有好好照顧，那秋天收穫的時

候也是不會等到圓滿的收穫。所以這個差別我們是明顯可以看得到的。這樣解釋，下面的你們就比較

容易聽得懂。

意思 自宗曰：地等在無轉變的情況下，應不是幼苗之因，以若從不生幼苗時候的情況中自性變成為

能生苗者，彼時就是能生幼苗之因故。

意思自宗曰：我們自宗跟他講的什麼呢？地等在無轉變的情況下，應不是幼苗之因。無轉變的意思是

什麼呢？它在不能生幼苗的這種狀態下（還沒有轉變對的狀態下），我們就不能說它是幼苗之因。

以若從不生幼苗時候的情況中，自性變成為能生幼苗者，彼時就是能生幼苗之因故。這個道理是非

常圓滿的。

接著講：應爾，若耕耘等善佳修治彼田地，就可看見彼秋收農作物特別好的差別故。



善佳修治，是我翻譯的，如果不大適合的話，你們隨時可以改，這是給你們授權了，但是偈頌的話不

能改，這個是法尊法師翻譯的。

應爾，若耕耘等善佳修治彼田地，就可看見彼秋收農作物特別好的差別故。這個也是非常好的。那

我們從因果的角度，確實一定要瞭解詳細，真正、真實的因果關係，這個必須要瞭解的。為什麼這麼

說呢？不管是修行人還是一般人，內心裡面有已形成的種子或者習氣。有什麼樣的習氣呢？我們從小

就聽到的“惡有惡報，善有善報”類似這樣的話。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詳細理解它的內容的時候，我

們在取捨上來講會比較弱的，也就是說該取的時候不能取，該舍的時候不能舍，這樣就會做錯了很多

事情。

我舉例來講，如果我們前面有一個火坑，你到了這個火坑邊上，你會不會跳下去？我相信百分之百誰

都不敢跳下去，原因是什麼？因為大家覺得如果跳下去就會被火燒死的，每個人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所以你不敢跳。這是我們已經透徹瞭解的——我們跳到火坑裡面去的話，就會被火吞噬了，這是我們

非常相信的，所以你們誰都不敢跳。

那“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你不要做惡業。你們都很模糊的，大多數的講法者也是講得很籠統，講

了一大堆，卻沒有把內容講清楚，我們也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取捨。

比如，我給你灌頂，灌完頂之後我教你念咒什麼什麼的，沒有什麼根據、道理和規則，只是讓你持咒

念經，還有做一些什麼什麼事情，那這樣你對於正法永遠就是一竅不通，你的人生就這樣子過下去了，

你還以為這個是修行，是很好的修行，我修了很多，累積福德。

修是內在心里修的，不是嘴巴跟身體上修的。道理很簡單，我舉例來講，我們三界之中所有的過患都

是依靠內在的顛倒的思想、煩惱、執著、妄想而導致的結局。我們想要終止它，我們想要結盡它，我

們想要斷除它，必須要把它的罪魁禍首——把所有的煩惱連根拔起才可以解決一切三界的過患。如果

每個人心中擁有的煩惱這個因素，帶來給你的業障，業障給你帶來不吉祥、所有一切的過患。你只是

受了一個灌頂，嘴巴裡面也在持咒念經，你內在的問題依然存在，煩惱也一點都沒有減輕。

這種修行是誰說的？有沒有根據？這是釋迦牟尼佛說的嗎？共承的大成者他們說的嗎？那誰說的？

我自己的上師說的，我們一般人會這樣回答。那你上師是什麼樣子的人？在五濁惡世的時代，會出現

各種各樣的假冒。東西也有山寨版，說法者也有更多的山寨版，知識也有類似這樣的。

其實，我們平常口頭上講的“種豆得豆，種瓜得瓜”，這個和佛法講的道理是一樣的。你種了一個善

的種子，就可以產生樂的結果；你種下一個惡的種子，就會產生一個苦的結果。這個結果都是善惡的

結果，成熟於你自己的心續當中，你的身上。

我們平常的日常生活當中就是這樣的，我們自己給自己一個機會“哎呀，我們都是凡夫嘛，理所當然

的一定要生氣啊，一定要欺負別人啊，一定要嫉妒別人啊，一定要恨別人”。這個行為是好的還是不

好？這個是幫助你的還是傷害你？我們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可憐到了這種地步。



這些我要跟大家嚴肅地講，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都是我透由無數的真理來告訴大家，不是說這些是我

自己以為、我認為的。我跟你們說的這些東西不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是我經過了二十多年研究、探

討、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結果，所以轉給你們、告訴大家。我們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佛教徒、佛

弟子，要有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稱為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佛弟子。

也許有些人聽不進去，我剛才前面講的，你自己今生當中值遇到的一個上師也好還是怎麼也好，我們

直指天空而說的（就事論事），而不是針對某一個人、某某人說的。

如果你值遇到的上師是假的，不太好的，是對於佛法一竅不通的一個人的話，只是跟你講“要放生啊，

一定要累積福的啊，下一輩子去阿彌陀佛淨土啊”，永遠都是說這些的話。我們怎麼去準備，需要什

麼條件，這些都不會講，而是讓你做一大堆的事情。經過了二十年之後，家裡有各種各樣的佛教的物

品，多得裝不下，跟家人不和，跟家人吵架。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過的，很多人一開始就喜新厭舊，

跟隨其他的人跑，人家說什麼，你就以為是正法，弄了一大堆，久而久之之後，自己存在的問題一點

也沒有改善，那個時候才發覺到這些都是沒有用的，那送給別人，別人也不要，那自己怎麼去處理也

不知道，這種的情況屢見不鮮，確實是這樣。

我不能說我們要得到解脫、成佛，這個連我自己來講也很困難。但是，我們要運用佛法真正的邏輯概

念。如何過好我自己的生活？，如何成立自己的幸福的生活？這是應該要思惟的。

好，那今天嘮叨太多了，祝大家幸福快樂啊，這個是發自內心的，祝大家幸福，希望每個人能夠得到

永恆的安樂。好，今天上課到此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