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唯 識 ㆔ 十 頌唯 識 ㆔ 十 頌唯 識 ㆔ 十 頌唯 識 ㆔ 十 頌  
 

由 假 說 我 法由 假 說 我 法由 假 說 我 法由 假 說 我 法

                

有 種 種 相 轉有 種 種 相 轉有 種 種 相 轉有 種 種 相 轉

                

彼 依 識 所 變彼 依 識 所 變彼 依 識 所 變彼 依 識 所 變

                

此 能 變 唯 ㆔此 能 變 唯 ㆔此 能 變 唯 ㆔此 能 變 唯 ㆔

    

謂 異 熟 思 量謂 異 熟 思 量謂 異 熟 思 量謂 異 熟 思 量

                

及 了 別 境 識及 了 別 境 識及 了 別 境 識及 了 別 境 識

                

初 阿 賴 耶 識初 阿 賴 耶 識初 阿 賴 耶 識初 阿 賴 耶 識

                

異 熟 ㆒ 切 種異 熟 ㆒ 切 種異 熟 ㆒ 切 種異 熟 ㆒ 切 種

    
不 可 知 執 受不 可 知 執 受不 可 知 執 受不 可 知 執 受

                

處 了 常 與 觸處 了 常 與 觸處 了 常 與 觸處 了 常 與 觸

                

作 意 受 想 思作 意 受 想 思作 意 受 想 思作 意 受 想 思

                

相 應 唯 捨 受相 應 唯 捨 受相 應 唯 捨 受相 應 唯 捨 受

    
是 無 覆 無 記是 無 覆 無 記是 無 覆 無 記是 無 覆 無 記

                

觸 等 亦 如 是觸 等 亦 如 是觸 等 亦 如 是觸 等 亦 如 是

                

恆 轉 如 瀑 流恆 轉 如 瀑 流恆 轉 如 瀑 流恆 轉 如 瀑 流

                

阿 羅 漢 位 捨阿 羅 漢 位 捨阿 羅 漢 位 捨阿 羅 漢 位 捨

    

次 第 ㆓ 能 變次 第 ㆓ 能 變次 第 ㆓ 能 變次 第 ㆓ 能 變
                

是 識 名 末 那是 識 名 末 那是 識 名 末 那是 識 名 末 那

                

依 彼 轉 緣 彼依 彼 轉 緣 彼依 彼 轉 緣 彼依 彼 轉 緣 彼

                

思 量 為 性 相思 量 為 性 相思 量 為 性 相思 量 為 性 相

    

㆕ 煩 惱 常 俱㆕ 煩 惱 常 俱㆕ 煩 惱 常 俱㆕ 煩 惱 常 俱
                

謂 我 癡 我 見謂 我 癡 我 見謂 我 癡 我 見謂 我 癡 我 見

                

并 我 慢 我 愛并 我 慢 我 愛并 我 慢 我 愛并 我 慢 我 愛

                

及 餘 觸 等 俱及 餘 觸 等 俱及 餘 觸 等 俱及 餘 觸 等 俱

    

有 覆 無 記 攝有 覆 無 記 攝有 覆 無 記 攝有 覆 無 記 攝

                
隨 所 生 所 繫隨 所 生 所 繫隨 所 生 所 繫隨 所 生 所 繫

                

阿 羅 漢 滅 定阿 羅 漢 滅 定阿 羅 漢 滅 定阿 羅 漢 滅 定

                

出 世 道 無 有出 世 道 無 有出 世 道 無 有出 世 道 無 有

    

次 第 ㆔ 能 變次 第 ㆔ 能 變次 第 ㆔ 能 變次 第 ㆔ 能 變

                
差 別 有 六 種差 別 有 六 種差 別 有 六 種差 別 有 六 種

                

了 境 為 性 相了 境 為 性 相了 境 為 性 相了 境 為 性 相

                

善 不 善 俱 非善 不 善 俱 非善 不 善 俱 非善 不 善 俱 非

    

此 心 所此 心 所此 心 所此 心 所   行行 行行

                

別 境 善 煩 惱別 境 善 煩 惱別 境 善 煩 惱別 境 善 煩 惱

                

隨 煩 惱 不 定隨 煩 惱 不 定隨 煩 惱 不 定隨 煩 惱 不 定

                

皆 ㆔ 受 相 應皆 ㆔ 受 相 應皆 ㆔ 受 相 應皆 ㆔ 受 相 應

    

初初 初初   行 觸 等行 觸 等行 觸 等行 觸 等

                

次 別 境 謂 欲次 別 境 謂 欲次 別 境 謂 欲次 別 境 謂 欲
                

勝 解 念 定 慧勝 解 念 定 慧勝 解 念 定 慧勝 解 念 定 慧

                

所 緣 事 不 同所 緣 事 不 同所 緣 事 不 同所 緣 事 不 同

    

善 謂 信 慚 愧善 謂 信 慚 愧善 謂 信 慚 愧善 謂 信 慚 愧

                

無 貪 等 ㆔ 根無 貪 等 ㆔ 根無 貪 等 ㆔ 根無 貪 等 ㆔ 根
                

勤 安 不 放 逸勤 安 不 放 逸勤 安 不 放 逸勤 安 不 放 逸

                

行 捨 及 不 害行 捨 及 不 害行 捨 及 不 害行 捨 及 不 害

    

煩 惱 謂 貪 瞋煩 惱 謂 貪 瞋煩 惱 謂 貪 瞋煩 惱 謂 貪 瞋

                

癡 慢 疑 惡 見癡 慢 疑 惡 見癡 慢 疑 惡 見癡 慢 疑 惡 見

                

隨 煩 惱 謂 念隨 煩 惱 謂 念隨 煩 惱 謂 念隨 煩 惱 謂 念

                

恨 覆 惱 嫉 慳恨 覆 惱 嫉 慳恨 覆 惱 嫉 慳恨 覆 惱 嫉 慳

    

誑 諂 與 害 憍誑 諂 與 害 憍誑 諂 與 害 憍誑 諂 與 害 憍

                

無 慚 及 無 愧無 慚 及 無 愧無 慚 及 無 愧無 慚 及 無 愧

                
掉 舉 與 惛 沉掉 舉 與 惛 沉掉 舉 與 惛 沉掉 舉 與 惛 沉

                

不 信 并 懈 怠不 信 并 懈 怠不 信 并 懈 怠不 信 并 懈 怠

    

放 逸 及 失 念放 逸 及 失 念放 逸 及 失 念放 逸 及 失 念

                

散 亂 不 正 知散 亂 不 正 知散 亂 不 正 知散 亂 不 正 知

                

不 定 謂 悔 眠不 定 謂 悔 眠不 定 謂 悔 眠不 定 謂 悔 眠

                

尋 伺 ㆓ 各 ㆓尋 伺 ㆓ 各 ㆓尋 伺 ㆓ 各 ㆓尋 伺 ㆓ 各 ㆓

    

依 止 根 本 識依 止 根 本 識依 止 根 本 識依 止 根 本 識

                

五 識 隨 緣 現五 識 隨 緣 現五 識 隨 緣 現五 識 隨 緣 現

                

或 俱 或 不 俱或 俱 或 不 俱或 俱 或 不 俱或 俱 或 不 俱

                

如 波 濤 依 水如 波 濤 依 水如 波 濤 依 水如 波 濤 依 水

    

意 識 常 現 起意 識 常 現 起意 識 常 現 起意 識 常 現 起

                

除除 除除 生 無 想 ㆝生 無 想 ㆝生 無 想 ㆝生 無 想 ㆝

                

及 無 心 ㆓ 定及 無 心 ㆓ 定及 無 心 ㆓ 定及 無 心 ㆓ 定
                

睡 眠 與 悶 絕睡 眠 與 悶 絕睡 眠 與 悶 絕睡 眠 與 悶 絕

    

是 諸 識 轉 變是 諸 識 轉 變是 諸 識 轉 變是 諸 識 轉 變

                

分 別 所 分 別分 別 所 分 別分 別 所 分 別分 別 所 分 別

                

由 此 彼 皆 無由 此 彼 皆 無由 此 彼 皆 無由 此 彼 皆 無
                

故 ㆒ 切 唯 識故 ㆒ 切 唯 識故 ㆒ 切 唯 識故 ㆒ 切 唯 識

    

由 ㆒ 切 種 識由 ㆒ 切 種 識由 ㆒ 切 種 識由 ㆒ 切 種 識

                

如 是 如 是 變如 是 如 是 變如 是 如 是 變如 是 如 是 變

                

以 展 轉 力 故以 展 轉 力 故以 展 轉 力 故以 展 轉 力 故

                
彼 彼 分 別 生彼 彼 分 別 生彼 彼 分 別 生彼 彼 分 別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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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諸 業 習 氣由 諸 業 習 氣由 諸 業 習 氣由 諸 業 習 氣

                

㆓ 取 習 氣 俱㆓ 取 習 氣 俱㆓ 取 習 氣 俱㆓ 取 習 氣 俱

                

前 異 熟 既 盡前 異 熟 既 盡前 異 熟 既 盡前 異 熟 既 盡

                

復 生 餘 異 熟復 生 餘 異 熟復 生 餘 異 熟復 生 餘 異 熟

    

由 彼 彼由 彼 彼由 彼 彼由 彼 彼   計計 計計

                    

  計 種 種 物計 種 種 物計 種 種 物計 種 種 物

                

此此 此此   計 所 執計 所 執計 所 執計 所 執

                

自 性 無 所 有自 性 無 所 有自 性 無 所 有自 性 無 所 有

    

依 他 起 自 性依 他 起 自 性依 他 起 自 性依 他 起 自 性

                

分 別 緣 所 生分 別 緣 所 生分 別 緣 所 生分 別 緣 所 生

                

圓 成 實 於 彼圓 成 實 於 彼圓 成 實 於 彼圓 成 實 於 彼

                

常 遠 離 前 性常 遠 離 前 性常 遠 離 前 性常 遠 離 前 性

    

故 此 與 依 他故 此 與 依 他故 此 與 依 他故 此 與 依 他

                

非 異 非 不 異非 異 非 不 異非 異 非 不 異非 異 非 不 異

                

如 無 常 等 性如 無 常 等 性如 無 常 等 性如 無 常 等 性

                

非 不 見 此 彼非 不 見 此 彼非 不 見 此 彼非 不 見 此 彼

    
即 依 此 ㆔ 性即 依 此 ㆔ 性即 依 此 ㆔ 性即 依 此 ㆔ 性

                

立 彼 ㆔ 無 性立 彼 ㆔ 無 性立 彼 ㆔ 無 性立 彼 ㆔ 無 性

                

故 佛 密 意 說故 佛 密 意 說故 佛 密 意 說故 佛 密 意 說

                

㆒ 切 法 無 性㆒ 切 法 無 性㆒ 切 法 無 性㆒ 切 法 無 性

    
初初 初初 即 相 無 性即 相 無 性即 相 無 性即 相 無 性

                

次 無 自 然 性次 無 自 然 性次 無 自 然 性次 無 自 然 性

                

後 由 遠 離 前後 由 遠 離 前後 由 遠 離 前後 由 遠 離 前

                

所 執 我 法 性所 執 我 法 性所 執 我 法 性所 執 我 法 性

    

此 諸 法 勝 義此 諸 法 勝 義此 諸 法 勝 義此 諸 法 勝 義
                

亦 即 是 真 如亦 即 是 真 如亦 即 是 真 如亦 即 是 真 如

                

常 如 其 性 故常 如 其 性 故常 如 其 性 故常 如 其 性 故

                

即 唯 識 實 性即 唯 識 實 性即 唯 識 實 性即 唯 識 實 性

    

乃 至 未 起 識乃 至 未 起 識乃 至 未 起 識乃 至 未 起 識
                

求 住 唯 識 性求 住 唯 識 性求 住 唯 識 性求 住 唯 識 性

                

於 ㆓ 取 隨 眠於 ㆓ 取 隨 眠於 ㆓ 取 隨 眠於 ㆓ 取 隨 眠

                

猶 未 能 伏 滅猶 未 能 伏 滅猶 未 能 伏 滅猶 未 能 伏 滅

    

現 前 立 少 物現 前 立 少 物現 前 立 少 物現 前 立 少 物

                

謂 是 唯 識 性謂 是 唯 識 性謂 是 唯 識 性謂 是 唯 識 性

                

以 有 所 得 故以 有 所 得 故以 有 所 得 故以 有 所 得 故

                

非 實 住 唯 識非 實 住 唯 識非 實 住 唯 識非 實 住 唯 識

    

若 時 於 所 緣若 時 於 所 緣若 時 於 所 緣若 時 於 所 緣

                
智 都 無 所 得智 都 無 所 得智 都 無 所 得智 都 無 所 得

                

爾 時 住 唯 識爾 時 住 唯 識爾 時 住 唯 識爾 時 住 唯 識

                

離 ㆓ 取 相 故離 ㆓ 取 相 故離 ㆓ 取 相 故離 ㆓ 取 相 故

    

無 得 不 思 議無 得 不 思 議無 得 不 思 議無 得 不 思 議

                

是 出 世 間 智是 出 世 間 智是 出 世 間 智是 出 世 間 智

                

捨 ㆓ 麤 重 故捨 ㆓ 麤 重 故捨 ㆓ 麤 重 故捨 ㆓ 麤 重 故

                

便 證 得 轉 依便 證 得 轉 依便 證 得 轉 依便 證 得 轉 依

    

此 即 無 漏 界此 即 無 漏 界此 即 無 漏 界此 即 無 漏 界

                

不 思 議 善 常不 思 議 善 常不 思 議 善 常不 思 議 善 常

                

安 樂 解 脫 身安 樂 解 脫 身安 樂 解 脫 身安 樂 解 脫 身

                

大 牟 尼 名 法大 牟 尼 名 法大 牟 尼 名 法大 牟 尼 名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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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識 ㆔ 十 頌 補 充 講 表唯 識 ㆔ 十 頌 補 充 講 表唯 識 ㆔ 十 頌 補 充 講 表唯 識 ㆔ 十 頌 補 充 講 表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元 月 ㆓ 十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元 月 ㆓ 十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元 月 ㆓ 十民 國 七 十 八 年 元 月 ㆓ 十 ㆓ 日 起㆓ 日 起㆓ 日 起㆓ 日 起

        

果 清果 清果 清果 清

    

                                                                                                        

寫 於 淨 律 寺 普 賢 院寫 於 淨 律 寺 普 賢 院寫 於 淨 律 寺 普 賢 院寫 於 淨 律 寺 普 賢 院

    
壹 、 前 言壹 、 前 言壹 、 前 言壹 、 前 言

    
㆒ 、 本 頌 之 重 要 性 。㆒ 、 本 頌 之 重 要 性 。㆒ 、 本 頌 之 重 要 性 。㆒ 、 本 頌 之 重 要 性 。

    

㆓ 、 全 頌 大 意 。㆓ 、 全 頌 大 意 。㆓ 、 全 頌 大 意 。㆓ 、 全 頌 大 意 。

    

貳 、 總 說 科 判貳 、 總 說 科 判貳 、 總 說 科 判貳 、 總 說 科 判

        

    

    

    

    

    

    

    

    

○ 大 科○ 大 科○ 大 科○ 大 科  

  分 ㆓分 ㆓分 ㆓分 ㆓  

㆙ ㆒ 、 題 號㆙ ㆒ 、 題 號㆙ ㆒ 、 題 號㆙ ㆒ 、 題 號  
 

 

 

㆙ ㆓ 、 本 文 ○㆙ ㆓ 、 本 文 ○㆙ ㆓ 、 本 文 ○㆙ ㆓ 、 本 文 ○  
 

㆚ ㆒ 、 所 造 頌 題 ︱ ﹁ 唯 識 ﹂㆚ ㆒ 、 所 造 頌 題 ︱ ﹁ 唯 識 ﹂㆚ ㆒ 、 所 造 頌 題 ︱ ﹁ 唯 識 ﹂㆚ ㆒ 、 所 造 頌 題 ︱ ﹁ 唯 識 ﹂  

㆚ ㆓ 、 能 造 頌 ㆟ ︱ ﹁ ㆝ 親 ﹂㆚ ㆓ 、 能 造 頌 ㆟ ︱ ﹁ ㆝ 親 ﹂㆚ ㆓ 、 能 造 頌 ㆟ ︱ ﹁ ㆝ 親 ﹂㆚ ㆓ 、 能 造 頌 ㆟ ︱ ﹁ ㆝ 親 ﹂  

㆚ ㆔ 、 能 釋 頌 ㆟ ︱ ﹁ 唐 玄 ﹂㆚ ㆔ 、 能 釋 頌 ㆟ ︱ ﹁ 唐 玄 ﹂㆚ ㆔ 、 能 釋 頌 ㆟ ︱ ﹁ 唐 玄 ﹂㆚ ㆔ 、 能 釋 頌 ㆟ ︱ ﹁ 唐 玄 ﹂  

○ ㆙ ㆓ 、 本 文○ ㆙ ㆓ 、 本 文○ ㆙ ㆓ 、 本 文○ ㆙ ㆓ 、 本 文   ㆚ ㆒ 、 明 唯 識 相 ︱ 前 廿 ㆕ 頌 ○㆚ ㆒ 、 明 唯 識 相 ︱ 前 廿 ㆕ 頌 ○㆚ ㆒ 、 明 唯 識 相 ︱ 前 廿 ㆕ 頌 ○㆚ ㆒ 、 明 唯 識 相 ︱ 前 廿 ㆕ 頌 ○  

              ㆚ ㆓ 、 明 唯 識 性 ︱ ㆗ ㆒ 頌㆚ ㆓ 、 明 唯 識 性 ︱ ㆗ ㆒ 頌㆚ ㆓ 、 明 唯 識 性 ︱ ㆗ ㆒ 頌㆚ ㆓ 、 明 唯 識 性 ︱ ㆗ ㆒ 頌   ○○ ○○  

              ㆚ ㆔ 、 明 唯 識 位 ︱ 後 五 頌㆚ ㆔ 、 明 唯 識 位 ︱ 後 五 頌㆚ ㆔ 、 明 唯 識 位 ︱ 後 五 頌㆚ ㆔ 、 明 唯 識 位 ︱ 後 五 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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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㆒ 、 明 唯○ ㆚ ㆒ 、 明 唯○ ㆚ ㆒ 、 明 唯○ ㆚ ㆒ 、 明 唯  

        識 相識 相識 相識 相  
 

㆛ ㆒ 、 略 標㆛ ㆒ 、 略 標㆛ ㆒ 、 略 標㆛ ㆒ 、 略 標    ㆜ ㆒ 、 釋 難 破 執 ︱ 由 假㆜ ㆒ 、 釋 難 破 執 ︱ 由 假㆜ ㆒ 、 釋 難 破 執 ︱ 由 假㆜ ㆒ 、 釋 難 破 執 ︱ 由 假 1
0
1
01
0
1
0
表 共表 共表 共表 共 十 字 ㆘ 同十 字 ㆘ 同十 字 ㆘ 同十 字 ㆘ 同

    

             ㆜ ㆓ 、 標 宗 歸 識 ︱ 彼 依㆜ ㆓ 、 標 宗 歸 識 ︱ 彼 依㆜ ㆓ 、 標 宗 歸 識 ︱ 彼 依㆜ ㆓ 、 標 宗 歸 識 ︱ 彼 依 5  

             ㆜ ㆔ 、 彰 能 變 體 ︱ 此 能㆜ ㆔ 、 彰 能 變 體 ︱ 此 能㆜ ㆔ 、 彰 能 變 體 ︱ 此 能㆜ ㆔ 、 彰 能 變 體 ︱ 此 能 1
5

 

 

㆛ ㆓ 、 廣 釋 ○㆛ ㆓ 、 廣 釋 ○㆛ ㆓ 、 廣 釋 ○㆛ ㆓ 、 廣 釋 ○  

㆛ ㆓ 、 廣 釋㆛ ㆓ 、 廣 釋㆛ ㆓ 、 廣 釋㆛ ㆓ 、 廣 釋    ㆜ ㆒ 、 明 能 變 相 ○㆜ ㆒ 、 明 能 變 相 ○㆜ ㆒ 、 明 能 變 相 ○㆜ ㆒ 、 明 能 變 相 ○  

             ㆜ ㆓ 、 正 辨 唯 識 ○㆜ ㆓ 、 正 辨 唯 識 ○㆜ ㆓ 、 正 辨 唯 識 ○㆜ ㆓ 、 正 辨 唯 識 ○  

             ㆜ ㆔ 、 通 釋 妨 難 ○㆜ ㆔ 、 通 釋 妨 難 ○㆜ ㆔ 、 通 釋 妨 難 ○㆜ ㆔ 、 通 釋 妨 難 ○  

○ ㆜ ㆒ 、 明 能○ ㆜ ㆒ 、 明 能○ ㆜ ㆒ 、 明 能○ ㆜ ㆒ 、 明 能  

         變 相變 相變 相變 相

    戊 ㆒ 、 異 熟戊 ㆒ 、 異 熟戊 ㆒ 、 異 熟戊 ㆒ 、 異 熟  

      能 變能 變能 變能 變  
己 ㆒ 、 ㆔ 相 門 ︱ ﹁ 初 阿 ﹂己 ㆒ 、 ㆔ 相 門 ︱ ﹁ 初 阿 ﹂己 ㆒ 、 ㆔ 相 門 ︱ ﹁ 初 阿 ﹂己 ㆒ 、 ㆔ 相 門 ︱ ﹁ 初 阿 ﹂ 1
0
1
01
0
1
0

 

己 ㆓ 、 所 緣 行 相 門 ︱ ﹁ 不 可 ﹂己 ㆓ 、 所 緣 行 相 門 ︱ ﹁ 不 可 ﹂己 ㆓ 、 所 緣 行 相 門 ︱ ﹁ 不 可 ﹂己 ㆓ 、 所 緣 行 相 門 ︱ ﹁ 不 可 ﹂ 7 777  
己 ㆔ 、 心 所 相 應 門 ︱ ﹁ 常 與 ﹂己 ㆔ 、 心 所 相 應 門 ︱ ﹁ 常 與 ﹂己 ㆔ 、 心 所 相 應 門 ︱ ﹁ 常 與 ﹂己 ㆔ 、 心 所 相 應 門 ︱ ﹁ 常 與 ﹂ 1
0
1
01
0
1
0

 

己 ㆕ 、 五 受 相 應 門 ︱ ﹁ 唯 捨 ﹂己 ㆕ 、 五 受 相 應 門 ︱ ﹁ 唯 捨 ﹂己 ㆕ 、 五 受 相 應 門 ︱ ﹁ 唯 捨 ﹂己 ㆕ 、 五 受 相 應 門 ︱ ﹁ 唯 捨 ﹂ 3 333  

己 五 、 ㆔ 性 分 別 門 ︱ ﹁ 是 無 ﹂己 五 、 ㆔ 性 分 別 門 ︱ ﹁ 是 無 ﹂己 五 、 ㆔ 性 分 別 門 ︱ ﹁ 是 無 ﹂己 五 、 ㆔ 性 分 別 門 ︱ ﹁ 是 無 ﹂ 5 555  

己 六 、 心 所 例 同 門 ︱ ﹁ 觸 等 ﹂己 六 、 心 所 例 同 門 ︱ ﹁ 觸 等 ﹂己 六 、 心 所 例 同 門 ︱ ﹁ 觸 等 ﹂己 六 、 心 所 例 同 門 ︱ ﹁ 觸 等 ﹂ 5 555

    

己 七 、 因 果 譬 喻 門 ︱ ﹁ 恆 轉 ﹂己 七 、 因 果 譬 喻 門 ︱ ﹁ 恆 轉 ﹂己 七 、 因 果 譬 喻 門 ︱ ﹁ 恆 轉 ﹂己 七 、 因 果 譬 喻 門 ︱ ﹁ 恆 轉 ﹂ 5 555

    

己 八 、 伏 斷 位 次 門 ︱ ﹁ 阿 羅 ﹂己 八 、 伏 斷 位 次 門 ︱ ﹁ 阿 羅 ﹂己 八 、 伏 斷 位 次 門 ︱ ﹁ 阿 羅 ﹂己 八 、 伏 斷 位 次 門 ︱ ﹁ 阿 羅 ﹂ 5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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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㆓ 、 思 量戊 ㆓ 、 思 量戊 ㆓ 、 思 量戊 ㆓ 、 思 量  

      能 變能 變能 變能 變  

己 ㆒ 、 舉 體 出 名 ︱ ﹁ 次 第 ﹂己 ㆒ 、 舉 體 出 名 ︱ ﹁ 次 第 ﹂己 ㆒ 、 舉 體 出 名 ︱ ﹁ 次 第 ﹂己 ㆒ 、 舉 體 出 名 ︱ ﹁ 次 第 ﹂ 1
0
1
01
0
1
0

 

己 ㆓ 、 所 依己 ㆓ 、 所 依己 ㆓ 、 所 依己 ㆓ 、 所 依 ︱ ﹁ 依 彼 ﹂︱ ﹁ 依 彼 ﹂︱ ﹁ 依 彼 ﹂︱ ﹁ 依 彼 ﹂ 3 333  

己 ㆔ 、 所 緣 ︱ ﹁ 緣 彼 ﹂己 ㆔ 、 所 緣 ︱ ﹁ 緣 彼 ﹂己 ㆔ 、 所 緣 ︱ ﹁ 緣 彼 ﹂己 ㆔ 、 所 緣 ︱ ﹁ 緣 彼 ﹂ 2 222  

己 ㆕ 、 體 性 行 相 ︱ ﹁ 思 量 ﹂己 ㆕ 、 體 性 行 相 ︱ ﹁ 思 量 ﹂己 ㆕ 、 體 性 行 相 ︱ ﹁ 思 量 ﹂己 ㆕ 、 體 性 行 相 ︱ ﹁ 思 量 ﹂ 5  

己 五 、 心 所 相 應 ︱ ﹁ ㆕ 煩 ﹂己 五 、 心 所 相 應 ︱ ﹁ ㆕ 煩 ﹂己 五 、 心 所 相 應 ︱ ﹁ ㆕ 煩 ﹂己 五 、 心 所 相 應 ︱ ﹁ ㆕ 煩 ﹂ 2
0
2
02
0
2
0

 

己 六 、 ㆔ 性 分 別 ︱ ﹁ 有 覆 ﹂己 六 、 ㆔ 性 分 別 ︱ ﹁ 有 覆 ﹂己 六 、 ㆔ 性 分 別 ︱ ﹁ 有 覆 ﹂己 六 、 ㆔ 性 分 別 ︱ ﹁ 有 覆 ﹂ 5 555  

己 七 、 界 繫 分 別 ︱ ﹁ 隨 所 ﹂己 七 、 界 繫 分 別 ︱ ﹁ 隨 所 ﹂己 七 、 界 繫 分 別 ︱ ﹁ 隨 所 ﹂己 七 、 界 繫 分 別 ︱ ﹁ 隨 所 ﹂ 5 555  

己 八 、 起 滅 分 別 ︱ ﹁ 阿 羅 ﹂己 八 、 起 滅 分 別 ︱ ﹁ 阿 羅 ﹂己 八 、 起 滅 分 別 ︱ ﹁ 阿 羅 ﹂己 八 、 起 滅 分 別 ︱ ﹁ 阿 羅 ﹂ 1
0
1
01
0
1
0

 

 
戊 ㆔ 、 了 境戊 ㆔ 、 了 境戊 ㆔ 、 了 境戊 ㆔ 、 了 境  

      能 變能 變能 變能 變  

己 ㆒ 、 能 變 差 別 門 ︱ ﹁ 次 第 ﹂己 ㆒ 、 能 變 差 別 門 ︱ ﹁ 次 第 ﹂己 ㆒ 、 能 變 差 別 門 ︱ ﹁ 次 第 ﹂己 ㆒ 、 能 變 差 別 門 ︱ ﹁ 次 第 ﹂ 1
0
1
01
0
1
0

 

己 ㆓ 、 自 性 行 相 門 ︱ ﹁ 了 境 ﹂己 ㆓ 、 自 性 行 相 門 ︱ ﹁ 了 境 ﹂己 ㆓ 、 自 性 行 相 門 ︱ ﹁ 了 境 ﹂己 ㆓ 、 自 性 行 相 門 ︱ ﹁ 了 境 ﹂ 5 555  

己 ㆔ 、 ㆔ 性 分 別 門 ︱ ﹁ 善 不 ﹂己 ㆔ 、 ㆔ 性 分 別 門 ︱ ﹁ 善 不 ﹂己 ㆔ 、 ㆔ 性 分 別 門 ︱ ﹁ 善 不 ﹂己 ㆔ 、 ㆔ 性 分 別 門 ︱ ﹁ 善 不 ﹂ 5 555  

己 ㆕ 、 相 應 俱 受 門己 ㆕ 、 相 應 俱 受 門己 ㆕ 、 相 應 俱 受 門己 ㆕ 、 相 應 俱 受 門   庚 ㆒ 、 總 標 ︱ ﹁ 此 心 ﹂庚 ㆒ 、 總 標 ︱ ﹁ 此 心 ﹂庚 ㆒ 、 總 標 ︱ ﹁ 此 心 ﹂庚 ㆒ 、 總 標 ︱ ﹁ 此 心 ﹂ 2
0

 

                  庚 ㆓ 、 別 釋庚 ㆓ 、 別 釋庚 ㆓ 、 別 釋庚 ㆓ 、 別 釋  

辛 ㆒ 、辛 ㆒ 、辛 ㆒ 、辛 ㆒ 、   行 ｜ ﹁ 初行 ｜ ﹁ 初行 ｜ ﹁ 初行 ｜ ﹁ 初   ﹂﹂ ﹂﹂ 5  
辛 ㆓ 、 別 境 ｜ ﹁ 次 別 ﹂辛 ㆓ 、 別 境 ｜ ﹁ 次 別 ﹂辛 ㆓ 、 別 境 ｜ ﹁ 次 別 ﹂辛 ㆓ 、 別 境 ｜ ﹁ 次 別 ﹂ 1
5

 
辛 ㆔ 、 善 ｜ ﹁ 善 謂 ﹂辛 ㆔ 、 善 ｜ ﹁ 善 謂 ﹂辛 ㆔ 、 善 ｜ ﹁ 善 謂 ﹂辛 ㆔ 、 善 ｜ ﹁ 善 謂 ﹂ 2
0
2
02
0
2
0

    
辛 ㆕ 、 煩 惱 ｜ ﹁ 煩 惱 ﹂辛 ㆕ 、 煩 惱 ｜ ﹁ 煩 惱 ﹂辛 ㆕ 、 煩 惱 ｜ ﹁ 煩 惱 ﹂辛 ㆕ 、 煩 惱 ｜ ﹁ 煩 惱 ﹂ 1
0

 



  
6
 

    

    

    

    

    

    

    

    

    

    

    

    

    

    

    

    

    

    

    

    

辛 五辛 五辛 五辛 五 、 隨 煩 惱、 隨 煩 惱、 隨 煩 惱、 隨 煩 惱    壬 ㆒ 、 小 隨 ｜ ﹁ 隨 煩 ﹂壬 ㆒ 、 小 隨 ｜ ﹁ 隨 煩 ﹂壬 ㆒ 、 小 隨 ｜ ﹁ 隨 煩 ﹂壬 ㆒ 、 小 隨 ｜ ﹁ 隨 煩 ﹂ 1
5
1
51
5
1
5

 

               壬 ㆓ 、 ㆗ 隨 ｜ ﹁ 無 慚 ﹂壬 ㆓ 、 ㆗ 隨 ｜ ﹁ 無 慚 ﹂壬 ㆓ 、 ㆗ 隨 ｜ ﹁ 無 慚 ﹂壬 ㆓ 、 ㆗ 隨 ｜ ﹁ 無 慚 ﹂ 5 555  

               壬 ㆔ 、 大 隨 ｜ ﹁ 掉 舉 ﹂壬 ㆔ 、 大 隨 ｜ ﹁ 掉 舉 ﹂壬 ㆔ 、 大 隨 ｜ ﹁ 掉 舉 ﹂壬 ㆔ 、 大 隨 ｜ ﹁ 掉 舉 ﹂ 2
0
2
02
0
2
0

    

辛 六 、 不 定 ｜ 不 定辛 六 、 不 定 ｜ 不 定辛 六 、 不 定 ｜ 不 定辛 六 、 不 定 ｜ 不 定 1
0
1
01
0
1
0

 

 

己 五 、 能 變 所 依 ｜ ﹁ 依 止 ﹂己 五 、 能 變 所 依 ｜ ﹁ 依 止 ﹂己 五 、 能 變 所 依 ｜ ﹁ 依 止 ﹂己 五 、 能 變 所 依 ｜ ﹁ 依 止 ﹂ 5 555  

己 六 、 俱 不 俱 轉 門 ｜ ﹁ 五 識 ﹂己 六 、 俱 不 俱 轉 門 ｜ ﹁ 五 識 ﹂己 六 、 俱 不 俱 轉 門 ｜ ﹁ 五 識 ﹂己 六 、 俱 不 俱 轉 門 ｜ ﹁ 五 識 ﹂ 1
5
1
51
5
1
5

 

己 七 、 起 滅 分 位 門 ｜ ﹁ 意 識 ﹂己 七 、 起 滅 分 位 門 ｜ ﹁ 意 識 ﹂己 七 、 起 滅 分 位 門 ｜ ﹁ 意 識 ﹂己 七 、 起 滅 分 位 門 ｜ ﹁ 意 識 ﹂ 2
0
2
02
0
2
0

 

 

○ ㆜ ㆓ 、 正 辨 唯 識 ｜ ﹁ 是 諸 ﹂○ ㆜ ㆓ 、 正 辨 唯 識 ｜ ﹁ 是 諸 ﹂○ ㆜ ㆓ 、 正 辨 唯 識 ｜ ﹁ 是 諸 ﹂○ ㆜ ㆓ 、 正 辨 唯 識 ｜ ﹁ 是 諸 ﹂ 2
0
2
02
0
2
0

 

○ ㆜ ㆔ 、 通 釋 妨 難○ ㆜ ㆔ 、 通 釋 妨 難○ ㆜ ㆔ 、 通 釋 妨 難○ ㆜ ㆔ 、 通 釋 妨 難    戊 ㆒ 、 釋 道 理 難戊 ㆒ 、 釋 道 理 難戊 ㆒ 、 釋 道 理 難戊 ㆒ 、 釋 道 理 難     己 ㆒ 、 答 分 別 無 因 難 ｜ ﹁ 由 ㆒ ﹂己 ㆒ 、 答 分 別 無 因 難 ｜ ﹁ 由 ㆒ ﹂己 ㆒ 、 答 分 別 無 因 難 ｜ ﹁ 由 ㆒ ﹂己 ㆒ 、 答 分 別 無 因 難 ｜ ﹁ 由 ㆒ ﹂ 2
0
2
02
0
2
0

 

                                     己 ㆓ 、 答 生 死 不 因 難 ｜ ﹁ 由 諸 ﹂己 ㆓ 、 答 生 死 不 因 難 ｜ ﹁ 由 諸 ﹂己 ㆓ 、 答 生 死 不 因 難 ｜ ﹁ 由 諸 ﹂己 ㆓ 、 答 生 死 不 因 難 ｜ ﹁ 由 諸 ﹂ 2
0
2
02
0
2
0

    

                   戊 ㆓ 、 釋 違 教 難 ○戊 ㆓ 、 釋 違 教 難 ○戊 ㆓ 、 釋 違 教 難 ○戊 ㆓ 、 釋 違 教 難 ○  

 

○ 戊 ㆓ 、 釋 違 教 難戊 ㆓ 、 釋 違 教 難戊 ㆓ 、 釋 違 教 難戊 ㆓ 、 釋 違 教 難

            

己 ㆒ 、 答 初 難己 ㆒ 、 答 初 難己 ㆒ 、 答 初 難己 ㆒ 、 答 初 難

            

庚 ㆒ 、 正 辨 ㆔ 性 ｜ ﹁ 由 彼 ﹂庚 ㆒ 、 正 辨 ㆔ 性 ｜ ﹁ 由 彼 ﹂庚 ㆒ 、 正 辨 ㆔ 性 ｜ ﹁ 由 彼 ﹂庚 ㆒ 、 正 辨 ㆔ 性 ｜ ﹁ 由 彼 ﹂ 4
0
4
04
0
4
0

    

                                                                                                                                        

庚 ㆓ 、 ㆔ 性 不 ㆒ 不 異 ｜ ﹁ 故 此 ﹂庚 ㆓ 、 ㆔ 性 不 ㆒ 不 異 ｜ ﹁ 故 此 ﹂庚 ㆓ 、 ㆔ 性 不 ㆒ 不 異 ｜ ﹁ 故 此 ﹂庚 ㆓ 、 ㆔ 性 不 ㆒ 不 異 ｜ ﹁ 故 此 ﹂ 1
5
1
51
5
1
5

    

                                                                                                                                        

庚 ㆔ 、 証 依 他 圓 成 之 前 後 ｜ ﹁ 非 不 ﹂庚 ㆔ 、 証 依 他 圓 成 之 前 後 ｜ ﹁ 非 不 ﹂庚 ㆔ 、 証 依 他 圓 成 之 前 後 ｜ ﹁ 非 不 ﹂庚 ㆔ 、 証 依 他 圓 成 之 前 後 ｜ ﹁ 非 不 ﹂ 5 555

    

                                                                            

己 ㆓ 、 答 次 難 ｜ ﹁ 即 依 ﹂己 ㆓ 、 答 次 難 ｜ ﹁ 即 依 ﹂己 ㆓ 、 答 次 難 ｜ ﹁ 即 依 ﹂己 ㆓ 、 答 次 難 ｜ ﹁ 即 依 ﹂ 4
0
4
04
0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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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㆓ 、 明 唯 識 性○ ㆚ ㆓ 、 明 唯 識 性○ ㆚ ㆓ 、 明 唯 識 性○ ㆚ ㆓ 、 明 唯 識 性    ﹁ 此 諸 ﹂﹁ 此 諸 ﹂﹁ 此 諸 ﹂﹁ 此 諸 ﹂ 2
0

 

○ ㆚ ㆔ 、 明 唯 識 位○ ㆚ ㆔ 、 明 唯 識 位○ ㆚ ㆔ 、 明 唯 識 位○ ㆚ ㆔ 、 明 唯 識 位    ㆛ ㆒ 、 資 糧 位 ｜ ﹁ 乃 至 ﹂㆛ ㆒ 、 資 糧 位 ｜ ﹁ 乃 至 ﹂㆛ ㆒ 、 資 糧 位 ｜ ﹁ 乃 至 ﹂㆛ ㆒ 、 資 糧 位 ｜ ﹁ 乃 至 ﹂ 2
0
2
02
0
2
0

 

                   ㆛ ㆓ 、 加㆛ ㆓ 、 加㆛ ㆓ 、 加㆛ ㆓ 、 加 行 位 ｜ ﹁ 現 前 ﹂行 位 ｜ ﹁ 現 前 ﹂行 位 ｜ ﹁ 現 前 ﹂行 位 ｜ ﹁ 現 前 ﹂ 2
0
2
02
0
2
0

 

                   ㆛ ㆔ 、 通 達 位 ｜ ﹁ 若 時 ﹂㆛ ㆔ 、 通 達 位 ｜ ﹁ 若 時 ﹂㆛ ㆔ 、 通 達 位 ｜ ﹁ 若 時 ﹂㆛ ㆔ 、 通 達 位 ｜ ﹁ 若 時 ﹂ 2
0
2
02
0
2
0

 

                   ㆛ ㆕ 、 修 習 位 ｜ ﹁ 無 得 ﹂㆛ ㆕ 、 修 習 位 ｜ ﹁ 無 得 ﹂㆛ ㆕ 、 修 習 位 ｜ ﹁ 無 得 ﹂㆛ ㆕ 、 修 習 位 ｜ ﹁ 無 得 ﹂ 2
0
2
02
0
2
0

 

                   ㆛ 五 、 究 竟 位 ｜ ﹁ 此 即 ﹂㆛ 五 、 究 竟 位 ｜ ﹁ 此 即 ﹂㆛ 五 、 究 竟 位 ｜ ﹁ 此 即 ﹂㆛ 五 、 究 竟 位 ｜ ﹁ 此 即 ﹂ 2
0
2
02
0
2
0

 

參 、 別 解 文 義 ：參 、 別 解 文 義 ：參 、 別 解 文 義 ：參 、 別 解 文 義 ：  

肆 、 結 勸 ：肆 、 結 勸 ：肆 、 結 勸 ：肆 、 結 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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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表 ㆒ ｜ ㆚ ㆒ 、 所 造 頌 題○ 附 表 ㆒ ｜ ㆚ ㆒ 、 所 造 頌 題○ 附 表 ㆒ ｜ ㆚ ㆒ 、 所 造 頌 題○ 附 表 ㆒ ｜ ㆚ ㆒ 、 所 造 頌 題

    

                                                                                            

述 記 云 ： 唯 謂 簡 別 ， 遮 無 外 境 。 識 謂 能 了 ， 詮 有 內 心 。 識 體 即述 記 云 ： 唯 謂 簡 別 ， 遮 無 外 境 。 識 謂 能 了 ， 詮 有 內 心 。 識 體 即述 記 云 ： 唯 謂 簡 別 ， 遮 無 外 境 。 識 謂 能 了 ， 詮 有 內 心 。 識 體 即述 記 云 ： 唯 謂 簡 別 ， 遮 無 外 境 。 識 謂 能 了 ， 詮 有 內 心 。 識 體 即

    

                                                                                            

唯 ， 持 業 釋 也 。 識 性 識 相 ， 皆 不 離 心 。 心 所 心 王 ， 以 識 為 主 。唯 ， 持 業 釋 也 。 識 性 識 相 ， 皆 不 離 心 。 心 所 心 王 ， 以 識 為 主 。唯 ， 持 業 釋 也 。 識 性 識 相 ， 皆 不 離 心 。 心 所 心 王 ， 以 識 為 主 。唯 ， 持 業 釋 也 。 識 性 識 相 ， 皆 不 離 心 。 心 所 心 王 ， 以 識 為 主 。

    

                                                                                            

歸 心 泯 相 ， 總 言 唯 識 。 唯 遮 境 有 ， 執 有 者 喪 其 真 ， 識 簡 心 空 ，歸 心 泯 相 ， 總 言 唯 識 。 唯 遮 境 有 ， 執 有 者 喪 其 真 ， 識 簡 心 空 ，歸 心 泯 相 ， 總 言 唯 識 。 唯 遮 境 有 ， 執 有 者 喪 其 真 ， 識 簡 心 空 ，歸 心 泯 相 ， 總 言 唯 識 。 唯 遮 境 有 ， 執 有 者 喪 其 真 ， 識 簡 心 空 ，

    

△△ △△

                                                                                    

滯 空 者 乖 其 實 。 所 以 晦 斯 空 有 ， 長 溺 ㆓ 邊 ， 悟 彼 有 空 ， 高 履 ㆗滯 空 者 乖 其 實 。 所 以 晦 斯 空 有 ， 長 溺 ㆓ 邊 ， 悟 彼 有 空 ， 高 履 ㆗滯 空 者 乖 其 實 。 所 以 晦 斯 空 有 ， 長 溺 ㆓ 邊 ， 悟 彼 有 空 ， 高 履 ㆗滯 空 者 乖 其 實 。 所 以 晦 斯 空 有 ， 長 溺 ㆓ 邊 ， 悟 彼 有 空 ， 高 履 ㆗

    

                                                                                            

道 。道 。道 。道 。

    

                                                                                                            

                                                                                    

五 言 為 句 ， ㆕ 句 ㆒ 頌 ， 共 ㆔ 十 頌 。五 言 為 句 ， ㆕ 句 ㆒ 頌 ， 共 ㆔ 十 頌 。五 言 為 句 ， ㆕ 句 ㆒ 頌 ， 共 ㆔ 十 頌 。五 言 為 句 ， ㆕ 句 ㆒ 頌 ， 共 ㆔ 十 頌 。

    

                                                                                                            

                                                                                                            

○ 附 表 ㆓ ︱ ㆚ ㆓ 、 能 造 頌 ㆟○ 附 表 ㆓ ︱ ㆚ ㆓ 、 能 造 頌 ㆟○ 附 表 ㆓ ︱ ㆚ ㆓ 、 能 造 頌 ㆟○ 附 表 ㆓ ︱ ㆚ ㆓ 、 能 造 頌 ㆟

    

△ ㆝ 親 菩 薩△ ㆝ 親 菩 薩△ ㆝ 親 菩 薩△ ㆝ 親 菩 薩

        

造造 造造

    

        

梵 語 婆 藪 槃 豆 ， 此 云 ㆝ 親 。 弟 兄 ㆔ ㆟ ， 長 名 無 著 。 先 修 禪 定 ， 即 得 離 欲 。 思 惟 空 義 不 能梵 語 婆 藪 槃 豆 ， 此 云 ㆝ 親 。 弟 兄 ㆔ ㆟ ， 長 名 無 著 。 先 修 禪 定 ， 即 得 離 欲 。 思 惟 空 義 不 能梵 語 婆 藪 槃 豆 ， 此 云 ㆝ 親 。 弟 兄 ㆔ ㆟ ， 長 名 無 著 。 先 修 禪 定 ， 即 得 離 欲 。 思 惟 空 義 不 能梵 語 婆 藪 槃 豆 ， 此 云 ㆝ 親 。 弟 兄 ㆔ ㆟ ， 長 名 無 著 。 先 修 禪 定 ， 即 得 離 欲 。 思 惟 空 義 不 能

    

得 入 ， 欲 自 殺 身 。 頭 賓 盧 尊 者 為 說 小 乘 空 觀 。 如 教 觀 之 ， 即 便 得 入 。 意 猶 未 安 ， 謂 理 不得 入 ， 欲 自 殺 身 。 頭 賓 盧 尊 者 為 說 小 乘 空 觀 。 如 教 觀 之 ， 即 便 得 入 。 意 猶 未 安 ， 謂 理 不得 入 ， 欲 自 殺 身 。 頭 賓 盧 尊 者 為 說 小 乘 空 觀 。 如 教 觀 之 ， 即 便 得 入 。 意 猶 未 安 ， 謂 理 不得 入 ， 欲 自 殺 身 。 頭 賓 盧 尊 者 為 說 小 乘 空 觀 。 如 教 觀 之 ， 即 便 得 入 。 意 猶 未 安 ， 謂 理 不

    

應 止 爾 。 因 乘 神 通 ， 往 兜 率 ㆝ ， 諮 問 彌 勒應 止 爾 。 因 乘 神 通 ， 往 兜 率 ㆝ ， 諮 問 彌 勒應 止 爾 。 因 乘 神 通 ， 往 兜 率 ㆝ ， 諮 問 彌 勒應 止 爾 。 因 乘 神 通 ， 往 兜 率 ㆝ ， 諮 問 彌 勒 菩 薩 。 為 說 大 乘 空 觀 。 還 閻 浮 提 ， 如 說 思 惟 ，菩 薩 。 為 說 大 乘 空 觀 。 還 閻 浮 提 ， 如 說 思 惟 ，菩 薩 。 為 說 大 乘 空 觀 。 還 閻 浮 提 ， 如 說 思 惟 ，菩 薩 。 為 說 大 乘 空 觀 。 還 閻 浮 提 ， 如 說 思 惟 ，

    

㆞ 六 種 動 ， 尋 便 得 悟 。 因 此 名 阿 僧 伽 ， 譯 為 無 著 。 爾 後 數 ㆖ 兜 率 ， 諮 問 大 乘 經 義 ， 隨 有㆞ 六 種 動 ， 尋 便 得 悟 。 因 此 名 阿 僧 伽 ， 譯 為 無 著 。 爾 後 數 ㆖ 兜 率 ， 諮 問 大 乘 經 義 ， 隨 有㆞ 六 種 動 ， 尋 便 得 悟 。 因 此 名 阿 僧 伽 ， 譯 為 無 著 。 爾 後 數 ㆖ 兜 率 ， 諮 問 大 乘 經 義 ， 隨 有㆞ 六 種 動 ， 尋 便 得 悟 。 因 此 名 阿 僧 伽 ， 譯 為 無 著 。 爾 後 數 ㆖ 兜 率 ， 諮 問 大 乘 經 義 ， 隨 有

    

所 得 ， 還 為 ㆟ 說 ， 聞 者 多 不 生 信 。 因 自 發 願 ， 欲 令 眾 生 信 解 大 乘 ， 惟 願 大 師 ， ㆘ 閻 浮 提 ，所 得 ， 還 為 ㆟ 說 ， 聞 者 多 不 生 信 。 因 自 發 願 ， 欲 令 眾 生 信 解 大 乘 ， 惟 願 大 師 ， ㆘ 閻 浮 提 ，所 得 ， 還 為 ㆟ 說 ， 聞 者 多 不 生 信 。 因 自 發 願 ， 欲 令 眾 生 信 解 大 乘 ， 惟 願 大 師 ， ㆘ 閻 浮 提 ，所 得 ， 還 為 ㆟ 說 ， 聞 者 多 不 生 信 。 因 自 發 願 ， 欲 令 眾 生 信 解 大 乘 ， 惟 願 大 師 ， ㆘ 閻 浮 提 ，

    

解 說 大 乘 。 彌 勒 即 如 其 願 。 每 干 夜 時 ， ㆘ 閻 浮 提 ， 放 大 光 明 ， 集 有 緣 眾 ， 於 說 法 堂 ， 誦解 說 大 乘 。 彌 勒 即 如 其 願 。 每 干 夜 時 ， ㆘ 閻 浮 提 ， 放 大 光 明 ， 集 有 緣 眾 ， 於 說 法 堂 ， 誦解 說 大 乘 。 彌 勒 即 如 其 願 。 每 干 夜 時 ， ㆘ 閻 浮 提 ， 放 大 光 明 ， 集 有 緣 眾 ， 於 說 法 堂 ， 誦解 說 大 乘 。 彌 勒 即 如 其 願 。 每 干 夜 時 ， ㆘ 閻 浮 提 ， 放 大 光 明 ， 集 有 緣 眾 ， 於 說 法 堂 ， 誦

    

唯 識唯 識唯 識唯 識    唯 遮 境 有唯 遮 境 有唯 遮 境 有唯 遮 境 有  

       識 揀 心 空識 揀 心 空識 揀 心 空識 揀 心 空  

       離 有 無 邊離 有 無 邊離 有 無 邊離 有 無 邊  

       正 處 ㆗ 道正 處 ㆗ 道正 處 ㆗ 道正 處 ㆗ 道  

 

㆔ 十㆔ 十㆔ 十㆔ 十    數 目 字數 目 字數 目 字數 目 字  

頌頌 頌頌      倡 頌 義倡 頌 義倡 頌 義倡 頌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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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十 七 ㆞ 經 ， 凡 ㆕ 月 夜 方 竟 ， 即 今 瑜 伽 師 ㆞ 論 也 。 因 此 眾 ㆟ 皆 信 大 乘 。 第 ㆓ 子 名 ㆝ 親 。出 十 七 ㆞ 經 ， 凡 ㆕ 月 夜 方 竟 ， 即 今 瑜 伽 師 ㆞ 論 也 。 因 此 眾 ㆟ 皆 信 大 乘 。 第 ㆓ 子 名 ㆝ 親 。出 十 七 ㆞ 經 ， 凡 ㆕ 月 夜 方 竟 ， 即 今 瑜 伽 師 ㆞ 論 也 。 因 此 眾 ㆟ 皆 信 大 乘 。 第 ㆓ 子 名 ㆝ 親 。出 十 七 ㆞ 經 ， 凡 ㆕ 月 夜 方 竟 ， 即 今 瑜 伽 師 ㆞ 論 也 。 因 此 眾 ㆟ 皆 信 大 乘 。 第 ㆓ 子 名 ㆝ 親 。

    

博 學 多 聞 ，博 學 多 聞 ，博 學 多 聞 ，博 學 多 聞 ，   通 諸 部 。 神 才 俊 朗 ， 戒 行 清 高 。 執 小 乘 解 ， 不 信 大 乘 。 無 著 恐 其 造 論 破 壞通 諸 部 。 神 才 俊 朗 ， 戒 行 清 高 。 執 小 乘 解 ， 不 信 大 乘 。 無 著 恐 其 造 論 破 壞通 諸 部 。 神 才 俊 朗 ， 戒 行 清 高 。 執 小 乘 解 ， 不 信 大 乘 。 無 著 恐 其 造 論 破 壞通 諸 部 。 神 才 俊 朗 ， 戒 行 清 高 。 執 小 乘 解 ， 不 信 大 乘 。 無 著 恐 其 造 論 破 壞

    

大 乘 。 遣 使 報 云 ： 我 今 疾 篤 ， 汝 可 急 來 。 ㆝ 親 隨 使 ， 與 兄 相 見 。 諮 問 病 源 ？ 兄 曰 ： 我 今大 乘 。 遣 使 報 云 ： 我 今 疾 篤 ， 汝 可 急 來 。 ㆝ 親 隨 使 ， 與 兄 相 見 。 諮 問 病 源 ？ 兄 曰 ： 我 今大 乘 。 遣 使 報 云 ： 我 今 疾 篤 ， 汝 可 急 來 。 ㆝ 親 隨 使 ， 與 兄 相 見 。 諮 問 病 源 ？ 兄 曰 ： 我 今大 乘 。 遣 使 報 云 ： 我 今 疾 篤 ， 汝 可 急 來 。 ㆝ 親 隨 使 ， 與 兄 相 見 。 諮 問 病 源 ？ 兄 曰 ： 我 今

    
心 病 ， 由 汝 而 生 。 汝 不 信 大 乘 ， 恒 生 毀 謗 ， 以 此 惡 業 ， 必 永 沉 淪 。 我 今 愁 苦 ， 命 將 不 全心 病 ， 由 汝 而 生 。 汝 不 信 大 乘 ， 恒 生 毀 謗 ， 以 此 惡 業 ， 必 永 沉 淪 。 我 今 愁 苦 ， 命 將 不 全心 病 ， 由 汝 而 生 。 汝 不 信 大 乘 ， 恒 生 毀 謗 ， 以 此 惡 業 ， 必 永 沉 淪 。 我 今 愁 苦 ， 命 將 不 全心 病 ， 由 汝 而 生 。 汝 不 信 大 乘 ， 恒 生 毀 謗 ， 以 此 惡 業 ， 必 永 沉 淪 。 我 今 愁 苦 ， 命 將 不 全

    
。 ㆝ 親 驚 懼 ， 即 請 兄 解 說 大 乘 ， 隨 得 解 悟 。 於 是 就 兄 廣 學 ， 悉 得 通 達 ， 咎 昔 毀 謗 ， 欲 割。 ㆝ 親 驚 懼 ， 即 請 兄 解 說 大 乘 ， 隨 得 解 悟 。 於 是 就 兄 廣 學 ， 悉 得 通 達 ， 咎 昔 毀 謗 ， 欲 割。 ㆝ 親 驚 懼 ， 即 請 兄 解 說 大 乘 ， 隨 得 解 悟 。 於 是 就 兄 廣 學 ， 悉 得 通 達 ， 咎 昔 毀 謗 ， 欲 割。 ㆝ 親 驚 懼 ， 即 請 兄 解 說 大 乘 ， 隨 得 解 悟 。 於 是 就 兄 廣 學 ， 悉 得 通 達 ， 咎 昔 毀 謗 ， 欲 割

    

舌 以 謝 其 罪 。 兄 云 ： 汝 舌 善 巧 毀 謗 大 乘 。 欲 滅 此 罪 ， 亦 當 善 巧 解 說 大 乘 。 遂 製 十 ㆞ 論 、舌 以 謝 其 罪 。 兄 云 ： 汝 舌 善 巧 毀 謗 大 乘 。 欲 滅 此 罪 ， 亦 當 善 巧 解 說 大 乘 。 遂 製 十 ㆞ 論 、舌 以 謝 其 罪 。 兄 云 ： 汝 舌 善 巧 毀 謗 大 乘 。 欲 滅 此 罪 ， 亦 當 善 巧 解 說 大 乘 。 遂 製 十 ㆞ 論 、舌 以 謝 其 罪 。 兄 云 ： 汝 舌 善 巧 毀 謗 大 乘 。 欲 滅 此 罪 ， 亦 當 善 巧 解 說 大 乘 。 遂 製 十 ㆞ 論 、

    

攝 大 乘 論 。 此 ㆓ 論 是 創 歸 大 乘 之 作 。 既 又 採 撮 玄 機 ， 提 空 精 遽 。 著 唯 識 ㆔ 十 頌 ， 以 暢 大攝 大 乘 論 。 此 ㆓ 論 是 創 歸 大 乘 之 作 。 既 又 採 撮 玄 機 ， 提 空 精 遽 。 著 唯 識 ㆔ 十 頌 ， 以 暢 大攝 大 乘 論 。 此 ㆓ 論 是 創 歸 大 乘 之 作 。 既 又 採 撮 玄 機 ， 提 空 精 遽 。 著 唯 識 ㆔ 十 頌 ， 以 暢 大攝 大 乘 論 。 此 ㆓ 論 是 創 歸 大 乘 之 作 。 既 又 採 撮 玄 機 ， 提 空 精 遽 。 著 唯 識 ㆔ 十 頌 ， 以 暢 大

    

乘 妙 趣 。 ︵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乘 妙 趣 。 ︵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乘 妙 趣 。 ︵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乘 妙 趣 。 ︵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 附 表 ㆔ ︱ ㆚ ㆔ 、 能 譯 頌 ㆟○ 附 表 ㆔ ︱ ㆚ ㆔ 、 能 譯 頌 ㆟○ 附 表 ㆔ ︱ ㆚ ㆔ 、 能 譯 頌 ㆟○ 附 表 ㆔ ︱ ㆚ ㆔ 、 能 譯 頌 ㆟

    

△ 唐 玄 奘 ㆔ 藏 法 師△ 唐 玄 奘 ㆔ 藏 法 師△ 唐 玄 奘 ㆔ 藏 法 師△ 唐 玄 奘 ㆔ 藏 法 師

        

譯譯 譯譯

    

        

唐 者 ， 李 氏 有 ㆝ ㆘ 之 國 號 。 玄 奘 者 ， 法 師 之 諱 。 親 遊 西 域 ， 傳 法 祖 宗 ， 具 如 慈 恩 傳 ㆗ 廣唐 者 ， 李 氏 有 ㆝ ㆘ 之 國 號 。 玄 奘 者 ， 法 師 之 諱 。 親 遊 西 域 ， 傳 法 祖 宗 ， 具 如 慈 恩 傳 ㆗ 廣唐 者 ， 李 氏 有 ㆝ ㆘ 之 國 號 。 玄 奘 者 ， 法 師 之 諱 。 親 遊 西 域 ， 傳 法 祖 宗 ， 具 如 慈 恩 傳 ㆗ 廣唐 者 ， 李 氏 有 ㆝ ㆘ 之 國 號 。 玄 奘 者 ， 法 師 之 諱 。 親 遊 西 域 ， 傳 法 祖 宗 ， 具 如 慈 恩 傳 ㆗ 廣

    

明 。 ㆔ 藏 者 ， 經 律 論 也 。 法 師 者 ， 正 法 自明 。 ㆔ 藏 者 ， 經 律 論 也 。 法 師 者 ， 正 法 自明 。 ㆔ 藏 者 ， 經 律 論 也 。 法 師 者 ， 正 法 自明 。 ㆔ 藏 者 ， 經 律 論 也 。 法 師 者 ， 正 法 自 軌 ， 弘 辯 導 ㆟ 。 譯 者 ， 翻 梵 成 華 ， 以 此 易 彼 也 。軌 ， 弘 辯 導 ㆟ 。 譯 者 ， 翻 梵 成 華 ， 以 此 易 彼 也 。軌 ， 弘 辯 導 ㆟ 。 譯 者 ， 翻 梵 成 華 ， 以 此 易 彼 也 。軌 ， 弘 辯 導 ㆟ 。 譯 者 ， 翻 梵 成 華 ， 以 此 易 彼 也 。

    

︵ 糅 合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糅 合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糅 合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糅 合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 附 表 ㆕ ︱ 釋 正 文 前 歸 敬 述 意○ 附 表 ㆕ ︱ 釋 正 文 前 歸 敬 述 意○ 附 表 ㆕ ︱ 釋 正 文 前 歸 敬 述 意○ 附 表 ㆕ ︱ 釋 正 文 前 歸 敬 述 意

    

△ 稽 首 唯 識 性 ， 滿 分 清 淨 者 ， 我 今 釋 彼 說 ， 利 樂 諸 有 情 。△ 稽 首 唯 識 性 ， 滿 分 清 淨 者 ， 我 今 釋 彼 說 ， 利 樂 諸 有 情 。△ 稽 首 唯 識 性 ， 滿 分 清 淨 者 ， 我 今 釋 彼 說 ， 利 樂 諸 有 情 。△ 稽 首 唯 識 性 ， 滿 分 清 淨 者 ， 我 今 釋 彼 說 ， 利 樂 諸 有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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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歸 敬歸 敬歸 敬歸 敬  

述 意述 意述 意述 意  
 

㆓ 、 述 意㆓ 、 述 意㆓ 、 述 意㆓ 、 述 意

            
後 ㆓後 ㆓後 ㆓後 ㆓

    

    

初 、 歸 敬初 、 歸 敬初 、 歸 敬初 、 歸 敬    初 ㆓初 ㆓初 ㆓初 ㆓  

㆖ ㆓ 字 ︱ 能 歸 ︱ 具 ㆔ 業㆖ ㆓ 字 ︱ 能 歸 ︱ 具 ㆔ 業㆖ ㆓ 字 ︱ 能 歸 ︱ 具 ㆔ 業㆖ ㆓ 字 ︱ 能 歸 ︱ 具 ㆔ 業  

                                  所 依 所 証 故所 依 所 証 故所 依 所 証 故所 依 所 証 故  

㆘ 八 字 ︱ 所 歸㆘ 八 字 ︱ 所 歸㆘ 八 字 ︱ 所 歸㆘ 八 字 ︱ 所 歸    唯 識 ﹁ 性 ﹂ ︱ 法 寶唯 識 ﹁ 性 ﹂ ︱ 法 寶唯 識 ﹁ 性 ﹂ ︱ 法 寶唯 識 ﹁ 性 ﹂ ︱ 法 寶  

               滿滿 滿滿         ︱ 佛 寶 ︱ 出 障 圓 明︱ 佛 寶 ︱ 出 障 圓 明︱ 佛 寶 ︱ 出 障 圓 明︱ 佛 寶 ︱ 出 障 圓 明  

               分分 分分         ︱ 僧 寶︱ 僧 寶︱ 僧 寶︱ 僧 寶    轉 六 七 成 智轉 六 七 成 智轉 六 七 成 智轉 六 七 成 智  

               清 淨 者清 淨 者清 淨 者清 淨 者              斷 障 証 真斷 障 証 真斷 障 証 真斷 障 証 真  
 

初初 初初    ㆝ 親 菩 薩 造 ㆔ 十 頌㆝ 親 菩 薩 造 ㆔ 十 頌㆝ 親 菩 薩 造 ㆔ 十 頌㆝ 親 菩 薩 造 ㆔ 十 頌  

     釋 彼 頌 ㆗ 所 說 之 義釋 彼 頌 ㆗ 所 說 之 義釋 彼 頌 ㆗ 所 說 之 義釋 彼 頌 ㆗ 所 說 之 義  
 

㆓㆓ ㆓㆓    令 諸 有 情令 諸 有 情令 諸 有 情令 諸 有 情    生 解 起 行 之 利生 解 起 行 之 利生 解 起 行 之 利生 解 起 行 之 利  

                斷 障 証 果 之 樂斷 障 証 果 之 樂斷 障 証 果 之 樂斷 障 証 果 之 樂  

△ 唯 識 性△ 唯 識 性△ 唯 識 性△ 唯 識 性  

虛 妄虛 妄虛 妄虛 妄  

真 實真 實真 實真 實  

世 俗世 俗世 俗世 俗  

勝 義勝 義勝 義勝 義  

相相 相相  

性性 性性  

圓 成 實圓 成 實圓 成 實圓 成 實  

圓 滿 ︵圓 滿 ︵圓 滿 ︵圓 滿 ︵   ︶ ︱ 揀 自 相︶ ︱ 揀 自 相︶ ︱ 揀 自 相︶ ︱ 揀 自 相  

成 就 ︵ 常 ︶ ︱ 揀 共 相成 就 ︵ 常 ︶ ︱ 揀 共 相成 就 ︵ 常 ︶ ︱ 揀 共 相成 就 ︵ 常 ︶ ︱ 揀 共 相  

實 在 ︵ 實 ︶ ︱ 揀 虛 妄實 在 ︵ 實 ︶ ︱ 揀 虛 妄實 在 ︵ 實 ︶ ︱ 揀 虛 妄實 在 ︵ 實 ︶ ︱ 揀 虛 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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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 澄 鑒清 ︱ 澄 鑒清 ︱ 澄 鑒清 ︱ 澄 鑒

    

△ 清 淨 者△ 清 淨 者△ 清 淨 者△ 清 淨 者

        

淨 ︱ 無 垢淨 ︱ 無 垢淨 ︱ 無 垢淨 ︱ 無 垢

    

                                                

者 ︱ ㆟ ︵ 五 蘊 假 名 ︶者 ︱ ㆟ ︵ 五 蘊 假 名 ︶者 ︱ ㆟ ︵ 五 蘊 假 名 ︶者 ︱ ㆟ ︵ 五 蘊 假 名 ︶

    

    

    

        

△△ △△

    

    

    

 

     

    

    

    

△△ △△

    

    

    

    

    

    

㆔ ㆕㆔ ㆕㆔ ㆕㆔ ㆕    ㆔ 句 ︱ 令 法 久 住 ︱ 由 智 德 生 大 智㆔ 句 ︱ 令 法 久 住 ︱ 由 智 德 生 大 智㆔ 句 ︱ 令 法 久 住 ︱ 由 智 德 生 大 智㆔ 句 ︱ 令 法 久 住 ︱ 由 智 德 生 大 智  

句 意句 意句 意句 意    ㆕ 句 ︱ 為 濟 含 識 ︱ 由 恩 德 生 大 悲㆕ 句 ︱ 為 濟 含 識 ︱ 由 恩 德 生 大 悲㆕ 句 ︱ 為 濟 含 識 ︱ 由 恩 德 生 大 悲㆕ 句 ︱ 為 濟 含 識 ︱ 由 恩 德 生 大 悲  

   有 情有 情有 情有 情    

           

㆕ 句㆕ 句㆕ 句㆕ 句  
 

別 說別 說別 說別 說  
        

       利 樂利 樂利 樂利 樂  

六 十 ㆓ 種 ︵ 如 瑜 伽 論 第 ㆓ 卷 說 ：六 十 ㆓ 種 ︵ 如 瑜 伽 論 第 ㆓ 卷 說 ：六 十 ㆓ 種 ︵ 如 瑜 伽 論 第 ㆓ 卷 說 ：六 十 ㆓ 種 ︵ 如 瑜 伽 論 第 ㆓ 卷 說 ：  

          五 趣 ㆕ 姓五 趣 ㆕ 姓五 趣 ㆕ 姓五 趣 ㆕ 姓   女 男 俱 ㆔女 男 俱 ㆔女 男 俱 ㆔女 男 俱 ㆔   劣 ㆗ 妙 ㆔劣 ㆗ 妙 ㆔劣 ㆗ 妙 ㆔劣 ㆗ 妙 ㆔   在 家 等 ㆕在 家 等 ㆕在 家 等 ㆕在 家 等 ㆕  

          律 儀 等 ㆔律 儀 等 ㆔律 儀 等 ㆔律 儀 等 ㆔   離 欲 等 ㆓離 欲 等 ㆓離 欲 等 ㆓離 欲 等 ㆓   邪 定 等 ㆔邪 定 等 ㆔邪 定 等 ㆔邪 定 等 ㆔   苾 芻 等 七苾 芻 等 七苾 芻 等 七苾 芻 等 七  

          習 斷 等 十 九習 斷 等 十 九習 斷 等 十 九習 斷 等 十 九   異 生 等 ㆕異 生 等 ㆕異 生 等 ㆕異 生 等 ㆕   聲 聞 等 ㆕聲 聞 等 ㆕聲 聞 等 ㆕聲 聞 等 ㆕   輪 王 為 ㆒ ︶輪 王 為 ㆒ ︶輪 王 為 ㆒ ︶輪 王 為 ㆒ ︶  

十 利十 利十 利十 利    ㆒ 、 純 利 。 ㆓ 、 共 利 。 ㆔ 、 利 益 種 類 利 。 ㆕ 、 安 樂 種㆒ 、 純 利 。 ㆓ 、 共 利 。 ㆔ 、 利 益 種 類 利 。 ㆕ 、 安 樂 種㆒ 、 純 利 。 ㆓ 、 共 利 。 ㆔ 、 利 益 種 類 利 。 ㆕ 、 安 樂 種㆒ 、 純 利 。 ㆓ 、 共 利 。 ㆔ 、 利 益 種 類 利 。 ㆕ 、 安 樂 種  

       類 利 。 五 、 因 攝 利 。 六 、 果 攝 利 。 七 、 此 世 利 。 八 、類 利 。 五 、 因 攝 利 。 六 、 果 攝 利 。 七 、 此 世 利 。 八 、類 利 。 五 、 因 攝 利 。 六 、 果 攝 利 。 七 、 此 世 利 。 八 、類 利 。 五 、 因 攝 利 。 六 、 果 攝 利 。 七 、 此 世 利 。 八 、

他 世 利 。 九 、 畢 竟 利 。 十 、 不 畢 竟 利 。他 世 利 。 九 、 畢 竟 利 。 十 、 不 畢 竟 利 。他 世 利 。 九 、 畢 竟 利 。 十 、 不 畢 竟 利 。他 世 利 。 九 、 畢 竟 利 。 十 、 不 畢 竟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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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表 五 ︱ 論 主 釋 頌 造 論 之 意○ 附 表 五 ︱ 論 主 釋 頌 造 論 之 意○ 附 表 五 ︱ 論 主 釋 頌 造 論 之 意○ 附 表 五 ︱ 論 主 釋 頌 造 論 之 意

    

△ 今 造 此 論 ， 為 於 ㆓ 空 有 迷 謬 者 生 正 解 故 。 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故 。 由 我 法 執 ， ㆓ 障 俱 生 。△ 今 造 此 論 ， 為 於 ㆓ 空 有 迷 謬 者 生 正 解 故 。 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故 。 由 我 法 執 ， ㆓ 障 俱 生 。△ 今 造 此 論 ， 為 於 ㆓ 空 有 迷 謬 者 生 正 解 故 。 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故 。 由 我 法 執 ， ㆓ 障 俱 生 。△ 今 造 此 論 ， 為 於 ㆓ 空 有 迷 謬 者 生 正 解 故 。 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故 。 由 我 法 執 ， ㆓ 障 俱 生 。

    

若 證 ㆓ 空 ， 彼 障 隨 斷 。 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 由 斷 續 生 煩 惱 障 故 ， 證 真 解 脫 。 由 斷 礙 解若 證 ㆓ 空 ， 彼 障 隨 斷 。 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 由 斷 續 生 煩 惱 障 故 ， 證 真 解 脫 。 由 斷 礙 解若 證 ㆓ 空 ， 彼 障 隨 斷 。 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 由 斷 續 生 煩 惱 障 故 ， 證 真 解 脫 。 由 斷 礙 解若 證 ㆓ 空 ， 彼 障 隨 斷 。 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 由 斷 續 生 煩 惱 障 故 ， 證 真 解 脫 。 由 斷 礙 解

    

所 知 障 故 ， 得 大 菩 提 。 又 為 開 示 謬 執 我 法 迷 唯 識 者 ， 令 達 ㆓ 空 ， 於 唯 識 理 如 實 知 故 。所 知 障 故 ， 得 大 菩 提 。 又 為 開 示 謬 執 我 法 迷 唯 識 者 ， 令 達 ㆓ 空 ， 於 唯 識 理 如 實 知 故 。所 知 障 故 ， 得 大 菩 提 。 又 為 開 示 謬 執 我 法 迷 唯 識 者 ， 令 達 ㆓ 空 ， 於 唯 識 理 如 實 知 故 。所 知 障 故 ， 得 大 菩 提 。 又 為 開 示 謬 執 我 法 迷 唯 識 者 ， 令 達 ㆓ 空 ， 於 唯 識 理 如 實 知 故 。

    

復 有 迷 謬 唯 識 理 者 ， 或 執 外 境 如 識 非 無 ； 或 執 內 識 如 境 非 有 ； 或 執 諸 識 用 別 體 同 ， 或復 有 迷 謬 唯 識 理 者 ， 或 執 外 境 如 識 非 無 ； 或 執 內 識 如 境 非 有 ； 或 執 諸 識 用 別 體 同 ， 或復 有 迷 謬 唯 識 理 者 ， 或 執 外 境 如 識 非 無 ； 或 執 內 識 如 境 非 有 ； 或 執 諸 識 用 別 體 同 ， 或復 有 迷 謬 唯 識 理 者 ， 或 執 外 境 如 識 非 無 ； 或 執 內 識 如 境 非 有 ； 或 執 諸 識 用 別 體 同 ， 或

    

執 離 心執 離 心執 離 心執 離 心 無 別 心 所 。 為 遮 此 等 ， 種 種 異 執 ， 令 於 唯 識 深 妙 理 ㆗ 得 如 實 解 ， 故 作 斯 論 。無 別 心 所 。 為 遮 此 等 ， 種 種 異 執 ， 令 於 唯 識 深 妙 理 ㆗ 得 如 實 解 ， 故 作 斯 論 。無 別 心 所 。 為 遮 此 等 ， 種 種 異 執 ， 令 於 唯 識 深 妙 理 ㆗ 得 如 實 解 ， 故 作 斯 論 。無 別 心 所 。 為 遮 此 等 ， 種 種 異 執 ， 令 於 唯 識 深 妙 理 ㆗ 得 如 實 解 ， 故 作 斯 論 。

    

    

    

    

    

    

    

    

    

五 樂五 樂五 樂五 樂    ㆒ 、 因 樂 ， 即 順 樂 受 。 ㆓ 、 受 樂 ， 即 是 樂 受 。 ㆔ 、 苦㆒ 、 因 樂 ， 即 順 樂 受 。 ㆓ 、 受 樂 ， 即 是 樂 受 。 ㆔ 、 苦㆒ 、 因 樂 ， 即 順 樂 受 。 ㆓ 、 受 樂 ， 即 是 樂 受 。 ㆔ 、 苦㆒ 、 因 樂 ， 即 順 樂 受 。 ㆓ 、 受 樂 ， 即 是 樂 受 。 ㆔ 、 苦

對 治 樂 ， 謂 因 寒 熱 饑 渴 等 事 蹔 息 滅 時 ， 生 起 樂 覺 。對 治 樂 ， 謂 因 寒 熱 饑 渴 等 事 蹔 息 滅 時 ， 生 起 樂 覺 。對 治 樂 ， 謂 因 寒 熱 饑 渴 等 事 蹔 息 滅 時 ， 生 起 樂 覺 。對 治 樂 ， 謂 因 寒 熱 饑 渴 等 事 蹔 息 滅 時 ， 生 起 樂 覺 。

㆕ 、 受 斷 樂 ， 謂 滅 受 想 定 ， 麤 動 受 滅 。 五 、 無 惱 害㆕ 、 受 斷 樂 ， 謂 滅 受 想 定 ， 麤 動 受 滅 。 五 、 無 惱 害㆕ 、 受 斷 樂 ， 謂 滅 受 想 定 ， 麤 動 受 滅 。 五 、 無 惱 害㆕ 、 受 斷 樂 ， 謂 滅 受 想 定 ， 麤 動 受 滅 。 五 、 無 惱 害

樂 ， 此 有 ㆕ 種 ： ㆒ 、 出 離 樂 ㆓ 、 遠 離 樂 ㆔ 、 寂 靜 樂樂 ， 此 有 ㆕ 種 ： ㆒ 、 出 離 樂 ㆓ 、 遠 離 樂 ㆔ 、 寂 靜 樂樂 ， 此 有 ㆕ 種 ： ㆒ 、 出 離 樂 ㆓ 、 遠 離 樂 ㆔ 、 寂 靜 樂樂 ， 此 有 ㆕ 種 ： ㆒ 、 出 離 樂 ㆓ 、 遠 離 樂 ㆔ 、 寂 靜 樂

㆕ 、 覺 法 樂 。㆕ 、 覺 法 樂 。㆕ 、 覺 法 樂 。㆕ 、 覺 法 樂 。  

︵ 此 十 利 五 樂 如 瑜 伽 論 卷 ㆔ 十 五 說 ︶︵ 此 十 利 五 樂 如 瑜 伽 論 卷 ㆔ 十 五 說 ︶︵ 此 十 利 五 樂 如 瑜 伽 論 卷 ㆔ 十 五 說 ︶︵ 此 十 利 五 樂 如 瑜 伽 論 卷 ㆔ 十 五 說 ︶  

  論 意論 意論 意論 意  

△ 文 勢△ 文 勢△ 文 勢△ 文 勢  

  有 ㆔有 ㆔有 ㆔有 ㆔  

                                                    

生 解生 解生 解生 解

    

㆒ 、 安 慧 等㆒ 、 安 慧 等㆒ 、 安 慧 等㆒ 、 安 慧 等

            

斷 障斷 障斷 障斷 障

    

                                                    

得 果得 果得 果得 果

    

㆓ 、 火 辨 等㆓ 、 火 辨 等㆓ 、 火 辨 等㆓ 、 火 辨 等

            

令 達 ㆓ 空令 達 ㆓ 空令 達 ㆓ 空令 達 ㆓ 空

    

                                                    

悟 唯 識 性悟 唯 識 性悟 唯 識 性悟 唯 識 性

    

㆔ 、 護 法 等㆔ 、 護 法 等㆔ 、 護 法 等㆔ 、 護 法 等

            

破 諸 邪 執破 諸 邪 執破 諸 邪 執破 諸 邪 執

    

                                                    

顯 唯 識 理顯 唯 識 理顯 唯 識 理顯 唯 識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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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初 、 安 慧 等△ 今 初 、 安 慧 等△ 今 初 、 安 慧 等△ 今 初 、 安 慧 等

    

    

    

    

    

    

    

    

    

    

    

    

    

    

    

    

    

    

 

 

         以 真 比 量以 真 比 量以 真 比 量以 真 比 量  
△ 此 論△ 此 論△ 此 論△ 此 論    真 能 破 執真 能 破 執真 能 破 執真 能 破 執  

         真 能 立 理真 能 立 理真 能 立 理真 能 立 理  

使 迷 謬 者使 迷 謬 者使 迷 謬 者使 迷 謬 者

            

迷迷 迷迷 ︱ 迷 理迷 理迷 理迷 理 ︱ 不 達 我 法 ㆓ 空不 達 我 法 ㆓ 空不 達 我 法 ㆓ 空不 達 我 法 ㆓ 空

    

                                            

謬謬 謬謬 ︱ 謬 執謬 執謬 執謬 執 ︱ 妄 執 實 我 實 法妄 執 實 我 實 法妄 執 實 我 實 法妄 執 實 我 實 法

    

得 生 正 解得 生 正 解得 生 正 解得 生 正 解

            

我 空我 空我 空我 空 ︱ 破 我 執破 我 執破 我 執破 我 執

            

斷 煩 惱 障斷 煩 惱 障斷 煩 惱 障斷 煩 惱 障

    

                                                                                                        

証 大 涅 槃 ︵ 真 解 脫 ︶証 大 涅 槃 ︵ 真 解 脫 ︶証 大 涅 槃 ︵ 真 解 脫 ︶証 大 涅 槃 ︵ 真 解 脫 ︶

    

                                            

法 空法 空法 空法 空 ︱ 破 法 執破 法 執破 法 執破 法 執

            

斷 所 知 障斷 所 知 障斷 所 知 障斷 所 知 障

    

                                                                                                        

得 大 菩 提 ︵ 無 礙 解 ︶得 大 菩 提 ︵ 無 礙 解 ︶得 大 菩 提 ︵ 無 礙 解 ︶得 大 菩 提 ︵ 無 礙 解 ︶

    

○○ ○○ 迷 謬 者迷 謬 者迷 謬 者迷 謬 者  

迷 者迷 者迷 者迷 者    ㆒ 切 異 生 諸 外 道 等 ， 此 愚㆒ 切 異 生 諸 外 道 等 ， 此 愚㆒ 切 異 生 諸 外 道 等 ， 此 愚㆒ 切 異 生 諸 外 道 等 ， 此 愚 癡 類癡 類癡 類癡 類  

       彼 於 ㆒ 空 全 不 解 了彼 於 ㆒ 空 全 不 解 了彼 於 ㆒ 空 全 不 解 了彼 於 ㆒ 空 全 不 解 了  

謬 者謬 者謬 者謬 者    聲 聞 獨 覺 及 惡 取 空聲 聞 獨 覺 及 惡 取 空聲 聞 獨 覺 及 惡 取 空聲 聞 獨 覺 及 惡 取 空  

       邪 解 空 理 分 有 智 故邪 解 空 理 分 有 智 故邪 解 空 理 分 有 智 故邪 解 空 理 分 有 智 故  

         

又又 又又  

迷迷 迷迷 ︱ 但 不 解但 不 解但 不 解但 不 解 ︱ 無 明無 明無 明無 明  

謬謬 謬謬 ︱ 不 正 解不 正 解不 正 解不 正 解 ︱ 邪 見邪 見邪 見邪 見  

○ 生 正 解○ 生 正 解○ 生 正 解○ 生 正 解  

體 通 無 漏 真 智體 通 無 漏 真 智體 通 無 漏 真 智體 通 無 漏 真 智  

有 漏 智 不 迷 謬 者有 漏 智 不 迷 謬 者有 漏 智 不 迷 謬 者有 漏 智 不 迷 謬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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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㆓ 空 性 ， 生 解 為 何 ？☆ 證 ㆓ 空 性 ， 生 解 為 何 ？☆ 證 ㆓ 空 性 ， 生 解 為 何 ？☆ 證 ㆓ 空 性 ， 生 解 為 何 ？
            

△ 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故 。△ 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故 。△ 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故 。△ 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故 。

    

    

    

    

    

    

    

    

    

    

○ ㆓ 空○ ㆓ 空○ ㆓ 空○ ㆓ 空  

生 空生 空生 空生 空  
 

法 空法 空法 空法 空  
但 說 ㆟ 我但 說 ㆟ 我但 說 ㆟ 我但 說 ㆟ 我  

不 該 餘 趣不 該 餘 趣不 該 餘 趣不 該 餘 趣  

彼 皆 執 有 ， 此 說 為 空 ，彼 皆 執 有 ， 此 說 為 空 ，彼 皆 執 有 ， 此 說 為 空 ，彼 皆 執 有 ， 此 說 為 空 ，  

空 即 彼 無 ， 無 別 體 也 。空 即 彼 無 ， 無 別 體 也 。空 即 彼 無 ， 無 別 體 也 。空 即 彼 無 ， 無 別 體 也 。  

智 緣 空 起 ， 為 所 由 門 。智 緣 空 起 ， 為 所 由 門 。智 緣 空 起 ， 為 所 由 門 。智 緣 空 起 ， 為 所 由 門 。  

顯 ㆓ 真 如 ， 名 ㆓ 空 理 。顯 ㆓ 真 如 ， 名 ㆓ 空 理 。顯 ㆓ 真 如 ， 名 ㆓ 空 理 。顯 ㆓ 真 如 ， 名 ㆓ 空 理 。  

理 體 雖 有 ， 離 有 離 空 。理 體 雖 有 ， 離 有 離 空 。理 體 雖 有 ， 離 有 離 空 。理 體 雖 有 ， 離 有 離 空 。  

非 性 是 空 ， 說 為 ㆓ 空 。非 性 是 空 ， 說 為 ㆓ 空 。非 性 是 空 ， 說 為 ㆓ 空 。非 性 是 空 ， 說 為 ㆓ 空 。  

㆓ 重 障㆓ 重 障㆓ 重 障㆓ 重 障  

由 煩 惱 障由 煩 惱 障由 煩 惱 障由 煩 惱 障 ︱ 障 大 涅 槃障 大 涅 槃障 大 涅 槃障 大 涅 槃 ︱ 流 轉 生 死流 轉 生 死流 轉 生 死流 轉 生 死  
 

由 所 知 障由 所 知 障由 所 知 障由 所 知 障 ︱ 障 大 菩 提障 大 菩 提障 大 菩 提障 大 菩 提 ︱ 不 悟 大 覺不 悟 大 覺不 悟 大 覺不 悟 大 覺  

㆒ 者 猶 如 金 剛 難 可 斷 故㆒ 者 猶 如 金 剛 難 可 斷 故㆒ 者 猶 如 金 剛 難 可 斷 故㆒ 者 猶 如 金 剛 難 可 斷 故  

㆓ 者 擔 此 難 越 生 死 流 故㆓ 者 擔 此 難 越 生 死 流 故㆓ 者 擔 此 難 越 生 死 流 故㆓ 者 擔 此 難 越 生 死 流 故  

㆔㆔ ㆔㆔ 者 押 溺 有 情 處 ㆕ 生 故者 押 溺 有 情 處 ㆕ 生 故者 押 溺 有 情 處 ㆕ 生 故者 押 溺 有 情 處 ㆕ 生 故  

㆕ 者 墮 墜 有 情 沒 ㆔ 界 故㆕ 者 墮 墜 有 情 沒 ㆔ 界 故㆕ 者 墮 墜 有 情 沒 ㆔ 界 故㆕ 者 墮 墜 有 情 沒 ㆔ 界 故  

五 者 ㆓ 執 為 障 根 本 生 餘 障 類 故五 者 ㆓ 執 為 障 根 本 生 餘 障 類 故五 者 ㆓ 執 為 障 根 本 生 餘 障 類 故五 者 ㆓ 執 為 障 根 本 生 餘 障 類 故  

○ 重○ 重○ 重○ 重 ︱ 毀 責 名毀 責 名毀 責 名毀 責 名 ︱ 五 義五 義五 義五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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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故 但 說 我 法 ㆓ 空 ？☆ 何 故 但 說 我 法 ㆓ 空 ？☆ 何 故 但 說 我 法 ㆓ 空 ？☆ 何 故 但 說 我 法 ㆓ 空 ？

    

    

    

    

            

○○ ○○

    

    

    

    

    

    

    

        

○○ ○○

    

    

    

○ 障○ 障○ 障○ 障 ︱ 覆 礙覆 礙覆 礙覆 礙  

覆 所 知 境覆 所 知 境覆 所 知 境覆 所 知 境 ︱ 令 智 不 生令 智 不 生令 智 不 生令 智 不 生  

 

礙 大 涅 槃礙 大 涅 槃礙 大 涅 槃礙 大 涅 槃 ︱ 令 不 顯 證令 不 顯 證令 不 顯 證令 不 顯 證  

由 ㆓ 執 具由 ㆓ 執 具由 ㆓ 執 具由 ㆓ 執 具  

生生 生生  ㆓㆓ ㆓㆓  障障 障障  

以 執 為 根以 執 為 根以 執 為 根以 執 為 根  
生 餘 煩 惱生 餘 煩 惱生 餘 煩 惱生 餘 煩 惱  

無 有 少 障無 有 少 障無 有 少 障無 有 少 障  

不 依 執 生不 依 執 生不 依 執 生不 依 執 生  

且 煩 惱 障 ， 品 類 眾 多 。且 煩 惱 障 ， 品 類 眾 多 。且 煩 惱 障 ， 品 類 眾 多 。且 煩 惱 障 ， 品 類 眾 多 。  

我 執 為 根 ， 生 諸 煩 惱 。我 執 為 根 ， 生 諸 煩 惱 。我 執 為 根 ， 生 諸 煩 惱 。我 執 為 根 ， 生 諸 煩 惱 。  

若 不 執 我 ， 証 無 我 理 。若 不 執 我 ， 証 無 我 理 。若 不 執 我 ， 証 無 我 理 。若 不 執 我 ， 証 無 我 理 。  

由 根 斷 故 ， 枝 條 亦 盡 。由 根 斷 故 ， 枝 條 亦 盡 。由 根 斷 故 ， 枝 條 亦 盡 。由 根 斷 故 ， 枝 條 亦 盡 。  

 

所 知 障 ㆗ ， 類 亦 非 ㆒ 。所 知 障 ㆗ ， 類 亦 非 ㆒ 。所 知 障 ㆗ ， 類 亦 非 ㆒ 。所 知 障 ㆗ ， 類 亦 非 ㆒ 。  

法 執 為 本 ， 餘 障 得 生 。法 執 為 本 ， 餘 障 得 生 。法 執 為 本 ， 餘 障 得 生 。法 執 為 本 ， 餘 障 得 生 。  

証 法 空 時 ， 法 執 便 斷 。証 法 空 時 ， 法 執 便 斷 。証 法 空 時 ， 法 執 便 斷 。証 法 空 時 ， 法 執 便 斷 。  
以 根 斷 故 ， 枝 葉 亦 除 。以 根 斷 故 ， 枝 葉 亦 除 。以 根 斷 故 ， 枝 葉 亦 除 。以 根 斷 故 ， 枝 葉 亦 除 。  

 

障 如 從 本障 如 從 本障 如 從 本障 如 從 本  

但 說 ㆓ 空但 說 ㆓ 空但 說 ㆓ 空但 說 ㆓ 空  

生 解 斷 障生 解 斷 障生 解 斷 障生 解 斷 障  

兼 餘 煩 惱兼 餘 煩 惱兼 餘 煩 惱兼 餘 煩 惱  

非 餘 障 惑非 餘 障 惑非 餘 障 惑非 餘 障 惑  

証 空 不 斷証 空 不 斷証 空 不 斷証 空 不 斷  

若 証 ㆓ 空若 証 ㆓ 空若 証 ㆓ 空若 証 ㆓ 空  

彼 障 隨 斷彼 障 隨 斷彼 障 隨 斷彼 障 隨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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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何 斷 障 ？☆ 為 何 斷 障 ？☆ 為 何 斷 障 ？☆ 為 何 斷 障 ？

    

    

    

        
△ 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 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 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 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

    

    

    

    

    

    

                        

☆☆ ☆☆

    

    

△ 由 斷 續 生 煩 惱 障 故 ， 證 真 解 脫 。 由 斷 礙 解 所 知 障 故 ， 得 大 菩 提 。△ 由 斷 續 生 煩 惱 障 故 ， 證 真 解 脫 。 由 斷 礙 解 所 知 障 故 ， 得 大 菩 提 。△ 由 斷 續 生 煩 惱 障 故 ， 證 真 解 脫 。 由 斷 礙 解 所 知 障 故 ， 得 大 菩 提 。△ 由 斷 續 生 煩 惱 障 故 ， 證 真 解 脫 。 由 斷 礙 解 所 知 障 故 ， 得 大 菩 提 。

    

◎ 顯 障 果 別 斷 別 証 。◎ 顯 障 果 別 斷 別 証 。◎ 顯 障 果 別 斷 別 証 。◎ 顯 障 果 別 斷 別 証 。

    

    

    

    

                                                                                                                

擾 亂 有 情擾 亂 有 情擾 亂 有 情擾 亂 有 情

    

    

    

得 ㆓得 ㆓得 ㆓得 ㆓  

勝 果勝 果勝 果勝 果  
勝勝 勝勝 ︱ 殊 勝殊 勝殊 勝殊 勝  

果果 果果 ︱ 果 利果 利果 利果 利  

㆓ 乘 ㆓ 果 ， 非 極 圓 滿 ， 果 而 非 勝㆓ 乘 ㆓ 果 ， 非 極 圓 滿 ， 果 而 非 勝㆓ 乘 ㆓ 果 ， 非 極 圓 滿 ， 果 而 非 勝㆓ 乘 ㆓ 果 ， 非 極 圓 滿 ， 果 而 非 勝  

㆘ ㆞ ㆓ 法 ， 非 已 圓 滿 ， 勝 而 非 果㆘ ㆞ ㆓ 法 ， 非 已 圓 滿 ， 勝 而 非 果㆘ ㆞ ㆓ 法 ， 非 已 圓 滿 ， 勝 而 非 果㆘ ㆞ ㆓ 法 ， 非 已 圓 滿 ， 勝 而 非 果  

究 竟 ㆓ 果 ， 過 出 於 彼 ， 立 勝 果 名究 竟 ㆓ 果 ， 過 出 於 彼 ， 立 勝 果 名究 竟 ㆓ 果 ， 過 出 於 彼 ， 立 勝 果 名究 竟 ㆓ 果 ， 過 出 於 彼 ， 立 勝 果 名  

雖 言 斷 障 得 ㆓ 勝 果雖 言 斷 障 得 ㆓ 勝 果雖 言 斷 障 得 ㆓ 勝 果雖 言 斷 障 得 ㆓ 勝 果  

而 未 分 別 斷 彼 ㆓ 障 得 之 果 時 ， 為 總 為 別 ， 故 應 分 別而 未 分 別 斷 彼 ㆓ 障 得 之 果 時 ， 為 總 為 別 ， 故 應 分 別而 未 分 別 斷 彼 ㆓ 障 得 之 果 時 ， 為 總 為 別 ， 故 應 分 別而 未 分 別 斷 彼 ㆓ 障 得 之 果 時 ， 為 總 為 別 ， 故 應 分 別  

○ 續 生 煩 惱 障○ 續 生 煩 惱 障○ 續 生 煩 惱 障○ 續 生 煩 惱 障  

續 生續 生續 生續 生    ㆒ 切 煩 惱 ， 皆 能 續 生㆒ 切 煩 惱 ， 皆 能 續 生㆒ 切 煩 惱 ， 皆 能 續 生㆒ 切 煩 惱 ， 皆 能 續 生  

       即 是 發 業 ， 潤 生 煩 惱即 是 發 業 ， 潤 生 煩 惱即 是 發 業 ， 潤 生 煩 惱即 是 發 業 ， 潤 生 煩 惱  
 

煩煩 煩煩 ︱ 擾 義擾 義擾 義擾 義  

惱惱 惱惱 ︱ 亂 義亂 義亂 義亂 義  

唯 此 障 發 業 潤 生 ， 體 是 縛 法 ， 所 知 障唯 此 障 發 業 潤 生 ， 體 是 縛 法 ， 所 知 障唯 此 障 發 業 潤 生 ， 體 是 縛 法 ， 所 知 障唯 此 障 發 業 潤 生 ， 體 是 縛 法 ， 所 知 障

不 然 ， 故 續 生 言 ， 但 在 煩 惱 。不 然 ， 故 續 生 言 ， 但 在 煩 惱 。不 然 ， 故 續 生 言 ， 但 在 煩 惱 。不 然 ， 故 續 生 言 ， 但 在 煩 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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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即 圓 寂體 即 圓 寂體 即 圓 寂體 即 圓 寂 ︱ ︵ 梵 音 ︶ 波 利 暱 縛 男︵ 梵 音 ︶ 波 利 暱 縛 男︵ 梵 音 ︶ 波 利 暱 縛 男︵ 梵 音 ︶ 波 利 暱 縛 男

            

波 利波 利波 利波 利 ︱ 圓圓 圓圓

                    

圓 滿 體圓 滿 體圓 滿 體圓 滿 體

    

                                                                                                                                                                                    

暱 縛 男暱 縛 男暱 縛 男暱 縛 男 ︱ 寂寂 寂寂

            

寂 滅 義寂 滅 義寂 滅 義寂 滅 義

    

    

    

    

    

    

    

    

    

    

    

    

    

    

    

○ 解 脫○ 解 脫○ 解 脫○ 解 脫  

解解 解解 ︱ 離 縛離 縛離 縛離 縛  

脫脫 脫脫 ︱ 自 在自 在自 在自 在  

由 煩 惱 障 ， 縛 諸 有 情 ， 恒 處 生 死 ；由 煩 惱 障 ， 縛 諸 有 情 ， 恒 處 生 死 ；由 煩 惱 障 ， 縛 諸 有 情 ， 恒 處 生 死 ；由 煩 惱 障 ， 縛 諸 有 情 ， 恒 處 生 死 ；  
証 圓 寂 已 ， 能 離 彼 縛 ， 立 解 脫 名 。証 圓 寂 已 ， 能 離 彼 縛 ， 立 解 脫 名 。証 圓 寂 已 ， 能 離 彼 縛 ， 立 解 脫 名 。証 圓 寂 已 ， 能 離 彼 縛 ， 立 解 脫 名 。  

○ 煩 惱 障○ 煩 惱 障○ 煩 惱 障○ 煩 惱 障  

障 即 煩 惱障 即 煩 惱障 即 煩 惱障 即 煩 惱  
 

持持 持持  業業 業業  釋釋 釋釋  

障 蔽 涅 槃障 蔽 涅 槃障 蔽 涅 槃障 蔽 涅 槃  
 

令 不 趣 證令 不 趣 證令 不 趣 證令 不 趣 證  

○ 真○ 真○ 真○ 真 解 脫解 脫解 脫解 脫  

總 別 於 外 道總 別 於 外 道總 別 於 外 道總 別 於 外 道  

㆓ 乘 所 得 涅 槃㆓ 乘 所 得 涅 槃㆓ 乘 所 得 涅 槃㆓ 乘 所 得 涅 槃  

凡 夫 所 修 ︱ 諸 行 蹔 滅凡 夫 所 修 ︱ 諸 行 蹔 滅凡 夫 所 修 ︱ 諸 行 蹔 滅凡 夫 所 修 ︱ 諸 行 蹔 滅  
外 道 苦 行外 道 苦 行外 道 苦 行外 道 苦 行 ︱ 計 証 涅 槃計 証 涅 槃計 証 涅 槃計 証 涅 槃  

乃 至 有 頂乃 至 有 頂乃 至 有 頂乃 至 有 頂 ︱ 非 真 解 脫非 真 解 脫非 真 解 脫非 真 解 脫  

㆓ 乘㆓ 乘㆓ 乘㆓ 乘       解 脫 非 真解 脫 非 真解 脫 非 真解 脫 非 真  

十 ㆞ 証 如十 ㆞ 証 如十 ㆞ 証 如十 ㆞ 証 如 ︱ 真 非 解 脫真 非 解 脫真 非 解 脫真 非 解 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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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 切 法 若 有 若 無 皆 所 知 故㆒ 切 法 若 有 若 無 皆 所 知 故㆒ 切 法 若 有 若 無 皆 所 知 故㆒ 切 法 若 有 若 無 皆 所 知 故

    

    

                

○ 解○ 解○ 解○ 解 ︱ 了 所 知 智了 所 知 智了 所 知 智了 所 知 智

    

    

                

○ 礙○ 礙○ 礙○ 礙 ︱ 障 義障 義障 義障 義

    

    

    

                

○ 正 解○ 正 解○ 正 解○ 正 解 ︱ 正 覺 異 號正 覺 異 號正 覺 異 號正 覺 異 號

    

    

    

    

    

    

    

    

    

○ ﹁○ ﹁○ ﹁○ ﹁ 所 知 ﹂ 障 ︱ 由 法 執 類所 知 ﹂ 障 ︱ 由 法 執 類所 知 ﹂ 障 ︱ 由 法 執 類所 知 ﹂ 障 ︱ 由 法 執 類  

覆 所 知 境覆 所 知 境覆 所 知 境覆 所 知 境     此 從 所 障 以 立 障 名此 從 所 障 以 立 障 名此 從 所 障 以 立 障 名此 從 所 障 以 立 障 名  

令 智 不 生令 智 不 生令 智 不 生令 智 不 生     所 知 之 障 依 主 釋所 知 之 障 依 主 釋所 知 之 障 依 主 釋所 知 之 障 依 主 釋  

由 法 執 類 覆 所 知 境由 法 執 類 覆 所 知 境由 法 執 類 覆 所 知 境由 法 執 類 覆 所 知 境  
障 礙 正 解 令 不 得 生障 礙 正 解 令 不 得 生障 礙 正 解 令 不 得 生障 礙 正 解 令 不 得 生  

梵 云 菩 提梵 云 菩 提梵 云 菩 提梵 云 菩 提  

此 翻 為 覺此 翻 為 覺此 翻 為 覺此 翻 為 覺  

覺 法 性 故覺 法 性 故覺 法 性 故覺 法 性 故  

○ 大 菩 提○ 大 菩 提○ 大 菩 提○ 大 菩 提  

異 生 雖 作 ㆒ 種 無 我 真 如 觀 等異 生 雖 作 ㆒ 種 無 我 真 如 觀 等異 生 雖 作 ㆒ 種 無 我 真 如 觀 等異 生 雖 作 ㆒ 種 無 我 真 如 觀 等 ︱ 大 非 菩 提大 非 菩 提大 非 菩 提大 非 菩 提  

㆓ 乘 之 慧㆓ 乘 之 慧㆓ 乘 之 慧㆓ 乘 之 慧                   菩 提 非 大菩 提 非 大菩 提 非 大菩 提 非 大  

異 生 外 道 雖 有 少 智異 生 外 道 雖 有 少 智異 生 外 道 雖 有 少 智異 生 外 道 雖 有 少 智           非 大 菩 提非 大 菩 提非 大 菩 提非 大 菩 提  

㆓ 乘 菩 薩 有 無 漏 慧㆓ 乘 菩 薩 有 無 漏 慧㆓ 乘 菩 薩 有 無 漏 慧㆓ 乘 菩 薩 有 無 漏 慧           菩 提 非 大菩 提 非 大菩 提 非 大菩 提 非 大  

 
       ㆓ 乘 之 智㆓ 乘 之 智㆓ 乘 之 智㆓ 乘 之 智 ︱ 菩 提 非 大菩 提 非 大菩 提 非 大菩 提 非 大  

但 簡但 簡但 簡但 簡    菩 薩 之 智菩 薩 之 智菩 薩 之 智菩 薩 之 智 ︱ 大 非 菩 提大 非 菩 提大 非 菩 提大 非 菩 提  

       凡 夫 之 智凡 夫 之 智凡 夫 之 智凡 夫 之 智 ︱ 俱 非 ㆓ 種俱 非 ㆓ 種俱 非 ㆓ 種俱 非 ㆓ 種  

令令 令令  

簡簡 簡簡  

於於 於於  

彼彼 彼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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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為 開 示 謬 執 我 法 迷 唯 識△ 又 為 開 示 謬 執 我 法 迷 唯 識△ 又 為 開 示 謬 執 我 法 迷 唯 識△ 又 為 開 示 謬 執 我 法 迷 唯 識 者 ， 令 達 ㆓ 空 。者 ， 令 達 ㆓ 空 。者 ， 令 達 ㆓ 空 。者 ， 令 達 ㆓ 空 。

    

                

○ 令 達 ㆓ 空 ， 證 唯 識 性 ， 方 乃 造 論 。○ 令 達 ㆓ 空 ， 證 唯 識 性 ， 方 乃 造 論 。○ 令 達 ㆓ 空 ， 證 唯 識 性 ， 方 乃 造 論 。○ 令 達 ㆓ 空 ， 證 唯 識 性 ， 方 乃 造 論 。
    

    

    

    

    

    

通 為 利 生通 為 利 生通 為 利 生通 為 利 生  
○○ ○○   配配 配配  

  修 道 五 位修 道 五 位修 道 五 位修 道 五 位  

為 於 ㆒ 空 有 迷 謬 者為 於 ㆒ 空 有 迷 謬 者為 於 ㆒ 空 有 迷 謬 者為 於 ㆒ 空 有 迷 謬 者 ︱ 未 入 法 時 有 邪 見 故 。未 入 法 時 有 邪 見 故 。未 入 法 時 有 邪 見 故 。未 入 法 時 有 邪 見 故 。  

生 正 解 故生 正 解 故生 正 解 故生 正 解 故           入 道 前 資 糧 加 行 ㆓ 位 之 時入 道 前 資 糧 加 行 ㆓ 位 之 時入 道 前 資 糧 加 行 ㆓ 位 之 時入 道 前 資 糧 加 行 ㆓ 位 之 時  

                  ︵ 第 ㆒ 加 行 位 ︶︵ 第 ㆒ 加 行 位 ︶︵ 第 ㆒ 加 行 位 ︶︵ 第 ㆒ 加 行 位 ︶  

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者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者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者生 解 為 斷 ㆓ 重 障 者 ︱ 第 ㆓ 通 達 位第 ㆓ 通 達 位第 ㆓ 通 達 位第 ㆓ 通 達 位  

由 我 法 執 互 彼 障 隨 斷由 我 法 執 互 彼 障 隨 斷由 我 法 執 互 彼 障 隨 斷由 我 法 執 互 彼 障 隨 斷 ︱ 第 ㆔ 修 習 位第 ㆔ 修 習 位第 ㆔ 修 習 位第 ㆔ 修 習 位  

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者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者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者斷 障 為 得 ㆓ 勝 果 故 者 ︱ 第 ㆕ 究 竟 位第 ㆕ 究 竟 位第 ㆕ 究 竟 位第 ㆕ 究 竟 位  

︵ 按 ： 第 ㆒ 加 行 ， 攝 資 糧 ， 加 行 ㆓ 位 ， 故 此 言 ㆕ 位 即︵ 按 ： 第 ㆒ 加 行 ， 攝 資 糧 ， 加 行 ㆓ 位 ， 故 此 言 ㆕ 位 即︵ 按 ： 第 ㆒ 加 行 ， 攝 資 糧 ， 加 行 ㆓ 位 ， 故 此 言 ㆕ 位 即︵ 按 ： 第 ㆒ 加 行 ， 攝 資 糧 ， 加 行 ㆓ 位 ， 故 此 言 ㆕ 位 即

等 五 位 也 。 ︶等 五 位 也 。 ︶等 五 位 也 。 ︶等 五 位 也 。 ︶  

△ ㆓ 、 火 辨 等△ ㆓ 、 火 辨 等△ ㆓ 、 火 辨 等△ ㆓ 、 火 辨 等  

○ 開 示○ 開 示○ 開 示○ 開 示  

令 達 ㆓ 空令 達 ㆓ 空令 達 ㆓ 空令 達 ㆓ 空  

悟悟 悟悟 唯 識 性唯 識 性唯 識 性唯 識 性  

開 ︱ 初 開開 ︱ 初 開開 ︱ 初 開開 ︱ 初 開  

示 ︱ 久 示示 ︱ 久 示示 ︱ 久 示示 ︱ 久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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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唯 識 理 如 實 知 故 。△ 於 唯 識 理 如 實 知 故 。△ 於 唯 識 理 如 實 知 故 。△ 於 唯 識 理 如 實 知 故 。

    

                

○ 正 述 達 空 所 以 。○ 正 述 達 空 所 以 。○ 正 述 達 空 所 以 。○ 正 述 達 空 所 以 。

    

    

    

    

    

    

                

○ 如 實 知○ 如 實 知○ 如 實 知○ 如 實 知 ︱ 智 稱 正 理 。智 稱 正 理 。智 稱 正 理 。智 稱 正 理 。

    

    

    

○○ ○○ 迷 唯 識迷 唯 識迷 唯 識迷 唯 識  

○ 開 示○ 開 示○ 開 示○ 開 示  

諸 內 外 道諸 內 外 道諸 內 外 道諸 內 外 道  

俱 起 邪 智俱 起 邪 智俱 起 邪 智俱 起 邪 智  

不 正 知 故不 正 知 故不 正 知 故不 正 知 故  

謬 執 我 法謬 執 我 法謬 執 我 法謬 執 我 法  

於 ㆓ 空 門於 ㆓ 空 門於 ㆓ 空 門於 ㆓ 空 門  

真 俗 ㆓ 法真 俗 ㆓ 法真 俗 ㆓ 法真 俗 ㆓ 法  

唯 識 真 理唯 識 真 理唯 識 真 理唯 識 真 理  
不 能 了 達不 能 了 達不 能 了 達不 能 了 達  

開 ︱ 為 外 道 等 開 顯 此 文開 ︱ 為 外 道 等 開 顯 此 文開 ︱ 為 外 道 等 開 顯 此 文開 ︱ 為 外 道 等 開 顯 此 文   令 於 唯 識 如 實 了 知令 於 唯 識 如 實 了 知令 於 唯 識 如 實 了 知令 於 唯 識 如 實 了 知  

示 ︱ 為 內 道 等 演 示 此 義示 ︱ 為 內 道 等 演 示 此 義示 ︱ 為 內 道 等 演 示 此 義示 ︱ 為 內 道 等 演 示 此 義   不 生 邪 智 謬 執 我 法不 生 邪 智 謬 執 我 法不 生 邪 智 謬 執 我 法不 生 邪 智 謬 執 我 法  

開 ︱ 內 外 道 我 法 邪 知 示 令 正 知開 ︱ 內 外 道 我 法 邪 知 示 令 正 知開 ︱ 內 外 道 我 法 邪 知 示 令 正 知開 ︱ 內 外 道 我 法 邪 知 示 令 正 知  

示 ︱ 於 唯 識 理 全 未 能 知 開 曉 令 知示 ︱ 於 唯 識 理 全 未 能 知 開 曉 令 知示 ︱ 於 唯 識 理 全 未 能 知 開 曉 令 知示 ︱ 於 唯 識 理 全 未 能 知 開 曉 令 知  

無 明 所 盲無 明 所 盲無 明 所 盲無 明 所 盲  

殊 不 正 解殊 不 正 解殊 不 正 解殊 不 正 解  

㆒㆒ ㆒㆒  

 

㆓㆓ ㆓㆓  

△ ㆔ 、 護 法 等△ ㆔ 、 護 法 等△ ㆔ 、 護 法 等△ ㆔ 、 護 法 等  

破 諸 邪 執破 諸 邪 執破 諸 邪 執破 諸 邪 執  

顯 唯 識 理顯 唯 識 理顯 唯 識 理顯 唯 識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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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 有 迷 謬 唯 識 理 者 ， 或 執 外 境 如 識 非 無 ； 或 執 內 識 如 境 非 有 ； 或 執 諸 識 用 別 體 同 ； 或 執△ 復 有 迷 謬 唯 識 理 者 ， 或 執 外 境 如 識 非 無 ； 或 執 內 識 如 境 非 有 ； 或 執 諸 識 用 別 體 同 ； 或 執△ 復 有 迷 謬 唯 識 理 者 ， 或 執 外 境 如 識 非 無 ； 或 執 內 識 如 境 非 有 ； 或 執 諸 識 用 別 體 同 ； 或 執△ 復 有 迷 謬 唯 識 理 者 ， 或 執 外 境 如 識 非 無 ； 或 執 內 識 如 境 非 有 ； 或 執 諸 識 用 別 體 同 ； 或 執

    

離 心 無 別 心 所 。離 心 無 別 心 所 。離 心 無 別 心 所 。離 心 無 別 心 所 。

    

                
○ 小 乘 外 道 ， 雖 多 異 執 ， 總 略 勝 者 ， 不 過 ㆕ 種 。○ 小 乘 外 道 ， 雖 多 異 執 ， 總 略 勝 者 ， 不 過 ㆕ 種 。○ 小 乘 外 道 ， 雖 多 異 執 ， 總 略 勝 者 ， 不 過 ㆕ 種 。○ 小 乘 外 道 ， 雖 多 異 執 ， 總 略 勝 者 ， 不 過 ㆕ 種 。

    

    

    

    

    

    

    

    

    

                                                                                                                                                                                                                                                                                                

觀 所觀 所觀 所觀 所

            

                                                                                                                                                                                                                                                                                                

治治 治治

    

    

    

    

    

    

    

    

  破破 破破  

○ ㆕㆕ ㆕㆕  

師師 師師  

               依 於 阿 含 說 十 ㆓ 處 ， 遂 妄 計 心 境 俱 有依 於 阿 含 說 十 ㆓ 處 ， 遂 妄 計 心 境 俱 有依 於 阿 含 說 十 ㆓ 處 ， 遂 妄 計 心 境 俱 有依 於 阿 含 說 十 ㆓ 處 ， 遂 妄 計 心 境 俱 有  

㆒ 、 外 境 非 無㆒ 、 外 境 非 無㆒ 、 外 境 非 無㆒ 、 外 境 非 無    不 知 阿 含 但 立 十 ㆓ 處 以 明 無 我不 知 阿 含 但 立 十 ㆓ 處 以 明 無 我不 知 阿 含 但 立 十 ㆓ 處 以 明 無 我不 知 阿 含 但 立 十 ㆓ 處 以 明 無 我  

  ︵ 薩 婆 多 等 ︶︵ 薩 婆 多 等 ︶︵ 薩 婆 多 等 ︶︵ 薩 婆 多 等 ︶  今 明今 明今 明今 明    六 塵 俱 足 是 識 之 相 分六 塵 俱 足 是 識 之 相 分六 塵 俱 足 是 識 之 相 分六 塵 俱 足 是 識 之 相 分  

                      五 根 俱 是 色 之 功 能五 根 俱 是 色 之 功 能五 根 俱 是 色 之 功 能五 根 俱 是 色 之 功 能  

               依 於 大 乘 教 ㆗ 所 說 心 性 是 ㆒ ， 遂 妄 計 識 體 定 ㆒ 。依 於 大 乘 教 ㆗ 所 說 心 性 是 ㆒ ， 遂 妄 計 識 體 定 ㆒ 。依 於 大 乘 教 ㆗ 所 說 心 性 是 ㆒ ， 遂 妄 計 識 體 定 ㆒ 。依 於 大 乘 教 ㆗ 所 說 心 性 是 ㆒ ， 遂 妄 計 識 體 定 ㆒ 。  

㆔ 、 諸 識 體 同㆔ 、 諸 識 體 同㆔ 、 諸 識 體 同㆔ 、 諸 識 體 同    不 知 說 此 正 遣 相 證 性 ， 非 謂 八 識 種 現 ， 當 體 行 相 無 別 。不 知 說 此 正 遣 相 證 性 ， 非 謂 八 識 種 現 ， 當 體 行 相 無 別 。不 知 說 此 正 遣 相 證 性 ， 非 謂 八 識 種 現 ， 當 體 行 相 無 別 。不 知 說 此 正 遣 相 證 性 ， 非 謂 八 識 種 現 ， 當 體 行 相 無 別 。  

  ︵ ㆒ 類 菩 薩 ︶︵ ㆒ 類 菩 薩 ︶︵ ㆒ 類 菩 薩 ︶︵ ㆒ 類 菩 薩 ︶  今 明今 明今 明今 明    八 識 ， 各 從 種 生 ， 各 有 現 行 。八 識 ， 各 從 種 生 ， 各 有 現 行 。八 識 ， 各 從 種 生 ， 各 有 現 行 。八 識 ， 各 從 種 生 ， 各 有 現 行 。  

                      所 依 不 同 ， 所 緣 亦 別 。所 依 不 同 ， 所 緣 亦 別 。所 依 不 同 ， 所 緣 亦 別 。所 依 不 同 ， 所 緣 亦 別 。  

                      此 識 滅 時 ， 餘 識 不 滅 。此 識 滅 時 ， 餘 識 不 滅 。此 識 滅 時 ， 餘 識 不 滅 。此 識 滅 時 ， 餘 識 不 滅 。  

                      為 攝 末 歸 本 觀 所 治為 攝 末 歸 本 觀 所 治為 攝 末 歸 本 觀 所 治為 攝 末 歸 本 觀 所 治  

捨 濫 留 存捨 濫 留 存捨 濫 留 存捨 濫 留 存  

攝 末 歸 本攝 末 歸 本攝 末 歸 本攝 末 歸 本  

非 外 ㆕ 大 所 造非 外 ㆕ 大 所 造非 外 ㆕ 大 所 造非 外 ㆕ 大 所 造  

遣 虛 存 實 觀 所 治遣 虛 存 實 觀 所 治遣 虛 存 實 觀 所 治遣 虛 存 實 觀 所 治  

               依 于 大 乘 教 說 ㆒ 切 無 性 遂 妄 計 心 境 皆 無依 于 大 乘 教 說 ㆒ 切 無 性 遂 妄 計 心 境 皆 無依 于 大 乘 教 說 ㆒ 切 無 性 遂 妄 計 心 境 皆 無依 于 大 乘 教 說 ㆒ 切 無 性 遂 妄 計 心 境 皆 無  

㆒ 、 內 識 非 有㆒ 、 內 識 非 有㆒ 、 內 識 非 有㆒ 、 內 識 非 有    不 知 大 乘 但 明 諸 法 無 實 ， 令 遣 相 証 性不 知 大 乘 但 明 諸 法 無 實 ， 令 遣 相 証 性不 知 大 乘 但 明 諸 法 無 實 ， 令 遣 相 証 性不 知 大 乘 但 明 諸 法 無 實 ， 令 遣 相 証 性  

︵ 清 辯 等 師 ︶︵ 清 辯 等 師 ︶︵ 清 辯 等 師 ︶︵ 清 辯 等 師 ︶  今 明今 明今 明今 明    識 是 依 他 性 ， ㆕ 分 皆 有識 是 依 他 性 ， ㆕ 分 皆 有識 是 依 他 性 ， ㆕ 分 皆 有識 是 依 他 性 ， ㆕ 分 皆 有  

                    但 相 分 非 在 心 外 ， 見 分 不 離 識 體但 相 分 非 在 心 外 ， 見 分 不 離 識 體但 相 分 非 在 心 外 ， 見 分 不 離 識 體但 相 分 非 在 心 外 ， 見 分 不 離 識 體  

                    雖 無 實 我 實 法 ， 仍 有 緣 起 差 別雖 無 實 我 實 法 ， 仍 有 緣 起 差 別雖 無 實 我 實 法 ， 仍 有 緣 起 差 別雖 無 實 我 實 法 ， 仍 有 緣 起 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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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糅 合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糅 合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糅 合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糅 合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計 所 執 ︵ 遣 ︶計 所 執 ︵ 遣 ︶計 所 執 ︵ 遣 ︶計 所 執 ︵ 遣 ︶ 
 

依 他 圓 成 ︵ 存 ︶依 他 圓 成 ︵ 存 ︶依 他 圓 成 ︵ 存 ︶依 他 圓 成 ︵ 存 ︶ 

             心 外 諸 境心 外 諸 境心 外 諸 境心 外 諸 境  

遣 虛 存 實 觀遣 虛 存 實 觀遣 虛 存 實 觀遣 虛 存 實 觀    體 用 非 有體 用 非 有體 用 非 有體 用 非 有  

             心 內 諸 法心 內 諸 法心 內 諸 法心 內 諸 法  

             體 用 非 無體 用 非 無體 用 非 無體 用 非 無  
  複 習複 習複 習複 習  

 ﹁ 五 重﹁ 五 重﹁ 五 重﹁ 五 重  

○ 唯 識唯 識唯 識唯 識  

觀 ﹂觀 ﹂觀 ﹂觀 ﹂  

 

由由 由由  

淺淺 淺淺  

－－ －－  

－－ －－  

←← ←←  

入入 入入  

深深 深深  

捨 濫 留 純 觀捨 濫 留 純 觀捨 濫 留 純 觀捨 濫 留 純 觀    相 分 為 所 緣 之 境 ︵ 捨 ︶相 分 為 所 緣 之 境 ︵ 捨 ︶相 分 為 所 緣 之 境 ︵ 捨 ︶相 分 為 所 緣 之 境 ︵ 捨 ︶  

   後 ㆔ 分 能 緣 之 心 ︵ 留 ︶後 ㆔ 分 能 緣 之 心 ︵ 留 ︶後 ㆔ 分 能 緣 之 心 ︵ 留 ︶後 ㆔ 分 能 緣 之 心 ︵ 留 ︶  

攝 末 歸 本 觀攝 末 歸 本 觀攝 末 歸 本 觀攝 末 歸 本 觀    見 相 ㆓ 分 從 識 分 起 ︵ 攝 ︶見 相 ㆓ 分 從 識 分 起 ︵ 攝 ︶見 相 ㆓ 分 從 識 分 起 ︵ 攝 ︶見 相 ㆓ 分 從 識 分 起 ︵ 攝 ︶  

             識 自 體 有 能 所 ㆓ 取 ︵ 歸 ︶識 自 體 有 能 所 ㆓ 取 ︵ 歸 ︶識 自 體 有 能 所 ㆓ 取 ︵ 歸 ︶識 自 體 有 能 所 ㆓ 取 ︵ 歸 ︶  

隱 劣 顯 勝 觀隱 劣 顯 勝 觀隱 劣 顯 勝 觀隱 劣 顯 勝 觀    八 識 心 王 各 有 心 所 為 臣 ︵ 隱 ︶八 識 心 王 各 有 心 所 為 臣 ︵ 隱 ︶八 識 心 王 各 有 心 所 為 臣 ︵ 隱 ︶八 識 心 王 各 有 心 所 為 臣 ︵ 隱 ︶  

             八 識 自 體 各 稱 心 王 為 君 ︵ 顯 ︶八 識 自 體 各 稱 心 王 為 君 ︵ 顯 ︶八 識 自 體 各 稱 心 王 為 君 ︵ 顯 ︶八 識 自 體 各 稱 心 王 為 君 ︵ 顯 ︶  

遣 相 證 性 觀遣 相 證 性 觀遣 相 證 性 觀遣 相 證 性 觀    八 識 心 王 是 ﹁八 識 心 王 是 ﹁八 識 心 王 是 ﹁八 識 心 王 是 ﹁ 依 他 起 ﹂ 之 事 相 ︵ 遣 ︶依 他 起 ﹂ 之 事 相 ︵ 遣 ︶依 他 起 ﹂ 之 事 相 ︵ 遣 ︶依 他 起 ﹂ 之 事 相 ︵ 遣 ︶  

             事 相 實 性 為 ㆓ 空 之 ﹁ 圓 成 實 ﹂ ︵ 證 ︶事 相 實 性 為 ㆓ 空 之 ﹁ 圓 成 實 ﹂ ︵ 證 ︶事 相 實 性 為 ㆓ 空 之 ﹁ 圓 成 實 ﹂ ︵ 證 ︶事 相 實 性 為 ㆓ 空 之 ﹁ 圓 成 實 ﹂ ︵ 證 ︶  

               依 經 言 士 夫 六 界 ， 染 淨 由 心 ， 遂 計 心 所 非 實 。依 經 言 士 夫 六 界 ， 染 淨 由 心 ， 遂 計 心 所 非 實 。依 經 言 士 夫 六 界 ， 染 淨 由 心 ， 遂 計 心 所 非 實 。依 經 言 士 夫 六 界 ， 染 淨 由 心 ， 遂 計 心 所 非 實 。  

㆕ 、 離 心 無 所㆕ 、 離 心 無 所㆕ 、 離 心 無 所㆕ 、 離 心 無 所    不 知 經 ㆗ ， 乃 約 心 王 勝 故 ， 但 說 由 心 ， 必 有 心 所 相 應 。不 知 經 ㆗ ， 乃 約 心 王 勝 故 ， 但 說 由 心 ， 必 有 心 所 相 應 。不 知 經 ㆗ ， 乃 約 心 王 勝 故 ， 但 說 由 心 ， 必 有 心 所 相 應 。不 知 經 ㆗ ， 乃 約 心 王 勝 故 ， 但 說 由 心 ， 必 有 心 所 相 應 。  

  ︵ 經 部 覺 ㆝ ︶︵ 經 部 覺 ㆝ ︶︵ 經 部 覺 ㆝ ︶︵ 經 部 覺 ㆝ ︶  今 明 ︱ 唯 識 ， 必 攝 心 所 。今 明 ︱ 唯 識 ， 必 攝 心 所 。今 明 ︱ 唯 識 ， 必 攝 心 所 。今 明 ︱ 唯 識 ， 必 攝 心 所 。  
 

                 為 隱 劣 顯 勝 觀 所 治為 隱 劣 顯 勝 觀 所 治為 隱 劣 顯 勝 觀 所 治為 隱 劣 顯 勝 觀 所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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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遮 此 等 種 種 異 執 ， 令 於 唯 識 深 妙 理 ㆗ 得 如 實 解 ， 故 作 斯 論 。△ 為 遮 此 等 種 種 異 執 ， 令 於 唯 識 深 妙 理 ㆗ 得 如 實 解 ， 故 作 斯 論 。△ 為 遮 此 等 種 種 異 執 ， 令 於 唯 識 深 妙 理 ㆗ 得 如 實 解 ， 故 作 斯 論 。△ 為 遮 此 等 種 種 異 執 ， 令 於 唯 識 深 妙 理 ㆗ 得 如 實 解 ， 故 作 斯 論 。

    

                

○ 例 破 餘 小 乘 外○ 例 破 餘 小 乘 外○ 例 破 餘 小 乘 外○ 例 破 餘 小 乘 外 道 等 ， 並 結 作 論 。道 等 ， 並 結 作 論 。道 等 ， 並 結 作 論 。道 等 ， 並 結 作 論 。

    

    

    

    

    

    

                                                                                                                                                                                            

    

                                        

不 知 唯 識 ， 境 離 心 無 ， 妄 計 便 起 。不 知 唯 識 ， 境 離 心 無 ， 妄 計 便 起 。不 知 唯 識 ， 境 離 心 無 ， 妄 計 便 起 。不 知 唯 識 ， 境 離 心 無 ， 妄 計 便 起 。

    

                                        

且 外 道 ㆗ ， 於 能 所 緣 ， 皆 執 我 法 ， 迷 唯 識 故 。且 外 道 ㆗ ， 於 能 所 緣 ， 皆 執 我 法 ， 迷 唯 識 故 。且 外 道 ㆗ ， 於 能 所 緣 ， 皆 執 我 法 ， 迷 唯 識 故 。且 外 道 ㆗ ， 於 能 所 緣 ， 皆 執 我 法 ， 迷 唯 識 故 。

    

    

    

    

深 妙 理 ︱ 唯 識 道 理 。深 妙 理 ︱ 唯 識 道 理 。深 妙 理 ︱ 唯 識 道 理 。深 妙 理 ︱ 唯 識 道 理 。  

如 實 解 ︱ 正 智 生如 實 解 ︱ 正 智 生如 實 解 ︱ 正 智 生如 實 解 ︱ 正 智 生    有 漏 無 漏 解 唯 識 智 。有 漏 無 漏 解 唯 識 智 。有 漏 無 漏 解 唯 識 智 。有 漏 無 漏 解 唯 識 智 。  

                 如 其 境 實 正 解 生 。如 其 境 實 正 解 生 。如 其 境 實 正 解 生 。如 其 境 實 正 解 生 。  

令 ㆕ 執 渙 然 冰 釋令 ㆕ 執 渙 然 冰 釋令 ㆕ 執 渙 然 冰 釋令 ㆕ 執 渙 然 冰 釋  

于 唯 識 理 如 實 而 解于 唯 識 理 如 實 而 解于 唯 識 理 如 實 而 解于 唯 識 理 如 實 而 解  ○ 論 旨○ 論 旨○ 論 旨○ 論 旨  

實 無 外 境實 無 外 境實 無 外 境實 無 外 境  

唯 有 內 心唯 有 內 心唯 有 內 心唯 有 內 心  

體 用 條 然體 用 條 然體 用 條 然體 用 條 然  

王 所 宛 爾王 所 宛 爾王 所 宛 爾王 所 宛 爾  

僧 佉 等僧 佉 等僧 佉 等僧 佉 等 ︱ 計 思 是 我 。計 思 是 我 。計 思 是 我 。計 思 是 我 。  

吠 世 等吠 世 等吠 世 等吠 世 等 ︱ 計 諸 法 實 。計 諸 法 實 。計 諸 法 實 。計 諸 法 實 。  

犢 子 等犢 子 等犢 子 等犢 子 等 ︱ 計 我 為 能 知 者 ， 亦 執 有 法 。計 我 為 能 知 者 ， 亦 執 有 法 。計 我 為 能 知 者 ， 亦 執 有 法 。計 我 為 能 知 者 ， 亦 執 有 法 。 

法 藏 部法 藏 部法 藏 部法 藏 部 ︱ 計 心 緣 相 應 。計 心 緣 相 應 。計 心 緣 相 應 。計 心 緣 相 應 。  

化 ㆞ 部化 ㆞ 部化 ㆞ 部化 ㆞ 部 ︱ 執 緣 俱 有 法 。執 緣 俱 有 法 。執 緣 俱 有 法 。執 緣 俱 有 法 。  

法 救法 救法 救法 救 ︱ 心 所 體 即 是 思 。心 所 體 即 是 思 。心 所 體 即 是 思 。心 所 體 即 是 思 。  

  種 種種 種種 種種 種  

○○ ○○  

  異 執異 執異 執異 執  

於 唯 識於 唯 識於 唯 識於 唯 識

○ 深 妙 理○ 深 妙 理○ 深 妙 理○ 深 妙 理  

  如 實 解如 實 解如 實 解如 實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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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 宗 前◎ 以 ㆖ 宗 前◎ 以 ㆖ 宗 前◎ 以 ㆖ 宗 前

    

                
敬 敘 分 竟敬 敘 分 竟敬 敘 分 竟敬 敘 分 竟

    

    

    

    

    

    

    

    

    

    

    

    

    

    

    

    

    

    

  依 教依 教依 教依 教  

  廣 成廣 成廣 成廣 成  

◎ 分 科◎ 分 科◎ 分 科◎ 分 科  

  判 ㆔判 ㆔判 ㆔判 ㆔  

  種 ㆔種 ㆔種 ㆔種 ㆔  

 
㆒ ㆔㆒ ㆔㆒ ㆔㆒ ㆔  

 

 

 

 

 

 

 

 

 

㆓ ㆔㆓ ㆔㆓ ㆔㆓ ㆔  
 

 

 

 

㆓㆓ ㆓㆓  明 唯明 唯明 唯明 唯    圓 成 實 性 ︵ 勝 義 諦 ︶圓 成 實 性 ︵ 勝 義 諦 ︶圓 成 實 性 ︵ 勝 義 諦 ︶圓 成 實 性 ︵ 勝 義 諦 ︶  

   識 性識 性識 性識 性    第 ㆓ 十 五 頌第 ㆓ 十 五 頌第 ㆓ 十 五 頌第 ㆓ 十 五 頌 ︱ 顯 如 ㆒ 味 故 ㆒ 頌 明︱ 顯 如 ㆒ 味 故 ㆒ 頌 明︱ 顯 如 ㆒ 味 故 ㆒ 頌 明︱ 顯 如 ㆒ 味 故 ㆒ 頌 明  

㆔㆔ ㆔㆔  明 唯明 唯明 唯明 唯    長 遠 修 斷長 遠 修 斷長 遠 修 斷長 遠 修 斷  

   識 位識 位識 位識 位    後 五 頌 明後 五 頌 明後 五 頌 明後 五 頌 明    前 ㆕ 因 位前 ㆕ 因 位前 ㆕ 因 位前 ㆕ 因 位  

                     後 ㆒ 如 來 位後 ㆒ 如 來 位後 ㆒ 如 來 位後 ㆒ 如 來 位  

          依 他 起 性 ︵ 俗 諦 ︶依 他 起 性 ︵ 俗 諦 ︶依 他 起 性 ︵ 俗 諦 ︶依 他 起 性 ︵ 俗 諦 ︶  

㆒㆒ ㆒㆒  宗 明宗 明宗 明宗 明     

   識 相識 相識 相識 相    初 ㆓ 十 ㆕ 頌初 ㆓ 十 ㆕ 頌初 ㆓ 十 ㆕ 頌初 ㆓ 十 ㆕ 頌    初 ㆒ 頌 半初 ㆒ 頌 半初 ㆒ 頌 半初 ㆒ 頌 半    略 釋 外 難略 釋 外 難略 釋 外 難略 釋 外 難  

                                  略 標 識 相略 標 識 相略 標 識 相略 標 識 相  

                       次 ㆓ ㆓ 頌 半 ︱ 廣 明 識 相次 ㆓ ㆓ 頌 半 ︱ 廣 明 識 相次 ㆓ ㆓ 頌 半 ︱ 廣 明 識 相次 ㆓ ㆓ 頌 半 ︱ 廣 明 識 相    初初 初初  釋 初 能 變釋 初 能 變釋 初 能 變釋 初 能 變  

                                              ㆓㆓ ㆓㆓  釋 第 ㆓ 能 變釋 第 ㆓ 能 變釋 第 ㆓ 能 變釋 第 ㆓ 能 變  

                                              ㆔㆔ ㆔㆔  釋 第 ㆔ 能 變釋 第 ㆔ 能 變釋 第 ㆔ 能 變釋 第 ㆔ 能 變  

     初 ㆒ 頌 半初 ㆒ 頌 半初 ㆒ 頌 半初 ㆒ 頌 半  

初初 初初    略 標 離 心 無 別 我 法略 標 離 心 無 別 我 法略 標 離 心 無 別 我 法略 標 離 心 無 別 我 法  

     以 彰 論 旨 辨 唯 識 相以 彰 論 旨 辨 唯 識 相以 彰 論 旨 辨 唯 識 相以 彰 論 旨 辨 唯 識 相  

     次 ㆓ ㆔ 頌 半次 ㆓ ㆔ 頌 半次 ㆓ ㆔ 頌 半次 ㆓ ㆔ 頌 半  

㆗㆗ ㆗㆗    廣 明 唯 識 若 相 若 性廣 明 唯 識 若 相 若 性廣 明 唯 識 若 相 若 性廣 明 唯 識 若 相 若 性  

     釋 諸 妨 難釋 諸 妨 難釋 諸 妨 難釋 諸 妨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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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表 五 ︱ 將 發 論 端 寄 問 徵 起○ 附 表 五 ︱ 將 發 論 端 寄 問 徵 起○ 附 表 五 ︱ 將 發 論 端 寄 問 徵 起○ 附 表 五 ︱ 將 發 論 端 寄 問 徵 起

    

△ 若 唯 有 識 ， 云 何 世 間 及 諸 聖 教 說 有 我 法 ？△ 若 唯 有 識 ， 云 何 世 間 及 諸 聖 教 說 有 我 法 ？△ 若 唯 有 識 ， 云 何 世 間 及 諸 聖 教 說 有 我 法 ？△ 若 唯 有 識 ， 云 何 世 間 及 諸 聖 教 說 有 我 法 ？

    

    

                                                                                                                    

云云 云云

        

世 間 說 有 我 法世 間 說 有 我 法世 間 說 有 我 法世 間 說 有 我 法 ︱ 世 間 相 違世 間 相 違世 間 相 違世 間 相 違

    

                                                                                                                    

何何 何何

        

聖 教 說 有 我 法聖 教 說 有 我 法聖 教 說 有 我 法聖 教 說 有 我 法 ︱ 聖 教 相 違聖 教 相 違聖 教 相 違聖 教 相 違

    

    

    

    

    

    

    

    

初 ㆓ 十 五 頌 明 唯 識 境初 ㆓ 十 五 頌 明 唯 識 境初 ㆓ 十 五 頌 明 唯 識 境初 ㆓ 十 五 頌 明 唯 識 境  

次 有 ㆕ 頌 明 唯 識 行次 有 ㆕ 頌 明 唯 識 行次 有 ㆕ 頌 明 唯 識 行次 有 ㆕ 頌 明 唯 識 行  

末 後 ㆒ 頌 明 唯 識 果末 後 ㆒ 頌 明 唯 識 果末 後 ㆒ 頌 明 唯 識 果末 後 ㆒ 頌 明 唯 識 果  
㆔ ㆔㆔ ㆔㆔ ㆔㆔ ㆔  

後後 後後    後 五 頌後 五 頌後 五 頌後 五 頌  

     明 唯 識 行 位 大 意 同 前明 唯 識 行 位 大 意 同 前明 唯 識 行 位 大 意 同 前明 唯 識 行 位 大 意 同 前  
○ 難 意○ 難 意○ 難 意○ 難 意  

論 宗 所 明 ㆒ 切 唯 識論 宗 所 明 ㆒ 切 唯 識論 宗 所 明 ㆒ 切 唯 識論 宗 所 明 ㆒ 切 唯 識  

若 唯 有 識 無 心 外 境若 唯 有 識 無 心 外 境若 唯 有 識 無 心 外 境若 唯 有 識 無 心 外 境  

依 因 明 有 此 ㆓ 相 違 故依 因 明 有 此 ㆓ 相 違 故依 因 明 有 此 ㆓ 相 違 故依 因 明 有 此 ㆓ 相 違 故  

○ ︵ 福 要 ︶○ ︵ 福 要 ︶○ ︵ 福 要 ︶○ ︵ 福 要 ︶  

問 略問 略問 略問 略  

五 種五 種五 種五 種  

㆒㆒ ㆒㆒  不 解 故 問不 解 故 問不 解 故 問不 解 故 問  

㆓㆓ ㆓㆓  疑 惑 故 問疑 惑 故 問疑 惑 故 問疑 惑 故 問  

㆔㆔ ㆔㆔  試 驗 故 問試 驗 故 問試 驗 故 問試 驗 故 問  

㆕㆕ ㆕㆕  輕 觸 故 問輕 觸 故 問輕 觸 故 問輕 觸 故 問  

五五 五五  為 欲 利 樂 有 情 故 問 ︱ 今 屬 此為 欲 利 樂 有 情 故 問 ︱ 今 屬 此為 欲 利 樂 有 情 故 問 ︱ 今 屬 此為 欲 利 樂 有 情 故 問 ︱ 今 屬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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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表 六 ︱ ㆚ ㆒ 、 ㆛ ㆒ 略 標 ︵ 舉 頌 依 義 正 答 ︶○ 附 表 六 ︱ ㆚ ㆒ 、 ㆛ ㆒ 略 標 ︵ 舉 頌 依 義 正 答 ︶○ 附 表 六 ︱ ㆚ ㆒ 、 ㆛ ㆒ 略 標 ︵ 舉 頌 依 義 正 答 ︶○ 附 表 六 ︱ ㆚ ㆒ 、 ㆛ ㆒ 略 標 ︵ 舉 頌 依 義 正 答 ︶ ㆔㆔ ㆔㆔ ㆜ ㆒ 、 釋 難 破 執㆜ ㆒ 、 釋 難 破 執㆜ ㆒ 、 釋 難 破 執㆜ ㆒ 、 釋 難 破 執

    

頌 曰頌 曰頌 曰頌 曰
    

        
由 假 說 我 法 ， 有 種 種 相 轉 。由 假 說 我 法 ， 有 種 種 相 轉 。由 假 說 我 法 ， 有 種 種 相 轉 。由 假 說 我 法 ， 有 種 種 相 轉 。

    

    

    

    

        

○○ ○○

    

    

    

    

    

        

○○ ○○

    

    

    

        

○ 外 復 問 言 ： 有 實 我 法 ， 可○ 外 復 問 言 ： 有 實 我 法 ， 可○ 外 復 問 言 ： 有 實 我 法 ， 可○ 外 復 問 言 ： 有 實 我 法 ， 可 依 假 說 ， 我 法 實 無 ， 假 依 何 立 ？依 假 說 ， 我 法 實 無 ， 假 依 何 立 ？依 假 說 ， 我 法 實 無 ， 假 依 何 立 ？依 假 說 ， 我 法 實 無 ， 假 依 何 立 ？

    

    

○ 附 表 七 ︱ ㆜ ㆓ 、 標 宗 歸 識○ 附 表 七 ︱ ㆜ ㆓ 、 標 宗 歸 識○ 附 表 七 ︱ ㆜ ㆓ 、 標 宗 歸 識○ 附 表 七 ︱ ㆜ ㆓ 、 標 宗 歸 識

    

彼 依 識 所 變彼 依 識 所 變彼 依 識 所 變彼 依 識 所 變

    

 

有 種 種有 種 種有 種 種有 種 種  

相相 相相   轉轉 轉轉  

由 假 說由 假 說由 假 說由 假 說  

我我 我我   法法 法法  

由 ︱ 故 也 ︱ 因 由 義由 ︱ 故 也 ︱ 因 由 義由 ︱ 故 也 ︱ 因 由 義由 ︱ 故 也 ︱ 因 由 義  

假 ㆓ 種假 ㆓ 種假 ㆓ 種假 ㆓ 種    ㆒ 、 無 體 隨 情 假㆒ 、 無 體 隨 情 假㆒ 、 無 體 隨 情 假㆒ 、 無 體 隨 情 假  

         ㆓ 、 有 體 施 設 假㆓ 、 有 體 施 設 假㆓ 、 有 體 施 設 假㆓ 、 有 體 施 設 假  
說 ︱ 因 ㆓ 起 言說 ︱ 因 ㆓ 起 言說 ︱ 因 ㆓ 起 言說 ︱ 因 ㆓ 起 言  

我 法 ︱ 其 相 論 自 釋我 法 ︱ 其 相 論 自 釋我 法 ︱ 其 相 論 自 釋我 法 ︱ 其 相 論 自 釋  
 

 

相 ︱ 相 狀相 ︱ 相 狀相 ︱ 相 狀相 ︱ 相 狀  

轉 ︱ 起 義轉 ︱ 起 義轉 ︱ 起 義轉 ︱ 起 義  

種 種 ︱ 相 起 非種 種 ︱ 相 起 非種 種 ︱ 相 起 非種 種 ︱ 相 起 非  

世 間 聖 教世 間 聖 教世 間 聖 教世 間 聖 教  

所 言 我 法所 言 我 法所 言 我 法所 言 我 法  

由 假 說 故由 假 說 故由 假 說 故由 假 說 故  

有 此 種 種有 此 種 種有 此 種 種有 此 種 種  

諸 相 轉 起諸 相 轉 起諸 相 轉 起諸 相 轉 起  

非 實 有 體非 實 有 體非 實 有 體非 實 有 體  

說 為 我 法說 為 我 法說 為 我 法說 為 我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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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 但 說 識 ， 意 兼 心 所 。此 但 說 識 ， 意 兼 心 所 。此 但 說 識 ， 意 兼 心 所 。此 但 說 識 ， 意 兼 心 所 。

    

    

△ 詳 釋 初 句△ 詳 釋 初 句△ 詳 釋 初 句△ 詳 釋 初 句

    

    

    

    

    

    

                                                                                

︵ 經 頌 ︶ 如 愚 所 分 別︵ 經 頌 ︶ 如 愚 所 分 別︵ 經 頌 ︶ 如 愚 所 分 別︵ 經 頌 ︶ 如 愚 所 分 別

        

外 境 實 皆 無外 境 實 皆 無外 境 實 皆 無外 境 實 皆 無

    

                                                                                                                

習 氣 擾 漏 心習 氣 擾 漏 心習 氣 擾 漏 心習 氣 擾 漏 心

        

故 似 彼 而 轉故 似 彼 而 轉故 似 彼 而 轉故 似 彼 而 轉

    

    

    

    

    

    

彼 依 識彼 依 識彼 依 識彼 依 識  
所所 所所   變變 變變  

彼 我 法 相 依 內 識 等 所彼 我 法 相 依 內 識 等 所彼 我 法 相 依 內 識 等 所彼 我 法 相 依 內 識 等 所 變 現 相 而 起 假 說 之 。變 現 相 而 起 假 說 之 。變 現 相 而 起 假 說 之 。變 現 相 而 起 假 說 之 。  

非 依 離 識 實 有 我 法 而 起 假 說 。非 依 離 識 實 有 我 法 而 起 假 說 。非 依 離 識 實 有 我 法 而 起 假 說 。非 依 離 識 實 有 我 法 而 起 假 說 。  

但 依 內 識 所 變 現 見 而 假 說 故 。但 依 內 識 所 變 現 見 而 假 說 故 。但 依 內 識 所 變 現 見 而 假 說 故 。但 依 內 識 所 變 現 見 而 假 說 故 。  
 

○ 假○ 假○ 假○ 假  

 

世 間世 間世 間世 間  
 

 

 

 

 

聖 教聖 教聖 教聖 教  

   愚 夫 無 始 來 橫 計 我 法 分 別 心 故 ， 熏 習 本 識 後愚 夫 無 始 來 橫 計 我 法 分 別 心 故 ， 熏 習 本 識 後愚 夫 無 始 來 橫 計 我 法 分 別 心 故 ， 熏 習 本 識 後愚 夫 無 始 來 橫 計 我 法 分 別 心 故 ， 熏 習 本 識 後  

無 體 隨無 體 隨無 體 隨無 體 隨      後 遂 有 相 見 分 生 。後 遂 有 相 見 分 生 。後 遂 有 相 見 分 生 。後 遂 有 相 見 分 生 。  

情情 情情   假假 假假    不 了 此 唯 內 識 ， 依 之 妄 計 有 實 我 法 。不 了 此 唯 內 識 ， 依 之 妄 計 有 實 我 法 。不 了 此 唯 內 識 ， 依 之 妄 計 有 實 我 法 。不 了 此 唯 內 識 ， 依 之 妄 計 有 實 我 法 。  

         我 法 實 無 ， 隨 彼 妄 執 之 相 名 為 我 法 。我 法 實 無 ， 隨 彼 妄 執 之 相 名 為 我 法 。我 法 實 無 ， 隨 彼 妄 執 之 相 名 為 我 法 。我 法 實 無 ， 隨 彼 妄 執 之 相 名 為 我 法 。  

有 體 施有 體 施有 體 施有 體 施    聖 者 依 此 內 識 所 變 ， 若 相 若 見 為 起 言 論 。聖 者 依 此 內 識 所 變 ， 若 相 若 見 為 起 言 論 。聖 者 依 此 內 識 所 變 ， 若 相 若 見 為 起 言 論 。聖 者 依 此 內 識 所 變 ， 若 相 若 見 為 起 言 論 。  

設設 設設   假假 假假    斷 染 取 淨 引 生 真 見 ， 假 為 立 名 說 為 我 法 。斷 染 取 淨 引 生 真 見 ， 假 為 立 名 說 為 我 法 。斷 染 取 淨 引 生 真 見 ， 假 為 立 名 說 為 我 法 。斷 染 取 淨 引 生 真 見 ， 假 為 立 名 說 為 我 法 。  

         法 體 實 非 ， 若 我 若 法 。法 體 實 非 ， 若 我 若 法 。法 體 實 非 ， 若 我 若 法 。法 體 實 非 ， 若 我 若 法 。  

    ︵ 經 頌 ︶ 為 對 遣 愚 夫︵ 經 頌 ︶ 為 對 遣 愚 夫︵ 經 頌 ︶ 為 對 遣 愚 夫︵ 經 頌 ︶ 為 對 遣 愚 夫   所 執 實 我 法所 執 實 我 法所 執 實 我 法所 執 實 我 法  

            故 於 識 所故 於 識 所故 於 識 所故 於 識 所 變變 變變   假 說 我 法 名假 說 我 法 名假 說 我 法 名假 說 我 法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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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法 釋護 法 釋護 法 釋護 法 釋

    

                                                                                                                                                                                            

    

    

    

    

    

    

    

    

    

    

    

    

    

    

    

△ 詳 釋 次 句△ 詳 釋 次 句△ 詳 釋 次 句△ 詳 釋 次 句

    

世 間 我 法 ︱ 無 體 隨 情 假世 間 我 法 ︱ 無 體 隨 情 假世 間 我 法 ︱ 無 體 隨 情 假世 間 我 法 ︱ 無 體 隨 情 假  

聖 教 我 法 ︱ 有 體 施 設 假聖 教 我 法 ︱ 有 體 施 設 假聖 教 我 法 ︱ 有 體 施 設 假聖 教 我 法 ︱ 有 體 施 設 假  
 

世 間 我 法 ︱ 以 無 依 有 假世 間 我 法 ︱ 以 無 依 有 假世 間 我 法 ︱ 以 無 依 有 假世 間 我 法 ︱ 以 無 依 有 假  

聖 教 我 法 ︱ 以 義 依 體 假聖 教 我 法 ︱ 以 義 依 體 假聖 教 我 法 ︱ 以 義 依 體 假聖 教 我 法 ︱ 以 義 依 體 假  

 

㆒ 、 言 說㆒ 、 言 說㆒ 、 言 說㆒ 、 言 說  
 

 

㆓ 、 所 說㆓ 、 所 說㆓ 、 所 說㆓ 、 所 說  

○○ ○○ 說說 說說  

主 宰主 宰主 宰主 宰    主 ︱ 有 自 在 力 ︱ 體主 ︱ 有 自 在 力 ︱ 體主 ︱ 有 自 在 力 ︱ 體主 ︱ 有 自 在 力 ︱ 體  

       宰 ︱ 有 割 斷 力 ︱ 用宰 ︱ 有 割 斷 力 ︱ 用宰 ︱ 有 割 斷 力 ︱ 用宰 ︱ 有 割 斷 力 ︱ 用  

軌 持軌 持軌 持軌 持    軌 範 ︱ 可 生 物 解軌 範 ︱ 可 生 物 解軌 範 ︱ 可 生 物 解軌 範 ︱ 可 生 物 解  

       住 持 ︱ 不 捨 自 相住 持 ︱ 不 捨 自 相住 持 ︱ 不 捨 自 相住 持 ︱ 不 捨 自 相  

 隨 自 執 情 妄 名 為 我 法 故隨 自 執 情 妄 名 為 我 法 故隨 自 執 情 妄 名 為 我 法 故隨 自 執 情 妄 名 為 我 法 故  

  我 ︱ 有 情 命 者 等我 ︱ 有 情 命 者 等我 ︱ 有 情 命 者 等我 ︱ 有 情 命 者 等  

  法 ︱ 實 德 業 等法 ︱ 實 德 業 等法 ︱ 實 德 業 等法 ︱ 實 德 業 等  
隨 位 隨 緣 假 施 設 故隨 位 隨 緣 假 施 設 故隨 位 隨 緣 假 施 設 故隨 位 隨 緣 假 施 設 故  

  我 ︱ 如 預 流 ㆒ 來 等我 ︱ 如 預 流 ㆒ 來 等我 ︱ 如 預 流 ㆒ 來 等我 ︱ 如 預 流 ㆒ 來 等  

  法 ︱ 蘊 處 界 等法 ︱ 蘊 處 界 等法 ︱ 蘊 處 界 等法 ︱ 蘊 處 界 等  

○ 我 法○ 我 法○ 我 法○ 我 法  

世 間世 間世 間世 間  
 

 

聖 教聖 教聖 教聖 教  
 

 

 

我 ︱我 ︱我 ︱我 ︱  
 

法法 法法 ︱︱ ︱︱  

世 間 妄 計 為 實世 間 妄 計 為 實世 間 妄 計 為 實世 間 妄 計 為 實  

聖 教 知 由 假 立聖 教 知 由 假 立聖 教 知 由 假 立聖 教 知 由 假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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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 流 ㆒ 來 等 ︱ ㆔ 乘 名 位預 流 ㆒ 來 等 ︱ ㆔ 乘 名 位預 流 ㆒ 來 等 ︱ ㆔ 乘 名 位預 流 ㆒ 來 等 ︱ ㆔ 乘 名 位  

聖 教聖 教聖 教聖 教     

       聖 教 所 假 說 之 我聖 教 所 假 說 之 我聖 教 所 假 說 之 我聖 教 所 假 說 之 我  

       有 情 命 者 等 ︱ 十 六 見 知有 情 命 者 等 ︱ 十 六 見 知有 情 命 者 等 ︱ 十 六 見 知有 情 命 者 等 ︱ 十 六 見 知  

世 間世 間世 間世 間    

       世 間 所 妄 執 之 我世 間 所 妄 執 之 我世 間 所 妄 執 之 我世 間 所 妄 執 之 我  

法 種法 種法 種法 種  

種 相種 相種 相種 相  

我 種我 種我 種我 種  

種 相種 相種 相種 相  

有 種 種有 種 種有 種 種有 種 種  

相 ﹁ 轉 ﹂相 ﹁ 轉 ﹂相 ﹁ 轉 ﹂相 ﹁ 轉 ﹂ 
       實 德 業 等 ︱ 勝 論 六 句實 德 業 等 ︱ 勝 論 六 句實 德 業 等 ︱ 勝 論 六 句實 德 業 等 ︱ 勝 論 六 句  

世 間世 間世 間世 間     

       及 餘 種 種 世 間 所 妄 執 之及 餘 種 種 世 間 所 妄 執 之及 餘 種 種 世 間 所 妄 執 之及 餘 種 種 世 間 所 妄 執 之 法法 法法  

       蘊 處 界 等 ︱ ㆔ 科 開 合 及 ㆕ 諦 、 十 ㆓ 因 緣蘊 處 界 等 ︱ ㆔ 科 開 合 及 ㆕ 諦 、 十 ㆓ 因 緣蘊 處 界 等 ︱ ㆔ 科 開 合 及 ㆕ 諦 、 十 ㆓ 因 緣蘊 處 界 等 ︱ ㆔ 科 開 合 及 ㆕ 諦 、 十 ㆓ 因 緣  

聖 教聖 教聖 教聖 教      六 度 、 十 力 ㆒ 切 法 相六 度 、 十 力 ㆒ 切 法 相六 度 、 十 力 ㆒ 切 法 相六 度 、 十 力 ㆒ 切 法 相  

       聖 教 所 假 說 之 法聖 教 所 假 說 之 法聖 教 所 假 說 之 法聖 教 所 假 說 之 法  

隨 緣 施隨 緣 施隨 緣 施隨 緣 施  

設 有 異設 有 異設 有 異設 有 異  

五 蘊 和 合 妄 計 有 我 ︱ 施 設 有 情 之 名五 蘊 和 合 妄 計 有 我 ︱ 施 設 有 情 之 名五 蘊 和 合 妄 計 有 我 ︱ 施 設 有 情 之 名五 蘊 和 合 妄 計 有 我 ︱ 施 設 有 情 之 名  

妄 計 色 心 連 持 不 斷 別 有 實 體 ︱ 施 設 命 者 名妄 計 色 心 連 持 不 斷 別 有 實 體 ︱ 施 設 命 者 名妄 計 色 心 連 持 不 斷 別 有 實 體 ︱ 施 設 命 者 名妄 計 色 心 連 持 不 斷 別 有 實 體 ︱ 施 設 命 者 名  

斷 分 別 惑斷 分 別 惑斷 分 別 惑斷 分 別 惑                   施 設 預 流 果 名施 設 預 流 果 名施 設 預 流 果 名施 設 預 流 果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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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十 六十 六十 六  

知 見知 見知 見知 見  

︵ 出︵ 出︵ 出︵ 出
智 論智 論智 論智 論  

㆓ 十㆓ 十㆓ 十㆓ 十  

五 ︶五 ︶五 ︶五 ︶  
 

㆒ 、 我 ︱ 於 五 陰 等 法 ㆗ 妄 計 有 我 我 所 之 實 。㆒ 、 我 ︱ 於 五 陰 等 法 ㆗ 妄 計 有 我 我 所 之 實 。㆒ 、 我 ︱ 於 五 陰 等 法 ㆗ 妄 計 有 我 我 所 之 實 。㆒ 、 我 ︱ 於 五 陰 等 法 ㆗ 妄 計 有 我 我 所 之 實 。  

㆓ 、 眾 生 ︱ 於 五 陰 等 法 和 合 ㆗ 妄 計 有 實 之 眾 生 而 生 。㆓ 、 眾 生 ︱ 於 五 陰 等 法 和 合 ㆗ 妄 計 有 實 之 眾 生 而 生 。㆓ 、 眾 生 ︱ 於 五 陰 等 法 和 合 ㆗ 妄 計 有 實 之 眾 生 而 生 。㆓ 、 眾 生 ︱ 於 五 陰 等 法 和 合 ㆗ 妄 計 有 實 之 眾 生 而 生 。  
㆔ 、 壽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有 我 受 ㆒ 期 之 報 ， 命 有 長 短 。㆔ 、 壽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有 我 受 ㆒ 期 之 報 ， 命 有 長 短 。㆔ 、 壽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有 我 受 ㆒ 期 之 報 ， 命 有 長 短 。㆔ 、 壽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有 我 受 ㆒ 期 之 報 ， 命 有 長 短 。  

㆕ 、 命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之 命 根 ， 連 續 不 絕 。㆕ 、 命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之 命 根 ， 連 續 不 絕 。㆕ 、 命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之 命 根 ， 連 續 不 絕 。㆕ 、 命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之 命 根 ， 連 續 不 絕 。  

五 、 生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能 生 起 眾 事 ， 又 我 來 生 ㆟ ㆗ 。五 、 生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能 生 起 眾 事 ， 又 我 來 生 ㆟ ㆗ 。五 、 生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能 生 起 眾 事 ， 又 我 來 生 ㆟ ㆗ 。五 、 生 者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能 生 起 眾 事 ， 又 我 來 生 ㆟ ㆗ 。  

六 、 養 育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能 養 育 他 ㆟ 及 我 生 為 父 母 所 養 育 。六 、 養 育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能 養 育 他 ㆟ 及 我 生 為 父 母 所 養 育 。六 、 養 育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能 養 育 他 ㆟ 及 我 生 為 父 母 所 養 育 。六 、 養 育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能 養 育 他 ㆟ 及 我 生 為 父 母 所 養 育 。  

七 、 眾 數 ︱七 、 眾 數 ︱七 、 眾 數 ︱七 、 眾 數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有 五 陰 十 ㆓ 入 十 八 界 等 眾 法 之 數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有 五 陰 十 ㆓ 入 十 八 界 等 眾 法 之 數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有 五 陰 十 ㆓ 入 十 八 界 等 眾 法 之 數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有 五 陰 十 ㆓ 入 十 八 界 等 眾 法 之 數 。  

八 、 ㆟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為 能 修 行 之 ㆟ ， 異 於 不 能 修 行 者 ， 及八 、 ㆟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為 能 修 行 之 ㆟ ， 異 於 不 能 修 行 者 ， 及八 、 ㆟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為 能 修 行 之 ㆟ ， 異 於 不 能 修 行 者 ， 及八 、 ㆟ ︱ 於 五 陰 等 法 妄 計 我 為 能 修 行 之 ㆟ ， 異 於 不 能 修 行 者 ， 及

我 生 於 ㆟ 道 ， 異 於 餘 道 。我 生 於 ㆟ 道 ， 異 於 餘 道 。我 生 於 ㆟ 道 ， 異 於 餘 道 。我 生 於 ㆟ 道 ， 異 於 餘 道 。  

九 、 作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身 力 手 足 而 能 任 事 。九 、 作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身 力 手 足 而 能 任 事 。九 、 作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身 力 手 足 而 能 任 事 。九 、 作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身 力 手 足 而 能 任 事 。  

十 、 使 作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役 他 。十 、 使 作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役 他 。十 、 使 作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役 他 。十 、 使 作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役 他 。  

十 ㆒ 、 起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起 後 世 罪 福 之 業 。十 ㆒ 、 起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起 後 世 罪 福 之 業 。十 ㆒ 、 起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起 後 世 罪 福 之 業 。十 ㆒ 、 起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起 後 世 罪 福 之 業 。  

十 ㆓ 、 使 起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他 起 後 世 罪 福 之 業 。十 ㆓ 、 使 起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他 起 後 世 罪 福 之 業 。十 ㆓ 、 使 起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他 起 後 世 罪 福 之 業 。十 ㆓ 、 使 起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他 起 後 世 罪 福 之 業 。  

十 ㆔ 、 受 者 ︱ 於 五 陰 法 ㆗十 ㆔ 、 受 者 ︱ 於 五 陰 法 ㆗十 ㆔ 、 受 者 ︱ 於 五 陰 法 ㆗十 ㆔ 、 受 者 ︱ 於 五 陰 法 ㆗  

斷 欲 界 思 惑 六 品斷 欲 界 思 惑 六 品斷 欲 界 思 惑 六 品斷 欲 界 思 惑 六 品              施 設 ㆒ 來 果 名施 設 ㆒ 來 果 名施 設 ㆒ 來 果 名施 設 ㆒ 來 果 名  

乃 至 斷 盡 見 思 惑 破 我 法 ㆓ 執乃 至 斷 盡 見 思 惑 破 我 法 ㆓ 執乃 至 斷 盡 見 思 惑 破 我 法 ㆓ 執乃 至 斷 盡 見 思 惑 破 我 法 ㆓ 執    施 設 羅 漢 如 來施 設 羅 漢 如 來施 設 羅 漢 如 來施 設 羅 漢 如 來  

迷 心 重 者迷 心 重 者迷 心 重 者迷 心 重 者                    施 設 五 蘊 之 名施 設 五 蘊 之 名施 設 五 蘊 之 名施 設 五 蘊 之 名  

迷 色 重 者迷 色 重 者迷 色 重 者迷 色 重 者                    施 設 十 ㆓ 處 名施 設 十 ㆓ 處 名施 設 十 ㆓ 處 名施 設 十 ㆓ 處 名  

乃 至 為 治 六 蔽乃 至 為 治 六 蔽乃 至 為 治 六 蔽乃 至 為 治 六 蔽                施 設 六 度 名 等施 設 六 度 名 等施 設 六 度 名 等施 設 六 度 名 等  

世 間 我世 間 我世 間 我世 間 我  

種 種 相種 種 相種 種 相種 種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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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 教 我聖 教 我聖 教 我聖 教 我  

種 種 相種 種 相種 種 相種 種 相  

十十 十十 ㆔ 、 受 者㆔ 、 受 者㆔ 、 受 者㆔ 、 受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後 身 當 受 罪 福 之 果 報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後 身 當 受 罪 福 之 果 報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後 身 當 受 罪 福 之 果 報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後 身 當 受 罪 福 之 果 報 。  

十 ㆕ 、 使 後 者十 ㆕ 、 使 後 者十 ㆕ 、 使 後 者十 ㆕ 、 使 後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他 受 後 世 罪 福 之 果 報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他 受 後 世 罪 福 之 果 報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他 受 後 世 罪 福 之 果 報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能 使 他 受 後 世 罪 福 之 果 報 。  

十 五 、 知 者十 五 、 知 者十 五 、 知 者十 五 、 知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五 根 能 知 五 塵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五 根 能 知 五 塵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五 根 能 知 五 塵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五 根 能 知 五 塵 。  

十 六 、 見 者十 六 、 見 者十 六 、 見 者十 六 、 見 者 ︱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眼 根 能 見 ㆒ 切 之 色 相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眼 根 能 見 ㆒ 切 之 色 相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眼 根 能 見 ㆒ 切 之 色 相 。於 五 陰 法 ㆗ 妄 計 我 有 眼 根 能 見 ㆒ 切 之 色 相 。  

亦 名 十 六亦 名 十 六亦 名 十 六亦 名 十 六    來 見 正 道 之 ㆟ ， 於 五 陰 等 法 ㆗ 強 立 主 宰 。來 見 正 道 之 ㆟ ， 於 五 陰 等 法 ㆗ 強 立 主 宰 。來 見 正 道 之 ㆟ ， 於 五 陰 等 法 ㆗ 強 立 主 宰 。來 見 正 道 之 ㆟ ， 於 五 陰 等 法 ㆗ 強 立 主 宰 。  

神 我神 我神 我神 我    妄 計 有 我 我 所 ， 計 我 之 心 歷 諸 緣 ， 即 有 十 六 知 見 之 別 。妄 計 有 我 我 所 ， 計 我 之 心 歷 諸 緣 ， 即 有 十 六 知 見 之 別 。妄 計 有 我 我 所 ， 計 我 之 心 歷 諸 緣 ， 即 有 十 六 知 見 之 別 。妄 計 有 我 我 所 ， 計 我 之 心 歷 諸 緣 ， 即 有 十 六 知 見 之 別 。  
預 流預 流預 流預 流    預 ︱ 入預 ︱ 入預 ︱ 入預 ︱ 入     入 聖 之 流 類入 聖 之 流 類入 聖 之 流 類入 聖 之 流 類 ︱ 決 斷 ㆔ 界 見 惑 ， 或 修 至 五 品 。決 斷 ㆔ 界 見 惑 ， 或 修 至 五 品 。決 斷 ㆔ 界 見 惑 ， 或 修 至 五 品 。決 斷 ㆔ 界 見 惑 ， 或 修 至 五 品 。  

       流 ︱ 流 類流 ︱ 流 類流 ︱ 流 類流 ︱ 流 類  

㆒ 來㆒ 來㆒ 來㆒ 來 ︱ ㆒ 於 ㆟ ㆝ 往 來 便 得 極 果㆒ 於 ㆟ ㆝ 往 來 便 得 極 果㆒ 於 ㆟ ㆝ 往 來 便 得 極 果㆒ 於 ㆟ ㆝ 往 來 便 得 極 果 ︱ 決 斷 ㆔ 界 見 惑 ， 修 道 六 品 ， 或 七 八 品 。決 斷 ㆔ 界 見 惑 ， 修 道 六 品 ， 或 七 八 品 。決 斷 ㆔ 界 見 惑 ， 修 道 六 品 ， 或 七 八 品 。決 斷 ㆔ 界 見 惑 ， 修 道 六 品 ， 或 七 八 品 。  

不 還不 還不 還不 還  

無 學無 學無 學無 學  

㆓ 十 七 賢㆓ 十 七 賢㆓ 十 七 賢㆓ 十 七 賢     瑜 論 第 ㆓ 十 六瑜 論 第 ㆓ 十 六瑜 論 第 ㆓ 十 六瑜 論 第 ㆓ 十 六  

十 ㆔ 住 聖十 ㆔ 住 聖十 ㆔ 住 聖十 ㆔ 住 聖     對 法 十 ㆔對 法 十 ㆔對 法 十 ㆔對 法 十 ㆔        廣 說 彼 相廣 說 彼 相廣 說 彼 相廣 說 彼 相  

㆔ 乘㆔ 乘㆔ 乘㆔ 乘         顯 揚 第 ㆔顯 揚 第 ㆔顯 揚 第 ㆔顯 揚 第 ㆔  

十 ㆞十 ㆞十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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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世 間 法世 間 法世 間 法世 間 法    實 德實 德實 德實 德  

種 種 相種 種 相種 種 相種 種 相    業 等業 等業 等業 等  

㆒ 、 實㆒ 、 實㆒ 、 實㆒ 、 實    諸 法 實 體諸 法 實 體諸 法 實 體諸 法 實 體    德 業 不 依 有 性 等 故德 業 不 依 有 性 等 故德 業 不 依 有 性 等 故德 業 不 依 有 性 等 故  

         德 業 所 依德 業 所 依德 業 所 依德 業 所 依    

㆓ 、 德㆓ 、 德㆓ 、 德㆓ 、 德 ︱ 道 德道 德道 德道 德  

㆔ 、 業㆔ 、 業㆔ 、 業㆔ 、 業 ︱ 作 用 動 作 義作 用 動 作 義作 用 動 作 義作 用 動 作 義  

              ㆕ 有㆕ 有㆕ 有㆕ 有  

     餘 ㆔ 句餘 ㆔ 句餘 ㆔ 句餘 ㆔ 句    五 同 異五 同 異五 同 異五 同 異  

等等 等等             六 和 合六 和 合六 和 合六 和 合  

     諸 師 法諸 師 法諸 師 法諸 師 法  

外 道 名 吠外 道 名 吠外 道 名 吠外 道 名 吠  

世 史 迦 立世 史 迦 立世 史 迦 立世 史 迦 立  

六 句 義 ︵六 句 義 ︵六 句 義 ︵六 句 義 ︵  

或 十 句或 十 句或 十 句或 十 句

義 ︶義 ︶義 ︶義 ︶  

聖 教 法聖 教 法聖 教 法聖 教 法    蘊 處蘊 處蘊 處蘊 處  

種 種 相種 種 相種 種 相種 種 相    界 等界 等界 等界 等  

㆗ 邊 菩 薩 藏 經㆗ 邊 菩 薩 藏 經㆗ 邊 菩 薩 藏 經㆗ 邊 菩 薩 藏 經     蘊 處 界 緣 起蘊 處 界 緣 起蘊 處 界 緣 起蘊 處 界 緣 起   處 非 處 根 世處 非 處 根 世處 非 處 根 世處 非 處 根 世  

第 十 七 卷 有 十 善第 十 七 卷 有 十 善第 十 七 卷 有 十 善第 十 七 卷 有 十 善 ︱ 諦 乘 有 無 為諦 乘 有 無 為諦 乘 有 無 為諦 乘 有 無 為   是 名 十 善 巧是 名 十 善 巧是 名 十 善 巧是 名 十 善 巧  

巧 頌巧 頌巧 頌巧 頌              

崇 聚 生崇 聚 生崇 聚 生崇 聚 生 因因 因因 ︱ 蘊 處 界 義蘊 處 界 義蘊 處 界 義蘊 處 界 義  
 

           緣 起 根 諦緣 起 根 諦緣 起 根 諦緣 起 根 諦  

等 ︱ 等 取等 ︱ 等 取等 ︱ 等 取等 ︱ 等 取    處 非 處 餘 ㆔ 善 巧處 非 處 餘 ㆔ 善 巧處 非 處 餘 ㆔ 善 巧處 非 處 餘 ㆔ 善 巧  

           或 ㆕ 善 巧 及 別 法或 ㆕ 善 巧 及 別 法或 ㆕ 善 巧 及 別 法或 ㆕ 善 巧 及 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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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義起 義起 義起 義

            

隨 彼 彼 緣隨 彼 彼 緣隨 彼 彼 緣隨 彼 彼 緣

    

                                                    

起 彼 種 種 我 法 相 故起 彼 種 種 我 法 相 故起 彼 種 種 我 法 相 故起 彼 種 種 我 法 相 故

    

    

    

    

    

    

    

                                                            

    

    

        

○○ ○○

    

    

    

    

△ 詳 釋 ㆔ 句△ 詳 釋 ㆔ 句△ 詳 釋 ㆔ 句△ 詳 釋 ㆔ 句 ︱ 彼 依 識彼 依 識彼 依 識彼 依 識 所 變所 變所 變所 變

    

 

△ 如 是 諸 相 ， 若 由 假 說 ， 依 何 得 成 ？ 彼 相 皆 依 識 所 轉 變 而 假 施 設 。△ 如 是 諸 相 ， 若 由 假 說 ， 依 何 得 成 ？ 彼 相 皆 依 識 所 轉 變 而 假 施 設 。△ 如 是 諸 相 ， 若 由 假 說 ， 依 何 得 成 ？ 彼 相 皆 依 識 所 轉 變 而 假 施 設 。△ 如 是 諸 相 ， 若 由 假 說 ， 依 何 得 成 ？ 彼 相 皆 依 識 所 轉 變 而 假 施 設 。

    

    

    

○ 轉○ 轉○ 轉○ 轉  
隨 緣隨 緣隨 緣隨 緣    世 間 種 種 分 別 橫 計 等世 間 種 種 分 別 橫 計 等世 間 種 種 分 別 橫 計 等世 間 種 種 分 別 橫 計 等  

       聖 教 施 設 安 立 証 得聖 教 施 設 安 立 証 得聖 教 施 設 安 立 証 得聖 教 施 設 安 立 証 得  
 

施 設施 設施 設施 設    世 間 我 法 相世 間 我 法 相世 間 我 法 相世 間 我 法 相    有 異有 異有 異有 異  

       聖 教 我 法 相聖 教 我 法 相聖 教 我 法 相聖 教 我 法 相  

問問 問問    世 說 我 法 率 已 妄 情世 說 我 法 率 已 妄 情世 說 我 法 率 已 妄 情世 說 我 法 率 已 妄 情  

     聖 說 我 法 有 何 益 用聖 說 我 法 有 何 益 用聖 說 我 法 有 何 益 用聖 說 我 法 有 何 益 用  

           言 說 易 故言 說 易 故言 說 易 故言 說 易 故  

答答 答答 ︱ 由 ㆕由 ㆕由 ㆕由 ㆕    順 世 間 故順 世 間 故順 世 間 故順 世 間 故  

    緣 故緣 故緣 故緣 故    能 除 無 我 怖 故能 除 無 我 怖 故能 除 無 我 怖 故能 除 無 我 怖 故  

           有 自 他 染 淨 事 業 等 故有 自 他 染 淨 事 業 等 故有 自 他 染 淨 事 業 等 故有 自 他 染 淨 事 業 等 故  安 立 異 名安 立 異 名安 立 異 名安 立 異 名  

即 假 說 義即 假 說 義即 假 說 義即 假 說 義  如 ︵ 瑜 伽 六 顯 揚 十 ︶ 說如 ︵ 瑜 伽 六 顯 揚 十 ︶ 說如 ︵ 瑜 伽 六 顯 揚 十 ︶ 說如 ︵ 瑜 伽 六 顯 揚 十 ︶ 說  

總 彰總 彰總 彰總 彰  

㆖ 義㆖ 義㆖ 義㆖ 義  

世 間 聖 教 皆 說 我世 間 聖 教 皆 說 我世 間 聖 教 皆 說 我世 間 聖 教 皆 說 我 法 有 種 種 相法 有 種 種 相法 有 種 種 相法 有 種 種 相  

  依 他 起依 他 起依 他 起依 他 起 ︱ 有有 有有      ㆓ 性 相 別㆓ 性 相 別㆓ 性 相 別㆓ 性 相 別  

    計 執計 執計 執計 執 ︱ 非 有非 有非 有非 有

    

今 於 此 ㆗ 總 名 我 法 以 假 說 故今 於 此 ㆗ 總 名 我 法 以 假 說 故今 於 此 ㆗ 總 名 我 法 以 假 說 故今 於 此 ㆗ 總 名 我 法 以 假 說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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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徵 起徵 起徵 起徵 起  

總 釋總 釋總 釋總 釋  

徵 起徵 起徵 起徵 起  

總 釋總 釋總 釋總 釋  
如 是 諸 相如 是 諸 相如 是 諸 相如 是 諸 相 ︱ 牒 前 我 法 種 種 相 義 。牒 前 我 法 種 種 相 義 。牒 前 我 法 種 種 相 義 。牒 前 我 法 種 種 相 義 。  

             若 彼 我 法 ， 性 相 非 有 ， 假 我 法 相 ， 依 何 得 成 ？若 彼 我 法 ， 性 相 非 有 ， 假 我 法 相 ， 依 何 得 成 ？若 彼 我 法 ， 性 相 非 有 ， 假 我 法 相 ， 依 何 得 成 ？若 彼 我 法 ， 性 相 非 有 ， 假 我 法 相 ， 依 何 得 成 ？  

㆘ ㆓ 句㆘ ㆓ 句㆘ ㆓ 句㆘ ㆓ 句 ︱ 難難 難難    由 彼 識 外 ， ㆓ 真 無 故 。由 彼 識 外 ， ㆓ 真 無 故 。由 彼 識 外 ， ㆓ 真 無 故 。由 彼 識 外 ， ㆓ 真 無 故 。  

             內 識 ㆖ ㆓ 假 依 何 立 ？ 要 依 彼 真 可 說 假 故 。內 識 ㆖ ㆓ 假 依 何 立 ？ 要 依 彼 真 可 說 假 故 。內 識 ㆖ ㆓ 假 依 何 立 ？ 要 依 彼 真 可 說 假 故 。內 識 ㆖ ㆓ 假 依 何 立 ？ 要 依 彼 真 可 說 假 故 。  

彼 世 間 聖 教 所 說 我 法 相 ， 雖 無 於 真 方 可 假 說 。彼 世 間 聖 教 所 說 我 法 相 ， 雖 無 於 真 方 可 假 說 。彼 世 間 聖 教 所 說 我 法 相 ， 雖 無 於 真 方 可 假 說 。彼 世 間 聖 教 所 說 我 法 相 ， 雖 無 於 真 方 可 假 說 。  

                   種 子 識 變 為 現 行 。種 子 識 變 為 現 行 。種 子 識 變 為 現 行 。種 子 識 變 為 現 行 。  
然 依 內 識 之 所 轉 變然 依 內 識 之 所 轉 變然 依 內 識 之 所 轉 變然 依 內 識 之 所 轉 變    現 行 識 變 為 種 子 及 見 相 分 。現 行 識 變 為 種 子 及 見 相 分 。現 行 識 變 為 種 子 及 見 相 分 。現 行 識 變 為 種 子 及 見 相 分 。  

                   依 此依 此依 此依 此 所 變 而 假 施 設 為 我 法 相 。所 變 而 假 施 設 為 我 法 相 。所 變 而 假 施 設 為 我 法 相 。所 變 而 假 施 設 為 我 法 相 。  

                   心 變 真 如 亦 名 為 法 ， 若 實 真 如 不 可 說 為 法心 變 真 如 亦 名 為 法 ， 若 實 真 如 不 可 說 為 法心 變 真 如 亦 名 為 法 ， 若 實 真 如 不 可 說 為 法心 變 真 如 亦 名 為 法 ， 若 實 真 如 不 可 說 為 法  

                   與 非 法 ， 非 識 所 變 故 非 彼 依 。與 非 法 ， 非 識 所 變 故 非 彼 依 。與 非 法 ， 非 識 所 變 故 非 彼 依 。與 非 法 ， 非 識 所 變 故 非 彼 依 。  

顯 示 識 所 變 者 ， 實 非 我 法 ， 而 諸 世顯 示 識 所 變 者 ， 實 非 我 法 ， 而 諸 世顯 示 識 所 變 者 ， 實 非 我 法 ， 而 諸 世顯 示 識 所 變 者 ， 實 非 我 法 ， 而 諸 世

間 及 諸 聖 教 假 說 我 法 ， 言 假 設 也 。間 及 諸 聖 教 假 說 我 法 ， 言 假 設 也 。間 及 諸 聖 教 假 說 我 法 ， 言 假 設 也 。間 及 諸 聖 教 假 說 我 法 ， 言 假 設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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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別 解 變 及 識 ㆓ 字○ ㆘ 別 解 變 及 識 ㆓ 字○ ㆘ 別 解 變 及 識 ㆓ 字○ ㆘ 別 解 變 及 識 ㆓ 字

    

                                                            

舉 行 相 顯 識 自 體舉 行 相 顯 識 自 體舉 行 相 顯 識 自 體舉 行 相 顯 識 自 體

    

                                                            

心 意 識 了 名 之 差 別心 意 識 了 名 之 差 別心 意 識 了 名 之 差 別心 意 識 了 名 之 差 別

    

    

    

    

    

    

    

    

    

    

    

    

    

    

    

    

    

○ 識○ 識○ 識○ 識  

       眼 識 了 別 色 塵眼 識 了 別 色 塵眼 識 了 別 色 塵眼 識 了 別 色 塵  
了 別了 別了 別了 別    耳 識 了 別 聲 塵耳 識 了 別 聲 塵耳 識 了 別 聲 塵耳 識 了 別 聲 塵  

       乃 至 第 八 識 了 別 根 身 器 界 種 子乃 至 第 八 識 了 別 根 身 器 界 種 子乃 至 第 八 識 了 別 根 身 器 界 種 子乃 至 第 八 識 了 別 根 身 器 界 種 子  

我 法 所 依 內 能 變 相 ， 豈 無 心 所 ？我 法 所 依 內 能 變 相 ， 豈 無 心 所 ？我 法 所 依 內 能 變 相 ， 豈 無 心 所 ？我 法 所 依 內 能 變 相 ， 豈 無 心 所 ？  

此 ㆗此 ㆗此 ㆗此 ㆗    亦 攝 心 所亦 攝 心 所亦 攝 心 所亦 攝 心 所    隱 劣 顯 勝 故隱 劣 顯 勝 故隱 劣 顯 勝 故隱 劣 顯 勝 故    不 說 所 義不 說 所 義不 說 所 義不 說 所 義    所 與 心 非 定 俱 起所 與 心 非 定 俱 起所 與 心 非 定 俱 起所 與 心 非 定 俱 起  

識 言識 言識 言識 言    定 相 應 故定 相 應 故定 相 應 故定 相 應 故                 兼 於 心 者兼 於 心 者兼 於 心 者兼 於 心 者    如 貪 信 等 時如 貪 信 等 時如 貪 信 等 時如 貪 信 等 時 不 現 行不 現 行不 現 行不 現 行  

不 說不 說不 說不 說   行行 行行  

五 所 及五 所 及五 所 及五 所 及  

真 如 者真 如 者真 如 者真 如 者  

不不 不不   說說 說說  

  行 者行 者行 者行 者  

不不 不不   說說 說說  

真 如 者真 如 者真 如 者真 如 者  

問問 問問    遍 行 五 所 心 定 相 應遍 行 五 所 心 定 相 應遍 行 五 所 心 定 相 應遍 行 五 所 心 定 相 應  

     何 不 說 彼 ， 但 說 識 ？何 不 說 彼 ， 但 說 識 ？何 不 說 彼 ， 但 說 識 ？何 不 說 彼 ， 但 說 識 ？  

     識 為 主 故識 為 主 故識 為 主 故識 為 主 故  

答答 答答    能 生 彼 故能 生 彼 故能 生 彼 故能 生 彼 故  

     彼 五 種 類 非 定 俱 行彼 五 種 類 非 定 俱 行彼 五 種 類 非 定 俱 行彼 五 種 類 非 定 俱 行  

問問 問問    真 如 與 識 ． 非 如 心 所 ． 何 故 此 ㆗ 亦 不 說 有 ？真 如 與 識 ． 非 如 心 所 ． 何 故 此 ㆗ 亦 不 說 有 ？真 如 與 識 ． 非 如 心 所 ． 何 故 此 ㆗ 亦 不 說 有 ？真 如 與 識 ． 非 如 心 所 ． 何 故 此 ㆗ 亦 不 說 有 ？  

     識 實 性 故識 實 性 故識 實 性 故識 實 性 故  

答答 答答    識 俱 有 故識 俱 有 故識 俱 有 故識 俱 有 故   非 我 法 依 ． 故 但 說 識 。非 我 法 依 ． 故 但 說 識 。非 我 法 依 ． 故 但 說 識 。非 我 法 依 ． 故 但 說 識 。  

     不 離 識 故不 離 識 故不 離 識 故不 離 識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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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 用用

                                

體體 體體

    

                                                                                                                        

     

    

    

    

    

    

    

    

    

    

    

    

    

    

    

    

                                                                                                                                                                                                                                                                                                

識 體識 體識 體識 體  
轉 似轉 似轉 似轉 似  

㆓ 分㆓ 分㆓ 分㆓ 分  

○ 變○ 變○ 變○ 變  

﹁ 相 見 ﹂ 俱 依 ﹁ 自 證 ﹂ 起 故﹁ 相 見 ﹂ 俱 依 ﹁ 自 證 ﹂ 起 故﹁ 相 見 ﹂ 俱 依 ﹁ 自 證 ﹂ 起 故﹁ 相 見 ﹂ 俱 依 ﹁ 自 證 ﹂ 起 故    用 不 離 體用 不 離 體用 不 離 體用 不 離 體    攝 末 歸 本 觀攝 末 歸 本 觀攝 末 歸 本 觀攝 末 歸 本 觀  

                           體 外 無 用體 外 無 用體 外 無 用體 外 無 用    捨 濫 留 純 觀捨 濫 留 純 觀捨 濫 留 純 觀捨 濫 留 純 觀  
 

依 斯 ㆓ 分 施 設依 斯 ㆓ 分 施 設依 斯 ㆓ 分 施 設依 斯 ㆓ 分 施 設 我 法我 法我 法我 法    我 法 非 有我 法 非 有我 法 非 有我 法 非 有    遣 虛 存遣 虛 存遣 虛 存遣 虛 存  

                   相 見 不 無相 見 不 無相 見 不 無相 見 不 無    實實 實實   觀觀 觀觀  

               現 見 ㆓ 分現 見 ㆓ 分現 見 ㆓ 分現 見 ㆓ 分  
﹁ 彼 ㆓ ﹂ 離 ﹁ 此 ﹂ 無 所 依 故﹁ 彼 ㆓ ﹂ 離 ﹁ 此 ﹂ 無 所 依 故﹁ 彼 ㆓ ﹂ 離 ﹁ 此 ﹂ 無 所 依 故﹁ 彼 ㆓ ﹂ 離 ﹁ 此 ﹂ 無 所 依 故  

       彼 我 ㆓ 名彼 我 ㆓ 名彼 我 ㆓ 名彼 我 ㆓ 名  

護 法 等護 法 等護 法 等護 法 等  
    

     

同 種同 種同 種同 種  
 

別 種別 種別 種別 種  

諸 識 體諸 識 體諸 識 體諸 識 體 ︱ 自 證 分自 證 分自 證 分自 證 分 ︱ 依 他 性依 他 性依 他 性依 他 性  
                   

轉 似 見 相 ㆓ 分 而 生轉 似 見 相 ㆓ 分 而 生轉 似 見 相 ㆓ 分 而 生轉 似 見 相 ㆓ 分 而 生    依 此 ㆓ 分 執 實 ㆓ 取 ． 聖 說 為 無依 此 ㆓ 分 執 實 ㆓ 取 ． 聖 說 為 無依 此 ㆓ 分 執 實 ㆓ 取 ． 聖 說 為 無依 此 ㆓ 分 執 實 ㆓ 取 ． 聖 說 為 無  

 非 依 他 ㆗ 無 此 ㆓ 分 ．非 依 他 ㆗ 無 此 ㆓ 分 ．非 依 他 ㆗ 無 此 ㆓ 分 ．非 依 他 ㆗ 無 此 ㆓ 分 ．  

㆒ 識 體 轉 似㆒ 識 體 轉 似㆒ 識 體 轉 似㆒ 識 體 轉 似    相相 相相    ㆓ 分 相 用 ︵ 如 蝸 角 ︶㆓ 分 相 用 ︵ 如 蝸 角 ︶㆓ 分 相 用 ︵ 如 蝸 角 ︶㆓ 分 相 用 ︵ 如 蝸 角 ︶  

             見見 見見  

㆒ 識 體 轉 似 見 分 ． 別 用 而 生 ．㆒ 識 體 轉 似 見 分 ． 別 用 而 生 ．㆒ 識 體 轉 似 見 分 ． 別 用 而 生 ．㆒ 識 體 轉 似 見 分 ． 別 用 而 生 ．                  

識 為 所 依 轉 相 分 種識 為 所 依 轉 相 分 種識 為 所 依 轉 相 分 種識 為 所 依 轉 相 分 種 ． 似 相 而 起 ．． 似 相 而 起 ．． 似 相 而 起 ．． 似 相 而 起 ．  

於 理於 理於 理於 理    此 依 他 起 ． 非 有 似 有 ． 實 非 ㆓ 分 ．此 依 他 起 ． 非 有 似 有 ． 實 非 ㆓ 分 ．此 依 他 起 ． 非 有 似 有 ． 實 非 ㆓ 分 ．此 依 他 起 ． 非 有 似 有 ． 實 非 ㆓ 分 ．  

為 勝為 勝為 勝為 勝    似 計 所 執 ㆓ 分 見 相 ． 故 立 似 名 ．似 計 所 執 ㆓ 分 見 相 ． 故 立 似 名 ．似 計 所 執 ㆓ 分 見 相 ． 故 立 似 名 ．似 計 所 執 ㆓ 分 見 相 ． 故 立 似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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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故 說 識 似 ㆓ 分 生 ？○ 何 故 說 識 似 ㆓ 分 生 ？○ 何 故 說 識 似 ㆓ 分 生 ？○ 何 故 說 識 似 ㆓ 分 生 ？

    

    

    

    

    

    

            

        

○ 此 依 他 起 如 何 說 為 我 法 ㆓ 相 ？○ 此 依 他 起 如 何 說 為 我 法 ㆓ 相 ？○ 此 依 他 起 如 何 說 為 我 法 ㆓ 相 ？○ 此 依 他 起 如 何 說 為 我 法 ㆓ 相 ？

    

    

    

    

    

                                                            

                                                                                                                                                                                                                                                                                                                        

    

△ 或 復 內 識 轉 似 外 境 。 我 法 分 別 熏 習 力 故 ， 諸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 。 此 我 法 相 雖 在 內 識 ， 而 由△ 或 復 內 識 轉 似 外 境 。 我 法 分 別 熏 習 力 故 ， 諸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 。 此 我 法 相 雖 在 內 識 ， 而 由△ 或 復 內 識 轉 似 外 境 。 我 法 分 別 熏 習 力 故 ， 諸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 。 此 我 法 相 雖 在 內 識 ， 而 由△ 或 復 內 識 轉 似 外 境 。 我 法 分 別 熏 習 力 故 ， 諸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 。 此 我 法 相 雖 在 內 識 ， 而 由

    

分 別 似 外 境 現 。 諸 有 情 類 無 始 時 來 ， 緣 此 執 為 實 我 實 法 。 如 患 夢 者 ， 患 夢 力 故 ， 心 似 種分 別 似 外 境 現 。 諸 有 情 類 無 始 時 來 ， 緣 此 執 為 實 我 實 法 。 如 患 夢 者 ， 患 夢 力 故 ， 心 似 種分 別 似 外 境 現 。 諸 有 情 類 無 始 時 來 ， 緣 此 執 為 實 我 實 法 。 如 患 夢 者 ， 患 夢 力 故 ， 心 似 種分 別 似 外 境 現 。 諸 有 情 類 無 始 時 來 ， 緣 此 執 為 實 我 實 法 。 如 患 夢 者 ， 患 夢 力 故 ， 心 似 種

    

種 外 境 相 現 。 緣 此 執 為 實 有 外 境 。種 外 境 相 現 。 緣 此 執 為 實 有 外 境 。種 外 境 相 現 。 緣 此 執 為 實 有 外 境 。種 外 境 相 現 。 緣 此 執 為 實 有 外 境 。

    

    

    

  相 見 依相 見 依相 見 依相 見 依  
○○ ○○  

  自 證 起自 證 起自 證 起自 證 起  

若 無 自 證 ． ㆓ 定 不 生若 無 自 證 ． ㆓ 定 不 生若 無 自 證 ． ㆓ 定 不 生若 無 自 證 ． ㆓ 定 不 生  

如 無 頭 時 ． 角 定 非 有如 無 頭 時 ． 角 定 非 有如 無 頭 時 ． 角 定 非 有如 無 頭 時 ． 角 定 非 有    依 他 起 性依 他 起 性依 他 起 性依 他 起 性  

及 無 鏡 時 ． 面 影 不 起及 無 鏡 時 ． 面 影 不 起及 無 鏡 時 ． 面 影 不 起及 無 鏡 時 ． 面 影 不 起  

依 斯 ㆓ 分依 斯 ㆓ 分依 斯 ㆓ 分依 斯 ㆓ 分  

㆘ ㆓ 句㆘ ㆓ 句㆘ ㆓ 句㆘ ㆓ 句  

依 止 依 他 相 見 ㆓ 分 ． 施 設 遍 計 所 執 ． 我 法 ㆓ 實 分 ． 依 起 執 故 ．依 止 依 他 相 見 ㆓ 分 ． 施 設 遍 計 所 執 ． 我 法 ㆓ 實 分 ． 依 起 執 故 ．依 止 依 他 相 見 ㆓ 分 ． 施 設 遍 計 所 執 ． 我 法 ㆓ 實 分 ． 依 起 執 故 ．依 止 依 他 相 見 ㆓ 分 ． 施 設 遍 計 所 執 ． 我 法 ㆓ 實 分 ． 依 起 執 故 ．  

若 離 於 此 依 他 ㆓ 分 ． 彼 無 所 依 ． 故 說 依 他 ． 為 執 依 止 染 分 依 故 ．若 離 於 此 依 他 ㆓ 分 ． 彼 無 所 依 ． 故 說 依 他 ． 為 執 依 止 染 分 依 故 ．若 離 於 此 依 他 ㆓ 分 ． 彼 無 所 依 ． 故 說 依 他 ． 為 執 依 止 染 分 依 故 ．若 離 於 此 依 他 ㆓ 分 ． 彼 無 所 依 ． 故 說 依 他 ． 為 執 依 止 染 分 依 故 ．  

此 顯 我 法 假 說 所 由此 顯 我 法 假 說 所 由此 顯 我 法 假 說 所 由此 顯 我 法 假 說 所 由  

㆖ 來 總 是 護 法 解 訖㆖ 來 總 是 護 法 解 訖㆖ 來 總 是 護 法 解 訖㆖ 來 總 是 護 法 解 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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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 陀 親 勝 等 義○ 難 陀 親 勝 等 義○ 難 陀 親 勝 等 義○ 難 陀 親 勝 等 義  

此 相 分 離 ． 實 在 於 內 ． 不 離 於 識 ．此 相 分 離 ． 實 在 於 內 ． 不 離 於 識 ．此 相 分 離 ． 實 在 於 內 ． 不 離 於 識 ．此 相 分 離 ． 實 在 於 內 ． 不 離 於 識 ．  
妄 情 執 為 似 外 境 現 ． 實 在 內 也 ．妄 情 執 為 似 外 境 現 ． 實 在 內 也 ．妄 情 執 為 似 外 境 現 ． 實 在 內 也 ．妄 情 執 為 似 外 境 現 ． 實 在 內 也 ．  

即 以 依 他 似 計 所 執 ． 依 此 似 外 相 分 之 ㆖ ．即 以 依 他 似 計 所 執 ． 依 此 似 外 相 分 之 ㆖ ．即 以 依 他 似 計 所 執 ． 依 此 似 外 相 分 之 ㆖ ．即 以 依 他 似 計 所 執 ． 依 此 似 外 相 分 之 ㆖ ．  

世 間 聖 教 執 說 我 法世 間 聖 教 執 說 我 法世 間 聖 教 執 說 我 法世 間 聖 教 執 說 我 法 ．． ．．  

見 變 似 能 取 ． 亦 相 分 攝 ．見 變 似 能 取 ． 亦 相 分 攝 ．見 變 似 能 取 ． 亦 相 分 攝 ．見 變 似 能 取 ． 亦 相 分 攝 ．  

我 法 分 別 熏 習 力 故我 法 分 別 熏 習 力 故我 法 分 別 熏 習 力 故我 法 分 別 熏 習 力 故  

○○ ○○  

  諸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諸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諸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諸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  

但 立 見 相 以 為 依 他但 立 見 相 以 為 依 他但 立 見 相 以 為 依 他但 立 見 相 以 為 依 他  

不 說 第 ㆔ 第 ㆕ 分不 說 第 ㆔ 第 ㆕ 分不 說 第 ㆔ 第 ㆕ 分不 說 第 ㆔ 第 ㆕ 分  
內 識內 識內 識內 識  

○ 轉 似轉 似轉 似轉 似  

外 境外 境外 境外 境  

護 法護 法護 法護 法  

難 陀難 陀難 陀難 陀  

等等 等等  
由 七 識 熏 習 分 別 力 故由 七 識 熏 習 分 別 力 故由 七 識 熏 習 分 別 力 故由 七 識 熏 習 分 別 力 故  

八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八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八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八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  

第 六 七 識 妄 熏 習 故第 六 七 識 妄 熏 習 故第 六 七 識 妄 熏 習 故第 六 七 識 妄 熏 習 故  
八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八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八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八 識 生 時 變 似 我 法  

安 慧安 慧安 慧安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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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自 體 即 依 依 他 起自 體 即 依 依 他 起自 體 即 依 依 他 起自 體 即 依 依 他 起   計 執計 執計 執計 執

    

                                                                                                                                                            

不 說 依 於 圓 成 起 計 所 執 親 不 得 故不 說 依 於 圓 成 起 計 所 執 親 不 得 故不 說 依 於 圓 成 起 計 所 執 親 不 得 故不 說 依 於 圓 成 起 計 所 執 親 不 得 故

    

    

    

        

○○ ○○

    

    

    

    

    

    

    

    

    

    

 

法 在 內法 在 內法 在 內法 在 內  
外 境 現外 境 現外 境 現外 境 現  

所 變 似 我 法 相 ． 雖 在 內 識 ．所 變 似 我 法 相 ． 雖 在 內 識 ．所 變 似 我 法 相 ． 雖 在 內 識 ．所 變 似 我 法 相 ． 雖 在 內 識 ．  

而 由 六 七 惑 總 八 識 虛 妄 分 別 之 力 ．而 由 六 七 惑 總 八 識 虛 妄 分 別 之 力 ．而 由 六 七 惑 總 八 識 虛 妄 分 別 之 力 ．而 由 六 七 惑 總 八 識 虛 妄 分 別 之 力 ．  

實 非 在 外 ． 似 外 境 現 ．實 非 在 外 ． 似 外 境 現 ．實 非 在 外 ． 似 外 境 現 ．實 非 在 外 ． 似 外 境 現 ．  

諸 有 情 類 由 無 明 力諸 有 情 類 由 無 明 力諸 有 情 類 由 無 明 力諸 有 情 類 由 無 明 力  
無 始 時 來 緣 此 所 變 似 我 似 法無 始 時 來 緣 此 所 變 似 我 似 法無 始 時 來 緣 此 所 變 似 我 似 法無 始 時 來 緣 此 所 變 似 我 似 法  

執 為 實 我 實 法執 為 實 我 實 法執 為 實 我 實 法執 為 實 我 實 法  

有 情有 情有 情有 情  

執 實執 實執 實執 實  

如 患 熱 病 ． 損 眼 根 力如 患 熱 病 ． 損 眼 根 力如 患 熱 病 ． 損 眼 根 力如 患 熱 病 ． 損 眼 根 力  

所 見 青 色 ． 皆 以 為 黃所 見 青 色 ． 皆 以 為 黃所 見 青 色 ． 皆 以 為 黃所 見 青 色 ． 皆 以 為 黃  如 患 夢如 患 夢如 患 夢如 患 夢  

者 等者 等者 等者 等  

患患 患患  
 

 

夢夢 夢夢  

此 對 經 部 等此 對 經 部 等此 對 經 部 等此 對 經 部 等  

若 對 薩 婆 多若 對 薩 婆 多若 對 薩 婆 多若 對 薩 婆 多  

如如 如如 夢 者 顛 倒 緣 力夢 者 顛 倒 緣 力夢 者 顛 倒 緣 力夢 者 顛 倒 緣 力  

所 夢 諸 事 ． 皆 謂 真 實所 夢 諸 事 ． 皆 謂 真 實所 夢 諸 事 ． 皆 謂 真 實所 夢 諸 事 ． 皆 謂 真 實  

即 患 夢 緣即 患 夢 緣即 患 夢 緣即 患 夢 緣  

心 似 種 種 外 境 相 現心 似 種 種 外 境 相 現心 似 種 種 外 境 相 現心 似 種 種 外 境 相 現  

體 實 自 心體 實 自 心體 實 自 心體 實 自 心  

此 喻 不 成此 喻 不 成此 喻 不 成此 喻 不 成 ︱ 夢 等 所 見 皆 真 實 故 。夢 等 所 見 皆 真 實 故 。夢 等 所 見 皆 真 實 故 。夢 等 所 見 皆 真 實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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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 夫 所 計 實 我 實 法 ， 都 無 所 有 。 但 隨 妄 情 而 施 設 故 ， 說 之 為 假 。 內 識 所 變 似 我 似 法 ， 雖△ 愚 夫 所 計 實 我 實 法 ， 都 無 所 有 。 但 隨 妄 情 而 施 設 故 ， 說 之 為 假 。 內 識 所 變 似 我 似 法 ， 雖△ 愚 夫 所 計 實 我 實 法 ， 都 無 所 有 。 但 隨 妄 情 而 施 設 故 ， 說 之 為 假 。 內 識 所 變 似 我 似 法 ， 雖△ 愚 夫 所 計 實 我 實 法 ， 都 無 所 有 。 但 隨 妄 情 而 施 設 故 ， 說 之 為 假 。 內 識 所 變 似 我 似 法 ， 雖

    

有 而 非 實 我 法 性 。 然 似 彼 現 ， 故 說有 而 非 實 我 法 性 。 然 似 彼 現 ， 故 說有 而 非 實 我 法 性 。 然 似 彼 現 ， 故 說有 而 非 實 我 法 性 。 然 似 彼 現 ， 故 說 為 假 。為 假 。為 假 。為 假 。

    

    

    

    

    

    

    

    

    

    

    

    

    

㆒㆒ ㆒㆒  顯 我 法 皆 假 所 由顯 我 法 皆 假 所 由顯 我 法 皆 假 所 由顯 我 法 皆 假 所 由  

㆓㆓ ㆓㆓  遮 增 減 軌遮 增 減 軌遮 增 減 軌遮 增 減 軌  

㆔㆔ ㆔㆔  ㆓ 諦 攝㆓ 諦 攝㆓ 諦 攝㆓ 諦 攝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 ㆘ 文 有 ㆔○ ㆘ 文 有 ㆔○ ㆘ 文 有 ㆔○ ㆘ 文 有 ㆔  
顯 我 法顯 我 法顯 我 法顯 我 法  

○ 皆皆 皆皆   假假 假假  

所所 所所   由由 由由  

愚 夫 虛 妄 所 執 實 我 實 法 ， 都 無 所 有 情 ， 有 理 無 故 。愚 夫 虛 妄 所 執 實 我 實 法 ， 都 無 所 有 情 ， 有 理 無 故 。愚 夫 虛 妄 所 執 實 我 實 法 ， 都 無 所 有 情 ， 有 理 無 故 。愚 夫 虛 妄 所 執 實 我 實 法 ， 都 無 所 有 情 ， 有 理 無 故 。  

世 間 假 我 假 法 ， 非 必 有 體 ， 方 說 為 假 ， 但 隨 妄 情 說 為 假 故 。世 間 假 我 假 法 ， 非 必 有 體 ， 方 說 為 假 ， 但 隨 妄 情 說 為 假 故 。世 間 假 我 假 法 ， 非 必 有 體 ， 方 說 為 假 ， 但 隨 妄 情 說 為 假 故 。世 間 假 我 假 法 ， 非 必 有 體 ， 方 說 為 假 ， 但 隨 妄 情 說 為 假 故 。  

內 識 所 變 似 我 似 法 ， 雖 體 依 他 ， 緣 起 是 有 ， 而 非 是 彼 ， 妄 情 所 執 實 我 法內 識 所 變 似 我 似 法 ， 雖 體 依 他 ， 緣 起 是 有 ， 而 非 是 彼 ， 妄 情 所 執 實 我 法內 識 所 變 似 我 似 法 ， 雖 體 依 他 ， 緣 起 是 有 ， 而 非 是 彼 ， 妄 情 所 執 實 我 法內 識 所 變 似 我 似 法 ， 雖 體 依 他 ， 緣 起 是 有 ， 而 非 是 彼 ， 妄 情 所 執 實 我 法  

性 ， 此 緣 起 性 ， 無 主 宰 故 ， 無 作 用 故 。性 ， 此 緣 起 性 ， 無 主 宰 故 ， 無 作 用 故 。性 ， 此 緣 起 性 ， 無 主 宰 故 ， 無 作 用 故 。性 ， 此 緣 起 性 ， 無 主 宰 故 ， 無 作 用 故 。  

若 爾 如 何 諸 聖 教 等 說 為 我 法 。若 爾 如 何 諸 聖 教 等 說 為 我 法 。若 爾 如 何 諸 聖 教 等 說 為 我 法 。若 爾 如 何 諸 聖 教 等 說 為 我 法 。  

正 解 假正 解 假正 解 假正 解 假    顯 聖 教 假 我 假 法 ， 有 體 強 設 ， 義 依 於 體 。顯 聖 教 假 我 假 法 ， 有 體 強 設 ， 義 依 於 體 。顯 聖 教 假 我 假 法 ， 有 體 強 設 ， 義 依 於 體 。顯 聖 教 假 我 假 法 ， 有 體 強 設 ， 義 依 於 體 。  

         由 似 我 法 ， 能 執 妄 情 ， 有 主 宰 用 現 。由 似 我 法 ， 能 執 妄 情 ， 有 主 宰 用 現 。由 似 我 法 ， 能 執 妄 情 ， 有 主 宰 用 現 。由 似 我 法 ， 能 執 妄 情 ， 有 主 宰 用 現 。  

         說 此 依 他 為 假 我 法 。說 此 依 他 為 假 我 法 。說 此 依 他 為 假 我 法 。說 此 依 他 為 假 我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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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境 隨 情 而 施 設 故 ， 非 有 如 識 。 內 識 必 依 因 緣 生 故 ， 非 無 如 境 。 由 此 便 遮 增 減 ㆓ 執 。△ 外 境 隨 情 而 施 設 故 ， 非 有 如 識 。 內 識 必 依 因 緣 生 故 ， 非 無 如 境 。 由 此 便 遮 增 減 ㆓ 執 。△ 外 境 隨 情 而 施 設 故 ， 非 有 如 識 。 內 識 必 依 因 緣 生 故 ， 非 無 如 境 。 由 此 便 遮 增 減 ㆓ 執 。△ 外 境 隨 情 而 施 設 故 ， 非 有 如 識 。 內 識 必 依 因 緣 生 故 ， 非 無 如 境 。 由 此 便 遮 增 減 ㆓ 執 。

    

    
△ ㆓ 、 遮 增 減 執△ ㆓ 、 遮 增 減 執△ ㆓ 、 遮 增 減 執△ ㆓ 、 遮 增 減 執

    

    

    

    

    

    

    

    

    

    

    

    

    

    

    

    

    

遮 增遮 增遮 增遮 增  

○○ ○○  

  減 執減 執減 執減 執  

遮 增遮 增遮 增遮 增   心 外 我 法心 外 我 法心 外 我 法心 外 我 法  
益 執益 執益 執益 執   體 性 非 有體 性 非 有體 性 非 有體 性 非 有  

遮 外 計 離 心 之遮 外 計 離 心 之遮 外 計 離 心 之遮 外 計 離 心 之  
境 實 有 增 執境 實 有 增 執境 實 有 增 執境 實 有 增 執  

遍 計 所 執 ， 心 外 實 境 。遍 計 所 執 ， 心 外 實 境 。遍 計 所 執 ， 心 外 實 境 。遍 計 所 執 ， 心 外 實 境 。  

由 隨 妄 情 施 設 為 假 ， 體 實 都 無 。由 隨 妄 情 施 設 為 假 ， 體 實 都 無 。由 隨 妄 情 施 設 為 假 ， 體 實 都 無 。由 隨 妄 情 施 設 為 假 ， 體 實 都 無 。  

非 與 依 他 內 識 相 似 。非 與 依 他 內 識 相 似 。非 與 依 他 內 識 相 似 。非 與 依 他 內 識 相 似 。  

遮 損遮 損遮 損遮 損  

減 執減 執減 執減 執  

                   內 識 體 是 依 他 故 ， 必 依 種 子 因 緣 所 生 。內 識 體 是 依 他 故 ， 必 依 種 子 因 緣 所 生 。內 識 體 是 依 他 故 ， 必 依 種 子 因 緣 所 生 。內 識 體 是 依 他 故 ， 必 依 種 子 因 緣 所 生 。  

﹁ 內 識 ﹂ 體 性 非 無﹁ 內 識 ﹂ 體 性 非 無﹁ 內 識 ﹂ 體 性 非 無﹁ 內 識 ﹂ 體 性 非 無    非 體 是 無 ， 如 遍 計 境 ， 彼 實 我 法 ， 猶 如 龜 毛 。非 體 是 無 ， 如 遍 計 境 ， 彼 實 我 法 ， 猶 如 龜 毛 。非 體 是 無 ， 如 遍 計 境 ， 彼 實 我 法 ， 猶 如 龜 毛 。非 體 是 無 ， 如 遍 計 境 ， 彼 實 我 法 ， 猶 如 龜 毛 。 

                   識 依 他 有 ， 故 非 彼 類 。識 依 他 有 ， 故 非 彼 類 。識 依 他 有 ， 故 非 彼 類 。識 依 他 有 ， 故 非 彼 類 。  

遮 邪 見 惡 取 空 者 之 損 減 執遮 邪 見 惡 取 空 者 之 損 減 執遮 邪 見 惡 取 空 者 之 損 減 執遮 邪 見 惡 取 空 者 之 損 減 執  

色 等 相 見 ㆓ 分 。色 等 相 見 ㆓ 分 。色 等 相 見 ㆓ 分 。色 等 相 見 ㆓ 分 。  

內 識 所 變 ， 不 離 識 故 。內 識 所 變 ， 不 離 識 故 。內 識 所 變 ， 不 離 識 故 。內 識 所 變 ， 不 離 識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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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 依 內 識 而 假 立 故 ， 唯 世 俗 有 。 識 是 假 境 所 依 事 故 ， 亦 勝 義 有 。△ 境 依 內 識 而 假 立 故 ， 唯 世 俗 有 。 識 是 假 境 所 依 事 故 ， 亦 勝 義 有 。△ 境 依 內 識 而 假 立 故 ， 唯 世 俗 有 。 識 是 假 境 所 依 事 故 ， 亦 勝 義 有 。△ 境 依 內 識 而 假 立 故 ， 唯 世 俗 有 。 識 是 假 境 所 依 事 故 ， 亦 勝 義 有 。

    

    
△ ㆔ 、 ㆓ 諦 攝△ ㆔ 、 ㆓ 諦 攝△ ㆔ 、 ㆓ 諦 攝△ ㆔ 、 ㆓ 諦 攝

    

    

    

    

    

    

    

    

△ ㆖ 略 明 頌 ㆖ ㆔ 句△ ㆖ 略 明 頌 ㆖ ㆔ 句△ ㆖ 略 明 頌 ㆖ ㆔ 句△ ㆖ 略 明 頌 ㆖ ㆔ 句

    

    

△ ㆘ 廣 釋 如 是 ㆔ 句△ ㆘ 廣 釋 如 是 ㆔ 句△ ㆘ 廣 釋 如 是 ㆔ 句△ ㆘ 廣 釋 如 是 ㆔ 句

            

初 、 廣 破 外 執 成 此 ㆔ 句初 、 廣 破 外 執 成 此 ㆔ 句初 、 廣 破 外 執 成 此 ㆔ 句初 、 廣 破 外 執 成 此 ㆔ 句 ㆕㆕ ㆕㆕

            

㆒㆒ ㆒㆒

    

總 問總 問總 問總 問

    

                                                                                                                                                                            

㆓㆓ ㆓㆓

    

略 答略 答略 答略 答

    

                                                                                                                                                                            

㆔㆔ ㆔㆔

    

別 問 別 答別 問 別 答別 問 別 答別 問 別 答

    

                                                                                                                                                                            

㆕㆕ ㆕㆕

    

別 徵 總 結別 徵 總 結別 徵 總 結別 徵 總 結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㆓ 、 略 釋 外 難 重 淨 此㆓ 、 略 釋 外 難 重 淨 此㆓ 、 略 釋 外 難 重 淨 此㆓ 、 略 釋 外 難 重 淨 此 ㆔㆔ ㆔㆔

    

    

    

世 俗世 俗世 俗世 俗 者 執 有者 執 有者 執 有者 執 有  

勝 義 者 說 無勝 義 者 說 無勝 義 者 說 無勝 義 者 說 無  
內 因 緣 識 相 見 分 等內 因 緣 識 相 見 分 等內 因 緣 識 相 見 分 等內 因 緣 識 相 見 分 等  

假 境 所 依 依 他 性 事假 境 所 依 依 他 性 事假 境 所 依 依 他 性 事假 境 所 依 依 他 性 事  

心 外 境 其 體 都 無心 外 境 其 體 都 無心 外 境 其 體 都 無心 外 境 其 體 都 無  
依 內 妄 情 假 名 我 法依 內 妄 情 假 名 我 法依 內 妄 情 假 名 我 法依 內 妄 情 假 名 我 法    ㆓ 諦㆓ 諦㆓ 諦㆓ 諦  

○○ ○○  

  攝 假攝 假攝 假攝 假  世 俗 者 說 有世 俗 者 說 有世 俗 者 說 有世 俗 者 說 有  

勝 義 者 說 有勝 義 者 說 有勝 義 者 說 有勝 義 者 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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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何 應 知 實 無 外 境 ， 唯 有 內 識 似 外 境 生 ？△ 云 何 應 知 實 無 外 境 ， 唯 有 內 識 似 外 境 生 ？△ 云 何 應 知 實 無 外 境 ， 唯 有 內 識 似 外 境 生 ？△ 云 何 應 知 實 無 外 境 ， 唯 有 內 識 似 外 境 生 ？

    

    

    

    

    

    

    

    

    

△ 實 我 實 法 不 可 得 故 。△ 實 我 實 法 不 可 得 故 。△ 實 我 實 法 不 可 得 故 。△ 實 我 實 法 不 可 得 故 。

    

 

△ ㆓ 略 答△ ㆓ 略 答△ ㆓ 略 答△ ㆓ 略 答 ∣ 謂 實 我 法 ， 現 比 ㆓ 量 ， 所 不 能 成 ， 名 不 可 得 。謂 實 我 法 ， 現 比 ㆓ 量 ， 所 不 能 成 ， 名 不 可 得 。謂 實 我 法 ， 現 比 ㆓ 量 ， 所 不 能 成 ， 名 不 可 得 。謂 實 我 法 ， 現 比 ㆓ 量 ， 所 不 能 成 ， 名 不 可 得 。

    

    

△ 如△ 如△ 如△ 如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

    

    

△ ㆔ 別 問 答△ ㆔ 別 問 答△ ㆔ 別 問 答△ ㆔ 別 問 答

            

初初 初初

    

問 答 我問 答 我問 答 我問 答 我

            

初初 初初

    

問問 問問

    

                                                    

㆓㆓ ㆓㆓

    

問 答 法問 答 法問 答 法問 答 法

            

㆓㆓ ㆓㆓

    

答答 答答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外 道外 道外 道外 道  

○ 問○ 問○ 問○ 問  士 夫 用 有 • 何 為 我 無士 夫 用 有 • 何 為 我 無士 夫 用 有 • 何 為 我 無士 夫 用 有 • 何 為 我 無  

依 緣 積 聚 • 色 等 是 有依 緣 積 聚 • 色 等 是 有依 緣 積 聚 • 色 等 是 有依 緣 積 聚 • 色 等 是 有  
得 等 成 就 • 行 蘊 非 無得 等 成 就 • 行 蘊 非 無得 等 成 就 • 行 蘊 非 無得 等 成 就 • 行 蘊 非 無  

聖 說 無 為 • 寧 撥 無 法聖 說 無 為 • 寧 撥 無 法聖 說 無 為 • 寧 撥 無 法聖 說 無 為 • 寧 撥 無 法  

有 作 有 受 • 我 體 寧 無有 作 有 受 • 我 體 寧 無有 作 有 受 • 我 體 寧 無有 作 有 受 • 我 體 寧 無  

有 礙 有 緣 • 寧 無 法 體有 礙 有 緣 • 寧 無 法 體有 礙 有 緣 • 寧 無 法 體有 礙 有 緣 • 寧 無 法 體  
小 乘小 乘小 乘小 乘  

豈 離 識 時 • 便 無 外 境豈 離 識 時 • 便 無 外 境豈 離 識 時 • 便 無 外 境豈 離 識 時 • 便 無 外 境  

云 何 知 識 • 似 外 境 生云 何 知 識 • 似 外 境 生云 何 知 識 • 似 外 境 生云 何 知 識 • 似 外 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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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㆓ 、 答△ ㆓ 、 答△ ㆓ 、 答△ ㆓ 、 答

            
初初 初初

    

敘 ㆔ 類 計 正 破 外 道敘 ㆔ 類 計 正 破 外 道敘 ㆔ 類 計 正 破 外 道敘 ㆔ 類 計 正 破 外 道

                                        

初初 初初

    

敘 ㆔ 計敘 ㆔ 計敘 ㆔ 計敘 ㆔ 計

    

                                            

㆓㆓ ㆓㆓

    
復 敘 ㆔ 類 計 兼 破 小 乘復 敘 ㆔ 類 計 兼 破 小 乘復 敘 ㆔ 類 計 兼 破 小 乘復 敘 ㆔ 類 計 兼 破 小 乘

                                

㆓㆓ ㆓㆓

    

別 破 ㆔別 破 ㆔別 破 ㆔別 破 ㆔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㆔㆔ ㆔㆔

    

總 破 ㆖ ㆓ 差 別 執 我總 破 ㆖ ㆓ 差 別 執 我總 破 ㆖ ㆓ 差 別 執 我總 破 ㆖ ㆓ 差 別 執 我

    

                                            

㆕㆕ ㆕㆕

    

解 釋 彼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次解 釋 彼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次解 釋 彼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次解 釋 彼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次

    

                                            

五五 五五

    

假 設 外 徵 ． 釋 諸 妨 難假 設 外 徵 ． 釋 諸 妨 難假 設 外 徵 ． 釋 諸 妨 難假 設 外 徵 ． 釋 諸 妨 難

    

    

△ 諸 所 執 我 ， 略 有 ㆔ 種 ： ㆒ 者 執 我△ 諸 所 執 我 ， 略 有 ㆔ 種 ： ㆒ 者 執 我△ 諸 所 執 我 ， 略 有 ㆔ 種 ： ㆒ 者 執 我△ 諸 所 執 我 ， 略 有 ㆔ 種 ： ㆒ 者 執 我 體 常 周體 常 周體 常 周體 常 周   量 同 虛 空 ， 隨 處 造 業 受 苦 樂 故 。 ㆓ 者 執 我 其 體量 同 虛 空 ， 隨 處 造 業 受 苦 樂 故 。 ㆓ 者 執 我 其 體量 同 虛 空 ， 隨 處 造 業 受 苦 樂 故 。 ㆓ 者 執 我 其 體量 同 虛 空 ， 隨 處 造 業 受 苦 樂 故 。 ㆓ 者 執 我 其 體

    

雖 常 ， 而 量 不 定 。 隨 身 大 小 有 卷 舒 故 。 ㆔ 者 執 我 體 常 至 細 ， 如 ㆒ 極 微 潛 轉 身 ㆗ 作 事 業 故 。雖 常 ， 而 量 不 定 。 隨 身 大 小 有 卷 舒 故 。 ㆔ 者 執 我 體 常 至 細 ， 如 ㆒ 極 微 潛 轉 身 ㆗ 作 事 業 故 。雖 常 ， 而 量 不 定 。 隨 身 大 小 有 卷 舒 故 。 ㆔ 者 執 我 體 常 至 細 ， 如 ㆒ 極 微 潛 轉 身 ㆗ 作 事 業 故 。雖 常 ， 而 量 不 定 。 隨 身 大 小 有 卷 舒 故 。 ㆔ 者 執 我 體 常 至 細 ， 如 ㆒ 極 微 潛 轉 身 ㆗ 作 事 業 故 。

    

    

    

    

    

    

    

  犢 子 部 師犢 子 部 師犢 子 部 師犢 子 部 師  

  正正 正正  量量 量量  部部 部部  
○○ ○○  

本 經 量 部 等本 經 量 部 等本 經 量 部 等本 經 量 部 等  

外 道 等外 道 等外 道 等外 道 等  

大 乘 所 說 我 法 無 者 ． 且 置 於 法大 乘 所 說 我 法 無 者 ． 且 置 於 法大 乘 所 說 我 法 無 者 ． 且 置 於 法大 乘 所 說 我 法 無 者 ． 且 置 於 法  

如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如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如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如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  

咸 問咸 問咸 問咸 問  

㆒㆒ ㆒㆒  
 

㆓㆓ ㆓㆓  
 

㆔㆔ ㆔㆔  

  執 我執 我執 我執 我  

○○ ○○  

  略 ㆔略 ㆔略 ㆔略 ㆔  

勝 論勝 論勝 論勝 論 ︱ 計 作 受 者計 作 受 者計 作 受 者計 作 受 者   體 常 周體 常 周體 常 周體 常 周      量 同 虛 空量 同 虛 空量 同 虛 空量 同 虛 空  

數 論數 論數 論數 論 ︱ 計 受 者計 受 者計 受 者計 受 者     隨 處 造 業 • 受 苦 樂 故隨 處 造 業 • 受 苦 樂 故隨 處 造 業 • 受 苦 樂 故隨 處 造 業 • 受 苦 樂 故  

無 慚無 慚無 慚無 慚             其 體 雖 常 ． 而 量 不 定其 體 雖 常 ． 而 量 不 定其 體 雖 常 ． 而 量 不 定其 體 雖 常 ． 而 量 不 定  

尼 犍 子尼 犍 子尼 犍 子尼 犍 子           隨 身 大 小 ． 有 卷 舒 故隨 身 大 小 ． 有 卷 舒 故隨 身 大 小 ． 有 卷 舒 故隨 身 大 小 ． 有 卷 舒 故  

獸 主獸 主獸 主獸 主             體 常 至 細 ． 如 ㆒ 極 微體 常 至 細 ． 如 ㆒ 極 微體 常 至 細 ． 如 ㆒ 極 微體 常 至 細 ． 如 ㆒ 極 微  

  出出 出出             潛 轉 身 ㆗ ． 作 事 業 故潛 轉 身 ㆗ ． 作 事 業 故潛 轉 身 ㆗ ． 作 事 業 故潛 轉 身 ㆗ ． 作 事 業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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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敘總 敘總 敘總 敘  

  ㆔ 計㆔ 計㆔ 計㆔ 計  

○○ ○○  

  五 師五 師五 師五 師  

  執 我執 我執 我執 我  
㆒㆒ ㆒㆒  常常 常常    我 體 常 住我 體 常 住我 體 常 住我 體 常 住     從 過 去 來從 過 去 來從 過 去 來從 過 去 來  

        無 初 後 故無 初 後 故無 初 後 故無 初 後 故     未 來 不 斷未 來 不 斷未 來 不 斷未 來 不 斷  

                    現 在 相 續現 在 相 續現 在 相 續現 在 相 續  

㆓㆓ ㆓㆓  周周 周周      五 趣 之 ㆗ ． 體 周五 趣 之 ㆗ ． 體 周五 趣 之 ㆗ ． 體 周五 趣 之 ㆗ ． 體 周   故故 故故  

         趣 趣 有 身 ． 非 定 恒 居 ㆒ 趣 ㆗ 故趣 趣 有 身 ． 非 定 恒 居 ㆒ 趣 ㆗ 故趣 趣 有 身 ． 非 定 恒 居 ㆒ 趣 ㆗ 故趣 趣 有 身 ． 非 定 恒 居 ㆒ 趣 ㆗ 故  

㆔㆔ ㆔㆔  量 同量 同量 同量 同 虛 空虛 空虛 空虛 空 ︱ 遍 十 方 故遍 十 方 故遍 十 方 故遍 十 方 故  

何 以 同 空何 以 同 空何 以 同 空何 以 同 空  

隨 處 即 能 造 種 種 業 受 苦 樂 故隨 處 即 能 造 種 種 業 受 苦 樂 故隨 處 即 能 造 種 種 業 受 苦 樂 故隨 處 即 能 造 種 種 業 受 苦 樂 故  

數 論數 論數 論數 論    
 

 

勝 論勝 論勝 論勝 論    

㆒㆒ ㆒㆒  
 

 

 

 

 

㆓㆓ ㆓㆓  
 

 

 

 

㆔㆔ ㆔㆔  

無 慚無 慚無 慚無 慚    宗 ︱ 我 體 雖 常 ， 大 小 不 定 。宗 ︱ 我 體 雖 常 ， 大 小 不 定 。宗 ︱ 我 體 雖 常 ， 大 小 不 定 。宗 ︱ 我 體 雖 常 ， 大 小 不 定 。  

       因 ︱ 身 若 大 時 ， 我 量 便 舒 ； 身 若 小 時 ， 我 量 便 卷 。因 ︱ 身 若 大 時 ， 我 量 便 舒 ； 身 若 小 時 ， 我 量 便 卷 。因 ︱ 身 若 大 時 ， 我 量 便 舒 ； 身 若 小 時 ， 我 量 便 卷 。因 ︱ 身 若 大 時 ， 我 量 便 舒 ； 身 若 小 時 ， 我 量 便 卷 。 

之 類之 類之 類之 類    喻 ︱ 如 ㆒ 牛 皮 日 炙 便 卷 水 濕 便 舒 。喻 ︱ 如 ㆒ 牛 皮 日 炙 便 卷 水 濕 便 舒 。喻 ︱ 如 ㆒ 牛 皮 日 炙 便 卷 水 濕 便 舒 。喻 ︱ 如 ㆒ 牛 皮 日 炙 便 卷 水 濕 便 舒 。  

成成 成成   因因 因因  

我 ㆔ 義我 ㆔ 義我 ㆔ 義我 ㆔ 義  

獸 主獸 主獸 主獸 主  
 

遍 出遍 出遍 出遍 出  

外 道 名 播 輸 缽 多外 道 名 播 輸 缽 多外 道 名 播 輸 缽 多外 道 名 播 輸 缽 多  

宗宗 宗宗 ｜ 體 常 至 細 。體 常 至 細 。體 常 至 細 。體 常 至 細 。  

因因 因因 ｜ 以 我 量 小 ， 有 自 在 用 ， 小 輕 利 故 。以 我 量 小 ， 有 自 在 用 ， 小 輕 利 故 。以 我 量 小 ， 有 自 在 用 ， 小 輕 利 故 。以 我 量 小 ， 有 自 在 用 ， 小 輕 利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㆒ 極 微如 ㆒ 極 微如 ㆒ 極 微如 ㆒ 極 微  

   遍 能 出 離 諸 俗 世 間遍 能 出 離 諸 俗 世 間遍 能 出 離 諸 俗 世 間遍 能 出 離 諸 俗 世 間  

   即 是 出 家 外 道 之 類即 是 出 家 外 道 之 類即 是 出 家 外 道 之 類即 是 出 家 外 道 之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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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且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執 我 常△ 初 且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執 我 常△ 初 且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執 我 常△ 初 且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執 我 常   量 同 虛 空 ， 應 不 隨 身 受 苦 樂 等 。 又 常量 同 虛 空 ， 應 不 隨 身 受 苦 樂 等 。 又 常量 同 虛 空 ， 應 不 隨 身 受 苦 樂 等 。 又 常量 同 虛 空 ， 應 不 隨 身 受 苦 樂 等 。 又 常   故 應 無 動 轉 ， 如故 應 無 動 轉 ， 如故 應 無 動 轉 ， 如故 應 無 動 轉 ， 如

    

何 隨 身 能 造 諸 業 ？ 又 所 執 我 ， ㆒ 切 有 情 ， 為 同 為 異 ？ 若 言 同 者 ， ㆒ 作何 隨 身 能 造 諸 業 ？ 又 所 執 我 ， ㆒ 切 有 情 ， 為 同 為 異 ？ 若 言 同 者 ， ㆒ 作何 隨 身 能 造 諸 業 ？ 又 所 執 我 ， ㆒ 切 有 情 ， 為 同 為 異 ？ 若 言 同 者 ， ㆒ 作何 隨 身 能 造 諸 業 ？ 又 所 執 我 ， ㆒ 切 有 情 ， 為 同 為 異 ？ 若 言 同 者 ， ㆒ 作 業 時 ， ㆒ 切 應 作 ，業 時 ， ㆒ 切 應 作 ，業 時 ， ㆒ 切 應 作 ，業 時 ， ㆒ 切 應 作 ，

    

㆒ 受 果 時 ， ㆒ 切 應 受 ； ㆒ 得 解 脫 時 ， ㆒ 切 應 解 脫 ， 便 成 大 過 。 若 言 異 者 ， 諸 有 情 我 ， 更㆒ 受 果 時 ， ㆒ 切 應 受 ； ㆒ 得 解 脫 時 ， ㆒ 切 應 解 脫 ， 便 成 大 過 。 若 言 異 者 ， 諸 有 情 我 ， 更㆒ 受 果 時 ， ㆒ 切 應 受 ； ㆒ 得 解 脫 時 ， ㆒ 切 應 解 脫 ， 便 成 大 過 。 若 言 異 者 ， 諸 有 情 我 ， 更㆒ 受 果 時 ， ㆒ 切 應 受 ； ㆒ 得 解 脫 時 ， ㆒ 切 應 解 脫 ， 便 成 大 過 。 若 言 異 者 ， 諸 有 情 我 ， 更

    
相相 相相   故 ， 體 應 相 雜 。 又 ㆒ 作 業 ， ㆒ 受 果 時 ， 與 ㆒ 切 我 ， 處 無 別 故 ， 應 名 ㆒ 切 所 作 所 受 。故 ， 體 應 相 雜 。 又 ㆒ 作 業 ， ㆒ 受 果 時 ， 與 ㆒ 切 我 ， 處 無 別 故 ， 應 名 ㆒ 切 所 作 所 受 。故 ， 體 應 相 雜 。 又 ㆒ 作 業 ， ㆒ 受 果 時 ， 與 ㆒ 切 我 ， 處 無 別 故 ， 應 名 ㆒ 切 所 作 所 受 。故 ， 體 應 相 雜 。 又 ㆒ 作 業 ， ㆒ 受 果 時 ， 與 ㆒ 切 我 ， 處 無 別 故 ， 應 名 ㆒ 切 所 作 所 受 。

    
若 謂 作 受 ， 各 有 所 屬 ， 無 斯 過 者 ， 理 亦 不 然 。 業 果 及 身 ， 與 諸 我 合 。 屬 此 非 彼 ， 不 應 理若 謂 作 受 ， 各 有 所 屬 ， 無 斯 過 者 ， 理 亦 不 然 。 業 果 及 身 ， 與 諸 我 合 。 屬 此 非 彼 ， 不 應 理若 謂 作 受 ， 各 有 所 屬 ， 無 斯 過 者 ， 理 亦 不 然 。 業 果 及 身 ， 與 諸 我 合 。 屬 此 非 彼 ， 不 應 理若 謂 作 受 ， 各 有 所 屬 ， 無 斯 過 者 ， 理 亦 不 然 。 業 果 及 身 ， 與 諸 我 合 。 屬 此 非 彼 ， 不 應 理

    

故 。 ㆒ 解 脫 時 ， ㆒ 切 應 解 脫 。 所 修 証 法 ， ㆒ 切 我 合 故 。故 。 ㆒ 解 脫 時 ， ㆒ 切 應 解 脫 。 所 修 証 法 ， ㆒ 切 我 合 故 。故 。 ㆒ 解 脫 時 ， ㆒ 切 應 解 脫 。 所 修 証 法 ， ㆒ 切 我 合 故 。故 。 ㆒ 解 脫 時 ， ㆒ 切 應 解 脫 。 所 修 証 法 ， ㆒ 切 我 合 故 。

    

    

△ ㆓ 、 別 破△ ㆓ 、 別 破△ ㆓ 、 別 破△ ㆓ 、 別 破 ㆔㆔ ㆔㆔

                

㆒㆒ ㆒㆒
    

破 常破 常破 常破 常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㆓㆓ ㆓㆓

    
破 不 定破 不 定破 不 定破 不 定

    

                                                        

㆔㆔ ㆔㆔

    

破 至 細破 至 細破 至 細破 至 細
            

    

    

    

    

    

    

    

    

    

    

破 同破 同破 同破 同  

約 受 者約 受 者約 受 者約 受 者  

作 者 破作 者 破作 者 破作 者 破  

㆔ 約㆔ 約㆔ 約㆔ 約  

○ 總 破總 破總 破總 破  

初 執初 執初 執初 執  

初初 初初  
 

 

 

 

 

㆓㆓ ㆓㆓  

約 我 體約 我 體約 我 體約 我 體  

同 異 破同 異 破同 異 破同 異 破  

 

執 我 常 遍 ． 量 同 虛 空執 我 常 遍 ． 量 同 虛 空執 我 常 遍 ． 量 同 虛 空執 我 常 遍 ． 量 同 虛 空  

應 不 隨 身 ． 受 苦 樂 等應 不 隨 身 ． 受 苦 樂 等應 不 隨 身 ． 受 苦 樂 等應 不 隨 身 ． 受 苦 樂 等  
 

常常 常常 遍 故 ． 應 無 動 轉遍 故 ． 應 無 動 轉遍 故 ． 應 無 動 轉遍 故 ． 應 無 動 轉  
如 何 隨 身 ． 能 造 諸 業如 何 隨 身 ． 能 造 諸 業如 何 隨 身 ． 能 造 諸 業如 何 隨 身 ． 能 造 諸 業  

︵ 數 論 ︶︵ 數 論 ︶︵ 數 論 ︶︵ 數 論 ︶ 
破 受 者破 受 者破 受 者破 受 者  
 

︵ 勝 論 ︶︵ 勝 論 ︶︵ 勝 論 ︶︵ 勝 論 ︶ 

破 作 者破 作 者破 作 者破 作 者  

㆒㆒ ㆒㆒  

作 業作 業作 業作 業  

受 果受 果受 果受 果   ㆒ 切 應 然㆒ 切 應 然㆒ 切 應 然㆒ 切 應 然 ︱ 成 大 過成 大 過成 大 過成 大 過  

解 脫解 脫解 脫解 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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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破別 破別 破別 破  

○○ ○○  

  作 受作 受作 受作 受  

破 異破 異破 異破 異  應 名 ㆒ 切 所 作 所 受應 名 ㆒ 切 所 作 所 受應 名 ㆒ 切 所 作 所 受應 名 ㆒ 切 所 作 所 受  

破 勝 論 我破 勝 論 我破 勝 論 我破 勝 論 我  

為為 為為  作作 作作  者者 者者  

破 數 論 我破 數 論 我破 數 論 我破 數 論 我  

為為 為為  受受 受受  者者 者者  

業 果 及 身 與 諸 我 合業 果 及 身 與 諸 我 合業 果 及 身 與 諸 我 合業 果 及 身 與 諸 我 合  

屬 此 非 彼 不 應 理 故屬 此 非 彼 不 應 理 故屬 此 非 彼 不 應 理 故屬 此 非 彼 不 應 理 故  

既 作 受 解 脫 各 屬既 作 受 解 脫 各 屬既 作 受 解 脫 各 屬既 作 受 解 脫 各 屬  

則 常則 常則 常則 常   義 不 成義 不 成義 不 成義 不 成  

有 情 相有 情 相有 情 相有 情 相  ． ． ． ． 體 應 相 雜體 應 相 雜體 應 相 雜體 應 相 雜

    

㆒㆒ ㆒㆒

        

作 業作 業作 業作 業

        

與 ㆒ 切 我與 ㆒ 切 我與 ㆒ 切 我與 ㆒ 切 我

    

                

受 果受 果受 果受 果

        

處 無 別 故處 無 別 故處 無 別 故處 無 別 故

    

㆔㆔ ㆔㆔  
約 作 受約 作 受約 作 受約 作 受  

各 屬 破各 屬 破各 屬 破各 屬 破  

宗宗 宗宗 ︱ 汝 所 執 我 應 不 隨 身 受 苦 樂 等汝 所 執 我 應 不 隨 身 受 苦 樂 等汝 所 執 我 應 不 隨 身 受 苦 樂 等汝 所 執 我 應 不 隨 身 受 苦 樂 等  

因因 因因 ︱ 許 常 故 許許 常 故 許許 常 故 許許 常 故 許   故故 故故  

喻喻 喻喻 ︱ 如 汝 虛 空 等如 汝 虛 空 等如 汝 虛 空 等如 汝 虛 空 等  

宗宗 宗宗 ︱ 汝 我 應 不 隨 身 能 造 諸 業汝 我 應 不 隨 身 能 造 諸 業汝 我 應 不 隨 身 能 造 諸 業汝 我 應 不 隨 身 能 造 諸 業  

因因 因因 ︱ 無 動 轉 故無 動 轉 故無 動 轉 故無 動 轉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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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難 難難
識識 識識

破 作 業破 作 業破 作 業破 作 業  

○○ ○○  

  受 果 難受 果 難受 果 難受 果 難  

宗宗 宗宗 ︱ 諸 有 情 我 與 ㆝ 授 我 體 應 是 ㆒諸 有 情 我 與 ㆝ 授 我 體 應 是 ㆒諸 有 情 我 與 ㆝ 授 我 體 應 是 ㆒諸 有 情 我 與 ㆝ 授 我 體 應 是 ㆒  

因因 因因 ︱ 許 常 遍 故許 常 遍 故許 常 遍 故許 常 遍 故  
喻喻 喻喻 ︱ 如 ㆝ 授 我如 ㆝ 授 我如 ㆝ 授 我如 ㆝ 授 我  

宗宗 宗宗 ︱ 餘 祠 授 等 ， 於 ㆝ 授 作 諸 業 時 ， 亦 應 作 業 。餘 祠 授 等 ， 於 ㆝ 授 作 諸 業 時 ， 亦 應 作 業 。餘 祠 授 等 ， 於 ㆝ 授 作 諸 業 時 ， 亦 應 作 業 。餘 祠 授 等 ， 於 ㆝ 授 作 諸 業 時 ， 亦 應 作 業 。  

因因 因因 ︱ 我 是 ㆒ 故我 是 ㆒ 故我 是 ㆒ 故我 是 ㆒ 故  

喻喻 喻喻 ︱ 如 ㆝ 授 等如 ㆝ 授 等如 ㆝ 授 等如 ㆝ 授 等  

受 果 解 脫 ， 亦 準 此 例 。受 果 解 脫 ， 亦 準 此 例 。受 果 解 脫 ， 亦 準 此 例 。受 果 解 脫 ， 亦 準 此 例 。  

破 異破 異破 異破 異  

破 同破 同破 同破 同  

  雙 破雙 破雙 破雙 破  

○ 作 受作 受作 受作 受  

同 異同 異同 異同 異  

作 業 受 果 者 與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作 業 受 果 者 與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作 業 受 果 者 與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作 業 受 果 者 與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  

破破 破破  

       宗宗 宗宗 ︱ 彼 祠 授 等 於 ㆝ 授 作 業 時 亦 應 作彼 祠 授 等 於 ㆝ 授 作 業 時 亦 應 作彼 祠 授 等 於 ㆝ 授 作 業 時 亦 應 作彼 祠 授 等 於 ㆝ 授 作 業 時 亦 應 作  

立 量立 量立 量立 量    因因 因因 ︱ 以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以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以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以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  

       喻喻 喻喻 ︱ 如 提 婆 達 多如 提 婆 達 多如 提 婆 達 多如 提 婆 達 多  

     受 果 比 量 准 知受 果 比 量 准 知受 果 比 量 准 知受 果 比 量 准 知  

有 情 共 果 雖 處 無 別有 情 共 果 雖 處 無 別有 情 共 果 雖 處 無 別有 情 共 果 雖 處 無 別  
然 非 ㆒ 受 即 ㆒ 切 受然 非 ㆒ 受 即 ㆒ 切 受然 非 ㆒ 受 即 ㆒ 切 受然 非 ㆒ 受 即 ㆒ 切 受  

非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非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非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非 ㆒ 切 我 處 無 別 故  

我 ㆒ 受 即 ㆒ 切 受 ． 處 無 別 故 ． 非 共 果 故我 ㆒ 受 即 ㆒ 切 受 ． 處 無 別 故 ． 非 共 果 故我 ㆒ 受 即 ㆒ 切 受 ． 處 無 別 故 ． 非 共 果 故我 ㆒ 受 即 ㆒ 切 受 ． 處 無 別 故 ． 非 共 果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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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亦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我 體 設 依 常 住 ， 不 應 隨 身 而 有 舒 卷 。 既 有 舒 卷 ， 如 橐 籥 風 ， 應 非△ ㆗ 亦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我 體 設 依 常 住 ， 不 應 隨 身 而 有 舒 卷 。 既 有 舒 卷 ， 如 橐 籥 風 ， 應 非△ ㆗ 亦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我 體 設 依 常 住 ， 不 應 隨 身 而 有 舒 卷 。 既 有 舒 卷 ， 如 橐 籥 風 ， 應 非△ ㆗ 亦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我 體 設 依 常 住 ， 不 應 隨 身 而 有 舒 卷 。 既 有 舒 卷 ， 如 橐 籥 風 ， 應 非

    

常 住 。 又 我 隨 身 ， 應 可 分 析 ， 如 何 可 執 我 體 ㆒ 耶 ？ 故 彼 所 言 ， 如 童 豎 戲 。常 住 。 又 我 隨 身 ， 應 可 分 析 ， 如 何 可 執 我 體 ㆒ 耶 ？ 故 彼 所 言 ， 如 童 豎 戲 。常 住 。 又 我 隨 身 ， 應 可 分 析 ， 如 何 可 執 我 體 ㆒ 耶 ？ 故 彼 所 言 ， 如 童 豎 戲 。常 住 。 又 我 隨 身 ， 應 可 分 析 ， 如 何 可 執 我 體 ㆒ 耶 ？ 故 彼 所 言 ， 如 童 豎 戲 。

                    

△ ㆓ 、 破 不 定△ ㆓ 、 破 不 定△ ㆓ 、 破 不 定△ ㆓ 、 破 不 定

    

    

    

    

    

    

敘 救敘 救敘 救敘 救  

○ 破○ 破○ 破○ 破 偏 數偏 數偏 數偏 數  

       宗宗 宗宗 ︱ ㆝ 授 ㆒ 解 脫 時 ， 餘 未 解 脫 者 ， ㆒ 切 應 解 脫 。㆝ 授 ㆒ 解 脫 時 ， 餘 未 解 脫 者 ， ㆒ 切 應 解 脫 。㆝ 授 ㆒ 解 脫 時 ， 餘 未 解 脫 者 ， ㆒ 切 應 解 脫 。㆝ 授 ㆒ 解 脫 時 ， 餘 未 解 脫 者 ， ㆒ 切 應 解 脫 。  

重 責重 責重 責重 責    因因 因因 ︱ 所 修 所 証 法 ㆒ 切 我 合 故 。所 修 所 証 法 ㆒ 切 我 合 故 。所 修 所 証 法 ㆒ 切 我 合 故 。所 修 所 証 法 ㆒ 切 我 合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 授 已 解 脫 者 ， 所 修 者 行 所 証 者 理 。如 ㆝ 授 已 解 脫 者 ， 所 修 者 行 所 証 者 理 。如 ㆝ 授 已 解 脫 者 ， 所 修 者 行 所 証 者 理 。如 ㆝ 授 已 解 脫 者 ， 所 修 者 行 所 証 者 理 。  

敘 其敘 其敘 其敘 其  
非 理非 理非 理非 理  

㆒ 諸 業 及 果 身 ㆔ ， 皆 與 ㆒ ㆒ 諸 我 合 ， 以 諸 我 體 相 雜 糅 住 。㆒ 諸 業 及 果 身 ㆔ ， 皆 與 ㆒ ㆒ 諸 我 合 ， 以 諸 我 體 相 雜 糅 住 。㆒ 諸 業 及 果 身 ㆔ ， 皆 與 ㆒ ㆒ 諸 我 合 ， 以 諸 我 體 相 雜 糅 住 。㆒ 諸 業 及 果 身 ㆔ ， 皆 與 ㆒ ㆒ 諸 我 合 ， 以 諸 我 體 相 雜 糅 住 。 

至 於 作 受 ， 唯至 於 作 受 ， 唯至 於 作 受 ， 唯至 於 作 受 ， 唯 屬 此 我 ， 不 屬 彼 我 ， 不 應 正 理 。屬 此 我 ， 不 屬 彼 我 ， 不 應 正 理 。屬 此 我 ， 不 屬 彼 我 ， 不 應 正 理 。屬 此 我 ， 不 屬 彼 我 ， 不 應 正 理 。  

如 ㆝ 授 我 ， 但 屬 ㆝ 授 。如 ㆝ 授 我 ， 但 屬 ㆝ 授 。如 ㆝ 授 我 ， 但 屬 ㆝ 授 。如 ㆝ 授 我 ， 但 屬 ㆝ 授 。  

如 眾 燈 光 ， 各 有 所 屬 。如 眾 燈 光 ， 各 有 所 屬 。如 眾 燈 光 ， 各 有 所 屬 。如 眾 燈 光 ， 各 有 所 屬 。  

無 有 ㆒ 作 ， ㆒ 切 作 失 。無 有 ㆒ 作 ， ㆒ 切 作 失 。無 有 ㆒ 作 ， ㆒ 切 作 失 。無 有 ㆒ 作 ， ㆒ 切 作 失 。  

初初 初初  

 

 

㆓㆓ ㆓㆓  

以 常 住 難以 常 住 難以 常 住 難以 常 住 難  

非非 非非  舒舒 舒舒  卷卷 卷卷  
 

以 卷 舒 難以 卷 舒 難以 卷 舒 難以 卷 舒 難  

非非 非非  常常 常常  住住 住住  

     宗宗 宗宗 ︱ 汝 所 執 我 應 無 舒 卷汝 所 執 我 應 無 舒 卷汝 所 執 我 應 無 舒 卷汝 所 執 我 應 無 舒 卷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計 常 住 故計 常 住 故計 常 住 故計 常 住 故  

     喻喻 喻喻 ︱ 如 太 虛 空如 太 虛 空如 太 虛 空如 太 虛 空  

     宗宗 宗宗 ︱ 汝 所 執 我汝 所 執 我汝 所 執 我汝 所 執 我   應 非 常 住應 非 常 住應 非 常 住應 非 常 住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許 卷 舒 故許 卷 舒 故許 卷 舒 故許 卷 舒 故  

     喻喻 喻喻 ︱ 如 橐 籥 風如 橐 籥 風如 橐 籥 風如 橐 籥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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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亦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我 量 至 小 ， 如 ㆒ 極 微 ， 如 何 能 令 大 身 遍 動 ， 若 謂 雖 小 ， 而 速 巡 身△ 後 亦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我 量 至 小 ， 如 ㆒ 極 微 ， 如 何 能 令 大 身 遍 動 ， 若 謂 雖 小 ， 而 速 巡 身△ 後 亦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我 量 至 小 ， 如 ㆒ 極 微 ， 如 何 能 令 大 身 遍 動 ， 若 謂 雖 小 ， 而 速 巡 身△ 後 亦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我 量 至 小 ， 如 ㆒ 極 微 ， 如 何 能 令 大 身 遍 動 ， 若 謂 雖 小 ， 而 速 巡 身

    

， 如 旋 火 輪 ， 似 遍 動 者 。 則 所 執 我 ， 非 ㆒ 非 常 。 諸 有 往 來 ， 非 常 ㆒ 故 。， 如 旋 火 輪 ， 似 遍 動 者 。 則 所 執 我 ， 非 ㆒ 非 常 。 諸 有 往 來 ， 非 常 ㆒ 故 。， 如 旋 火 輪 ， 似 遍 動 者 。 則 所 執 我 ， 非 ㆒ 非 常 。 諸 有 往 來 ， 非 常 ㆒ 故 。， 如 旋 火 輪 ， 似 遍 動 者 。 則 所 執 我 ， 非 ㆒ 非 常 。 諸 有 往 來 ， 非 常 ㆒ 故 。

    

    

    

     宗宗 宗宗 ∣ 汝 我 應 可 分 析汝 我 應 可 分 析汝 我 應 可 分 析汝 我 應 可 分 析  

初初 初初    因因 因因 ∣ 許 卷 舒 故許 卷 舒 故許 卷 舒 故許 卷 舒 故  

     喻喻 喻喻 ∣ 如 櫜 籥 風 等如 櫜 籥 風 等如 櫜 籥 風 等如 櫜 籥 風 等  

     宗宗 宗宗 ∣ 汝 我 非 實 ㆒汝 我 非 實 ㆒汝 我 非 實 ㆒汝 我 非 實 ㆒  

次次 次次    因因 因因 ∣ 以 可 析 故以 可 析 故以 可 析 故以 可 析 故  

     喻喻 喻喻 ∣ 如 瓶 盆 等如 瓶 盆 等如 瓶 盆 等如 瓶 盆 等  

量 ㆓量 ㆓量 ㆓量 ㆓    

以 隨 身 故以 隨 身 故以 隨 身 故以 隨 身 故  

難 可 分 析難 可 分 析難 可 分 析難 可 分 析  

以 可 析 故以 可 析 故以 可 析 故以 可 析 故  

難 體 非 ㆒難 體 非 ㆒難 體 非 ㆒難 體 非 ㆒  

 
㆔㆔ ㆔㆔  

 

 

 

 

㆕㆕ ㆕㆕  
 

 

 

五五 五五  

○ 破 不 定○ 破 不 定○ 破 不 定○ 破 不 定  

以 隨 身 為以 隨 身 為以 隨 身 為以 隨 身 為  
非非 非非  ㆒㆒ ㆒㆒  因因 因因  

     宗宗 宗宗 ︱ 汝 我 非 定汝 我 非 定汝 我 非 定汝 我 非 定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許 卷 舒 故許 卷 舒 故許 卷 舒 故許 卷 舒 故  

     喻喻 喻喻 ︱ 如 牛 等 皮如 牛 等 皮如 牛 等 皮如 牛 等 皮  

結 非結 非結 非結 非  

調 之調 之調 之調 之  

童童 童童 ︱ 小 也小 也小 也小 也  
豎豎 豎豎 ︱ 奴 也奴 也奴 也奴 也  

  如 小 奴 等 戲 於 沙 土如 小 奴 等 戲 於 沙 土如 小 奴 等 戲 於 沙 土如 小 奴 等 戲 於 沙 土  

  雖 其 劬 勞 ， 無 實 可 錄雖 其 劬 勞 ， 無 實 可 錄雖 其 劬 勞 ， 無 實 可 錄雖 其 劬 勞 ， 無 實 可 錄  

  汝 等 所 計 實 我 亦 爾 。汝 等 所 計 實 我 亦 爾 。汝 等 所 計 實 我 亦 爾 。汝 等 所 計 實 我 亦 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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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㆔ 、 破 至 細△ ㆔ 、 破 至 細△ ㆔ 、 破 至 細△ ㆔ 、 破 至 細

    

    

    

    

    

    

    

    

    

    

    

    

    

    

△ ㆓ 、 別 敘 ㆔ 計 兼 破 小 乘△ ㆓ 、 別 敘 ㆔ 計 兼 破 小 乘△ ㆓ 、 別 敘 ㆔ 計 兼 破 小 乘△ ㆓ 、 別 敘 ㆔ 計 兼 破 小 乘

            

初初 初初

    

敘 計敘 計敘 計敘 計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㆓㆓ ㆓㆓

    

破 斥破 斥破 斥破 斥

    

△ 又 所 執 我 ， 復 有 ㆔ 種 ： ㆒ 者 即 蘊 。 ㆓ 者 離 蘊 。 ㆔ 者 與 蘊 非 即 非 離 。△ 又 所 執 我 ， 復 有 ㆔ 種 ： ㆒ 者 即 蘊 。 ㆓ 者 離 蘊 。 ㆔ 者 與 蘊 非 即 非 離 。△ 又 所 執 我 ， 復 有 ㆔ 種 ： ㆒ 者 即 蘊 。 ㆓ 者 離 蘊 。 ㆔ 者 與 蘊 非 即 非 離 。△ 又 所 執 我 ， 復 有 ㆔ 種 ： ㆒ 者 即 蘊 。 ㆓ 者 離 蘊 。 ㆔ 者 與 蘊 非 即 非 離 。

    

    

    

後 量後 量後 量後 量  

有 ㆓有 ㆓有 ㆓有 ㆓  

難 非 常難 非 常難 非 常難 非 常  

難 非 ㆒難 非 ㆒難 非 ㆒難 非 ㆒  
宗宗 宗宗 ︱ 汝 所 執 我 應 非 常 ㆒汝 所 執 我 應 非 常 ㆒汝 所 執 我 應 非 常 ㆒汝 所 執 我 應 非 常 ㆒  

因因 因因 ︱ 有 往 來 故有 往 來 故有 往 來 故有 往 來 故  
喻喻 喻喻 ︱ 如 火 輪 等如 火 輪 等如 火 輪 等如 火 輪 等  

       宗宗 宗宗 ∣ 汝 所 執 我 ． 於 ㆒ 剎 那 ． 應 不 能 令 大 身 遍 動汝 所 執 我 ． 於 ㆒ 剎 那 ． 應 不 能 令 大 身 遍 動汝 所 執 我 ． 於 ㆒ 剎 那 ． 應 不 能 令 大 身 遍 動汝 所 執 我 ． 於 ㆒ 剎 那 ． 應 不 能 令 大 身 遍 動  

首 量首 量首 量首 量    因因 因因 ∣ 以 極 小 故以 極 小 故以 極 小 故以 極 小 故  

       喻喻 喻喻 ∣ 如 極 微 等如 極 微 等如 極 微 等如 極 微 等  

       如 何 小 我 ． ㆒ 剎 那 ㆗ ． 能 令 色 究 竟 ㆝ 萬 六 千 由 旬 大 身 動 轉 ！如 何 小 我 ． ㆒ 剎 那 ㆗ ． 能 令 色 究 竟 ㆝ 萬 六 千 由 旬 大 身 動 轉 ！如 何 小 我 ． ㆒ 剎 那 ㆗ ． 能 令 色 究 竟 ㆝ 萬 六 千 由 旬 大 身 動 轉 ！如 何 小 我 ． ㆒ 剎 那 ㆗ ． 能 令 色 究 竟 ㆝ 萬 六 千 由 旬 大 身 動 轉 ！  

       宗宗 宗宗 ∣ 此 我 不 能 ㆒ 剎 那 頃 即 遍 動 身此 我 不 能 ㆒ 剎 那 頃 即 遍 動 身此 我 不 能 ㆒ 剎 那 頃 即 遍 動 身此 我 不 能 ㆒ 剎 那 頃 即 遍 動 身  

敘 救敘 救敘 救敘 救    因因 因因 ∣ 然 次 第 而 動 ． 以 迅 速 故然 次 第 而 動 ． 以 迅 速 故然 次 第 而 動 ． 以 迅 速 故然 次 第 而 動 ． 以 迅 速 故  

       喻喻 喻喻 ∣ 如 旋 火 輪 者如 旋 火 輪 者如 旋 火 輪 者如 旋 火 輪 者  

○ 破 至 細○ 破 至 細○ 破 至 細○ 破 至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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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 敘 計△ 初 、 敘 計△ 初 、 敘 計△ 初 、 敘 計

    

    

    

    

    

    

    

    

    

    

    

    

    

    

△ 初 即 蘊 我 ， 理 且 不 然 。 我 應 如 蘊 ， 非 常 ㆒ 故 。 又 內 諸 色 ， 定 非 實 我 。 如 外 諸 色 ， 有 質 礙△ 初 即 蘊 我 ， 理 且 不 然 。 我 應 如 蘊 ， 非 常 ㆒ 故 。 又 內 諸 色 ， 定 非 實 我 。 如 外 諸 色 ， 有 質 礙△ 初 即 蘊 我 ， 理 且 不 然 。 我 應 如 蘊 ， 非 常 ㆒ 故 。 又 內 諸 色 ， 定 非 實 我 。 如 外 諸 色 ， 有 質 礙△ 初 即 蘊 我 ， 理 且 不 然 。 我 應 如 蘊 ， 非 常 ㆒ 故 。 又 內 諸 色 ， 定 非 實 我 。 如 外 諸 色 ， 有 質 礙

    

故 。 心 心 所 法 ， 亦 非 實 我 ， 不 恆 相 續 ， 待 眾 緣 故 。 餘 行 餘 色 ， 亦 非 實 我 ， 如 虛 空 等 ， 非故 。 心 心 所 法 ， 亦 非 實 我 ， 不 恆 相 續 ， 待 眾 緣 故 。 餘 行 餘 色 ， 亦 非 實 我 ， 如 虛 空 等 ， 非故 。 心 心 所 法 ， 亦 非 實 我 ， 不 恆 相 續 ， 待 眾 緣 故 。 餘 行 餘 色 ， 亦 非 實 我 ， 如 虛 空 等 ， 非故 。 心 心 所 法 ， 亦 非 實 我 ， 不 恆 相 續 ， 待 眾 緣 故 。 餘 行 餘 色 ， 亦 非 實 我 ， 如 虛 空 等 ， 非

    

覺 性 故 。覺 性 故 。覺 性 故 。覺 性 故 。

    

    

    

初初 初初  即 蘊即 蘊即 蘊即 蘊 ︱ 世 間 異 生 所 計世 間 異 生 所 計世 間 異 生 所 計世 間 異 生 所 計 ︱  

  執 我執 我執 我執 我  

○○ ○○  

  ㆔ 種㆔ 種㆔ 種㆔ 種  

㆓㆓ ㆓㆓  離 蘊離 蘊離 蘊離 蘊 ︱ 僧 佉 等 計僧 佉 等 計僧 佉 等 計僧 佉 等 計  

   與 蘊與 蘊與 蘊與 蘊  

㆔㆔ ㆔㆔  非 即非 即非 即非 即  

   非 離非 離非 離非 離  

犢 子 部犢 子 部犢 子 部犢 子 部  

正 量 部 等正 量 部 等正 量 部 等正 量 部 等  

我 與 所 依 蘊 ． 不 即 不 離我 與 所 依 蘊 ． 不 即 不 離我 與 所 依 蘊 ． 不 即 不 離我 與 所 依 蘊 ． 不 即 不 離  

然 別 有 體 ． 非 常 無 常然 別 有 體 ． 非 常 無 常然 別 有 體 ． 非 常 無 常然 別 有 體 ． 非 常 無 常  

所 計所 計所 計所 計  

瑜 伽 等 ㆕瑜 伽 等 ㆕瑜 伽 等 ㆕瑜 伽 等 ㆕  

計 ㆗ 後 ㆔計 ㆗ 後 ㆔計 ㆗ 後 ㆔計 ㆗ 後 ㆔  

計 我 體計 我 體計 我 體計 我 體  

體 即 是 蘊體 即 是 蘊體 即 是 蘊體 即 是 蘊  

㆓ 十 句 等㆓ 十 句 等㆓ 十 句 等㆓ 十 句 等  

瑜 伽 等 ㆕瑜 伽 等 ㆕瑜 伽 等 ㆕瑜 伽 等 ㆕  

計 ㆗ 第 ㆒計 ㆗ 第 ㆒計 ㆗ 第 ㆒計 ㆗ 第 ㆒  

即 體 非 蘊 ︵ 前 說 ㆔ 計 皆 是 此 攝 ︶即 體 非 蘊 ︵ 前 說 ㆔ 計 皆 是 此 攝 ︶即 體 非 蘊 ︵ 前 說 ㆔ 計 皆 是 此 攝 ︶即 體 非 蘊 ︵ 前 說 ㆔ 計 皆 是 此 攝 ︶  

住 蘊 ㆗住 蘊 ㆗住 蘊 ㆗住 蘊 ㆗  

住 蘊 外住 蘊 外住 蘊 外住 蘊 外      並 離並 離並 離並 離  

不 住 蘊不 住 蘊不 住 蘊不 住 蘊      蘊 計蘊 計蘊 計蘊 計  

亦 非 蘊 外亦 非 蘊 外亦 非 蘊 外亦 非 蘊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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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㆓ 、 破 斥△ ㆓ 、 破 斥△ ㆓ 、 破 斥△ ㆓ 、 破 斥

            

初初 初初

    

破 即 蘊破 即 蘊破 即 蘊破 即 蘊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㆓㆓ ㆓㆓

    

破 離 蘊破 離 蘊破 離 蘊破 離 蘊

    

                                                    

㆔㆔ ㆔㆔

    

破 非 即 非 離破 非 即 非 離破 非 即 非 離破 非 即 非 離

    

    

    

    

    

    

    

    

    

    

    

    

    

    

    

    

    

             宗宗 宗宗 ︱ 我 應 非 常我 應 非 常我 應 非 常我 應 非 常  

○ 總 破○ 總 破○ 總 破○ 總 破 ︱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以 即 蘊 故以 即 蘊 故以 即 蘊 故以 即 蘊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蘊 性如 蘊 性如 蘊 性如 蘊 性  

○ 別 破○ 別 破○ 別 破○ 別 破

            宗宗 宗宗 ︱ 內 諸 色 處 定 非 實 我內 諸 色 處 定 非 實 我內 諸 色 處 定 非 實 我內 諸 色 處 定 非 實 我  

初初 初初  破 色 我破 色 我破 色 我破 色 我    因因 因因 ︱ 有 質 礙 故有 質 礙 故有 質 礙 故有 質 礙 故  

            喻喻 喻喻 ︱ 如 外 諸 色如 外 諸 色如 外 諸 色如 外 諸 色  

              宗宗 宗宗 ︱ 心 心 所 法 亦 非 實 我心 心 所 法 亦 非 實 我心 心 所 法 亦 非 實 我心 心 所 法 亦 非 實 我  

㆓㆓ ㆓㆓  破 餘 ㆕ 蘊破 餘 ㆕ 蘊破 餘 ㆕ 蘊破 餘 ㆕ 蘊    因因 因因 ︱ 不 恒 相 續 故 待 眾 緣 故不 恒 相 續 故 待 眾 緣 故不 恒 相 續 故 待 眾 緣 故不 恒 相 續 故 待 眾 緣 故  

              喻喻 喻喻 ︱ 如 燈 聲如 燈 聲如 燈 聲如 燈 聲  

                宗宗 宗宗 ︱ 心 所 法 外 餘 行 外 處 及 無 表 色 亦 非 實 我心 所 法 外 餘 行 外 處 及 無 表 色 亦 非 實 我心 所 法 外 餘 行 外 處 及 無 表 色 亦 非 實 我心 所 法 外 餘 行 外 處 及 無 表 色 亦 非 實 我  

㆔㆔ ㆔㆔  破 餘 行 餘 色破 餘 行 餘 色破 餘 行 餘 色破 餘 行 餘 色    因 ︱ 非 覺 性 故因 ︱ 非 覺 性 故因 ︱ 非 覺 性 故因 ︱ 非 覺 性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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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離 蘊 我 ， 理 亦 不 然 。 應 如 虛 空 ， 無 作 受 故 。△ ㆗ 離 蘊 我 ， 理 亦 不 然 。 應 如 虛 空 ， 無 作 受 故 。△ ㆗ 離 蘊 我 ， 理 亦 不 然 。 應 如 虛 空 ， 無 作 受 故 。△ ㆗ 離 蘊 我 ， 理 亦 不 然 。 應 如 虛 空 ， 無 作 受 故 。

    

    
△ ㆓ 、 破 離 蘊△ ㆓ 、 破 離 蘊△ ㆓ 、 破 離 蘊△ ㆓ 、 破 離 蘊

    

    

    

    

    

    

    

    

    

△ 後 俱 非 我 ， 理 亦 不 然 。 計 依 蘊 立 ， 非 即 離 蘊 ， 應 如 瓶 等 ， 非 實 我 故 。△ 後 俱 非 我 ， 理 亦 不 然 。 計 依 蘊 立 ， 非 即 離 蘊 ， 應 如 瓶 等 ， 非 實 我 故 。△ 後 俱 非 我 ， 理 亦 不 然 。 計 依 蘊 立 ， 非 即 離 蘊 ， 應 如 瓶 等 ， 非 實 我 故 。△ 後 俱 非 我 ， 理 亦 不 然 。 計 依 蘊 立 ， 非 即 離 蘊 ， 應 如 瓶 等 ， 非 實 我 故 。

    

△ ㆔ 、 破 非 即 非 離△ ㆔ 、 破 非 即 非 離△ ㆔ 、 破 非 即 非 離△ ㆔ 、 破 非 即 非 離

    

    

    

    

    

    

    

     宗宗 宗宗 ︱ 所 計 之 我 應 無 作 受所 計 之 我 應 無 作 受所 計 之 我 應 無 作 受所 計 之 我 應 無 作 受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蘊 不 攝 故蘊 不 攝 故蘊 不 攝 故蘊 不 攝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  

       宗宗 宗宗 ︱ 所 計 之 我 應 非 實 我所 計 之 我 應 非 實 我所 計 之 我 應 非 實 我所 計 之 我 應 非 實 我  

助 破助 破助 破助 破    因因 因因 ︱ 蘊 不 攝 故蘊 不 攝 故蘊 不 攝 故蘊 不 攝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  

○ 破 離 蘊○ 破 離 蘊○ 破 離 蘊○ 破 離 蘊  

非 即非 即非 即非 即  

○ 破破 破破  

非 離非 離非 離非 離  

     宗宗 宗宗 ∣ 汝 所 執 我 應 非 實 我汝 所 執 我 應 非 實 我汝 所 執 我 應 非 實 我汝 所 執 我 應 非 實 我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許 依 蘊 立許 依 蘊 立許 依 蘊 立許 依 蘊 立 非 即 非 離 蘊 故非 即 非 離 蘊 故非 即 非 離 蘊 故非 即 非 離 蘊 故  

     喻喻 喻喻 ∣ 如 瓶 盆 等如 瓶 盆 等如 瓶 盆 等如 瓶 盆 等  



  
5
5
 

 

 
△ 又 既 不 可 說 有 為 無 為 ， 亦 應 不 可 說 是 我 非 我 。 故 彼 所 執 實 我 不 成 。△ 又 既 不 可 說 有 為 無 為 ， 亦 應 不 可 說 是 我 非 我 。 故 彼 所 執 實 我 不 成 。△ 又 既 不 可 說 有 為 無 為 ， 亦 應 不 可 說 是 我 非 我 。 故 彼 所 執 實 我 不 成 。△ 又 既 不 可 說 有 為 無 為 ， 亦 應 不 可 說 是 我 非 我 。 故 彼 所 執 實 我 不 成 。

    

    

    

    

    

    

    

    

    

    

△ ㆔ 、 總 破 ㆖ ㆓ 差 別 執 我△ ㆔ 、 總 破 ㆖ ㆓ 差 別 執 我△ ㆔ 、 總 破 ㆖ ㆓ 差 別 執 我△ ㆔ 、 總 破 ㆖ ㆓ 差 別 執 我

            
初初 初初

    
有 思 慮 無 思 慮 破有 思 慮 無 思 慮 破有 思 慮 無 思 慮 破有 思 慮 無 思 慮 破

            

今 破今 破今 破今 破

    

                                                                                                    

㆓㆓ ㆓㆓

    
有 作 用 無 作 用 破有 作 用 無 作 用 破有 作 用 無 作 用 破有 作 用 無 作 用 破

    

                                                                                                    

㆔㆔ ㆔㆔

    

我 見 境 非 我 見 境 破我 見 境 非 我 見 境 破我 見 境 非 我 見 境 破我 見 境 非 我 見 境 破

    

                                                                                                    

㆕㆕ ㆕㆕

    

我 非 我 見 境 我 見 不 緣 破我 非 我 見 境 我 見 不 緣 破我 非 我 見 境 我 見 不 緣 破我 非 我 見 境 我 見 不 緣 破

    

    

△ 又 諸 所 執 ， 實 有 我 體 ， 為 有 思 慮 ， 為 無 思 慮 ？ 若 有 思 慮 ， 應 是 無 常 ， 非 ㆒ 切 時 ， 有 思 慮△ 又 諸 所 執 ， 實 有 我 體 ， 為 有 思 慮 ， 為 無 思 慮 ？ 若 有 思 慮 ， 應 是 無 常 ， 非 ㆒ 切 時 ， 有 思 慮△ 又 諸 所 執 ， 實 有 我 體 ， 為 有 思 慮 ， 為 無 思 慮 ？ 若 有 思 慮 ， 應 是 無 常 ， 非 ㆒ 切 時 ， 有 思 慮△ 又 諸 所 執 ， 實 有 我 體 ， 為 有 思 慮 ， 為 無 思 慮 ？ 若 有 思 慮 ， 應 是 無 常 ， 非 ㆒ 切 時 ， 有 思 慮

    

故 。 若 無 思 慮 ， 應 如 虛 空 ， 不 能 作 業 ， 亦 不 受 果 。 故 所 執 我 ， 理 俱 不 成 。故 。 若 無 思 慮 ， 應 如 虛 空 ， 不 能 作 業 ， 亦 不 受 果 。 故 所 執 我 ， 理 俱 不 成 。故 。 若 無 思 慮 ， 應 如 虛 空 ， 不 能 作 業 ， 亦 不 受 果 。 故 所 執 我 ， 理 俱 不 成 。故 。 若 無 思 慮 ， 應 如 虛 空 ， 不 能 作 業 ， 亦 不 受 果 。 故 所 執 我 ， 理 俱 不 成 。

    

    

更 以 有 為更 以 有 為更 以 有 為更 以 有 為  

○○ ○○  

  無 為 例 破無 為 例 破無 為 例 破無 為 例 破  

       宗宗 宗宗 ∣ 汝 所 執 我 應 不 可 說 是 我汝 所 執 我 應 不 可 說 是 我汝 所 執 我 應 不 可 說 是 我汝 所 執 我 應 不 可 說 是 我  

量 ㆒量 ㆒量 ㆒量 ㆒    因因 因因 ∣ 許 不 可 說 是 有 為 無 為 故許 不 可 說 是 有 為 無 為 故許 不 可 說 是 有 為 無 為 故許 不 可 說 是 有 為 無 為 故  

       喻喻 喻喻 ∣ 如 龜 毛 等如 龜 毛 等如 龜 毛 等如 龜 毛 等  

       宗宗 宗宗 ∣ 汝 所 執 我 於 我 非 我 聚 義 ， 亦 應 不 可 說汝 所 執 我 於 我 非 我 聚 義 ， 亦 應 不 可 說汝 所 執 我 於 我 非 我 聚 義 ， 亦 應 不 可 說汝 所 執 我 於 我 非 我 聚 義 ， 亦 應 不 可 說  
量 ㆓量 ㆓量 ㆓量 ㆓    因因 因因 ∣ 許 不 可 說 故許 不 可 說 故許 不 可 說 故許 不 可 說 故  

       喻喻 喻喻 ∣ 如 有 為 無 為 義如 有 為 無 為 義如 有 為 無 為 義如 有 為 無 為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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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諸 所 執 實 有 我 體 ， 為 有 作 用 ， 為 無 作 用 ？ 若 有 作 用 ， 如 手 足 等 ， 應 是 無 常 ； 若 無 作 用△ 又 諸 所 執 實 有 我 體 ， 為 有 作 用 ， 為 無 作 用 ？ 若 有 作 用 ， 如 手 足 等 ， 應 是 無 常 ； 若 無 作 用△ 又 諸 所 執 實 有 我 體 ， 為 有 作 用 ， 為 無 作 用 ？ 若 有 作 用 ， 如 手 足 等 ， 應 是 無 常 ； 若 無 作 用△ 又 諸 所 執 實 有 我 體 ， 為 有 作 用 ， 為 無 作 用 ？ 若 有 作 用 ， 如 手 足 等 ， 應 是 無 常 ； 若 無 作 用

    

， 如 兔 角 等 ， 應 非 實 我 。 故 所 執 我 ， ㆓ 俱 不 成 。， 如 兔 角 等 ， 應 非 實 我 。 故 所 執 我 ， ㆓ 俱 不 成 。， 如 兔 角 等 ， 應 非 實 我 。 故 所 執 我 ， ㆓ 俱 不 成 。， 如 兔 角 等 ， 應 非 實 我 。 故 所 執 我 ， ㆓ 俱 不 成 。
    

    

    

○ 雙 徵○ 雙 徵○ 雙 徵○ 雙 徵  

諸 所 執諸 所 執諸 所 執諸 所 執 ∣ 總 問 前 所 執 諸 我總 問 前 所 執 諸 我總 問 前 所 執 諸 我總 問 前 所 執 諸 我  

有 思 慮有 思 慮有 思 慮有 思 慮 ∣  

                          宗宗 宗宗 ∣ 汝 我 體 應 是 轉 變 無 常 作 用汝 我 體 應 是 轉 變 無 常 作 用汝 我 體 應 是 轉 變 無 常 作 用汝 我 體 應 是 轉 變 無 常 作 用  

初初 初初  破 僧 佉 ︵ 有 思 慮 ︶破 僧 佉 ︵ 有 思 慮 ︶破 僧 佉 ︵ 有 思 慮 ︶破 僧 佉 ︵ 有 思 慮 ︶ ∣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或 有 不 起 時 故或 有 不 起 時 故或 有 不 起 時 故或 有 不 起 時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許 大 等如 許 大 等如 許 大 等如 許 大 等  

                          宗宗 宗宗 ∣ 汝 等 實 我 應 不 能 作 業 亦 不 能 受 果汝 等 實 我 應 不 能 作 業 亦 不 能 受 果汝 等 實 我 應 不 能 作 業 亦 不 能 受 果汝 等 實 我 應 不 能 作 業 亦 不 能 受 果  

次次 次次  破 吠 世 ︵ 無 思 慮 ︶破 吠 世 ︵ 無 思 慮 ︶破 吠 世 ︵ 無 思 慮 ︶破 吠 世 ︵ 無 思 慮 ︶ ∣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許 無 思 慮 故許 無 思 慮 故許 無 思 慮 故許 無 思 慮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虛 空如 虛 空如 虛 空如 虛 空  

意 問 僧 佉 彼 說意 問 僧 佉 彼 說意 問 僧 佉 彼 說意 問 僧 佉 彼 說  

神 我 體 是 思 故神 我 體 是 思 故神 我 體 是 思 故神 我 體 是 思 故  

○ 別 破○ 別 破○ 別 破○ 別 破  

僧 佉 計 神 我 體 性 常 住僧 佉 計 神 我 體 性 常 住僧 佉 計 神 我 體 性 常 住僧 佉 計 神 我 體 性 常 住  

除 自 性 外 ㆓ 十 ㆔ 諦除 自 性 外 ㆓ 十 ㆔ 諦除 自 性 外 ㆓ 十 ㆔ 諦除 自 性 外 ㆓ 十 ㆔ 諦  

體 性 雖 常 仍 有 轉 變 無 常 之 相體 性 雖 常 仍 有 轉 變 無 常 之 相體 性 雖 常 仍 有 轉 變 無 常 之 相體 性 雖 常 仍 有 轉 變 無 常 之 相  

無 思 慮無 思 慮無 思 慮無 思 慮 ∣ 問 吠 世 等問 吠 世 等問 吠 世 等問 吠 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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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㆓ 、 有 作 用 無 作 用 破△ ㆓ 、 有 作 用 無 作 用 破△ ㆓ 、 有 作 用 無 作 用 破△ ㆓ 、 有 作 用 無 作 用 破

    

    

    

    

    

    

    

    

    

△ 又 諸 所 執 ， 實 有 我 體 ， 為 是 我 見 所 緣 境 否 ？ 若 非 我 見 所 緣 境 者 ， 汝 等 云 何 知 實 有 我 ？ 若△ 又 諸 所 執 ， 實 有 我 體 ， 為 是 我 見 所 緣 境 否 ？ 若 非 我 見 所 緣 境 者 ， 汝 等 云 何 知 實 有 我 ？ 若△ 又 諸 所 執 ， 實 有 我 體 ， 為 是 我 見 所 緣 境 否 ？ 若 非 我 見 所 緣 境 者 ， 汝 等 云 何 知 實 有 我 ？ 若△ 又 諸 所 執 ， 實 有 我 體 ， 為 是 我 見 所 緣 境 否 ？ 若 非 我 見 所 緣 境 者 ， 汝 等 云 何 知 實 有 我 ？ 若

    

是 我 見 所 緣 境 者 ， 應 有 我 見 非 顛 倒 攝 ， 如 實 知 故 。 若 爾 ， 如 何 執 有 我 者 ， 所 信 至 教 ， 皆是 我 見 所 緣 境 者 ， 應 有 我 見 非 顛 倒 攝 ， 如 實 知 故 。 若 爾 ， 如 何 執 有 我 者 ， 所 信 至 教 ， 皆是 我 見 所 緣 境 者 ， 應 有 我 見 非 顛 倒 攝 ， 如 實 知 故 。 若 爾 ， 如 何 執 有 我 者 ， 所 信 至 教 ， 皆是 我 見 所 緣 境 者 ， 應 有 我 見 非 顛 倒 攝 ， 如 實 知 故 。 若 爾 ， 如 何 執 有 我 者 ， 所 信 至 教 ， 皆

    

毀 我 見 ， 稱 讚 無 我 。 言 無 我 見 ， 能 證 涅 槃 ， 執 著 我 見 ， 沉 淪 生 死 。 豈 有 邪 見 ， 能 證 涅 槃毀 我 見 ， 稱 讚 無 我 。 言 無 我 見 ， 能 證 涅 槃 ， 執 著 我 見 ， 沉 淪 生 死 。 豈 有 邪 見 ， 能 證 涅 槃毀 我 見 ， 稱 讚 無 我 。 言 無 我 見 ， 能 證 涅 槃 ， 執 著 我 見 ， 沉 淪 生 死 。 豈 有 邪 見 ， 能 證 涅 槃毀 我 見 ， 稱 讚 無 我 。 言 無 我 見 ， 能 證 涅 槃 ， 執 著 我 見 ， 沉 淪 生 死 。 豈 有 邪 見 ， 能 證 涅 槃

    

； 正 見 翻 令 沉 淪 生 死 ！； 正 見 翻 令 沉 淪 生 死 ！； 正 見 翻 令 沉 淪 生 死 ！； 正 見 翻 令 沉 淪 生 死 ！

    

    

    

△ ㆔ 、 我 見 境 非 我 見 境 破△ ㆔ 、 我 見 境 非 我 見 境 破△ ㆔ 、 我 見 境 非 我 見 境 破△ ㆔ 、 我 見 境 非 我 見 境 破

    

    

    

                  宗宗 宗宗 ︱ 我 應 無 常我 應 無 常我 應 無 常我 應 無 常  

初初 初初  破 有 作 用破 有 作 用破 有 作 用破 有 作 用 ∣ 量量 量量    ︱ 因 有 作 用 故因 有 作 用 故因 有 作 用 故因 有 作 用 故  

                  喻喻 喻喻 ︱ 如 手 足 等如 手 足 等如 手 足 等如 手 足 等  

                  宗宗 宗宗 ︱ 所 執 之 我 應 非 實 我所 執 之 我 應 非 實 我所 執 之 我 應 非 實 我所 執 之 我 應 非 實 我  

㆓㆓ ㆓㆓  破 無 作 用破 無 作 用破 無 作 用破 無 作 用 ∣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無 作 用 故無 作 用 故無 作 用 故無 作 用 故  

                  喻喻 喻喻 ︱ 如 兔 角 等如 兔 角 等如 兔 角 等如 兔 角 等  

○ 別 破○ 別 破○ 別 破○ 別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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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諸 我 見 ， 不 緣 實 我 ， 有 所 緣 故 ， 如 緣 餘 心 。 我 見 所 緣△ 又 諸 我 見 ， 不 緣 實 我 ， 有 所 緣 故 ， 如 緣 餘 心 。 我 見 所 緣△ 又 諸 我 見 ， 不 緣 實 我 ， 有 所 緣 故 ， 如 緣 餘 心 。 我 見 所 緣△ 又 諸 我 見 ， 不 緣 實 我 ， 有 所 緣 故 ， 如 緣 餘 心 。 我 見 所 緣 ， 定 非 實 我 ， 是 所 緣 故 ， 如 所 餘， 定 非 實 我 ， 是 所 緣 故 ， 如 所 餘， 定 非 實 我 ， 是 所 緣 故 ， 如 所 餘， 定 非 實 我 ， 是 所 緣 故 ， 如 所 餘

    

法 。 是 故 我 見 ， 不 緣 實 我 ， 但 緣 內 識 變 現 諸 蘊 ， 隨 自 妄 情 ， 種 種 計 度 。法 。 是 故 我 見 ， 不 緣 實 我 ， 但 緣 內 識 變 現 諸 蘊 ， 隨 自 妄 情 ， 種 種 計 度 。法 。 是 故 我 見 ， 不 緣 實 我 ， 但 緣 內 識 變 現 諸 蘊 ， 隨 自 妄 情 ， 種 種 計 度 。法 。 是 故 我 見 ， 不 緣 實 我 ， 但 緣 內 識 變 現 諸 蘊 ， 隨 自 妄 情 ， 種 種 計 度 。

    

    

△ ㆕ 、 我 非 我 見 境 我 見 不 緣 破△ ㆕ 、 我 非 我 見 境 我 見 不 緣 破△ ㆕ 、 我 非 我 見 境 我 見 不 緣 破△ ㆕ 、 我 非 我 見 境 我 見 不 緣 破

    

    

    

    

    

    

    

    

○ 別 破○ 別 破○ 別 破○ 別 破  

破 本 計 非破 本 計 非破 本 計 非破 本 計 非  

我 見 所 緣我 見 所 緣我 見 所 緣我 見 所 緣  
 

破 彼 我 是破 彼 我 是破 彼 我 是破 彼 我 是  
我 見 所 緣我 見 所 緣我 見 所 緣我 見 所 緣  

     宗宗 宗宗 ∣ 汝 所 執 我 應 非 是 我汝 所 執 我 應 非 是 我汝 所 執 我 應 非 是 我汝 所 執 我 應 非 是 我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許 非 我 見 之 所 緣 故許 非 我 見 之 所 緣 故許 非 我 見 之 所 緣 故許 非 我 見 之 所 緣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色 聲 等如 色 聲 等如 色 聲 等如 色 聲 等  

初初 初初  

     宗宗 宗宗 ∣ 緣 我 我 見 應 非 倒 見緣 我 我 見 應 非 倒 見緣 我 我 見 應 非 倒 見緣 我 我 見 應 非 倒 見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如 實 知 故 順 所 緣 故如 實 知 故 順 所 緣 故如 實 知 故 順 所 緣 故如 實 知 故 順 所 緣 故  

     喻喻 喻喻 ∣ 如 緣 色 等如 緣 色 等如 緣 色 等如 緣 色 等  

㆓㆓ ㆓㆓
識識 識識  

                        宗宗 宗宗 ∣ 汝 緣 我 之 見 不 緣 於 實 我汝 緣 我 之 見 不 緣 於 實 我汝 緣 我 之 見 不 緣 於 實 我汝 緣 我 之 見 不 緣 於 實 我  

初初 初初  破 能 緣 不 緣 我 起破 能 緣 不 緣 我 起破 能 緣 不 緣 我 起破 能 緣 不 緣 我 起 ∣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有 所 緣 故有 所 緣 故有 所 緣 故有 所 緣 故  

                        喻喻 喻喻 ∣ 如 緣 我 外 色 等 之 心如 緣 我 外 色 等 之 心如 緣 我 外 色 等 之 心如 緣 我 外 色 等 之 心  

                        宗宗 宗宗 ∣ 我 見 所 緣 定 非 實 我我 見 所 緣 定 非 實 我我 見 所 緣 定 非 實 我我 見 所 緣 定 非 實 我  

㆓㆓ ㆓㆓  破 所 緣 定 非 實 我破 所 緣 定 非 實 我破 所 緣 定 非 實 我破 所 緣 定 非 實 我 ∣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是 所 緣 故是 所 緣 故是 所 緣 故是 所 緣 故  

                        喻喻 喻喻 ∣ 如 所 餘 色 等 諸 法如 所 餘 色 等 諸 法如 所 餘 色 等 諸 法如 所 餘 色 等 諸 法  

○ 別 破○ 別 破○ 別 破○ 別 破  



  
5
9
 

 
△ ㆕ 、 解 釋 彼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次△ ㆕ 、 解 釋 彼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次△ ㆕ 、 解 釋 彼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次△ ㆕ 、 解 釋 彼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次

            

初初 初初

    

別 解 ㆓ 執別 解 ㆓ 執別 解 ㆓ 執別 解 ㆓ 執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㆓㆓ ㆓㆓

    

總 解 ㆓ 執總 解 ㆓ 執總 解 ㆓ 執總 解 ㆓ 執

    
△ 然 諸 我 執 ， 略 有 ㆓ 種 ： ㆒ 者 俱 生 ， ㆓ 者 分 別 。 俱 生 我 執 ， 無 始 時 來 ， 虛 妄 熏 習 內 因 力 故△ 然 諸 我 執 ， 略 有 ㆓ 種 ： ㆒ 者 俱 生 ， ㆓ 者 分 別 。 俱 生 我 執 ， 無 始 時 來 ， 虛 妄 熏 習 內 因 力 故△ 然 諸 我 執 ， 略 有 ㆓ 種 ： ㆒ 者 俱 生 ， ㆓ 者 分 別 。 俱 生 我 執 ， 無 始 時 來 ， 虛 妄 熏 習 內 因 力 故△ 然 諸 我 執 ， 略 有 ㆓ 種 ： ㆒ 者 俱 生 ， ㆓ 者 分 別 。 俱 生 我 執 ， 無 始 時 來 ， 虛 妄 熏 習 內 因 力 故

    
， 恆 與 身 俱 。 不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 任 運 而 轉 ， 故 名 俱 生 。 此 復 ㆓ 種 ： ㆒ 常 相 續 ： 在 第 七， 恆 與 身 俱 。 不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 任 運 而 轉 ， 故 名 俱 生 。 此 復 ㆓ 種 ： ㆒ 常 相 續 ： 在 第 七， 恆 與 身 俱 。 不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 任 運 而 轉 ， 故 名 俱 生 。 此 復 ㆓ 種 ： ㆒ 常 相 續 ： 在 第 七， 恆 與 身 俱 。 不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 任 運 而 轉 ， 故 名 俱 生 。 此 復 ㆓ 種 ： ㆒ 常 相 續 ： 在 第 七

    

識 ， 緣 第 八 識 ， 起 自 心 相 ， 執 為 實 我 。 ㆓ 有 間 斷 ：識 ， 緣 第 八 識 ， 起 自 心 相 ， 執 為 實 我 。 ㆓ 有 間 斷 ：識 ， 緣 第 八 識 ， 起 自 心 相 ， 執 為 實 我 。 ㆓ 有 間 斷 ：識 ， 緣 第 八 識 ， 起 自 心 相 ， 執 為 實 我 。 ㆓ 有 間 斷 ： 在 第 六 識 ， 緣 識 所 變 五 取 蘊 相 ， 或 總在 第 六 識 ， 緣 識 所 變 五 取 蘊 相 ， 或 總在 第 六 識 ， 緣 識 所 變 五 取 蘊 相 ， 或 總在 第 六 識 ， 緣 識 所 變 五 取 蘊 相 ， 或 總

    

或 別 。 起 自 心 相 ， 執 為 實 我 。 此 ㆓ 我 執 ， 細 故 難 斷 ， 後 修 道 ㆗ ， 數 數 修 習 勝 生 空 觀 ， 方或 別 。 起 自 心 相 ， 執 為 實 我 。 此 ㆓ 我 執 ， 細 故 難 斷 ， 後 修 道 ㆗ ， 數 數 修 習 勝 生 空 觀 ， 方或 別 。 起 自 心 相 ， 執 為 實 我 。 此 ㆓ 我 執 ， 細 故 難 斷 ， 後 修 道 ㆗ ， 數 數 修 習 勝 生 空 觀 ， 方或 別 。 起 自 心 相 ， 執 為 實 我 。 此 ㆓ 我 執 ， 細 故 難 斷 ， 後 修 道 ㆗ ， 數 數 修 習 勝 生 空 觀 ， 方

    

能 除 滅 。 分 別 我 執 ， 亦 由 現 在 外 緣 力 故 ， 非 與 身 俱 。 要 持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 然 後 方 起 ， 故能 除 滅 。 分 別 我 執 ， 亦 由 現 在 外 緣 力 故 ， 非 與 身 俱 。 要 持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 然 後 方 起 ， 故能 除 滅 。 分 別 我 執 ， 亦 由 現 在 外 緣 力 故 ， 非 與 身 俱 。 要 持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 然 後 方 起 ， 故能 除 滅 。 分 別 我 執 ， 亦 由 現 在 外 緣 力 故 ， 非 與 身 俱 。 要 持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 然 後 方 起 ， 故

    

名 分 別 。 唯 在 第 六 意 識 ㆗ 有 。 此 亦 ㆓ 種 ： ㆒ 緣 邪 教 所 說 蘊 相 ， 起 自 心 相 ， 分 別 計 度 ， 執名 分 別 。 唯 在 第 六 意 識 ㆗ 有 。 此 亦 ㆓ 種 ： ㆒ 緣 邪 教 所 說 蘊 相 ， 起 自 心 相 ， 分 別 計 度 ， 執名 分 別 。 唯 在 第 六 意 識 ㆗ 有 。 此 亦 ㆓ 種 ： ㆒ 緣 邪 教 所 說 蘊 相 ， 起 自 心 相 ， 分 別 計 度 ， 執名 分 別 。 唯 在 第 六 意 識 ㆗ 有 。 此 亦 ㆓ 種 ： ㆒ 緣 邪 教 所 說 蘊 相 ， 起 自 心 相 ， 分 別 計 度 ， 執

    

為 實 我 。 ㆓ 緣 邪 教 所 說 我 見 ， 起 自 心 相 ， 分 別 計 度 ， 執 為 實 我 。 此 ㆓ 我 執 ， 麤 故 易 斷 ，為 實 我 。 ㆓ 緣 邪 教 所 說 我 見 ， 起 自 心 相 ， 分 別 計 度 ， 執 為 實 我 。 此 ㆓ 我 執 ， 麤 故 易 斷 ，為 實 我 。 ㆓ 緣 邪 教 所 說 我 見 ， 起 自 心 相 ， 分 別 計 度 ， 執 為 實 我 。 此 ㆓ 我 執 ， 麤 故 易 斷 ，為 實 我 。 ㆓ 緣 邪 教 所 說 我 見 ， 起 自 心 相 ， 分 別 計 度 ， 執 為 實 我 。 此 ㆓ 我 執 ， 麤 故 易 斷 ，

    

初 見 道 時 ， 觀 ㆒ 切 法 生 空 真 如 ， 即 能 除 滅 。初 見 道 時 ， 觀 ㆒ 切 法 生 空 真 如 ， 即 能 除 滅 。初 見 道 時 ， 觀 ㆒ 切 法 生 空 真 如 ， 即 能 除 滅 。初 見 道 時 ， 觀 ㆒ 切 法 生 空 真 如 ， 即 能 除 滅 。

    

    

    

    

    

    

    

    

    

    

俱 生俱 生俱 生俱 生  

○ 我 執○ 我 執○ 我 執○ 我 執  

定 義定 義定 義定 義  
無 始 時 來 ， 六 七 ㆓ 識 虛 妄 熏 習 內 因 力 故無 始 時 來 ， 六 七 ㆓ 識 虛 妄 熏 習 內 因 力 故無 始 時 來 ， 六 七 ㆓ 識 虛 妄 熏 習 內 因 力 故無 始 時 來 ， 六 七 ㆓ 識 虛 妄 熏 習 內 因 力 故  

恆 與 身 俱 ︵ 俱 ︶ 不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任 運 而 轉 ︵ 生 ︶恆 與 身 俱 ︵ 俱 ︶ 不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任 運 而 轉 ︵ 生 ︶恆 與 身 俱 ︵ 俱 ︶ 不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任 運 而 轉 ︵ 生 ︶恆 與 身 俱 ︵ 俱 ︶ 不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任 運 而 轉 ︵ 生 ︶ 

種 類種 類種 類種 類  

㆒㆒ ㆒㆒  常 相 續 ： 在 第 七 識常 相 續 ： 在 第 七 識常 相 續 ： 在 第 七 識常 相 續 ： 在 第 七 識    緣 第 八 識緣 第 八 識緣 第 八 識緣 第 八 識  

                      起 自 心 相 執 為 實 我起 自 心 相 執 為 實 我起 自 心 相 執 為 實 我起 自 心 相 執 為 實 我  

㆓㆓ ㆓㆓  有 間 斷 ： 在 第 六 識有 間 斷 ： 在 第 六 識有 間 斷 ： 在 第 六 識有 間 斷 ： 在 第 六 識    緣 識 所 變 五 取 蘊 相 或 總 或 別緣 識 所 變 五 取 蘊 相 或 總 或 別緣 識 所 變 五 取 蘊 相 或 總 或 別緣 識 所 變 五 取 蘊 相 或 總 或 別  

                      起 自 心 相 執 為 實 我起 自 心 相 執 為 實 我起 自 心 相 執 為 實 我起 自 心 相 執 為 實 我  

斷 除斷 除斷 除斷 除  

此 ㆓ 我 執 細 故 難 斷此 ㆓ 我 執 細 故 難 斷此 ㆓ 我 執 細 故 難 斷此 ㆓ 我 執 細 故 難 斷  

後 修 道 ㆗ 數 數 修 習 勝 生 空 觀 方 能 除 滅 。後 修 道 ㆗ 數 數 修 習 勝 生 空 觀 方 能 除 滅 。後 修 道 ㆗ 數 數 修 習 勝 生 空 觀 方 能 除 滅 。後 修 道 ㆗ 數 數 修 習 勝 生 空 觀 方 能 除 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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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別分 別分 別分 別  

亦 由 現 在 外 緣 力 故 ︵ 兼 內 種 子 兼 藉 外 緣 ︶亦 由 現 在 外 緣 力 故 ︵ 兼 內 種 子 兼 藉 外 緣 ︶亦 由 現 在 外 緣 力 故 ︵ 兼 內 種 子 兼 藉 外 緣 ︶亦 由 現 在 外 緣 力 故 ︵ 兼 內 種 子 兼 藉 外 緣 ︶ 

非 與 身 俱 要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然 後 方 起非 與 身 俱 要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然 後 方 起非 與 身 俱 要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然 後 方 起非 與 身 俱 要 待 邪 教 及 邪 分 別 然 後 方 起  定 義定 義定 義定 義  

㆒㆒ ㆒㆒  緣 邪 教 所 說 蘊 相 ︵ 本 質 ︶緣 邪 教 所 說 蘊 相 ︵ 本 質 ︶緣 邪 教 所 說 蘊 相 ︵ 本 質 ︶緣 邪 教 所 說 蘊 相 ︵ 本 質 ︶   起 自 心 相起 自 心 相起 自 心 相起 自 心 相  

                           分 別 計 度 執 為 實 我 ︵ 即 蘊 ︶分 別 計 度 執 為 實 我 ︵ 即 蘊 ︶分 別 計 度 執 為 實 我 ︵ 即 蘊 ︶分 別 計 度 執 為 實 我 ︵ 即 蘊 ︶  

㆓㆓ ㆓㆓  緣 邪 教 所 說 我 相 ︵緣 邪 教 所 說 我 相 ︵緣 邪 教 所 說 我 相 ︵緣 邪 教 所 說 我 相 ︵   影 ︶影 ︶影 ︶影 ︶   起 自 心 相起 自 心 相起 自 心 相起 自 心 相  

                           分 別 計 度 執 為 實 我 ︵ 離 蘊 ︶分 別 計 度 執 為 實 我 ︵ 離 蘊 ︶分 別 計 度 執 為 實 我 ︵ 離 蘊 ︶分 別 計 度 執 為 實 我 ︵ 離 蘊 ︶  

此 ㆓ 執 粗 故 易 斷此 ㆓ 執 粗 故 易 斷此 ㆓ 執 粗 故 易 斷此 ㆓ 執 粗 故 易 斷  

初 見 道 時 觀 ㆒ 切 法 生 空 真 如 即 能 除 滅初 見 道 時 觀 ㆒ 切 法 生 空 真 如 即 能 除 滅初 見 道 時 觀 ㆒ 切 法 生 空 真 如 即 能 除 滅初 見 道 時 觀 ㆒ 切 法 生 空 真 如 即 能 除 滅  
種 類種 類種 類種 類  

唯 在 第 六 識唯 在 第 六 識唯 在 第 六 識唯 在 第 六 識  

斷 除斷 除斷 除斷 除  

○ ﹁ 我 執 ﹂ ㆓ 種○ ﹁ 我 執 ﹂ ㆓ 種○ ﹁ 我 執 ﹂ ㆓ 種○ ﹁ 我 執 ﹂ ㆓ 種  

俱 生俱 生俱 生俱 生 ∣ 與 身 俱 起與 身 俱 起與 身 俱 起與 身 俱 起  

 

分 別分 別分 別分 別 ∣ 後 橫 計 生後 橫 計 生後 橫 計 生後 橫 計 生  

我 執我 執我 執我 執 ∣ 總 取 我 見 應 之 心 王 心 所總 取 我 見 應 之 心 王 心 所總 取 我 見 應 之 心 王 心 所總 取 我 見 應 之 心 王 心 所  

我 見我 見我 見我 見  

限 於 心 所 ㆗ 之 薩 迦 耶 見限 於 心 所 ㆗ 之 薩 迦 耶 見限 於 心 所 ㆗ 之 薩 迦 耶 見限 於 心 所 ㆗ 之 薩 迦 耶 見  

局 於 心 所 不 通 心 王局 於 心 所 不 通 心 王局 於 心 所 不 通 心 王局 於 心 所 不 通 心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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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相 續 者○ 常 相 續 者○ 常 相 續 者○ 常 相 續 者 ∣ 顯 恆 起 義顯 恆 起 義顯 恆 起 義顯 恆 起 義

        

未 得 無 漏 ， 第 七 識 ㆗ ， 我 執 恆 起 ， 名 常 相 續 ， 緣 恆 具 故 。未 得 無 漏 ， 第 七 識 ㆗ ， 我 執 恆 起 ， 名 常 相 續 ， 緣 恆 具 故 。未 得 無 漏 ， 第 七 識 ㆗ ， 我 執 恆 起 ， 名 常 相 續 ， 緣 恆 具 故 。未 得 無 漏 ， 第 七 識 ㆗ ， 我 執 恆 起 ， 名 常 相 續 ， 緣 恆 具 故 。

    

        
○ 在 第 七 者○ 在 第 七 者○ 在 第 七 者○ 在 第 七 者 ∣ 顯 執 所 依顯 執 所 依顯 執 所 依顯 執 所 依

        

非 如 第 六 意 識 ㆗ 執 。非 如 第 六 意 識 ㆗ 執 。非 如 第 六 意 識 ㆗ 執 。非 如 第 六 意 識 ㆗ 執 。

    

        
○ 緣 第 八 者○ 緣 第 八 者○ 緣 第 八 者○ 緣 第 八 者 ∣ 顯 所 緣 境顯 所 緣 境顯 所 緣 境顯 所 緣 境

    

        

○ 起 自 心 相 者○ 起 自 心 相 者○ 起 自 心 相 者○ 起 自 心 相 者 ︱ 顯 緣 第 八 不 親 著 也 。顯 緣 第 八 不 親 著 也 。顯 緣 第 八 不 親 著 也 。顯 緣 第 八 不 親 著 也 。

    

        

○ 執 為 實 我 者○ 執 為 實 我 者○ 執 為 實 我 者○ 執 為 實 我 者 ∣ 不 稱 境 知 ， 故 執 生 。不 稱 境 知 ， 故 執 生 。不 稱 境 知 ， 故 執 生 。不 稱 境 知 ， 故 執 生 。

    

    

    

    

    

    

    

    

    

    

    

    

    

    

    

○ 何 故 相 續何 故 相 續何 故 相 續何 故 相 續  

唯 在 第 七唯 在 第 七唯 在 第 七唯 在 第 七  
㆓㆓ ㆓㆓  由 行 相 深 及 相 續 故由 行 相 深 及 相 續 故由 行 相 深 及 相 續 故由 行 相 深 及 相 續 故  

㆒㆒ ㆒㆒  緣 少 故 ︵ 頌 曰 ： 眼 識 九 緣 生 ， 耳 識 唯 從 八 ， 鼻 舌 身 ㆔ 七緣 少 故 ︵ 頌 曰 ： 眼 識 九 緣 生 ， 耳 識 唯 從 八 ， 鼻 舌 身 ㆔ 七緣 少 故 ︵ 頌 曰 ： 眼 識 九 緣 生 ， 耳 識 唯 從 八 ， 鼻 舌 身 ㆔ 七緣 少 故 ︵ 頌 曰 ： 眼 識 九 緣 生 ， 耳 識 唯 從 八 ， 鼻 舌 身 ㆔ 七  

                 後 ㆔ 五 ㆔ ㆕ ， 若 加 等 無 間 ， 從 頭 各 增 ㆒後 ㆔ 五 ㆔ ㆕ ， 若 加 等 無 間 ， 從 頭 各 增 ㆒後 ㆔ 五 ㆔ ㆕ ， 若 加 等 無 間 ， 從 頭 各 增 ㆒後 ㆔ 五 ㆔ ㆕ ， 若 加 等 無 間 ， 從 頭 各 增 ㆒  

∣ ㆓ 義㆓ 義㆓ 義㆓ 義  

第 八第 八第 八第 八 ∣ 續 而 不 深續 而 不 深續 而 不 深續 而 不 深  

第 六第 六第 六第 六 ∣ 深 而 不 續深 而 不 續深 而 不 續深 而 不 續  

五 識五 識五 識五 識 ∣ 不 深 不 續不 深 不 續不 深 不 續不 深 不 續  

第 七第 七第 七第 七 ∣ 具 有具 有具 有具 有  

約 見 說約 見 說約 見 說約 見 說 ︱ 名 染 無 記名 染 無 記名 染 無 記名 染 無 記  

從 本 說從 本 說從 本 說從 本 說 ︱ 名 淨 無 記名 淨 無 記名 淨 無 記名 淨 無 記  

○ 第 七 識 自第 七 識 自第 七 識 自第 七 識 自  

心心 心心  之之 之之  相相 相相  

○   

第 七 識 本 質 ， 即 以 第 八 為 境第 七 識 本 質 ， 即 以 第 八 為 境第 七 識 本 質 ， 即 以 第 八 為 境第 七 識 本 質 ， 即 以 第 八 為 境  

由 似 ㆒ 常 ， 似 實 我 相由 似 ㆒ 常 ， 似 實 我 相由 似 ㆒ 常 ， 似 實 我 相由 似 ㆒ 常 ， 似 實 我 相 ， 故 緣 第 八， 故 緣 第 八， 故 緣 第 八， 故 緣 第 八  

七 我 恒 行 影 像 相 ㆗ ， 亦 無 實 我 ， 唯 似 第 八七 我 恒 行 影 像 相 ㆗ ， 亦 無 實 我 ， 唯 似 第 八七 我 恒 行 影 像 相 ㆗ ， 亦 無 實 我 ， 唯 似 第 八七 我 恒 行 影 像 相 ㆗ ， 亦 無 實 我 ， 唯 似 第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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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間 斷有 間 斷有 間 斷有 間 斷  
在 第 六在 第 六在 第 六在 第 六  

此 行 相 深 遠 ， 亦 復 間 斷此 行 相 深 遠 ， 亦 復 間 斷此 行 相 深 遠 ， 亦 復 間 斷此 行 相 深 遠 ， 亦 復 間 斷  

第 七 深 而 不 斷第 七 深 而 不 斷第 七 深 而 不 斷第 七 深 而 不 斷  

五 識 斷 而 不 深五 識 斷 而 不 深五 識 斷 而 不 深五 識 斷 而 不 深  

第 八 不 深 不 斷第 八 不 深 不 斷第 八 不 深 不 斷第 八 不 深 不 斷  

○ 五 取五 取五 取五 取  

蘊 相蘊 相蘊 相蘊 相  

薩 婆 多薩 婆 多薩 婆 多薩 婆 多  

㆒ 切 煩 惱 皆 ， 名 為 取㆒ 切 煩 惱 皆 ， 名 為 取㆒ 切 煩 惱 皆 ， 名 為 取㆒ 切 煩 惱 皆 ， 名 為 取  

蘊 從 取 生 ， 或 能 生 取 ， 故 名 取 蘊 。蘊 從 取 生 ， 或 能 生 取 ， 故 名 取 蘊 。蘊 從 取 生 ， 或 能 生 取 ， 故 名 取 蘊 。蘊 從 取 生 ， 或 能 生 取 ， 故 名 取 蘊 。  

今 大 乘 如今 大 乘 如今 大 乘 如今 大 乘 如  

對 法 說對 法 說對 法 說對 法 說  

欲 貪 名 取 ， 唯 貪 為 體 ， 染 希 五 蘊 。欲 貪 名 取 ， 唯 貪 為 體 ， 染 希 五 蘊 。欲 貪 名 取 ， 唯 貪 為 體 ， 染 希 五 蘊 。欲 貪 名 取 ， 唯 貪 為 體 ， 染 希 五 蘊 。  
蘊 能 生 取 ， 蘊 從 取 生 ， 蘊 立 取 名 。蘊 能 生 取 ， 蘊 從 取 生 ， 蘊 立 取 名 。蘊 能 生 取 ， 蘊 從 取 生 ， 蘊 立 取 名 。蘊 能 生 取 ， 蘊 從 取 生 ， 蘊 立 取 名 。  

○ 緣 蘊緣 蘊緣 蘊緣 蘊  

總 別總 別總 別總 別

           總 緣 五 蘊 為 我 名 總 ， 別 緣 五 蘊 為 我 名 別 。總 緣 五 蘊 為 我 名 總 ， 別 緣 五 蘊 為 我 名 別 。總 緣 五 蘊 為 我 名 總 ， 別 緣 五 蘊 為 我 名 別 。總 緣 五 蘊 為 我 名 總 ， 別 緣 五 蘊 為 我 名 別 。  

顯 執 行 相顯 執 行 相顯 執 行 相顯 執 行 相    第 七 唯 託 第 八 為 相 ， 舉 其 本 質 言 起 自 心 相 。第 七 唯 託 第 八 為 相 ， 舉 其 本 質 言 起 自 心 相 。第 七 唯 託 第 八 為 相 ， 舉 其 本 質 言 起 自 心 相 。第 七 唯 託 第 八 為 相 ， 舉 其 本 質 言 起 自 心 相 。  

           此 ㆗ 所 言 五 取 蘊 相 ， 或 總 或 別 者 ， 是 第 六 本 質 ， 起此 ㆗ 所 言 五 取 蘊 相 ， 或 總 或 別 者 ， 是 第 六 本 質 ， 起此 ㆗ 所 言 五 取 蘊 相 ， 或 總 或 別 者 ， 是 第 六 本 質 ， 起此 ㆗ 所 言 五 取 蘊 相 ， 或 總 或 別 者 ， 是 第 六 本 質 ， 起  

自 心 相 者 ， 是 影自 心 相 者 ， 是 影自 心 相 者 ， 是 影自 心 相 者 ， 是 影 像 相 ， 顯 緣 不 著 ， 妄 生 我 解 。像 相 ， 顯 緣 不 著 ， 妄 生 我 解 。像 相 ， 顯 緣 不 著 ， 妄 生 我 解 。像 相 ， 顯 緣 不 著 ， 妄 生 我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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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始 串 習無 始 串 習無 始 串 習無 始 串 習    遠 隨 現 行 故遠 隨 現 行 故遠 隨 現 行 故遠 隨 現 行 故  

體 相 微 隱體 相 微 隱體 相 微 隱體 相 微 隱    不 作 意 緣 故不 作 意 緣 故不 作 意 緣 故不 作 意 緣 故  

難 斷難 斷難 斷難 斷  

俱 生 義俱 生 義俱 生 義俱 生 義  細細 細細  
○ 此 ㆓ 我 執此 ㆓ 我 執此 ㆓ 我 執此 ㆓ 我 執  

細 故 難 斷細 故 難 斷細 故 難 斷細 故 難 斷  

○ 斷 ㆓○ 斷 ㆓○ 斷 ㆓○ 斷 ㆓  

㆒㆒ ㆒㆒  非 世 道 伏非 世 道 伏非 世 道 伏非 世 道 伏  

㆓㆓ ㆓㆓  非 初 道 斷非 初 道 斷非 初 道 斷非 初 道 斷  

㆔㆔ ㆔㆔  非 ㆞ 未 滿 修 道 能 斷 ． 要 第 九 勝 道 方 斷非 ㆞ 未 滿 修 道 能 斷 ． 要 第 九 勝 道 方 斷非 ㆞ 未 滿 修 道 能 斷 ． 要 第 九 勝 道 方 斷非 ㆞ 未 滿 修 道 能 斷 ． 要 第 九 勝 道 方 斷  
     

㆒㆒ ㆒㆒  斷 種斷 種斷 種斷 種 ︱ 取 此取 此取 此取 此  

㆓㆓ ㆓㆓  伏 滅伏 滅伏 滅伏 滅  

○ 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  

伏 斷伏 斷伏 斷伏 斷  

第 六第 六第 六第 六  

第 七第 七第 七第 七  

㆓ 乘 入 聖 道㆓ 乘 入 聖 道㆓ 乘 入 聖 道㆓ 乘 入 聖 道  

離 自 ㆞ 欲 盡離 自 ㆞ 欲 盡離 自 ㆞ 欲 盡離 自 ㆞ 欲 盡  

金金 金金   剛剛 剛剛   心心 心心  

㆓ 乘 入 無 漏 心㆓ 乘 入 無 漏 心㆓ 乘 入 無 漏 心㆓ 乘 入 無 漏 心  

金金 金金    剛剛 剛剛    心心 心心  

伏伏 伏伏  
 

斷斷 斷斷  
 

盡盡 盡盡  

菩 薩 初 ㆞菩 薩 初 ㆞菩 薩 初 ㆞菩 薩 初 ㆞  

㆕ ㆞ 永 不 行㆕ ㆞ 永 不 行㆕ ㆞ 永 不 行㆕ ㆞ 永 不 行  

金金 金金    剛剛 剛剛  心心 心心    

菩 薩 七 ㆞ 以 前 入 無 漏 心菩 薩 七 ㆞ 以 前 入 無 漏 心菩 薩 七 ㆞ 以 前 入 無 漏 心菩 薩 七 ㆞ 以 前 入 無 漏 心  

八 ㆞ 以 ㆖ 永 不 行八 ㆞ 以 ㆖ 永 不 行八 ㆞ 以 ㆖ 永 不 行八 ㆞ 以 ㆖ 永 不 行  

金金 金金    剛剛 剛剛    心心 心心  

數 數數 數數 數數 數  

修 道修 道修 道修 道  

方 能方 能方 能方 能  

除 滅除 滅除 滅除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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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漏 觀有 漏 觀有 漏 觀有 漏 觀 ︱ 未 見 道 前 所 觀未 見 道 前 所 觀未 見 道 前 所 觀未 見 道 前 所 觀  

︱ 簡簡 簡簡  

○ 勝 生勝 生勝 生勝 生  

空 觀空 觀空 觀空 觀  

及 ﹁ 無 漏 遊 觀 ﹂ 之 ﹁ 生 空 心 ﹂及 ﹁ 無 漏 遊 觀 ﹂ 之 ﹁ 生 空 心 ﹂及 ﹁ 無 漏 遊 觀 ﹂ 之 ﹁ 生 空 心 ﹂及 ﹁ 無 漏 遊 觀 ﹂ 之 ﹁ 生 空 心 ﹂  

入 滅 盡 定 者 皆 厭 想 心 所 ， 而 欲 破 我 執 。入 滅 盡 定 者 皆 厭 想 心 所 ， 而 欲 破 我 執 。入 滅 盡 定 者 皆 厭 想 心 所 ， 而 欲 破 我 執 。入 滅 盡 定 者 皆 厭 想 心 所 ， 而 欲 破 我 執 。  

以 彼 皆 不 能 斷 此 故以 彼 皆 不 能 斷 此 故以 彼 皆 不 能 斷 此 故以 彼 皆 不 能 斷 此 故  

此 說 ﹁ 無 間 ﹂ 非 ﹁ 解 脫 道 ﹂此 說 ﹁ 無 間 ﹂ 非 ﹁ 解 脫 道 ﹂此 說 ﹁ 無 間 ﹂ 非 ﹁ 解 脫 道 ﹂此 說 ﹁ 無 間 ﹂ 非 ﹁ 解 脫 道 ﹂ ︱ 正 証 理 之 智 慧 ， 即 解 脫 道 ， 乃 後 念 之 果 道 。正 証 理 之 智 慧 ， 即 解 脫 道 ， 乃 後 念 之 果 道 。正 証 理 之 智 慧 ， 即 解 脫 道 ， 乃 後 念 之 果 道 。正 証 理 之 智 慧 ， 即 解 脫 道 ， 乃 後 念 之 果 道 。 

           正 斷 惑 之 智 慧 即 無 間 道 ， 為 前 念 之 因 道 。正 斷 惑 之 智 慧 即 無 間 道 ， 為 前 念 之 因 道 。正 斷 惑 之 智 慧 即 無 間 道 ， 為 前 念 之 因 道 。正 斷 惑 之 智 慧 即 無 間 道 ， 為 前 念 之 因 道 。  
滅 盡 定 依 有 頂滅 盡 定 依 有 頂滅 盡 定 依 有 頂滅 盡 定 依 有 頂 ︱ ㆕ 空 最 空㆕ 空 最 空㆕ 空 最 空㆕ 空 最 空  

修 此 觀 ， 雖 無 漏 ， 然 未 斷 惑 ， 故 名 無 漏 遊 觀 。修 此 觀 ， 雖 無 漏 ， 然 未 斷 惑 ， 故 名 無 漏 遊 觀 。修 此 觀 ， 雖 無 漏 ， 然 未 斷 惑 ， 故 名 無 漏 遊 觀 。修 此 觀 ， 雖 無 漏 ， 然 未 斷 惑 ， 故 名 無 漏 遊 觀 。  

○ 分 別 我 執分 別 我 執分 別 我 執分 別 我 執   間 斷間 斷間 斷間 斷  

唯 在 第 六唯 在 第 六唯 在 第 六唯 在 第 六   麤 猛麤 猛麤 猛麤 猛  

第 八第 八第 八第 八   淺 而 不 間淺 而 不 間淺 而 不 間淺 而 不 間  

五五 五五     間 而 又 淺間 而 又 淺間 而 又 淺間 而 又 淺  

七七 七七     ㆓ 俱 無㆓ 俱 無㆓ 俱 無㆓ 俱 無  

六六 六六     ㆓ 俱 有 ︵ 邪 分 別 者 必 有 間 斷 及 麤 猛 故 ︶㆓ 俱 有 ︵ 邪 分 別 者 必 有 間 斷 及 麤 猛 故 ︶㆓ 俱 有 ︵ 邪 分 別 者 必 有 間 斷 及 麤 猛 故 ︶㆓ 俱 有 ︵ 邪 分 別 者 必 有 間 斷 及 麤 猛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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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是 所 說 ㆒ 切 我 執 ， 自 心 外 蘊 ， 或 有 或 無 。 自 心 內 蘊 ， ㆒ 切 皆 有 。 是 故 我 執 ， 皆 緣 無 常△ 如 是 所 說 ㆒ 切 我 執 ， 自 心 外 蘊 ， 或 有 或 無 。 自 心 內 蘊 ， ㆒ 切 皆 有 。 是 故 我 執 ， 皆 緣 無 常△ 如 是 所 說 ㆒ 切 我 執 ， 自 心 外 蘊 ， 或 有 或 無 。 自 心 內 蘊 ， ㆒ 切 皆 有 。 是 故 我 執 ， 皆 緣 無 常△ 如 是 所 說 ㆒ 切 我 執 ， 自 心 外 蘊 ， 或 有 或 無 。 自 心 內 蘊 ， ㆒ 切 皆 有 。 是 故 我 執 ， 皆 緣 無 常

    

五 取 蘊 相 ， 妄 執 為 我 。五 取 蘊 相 ， 妄 執 為 我 。五 取 蘊 相 ， 妄 執 為 我 。五 取 蘊 相 ， 妄 執 為 我 。

    

    

△ ㆓ 、 總 釋 ㆓ 執△ ㆓ 、 總 釋 ㆓ 執△ ㆓ 、 總 釋 ㆓ 執△ ㆓ 、 總 釋 ㆓ 執

            

初初 初初

    
解 所 依 有 無解 所 依 有 無解 所 依 有 無解 所 依 有 無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㆓㆓ ㆓㆓

    

解 蘊 我 有 無解 蘊 我 有 無解 蘊 我 有 無解 蘊 我 有 無

    

    

    

    

    

    

    

    

    

    

○ 見○ 見○ 見○ 見 道道 道道 ︱ ㆓㆓ ㆓㆓  

㆒ 、 真 見 道㆒ 、 真 見 道㆒ 、 真 見 道㆒ 、 真 見 道    以 根 本 智 証 ㆕ 諦 理 正 觀以 根 本 智 証 ㆕ 諦 理 正 觀以 根 本 智 証 ㆕ 諦 理 正 觀以 根 本 智 証 ㆕ 諦 理 正 觀 真 如 之 位真 如 之 位真 如 之 位真 如 之 位 ︱ 我 執 取 此 除 滅 分 別我 執 取 此 除 滅 分 別我 執 取 此 除 滅 分 別我 執 取 此 除 滅 分 別  

             唯 在 初 ㆞ 入 心 ， 加 行 無 間 ， 此 智 生 時 體 會 真 如 。唯 在 初 ㆞ 入 心 ， 加 行 無 間 ， 此 智 生 時 體 會 真 如 。唯 在 初 ㆞ 入 心 ， 加 行 無 間 ， 此 智 生 時 體 會 真 如 。唯 在 初 ㆞ 入 心 ， 加 行 無 間 ， 此 智 生 時 體 會 真 如 。  

㆓ 、 相 見 道相 見 道相 見 道相 見 道    於 証 ㆕ 諦 理 後 ， 以 後 得 智 ， 觀 ㆒ 切 依 他 法 種 種 諸 差 別 是 也 。於 証 ㆕ 諦 理 後 ， 以 後 得 智 ， 觀 ㆒ 切 依 他 法 種 種 諸 差 別 是 也 。於 証 ㆕ 諦 理 後 ， 以 後 得 智 ， 觀 ㆒ 切 依 他 法 種 種 諸 差 別 是 也 。於 証 ㆕ 諦 理 後 ， 以 後 得 智 ， 觀 ㆒ 切 依 他 法 種 種 諸 差 別 是 也 。 

相 分 境相 分 境相 分 境相 分 境  

○ 所 依所 依所 依所 依  

有 無有 無有 無有 無

﹁ 自 心 ﹂ 外 蘊﹁ 自 心 ﹂ 外 蘊﹁ 自 心 ﹂ 外 蘊﹁ 自 心 ﹂ 外 蘊 ∣ 或 有 或 無或 有 或 無或 有 或 無或 有 或 無  

他 ㆟ 及 以 己 身 以 為 本 質 ，他 ㆟ 及 以 己 身 以 為 本 質 ，他 ㆟ 及 以 己 身 以 為 本 質 ，他 ㆟ 及 以 己 身 以 為 本 質 ，  

並 是 此 攝 能 緣 緣 不 著 ， 皆 名 心 外 故 。並 是 此 攝 能 緣 緣 不 著 ， 皆 名 心 外 故 。並 是 此 攝 能 緣 緣 不 著 ， 皆 名 心 外 故 。並 是 此 攝 能 緣 緣 不 著 ， 皆 名 心 外 故 。  

自 心 內 蘊自 心 內 蘊自 心 內 蘊自 心 內 蘊 ∣ ㆒ 切 皆 有㆒ 切 皆 有㆒ 切 皆 有㆒ 切 皆 有    親 所 緣 故親 所 緣 故親 所 緣 故親 所 緣 故     無 少 法 能 取 少 法無 少 法 能 取 少 法無 少 法 能 取 少 法無 少 法 能 取 少 法  

                     影 像 必 有影 像 必 有影 像 必 有影 像 必 有     唯 有 自 心 還 取 自 心唯 有 自 心 還 取 自 心唯 有 自 心 還 取 自 心唯 有 自 心 還 取 自 心  
七 六 有 無七 六 有 無七 六 有 無七 六 有 無    七七 七七 ∣ 有有 有有  

           六六 六六 ∣ 無 ︵ 如 吠 世 等 ︶無 ︵ 如 吠 世 等 ︶無 ︵ 如 吠 世 等 ︶無 ︵ 如 吠 世 等 ︶  

修 見 有 無修 見 有 無修 見 有 無修 見 有 無    俱 生俱 生俱 生俱 生 ∣ 有有 有有  

           分 別分 別分 別分 別 ∣ 無無 無無  

即 離 有 無即 離 有 無即 離 有 無即 離 有 無    即 蘊即 蘊即 蘊即 蘊 ∣ 有有 有有   本本 本本  

           離 蘊離 蘊離 蘊離 蘊 ∣ 無無 無無   質質 質質  

本 質 境本 質 境本 質 境本 質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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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諸 蘊 相 ， 從 緣 生 故 ， 是 如 幻 有 。 妄 所 執 我 ， 橫 計 度 故 ， 決 定 非 有 。 故 契 經 說 ， 苾 芻 當△ 然 諸 蘊 相 ， 從 緣 生 故 ， 是 如 幻 有 。 妄 所 執 我 ， 橫 計 度 故 ， 決 定 非 有 。 故 契 經 說 ， 苾 芻 當△ 然 諸 蘊 相 ， 從 緣 生 故 ， 是 如 幻 有 。 妄 所 執 我 ， 橫 計 度 故 ， 決 定 非 有 。 故 契 經 說 ， 苾 芻 當△ 然 諸 蘊 相 ， 從 緣 生 故 ， 是 如 幻 有 。 妄 所 執 我 ， 橫 計 度 故 ， 決 定 非 有 。 故 契 經 說 ， 苾 芻 當

    

知 ， 世 間 沙 門 婆 羅 門 等 ， 所 有 我 見 ， ㆒ 切 皆 緣 ， 五 取 蘊 取 。知 ， 世 間 沙 門 婆 羅 門 等 ， 所 有 我 見 ， ㆒ 切 皆 緣 ， 五 取 蘊 取 。知 ， 世 間 沙 門 婆 羅 門 等 ， 所 有 我 見 ， ㆒ 切 皆 緣 ， 五 取 蘊 取 。知 ， 世 間 沙 門 婆 羅 門 等 ， 所 有 我 見 ， ㆒ 切 皆 緣 ， 五 取 蘊 取 。

    

    
△ ㆓ 、 解 蘊 我 有 無△ ㆓ 、 解 蘊 我 有 無△ ㆓ 、 解 蘊 我 有 無△ ㆓ 、 解 蘊 我 有 無

    

    

    

    

    

    

△ 五 、 假 設 外 徵 釋 諸 妨 難△ 五 、 假 設 外 徵 釋 諸 妨 難△ 五 、 假 設 外 徵 釋 諸 妨 難△ 五 、 假 設 外 徵 釋 諸 妨 難
            

初 、 約 憶 識 誦 習 釋初 、 約 憶 識 誦 習 釋初 、 約 憶 識 誦 習 釋初 、 約 憶 識 誦 習 釋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㆓ 、 約 造 業 受 果 釋㆓ 、 約 造 業 受 果 釋㆓ 、 約 造 業 受 果 釋㆓ 、 約 造 業 受 果 釋

    

                                                                                                    
㆔ 、 約 生 死 涅 槃 釋㆔ 、 約 生 死 涅 槃 釋㆔ 、 約 生 死 涅 槃 釋㆔ 、 約 生 死 涅 槃 釋

    

                                                                                                    

㆕ 、 結 前 非 述 正 義㆕ 、 結 前 非 述 正 義㆕ 、 結 前 非 述 正 義㆕ 、 結 前 非 述 正 義

    

    

△ 實 我 若 無 ， 云 何 得 有 憶 識 誦 習 恩 怨 等 事 ？ 所 執 實 我 ， 既 常 無 變 ， 後 應 如 前 ， 是 事 非 有 ；△ 實 我 若 無 ， 云 何 得 有 憶 識 誦 習 恩 怨 等 事 ？ 所 執 實 我 ， 既 常 無 變 ， 後 應 如 前 ， 是 事 非 有 ；△ 實 我 若 無 ， 云 何 得 有 憶 識 誦 習 恩 怨 等 事 ？ 所 執 實 我 ， 既 常 無 變 ， 後 應 如 前 ， 是 事 非 有 ；△ 實 我 若 無 ， 云 何 得 有 憶 識 誦 習 恩 怨 等 事 ？ 所 執 實 我 ， 既 常 無 變 ， 後 應 如 前 ， 是 事 非 有 ；

    

前 應 如 後 ， 是 事 非 無 ， 以 後 與 前 ， 體 無 別 故 。 若 謂 我 用 ， 前 後 變 易 ， 非 我 體 者 ， 理 亦 不前 應 如 後 ， 是 事 非 無 ， 以 後 與 前 ， 體 無 別 故 。 若 謂 我 用 ， 前 後 變 易 ， 非 我 體 者 ， 理 亦 不前 應 如 後 ， 是 事 非 無 ， 以 後 與 前 ， 體 無 別 故 。 若 謂 我 用 ， 前 後 變 易 ， 非 我 體 者 ， 理 亦 不前 應 如 後 ， 是 事 非 無 ， 以 後 與 前 ， 體 無 別 故 。 若 謂 我 用 ， 前 後 變 易 ， 非 我 體 者 ， 理 亦 不

    

然 。 用 不 離 體 ， 應 常 有 故 ； 體 不 離 用 ， 應 非 常 故 。 然 諸 有 情 ， 各 有 本 識 ， ㆒ 類 相 續 ， 任然 。 用 不 離 體 ， 應 常 有 故 ； 體 不 離 用 ， 應 非 常 故 。 然 諸 有 情 ， 各 有 本 識 ， ㆒ 類 相 續 ， 任然 。 用 不 離 體 ， 應 常 有 故 ； 體 不 離 用 ， 應 非 常 故 。 然 諸 有 情 ， 各 有 本 識 ， ㆒ 類 相 續 ， 任然 。 用 不 離 體 ， 應 常 有 故 ； 體 不 離 用 ， 應 非 常 故 。 然 諸 有 情 ， 各 有 本 識 ， ㆒ 類 相 續 ， 任

    

持 種 子 ， 與 ㆒ 切 法 ， 更 互 為 因 ， 熏 習 力 故 ， 得 有 如 是 憶 識 等 事 。 故 所 設 難 ， 於 汝 有 失 ，持 種 子 ， 與 ㆒ 切 法 ， 更 互 為 因 ， 熏 習 力 故 ， 得 有 如 是 憶 識 等 事 。 故 所 設 難 ， 於 汝 有 失 ，持 種 子 ， 與 ㆒ 切 法 ， 更 互 為 因 ， 熏 習 力 故 ， 得 有 如 是 憶 識 等 事 。 故 所 設 難 ， 於 汝 有 失 ，持 種 子 ， 與 ㆒ 切 法 ， 更 互 為 因 ， 熏 習 力 故 ， 得 有 如 是 憶 識 等 事 。 故 所 設 難 ， 於 汝 有 失 ，

    

非 於 我 宗 。非 於 我 宗 。非 於 我 宗 。非 於 我 宗 。

    

    

○ 解 內 心 相解 內 心 相解 內 心 相解 內 心 相  

對 我 有 無對 我 有 無對 我 有 無對 我 有 無  
內 相 依 他內 相 依 他內 相 依 他內 相 依 他 ∣ 緣 生 故 有緣 生 故 有緣 生 故 有緣 生 故 有  

 

外 境 橫 計外 境 橫 計外 境 橫 計外 境 橫 計 ∣ 故 定 是 無故 定 是 無故 定 是 無故 定 是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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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宗 宗宗 ∣ ㆒ 切 有 情 應 無 憶 識 等 事㆒ 切 有 情 應 無 憶 識 等 事㆒ 切 有 情 應 無 憶 識 等 事㆒ 切 有 情 應 無 憶 識 等 事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以 無 我 故以 無 我 故以 無 我 故以 無 我 故  

     喻 ∣ 如 太 虛 空喻 ∣ 如 太 虛 空喻 ∣ 如 太 虛 空喻 ∣ 如 太 虛 空  

破破 破破 ∣ 約 前 後 有 無 礙 破約 前 後 有 無 礙 破約 前 後 有 無 礙 破約 前 後 有 無 礙 破 ∣ 量量 量量 ㆓㆓ ㆓㆓  

     宗宗 宗宗 ∣ 汝 之 實 我 後 起 受 用 時 ， 亦 應 不 起 用汝 之 實 我 後 起 受 用 時 ， 亦 應 不 起 用汝 之 實 我 後 起 受 用 時 ， 亦 應 不 起 用汝 之 實 我 後 起 受 用 時 ， 亦 應 不 起 用  

㆒㆒ ㆒㆒    因因 因因 ∣ 以 前 與 後 ， 體 無 別 故以 前 與 後 ， 體 無 別 故以 前 與 後 ， 體 無 別 故以 前 與 後 ， 體 無 別 故  

     喻喻 喻喻 ∣ 猶 如 虛 空猶 如 虛 空猶 如 虛 空猶 如 虛 空  

     宗宗 宗宗 ∣ 汝 之 實 我 前 無 受 用 事 時 ， 應 有 受 用 事汝 之 實 我 前 無 受 用 事 時 ， 應 有 受 用 事汝 之 實 我 前 無 受 用 事 時 ， 應 有 受 用 事汝 之 實 我 前 無 受 用 事 時 ， 應 有 受 用 事  
㆓㆓ ㆓㆓    因因 因因 ∣ 即 後 體 故即 後 體 故即 後 體 故即 後 體 故  

     喻喻 喻喻 ∣ 如 後 位 時如 後 位 時如 後 位 時如 後 位 時  

若 無 實 我 ， 誰 能 記 憶 曾 所 更 事 。若 無 實 我 ， 誰 能 記 憶 曾 所 更 事 。若 無 實 我 ， 誰 能 記 憶 曾 所 更 事 。若 無 實 我 ， 誰 能 記 憶 曾 所 更 事 。  

亦 能 了 知 ㆒ 切 境 界 ， 誦 習 經 書 ， 溫 習 文 史 。亦 能 了 知 ㆒ 切 境 界 ， 誦 習 經 書 ， 溫 習 文 史 。亦 能 了 知 ㆒ 切 境 界 ， 誦 習 經 書 ， 溫 習 文 史 。亦 能 了 知 ㆒ 切 境 界 ， 誦 習 經 書 ， 溫 習 文 史 。  

恩 濟 於 彼 ， 怨 害 於 此 ， 貪 愛 好 財 ， 瞋 怒 箇 物 ， 種 種 事 業 。恩 濟 於 彼 ， 怨 害 於 此 ， 貪 愛 好 財 ， 瞋 怒 箇 物 ， 種 種 事 業 。恩 濟 於 彼 ， 怨 害 於 此 ， 貪 愛 好 財 ， 瞋 怒 箇 物 ， 種 種 事 業 。恩 濟 於 彼 ， 怨 害 於 此 ， 貪 愛 好 財 ， 瞋 怒 箇 物 ， 種 種 事 業 。  
難難 難難  

○ 破 難○ 破 難○ 破 難○ 破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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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 救△ 外 ㆟ 救△ 外 ㆟ 救△ 外 ㆟ 救 ∣ 轉 計轉 計轉 計轉 計 ∣ 我 用 前 後我 用 前 後我 用 前 後我 用 前 後 變 易 ， 非 我 體 。變 易 ， 非 我 體 。變 易 ， 非 我 體 。變 易 ， 非 我 體 。

    

    

    

    

    

    

    

    

    

    

    

    

    

    

    

    

    

    

    

  約 體 用約 體 用約 體 用約 體 用  

○ 常 無 常常 無 常常 無 常常 無 常 ∣ 量量 量量 ㆓㆓ ㆓㆓  

破 轉 計破 轉 計破 轉 計破 轉 計  
○ 識○ 識○ 識○ 識  

申 明 有申 明 有申 明 有申 明 有  

○ 憶 事 等憶 事 等憶 事 等憶 事 等  

事 之 理事 之 理事 之 理事 之 理  

宗宗 宗宗 ︱ 用 應 常 有用 應 常 有用 應 常 有用 應 常 有  

㆒㆒ ㆒㆒     因因 因因 ︱ 許 不 離 體 故許 不 離 體 故許 不 離 體 故許 不 離 體 故  

喻喻 喻喻 ︱ 如 體如 體如 體如 體  

宗宗 宗宗 ︱ 體 應 非 常 有體 應 非 常 有體 應 非 常 有體 應 非 常 有  

㆓㆓ ㆓㆓     因因 因因 ︱ 許 不 離 用 故許 不 離 用 故許 不 離 用 故許 不 離 用 故  

喻喻 喻喻 ︱ 如 用如 用如 用如 用  

○ 顯 無 失○ 顯 無 失○ 顯 無 失○ 顯 無 失 ∣  

 

熏 習熏 習熏 習熏 習  

力 故力 故力 故力 故  

第 八 識 與 ㆒ 切 法 互 緣第 八 識 與 ㆒ 切 法 互 緣第 八 識 與 ㆒ 切 法 互 緣第 八 識 與 ㆒ 切 法 互 緣  

宿 熏 習 力 有 憶 識 等 事 何 須 有 實 我 哉宿 熏 習 力 有 憶 識 等 事 何 須 有 實 我 哉宿 熏 習 力 有 憶 識 等 事 何 須 有 實 我 哉宿 熏 習 力 有 憶 識 等 事 何 須 有 實 我 哉  

本 識本 識本 識本 識 ∣ 第 八 識第 八 識第 八 識第 八 識  

㆒ 類㆒ 類㆒ 類㆒ 類 ∣ 唯 是 無 覆 無 記唯 是 無 覆 無 記唯 是 無 覆 無 記唯 是 無 覆 無 記  

相 續相 續相 續相 續 ∣ 無 間 而 轉無 間 而 轉無 間 而 轉無 間 而 轉  

任 持 種 子任 持 種 子任 持 種 子任 持 種 子 ∣ 能 持 世 出 世 種能 持 世 出 世 種能 持 世 出 世 種能 持 世 出 世 種  

與 ㆒ 切 法與 ㆒ 切 法與 ㆒ 切 法與 ㆒ 切 法 ∣ 前 七 轉 識 及 心 所 法 并 色 法 等前 七 轉 識 及 心 所 法 并 色 法 等前 七 轉 識 及 心 所 法 并 色 法 等前 七 轉 識 及 心 所 法 并 色 法 等  

更 互 為 因更 互 為 因更 互 為 因更 互 為 因    現 行 熏 本 識現 行 熏 本 識現 行 熏 本 識現 行 熏 本 識 ∣ 諸 法 為 本 識 因諸 法 為 本 識 因諸 法 為 本 識 因諸 法 為 本 識 因  

           識 種 起 現 行識 種 起 現 行識 種 起 現 行識 種 起 現 行 ∣ 本 識 為 諸 法 因本 識 為 諸 法 因本 識 為 諸 法 因本 識 為 諸 法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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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無 實 我 ， 誰 能 造 業 誰 受 果 耶 ？ 所 執 實 我 ， 既 無 變 易 ， 猶 如 虛 空 ， 如 何 可 能 造 業 受 果 ？△ 若 無 實 我 ， 誰 能 造 業 誰 受 果 耶 ？ 所 執 實 我 ， 既 無 變 易 ， 猶 如 虛 空 ， 如 何 可 能 造 業 受 果 ？△ 若 無 實 我 ， 誰 能 造 業 誰 受 果 耶 ？ 所 執 實 我 ， 既 無 變 易 ， 猶 如 虛 空 ， 如 何 可 能 造 業 受 果 ？△ 若 無 實 我 ， 誰 能 造 業 誰 受 果 耶 ？ 所 執 實 我 ， 既 無 變 易 ， 猶 如 虛 空 ， 如 何 可 能 造 業 受 果 ？

    

若 有 變 易 ， 應 是 無 常 。 然 諸 有 情 ， 心 心 所 法 ， 因 緣 力 故 ， 相 續 無 斷 ， 造 業 受 果 ， 於 理 無若 有 變 易 ， 應 是 無 常 。 然 諸 有 情 ， 心 心 所 法 ， 因 緣 力 故 ， 相 續 無 斷 ， 造 業 受 果 ， 於 理 無若 有 變 易 ， 應 是 無 常 。 然 諸 有 情 ， 心 心 所 法 ， 因 緣 力 故 ， 相 續 無 斷 ， 造 業 受 果 ， 於 理 無若 有 變 易 ， 應 是 無 常 。 然 諸 有 情 ， 心 心 所 法 ， 因 緣 力 故 ， 相 續 無 斷 ， 造 業 受 果 ， 於 理 無

違 。違 。違 。違 。
    

△ ㆓ 、 約 造 業 受 果 釋△ ㆓ 、 約 造 業 受 果 釋△ ㆓ 、 約 造 業 受 果 釋△ ㆓ 、 約 造 業 受 果 釋

    

    

                                

若 無 實 我 ， 無 實 作 受 ， 既 無 作 受 ， 法 體 應 空 。若 無 實 我 ， 無 實 作 受 ， 既 無 作 受 ， 法 體 應 空 。若 無 實 我 ， 無 實 作 受 ， 既 無 作 受 ， 法 體 應 空 。若 無 實 我 ， 無 實 作 受 ， 既 無 作 受 ， 法 體 應 空 。

    

    

    

    

    

    

    

    

    

    

    

    

    

    

       宗宗 宗宗 ∣ 汝 我 應 不 能 作 業 受 果汝 我 應 不 能 作 業 受 果汝 我 應 不 能 作 業 受 果汝 我 應 不 能 作 業 受 果  

量 ㆒量 ㆒量 ㆒量 ㆒    因因 因因 ∣ 許 無 變 易 故 許 體 常 故許 無 變 易 故 許 體 常 故許 無 變 易 故 許 體 常 故許 無 變 易 故 許 體 常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  

       宗宗 宗宗 ∣ 汝 所 執 我 應 體 無 常汝 所 執 我 應 體 無 常汝 所 執 我 應 體 無 常汝 所 執 我 應 體 無 常  

量 ㆓量 ㆓量 ㆓量 ㆓    因因 因因 ∣ 許 用 變 易 故許 用 變 易 故許 用 變 易 故許 用 變 易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色 聲 等如 色 聲 等如 色 聲 等如 色 聲 等  

○ 論 主 質○ 論 主 質○ 論 主 質○ 論 主 質  

宗宗 宗宗 ∣ ㆒ 切 有 情 應 無 作 受㆒ 切 有 情 應 無 作 受㆒ 切 有 情 應 無 作 受㆒ 切 有 情 應 無 作 受  

因因 因因 ∣ 以 無 我 故以 無 我 故以 無 我 故以 無 我 故  

喻喻 喻喻 ∣ 如 龜 毛 等如 龜 毛 等如 龜 毛 等如 龜 毛 等  

○ 外 ㆟ 難○ 外 ㆟ 難○ 外 ㆟ 難○ 外 ㆟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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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我 若 實 無 ， 誰 於 生 死 ， 輪 迴 諸 趣 ， 誰 復 厭 苦 ， 求 趣 涅 槃 ？ 所 執 實 我 ， 既 無 生 滅 ， 如 何 可若 實 無 ， 誰 於 生 死 ， 輪 迴 諸 趣 ， 誰 復 厭 苦 ， 求 趣 涅 槃 ？ 所 執 實 我 ， 既 無 生 滅 ， 如 何 可若 實 無 ， 誰 於 生 死 ， 輪 迴 諸 趣 ， 誰 復 厭 苦 ， 求 趣 涅 槃 ？ 所 執 實 我 ， 既 無 生 滅 ， 如 何 可若 實 無 ， 誰 於 生 死 ， 輪 迴 諸 趣 ， 誰 復 厭 苦 ， 求 趣 涅 槃 ？ 所 執 實 我 ， 既 無 生 滅 ， 如 何 可

    

說 生 死 輪 迴 ？ 常 如 虛 空 ， 非 苦 所 惱 ， 何 為 厭 捨 ， 求 趣 涅 槃 ？ 故 彼 所 言 ， 常 為 自 害 。 然 有說 生 死 輪 迴 ？ 常 如 虛 空 ， 非 苦 所 惱 ， 何 為 厭 捨 ， 求 趣 涅 槃 ？ 故 彼 所 言 ， 常 為 自 害 。 然 有說 生 死 輪 迴 ？ 常 如 虛 空 ， 非 苦 所 惱 ， 何 為 厭 捨 ， 求 趣 涅 槃 ？ 故 彼 所 言 ， 常 為 自 害 。 然 有說 生 死 輪 迴 ？ 常 如 虛 空 ， 非 苦 所 惱 ， 何 為 厭 捨 ， 求 趣 涅 槃 ？ 故 彼 所 言 ， 常 為 自 害 。 然 有

    

情 類 ， 身 心 相 續 ， 煩 惱 業 力 ！ 輪 迴 諸 趣 ， 厭 患 苦 故 ， 求 趣 涅 槃 。情 類 ， 身 心 相 續 ， 煩 惱 業 力 ！ 輪 迴 諸 趣 ， 厭 患 苦 故 ， 求 趣 涅 槃 。情 類 ， 身 心 相 續 ， 煩 惱 業 力 ！ 輪 迴 諸 趣 ， 厭 患 苦 故 ， 求 趣 涅 槃 。情 類 ， 身 心 相 續 ， 煩 惱 業 力 ！ 輪 迴 諸 趣 ， 厭 患 苦 故 ， 求 趣 涅 槃 。

    

△ ㆔ 、 約 生 死 涅 槃 釋△ ㆔ 、 約 生 死 涅 槃 釋△ ㆔ 、 約 生 死 涅 槃 釋△ ㆔ 、 約 生 死 涅 槃 釋

    

    

    

    

    

心 心 所 法心 心 所 法心 心 所 法心 心 所 法  
因 緣 力 等因 緣 力 等因 緣 力 等因 緣 力 等  

於於 於於
理理 理理

無無 無無  

違違 違違  

七 識 熏 習 種 子 因 緣 力 故七 識 熏 習 種 子 因 緣 力 故七 識 熏 習 種 子 因 緣 力 故七 識 熏 習 種 子 因 緣 力 故  

阿 賴 耶 識 住 於 諸 趣 相 續 無 斷阿 賴 耶 識 住 於 諸 趣 相 續 無 斷阿 賴 耶 識 住 於 諸 趣 相 續 無 斷阿 賴 耶 識 住 於 諸 趣 相 續 無 斷  

六 識 造 業 此 并 第 八 亦 能 受 果六 識 造 業 此 并 第 八 亦 能 受 果六 識 造 業 此 并 第 八 亦 能 受 果六 識 造 業 此 并 第 八 亦 能 受 果  

心 心 所 即 第 八 識 自 體 種 子 因 緣 力 故心 心 所 即 第 八 識 自 體 種 子 因 緣 力 故心 心 所 即 第 八 識 自 體 種 子 因 緣 力 故心 心 所 即 第 八 識 自 體 種 子 因 緣 力 故  

其 現 行 識 相 續 無 斷其 現 行 識 相 續 無 斷其 現 行 識 相 續 無 斷其 現 行 識 相 續 無 斷  

即 此 六 識 有 時 造 業 並 與 第 八 亦 能即 此 六 識 有 時 造 業 並 與 第 八 亦 能即 此 六 識 有 時 造 業 並 與 第 八 亦 能即 此 六 識 有 時 造 業 並 與 第 八 亦 能 受 果受 果受 果受 果  

八 識 等 心 心 所 法 各 自 種 子 因 緣 力 故八 識 等 心 心 所 法 各 自 種 子 因 緣 力 故八 識 等 心 心 所 法 各 自 種 子 因 緣 力 故八 識 等 心 心 所 法 各 自 種 子 因 緣 力 故  

諸 趣 五 蘊 相 續 無 斷諸 趣 五 蘊 相 續 無 斷諸 趣 五 蘊 相 續 無 斷諸 趣 五 蘊 相 續 無 斷  

即 此 假 者 六 識 作 業 六 入 受 果 除 第 七 識即 此 假 者 六 識 作 業 六 入 受 果 除 第 七 識即 此 假 者 六 識 作 業 六 入 受 果 除 第 七 識即 此 假 者 六 識 作 業 六 入 受 果 除 第 七 識  

○ 敘 正 義○ 敘 正 義○ 敘 正 義○ 敘 正 義 ∣  

          宗宗 宗宗 ︱ ㆒ 切 有 情 ． 應 無 生 死 ． 亦 不 求 涅 槃㆒ 切 有 情 ． 應 無 生 死 ． 亦 不 求 涅 槃㆒ 切 有 情 ． 應 無 生 死 ． 亦 不 求 涅 槃㆒ 切 有 情 ． 應 無 生 死 ． 亦 不 求 涅 槃  

○ 外 ㆟ 難○ 外 ㆟ 難○ 外 ㆟ 難○ 外 ㆟ 難   因因 因因 ︱ 以 無 我 故以 無 我 故以 無 我 故以 無 我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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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此 故 知 ， 定 無 實 我 。 但 有 諸 識 ， 無 始 時 來 ， 前 滅 後 生 ， 因 果 相 續 。 由 妄 熏 習 ， 似 我 相△ 由 此 故 知 ， 定 無 實 我 。 但 有 諸 識 ， 無 始 時 來 ， 前 滅 後 生 ， 因 果 相 續 。 由 妄 熏 習 ， 似 我 相△ 由 此 故 知 ， 定 無 實 我 。 但 有 諸 識 ， 無 始 時 來 ， 前 滅 後 生 ， 因 果 相 續 。 由 妄 熏 習 ， 似 我 相△ 由 此 故 知 ， 定 無 實 我 。 但 有 諸 識 ， 無 始 時 來 ， 前 滅 後 生 ， 因 果 相 續 。 由 妄 熏 習 ， 似 我 相

    

        

現 。 愚 者 於 ㆗ ， 妄 執 為 我 。現 。 愚 者 於 ㆗ ， 妄 執 為 我 。現 。 愚 者 於 ㆗ ， 妄 執 為 我 。現 。 愚 者 於 ㆗ ， 妄 執 為 我 。

    

△ ㆕ 、 結 前 非 述 正 義△ ㆕ 、 結 前 非 述 正 義△ ㆕ 、 結 前 非 述 正 義△ ㆕ 、 結 前 非 述 正 義

    

    

                                                                                                                                                                                                                                                                        

                                                                                                                                                                                                                                        

︵︵ ︵︵

                        

︶︶ ︶︶

    

    

    

○ 論 主 質○ 論 主 質○ 論 主 質○ 論 主 質  

無 始 時 來無 始 時 來無 始 時 來無 始 時 來  

前 滅 後 生前 滅 後 生前 滅 後 生前 滅 後 生  

因 果 相 續因 果 相 續因 果 相 續因 果 相 續  

由 妄 熏 習由 妄 熏 習由 妄 熏 習由 妄 熏 習  

似 我 相 現似 我 相 現似 我 相 現似 我 相 現  

○ 定 無 實 我定 無 實 我定 無 實 我定 無 實 我  

但 有 諸 識但 有 諸 識但 有 諸 識但 有 諸 識  

既 執 我 常既 執 我 常既 執 我 常既 執 我 常  

復 求 生 死復 求 生 死復 求 生 死復 求 生 死    彼 言 自 害彼 言 自 害彼 言 自 害彼 言 自 害  

求 趣 涅 槃求 趣 涅 槃求 趣 涅 槃求 趣 涅 槃  

       宗宗 宗宗 ︱ 汝 我 不 能 輪 迴 生 死汝 我 不 能 輪 迴 生 死汝 我 不 能 輪 迴 生 死汝 我 不 能 輪 迴 生 死  

量 ㆒量 ㆒量 ㆒量 ㆒    因因 因因 ︱ 計 無 生 滅 故計 無 生 滅 故計 無 生 滅 故計 無 生 滅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如 虛 空 等  

       宗宗 宗宗 ︱ 既 無 苦 惱 應 不 能 厭 苦 樂 求 涅 槃既 無 苦 惱 應 不 能 厭 苦 樂 求 涅 槃既 無 苦 惱 應 不 能 厭 苦 樂 求 涅 槃既 無 苦 惱 應 不 能 厭 苦 樂 求 涅 槃  

量 ㆓量 ㆓量 ㆓量 ㆓    因因 因因 ︱ 以 是 常 故以 是 常 故以 是 常 故以 是 常 故  

       喻喻 喻喻 ︱ 如 空 無 房如 空 無 房如 空 無 房如 空 無 房  

虛 妄虛 妄虛 妄虛 妄   虛 妄虛 妄虛 妄虛 妄   分 段 生 死 之 根 本分 段 生 死 之 根 本分 段 生 死 之 根 本分 段 生 死 之 根 本  

為 我為 我為 我為 我   我 執我 執我 執我 執   無 餘 涅 槃 之 大 障無 餘 涅 槃 之 大 障無 餘 涅 槃 之 大 障無 餘 涅 槃 之 大 障  

愚 者愚 者愚 者愚 者  

○ 敘 正 義○ 敘 正 義○ 敘 正 義○ 敘 正 義  

大 佛大 佛大 佛大 佛  

頂 經頂 經頂 經頂 經  

然 有 似 我 ，然 有 似 我 ，然 有 似 我 ，然 有 似 我 ， 唯 蘊 所 攝 ， 和 合 假 者 。唯 蘊 所 攝 ， 和 合 假 者 。唯 蘊 所 攝 ， 和 合 假 者 。唯 蘊 所 攝 ， 和 合 假 者 。  

身 心 相 續 ， 諸 生 不 斷 。身 心 相 續 ， 諸 生 不 斷 。身 心 相 續 ， 諸 生 不 斷 。身 心 相 續 ， 諸 生 不 斷 。  

起 煩 惱 已 ， 復 生 諸 趣 。起 煩 惱 已 ， 復 生 諸 趣 。起 煩 惱 已 ， 復 生 諸 趣 。起 煩 惱 已 ， 復 生 諸 趣 。  

深 厭 此 苦 ， 便 求 涅 槃 。深 厭 此 苦 ， 便 求 涅 槃 。深 厭 此 苦 ， 便 求 涅 槃 。深 厭 此 苦 ， 便 求 涅 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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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㆓ 、 問 答 法△ ㆓ 、 問 答 法△ ㆓ 、 問 答 法△ ㆓ 、 問 答 法 ∣ 破 執 法破 執 法破 執 法破 執 法

            

初 、 外 道 小 乘 略 共 為 問 ， 徵 法 非 有 。初 、 外 道 小 乘 略 共 為 問 ， 徵 法 非 有 。初 、 外 道 小 乘 略 共 為 問 ， 徵 法 非 有 。初 、 外 道 小 乘 略 共 為 問 ， 徵 法 非 有 。

    

                                                                                            

㆓ 、 略 答 法 體 是 無 。㆓ 、 略 答 法 體 是 無 。㆓ 、 略 答 法 體 是 無 。㆓ 、 略 答 法 體 是 無 。

    

                                                                                            

㆔ 、 外 道 小 乘 別 問 別 破 所 取 非 有 。㆔ 、 外 道 小 乘 別 問 別 破 所 取 非 有 。㆔ 、 外 道 小 乘 別 問 別 破 所 取 非 有 。㆔ 、 外 道 小 乘 別 問 別 破 所 取 非 有 。

    

                                                                                            

㆕ 、 合 破 小 乘 外 道 所 能 取 無 。㆕ 、 合 破 小 乘 外 道 所 能 取 無 。㆕ 、 合 破 小 乘 外 道 所 能 取 無 。㆕ 、 合 破 小 乘 外 道 所 能 取 無 。

    

                                                                                            

五 、 解 彼 法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此 。五 、 解 彼 法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此 。五 、 解 彼 法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此 。五 、 解 彼 法 執 分 別 俱 生 伏 斷 位 此 。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 如 何 識 外 實 有 諸 法 不 可 得 耶 ？△ 如 何 識 外 實 有 諸 法 不 可 得 耶 ？△ 如 何 識 外 實 有 諸 法 不 可 得 耶 ？△ 如 何 識 外 實 有 諸 法 不 可 得 耶 ？
    

    

    

    

    

    

    

    

    

此 約 俱 生 我 執 言此 約 俱 生 我 執 言此 約 俱 生 我 執 言此 約 俱 生 我 執 言  

若 約 分 別 所 起若 約 分 別 所 起若 約 分 別 所 起若 約 分 別 所 起 ∣ 見 惑見 惑見 惑見 惑  

現 前 雖 成 九 次 第 定現 前 雖 成 九 次 第 定現 前 雖 成 九 次 第 定現 前 雖 成 九 次 第 定  

不 得 漏 盡 成 阿 羅 漢不 得 漏 盡 成 阿 羅 漢不 得 漏 盡 成 阿 羅 漢不 得 漏 盡 成 阿 羅 漢  

皆 由 執 此 生 死 妄 想皆 由 執 此 生 死 妄 想皆 由 執 此 生 死 妄 想皆 由 執 此 生 死 妄 想  

誤 為 真 實誤 為 真 實誤 為 真 實誤 為 真 實  

○ 外 小 略 共 為 問外 小 略 共 為 問外 小 略 共 為 問外 小 略 共 為 問  

徵徵 徵徵  法法 法法  非非 非非  有有 有有  

大 小 不 定 之 戲 論大 小 不 定 之 戲 論大 小 不 定 之 戲 論大 小 不 定 之 戲 論  

即 離 俱 非 之 謬 談即 離 俱 非 之 謬 談即 離 俱 非 之 謬 談即 離 俱 非 之 謬 談  

前前 前前  

今今 今今  

彼 法 ， 識 內 可 有 ， 有 似 法 故彼 法 ， 識 內 可 有 ， 有 似 法 故彼 法 ， 識 內 可 有 ， 有 似 法 故彼 法 ， 識 內 可 有 ， 有 似 法 故  

但 識 外 無 ， 為 簡 他 宗 計 識 外 有 故但 識 外 無 ， 為 簡 他 宗 計 識 外 有 故但 識 外 無 ， 為 簡 他 宗 計 識 外 有 故但 識 外 無 ， 為 簡 他 宗 計 識 外 有 故  

 故 問 曰 ： 如 何 識 外 實 有 諸 法 不 可 得 耶 ？故 問 曰 ： 如 何 識 外 實 有 諸 法 不 可 得 耶 ？故 問 曰 ： 如 何 識 外 實 有 諸 法 不 可 得 耶 ？故 問 曰 ： 如 何 識 外 實 有 諸 法 不 可 得 耶 ？  

所 計 我 識 內 識 外 ． 皆 體 是 無所 計 我 識 內 識 外 ． 皆 體 是 無所 計 我 識 內 識 外 ． 皆 體 是 無所 計 我 識 內 識 外 ． 皆 體 是 無  

但 應 總 問 ： 云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但 應 總 問 ： 云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但 應 總 問 ： 云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但 應 總 問 ： 云 何 實 我 不 可 得 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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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道 餘 乘 ， 所 執 外 法 ， 理 非 有 故 。△ 外 道 餘 乘 ， 所 執 外 法 ， 理 非 有 故 。△ 外 道 餘 乘 ， 所 執 外 法 ， 理 非 有 故 。△ 外 道 餘 乘 ， 所 執 外 法 ， 理 非 有 故 。

    

    

△ ㆓ 、 略 答 法 體 是 無 。△ ㆓ 、 略 答 法 體 是 無 。△ ㆓ 、 略 答 法 體 是 無 。△ ㆓ 、 略 答 法 體 是 無 。

    

                                                    

亦 答 識 外亦 答 識 外亦 答 識 外亦 答 識 外

    

                                                    
不 答 識 ㆗不 答 識 ㆗不 答 識 ㆗不 答 識 ㆗

    

△ 外 道 所 執 ， 云 何 非 有 ？△ 外 道 所 執 ， 云 何 非 有 ？△ 外 道 所 執 ， 云 何 非 有 ？△ 外 道 所 執 ， 云 何 非 有 ？

    

△ ㆔ 、 外 道 小 乘 別 問 別 破 所 取 非 有△ ㆔ 、 外 道 小 乘 別 問 別 破 所 取 非 有△ ㆔ 、 外 道 小 乘 別 問 別 破 所 取 非 有△ ㆔ 、 外 道 小 乘 別 問 別 破 所 取 非 有

            

初 、 外 道 別初 、 外 道 別初 、 外 道 別初 、 外 道 別

            

初 、 問初 、 問初 、 問初 、 問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問 別 破問 別 破問 別 破問 別 破

            

㆓ 、 破㆓ 、 破㆓ 、 破㆓ 、 破

    

                                                                                                                                    

㆓ 、 小 乘 別㆓ 、 小 乘 別㆓ 、 小 乘 別㆓ 、 小 乘 別

    

                                                                                                                                                    

問 別 破問 別 破問 別 破問 別 破

    

△ 且 數 論 者 ， 執 我 是 思 。 受 用 薩 埵 刺 闍 答 摩 所 成 大 等 ㆓ 十 ㆔ 法 。△ 且 數 論 者 ， 執 我 是 思 。 受 用 薩 埵 刺 闍 答 摩 所 成 大 等 ㆓ 十 ㆔ 法 。△ 且 數 論 者 ， 執 我 是 思 。 受 用 薩 埵 刺 闍 答 摩 所 成 大 等 ㆓ 十 ㆔ 法 。△ 且 數 論 者 ， 執 我 是 思 。 受 用 薩 埵 刺 闍 答 摩 所 成 大 等 ㆓ 十 ㆔ 法 。

    

    

△ ㆓ 、 破△ ㆓ 、 破△ ㆓ 、 破△ ㆓ 、 破

            

初 、 別 破 十 ㆔ 種 大 外 道 計初 、 別 破 十 ㆔ 種 大 外 道 計初 、 別 破 十 ㆔ 種 大 外 道 計初 、 別 破 十 ㆔ 種 大 外 道 計 ∣ 合 為 六 破合 為 六 破合 為 六 破合 為 六 破

            

初 、 破 數 論初 、 破 數 論初 、 破 數 論初 、 破 數 論

    

                                            

㆓ 、 總 束 九 十 五 種 為 ㆕ 句 破㆓ 、 總 束 九 十 五 種 為 ㆕ 句 破㆓ 、 總 束 九 十 五 種 為 ㆕ 句 破㆓ 、 總 束 九 十 五 種 為 ㆕ 句 破

                                            

㆓ 、 破 勝 論㆓ 、 破 勝 論㆓ 、 破 勝 論㆓ 、 破 勝 論

    

                                                                                                                                                                                        

㆔ 、 破 事 大 自 在 ㆝ 等 執㆔ 、 破 事 大 自 在 ㆝ 等 執㆔ 、 破 事 大 自 在 ㆝ 等 執㆔ 、 破 事 大 自 在 ㆝ 等 執

    

                                                                                                                                                                                        

㆕ 、 命 破 七 外 道 計㆕ 、 命 破 七 外 道 計㆕ 、 命 破 七 外 道 計㆕ 、 命 破 七 外 道 計

    

                                                                                                                                                                                        

五 、 聲 論 師 合 ㆒ 處 破五 、 聲 論 師 合 ㆒ 處 破五 、 聲 論 師 合 ㆒ 處 破五 、 聲 論 師 合 ㆒ 處 破

    

                                                                                                                                                                                        
六 、 破 第 十 ㆔ 外 道 計六 、 破 第 十 ㆔ 外 道 計六 、 破 第 十 ㆔ 外 道 計六 、 破 第 十 ㆔ 外 道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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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 破 數 論△ 初 、 破 數 論△ 初 、 破 數 論△ 初 、 破 數 論

            

初 、 敘 計初 、 敘 計初 、 敘 計初 、 敘 計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㆓ 、 破 執㆓ 、 破 執㆓ 、 破 執㆓ 、 破 執

    

                                                            

㆔ 、 結 非㆔ 、 結 非㆔ 、 結 非㆔ 、 結 非

    

    

    

    

    

    

    

    

    

    

    

    

    

    

    

    

    

    

○ 敘 計○ 敘 計○ 敘 計○ 敘 計  

梵 云 僧 佉 ． 此 翻 為 數 。梵 云 僧 佉 ． 此 翻 為 數 。梵 云 僧 佉 ． 此 翻 為 數 。梵 云 僧 佉 ． 此 翻 為 數 。  

即 智 慧 數 數 度 諸 法即 智 慧 數 數 度 諸 法即 智 慧 數 數 度 諸 法即 智 慧 數 數 度 諸 法 根 本 立 名 。根 本 立 名 。根 本 立 名 。根 本 立 名 。  
從 數 起 論 ， 名 為 數 論 。 論 能 生 數 ， 亦 名 數 論 。從 數 起 論 ， 名 為 數 論 。 論 能 生 數 ， 亦 名 數 論 。從 數 起 論 ， 名 為 數 論 。 論 能 生 數 ， 亦 名 數 論 。從 數 起 論 ， 名 為 數 論 。 論 能 生 數 ， 亦 名 數 論 。 

其 造 數 論 皮 學 數 論 名 數 論 者 。其 造 數 論 皮 學 數 論 名 數 論 者 。其 造 數 論 皮 學 數 論 名 數 論 者 。其 造 數 論 皮 學 數 論 名 數 論 者 。  

此 師 所 造 金 七 十 論 。此 師 所 造 金 七 十 論 。此 師 所 造 金 七 十 論 。此 師 所 造 金 七 十 論 。  

○ 數 論○ 數 論○ 數 論○ 數 論  

  外 道外 道外 道外 道  

執 神 我 是 思執 神 我 是 思執 神 我 是 思執 神 我 是 思  

 

 

受 用 薩 埵受 用 薩 埵受 用 薩 埵受 用 薩 埵  

刺 闍 ． 答 摩刺 闍 ． 答 摩刺 闍 ． 答 摩刺 闍 ． 答 摩  

所 成 大 等 諸 法所 成 大 等 諸 法所 成 大 等 諸 法所 成 大 等 諸 法  

             有 情有 情有 情有 情  

薩 埵薩 埵薩 埵薩 埵 ︱ 此 云此 云此 云此 云    勇 健勇 健勇 健勇 健  

             今 取 勇 氣今 取 勇 氣今 取 勇 氣今 取 勇 氣  

             微微 微微 ︱ 牛 毛 塵 等牛 毛 塵 等牛 毛 塵 等牛 毛 塵 等  
刺 闍刺 闍刺 闍刺 闍 ︱ 此 云此 云此 云此 云    塵 坌塵 坌塵 坌塵 坌  

             今 取 塵 義今 取 塵 義今 取 塵 義今 取 塵 義  

             闇闇 闇闇 ︱ 闇 鈍 之 闇闇 鈍 之 闇闇 鈍 之 闇闇 鈍 之 闇  

答 摩答 摩答 摩答 摩 ︱ 此 云此 云此 云此 云    黑黑 黑黑  

             今 取 闇 義今 取 闇 義今 取 闇 義今 取 闇 義  

彼 計 冥 初彼 計 冥 初彼 計 冥 初彼 計 冥 初  

自 性 ㆔ 德自 性 ㆔ 德自 性 ㆔ 德自 性 ㆔ 德  

合 故 能 生 諸 諦合 故 能 生 諸 諦合 故 能 生 諸 諦合 故 能 生 諸 諦  



  
7
5
 

    

    

    

    

    

    

    

    

    

    

    

    

    

    

    

    

    

    

    

    

我 執我 執我 執我 執  

︵ 我 慢︵ 我 慢︵ 我 慢︵ 我 慢 ︶︶ ︶︶ 

增 長 義增 長 義增 長 義增 長 義  

或 名 覺或 名 覺或 名 覺或 名 覺  

亦 名 想亦 名 想亦 名 想亦 名 想  

名 遍 滿名 遍 滿名 遍 滿名 遍 滿  

名 智名 智名 智名 智  
名 慧名 慧名 慧名 慧  

大大 大大  

       ㆒ 、 ㆞㆒ 、 ㆞㆒ 、 ㆞㆒ 、 ㆞  

       ㆓ 、 水㆓ 、 水㆓ 、 水㆓ 、 水  

五 大五 大五 大五 大    ㆔ 、 火㆔ 、 火㆔ 、 火㆔ 、 火  

       ㆕ 、 風㆕ 、 風㆕ 、 風㆕ 、 風  

       五 、 空五 、 空五 、 空五 、 空  

       ㆒ 、 聲㆒ 、 聲㆒ 、 聲㆒ 、 聲  

       ㆓ 、 觸㆓ 、 觸㆓ 、 觸㆓ 、 觸  

五 唯五 唯五 唯五 唯    ㆔ 、 色㆔ 、 色㆔ 、 色㆔ 、 色  

       ㆕ 、 味㆕ 、 味㆕ 、 味㆕ 、 味  

       五 、 香五 、 香五 、 香五 、 香  

自 性 起 用自 性 起 用自 性 起 用自 性 起 用  

觀 察 於 我觀 察 於 我觀 察 於 我觀 察 於 我  

知 我 須 境知 我 須 境知 我 須 境知 我 須 境  

亦 名 脂 膩亦 名 脂 膩亦 名 脂 膩亦 名 脂 膩  

亦 名 轉 異亦 名 轉 異亦 名 轉 異亦 名 轉 異  

五 大五 大五 大五 大 ∣ ㆞ 水 火 風 ﹁ 空 ﹂㆞ 水 火 風 ﹁ 空 ﹂㆞ 水 火 風 ﹁ 空 ﹂㆞ 水 火 風 ﹁ 空 ﹂   別 有 ㆒ 物 名 之 為 空別 有 ㆒ 物 名 之 為 空別 有 ㆒ 物 名 之 為 空別 有 ㆒ 物 名 之 為 空  

                      非 空 無 為 空 界 色 等非 空 無 為 空 界 色 等非 空 無 為 空 界 色 等非 空 無 為 空 界 色 等  

五 唯五 唯五 唯五 唯 ∣ 聲 觸 色 味 香聲 觸 色 味 香聲 觸 色 味 香聲 觸 色 味 香  
有 說有 說有 說有 說 ∣ 生生 生生  

十 ㆒ 根十 ㆒ 根十 ㆒ 根十 ㆒ 根  

㆒ 、 眼㆒ 、 眼㆒ 、 眼㆒ 、 眼  

㆓ 、 耳㆓ 、 耳㆓ 、 耳㆓ 、 耳  

㆔ 、 鼻㆔ 、 鼻㆔ 、 鼻㆔ 、 鼻  

㆕ 、 舌㆕ 、 舌㆕ 、 舌㆕ 、 舌  

五 、 皮五 、 皮五 、 皮五 、 皮  

六 、 語 具六 、 語 具六 、 語 具六 、 語 具  

七 、 半七 、 半七 、 半七 、 半  

八 、 足八 、 足八 、 足八 、 足  

九 、 小 便 處九 、 小 便 處九 、 小 便 處九 、 小 便 處  

十 、 大 便 處十 、 大 便 處十 、 大 便 處十 、 大 便 處  
 

五 知 根五 知 根五 知 根五 知 根  

五 作 業 根五 作 業 根五 作 業 根五 作 業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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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㆒ 、 心 根 ︵ 肉 心 為 體 ︶十 ㆒ 、 心 根 ︵ 肉 心 為 體 ︶十 ㆒ 、 心 根 ︵ 肉 心 為 體 ︶十 ㆒ 、 心 根 ︵ 肉 心 為 體 ︶  

㆗ ㆕㆗ ㆕㆗ ㆕㆗ ㆕  

       變 易變 易變 易變 易 ∣ ㆗ 間 ㆓ 十 ㆔ 諦 ． 自 性 所 作㆗ 間 ㆓ 十 ㆔ 諦 ． 自 性 所 作㆗ 間 ㆓ 十 ㆔ 諦 ． 自 性 所 作㆗ 間 ㆓ 十 ㆔ 諦 ． 自 性 所 作  

                    今 名 自 性 ． 古 名 冥 性 ． 今 亦 名 勝 性今 名 自 性 ． 古 名 冥 性 ． 今 亦 名 勝 性今 名 自 性 ． 古 名 冥 性 ． 今 亦 名 勝 性今 名 自 性 ． 古 名 冥 性 ． 今 亦 名 勝 性  
略 ㆔略 ㆔略 ㆔略 ㆔    自 性自 性自 性自 性 ︱ 冥 性冥 性冥 性冥 性     自 性自 性自 性自 性 ︱ 未 生 大 等 ． 但 住 自 性 ． 故 名未 生 大 等 ． 但 住 自 性 ． 故 名未 生 大 等 ． 但 住 自 性 ． 故 名未 生 大 等 ． 但 住 自 性 ． 故 名  

                     勝 性勝 性勝 性勝 性 ︱ 若 生 大 等 ． 用 增 勝 故 ． 故 名若 生 大 等 ． 用 增 勝 故 ． 故 名若 生 大 等 ． 用 增 勝 故 ． 故 名若 生 大 等 ． 用 增 勝 故 ． 故 名  

       我 知我 知我 知我 知 ︱ 神 我神 我神 我神 我  

  金金 金金  

  七七 七七   

  十十 十十  

  論論 論論  

○ 立立 立立  

㆓㆓ ㆓㆓  

十十 十十  

五五 五五  

諦諦 諦諦  

㆒ 、 本 而 非 變 易㆒ 、 本 而 非 變 易㆒ 、 本 而 非 變 易㆒ 、 本 而 非 變 易    本本 本本 ︱ 即 自 性 ． 能 生 大 等即 自 性 ． 能 生 大 等即 自 性 ． 能 生 大 等即 自 性 ． 能 生 大 等  

                 非 變 易非 變 易非 變 易非 變 易 ︱ 不 從 他 生不 從 他 生不 從 他 生不 從 他 生  

                 變 易變 易變 易變 易    ㆒ 說 十 六 諦 ︵ 十 ㆒ 根 ． 五 大 ︶㆒ 說 十 六 諦 ︵ 十 ㆒ 根 ． 五 大 ︶㆒ 說 十 六 諦 ︵ 十 ㆒ 根 ． 五 大 ︶㆒ 說 十 六 諦 ︵ 十 ㆒ 根 ． 五 大 ︶  

㆓ 、 變 易 而 非 本㆓ 、 變 易 而 非 本㆓ 、 變 易 而 非 本㆓ 、 變 易 而 非 本           又 說 但 十 ㆒ 根又 說 但 十 ㆒ 根又 說 但 十 ㆒ 根又 說 但 十 ㆒ 根  

                 非 本非 本非 本非 本 ︱ 不 能 生 他不 能 生 他不 能 生 他不 能 生 他  

㆔ 、 亦 本 亦 變 易㆔ 、 亦 本 亦 變 易㆔ 、 亦 本 亦 變 易㆔ 、 亦 本 亦 變 易    ㆒ 說 七 諦 ︵ 大 ． 我 慢 ． 五 唯 量 ︶㆒ 說 七 諦 ︵ 大 ． 我 慢 ． 五 唯 量 ︶㆒ 說 七 諦 ︵ 大 ． 我 慢 ． 五 唯 量 ︶㆒ 說 七 諦 ︵ 大 ． 我 慢 ． 五 唯 量 ︶   從 他 生從 他 生從 他 生從 他 生  

                 又 說 并 五 大 合 十 ㆓ 法又 說 并 五 大 合 十 ㆓ 法又 說 并 五 大 合 十 ㆓ 法又 說 并 五 大 合 十 ㆓ 法             復 住 他 故復 住 他 故復 住 他 故復 住 他 故  

㆕ 、 非 本 非 變 易㆕ 、 非 本 非 變 易㆕ 、 非 本 非 變 易㆕ 、 非 本 非 變 易 ︱ 神 我 諦神 我 諦神 我 諦神 我 諦  

唯 從唯 從唯 從唯 從  

他 生他 生他 生他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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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別 成 義約 別 成 義約 別 成 義約 別 成 義

    

    

    

○ 有 說○ 有 說○ 有 說○ 有 說  

  ㆓㆓ ㆓㆓  
廣 十廣 十廣 十廣 十  

五五 五五  
㆒ 、 自 性㆒ 、 自 性㆒ 、 自 性㆒ 、 自 性 ︱ 能 與 諸 法 為 生 因 也能 與 諸 法 為 生 因 也能 與 諸 法 為 生 因 也能 與 諸 法 為 生 因 也  

㆓ 、 大㆓ 、 大㆓ 、 大㆓ 、 大  

㆔ 、 我 慢 ︵ 我 執 ︶㆔ 、 我 慢 ︵ 我 執 ︶㆔ 、 我 慢 ︵ 我 執 ︶㆔ 、 我 慢 ︵ 我 執 ︶  

㆕ 、 五 唯㆕ 、 五 唯㆕ 、 五 唯㆕ 、 五 唯  

五 、 五 大五 、 五 大五 、 五 大五 、 五 大  
六 、 五 知 根六 、 五 知 根六 、 五 知 根六 、 五 知 根  

七 、 五 作七 、 五 作七 、 五 作七 、 五 作 業 根業 根業 根業 根  

八 、 心 平 等 根八 、 心 平 等 根八 、 心 平 等 根八 、 心 平 等 根 ︱ 金 七 十 論 分 別 為 體金 七 十 論 分 別 為 體金 七 十 論 分 別 為 體金 七 十 論 分 別 為 體 ︱ 有 說 此 是 肉 心 為 體有 說 此 是 肉 心 為 體有 說 此 是 肉 心 為 體有 說 此 是 肉 心 為 體  

九 、 我 知 ︵ 神 我 ︶九 、 我 知 ︵ 神 我 ︶九 、 我 知 ︵ 神 我 ︶九 、 我 知 ︵ 神 我 ︶  

慢 但 生 五 唯慢 但 生 五 唯慢 但 生 五 唯慢 但 生 五 唯  

五 唯 生 五 大五 唯 生 五 大五 唯 生 五 大五 唯 生 五 大  

五 大 生 十 ㆒ 根五 大 生 十 ㆒ 根五 大 生 十 ㆒ 根五 大 生 十 ㆒ 根  

︱ 則則 則則  

為 我為 我為 我為 我  

受 用受 用受 用受 用  
色 成 於 火 大 ， 火 大 成 眼 根 眼 不 見 火 ， 而 見 於 色色 成 於 火 大 ， 火 大 成 眼 根 眼 不 見 火 ， 而 見 於 色色 成 於 火 大 ， 火 大 成 眼 根 眼 不 見 火 ， 而 見 於 色色 成 於 火 大 ， 火 大 成 眼 根 眼 不 見 火 ， 而 見 於 色  

聲 成 於 空 ， 空 成 於 耳 ， 耳 不 聞 空 ， 而 聞 於 聲 。聲 成 於 空 ， 空 成 於 耳 ， 耳 不 聞 空 ， 而 聞 於 聲 。聲 成 於 空 ， 空 成 於 耳 ， 耳 不 聞 空 ， 而 聞 於 聲 。聲 成 於 空 ， 空 成 於 耳 ， 耳 不 聞 空 ， 而 聞 於 聲 。 

香 成 於 ㆞ ， ㆞ 成 於 鼻 ， 鼻 不 聞 ㆞ ， 而 聞 於 香 。香 成 於 ㆞ ， ㆞ 成 於 鼻 ， 鼻 不 聞 ㆞ ， 而 聞 於 香 。香 成 於 ㆞ ， ㆞ 成 於 鼻 ， 鼻 不 聞 ㆞ ， 而 聞 於 香 。香 成 於 ㆞ ， ㆞ 成 於 鼻 ， 鼻 不 聞 ㆞ ， 而 聞 於 香 。 
味 成 於 水 ， 水 成 於 舌 ， 舌 不 得 水 ， 而 嘗 於 味 。味 成 於 水 ， 水 成 於 舌 ， 舌 不 得 水 ， 而 嘗 於 味 。味 成 於 水 ， 水 成 於 舌 ， 舌 不 得 水 ， 而 嘗 於 味 。味 成 於 水 ， 水 成 於 舌 ， 舌 不 得 水 ， 而 嘗 於 味 。 

觸 成 於 風 ， 風 成 於 身 ， 身 不 得 風 ， 而 得 於 觸 。觸 成 於 風 ， 風 成 於 身 ， 身 不 得 風 ， 而 得 於 觸 。觸 成 於 風 ， 風 成 於 身 ， 身 不 得 風 ， 而 得 於 觸 。觸 成 於 風 ， 風 成 於 身 ， 身 不 得 風 ， 而 得 於 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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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總 成 義約 總 成 義約 總 成 義約 總 成 義

    

    

    

    

    

    

    

    

    

    

    

    

    

    

○ 金 七 十 論金 七 十 論金 七 十 論金 七 十 論  

分 別 為 體分 別 為 體分 別 為 體分 別 為 體  

五 唯 總 成 五 大五 唯 總 成 五 大五 唯 總 成 五 大五 唯 總 成 五 大  

五 大 總 成 五 根五 大 總 成 五 根五 大 總 成 五 根五 大 總 成 五 根  

五 作 業 根 ． 心 平 等 根 亦 皆 總 成 為 用五 作 業 根 ． 心 平 等 根 亦 皆 總 成 為 用五 作 業 根 ． 心 平 等 根 亦 皆 總 成 為 用五 作 業 根 ． 心 平 等 根 亦 皆 總 成 為 用  

五 唯 須 十 ㆒ 根 ． 十 ㆒ 根 不 能 自 有 ． 藉 五 大 成五 唯 須 十 ㆒ 根 ． 十 ㆒ 根 不 能 自 有 ． 藉 五 大 成五 唯 須 十 ㆒ 根 ． 十 ㆒ 根 不 能 自 有 ． 藉 五 大 成五 唯 須 十 ㆒ 根 ． 十 ㆒ 根 不 能 自 有 ． 藉 五 大 成  
 

○ 有 說○ 有 說○ 有 說○ 有 說  

因 明 說因 明 說因 明 說因 明 說  

有 說 內 心 為 體有 說 內 心 為 體有 說 內 心 為 體有 說 內 心 為 體  

神神 神神 我 以 思 為 體我 以 思 為 體我 以 思 為 體我 以 思 為 體  

由 我 轉 變由 我 轉 變由 我 轉 變由 我 轉 變  

擾 亂 我 故擾 亂 我 故擾 亂 我 故擾 亂 我 故  

不 得 解 脫不 得 解 脫不 得 解 脫不 得 解 脫  

知 ㆓ 十 ㆔ 諦 ． 轉 變 無 常知 ㆓ 十 ㆔ 諦 ． 轉 變 無 常知 ㆓ 十 ㆔ 諦 ． 轉 變 無 常知 ㆓ 十 ㆔ 諦 ． 轉 變 無 常  

生 厭 修 道 ． 自 性 隱生 厭 修 道 ． 自 性 隱生 厭 修 道 ． 自 性 隱生 厭 修 道 ． 自 性 隱      

不 生 諸 諦 ． 我 便 解 脫不 生 諸 諦 ． 我 便 解 脫不 生 諸 諦 ． 我 便 解 脫不 生 諸 諦 ． 我 便 解 脫  

執 我 是 思執 我 是 思執 我 是 思執 我 是 思  

㆔ 德 是 生 死 因㆔ 德 是 生 死 因㆔ 德 是 生 死 因㆔ 德 是 生 死 因  

顯 ㆔ 德 體 ． 非 是 能 成顯 ㆔ 德 體 ． 非 是 能 成顯 ㆔ 德 體 ． 非 是 能 成顯 ㆔ 德 體 ． 非 是 能 成  

㆓ 十 ㆔ 諦 ． 非 是 所 成㆓ 十 ㆔ 諦 ． 非 是 所 成㆓ 十 ㆔ 諦 ． 非 是 所 成㆓ 十 ㆔ 諦 ． 非 是 所 成  

不 破 彼 我 ． 前 已 破 故不 破 彼 我 ． 前 已 破 故不 破 彼 我 ． 前 已 破 故不 破 彼 我 ． 前 已 破 故  

○ 破 彼破 彼破 彼破 彼  

所 約所 約所 約所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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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大 等 法 ， ㆔ 事 合 成 ， 是 實 非 假 ， 現 量 所 得 。△ 然 大 等 法 ， ㆔ 事 合 成 ， 是 實 非 假 ， 現 量 所 得 。△ 然 大 等 法 ， ㆔ 事 合 成 ， 是 實 非 假 ， 現 量 所 得 。△ 然 大 等 法 ， ㆔ 事 合 成 ， 是 實 非 假 ， 現 量 所 得 。

    

    

    

    

    

    

△ 彼 執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大 等 諸 法 多 事 成 故 ， 如 軍 林 等 ， 應 假 非 實 。 如 何 可 說 現 量 得 耶 ？△ 彼 執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大 等 諸 法 多 事 成 故 ， 如 軍 林 等 ， 應 假 非 實 。 如 何 可 說 現 量 得 耶 ？△ 彼 執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大 等 諸 法 多 事 成 故 ， 如 軍 林 等 ， 應 假 非 實 。 如 何 可 說 現 量 得 耶 ？△ 彼 執 非 理 ， 所 以 者 何 ？ 大 等 諸 法 多 事 成 故 ， 如 軍 林 等 ， 應 假 非 實 。 如 何 可 說 現 量 得 耶 ？

    

又 大 等 法 ， 若 是 實 有 ， 應 如 本 事 ， 非 ㆔ 合 成 。又 大 等 法 ， 若 是 實 有 ， 應 如 本 事 ， 非 ㆔ 合 成 。又 大 等 法 ， 若 是 實 有 ， 應 如 本 事 ， 非 ㆔ 合 成 。又 大 等 法 ， 若 是 實 有 ， 應 如 本 事 ， 非 ㆔ 合 成 。

    

    

△ ㆓ 、 破 執△ ㆓ 、 破 執△ ㆓ 、 破 執△ ㆓ 、 破 執

            

初 、 總 破 所 成 ㆓ 十 ㆔ 諦初 、 總 破 所 成 ㆓ 十 ㆔ 諦初 、 總 破 所 成 ㆓ 十 ㆔ 諦初 、 總 破 所 成 ㆓ 十 ㆔ 諦

            

初 、 破 大 等 應 假 非 實初 、 破 大 等 應 假 非 實初 、 破 大 等 應 假 非 實初 、 破 大 等 應 假 非 實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㆓ 、 別 破 本 事 能㆓ 、 別 破 本 事 能㆓ 、 別 破 本 事 能㆓ 、 別 破 本 事 能 成 自 性成 自 性成 自 性成 自 性

            

㆓ 、 難 非 現 量 得 大 等 法㆓ 、 難 非 現 量 得 大 等 法㆓ 、 難 非 現 量 得 大 等 法㆓ 、 難 非 現 量 得 大 等 法

    

                                                    

㆔ 、 破 能 所 成 ㆓ 十 ㆕ 諦㆔ 、 破 能 所 成 ㆓ 十 ㆕ 諦㆔ 、 破 能 所 成 ㆓ 十 ㆕ 諦㆔ 、 破 能 所 成 ㆓ 十 ㆕ 諦

            

㆔ 、 總 破 ㆓ 十 ㆔ 諦㆔ 、 總 破 ㆓ 十 ㆔ 諦㆔ 、 總 破 ㆓ 十 ㆔ 諦㆔ 、 總 破 ㆓ 十 ㆔ 諦

    

    

    

    

    

    

    

    

皆 實 法皆 實 法皆 實 法皆 實 法  

現 量 得現 量 得現 量 得現 量 得  
㆓ 十 ㆔ 法 ． ㆔ 事 合 成㆓ 十 ㆔ 法 ． ㆔ 事 合 成㆓ 十 ㆔ 法 ． ㆔ 事 合 成㆓ 十 ㆔ 法 ． ㆔ 事 合 成  

但 有 轉 變 ． 無 滅 壞 法但 有 轉 變 ． 無 滅 壞 法但 有 轉 變 ． 無 滅 壞 法但 有 轉 變 ． 無 滅 壞 法  

生 於 自 性 ． 壞 還 自 性生 於 自 性 ． 壞 還 自 性生 於 自 性 ． 壞 還 自 性生 於 自 性 ． 壞 還 自 性  

○ 敘 執○ 敘 執○ 敘 執○ 敘 執  

                       宗宗 宗宗 ∣ 大 等 諸 法 應 假 非 實大 等 諸 法 應 假 非 實大 等 諸 法 應 假 非 實大 等 諸 法 應 假 非 實  

○ 破 大 等 應 假 非 實○ 破 大 等 應 假 非 實○ 破 大 等 應 假 非 實○ 破 大 等 應 假 非 實 ∣ 量量 量量    因因 因因 ∣ 許 多 事 成 故許 多 事 成 故許 多 事 成 故許 多 事 成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軍 林 等如 軍 林 等如 軍 林 等如 軍 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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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 埵 等 ㆔ ， 即 大 等 故 ， 應 如 大 等 ， 亦 ㆔ 合 成 。 轉 變 非 常 ， 為 例 亦 爾 。 又 ㆔ 本 事 ， 各 多 功△ 薩 埵 等 ㆔ ， 即 大 等 故 ， 應 如 大 等 ， 亦 ㆔ 合 成 。 轉 變 非 常 ， 為 例 亦 爾 。 又 ㆔ 本 事 ， 各 多 功△ 薩 埵 等 ㆔ ， 即 大 等 故 ， 應 如 大 等 ， 亦 ㆔ 合 成 。 轉 變 非 常 ， 為 例 亦 爾 。 又 ㆔ 本 事 ， 各 多 功△ 薩 埵 等 ㆔ ， 即 大 等 故 ， 應 如 大 等 ， 亦 ㆔ 合 成 。 轉 變 非 常 ， 為 例 亦 爾 。 又 ㆔ 本 事 ， 各 多 功

    

能 ， 體 亦 應 多 ， 能 體 ㆒ 故 。 ㆔ 體 既 遍 ， ㆒ 處 變 時 ， 餘 亦 應 爾 ， 體 無 別 故 。 許 此 ㆔ 事 ， 體能 ， 體 亦 應 多 ， 能 體 ㆒ 故 。 ㆔ 體 既 遍 ， ㆒ 處 變 時 ， 餘 亦 應 爾 ， 體 無 別 故 。 許 此 ㆔ 事 ， 體能 ， 體 亦 應 多 ， 能 體 ㆒ 故 。 ㆔ 體 既 遍 ， ㆒ 處 變 時 ， 餘 亦 應 爾 ， 體 無 別 故 。 許 此 ㆔ 事 ， 體能 ， 體 亦 應 多 ， 能 體 ㆒ 故 。 ㆔ 體 既 遍 ， ㆒ 處 變 時 ， 餘 亦 應 爾 ， 體 無 別 故 。 許 此 ㆔ 事 ， 體

    

相 各 別 ， 如 何 和 合 ， 共 成 ㆒ 相 ？ 不 應 合 時 ， 變 為 ㆒ 相 。 與 未 合 時 ， 體 無 別 故 。 若 謂 ㆔ 事相 各 別 ， 如 何 和 合 ， 共 成 ㆒ 相 ？ 不 應 合 時 ， 變 為 ㆒ 相 。 與 未 合 時 ， 體 無 別 故 。 若 謂 ㆔ 事相 各 別 ， 如 何 和 合 ， 共 成 ㆒ 相 ？ 不 應 合 時 ， 變 為 ㆒ 相 。 與 未 合 時 ， 體 無 別 故 。 若 謂 ㆔ 事相 各 別 ， 如 何 和 合 ， 共 成 ㆒ 相 ？ 不 應 合 時 ， 變 為 ㆒ 相 。 與 未 合 時 ， 體 無 別 故 。 若 謂 ㆔ 事

    

體 異 相 同 ， 便 違 己 宗 ， 體 相 是 ㆒ 。 體 應 如 相 ， 冥 然 是 ㆒ ； 相 應 如 體 ， 顯 然 有 ㆔ 。 故 不 應體 異 相 同 ， 便 違 己 宗 ， 體 相 是 ㆒ 。 體 應 如 相 ， 冥 然 是 ㆒ ； 相 應 如 體 ， 顯 然 有 ㆔ 。 故 不 應體 異 相 同 ， 便 違 己 宗 ， 體 相 是 ㆒ 。 體 應 如 相 ， 冥 然 是 ㆒ ； 相 應 如 體 ， 顯 然 有 ㆔ 。 故 不 應體 異 相 同 ， 便 違 己 宗 ， 體 相 是 ㆒ 。 體 應 如 相 ， 冥 然 是 ㆒ ； 相 應 如 體 ， 顯 然 有 ㆔ 。 故 不 應

    

言 ： ㆔ 合言 ： ㆔ 合言 ： ㆔ 合言 ： ㆔ 合 成 ㆒ 。成 ㆒ 。成 ㆒ 。成 ㆒ 。

    

    

△ ㆓ 、 別 破 本 事 能 成 自 性 。 文 八 段 量 十 。△ ㆓ 、 別 破 本 事 能 成 自 性 。 文 八 段 量 十 。△ ㆓ 、 別 破 本 事 能 成 自 性 。 文 八 段 量 十 。△ ㆓ 、 別 破 本 事 能 成 自 性 。 文 八 段 量 十 。

    

    

    

    

○ 難 非 現 量難 非 現 量難 非 現 量難 非 現 量  

得 大 等 法得 大 等 法得 大 等 法得 大 等 法  

宗宗 宗宗 ︱ 大 等 ㆓ 十 ㆔ 諦 應 非 ㆔ 事 合 成大 等 ㆓ 十 ㆔ 諦 應 非 ㆔ 事 合 成大 等 ㆓ 十 ㆔ 諦 應 非 ㆔ 事 合 成大 等 ㆓ 十 ㆔ 諦 應 非 ㆔ 事 合 成  

因因 因因 ︱ 許 實 有 故許 實 有 故許 實 有 故許 實 有 故  

喻喻 喻喻 ︱ 如 本 自 性如 本 自 性如 本 自 性如 本 自 性  

○ 總 破 ㆓ 十 ㆔ 諦○ 總 破 ㆓ 十 ㆔ 諦○ 總 破 ㆓ 十 ㆔ 諦○ 總 破 ㆓ 十 ㆔ 諦 ︱ 量量 量量  
宗宗 宗宗 ︱ 汝 之 大 等 亦 非 現 量 所 得汝 之 大 等 亦 非 現 量 所 得汝 之 大 等 亦 非 現 量 所 得汝 之 大 等 亦 非 現 量 所 得  

因因 因因 ︱ 多 事 成 故 或 是 假 故多 事 成 故 或 是 假 故多 事 成 故 或 是 假 故多 事 成 故 或 是 假 故  

喻喻 喻喻 ︱ 如 軍 林 等如 軍 林 等如 軍 林 等如 軍 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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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六 彼 計 ㆔ 種 體 相 各 別 ， 仍 說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 以 彼 ㆔ 體 例 成 ㆒ 相 。☆ 第 六 彼 計 ㆔ 種 體 相 各 別 ， 仍 說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 以 彼 ㆔ 體 例 成 ㆒ 相 。☆ 第 六 彼 計 ㆔ 種 體 相 各 別 ， 仍 說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 以 彼 ㆔ 體 例 成 ㆒ 相 。☆ 第 六 彼 計 ㆔ 種 體 相 各 別 ， 仍 說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 以 彼 ㆔ 體 例 成 ㆒ 相 。

    

○ 量 ㆒○ 量 ㆒○ 量 ㆒○ 量 ㆒ ∣  

以 體 例以 體 例以 體 例以 體 例  

功 能功 能功 能功 能  

○ 量 ㆔○ 量 ㆔○ 量 ㆔○ 量 ㆔ ∣  

                  宗宗 宗宗 ∣ 薩 埵 等 ㆔ 法 應 轉 變 無 常薩 埵 等 ㆔ 法 應 轉 變 無 常薩 埵 等 ㆔ 法 應 轉 變 無 常薩 埵 等 ㆔ 法 應 轉 變 無 常  

○ 量 ㆓○ 量 ㆓○ 量 ㆓○ 量 ㆓ ∣ 破 自 性破 自 性破 自 性破 自 性     因因 因因 ∣ 即 大 等 故即 大 等 故即 大 等 故即 大 等 故  

                  喻喻 喻喻 ∣ 如 大 等 法如 大 等 法如 大 等 法如 大 等 法  

宗宗 宗宗 ∣ 薩 埵 等 ㆔ 應 ㆔ 合 成薩 埵 等 ㆔ 應 ㆔ 合 成薩 埵 等 ㆔ 應 ㆔ 合 成薩 埵 等 ㆔ 應 ㆔ 合 成  

因因 因因 ∣ 許 即 大 等 故許 即 大 等 故許 即 大 等 故許 即 大 等 故  

喻喻 喻喻 ∣ 猶 如 大 等猶 如 大 等猶 如 大 等猶 如 大 等  

以 ㆔ 德 例 從 大以 ㆔ 德 例 從 大以 ㆔ 德 例 從 大以 ㆔ 德 例 從 大  

等 多 法 而 成等 多 法 而 成等 多 法 而 成等 多 法 而 成  

宗宗 宗宗 ∣ 薩 埵 等 ㆔ 事 體 應 各 有 多薩 埵 等 ㆔ 事 體 應 各 有 多薩 埵 等 ㆔ 事 體 應 各 有 多薩 埵 等 ㆔ 事 體 應 各 有 多  

因因 因因 ∣ 即 是 功 能 故即 是 功 能 故即 是 功 能 故即 是 功 能 故  

喻喻 喻喻 ∣ 如 彼 功 能如 彼 功 能如 彼 功 能如 彼 功 能  

○ 量 ㆕量 ㆕量 ㆕量 ㆕  

    五五 五五  

以 體 ㆒ 分以 體 ㆒ 分以 體 ㆒ 分以 體 ㆒ 分  

例 餘 ㆒ 分例 餘 ㆒ 分例 餘 ㆒ 分例 餘 ㆒ 分  

宗宗 宗宗 ︱ 薩 埵 等 ㆔ ， ㆒ 分 轉 變 ， 成 法 之 時 ， 餘 之 ㆒ 分 ， 亦 應 轉 變 。薩 埵 等 ㆔ ， ㆒ 分 轉 變 ， 成 法 之 時 ， 餘 之 ㆒ 分 ， 亦 應 轉 變 。薩 埵 等 ㆔ ， ㆒ 分 轉 變 ， 成 法 之 時 ， 餘 之 ㆒ 分 ， 亦 應 轉 變 。薩 埵 等 ㆔ ， ㆒ 分 轉 變 ， 成 法 之 時 ， 餘 之 ㆒ 分 ， 亦 應 轉 變 。 

因因 因因 ︱ 此 體 即 是 彼 薩 埵 等 體 無 別 故 ； 或 許 體 遍 ㆒ 切 故 。此 體 即 是 彼 薩 埵 等 體 無 別 故 ； 或 許 體 遍 ㆒ 切 故 。此 體 即 是 彼 薩 埵 等 體 無 別 故 ； 或 許 體 遍 ㆒ 切 故 。此 體 即 是 彼 薩 埵 等 體 無 別 故 ； 或 許 體 遍 ㆒ 切 故 。  

     ︵ 此 為 ㆓ 因 ， 故 成 ㆓ 比 量 ︶︵ 此 為 ㆓ 因 ， 故 成 ㆓ 比 量 ︶︵ 此 為 ㆓ 因 ， 故 成 ㆓ 比 量 ︶︵ 此 為 ㆓ 因 ， 故 成 ㆓ 比 量 ︶  

喻喻 喻喻 ︱ 有 如 ㆒ 分 轉 變 者 。有 如 ㆒ 分 轉 變 者 。有 如 ㆒ 分 轉 變 者 。有 如 ㆒ 分 轉 變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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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㆒ ㆒㆒

    

    

                                                                                        

㆓㆓ ㆓㆓

    

    

    

☆ 第 八 彼 言 ㆔ 體 有 異 ， 其 相 是 ㆒ ， 即 救 前 難 ， 故 為 此 計 。☆ 第 八 彼 言 ㆔ 體 有 異 ， 其 相 是 ㆒ ， 即 救 前 難 ， 故 為 此 計 。☆ 第 八 彼 言 ㆔ 體 有 異 ， 其 相 是 ㆒ ， 即 救 前 難 ， 故 為 此 計 。☆ 第 八 彼 言 ㆔ 體 有 異 ， 其 相 是 ㆒ ， 即 救 前 難 ， 故 為 此 計 。

    

    

    

    

    

    

    

    

    

宗宗 宗宗 ∣ 汝 言 此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之 時 應 不 能 成 ㆒ 。汝 言 此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之 時 應 不 能 成 ㆒ 。汝 言 此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之 時 應 不 能 成 ㆒ 。汝 言 此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之 時 應 不 能 成 ㆒ 。  

因因 因因 ∣ ㆔ 體 各 別 故 ， 或 前 與 後 體 無 別 故 。㆔ 體 各 別 故 ， 或 前 與 後 體 無 別 故 。㆔ 體 各 別 故 ， 或 前 與 後 體 無 別 故 。㆔ 體 各 別 故 ， 或 前 與 後 體 無 別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不 合 時 。如 不 合 時 。如 不 合 時 。如 不 合 時 。  

宗宗 宗宗 ∣ 汝汝 汝汝 之 ㆔ 事 未 成 大 等 時 ， 應 亦 能 成 大 等 。之 ㆔ 事 未 成 大 等 時 ， 應 亦 能 成 大 等 。之 ㆔ 事 未 成 大 等 時 ， 應 亦 能 成 大 等 。之 ㆔ 事 未 成 大 等 時 ， 應 亦 能 成 大 等 。  

因因 因因 ∣ 前 與 後 體 無 差 別 故 。前 與 後 體 無 差 別 故 。前 與 後 體 無 差 別 故 。前 與 後 體 無 差 別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後 成 時 。如 後 成 時 。如 後 成 時 。如 後 成 時 。  

不 應 合 時不 應 合 時不 應 合 時不 應 合 時  

變 為 ㆒ 相變 為 ㆒ 相變 為 ㆒ 相變 為 ㆒ 相  ○ 量 七○ 量 七○ 量 七○ 量 七 ∣  

宗宗 宗宗 ∣ ㆔ 事 和 合 ， 所 成 之 相 ， 亦 應 有 ㆔ 。㆔ 事 和 合 ， 所 成 之 相 ， 亦 應 有 ㆔ 。㆔ 事 和 合 ， 所 成 之 相 ， 亦 應 有 ㆔ 。㆔ 事 和 合 ， 所 成 之 相 ， 亦 應 有 ㆔ 。  

因因 因因 ∣ 許 即 ㆔ 體 故 。許 即 ㆔ 體 故 。許 即 ㆔ 體 故 。許 即 ㆔ 體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體 。如 體 。如 體 。如 體 。  

○ 量 六○ 量 六○ 量 六○ 量 六 ∣  

遮 總 合遮 總 合遮 總 合遮 總 合  

成 ㆒ 相成 ㆒ 相成 ㆒ 相成 ㆒ 相  
○ 量 八 ∣ 違 自 宗○ 量 八 ∣ 違 自 宗○ 量 八 ∣ 違 自 宗○ 量 八 ∣ 違 自 宗 ∣ ㆓  

     宗宗 宗宗 ∣ 汝 本 ㆔ 事 ， 體 應 無 別 。汝 本 ㆔ 事 ， 體 應 無 別 。汝 本 ㆔ 事 ， 體 應 無 別 。汝 本 ㆔ 事 ， 體 應 無 別 。  

㆒㆒ ㆒㆒    因因 因因 ∣ 說 體 與 相 ， 無 差 別 故 。說 體 與 相 ， 無 差 別 故 。說 體 與 相 ， 無 差 別 故 。說 體 與 相 ， 無 差 別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所 成 相 。如 所 成 相 。如 所 成 相 。如 所 成 相 。  

     宗宗 宗宗 ∣ 相 應 ㆔ 別 。相 應 ㆔ 別 。相 應 ㆔ 別 。相 應 ㆔ 別 。  

㆓㆓ ㆓㆓    因因 因因 ∣ 與 體 無 別 故 。與 體 無 別 故 。與 體 無 別 故 。與 體 無 別 故 。  

     喻 ∣ 如 ㆔ 本 體 。喻 ∣ 如 ㆔ 本 體 。喻 ∣ 如 ㆔ 本 體 。喻 ∣ 如 ㆔ 本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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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㆔ 是 別 ， 大 等 是 總 ， 總 別 ㆒ 故 ， 應 非 ㆒ ㆔ 。 此 ㆔ 變 時 ， 若 不 和 合 成 ㆒ 相 者 ， 應 如 未 變△ 又 ㆔ 是 別 ， 大 等 是 總 ， 總 別 ㆒ 故 ， 應 非 ㆒ ㆔ 。 此 ㆔ 變 時 ， 若 不 和 合 成 ㆒ 相 者 ， 應 如 未 變△ 又 ㆔ 是 別 ， 大 等 是 總 ， 總 別 ㆒ 故 ， 應 非 ㆒ ㆔ 。 此 ㆔ 變 時 ， 若 不 和 合 成 ㆒ 相 者 ， 應 如 未 變△ 又 ㆔ 是 別 ， 大 等 是 總 ， 總 別 ㆒ 故 ， 應 非 ㆒ ㆔ 。 此 ㆔ 變 時 ， 若 不 和 合 成 ㆒ 相 者 ， 應 如 未 變

    

， 如 何 現 見 是 ㆒ 色 等 。 若 ㆔ 和 合 ， 成 ㆒ 相 者 ， 應 失 本 別 相 ， 體 亦 應 隨 失 。 不 可 說 ㆔ ， 各， 如 何 現 見 是 ㆒ 色 等 。 若 ㆔ 和 合 ， 成 ㆒ 相 者 ， 應 失 本 別 相 ， 體 亦 應 隨 失 。 不 可 說 ㆔ ， 各， 如 何 現 見 是 ㆒ 色 等 。 若 ㆔ 和 合 ， 成 ㆒ 相 者 ， 應 失 本 別 相 ， 體 亦 應 隨 失 。 不 可 說 ㆔ ， 各， 如 何 現 見 是 ㆒ 色 等 。 若 ㆔ 和 合 ， 成 ㆒ 相 者 ， 應 失 本 別 相 ， 體 亦 應 隨 失 。 不 可 說 ㆔ ， 各

    

有 ㆓ 相 ： ㆒ 總 。 ㆓ 別 。 總 即 別 故 ， 總 亦 應 ㆔ ， 如 何 見 ㆒ ？ 若 謂 ㆔ 體 ， 各 有 ㆔ 相 ， 和 雜 難有 ㆓ 相 ： ㆒ 總 。 ㆓ 別 。 總 即 別 故 ， 總 亦 應 ㆔ ， 如 何 見 ㆒ ？ 若 謂 ㆔ 體 ， 各 有 ㆔ 相 ， 和 雜 難有 ㆓ 相 ： ㆒ 總 。 ㆓ 別 。 總 即 別 故 ， 總 亦 應 ㆔ ， 如 何 見 ㆒ ？ 若 謂 ㆔ 體 ， 各 有 ㆔ 相 ， 和 雜 難有 ㆓ 相 ： ㆒ 總 。 ㆓ 別 。 總 即 別 故 ， 總 亦 應 ㆔ ， 如 何 見 ㆒ ？ 若 謂 ㆔ 體 ， 各 有 ㆔ 相 ， 和 雜 難

    

知 ， 故 見 ㆒ 者 。 既 有 ㆔ 相 ， 寧 見 為 ㆒ ？ 復 如 何 知 ㆔ 事 有 異 ？ 若 彼 ㆒ ㆒ 皆 具 ㆔ 相 ， 應 ㆒ ㆒知 ， 故 見 ㆒ 者 。 既 有 ㆔ 相 ， 寧 見 為 ㆒ ？ 復 如 何 知 ㆔ 事 有 異 ？ 若 彼 ㆒ ㆒ 皆 具 ㆔ 相 ， 應 ㆒ ㆒知 ， 故 見 ㆒ 者 。 既 有 ㆔ 相 ， 寧 見 為 ㆒ ？ 復 如 何 知 ㆔ 事 有 異 ？ 若 彼 ㆒ ㆒ 皆 具 ㆔ 相 ， 應 ㆒ ㆒知 ， 故 見 ㆒ 者 。 既 有 ㆔ 相 ， 寧 見 為 ㆒ ？ 復 如 何 知 ㆔ 事 有 異 ？ 若 彼 ㆒ ㆒ 皆 具 ㆔ 相 ， 應 ㆒ ㆒

    

事 ， 能 成 色 等 ， 何 所 闕 少 ？ 待 ㆔ 和 合 ？ 體 亦 應 各 ㆔ ， 以 體 即 相 故 。 又 大 等 法 ， 皆 ㆔ 合 成事 ， 能 成 色 等 ， 何 所 闕 少 ？ 待 ㆔ 和 合 ？ 體 亦 應 各 ㆔ ， 以 體 即 相 故 。 又 大 等 法 ， 皆 ㆔ 合 成事 ， 能 成 色 等 ， 何 所 闕 少 ？ 待 ㆔ 和 合 ？ 體 亦 應 各 ㆔ ， 以 體 即 相 故 。 又 大 等 法 ， 皆 ㆔ 合 成事 ， 能 成 色 等 ， 何 所 闕 少 ？ 待 ㆔ 和 合 ？ 體 亦 應 各 ㆔ ， 以 體 即 相 故 。 又 大 等 法 ， 皆 ㆔ 合 成

    

， 展 轉 相 望 ， 應 無 差 別 。 是 則 因 果 ， 唯 量 諸 大 ， 諸 根 差 別 ， 皆 不 得 成 。 若 爾 ， ㆒ 根 應 得， 展 轉 相 望 ， 應 無 差 別 。 是 則 因 果 ， 唯 量 諸 大 ， 諸 根 差 別 ， 皆 不 得 成 。 若 爾 ， ㆒ 根 應 得， 展 轉 相 望 ， 應 無 差 別 。 是 則 因 果 ， 唯 量 諸 大 ， 諸 根 差 別 ， 皆 不 得 成 。 若 爾 ， ㆒ 根 應 得， 展 轉 相 望 ， 應 無 差 別 。 是 則 因 果 ， 唯 量 諸 大 ， 諸 根 差 別 ， 皆 不 得 成 。 若 爾 ， ㆒ 根 應 得

    

㆒ 切 境 ， 或 應 ㆒ 境 ㆒ 切 根 所 得 。 世 間 現 見 ， 情㆒ 切 境 ， 或 應 ㆒ 境 ㆒ 切 根 所 得 。 世 間 現 見 ， 情㆒ 切 境 ， 或 應 ㆒ 境 ㆒ 切 根 所 得 。 世 間 現 見 ， 情㆒ 切 境 ， 或 應 ㆒ 境 ㆒ 切 根 所 得 。 世 間 現 見 ， 情 與 非 情 ， 淨 穢 等 物 ， 現 比 量 等 ， 皆 應 無 異與 非 情 ， 淨 穢 等 物 ， 現 比 量 等 ， 皆 應 無 異與 非 情 ， 淨 穢 等 物 ， 現 比 量 等 ， 皆 應 無 異與 非 情 ， 淨 穢 等 物 ， 現 比 量 等 ， 皆 應 無 異

    

， 便 為 大 失 。， 便 為 大 失 。， 便 為 大 失 。， 便 為 大 失 。

    

△ ㆔ 、 破 能 所 成 ㆓ 十 ㆕ 諦△ ㆔ 、 破 能 所 成 ㆓ 十 ㆕ 諦△ ㆔ 、 破 能 所 成 ㆓ 十 ㆕ 諦△ ㆔ 、 破 能 所 成 ㆓ 十 ㆕ 諦

            

初 、 難 其 總 別初 、 難 其 總 別初 、 難 其 總 別初 、 難 其 總 別
    

                    

︵ 合 難 ㆓ 十 ㆕ 諦 ︶︵ 合 難 ㆓ 十 ㆕ 諦 ︶︵ 合 難 ㆓ 十 ㆕ 諦 ︶︵ 合 難 ㆓ 十 ㆕ 諦 ︶

                

㆓ 、 破 轉 計 非 成 ㆒ 相㆓ 、 破 轉 計 非 成 ㆒ 相㆓ 、 破 轉 計 非 成 ㆒ 相㆓ 、 破 轉 計 非 成 ㆒ 相

    

                                                                                                    

㆔ 、 破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㆔ 、 破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㆔ 、 破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㆔ 、 破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㆕ 、 破 轉 計 薩 埵 等 ㆔ 各 有 ㆓ 相㆕ 、 破 轉 計 薩 埵 等 ㆔ 各 有 ㆓ 相㆕ 、 破 轉 計 薩 埵 等 ㆔ 各 有 ㆓ 相㆕ 、 破 轉 計 薩 埵 等 ㆔ 各 有 ㆓ 相

    

                                                                                                    

五 、 破 ㆔ 事 之 ㆖ 各 有 ㆔ 相五 、 破 ㆔ 事 之 ㆖ 各 有 ㆔ 相五 、 破 ㆔ 事 之 ㆖ 各 有 ㆔ 相五 、 破 ㆔ 事 之 ㆖ 各 有 ㆔ 相
    

○ 量 九量 九量 九量 九   體 相 更 互體 相 更 互體 相 更 互體 相 更 互  
十十 十十   相相 相相  即即 即即  難難 難難  

∣ ㆓  

     宗宗 宗宗 ∣ 體 應 如 相 ， 冥 然 是 ㆒體 應 如 相 ， 冥 然 是 ㆒體 應 如 相 ， 冥 然 是 ㆒體 應 如 相 ， 冥 然 是 ㆒  

㆒㆒ ㆒㆒    因因 因因 ∣ 體 即 相 故 。體 即 相 故 。體 即 相 故 。體 即 相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相 。如 相 。如 相 。如 相 。  

     宗宗 宗宗 ∣ 相 應 如 體 ， 顯 然 有 ㆔ 。相 應 如 體 ， 顯 然 有 ㆔ 。相 應 如 體 ， 顯 然 有 ㆔ 。相 應 如 體 ， 顯 然 有 ㆔ 。  

㆓㆓ ㆓㆓    因因 因因 ∣ 相 即 體 故 。相 即 體 故 。相 即 體 故 。相 即 體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體 。如 體 。如 體 。如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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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初 。今 初 。今 初 。今 初 。

    

    

    

    

    

    

    

    

    

    

    

    

    

    

    

    

    

    

    

    

○ 初 、 難 其 總 別○ 初 、 難 其 總 別○ 初 、 難 其 總 別○ 初 、 難 其 總 別 ∣ 量 ㆓量 ㆓量 ㆓量 ㆓  

                       宗宗 宗宗 ∣ ㆔ 事 和 合 所 成 之 相 ． 應 見 ㆔ 別 。㆔ 事 和 合 所 成 之 相 ． 應 見 ㆔ 別 。㆔ 事 和 合 所 成 之 相 ． 應 見 ㆔ 別 。㆔ 事 和 合 所 成 之 相 ． 應 見 ㆔ 別 。 

○ ㆓ 、 破 轉 計 非 成 ㆒ 相○ ㆓ 、 破 轉 計 非 成 ㆒ 相○ ㆓ 、 破 轉 計 非 成 ㆒ 相○ ㆓ 、 破 轉 計 非 成 ㆒ 相    因因 因因 ∣ 許 有 ㆔ 故 。許 有 ㆔ 故 。許 有 ㆔ 故 。許 有 ㆔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見 ㆔ 相 ． 體 未 變 時 。如 見 ㆔ 相 ． 體 未 變 時 。如 見 ㆔ 相 ． 體 未 變 時 。如 見 ㆔ 相 ． 體 未 變 時 。  

                   宗宗 宗宗 ︱ 色 等 諸 法 ． 應 各 見 ㆔ 。色 等 諸 法 ． 應 各 見 ㆔ 。色 等 諸 法 ． 應 各 見 ㆔ 。色 等 諸 法 ． 應 各 見 ㆔ 。 

○ 難 ㆔ 體 成 ㆔ 相 義○ 難 ㆔ 體 成 ㆔ 相 義○ 難 ㆔ 體 成 ㆔ 相 義○ 難 ㆔ 體 成 ㆔ 相 義    因因 因因 ︱ 體 有 ㆔ 說 。體 有 ㆔ 說 。體 有 ㆔ 說 。體 有 ㆔ 說 。  

                   喻喻 喻喻 ︱ 如 汝 ㆔ 事 。如 汝 ㆔ 事 。如 汝 ㆔ 事 。如 汝 ㆔ 事 。  

     宗宗 宗宗 ︱ 汝 許 別 ㆔ 事 ． 應 是 ㆒ 非 ㆔ 。汝 許 別 ㆔ 事 ． 應 是 ㆒ 非 ㆔ 。汝 許 別 ㆔ 事 ． 應 是 ㆒ 非 ㆔ 。汝 許 別 ㆔ 事 ． 應 是 ㆒ 非 ㆔ 。  

㆒㆒ ㆒㆒    因因 因因 ︱ 性 即 總 故 。性 即 總 故 。性 即 總 故 。性 即 總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總 大 等 。如 總 大 等 。如 總 大 等 。如 總 大 等 。  

     宗宗 宗宗 ︱ 大 等 總 法 ． 應 是 ㆔ 非 ㆒ 。大 等 總 法 ． 應 是 ㆔ 非 ㆒ 。大 等 總 法 ． 應 是 ㆔ 非 ㆒ 。大 等 總 法 ． 應 是 ㆔ 非 ㆒ 。  

㆓㆓ ㆓㆓    因因 因因 ︱ 體 即 別 ㆔ 故 。體 即 別 ㆔ 故 。體 即 別 ㆔ 故 。體 即 別 ㆔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㆔ 別 性 。如 ㆔ 別 性 。如 ㆔ 別 性 。如 ㆔ 別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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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 既 失 本相 既 失 本相 既 失 本相 既 失 本 ， 體 亦 應 然 ， 相 體 ㆒ 故 。， 體 亦 應 然 ， 相 體 ㆒ 故 。， 體 亦 應 然 ， 相 體 ㆒ 故 。， 體 亦 應 然 ， 相 體 ㆒ 故 。

    

    

    

    

    

    

    

    

    

    

    

            

        

○ ㆕ 破 轉 計 薩 埵 等 ㆔ ， 各 有 ㆓ 相 。 量 共 五 ：○ ㆕ 破 轉 計 薩 埵 等 ㆔ ， 各 有 ㆓ 相 。 量 共 五 ：○ ㆕ 破 轉 計 薩 埵 等 ㆔ ， 各 有 ㆓ 相 。 量 共 五 ：○ ㆕ 破 轉 計 薩 埵 等 ㆔ ， 各 有 ㆓ 相 。 量 共 五 ：

    

    

         根 本 ㆔ 事 各 有 ㆓ 相 ． ㆒ 總 ㆓ 別根 本 ㆔ 事 各 有 ㆓ 相 ． ㆒ 總 ㆓ 別根 本 ㆔ 事 各 有 ㆓ 相 ． ㆒ 總 ㆓ 別根 本 ㆔ 事 各 有 ㆓ 相 ． ㆒ 總 ㆓ 別  

☆ 轉 計☆ 轉 計☆ 轉 計☆ 轉 計    成 相 之 時 ． 所 成 大 等 ． 但 見 總 ㆒成 相 之 時 ． 所 成 大 等 ． 但 見 總 ㆒成 相 之 時 ． 所 成 大 等 ． 但 見 總 ㆒成 相 之 時 ． 所 成 大 等 ． 但 見 總 ㆒  

         根 本 ㆔ 事 ． 即 見 ㆔ 別 。根 本 ㆔ 事 ． 即 見 ㆔ 別 。根 本 ㆔ 事 ． 即 見 ㆔ 別 。根 本 ㆔ 事 ． 即 見 ㆔ 別 。  

                           宗宗 宗宗 ︱ 汝汝 汝汝 根 本 ㆔ 相 ， 共 成 ㆒ 相 時 ， 根 本 ㆔ 相 ， 應 無 ㆔ 相 。根 本 ㆔ 相 ， 共 成 ㆒ 相 時 ， 根 本 ㆔ 相 ， 應 無 ㆔ 相 。根 本 ㆔ 相 ， 共 成 ㆒ 相 時 ， 根 本 ㆔ 相 ， 應 無 ㆔ 相 。根 本 ㆔ 相 ， 共 成 ㆒ 相 時 ， 根 本 ㆔ 相 ， 應 無 ㆔ 相 。 
○ ㆔ 、 破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㆔ 、 破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㆔ 、 破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㆔ 、 破 ㆔ 事 和 合 共 成 ㆒ 相    因因 因因 ︱ 即 ㆒ 相 故 。即 ㆒ 相 故 。即 ㆒ 相 故 。即 ㆒ 相 故 。  

                           喻喻 喻喻 ︱ 猶 如 ㆒ 相 。猶 如 ㆒ 相 。猶 如 ㆒ 相 。猶 如 ㆒ 相 。  

       宗宗 宗宗 ︱ 成 相 之 時 ， 根 本 ㆔ 體 ， 應 無 有 ㆔ 。成 相 之 時 ， 根 本 ㆔ 體 ， 應 無 有 ㆔ 。成 相 之 時 ， 根 本 ㆔ 體 ， 應 無 有 ㆔ 。成 相 之 時 ， 根 本 ㆔ 體 ， 應 無 有 ㆔ 。  

○ 量○ 量○ 量○ 量    因因 因因 ︱ 以 相 即 體 故 。以 相 即 體 故 。以 相 即 體 故 。以 相 即 體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所 成 相 。如 所 成 相 。如 所 成 相 。如 所 成 相 。  



  
8
6
 

    

    

    

    

    

    

    

    

    

    

    

    

    

    

    

    

    

    

    

    

         宗宗 宗宗 ︱ ㆔ 事 所 有 總 相 ， 若 不 是 ㆒ ， 亦 應 見 ㆔ 。㆔ 事 所 有 總 相 ， 若 不 是 ㆒ ， 亦 應 見 ㆔ 。㆔ 事 所 有 總 相 ， 若 不 是 ㆒ ， 亦 應 見 ㆔ 。㆔ 事 所 有 總 相 ， 若 不 是 ㆒ ， 亦 應 見 ㆔ 。 

○ 量 ㆓○ 量 ㆓○ 量 ㆓○ 量 ㆓    因因 因因 ︱ 相 即 體 故 。相 即 體 故 。相 即 體 故 。相 即 體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㆔ 事 體 。如 ㆔ 事 體 。如 ㆔ 事 體 。如 ㆔ 事 體 。  

         宗宗 宗宗 ︱ 大 等 總 法 ， 應 非 是 總 。大 等 總 法 ， 應 非 是 總 。大 等 總 法 ， 應 非 是 總 。大 等 總 法 ， 應 非 是 總 。  
○ 量 ㆒○ 量 ㆒○ 量 ㆒○ 量 ㆒    因因 因因 ︱ 即 ㆔ 體 故 。即 ㆔ 體 故 。即 ㆔ 體 故 。即 ㆔ 體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㆔ 別 相 。如 ㆔ 別 相 。如 ㆔ 別 相 。如 ㆔ 別 相 。  

         宗宗 宗宗 ︱ 體 應 見 ㆒ 。體 應 見 ㆒ 。體 應 見 ㆒ 。體 應 見 ㆒ 。  

○ 量 ㆔○ 量 ㆔○ 量 ㆔○ 量 ㆔    因因 因因 ︱ 即 總 相 故 。即 總 相 故 。即 總 相 故 。即 總 相 故 。  

         喻喻 喻喻 ︱ 猶 如 總 相 。猶 如 總 相 。猶 如 總 相 。猶 如 總 相 。  

         宗宗 宗宗 ︱ 若 有 ㆔ 種 不 應 見 ㆒ 。若 有 ㆔ 種 不 應 見 ㆒ 。若 有 ㆔ 種 不 應 見 ㆒ 。若 有 ㆔ 種 不 應 見 ㆒ 。 

○ 量 ㆕○ 量 ㆕○ 量 ㆕○ 量 ㆕    因因 因因 ︱ 有 ㆔ 種 故 。有 ㆔ 種 故 。有 ㆔ 種 故 。有 ㆔ 種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本 ㆔ 事 。如 本 ㆔ 事 。如 本 ㆔ 事 。如 本 ㆔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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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㆔ ： 各 有 ㆔ 相 ， 還 應 見 ㆔ ， 如 何 見 ㆒ ？既 ㆔ ： 各 有 ㆔ 相 ， 還 應 見 ㆔ ， 如 何 見 ㆒ ？既 ㆔ ： 各 有 ㆔ 相 ， 還 應 見 ㆔ ， 如 何 見 ㆒ ？既 ㆔ ： 各 有 ㆔ 相 ， 還 應 見 ㆔ ， 如 何 見 ㆒ ？

    

    

    

    

    

    

         宗宗 宗宗 ︱ ㆔ 事 別 相 ， 不 應 見 ㆔ 。㆔ 事 別 相 ， 不 應 見 ㆔ 。㆔ 事 別 相 ， 不 應 見 ㆔ 。㆔ 事 別 相 ， 不 應 見 ㆔ 。 
○ 量 五○ 量 五○ 量 五○ 量 五    因因 因因 ︱ 即 ㆒ 相 故 。即 ㆒ 相 故 。即 ㆒ 相 故 。即 ㆒ 相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大 等 相 。如 大 等 相 。如 大 等 相 。如 大 等 相 。  
㆔ 事 之 ㆖㆔ 事 之 ㆖㆔ 事 之 ㆖㆔ 事 之 ㆖  

各 有 ㆔ 相各 有 ㆔ 相各 有 ㆔ 相各 有 ㆔ 相  ☆ 復 計☆ 復 計☆ 復 計☆ 復 計  
初 薩 埵 有 ㆒ 自 相 及 刺 闍 ． 答 摩 ㆓ 事 之 相 。初 薩 埵 有 ㆒ 自 相 及 刺 闍 ． 答 摩 ㆓ 事 之 相 。初 薩 埵 有 ㆒ 自 相 及 刺 闍 ． 答 摩 ㆓ 事 之 相 。初 薩 埵 有 ㆒ 自 相 及 刺 闍 ． 答 摩 ㆓ 事 之 相 。  

餘 之 ㆓ 法 ， 展 轉 相 望 ， 各 有餘 之 ㆓ 法 ， 展 轉 相 望 ， 各 有餘 之 ㆓ 法 ， 展 轉 相 望 ， 各 有餘 之 ㆓ 法 ， 展 轉 相 望 ， 各 有 ㆔ 相 ， 相 雜 共 成 ， 大 等 諸 法 。㆔ 相 ， 相 雜 共 成 ， 大 等 諸 法 。㆔ 相 ， 相 雜 共 成 ， 大 等 諸 法 。㆔ 相 ， 相 雜 共 成 ， 大 等 諸 法 。  
九 相 難 了 ， 逐 見 ㆒ 相 。 其 實 於 ㆗ ， 各 有 ㆔ 相 ， 相 雜 而 住 。九 相 難 了 ， 逐 見 ㆒ 相 。 其 實 於 ㆗ ， 各 有 ㆔ 相 ， 相 雜 而 住 。九 相 難 了 ， 逐 見 ㆒ 相 。 其 實 於 ㆗ ， 各 有 ㆔ 相 ， 相 雜 而 住 。九 相 難 了 ， 逐 見 ㆒ 相 。 其 實 於 ㆗ ， 各 有 ㆔ 相 ， 相 雜 而 住 。  

         宗宗 宗宗 ︱ 大 等 法 ㆗ ， 應 見 ㆔ 相 。大 等 法 ㆗ ， 應 見 ㆔ 相 。大 等 法 ㆗ ， 應 見 ㆔ 相 。大 等 法 ㆗ ， 應 見 ㆔ 相 。  

○ 難 ㆒○ 難 ㆒○ 難 ㆒○ 難 ㆒    因因 因因 ︱ 相 即 體 故 。相 即 體 故 。相 即 體 故 。相 即 體 故 。  

         喻喻 喻喻 ︱ 猶 如 ㆔ 體 。猶 如 ㆔ 體 。猶 如 ㆔ 體 。猶 如 ㆔ 體 。  

○ 五 、 破 ㆔ 事 之 ㆖ 各 有 ㆔ 相 。 共 五 難 ：○ 五 、 破 ㆔ 事 之 ㆖ 各 有 ㆔ 相 。 共 五 難 ：○ 五 、 破 ㆔ 事 之 ㆖ 各 有 ㆔ 相 。 共 五 難 ：○ 五 、 破 ㆔ 事 之 ㆖ 各 有 ㆔ 相 。 共 五 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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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㆔ ㆗ 各 有 ㆔ 相 ， 共 成 大 等 ， 如 何 知 ㆔ 事 各 有 異 ？此 ㆔ ㆗ 各 有 ㆔ 相 ， 共 成 大 等 ， 如 何 知 ㆔ 事 各 有 異 ？此 ㆔ ㆗ 各 有 ㆔ 相 ， 共 成 大 等 ， 如 何 知 ㆔ 事 各 有 異 ？此 ㆔ ㆗ 各 有 ㆔ 相 ， 共 成 大 等 ， 如 何 知 ㆔ 事 各 有 異 ？

    

    

    

    

    

    

                                

更 難 ㆔ 德 ， ㆒ ㆒ 應 然 。更 難 ㆔ 德 ， ㆒ ㆒ 應 然 。更 難 ㆔ 德 ， ㆒ ㆒ 應 然 。更 難 ㆔ 德 ， ㆒ ㆒ 應 然 。

    

    

    

    

    

    

        

☆ 若 言 要 由 ㆔ ㆔ 相 合 ， 能 成 大☆ 若 言 要 由 ㆔ ㆔ 相 合 ， 能 成 大☆ 若 言 要 由 ㆔ ㆔ 相 合 ， 能 成 大☆ 若 言 要 由 ㆔ ㆔ 相 合 ， 能 成 大 等 ， 故 ㆒ 本 事 不 能 成 大 等 。等 ， 故 ㆒ 本 事 不 能 成 大 等 。等 ， 故 ㆒ 本 事 不 能 成 大 等 。等 ， 故 ㆒ 本 事 不 能 成 大 等 。

    

    

    

    

    

    

    

         宗宗 宗宗 ︱ 汝 薩 埵 刺 闍 ㆓ 法 ， 應 非 薩 埵 刺 闍 ︵ 或 應 此 ㆓ ， 即 是 答 摩 ︶ ︵ 餘 ㆓ 支 同 ︶汝 薩 埵 刺 闍 ㆓ 法 ， 應 非 薩 埵 刺 闍 ︵ 或 應 此 ㆓ ， 即 是 答 摩 ︶ ︵ 餘 ㆓ 支 同 ︶汝 薩 埵 刺 闍 ㆓ 法 ， 應 非 薩 埵 刺 闍 ︵ 或 應 此 ㆓ ， 即 是 答 摩 ︶ ︵ 餘 ㆓ 支 同 ︶汝 薩 埵 刺 闍 ㆓ 法 ， 應 非 薩 埵 刺 闍 ︵ 或 應 此 ㆓ ， 即 是 答 摩 ︶ ︵ 餘 ㆓ 支 同 ︶ 

○ 難 ㆓○ 難 ㆓○ 難 ㆓○ 難 ㆓    因因 因因 ︱ 具 ㆔ 相 故 。具 ㆔ 相 故 。具 ㆔ 相 故 。具 ㆔ 相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答 摩 。如 答 摩 。如 答 摩 。如 答 摩 。  

         宗宗 宗宗 ︱ 薩 埵 ㆒ 法 ， 應 成 大 等 。薩 埵 ㆒ 法 ， 應 成 大 等 。薩 埵 ㆒ 法 ， 應 成 大 等 。薩 埵 ㆒ 法 ， 應 成 大 等 。  

○ 難 ㆔○ 難 ㆔○ 難 ㆔○ 難 ㆔    因因 因因 ︱ 具 ㆔ 相 故 。具 ㆔ 相 故 。具 ㆔ 相 故 。具 ㆔ 相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答 摩 等 合 時 。如 答 摩 等 合 時 。如 答 摩 等 合 時 。如 答 摩 等 合 時 。  

         宗宗 宗宗 ∣ 彼彼 彼彼 ㆒ ㆒ 應 有 ㆔ 體 。㆒ ㆒ 應 有 ㆔ 體 。㆒ ㆒ 應 有 ㆔ 體 。㆒ ㆒ 應 有 ㆔ 體 。  

○ 難 ㆕○ 難 ㆕○ 難 ㆕○ 難 ㆕    因因 因因 ∣ 體 即 相 故 。體 即 相 故 。體 即 相 故 。體 即 相 故 。  

         喻喻 喻喻 ∣ 猶 如 本 相 。猶 如 本 相 。猶 如 本 相 。猶 如 本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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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難 大 等 ， 應 無 差 別 。總 難 大 等 ， 應 無 差 別 。總 難 大 等 ， 應 無 差 別 。總 難 大 等 ， 應 無 差 別 。

    

    

    

    

    

    

    

        

☆ 汝 若 說 言 ： 皆 無 別 者 。☆ 汝 若 說 言 ： 皆 無 別 者 。☆ 汝 若 說 言 ： 皆 無 別 者 。☆ 汝 若 說 言 ： 皆 無 別 者 。

    

    

    

    

    

    

    

    

    

    

    

    

    

         宗宗 宗宗 ∣ 除 大 諦 外 ， 餘 慢 等 法 ， 應 與 大 無 別 。除 大 諦 外 ， 餘 慢 等 法 ， 應 與 大 無 別 。除 大 諦 外 ， 餘 慢 等 法 ， 應 與 大 無 別 。除 大 諦 外 ， 餘 慢 等 法 ， 應 與 大 無 別 。  
○ 難 五○ 難 五○ 難 五○ 難 五    因因 因因 ∣ ㆔ 合 成 故 。㆔ 合 成 故 。㆔ 合 成 故 。㆔ 合 成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大 。如 大 。如 大 。如 大 。  

○ 總 結 違 宗○ 總 結 違 宗○ 總 結 違 宗○ 總 結 違 宗  

因 果因 果因 果因 果 ∣ 大 為 因 ； 慢 為 果大 為 因 ； 慢 為 果大 為 因 ； 慢 為 果大 為 因 ； 慢 為 果  

唯 量唯 量唯 量唯 量 ∣ 五 唯 量五 唯 量五 唯 量五 唯 量  

諸 大諸 大諸 大諸 大 ∣ 五 大五 大五 大五 大  

諸 根諸 根諸 根諸 根 ∣ 十 ㆒ 根十 ㆒ 根十 ㆒ 根十 ㆒ 根  

差 別差 別差 別差 別 ∣ 皆 不 得 成皆 不 得 成皆 不 得 成皆 不 得 成  

○ 顯 無 別○ 顯 無 別○ 顯 無 別○ 顯 無 別 ∣  

違 現違 現違 現違 現  

量 過量 過量 過量 過  

︵ 即 無︵ 即 無︵ 即 無︵ 即 無  

差 別 ︶差 別 ︶差 別 ︶差 別 ︶  

㆒ 根 應 得㆒ 根 應 得㆒ 根 應 得㆒ 根 應 得  

㆒ 切 境㆒ 切 境㆒ 切 境㆒ 切 境  
 

㆒ 境 ㆒ 切㆒ 境 ㆒ 切㆒ 境 ㆒ 切㆒ 境 ㆒ 切  

根 所 得根 所 得根 所 得根 所 得  

㆓ 量㆓ 量㆓ 量㆓ 量  

     宗宗 宗宗 ∣ ㆒ 根 望 非 所 得 ㆒ 切 境 界 ， 應㆒ 根 望 非 所 得 ㆒ 切 境 界 ， 應㆒ 根 望 非 所 得 ㆒ 切 境 界 ， 應㆒ 根 望 非 所 得 ㆒ 切 境 界 ， 應  

          亦 得 之 。亦 得 之 。亦 得 之 。亦 得 之 。  

㆒㆒ ㆒㆒    因因 因因 ∣ 以 體 無 別 故 。以 體 無 別 故 。以 體 無 別 故 。以 體 無 別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自 所 對 境 。如 自 所 對 境 。如 自 所 對 境 。如 自 所 對 境 。  

     宗宗 宗宗 ∣ ㆒ 境 望 非 所 對 ㆒ 切 根 ， 應 亦㆒ 境 望 非 所 對 ㆒ 切 根 ， 應 亦㆒ 境 望 非 所 對 ㆒ 切 根 ， 應 亦㆒ 境 望 非 所 對 ㆒ 切 根 ， 應 亦  

          所 得 。所 得 。所 得 。所 得 。  
㆓㆓ ㆓㆓    因因 因因 ∣ 以 體 無 別 故 。以 體 無 別 故 。以 體 無 別 故 。以 體 無 別 故 。  

     喻喻 喻喻 ∣ 如 自 所 對 根 。如 自 所 對 根 。如 自 所 對 根 。如 自 所 對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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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彼 所 執 ， 實 法 不 成 。 但 是 妄 情 ， 計 度 為 有 。△ 故 彼 所 執 ， 實 法 不 成 。 但 是 妄 情 ， 計 度 為 有 。△ 故 彼 所 執 ， 實 法 不 成 。 但 是 妄 情 ， 計 度 為 有 。△ 故 彼 所 執 ， 實 法 不 成 。 但 是 妄 情 ， 計 度 為 有 。

    

    

△ ㆔ 、 結 非 。△ ㆔ 、 結 非 。△ ㆔ 、 結 非 。△ ㆔ 、 結 非 。

    

    

△ 勝 論 所 執 實 等 句 義 ， 多 實 有 性 ， 現 量 所 得 。△ 勝 論 所 執 實 等 句 義 ， 多 實 有 性 ， 現 量 所 得 。△ 勝 論 所 執 實 等 句 義 ， 多 實 有 性 ， 現 量 所 得 。△ 勝 論 所 執 實 等 句 義 ， 多 實 有 性 ， 現 量 所 得 。

    

    

△ ㆓ 、 破 勝 論△ ㆓ 、 破 勝 論△ ㆓ 、 破 勝 論△ ㆓ 、 破 勝 論

            

初 、 敘 宗初 、 敘 宗初 、 敘 宗初 、 敘 宗

            

今 初今 初今 初今 初

    

                                                            

㆓ 、 正 破㆓ 、 正 破㆓ 、 正 破㆓ 、 正 破

    

                                                            

㆔ 、 結 非㆔ 、 結 非㆔ 、 結 非㆔ 、 結 非

    

○ 答 難○ 答 難○ 答 難○ 答 難  
難難 難難  

答答 答答  
如 來如 來如 來如 來  

如 來 諸 根 至 用如 來 諸 根 至 用如 來 諸 根 至 用如 來 諸 根 至 用  

不 幾 為 數 論 解 難 耶 ？不 幾 為 數 論 解 難 耶 ？不 幾 為 數 論 解 難 耶 ？不 幾 為 數 論 解 難 耶 ？  

達 諸 法 無 性 ， 永 斷 俱 生 法 執 種 子 。達 諸 法 無 性 ， 永 斷 俱 生 法 執 種 子 。達 諸 法 無 性 ， 永 斷 俱 生 法 執 種 子 。達 諸 法 無 性 ， 永 斷 俱 生 法 執 種 子 。  

㆒ ㆒ 法 皆 稱 真 性 ， 任 運 圓 融 。㆒ ㆒ 法 皆 稱 真 性 ， 任 運 圓 融 。㆒ ㆒ 法 皆 稱 真 性 ， 任 運 圓 融 。㆒ ㆒ 法 皆 稱 真 性 ， 任 運 圓 融 。  

數 論數 論數 論數 論  

妄 計 心 外 實 法 ， 情 執 熾 然 ， 觸 途 成 礙 。妄 計 心 外 實 法 ， 情 執 熾 然 ， 觸 途 成 礙 。妄 計 心 外 實 法 ， 情 執 熾 然 ， 觸 途 成 礙 。妄 計 心 外 實 法 ， 情 執 熾 然 ， 觸 途 成 礙 。  

豈 能 藉 口 于 諸 根 互 用 哉 ？豈 能 藉 口 于 諸 根 互 用 哉 ？豈 能 藉 口 于 諸 根 互 用 哉 ？豈 能 藉 口 于 諸 根 互 用 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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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 論勝 論勝 論勝 論  

外 道外 道外 道外 道  
始 祖 溫 露 迦始 祖 溫 露 迦始 祖 溫 露 迦始 祖 溫 露 迦    成 劫 末 外 道成 劫 末 外 道成 劫 末 外 道成 劫 末 外 道  

             此 云 鵂 鶹 。此 云 鵂 鶹 。此 云 鵂 鶹 。此 云 鵂 鶹 。  

               此 翻 為 勝 ， 造 六 句 論 ， 諸 論 罕 匹 。此 翻 為 勝 ， 造 六 句 論 ， 諸 論 罕 匹 。此 翻 為 勝 ， 造 六 句 論 ， 諸 論 罕 匹 。此 翻 為 勝 ， 造 六 句 論 ， 諸 論 罕 匹 。  

論 名 吠 世 史 迦論 名 吠 世 史 迦論 名 吠 世 史 迦論 名 吠 世 史 迦    或 勝 ㆟ 所 造 ， 故 名 勝 論 。或 勝 ㆟ 所 造 ， 故 名 勝 論 。或 勝 ㆟ 所 造 ， 故 名 勝 論 。或 勝 ㆟ 所 造 ， 故 名 勝 論 。  

               勝 論 之 師 ， 造 勝 論 者 ， 名 勝 論 師 。勝 論 之 師 ， 造 勝 論 者 ， 名 勝 論 師 。勝 論 之 師 ， 造 勝 論 者 ， 名 勝 論 師 。勝 論 之 師 ， 造 勝 論 者 ， 名 勝 論 師 。  
要 義要 義要 義要 義    六 句 義 ︵ 吠 世 史 迦 所 立 ， 般 遮 尸 棄 承 之 ︶六 句 義 ︵ 吠 世 史 迦 所 立 ， 般 遮 尸 棄 承 之 ︶六 句 義 ︵ 吠 世 史 迦 所 立 ， 般 遮 尸 棄 承 之 ︶六 句 義 ︵ 吠 世 史 迦 所 立 ， 般 遮 尸 棄 承 之 ︶  

       十 句 義 ︵ 其 苗 裔 惠 月 所 立 ︶十 句 義 ︵ 其 苗 裔 惠 月 所 立 ︶十 句 義 ︵ 其 苗 裔 惠 月 所 立 ︶十 句 義 ︵ 其 苗 裔 惠 月 所 立 ︶  

㆒ 、 列 總 別 名㆒ 、 列 總 別 名㆒ 、 列 總 別 名㆒ 、 列 總 別 名  

㆓ 、 出 體 性㆓ 、 出 體 性㆓ 、 出 體 性㆓ 、 出 體 性  

㆔ 、 諸 門 辨 釋㆔ 、 諸 門 辨 釋㆔ 、 諸 門 辨 釋㆔ 、 諸 門 辨 釋  

○ 列 總列 總列 總列 總  

別 名別 名別 名別 名  

︵ 含 ﹁ 出︵ 含 ﹁ 出︵ 含 ﹁ 出︵ 含 ﹁ 出  

其 體 性其 體 性其 體 性其 體 性  

﹂ 於 其﹂ 於 其﹂ 於 其﹂ 於 其  

㆗ ︶㆗ ︶㆗ ︶㆗ ︶  

列 總 名列 總 名列 總 名列 總 名  

㆒ 、 實㆒ 、 實㆒ 、 實㆒ 、 實  
㆓ 、 德㆓ 、 德㆓ 、 德㆓ 、 德  

㆔ 、 業㆔ 、 業㆔ 、 業㆔ 、 業  

㆕ 、 伺㆕ 、 伺㆕ 、 伺㆕ 、 伺  

五 、 異五 、 異五 、 異五 、 異  

六 、 和 合六 、 和 合六 、 和 合六 、 和 合  

七 、 有 能七 、 有 能七 、 有 能七 、 有 能  

八 、 無 能八 、 無 能八 、 無 能八 、 無 能  

九 、 俱 分九 、 俱 分九 、 俱 分九 、 俱 分  

十 、 無 說十 、 無 說十 、 無 說十 、 無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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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 、 實 九㆒ 、 實 九㆒ 、 實 九㆒ 、 實 九  

 ︵ 此 ㆗ 以︵ 此 ㆗ 以︵ 此 ㆗ 以︵ 此 ㆗ 以  

   德 顯 其德 顯 其德 顯 其德 顯 其  

   實 體 ︶實 體 ︶實 體 ︶實 體 ︶  

        ︵ 出︵ 出︵ 出︵ 出  其其 其其  體體 體體  性 ︶性 ︶性 ︶性 ︶  

㆒ 、 ㆞㆒ 、 ㆞㆒ 、 ㆞㆒ 、 ㆞ ∣ 若 有 色 味 觸 名 ㆞ 。若 有 色 味 觸 名 ㆞ 。若 有 色 味 觸 名 ㆞ 。若 有 色 味 觸 名 ㆞ 。  

㆓ 、 水㆓ 、 水㆓ 、 水㆓ 、 水 ∣ 若 有 色 味 觸 及 液 潤 名 水 。若 有 色 味 觸 及 液 潤 名 水 。若 有 色 味 觸 及 液 潤 名 水 。若 有 色 味 觸 及 液 潤 名 水 。  

㆔ 、 火㆔ 、 火㆔ 、 火㆔ 、 火 ∣ 若 有 色 觸 名 火 。若 有 色 觸 名 火 。若 有 色 觸 名 火 。若 有 色 觸 名 火 。  

㆕ 、㆕ 、㆕ 、㆕ 、 風風 風風 ∣ 若 有 觸 名 風 。若 有 觸 名 風 。若 有 觸 名 風 。若 有 觸 名 風 。  

五 、 空五 、 空五 、 空五 、 空 ∣ 唯 有 聲 名 空 。 別 有 空 大 ， 非 空 無 為唯 有 聲 名 空 。 別 有 空 大 ， 非 空 無 為唯 有 聲 名 空 。 別 有 空 大 ， 非 空 無 為唯 有 聲 名 空 。 別 有 空 大 ， 非 空 無 為  

亦 非 空 界 色 。亦 非 空 界 色 。亦 非 空 界 色 。亦 非 空 界 色 。  

六 、 時六 、 時六 、 時六 、 時 ∣ 若 是 彼 此 俱 不 俱 遲 速 能 詮 之 因 ， 及若 是 彼 此 俱 不 俱 遲 速 能 詮 之 因 ， 及若 是 彼 此 俱 不 俱 遲 速 能 詮 之 因 ， 及若 是 彼 此 俱 不 俱 遲 速 能 詮 之 因 ， 及  

此 能 緣 之 因 。此 能 緣 之 因 。此 能 緣 之 因 。此 能 緣 之 因 。  

七 、 方七 、 方七 、 方七 、 方 ∣ 若 是 東 南 等 能 詮 之 因 ， 及 能 緣 因 。若 是 東 南 等 能 詮 之 因 ， 及 能 緣 因 。若 是 東 南 等 能 詮 之 因 ， 及 能 緣 因 。若 是 東 南 等 能 詮 之 因 ， 及 能 緣 因 。  

八 、 我八 、 我八 、 我八 、 我 ∣ 若 是 覺 樂 苦 等 九 德 和 合 因 緣 能 起若 是 覺 樂 苦 等 九 德 和 合 因 緣 能 起若 是 覺 樂 苦 等 九 德 和 合 因 緣 能 起若 是 覺 樂 苦 等 九 德 和 合 因 緣 能 起  

智 相 。智 相 。智 相 。智 相 。  

九 、 意九 、 意九 、 意九 、 意 ∣ 若 是 覺 樂 苦 等 九 德 不 和 合 因 緣 能 起若 是 覺 樂 苦 等 九 德 不 和 合 因 緣 能 起若 是 覺 樂 苦 等 九 德 不 和 合 因 緣 能 起若 是 覺 樂 苦 等 九 德 不 和 合 因 緣 能 起

智 相 。智 相 。智 相 。智 相 。  

㆒ 、 色 眼 所 取 ㆒ 依 名 色 。㆒ 、 色 眼 所 取 ㆒ 依 名 色 。㆒ 、 色 眼 所 取 ㆒ 依 名 色 。㆒ 、 色 眼 所 取 ㆒ 依 名 色 。  
㆓ 、 味 舌 所 取 ㆒ 依 名 味 。㆓ 、 味 舌 所 取 ㆒ 依 名 味 。㆓ 、 味 舌 所 取 ㆒ 依 名 味 。㆓ 、 味 舌 所 取 ㆒ 依 名 味 。  

㆔ 、 香 鼻 所 取 ㆒ 依 名 香 。㆔ 、 香 鼻 所 取 ㆒ 依 名 香 。㆔ 、 香 鼻 所 取 ㆒ 依 名 香 。㆔ 、 香 鼻 所 取 ㆒ 依 名 香 。  

㆕ 、 觸 皮 所 取 ㆒ 依 名 觸 。㆕ 、 觸 皮 所 取 ㆒ 依 名 觸 。㆕ 、 觸 皮 所 取 ㆒ 依 名 觸 。㆕ 、 觸 皮 所 取 ㆒ 依 名 觸 。  

五 、 數 實 非 ㆒ 實 ︵ ㆓ 以 ㆖ 數 ︶ 詮 緣 之 因 。五 、 數 實 非 ㆒ 實 ︵ ㆓ 以 ㆖ 數 ︶ 詮 緣 之 因 。五 、 數 實 非 ㆒ 實 ︵ ㆓ 以 ㆖ 數 ︶ 詮 緣 之 因 。五 、 數 實 非 ㆒ 實 ︵ ㆓ 以 ㆖ 數 ︶ 詮 緣 之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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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量六 、 量六 、 量六 、 量    ㆒㆒ ㆒㆒  微 性微 性微 性微 性 ︱ 唯 ㆓ 微 果 ㆖ 有 ， 如 薩 婆 多 ，唯 ㆓ 微 果 ㆖ 有 ， 如 薩 婆 多 ，唯 ㆓ 微 果 ㆖ 有 ， 如 薩 婆 多 ，唯 ㆓ 微 果 ㆖ 有 ， 如 薩 婆 多 ， 

                 輕 不 可 稱 ， 若 可 稱 者 ， 但輕 不 可 稱 ， 若 可 稱 者 ， 但輕 不 可 稱 ， 若 可 稱 者 ， 但輕 不 可 稱 ， 若 可 稱 者 ， 但  

                 重 相 形 ， 非 是 輕 也 ， 此 微重 相 形 ， 非 是 輕 也 ， 此 微重 相 形 ， 非 是 輕 也 ， 此 微重 相 形 ， 非 是 輕 也 ， 此 微  

                 性 亦 爾 ， 唯 最 微 名 微 。性 亦 爾 ， 唯 最 微 名 微 。性 亦 爾 ， 唯 最 微 名 微 。性 亦 爾 ， 唯 最 微 名 微 。  

        ㆓㆓ ㆓㆓  大 性大 性大 性大 性 ︱ ㆔ 微 果 等 以 ㆖ 方 有 。㆔ 微 果 等 以 ㆖ 方 有 。㆔ 微 果 等 以 ㆖ 方 有 。㆔ 微 果 等 以 ㆖ 方 有 。  

        ㆔㆔ ㆔㆔  短 性短 性短 性短 性 ︱ 唯 ㆓ 微 果 ㆖ 有 。唯 ㆓ 微 果 ㆖ 有 。唯 ㆓ 微 果 ㆖ 有 。唯 ㆓ 微 果 ㆖ 有 。  

        ㆕㆕ ㆕㆕  長 性長 性長 性長 性 ︱ ㆔ 微 果 等 以 ㆖ 方 有 。㆔ 微 果 等 以 ㆖ 方 有 。㆔ 微 果 等 以 ㆖ 方 有 。㆔ 微 果 等 以 ㆖ 方 有 。  

        五五 五五  圓 性圓 性圓 性圓 性    ㆒㆒ ㆒㆒  極 微極 微極 微極 微 ︱ 不 和 合 父 母 真不 和 合 父 母 真不 和 合 父 母 真不 和 合 父 母 真  

                           實 極 微 ㆖ 有 。實 極 微 ㆖ 有 。實 極 微 ㆖ 有 。實 極 微 ㆖ 有 。  

                  ㆓㆓ ㆓㆓  極 大極 大極 大極 大 ︱ 空 時 方 我 ㆕ 實空 時 方 我 ㆕ 實空 時 方 我 ㆕ 實空 時 方 我 ㆕ 實  

                           ㆖ 有 以 此 ㆕ 體㆖ 有 以 此 ㆕ 體㆖ 有 以 此 ㆕ 體㆖ 有 以 此 ㆕ 體  

                           遍 周 圍 故 。遍 周 圍 故 。遍 周 圍 故 。遍 周 圍 故 。  

七 、 別 性七 、 別 性七 、 別 性七 、 別 性 ︱ ㆒ 非 ㆒ 實 等 差 別 詮 緣 因 。㆒ 非 ㆒ 實 等 差 別 詮 緣 因 。㆒ 非 ㆒ 實 等 差 別 詮 緣 因 。㆒ 非 ㆒ 實 等 差 別 詮 緣 因 。  
八 、 合八 、 合八 、 合八 、 合 ︱ ㆓ 先 不 至 物 今 至 時 ， 此 又 ㆔ ： ㆒ ．㆓ 先 不 至 物 今 至 時 ， 此 又 ㆔ ： ㆒ ．㆓ 先 不 至 物 今 至 時 ， 此 又 ㆔ ： ㆒ ．㆓ 先 不 至 物 今 至 時 ， 此 又 ㆔ ： ㆒ ．  

        隨 業 生 ， ㆓ ． ㆓ 俱 業 生 ㆔ ． ㆔ 合 生 。隨 業 生 ， ㆓ ． ㆓ 俱 業 生 ㆔ ． ㆔ 合 生 。隨 業 生 ， ㆓ ． ㆓ 俱 業 生 ㆔ ． ㆔ 合 生 。隨 業 生 ， ㆓ ． ㆓ 俱 業 生 ㆔ ． ㆔ 合 生 。 

九 、 離九 、 離九 、 離九 、 離 ︱ 先 ㆓ 互 物 ， 不 至 時 ， 此 亦 ㆔ ： 初 ㆓ ．先 ㆓ 互 物 ， 不 至 時 ， 此 亦 ㆔ ： 初 ㆓ ．先 ㆓ 互 物 ， 不 至 時 ， 此 亦 ㆔ ： 初 ㆓ ．先 ㆓ 互 物 ， 不 至 時 ， 此 亦 ㆔ ： 初 ㆓ ．

翻 合 可 知 ㆔ ． 離 生 。翻 合 可 知 ㆔ ． 離 生 。翻 合 可 知 ㆔ ． 離 生 。翻 合 可 知 ㆔ ． 離 生 。  

十 、 彼 性十 、 彼 性十 、 彼 性十 、 彼 性 ︱ 依 ㆒ ㆓ 等 數 ， 時 方 等 實 ， 遠 覺 所 待依 ㆒ ㆓ 等 數 ， 時 方 等 實 ， 遠 覺 所 待依 ㆒ ㆓ 等 數 ， 時 方 等 實 ， 遠 覺 所 待依 ㆒ ㆓ 等 數 ， 時 方 等 實 ， 遠 覺 所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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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㆒ 、 此 性十 ㆒ 、 此 性十 ㆒ 、 此 性十 ㆒ 、 此 性 ︱ 此 物 是 ㆒ ， 彼 物 是 ㆓ 等 ， 故 屬 於此 物 是 ㆒ ， 彼 物 是 ㆓ 等 ， 故 屬 於此 物 是 ㆒ ， 彼 物 是 ㆓ 等 ， 故 屬 於此 物 是 ㆒ ， 彼 物 是 ㆓ 等 ， 故 屬 於  

數 ； 此 時 彼 時 故 屬 於 時 ； 此 方 彼數 ； 此 時 彼 時 故 屬 於 時 ； 此 方 彼數 ； 此 時 彼 時 故 屬 於 時 ； 此 方 彼數 ； 此 時 彼 時 故 屬 於 時 ； 此 方 彼  

方 ， 故 屬 方 等 ， 此 性 翻 彼 。方 ， 故 屬 方 等 ， 此 性 翻 彼 。方 ， 故 屬 方 等 ， 此 性 翻 彼 。方 ， 故 屬 方 等 ， 此 性 翻 彼 。  

十 ㆓ 、 覺十 ㆓ 、 覺十 ㆓ 、 覺十 ㆓ 、 覺 ︱ ㆒㆒ ㆒㆒  現 量 。 ㆓現 量 。 ㆓現 量 。 ㆓現 量 。 ㆓  比 量 。比 量 。比 量 。比 量 。  

十 ㆔ 、 樂十 ㆔ 、 樂十 ㆔ 、 樂十 ㆔ 、 樂 ︱ 適 悅 。適 悅 。適 悅 。適 悅 。  

十 ㆕ 、 苦十 ㆕ 、 苦十 ㆕ 、 苦十 ㆕ 、 苦 ︱ 逼 惱 。逼 惱 。逼 惱 。逼 惱 。  

十 五 、 欲十 五 、 欲十 五 、 欲十 五 、 欲 ︱ 希 求 色 等 。希 求 色 等 。希 求 色 等 。希 求 色 等 。  

十 六 、 瞋十 六 、 瞋十 六 、 瞋十 六 、 瞋 ︱ 損 害 色 等 。損 害 色 等 。損 害 色 等 。損 害 色 等 。  

十 七 、 勤 勇十 七 、 勤 勇十 七 、 勤 勇十 七 、 勤 勇 ︱ 欲 作 事 時 ， 先 生 策 勵欲 作 事 時 ， 先 生 策 勵欲 作 事 時 ， 先 生 策 勵欲 作 事 時 ， 先 生 策 勵 發 動 勢 是 。發 動 勢 是 。發 動 勢 是 。發 動 勢 是 。 

十 八 、 重 性十 八 、 重 性十 八 、 重 性十 八 、 重 性 ︱ 墜 墮 之 因 。墜 墮 之 因 。墜 墮 之 因 。墜 墮 之 因 。  

十 九 、 液 性十 九 、 液 性十 九 、 液 性十 九 、 液 性 ︱ ㆞ 水 火 ㆔ ， 流 注 之 因 。㆞ 水 火 ㆔ ， 流 注 之 因 。㆞ 水 火 ㆔ ， 流 注 之 因 。㆞ 水 火 ㆔ ， 流 注 之 因 。  

㆓ 十 、 潤㆓ 十 、 潤㆓ 十 、 潤㆓ 十 、 潤 ︱ ㆞ 等 攝 因 。㆞ 等 攝 因 。㆞ 等 攝 因 。㆞ 等 攝 因 。  

㆓ 十 ㆒ 、 行㆓ 十 ㆒ 、 行㆓ 十 ㆒ 、 行㆓ 十 ㆒ 、 行    ㆒ 念 因㆒ 念 因㆒ 念 因㆒ 念 因 ︱ 現 比 智 行 ， 所 生 數現 比 智 行 ， 所 生 數現 比 智 行 ， 所 生 數現 比 智 行 ， 所 生 數  

習 差 別 即 智 種 子 。習 差 別 即 智 種 子 。習 差 別 即 智 種 子 。習 差 別 即 智 種 子 。  

             ㆓ 作 因㆓ 作 因㆓ 作 因㆓ 作 因 ︱ 預 擲 等 業 所 住 勢 用 。預 擲 等 業 所 住 勢 用 。預 擲 等 業 所 住 勢 用 。預 擲 等 業 所 住 勢 用 。  

㆓ 十 ㆓ 、 法㆓ 十 ㆓ 、 法㆓ 十 ㆓ 、 法㆓ 十 ㆓ 、 法    ㆒ 能 轉㆒ 能 轉㆒ 能 轉㆒ 能 轉 ︱ 得 可 愛 身 因 ， 即 得 生得 可 愛 身 因 ， 即 得 生得 可 愛 身 因 ， 即 得 生得 可 愛 身 因 ， 即 得 生  

死 勝 身 之 因 。死 勝 身 之 因 。死 勝 身 之 因 。死 勝 身 之 因 。  

             ㆓ 能 還㆓ 能 還㆓ 能 還㆓ 能 還 ︱ 離 染 緣 正 智 喜 因 ， 即離 染 緣 正 智 喜 因 ， 即離 染 緣 正 智 喜 因 ， 即離 染 緣 正 智 喜 因 ， 即  

出 世 間 之 因 正 智 正 因 。出 世 間 之 因 正 智 正 因 。出 世 間 之 因 正 智 正 因 。出 世 間 之 因 正 智 正 因 。 
 

㆓ 十 ㆔ 、 非 法 能 得 生 死 不 可 愛 身 苦 邪 智 因 。㆓ 十 ㆔ 、 非 法 能 得 生 死 不 可 愛 身 苦 邪 智 因 。㆓ 十 ㆔ 、 非 法 能 得 生 死 不 可 愛 身 苦 邪 智 因 。㆓ 十 ㆔ 、 非 法 能 得 生 死 不 可 愛 身 苦 邪 智 因 。

㆓㆓ ㆓㆓  

㆓ 、 德 十㆓ 、 德 十㆓ 、 德 十㆓ 、 德 十  

      ㆕㆕ ㆕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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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十 ㆔ 、 非 法㆓ 十 ㆔ 、 非 法㆓ 十 ㆔ 、 非 法㆓ 十 ㆔ 、 非 法 ︱ 能 得 生 死 不 可 愛 身 苦 邪 智 因 。能 得 生 死 不 可 愛 身 苦 邪 智 因 。能 得 生 死 不 可 愛 身 苦 邪 智 因 。能 得 生 死 不 可 愛 身 苦 邪 智 因 。 

㆓ 十 ㆕ 、 聲㆓ 十 ㆕ 、 聲㆓ 十 ㆕ 、 聲㆓ 十 ㆕ 、 聲 ︱ 耳 所 取 ㆒ 依 。耳 所 取 ㆒ 依 。耳 所 取 ㆒ 依 。耳 所 取 ㆒ 依 。  

㆔ 、 業 五㆔ 、 業 五㆔ 、 業 五㆔ 、 業 五  

㆒㆒ ㆒㆒  取取 取取 ︱ 若 於 ㆖若 於 ㆖若 於 ㆖若 於 ㆖ ㆘ 虛 空 等 處 極 微 等 先 合 後 離 之㆘ 虛 空 等 處 極 微 等 先 合 後 離 之㆘ 虛 空 等 處 極 微 等 先 合 後 離 之㆘ 虛 空 等 處 極 微 等 先 合 後 離 之

因 。因 。因 。因 。  

㆓㆓ ㆓㆓  捨捨 捨捨 ︱ 翻 前 。翻 前 。翻 前 。翻 前 。  

㆔㆔ ㆔㆔  屈屈 屈屈 ︱ 遠 處 先 離 ， 近 處 今 合 之 因 。遠 處 先 離 ， 近 處 今 合 之 因 。遠 處 先 離 ， 近 處 今 合 之 因 。遠 處 先 離 ， 近 處 今 合 之 因 。  

㆕㆕ ㆕㆕  伸伸 伸伸 ︱ 翻 前 。翻 前 。翻 前 。翻 前 。  

五五 五五  行行 行行 ︱ 有 質 礙 實 ， 先 合 後 離 之 因 。有 質 礙 實 ， 先 合 後 離 之 因 。有 質 礙 實 ， 先 合 後 離 之 因 。有 質 礙 實 ， 先 合 後 離 之 因 。  

㆕ 、 同 ︱ 實 德 業 體 性 非 無 能 詮 能 緣 之 因 ， 名 同 。 此 體 即 舊 大㆕ 、 同 ︱ 實 德 業 體 性 非 無 能 詮 能 緣 之 因 ， 名 同 。 此 體 即 舊 大㆕ 、 同 ︱ 實 德 業 體 性 非 無 能 詮 能 緣 之 因 ， 名 同 。 此 體 即 舊 大㆕ 、 同 ︱ 實 德 業 體 性 非 無 能 詮 能 緣 之 因 ， 名 同 。 此 體 即 舊 大

有 性 ， 諸 法 同 有 ， 故 名 。有 性 ， 諸 法 同 有 ， 故 名 。有 性 ， 諸 法 同 有 ， 故 名 。有 性 ， 諸 法 同 有 ， 故 名 。  

五 、 異五 、 異五 、 異五 、 異 ︱ 常 於 實 轉 ， 是 遮 德 等 心 心 所 因 ， 是 表 實 性 心 心 所 因常 於 實 轉 ， 是 遮 德 等 心 心 所 因 ， 是 表 實 性 心 心 所 因常 於 實 轉 ， 是 遮 德 等 心 心 所 因 ， 是 表 實 性 心 心 所 因常 於 實 轉 ， 是 遮 德 等 心 心 所 因 ， 是 表 實 性 心 心 所 因  

但 於 實 轉 異 實 之 物 。 實 由 有 此 異 於 德 等 ， 故 名 為 異 。但 於 實 轉 異 實 之 物 。 實 由 有 此 異 於 德 等 ， 故 名 為 異 。但 於 實 轉 異 實 之 物 。 實 由 有 此 異 於 德 等 ， 故 名 為 異 。但 於 實 轉 異 實 之 物 。 實 由 有 此 異 於 德 等 ， 故 名 為 異 。 
六 、 和 合六 、 和 合六 、 和 合六 、 和 合 ︱ 能 令 實 等 不 相 離 而 相 屬 此 能 詮 緣 因 。能 令 實 等 不 相 離 而 相 屬 此 能 詮 緣 因 。能 令 實 等 不 相 離 而 相 屬 此 能 詮 緣 因 。能 令 實 等 不 相 離 而 相 屬 此 能 詮 緣 因 。  

七 、 有 能七 、 有 能七 、 有 能七 、 有 能 ︱ 實 德 業 ㆔ ， 或 時 共 ㆒ ， 或 時 各 別 ， 造 各 自 果 因 ，實 德 業 ㆔ ， 或 時 共 ㆒ ， 或 時 各 別 ， 造 各 自 果 因 ，實 德 業 ㆔ ， 或 時 共 ㆒ ， 或 時 各 別 ， 造 各 自 果 因 ，實 德 業 ㆔ ， 或 時 共 ㆒ ， 或 時 各 別 ， 造 各 自 果 因 ， 

定 所 須 因 ； 若 無 此 者 ， 應 不 能 造 果 。定 所 須 因 ； 若 無 此 者 ， 應 不 能 造 果 。定 所 須 因 ； 若 無 此 者 ， 應 不 能 造 果 。定 所 須 因 ； 若 無 此 者 ， 應 不 能 造 果 。  

八 、 無 能八 、 無 能八 、 無 能八 、 無 能 ︱ 實 德 業 ㆔ ， 或 時 共 ㆒ ， 或 時 各 別 ， 不 造 餘 果 ， 決實 德 業 ㆔ ， 或 時 共 ㆒ ， 或 時 各 別 ， 不 造 餘 果 ， 決實 德 業 ㆔ ， 或 時 共 ㆒ ， 或 時 各 別 ， 不 造 餘 果 ， 決實 德 業 ㆔ ， 或 時 共 ㆒ ， 或 時 各 別 ， 不 造 餘 果 ， 決  
定 所 須 因 ， 若 無定 所 須 因 ， 若 無定 所 須 因 ， 若 無定 所 須 因 ， 若 無 此 者 ， ㆒ 法 應 能 造 ㆒ 切 果 因 ， 由此 者 ， ㆒ 法 應 能 造 ㆒ 切 果 因 ， 由此 者 ， ㆒ 法 應 能 造 ㆒ 切 果 因 ， 由此 者 ， ㆒ 法 應 能 造 ㆒ 切 果 因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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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此 唯 造 自 果 ， 不 造 餘 果 。有 此 唯 造 自 果 ， 不 造 餘 果 。有 此 唯 造 自 果 ， 不 造 餘 果 。有 此 唯 造 自 果 ， 不 造 餘 果 。  

九 、 俱 分九 、 俱 分九 、 俱 分九 、 俱 分 ︱ 即 實 德 業 ㆔ 種 體 性 ， 此 ㆔ 之 ㆖ 總 俱 分 性 ㆞ 等 色 等即 實 德 業 ㆔ 種 體 性 ， 此 ㆔ 之 ㆖ 總 俱 分 性 ㆞ 等 色 等即 實 德 業 ㆔ 種 體 性 ， 此 ㆔ 之 ㆖ 總 俱 分 性 ㆞ 等 色 等即 實 德 業 ㆔ 種 體 性 ， 此 ㆔ 之 ㆖ 總 俱 分 性 ㆞ 等 色 等  

別 俱 分 性 ， 互 於 彼 不 轉 ， ㆒ 切 根 所 取 ， 當 舊 說 同別 俱 分 性 ， 互 於 彼 不 轉 ， ㆒ 切 根 所 取 ， 當 舊 說 同別 俱 分 性 ， 互 於 彼 不 轉 ， ㆒ 切 根 所 取 ， 當 舊 說 同別 俱 分 性 ， 互 於 彼 不 轉 ， ㆒ 切 根 所 取 ， 當 舊 說 同  

異 性 ， 亦 同 亦 異 ， 故 名 俱 分 。異 性 ， 亦 同 亦 異 ， 故 名 俱 分 。異 性 ， 亦 同 亦 異 ， 故 名 俱 分 。異 性 ， 亦 同 亦 異 ， 故 名 俱 分 。  

十 、 無 說十 、 無 說十 、 無 說十 、 無 說    ㆒㆒ ㆒㆒  未 生 無未 生 無未 生 無未 生 無 ︱ 以 實 德 業 因 緣 不 會 而 未 得 生 之 無以 實 德 業 因 緣 不 會 而 未 得 生 之 無以 實 德 業 因 緣 不 會 而 未 得 生 之 無以 實 德 業 因 緣 不 會 而 未 得 生 之 無  

為 體 。為 體 。為 體 。為 體 。  

           ㆓㆓ ㆓㆓  已 滅 無已 滅 無已 滅 無已 滅 無 ︱ 以 實 德 業 ， 或 因 勢 盡 ， 或 違 緣 住 ，以 實 德 業 ， 或 因 勢 盡 ， 或 違 緣 住 ，以 實 德 業 ， 或 因 勢 盡 ， 或 違 緣 住 ，以 實 德 業 ， 或 因 勢 盡 ， 或 違 緣 住 ，

雖 住 而 壞 之 無 為 體 。雖 住 而 壞 之 無 為 體 。雖 住 而 壞 之 無 為 體 。雖 住 而 壞 之 無 為 體 。  

           ㆔㆔ ㆔㆔  更 互 無更 互 無更 互 無更 互 無 ︱ 以 實 德 等 彼 此 互 無 為 其 體 性 。以 實 德 等 彼 此 互 無 為 其 體 性 。以 實 德 等 彼 此 互 無 為 其 體 性 。以 實 德 等 彼 此 互 無 為 其 體 性 。  

㆕㆕ ㆕㆕  不 會 無不 會 無不 會 無不 會 無 ︱ 以 大 有 性 及 實 德 等 ， 隨 於 是 處 不以 大 有 性 及 實 德 等 ， 隨 於 是 處 不以 大 有 性 及 實 德 等 ， 隨 於 是 處 不以 大 有 性 及 實 德 等 ， 隨 於 是 處 不  

不 合 ， 如 彼 處 ㆟ ， 不 於 此 合 無 為 體不 合 ， 如 彼 處 ㆟ ， 不 於 此 合 無 為 體不 合 ， 如 彼 處 ㆟ ， 不 於 此 合 無 為 體不 合 ， 如 彼 處 ㆟ ， 不 於 此 合 無 為 體  

性 。性 。性 。性 。  

五五 五五  畢 竟 無畢 竟 無畢 竟 無畢 竟 無 ︱ 以 無 因 故 ， ㆔ 時 不 生 ， 無 為 體以 無 因 故 ， ㆔ 時 不 生 ， 無 為 體以 無 因 故 ， ㆔ 時 不 生 ， 無 為 體以 無 因 故 ， ㆔ 時 不 生 ， 無 為 體 性 。性 。性 。性 。 

㆒ 、㆒ 、㆒ 、㆒ 、  

多多 多多  

分 別分 別分 別分 別  

大 同 ． 和 合大 同 ． 和 合大 同 ． 和 合大 同 ． 和 合                                            ㆒㆒ ㆒㆒  

德 ． 業 ． 異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 ． 無 說德 ． 業 ． 異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 ． 無 說德 ． 業 ． 異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 ． 無 說德 ． 業 ． 異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 ． 無 說                    多多 多多  

︵ 亦 ㆒ 亦 多 ︶︵ 亦 ㆒ 亦 多 ︶︵ 亦 ㆒ 亦 多 ︶︵ 亦 ㆒ 亦 多 ︶    空 ． 時 ． 方 ． 我 ． 意空 ． 時 ． 方 ． 我 ． 意空 ． 時 ． 方 ． 我 ． 意空 ． 時 ． 方 ． 我 ． 意                     ㆒㆒ ㆒㆒  

實 句 ㆒ 種實 句 ㆒ 種實 句 ㆒ 種實 句 ㆒ 種      ㆞ ． 水 ． 火 ． 風㆞ ． 水 ． 火 ． 風㆞ ． 水 ． 火 ． 風㆞ ． 水 ． 火 ． 風                         多多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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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㆓ 、㆓ 、㆓ 、  

常 、常 、常 、常 、  

無 常無 常無 常無 常  

分 別分 別分 別分 別  

  諸諸 諸諸  

  門門 門門  

○ 辨辨 辨辨  

釋釋 釋釋  

 ︵ 十︵ 十︵ 十︵ 十  

   句句 句句  

   分分 分分  

   別別 別別  

   ︶︶ ︶︶  

大 同 ． 異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大 同 ． 異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大 同 ． 異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大 同 ． 異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                   

業業 業業                                                   常常 常常  

九 實 ㆗ 五九 實 ㆗ 五九 實 ㆗ 五九 實 ㆗ 五                                            無 常無 常無 常無 常  

㆕ 分 別㆕ 分 別㆕ 分 別㆕ 分 別 ︱ ㆞ 水 火 風㆞ 水 火 風㆞ 水 火 風㆞ 水 火 風    非 所 作 者 ︵ 父 母 極 微 ︶非 所 作 者 ︵ 父 母 極 微 ︶非 所 作 者 ︵ 父 母 極 微 ︶非 所 作 者 ︵ 父 母 極 微 ︶  

                   所 作 者 ︵ 子 微 已 去 ︶所 作 者 ︵ 子 微 已 去 ︶所 作 者 ︵ 子 微 已 去 ︶所 作 者 ︵ 子 微 已 去 ︶  

德 ㆗ ． 覺 ． 樂 ． 苦 ． 欲 ． 瞋 ． 勤 勇 ． 法 ． 非 法 ．德 ㆗ ． 覺 ． 樂 ． 苦 ． 欲 ． 瞋 ． 勤 勇 ． 法 ． 非 法 ．德 ㆗ ． 覺 ． 樂 ． 苦 ． 欲 ． 瞋 ． 勤 勇 ． 法 ． 非 法 ．德 ㆗ ． 覺 ． 樂 ． 苦 ． 欲 ． 瞋 ． 勤 勇 ． 法 ． 非 法 ．  

離 ． 彼 性 ． 此 性 ． 聲 ． 香 ︵ 十 ㆕ 法 ︶離 ． 彼 性 ． 此 性 ． 聲 ． 香 ︵ 十 ㆕ 法 ︶離 ． 彼 性 ． 此 性 ． 聲 ． 香 ︵ 十 ㆕ 法 ︶離 ． 彼 性 ． 此 性 ． 聲 ． 香 ︵ 十 ㆕ 法 ︶  

︵ 常 無 常 ︶︵ 常 無 常 ︶︵ 常 無 常 ︶︵ 常 無 常 ︶    色 ． 香 ． 味 ． 觸 ． 若 ㆞ 所 有色 ． 香 ． 味 ． 觸 ． 若 ㆞ 所 有色 ． 香 ． 味 ． 觸 ． 若 ㆞ 所 有色 ． 香 ． 味 ． 觸 ． 若 ㆞ 所 有                常常 常常  

餘餘 餘餘            液 性 ． ㆞ 火 所 有液 性 ． ㆞ 火 所 有液 性 ． ㆞ 火 所 有液 性 ． ㆞ 火 所 有  

           數 ㆗ ㆓ 性 ． 數 別 性 ． ㆗ ㆓ ． 別 性 等數 ㆗ ㆓ 性 ． 數 別 性 ． ㆗ ㆓ ． 別 性 等數 ㆗ ㆓ 性 ． 數 別 性 ． ㆗ ㆓ ． 別 性 等數 ㆗ ㆓ 性 ． 數 別 性 ． ㆗ ㆓ ． 別 性 等  

           量 ㆗ ． 大 性 ． 微 性 ． 短 性 ． 長 性量 ㆗ ． 大 性 ． 微 性 ． 短 性 ． 長 性量 ㆗ ． 大 性 ． 微 性 ． 短 性 ． 長 性量 ㆗ ． 大 性 ． 微 性 ． 短 性 ． 長 性           無 常無 常無 常無 常  

             圓 性圓 性圓 性圓 性  

           并 餘 色 ． 味 ． 觸 ． ㆒ 數 ㆒ 別并 餘 色 ． 味 ． 觸 ． ㆒ 數 ㆒ 別并 餘 色 ． 味 ． 觸 ． ㆒ 數 ㆒ 別并 餘 色 ． 味 ． 觸 ． ㆒ 數 ㆒ 別      依 水 火 風依 水 火 風依 水 火 風依 水 火 風  

             性 ． 液 性 ． 潤 ． 重 性 ． 合 ．性 ． 液 性 ． 潤 ． 重 性 ． 合 ．性 ． 液 性 ． 潤 ． 重 性 ． 合 ．性 ． 液 性 ． 潤 ． 重 性 ． 合 ．    父 母 極 微父 母 極 微父 母 極 微父 母 極 微  

             隨 所 依 實隨 所 依 實隨 所 依 實隨 所 依 實                    依 子 微 等依 子 微 等依 子 微 等依 子 微 等  

五 無 說 ㆗五 無 說 ㆗五 無 說 ㆗五 無 說 ㆗      未 生 無未 生 無未 生 無未 生 無                                 無 常無 常無 常無 常  

           已 滅已 滅已 滅已 滅 無無 無無  

           更 互 無更 互 無更 互 無更 互 無                                  常常 常常  

           畢 竟 無畢 竟 無畢 竟 無畢 竟 無  
            



  
9
8
 

    

    

    

    

    

    

    

    

    

    

    

    

    

    

    

    

    

    

    

    

不 會 無不 會 無不 會 無不 會 無  

實 德 不 相 應實 德 不 相 應實 德 不 相 應實 德 不 相 應                     常常 常常  

實 德 相 應實 德 相 應實 德 相 應實 德 相 應                      無 常無 常無 常無 常  

有 無有 無有 無有 無  

質 礙質 礙質 礙質 礙  

分 別分 別分 別分 別  
㆔ 、㆔ 、㆔ 、㆔ 、  

德 ． 業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 ． 無 說德 ． 業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 ． 無 說德 ． 業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 ． 無 說德 ． 業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俱 分 ． 無 說  

實 句 ㆗ 空 ． 時 ． 方 ． 我實 句 ㆗ 空 ． 時 ． 方 ． 我實 句 ㆗ 空 ． 時 ． 方 ． 我實 句 ㆗ 空 ． 時 ． 方 ． 我                              有 質 礙有 質 礙有 質 礙有 質 礙  

  餘 五 ︵ ㆞ ． 水 ． 火 ． 風 ． 意 ︶餘 五 ︵ ㆞ ． 水 ． 火 ． 風 ． 意 ︶餘 五 ︵ ㆞ ． 水 ． 火 ． 風 ． 意 ︶餘 五 ︵ ㆞ ． 水 ． 火 ． 風 ． 意 ︶                      無 質 礙無 質 礙無 質 礙無 質 礙   

有 性 及 異有 性 及 異有 性 及 異有 性 及 異  

德 句 ㆗ 覺德 句 ㆗ 覺德 句 ㆗ 覺德 句 ㆗ 覺                                     

業 ． 有 性 ． 俱 分業 ． 有 性 ． 俱 分業 ． 有 性 ． 俱 分業 ． 有 性 ． 俱 分                               

無 說無 說無 說無 說                                         
和 合和 合和 合和 合                                            現 量 境現 量 境現 量 境現 量 境  

實 句 ㆗ ㆞ ． 水 ． 火 ． 風實 句 ㆗ ㆞ ． 水 ． 火 ． 風實 句 ㆗ ㆞ ． 水 ． 火 ． 風實 句 ㆗ ㆞ ． 水 ． 火 ． 風    父 母 極 微父 母 極 微父 母 極 微父 母 極 微              

                       子 微 以 ㆖子 微 以 ㆖子 微 以 ㆖子 微 以 ㆖              

餘 空 ． 方 ． 時 ． 我 ．餘 空 ． 方 ． 時 ． 我 ．餘 空 ． 方 ． 時 ． 我 ．餘 空 ． 方 ． 時 ． 我 ． ` 意意 意意                        

德 句 ㆗ 聲德 句 ㆗ 聲德 句 ㆗ 聲德 句 ㆗ 聲                                        非 現 量 境非 現 量 境非 現 量 境非 現 量 境  

  覺 ． 樂 ． 苦 ． 欲 ． 瞋 ． 勤 勇 ． 又 重 性覺 ． 樂 ． 苦 ． 欲 ． 瞋 ． 勤 勇 ． 又 重 性覺 ． 樂 ． 苦 ． 欲 ． 瞋 ． 勤 勇 ． 又 重 性覺 ． 樂 ． 苦 ． 欲 ． 瞋 ． 勤 勇 ． 又 重 性           

法 ． 非 法 ． 行 少 分 ︵ 行 ㆗ 念 因 ︶法 ． 非 法 ． 行 少 分 ︵ 行 ㆗ 念 因 ︶法 ． 非 法 ． 行 少 分 ︵ 行 ㆗ 念 因 ︶法 ． 非 法 ． 行 少 分 ︵ 行 ㆗ 念 因 ︶                 

  ㆓ 德 半㆓ 德 半㆓ 德 半㆓ 德 半  

現 非現 非現 非現 非  

現 量現 量現 量現 量  

境 分境 分境 分境 分  

別別 別別  

㆕ 、㆕ 、㆕ 、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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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有 ． 俱 分 ， ㆔ 唯 現 得 。 異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無 說業 ． 有 ． 俱 分 ， ㆔ 唯 現 得 。 異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無 說業 ． 有 ． 俱 分 ， ㆔ 唯 現 得 。 異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無 說業 ． 有 ． 俱 分 ， ㆔ 唯 現 得 。 異 ． 和 合 ． 有 能 ． 無 能 ． 無 說  

  五 非 現 得 ． 餘 ㆓ 通 ㆓ 。五 非 現 得 ． 餘 ㆓ 通 ㆓ 。五 非 現 得 ． 餘 ㆓ 通 ㆓ 。五 非 現 得 ． 餘 ㆓ 通 ㆓ 。  
色 ． 味 ． 香 ． 觸 ． 數 ． 量 ． 別 性色 ． 味 ． 香 ． 觸 ． 數 ． 量 ． 別 性色 ． 味 ． 香 ． 觸 ． 數 ． 量 ． 別 性色 ． 味 ． 香 ． 觸 ． 數 ． 量 ． 別 性                    現 量 境現 量 境現 量 境現 量 境  

  合 ． 離 ． 彼 性 ． 此 性 ． 液 性合 ． 離 ． 彼 性 ． 此 性 ． 液 性合 ． 離 ． 彼 性 ． 此 性 ． 液 性合 ． 離 ． 彼 性 ． 此 性 ． 液 性 ︱ 通 ㆓通 ㆓通 ㆓通 ㆓                 

  潤 及 勢 用 ︵ 行 作 因 ︶潤 及 勢 用 ︵ 行 作 因 ︶潤 及 勢 用 ︵ 行 作 因 ︶潤 及 勢 用 ︵ 行 作 因 ︶                         

  十 ㆔ 德 半十 ㆔ 德 半十 ㆔ 德 半十 ㆔ 德 半                                      非 現 量 境非 現 量 境非 現 量 境非 現 量 境  

異 ． 有 能 ． 無 能異 ． 有 能 ． 無 能異 ． 有 能 ． 無 能異 ． 有 能 ． 無 能                                   

五 、五 、五 、五 、  

常 無常 無常 無常 無  

常 ㆗常 ㆗常 ㆗常 ㆗  

生 果生 果生 果生 果  

不 生不 生不 生不 生  

果 分果 分果 分果 分
別別 別別  

 

實 ㆗ ㆕ 種 ㆞ ． 水 ． 火 ． 風 父 母 極 微實 ㆗ ㆕ 種 ㆞ ． 水 ． 火 ． 風 父 母 極 微實 ㆗ ㆕ 種 ㆞ ． 水 ． 火 ． 風 父 母 極 微實 ㆗ ㆕ 種 ㆞ ． 水 ． 火 ． 風 父 母 極 微            

有 能有 能有 能有 能                                            常 能 生 果常 能 生 果常 能 生 果常 能 生 果  

餘 五 全 空 ． 時 ． 方 ． 我 ． 意餘 五 全 空 ． 時 ． 方 ． 我 ． 意餘 五 全 空 ． 時 ． 方 ． 我 ． 意餘 五 全 空 ． 時 ． 方 ． 我 ． 意                  

德 句 准 有 能 ㆗ 說 ． 有 得 果德 句 准 有 能 ㆗ 說 ． 有 得 果德 句 准 有 能 ㆗ 說 ． 有 得 果德 句 准 有 能 ㆗ 說 ． 有 得 果  

所 須 ． 十 通 常 德 ︵ 十 德 者 ： 色 ． 味所 須 ． 十 通 常 德 ︵ 十 德 者 ： 色 ． 味所 須 ． 十 通 常 德 ︵ 十 德 者 ： 色 ． 味所 須 ． 十 通 常 德 ︵ 十 德 者 ： 色 ． 味  

觸 ． ㆒ 數 ． ㆒ 別 性觸 ． ㆒ 數 ． ㆒ 別 性觸 ． ㆒ 數 ． ㆒ 別 性觸 ． ㆒ 數 ． ㆒ 別 性                              常 不 生 果常 不 生 果常 不 生 果常 不 生 果  

液 性 ． 潤 ． 重 性 ． 合 ． 量液 性 ． 潤 ． 重 性 ． 合 ． 量液 性 ． 潤 ． 重 性 ． 合 ． 量液 性 ． 潤 ． 重 性 ． 合 ． 量   

十 種 常 ． 皆 許 極 微 ㆖ 有 故 名 常 。 ︶十 種 常 ． 皆 許 極 微 ㆖ 有 故 名 常 。 ︶十 種 常 ． 皆 許 極 微 ㆖ 有 故 名 常 。 ︶十 種 常 ． 皆 許 極 微 ㆖ 有 故 名 常 。 ︶  

亦 能 生 果 ， 隨 其 所 應 。亦 能 生 果 ， 隨 其 所 應 。亦 能 生 果 ， 隨 其 所 應 。亦 能 生 果 ， 隨 其 所 應 。  

業業 業業                                              無 常 生 果無 常 生 果無 常 生 果無 常 生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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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識 唯 難 常 生 果唯 識 唯 難 常 生 果唯 識 唯 難 常 生 果唯 識 唯 難 常 生 果  

無 說無 說無 說無 說                                            無 常 生 果無 常 生 果無 常 生 果無 常 生 果  

餘 略 不 繁 述餘 略 不 繁 述餘 略 不 繁 述餘 略 不 繁 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