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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貫穿差別 

 

     見差別              二乘人      先觀三事無有情相，但有所執之無常、苦、空，謂之人無我。 

                                     復觀三事亦無有為生滅流行之相，謂之行空涅槃。 

 

                         菩薩於諸煩惱，非斷滅棄捨，而是觀淨與轉依，使之迴向大菩提 

 

     極遠損減差別        二乘人執著人無我，而成依空執空見，遠離法無我性，無可對治。 

                             

菩薩因解法無我性，於一切二法隨宜運用，巧便無礙 

 

     於斷迷失差別        二乘人以人無我為空，執此為法之自性，不解離言法性，其性自空，反求除遣，作斷滅想。 

 

                         菩薩如實觀察，但使轉淨，而不除遣。 

 

     於心迷失差別        二乘人執三事實有，又認為眾苦所依，而求滅盡無餘。 

 

                         菩薩自知徧計所起顛倒，實無可滅可怖，但可轉染成淨。 

 

第十一：貫穿因性 — 先觀人無我為觀所取                   有情所取        人空      

                                                                                           二空觀智 

                    次由人無我智得法無我智為觀能取       唯行能取        法空 

                    此二智為得根本智之因，為加行智。 

                                                         業異熟行之分位，無作者、受者、流轉者， 

                                                         生事不可得所顯二空觀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