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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講義 

開仁 2016/10/20 

講義 p.19 

過去法        現在法       未來法 

有→非有   →   起盡    →  非有→有 

（先有而無）  （起盡相應）  （先無而有） 

  無常決定       無常決定     無常決定 

 

講義 p.29 

【1】 

唐．清素 澄淨述《瑜伽師地論義演》卷 35(A121, no. 1565, p. 102, b5-12)： 

「論此中觀察至所有愛味。」 

演曰二別釋如有所性有四番，釋此初番也。此有二相：一、觀諸行生樂生

喜。二、觀愛味極為狹小。謂愛味為因，過患是果，因相過輕故云狹小，

果相過重故云廣大。如是已下，揔結二相。 

「論又觀察至所謂過患。」 

演曰第二番，釋此有二相：一、觀諸行是無常苦。二、觀過患極為廣大，

對於狹小名為廣大，義如前釋。如是已下，揔結二相。  

 

【2】 

《披尋記》p.2545：欲貪滅欲貪斷欲貪出者：此中三相，如次配屬毗奈耶、

斷、超越應知。 

 

《瑜伽師地論》卷 83(T30，764c13-15)： 

又毘奈耶、斷、超越者：毘奈耶，由了相勝解作意；斷，由遠離等作意；

超越，由方便究竟果作意。 

 

《瑜伽師地論》卷 33(T30, no. 1579, p. 467, a2-9)： 

1.了相作意：於所應斷能正了知，於所應得能正了知，為斷應斷，為得應得

心生希願。 

2.勝解作意：為斷為得正發加行； 

3.遠離作意：能捨所有上品煩惱； 

4.攝樂作意：能捨所有中品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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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觀察作意：能於所得離增上慢安住其心； 

6.加行究竟作意：能捨所有下品煩惱； 

7.加行究竟果作意：能正領受彼諸作意善修習果。 

 

七種作意於道次第的位置： 

階位  

順決

擇分

位 

見道

位 

有學位 

無學位 初果～斷有頂第八

無間道 
金剛喻定 

七種

作意 

了相

作意 

勝解

作意 

遠離

作意 
觀察、攝樂作意 

加行究竟作

意 

加行究竟果

作意 

 

講義 p.30 

【1】 

《披尋記》p.2546：趣種種業因果故者：種種業因，是其能趣。彼果異熟，

是其所趣。總此二種，說諸天人名為愚癡。 

 

【2】 

《披尋記》p.2546：有二種道離四倒心者：見道、修道，名二種道。薩迦耶

見、邊執見、見取、戒禁取貪相應於心，令心顛倒，名四倒心。 

 

《瑜伽師地論》卷 8(T30，314b16-19)： 

薩迦耶見是無我我倒； 

邊執見一分是無常常倒； 

見取是不淨淨倒； 

戒禁取是於苦樂倒； 

貪通二種：謂不淨淨倒及於苦樂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