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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我”其实就是一切法无我，把一切法归摄在人、法两类当中，以二无我说明从

色法到一切种智之间的一切法，没有不观待其它而独立存在的自性，这就是四法印中所说

的诸法无我。 

“我”就是自性，即事物具有不观待其他而独自成立的体性。现在问：我们心识前的

人、法、器、情……，这无数种的法在真实之中是怎样存在的？真有所谓的实体吗？这就

是开始探索有我和无我的问题。 

佛教有别于外教的地方，就是佛教宣说了无我。在佛教当中，有一些宗派承许了部分

无我，同时也承许胜义中存在某些法。比如，小乘承许胜义中有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唯

识宗承许一个识上本没有所取能取，但无二取的不可思议的识是有实体的。像这些宗派都

只说到部分空性，还没有抉择到圆满的空性。 

这部论的主题是抉择二无我，就是认定人无我和法无我的体相。我们学习自空中观的

重点就是抉择无我。我执、我、无我、通达无我、人我、法我，相似的空性和真实的空性，

闻思的定解和体验的定解，这些有什么差别和关系，属于是重大的问题，这部论把这些体相、

差别都认定好，就是所谓的抉择。 

 

【敬礼文殊！】 

造论一开始先敬礼文殊菩萨。具有文殊的智慧，才能拣择我、我执、无我、无我正见

等等的差别和关系，所以首先顶礼文殊祈求加持。 

 

分四：一、抉择二无我 二、宣说道之根本劝习正见 三、辨别二种胜义 四、了知空性定解 

一、抉择二无我 分二：（一）分说 （二）合说 

（一）分说 分二：１、抉择人无我 ２、抉择法无我 

１、抉择人无我 

下面一段讲：（1）什么是人我执和人我 （2）人我不成立及其理由 （3）讲无我正见 

 

【缘于自相续五蕴计我之识，即是我执。其耽执之境称为补特伽罗或人我。】  

首先要认定人我和人我执，这有微细差别。一般人概念模糊，把我和我执容易混为一

谈。其实我不是我执。这两者是何关系，各自的体相如何？ 

所谓我执，不是缘他相续，而是缘自己这个五蕴认为是我的识（落在识上）。为什么叫

执？因为这种计我或认为是我的心，在没有证悟空性之前，一直都退失不了，所以叫做执。

这个计我的心到阿罗汉的地位就没有了，小乘在见道现证人无我时，遍计的我执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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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俱生的我执还存在，也就是无始以来形成的惯性力还存在。通过修道可以逐渐退掉，到

这个虚妄的执著完全消尽时，就是证得阿罗汉果。 

这个认为五蕴是我的心识，其实是无始以来不断串习所造成的，这个心识现在能从相

续中退去吗？现在如果没有通达无我，这是退不了的，所以才见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

执著我，我成功了、我失败了、我痛苦、我快乐、他轻视我、欣赏我，像这样，在自己观

念里念念认为有我的心，就是我执。 

我执所耽著的境，叫做人我。（我执所抓的东西，或者一直不肯放的东西，就是我。）这里的

我是指补特伽罗我或人我，是有情个体的我，不是山的我、桌子的我。 

我和我执的关系：我执是一种分别心，这个心识的境就是我，我执和我是有境和境的

关系。比如，我执著那边有块面包，认为有面包的心识是面包执，所执著的境是面包。同

样，认为有我的心识是我执，我执的境是我。 

 

【彼除了仅是不观不察而耽执为有之外，实际如同绳上之蛇般从未成立。】  

芸芸众生都认为我是天经地义真实有的，他们想不到天天说的有我还会有问题。其实，

“有”是有两种，一是心里认为有，而实际没有；二是心里认为有，也真实有。那么有人

我的“有”是哪一种有呢？ 

所谓“有人我”只是没有观察而心里错误地认为有我，除了这样心里耽著有之外，实

际是没有的。比如黄昏有条花绳盘在那里，我看了认为是蛇，心里一直耽著有蛇，其实花

绳的上下、内外根本没有蛇，所以我说的有蛇，只是我没有作观察而颠倒地耽著为有，实

际上是从来就没有蛇。 

“我”是如此，常、乐、净也是如此。比如看一座高山，我认为高山有一种常恒不变

的体性，实际上高山的一切处都没有常，只是我耽著有常。或者，一般人认为异性纯洁，

认为她（他）是一种清净的法，这也是错觉。因为她（他）实际是不净的体性。像这样，

都只是不观察而耽著为有，实际是没有的。这就是一种“有”的方式，所谓“有我”是这

样的“有”。 

所以，我们凡夫认为的种种有，不一定是真正有，除了不观察错乱地耽著有之外，实

际是没有的。我们凡夫认为的有都是这种错觉中的有。 

 

以下是不成立人我的理由： 

 

【“我”的施设处1五蕴本为多体、无常，而认为我者，从前世到今生、由今生去后世

的常一之我，除了只是对五蕴聚假立之外，实际中并不成立。】  

一般人承许五蕴是我，这个我是否成立，只有通过观察才能下结论，不能随便说。也

就是，观察时，观察到有此法的实体，则承认此法存在；观察到根本没有此法的实体，那

就没有此法。同样，如果“蕴是我”的观点正确，则必须在蕴上见到有我。 

以下先讲我和蕴的体相，再看我和蕴的关系： 

一般人认为我是常、一，“一”是不可分，可分的决定不是一（比如一法可以分成三部分，

就不是实有的一体）；“常”就是不变，有变异就不是常（比如，后面不同于前面，说明不是前面，

                                                         
1
 施设处：命名处。施设即设立、安立，比如法门施设、名相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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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法不再安住，不能说是常）。 

一般怎么认为我是“常”和“一”呢？比如，我从童年到青年再到中年，随着岁月的

流逝，我的身体在不断变化，不应是常的，同时我的思想也在变化，原先持这种思想，后

来持那种思想，这也不是常法，但是排除身体和思想，还有一个不变的我的实体，而且推

广至三世，这个我从前世到今世再到来世始终不变，这就是认为我是“常”。 

所谓“一”，就是在人们观念里认为“我”是一体。谁也不会说有两个我在说话，有三

个我在吃饭等等。 

再看蕴的体相，就是要观察五蕴中的内容，如果能察见五蕴的实际相状，就会发现五

蕴里面并没有我。最后得出结论：本来没有我，只是因为心错乱了，才这么认为的。 

比如，屋里有小偷，就能在屋里找到小偷，如果屋里什么小偷也找不到，就证明没有

小偷，只是自己的心误认为有小偷。 

同样，蕴里面有没有我，我们应当作观察。这个五蕴是很多种法的积聚。我们先说色

蕴，整个身体按五大来分析，皮、筋、骨、毛发等坚固的法归于地大；唾液、尿液、汗液

等潮湿的法归于水大；热量归于火大；呼吸、运转归于风大；体内的空间归于空大，这样

一一还归之后，什么也没有剩下，实体的我到底在哪里呢？可以说一无所有。 

或者受，有苦、乐、舍三类，每一类又从境上分，由所领受的境有种种不同，又可以

分成许多类，而且这些受都是生灭的，在这上面没有见到常恒、一体的我。或者，想是取

相，取红黄蓝绿、男女老少，心不断地取这种相、那种相，所以想蕴也只是林林总总的想，

生生灭灭，根本没有常一的我。行蕴、识蕴也是如此。 

通过以上分析就知道，原先误认为有常恒、一体的我，把五蕴打开来看，等于打开灯

看到屋里没有小偷，怎么也不见有常一的我。 

总之，上面讲了我是在五蕴上施设（安立）的，施设处的五蕴是多体、无常的，而我是

一体、不变的，二者的相状完全不同，怎么能说五蕴是我呢？把五蕴一分分拆开来看，或

者合起来看，怎么也见不到有常、一的相，这就证明常一的我不存在。 

我和蕴的关系：由体相不同，得出我不是蕴；我既不是蕴，我是什么呢？“我”只是

一个对于五蕴聚假立的名称。 

所以我们要放弃原有的错误观念，我们一直这样执著、爱护的“自我”，实际只是对于

一大堆色受想行识而假立的名字，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再没有别的意义。 

虽然没有常一的我，但可以把这五类东西的积聚叫做“我”，但如果认为存在常恒、一

体的我，就不成立。比如，对你这个五蕴，可以取小名，可以取俗名，修行了还可以取法

名，这些名称就是假立的代号，代表你这个五蕴。所以实有的我是不成立的，假立我是可

以的。 

 

总结： 

 

【因此，有境计我之识为我执；其耽著之境称为“我”；如绳上无蛇般，除了仅仅对蕴

假立为“我”之外，通达“我”自性不成立，即是无我正见。】 

这里总结了什么是人我执？什么是人我？什么是无我正见？ 

属于有境的计我的识是人我执；人我执所耽著的境叫做“人我”；通达像绳上无蛇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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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上本来没有我，除了只是对蕴安立“我”的名字之外，“我”的自性何时也不成立，这就

是无我正见。 

虽然“我”有自性是不成立的，但可以说“我”。这个“我”仅仅是对蕴安立的名称，

除了假名之外，并没有实体的我，由自性成立的我。这样的认识叫做人无我正见。 

 

２、抉择法无我 

以下抉择：（1）什么叫法？（2）什么叫法无我？（3）什么叫通达法无我？ 

 

【排除所谓的“人”或“我”后，其余的有为无为诸法都叫做法。】  

排除人我之外的有为法和无为法，都叫做法。“有为”就是因缘造作的东西，“为”是

作为、造作的意思。比如，一张桌子是由木材、工具、木匠的工作等配合起来做成的，这

样由因缘和合而造成的法，叫做有为法。虚空、涅槃不是由因缘造成的，叫做无为法，也

就是非因缘造作的法。一切法可以归纳在有为法和无为法这两类中。 

现在，法的存在方式又是如何呢？比如，江河、山峰、原子、电子，或者心识、涅槃、

光明等，是以何种方式存在呢？这是一大问题，即是抉择万法是怎样存在的，是有自性还

是没有自性？ 

 

【就彼等法而言，也只是未观察而似乎实实在在有那样地耽著，然而如果以离一多因

等正理作观察，则粗与细的有事何处也不成立，通达无基离根，对此称为通达法无我。】 

我们的心识前有眼耳、有苦集灭道、有色声香味触法、有此、有彼，这些法的“有”

是哪种方式的有？这些法，只是我们没有观察时，看起来实实在在是有，然后心一直耽著

它有。但是，如果用离一多因等正理作观察，粗大事物或微小事物都没有一点成立的地方，

这样通达万法无基离根，叫做通达法无我。 

大家注意到，这里抉择“通达法无我”的体相时，用了“无基离根”这样的词语。什

么是无基离根？为什么这里要用“无基离根”这一词语？以下我们就解释这两个问题。 

 

一、无基离根的涵义： 

要懂“无基离根”，首先要知道基、根。基和根在描述的侧面上稍有不同，基是说依处，

就像搭积木，搭成的显现都是依止每一块积木，这个积木相当于是基。根是产生的根源，

比如放映机，所放映的画面都来自一个源头，这个放映源头相当于是根。 

一般人的观念里，认为世界一定有实有的存在基础、显现根源，这是因为他有实执，

害怕如果没有实有基础，就无法建立庞大的世界，他认为肯定有“基”或“根”，以这个基

或根就构成或显现了宇宙万法，否则就不行。 

有事宗听到没有基、离根，他接受不了。他们说：怎么可能没有基？难道没有线能出

现衣服吗？比如，唯识家认为识要实有，由识实有才能显现万法，没有它就像没有土就没

有瓶一样。物理学家也认为物质世界肯定有基，他们认为是由基本粒子构成了宏观世界，

后来说是场，场也是实体，这是因为他的心执著世界的形成要有一个根基，否则就无法安

立世间万法的显现，他不能接受从空性中能显现万法的道理。 

真正观察万法时，一切粗粗细细的事物无论何时也没有成立过，也就是，通过离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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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等正理，一直观察下去得不到一点实体，最后就通达万法原来无基离根，万法的本体原

来是一味的大空性。所以经中讲“一切法如同芭蕉”，芭蕉这个比喻就是说，不分析的时候，

看起来有一棵坚实的芭蕉树，让人产生这树有实体的错觉，但是一片片剖开来看，却得不

到一点实体。 

比如一张桌子，一般认为虽然粗大的桌子不存在，但在微观层面上，它肯定是由基本

粒子组成的，虽然粒子间有空间、有运动、有组合，但基本粒子是一种实体；或者唯识家

认为桌子是自心显现的，能显现桌子的现基心识是有实体的，他们对万法观察到底的时候，

承许究竟中有实体的基。但是按照中观的正理观察，是得不到任何实体的，这叫无基离根。

基是所依止处，即世界赖以形成的基础，根是万物从此出生的根源，有事宗都认为应该有

这样的东西实有存在，否则就无法构成整个器情世界，然而一切都是从空性中显现的。 

这样就看到无我平等周遍在一切法中，成为一切法的法性。经中常用海水一味来比喻。

为什么说是一味平等？因为观察任何法，都见是空性的、无我的，就像一切海水同是咸味

一样，所以叫一味大平等性。 

人我只是万法里的一法，万法就像大海，人我就像海中的一滴水。经上说，小乘证的

空性无法和大乘相比，一个像虫咬的芥子里的虚空，一个像太虚空。为什么呢？因为万法

无量无边，人我只是万法中的一个法，就像海里的一滴水，因为只证了这一法的空性，剩

下无数种法都没有证空性，所以所证如同芥子里的空，大乘证悟周遍一切法的空性，所以

所证如同太虚空，这才是圆满证悟空性。 

 

二、为什么这里用“无基离根”这个词？ 

原因是这里在认定圆满通达法无我的法相，因为“无基离根”才能简别有事宗。 

佛教从小乘开始就有通达无我，但只有中观宗才圆满通达法无我。换句话说，其它有

部、经部和唯识宗都承许胜义中有实有的基或根。比如小乘承许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实有，

这是构成庞大世界的元素，所以他们承许有实有的基。唯识宗认为二取全是虚假的，一切

二取的相都是由依他起识自现的，这个现基依他起识应当是实有的，就像梦里的二取显现

全是假的，但现基的梦心是有的。所以他们对万法抉择到最究竟时，都承许有实有的基。

现在讲“无基离根”就是推翻了一切实有的基或根，由此才显示出万法平等一味的大空性，

连微尘、刹那、心识都是本体空的。这样通达，才是中观宗的通达法无我。 

 

（二）合说 

所谓合说，就是把分说的两种我执、两种我、两种通达无我合起来抉择它们的共相。 

 

【因此，所破补特伽罗或瓶等诸法由自性成立或谛实，称为人我或法我。这二我除了

仅仅是以迷乱识缘取之外，若观察则丝毫不成立，对此称为人无我和法无我。】 

 

分四：１、什么是所破 ２、区分“由自性成立”和“观待因缘成立” ３、观察时丝毫不成立二我 ４、

二我只是以迷乱识缘取 

１、什么是所破 

所破，是补特伽罗和瓶等法由自性成立或者谛实，也就是人我和法我。这里包含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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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补特伽罗，二是排除补特伽罗的宝瓶、柱子、微尘、心识等等，这两样如果是由自性

成立或谛实，就称为人我和法我。“谛实”是自空中观的术语，意思是由自性成立。 

我们以往认为有这样的谛实我，其实这只是我们心里遍计的我。为什么要遮破“我”

呢？因为不破“我”，就生不起无我的认识，所以必须遮破。人们抉择诸法实相有种种不同

的观点，但正确的答案只有一种，所以在抉择实相时，一切和实相不符合的观点都成为正

理的所破，叫理所破。这里所破就是人、法由自性成立或谛实。 

 

２、区分“由自性成立”和“观待因缘成立” 

举例说，房屋有两种成立方式，一是房屋由自性成立，二是房屋观待因缘成立。观待

因缘成立，就是因和缘和合时才成立房屋，因缘不具足，就无法形成；由自性成立，就是

不必要观待任何其它法，房屋以自身的体性就这样成立。 

又比如，饭是怎样成立的，如果是由自性成立，那就不必观待水、火、米等的因缘，

应该原本就有米饭，这样就成了不用加米、烧火也有饭，但实际上，它是由水、火、米等

因缘和合才产生的，所以饭是由因缘而成立，不是由自性而成立。 

比如有情，不是由十二缘起怎么会造成流转生死？不是由无明、行、识等等因缘的差

别，怎么会造成种种不同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情现象也是观待因缘而

成立的。 

 

３、观察时丝毫不成立二我 

对凡夫来说，前五识（眼耳鼻舌身）本来没有见过实有的事物，真正捣鬼的是和前五识

相应的第六分别意识。在前五识取境的时候，相应的第六意识带一个总相，如果没有依照

圣教如理观察，那这个总相就是不合理的总相，但凡夫愚笨误以为真实。比如这里，第六

意识带一个谛实的总相，我们相信它误认为事物是实有的，这样所执著的谛实之法，就是

所谓的我。其实一个个观察，找不到任何由自性成立的法，比如在一条大街上观察，街道、

树木、人流、高楼、车辆，哪一法是由自性成立的？砖是由自性成立的吗？树叶是由自性

成立的吗？人穿的衣服是由自性成立的吗？高楼是由自性成立的吗？轿车是由自性成立的

吗？其实对诸法一一观察，没有一个不是因缘所生的法，绝对找不到由自性成立的法。 

 

４、二我只是以迷乱识缘取 

刚才所说的由自性成立的人和法，即人我和法我，都是迷乱识缘取。意思是，这只是

自己的心错乱，以错乱识在缘取，真正观察的话，一点也不成立，这叫做人无我和法无我。  

论中这句“仅仅以迷乱心识缘取”很重要，迷乱就是错乱。什么是错乱？由自性成立

的人和法本来没有还显现有，就是错乱。 

我们看看分别识是何等愚笨。他在缘一个法时，就只固定地缘到这一个显现方面，在

同一刹那时，见不到其他方面。比如，路边见一棵树，就固执在当下这棵树的显现上，死

死定在这方面，认为是由自性成立的树，其实，这时心识已经落在错乱中。为什么？因为

正当这样缘取时，树的真相已隐没不见，这时想不到这棵树本来是没有的，只是由树苗、

水、土、阳光、人的栽种等因缘和合，才出现这棵树。所以这棵树不是由自性成立，它过

去不可得，现在正显现时也得不到实体，未来也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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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所谓谛实的树，只是当下迷乱识在缘取，只是这一点点，其它什么也没有，实际

上，路边根本就没有谛实的树。 

再观察路边的一座大楼，在心前显现时，心就固执在这一刹那的显现上，认为有谛实

的大楼，这时心识已经错乱，只要还没有舍弃它，就不可能见到大楼的真相。心是这样愚

笨，见不到大楼的缘起、见不到大楼的无自性。其实，并不是由自性成立的大楼，这是由

钢筋、水泥、木材、玻璃等等组合出来的，就是正显现时也得不到实体。所以大楼是什么

呢？除了迷乱识缘取之外，真实中根本不成立。这样多观察，就知道本来没有人我和法我，

只有自己的错乱识在缘取。 

 

【通达如是无我之识，称为通达无我。】 

原先认为有我的识，叫做我执。现在从理上抉择这些法是无我的，就是以理破除了我，

内心真正通达了无我时，这个通达的心识叫做通达无我。还是落在心上。 

原先念念认为有我，这种心的状态叫我执，现在刚好在观念上翻了身，通达到一切一

切的法都无我，这种通达无我的心叫做通达无我。“通”就是认识上没有障碍，“达”就是

已经达到无我的认识层面。 

问：前面已经分说了无我，再合说有什么必要？ 

答：合说可以显示出我、无我和通达无我的共相。 

“我”的共相是由自性成立。由自性成立人，叫人我；由自性成立法，叫法我。颠倒

识所计的一个个由自性成立的山河大地、微尘、心识、众生、佛菩萨，就是一个个我。这

样就显示了“我”的共相。而一个个“我”就是这一共相中的别相。 

“无我”的共相，就是一切有自性的法除了以迷乱识执取之外，以胜义理论观察时，

什么也不成立。就像梦里不论现人、现山、现佛菩萨，除了迷乱的梦心在取一个个假相之

外，并没有丝毫自性成立。在这无数的假相中，人我不成立，叫人无我，法我不成立，叫

法无我。由此就显示了无我的共相。 

总之，一个个由自性成立的事物，只是一个个以迷乱识缘取的假相；以胜义理论观察

时，一个个都不成立，就是一个个无我。一一事物的无我就是无我共相中的别相。因此，

无我是遍行于一切法，是一切法的共相或法性。（所谓人无我，只是法无我中的一个部分。所谓

十六空，只是针对一个个法分别宣说了无我的种类，即空性本无分类，只是从空基或者空的对象上分

成内空、外空、内外空、胜义空、涅槃空等等。） 

“通达无我”的共相是对于无我通达的识。通达一个个事物无我的心，就是一个个通

达无我。由此就知道，通达人无我、通达微尘无我、通达刹那无我、通达心识无我，都是

通达无我中的部分。 

 

【所取是二我、其有境是二我执，而二我执彻底断根，则需要对于所境二我不成立之

相以理抉择，之后，需要在自相续中生起二无我之有境——证悟无我。】 

这一句精要，明确指点了中观道的要点。 

“所取是二我、其有境是二我执”，是讲二我和二我执的关系。“所取”二字重要，一

旦明白二我执所取或所抓的是二我，反过来就知道破除二我执需要在哪一点上下手。关键

一点就是见到我执是自己的心去执取我，所以只有遮破我，它才肯放手。所以首先就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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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理抉择二我不成立的法相，抉择之后再安住在无我中修习，最终在自相续中生起二无我

的有境——证悟无我。 

比如认为花绳是蛇而生起蛇执，观察蛇执和蛇的关系，知道蛇执所取的是蛇之后，反

过来，为了消除蛇执，首先要抉择蛇不成立。因为蛇执是心里执著蛇，蛇是所取的境，如

果不抉择蛇不成立，对蛇的执著就无法放下，相反，能抉择到蛇没有，蛇执就开始放松。

这是比喻第一步——在境上下手抉择无我，一旦见境上没有人我、法我，执我的心就开始

放松。 

了解境上无蛇之后，进一步用灯光去照没有蛇，引起现量见无蛇的心，这就能从根断

除蛇执。同样，以理抉择了无我，要进一步修证，在自己相续中生起二无我的有境——证

悟无我。由证悟无我就能让二我执断根，就是认为有我的心会彻底退掉。所以《入中论》

中说：“慧见烦恼诸过患，皆从萨迦耶见生，由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师先破我。”我见的

境是我，知道这一点之后，瑜伽师首先遮破我。 

由此就知道为什么中观论典要着重以理破除二我，其理由就是我执所取的是我，不破

我就无法引生无我见；没有无我见，无法安住无我；不安住无我，无法生起无我的证悟。 

最初对于人我和法我是如何不成立的，需要以理抉择认定，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不是

只听别人说。理就是中观的共同五大因和不共四大因，这是抉择空性最重要的依处。 

为什么要以理抉择？因为理有力量，如果不以理抉择，即使讲五遍、十遍，心里也难

以引生定解，但是借助道理观察就能断除疑惑、择定意义，一旦认识上已经断定，就不再

会变动。从世间的例子也看得出来，一种观点一旦被道理推翻了，它就无法建立起来，这

就是理的威力。以理抉择到达断定的地步，就是引生了无我定解。 

以理抉择之后，需要修习二无我的有境。我们的心无始以来一直在缘着人我和法我活

动，没有一时停止过，现在要摆脱这种迷乱，只有一条路，就是从反面生起二无我的有境，

才能从根消除我执。不然，分别心念念在人我和法我上活动，这是在串习我执，怎么能断

除我执？所以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首先抉择好无我，心里认识到必须往无我的方面作意，

然后就持续不断地串习无我，努力把颠倒的一套转为不颠倒。对初学者来说，先要把念念

缘我转成念念缘无我，在这上串习，之后缘无我的分别也要离开。真正证悟无我，以见无

我的力量就能让二我执彻底断根。 

 

二、宣说道之根本劝习正见 分三：（一）解脱道的根本 （二）大乘道的根本 （三）劝习正见 

（一）解脱道的根本 

 

【总之，我执为轮回之根、一切烦恼之源，其对治证悟人无我则为解脱道的根本。】 

 

分四：１、我执是轮回之根 ２、我执是烦恼之源 ３、我执的对治是证悟人无我 ４、解脱道

的根本 

１、我执是轮回之根 

所谓轮回，就是不断领受生死的现象，这种生死的轮转始终停不下来，就像水车旋转

不已、不得自在。对水车来说，是受动力的驱使无自在地旋转。同样，旷劫以来的生死轮

转也一定有它背后的动力。这个动力是什么？它的根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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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找到轮回的根本，才能从根断除。首先，轮回是受业的力量支配，或者说，

是由身口意造作的力量变现的，这就是缘起律，一有身体、语言、意念造作的势力，就会

在果上显现。为什么会有造作的运转？就是有烦恼的推动。心动了生起了烦恼，身口意就

会受驱使，而不自在地造作。 

为什么心会动？就是对于自我有执著，认为有利于我、满我的意、对我好、让我荣耀，

就会贪；认为损害我、违背我、对我不好、让我难堪，就会嗔。像这样，造成内心贪嗔波

动的根源，就是认为有我的心——我执。 

总之，轮回是受业力支配，业是来自烦恼，烦恼是来自我执，因此我执是轮回之根，

轮回的过患都是从我执这个根本引发的。《入中论》说：“最初说我而执我，次言我所则著

法，如水车转无自在。”又说：“三有一切诸过患，皆从萨迦耶见生。” 

 

２、我执是烦恼之源 

烦恼是描述心的状态，一个“烦”一个“恼”都是描述心的状态，烦动恼乱，如果一

种心最初生起时是不寂静的状态，这种心就是烦恼。所以，不一定是很强的贪嗔痴才叫烦

恼。实际上，只要心没有和无我相应，就始终没办法寂静，那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始终都在

心里，只不过状态微细，让人难以觉察。 

烦恼有非见烦恼和见烦恼，如果认为很强的情绪状态才是烦恼，那就理解得太粗了，

因为除了非见的贪嗔痴慢疑，其它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都是烦恼，但不是

情绪，用烦恼就很准确。 

总之，要把握一个要点，就是证了无我才有真正的寂静，心不证无我，一现行就是不

寂静的状态。深细地观察，身见、边见、见取见等等，都没有和无我相应，其本身的状态

就是不寂静、就是烦恼。 

我们要观察到烦恼的根源，找到根源才能从根截断。烦恼的根源就是缘自己的五蕴妄

计为我的心。所以《释量论》中说十种根本烦恼都是以我执引发的。 

我们观察：在心认为有实有的我时，有我就有和我相对的他，这样就分成自方和他方，

也就在这个我上会生起种种分别计较，满我的意，就生贪心；不满我的意，就起嗔心；我

比别人高，就生慢心；别人比我圆满，就生嫉妒心；我不如人，就生自卑感。这就是缘起

的必然规律，只要执著我，一遇到顺逆境界，不由自主就生起这样的心态。 

相反，空掉我，这些贪、嗔、嫉、慢的心就生不起来，也就没有世间这些染污的事情，

所以一切烦恼的心态，寻找它的根源，其实都是从一念计我的分别引发的。一有执著自我

的心，就会缘着我的得失、成败、高低等等，生起无穷无尽的烦恼痛苦。这样就明白佛说

的集谛，说到根本上就是我执。如果见到没有我，在我上面施设的一切概念都安立不起来，

源于自我的一切心念、一切造作，失去了支持，就都会瓦解。所以，关键是从我执出来的。 

这里还要点一点，就是很多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非颠倒，往往把自我看成很尊贵，

崇尚自我、张扬自我。这个毒一定要消除。其实，一说我很有个性、我很喜欢、我很无奈、

我很自豪、我很寂寞，只要在执著我，就已经是我执，同时不隔一秒钟，心已经落在不寂

静的烦恼中。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认识我执、认识烦恼，不要自欺、不要蒙蔽自己。修行也一

样，我要得到什么、要显示什么、要满足我的需要，或者修本尊时我是佛，没有无我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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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佛慢就成了我慢，很危险、很好笑。 

 

３、我执的对治是证悟人无我 

我们观察到我执是轮回的根本、烦恼的根源之后，就应该全力对治我执。 

我执的对治就是证悟人无我。所谓对治，对是正对，治是治伏，正好针对它能治伏它

的法，就是对治，比如光明是黑暗的对治。我执是计我的心，对治就是见无我，不见无我，

单凭布施、持戒等修行，并不能让我执退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自身并不是境上见无

我，所以我执的对治唯一是见无我。其它法是修证人无我的辅助，而不是修证人无我本身。 

 

４、解脱道的根本 

要认定解脱道的根本，首先应了解什么是解脱。解脱就是解开系缚，因上是断除烦恼

和有漏业，果上是解脱结生相续。 

在烦恼和业二者中，以断除烦恼为最重要，因为能断烦恼，即使有业也不感召生死，

就像种子没有水滋润就不能感果一样，所以解脱的关键是断烦恼。烦恼的根源是我执，我

执的对治是证悟人无我。证悟人无我就能断我执、断烦恼，所以解脱道的根本是证悟人无

我。 

总之，我执是缘自相续五蕴计我的心，这种心串习了无量劫，现在要退掉计蕴是我的

心，必须现见蕴没有我。一旦见了无我，就像一灯照破千年暗，可以消除旷劫以来串习养

成的我执。真正见了无我，就不会念念缘着我，为了我贪、为了我嗔、为了我慢、为了我

嫉妒，不生起这些烦烦恼恼的心态，也就解脱了。 

 

（二）大乘道的根本 

 

【不仅如此，通达一切法也自性不成立的圆满空见，依此一切所知障也能断除故，乃

是大乘道的根本。】 

 

分三：１、圆满的空见 ２、圆满空见的作用 ３、大乘道的根本 

１、圆满的空见 

什么是圆满的空见？就是不仅通达人我不成立，而且通达一切法没有不观待他缘而独

立成立的自性，这叫做圆满的空见。 

空见的圆满和不圆满是一对。如果只是一部分法通达无自性，还有一部分法没有通达

无自性，这只是部分的空见。只有通达一切法都无自性，才是圆满的空见。 

 

２、圆满空见的作用 

就是能断除一切所知障。也就是见到一切法无自性，不但能远离我执所引起的贪嗔等

烦恼，而且能远离一切粗细的二取执著。一切种智就是一时对于一切所知都知见的智慧，

对于一切所知作障碍的就是所知障，它的体性是二取执著，也就是对法我的执著。 

八万四千烦恼都是在执著人我的同时发起的，见到无我之后，执我的心就开始停下来，

烦恼的状态开始远离，但这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虽然不再执著人我，但还在执著有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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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法，这种执著的动摇，不见法无我是停不下来的。 

所知障就是心前立了实有的法，由此就堕在狭隘的二取境界中。如果通达一切法无自

性，就不会向外执著法我，由此就能消除二取执著。所以圆满空见的作用是能断所知障。 

 

３、大乘道的根本 

大乘道的目的是求证一切种智，现前一切种智的关键则是消除所知障，所知障一消，

佛性现前就成佛，所以大乘道的根本是通达法无我，其它道的方面都是围绕这一根本而作

辅助的。 

《入行论〃般若品》当中讲，大乘道有很多方面，主要的道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因

为依靠它才能现证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以及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般若经》也说五波罗

蜜多只有以般若作摄持才能趣向一切种智。这些都说明大乘道的根本是圆满的空见。 

大乘从资粮道开始着重抉择法无我，抉择一切二取不成立，到加行道以总相方式修法

无我，到了见道、修道，以触证、随念的方式修。由此就会成就佛果。除此之外，修禅定

等前五度只是起到辅助智慧的作用。这样分析就知道，没有圆满的空见，大乘道就等于没

有了根本，就像大国没有国王一样。 

 

（三）劝习正见 

 

【对于空性缘起无别的法界离言大平等，乃至未彻底生起定解之间，应当练习正见。】 

 

分四：１、在何处练习 ２、为何要练习 ３、何时应练习 ４、什么叫练习 

１、在何处练习 

此处所说的练习，不是在见修行果四者中的修、行、果方面练习，而是在见方面练习。 

 

２、为何要练习 

空性正见是解脱道和大乘道的命根，没有空性正见，大乘道和解脱道都无法从根本上

建立，所以要着重在道的命根——无我正见上进行练习。 

 

３、何时应练习 

乃至对空性缘起无别的法界离言大平等还没有彻底生起定解之间，应当持续不断地练

习。这里时间上有明确的界限，就是还没有彻底生起定解期间。 

空性和缘起无别，“别”是此外另有一个，空和缘起有别，就是空外有缘起，缘起外有

空。我们学习时分了缘起和空性两方面，实际上并没有别别的两个。凡是缘起的法就是自

性空，不是缘起之外有空性；凡是自性空的法就是缘起，不是自性空之外有缘起，这就是

无别。 

“离言大平等”，“离言”即远离一切言说，实相本没有有、无、常、断等的戏论，用

语言怎么表达呢？所以是离言。“大平等”，就是万法平等是离戏大空性。只要对空性缘起

无别的离言大平等还没有彻底生起定解，那就像登山没有到顶一样，需要继续努力，一直

到彻底生起定解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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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什么叫练习 

很多人不知道正见需要练习，往往把知道和生起定解混为一谈，其实知道和生起定解

相差很大。 

比如，听闻了业果，就会知道业果的道理。像苦乐由业生、业增长广大、未作不遇、

已作不失、业和果的差别等等，记忆力好的人不必花很多时间就能记住，但记得并不等于

有定解。事实上，即使全部知道，也可能没有多少定解。所以在初步知道之后，需要大量

听闻、思维、熏习，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最终才能引生坚定的因果信念。因此，我们不能

停留在知道的层次，应当持续不断地串习。如果能不时生起一些对因果相信的心，这就是好

现象，说明见上已经有了变动，能够不断地调动起来，见就会越来越稳固，最后会形成对

因果无法动摇的定解。 

同样，在空性方面，我们闻思从开始的不了解、了解得不正确和充满疑惑，到后来懂

得人无我和法无我，这是最初的知道，算不上彻底生起定解（不是心里深深地断定人我和法我

决定是没有的）。所以不能单单知道了就停止不前，知道以后还要不断练习无我正见，这就

像烧水，一点点加热，由积累而让它沸腾。如果不但是知道，而且肯不断练习无我正见，

那么日积月累，见就会由薄弱而稳固、由浮浅而深刻，终有一天，由量变形成质变，彻底

引生无我的定解。 

练习正见还不算修，见修行果有前后次第，见不稳固，修就很困难。相反，正见稳固，

彻底生起了定解，在打坐实修时，以见的力量自然能安住于正见上，而且以见的力量，其

它违品的分别念夺不了它。比如，人无我的见很深，就可以安住在人无我中，这时我执根

本不能抬头，相反，如果只是初步知道人无我，在见上并没有练习，那这个无我观就像泡

沫一样没有力量，在自己受赞叹或者受呵斥时，强大的我执现行时，根本伏不住；执著我

的心除不了，贪嗔就无法降伏。我们学的佛法往往遇到顺逆因缘时用不上，原因就是见上

没有过硬地练习，没有很深的定解。所以这里全知麦彭仁波切强调说：“乃至未彻底生起定

解之间，应当练习正见。”注意，用的词是“彻底生起定解”，可见稍微生一点定解根本不

够；又说应当“练习正见”，可见这里所说还只是见的练习，不属于修。 

用因和果来配，果是彻底引生定解，因是练习正见。无因不能得果，不在正见上练习，

不能引生定解。因此需要在闻思上刻苦用功，不然修行容易变成冰上筑屋。 

 

三、辨别二种胜义2 分二：（一）相似胜义 （二）真实胜义 

（一）相似胜义 

 

【所了解的这点仅遮止所破的无遮，即是所谓的相似胜义，其仅为趣入真实胜义的门

径，并非究竟实相。】 

 

分三：１、相似胜义是指哪一法 ２、为什么取名为胜义 ３、相似胜义和真实胜义的关系 

１、相似胜义是指哪一法 

相似胜义就是我们心所了解的这点仅仅遮止所破的无遮。 

                                                         
2
 胜义：圣者殊胜智慧的行境义。“胜”指圣智最殊胜，胜过一切分别识，所以是胜。“义”是圣者智慧心领神会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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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遮止，遮是不许可，止是停住。比如交警一挥手，不许车辆前行，就是遮止。现

在不承许胜义中有人我而说无人我，就是遮止有人我。或者，不承许胜义中有生住灭而说

无生住灭，就是遮止有生住灭。像这样叫做遮止所破的无遮。 

无遮和非遮是一对中观术语，讲的是破立的方式。比如这样遮：这不是宝瓶！这是非

遮，以“非”的方式遮止“是宝瓶”，但是在否定“宝瓶”之后，可以成立是其它法（如：

这不是宝瓶，而是瓦罐）。若说：这里没有宝瓶！这是无遮，以“无”的方式遮止“宝瓶”，

同时不引出其它法，这叫无遮。（所以，遮是遮止，遮的方式有两种，以“非”而遮，叫非遮；以

“无”而遮，叫无遮。） 

一般人没有学习中观，见车就执著有车；见房子就执著有房子。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

反应方式，他从不会想“没有车，没有房子”，这就是只往实有的方面执著。现在反过来用

中观的理论遮止有车、有房子，成功地遮破之后，就得出“无车”、“无房子”的结论，这

样原先一整套实有的概念都会瓦解。正是这时候，你的心了解到原来“无车”、“无房子”，

所了解的这一点就叫相似胜义。 

 

２、为什么取名为胜义 

说了相似，就不是真实。既不是真实，为什么叫胜义呢？因为这是见胜义的因或者方

便，在因上安立果名，也叫做胜义；其次作用方面，缘相似胜义能有效对治执诸法谛实的

执著，和真实胜义的作用相似（有部分对治执著的作用），所以也叫胜义。《中观庄严论》云：

“与胜义相似，故此名胜义。” 

但必须知道这不是真实胜义，为什么不是？因为它只是分别心所缘的境，而胜义是无

分别智的行境义，所以不是。 

真实胜义无法以分别心缘，一举心即不是。所以，只遮了所破的无遮，顶多是相似胜义，

不是究竟实相。 

有人问：实相并无两种，在凡不减，在圣不增。既然这里讲究竟实相，是不是还有不

究竟的实相呢？ 

答：实相本身并没有究竟和不究竟两种，只是观察者所了解的实相有究竟和不究竟的

差别。所谓究竟，就是真正触及到了实相；所谓不究竟，就是还没有达到实相。比如，眼

前一座大山，没有入道的人见是常恒一体的大山，他所见的山是一种假相。小乘人见到只

有无分微尘，虽然比前者更真实，但在认识上远远没有究竟。唯识宗认为没有心外的微尘，

他们见是心识的相分，如同梦中的山。虽然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他执著心识实有，仍没有

触到胜义实相。进一步，中观自续派认为虽然现了山，但观察时得不到丝毫自性，他们所

了解的“无山”仍没有触及到实相。真正了达山本来离戏无缘，就是认识上真正到达究竟

实相，这叫做究竟。（所以，实相并没有两种，但人们所了解的“实相”却有颠倒和不颠倒、相似和

真实的差别。能境所认识的“实相”和本来实相完全吻合时，就叫做究竟。） 

在探索真理时，能境一步步接近实相，还没有触及到实相，都不算究竟。真正触及到

时，就是到了究竟。所以，这以前都只是相对的真实，是前进中的化城，并不是宝所。 

如：山 →微尘 →识的相分 →相空 →无缘（究竟：终点） 

 

３、相似胜义和真实胜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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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是方便和方便生的关系，相似胜义是方便，真实胜义是这一方便所生，所以是趣

入真实胜义之门，但并不是全等，所以说“并非究竟实相”。 

门就是经由它能登堂入室的途径，没有门就进入不了，但门并不是堂奥本身。同样，

相似胜义是方便而不是究竟实相，所以叫趣入真实胜义之门。 

为什么要以相似胜义作为入门方便？因为普通凡夫不能顿时契入远离四边的大空性，

相应他的水平，先用相似胜义作方便，让他容易趣入、容易缘，虽然不是真实胜义，但能

起到对治实执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抉择，就容易悟入真实胜义。 

 

（二）真实胜义 

 

【而双融3极为不住之中观或真实胜义即是二谛无别的实相、各别自证所证、无余寂灭

一切戏论网的自性。】 

 

分三：１、解释“双融极为不住之中观或真实胜义” ２、真实胜义所指 ３、比较真实胜义和相似

胜义 

１、解释“双融极为不住之中观或真实胜义” 

“双融”就是现和空双融，色和空双融，受和空双融，想和空双融等等。“极为不住”，

“极”是表达程度，不是只不住一边或部分边，是不住一切边。这样的不住就是到顶了，

叫极为不住。 

比如，不住在有上，而住在无上；不住在杂染上，而住在清净上；不住在凡上，而住

在圣上；不住在众生上，而住在佛上，都是有所住。有无、染净、凡圣、生佛等边，一切

不住，就是极为不住。 

“双融”就是融为一个，没有别别的两个，这样就没有分别心可住的，所有的分别都

离了，所以叫“双融极为不住”，意思是，没有分别心落脚的地方，分别心一落脚，就有所

住，就落在一个侧面上，现在无二一味，分别心在何处落脚呢？或者讲，所有分别心前对

立的二边，有无、生灭、常断、一异等等，都成了不二，所有概念里的矛盾都在无二一味

中消失了，这就是什么边也不住。 

论中“或”连接两个词；“双融极为不住”是印度佛教使用的名词，这个词非常有加持；

“真实胜义”是西藏佛教常用的名词，两个词是指同一个东西，只不过表达的侧面不同。 

 

２、真实胜义所指 

这个真实胜义，从基来说，是究竟实相，真实中没有别别的二谛，所以说“二谛无别

的实相”；从道来说，是圣者根本定无分别智所证，所以说“各别自证所证”；从状态说，

远离一切戏论，所以说“无余寂灭一切戏论网的自性”。 

“真实胜义即是二谛无别的实相”：“二谛”指世俗谛显现和胜义谛空性；“别”是各是

各的；“无别”即没有别别的两个。 

有些人不理解：二谛怎么是无别呢？不是明明安立了二谛吗？ 

二谛只是暂时接引众生的方便，安立分别心前的显现为世俗谛，这一显现的空性是胜

                                                         
3
 双融：藏文直译是“双入”，就是两个侧面入在一个上，所以翻译成“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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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谛。但是胜义当中本没有二谛的分别，因为有世俗才有观待世俗的胜义，没有世俗哪来

的胜义？所以实相中本来没有分开的二谛。真实来看，本来没有二取显现，唯一胜义，怎

么会有两个？ 

再看，真实胜义不是眼识等的境，眼识能了别色法，耳识能了别声音，但都不能了知

胜义。胜义唯一是离分别的无分别智的境，唯一是自知之心——不共识的境。为什么不是

分别心的境？因为分别心都有所缘，一有所缘就堕在边上，所以真实胜义不是分别心的境。

所以经中说：“是法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 

“无余寂灭一切戏论网的自性”，就是所有的戏论都寂灭了，这样一种体性叫做真实胜

义。“无余”就是丝毫不剩；“寂灭”就是消了；“戏论”就是和实相不符合的言论；“网”

就是束缚，或者互相牵连。凡夫心始终在戏论中打转，缠于戏论网中；或者，以有、无、

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边结成大大小小无数的戏论，所以叫戏论网；“自性4”就是本自的

体性。真实胜义的自性是什么？就是无余寂灭一切戏论网，也就是离戏。《入行论〃般若品》

云：“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尔时无余相，无缘极寂静。” 

 

３、比较真实胜义和相似胜义 

把相似胜义和真实胜义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一真一假的差别。 

一、真实胜义是二谛无别的实相。相似胜义是把二谛分开执著，这样分开的二谛其实

是一种假相，真实中并没有这样的情况。 

二、真实胜义是各别自证所证，即无分别智所证。相似胜义是分别心所缘。 

三、真实胜义是息灭一切戏论网，相似胜义还在无边的戏论中。 

马鸣菩萨在《大乘起信论》中说：“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离

开了言说相、离开了名字相、离开了分别心所缘的相。）和这里所说一味。 

 

四、了知空性定解 分三：（一）如同后得如幻的定解 （二）对于入定离戏的定解 （三）体验的定

解 

（一）如同后得如幻的定解 

 

【总之，以理观察所了解的轮涅一切法，现是现，但若谛观细察，则连极微尘许也不

成立，以对此确定的方式，成为现与自性不成立二者无违的一切有事，如同水月、梦、幻

般，真实生起断定的定解时，则如同后得如幻的定解。】 

 

“如同”，就不是全同，而只是很像。“后得”，“后”为圣者入定之后，“得”指由入定

现见法界的力量，在出定时自然引起如幻的定解，就是对于“显现法都是现而不成立”产

生极深刻的定解。 

这是第一层次的定解，是初步的定解。意思是： 

轮涅万法作为观察对象，不作观察时，认为这些法是现而实有的，实际上，这些法现

是在现，但是谛观细察，连极微尘许也不成立。这样抉择到量时，心里就确定，诸法一方

                                                         
4
 自性：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意义，一种是指不观待其它因缘而独立成立的体性，比如不观待因缘而本自成立的一根柱子；另

一种是指本自的体性，比如水的自性是湿，火的自性是暖，精进的自性是于善所缘勇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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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在现，一方面也是自性不成立，现和自性不成立不相违，全是像水月、梦、幻那样。（水

月在水里现是现，但观察水月的里里外外连极微尘许的自性也没有，完全没有实体。梦幻也是现是在

现，但真正观察时，得不到一点实体。）对这点真正生起断定的定解，就是得到如同圣者后得如

幻的定解。 

圣者后得如幻的定解是讲圣者入定时现量见了离戏，出定时万法无论怎样显现，都是

像梦幻一样没有自性成立，菩萨对此有极深的定解。我们凡夫以理抉择显现法，抉择到量

也会断定轮涅万法正显现时，连极微尘许的自性也不成立。这很像圣者后得如幻的定解，

但不是全同，因为一者是现量证的后得，一者只是以理抉择的所得。所以叫做“如同后得

如幻的定解”。 

 

（二）对于入定离戏的定解 

第二层次的定解，就是对于入定离戏生起的定解。 

 

【这是出现了中观很好的解悟境界，然而，仅仅以此并非见了离戏大中观自证智慧所

证的法界义。】 

前面是把显现作为观察对象，通过道理抉择，能从理上决定此显现毫无自性，因此就

断定万法是现而自性不成立，这是生起了中观很好的解悟境界，但是单以这一点并没有见

离戏大中观自证智慧所证的法界义。 

这个地方很容易出问题，一般人通过闻思得到这一层的定解，就认为自己开悟或者自

称见道登地，这是未证言证说大妄语，是堕地狱业，其实这还不是离戏的定解，更谈不上

证悟。 

 

【因此，如果对于现见双融离言的自面后破立分别执著状态无余隐没的入定如同虚空

般的远离戏论产生殊胜定解，这也只说到了以闻思的方式见的观察圆满之量。】 

进一步，不仅了解到万法像梦幻一样，在显现的同时就自性不成立，而且对入定离戏

生起了定解。 

圣者入定是什么状态？就是在现见双融远离一切言说的本面之后，破和立的分别执著

状态全部都没有了，像虚空那样没有任何所缘相的远离一切戏论。对这种入定离戏产生殊

胜定解，就是第二层次的定解。 

“自面”就是自己的脸、自己的面目。打个比方，以前有一对相好的男女，每天深夜

都在森林里相会，这样过了很长时间，竟然一次也没见过对方的脸。我们凡夫就是如此，

每天和自己心的面目相会，却一次也没有见过。这个心的面目就叫自面。 

我们在分别心的状态中，有破、有立，都属于执著的状态，它一现前就成了障垢，遮

蔽了自心的面目。相反，圣者入定现量见自己心的面目之后，破立分别执著的状态完全不

见了，入定于如虚空般的远离戏论。 

虚空是什么相？有一点相也不叫虚空，所以虚空是没有相的。圣者入定时，什么所缘

相都远离了，由此就比喻为虚空。这个所证的境界就是真实胜义、大中观或者究竟实相。

能对这样的远离戏论生起定解，就是对中观生起了殊胜定解，意思是超过第一种定解。 

这是不是证悟呢？也不是。这只是说了“以闻思的方式见的观察圆满之量”，就是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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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和思维的方式在见的方面观察达到圆满时的量。 

我们闻思中观而抉择中观的见，到什么程度才算观察圆满？这里说得明确，对于远离

戏论生起殊胜定解时，才是见的观察达到圆满。这是在由闻思观察空性方面得到了圆满。

这样看来，没有持续精进的闻思，不容易达到这个量。 

 

（三）体验的定解 

 

【然而，作为各别自证境的法界，仅仅以随声音、词句的向外观察，并不能击中关要

故，可见极为超越其余一切心识之境，而且，具有上师窍诀、对于心性安住的方法善巧的

人，轻易就能引生定解。】 

这是第三层次的定解。 

首先问：闻思观察的局限性何在？局限性就在闻和思都是缘声音、词句而转，这是它

本身就有的局限性。法界唯是各别自证所证的境，单单靠心随着声音、文字往外观察是无

法击中关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证。 

（声音、词句本身是假的，心向声音、词句上攀缘，就像狗逐石块一样向外奔走，堕在分别识

当中。所以《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又说：“汝等

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 

所以，不论由听闻得到定解，还是由思维得到定解，或者思维深入到某一层面得到某

一种定解，总之，这一切心识的境都不是现证的本面，现量触证的本面极为超胜其余一切

心识之境。 

为什么在实证的关键点上会有不立语言文字？因为虽然由闻思可以一步步地进步，但

是向外观察本身就存在局限性，到了重要的关口上，只有离开语言分别才能开悟。 

本论这里讲，如果具有上师的窍诀，能对安住心性的方法善巧，就能轻易引生定解。

禅宗和大圆满的殊胜就在这里。这样的定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定解。比如，吃

了辣椒决定相信辣椒是辣的，这是体验得来的定解，没吃过辣椒，只是听别人讲、或者自

己各方面作比量的观察，也可以深信辣椒是辣的，但毕竟不是亲身体验得到的。 

 

【以此衡量之后，无颠倒了知道之关要。】  

“识”是分别，“智”是无分别。以生灭心不可能证入不生不灭的法界。所以在最后的

关口上，要离分别才能见本性。这是转凡成圣的关要。 

如果前世积的资粮圆满，今生又遇到好的师父和能相应自己的窍诀，在具足种种殊胜

因缘的前提下，确实有可能直接就悟入。但要知道，这样的人是很稀少的，古人说开悟要

有“三朝天子福、九代状元才”，福慧要有那样深厚才行。所以，对多数人来说，不可缺少

的是扎扎实实按次第闻思修。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自己各方面都不成熟，业障没有

清净、资粮不具足、定解不深入，所以点也难点开。 

反观自己，如果连第一种定解都生不起，这说明智慧力不够，因为那是更浅的层次。

更浅的都领悟不了，何况深的呢，所以对一般人就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是以比量的方式

用正理抉择，先对相似胜义生起定解，再对真实胜义生起定解。如果这些到量，有力量的

师父一指点，就容易认识，这样就是获得体验的定解，然后再修，就能证悟。这就是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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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必经之路。这样走就稳妥，一步一步都是过程。等各方面都成熟了，就有足够的资本

证悟成道。所以，我们一般人要自审根器，没有抉择，也难以一下子亲证。《辨法法性论》

讲了悟入法性的六相，触证之前是抉择，这个要点要记住。但不排除好的根器，在因缘和

合时顿时就契入。 

以上三个层次的定解，由前前作基础容易引起后后，这也是经验之谈。传承上师们有

这样的说法，中观闻思到量后，再直指心性，容易悟入。 

这部短论就算从字面上大概地讲解了。 

全知麦彭仁波切的论非常殊胜，加持力是无比的。就像用一把刀直接切入心脏那样，

尊者的智慧是一刀就切到法的关要上，也就能引导我们直接就入到法的核心上。所以，不

要轻视、不要无所谓，要把全知所说的字字句句刻在心上，这对自己一生闻思修的成败关

系很大。要视为佛陀恩赐的教言，当作无价之宝来看待。最好能背下来，文字并不多，字

字是醍醐，有关抉择二无我的内容、如海的佛法都归摄在里面。 

能记住全知的教言，就有自己一生修行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多、更好的。 

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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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二无我思考题  
 
 

１、什么是人我执？什么是人我？人我执和人我的关系如何？ 

２、什么是无我？什么是无我正见？人无我和无我正见的关系如何？ 

３、凡夫认为“有我”的“有”是哪种的有？ 

４、我与蕴的关系如何？ 

５、说出不成立人我的理由。 

６、什么是法？什么是法无我？什么是通达法无我？ 

７、解释名词：无基离根。 

举出两种承许有基有根的观点，并说明此处用“无基离根”这一名词的用意。 

８、说出二我、二我执、通达二我的共相。 

９、为什么说小乘证空如芥子内空，大乘证空如太虚空？ 

10、举例说明诸法并非由自性成立，而是观待因缘成立。 

11、为什么说“要使二我执断根，首先需要以理抉择二我不成立”？ 

12、为什么说我执是轮回之根？ 

13、以十二缘起的角度观察由我执导致三世流转。 

14、说明贪、嗔、嫉妒、傲慢、竞争、歧视、表现欲、权力欲都缘于一念计我的心。 

15、以理成立证悟人无我是解脱道的根本。 

16、阐述修习无我是解决世间一切问题的根本。 

17、举例说明什么是非空见？什么是部分空见？什么是圆满空见？ 

18、为什么说圆满空见是大乘道的根本？ 

19、（1）就无二慧而言，为什么需要练习正见？不练习正见会导致哪些不良后果？ 

何时应练习正见？如何练习正见？ 

（2）就出离心而言，问题如上。 

20、相似胜义是何物？为什么说它是相似？ 

21、实相有究竟和不究竟两种吗？为什么？ 

22、解释：无遮、非遮。 

23、解释论文： 

双融极为不住之中观或真实胜义即是二谛无二的实相、各别自证所证、无余寂灭一切

戏论网的自性。 

24、说出真实胜义和相似胜义的差别及关系。 

25、了知空性定解： 

（1）解释名词：如同后得如幻的定解。 

（2）什么是由闻思所达到的见的观察圆满之量？ 

（3）为什么说各别自证境的法界极为超越其余一切心识之境？ 

（4）论中最后说“无颠倒了知道之关要”，“道之关要”是指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