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要計的，有些就十個月都不出來，他住胎的時分有種種不同，你看一下，因為

時分不同，還有些很圓滿的在這個胎裏面，有些就不圓滿的，這你看看這處，不要理

那麼多科判了，不然不夠時間了。這「又於胎中經三十八個七日。」七日一個單位，

三十八來乘七日是多少啊？你自己乘一乘它了，經過三十八個七日。「此之胎藏，一

切支分皆悉具足。」那個嬰兒啊，在這個胎裏面，五臟四肢都齊全了。「皆悉具

足」，悉者，盡也，盡齊全了。

「從此以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齊全之後呢，再經過四日他就出世了。那麼

這是誰說的呢？這是佛這樣說的，佛在哪本經說啊？佛在一本小乘經，叫做《入胎

經》，他是這樣說的。「如薄伽梵於入胎經廣說。」這裏所講的入胎怎樣住法呢，如

就是依照，依照，世尊，薄伽梵就是世尊，依照世尊在那本《入胎經》裏面所說，廣

說即是詳細說明。

「此說極滿足者。」這現在所講的呢，講的標準是講這個 normal 的 ，正常

的，極滿足的。極滿足要怎樣的啊？這說「或經九月，或復過此。」普通的呢，至少

經過九個月，或者還超過九個月都不定，這就是滿足了。於是呢，有些是圓滿，有些

就不圓滿了。「若唯經八月，此名圓滿，非極圓滿。」會解了？這個媽媽懷他八個月

都叫做圓滿的，但不是極圓滿。「若經七月、六月，不名圓滿。或復缺減。」如果

呢，七個月就出世呢，六個月就出世的呢，就不叫圓滿了，或者呢，直情叫缺減，還

有問題了。

這下面呢，「又此胎藏」，胎藏即是胞胎啊，胎兒有張東西包著的這個胎藏。

「又此胎藏，六處位中，由母所食生麤津味而得資長。」「又此胎藏」，這個胎呢，

「六處位中」，總共有八個階段，但這八個階段之中呢，初初那六個階段，後面那兩

個階段他不講了，留著慢慢講了，因為甚麼啊？後面那兩個階段就整個形成了，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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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他不講了。就這初初的那六個階段裏面呢，就怎樣呢，這個胎兒是吃些甚麼來

營養呢，這說「由母所吃」，由於他這個母親吃的，所吃的生的東西或麤的東西，因

為這嬰兒不能吃硬東西的，母親吃得硬東西。「津味」，吃了，咀嚼有這個津液，消

化了就變成津液，那些津液就運輸到那個胎兒處，給他做營養。

「得資長」，資就是增加、增益，長就是長大，在這六個位裏面。好了，下面，

「於羯羅藍等微細位中，由微細津味資長應知。」又呢，再推上些，剛剛這個精與卵

結合而成為最初，即小小的一滴鼻涕那樣，就在羯羅藍位，羯羅藍位裏面都要營養

的，這些營養是怎樣的啊？「由微細津味」，由母親身體裏面那些微細的津液進入就

令到他營養長大的。「復次，此之胎藏八位差別。」復次即又，又這個胎兒，這個胎

藏有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差別的，不同的。

下面了，「何等為八？」哪些是那八個階段呢？下面了。「謂羯羅藍位，遏部曇

位，閉尸位，鍵南位， 羅賒佉位，髮毛爪位，根位，形位。」八個階段，它是譯音鉢

的，我們現在不要解那八位的譯音了。下面看它的注（釋）了，第一，二百一十六

頁，「羯羅藍（Kalala）」這個字啊，這個叫做雜穢，即是污糟邋遢，那些精液，父

母的精血結合，所以叫做雜，染污可厭的，所以叫做穢；或名叫做凝滑；或名叫做

膜，又或者名叫做和合，這樣的意義的。

第二個階段呢，就叫做「遏部曇（Arbuda）」，這個「遏部曇」，此名為 ，疱

， 啊，就好像起了個 一樣，猶如瘡泡；亦名叫做息肉，第二位，就是一粒那疱 疱 疱

樣。第三位，「閉尸位（Peśī）」，這個 Peśī這位，此名凝結；雖已成肉，仍柔軟

故。再下一位呢，就「鍵南（Ghana）」，Ghana 這個「gh」讀「伽」，「鍵南」

這一位，此名堅厚，可摩觸故；或名叫做堅肉。「 羅賒佉位」呢，這個鉢

「Pra akhaś 」，這個字啊，這個階段呢，又名叫做支分，即是四肢具備支節。

下面解釋了，先解釋第一位，解釋「羯羅藍」位了，「若已結凝，箭內仍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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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羅藍。」就是說，父親的精子與母親的卵子已經結合了，凝結在一處了，「箭

內」，這就有生命的了，這生命叫做箭。為甚麼啊？「害」啊，即一有生命就「害」

了，像箭一樣，受了傷一樣，不出世還好好的，一出世就問題多了，所以用這個

「箭」字來代表這個生命。小生命，如果不出世了，畢生就沒有這麼多事了，是嗎？

譬如那些人，又說跳樓啊，又說吊頸啊，又說甚麼啊，如果沒有出世就不用投河，又

不用吊頸這麼多東西了，就是因為有出世就問題多了。

所以老子呢，他怎麼說啊？（他說：）「吾之大患（為吾有身）」，我們最大的

禍患就是因為有這個身體了，如果你沒有這個身體，哪有這麼多禍患啊？佛家亦是一

樣啊！舊時一個名學者，我的老師啊，叫做陳寅恪，他有一首詩非常之好的，我們叫

他寫紀念冊，他就寫了這首詩，裏面的我現在都記得啊，這首詩怎樣呢？他是書生來

的呀！書生就常常說空文啊，「空文自古無長策」，空口說白話的書生有甚麼長策

啊？成世都教書的，「空文自古無長策，大患吾今有此身。」最大的禍患就（因為）

有了這個身體，正因有這個身體就麻煩了。

所以這個身體叫做箭，箭是傷人的呀！傷人害己的呀！「箭內仍稀」，這樣仍很

稀薄的這個階段叫做羯羅藍位。第二位了，「遏部曇」了，「若表裏如酪，未至肉

位，名遏部曇。」這個胎兒外表和裏面就好像酪，酪即芝士 ，芝士啊，酪有兩種

的，一種是濕的芝士 ，普通就叫做酪；一種是乾的芝士，就叫做乾酪。你們有沒有

吃啊？芝士啊？我們去到四川，與去到雲南西部，呵！那些土司請我們吃飯，那些酪

啊，乾酪啊，吊起來，那些蒼蠅飛到那，時時見到一堆在那的。

他請我們打火鍋，他解下一塊乾酪，掃淨一下它，哎呀！真是不吃又不行啊！他

那隻手指的手甲就有一寸長，裏面藏著的東西是黑的，他拿著那塊乾酪，以為寶貝

啊，一人分一塊給你，啊喲！我就真的慘了，拿著的那塊（酪）一直叫吃啊！吃啊！

他幫你盛火鍋湯，熱辣辣的火鍋湯給你，叫你放下去，放那塊乾酪來燙溶它來吃，吃

到我們走去廁所嘔（吐）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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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即好像那些稀的芝士那樣就叫酪。「未至肉位」，都未曾成肉的，好像芝士

而已，這個階段叫做遏部曇位。再第二步呢，「若已成肉，仍極柔 ，名閉尸。」已輭

經成肉的了。下面，鍵南，「若已堅厚，稍堪摩觸，（名為鍵南。）」摸一下、觸一

下，他都不會爛的了，這樣呢，就名叫做鍵南階段。下面，「即此肉摶增長，支分相

現，名 羅賒佉。」「支分相現」，支分是甚麼啊？兩手兩腳的相已經現了，這個階鉢

段呢，叫做 羅賒佉。再進一步呢，「從此以後， 毛爪現，即名此位。」有毛了，鉢 髪

頭上已經有毛了，爪啊，那些手甲腳甲都現了，就叫做髮毛爪位。再後了，「從此以

後，眼等根生，名為根位。」眼啊、耳都齊了，即視覺神經、聽覺神經那些都有了。

「從此以後，彼所依處分明顯現，名為形位。」從此之後呢，不只這五根具備

了，五根所住的地方呢，即耳根所住的這個甖，這個耳朵；鼻根所住的這一個鼻那樣

的樣子，是嗎？那些根所住的地方，即是扶塵、扶根塵，扶根塵，那些根所住的地方

即是扶根塵。那些扶根塵，扶根塵呢，「分明顯現」就是看得到了，這個就是形位

了，成形了。這個胎的正常就是這樣了，一直一直地發展，但有時又特殊的，特殊的

情形是怎樣呢？你看一下。「酉四」了，你看一下，有四種不同的，變態啊，胎兒會

變態的，上文講到那些是常態，下面那些叫做變態。

「又於胎藏中，或由先業力，或由其母不避不平等力，所生隨順風故，令此胎

藏，或髮或色或皮，及餘支分，變異而生。」這又呢，在這個胎裏面呢，這胎兒有幾

個可能就令到他變態的。變態就是甚麼？跛啊！盲啊！等等啦！單眼啊！各種各式

的，總之就是變態。有些是由於先業力，他前生的業力，是要他變態形狀的，這現在

胎生的東西啊，多隻腳呀！少隻腳呀！這些這樣的東西，可能前生的業力所作的。

「或由其母不避不平等力」，或者呢，不是由於業力，而是由於，肯定總有多少業力

的。

或者呢，由於他母親啊，「不避不平等」，不平等即是險，危險，這個母親就不

避危險，即是坐車就亂搖晃的那些，不顧危險的力。「所生隨順風故」，他呢，就令

到這個母親的身體呢，就產生一種隨順，隨順那種不平等的力所起的風，這風就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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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動力啊。「令此胎兒」，就令到這胎兒怎樣啊？「或髮或色或皮」，頭髮、顏色或

者那層皮。「及餘支分」，以及那些手腳變異而生了，起變態了，起變態了。就是

呢，可能呢，業力，或與母親不懂胎教。變異。

第二了，有些呢，下面講變態了，有些就頭髮變態了，你看一下了。「髮變異生

者，」這頭髮變態的呢？「謂由先世所作能感此惡不善業，」由於他前世所做的能夠

感召到「此」，感召到他起這種變態的「此」，那種惡的業，惡業即是不善的業。前

世做了這種業，感召到他令他的頭髮變異的。「及由其母多習灰鹽等味」，或者由於

他母親呢，多吃那些鹼性的東西，灰啊，鹼性的東西，鹽，鹹的東西，等味。「若飲

若食，」或者飲了這種東西，食了這種東西，這「若」字當作「或」字解釋。就「令

此胎藏髮毛希 。」令到這嬰兒沒有頭毛或少頭毛那樣。下面了，「色變異」了，這尠

個嬰兒的膚色變異了。

「色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或者由這個前世的業因，好像前面所說的

一樣。「或由其母習近煖熱現在緣故，」或者由於這個母親呢，常常都在那些太暖的

地方，現在的緣故呢，他就怎樣呢？「令彼胎藏黑黯色生。」令到這個胎兒呢，黑色

了，所以印度那些阿差呢，黝黑的，就是這樣子了，熱啊！這個母親習近那些熱的地

方呢，他會黑的。「又母習近極寒室等，令彼胎藏極白色生。」這母親常常都在太過

涼啊、冷的地方呢，就令到這胎兒的顏色就白了，是不是（這樣）就不得而知，你問

一下醫生好了，彌勒菩薩是這麼說。「又由其母多噉熱食，令彼胎藏極赤色生。」這

個母親常常吃熱的東西呢，他就會紅色，就會紅。好了，這個是「色變異」，「皮變

異」，有些（這樣）。

「皮變異生者，謂由宿業因如前說，」好像前面所講的，前生做了些惡不善業。

或者「及由其母多習淫欲現在緣故，」或者由於呢，現世的他的母親太多的淫欲，就

「令彼胎藏或癬疥癩等惡皮而生。」令到呢，這個胎兒啊，這個胎兒怎樣呢？「惡皮

而生」，不好的這層皮，或者呢，怎樣叫做惡皮啊？或者他生癬，生疥癩，癩等這些

東西呢，就令到他呢，就是現在傳染了那些性病之類啊，他母親淫欲多啊，那些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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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了，那些皮就或者起膿了，或者甚麼之類的。

這以上呢，就「皮變異」。講下文了，「支分變異」，支分即是四肢啊，四肢變

異。「支分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第一是由於前世的（業因）可能。其次

呢，是由於甚麼啊？「及由其母多習馳、走、跳（躑威儀），」或者這個母親呢，喜

歡跳啊，騎馬、跑馬啊，或者走啊，這樣就影響這個胎兒了。「及不避不平等現在緣

故，」不平等即是危險，她不避那些危險的事，這緣就「令彼胎藏諸根、支分缺減而

生。」令到那個胎兒呢，這五根啊，眼、耳、鼻、舌、身這五根缺少了，或者鼻塞的

那樣，耳聾那樣，或者支分就少隻腳、少隻手這之類的異生。

下面呢，就現在的人就講醫生說不是這樣的，彌勒菩薩所講的而已，你看它，這

個胎兒在母親的身體裏面是怎麼向的，你看一下，男與女是不同的，他說。「又彼胎

藏，若當為女，於母左脅，倚脊向腹而住。」如果這個是女孩呢，她在媽媽的甚麼

啊？媽媽的肚裏面的左脅，傾向左邊，左脅，倚脊，挨著母親的背脊，向腹，向著母

親的肚子前面，這樣住在這的。如果是男的又怎樣呢？「若當為男，於母右脅，倚腹

向脊（而住）。」挨著肚而向著背脊而住的這樣。這以上呢，就「住胎位」了，是

嗎？住胎之後呢？就出胎了，「申三、出胎位」了，出胎有幾種，一種是甚麼啊？極

成滿的，成就圓滿的。

一種呢？不是，第一是由於這個胎滿，懷胎滿了。第二呢？只是懷胎滿了都不行

的，要有那種風啊，那種風的動力推這小孩出來。來看一下，「又此胎藏極成滿時，

其母不堪持此重胎，內風便發，生大苦惱。」懂得解釋了？這個母親的胎太重了，他

要出世了，不能夠再支持他在胎裏面了，於是這個母親身體裏面就產生一種動力，風

就是一種動力啊，令到這個母親生起很大的痛苦，這又怎樣呢？下面了。「又此胎

藏，業報所發生分風起，令頭向下，足便向上，胎衣纏裹而趣產門。」

這樣呢，這個胎兒是由於前生的業報，這業報令到他的業力，令到這個母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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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風，即有一種動力起，這種動力是甚麼啊？生分，出世的時分那種動力起，這種動

力呢，一推這個胎兒就「令頭向下」，令那個胎兒的頭向下面。那時候「足便向

上」，那胎兒的腳就向上。「胎衣纏裹」，胎衣纏著他。「而趣產門」，這樣走到產

門，在這個母親出世的產門處。這又怎樣呢？這就出了，下面，「其正出時，胎衣遂

裂，」當他在產門衝出來呢，這個胎盤就裂開了，胎衣遂裂。

「分之兩腋」，在他的兩個腋下裂開了。「出產門時，名正生位」，那時候他就

衝出這個母親的身體外面了，這個階段就名叫做正生位了，正式出世的階段了。出了

世之後又怎樣呢？住胎之後就出胎啊，出胎之後又怎樣啊？增長了，小孩長大了。這

說的是 normal，說的是常態而已，有時候這個嬰兒出生後死了都會有的，他沒有說

這些了。下面了，「增長位」了，即是增加長大的階段。「生後漸次觸生分觸，」這

個胎兒一出來的呢，漸漸、漸漸就接觸，接觸就「生分」，分即是時間，他出世，生

分即是出世的時間，那種觸覺，他會有些新的觸覺。

那些是甚麼觸（覺）呢？「所謂眼觸乃至意觸。」這個是甚麼啊？「觸心所」

了，「眼觸」，這眼啊，醫生給他開眼，他就看到東西了，接觸新東西了。眼、耳、

鼻、舌、身，每一個識都有一個「觸」起。那麼，小孩就渾渾噩噩的啊，苦樂都不知

的，漸漸就怎樣啊？「施設」了，會甚麼啊？怎樣叫做施設啊？會有起概念啊，施

設，施設即是講啊！講、設立，設立些概念了，聽見媽媽教他這樣，「這些叫做

人。」他呢，聽見了就「人、人」，這樣於是他就怎樣啊？這個意識裏面起了「人」

的概念；見到些牛，就說「牛、牛」，這樣他就有「牛」的（概念）了。

這就漸漸設立，施設了很多概念出來了。「復次隨墮施設事中，所謂隨學世事、

言說。」再其次呢，大一點了，他就墮落在甚麼啊？墮了下去施設事了，種種有概

念，設立概念的事情裏面。這些是甚麼啊？好長的，這個時間好長的了。「所謂隨學

世事」，跟隨著他的爸爸媽媽學世間的事情了，越學那些概念就越多了。世事。「言

說」，那些 languages ，說話啊！與那些概念。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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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由出世一直到十多歲了，那十多歲又怎樣啊？結婚了，慢慢（就會這樣）。

「次復耽著家室，謂長大種類故，諸根成熟故。」在其次呢，他就會結婚了，「耽著

家室」了，一結婚（就）耽戀到他的家庭了，家室了，耽著就是貪（欲）來的，對他

的家室去貪愛。為甚麼他會這樣啊？這說因為他已經長大了，是會這樣的，就「謂長

大種類故」，那些長大的這類人。「諸根成熟故」，那些（人）所有根都已經成熟

了。那再其次又怎樣啊？「次造諸業，謂起世間工巧業處。」

再其次呢，就作種種造作了，業即是造作，哪些造作啊？「謂起」，就是說生

起，去造，造甚麼啊？「世間的工巧業處」了，怎樣學啊？學修收音機啊，修理一下

收音機啊，你們是這樣的，是吧？學造各種工藝，那些小的工藝，這些東西，工巧業

即那些技藝。再後又怎樣呢？「次復受用境界，所謂色等，若可愛、不可愛。」

再其次呢，他就（受用），受用即享受了，享受那種境界，那些 object 啦，境

界，哪些 object 啊？哪些境界啊？「色等」，色就是顏色，等就是等甚麼呢？聲、

香、味、觸，享受那些色、聲、香、味、觸、法的東西了。這些色、聲、香、味、

觸、法是怎樣的啊？

「若可愛」，若即是或者，或者可愛的。「不可愛」，或者呢，有些不可愛的也

是不定的。這於是怎樣啊？「受此苦樂，謂由先業因，或由現在緣。」再進一步呢，

就享受，在世間享受樂，或者享受苦了。這些樂與苦都是多數是甚麼啊？「謂由先業

因」，由前生的業，先業，由先業為因。「或由現在為緣」，現在做條件，只是先業

因都不行，還要有現在的緣。

下面了，「隨緣所牽，或往五趣，或向涅槃。」這於是就成人，隨著他所處的環

境，緣就是環境，隨著給這個環境牽引他，於是他有兩條路，看他走哪一條路了。

「或往五趣」，或者呢，專做世間的東西，不斷生死輪迴，在五趣輪迥。「或向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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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或者他出世，好像去行道啊，做尼姑那樣，出世，向涅槃了。這就兩條路，一

條是入世的，一條就是出世的了。這以上呢，就講了出胎了，是嗎？出了胎之後就怎

樣啊？

做人了，做人是有甚麼做的啊？於是講了，你一做了人呢，你做人呢，你受人的

影響的啊！是嗎？你現在小呀，自小就受父母影響的呀，大點就（受）朋友影響，再

怎樣呢？受教育影響啊，再出去做一下人呢，讓這個社會影響你了，那這個是甚麼

啊？他緣，其他的條件影響到你了。

他緣是怎樣的呢？就講出了世間的那些條件的各種相狀。「又諸有情，隨於如是

有情類中自體生時，彼有情類，於此有情作四種緣，謂種子所引故，食所資養故，隨

逐守護故，隨學造作身、語業故。」「又諸有情」，這些眾生啊，有情即眾生。「隨

於如是有情類中自體生時，」隨著他於如是，如是即這些，在這些的有情類，譬如你

是出自美國社會，你就是 American；你如果整世都在香港的，你就變了 Hong

Kongese 了。就這樣了，隨著你生在哪一有情類裏面，如果非洲那些黑墨墨的，就

是那類人了。這身體一出世，自體就生了，身體，你的身體一生的時候呢，那麼你就

見到很多那些同類的有情了，那些前輩了，那些前輩對你怎樣啊？發生四種的影響。

「彼有情類於此有情作四種緣，」這個原來社會裏面的前輩的人，對於你這個新

出的人做四種助緣，即發生四種影響，對你發生四種影響的，哪四種呢？「謂」，謂

即就是，就是甚麼呢？「種子所引故」，你的父母啦，你的父母，你的父親與母親的

精卵，是嗎？由這引出你來的，你沒有出世就引你了。「次彼生已」，不是，這不

是。「食所資養故」，就是甚麼？餵你食啦，或者那些給你食的人。「隨逐守護」，

好像老師啊，或者甚麼啊，跟隨著你，守護著你，（見到）有危險，（就）不讓你危

險啊，就是教育你。「隨學造作身、語業故，」還有些是甚麼？你跟他學，學造身

業、學造口業、學造意業，總之是受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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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他告訴你聽了，「初謂父母精血所引。」第一種，種子所引呢，即父親母親

的精血引生你今世的生命。「次彼生已，知其所欲，方求飲食而用資長。」其次呢，

你生了之後，出了世之後呢，父親母親，或者那些前輩的人，「知其所欲」，知道你

所愛好的東西，「方求飲食而用資養」，然後呢，找些飲食，用飲食給你營養了。

「次常隨逐，專志守護，不令起作非時之行及不平等行。」其次呢，又有些人常常跟

著你，「專志」，專志即一心，一心看護你，專志守護。

「不令起作非時之行，」不令你呢，不合時的事不讓你做。例如甚麼啊？夜晚去

玩，他不給你去玩，是嗎？或者甚麼啊？「不平等行」，做些危險的事，他不讓你去

的，管（著）你，管教你。「次令習學世俗言說等事。」教你學語言，教你學技術。

這四種影響，你一出世那些前輩就影響你，你以後你又是前輩，你又影響別人，是

吧！「由長大種類故，諸根成熟故，此復於餘，此復於餘。」這兩句呢，似乎不通那

樣，但是修辭就非常之好。這說由於「長大種類故」，這個人漸漸長大了，人家教

你，你又教人了。

「諸根成熟故。」你的五根與男、女根都成熟了，你就怎樣啊？「此復於餘，」

此就是你，餘就是那些新出世的，你對於新出世的年輕人，你又輔助他，影響他。這

「此復於餘。」對於那些年輕人呢，到他大了，又對於後一代又教育，這人類社會就

是這樣了。這呢，「此復於餘，此復於餘。」下面就講了，那麼就講完了這個人生，

你看二百三十頁。「如是略說內分 」哦！「如是展轉，諸有情類無始時來受苦、⋯⋯

受樂，未曾獲得出苦樂法，乃至諸佛未證菩提；若從他聞音及內正思惟，由如是故，

方得漏盡。」下面總結了，「如是展轉」，他說如是者呢，你就受那些前輩老人家的

影響，到你老了，你又影響你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將來大了，又影響後一代。

人人（有）幾十年（生命），他就死了，死了之後又投生，投生就入胎、住胎，

是吧？又出來影響別人，這就不斷的那樣，如是展轉即互相幫助，互相幫助，互相幫

助叫做展轉。「諸有情類」，那些眾生啊，「無始時來受苦、受樂，」由無始以來，

生生世世，不是受苦，就是受樂。「未曾獲得出苦樂法，」一直都未曾懂得怎樣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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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苦，痛苦與快樂的這種生死輪迴的情景，要怎樣才行啊？「乃至諸佛未證菩

提；」直至到呢，一日未有佛證到菩提，你一日都是這樣輪轉苦。這個乃至即英文的

untill ，一直至到呢，未有諸佛出現，你都是這樣生死流轉的。

縱使有諸佛出世，你不聽他指（教）呢，你不聽他的，你一樣是生死輪迴。這唯

有呢，要等到什麼啊？有諸佛出世！如果沒有諸佛出世呢，你自己可以嗎？可以。

「若從他聞音。」或者呢，你聽人家講佛法給你知道，從他人聽聞說法的聲音。「及

內正思惟。」你聽了之後呢，你自己在思惟，自己想。「又如是故，」由於這樣，你

聽人講，又想一下，自己想一下呢，你就會修行了。「內正思惟」很寬闊的，修止觀

啊、甚麼都在內了。

這樣就「方得漏盡」了，漏就是煩惱，這樣你肯修養呢，你就會煩惱盡了，煩惱

盡，你就得入涅槃了。又想一下，自己想一下呢，你就會修行了，「內正思惟」很闊

的，你自己修止觀啊，甚麼都在內的了。這樣就「方得漏盡」，漏就是煩惱，這樣會

呢，肯修養呢，你就煩惱盡，煩惱盡，你得入涅槃了。這段總結了，「如是句義甚為

難悟」，這以上所講的那些說話，句義即是說話，甚為難悟，很難了解的，你們這些

眾生。「謂我無有若分、若誰、若事。」

這就是說，人人都以為有個「我」，現在呢，照以上所說的呢，那個「我」呢，

就是甚麼啊？無，無呢，「（無有）若分」，根本就無分，分是甚麼啊？將「我」分

析出來到底有甚麼成分，「無有若分」，沒有的，實在是沒有的。「若誰」，到底，

我們到底是誰呢？無的，我都是眾緣和合而成的。「若事」，並沒有這個「我」的甚

麼實質的。這說「我亦都非若分若誰若事。」這個「我」呢，也不是可以切開一部部

分的，也不是真的有甚麼叫做誰的，也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實質的、實事的。

這句呢，自古以來就難解的，我就這樣籠籠統統地解給你們聽，你就回去看一

下，很多解法，我們看一看這裏，「如是句義甚為難悟」這句怎麼解釋呢？一個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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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或者自己思惟「二空」之教，「二空」是甚麼啊？人是無我的，法是無我的，

人空、法空的教（法）。你能這樣思惟呢，就能得漏盡的，煩惱可以盡的。「如是能

得無漏之句義甚為難遇。」這種道理呢，我們生生死死的輪迴（是）很難遇到的。真

是的，你生在天就聽不到了，太快樂啊！譬如你是做老虎、做獅子，你真的沒法聽

啊！甚為難遇！

「設須得遇，」假使你遇到了。「悟解亦難。」你亦未必能夠了解。這裏解釋甚

麼啊？人生是難得！佛法是難聞！是吧！這說呢，「謂我無有若分、若誰、若事，」

這句怎樣解釋呢？這裏解釋了。「謂我無有若分」，若即或也，沒有所謂「分」，又

沒所謂「誰」，又沒所謂「事」。那麼這兩句呢，這下面還有一句，「我亦都非若

分、若誰、若事。」這兩句呢，「自唐以迄現代，」由唐朝至到現在，「諸家解釋皆

難令人滿意。」沒有滿意的解釋這兩句。

「唯《論記》所載三藏解釋，或合本義。」三藏就是玄奘法師，《論記》即是那

本《瑜伽師地論記》，現在上面有這套書，《論記》是記載唐三藏自己的解釋，他這

樣的解法稍為好一點。這是為甚麼呢？為甚麼唐三藏解釋就會好一點呢？這你看了，

「以三藏（論師）於戒賢論師座下親受此論。」這是說唐三藏去印度留學的時候，在

戒賢論師座下親身聽戒賢論師講這本論，所以他的說話可靠一些。「又是此論譯師

（故）。」這本論是他翻譯的。這樣，唐三藏是怎樣解釋的呢？三藏云：「我無我所

時、方等分。」這說人人都執著有這個「我」，這個「我」呢，就並沒有我所有的東

西；「我所時」，並沒有我所在的時間；方分即是空間，也沒有實的空間的這個

「我」。

亦無「我所童僕、瓔珞等誰。」就是我所佔有的童僕與我所佔有的首飾等東西都

是沒有的。這樣，「我所資具等事。」我們謀生的各種工具都不是實有的。為甚麼

呢？「非唯我所，體亦空故。」這並不是我所有的，都是空的。「體亦空故。」其他

人一切所有的都是空的。「非他我時、方分等三。」這並不是另一個人真的有方分，

有我所，我沒有，他人也一樣沒有。這樣，唐三藏這樣解釋，我們根本就很難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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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嗎？這我現在將它詳細的，將唐三藏的這幾句解釋給你們聽。

我這樣解釋了，我現在參考諸家的義解，因為這本（書）是我寫的，這些注

（釋）是我寫的。我就是這樣解釋：「謂我無有若分、若誰、若事。」這一句怎樣解

釋呢？此句就是破「我所」，破斥我所有的東西，分就是時分，我存在的時分，時分

與方分，時分即時間，空間，等是等甚麼呢？等是（當作）支分、分段。就是說甚麼

啊？對於過去、現在、未來三時裏面去找一個「我」，根本找不到的，所以這個

「我」是沒有時分的。為甚麼啊？我問一下你，你在過去找個「我」，過去是不知有

多長的時間，你去找個過去的「我」在哪呢？現在呢？你找不找得到啊？現在你一說

是，就已經走了，找不到了。

未來的我都還沒起，這樣呢，就是說甚麼啊？在過去、現在、未來三時裏找

「我」，都找不到的！這個時分裏的「我」，在這個時分裏面找個「我」是找不到

的，沒時分的了。在東、南、西、北等方位都沒有的，你這個「我」，去東面找一個

「我」呀，找不到的；去西面找一個「我」，找不到的，在這空間裏找個「我」也找

不到的。所以呢，「方分」都是沒有的。這個「我」是怎樣來的呢？是五蘊假合叫做

我。五蘊呢？不就是有啦？無我都有五蘊啊，五蘊這個自性都是空的，是嗎？所以

呢，不只這個「我」是沒有，造成這個「我」的成分、支分就是成分，那些成分都是

空的，因為這樣，故世人所執的我是無分的，無時分，無方分的。

「我」亦非誰，沒有「誰」的，誰呢，謂所供給指使的那些童僕，這些人替你服

務的這些。這個「我」呢，沒有那「誰」替你服務的，也沒有那些手飾、那些瓔珞

等，那些東西都是假的。童僕、瓔珞為甚麼說它假的呢？童僕、瓔珞都無自性的，都

是空的，都是唯識所現的，故此所執之我亦並無那些誰可供給你使用了。甚麼叫事

呢？「亦無有事」，事就是那些資生之具，即你生活所需的工具及資生的事業，你生

產的事業等，他說這些東西亦是空的，亦沒有的。綜合全句的句義呢，就是「即無此

三」，第一無分，第二無誰，第三無事，這一句「我無有若分、若誰、若事」，勉強

解釋，我是這樣解法。「我亦都非若分、若誰、若事」又怎麼解釋呢？此句破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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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句是破我所有的東西，這句是破自我。此所執之我亦非他我所有的童僕，即換言

之，你所執的我呢，實在也不是你老爸的女兒，亦不是你丈夫的太太，為甚麼啊？空

的！你的丈夫亦空！你亦空的！

「此所執之我亦非他我所有或分、或誰、或事。」綜合全句意思呢，即是甚麼

啊？這個「我」就不是一個誰，亦不是有方分、時分的，亦不是有實事的。「合此二

句」呢，即說「我」及「我所」這兩種是「俱無」，都是沒有的。這個「我」是將它

這樣解釋，是不是這樣解釋呢？我亦不知，是嗎？勉強這樣解釋而已，古人亦沒有一

個是解得滿意的。這樣，這句說明了「難悟」，難以悟解的，那麼說到這裏呢，應該

這處今天就講完了，其餘就留在下一次了，為甚麼要留下一次呢？因為很長溜溜的。

我講一兩句給你知，你看一下，二百三十頁，你看看就知了。

「如是若說內分死生已。」一句。「如是」即這樣，（「若說」即）已經簡略說

明。「內分」（就指）我們的人生裏面，內分就指我們的生命，內分呢，我們生命裏

的死生已講了。「云何外分若壞若成？」我們所住的世界是我們的身體以外的，身體

外那部分的這個世界，或壞或成，這個世界是怎樣壞的？這世界壞了之後又怎樣再成

功呢？那麼這個是甚麼啊？器世界的成壞。剛好留在下次，留下多少都好的，等於你

們洗錢，留下些餘剩的，不要洗清，好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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