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鮑翅在你面前呢，你都毫不動容的這樣，那有甚麼好吃呢？不過如是啊，沒

有了，沒有這種欲了，那時好像甚麼啊？呆若木雞那樣。這樣的時候呢，你就怎樣

啊？死了之後呢，不用再生欲界了，因為你沒有，就是無從返回欲界啊！對吧？你就

要怎樣啊？死了之後在色界，在色界第四禪天處修行了。色界第四禪天有五個叫做淨

居天，叫做五淨居天。專門給這些，這些不還果，不回來欲界的那些聖人住的，那麼

他在那處修行了，證涅槃了。如果全部連到欲界煩惱沒了，色界煩惱還有啊，無色界

煩惱還有啊！

他呢，連色界煩惱都鏟除掉，無色界煩惱都鏟除清，那時就證阿羅漢果了，就是

三界煩惱都鏟除清了，阿羅漢果了。那樣就一地一地證，是吧？一級級地證，叫做所

證，明不明白啊？所證。所觸是怎樣啊？所觸是指甚麼呢？每一日，你修定啊，漸漸

日日進步，日日進步，日日接觸一種新的境地，那是接觸，所觸了。那麼到最後就怎

樣啊？得果啦！是吧？得預流果，得一來果，得不還果，得阿羅漢果，到最後就得果

了，就是所得。這樣各人不同了，這些，有些就只是得一來果，有些就只是得不還

果，有些就只是得預流果，有些就連阿羅漢果都得了，所以就各別了。各別於內，在

定中所受、所證、所觸、所得，由此因緣，然後講出來的，將他所證到的境界講出來

給你聽的，為他宣說的。這樣就叫做甚麼？「依之言說」，明白嗎？

那麼這處的這幾句就幾家解釋它（都有）不同的解法啊！你看一下那些註

（釋），第一個解釋，第一行，是《倫記》引這個景師講的，唐朝的一位，景師，韓

國人，憬興是韓國人。第二個解釋是中國人，第三行，基師，窺基大師講（解）。第

三個呢，近代的，最近死了約三十年的韓清淨。三個解呢，韓清淨解得最好，我剛剛

的解法就是按照韓清淨的解法解給你聽的。如果照景師的解法，不是這樣解的了。這

你看一下韓清淨的解釋，我剛剛講給你聽了，你現在依 這處套下去看，當作學國文着

那樣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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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清淨云：」他怎麼說呢？怎麼說呢？「依世間道及出世道而得離欲。」會解

釋嗎？這就叫做所證。證得離欲。「於其中間分分勝進，」每修一分就進步一分，

「分分勝進」。「而能契會。」每一分都能夠，契會者，即契合，是甚麼啊？享受到

那分的好處，契會。

「是名所觸。」是吧？所觸，所證，所觸。「於其最初能得先所未得定地作意。

或預流果。」「於其最初」，最初。「能得先所未得」，怎樣最初能得先所未得啊？

最初由欲界，最初就得不到色界的，現在呢，能夠得到先前所未得到的初禪了。本來

就得初禪而已，就未得到第二禪的，你現在能夠得到先前所未得的第二禪了，一級級

這樣得上去。聽得懂嗎？這樣，得的時候是得到甚麼啊？得到那些定地的作意。除了

欲界之後，其餘的五界，不是！其餘的八界都是定的。「定地」，都是定地來的。

「作意」，作意即是定，那八個定地的定。這個「作意」有時當作定的解釋。或

者呢，再厲害一點就怎樣啊？得預流果啊！這應該是「預流果等」，「等」就等甚麼

啊？等就「一來果」、「不還果」。這就叫做所得。那麼，這種這樣的做法呢，在定

中得到的境界是甚麼來的呢？在「三量」裏面是甚麼量啊？「如是之相為現量證。」

在定中是現量證得的。

「非是思惟、稱量、觀察。」即不是用比量的。「亦非從他所聞。」亦不是所聞

的。又不是甚麼啊？依外面見到的色的，並不是以這樣為原因而講出來的。這些呢，

「是故總說各別於內所受、所證、所觸、所得而起言說。」（這樣）而說給人聽的。

明白嗎？你明不明白啊？聽得懂嗎？你如果不是我先講過了，你看這些啊，很難看

（懂）的啊！是吧？韓清淨那些文章啊，有名難讀的！這樣「四種言說」讀過了，就

是說那些大德教化人呢，就不是亂說的，是依據這四種東西而說的，說法就（這

樣）。明白嗎？現在就不是了，現在很多不懂的都亂說的，很多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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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下面了，他下面解釋甚麼啊？「復有 多言說句。」是吧？上面。「云何衆

叫做 多言說句呢？」甚麼叫做 多言說句呢？這樣答了，「謂即於此」，不是！衆 衆

「謂即此亦名釋詞句。」言說句呢，又叫做解釋東西的句，解釋詞句。有些呢，根本

就是笑話的，「亦名戲論句。」怎樣叫做戲論句啊？講一下笑啊，那些就是戲論句

了。就是裏面包括釋詞句，解釋古人的東西；有些就是戲論句，嘲笑別人的那些是戲

論句。

「亦名叫做攝義句。」有些是叫做攝義句，講義理的句子。「如是等類， 多差衆

別。」「差別」就是不同的種類。這樣，這些就叫做 多言說句。這些懂不懂都不要衆

緊了，這些啊。「又諸字母能攝諸義。」因為印度文呢，尤其是梵文呢，全部要用字

母來顯示它的音韻的，能夠。「攝」，攝即是涵蓋包攝，包含很多義理的。

所以呢，「當之亦名 多言說句。」那些字母都叫做言說句。那麼字母言說句衆

呢，他這裏解釋啦，你就要知道一下，佛家的字母啊！這一段的注（釋）第二行，

（末）尾那處，看到了嗎？「字母者，謂三十三字。」三十三個字與十四個音。字

者，這處呢，就由那些音拼出來的字。這個所謂音呢，現在叫做母音。

三十三個字與母音是怎樣呢？他現在講了，你自己分了。十四個音者呢，即十四

個母音呢，甚麼叫做十四個母音呢？「謂哀（a）」，第一個是 a，這個字是 a。第二

個呢，「阿（ā）」，這個 long「阿」，長音「ā」。第三個字呢，「噎（i）」，短

音「i」。第四個字呢，長音「伊（ī）」。

這你看一下，日本人的字母從這處抄來的，日本人的「a」、「u」、「e」，就

是在這處抄的。「伊（ī）」。「鄔（u）」就是下面的那個。下面那個呢，長音「烏

（ū）」，長音。日本文的「a」、「i」、「ū」啊，日本沒有了下面的幾個。「紇侶

（ṛ）」，「紇侶（ṛ）」，「ṛ」這個字，它不是英文的「r」，英文的「r」就脷

（舌）尖震的，它這個是整條 都震的，「紇一侶（脷 ṛ）」這麼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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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行啊？震得到嗎？整條 震的，有些人震到啊。有沒有人，你懂不懂德文脷

啊？德國人震 是不是整條 震的？「脷 脷 r⋯⋯」這樣，德國人啊，德國人的震 音就脷

是這樣。「ṛ」。「紇閭（ṝ）」，長音「ṝ」，「ṝ」要長點聲音。還有一個呢，德國

音，德國人都「u⋯⋯」這樣的，這個音啊，「u」字音啊，震起來「嗚嗚」聲的，

「嗚嗚 」嘟起嘴來震的。短音的「⋯⋯ u」，就是「u」。長音的「ū」一直長的。

你們學密宗，日本人不發得正的這些音，對吧？要找阿差發才發得正，日本人發

音不正的，日本人，而且有些古代的日本人還發偏了，（讀作）「sv hā ā」，（卻）

「sv kā ā」這樣，而且日本人古代發的「h」字，他讀「k」的，真是沒道理！但日本

人很保守的，你說你讀「sv hā ā」，他說不對的，要跟他讀「sv kā ā」的，是吧？是

不是這樣啊？還有呢，就是個甚麼啊？「e」，「a」、「i」、「u」、「e」這個

「e」，「e」了，「e」，這個「魏」字讀「e」了。「愛」字就「ai」了，「ai」，

「e」，「ai」，愛就是「ai」了。然後呢，這個「嗚」字讀甚麼啊？「o」，

「o」。「au」，這個讀「au」，「o」，「au」。最後那個呢？「ag」，即是「a

一 g」。「ag」。就這十四個音。就是現在密宗的人的甚麼啊？麼多啊，不是？是麼

多，就是悉曇字。對吧？「十四個音」呢，這處講了十六個的，他說：「不取後

二。」後面那兩個不取，就總共得十四個，叫做「十四音」。

為甚麼不取後二啊？後面的兩個字（是）特殊的用法，「rg」，就是「r」字後

面加個「g」字啊，「rg」，「rg」這樣。「故成十四」。好了，這些就叫做母音

了，母音英文叫做 vowel，是嗎？vowel就是這十幾個 vowels了，中國人叫做韻母

了，韻。另外中國人有些叫做紐，紐啊，中國人聲母叫做紐，「紐約」的「紐」。英

國人叫做 consonant，是吧？這個聲母啊，聲母，你看有幾多個？很多個啊！三十

三個聲母的！所以你說英文啊，你學一下梵文，看起來英文簡陋到了不得！實在，梵

文你看它多複雜！聲母啊！「g」，「g」、「k」兩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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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個，哦！他漏了三個不寫了，那個甚麼啊？我沒寫啊，我自己啊！這個註我

沒引啊！「g」、「k」、「kh」、「gh」、「ṅ」，五個，怎會「g」、「k」、

「kh」、「gh」、「ṅ」呢？只是「k」字音，五個的梵文啊！第一個「g」，即是

英文的「g」字，「g」。「g」。第二個是「k」，即是英文的「k」字。第三個呢，

英文沒有的，法文好像有呀，「kh」。

第一個是「g」，第四個是「gh」，有甚麼不同呢？「g」的聲帶不動的，

「gh」的聲帶震的，好像有點鼻音的，「gh」。「g」、「k」、「kh」、「gh」，

即是「gh」，梵文寫「kh」就是這個了。「gh」，就是發個「g」字音的時候，

「g-h」，跟著的「h」就「gh」。「g」、「k」、「kh」、「gh」。

第五個呢，「ṅ」，「ṅ」，「ṅ」，「啊啊」聲的「ṅ」。「g」、「k」、

「kh」、「gh」、「ṅ」，五個音「k」音，五個喉音。

「等五」了，懂了嗎？發不發得到（這些音）啊？發不到就罷了，隨便啦！我發

到（這些音），但就不正，因為我不是阿差，阿差就正！「g」、「k」 這幾個⋯⋯

好像差不多的，我說啊，對嗎？第二個呢，就是牙音了，「c」、「ch」，是嗎？

「c」、「ch」等五個。這其實呢，五個是甚麼啊？「c」、「c」、「c」、齶音

「c」。第二個呢，「ch」，在 頂擦過的， 頂擦過的「脷 脷 ch」。第三個呢，「j」，

聲帶震動的。第四個呢，「jh」，即是「j-h」，有個「h」音尾的。「j」、「jh」，

就到「ñ」，「ñ」，「ñ」在齶上發的「ñ」字音，「ñ」英文沒有的，法文不知道有

沒有啊？沒有啊，好像都沒有啊！

廣東有，那個甚麼有啊？江蘇有，蘇州會有，廣東人甚麼啊？南路啊，叫日月，

它叫做甚麼啊？「日月」。你發不發得到（這個音）啊？日光，他不是叫日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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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日光啊，他（發音讀）「逸光」，「月亮」呢，他就（發音讀）「越亮」這樣的。

這個「ñ」，「c」、「ch」、「j」、「jh」、「ñ」，這幾個齶音，是吧？後面呢，

「ṭ、 hṭ 」等五個，是怎樣啊？捲 的。「脷 ṭ」，「ṭ」，捲起那條 ，那條 翹起的脷 脷

「ṭ」、「ṭ」。「 hṭ 」、「 hṭ 」，捲起條 ，捲起條 好像發「阿差」的「差」字音脷 脷

那樣，「 hṭ 」、「 hṭ 」，「ṭ」、「 hṭ 」。

第三個呢，「ḍ」，聲帶郁（動）的。第四個，加個「h」，「 hḍ 」，「 hḍ 」，

「 hḍ 」。第五個呢，「ṇ」，「ṇ」、「ṇ」，「ṇ」字音捲 的，即發「脷 n」字音捲

，「脷 ṇ」，「ṇ」。你現在看譯的佛經啊，這個「n」字上面點一點就是這個字了，

「n」字上面點一點就是這個字了，是印度人的（字母）「ṅ」。下面呢，「t」、

「th」等五個是牙音了。

「t」，「t」，即英文的那個「t」啊。「th」，「th」，即是英文的「t」了。

第三個呢，「d」，「d」，發個「d」字音，喉震的，這個音好像在鼻處，「d」。

「dh」，即是「d-h」，「dh」發個「d」字音呢，就跟著發「h」（音）了。

「n」，即英文的「n」了，「n」。「t」、「th」、「d」、「dh」、「n」，那這

樣五個了。下面了，還有五個啊。「b」，英文的「b」了。「p」，英文的「p」

了。

第三個呢，「bh」，「bh」，喉震的，發個「b」字音，聲帶震的。就到甚麼

啊？「ph」，英文的「p-h」，「ph」。然後「m」，英文的「m」了。「b」、

「p」、「bh」、「ph」、「m」，就到甚麼呢？有四個，這處差一個的，哪四個

呢？是一半牙（音），一半 底音的。「脷 y」，即英文的「y」啊。「r」，即英文的

「r」了。我這個（姓）「羅」字呢，「 l」，英文的「l」。「v」，即英文的「v」

了，英文的「v」，「v」。第四個呢，「ś」。下面那個呢，「ṣ」，牙音。「ṣ」。

第一個「ś」，第二個呢，「ṣ」，下面那個呢，「s」，「s」。還有一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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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差一個，還有甚麼？「ha」，這個「黑」字的音，那個「差」字不要的，不

取「差」字，就總共三十三個。

這樣，現在你想發正音呢，你就要甚麼啊？很難發（音）得正的，我們中國人，

很難發（音）正的，你找那些西人教，那些印度人教你就正的，不過我們又無需學這

麼正啊！學來做甚麼啊？是吧？他印度都不是講這些話了，是吧！那麼這些叫甚麼

啊？字母。這所以為甚麼我要讀呢，你不要以為英文、法文的字母是這樣，原來那些

人幾千年前印度（的字母）這麼齊備的。那些字母，現在發（音）德文、法文的那些

字母都是在這裏變化的。所以現在歐洲法文、德文、英文，這些叫做甚麼啊？印度歐

羅巴語系的語言啊，印度與歐洲本來就是同一個語言的。這你看看那些字母都是一樣

的，分出來，英文就少兩個，法文就少第二處的兩個，是嗎？德文就有些是，有些不

是，這樣而已。拉丁文就差不多，多一點而已，對吧！好了，解釋了「 多言說衆

句」，是吧！

讀了下面吧，今天讀完它，第三二三頁，那些言說句將它來別列出很多名詞概

念，列出來了，看起來沒甚麼用啊，不過你叫做（算是）讀過。《瑜伽師地論》呢，

就有這麼多東西的，我都讀過，這麼（理）解而已，是吧！「彼復云何」，這些字句

啊，還有是怎樣的呢？它又是怎樣的呢？「所謂地。」有所謂，這些就指概念了，

「地」的概念啊。「地」。「根」，「根本」的「根」，「五根」的「根」，概念

了。「境」，「境」是甚麼？境界啊，object了，是吧？

「法」，教法，佛說法啊，那個教法啦。「補特伽羅」， 生，所謂 生了。衆 衆

「自性」，自性者，一件事物的本質叫自性。「差別」，一件事物的屬性叫做差別。

然後呢，在因明上啊，這個主詞叫做自性，這個 subject叫做自性。這個述語呢，敘

述語呢，即是 predicate，又叫做差別。「自性」「差別」，兩個解釋的，第一個解

（釋），本質叫做自性；屬性就叫做差別。第二個解（釋），一個句子，即是一個

sentence裏面呢，那個主詞，subject叫做自性；這個敘述語，即 predicate，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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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差別。在佛經裏面。

「作用」，甚麼叫做作用？是嗎？「自」，自己。「他」，他人。「有」。

「無」。「問」。「答」。「取」，即拿進來。「與」，拿出去給人。與。「正

性」，合理的。「邪性」，不合理的。「句」，那些甚麼啊？那些字句。

又有甚麼啊？這些所謂字句呢，即是那些概念與那些字啊。他說「又有聽制功

德、過失、得、不得、 、譽、苦、樂、稱、譏、堅妙、智退、沈、量、助伴、示毁

現、教導、讚勵、慶慰句。」那麼這些句呢，你要看，順便看一下呢，叫做甚麼啊？

叫做聽制句。怎樣叫做聽制句啊？你看，第三百二十五頁，第二行，整句叫做「聽制

功德過失句」。「聽制」，這個「制」字下面的一點取消了它，「聽制」那個「制」

字下面那點不要。「聽制的功 」與「聽制的過失」句，那怎樣叫做聽制的功德與過徳

失句呢？你看一下，三百二十五頁，例如，「制」就是指戒律，戒律裏面制止的。聽

制者，你是出家人要守戒律的，聽佛（法）的制定，叫聽制。

聽制呢，如果你聽戒律的指示呢，你就有功德，這樣就叫做聽制功 。例如它這徳

裏「如律說不得上個人樹。」戒律裏面有一條，不准他，一個人不准爬上那些高過人

頭的樹。如果戒律裏面有這一條，你「依制不上」，你依 戒律的規定，就不爬上去着

了，這就叫做功德。「違制上」，戒律說制止的，你偏偏要違反，這就叫做過失。這

說明這處，「若為命難，聽上無罪。」

若是給人家追你，殺你，你不走上去不行了，那麼你怎樣啊？你無罪的，若不是

（這樣），你爬上去就是有罪的。這叫做「聽制功德過失句」。「得句」與「不得

句」，這處不用解了，「得」、「不得」，是吧？「 」， 呢，人家 謗你。毁 毁 毁

「譽」，人家在別人面前讚你好，叫做譽。譽， 譽。「苦」、「樂」這兩個不用解毁

了。「稱」，稱讚。「譏」，彈（指批評）你，當面彈（指批評）你，或者在背面彈

（指批評）你就叫做 ，是嗎？當面彈（指批評）你就叫做譏。背面說你好就叫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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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當面說你好就叫做稱。

還有呢？「堅妙」，「智退」，怎樣叫做堅妙？怎樣叫做智退呢？這處有解釋

了。「堅妙智退者，若勤精進，妙智乃堅，放逸懈怠，妙智乃退。」這叫做堅妙智

退。堅妙句，智退句。「沈、量」，沈、量與助伴，怎樣沈、量、助伴呢？你看看。

「沈，謂惛沈。」打坐的時候，懨懨欲睡那種狀態叫做沈。「量」呢，掉舉，意馬心

猿叫做量，常常都想東西，量。「助伴」，即入定的時候各種心所一齊起。助伴。

「示現、教導」，示現教導。「讚勵、慶慰」。

這四句呢，你看一下注（釋），舊時在小乘經裏面就叫做示、教、利、喜，就是

這四句了。「示」，開示他。「教」，教訓他。「利」呢，就讚他，舊時譯錯了，稱

讚怎會譯做「利」呢？「慶慰」，你有好處就恭喜一下你，說你厲害，這樣叫做慰。

喜，這個「利」字就譯錯了，應該譯做示、教、讚、喜，這才對。有第二個解釋的，

那個景師，你不要它了。又有呢，又有「七言例句」，即是七個例句。怎樣叫做七例

句啊？這你看了，「七例句」。佛家呢，有所謂「聲明」啊，「五明」之中有所謂

「聲明」，是專講音韻語言的，叫做聲明。現在所謂甚麼？phinology與 linguistic

就是聲明。這樣「聲明」裏面呢，你想學佛經呢，要懂得多少（一些）印度的「聲

明」的。那麼這處怎麼講呢？七例句，所謂七例句，七例句呢，英文有幾個 case

的，是吧？英文有甚麼 case？有些做主詞的，是吧？nominative case，有些是甚

麼？objective case，對吧？等等，有些是 causative case等等，是嗎？很少的。梵

文就（有）八個 case的，八個 case，你看一下，八個 case呢，他要怎麼表示啊？

英文就要用 proposition的，對吧？

梵文沒有 proposition的，就要甚麼啊？叫做囀聲，怎樣叫做囀聲啊？語尾變

化。英文都有語尾變化啊，譬如一個動詞，現在的時間呢，就要怎樣啊？加個

「ing」，是吧？過去的時間呢，加個「ed」，但是英文就不夠完備。梵文就比較完

備，比較完備很多的，梵文啊。好了，你看一下「七例句」，「八囀聲」，即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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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的字，除了第八個叫做呼汎聲，就是叫一聲而已，不成為句子的一部份的。除

了呼汎聲裏面的三個，一個是男聲，masculine gender，男聲；一個是女

聲，feminine gender；一種呢，非男女，就是甚麼啊？neuter gender，就是這三

種。其餘呢，一一各有八聲，怎樣叫做八聲呢？八聲呢，即是八個 case。

（第）一就叫做「體聲」，體聲即是作 subject用的，這個字，你看回三百二十

三頁，他舉例了，七例句，第一個「補盧沙」這三個字啊，Puru aṣ ，梵文

啊，Puru aṣ ，即是甚麼？大丈夫，即是人的解釋，Puru aṣ 即是人，即是人，普通做

主詞呢，即是人某某，Puru aṣ ，做 subject用 Puru aṣ ，體聲即 subjective case，做

subject的，體聲。

第二呢，「業聲」，你看回三百二十五頁，「業聲」，做 object的，direct

object，業聲。這如果呢，英文都是那個字啊，譬如狗是「dog」，做主詞是

「dog」，做 object又是「dog」啊。梵文就不是，這個「人」字呢，「人」這樣

啦，做主詞用呢，叫做 Puru aṣ 。

如果做 object 呢，做 direct object，即做賓詞用呢，要讀甚麼啊？「補盧

衫」，puru aṣ ṃ，轉一轉這個語尾，「嗯」（ṃ）這樣的，聽得懂嗎？再看了，業

聲。（第）三就「具聲」，具聲即是甚麼啊？即是英文的「with」某某，前面有個

「w-i-t-h」的，「with」這個字在前面的，梵文就不用加「with」這個字的，就用

甚麼啊？譬如這個「人」字，它就用甚麼啊？Puru enaṣ ，「補盧崽拏」，它將語尾

加了「崽拏」，就等於前面有「with」了，俱聲。

「為聲」，前面有個「for」字，「for」甚麼甚麼，為了它而怎麼怎麼，這樣如

果梵文呢，想一下，叫做 puru yaṣā 「補盧沙耶」，就要這樣，就不用那個「for」字

了。prepositio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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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呢，叫做甚麼啊？「從聲」，即英文前面有個「 from」，「f-r-o-

m」，「from」，從聲，那麼梵文又怎樣啊？這個「人」字呢，這個 Puru aṣ 字

呢，purus tā ，「補盧殺娑」，這樣，就是這樣。從聲。「屬聲」，即英文的「of」

甚麼甚麼，是吧？那麼它的梵文呢，purusasya「補盧鎩」這個字，「補盧鎩」。

「如是等等」，這樣這個語尾變化就表示它的位置了，這就懂解釋了。好了，其

餘那些呢，「又有施設、教敕、標相、靜息、表了、軌則、安立、積集、決定、配

屬、驚駭、初、中、後句。」那麼這些句是甚麼啊？那些出家人去出家受戒的時候，

那個戒師所講的說話。那是怎樣呢？你看一下這三百二十六頁「施設」，怎樣叫做施

設句啊？依受戒的法說，施設者，受戒的時候呢，那個侍者替那個戒律師父鋪開那張

（座）具，現在就有座位，舊時就沒有座位的，鋪一張東西坐下，鋪開那張（座）

具，鋪個座位，還有那些戒子個個自己帶著一張東西，自己鋪好墊坐著。那麼跟著

呢，就是甚麼？「教敕」了，那個戒師父出來了，告誡，與你們說話了，教敕。

應該「束」字那個才是正的，但現在書上寫的就隨它吧，要對它的版本，不能改

它的，就你知道那個是正的就可以了。教敕。「標相」，受戒，舊時印度呢，現在傳

戒，傳比丘戒是不是這樣啊？要結界，是吧？出來大家坐定了，然後才結界的，現在

就先結界的，對吧？結界啊，就是現在的灑淨啊。

結界，密宗就結界啊，現在顯教不用，就灑淨而已，是吧？灑淨即是結界了。結

界是怎樣呢？那個戒師在想，想啊，集中精神在想，作修觀啊，就想東南西北四面，

四面四個墩這樣，四面給四條柱圍著，他用五色絲線圍 它的，真的用五色絲線圍着

著，圍著它在觀想，這條界以內一切清淨。他作水觀，作火觀，譬如他作火觀來燒毁

一切東西，作水觀洗淨界內的東西，再作觀那五色絲線裏面呢，有堵好像金剛那麼堅

硬的牆，攔住所有的惡魔不能進來的，甚至到有些還想到天羅地網，上面都不能下來

的，那些戒子在這很安靜的，很清淨的，這就是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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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密宗呢，實情現在修法要結界呢，就是這個顯教早就有的了，小乘的顯教，

就是現在的所謂灑淨呀，灑淨都要這樣想啊！那四個角落以內全都要清淨的啊，那些

骯髒的東西不讓它進來這樣的。那麼之後呢，結界之後呢，大家坐了，「靜息」了，

灑淨（之後就）靜息了。靜息之後呢，那個主席啊，那個傳戒師父啊，就「表了」，

「白 」了，即向大 宣布了，白 即是向大 宣布了。跟著呢，就「軌則」了，就衆 衆 衆 衆

舉行他的儀式了，舉行儀軌了。這跟著呢，就「安立」了，叫那些受戒的人坐在一邊

了，不知為甚麼要叫他們坐過一邊呢？你問那些傳過戒的師父才知了，為甚麼要坐在

一邊啊？知不知道啊？不知啊！坐在一邊，安立，叫他坐在一邊。「積集」，大 聚衆

集在一處，先坐在一邊，然後再走過來聚集，我看法（是這樣）。

你們想出家的，想甚麼啊，譬如你得到父母准許了嗎，或者怎樣啊，（這樣）問

你，你出家之前是不是犯了彌天大罪，所以要來這（出家）啊，問你（這些），有些

是要遮的，有些是要難的，（這樣）問你。

先問你，問過你之後就「配屬」了，配屬即是那個羯磨，應該怎樣怎樣的做法，

（就）叫你怎樣怎樣做的。「驚駭」者，就是將那些戒，每條戒你應該怎樣嚴格遵

守，講給你聽，好像令到你震驚那樣，為甚麼要這樣啊？讓你的戒體清淨，你的戒體

強烈，就令法相生，令到你得上等戒，就是戒體強。那怎樣叫做「初、中、後句」

呢，三羯磨啊，三次宣布，複述三次宣布的東西，三羯磨，這樣這種的句。三羯磨。

「軌則、配屬、驚駭、初、中、後句。」再「族姓想、立宗、言說、成辦、受用、尋

求、守護、羞恥、憐愍、堪忍、怖畏、揀擇句。」這樣的句，自己看了，這些不懂就

罷了，是吧？看過了就可以了，對吧？「又有父母妻子等，」

學生：「講一下吧。」講甚麼啊？怎麼夠時間講啊！這麼多！

學生：「講一下『族姓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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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姓想」，不就有了嗎？你看一下第三百二十六頁，「族姓想者，受戒的人是

不是婆羅門姓或剎帝利姓？」是甚麼種（姓）？是吧？又告訴他是這樣：「你們現在

出家了，你們守戒律呢，你就叫做釋種了，就叫做釋族了。如果你不守戒律，你就不

是釋種了。」那個羯磨師就告訴大家知道，「你們大家要知道這樣，要守戒！」明白

了嗎？那麼這種就叫做「族姓想」。叫他，呼（喚）起，令他起到自尊心，明白嗎？

我是守戒律的！我是釋種來的！這樣，這叫做甚麼啊？「族姓想」，其餘自己看了，

好嗎？夠鐘啦。讀一讀它，是吧！「立宗、言說、成辦、受用、尋求、守護、羞恥、

憐愍、堪忍、怖畏、」你們看得懂了，這些。

「揀擇句。又有父母妻子等，一切所攝資具，應當廣說。及生老等，乃至所求不

得、愁歎、少年、無病、長壽、愛會、怨離，所欲隨應、若不隨應，往來、顧視、若

屈若伸、行住坐臥、警悟、語默、解睡、解勞句。又有飲噉、咀味、串習、」這個不

要讀「串（音：寸）習」啊，（讀）習慣的「慣」字（音）。

「串習、不串習、放逸、不放逸、廣略、增減、尋伺、煩惱、隨煩惱、戲論、離

戲論、力劣、所成、能成、流轉、定異、相應、勢速、次第、時、方、數、和合、不

和合、相似、不相似句。又有雜糅、共有、現見、不現見、隱顯句。又有能作、所

作、法律、世事、資產、真妄、利益、非利益、骨體、疑慮、驚怪句。又有怯弱、無

畏、顯了、不顯了、殺害、繫縛、禁閉、割截、驅擯句。又有罵詈、忿怒、捶打、迫

脅、訶責、燒爛、燥暑、摧伏、渾濁、聖教隨逐比度句。」這麼多句！

那麼第一、第二卷完了，《瑜伽師地論》一百卷，你就叫做讀了兩卷，是吧！那

兩卷呢，除了下面的一點點不需要必定懂的名詞之外呢，你都會解釋了，那些不懂的

是閒事啊！你懂也不記得啊！你懂也不記得了，解釋過都不記得的，我解釋過給你

聽，我都不記得啊！哈哈 不記得就是正常啊！科判那處，下面不就是有個頁數的⋯⋯

嗎？是嗎？頁數裏面第八十頁那處，第一冊的，第八十頁那處，第八十頁有甚麼啊？

「戊一、證明意相」，正式說明意地的相狀。那麼這個「戊一」是怎樣來的呢？你看

一下旁邊不就是有「丁二」嗎，「丁二」就「對問廣釋」，一問一答，是吧？「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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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是怎麼來的呢？「丁二」與「丁一」合起來就是「丙二」，「丙二」就是「意

地」，就講到「意地」，意地者，意地就是講三個識的，一個第六意識，一個第七末

那識，一個第八阿賴耶識，三個識合起來就叫做意地。他講「意地」的時候裏面就分

兩段的，一段就是「結前問後」，一段呢，就是「對問廣釋」，對所問的詳細解釋，

對問廣釋。「對問廣釋」裏面又分兩大段，幾乎分兩冊差不多啊！

第一段呢，「正明意相」，正式說明「意地」的相貌。然後呢，第二段就是第二

冊了，即是八十頁以後就到第二冊了。第二冊呢，看一下這個目錄，「戊二」了，是

吧？目錄裏面的第一頁，「戊二」，「戊二、總標相攝」，講完了「意地」的相貌之

後呢，就說明它內部的互相關係，「相攝」啊，互相雙攝的關係。這樣現在我們就是

講「戊二」了，「戊二」就分兩段，一段就是「己一」，就是「長行」，「長行」記

不記得啊？你記不記得啊？甚麼叫做「長行」啊？散文。噢，你聰明啊！現在聰明多

了。「長行」即是散文，是吧？然後呢，「己二」就是「頌結」，很後的了，用一首

頌來結束這個上文。現在我們講「己一、長行」，「長行」裏面分三段，第一段就

「三處所攝」，就是說上文所講的這麼多東西呢，不外是那三種，讓那三種全概括

了，「三處所攝」。

然後呢，「庚一」了，是吧？「三處所攝」，然後直至到很後很後啊，就找「庚

二」，看看能不能找到這冊裏面，在不在這一冊，看一看，二十七頁，是吧？不是

啊！「庚二」啊？噢，二十七頁，二十七頁！沒錯！上文講「三處相攝」啊，所有講

「意地」這麼多東西呢，攝歸三種。現在就講甚麼？「六善巧」啊，攝歸六種東西，

六種善巧。甚麼叫做善巧呢？慢慢再講，攝為六種。然後「庚三」呢，就「九事所

攝」，將它攝為九種，這樣就講完「意地」了。那麼現在就先講「庚一、三處所

攝」。「三處所攝」呢，我們看回第一頁了，內文第一頁，看看「庚一」那處，「三

處所攝」。「三處所攝」裏面又分兩段，「辛一」、「辛二」。

「辛一」就（是）「別辨相」，別者，將它每種東西各別各別的說明；辨是說

明，說明它的相貌、相狀。然後到「辛二」呢，「重說義」，重新再講一講。這樣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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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讀「辛一、別辨相」，「別辨相」裏面又分兩段，第一段就「略攝」，簡略的

講，即是「壬一、略攝」，「壬二、廣釋」，廣是（指）詳細，詳細的解釋。現在

呢，先「略攝」，「壬一、略攝」。「壬一、略攝」，怎樣略攝呢？你看一下。「復

次，即前所說自性乃至業等五事，當知皆由三處所攝，謂由色聚故，心心所品故，及

無為故；除餘假有法。」那麼這幾句怎麼解釋呢？「復次」，即又，又。「即前所說

自性乃至業等五事，」即是（指）就，就前面所說這個「意地」講的五種東西，「意

地」哪五種東西呢？「五識身相應地」呢，就分五種來說的，「意地」也是一樣，哪

五種啊？

第一種「自性」，那種東西的自性，自性即用白話說是甚麼啊？本質，本質。第

二講「所依」，所依的根，這個識，識就一定有所依的根啊。第三「所緣」，緣就是

認識，認識的境。第四「助伴」，助手，每一個識都有些心所做它的助手的，助伴

的。第五就是「作業」，它的活動，它的活動。每一個識都有這五種東西，對吧？由

「自性」一直至到「作業」等這五件事。你看佛經呢，看到「某某等」的呢，這個

「等」字的用法有兩種用法的，一種就叫做向內等，一種就叫做向外等。怎樣叫做向

內等呢？例如你說：「香港的佛堂有法雨精舍等數百間。」你這麼說。那麼，這個

「等」是怎樣啊？「法雨精舍等」呢，這個「等」字向外面「等」了全部的香港所有

佛堂了，這樣就是向外等。向內等又是怎樣呢？例如你說，譬如你說：「唐宋的四大

文學家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等四人。」

這樣，聽不聽得明白啊？這樣「等」法呢，即是用一個「等」字來切齊了，是這

麼多個了，這種叫做向內等。聽得懂嗎？那麼這處呢，就是向內等，向內等，總共不

出五件事而已，是嗎？向內等，聽得懂嗎？向內等。看中國書呢，不只看佛經啊，看

其他書你都留意，一用到這個「等」字，有時就向外等，「等」到無限那麼多都可以

的。要是向內等呢，就是切齊它了，是吧？就是這麼多個了，這個是向內等了。

「事」，即事體，上文所說的這麼多這麼多，整冊書這麼多，是嗎？不過是甚麼啊？

將它簡略地收攝回來，收回來簡簡略略的這麼說就不出是甚麼啊？五件事，是吧？即

是五種事體，不出五類事體而已。五種也嫌多啊！這五種東西呢，「當知皆由三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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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那五種東西的內容呢，再將它縮窄一些呢，即是另外一種分法，就分為三類而

已，「三處」。

「攝」，即是收，收進去三處。哪「三處」啊？「謂」，謂即是甚麼啊？就是，

就是。就是甚麼啊？「色聚故，」第一種，聚者，那類；色就是物質現象，是物質現

象那一類。第一類。第二類是甚麼啊？「心心所品故，」「品」就解（作）類啊，聚

亦是類，品亦是類。「心心所品」，心就是那八個識的心王，那八個識。心所是甚麼

啊？「觸」啊、「作意」啊、「受」啊、「想」啊、「思」啊，記不記得啊？記得

嗎？不記得嗎？不記得呢，你就又看下去呢，你就很麻煩的！

心，哪些心王？哪些心所？一定要記得啊！不記得了，你看下去呢，你自己看

啊，永遠不懂的，你一懂了之後呢，你以後看就勢如破竹那樣好，就是這種基本知識

來的，你不看（明白）它呢，你以後看佛經呢，很多阻礙的。這譬如呢，這兩天有一

件事，（有）一個人都相當做功夫的了，那麼他就看印順法師的一本書，印順法師的

一本書呢，就引用這本《瑜伽師地論》來解（釋）的，他引用這本《瑜伽師地論》來

解（釋），他引這句，「盡無生智」這句。這句「盡無生智」，「盡無生智」，他印

順法師呢，就忘記標點一點，忘記了一點，忘記了哪點呢？忘記了「盡」字旁邊（標

點），「盡、無生智」這樣，差（別）很遠的！差一點就很緊要了！（意思差別）很

厲害的啊！差一點，他因為沒有這一點，他說：「盡無生智，一切都盡了，無生了，

有這種智。」這樣大致上沒甚麼錯啊，是嗎？那麼我就看見他看這本書，他如果是真

真正正的認真的看呢，他應該加上一點「、」進去啊！加上一巴子點而已，我見到他

沒有加（標點），所以我多口問一問：「那麼怎樣盡無生智啊？」他答：「這樣一切

都盡了，入涅槃了啊！那不就是盡了啦！就是盡無生智了，對不對呢？」

我說：「對就是對，但是這句不是這樣解釋。」有時候對也未必是這樣解釋的。

為甚麼？你的意思是對的，沒錯，但是解釋呢，就文字上不是這樣解釋的，我們還不

能甚麼文字都不要啊！「為甚麼不對呢？」我說：「你對的，但是文字就不對，你講

書就不行了，你講書呢，你就會撞板（有麻煩）！」「那你怎麼說啊？」我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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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法師就漏了一（個標）點。」

他是『盡、無生智』啊！這句應該是盡智及無生智，是這麼解釋的，中國文法就

是這樣的，你們那些讀番書出身的確是有時搞不清楚，英文就不能這樣啊！盡智及無

生智，肯定要這樣的啊！白話文呢，就要盡智和無生智，要這樣的，但文言文是這麼

簡略的！「盡智及無生智」，為甚麼「盡智及無生智」呢？因為一個人啊，你成了羅

漢，成為阿羅漢的時候，你就可以入涅槃的了，是嗎？這樣當你入涅槃的時候一定要

用智慧才能，你入涅槃的時候啊，知道我現在入涅槃了，你都要有這種智慧啊！那時

候，阿羅漢的這種智慧是有兩種的，即是阿羅漢將要入涅槃時的那種智慧有兩種智

慧，一種叫做盡智，一種叫做無生智，有這兩種智。哪怎樣叫做盡智呢？你讀一下經

啊，「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吧？這幾句話就是講這兩種

智的，知道「我生已盡」啦，我今世完的了，這樣「我生已盡」了。

「梵行已立」了，我一切應修的清淨行已經修到了。「所作已辦」了，我應該怎

樣度 生，我應該怎樣做法，我應該怎樣做法呢，我已經做成功了。是吧？這樣最後衆

怎樣啊？「不受後有」了，自（己）知道後面那世沒有了，不生了，不再生了，來世

不再生了。上面不就是盡智嗎？對吧？知道「我生已盡」了，後面甚麼啊？知道「不

受後有」了，是吧？這就是「無生智」了。這樣，這個（人說：）「羅生，你真是聰

明啊！為甚麼你又知道啊？」我說：「我不是很聰明，我很蠢的，你聰明過我。」

「是不是啊？你有沒有講錯啊？」

我說：「我沒講錯！我發誓都敢，你聰明過我！我很蠢的，但我肯沉潛，肯翻一

翻（書），有時間去翻那些書，你就聰明，就沒時間學我，因為我年紀大啊，翻了幾

十年（書），你就未讀，你都不夠我的一半時間，所以你就未曾，就是你煲蓮藕都未

曾腍（軟），我已經煲腍了，是吧？是這麼解釋而已！」

我說：「你還未夠功夫，如果這些讓淨達（法師解釋）呢，她就懂了。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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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為淨達（法師）肯看一下小乘（佛教的經）書，又會講一下《俱舍論》，你一

看《俱舍論》就懂了，這兩種智。你就沒有這樣的功夫了，你一味的常常看那些大乘

經，你今日又《金剛經》，明日又《法華經》，那日又《大乘起信論》，這樣搞得你

就不知了。」

這樣的講法，那麼結論呢，我說：「你這樣啊，你不要嫌那些名相（麻）煩，第

一，你要拿本《百法明門論》、《大乘五蘊論》讀一下，知道每個名詞怎樣解釋；第

二，你最好找本《俱舍論》讀一下，花一年半載的功夫讀一下《俱舍論》，這樣你就

懂的了。」我說：「我不是聰明過你，我蠢過你，不過我就讀過，你就沒讀過，就這

樣解釋而已。」

這樣如此之類的，遇到這樣，有些這樣的情形啊。所以你們不要恃聰明啊！不到

你用聰明的，這類東西。「由心心所品故」，來到這處，你要留意了，你就知道那些

古人用字的精啊！「由色聚故」，色就是物質現象，物質現象可以一堆一堆的，是

嗎？聚啊，聚即是英文的「h-e-a-p」，「heap」，一堆一堆的。「心心所」是無形

啊，物質現象有形就可以說一堆堆的，是吧？心與心所，你怎麼將它們來堆啊？你堆

一下你的心，是吧？它只是甚麼啊？品，品就是品類。

你看看古人用的那些字啊，很精！我們一下呢，如果我們處在今天很匆忙的時

候，我們一讀就溜了，一下就過去了。如果不過去呢，就好像莫名奇妙那樣，忽然間

就「聚」，忽然間就「品」，怎麼樣解呢？因為它無形的，所以就用「品」，那些有

形的，所以就用「聚」字。這樣就兩類了，是吧？物質現象就一類了，對吧？心心所

品呢，就即是精神現象，一類。第三類是甚麼啊？「無為故」，無為是甚麼？本體

啊，本體，是吧？無造作的，這個不就是真如本體嗎？真如本體呢，這個「為」字怎

樣解釋啊？「為」字呢，記住啊！你不要用道家那個老子的那個「有為無為」來解釋

啊！道家的所謂「有為無為」呢，即是甚麼啊？順其自然不加造作這樣就叫做無為。

是嗎？但佛家「無為」兩個字呢，就是甚麼？這個「為」字就是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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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東西，就是如果這樣東西不是由 緣和合造作出來的，不是由 緣和合造作衆 衆

出來的東西，這種東西就叫做無為法。那麼無為法一方面則不由 緣和合造作出來，衆

我們還要留意它本身亦不造作的，它本身沒有活動的，它只是做資料，做這個宇宙萬

有的資料而已，沒有活動的。那麼這一點就很難明了，是嗎？中國人的思想呢，就沒

甚麼這樣的講法。中國人的思想，道家講「無為」呢，它要怎麼解釋啊？「無為而無

不為」的，是嗎？一方面是無為，一方面是甚麼都做，對吧？一方面甚麼都不做，一

方面甚麼都做，無為而無不為，就是這樣。佛家就沒甚麼用這樣的講法，其實呢，真

如本體啊，應該都是甚麼啊？無為而無不為的。為甚麼無為啊？無為者，不由 緣和衆

合造出來的就叫做無為。

怎樣叫做無不為啊？甚麼現象都以它為本質而顯現的，就是無不為了，對吧？那

麼這個無為呢，這樣講到這處呢，順便我又講一講題外的話。昨日，我因為自己不會

駕車，又是禮拜日，很難找車，這就找個人載我，在九龍駛到這邊。這樣，這個人就

在車上問我一回事，他說啊，問我怎樣的見解呢？他說：「真如就熏無明，無明又熏

真如。」他說他聽見人講：「我們的生命裏面就有兩種東西，一種就叫做真如，一種

就叫做無明，無明是煩惱中最厲害的啊，是無知啊！真如就最清淨的！將來你成佛證

得法身呢，不外是證得這個真如啊！」

他說如果呢，有人跟他說：「本來我們的真如與佛一樣的，但可惜讓無明常常熏

它，就等於這塊白紙，常常給那些黑煙熏得它黑溜溜了，熏！真如就給無明熏！如果

繼續讓它熏下去呢，我們就輪迴三界，不能夠出離了；但如果我們知道了，有智慧，

我們知道如果讓無明一直熏真如，就不得了，這就要怎麼樣啊？現在知道，就要真如

熏無明了。將這個真如熏在無明處，令到無明呢，即是受兩種影響：一、給它淨化

了，淨化了；二、消滅，這樣呢，就成佛了。」

他說：「這樣，你這樣的講法挺好啊！」我說：「你啊，這樣的講法，我知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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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裏來的，就根本不通。」他說：「為甚麼呢？」我問他：「真如是有為法還是無為

法？」我問你一種東西，你說真如是有為法還是無為法啊？有為法？還是無為法？無

為法就無造作的，對吧？不由造作造它出來的。凡不由造作造出來的東西呢，它本身

亦不會造作的，是吧？真如不會造作！它熏是不是造作啊？我說，熏它不就是造作

嗎？熏是一種動作來啊！那麼你又說它是無為法？又熏？就是說我的親媽沒有兒子

的！一樣啊！是吧！是吧？這種完全是矛盾啊！這已經不通啦！無明又可以熏這個真

如嗎？不是！真如可以熏這個無明嗎？

還有，無為法就無形無相的，你怎麼樣熏啊？那塊白紙你可以熏黑它啊，你熏這

虛空能熏黑嗎？那是無形無相的，你怎麼熏黑它啊？兩俱不通！他說：「很多都這麼

講啊！」我說：「世界上很多不通的人啊！通的人到底少過不通的人啊！是吧？你在

太平山看下來，人有多種啊！對吧！」這樣我說：「你有甚麼意見？」他說：「這樣

啊，我不是懂很多，我沒甚麼意見，不過呢，我有一個師兄弟，就是近來看了很多這

些書。」我說我知道他看哪本書，都知！是吧？這樣近來呢，還有一種（問題，他

說：）「拜水懺或者拜甚麼懺，結界了之後入壇，或者有機會入壇捻一下香，以後

呢，過往做的下惡道的業會沒有了，這樣你信不信啊？」我說：「我不信。」

又不通啊！作了業，那些業種子還在，就是那種無表色在你的這個生命裏面，你

捻支香這樣就會沒有了嗎？是嗎？那有這麼樣的，你要講得通啊！是嗎？我說你想一

下，如果這樣，個個都快點去捻支香啦！對吧？我說我不信的這樣東西，在邏輯上，

至緊要合邏輯啊！是吧？這樣呢，這就一種了，昨天發生三種事，剛才那種講過了，

是吧？第二種就是這種了。

還有一種，有個人，昨天搞得我很累啊！昨天，我講完課呢，他就找我飲咖啡，

我又不好意思不去，他提出來問我，他說：「我看經，看《阿含經》，又看很多論，

又看過《俱舍論》，」他看很多書啊！此人。他說：「解來解去我都解不到『法隨法

行』。」「法隨法行」，（這個「行」字）讀（粵音）「恆」又可以，讀（粵音）

「幸」也可以。他說：「我查辭典也不明（白），查丁福保的那本《佛學大辭典》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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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查星雲法師編的那本《佛光大辭典》又不明，都不明（白）！怎樣法隨法行

呢？都不明！看那些註解又不註。」真的不註啊！但那些註的人呢，以為你應該懂

了，這樣。或者呢，看註就有兩種：一種就是太高了，那個做註的人，他自己很高

級，他以為你看註的人都是差不多，所以他就不註；是吧？這樣他就不註。

第二種呢，就叫做甚麼啊？中國人所謂的避重就輕，重的避開，輕的就 那些⋯⋯

呢，很吃緊（重要）的，很難解的就避開了，一下子就過去，那些講故事，譬如講

《心經》，緊要的那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說）幾句就跳過去了，講到

《玄奘法師傳記》，講一年那麼久，這種叫做避重就輕啊！是嗎？「避重」，就是那

些難解的就避開它。「就輕」，輕就講到五花八門啊！有些就是避重就輕，有些就認

為你的程度很好，就所以不註了，這樣。這樣你看一下，你回去看一下「法隨法

行」，真的是連查辭典也不會解釋給你知的。那麼，你懂日文就會查得清楚一點，因

為日本人對這種清楚一些的，對這些啊。這樣英國人（翻）譯呢，譯「法隨法行」

呢，是譯得很好啊！

這樣譯「法隨法行」呢，我的英文就不太使得的，但我知道他譯這句就這樣解

釋，Dharma，法啊，Dharma and，不是，不是 and，with its secrets，這樣

譯，Edward Conze這樣譯的，這樣很清楚了，「法」，這個指甚麼？佛所講的教

法，佛經裏面的那種道理就叫做法。法呢，還不止法，還加上它由這個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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