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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瑜伽師地論》卷 15：「現量者，謂有三種：一、非不現見，二、非已思應思，

三、非錯亂境界。」 
 
(6) 《正理滴論》： 
 

「此中現量者，謂即離分別，且亦非錯亂。彼言『分別』者，謂能詮名言，了所

詮影像，冥合為一體；彼云『錯亂』者，謂翳眩、速旋、航行、惑亂等。今智離

分別，亦非錯亂生，因得名『現量』。」 
 

(7) 現量的差別（分類）： 
 

《正理滴論》：「如是說現量，差別亦有四：一、五根現量。二、意識現量：以五

根現量，作等無間緣，彼現量與彼『自境（之）無間境』，作此同事緣，彼意識現

量，如是始得生 (Th. Stcherbatsky’s translation : ‘Mental sensation follows (the first 
moment of every) sense-cognition (which is thus) its immediately preceding 
homogeneous cause.  (The latter) is cooperating with (the corresponding moment of ) 
the object, (i.e. with the momentary object) which immediately follows the proper 
(momentary) object (of sensation).’) 三、自證現量：謂彼一切心，及心所自證。四、

瑜伽現量：彼修觀行者，諦觀彼真義，達最勝邊際，此現量得生。」 
 

(8) 《集量論》、《正理門論》、《入論大疏》皆作四種分類；今依熊氏《大疏刪注》簡

述如下： 
 

(a) 五識身（五根）現量： 
即（眼、耳、鼻、舌、身）五識（無分別智，通過各別五根，接觸而認知、

感知色、聲、香、味、觸等剎那存在的各別自相境，所構成的現量）而言。 
 
(b) 五俱意（識）現量： 

眼識緣色、耳識緣聲、乃至身識緣觸時，皆有意識（或言後一剎那）與之俱

起，由意（識）引（領）五（識，繼）令趣境。 
 
(c) 諸自證現量： 

一切心、心所之自證分。……相分現似外境。見分緣之，俱時自證（分）亦

緣見（分），……唯是現量。（按：《集量論釋》則言：「『貪等，自證無分別』，

是說自證現量；謂貪、瞋、癡、苦、樂等心，不得（說為五）根（現量所得）

故，是自證現量。」） 
 
(d) 修定者現量： 

謂定中意識是現量（活動）。《正理門論》云：「諸修定者，離教分別（熊氏

注：在定位中，離前聞、思教相分別，於境唯是親證），皆是現量。」 
 

(e) 量果： 
《入論》云：「於二量中，即（現量智及比量）智名（彼二量）果。是（二

量智能）證（知決定彼自相、共）相故，如有作用而顯現故，亦名為『量

（pra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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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為自比量： 

（一）比量的體性與差別： 

(1) 比量的差別： 

《集量論釋》（法尊譯）：「『比二類』，（比量 anumana）分『為自比量』

及『為他比量』（二類）。」 
  

量(pramana) 

  現量 
(pratyaksa) 

   
  
  

比量 
(anumana) 

  為自比量 
(svartha-anumana)     

    為他比量 
(paratha-anumana)   

《入論》：「復次，為自開悟，當知唯有現（量）、比（量彼）二量。」 

(2) 比量的體性： 

《入論》：「言比量者，謂藉眾相（按：指因三相）而觀於（境）義。

相有三種……（下詳），由彼為因，於所比（推度的境）義，有正智生，

（如：觀『有煙』為因），了知『有火』；或（觀『所作』為因，了知）

『無常』等，是名比量。」此有二例： 

 例一：宗：彼山有火，（「有火」為「所比義」） 
  因：以有煙故。 

 例二：宗：聲是無常，（「無常」為「所比義」） 
  因：所作性故。 

《集量論釋》（法尊譯）：「由具足三相之因，觀見『所欲比度之義』。

因三相如下文廣說。其量果亦如前現量品所說，由『所取』、『能取』

二相（彼）二種了解而明量果。若爾，（現、比二量）有何差別？曰：

由『境』及『性』不同，彼二：現量之境，謂自相（svalaksana）；比

量之境，謂共相（samanya-laksana）。前品已說。『現量之自性』是『無

分別覺（智）』；『比量之自性』是『有分別覺（智）』。」 

  
 
量  

現量─以自相為境，「無分別」智為性。 
 
比量－以共相為境，「有分別」智為性。 

 

（二）為自比量的構成： 

《集量論頌》：「為自，三相因觀義，……所比、彼類有，彼無處則無。」 

《集量論釋》：「由下所說『三相之因』，觀所比義，是謂『為自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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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artha-anumana）』。……『三相因』者謂何？今文當說（『所比、彼類有，

彼無處則無』）。『所比（宗的前陳）』者，『法（宗的後陳）』所差別之『（宗

的前陳）有法』。此『有法』中，依於共相，從現（量）或比（量）見有彼

『（因）法』。（此是『因第一相』，即『所比（宗的前陳）（必須要具）有（彼

因法）』）。又『所比同類（同品）』中，亦由共相，或全、或分見有彼『（因）

法』（此是『因第二相』，即『彼類有』）。何以（說『或全（部）、或（部）

分見有彼（因）法』而）不定？（答：意）說『唯同類（同品）有（此因

法）』，不說『同類（同品）唯有（此因法）』故。更求（比量得以）決定（正

確），說『彼無處（異品）（必須）無（彼因法）』。『彼無處（異品）』者，

謂非所比（義）之餘，亦（指）非所比（義）相違（之處）。（此是『因第

三相』，即『彼無處則無』。如是）『(1)所立中（必）有（此因）』、『(2)彼類

（同品）中（定）有（此因）』、『(3)彼無處（異品中必須全）無（此因）』，

是（名）『因三相』。」 

《入論》：「因有三相，何等為三？謂『遍是宗法性』（即《集量論》所言『所

比有』）、『同品定有性』（即『彼類有』）、『異品遍無性』（即『彼無處無』）。」 

 

 
 
因三相 

 (1) 遍是宗法性（paksa dharmata）（所比有） 
 
(2) 同品定有性（sapaksa sattva）（彼類有） 
 
(3) 異品遍無性（vipaksa asattva）（彼無處無） 

依例分析： 

 宗：諸行（現象界）無常。（凡 S 為 P） 

 因：是緣生法故。（是 M 故） 

第一相：諸行是「緣生法」，此符合「遍是宗法性（所比有此因）」（凡 S
為 M）。即：(x)．S(X) → M(X) 

 

 

 

 

 

 
第二相：有「無常法」是「緣生法」，如瓶、如電等是「無常法」，亦是「緣

生法」。此符合「同品定有性（彼類有此因）」（有 P 為 M）。 
即：(x)．P(X)．M(X)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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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相：凡常法（即「無無常法」）皆非是「緣生法」，如「虛空」。此符

合「異品遍無性（彼無處則無）」（凡非 P 為非 M）。 

 

 

                                             即： (y)‧~P(y) → ~M(y) 
 

                                   或： (x)～P(x)→～M(x)  

 
 

練習：試審查下述「比量」是否符合「因三相」： 
(1) 宗：李光耀是亞洲人。 

因：是中國人故。 
(2) 宗：青蛙是魚類。 

因：能游泳故。 
(3) 宗：吳文英是北宋詞人。 

因：他的「夢窗詞‧唐多令（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寫於宋高宗南渡之

後故。 
(4) 宗：極微是無常的。 

因：以能合成具影障的粗色。 
 

 

 

 ~M  

    ~P 

  y1, y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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