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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如下： 

（佛弟子 → 聲生論師） 

宗：聲是無常。 

因：所作性故。 

喻： （同法）：若是所作，見彼無常，譬如瓶等。 

（異法）：若彼是常，見非所作，如虛空等。 

 

  

 

同法喻：說因宗所隨。(χ)‧M(χ) → P(χ) 

異法喻：宗無因不有。(y)‧~P(y) → ~M(y)或 (χ)‧~P(χ) → ~M(χ) 

其實「同法喻」與「異法喻」是「邏輯等值」（logically equivalent）」的。 

(χ)‧M(χ) → P(χ) ≡ (χ)‧~P(χ) → ~M(χ)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syllogism）的關係 

 

 

 

 

 

 

討論：(1) 二者相同者為何？ 

(2) 二者相異者為何？ 

(a) 排列次序？ 

(b) 「宗有法（S）」能作喻否？ 

(c) 運用「歸納法」或「演繹法」？ 

(d) 推論能否具必然性？ 

(e) 全稱、偏稱問題？ 

宗：聲是無常 (χ)‧S(χ) → P(χ) 

因：所作性故  (χ)‧S(χ) → M(χ) 

喻：若是所作  (χ)‧M(χ) → P(χ) 

 見彼無常 

（譬如瓶等） 

大前提 

小前提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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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似宗：（paksa-abhasa） 

《入論》：「由與現量等相違，故名似立宗。謂現量相違、比量相違、自教相違、

世間相違、自語相違、能別不極成、所別不極成、俱不極成、相符極成。」 

(1) 現量相違： 

 《入論》：「此中現量相違者，如說『聲非所聞』。」 

宗：聲非所聞。（此共比量） 

(2) 比量相違： 

 《入論》：「比量相違者，如說『瓶等是常』。」 

宗：瓶等是常。（此共比量） 

(3) 自教相違： 

 《入論》：「自教相違者，如勝論師立『聲為常』。」 

宗：聲是常住法。（此共比量） 

(4) 世間相違： 

《入論》：「世間相違者，如說『懷兔非月，有故』。又如說言『人頂骨淨，

眾生分故，猶如螺貝』。」 

(a) 宗：懷兔（者）非月。 

 因：有故。（是有體之法，如日、星等） 

《大唐西域記》卷七：「昔者狐、兔、猿共為親友。行仁義時，天

帝欲試，為饑渴人，兔燒身供養。帝傷嘆良久曰：『吾感其心，不

泯其跡，寄之月輪，傳於後世。』故西竺咸言：月中之兔，由斯而

有。」 

(b)   宗：人頂骨淨。 

 因：眾生（一）分（之遺體）故。 

 喻：（若眾生分者，見彼是淨），猶如螺貝。 

(5) 自語相違： 

  《入論》：「自語相違者，如言『我母是其石女』。」 

 宗：我母是石女。（共比量） 

(6) 能別不極成： 

《入論》：「能別不極成（不共許）者，如佛弟子對數論師立『聲滅壞』。」

宗：聲（是）滅壞（無常之法）。 

（按：數論計執「二十三諦」唯有『變易無常』，而無『滅壞無常』，

體即自性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