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一個來龍去脈再做一個報告。佛教輪迴學說跟其他學說一樣，它是受印度傳統

文化影響，所以在輪迴這種說法，不是佛教始創的，是印度婆羅門教一早已經有的，

(這)是第一項。第二項，就是婆羅門教的輪迴有一個基本的特色，就是有一個實我存

在的，即是靈魂是會輪迴的，由這個世界輪迴到另一個世界，由一生輪迴到來生。由

靈魂不變的，它是常一，不變的生命主宰，這個生命主宰是輪迴的主體。那佛教講輪

迴與傳統印度不相同的地方，無生命主宰、無靈魂的，這點是一個特點。所以我們在

第二節的時候，上星期就用四聖諦和十二因緣解釋，在印度……佛教所講的輪迴是沒

有靈魂的，但是無靈魂有一個困難，因為如果有靈魂去輪迴，今世靈魂就會住在我身

體上，今世死了，身體敗壞，於是靈魂就轉去另一個世界，或者生天、或者下地獄、

或者變人，那麼(傳統印度)的輪迴是很簡單。

佛教主張無靈魂就引起很大困難，無靈魂，誰人去輪迴，是嗎?誰人造業?誰人去

感果?引起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你說無了主體，即是無了靈魂主體。過去

時，你做了很多善惡的行為，為何來生能夠牽引未來的生命和變現一個新的世界？那

些功能散了。你講五蘊，我們的生命就是五蘊，色受想行識，但色受想行識剎那生

滅，就是每個剎那一生一滅、一生一滅那樣。做了善的行為，做了惡的行為，都過去

了，為何會有力量在未來的時間裏面會牽引新的生命？有一個這樣的困難，這個困難

在印度傳統(思想)一樣有，是嗎?

有靈魂都有這樣的困難。靈魂即是我過去時造業，未來感果，是異時因果。但在

印度講輪迴，即是在印度傳統講輪迴，仍然是很樸素。即是說思想不是深思熟慮建構

一個理論，只是說信仰是相信而已，只有一個「信」字，不能夠百分百理解的，他們

(印度傳統)都有這個問題。不過，因為在早期的時候，人的思想單純，不會深入探

討、思維一個這樣的問題的真假，所以就沒有說而已。到佛教的時候，佛教講智慧，

佛教的信不是迷信、不是盲目信仰，要通過你的智慧，智慧那關過不到，是嗎?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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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做了善惡行為，未來感果，那麼為何?甚麼力量過去做了善惡行為，那個功能

仍然保存下去，保存到百年之後才感果?這樣就有困難了。

這個困難，我們上一次就在第三節裏面就開始講了，開始解決這個困難，這個就

是部派佛教，所以上一次我們開始講到部派佛教。即是這一節，第三節，部派佛教的

業感緣起。部派即是小乘，就有很多派別，有上座部、有那個大眾部。上座部的有說

一切有部、有經量部、有犢子部，很多部、很多名、很多派別。每一種派別就要尋求

一種方法，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誰人 (是)輪迴的主體，是誰人?第二個，甚

麼功能使到過去所造的業，(在)未來可以感果的功能，功能如何不散失呢?應該散失

的，為何不散失？第二個問題。

第三問題，要保障自己所作的業，自己受回果報即是自作自受，是嗎？不會自作

他受、又不會自作共受、又不會共作自受、又不會共作共受。是否我們上次講的緣起

幾個問題、分析它。一定要自作自受，如果不是自作自受，講來輪迴無意義。即是說

你做好事，我可以得到你的果報，這樣是不合理的。你做得好事多，你應該得福報，

是嗎？你做得壞事多，你會得到非福報。這樣才合理。為何會自作自受呢？為何不會

自作他受？這三個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到，佛教的輪迴理論成立不了，所以小乘人第

一嘗試解答這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暫時不解答，即是暫時(不解答)輪迴主體，

在說一切有部，這個部派無解答到。第二個問題它嘗試解答了，就是過去做的善惡行

為的力量保存下去，直到將來可以感果，(對)這個問題，說一切有部就建立一個叫做

無表色。無表色即是說我在今世做了善行，這麼於是做了善行的時候，口業與語業，

身業和語業，身語意三業，身業和語業，即是身口意三業，身與口是物質性的，是

嗎？譬如我打人的時候，是物質活動來的，是我的拳頭打你是物質來的。說話是物質

的，我說話的時候，是我唇、口、聲帶的活動來的，是嗎？還要用氣入肺的活動，所

以做這個表業，你罵人是表業、你殺人是表業，你幫人都是表業來的。

讚美別人是表業，說法是表業，這些表業完了的時候，就變成了無表色的物質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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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那些無表色就繼續存在我們的心裏面，存在五蘊裏面，所以你在過去所做的業的

功能沒有散失，一直保存下去，保存到今生死亡了，那種無表色的作用就起活動，就

招引福報與非福報、樂(及)非樂果，這就是我們上一次所講的無表色的介紹。無表色

的道理是否完備？不是，大乘不承認有無表色，小乘人都不承認的，小乘人的派別

「你爭我奪」的，「你說是這樣，我說不是這樣」，小乘人都不是每一種派別都承認

有無表色。但是小乘最大的派別就是說一切有部，就是他們認為有無表色。因為小乘

最強烈、最大的派系就叫做有部，叫薩婆多部，影響很大。

那就這個無表色最難理解的就是我們的業，雖然是物質活動，為何散失了之後，

真的變成物質呢？因為無表色是色來的，是不能夠見的，是無質礙的物質。為何？譬

如我說話是物質活動，但是說話的物質活動是振動聲音，聲音散到全世界，是嗎?你

說一句說話，你句說話本身是應該可以振動整個三千大千世界，為何？因為我說話的

時候，這一界的空氣會振動，空氣只是小小振動，但是振動會影響其他物質。好似你

在溫哥華的海邊，The White Inland或 English Bay，拋一個毫子(硬幣)落去，就拋

一個 coin落去太平洋的海裏，你以為無活動，其實影響太平洋的海裏。太平洋的一

個浪是影響全世界的，全世界是影響地球，地球影響其他星球的，是嗎?

即是說推而廣之，一即一切，一種活動是影響一切，這些時候你講的說話的時

候，你的物質活動，全世界都是存在的。為何只在我的生命裏面變無表色呢？中間有

很大的問題，而且業，造業的時候，那些物質活動重要?還要是思維活動重要?……亦

都很有問題。譬如那些物質活動，譬如拿刀殺人，刀無罪的，殺人的人有運用腦子控

制那把刀較重要，重要的是控制刀的思維不是物質，是心靈活動來的，為何不講無表

的心，而講無表的色，是嗎?所以是有問題的。這個更是很大的問題，這就是為何後

來的人不要這個無表色。

今日開始就將無表色的一種方法，就解決第二個問題。過去所造的善惡業，將來

可以酬引果報，因為由表業完結了之後，是轉化成為無表色，他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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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作功能不散失的解決。但是解決的時候不是百分之百圓滿解決，即是後來那

些佛教理論家、思想家更要推翻它的。今日講第二種講法，第二種講法就是經量部的

種子說。經量部原來是說一切有部分裂出來的，佛教派別很有趣的，不是完全是由釋

迦牟尼涅槃之後，就創立了那個說一切有部、就創立了經量部，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讀過佛教史就知道，釋迦牟尼涅槃之後，大眾部和上座部兩個部派，我們

(先)不用理會大眾部，上座部的經量部是後起的，是先有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下

面再分幾種部派，一種部派叫經量部，一種部派叫犢子部等等，很多部派，即是中間

(有)二十部那麼多，這處就不能將二十部全部向大家介紹。如果你有興趣的，(可)看

佛教史，所以我經常說你研究佛教理論，不能不讀佛教史，你不讀佛教史的時候，它

的時代關係，你「朦查查」(不清不楚)，哪些是早、哪些是後，你都不清楚。現在我

只可以說給你聽，經量部思想是後過說一切有部，(它)是再後些，是由說一切有部分

裂出來的，分裂派系。

好似基督教，基督教在二千年前的時候，根本沒有分為三個大派。沒有說這個羅

馬天主教會、哪個就基督教、哪個就東正教，不會這樣分的，後來才這樣分的。那麼

譬如基督教裏面，又再分好多其他派，馬丁路德的時候，無浸信會的。浸信會是後過

馬丁路德的，又無其他的不同的教會。其他不同的教會，路德會這個是後起的，就不

是馬丁路德創立的，更加不是耶穌創的。那麼一樣，經量部不是釋迦的時候、時代的

思想，是後來的思想，是部派分裂之後，小乘的一個派系。這個派系就提出一個叫做

種子說，種子說是解決什麼問題?種子說是希望解決剛才第二個問題，即是說過去所

作的善惡行為，時間過去了，行為完了，為何那些功能繼續存在呢?要解決這個問

題。這些功能將來酬引未來生命的力量，那就要解決，它說有種力量保存下去，叫做

種子，所謂緣由。這個緣由就是立這個種子學說的時候，由於這一個派系不滿意無表

色的講法。

所以再建立種子。種子不是說一粒粒的穀種、豆種那樣，是指功能，梵文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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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jaī ，b- -j-aī ，b jaī 是一種 energy，是力來的，力量來的。那麼 b jaī 這種力量可以

變現物質的，又變現精神的力量，我現在講功能都是的。功能可以變現精神活動的，

變現物質活動都是功能的，都是 energy、各種功能。於是它的內容是這樣，第一個

主張，業即是行為，業即是做善的行為、惡的行為、無善無惡的行為。這些行為裏

面，它的本質就是思來的，思不是想東西，思就是意志的解釋，業的精神就是意志。

業，譬如我幫助別人，為何要幫助？因為你的意志推動你去幫人，為何你要去謀

害人？是意志推動你去謀害人。謀害人本身不重要，意志推動人謀害重要。譬如你害

人，你可以說刀害人又可以，你可以說一枝鎗害人又可以，你用說話去謀害人都可

以。但是這個是工具來的，工具沒有意義的，工具沒有善惡意義的，即是刀，你說刀

的活動究竟是善還是惡呢？它無善無惡的，是嗎？但是拿刀的人有善有惡，是嗎?很

多刀是切菜、煮食、煮齋給大家吃的時候，是善的，是嗎?供養大家，供養大菩薩，

是善的。但用刀去謀財害命，同是一把刀，同一把刀動來動去，都是物質活動，物質

活動是無道德價值的。道德價值是你決定，你的意志 will去決定的，決定我怎樣使用

這把刀。使用這把刀是由你的意志決定，這個思就是意志來的。

思是意志，思就是行蘊來的，我們的五蘊裏面，色受想行識，色是物質的，想就

是取像的活動，行就是這個行蘊，就是思，決定，決定我做善的行為，做不善的行

為，或者不善不惡的行為，那種意志決定的時候重要，人的行為價值不在那個行為…

…就是通過這個行為，在於推動行為的意志力量。這一派就認為這種意志力量是最重

要，這些意志力量就可以變做功能了，變做種子了。所以身業和語業，本身不是真實

的，即是不是有真實的道德意義，即是揮刀本身，刀的揮動是無意義的。是揮動刀的

人，為何去揮動這把刀?揮動這把刀做甚麼？是嗎？是那個思，那個決定的力量是有

意義。所以並無實在的身業和口業，身業和語業，語業讀口業，一樣的名稱，因為口

說話。所以身業與口業本身是無道德意義的，它自己本來是無道德意義，是推動你去

做身業的意志，才有道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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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意義是善惡，推動你這個人運用肌肉去說話，「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

之)」，跟它相應的。「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跟它相違的。那個語言是

你推動意志是重要，是道德，有善惡價值，說話是無道德價值，你說話，我說風景…

…或者我叫你早晨，和鸚鵡叫早晨，一樣這樣發出聲音，鸚鵡不理解叫你早晨的背後

意義。我們理解，是嗎？所以意志是重要的，即是說鸚鵡叫早晨的時候，它是無記，

即是無善惡，牠沒有想著對人的一種敬意的意思，但我們叫人早晨是有敬意的意義在

裏面，這是思業決定的，它是有道德意義。

這樣，同樣發一樣的語言，你可能有福報，我可能無福報說不定，動機不同，所

以同樣一個行為，譬如你去殺了一個人是有罪的，阿乙殺人可能無罪，為何?如果你

為了貪圖別人的錢財而害人的命，那你就有罪；但我是執法人員，我判了這個人死

刑，法律要求我去做劊子手，去殺那個人，我是無罪的。我不是想殺的，是他犯了

法，他殺死很多人，他將航機二百多人(因)爆炸而死了，捉到那個人的時候，判斷、

審判，知道他真的去害人，害死幾百條生命，在法律上，這個人就被判死刑了。我執

行死刑，我哪有罪呢？所以，同一個身業，可能有些人做這個身業是有罪，所謂有罪

是得不好的報應，有些人是無報應的，甚至是好的報應。怎樣是好的報應?譬如在航

機，你發現有一個人想打破機器、造成撞機意外弄死全部乘客，你將他殺死了，反而

有福報。這種是大乘精神，反而有福報，所以在你殺的時候，我願意下地獄都殺他

的，為了一二百人的生命，我情願自己犧牲，而將他殺死的，這樣也有福報的。那麼

殺人這個行為，可能不是善、不是惡，是無記。

即是那位執法者，可能是善的行為，好似為了某些人，我情願犯罪，我都要做

(殺人業)，為了其他人得福，我情願落地獄都要做(殺人業)。從長遠來講，你就有

福。可能你一身蟻(麻煩)，被人控告你謀殺等等，但是當水落石出的時候，你會無罪

的，甚至有好的表揚。所以又可能有惡報，因為你為了一些目的，貪人錢財或其他原

因報仇，一些原因殺人，所以無實在的身業與語業的，在這點上，佛家比較特別的。

這個小乘都可以思維到這點。這個思想離釋迦(涅槃)有四、五百年，相隔了很久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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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這樣。思有幾類？既有有思，是否完全沒有身、口、意業呢?如果是否無身口業

呢？只有意業呢？它又不是的，它又將思業分作兩大類，一種叫思惟思，一種叫作事

思。

即是說思是去做一種行為，去做行為，這個行為本身，這個行為意志的本身有兩

大類，一種思維，思惟又是這樣寫，是原本這樣寫的，是佛經裏面這樣寫，現在我們

用的寫法是繞絲邊，繞絲，絲字頭那個，即是你們都知道甚麼是繞絲邊。但是在佛經

裏面那個維字是這樣的，惟心去思想事情，思維，腦裏追的聲音。我們未做那個行

為，事前去審慮和決定的意業來的。譬如我未去幫人，我想想我應不應該幫人呢?這

樣已經是在造業了。這種就叫思惟思。去思想，都要意志。如果有時候想都不想，費

事想我幫不幫你，根本不思考，我根本不會幫你的，我根本想都不想。但是有些人就

會先想了，要不要幫？先想一想是事前的審慮。審慮過之後，就決定了，現在真的幫

了，真的幫的時候未幫，都是決定去做，未必做的，可能客觀環境不許可你去幫呢？

所以這種活動本身是一種業來的，不過這種業是思，這種是思，思惟決定，決定你做

思惟的事。

第二種叫做作事思。作是做，譬如好似由你的意識去發動，現在用身體行為去出

現，或者是言語表現出來。所以言語和身體行為，這個業，這個善惡的行為，是由後

面的意識活動。這個意識活動才叫做思業，才有果報。如果是無意識活動的行為，反

而無果報。譬如我行路時，我會殺死很多東西都不自知的，是嗎?你行路殺死東西，

那這個也是行為來的，你殺了一隻螞蟻，你都不會知道的。譬如我剛才停車，走過來

這裏的時候，我踩死很多地上的生物都不知道的，當你不知道而踩死生物時候，你有

沒有果報？答案就是無果報。因為我無經過甚麼？審慮、無經過決定，又無推動我身

體去踩死螞蟻。或者螞蟻自己撞到我腳下而死呢?即是你駕車時，有一隻小鳥無端撞

到你的車前，撞死了，警察也不會控告你的，是嗎？不會控告你的，因為我都無意志

去做這個行為，是牠撞過來而被車撞死，我不可以擋著牠的。如果我煞車，後面的車

子撞到我，反而後面的人受傷都說不定，這個時候你一樣是不會受果報。所以有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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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審慮決定，而推動你身體所做的行為，它才可以真真正正叫做業。這樣的界定

很清楚，比以前進步了。因為以前講身業與語業，這些行為完了後，就變了無表色。

它直接不用無表色，因為無表色是無用，是嗎？因為你將來得福報與非福報，是由思

業去決定，由有意識的行為而決定的，不是由身體的活動和語言的活動而決定。

這個是進步很多的，而且合乎儒家思想，是嗎？合符甚麼叫倫理關係，甚麼叫道

德價值。道德價值是透過思維，清清醒醒的行為才是的，才是善的行為，或者是惡的

行為。這樣身業與語業既然都是無實體，根本不會招引果報。果報是意業推動的時候

才有，意業，是思的一種活動去決定。這樣無實在的身業和語業，怎會有實的表色、

表業，沒有實的表業，哪有無表色？所以無表色是無的。它的論證是這樣論證的，所

以無表色，說動一下手，將來這個表業變成無表色，是不通的。你會發現佛教的理

論，在演變過程中，當釋迦提出業的概念的時候，有問題了。於是，有部建立一種思

想叫做無表色來解決。但是後來指出無表色不正確，就建立另一種方法，將業解釋做

思，思就變了種子，(種子)才有作用，不變種子無作用，所以第三點，甚麼叫做思

業?

思業就是起活動了，起活動是心靈活動，是腦裏面的活動，這個是心理活動、精

神活動來的，這些活動就熏成種子，變成一種力量。種子就是無形無相，力量……種

子不是一粒粒，力量好似電池放出去的力量，好似鐘擺，鐘擺由高變做低時，它是潛

藏一些力量，叫 potential energy，過了終點，potential energy就轉化做 kinetic

energy，就向上擺，可以離開中間，可以向上擺的。這個時候，無形無相的力量，

是嗎？力量是無形無相，這種種子是無形無相。你做了行為之後，就保存了它、儲存

了這些力量。力量，一期生命完結了之後，這些種子的力量，我們叫做業種子。即是

說由思心所所做的，即是由意志活動那些心靈活動的力量，叫做業種子。業種子叫做

業種，簡單叫做業種。這種功能，是將來酬引來生生命。既然是無形無相，這樣的時

候，所以過去所做業，變成功能，功能留在我們的心靈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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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完了，但心靈仍未死。當我心靈將在上一生和變到下一生的過程當中，那種

力量起活動，招引來生新的生命，解決了生命問題，異時因果。因為它不是物質，它

是精神活動。我們的精神就是保存，我們過去所做的行為，都記得過去所做的事情，

這裏不是記不記得，表示我們記得過去的事情，因為心靈的活動可以相續下去的。二

十年前，有人幫過你，你得人恩惠千年記，一千年的恩惠在心靈活動中，功能仍保存

下去的，它不會散失的。有些人會散失，因為大心肝，昨天幫過我們，明天都不記得

了都有的，這是另外一件事。講了心靈可以通三世，心的活動是過去、現在、未來都

通的，我們想未來的事都可以的。即是你未造太空船的時候，都未出現太空船，我心

靈上超越的，在未來的太空船是這樣、這樣去火星的，當我未真的有實在物質去火星

之前，我心靈上已經通去火星的情況，已經想到。

人的心靈是這樣厲害的，過去、現在、未來都可以的相通的，所以你過去的心靈

活動造業是思決定、意志決定的，意志的力量可以繼續在你的心靈上保存下去，保存

到今生完結，就牽引來生的生命，這點通的，就解決了無表色所引致的問題了。再

問，功能種子是否只是造業才有？不造業是否沒有?又不是的，它只是利用種子解釋

業。種子功能的概念是有很多種種子，這一派又說有一種心種。心種能夠生起我們五

蘊當中的受、想、行、識四蘊的功能。

我們的業種就是其中一種的心靈活動的功能，業種就是行蘊、活動，即是說受、

想、行、識四種精神活動，受就是覺得快樂、痛苦；想就是見到事物的時候，可以將

影像攝取下來的力量；行蘊就是這種業了，思了，就是我決定去做善的行為、去決定

做惡的行為，和決定做不善不惡的行為的那種決定。決定就是這種行蘊，行蘊即是思

的活動。識就是認識，眼耳鼻舌身識認知的活動，這些活動，為何能夠產生活動？因

為有眼識活動的功能，才有眼識，是嗎？如果你無眼識活動的功能，你怎能夠見到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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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見到事物的時候，因為你有力量、有能力去見，是嗎？為何我覺得快樂和痛

苦，為何桌子無快樂和痛苦，我打這張桌子，它不痛？我打自己的身體會痛呢?因為

我的功能去感受到、接觸到快樂痛苦，這桌子就無。所以你有感覺痛苦快樂的時候，

因為你有這些功能，所以種子有功能，下面行、識都一樣，有這樣的功能就出現這樣

的現象，無功能就無現象。石頭無聽的功能，沒有耳識功能，所以你向石頭說法，它

不知道你說甚麼，是嗎?因為它無功能，所以後期唯識家就說如果你這個人，沒有大

乘思想的人的功能，你跟他講大乘法，他不懂的，如聾如啞的，你跟他說都是多餘

的。

要他有一些功能，即是座上，我一講，有些人早已懂得，有些人……座上就不

會，如果他完全沒有讀佛學的時候，來這處坐，聽我今日講話，保證他一定不懂，因

為他根本沒有這些功能，無功能、講概念的時候，他怎會知道我講甚麼？那個人完全

無接觸到佛學的時候，他說來聽我演講，我叫他不要來的。根本他未有功能，他來聽

是浪費時間的，他一定不懂的。所以有些功能是變現我的影像，無功能就無影像活動

出現，所以就有心種的精神活動功能。另外一些功能就不是，(是)物質活動，物質活

動是色種，色字不是顏色的意思，是物質，物質活動的功能是變起五蘊當中的色蘊。

色是物質功能。這一派就是這樣說。這一派就解決了剛才所說的大問題，就是作業與

感果的關係，就用功能去貫穿它，功能叫種子。但是還有第一個問題無解決，第一個

問題還記得是甚麼嗎?是主宰或者所依，你做善的行為，你依甚麼做善?誰人做善？將

來你感果，是誰人感果？是嗎?

(似乎)無解決到。還有第二個問題，所以這一派又想到一種解決方法，那就是第

三部份。經量部立一個勝義補特伽羅，補特伽羅這個名詞，即是藍色這個，寫下，這

個我無用梵文的翻譯，pudgala，就叫做數取趣。正式的翻譯叫做數取趣。甚麼(是)

數取趣?即是一個人的生命主體，今生就是……趣就是一個……全世界，不是，整個

生命，有漏生命有六種存在的形態。一種是人的存在形態，叫做人趣；第二個，天的

存在形態，叫做天趣；阿修羅存在的形態，叫做阿修羅趣；地獄存在的形態，叫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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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趣；餓鬼存在的形態，叫做餓鬼趣；畜生存在的形態，叫做畜生趣。俗語叫六道。

每一道叫一趣，趣即往也，趣即是趣向的意思。我趣向天的境界，那就是天趣；趣向

人的境界，叫人趣。

我們的生命主體，因為向上溯源是無始的，向後數，除非你成佛、做阿羅漢、做

辟支佛，否則就無終。無始、無終的時間是多久，不知道，在不知道的時間裏面，無

限時間裏面，他們就來往六趣，無限那麼多次。無限那麼多次來往六趣，取趣，取向

那六趣。數字讀索，即是往往的意思，數即是數次那麼多，無數那麼多，無數那麼多

來往六趣。換句話說，最簡單是你無數那麼多次的輪迴，輪迴的人就叫做數取趣。第

一，六趣的名字，即是我們叫做六道輪迴，取就是去輪迴，數是輔詞來的，是屢次去

輪迴，即是屢次去輪迴的那個人，叫做數取趣。數字是輔詞，數字我們(日常用)是名

詞，一般是數目的數，但是這裏是用做輔詞。……有甚麼根據?

譬如學習那樣，「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現在離題了，現在解釋數字，朱熹

怎樣解釋，朱熹集注，《四書集注》。他說：「習者，鳥數飛也。」鳥兒屢次來來往

往那樣學習飛行，就叫做習。習字就是習字頭，作一個白，羽是羽毛，是象形字。羽

字是象形字，好似羽毛，下面的白，白是聲音。形聲兼會意字。小鳥學飛時，初初不

懂飛，要將羽翼屢次拍動時才飛。由一個樹枝飛到另一個樹枝，鳥兒父母就教牠飛，

飛來飛去就叫習。即是鳥數飛也，數字同一樣，不讀數字，數即是屢次的意思。屢次

來來往往，數。我們的生命屢次在六趣來來往往，叫六趣輪迴。即是輪迴主體，換句

說話講，數取趣就是輪迴主體。輪迴主體是我們現在用的術語，在古代的術語是很文

雅，文雅到不懂解，數取趣。建立一種叫數取趣，叫做補特伽羅，是音譯。為何要音

譯那麼麻煩?因為屢次輪迴主體，中國無這個術語，是嗎?

中國人無這個術語，玄奘法師就譯它的時候，就譯作音譯，補特伽羅。好似菩提

薩埵那樣，即是大菩薩。在中國無這個大菩薩的概念，只有直接翻譯，按照音譯，那

就要音譯。音譯叫數取趣，不是，對不起，數取趣是意譯來的，補特伽羅才是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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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解釋的時候就用意譯去解釋，用意思去解釋。但是勝義是甚麼？那麼下面我再逐

個講解。勝義是殊勝的，是聖人所得的殊勝境界叫勝義。就不是普通人所認知，是聖

者才可以認知的境界。這個境界叫勝義。為何要建立這樣的索取趣，勝義索取趣的緣

由，要解決感果和作業是誰人的問題。它說感果與作業是一個叫做補特伽羅做的。

另外解決種子藏在哪裏？剛才說種子藏在心裏，心是誰人的心？心是輪迴主體的

心，這個很重要，連第三個問題都解決了。因為如果你不見到輪迴主體的心的時候，

如果一死了的時候，那個心就會散，那個五蘊，色、受、想、行、識要散了。散的時

候，與阿甲、阿乙的混淆了，精神活動混亂了，混淆了的時候，怎樣能夠自作自受？

是嗎?死的時候，你的五蘊散失的，一散失的時候，同一剎那死的時候，不止你一

個，很多人的，無限眾生，同一剎那。所以有些人說，阿樂早幾日都講，用八字占算

都不準確，因為同一個剎那同八字的人很多。同一個剎那，所有的命運都一樣，怎樣

正確?阿樂早幾日在電台講，對不對，我不負責，我是轉載阿樂的講法。

即是說同一個時間，五蘊散的時候，是有很多眾生的。很多眾生的話，一散就會

混淆了，功能都會散，感果的時候，他們是感同一個果？抑或不同的一個果?同一果

怎樣是與善惡有關？是不同果才會有，感同一個果是無意義的。所以仍然保存不到我

們的要求，就是自作自受的要求，保存不了。那你說心靈是限於某一個眾生的數取趣

的，這樣就可以了。甲眾生有甲的數取趣，他的心靈屬於他的。乙眾生有乙的數取

趣，屬於乙的。這樣是不散失。所以它建立數取趣純粹是解決兩個問題的，即是剛才

那個問題，想解決兩個問題。好了，再看看數取趣的觀念是否它自己創出來呢?又不

是的，世界上有很多因循的，即是過去創一些東西，不完美。於是後者就將它更加完

美化，那(數取趣)就是了。

原來在它之前呢？有一個……小乘的部派叫犢子部。犢子部建立一個非即蘊、非

離蘊的補特伽羅。補特伽羅簡單叫做靈魂，因為這個不是佛經的名詞來的，是我的名

詞。如果是錯了，我不負責，我講錯了，我造惡業；但我講對，那我造善業。現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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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我的講法對不對。學者就創了一個叫靈魂，靈魂的時候，一般靈魂就是，一是五

蘊即是靈魂，五蘊即是真我；一是五蘊之外是真我，是嗎?一是蘊，即是蘊，你的靈

魂即是蘊，一是離蘊，即是說不是你的五蘊的。兩種可能性而已。

如果說是即蘊，在阿含經已經破了，一開始我們已經講的時候，講了怎樣破靈

魂。離蘊，阿含經又破了。如果靈魂即是五蘊和靈魂不是五蘊，根本破了，你說靈魂

即是五蘊不能成立了，你說靈魂不是五蘊又被人破了。這一個部派很狡猾，它說我們

的靈魂，它都承認有一個靈魂，就不是即蘊來的，不是五蘊來的，又不是離開五蘊的

靈魂，都破不了我，滑脫脫，好似鰻魚那樣，好似捉鰻魚那樣，捉頭就會溜走了，捉

尾就會溜走了。無謂將鰻魚捉得很緊的，是嗎？一休捉鰻魚，都很難捉的，滑脫脫

的。那它就用滑脫脫的手法，它說我有一個靈魂，不是即是五蘊，又不是離開五蘊而

有的，這就是我所講的靈魂了。就不會是犯駁，又不會違教，不會違反釋迦教法，釋

迦無講靈魂，我都無講靈魂，即是無我。這個我特別的，我不是五蘊來的，又不是離

開五蘊有一個我，是很特別的我。建立了我有好處的，前世、後世的關連就由「我」

做所依了。造業就依這個非即蘊、非離蘊的補特伽羅造的，你受果報的時候，都是這

個非即蘊、非離蘊的補特伽羅的靈魂受果報的。這樣就不會違……。

我說非花，一個非 A，是嗎?世界上的事物不是 A，就是非 A，不是非 A就是

A，是嗎？世界上的事物，它一是 A，一是非 A。非 A加 A就是整個世界存在，在邏

輯思想上，世界上無一件事，它不是花，又不是非花。譬如這枝筆，它是非花，你自

己本身，各位坐在這裏是非花，是嗎？外面那麼多樹是非花，樹所出有顏色的東西、

有香氣散發出來的那個是花，是嗎?如果我說如果花、或者非花、或者是花的時候，

是攝一切東西的，是嗎?任由你講，將兩個概念相反、相違的概念，它是攝一切的。

白與非白都攝一切法。宇宙，你說宇宙甚麼？我說 A加非A就是宇宙了。X加非 X都

是。即是任何兩件事物，白與非白、黑與非黑、人與非人、豬與非豬，狗與非狗，

(是)整個宇宙。既然即蘊與離蘊攝一切法，一是五蘊、一是非五蘊，你說那件東西又

不是五蘊，又不是非五蘊，那件東西是甚麼？根本不可以說出來，是的，它說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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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說出來。這就是我所講的靈魂，靈魂一是五蘊，一是不是五蘊，一是非即蘊、

非離蘊，這個就是違反邏輯。

你說超邏輯的，你是超邏輯就不要跟人說，你說出來的言語就一定用邏輯講的。

因為邏輯是用概念的，即是如果你有概念就落入邏輯了。除非你不用概念，無概念說

不到話的。是嗎？無概念怎樣說話呢？一落概念的時候就要有邏輯，現在你說非即

蘊、非離蘊，就落概念。落概念的時候就要遵守邏輯規律，就是兩個矛盾的詞，就是

統攝一切。本身它是 exclusive and exhaustive的，用邏輯的定律，它是互相的兩個

概念，互相排斥，exclusive，但是它是 exhaustive，是包括所有一切的。兩個相反

的概念包括一切東西，還有你修飾的補特伽羅，非即蘊、非離蘊，問題是不通的。那

麼不通的時候，好了，既然現在不通的時候，經量部就建立一樣超越它的，你不通就

是你凡夫俗子不懂而已，是聖人可以在定中能夠理解那個補特伽羅。

這處多加兩個字下去，叫做勝義補特伽羅，勝義是聖人，不過殊勝境界所認識的

數取趣、靈魂。所以它就將非即蘊、非離蘊那個補特伽羅的靈魂改名，改它做勝義的

境界，邏輯不是勝義，邏輯是做人也懂的。怎樣謂之講一、二、三、四的時候，知道

一與非一是不同的事物，所以它已經知道，你是俗人所講的思維，我講的勝義補特伽

羅是超越凡夫的，是聖人所理解的，所以加勝義的補特伽羅。於是我們將補特伽羅譯

作現代的語言。這個是一個實我來的，這個實我是具有很多性質。

第一個是一，一即是說它不可以分作兩個，即是說不能夠將靈魂分作兩邊，變作

兩個靈魂是不可以的。靈魂是一，不可以變作二，不可以將它分割的。第二是常，常

即是不會變化的，過去的靈魂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未來都是這樣。如果變了就無意

義，變了，過去了你造的善業，但是將來感果變了第二個人、第二個靈魂的時候，我

何須去造善業？我縱情去做我喜歡的事，因為我做的行為是一個靈魂，受果的時候是

另一個靈魂，當我做行為的時候，我不理會未來的靈魂，我不需要理會第二個生命

的，我只需要理會自己就夠了。所以，它說不是的，靈魂是一，你做的時候是那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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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受果報又要同一個靈魂，這樣才合理，所以是常、不變化。

另一個是靈魂想主宰你自己，我喜歡做善又可以，不喜歡做善都可以，靈魂才有

意義。如果靈魂不可以自己做主宰，是魔鬼主宰我，靈魂變得無意義，因為靈魂被人

指使，變成工具。工具就不能夠思了、無意志了，即是靈魂一定要有意志，意志是主

宰，我喜歡幫人，我喜歡不幫人就不幫人，我有權力 Say Yes或者 Say No，是嗎？

為何要 Say Yes？我有意志。我有投票的，我有一票的，我可以 Say No又可以，Say

Yes又可以。這樣是主宰，你不可以決定 Say Yes or No，你就無主宰。靈魂一定不

能夠 Say Yes or No。這樣，還有人有主宰的時候，我能夠造業，我 Say Yes，能夠

做 Yes的業，我 Say No的時候，做No的業和做善惡業。造業的時候，靈魂還要感

覺到快樂、痛苦，感覺到苦、樂等等的感受。如果無了就無意義，如果我們無快樂的

感覺，就好似石頭那一樣，就無果報的。果報之所以重要，由於使生命有苦和生命有

樂才有意義。如果果報是等於無快樂、無痛苦，果報，我們不會珍惜的，你之所以珍

惜是害怕有痛苦。你做很多善行為，希望將來得樂，是嗎?所以你修行得常樂我淨，

樂字很重要，所以靈魂本身是能受，感受苦樂，這樣叫做勝義補特伽羅。

另外，這個實我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夠理解的，是聖者所理解的，所以加一個勝義

補特伽羅。你發現很複雜，概念很複雜。為何那麼複雜？因為裏頭那個輪迴學說本身

很複雜？所以用很複雜概念去詮釋它這樣解釋。好了，再詳細少少講，怎樣建立勝義

補特伽羅？而對業，即對輪迴學說有作用呢？下面的內容，勝義補特伽羅，由於勝義

的緣故，不是一般人理解。它是很細微的，是不可以施設的，不可以用語言概念說出

去，叫施設。施設即是建立，建立即是用語言概念假立一件事，它叫做施設。即是說

它微細，不能夠用語言概念講的，那即是它不需要解釋了。有些人很精明，他們想的

理論不會詳細解釋的，一般人就是靈魂便是靈魂。

我不詳細解釋的，很多宗教講靈魂都不解釋的。譬如道教所講那個真神，真神不

是神，真神就是靈魂來的，是嗎?神就是代表靈魂、神識的解釋。你見到神字，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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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很多解釋的，神字有時講靈魂、有神的，精神的神，所以神識就是元神。元

神出竅的元神，就是靈魂。所以道教講的元神，它不描述元神是怎樣的。不描述的。

其他宗教的人都不解釋甚麼叫靈魂。你跟他討論時，要問一下他，人有無靈魂？他說

有，請你解釋靈魂是怎樣的。因為佛教很重視理性的，所以將它分析到有常、一、又

有一個主宰，又受苦樂，他問其他學派，你認為有靈魂，靈魂是怎樣的？你描述。

一般都承認有這樣的特性。所以很重視每一個概念裏面的內涵、即性質，內涵是

邏輯的概念即是 intention，概念本身的性質，搞清楚了它。所以它就很詳細講，靈

魂是這樣的，神我是這樣的，這一個是不能夠講的。它說不能講的，所以叫勝義補特

伽羅。因為太微細，所以我們不知道。但是它是生死根本的主體，為何能夠生死輪

迴?它是主體。這個是一個主宰來的，輪迴是有一個勝義補特伽羅去輪迴。它又說五

蘊，為何要建立呢？怎樣建立不是五蘊的勝義補特伽羅?由於五蘊假體，佛經所講那

個輪迴，是五蘊假體。

釋迦牟尼講過無靈魂的，無我，你輪迴之後，眼……即是色受想行識五蘊組成這

個人的生命，這個生命是去輪迴，這個生命是假的，不是真的，假我來的，五蘊所組

成假我。為何假我不能夠真正輪迴呢？這個假我是有間斷，有間斷，今生有這個五

蘊，今生完了的時候，五蘊就散失。因為人死的時候，他的物質身體慢慢腐爛，那具

死屍無感受的。是嗎？它不會有取像想蘊的，又無受蘊的。那具死屍不會造作，不會

有行蘊。死屍不會有六識輔導的，無識蘊的，那麼便會散了。

所以有間斷，間斷直至他來生再有一個生命體，再建立新的五蘊，新的五蘊怎樣

建立？我們講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識在母胎裏面，慢慢變成名色，名色變

成六入，名色六入才有新的五蘊，到出生，有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

有，慢慢再變了五蘊。所以是有間斷的，有間斷的五蘊假體就不能夠去輪迴了。是

嗎?不能輪迴。一定要一個不會間斷的主體去輪迴。五蘊有間斷，就不是生命的根

源。生命的根源、生死的根源，就是勝義補特伽羅，無間斷的，所以建立了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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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處理下面批評，上面第四點，經量部這個業論，它的得失，即是哪些可以有

好、有貢獻的、哪些有問題，所以佛教就透過思維慢慢完善的一個宗教思想。它不是

佛教所有經論所講的都對的，有些理論是不對，那都是經論來的，經量部所講的經

論，《大毗婆娑論》記載，《大毗婆娑論》都是論來的，論不一定完備，這處我們發

現它有得有失。第一，它建立補特伽羅，是有得的。得是甚麼?剛才我講了，可以解

決了……建立這個補特伽羅可以解決了造業感果的主體的困難。你造業就是補特伽羅

去造業，受果報就是補特伽羅去受果報，輪迴就是補特伽羅去輪迴，便無了第一個問

題。誰人去輪迴？誰人造業？誰人受果報？都是補特伽羅。

那有困難，困難是違反佛陀的無我論。執著，執著靈魂，佛陀在《阿含經》裏

面，一早破無我，甚麼叫佛教?佛教有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

靜」。我們不要理會涅槃寂靜，你說諸法無我，無我即是無靈魂，如果是這樣，佛教

一定要講無靈魂。你本身表面就講無靈魂，無用「我」，但是你用補特伽羅，即是靈

魂了，是嗎？你用過第二個名詞，那個意義跟靈魂無分別，那就違反佛法的基本教

義，是第一項。第二建立種子學說是很好的，可以解決造業感果的功能問題。過去造

業，變做種子的功能，攝藏在我們的心裏面。將來待我今生完了的時候，這些種子在

我的心裏再起，招引來生果報，便解決了這個問題，就無了第二個問題。但是你說熏

習種子藏在心裏，藏在心裏又有問題。為何？因為佛教所講的眾生，有些是一段時間

無心靈活動的。

我講過一些情況，就是當你見了道，你入滅盡定的時候是色界，色界的時候，心

靈活動是停止的。停止的時候，你的種子藏在哪裏？是嗎？因為佛教所講的生命有三

大類，一類欲界眾生，接著甚麼？色界眾生、一類無色界眾生。欲界即是我們，有情

欲的、有物質的；色界是甚麼?無情欲，但是有甚麼？有物質活動；第三種就是無物

質的、無情欲的，只有甚麼？精神活動。現在色界眾生裏面有兩種界很有趣。兩種眾

生，一種是滅盡定，就是不懂思維，即是心靈活動停了的。第二就無想定的眾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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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無想天，無想天又怎樣？他無心靈活動。無心靈活動的時候，你的種子功能是藏在

哪個地方呢？即是在無想定，滅盡定，心種是不存在的，不能藏，這便搞不來。它建

立一種叫做色心互持這種理論，這個理論我不會先說的。下面才詳細講，它就用這種

理論解釋。這個理論就不是很通。

我們下面才處理，於是它就不圓滿了，即是說種子學說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

不得圓滿。還有一些學說，剛才所講的建立勝義補特伽羅和種子活動學說，一起建立

就解決了第三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是)自作自受問題，就解決了，剛才說了解決。怎

樣是自作自受？受是甚麼？要靠種子功能，作業的時候與受的時候，中間的那種力量

是種子來的。但是受的所依和作的所依是補特伽羅，加起來就解決第三個問題。兩個

概念，單是補特伽羅的概念就解決了造業和甚麼?受果報的輪迴主體問題。單種子就

解決第二個問題，是甚麼功能使到你能夠過去造業，未來感果，合起來兩個功能就解

決第三個問題，你自己造業，你自己感果，那可以是一個貢獻。但是亦都有困難，你

利用兩種學說去解決第三種問題，兩種學說就有兩種失。

第一種失就是補特伽羅違反了釋迦牟尼所講無我論，種子學說是解決不到生在那

個色界當中的無想天和滅盡定那時候，你的心靈怎樣去攝持種子，即是困難了。除非

這兩個問題都解決，這樣，這個經量部的理論就圓滿了。結果是不能夠解決。結果由

唯識宗去解決，唯識宗將剛才的全部問題解決。下面聽下去，你就知道。即是我下一

個禮拜會……下禮拜我們(的課)會停一次，原因就是盂蘭節。盂蘭節因為由早到晚，

到四點鐘，要再下一個禮拜，才可以完成這個講座。

講到這裏的時候，我們仍然要講多些少，因為下一個禮拜講不完。即是下一次可

能是最後一次，還講不完。大乘的時候，於是就建立另一種學說，叫做業論。大乘講

業論的時候，這個唯識宗的講法，業論的論師和著作，我就簡略那樣講講，唯識宗的

建立，就有一個彌勒論師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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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彌勒是甚麼的人呢？我們懷疑的。就有人說彌勒就是天上那個，兜率天那

個，將來第二個成佛的人就是彌勒了。即是這個世界第一個成佛的就叫做釋迦牟尼，

第二個跟著釋迦牟尼落來這個世界成佛就是彌勒。那他現在在哪裏呢？他現在在兜率

天，叫做一生補處的菩薩。即是今生完了，他就成佛，叫做一生補處。那個彌勒。但

又有人說不是，在印度有很多修禪定修得很好的、思想又很進步的一些論師，又叫做

彌勒。那麼就有兩派講法，任你相信了。你相信天上那位又可以，你相信他是世界

上、這個地球上的人又可以，叫彌勒。那他的著作，哪些講到業？有本很著名的著

作?叫做《瑜伽師地論》，這部是很大的著作來的。另外他的學生就請彌勒講，叫無

著，就是這個無著。無著著一本書叫《攝大乘論》，就講到業了。

但真正把大乘的業論講得很透徹、很清楚和針對業這個主題、輪迴主題來講，就

是這個世親菩薩，是無著的弟弟來的。是同爸爸，不同媽媽的(兄弟)，(世親)是異母

弟，是這樣的世親菩薩。由他造一本書叫《大乘成業論》，這本是很重要的著作，是

解釋輪迴的。譬如有人問你佛教哪本書講輪迴，你就說這本(大乘成業論)書正式講輪

迴。(書)不是很厚的，千多字，很短的，但是這本書很重要，有些人講輪迴，都不知

道哪些資料講，這本書就很清楚了。這本書是大乘的，他講的時候，大乘建立輪迴的

時候，他先交代過去釋迦牟尼的講法和剛才那些部派講法，即是剛才駁斥別人，駁斥

業論，即是說一切有部講那個無表色，那他又講無表色的，又講到種子的，又講到剛

才所講的勝義補特伽羅。這樣他都有講到這些問題，因為一連串問題演變，到了這本

書的時候，業論的困難就差不多解決了。

好了，我們說說這個理論，唯識講的時候，如何繼承呢？世親造《大乘成業

論》，他是接受了經量部的種子思想，即是經量部所講的種子理論，他完全接受了那

樣的，而且將業加以發揚光大。跟著就是經量部和犢子部，經量部有建立一個勝義補

特伽羅，犢子部建立了非即蘊、非離蘊的補特伽羅，和其他部派講的一昧蘊、根邊

蘊，這些都是靈魂的意思、靈魂的概念。他就將這些改良，因為完全沒有一個生命主

體是不可以的。都要講有一個生命主體的，生命主體怎樣將那個非即蘊、非離蘊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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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到合乎佛講呢？(將)勝義補特伽羅所講的道理，講到它(變)無我的。那就需要

一些大智慧的人做，那他(世親)就能夠了。於是就建立一個阿賴耶識和末那識去解

釋，那所以輪迴的講法，講到圓滿、無問題，一定要到阿賴耶識建立和末那識建立才

可以的。另外接受經量部所說的業，即是思，是無實的身業和語業的，這個講法，他

是接受的，加以發揮。現在先稍為講一講這個業即是思，這個接受程度，差不多全部

都接受的。

所以唯識家大乘思想與小乘不是兩套獨立思想，大乘唯識宗是小乘思想裏面作改

良而演進，而成為大乘思想的。固然受了《雜阿含經》的影響。這個世親講的業即是

思的講法，第一項，要破真實的身業和實的那個……即是身的表業、口的表業和無表

色，要破這些，看看他怎樣破了。他破得很有趣，第一樣，破實的身表業，第一項我

們知道事物有實體實用的時候，叫做實有。那個事物有體無用、有用無體的時候，或

者體用全無，那樣東西是虛假的。第一我們要清楚，譬如哪個是實、哪個是不實。這

個杯是實的，杯有杯的體，杯可以載水，便是實。實有很多種，給人那種實，這個俗

諦的實、世俗諦的實。但在世俗諦來講，那件東西連體都無的、連用都無的，就不是

實的。

好似我們說孫悟空，不是實有，是嗎?因為孫悟空的體是無的，孫悟空的耳朵，

明明收藏著金剛棒，出來打倒很多個(妖怪)，一個孫悟空變做甚麼?三十六個孫悟空

的，一條金剛棒變了甚麼?三十六條金剛棒。那麼用呢？見不到，無的，於是孫悟空

是假的。這件東西都無體無用，還說它是真？所以甚麼叫真？甚麼叫假?在俗諦講，

第一俗諦講，它一定是有體有用才是俗諦。有體無用、或者有用無體，或者體用俱

無，一定假。先前的我們一定要掌握到概念，先掌握概念，即是討論哪些是真、哪些

是假。再進入去講了，你所謂的真表業，不外三個情況，甚麼是身業?身業是見得到

的，起碼你拿刀殺人都是身業，這種行為是見得到的。

所謂表業，表即是表示，即是認知來的，是嗎?這樣叫做表業。它有幾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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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一是身形的形式，是肢體說其身表業，即是身體揮動手、揮動刀，即是這把

刀和這個身體就叫做身表業。或者不是，你說活動才是身表業，就不是把刀和身體行

動叫做身表業，是那把刀與身體活動、郁動，所以叫做身的行為、行動，是身表業。

那你又說不是，我又不相信身體本身是身表業，又說身體本身的活動不是身表業，我

說身體有種力量去做主宰的，主宰著我們身體產生活動的，這種存在是身表業。是這

三種可能的，是嗎？你說身業，是身體本身、是郁動本身，即是一個人控制了你的身

體，使到你郁動的，是三種情況，你可不可以提出第四種情況叫做身表業呢?有沒有

呢？在座想想，如果無就接受他的講法。

如果有身表業，一是就是身體，一是身體的活動，一是一些力量、靈魂去支撐

著、控制著、支撐著你去做行為，那種主宰，是嗎？三種情況而已。好了，既然有三

種情況，我破吧！怎樣破呢？如果你說身體的形式，那把刀本身和你的手，身體就是

身表業，那就有問題了。怎樣有問題呢？因為你的身體和那把刀是極微種子的聚合而

已。那些極微明顯是長形的，那就變成長形那樣分佈你的身體，是扁的就扁的分佈。

一枝鎗就是鎗形的分佈、你是身高的就高的分佈，你是矮子就是矮的分佈、肥就是肥

的分佈，是嗎?那麼無實的身體，實的只有極微。是無身體的。

所以就是身體如分佈螞蟻，一行螞蟻那樣郁動，一隻隻螞蟻就有，一行螞蟻或一

隊螞蟻是無的，一隊是假的，是嗎？一隊軍隊是假的，每個兵士是真。每個兵士有體

有用，那隊軍隊是由兵士聚集的形式出現。你說你的身是業的時候，即是說極微才是

業，原子都是業，元素都是業，那麼元素所有眾生是一樣的。所有的元素是甚麼?地

水火風，阿甲眾生又是地水火風，阿乙眾生都是地水火風一樣。那麼身體就是業的時

候，所有眾生都是一樣，無善惡，是嗎?假的，你的身體假的，假的時候，是無實在

的身業，好似無實的一行螞蟻一樣。螞蟻就有了，不過一行(螞蟻)就沒有。螞蟻行就

無了，軍隊的隊就無了，隊就是假的，軍隊每個士兵就是真的。就無實在的身業，因

為離開那些極微的元素是無身體的，所以無實的身表業。

21



身表業，你以為你的身體就是身表業，你的身體就不實在，於是你的身表業就不

實在。身表業不實在的時候，怎樣能夠熏成無表色。身體的無表色怎樣存在?無身體

的無表色，如果身體就是身表業的話，身體是身表業，身體本身不實在的，極微才實

在。所以無實在身表業，無實在身表業，所以無實在的身表色。……無實在身表色，

無東西能夠在將來死了的時候，招引來生果報，是嗎？好了，你說不是身體、不是物

質，如果是活動，你可以調轉講，這樣又不可以。

如果是身體的活動，才是身表業，活動本身是才生即滅，動一動就不再動了。不

再動的時候，它是依這個身體的行動所構成的身表業是不存在的，因為動一動是假

的。活動是假的，有真的時候，看電視會動，我們的電影會動，電影所動的東西，是

一格一格的事物。譬如我將這枝筆這樣動，即是說這個空間有一枝筆，第二個剎那、

第二個空間的這枝筆，第三個剎那，這個空間有一枝筆、第四剎那，下面空間有一枝

筆，那麼你把這些都連在一起，是你幻想有動。

活動本身是假體來的，是身體的空間轉變，空間、時間轉變而已。是無實在活

動。實在的活動都沒有，哪有實在的身表業，無實的身表業，怎樣有實的無表色？很

嚴格的。又說不是，現在的身體是假的，你說靈魂才是真正的業，那又有何問題呢？

好了，勝義補特伽羅是一個超越的主宰，但是這個超越的主宰，你認識不認識它？勝

義補特伽羅我不認識的。因為勝義的，是不能用語言概念去了解，不能夠表示給人知

道的。勝義補特伽羅的靈魂是不能夠表示的，那它本身都不能夠表示，它怎能夠做表

業呢？表業是見得到的，可以表示讓別人知道的。勝義補特伽羅的靈魂是不能夠表示

讓人知道。不能夠表示讓人知道的體。一定是不能做到表示出來的身業。是嗎？它都

不能表示讓人知道，怎能夠做表示出來的業呢？它就不能夠做了，不能夠做的時候，

所以它都不能夠變做無表色，身業的無表色。

分得很厲害的，先將身業列出三種可能，一是身體本身是身業，那麼又不通了。

一是活動本身是身業，又不通了。即是有一個靈魂控制身體去做表業，又不通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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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真真正正存在、實在的身業，無身業哪有身的無表色呢？無了。語業一樣的，

你怎樣建立語業？一是唇的郁動，唇的本身、舌的本身、口腔本身、牙齒本身，是

嗎?一是就是牙齒活動的本身，一是有種力量控制我們的肌肉牙齒等等，做這個語業

的，那麼一樣破。如果物質性的，牙齒的甚麼等等、是極微來的，是原子來的，所有

眾生不一樣的，怎會有實在的語業呢?你說活動本身，活動本身才生即滅，它沒有實

在活動的。假的，活動本身怎會變做真真實實、實實在在的語業，你說靈魂控制說

話，靈魂見不到的，是無表的。無表的時候，怎樣變到有表業出來呢？於是又不通

了，於是實的身業是無的、實的語業是無的，只有有的甚麼？

就只有意業，我們的思維。那麼我們就先破了兩個，返去回應大乘講業好似這個

經量部一樣，就只有我們的意志，思維它才是業，它才有道德性的行為，有善惡行

為。如果不是意志，身體和說話無道德性的行為。這樣，時間都差不多，過了幾分

鐘，不過大家仍然有問題，可以發出。如果無的話，今日講到這裏，如果有(問題)，

下次問我都可以。好，多謝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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