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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别破他生）分二：一、破论中所说之他生；二、破世人共称之他生。 

一、（破论中所说之他生）分二：一、宣说他宗；二、破彼观点。 

一、（宣说他宗）： 

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 

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 

     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增上缘，此四缘产生了诸法，除此四缘之外再无第五缘。 

     这里的他宗主要指内道有实宗有部、经部，他们认为：他生存在，因为一切万法都

是依靠他体的因缘聚合而生之故；如果没有他生，那怎么解释一切万法的产生呢？比如青

稞的果实就是依靠与果实他体的缘而生的。 

     宣讲这一颂的时候，论师们一般都会解释六因四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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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因：能作因 1、俱有因 2、同类因 3、相应因 4、遍行因 5、异熟因 6。 

     1、能作因：即对某法的产生不作障碍的一切法，比如瓶、柱等法对苗芽的产生未作

障碍，它们就是苗芽的能作因。 

     2、俱有因：即同时产生的法互为因果、相互起帮助的作用，比如组成色法的八微尘

彼此依存、相互起作用，它们互为俱有因。 

     3、同类因：前面的法产生后面同类的法，前面的法即为后面法的同类因，比如瓶子，

它的前刹那产生后刹那，前刹那就是同类因。 

     4、相应因：心王和心所在所依平等、所缘平等、行相平等、时平等与事平等五个方

面相同，并互相起作用，故称为相应因，比如心王和受心所，它们同时生起，二者是相应

因。 

     5、遍行因：属同类因的分支，亦即三界中欲界的烦恼心，如前刹那的嗔心产生后刹

那的嗔心，前刹那的嗔心为遍行因。 

     6、异熟因：前世造业后世感果，前世的业为异熟因，比如以前世的善业感得后世的

人天果，前世的善业即是异熟因。 

     四缘：因缘 1、所缘缘 2、等无间缘 3（次第缘）、增上缘 4。 

1、因缘：即除能作因外的其余五因，比如产生苗芽的种子即为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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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等无间缘即次第缘：真实无间趣入无余涅槃的前一刹那心与心所不产生后一刹那

心与心所，故非等无间缘，此外的一切心与心所都是等无间缘，它是同类因的一

种支分。 

3、所缘缘：（缘缘）即六识所缘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境，比如看色法的时

候色法作为所缘的对境，所以叫所缘缘。 

4、增上缘：对生果能增强势力，如眼等五根对于生起自果眼等五根识能增加效力，

名增上缘。即能作因。以上根据《俱舍论》介绍了六因四缘。 

     从因缘生法的角度而言，四缘已经包括了一切能生的因。外道中有一因论者，他们

认为存在一个创造万法的因，比如遍入天、大自在天等天尊，或者常有自在的神我、自性、

微尘、时间等等。然而这些纯属臆造，无法成立。因为在名言中除了四缘之外，再也不会

有第五缘存在。 

     按《俱舍论》的观点，因和缘是相互含摄的关系，因缘相当于五种因，另外三个缘

都包括在能作因当中。在分开讲的时候，对果的本体起作用的是因，对果的差别法起作用

的是缘；在结合起来讲的时候，只要是对果起作用的法，既可以叫因也可以叫缘，所以破

缘也就是破因。 

     我们刚学完《俱舍论》，对于这部论典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有所体会。没有通达

《俱舍论》，不管学中观还是因明都比较困难。从考试的情况来看，有的道友学得很好，

有的道友可能没认真学，有的道友甚至连书都没有看，更有甚者传承是否圆满也不好说。

学《三戒论》时也有这种情况。以前的考试，无论是讲、辩、著哪一种，有些道友从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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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如果还这样，接下来的中观、因明、现观，会全部在你的视线中一一消失，那就

非常可惜！所以大家不能这样学习五部大论。 

二、（破彼观点）分四：一、破因果他生；二、破缘能立法相；三、以观有无而破；四、

破四缘各自法相。 

一、（破因果他生）分二：一、破依他缘生；二、破依他作生。 

一、（破依他缘生）： 

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 

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 

     诸法的自性不在缘中，没有自性的缘故，他性也没有。 

     有实宗认为：果法依他缘而生，所以是他生。破曰：如果缘和果像两个人之间的关

系一样，缘有缘的自性，果有果的自性，二者是他体，那么也可以成立他生；但他体并不

成立，又怎么会有他生呢？ 

     我们知道，一切果法，眼识也好苗芽也好，它的自性不可能在缘当中：每一个缘中

没有果法的自性，四缘等诸缘的和合中也没有果法的自性，就如各自分开的每个人都没有

眼睛，他们聚合到一起也没有眼睛一样。 

     如果说果法在缘中存在，那应该可以现见。比如苗芽，如果它在种子、水、土、阳

光等缘上存在，那我们应该能见到，但不论对哪个缘观察都见不到。再说，即使在种子等

缘上真的有芽，生也没有必要，否则就有无义生、无穷生的过失。因此，缘中没有果的自

性。 

     缘中既然无有果的自性，也就不可能有他性，因为自他是互相观待的。比如石女的

儿子不存在，那观待石女儿——“自”而安立的人——“他”也不可能存在。没有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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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果的自性不存在，缘的他性也无法建立，没有他性就不会有他生。真正的他性应该

是同时的。就像慈氏与近藏二人，他们的相续在同一时间存在，这才叫他体。 

     月称论师在《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中云： 

如依慈氏近密法，由是他故非一续， 

所有自相各依法，是一相续不应理。 

     但缘和果不能同时存在，缘存在的时候果还没有产生，果存在的时候缘已经消失，

它们就像柱子和石女的儿子一样不成立他体，因此他生无法成立。 

     月称论师在《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中云： 

芽种既非同时有，无他云何种是他， 

芽从种生终不成，故当弃舍他生宗。 

     意思是说，既然芽种不会同时存在，则无法成立二者是他体；不是他体，所谓的他

生——芽从种生就不能成立。所以，有智者应当舍弃他生宗。 

     二、（破依他作生）： 

     世间人非常可怜，无始以来的俱生我执很强烈，更有甚者其相续中所熏习的外道的

遍计思想也非常严重。而学过小乘宗派的人又认为柱子、心等存在，实执相当严重。要知

道，各种宗派的安立都是由我见等常断见引发的，这些都是所破。 

     佛法并非不能破斥这些邪见，只不过很多佛教徒不懂中观和因明的道理，如果懂了

就能遣除自他一切执著。但世间人往往自作聪明，认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不要说看不

见的东西，就是看得见的事物他们也弄不明白。如果对方能接受四生都不成立的殊胜理证，

就一定会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及佛教的真理生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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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家不要认为学中观只是破他宗，实际上真正要破的就是自己的执著。四生虽然

是外道及内道有实宗的观点，但这些执著我们的相续中并不是没有。学了小乘的经论后，

大家会认为因缘是存在的，因为这不仅相合众生的分别念，而且释迦牟尼佛也在很多小乘

经典中这样宣说。但实际上，佛陀说因缘存在只是针对某些根机的众生暂时作的引导，在

以胜义理论抉择真实胜义时因缘是不成立的。 

     一般来说，因缘生法是人们都会有的一种认识。学过宗派的人、没有学过宗派的人

都会认为，在种子及地水火风等因缘具足后才产生了芽，种子和芽肯定是他体的。但在以

胜义理证观察的时候这根本不成立。《入中论》就着重破斥了这种因缘聚合的他生。 

下面开始讲颂词： 

作非具有缘，无缘作不成， 

无作则非缘，若具作可生。 

     作用具有缘不成立，不具有缘也不成立；缘不具有作用则是非缘，若具有作用则可

生果，但这样的缘不成立。 

     有人认为：不是缘亲自生果，而是缘的作用生果。比如眼识，它不是由眼根和色法

等缘亲自产生，而是由这些缘先成办一个作用，再由这个作用产生眼识。 

     不论作用具有缘 1、作用不具有缘 2、缘不具有作用 3、缘具有作用 4，四种情况下观

察都不合理。 

     这一颂破缘的作用，从缘和它的作用彼此是否具有的角度来观察。 

     首先观察作用，作用具缘不具缘都不成立。 

     一、作用具有缘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作用存在，当然它可以具有缘。但

作用存不存在呢？不存在。因为如果作用能生果，它就要产生三时中的某一个果法，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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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果法都不依靠作用而生。首先，已生的果法不依靠作用。既然眼识、稻谷、鲜花等果

法已经产生，就不需要作用来再生，否则就有无穷生等过失。其次，未生的果法不依靠作

用。未生的果法不存在，与石女儿或虚空没有任何差别，作用怎么让它产生呢？比如明天

的鲜花还不存在，即使有作用也不能让它产生。最后，正生的果法也不依靠作用。所谓正

生只不过是分别念假立而已，虽然人们认为在未来和过去之间有“正生”，但它根本不存

在。任何一个法，要么已生要么未生，除此之外并没有中间的状态。比如鲜花，它要么已

开要么未开，根本没有正开。没有正生，也就没有正生时的作用。既然三时的果都不依作

用来生，这就说明作用根本不成立；没有作用，作用具有缘就不合理。 

     寂天菩萨在《入行论——智慧品》中云： 

手复指聚故，理当成何物？ 

指亦指节聚，指节犹可分。 

分复析为尘，尘析为方分， 

方分离部分，如空无微尘。 

     二、作用不具缘也不成立。生果是缘的作用，作用不具有缘就不能生果。如果不具

缘的作用也能生果，那么煤炭也能生苗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缘也能生果就等于非缘

也能生果。而且这样的作用也有成为无因的过失，有缘的情况下可以有作用，但缘和石女

儿一样不存在却仍有作用，这就有无因的过失。所以，不具有缘的作用根本不存在，就像

毛线不存在，氆氇也不存在一样。 

     下面我们再观察缘具不具备作用都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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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缘不具有作用就不是缘。有生果的作用才是缘，远离了作用就不是缘，不是缘

就不能生果。 

     四、缘具有作用则可以生果，但并没有这样的缘。前面讲过，三时的果法都不生，

不生果也就不会有作用，没有作用就不会有具备作用的缘。 

     概括来讲：如果二者互不具足，那么缘都不能成为缘；如果二者互相具足，则不论

生不生果，都不需要缘。总之，不论作用具不具有缘，也不论缘具不具有作用，四种情况

都不合理。所以，依靠作用生果的说法不成立。 

     《中论》的推理可能比较难懂，一旦懂了利益就很大。有智慧的人特别喜欢学《中

论》、《中观四百论》、《俱舍论》等论典。以前这些人总感觉，自己的智慧用在哪方面

都不太合适，而现在通过精进学习中观、因明等深法后，感到自己的智慧有了用武之地，

同时对佛陀的深广智慧生起了坚定不移的信心。没有智慧的人却很苦恼，虽然天天也在听

各种各样的理证，但始终听不懂。所以，既有智慧又遇到中观、因明、俱舍的人，应该值

得欢喜。因为，这些佛法的道理很珍贵，也很甚深，没有因缘遇都遇不到，即使遇到了，

依靠自己的智慧也不一定能通达，虽然现在讲法的法师很多，但他们不一定有这些论典的

传承，也不一定能讲。而这些善缘我们现在都具足，所以大家应该心生欢喜。 

     智慧不太高的人也不要太难过，对中观的空性道理，不管听得懂、听不懂，只要你

以信心谛听，而且圆满传承，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听课应尽量专注、心不外散。中观

的意义本来就很深奥，再加上散乱，这样怎能通达？ 

     我想，我们这里的很多年轻人如果能把智慧用在中观和因明上，那你们此生乃至生

生世世都不会在菩提道上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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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高僧大德们历来都很重视《中论》，只要认真闻思打下一定

基础，对万事万物的实执就容易破掉。《赞戒论》的作者——革蒙旺波丹增诺吾说过：只

要认真地闻思三遍《中观根本慧论》，对大圆满的见解一定会有所认识。法王如意宝以前

在课堂上讲过这个教言，老道友应该能记得。所以，对这部论典一定要有信心，因为它的

确可以帮助我们断除各种实执。 

     那些前世对中观有串习的人，只要听我讲一遍，马上就会懂；而前世串习薄弱、即

生也没有长期闻思过的道友，听一遍不一定懂。所以我们安排了课后辅导，你们在我这里

听一遍后，堪布、堪姆的辅导还要听。如果还不懂，就应该向聪明的道友再三询问，这样

就一定会懂。 

     道理懂了以后，还要长期思维：边吃饭边思维，边走路边思维……时时刻刻都可以

思维。以前曲恰堪布也说，可以一边睡觉一边思维。我想，如果在平时的任何威仪中，大

家都能这样观察、这样串习的话，那么再甚深的佛法道理也会慢慢通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