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分别以显现取，名分别以遣余执，彼等各有二分类，颠倒无倒共有四。
对境所有一切性，一体不容有众多，众多住一不可有，一法无有明不明。
诸现量前境尽现，一法不现不同相，异体不容显现一，以显现取无轮番。
依如何存对境力，根识由此而生起，无则决定不生故，识境互相无错乱。
现量亦即无分别，是故无需决定性。
现量远离分别念，以未颠倒立为量，依彼抑或凭他力，决定之式行破立。
决定青色之反体，乃分别故是遣余，误得照了境自相，内观自证许为量。
当知何者具定解，依凭彼者断增益。
决定增益二意识，以遣余而缘取故，谓彼二者非现量，实是彻知理者说。
名分别以显现量，破立应成同时知。
一事纵取众多名，实是异名非不同。
以反体分即遣余，于彼立名有实已，自认显现乃错乱。
否直接违而缘取，许为遣余之有境。
假立故遣无实境，颠倒取境即自相。于自相之一异体，遣余缘取共有四。
作用法相同一性。
由习气力误为一。若谓原本同异体，果识一异实相违，犹如心识及药物，虽是相异有差别。
破立一切异体事，同时同地即了知。
遣余不同之行境，一体可分异反体。
如词分别缘取式，外境耽著为异体。
未了一体为一体，为令其知而分析。
依于执著有与无，遣余即有二分类。凭名分别之差异，有无遣余亦分二。
遣余乃识缘取式，无情外境无遣余。
境遣余即自相故，成显现境失遣余。
显现亦同境中有，若许盲人当灭绝。
有实遣余除无实。
由以显现不显现，对境而分有二类。
显现自身之法相，尽其所有决定识，名言分别作剖析，故遣余成反体境。
自之法相不显现，无论观待不待因，皆为名言分别境，是故决定亦遣余。
真实非真及二边，分别取式有三种。
无实遣余除有实。
由有或无所破言，遣余亦可分二类。
诸无实法无本体，无体性故非所知，由此于遮有实法，假立称谓无实已。
有实皆由因所成，无需观待无实法，无实非由因所生，故遮有实心前成。
若谓兔角等本无，然无为法二倒境，凭依显现为彼力，彼对境得成立有。
显现彼者即心识，许总以量不可测，是故三种无为法，二颠倒境皆无量。
若谓设使无虚空，则违世间及论典。无自相故非现量，无相属故无比量，是故所谓有虚空，绝无能立之正量。
呈现蓝色乃显色，孔隙即未见色故，庄严孔隙之虚空，非为虚空之能立。
谓若无为法皆无，则与说常相违背。外道以及声闻宗，此二常派许恒有，法称则于遮无常，安立恒常之名言。
根识如哑具明目，分别似盲善言语，自证诸根齐全者，充当彼二之联络。
若谓无有共相故，彼名应成无因者。欲诠所牵运用故，诸词不定观待境。
宣称若尔则言说，法与有法成无义。境之本体同一性，依欲说力用二语。
除直接违遣余词，彼即相互依存故，一者不成终无二，由此遣余不容有。
汝亦直违若未除，则无法知彼本体，若除不晓违品故，一切名言皆成无。
若谓非由遣直违，建立彼者有实法，然见一境立其名，用名言时亦知彼。
命名之际若未除，非树木则树不成，设若已遮虽成树，然彼成立是遣余。
现见有枝有叶物，于彼立名为树木，此名应用彼种类，种类非除遣余有。遮遣其余运用故，诸词具有特定性。
所知等词无所遣，彼者否定实相违。彼纵无余有实法，然有假立而否定。
谓若汝之彼反体，乃有实法同共相，无实则无必要力，是故反体无所需。
于此藏地多师许，有实反体为有实。
若尔则于总所说，此种过失难消除，遮遣非树彼有实，若是沉香余非树，余若是树沉香非，彼之自性非他故。
受持法称意趣者，反而破斥大师理，如栖林间之猴群，粪便洒于绿树中。
反体不成有实法，若析心识缘取式，一切有实皆具足，是故遣余无此咎。由此纵说一词语，亦具破立二功效。
二法不容是一体，反体本性不成立，是故依凭说反体，成立自体之有实。
谓诸异体若无总，莲花以及蓝色等，诸法不汇一体中，由此应成同体无。
青莲蓝色非异体，遣余分之又摄集，分别识前乃同体，非取自相根行境。
亲睹建立及遣余，净目明慧兼备者，彻见因明之所知，实相真理如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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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派系谓瓶等，外境自相是所诠。
自相分开而确定，尤边无法立名称，纵是运用名言时，亦难获得初自相。
过去未来非所诠，彼者无有自相故。
若依名言诠自相，眼根等则无所需。
外境无有关联故，诸根不能执相属，衔接所谓彼即此，乃伺察故是遣余。
最初应用关联时，虽已指示自法相，然千共相取名称，为用名言而立名。
若根能取杂语义，即使无名亦应知。
若谓随从根门意，见名混如无分别，否则见觉境异体，了知外境不现实。
有无分别之二识，顿时取一照了境。
纵次第取然速疾，故诸愚者执为一。
识亦乃为自法相，是故命名不应理。
若谓词语不诠别，类总所诠故无过。
外境无总设若有，于彼命名无需力。
谓予与总有联系，自相命名知自相。
弃无必要能力总，千真自相立名称，若言自相无边故，无法立名此亦同。 第

雪域派与声闻宗，许名言义真所诠。 五

于不相应行立名，如何了知无关色？犹如诠说瓶子中，不能了知无关牛。 ”
口
“ 

若谓虽然无关联，相同错乱而取境。 观

相同致误则时境，偶尔错乱非皆误。 此乃恒时错乱故，非由相同致错谬。 所
由名所知与能知。 诠
由讲用者之差异，各各有二共有四，讲时分析而精通，入时误为一体得。 能
外境与识为自相，二种共相乃无实，此等四者非所诠，故胜义中无所诠。 诠
分别本性即错乱，浮现名言义共相，千彼耽著为外境，彼即假立名所诠。
迷乱习气熏染故，命名之时混合立，名言时亦如是知，故虽错乱亦真实。
谓名义若未遮他，则成有实为所诠。
胜义之中虽不遣，显现遮遣乃迷乱。 不许共相为迷乱，是故岂能同彼等？
若谓诠说分别像，则成心识为所诠。
自相反体非所诠，错乱假立乃无实，是故为令世人入，千分别像立名已。
谓若遣余总立名，则与不相应行同。
义共相若成实体，汝真实然为无实，是故知无遣余境，则无所诠与能诠。
谓无所诠错乱妄，是故毁坏诸名言。
以错乱式取自相，是故名言实合理。
借助术语知关联，错乱关联无所需。
自相以及义共相，二者误解为一体，纵于此三立名称，然无错乱无真名。
千此自相及共相，误为一体令趋入，命名老人立名称，依此错乱取外境。
名言真实所诠无，耽著所诠乃自相，误为相属而实行，取境士夫不受欺。



所有遮破及建立，观待相违相属故，观察正量法相前，当析相违及相属。
二法不容有一体，一体相属亦不容，各自本体而存在，诸有实法无相属。
个别愚者谓无实，亦有同品之相属。
无有本体无实法，若有相属成有实，何法不舍其他法，即诸相属总法相，有实互不混淆故，无实无体故皆无。
一体无有二种法，无有二法无相属，是故所作与无常，外境之上无相属。
若谓所作及无常，反体于声不成立，则成三相不容故，境有同性之相属。
一实体境虽相同，诸反体于境若有，反体无关则非因，相属成果或异名。
非前后则无彼生，若有前后无其一，是故有实无实法，无有彼生之相属。
设若宣称灭与生，存在连结之相属。彼若为常非有实，无常则成无穷尽。
若谓相互不观待，火与烟间是相属。若尔目睹单一者，亦应决定二相属。
因果彼此观待利，是故相属不抵触。因果有实与无实，所利能利难合理。
谓无不生是相属，则左右等成相属。外境无则不生属，依观实体反体破。
有谓自相无相属，因果种类有相属。种类若是因果性，不离先前之过咎，若除此外种类有，总时遮破已究竟
依此可将俱会集，差别以及差别者，能作接触等相属，所有观点一并遮。
有谓枣核依铜盆，彼为俱有之相属。有谓无常依常有，称为会合之相属。有谓所作无常等，聚集一境之相属
有谓依他之他法，即是差别之相属。有谓灭因现在果，称为连结之相属。有谓我与所作二，则具能作之相属
有谓眼睛见色法，乃是接触之相属。主仆以及配偶等，皆是相属愚者说。
承许外境有相属，依观一异而遮破。若谓俱有等相属，以遣余连而理解。俱有者等有能害，若无能害摄二中
法称论师已弃之，多数恶念愚者取，服呕吐药所吐物，除非犬外谁食用？
分别念境之前依，世间名言而分摄，前后分别而衔接，立照了境应相属。
所作无常心连结，境前若成乃境属，境前彼等若不成，非境能立辩方说。
假立亦有二类别，相符事实与不符，相符获得照了境，堪当相属另者非。
若谓无则不生烟，若无彼者成无因，若有彼者即已成，有实法之相属也。
纵有外境之烟者，设若无火则不生，然执前后而衔接，非分别念无法连。
法相名相之相属，以及总别之相属，皆以错乱立一体，方得成立非其余。
谓凡有彼灭如瓶，声亦有即自性因。
已生之法决定灭，无需其余之灭因。
谓灭观待他因故，此无观待不成立。所毁灭事有实法，灭法无实此二者，皆牵涉灭之名义，然二者悉无需因
瓶灭无实不待因，有实自成何需因？他因所作彼不灭，是故成立灭无因。
谓灭无实因所作，若尔自成无观待。无实法由因所造，及因何者皆未作，彼二意义实相同，如见无与无所见
谓聚齐全然如芽，此无观待不一定。此等聚合皆变迁，观待之故非不定。
谓所作亦观待时。若观待时所作变，则成毁灭无观待，不变如前无损住。
谓聚无变之一体，是故此因不成立。聚合犹如后萌生，一体之故初应成。
谓纵一体有障碍，是故生芽不决定。有障无障异体故，虽许一体已成二。
谓青稞因相聚合，待生稻芽无观待，然由稻芽不出生，是故此因不一定。稻芽观待自种故，是无观待因不成
谓作有非刹那灭，观待毁灭之因也。苗芽观待各自因，有实灭非待他因，灭法无实无需因，是故不需他灭因
成直接违一实体，此外他法悉非理，有碍无碍皆一致，彼三太过不遮此。
谓如乌鸦会有白，有实法常不相违。
常者若不起功用，乃无实故实一致，若能力变失常有，若无变则违能作。
何法非作彼无实，如虚空常亦无作。
有法常有之遣余。
遮有实即所立法。

申一、破以现量成立 谓宗法以现量成。缘取所破无需生。
申二、破以唯一自证成立 有谓唯一分别受。邪分别皆不容有。

是故刹那而空无，破起功用之因成。谓自性常诸分位，变化故可起作用。二者若一二法违，若为异体违能作
谓虽无有刹那灭，然有粗大之改变。起始刹那若不灭，粗大改变焉容有？

午二、建立周遍 遮破能起功用者，周遍成立无实法。
言有害因之前行，无观待因非密意。是故对治二邪念，方宣说此二种因。
谓以五层定因果。太过分故此非理。
因果即是能所利，因分近取与俱有。
彼即随存与随灭，有此二种三层次。
法相不成之太过，误他于此无妨害。凡由非因所产生，彼者即非彼之果。形象相同而误解，假立彼之名称已
石及柴等非火因，火因本为火微尘，微尘合而为一因，方是石柴等如根。
抑或前后之因果，互为异体而存在，犹如由从火与烟，所生之果烟有别。
单独自相及共相，相属事相非应理，乃是唯独于共相，误为自相之遣余。
能乐欢喜论师言，凭借伺察定相属。诸尼洪师则承许，依凭正量定相属。
依量之力所产生，具有遣余决定性，错乱伺察一实法，由此决定彼相属。
有实外境无相属，二种相属皆增益，共相误认为自相，由此生起相属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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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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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一、遣此因不成之过

卯二、遣此因不定之过

卯三、遣太过
寅一、宣说对方观点

卯一、宣说观察则不合理
辰一、运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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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遣除连结彼生之诤

子二、破因果单独相属
子三、破因
果观待相属

丑一、破饶益相属
丑二、破无则不生相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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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因果
实体
相属

辛一、心如何连结之理

子一、法相

壬一、遣除连结同性之诤

壬一、破同性相属于外境上成立

癸二、破种类相属

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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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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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确定

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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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品 观相违

子一、破因
果次第相属

丑一、前后相属不合理
丑二、中间连结相属不合理

暂    停    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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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癸一、破他宗

癸二、立自宗





三法周遍诸所知，是故阐释彼安立。
法相能了境之法，名相所了心之法，事相所了所依法，彼等即是能所立。
三法悉皆需理由，若无一切成错乱。
有谓法相具实体，无需法相需无穷。有谓义虽无所需，建立名言则必需。
余谓义需其名相，同彼如因无穷尽。安立之因未决定，所立之果若决定，法相已成无必要，未定无尽皆失坏。
因事相立所立义，是故无穷无过失。三相垂胡未决定，唯定所作及花白，无常黄牛亦应知。
许谓名言亦复然，若无可耽非所知，设若有可耽著事，则彼乃后之法相。
若尔枝桠亦复然，无有枝桠非为树，彼有枝桠则树木，亦成法相无止境。
谓枝虽无他树枝，然枝本身即建立，与檀香树无别体，是故不成无穷尽。
名言纵无第二者，名言自身之法相，建立所知本体故，名言岂成无穷尽？
何时了达名义系，尔时名言得成立。因及法相此二者，各有二类总及别，总别以三论式竟，第四之后无所需。
谓若三相无三相，不成因有则无尽。三相唯一烟之法，无差别而无他法。依于此理亦能除，法相应成无穷过。
有谓安立名相因，因相何故不同此？有许三法皆齐全。待名相故此非理。乃遣直违义反体。

子一、对方观点 雪域诸师承许言，法相之过归摄三。
子二、破彼观点 运用论式视为过，则义反体无转他，若未运用定为咎，不住事相成无义。此等过失若合理，智者顶饰何不许？

不遍过遍不容有，即是法相之总过。名言义之诸否定，唯此三者别无他。
谓立事相与不立，法相不容有事中，遮遣抑不遮名相。彼二辩论不害此。
有谓法名一实体。名言许为名事相。名相即以名为体，故见法相之根识，亦成有分别识矣，证成义理亦实有。
名相事相亦非理，命名运用即名言。
具有缘由名言识，即是名相之法相。事相命名予理由。如是知已三门行，
依此形成彼名言。乃观待义之名称，是故彼者为假有，有实不成故假立。
谓法名相非一体，则自相因不应理。名言之义误为一，由此运用名言者，世间事中不欺故，焉违共许之比量？
法相所依即事相，分类有二真与假。
有谓三法自反体，即自行相可显现。倘若如此则三法，应成无分别对境。
是故显现之反体，非为三法遣余前，浮现三法自反体，则有遮破及建立。
法相名相自性联，事相多数暂时系。
错乱执为一体性，受故法名相属成。事相名相之相属，智者现见而回忆，于愚者前需建立，忆名名言之比量。
三法各二总与别，属此论式共六类，反体亦六论式中，法相事相会无过。
谓属此论式法相，于事名相若遮遣，成遮事相之垂胡，若不遮遣则过遍。
遍义反体不遍于，自反体故无过失。
谓名相违遮名言，直违事名无诤论。
是故有者显相违，相同论式亦容有。
谓法事相境一体，异体量不等皆误，实有假有决定性，事法等量一本体。
彼等相互皆回遮，安立于此无妨害。
不欺及明未知义，称为异名或分说。法相若以二安立，名相亦应成二体，若许法相名相二，总法相一不容有。
遣不遍式此非理，区分为二非意趣。
无需不遍不容有，承许悟真义者具。
不欺及明未知义，相同了悟自相故，名言量及胜义量，皆可运用此二者。其中不欺具作用，作者所作三本性。
谓不遍于量无实，于染污识则过遍。分析自相有无故，应理染污说欺惑。
依量之力引定解，定解违品乃增益。彼之法相弃真理，分别他边有二类，分别倒识及怀疑。
有谓未悟骤然中，了悟尚未遣增益。比量非由显现取，乃是遣余彼对境，执著同他无有火，是故许为颠倒识。
定解增益此二者，对境本体时间中，观察一体及异体，三种辩论不害此。定解增益耽境一，耽式相异故遣余。
非量真实已遮破，真实分说即错谬。
是故正识即为量，由此理当作分基。
分类现量及比量，观察彼等一异体，二量皆是有实法，是故非为遮一体；观待对境一与异，即非一体非他体；
是故心之本体一，观待对境为异体。比量非境与自证，一体故离诤过失。
所量二故量亦二，除此他数已遮故。
名称释词及说词，彼者释说有四类，相违以及不相违，时尔相违时不违。此等名称种类词，诸位智者分二类。
有许境时及行相，错乱之分为现量。无自相故非现量，由因决定可比量。
有者声称取色识，彼于所触是现量。不明处之差别致，因法误解为现量。
有谓分别境时相，错乱之故非现量。分别错乱然不障，根识犹如取蓝量。
个别师言是非同。不同对境异体故。
有谓依于珠宝光，推知宝珠非比量。若尔稻芽稻种等，果因多数成荒谬。
谓因所立纵错乱，外境及分乃正量。如是之因无三相，证成无有因差别。
谓彼等量决定者，由自他何所证知？
有者承许自决定，个别宣称他决定。此二弃理说理许。
二种境证与自证，以及比量自决定；初者心未专注者，诸具错因他决定。依起作用具串习，比量悉皆可决定。
有谓对境及本体，分析不容他决定。彼等现量与分别，作用混淆一起已。
显现有实之有境，遣余之前有破立，遮破则有遣除立，及不遣除二方式。
有谓直接与间接，亦是建立与遮破。比量成为间接知。若非则成第三量。
是境是识有境识，由此建立二二四。遮破反之分为四，破立亦以量证实。
所谓间接之证知，意趣作用或比量。

戊一、自利比量；戊二、他利比量

第九品 观现量

第十品 观自利比量；第十一品  观他利比量

第
八
品
观
法
相

丙二、抉择各

自事相之义

戊一、认
识法相

戊二、依
此遣除增
益之理

己二、破于
比量事相颠

己一、破于
现量事相颠
倒分别

戊一、名
相之详细
分类

乙
二
、
决
定
能
知
量
之
自
性

丙一、
法相之
安立

丁一
、总
说法
相、
名相
、事
相之
自性

丁二
、分
别决
定量
之法
相

丁三
、抉
择法
相所
表之
义

丁二、比量

戊三、宣
说于事相
上能决定
法相之量

戊四、如
何进行破
立之理

戊二、决
定能遍三
法之自性

戊三、三
法各自之
安立

戊二、破
于事相颠
倒分别

己一、如何决定

己一、分类
之根本

己二、遣除诤论

庚一、破本非现量妄执是现量

庚二、破本是现量妄执非现量

己三、定数

庚三、破妄执是非相同
庚一、破本是比量而妄执非比量
庚二、破本非比量而妄执是比量

壬二、安立需要之法相
壬三
、彼
所遣
过失

癸一、
破他宗

壬二、立自宗

己二、相属
之方式

己一、认识
自反体

己二、各自
之法相

庚二、
别说

庚一、真实宣说相属之方式
庚二、能确定相属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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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一、破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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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遣除于表明非他反体之诤论
壬三、举例说明相违相同论式：

壬一、遣除于表明是自反体之诤论

辛一、论式之分类

己一、提问

庚三、遣除于彼之诤

庚二、相互决定之安立

庚一、破不合理之宗
庚二、立合理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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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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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一、破他宗之回答
庚二、立自宗之回答



第九品 观现量
谓领受断增益错。
现量不误离分别，分别名言义执著。
不错乱彼有四种，由从对境及所依，补特伽罗现量分。四种现量经部许，有部三类唯识二。
分开而立法相误，是故根识不错乱。
根即取境之能力，随存随灭决定成。
明现成立无分别，取自相故不错乱。
根即不共之因故，称谓根识如鼓声。
对境根识此二者，无间所生即是意，依之而不错乱识，乃意现量之法相。
意现量虽有多种，犹如根识一自证。
无错乱故是正量，无相续故非决定。从有色根而生根，是故根识具相续，意根中非生意根，是故彼者无相续。
轮番以及相续际，二者悉皆有能害。是故根者乃根识，不共之因成意缘。即自证故非他续，由此现量三步同。
缘取他境观待根，是故此中无二过。
证知自之本体识，即是现量智者许。
自生前所未有生，自证唯遮无情法，是故自证及自生，无有相同之时机。
分开安立法相妄。修生无误真现量，所有迷乱似现量。
三种圣者三现量，有学无学分为五，彼等有现及无现，各有二类共十种。
善修方便及智慧，互为因缘将成就，如所尽所有本智。
三世以及一百劫，三大劫中彼究竟。
方便薄弱二解脱，具习气故非本师，修习方便明万法，断习气故即遍知。
已决识及决定识，乃分别故非现量，所有瑜伽之现量，皆现量故成立量。
异生凡夫之正量，由决定性行取舍，离分别念诸圣者，由等持行经论说。
不可思议智慧者，彼之智慧无法测，言词特征若决定，亦能推知前生也。串习圆满明了彼，遮他边定而证实。
于此有谓依所依，识之初始最终二，以火及灯作比喻，凭借现量可成立。无尽自证不证实，灯火作喻非应理。
心不观待他因故，依因前际无始成。
因聚齐全无障碍，依因后际无终成。
谓业身心轮回因，为断二者经苦行。无力无益无需故，尽业灭身非正道。
生因无明由其中，亦起烦恼业轮回。从此处中生他处，彼之贤劣业所为。

未一、片面压制 慈等与我不相违，因非能断轮回根
未二、全面根除 无我与我相违故，现见无我彼即除。种子虽非有初始，然为火焚见后际，如是轮回虽无始，然见无我成后际。

生起明心因已齐，无障碍故决定起。
串习畏等生明受。
无二取故成无谬。
有谓不能不知晓，不稳故无断解脱。非自性故有方便，及除因故解合理。
谓以跳水熔金喻，成立串习非容许。观待勤奋不稳固，复生起故不堪喻。
谓由修习空性悲，变成彼性虽可能，然诸所知无有边，建立遍知实困难。主要之义不欺惑，乃是遍知如众聚。
了达一切必要义，诸智者称一切智。悉皆云集而听闻，黄牛虽无非过失。
抑或凭借比量者，成立彼为一切智。
纵经劫间有所说，然于镜内顿时现，如是所知无止境，佛智刹那即彻知。
所有错乱之心识，即承许为似现量。
彼有分别无分别，无分别亦根与意，分别有三说六种，为除邪念而分说。
见与决定立量果，接触证境许量果，说彼差别差别法，有许根识为量果。
所立能立之因果，承许此二为量果。
彼者自证量果者，唯识宗派多数同。境证派依各自见，分别安立量果理。
诸位智者承许说，火之自相为所量，烟生遣余识即量，证知彼者乃为果。
现火习气精藏中，生起现烟之习气，是故于士不欺惑，称谓比量智者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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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偈

丁二、比量:戊一、自利比量；戊二、他利比量——第十品 观自利比量；第十一品  观他利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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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量有二其自利，由三相因知本义。
宗法即法与有法，聚合宣说乃真名，为持彼之一方故，任意一者用假名。
随欲说依前命名，理解彼义即真名，依彼个别之缘由，了达他法许假名。
聚义即是宗法名，诸智者前原本成。
立名观待余相似，以及相属之理由。
法取所立之名称，相违之因妄执真，为遣如此邪分别，或就组合而命名

巳一、真实必要 若说有法具错事，若遮诸边延误时，若说真名失声律，为轻易知故说宗。
巳二、断除与未命名相同之观点 谓宗有法皆等同。就共称言有差别。

与法相属宗法名，即所诤事如具手，与法相属有法名，不能确定如具首。
法与有法非所立，彼等不具法相故。
作衡量事欲知法，彼上成立即宗法。
谓具不具所立法，乃是同品与异品。
思维二品直接违，复虑出现第三品，有师不知量对境，分实反体而说明。
称实体法一异体，反体依于自反体。
实体反体如何分，无法决定其二品，二者所涉实反体，诸智者前见成立。
若于外境行破立，量之对境不得知，若于心前行破立，将成有无不定矣
不许欲知为宗法，故观待事初成无，若不许初观待事，宗法法相实难立。
初观待事定二品，其余二种观待事，决定有无同异遍，启齿而说亦极难。
宗法二品若一体，亦以反体而区分，诸因皆堕真违中，不定之因岂可能？
若许所知定二品，观待事三诚相违。若许观待事亦二，观待彼因成二相。
决定同品异品二，此阿阇黎不承许。若随实体与反体，各自分开毁名言。
依自反体而建立，观察此理无实质。
谓若二品非直违，一切破立皆失毁。破立非由二品为，定量相违相属证。
依因所立相属力，决定有无随存灭。
宗以所立之总法，相同不同乃二品。
相同对境之宗法，假立遣余非二者。
于此无有他说过，论典意趣亦仅此。
所谓实体即有实，遣余之外无反体，是故实体与反体，误为一体行破立。
依于有实无实法，以三名义立二法。
谓烟因中灰白物，三相之因总所知，观察同品异品摄，则已失毁量安立。
烟及三相二遣余，与灰白色及所知，自相紧密相联系，反体联二故合理。
遣破法因之二品，四种辩论他答错。
无遮名言即无遮，总反三品故合理。
凡是安立为因者，悉皆依赖三种事，真实任一事不齐，然识前许观待事。
于依遣余行破立，分开实体及反体，二品辩过无妨害，精通量之对境故。
一相直至六相间，相似安立许他错。
宗法成立相属定，即因无误之法相。
二相及以同品遍，引出异品二过无。
可定非因怀疑故。决定是因能了故。于此无有他说过。
有者承许所诤事，所差别法因事相。
非有否定依诤事，而是我等无诤议。别有否定无同遍，所立之法与其同。
因之事相即遣余，于此无有他过失。

具此法相之此因，分门别类成多种。

具德法称阿阇黎，由论式言定三类。
遮破所破具三相。

癸三、
除诤论 丑一、宣说辩论及其他回答不合理

丑二、自宗之答复

丑一、安立分类之其他异门

丑二、认清此处所说

子一、破他宗不合理之部分

子二、安立离诤之自宗

子一、
认清法
相

丑一、破他宗

子一、遣除观察二方则不合理之诤

为了能明了上述的所有意义而说总结偈：

癸一、
法相

癸二、
事相

子一、如何辨
别之理

壬一
、第
一相
之观
待事
宗法

壬二
、同
品遍
异品
遍之
观待
事同
品与
违品

辛一
、认
识因
之观
待事

壬三、安立彼等为观待事之理由

子二、认识因之破立对境
子三、遣余破立之详细分类

癸二、
立自宗

癸一、
破他宗

子一、
分析同
品异品

丑一、法相
丑二、认识相同对境
丑三、遣除诤论

卯三、假法与实际不符
总结偈：

丑一、断定二品非理
寅一、若观察则非理

寅二、太过分

丑二、
分开实
体反体
建立非
理

子三、断除遮破非理

子二、
破彼观
点

寅三、与安立相违
寅四、非阿阇黎之意趣

丑三、分别依于自反体建立非理

丑二
、思
维实
法与
假法

卯二、
立名之
必要

寅二
、思
维支
分为
假法

子二、
如何缘
取之语
言法相

癸二、决定场合义之差别

子一、宣说对方观点

癸一、
总体思
维比量
之语义

子一、认识比量之语言照了境
丑一、真名与假名之差别

寅一、思维兼义为实法
卯一、立名之缘由

辰一、法立名为所立之必要

辰二、有法立名
为宗法之必要

己一、法相

庚
一
、
通
达
之
因 寅一、法相

子二、遣除观
察因与所立则

不合理之诤

丑二、立自宗
丑三、除诤论

子二、彼成为法相之理



体不可得有四类。
相违可得分二种。

巳一、破他宗不合理之部分 四类热触灭冷触，故说论式十六种。功能无阻非为火，无相续故非能灭。
巳二、安立合理之自宗 论中虽说多安立，能灭即是前十二。

真实互绝之相违，因与立宗无论式，然而彼所差别法，能遍相违可得因
以量有害之相违，亦属能遍相违得。

卯一、说他宗错误观点 实法相属已遮破，谓不并存聚生错。
卯二、立无误自宗观点 相属境反属法反，故反相属心前成。

证成其是具三相，本体无别自性因，彼之同分摄其中。
一故不染他体过。
证成其有具三相，彼生相属即果因。彼之同分摄其内。
立异体故无过失。
有谓相属分九类，能知相属有四种。
于此安立相违背，非符论典之意趣。
凭借能所之差别，相属不知所立法，唯依彼体或他义，相属之力方了知。
某因三相不成立。
宗法因无不成因。

宗法外境或心前，即是不住不成立，论者一或双方前，不能成立分析说。
不定生起犹豫因。
非宗法外不成立，不共不定有四类。
异于宗法俱涉共，分类正余不定因。

辰一、真正有余不定因 真正有余见同品，而于异品未现见。
辰二、相违有余不定因 异品中见于同品，未见相违之有余。

因成遍反即相违。
辰一、归为两类之理 不得自性因中摄，是故相违有二类。
辰二、抉择果相违因 刚刚勤生无常果。恒常不变故相违。无常变故不同此，如是无变亦非理。

不可得因列第三，反之相违亦成三。
有谓以法及有法，差别而有四相违。
明说暗说法有法，相违是以欲说致。
若谓真因亦相同，作用渺小故置之。
意图所说此二者，同等乃为所立故，证成利他相违等，此三相违外不许。
遮破他边固定性，安立为因定数四。
所立之因有四种，功能亦当有四类。

壬一、观待否定而说五种法相 集量论说具五相。（“本体唯一说，自身许不违。”）

理门论中所立许。(《理门论》 中说：“所立是承许宗法。”)

于此不遍及过遍，于因等同无诤辩。
承许所立之事相，分为真假证成妄。名言共相执自相，即是所立之事相。
此立有实及无实，无有诤论之时机。
相违成立宗上抵。
五类归纳说四种，由对境言比量分，由此相违说四类，现量比量事理量，承许共称乃增益，是故归属比量内

谓如比量则现量，亦当分为二相违。承许唯一是果因，可说不以现量成。

卯一、依相属而分为
二类

卯二、观待论式而分为三类

寅一、
依事物

而分
寅二、
依所欲
说者而

分

卯一、陈述他宗观点
卯二、宣说自宗之合理性
卯三、遣除于彼之辩论

卯一、本体不可得因

辰二、互绝相违可得

卯二、相违可得因

卯二、相违可
得因

丑二
、分
类

子一、
不成因

丑一、法相

丑一
、不
可得
因

子二、
决定分
类之自
性

丑三、果因

寅三、决定所破因相属之
方式

癸三、
名相之
分类

壬一
、真
因

辛二
、观
待彼
因之
分类

辛一、安立法相

壬一
、总
安立 癸三、遣除诤论

癸二、分摄

癸一、法相

戊
一
、
自
利
比
量

己
二
、
抉
择
意
义

壬三、
彼等因
之定数

癸一、遮边之定数
癸二、彼等之功能

丑二
、分
类

子三、
相违因

子二、
不定因

丑二
、分
类

寅三、宣说承许其余分类不合理

丑一、法相

寅二、共同不定
因

子三、
破于此
等相属

卯一、正不定因  ：（其一、同品遍异品遍不遍；其二、异品
遍同品遍不遍；其三、同品异品俱遍；其四、同品异品俱不遍）

卯二、有余
不定因

癸二、
分类

癸一、法相

壬二
、相
似因

总结偈

寅一、不共不定因

总结上述分类的意义

寅一、外境不成因：(其一、因体性不成;其二、有法体性不成;其三、依因相属不成;其四、因一分有法不成;其五、有法一分因不成;其六、反体同一不成)

寅三、观待论者不成因：(其一、观待立论者不成；其二、观待敌论者不成)

丑二、破彼观点
丑一、说对方观点

丑一、法相

见于二品不断异

寅二、遣除诤论

丑二、自性因
寅一、真实宣说
寅二、遣除过失
寅一、真实宣说

辰一、不并
存相违可得

辛二、认清事相
壬一、真实宣说
壬二、遣除诤论

壬三、遣除于彼之辩论
壬二、观待肯定而建立一种

寅二、心前不成因:(其一、有法犹豫不成;其二、因犹豫不成;其三、依因相属犹豫不成)



立宗即与受相悖，即是现量之相违。
如若三相事势理，抵触立宗因相违。
可信之词与立宗，抵触信许之相违。
彼分承许与自语。
余谓圣教与自语。阿阇黎许语差异。集量论以一比喻，阐示圣教与自语。理门论教另说喻。
二量不害二所量，自语不害隐蔽事，即是佛语我等教，说为归摄比量内。
是故以理成立教，乃是正量若不成，则与自语等同故，即承许为能障性。
非凡共称教皆量，以量成立即圣教，先许后察愚者举，先察后许智者轨。
谓违他教亦成彼。贪等非法离贪法，非断见者一致说，沐浴贪等因不违，如此诸论非圣教。
若谓自语及论义，障碍之中仅生疑，彼乃无咎之所立，故非宗法之过失。
此非由依障碍中，生起怀疑成为过，是由彼词不证成，所立安立为过失。
立宗表明自意乐，如若相违毁立宗。是故有过之言词，辩论之时招自负。
立宗与世共称悖，即是共称之相违。
声论派师所承许，名义直属前已破。随意所说已证实，是故共称亦成立。
依有之因能遮破，怀兔即是月亮说。此无比喻凡有者，所有名词可说故，名词之义存在者，可称月亮故相违

世间使用名词成，承许彼者即共称。彼于一切所知法，可故共称遍一切。
有称则谓共称词，于未共称违世间。于诸所知皆适宜，用共称名如烹饪。
可共称于事成立，然依名称与说意，名词若成即说成，故谓名成之共称。
依于共称比量证，相违不误不可能。
共称若由事理成，如比量境成决定。依欲说意所命名，诸名无有何不用。

巳一、声论派之因成为不共因 是故涉及一切故，共称于境不适用，此说他喻难寻觅，非共同因如所闻。
巳二、宣说自宗内道之其他说法不合理 乃为讲说共相时，怀兔作为比喻已，说明遍及诸所知，达哲非树等亦同。

冰片以及水银等，以月亮名共称他，彼作比喻而证成，具凉光月共同因。
诸所用名乃共同，若于一成于众成，此者乃为事势理，若破共称亦坏汝。
是故随欲所命名，显然普及一切法，予以遮破世间害，故违共称即意趣。
有者将此分二种，术语名言之共称。若尔名言非此义，法相如是前已遮。
谓直耽著之可说，术语共称亦有二。讲时虽有此二种，而应用时无差别。
是故二种之说法，讲成直说耽著误。
前者名已成共称，无比量故不可破，抑或彼无对立方，由此决定故能害。
后者说明此共称，比量对境之差别。若知此理则成立，共称相违智密意。
量理宝藏论中，第十观自利比量品释终。

卯一、第一种说
法

卯二、第二种说
法

卯三、分析彼等
之意趣

辰一、破他宗之观点

卯二、遣除能障不成所立之过

卯一、遣除等同他宗

丑二、分类：

寅二、以圣教之差别而分说

暂停偈

寅一、真实说明差别

辰一、宣说事理比量是可说共称以外异体对境

巳二、认清名词已成共称

子一、事理相违

辰二、说自宗之观点

辰一、破他宗之观点

辰三、说明阿阇黎之意趣

丑三、
分析意
义

癸二、比
量相违

寅一、略说

丑一、法相

丑二、
决定彼
之自性

子三、共
称相违

巳一、可说共称
辰二、说自
宗之合理性

辰二、破他宗之
观点

辛三
、宣
说有
害宗
法之
相违

癸一、现量相违

壬二
、分
别之
自性

子二、信
许相违

丑一、法相

庚
二
、
说
明
由
因
所
证
之
所
立



他利比量自所见，于他宣说之语言。
立论敌论见证者，次第立破与裁决。
辩论双方以功过，实施制服及摄受。如是而说有胜负，非尔无二论中说。妄言谄诳虽制服，不许彼者有胜负。
世许夺施制服摄，取舍宗派则承许，正士折服及受持。
负处双方共有四，乃知理者之意趣。
立论三二共六过，敌论三二亦有六，见证有三皆有一，雪域派师许十六。
若是负处前含摄，非尔非为所制服，于见证者无负处，竭力而为太过分。
坏宗异宗相违宗，舍宗异因及异义，不可解义与无义，缺义重言不至时，缺减增加不能诵，不知以及不能难，
认许他难与避遁，忽视应可责难处，责难不可责难处，离宗义及相似因，即是足目本师说，二十二种之负处。
于彼具德法称师，说彼部分非负处，若是负处可归二。
所谓坏宗之负处，即是说非能立支。
所谓异宗之负处，了知遮破归不定。
立宗与因等相违，若说立宗无所需，未说则成因三过，因无过失非负处。
舍宗归属不定中，第二负处乃无义。
异因如若词圆满，不定未完非负处。
异义立论不定故，负处敌论非过咎，由说而言予折服，非为除此之负处。
无义说非能立支，此外他者实非有。
不可解义非义名，摄于说非能立中，具义说三敌论者，不解绝非立论负。
缺义诬赖无关语，归属非能立支中。
不至时即序颠倒。如若解义非负处，若不解义则归属，说非能立支之中。
缺减二支之过失，无立宗等非负处。
增说摄于非能立，汝之观点非负处。
重言词重非过失，义重归摄非能立，彼亦论式立为过，长篇故事非为错。
不随说若敌论者，未说立论之诸言，非过需说未宣说，则摄不能难之内。
不知义于敌论者，非为不能难之外。
不能难者属不说，能立支抑不说过。
避遁真实非负处，有狡猾归不能难。
认许他难知不知，依次不定不说过。
忽视应可责难处，辩双不能难中摄。
责难不可责难处，唯不能难之负处。
彼者所谓离宗义，摄于不说能立支。
相似之因为负处
值遇未遇相似因，恒常无说与未生，果法同法及异法，分别无异与可得，犹豫知义及应成，皆是集量论所说。
观理论谓增与减，言说未言及正理，各喻所立无常作，生过相似似能破，如是所许二十四，陈那已破法称置。
未知此等似能破，讲说诸大论典者，多数未了前观点，故乃笼统分开诠。
三种人有六说法。
宣示三相真论式。
五支立宗与应用，结论三者属多余，周遍不全故非理。
二支亦用第三格，及第五格引立宗。设若立宗未言说，语未圆满故需问。
愚前应用简与繁，二者先后无差异，复加末尾结束词。
于智者前唯凭因。
谓与集量之虚词，分析而说诚相违。彼乃第三格所摄，是故无有何相违。
令他生起果比量。
运用错误之能立，即似论式之法相。
义理思路语言分，相似论式亦三种。
说过而除邪思维。对境本体用词分，故真能破有三类。
似能破过不说过。外道藏地个别师，虽作定数不合理。即不说过说非过，详细分类不可思。
自续论式前已说。
谓应成四分十四，诸雪域派如是许。能遮不能遮遣中，真似应成各有七。六种与半不招引，第七之半则招引。
自续因亦同等故，因无周遍相违故，似能破定非理故，应成份四不应理。
分二不成属多余，相违似应成减缺，无因遍成实错谬，是故应成非十四。
说承许而立不许。
建立应成具三相，虽非真实证成语，反之则有立法相。
有谓应成法倒转，引出建立之言词。应成语引自续因，宗法失毁诸论式，应成语引自续义，语言反之非如实。

寅二、不引能立之应成因 真应成反不引义。
寅三、举例说明彼等分类 当知果自性法相，三不可得不招引。余真因皆引能立。倒转四种引自类，招引异类有十四。

说许未立不承许。
谓若承许乃是因，则成容有第四因，承许若不堪当因，以应成证不合理。
于他遍计之假立，以应成证无过失。
雪域诸师如是说，应成答复三方式。
相违不成变成一，若许似因变成二。最终一切相似因，皆摄不成一者中。
若谓不成分二同，抑或相违彼成错。
是故智者应成答，以四方式而答复，以答不能颠覆者，随从彼乃智士轨。
何者了知诸破立，正理论典之教义，彼等智者得受持，圆满正觉教真义。

十六、不能难

十七、避遁

二十二、相似因

十八、认许他难

十九、忽视应可责难处

二十、责难不可责难处

二十一、离宗义

十、不至时

十一、缺减

十二、增加

十三、重言

十四、不随说

十五、不知义

己一、他利比量之法相

戊
二
、
他
利
比
量

辛一、总说制服与摄受之理

庚三
、见
证者
如何
建立
之理

庚二、胜负之安立
庚一、各自之法相

癸二、破足目派观点

壬二、遮破错误观点

壬一、宣说合理观点

庚一、由补特伽罗而分类：

庚二
、由
必要
而分
类

一、坏宗

二、异宗

三、相违宗

四、舍宗：

五、异因

六、异义

七、无义

八、不可解义

己三
、辩
论语
言之
分类

癸二、论式之作用

子二、破彼观点

癸二、说合理观点

癸一、破不合理观点壬二、
答复方
式

癸三、除诤论

壬一、真能破
壬二、似能破

子二、立自宗

癸一、
破他宗

子一、宣说对方观点

丑二、破雪域派观点辛一、
建立自
宗之语
言

辛二、破斥他
宗之语言

         子三、除诤论
丑二、于智者前论证方式
丑一、于愚者前论证方

壬一、
真论式
之分类

壬二、似论式
之分类

壬一、
应成之
安立

丑一、法相

总结偈

辛二、
分别抉
择负处

己二
、补
特伽
罗之
安立

辛二、
应成论
式

辛一、自续论式

庚三
、由
论式
而分
类

子一、
真应成
因

癸二、
立自宗

第
十
一
品
观
他
利
比
量

丑二
、分

类

寅一、引出能立之应成因

子二、似应成因

九、缺义

癸一、法相
癸二、分类

丑一、破前派观点
癸一、运用语言之方式

子一、破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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