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雜阿含經》「蘊相應教」要義 

釋昭慧整理 

（95.7.15〜7.21，於法印樓大殿） 

1.開宗明義：應斷欲貪：蘊相應教之重點，亦是佛說法的重點。 

2.教戰手冊：舍利佛為西方比丘言：「大師唯說調伏貪慾。」（雜卷五，T2，33c，108

經） 

3.貫徹始終：蘊相應教最後一經：「以成就依法故。不復堪任知色無常。知受‧

想‧行‧識無常。何等為一法成就。謂貪欲一法成就。不堪能知色無常。知受‧

想‧行‧識無常。」（雜卷七，T2，48c〜49a，108 經） 

4.套句、重點： 

編號 套句 亜型 

1 當觀 X 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觀者。

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

解脫。心解脫者。若欲自證。則能自證。（雜卷

一，T2，1a，1 經 ） 

欲貪斷（雜卷一，T2，1a，2

經） 

A 無常 

B 苦 

C 空 

D 非我 

2 於 X 若知‧若明‧若斷‧若離欲。則能斷苦。

（雜卷一，T2，1b，3 經 ） 

 

3 於 X 不喜愛者。則不喜於苦。不喜於苦者。則

於苦得解脫。（雜卷一，T2，1c，7 經 ） 

 

4 過去‧未來 X 無常。況現在 X。不顧過去 X。

不欲未來 X。於現在 X 厭‧離欲‧正向滅盡。

（雜卷一，T2，1c，8 經 ） 

 

5 X 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

所。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

非我所。（雜卷一，T2，2a，9 經 ） 

 

6 X 無常。若因‧若緣生諸 X 者。彼亦無常。無

常因‧無常緣生諸 X 者。云何有常。（雜卷一，

T2，2a，11 經 ） 

 

7 若眾生於 X 不味者。則不染於 X。 

若 X 於眾生不為患者。彼諸眾生不應厭 X。若

X 於眾生無出離者。彼諸眾生不應出離於 X。

（雜卷一，T2，2b，13 經 ） 

於色味有求有行。若於

色味隨順覺。則於色味

以智慧如實見。（雜卷一，

T2，2b，14 經 ） 

8 為我略說法要（雜卷一，T2，3a，15 經 ）  

9 當觀知諸所有 X。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

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

當觀知諸所有 X。若過

去‧若未來‧若現在。



遠‧若近。彼一切悉皆無常。正觀無常已。X

愛即除。X 愛除已。心善解脫。（雜卷一，T2，4c，

22 經 ） 

若內‧若外。若麤‧若

細‧若好‧若醜。若

遠‧若近。彼一切非

我‧不異我‧不相在。

（雜卷一，T2，5a，23 經 ） 

10 非我‧不異我‧不相在。（雜卷一，T2，5a，23 經 ）  

11 於 X 不如實知。X 集不如實知。X 滅不如實知。

X 滅道跡不如實知故。當知此沙門‧婆羅門不

堪能斷色。（雜卷一，T2，6c，31 經 ） 

有身集趣道及有身集滅

道。……云何有身集趣

道。愚癡無聞凡夫。見

不如實知色集‧色滅‧

色味‧色患‧色離。不

如實知故。樂色‧歎

色‧著色‧住色故。愛

樂取。緣取有。緣有生。

緣生‧老‧病‧死‧

憂‧悲‧苦惱。是純大

苦聚生。如是受‧想‧

行‧識廣說。是名有身

集趣道。比丘。有身集

趣道。當知即是苦集趣

道。云何有身集滅道。

多聞聖弟子如實知色‧

色集‧色滅‧色味‧色

患‧色離。如實知故。

於色不樂‧不歎‧不

著‧不住。不樂‧不

歎‧不著‧不住故。彼

色愛樂滅。愛樂滅則取

滅。取滅則有滅。有滅

生滅。生滅則老‧病‧

死‧憂‧悲‧苦惱。純

大苦聚滅。如色‧受‧

想‧行‧識亦如是。是

名有身滅道跡。有身滅

道跡。則是苦滅道跡。

是故說有身滅道跡。（雜

卷三，T2，18a〜b，69 經 ）（四

諦＋十二緣起） 

12 於此正觀非我‧非我所‧如是正觀。於諸世間

無所攝受。無攝受者。則無所著。無所著者。

自得涅槃。（雜卷一，T2，7b，32 經 ） 

13 所謂明者是知。知者是名為明。 

何所知。謂知 X 無常。知 X 無常如實知。X

磨滅法。磨滅法如實知。X 生滅法。X 生滅法

如實知。（雜卷十，T2，64c，256 經 ） 

14 X 為病‧為癰‧為刺‧為殺‧無常‧苦‧

空‧非我。（雜卷十，T2，65b，259 經 ） 

15 X 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

法滅故。是名為滅。（雜卷十，T2，65c，260 經 ） 

16 X 生。生是我。非不生。（雜卷十，T2，66a，261 經 ） 

17 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 

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

槃。（雜卷十，T2，66b，262 經 ） 

18 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

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

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

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

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

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

憂‧悲‧惱苦滅。（雜卷十，T2，67a，262 經 ）（四諦

＋十二緣起） 

19 觀色如聚沫 受如水上泡 

想如春時燄 諸行如芭蕉 

諸識法如幻 （雜卷十，T2，68c〜69a，256 經 ） 

20 若無明所蓋。愛結所繫。眾生生死輪迴。愛結

不斷。不盡苦邊。（雜卷十，T2，69b，256 經 ） 



（70 經：有身邊、有身集邊、

有身滅邊。） 

（71 經：有身滅道跡內容：八

聖道） 

21 當善思惟觀察於心。所以者何。長夜心為貪欲

使染。瞋恚‧愚癡使染故。比丘。心惱故眾生

惱。心淨故眾生淨。（雜卷十，T2，69c，267 經 ） 

 

22 如實知故。不樂著於 X。以不樂著故。不生未

來 X。（雜卷十，T2，70a，267 經 ） 

 

23 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

色愛‧掉慢‧無明。（雜卷十，T2，70c，270 經 ）。

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

心離我慢。順得涅槃。（雜卷十，T2，71a，270 經 ） 

 

24 貪想‧恚想‧害想‧貪覺‧恚覺‧害覺。即無

量種種不善。云何究竟滅盡。於四念處繫心。

住無相三昧。修習多修習。惡‧不善法從是而

滅。無餘永盡。（雜卷十，T2，72a，272 經 ） 

 

25 我不說此甘露涅槃。依三見者。何等為三。有

一種見如是如是說。命則是身。復有如是見。

命異身異。又作是說。色是我。無二無異。長

存不變。（雜卷十，T2，72b，272 經 ） 

 

26 愛喜集是色集。愛喜滅是色滅。觸集是受‧

想‧行集。觸滅是受‧想‧行滅。名色集是識

集。名色滅是識滅。（雜卷三，T2，15b，59 經 ） 

 

27 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名為

色受陰。……謂眼觸生受。耳‧鼻‧舌‧身‧

意觸生受。是名受受陰。……謂眼觸生想。乃

至意觸生想。是名想受陰。……謂眼觸生思。

乃至意觸生思。是名行受陰。……謂眼識身。

乃至意識身。是名識受陰。（雜卷三，T2，15c〜16a，

61 經 ） 

 

28 愚癡凡夫‧無聞眾生怖畏無我、無我所，無我

所，……攀緣四識住。何等為四。謂色識住‧

色攀緣‧色愛樂‧增進廣大生長。於受‧想‧

行‧識住。攀緣‧愛樂‧增進廣大生長。……

我說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

上‧下。除欲見法。涅槃滅盡。寂靜清涼。（雜

卷三，T2，16c〜17a，64 經 ） 

 



29 常當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云何色集 

。受‧想‧行‧識集。愚癡無聞凡夫於苦‧

樂‧不苦不樂受。不如實觀察。此受集‧受

滅‧受味‧受患‧受離不如實觀察故。於受樂

著生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

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從集而生。是名

色集。是名受‧想‧行‧識集。云何色滅。受‧

想‧行‧識滅。多聞聖弟子受諸苦‧樂‧不苦

不樂受‧不如實觀察。受集‧受滅‧受味‧受

患‧受離如實觀察故。於受樂著滅。著滅故取

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

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皆悉得

滅。是名色滅。受‧想‧行‧識滅。（雜卷三，

T2，17a〜b，65 經 ） 

 

30 云何色集。受‧想‧行‧識集。緣眼及色眼識

生。三事和合生觸。緣觸生受。緣受生愛。乃

至純大苦聚生。是名色集。如是。緣耳‧鼻‧

舌‧身。緣意及法生意識。三事和合生觸。緣

觸生受。緣受生愛。如是乃至純大苦聚生。是

名色集。受‧想‧行‧識集。云何色滅。受‧

想‧行‧識滅。緣眼乃至色眼識生。三事和合

生觸。觸滅則受滅。乃至純大苦聚滅。如是耳‧

鼻‧舌‧身‧意。緣意及法意識生。三事和合

生觸。觸滅則受滅。愛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是名色滅。（雜卷三，T2，18a，68 經 ） 

 

31 當斷 X 欲貪。欲貪斷已。則色斷。色斷已。得

斷知。得斷知已。則根本斷。如截多羅樹頭。

未來不復更生。（雜卷三，T2，19c，77 經 ） 

 

32 聖法印及清淨。 

空三昧、無相三昧、無所有三昧。（雜卷三，T2，

20a〜b，80 經 ） 

 

33 有因有緣眾生有垢，有因有緣眾生有淨。（雜卷

三，T2，20c，81 經 ） 

 

34 X 無我。無我者則無常。無常者則是苦。若苦

者。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雜卷三，

T2，19c，76 經 ） 

 

  

 



教學次第 

一、 導論 

二、 《雜阿含經》卷五（35a〜37c）「薩遮尼犍子經」。 

三、 《中阿含經》卷二五（584c〜586a）「苦陰經」上。 

四、 《中阿含經》卷二五（586b〜588a）「苦陰經」上。 

五、《雜阿含經》卷四（22b〜29b）「八眾誦」中之「婆羅門相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