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丑一、观察有为无为而破 …………………………………………………：若生是有为，则应有三相。若生是无为，何名有为相？
丑二、观察分散聚集而破 …………………………………………………：三相若分散，不能有所相。云何于一处，一时聚三相？

寅一、以太过而破 ……………………………………………………：若谓生住灭，更有有为相。是即为无穷，无即非有为。
辰一、说过………………………………………………：生生之所生，生于彼本生。本生之所生，还生于生生。

巳一、破生生生本生…………………：若谓是生生，能生于本生。生生从本生，何能生本生？
巳二、破本生生生生…………………：若谓是本生，能生于生生。本生从彼生，何能生生生？
巳三、破彼二之答……………………：若彼尚未生，而能生彼法，汝言正生时，彼生可成立。

辰一、对方之回答…………………………………………：如灯能自照，亦能照于彼，生法亦如是，自生亦生彼。
未一、驱除黑暗不成立……：灯中自无暗，住处亦无暗。破暗乃名照，无暗则无照。
未二、灯暗同时不成立……：此灯正生时，不能及于暗。云何灯生时，而能破于暗？
未三、灯暗不触更不合理…：灯若未及暗，而能破暗者。灯在于此间，则破一切暗。

午二、极其过分而破……………………：若灯能自照，亦能照于彼。暗亦应自暗，亦能暗于彼。

午一、自生非理 ……………………………：此生若未生，云何能自生？若生已自生，生已何用生？
申一、总破三时生……………………：生非生已生，亦非未生生，生时亦不生。去来中已答。
申二、别破正生生……………………：若谓生时生，是事已不成。云何依生法，尔时而得生？

酉一、说缘起空性的合理性：若法众缘生，即是寂灭性。是故生生时，是二俱寂灭。
酉二、破未来法的产生存在：若有未生法，说言有生者。可生之彼法，不成岂可生？

申一、反问…：若言生时生，是能有所生。何得更有生，而能生是生？
申二、驳斥…：若谓更有生，生生则无穷。离生生有生，法皆自能生。

…
寅一、以前理而破………………………………：有法不应生，无亦不应生，有无亦不生，此义先已说。
寅二、观察是否正灭而破………………………：若诸法灭时，是时不应生。法若不灭者，终无有是事。
寅一、观察三时而破……………………………：不住法不住，住法亦不住，住时亦不住，无生云何住？
寅二、观察是否正灭而破………………………：若诸法灭时，是则不应住；法若不灭者，终无有是事。
寅三、抉择诸法不离老死相而破………………：所有一切法，皆是老死相。终不见有法，离老死有住。
寅四、观察以自住他住而破……………………：住不自相住，亦不异相住。如生不自生，亦不异相生。

寅一、观察三时而破……………………………：法已灭不灭，未灭亦不灭，灭时亦不灭，无生何有灭？
寅二、观察住不住而破…………………………：若法有住者，是则不应灭；法若不住者，是亦不应灭。
寅三、观察因果而破……………………………：是法于是时，不于是时灭；是法于异时，不于异时灭。
寅四、观察能遍不可得而破……………………：如一切诸法，生相不可得。以无生相故，即亦无灭相。

卯一、有实不可灭 ：若法是有者，是即无有灭。不应于一法，而有有无相。
卯二、无实不可灭 ：若法是无者，是则无有灭。譬如第二头，无故不可断。

寅六、观察自灭他灭而破………………………：法不自相灭，他相亦不灭，如自相不生，他相亦不生。

癸二、以此能破事相有为法……………………………………………………………：生住灭不成，故无有有为。

壬二、遮破无为法 ……………………………………………………………………………：有为法无故，何得有无为？

壬三、遮止与圣教相违 ………………………………………………………………………：如幻亦如梦，如乾闼婆城。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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