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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淺談 

阿旺年札 

 

諸法實相甚深空義，是三世諸佛所共乘之道，若一切眾生能通達而加以修行，亦能同獲

解脫；相反地，若不得通達而愚矇者，便將於漫漫生死長夜之中，難有出離之日，故謂此諸

法實相之證見，實乃成佛之根本關要。 

那麼，何謂諸法實相甚深空義呢？略攝其義，當可謂為「中觀心要」。而此中所謂的

「中觀」，簡言之，就是指「不偏於斷邊」也「不偏於常邊」的中庸之見。 

 

不偏於斷邊 

首先，若欲「不偏斷邊」，首當從諸法假名安立、離言絕相、緣起性空等道理中，徹底

了悟「生滅緣起，一切生滅皆依因果」，因為人之生死總不出因果循環，在今生業續上所留

下的大小善惡習氣，就算經過長期流轉之後，仍會一一產生善惡因果之報應。 

接著當更進一步確認：不僅業續在流轉著，五蘊合和上唯由分別安立假名的「唯我」，

也是相續不斷地流轉，直到成佛才得以停止，因此，雖然沒有一個意識堪得成為假有唯我的

事相，但卻有唯我流轉直至佛地。 

再者，要徹底的打破「業果所依必是實體」這樣的概念，更要取除「若非實體，則諸法

剎那生滅，所依亦隨之生滅，當如何成立因果不失？」這樣的疑惑所生之邪見。明白一點來

說的話，就是要了知微細因果道理，此中業果所依為「唯我」，亦即業果乃依於五蘊和合上

 



 

唯由分別假名安立之“唯我＂，進而引起，我造如是業，受如是果，故業果不須立所依實

體。 

緣分別假名安立之「唯我」而生執著，此執著即成生死流轉根本，故應當要破，但有人

卻誤認為在破除假名安立之「唯我」上執著的同時，「唯我」上業果也當一起除掉，這是不

對的，因為緣起性空而業果卻不失，正如《法界贊》所說：「凡是佛所說，宣講空性義，皆

為滅煩惱，非謂滅法界。」因此若也成立無業果的結論，就成了「斷見」，故說唯破除遮遣

唯我上所生之執著，才能顯現無實有的空，而不落於「斷邊」。 

 

不偏於常邊 

若欲「不偏常邊」者，也要從緣起性空道理中，對諸行無常法則具有深刻體會才行。所

謂了解無常，其範圍頗大，從最基本的對於生命無常之體認，更進一步認識到心相續中所留

下習氣經外緣配合而產生種種的果，再者，深入了悟於五蘊和合上由分別假名安立之「唯

我」的相續、流轉的情況，如此漸次體悟，最後方能獲證究竟果位。 

然而，有些人在分別假名安立之「唯我」上頭加以追根究底，卻因為找不到相續、流轉

的實體我，而認為「唯我」無有實質或永恆不變這樣的結論，因此墮落於「常邊」。其實，

雖然尋找「唯我」時，無法尋得實體我，但是由分別心假名安立之「唯我」其無自性的存

在，卻實在是於剎那剎那中相續不斷，若能體悟這般正確的概念，就不致於墮於「常邊」。

至於從清除斷邊而証到有，從斷除常邊而證空這深度的道理恐待另文再述。 

 

認識我、我所有 

 



 

那將如何徹底的取除二邊？所謂不墮落常邊和斷邊者，其所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正如

《入中論》所說：「最初說我而執我，次言我所則著法，如水車轉無自在，緣生與悲我敬

禮。」此中說明了芸芸眾生生存在世間上，我執擾亂甚為嚴重，以此為出發點，人與人相處

及互動之時，開口閉口總免不了要先說個「我」字。其實，眾生在我執而起的錯覺勢力支配

下，因不能徹底了悟所謂的「我」，其性究柢為空，而在名言假說的「我」上，妄生顛倒之

我見，耽著於有個實在的自我，所以沉浸在常邊和斷邊，導致流轉於三界生死苦海之中，受

種種的痛苦逼迫而難得出離。 

有了自我，勢必存在與之相對立的我所，而有了我所，眾生又更於其上，生起實有諸法

之妄執，緊接著的是我的財產、我的地位、我的名利等等我所有心顯示出來，不但深深戀著

於已擁有的，更對於還未成為我所有的那些東西，生起無止境追求的貪欲心，就這樣，除了

想盡辦法抓緊保護現有的東西，讓它們一一處於我所有的權勢掌控下，那些未入此中的種種

東西，今天貪圖不到你會明天去追，明天得不到後天去追，再追逐遊戲中，意識中就更堅固

地暗示自己確實存在著「我某人」，透過更嚴重的將咋天的我、今天的我與未來的我執為同

一，就成了佛經中所破斥的「常見」。 

如上所說，眾生有了我和我所有二種妄執，自然而然地流轉於生死大海中，如同水車一

般。雖說如此，然水車的轉動畢竟要依靠著人力，也就是說，它的轉或不轉，其本身並無自

主，完全仰仗著人力加以推動這樣的因素，因為若有人去推動，則水車就會轉，相反的，若

無人推動，那麼水車就會停止下來。同樣的道理，眾生流轉於生死輪迴中無有休止，其背後

推動的力量正是我、法二執的倒見所生之力，此力極強，致使生生世世無論做什麼都不得由

主，相續不斷地隨著各種各樣的有漏業在六道中升沈飄浮，一切受用無得自主，總由業力牽

引。那麼，在輪迴中流轉時，因業力深重，所受的苦是連續不斷，再加上過去種下的習氣復

 



 

燃，開始對因果產生排斥感，時間久了便產生因果非實的邪執，這一種邪念就構成佛經中所

破斥的「斷見」。 

菩薩觀見眾生痴情於我、法二執，沉流苦海之中，卻不知苦因從何而來，反而將苦作

樂，縱有能稍稍了知苦者，卻仍不知當憑藉何法而得以去苦，菩薩摩訶薩緣此等眾生而起大

悲心，欲令拔除。 

又，《入中論》言：「慧見煩惱諸過患，皆從薩迦耶見生，由了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師

先破我」，此已明確地告訴我們，墮落二邊等一切煩惱皆來自我執及我所執，若更進一步細

究，則一切煩惱過患依薩迦耶見起，薩伽耶見的我執，則是唯在個人身心上所引起的。因為

於自身心上執有一個實在自我的觀念，所以眾生的一切起心動念，都以自我為中心，為出發

點：假定今天去處理一件事情，對我名譽、金錢、權勢、地位有利益的話，我就滿心歡喜的

予以接納，並且對它生起堅固的貪著，假定今天所處理事情，不但我無益，且有相當的損

失，就會想盡設法的去推辭和避免它，一旦避免不了，就對它生起瞋、痴心。在人與人之間

相處同時，別人某一方面勝過自己時，千方百計的去損害他、嫉妒他等等，這些一切一切煩

惱過患，包括常見斷見，無不是以薩迦耶見為中心而引發出來的心理活動。 

故然薩迦耶見是諸煩惱的過患，一切生死等根本，現行的瑜伽師，為了迫使薩迦耶見

不生起，特盡全力先破「我執」，假定我執破不了，則生死等問題就不得解決，薩迦耶見亦

復無以撲滅。總而言之，首先須得除去我及我所，才會真正不墮落進而證至中道。 

 

中觀自續與應成 

在佛教發展到大乘時期，佛教教內學說、宗派競相興起，曾展現空前未有之盛況。佛往

昔因應眾生根器和隨順求法者意樂而宣說八萬四千法門，除了般若經典中直接講述道的次第

 



 

以外，間接教授之諸法──假名安立、法性皆空之深意，直到龍樹菩薩為首之中觀論師們，

以中觀之見重新整理、略攝之後呈現於世，而有了當今我們直接究習不墮二邊及離言絕相佛

法真理之入徑。 

此時所明確建立之「中觀正見」，對於推動及發揚佛說法性空寂等之甚深意，其思想理

論，當不僅是一宗一派所許而已，最終更成佛教界所共許之教義。這樣的發展對於矯正中觀

自續以下諸派之偏執，及對抗外道、啟信於眾生有不可磨滅的貢獻和時代意義。 

佛教歷史的發展中，龍樹為首之中觀論師們弘揚「中觀正見」後，探討中觀的學者日異

繁多，興盛蓋世，其中因而得獲究竟果位者，數量之多，實不勝計。但後期因歷史演變，時

局動蕩等種種因素，使得闡述中觀之論師們，在思想和邏輯上漸漸產生了差異，故而也形成

中觀宗之下龐大的中觀別派如自續與應成等派。明白一點說，中觀開轍師龍樹菩薩把諸法無

自性、一切皆由分別假名安立、一切依緣起而生滅等道理，以其《中論》「諸法不自生，亦

不從他生，不共、不無因，是故知無生。」即於自因、他因、共因、無因四句中，覓生不可

得，所以說諸法無生。如此等言，綜論了甚深中觀見地，也論及遮遣他宗種種邪見之法，然

而當龍樹實為明顯而清晰的陳述所謂今人常稱之應成道理時，後人卻因著究理方式與角度、

意見等不同而形成許多宗派。 

現以自續、應成兩大派系而論：如佛護論師（470-540）於詮釋「亦不他生故」這句話中

的龍樹密意時，亦遮破他宗「諸法因緣生裏含有他生的意義」等對於實有之妄執與主張，此

法亦即後來所稱的應成論式。佛護之後，更出月稱菩薩（七世紀）大力支持其所用應成論證

方式來力破「他生」。其所著《入中論》中作如是言：「若謂依他有他生，火燄亦應生黑

闇，又應一切生一切，諸非能生他性同。」若依有自性之因，能生有自性之果，如果是的

話，則從能破闇之燄，亦應生所破之黑闇；又應從一切是因非因，生一切是果非果，何以

 



 

故？以凡一切非能生彼果之法與汝許為因果者，同是有自性之他故。像這樣運用此法破斥別

宗之謬論而建立出來的應成因明論式，被後人則稱名為「應成派」。 

另外，清辨論師（約六世紀）注疏龍樹密意而論述「亦不他生故」，安立自續因的論證

方式後，建立自己所持理論為「諸法有自性存在，有自性因必有自性果」，後來該派被立名

為「自續派」。 

然而自續以下諸宗派，雖然大量詮說各大法門，卻畢竟是應弟子根器利鈍之別，雖說如

此，善巧了知下下部之主張，無疑是徹底了解上上部宗派見地的必要方便，益處頗大。 

對於中觀二派，我們要掌握的其實不需要很多，而是對於它的重點要深入瞭解乃至於有

深刻的感受。對於修行人而言，中觀哲學的所有目的是為了使我們對於現象的性質有全盤

性、根本性的體認與醒悟，因此它不是很龐大複雜的哲學義理，它是很單純的用宗，因、喻

三支因來推理論式論證，換句話來說，就是把散置在各種論述中的佛法奧秘，用單純的緣起

或諸法無實有、諸法無自性等來加以論述。 

 

中觀體認的困難與偏見 

雖說如此，卻很難真正的體會到所謂不墮二邊的中觀緣起性空道理，更困難的是要進一

步的親身證悟到離言絕相之境地。這當中，困難的原因不是緣起空義之極複雜，而是長久以

來我們活在自以為是的意識偏見中而難自覺自知，更且認為理所當然。 

對緣起空義的體會，它是很單純的一件事，但我們卻偏偏遠離諸法假名安立，及無

自性思維範疇，須懂得嚴密繁複的哲學及精細犀利的邏輯辯證能力，然因心識為錯覺所蔽，

故而只得誤解自立，自續、有自性以外更會迷醉在心外無境的假像況態中，更嚴重的耽著於

 



 

宗派的偏見誤以為二取體空、補特伽羅為獨立實質的空等是謂究竟空，那一些人只能沉浸二

邊之中，世世也無法了悟到至高無上的中觀之見或緣起性空的深意。 

 

照妖真鏡──中觀 

然而，也有些人把它當作一件容易的事，光是在文字或理論上有了一點點地理解，或者

進一步的，可以從邏輯上推衍架構出一些哲學概念，如此就把它當作是自己已經深徹瞭解、

體悟、親證「中觀」之密意。 

最近網路等傳播媒體，陸續有些佛教教內人士力投清掃咱們佛家門戶的行動，如「穢跡

金剛的家」之「附佛外道名冊」已列有蕭平實、苦海還願人等三十六者，屬於附佛者的文章

或著作，也都被放入「邪師論著」並公開某些書籍之辨偽經過，以為入圍者毀謗正法及擾亂

世間之重要証據。此外，任何人若對其他名單外者，亦可利用「檢舉附佛外道專屬信箱」，

希望在眾目睽睽之下，將此類人及作品等證據，帶至天魔外道的照妖鏡前，讓天魔外道無所

遁形，更希望為無知之徒戴上辨偽照妖的眼鏡。 

這些名單中，台籍「蕭平實」是最近台海兩岸護教人士眾等不約而同地發表專文重加破

斥之人。1 對蕭氏之相似佛法論調其書籍言說等一一鑑別之專文更有數則，讀者可自行上網

參考，但隨舉一例，此不贅述。 

蕭氏自欺自誇，狂妄自大之言論充斥其書，隨處得見此類狂言邪語，其言：「自從廣欽

老和尚過世後，所有法師、居士不是落在常見就是墮落在斷見，找不到真正的佛法，台灣有

七八十萬佛教徒，能明心見性者才一百五十餘位，卻都是自己門下的弟子，唯一的會外的人

士也是因讀了自己的書開悟……。」就此即知其強大之「我慢」，不但試圖要一竿子打翻一

船人，還無憑無據試圖下這樣的結論：若非其門徒或讀其書之修行中人，不論何等大德，皆

 



 

已被二分法的歸入「斷見」和「常見」者行列之中。然不知蕭氏在使用「斷見」和「常見」

二詞時，所「賦予」的意思為何？如何證明自己及其徒已真正達至不落二邊之境地，而又如

何證明廣老死後尚存於世的法師們及居士們都墮二邊呢？ 

自稱「証悟」「中道」之人物，恐怕對常見和斷見所指實一竅不通，不知道所謂斷除二

邊的人至少得到什麼果位，而什麼樣的人將會墮落。光是由大肆毀謗、嘲諷其它修行人之行

徑，即能肯定此當不可能出自正真菩薩摩訶薩之身口意。 

如本文前所述一般，一切煩惱過失包括常、斷見皆因於五蘊和合之體，執著我及我所等

妄見──「薩迦耶見」而產生的，如謂「慧見煩惱諸過患，皆從薩迦耶見生，由了知我是彼

境，故瑜伽師先破」。薩迦耶見乃是見所斷的三結其中之一，以此堆理斷除薩迦耶見要得到

什麼果位。而將墮落的二邊種類繁多，常會由謗有（抹殺）和增益（捏造）等產生出來，所

謂謗，謗祖師大德、因果等不免墮於「常邊」，捏造及誣蔑以無為有，雖沒有證果卻說證

果，沒有神通偏說有等虛構，才會墮落常邊；由無明引生出我執著及我所有而產生對一切行

法視為常，時時在毀謗圓滿無假因果道理，把諸法生滅皆由因緣觀待所得道理解釋為隨心謬

論，這樣才會墮落常邊和斷邊。這位「先生」，正是處處耽著於自我觀念之中無法自拔，毀

謗因果，偏見一切善法，自己所犯之罪不去痛改，還反更欺騙善民也隨其惡行，這種人能沾

得上一點點證果之人的邊邊嗎？再者，若就墮落二邊根源為法我二執而論，一旦具有堅固強

大的我執及我所有執，怎能斷定別人都墮落常、斷邊呢？總歸而言，從緣起所開顯的甚深性

空道理，卻因誤解無自性不能建立因果，故不免墮於斷見；誤解有自性與有法為同一而錯解

性空真義，故不免墮於常見。 

 

結語 

 



 

儘管宗派義理的訓解，更雅貫繁瑣，義理散在因明論証中，真是浩如煙海，使人眼華撩

亂，實證更是難上加難，可是在現代人們智慧於福德極寡又低劣之情況下，某些人披掛著宗

教的衣服，帶著學術界假名字，也憑著自己一點點口才隨意去訓解與詮釋甚深經意和祖師大

德的論點，卻把甚深的佛意理解為顛倒及是非，甚至於深具風格、獨特性的祖師作品都被列

入附佛外道等邪見者攻破對象中，如此作法，想必佛法之浩劫當將逐漸於無體性當中成立，

故大家同心協力來除邪顯正實具護教意義。 

又，身為凡夫的我們，恆常於空有、斷常、一異、來出之二邊戲論中打轉而難自覺，雖

也有欲獲證諸法性空、因果無假、緣起道理、遠離二邊等諸法真理亦始終無法得到，筆者認

為初學者應當在諸多中觀論著中，盡量擷取各說精華，亦窮究諸學之弊而引以為鑑，若欲了

悟遠離二邊之諸法正理，則龍樹菩薩的《中論》及月稱菩薩的《入中論》等應立為根本所依

論典及專攻習讀對象之先，如此一來，自身必能慢慢趨入、相應於究竟的中觀正見。 

 

1 如大陸索吉達堪布勉強撰文稍稍略舉其大量邪誤處之數點，然因其亂用佛學名相、佛

學常識貧乏、扭曲到無法溝通的情況下，尚夠不上論敵資格，故堪布文中實有處處表現無趣

批判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