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年三月六至八日講於中廣音樂廳 
中觀入門（七） 
◆ 顙東仁波切 講述 
◆ 鄭振煌 口譯 
◆ 謝雅玲 整理 
問：母親懷孕十月期間，為因果不同時，亦非不同時而生，又因果在時間點上，

如何檢驗其生？ 
答：一切諸法都不是自性有，所以「自性有」這個名相，要了解它真正的意思，

我們的重點不是在找出某個現象或某個果會生出來，而是在講非自性有這回事。

也就是說：我們要排遣的，要掃除的，是我們對一切現象的觀念。我們總是以為

一切現象是自性有，這是我們所要掃除的，我們的重點不是放在如何檢驗其生。

一般說胎兒從母體生出，我們說他是出生，其實他不是真的出生，這只是假名而

已，這只是假名說他出生，不要把假名當作是自性有，不要把假名當作是真的。

出生只是假名，怎麼說呢？當胎兒出生時，並不是那時候才有生命體，因為他老

早已經生出十個月了，他的生命已經有十個月了。所以胎兒出生時，並不是真正

的生，那只不過是假名。佛法如何講「生」呢？佛法講的生是指色法和心法相結

合，也就是說心識（意識）進入色法（色法是物質，這裡指受精卵）。也就是我

們的心識、意識進入受精卵的那一剎那間，那才是「生」。即使如此也只是假名，

並非自性有。 
問：請示仁波切，行蘊既是空，又是什麼東西投胎或轉世到另外一個生命裡去呢？ 
答：依據中觀宗，萬法皆空，也就是一切的現象都是空性。空性是說一切萬法的

自性不可得，都不是自性有。換言之，一切萬法是存在的，只不過它們是互相依

存，互相依賴的。心識也是空性，一直在改變，轉世的是心識。 
問：如何令自己不再落入假名的自性有？ 
答：在我們沒有現證空性以前，我們總是會執著一切為自性有。一個假名進入了

我們的心中，我們的心就被限制了，由於業力和無始無明的關係，我們總是執著

一切法為自性有。所以，在沒有現證空性之前，我們總是會落入一切都是自性有

的偏執中。如果我們只是在知識、觀念上了解一切法皆是空性，我們因為還受業

力的影響，所以無法避免不墮入自性有的陷阱。唯有修行到現證空性，才能夠澈

澈底底照見一切法都是非自性有。 
佛教以幻術作譬喻。魔術師會變魔術，將人變成馬，讓觀眾把某一個人看成一匹

馬，在這種情況之下，會有不同的三種人出現：第一種人是已經被催眠了的人，

他們確實可以看到某一個人變成了馬，因為他們已經被催眠了，所以他們看到的

人，真的變成了馬，這種被催眠的人會深信不疑。第二種人是魔術師本人，他也

會看到那一匹馬，但是他知道那匹馬是假的。第三種人是剛剛進來沒有被催眠的

人，不在催眠狀態之下，這類人看到的那個人，並沒有變成一匹馬。他沒有看到

馬，也不相信那個人是馬。這三種人，可以譬喻我們人類就是這個樣子。當我們

都不了解空性的時候，我們等於是被催眠的人，把一切都看成是自性有，真實存



在，而且深信不疑。第二種人是聞思空性了，知道空性是怎麼回事，可是還沒有

現證空性。這是譬喻那個魔術師，他可以看到一匹馬，但他相信這匹馬是假的，

並不是真的馬。第三種人是已經現證空性，透過修行的力量，體證空性了，澈澈

底底沒有看到馬，同時也不相信馬是真的。如果你想要不墮入自性有，就一定要

現證空性。 
問：學習中觀要如何用來策發菩提心，在生活中可否舉例？ 
答：中觀是屬於哲學的層面，慈悲是屬於方便的層面，兩者是息息相關的。慈悲

有三種不同層次，慈悲的發展有三種不同基礎。第一個層次發展的慈悲，稱為生

緣慈悲或生緣的大悲。「生」就是以眾生為緣，「緣」是緣生的緣。所以第一個層

次的慈悲，叫作生緣慈悲。我們對一切眾生發起慈悲心，是把一切眾生看作是眾

生，看作是生命體，所以，產生悲心來關懷他們。第二種慈悲稱為法緣慈悲，是

以佛法為緣的慈悲。這時候不只是把眾生看作眾生，而且把眾生看作是瞬息萬

變，是無常的，因而發起悲心，想要幫助眾生。法緣慈悲，是從生緣慈悲擴張發

展而來的，層次自然是高於生緣慈悲。法緣慈悲之上，還有無緣慈悲。當修行者

不僅僅見到一切眾生皆無常，而且也見到一切眾生皆是空性。正因為一切眾生都

是空性，就能生起了無邊際的、沒有限制的大悲心。障礙我們慈悲心生起的最大

因素是分別心，將我們與其他眾生分開類比，我們完全和眾生不同。這種分別心，

最會障礙我們的慈悲心，等到我們體證到空性，認知一切眾生皆是空性，皆是平

等的、毫無差別的，這時候，慈悲心就可以毫無保留完全展現出來。 
問：在藏傳佛法中，對於先證二乘果位的缺點有何看法？阿羅漢有什麼苦？ 
答：阿羅漢是沒有苦的。苦之產生，是因為心裡有無明，以及無明所招致的業。

阿羅漢因為修行證果，所以他的無明已經去除了，不會再造作那些會引起苦的

業，所以阿羅漢是沒有苦的。不過，阿羅漢卻還有限制。他的限制是儘管對於法

已經有廣泛認識，可是還沒有完全認識一切法皆是空性。也就是說，阿羅漢的所

知障還沒有完全去除，不能夠教導眾生去證得佛性，這是阿羅漢的限制。 
有人說「阿羅漢有缺點」，我不認為這樣的講法是適宜的。我們不能講阿羅漢是

有缺點的，因為眾生的根器不同，有的眾生，你要他們成佛，他們是沒有意願的。

一些眾生修行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息滅痛苦，能夠息滅痛苦，對他們來講，已經

是最高的目標了。二乘是聲聞乘和獨覺乘，聲聞和獨覺在滅苦這方面是沒有不同

的，差異的地方，只是在滅苦最後的階段有所不同而已。阿羅漢在滅苦最後的階

段，也就是在要成阿羅漢時，是出生在有佛法的時代。聲聞乘就是聽聞佛法，從

而修行而證阿羅漢的。獨覺乘也是經過累世的修行，可是在最後要證果的時候，

卻不是出生在有佛法的時代，而是出生在沒有佛法的時代。固然，他前輩子曾聽

聞佛法，但是在要滅苦證阿羅漢的最後階段，不是靠聽聞佛法，而是透過思維觀

察外在的因緣，達到去除煩惱障，息滅痛苦。所以，二乘證果位的境界沒有什麼

不同，不同的地方是在他們要息滅苦，而最後證成阿羅漢的情況不同。 
當阿羅漢證果以後，煩惱已經沒有了，可是過去業力所召感的色身仍然存在，色

身仍然會有苦，這時候我們稱為有餘涅槃。等到色身分解了、死了，阿羅漢就進



入無餘涅槃之中，就好像燈焰熄掉一般。阿羅漢因為見到苦是從色、受、想、行、

識五蘊而來的，因此當他進入無餘涅槃時，就讓色、受、想、行、識五蘊永遠息

滅，再也不會生起了。就好像一盞燈的火燄永遠熄滅一般，再也不讓火燄重新燃

起。 
絕大部分的佛教宗派，都認為阿羅漢在無餘涅槃之中，過了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以

後，會迴小向大，發起菩提心，發起要成佛的心，那時就會再修菩薩道，慢慢成

佛。在佛教宗派裡面，只有經部宗認為阿羅漢不可能再發起菩提心，行菩薩道成

佛，因為阿羅漢在進入無餘涅槃之後，心識已經息滅了，已經不再生起了。所以，

阿羅漢在進入無餘涅槃之後，就從此灰身滅智，不可能再發起悲心、行菩薩道。

但這只是經部宗，即少數人的見解，即使是在小乘的毘婆沙宗，還是認為阿羅漢

有佛的種性，可以迴小向大，發起悲心，行菩薩道，最後成佛。因此，我們不應

該說二乘證果有什麼缺點，我們只能說二乘證的果並不是十分圓滿而已，並不像

成佛那般的圓滿。 
問：請問仁波切，佛教的末法時代，和基督教的末日審判，有何不同？如何建立

良性的宗教交流？ 
答：這兩個觀念是不同的。佛教說，我們這個劫稱為賢劫，賢劫將會有一千尊佛

出現。過去，已經有三尊佛出現在我們地球上，他們的法都已經消失了。後來有

第四尊佛，釋迦牟尼佛出現在我們地球上，宣講了釋迦牟尼佛的佛法。一般的說

法，是說佛法將可以留在我們地球五千年，佛曆到今年已經有兩千五百四十四年

至兩千五百四十五年。換言之，釋迦牟尼佛的法，還可以流傳兩千四百五十六年

到兩千四百五十五年左右。釋迦牟尼佛的法留在地球上，大約可以分為四至五個

階段，在最後面的五百年，只留下佛教的象徵而已。佛教的寺院，只留下佛像，

只有佛經，也有人讀經，卻沒有人實際的修持。在這五千年之間，佛法有正法、

像法、末法、滅法四階段，目前佛曆已經有兩千五百四十四年至兩千五百四十五

年，已進入末法時代，佛法漸漸在衰微之中，這也是我們可以親眼看到的事實。 
不過，佛法雖然在我們東方傳統的佛教地區已經衰微，但是卻在歐美西方社會慢

慢流傳起來。至少在臺灣，還有很多人對佛法有興趣，還在修學佛法。佛教說，

釋迦牟尼佛的法，從地球消失之後，會有一段黑暗的時代，過了這段黑暗的時代，

第五位佛彌勒佛就會來到我們地球，來到我們世間再重新講他的法，這是一千位

佛裡面的第五位。這幾位佛，他們的法都是大同小異的。會有一千尊佛陸續出現，

我們不知道佛經的記載是不是確有其事，或只是象徵的意義。不過，我們確實已

看到佛法衰微的情況，所以佛經上的記載，不僅是象徵而已，有可能成為事實。

不管如何，佛教末法時代的觀念和基督教的末日審判，是截然不同的。 
問：如何進行宗教交談？ 
答：現今時代，宗教的交流對談，比過去更重要、急迫得多，因為今天世界上的

人民互動比起從前來得密切，宗教間的接觸，比起以前來得頻繁。所以，宗教的

交流對談，就顯得異常重要。每一個宗教在哲學上、形而上、儀式上，都會有很

大的不同。我們在從事宗教交流對談的時候，應該尊重每一個宗教，因為每一個



宗教都有它發生的因緣，都是眾生所需要的。 
今天仍然有宗教互相衝突、互相迫害的地方，這是非常不好的現象。一切宗教，

固然在哲學上、形而上的觀念上、儀式上會不同，甚至矛盾，但我們要接受差異，

要尊重所有的宗教。再來，我們不應該要求別人放棄原來的宗教，改信我們的宗

教。宗教信仰是人們的基本權利，要改變宗教信仰，也是每一個人基本人權之一。

信不信宗教，改不改變宗教信仰，這種權利是每一個人的。做為宗教徒，不應該

用宣傳、廣告的方式，企圖改變別人的宗教信仰。有一天，也許我會放棄我的宗

教信仰，改信基督教，改信回教，這是我的權利。但是，我們不應該試著改變別

人的宗教信仰。因為宗教只有差異，只有不同而已。宗教沒有優越、低劣的差別，

宗教只有不同的觀念。我們要接受宗教之間的不同，但不可以認為宗教之間有

優、有劣、有高下的區別。最後，我們在從事宗教對談的時候，要知道所有宗教

都有它的需要性，我們如果用這樣的善意從事宗教交流，不但可以利益眾生，也

可以保護宗教本身。 
問：如果證悟到空性，是否意味著能看到意識與意識的流轉？ 
答：是的，我們證悟到空性以後，就能看到意識與意識的流轉。 
問：有無可能掌握住意識的流轉？ 
答：可能，我們是有可能掌握意識的流轉，因為掌握意識的流轉是證空性的目的。

我們證空性，首先是證到人我空，其次再證法我空。當我們證到人我空、法我空

的時候，自然意識的流轉就息滅了。 
問：我們所要遮的是心中所產生的概念，而非否定現象。請問與四念處中的心念

處││心非自性有，是否無二無別？也就是說只要有心念處，即可代表一切所

知？ 
答：我不認為是相同的，但是兩者之間卻有關係。如果是先證了空性，再來觀心

念處，這時候，心念處的層次就非常高。如果是先修心念處，再觀空性，就可以

很容易知道我們要遮的是什麼。這兩者是有關係的。v（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