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樹菩薩所撰述

的《中觀論》，為引

導眾生脫離輪迴苦海

的慈悲教示；月稱論

師所著之《入中論》

則是詮釋《中觀論》

的注疏本，乃是吾人

通達《中觀論》之梯

階。然而，因上述二

者皆精深遠大、難以

通曉，宗喀巴大師因

此對這兩本論典進行

注疏，藉此開顯《中

觀論》與《入中論》

周密的義理，以利後

學研讀、領解，進而

依教奉行。

演 培 法 師 於 其

《入中論頌講記》曾

提及：「吾人修學佛

法，在求生死解脫；

為求生死解脫，必修

無我正觀；為修無我

正觀，須辨了義的

聖教；為辨了義的聖

教，應求善通契經的

諸論師。然而，於諸

論師中，欲求正見契

經之深義者，不得不

以龍樹之中觀正見為

指南。可是為諸契經

指南的龍樹中觀見，

義理甚深難明，非一

般人所能了達，故欲

求龍樹中觀之正見，

不得不更求於龍樹

下的中觀各派。而於

各派之思想中，深得

龍樹論意者，當推佛

護、月稱一派。依於

月稱的學說，求見龍

樹之正義，即可明白

了義的契經，進而修

習無我之正觀，最後

獲得生死的解脫。」

《入中論善顯密

《入中論》與《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簡介

意疏》乃宗喀巴大師

所造，而宗喀巴大師

乃繼承於阿底峽尊者

的法脈，阿底峽尊者

之中觀正見亦宗於月

稱、佛護一派，是故

若欲探求龍樹菩薩

所著《中觀論》之深

義，《入中論》乃步

入「中觀正見」殿堂

之階梯，而《入中論

善顯密意疏》亦是修

學上述二論前不可不

讀的必修課程，使吾

人得以一窺堂奧，對

佛法之中觀正見有全

面且細緻的理解。

《中觀論》的思想特質

在印度大乘佛教

的發展史上，空和有

的思想是最重要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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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流。闡述空性思

想的代表，當屬龍樹

菩薩為首的中觀學

派。而中觀學派所依

據的要籍，即是龍

樹菩薩所造的《中觀

論》。

《中觀論》又稱

《中論》，全書以頌

體撰寫，因此也稱

《中頌》，主要在解

釋空性思想的內涵，

提出「緣起性空」

的主張，認為萬法

皆是因緣而生，是

故《中觀論‧觀四諦

品》云：「眾因緣生

法，我說即是空，亦

為是假名，亦是中道

義。」龍樹菩薩在

《中觀論》第一卷開

宗明義地說：「不生

亦不滅，不常亦不

斷；不一亦不異，不

來亦不出。」此即說

明「緣起性空」不偏

不倚的「中道」思想

特質。以上「八不」

的說法，其實即是透

過否定的方式來破除

眾生對「有為法」的

執著。簡要地說，龍

樹菩薩在《中觀論》當

中對空性的解釋，就

是「真空」不礙「妙

有」，「空」是本

質，「有」是表象，

兩者有表裡之分，更

同時相輔相成。

龍樹菩薩造《中

觀論》的主要目的，

即是欲破除凡夫執著

「有」為真實存在的

「執有」，以及小乘學

者誤以為「空」是一

切皆無的「執空」，深

入破除此二見，使之

入於中道。為區別凡

夫所謂的「有」，故說

「妙有」；有別於小

乘所謂的「空」，故言

「真空」。

中觀學派的發展及其

影響

由《中觀論》所

形成的中觀學派，對

漢傳佛教的發展影響

相當深遠，初於南北

朝時期由鳩摩羅什大

師引介到中國，而後

隨著隋唐佛學的興

起，包含：三論宗、

天台宗、華嚴宗及禪

宗等各大宗派，都或

多或少地吸收了中觀

學派的思想。

中觀學派在龍樹

之後，逐漸分為兩大

派，即「中觀應承

派」和「中觀自續

派」。應承派，主要

在破斥外道與小乘

對空性的誤解，並

不特別建立自宗的

理論；而自續派，主

要是先破斥外道、

小乘的思想，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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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自己的學說。

其中，應承派的

月稱論師具有承先啟

後的地位，被認為是

繼承龍樹思想、復興

中觀學派的高僧。龍

樹菩薩圓寂之後，中

觀學派漸趨沒落，月

稱論師有鑑於主因之

一，即空性義理的深

奧隱微，難以領解，

不若唯識有宗的思

想，較易修習，所以

特別造了《入中論》

一書，作為學者研習

《中觀論》的敲門磚。

《入中論》的內容架

構及流傳情形

《入中論》一書

的書名，「入」指「悟

入、深入」，「中」

代表「正 確 真實的

真理」，「論」就是

「論典」。總的來說，

「入中論」就是「悟

入正確真實義理的

論典」。《入中論》

最大的特色，是行解

並重，不同於一般論

典，或偏於修行，或

偏於說理，本論由菩

薩修行的次第下手，

從初發心一直到成就

無上菩提，中間經歷

的所有階段，行持方

法與證悟境界皆有討

論，可謂行門與解門

同時俱進、相互配合

的論典。

《入中論》將菩薩

修行的境界分為十一

地。前十品主要說明

初地菩薩至十地菩薩

修行所成就的功德及

修行的次第。接續此

後，「釋佛地諸頌」則

為開顯佛果功德的內

容。各品詮釋之義理，

尤以第六地「菩提心

現前地」，最不易理

解，第六地菩薩所修持

的是般若，月稱論師亦

於此處對中道之意趣

特加發揮，所以此處也

是全書論述最核心也

最詳盡的部分。在佛

學體系中，本論屬於性

空般若系統的論典，在

佛教論典中不但具有

相當大的權威性，其思

想亦影響佛教發展極

為深遠。若能通達此

論，不但能深入龍樹菩

薩的《中觀》思想，對

深奧的般若教法，亦能

契入。影響所及，後世

藏傳佛教的祖師們，

多奉本論為研習佛法

的圭臬之作。

《 入 中 論 》一

書，對十二世紀之後

的西藏佛教影響非常

大。藏傳佛教格魯派

的開山祖師宗喀巴大

師，在其最重要的著

作—《菩提道次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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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即大量引用

《入中論》的內容而

加以闡述。此論在現

今藏傳佛教亦為僧人

必讀的五部大論之

一，由此可見其思想

在佛教義理當中的重

要性。

關於本論典的注

疏，較重要者除了

勝喜的《入中觀論註

疏》之外，就屬宗喀

巴大師的《入中論善

顯密意疏》。其中，

尤以後者更為重要。

蓋因《入中論》一書

的梵文本後已亡佚，

只剩藏文譯本傳世。

近代高僧法尊大師即

根據藏文本翻譯成漢

文的《入中論講記》

以及漢文本的《入中

論善顯密意疏》。此

論在近代尚有日文和

法文的譯本，亦皆依

據藏文本轉譯。

《入中論善顯密

意疏》針對《入中論》

詳加註解，內容旁徵

博引，論述鉅細靡

遺，深入闡發龍樹一

脈空性思想的精密深

微之處，也是吾人欲

一窺佛教空性思想堂

奧，極為權威性的論

典，若欲進一步理解

龍樹之空性思想，本

論深具價值，絕對值

得一探究竟！

/上課時間/

2014年3月24日～4月18日
每週一至週五 晚上7:30-9:30
（唯3/28週五未排課程）
上課請事先報名，報名詳情與詳細課程表，
請參閱慧炬機構網站 www.towisdom.org.tw

/上課地點/

劍潭青年海外活動中心群英堂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16號
捷運劍潭站2號出口直行10分鐘
※會場冷氣較強，請自備外套保暖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慧炬雜誌社、中華慧炬佛學會
/洽詢專線/

(02)2707-5802 分機 202、216

《
入
中
論
善
顯
密
意
疏
》講
座

夏
巴
曲
傑 

洛
桑
丹
增
仁
波
切 

講
授

No.586 Feb. 201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