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觀要略

1、佛教的教義

2、部派佛教的詮釋

3、般若要義—空

4、中觀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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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佛教的根本教義
一、緣起與緣生

• 緣起 (pratityasamutpāda)

–依眾因而生起

– 指萬物生起的因果法則

• 緣生法 (Pratityasamutpanna dharma)

–指依因果法則所現起的現象，特指
生命的延續現象

– 即惑、業、苦的流轉現象。四諦和
十二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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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的說明

緣起

流轉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還滅

此無故彼無

此滅故彼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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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聖諦
1、生命的流轉

• 「此有故彼有」是空間上相依相待的存
在，「此生故彼生」是時間上展轉相關
的存在。

• 依此定律而觀察起來，什麼都不是自有
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無非是相依
相待的、展轉相關的存在。這才能成為
因果的存在。

• 從佛悟證 的『此故彼』的因果定律，就
能正見因果的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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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命的還滅

❖從現象推到理，再推出解決的理論和方法

❖生死法 ，雖一向在即生即滅中，但由於煩惱、
業的不斷相續，滅而又生，所以苦果也就 不斷
地相續下去。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
行滅故識滅 ……純大苦聚滅」

無常 苦 無我 解脫涅槃

5



生命的奧秘: 四聖諦

緣起

流轉

苦Duḥkha

集 Samudaya

還滅
滅 nirodha

道 mār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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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簡單的圖

• 無明我執和真理的衝突

我執 無常
衝
突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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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部派佛教的詮釋

❖三門來詮釋

• 智者入三種法門，觀一切佛語皆是實法，不相
違背。何等是三門？一者、蜫勒門，二者、阿
毘曇門，三者、空門。(大智度論)

• 三門方便

❖蜫勒門 論議無窮 誤：墮亦空亦有

❖阿毘曇門 詳細分別法義 誤：墮有

❖空門 人法二空 誤：墮斷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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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毘曇門--有門

• 名稱： 說一切有

• 教義:

• 三世實有、法体恒存.  

• 法有我無說

• 影響:

• 最有影響力的學派

• 影響唯識學說

• 龍樹菩薩主要的挑戰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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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蜫勒門—亦空亦有門

➢大眾說出世部Lokottaravādin

▪世俗諦虛妄不實，勝義諦真實不虛

❖空門
➢大眾一說部Ekavyāvahārika

▪世俗諦和勝義諦都無實，唯是假名

▪跟般若思想的產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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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般若的要義—空 (Śūnyatā)

第一節目的

▪超勝於傳統的教法 — 緣起

(pratītyasamutpāda) 

▪對阿毘達磨法體論的批判

▪對我執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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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空」的兩種語義

▪ 空 śūnya，空性 śūnyatā

▪ √vi (√ū)：膨脹、增長、成長(物質性)

▪ 膨脹 中空(外有內無)       空、無

1. 膨脹 ，中空(外有內無)

2. 空、無、不存在，沒有(否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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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空 (śūnyatā)的雙重教義

1. 自性空 Svabhāva-śūnyatā : 

❖初期般若的核心理論.

❖涅槃的同義字

❖勝義諦 (聖人的證悟境界)

2. 無自性空 Abhāva-svabhāva-śūnyatā

❖中期般若的重心

❖結合「緣起」論的世俗詮釋

❖無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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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觀思想要義

1. 中論與中觀

2. 緣起

3. 空

4. 假名

5. 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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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與中觀

• 中論以論證中道實相為目的

–依語言、文字、邏輯來論證中道

–論證的觀察

• 中觀是體悟的現觀

–聞思慧的觀察

–修慧的觀察

–現證的證悟

• 因以體悟的現觀為本故稱為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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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中道
24品第十八頌(MMK XXIV.18) :

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無

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

凡依於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 所生的一

切法，我們稱之為「空」(śūnyatā)，此

「空」也只是個名稱(prajñapti) ，這就是中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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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
(中論的主要思想)

• 緣起Pratītyasamudpāda

• 空Śūnyatā

• 假名 prajñapti

• 中道 madh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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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 中論：「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無
(空)，…」

• 十二門論：「眾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
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

• 緣起．無自性．空為中觀的根本論題、
觀法、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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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Svabhāva:

– Svabhāva：

• 自存(不依他緣)

• Sva= 自己；bhāva：存在

–定義

• 自己生成 (無因)

• 獨自存在 (無緣)

• 恒常存在 (不變)

–說一切有部的理論重點

• 三世實有；法體恒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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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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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的空寂性

• 眾緣：一切法的如此生滅，如此次第，無
不由於眾緣。那麼，此有無生滅的一切法，
即沒有自體，即非自己如此的。

• 無實：這即能從如此生滅次第中，悟入此
是即空的諸行，並非是實有、實無、實生、
實滅的。

• 緣起如幻：彼此因待，前後必然，世間的
因果幻網，似乎有跡可尋，而自性空寂，
因果幻網即當體絕待，了無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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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緣起

第一品第一頌：

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 不來亦不出

能說是因緣 善滅諸戲論
我稽首禮佛 諸說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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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緣起

❖用八不來詮釋「緣起」

❖八不
▪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

▪不來亦不出

❖「八不」是要否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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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事四對

一切存在的四個基本概念:  

–事物的存在的本身而言：生&滅

–時間軸而言：常& 斷

–空間的複合相：一&異

–物+時+空= 活動相：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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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空

三種空：

1、分破空

2、觀空

3、自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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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破空

• 又稱為「析法空」，以層層析破而達空

• 物質：如舉毛毯為喻，將毛毯析至極微，
再分析到無方分相，即現空相

• 若從佔有時間者說，分析到剎那──最短的
一念，沒有前後相，再也顯不出時間的特
性時，也可以現出空相。

• 產生的問題：

– 非從本体上論空

– 有可能出現不空而產生法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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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空

• 「觀空」，這是從觀心的作用 上說。

– 如觀毯為青，即成青毯；觀毯為黃即成黃毯等。
由觀空的方法，知所觀的外境是空。

– 如 一女人：冤仇看了生瞋，情人見了起愛，兒
女見了起敬。所以， 好惡、美醜，都是隨能觀
心的不同而轉變的，境無實體，故名觀空。

• 觀空，是唯識宗等所使用的空觀，依此法以明外
境的非有性，成立無分別智體證離言自性。

• 唯識學者把緣起法完全放在心心所法── 依他起性
上，不能到達心無自性論；對於六塵──境的緣起
性忽略了，所以不能 盡契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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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性空

❖空= 無自性：自性否定

❖ 四個存在本質的否定: 

•非自生 (事物本生) 

•無常 (時間軸)

•非獨存 (空間相)

•活動非實(動相)

❖特性：
– 闡發釋尊的緣起真義

– 對治部派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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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性空

• 一切法依緣起而生滅,  沒有內在不變
的本質，即是無自性.

• 因為「緣起」 → 一切法必無自性

• 無自性 = 空Śūnyatā

• 因為空無自性 → 一切法依緣起而生滅

• 緣起 ← 無自性 →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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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假名 Prajñapti
一切存在 = 假名

❖Prajñapti：

• 令知; 名稱; 暫時

• 假名、假施設

❖「空Śūnyatā」亦是假名:

• 「空」只不過是用來描述緣起一切法的一
個符號.

• 空亦不能執

❖「一切法」是假名:

• 三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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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中道 Madhyama

• 佛法的核心──人生的進步、淨化以及完成
的實踐，佛典裏稱之為道。

• 釋尊在波羅奈的鹿野苑中，初為五比丘轉
法輪，即提示以「中」為道的特質。

• 中：中實與中正

一、中實：實相的体証

– 不著名相：離言

– 不落對待：絕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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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正

❖中道: 離一切極端

❖合匯二諦

1) 世俗諦

*vyavahāra 世俗共認：世間語言的指涉；世間所共
同認知；世物和認識的生起因緣

*saṁvṛti 遮蓋：一切諸法無生性空，而眾生顛倒故
妄生執著，於世間為實

2) 勝義諦Paramārtha

• 實相的體證→ 自性空 śūnya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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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諦

假名

中道

勝義諦

空

緣起 無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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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哲學的特色與深意

• 闡發釋尊的緣起真義。

• 對治部派的偏差。

• 合會大小緣起性空

• 整合大乘歧見

❖使佛法成為一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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