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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 習甚深中觀  

丁一 明正觀真實  

戊一 開示中觀  

己一 標說  

如是迦葉！菩薩欲學是寶積經者，常應修習正觀諸法。

云何為正觀？所謂真實思惟諸法。 

這裡為何會突然冒出「欲學是寶積經者」呢？ 

云何為正觀？所謂真實思惟諸法。若如此，云何有「聞、思、修」的差異

呢？ 

觀非「思惟」而已，而是「抉擇、篩除」也！  

己二 別示  

庚一 我空觀  

真實正觀者，不觀我、人、眾生、壽命，是名中道真實

正觀。  

不觀者，為不可得故；而非懈怠、苟且故不觀。 

簡言之，乃觀「我、人、眾生、壽命」皆不可得也！ 

 

公案：覓心了不可得，非找不到。而是確認其本不可得也。 

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

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 

云何不可得？眾緣所生故，無自性、非實有。 

庚二 法空觀  

辛一 蘊（處）界觀 

壬一 觀非常非無常  

癸一 觀真實  

復次，迦葉！真實觀者，觀色非常亦非無常，觀受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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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非常亦非無常，是名中道真實正觀。 

如《中論》云「不常不斷」！ 

以緣起故，不常亦不斷。  

復次，迦葉！真實觀者，觀地種非常亦非無常；觀水、

火、風種非常亦非無常，是名中道真實正觀。  

癸二 顯中道  

所以者何？以常是一邊，無常是一邊；常無常是中無

色、無形、無明、無知，是名中道諸法實觀。 

 「無色、無形、無明、無知」，既皆是無，云何為「中道」呢？ 

這「無」者，乃是遮詮，而非表詮。 

 

依瑜伽論有六句 ，本譯但出四句：一、無色，這不是色根識所得的。

二、無形（相），既不是五根識所得，也就不是色等五塵相了。三、無明，這

也不是意根識所明了的。四、無知，也不是雜染的有漏識所知的。 

壬二 觀非我非無我  

我是一邊，無我是一邊；我無我是中無色、無形、無明、

無知，是名中道諸法實觀。  

雖無我，而因果業報不常不斷也！ 

壬三 觀心非實非非實  

復次，迦葉！若心有實是為一邊，若心非實是為一邊；

若無心識，亦無心數法，是名中道諸法實觀。 

同理，「若無心識，亦無心數法」既皆是無，云何為「中道」呢？ 

性不變，相流轉，為中道諸法實觀。 

心識為總相，心所為別相。既離總無別，也離別無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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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相者，假名分割爾！無定相，無定數。 

壬四 例觀諸門  

如是善法、不善法，世法、出世法，有罪法、無罪法，

有漏法、無漏法，有為法、無為法，乃至有垢法、無垢法，

亦復如是離於二邊，而不可受，亦不可說，是名中道諸法實

觀。  

「而不可受，亦不可說」亦偏於無、不可也！ 

雖無自性，不妨以「假名說」！ 

壬五 觀非有非無  

復次，迦葉！有是一邊，無是一邊；有無中間，無色、

無形、無明、無知，是名中道諸法實觀。  

非實有，亦非絕無。眾緣和合時，即有如是相現；眾緣轉異時，相用亦隨

之轉異也。 

辛二 緣起觀  

壬一 敘緣起  

復次，迦葉！我所說法，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

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

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因緣，但為

集成是大苦聚。若無明滅則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 

滅，名色滅故六入滅，六入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

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如是

老死憂悲眾惱大苦皆滅。  

壬二 顯中道  

明與無明，無二無別，如是知者，是名中道諸法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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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行及非行，識及所識，名色可見及不可見，諸六入處及

六神通，觸及所觸，受與受滅，愛與愛滅，取與取滅，有與

有滅，生與生滅，老死與老死滅，是皆無二無別；如是知者，

是名中道諸法實觀。 

「無二無別」不等於非一非異，故還非「中道」！ 

若都無二無別，豈得「還滅」呢？ 

無二無別，是就「平等性」而言；然就「差別相」而言，乃「非一」也！ 

戊二 抉擇深義  

己一 顯了空義  

庚一 法空  

復次，迦葉！真實觀者，不以空故令諸法空，但法性自

空。不以無相故令法無相，但法自無相。不以無願故令法無

願，但法自無願。不以無起、無生、無取、無性故，令法無

起、無取、無性，但法自無起、無取、無性。如是觀者，是

名實觀。  

「真實觀者，不以空故令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修空故令諸法空，

但法性自空。 

法性本來就是「空」的，非以修故，才變成「空」！ 

庚二 人空  

復次，迦葉！非無人故名曰為空，但空自空。前際空，

後際空，中際亦空。當依於空，莫依於人。 

非無人故：非以證得無我故。 

法性雖本來空，眾生卻無始來有我執。 

故謂本來空，不等於已證得「我空及法空」！更不等於「不必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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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 遣除情計  

庚一 取圓成實相  

若以得空便依於空，是於佛法則為退墮。如是迦葉！寧

起我見積若須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諸

見，以空得脫，若起空見，則不可除。 

真理解空者，空即是中道。既為中道，云何退墮？云何起增上慢呢？ 

反之，若以偏消極無為者，謂為空，才有退墮或起增上慢的可能。 

「若起空見，則不可除」：若為中道不二者，則何必除？若偏消極無為者，

以中道除！云何不可除呢？ 

故是「不易除」，而非「不可除」！ 

 

起我見積若須彌，是人天乘；以空見起增上慢，是聲聞乘。人天乘哪有聲

聞乘高明呢？ 

迦葉！譬如醫師，授藥令病擾動，是藥在內而不出者，

於意云何？如是病人寧得差不？『不也，世尊！是藥不出，

其病轉增。』如是迦葉！一切諸見，唯空能滅。若起空見，

則不可除。  

用過藥後，這藥可能以「原形而再出」嗎？ 

若此藥能以「原形而再出」，即證明此藥必無效爾！ 

不明空義者，才會有此說！ 

庚二 怖依他性空 

譬如有人怖畏虛空，悲號椎胸，作如是言：我捨虛空。

於意云何？是虛空者可捨離不？『不也，世尊！』如是迦葉！

若畏空法，我說是人狂亂失心。所以者何？常行空中而畏於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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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謂「知空而不證空」者，即是怖畏空也！所以到底是誰狂亂失心？就不打

自招了！ 

庚三 著遍計執有  

譬如畫師，自手畫作夜叉鬼像，見已怖畏，迷悶躄地。

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自造色、聲、香、味、觸故，往來生死，

受諸苦惱，而不自覺。  

「色、聲、香、味、觸」，非自作，非他作，非共作，非無因作。 

說是「自造」者，即非「中道」也！ 

己三 善巧智斷  

庚一 智  

辛一 觀俱境空  

譬如幻師，作幻人已，還自殘食。行道比丘亦復如是，

有所觀法，皆空皆寂無有堅固，是觀亦空。  

所觀雖空，能觀者未亡。 

如幻師，兀立而不動也。 

辛二 智起觀息  

迦葉！譬如兩木相磨，便有火生，還燒是木。如是迦葉！

真實觀故生聖智慧，聖智生已，還燒實觀。  

兩木者，從無明而有「能所」。 

兩木相磨，便有火生：析相以見性，從世俗諦入勝義諦。 

還燒是木：見性成就者，證得「能所雙泯」也！ 

「能所雙泯」時，觀非離、非即！   

庚二 斷  

辛一 破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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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然燈，一切黑闇皆自無有，無所從來，去無所至。

非東方來，去亦不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不從彼來，去亦不

至。而此燈明無有是念：我能滅闇。但因燈明法自無闇，明

闇俱空，無作無取。如是迦葉！實智慧生，無智便滅。智與

無智，二相俱空，無作無取。  

光明與黑暗，非二分法！亦非實有也。 

辛二 滅結業  

迦葉！譬如千歲冥室，未曾見明，若然燈時，於意云何？

闇寧有念，我久住此不欲去耶？『不也，世尊！若然燈時，

是闇無力而不欲去，必當磨滅。』如是迦葉！百千萬劫久習

結業，以一實觀，即皆消滅。其燈明者，聖智慧是。其黑闇

者，諸結業是。  

「以一實觀，即皆消滅！」哪有這麼快？否則何必待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

佛呢？ 

冥室之明，為外加者；智慧之覺，非外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