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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荣顿大师的《心经》注释中，是用“水月”来比喻空性的：水中的月亮就是空性，

空性即是水月，空性不离水月，水月不离空性。 

     古印度扎夏萨生论师在《心经》的广释中说到：色法分三种，一种是遍计色，一种

是分别色，还有一种是法性色。凡夫眼前的所见是遍计色法，如眼前所现的瓶子、柱子等，

因为这也是凡夫分别念的所见，所以同时也是分别色，这两种色法都是不真实的。真正的

色法，是法性色法，而法性色法是我们现在看不见的，属于诸佛菩萨的境界。如同白色的

海螺只有没有患黄疸眼翳的人才能看见，眼翳者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白色海螺，而只能看见

黄色海螺一样。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如果通达了这

个问题，则《心经》的其他内容，如抉择其他四蕴、十二门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四圣

谛等等的道理都可以此类推。 

     之所以讲“色不异空”，是因为凡夫都执著有，对色法有很强的执著，认为一切境

相都是实有的。佛陀在此告知我们：凡夫认为实有的瓶子、柱子等实际上不离空性，不要

执著于外境色相。要明白，我们纵然费尽毕生精力，绞尽脑汁去追逐求取，到头来只是一

场空，来世反而会随业受报，枉受轮回之苦。这句话是破“有”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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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讲“空不异色”，是因为声闻缘觉认为寂灭的人无我空性是实有的，从而对

这种空性有一种实有的执著，针对他们，可以用“空不异色”来破：你们所认为的这种人

无我空性，实际上不离色法，色法也可以是指清净光明，这种清净光明并不是不存在的，

从而破除声闻缘觉所耽执的“无”边。 

     说得明确一点，“色不异空”主要是对凡夫讲的，而“空不异色”则主要是对声缘、

缘觉行人讲的。 

     第三、四两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则是针对有些菩萨而言的，因为某些菩萨

还存有一些细微的，对“有无二俱”和“有无非二俱”两种边的执著。他们把色与空看成

对立的两个东西，是色便不能是空，是空就不能是色，其实，这一切本来是圆融无碍、色

空不二的。色空不是两个本体，而是完全一致的，无有二般的。 

     有人认为：既然一切都是空，一切都不要执著，一切都要放下，那就什么也不要做

了。其实非然，佛法所说的空，是性空而非相空，这叫做“缘起性空”。 

     月称菩萨在《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中说： 

如影像等法本空，观待缘合非不有，于彼本空影像等，亦起具彼行相识。 

如是一切法虽空，从空性中亦得生，二谛俱无自性故，彼等非断亦非常。 

     爱因斯坦就首先提出了质能转换原理：所有的物质，如瓶子、柱子等等，都可以转

换成没有任何阻碍的能量。也就是说，包括我们生存所依赖的地球、我们的这个肉体等等，

全都可以转换成通彻无碍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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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过物理学，或者有一点量子力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所有眼睛能看到的物质，都是

由分子所组成的；分子再往下分，就是原子；原子再往下分，就是电子和原子核；原子核

又可以分出质子和中子；然后，又可以分成更小的夸克；在夸克的后面，还有亚夸克；目

前物理学所研究出来的最新成果表明，在亚夸克的下面，是一种场。 

     所谓的“场”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根本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任何物质性质的，像

虚空一样的能量。也就是说，在一切物质的表象背后，只是一种场而已，除此之外，并没

有什么实在的东西。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才会深有感触地说道：“谁不为量子力学感到

震惊，那他就是没有理解量子力学！” 

     爱因斯坦也曾说过：“物质是由于人类的错觉。”又说，“宇宙中的存在只有场。” 

     西方的哲学家也有过这方面的探索。比如，作为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兼物理

学家，解析几何学奠基人之一的笛卡尔就认为：“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做梦，而我又凭什

么将梦境和现实区分开呢？完全可能有一个魔鬼，一直在欺骗我，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

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那什么是真的呢？” 

     英国唯心主义经验论的主要代表贝克莱，也从物理学中驱走了实体概念，他认为，

事实上并不存在“自我”这种印象，因此也没有“自我”这种观念（第一卷，第四编，第

六节）——“当我极密切地体察我称之为我自己的时候，总要碰上一种什么特别的知觉—

—冷或热、明或暗、爱或憎、苦或乐的知觉。在任何时候我从不曾离了知觉而把握住我自

己，除知觉而外，我从不能观察到任何东西。”他含着讥讽的意味承认，也许有些哲学家

能感知他们的自我，“但是撇开若干这类的形而上学家不谈，对人类中其余的人我可以大

胆断言，自我无非是一簇或一组不同的知觉，以不可思议的快速彼此接替，而且处于不绝

的流变和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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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会问：科学家们是通过科学仪器将物质一步步进行分解，最终抉择为“场”

的，那么，佛教又是如何抉择空性的呢？佛教抉择空性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各有所长。

其中比较简单，又与物理学比较一致的推理过程，就是先按照物理学的方法，对瓶子等粗

大物质进行细分，当分到物理学目前不能再分的能量之际，再进一步通过中观自续派及中

观应承派共同所用的五大因即：1观因的金刚屑因、2观果的有无生因、3因果俱观的破

六句生因、4观自性的离一多因、5观一切万法的大缘起因或者是中观应承派常用的四大

不共应承因即：1回举相违应承因；2是非相等应承因；3是非相同应承因，4他许比量应

承因等方法进行抉择。比如，这些能量是如何产生的？是原来已经存在的能量重新产生，

还是产生了一个原来根本不存在的能量？如果是前者，就有不必再生的过失，因为能量已

经存在；如果是后者，那我们就可以问：这个能量是因缘而生还是无因而生的，如果是无

因而生，就有无穷生的过失；如果是因缘而生，那么，在由因生果的过程中，因与果是否

接触，如果接触，则在因法存在的同时果法也存在，既然果法存在，也就不必再生；如果

不接触，那因法又怎么对果法的产生起作用呢？通过一系列的推导，最后，这种所谓的能

量也彻底消失，而成为只能由我们的意识去想象，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庄周梦蝶 

     魏王仍不太明白庄子的‘万物无绝对’的论调，庄子进一步阐明观点，又说了一个

故事：“我梦见自己变成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忘了我是庄周，醒后还万分惊喜。” 

     他笑着问：“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可见，天下万

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标准。” 

     这下子，魏王就更茫然了。 

     庄周梦蝶或蝶梦庄周，该怎么解释，当然也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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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然的魏王还会仰慕庄子的才学吗？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究竟是人生还是梦，是真实？ 

     庄周也有过梦蝶的疑问，他提出的问题貌似荒唐，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便是：我们凭感官感知到的这个现象世界究竟是否真的存在着？庄周对此显然是

怀疑的。 

     其实，每次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反问自己：我怎么能断定刚才的经历是

梦，而现在的经历不是梦呢？我凭什么区别梦和现实呢？ 

     在庄周看来，既然我们在梦中会把不存在的东西感觉为存在的，这就证明我们的感

觉很不可靠，那么，我们在醒时所感觉到的自己，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也很可能是一个

错觉——一种像梦一样的假象。 

     无数的事实足以证明，我们的感觉是错误的。宇宙中的森罗万象，从日月星辰到草

木虫鱼，一切的一切，都仅仅是色相而已，色相背后所蕴含的真理就是空性。 

     寂天大阿阇黎在《入行论——安忍品》中说： 

梦受百年乐，彼人复苏醒，或受须臾乐，梦已此人觉， 

觉已此二人，梦乐皆不还。寿虽有长短，临终唯如是， 

设得多利养，长时享安乐，死如遭盗劫，赤裸空手还。 

     以上从物质方面来说明了缘起性空，然而，《心经》所包含的涵义，是佛菩萨行深

般若波罗蜜多时所彻证的、超逻辑的境界，这是异生凡夫始终无法体悟的。只有通过亲身

的修证，方可一窥其间之堂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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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此类推其他诸蕴。 

     （法成法师译）： 

如是受想行识，亦复皆空。 

     （玄奘大师译）：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如是受想行识，亦复皆空： 

     我们所看经书的文字，讲经说法的声音，都是色相，这是色蕴；看经、听经后，产

生欣悦之情，这是受蕴；经过大脑的思考、分析、研究，明白了佛教的教义教理——什么

是空性？什么是缘起？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怎样修行？这是想蕴；之后付诸实践，这就是

闻、思、修当中的修行，这是行蕴。经过修行、修证，打开了智慧，最后转识成智，又触

及了识蕴，所以，修行非但离不开五蕴，而且还要利用五蕴起作用。 

     可能还有很多人不是太理解，为什么观自在菩萨在解释空性的时候，会从‘五蕴’

开始说呢？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用现代话来说，这五蕴可以被归类在两个分

类里面，其中，‘色’，指的是物质，后面四蕴呢，则指的是‘心理’。因此，五蕴，也

就是‘物质’和‘心理’两种。 

     我们说过，所有的‘有为法’，也就是有生住灭相的法，都是在五蕴的范畴之内、

都是五蕴的对境。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关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跟心理

状态，所以这边的‘五蕴’，是锁定在我们自己的身体跟心理这两方面，来做解释的。 

     修行空性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我们的无明，简单来说，就是解决我们的‘误会’。

既然我们的‘误会’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之上，因此观自在菩萨告诉舍利子，也就

是告诉我们，修行者应当从观察自己的身体与心理，并观察到‘这两者皆是空性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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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下手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告诉我们：修行不是外求，而是向内的观修；不是老看著外

面，而是向内观察。 

     前面也提到过，舍利子尊者问的‘应如何修学’，是问了五个问题：问五道的菩萨

各自该怎么修学，而观自在菩萨的整篇回答，也各自回答了这五个问题： 

     一，资粮道与加行道：‘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

是观察’的这段经文里面，表示了初学菩萨的状态，也就是‘资粮道’与‘加行道’菩萨

的状态。 

     二，见道：‘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是受

想行识，亦复皆空。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减无增。舍

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亦无有识。无眼，无耳，无鼻，无

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不得。’这段的经

文，是在强调‘见道’的菩萨会看到一切法的空性，没有任何法性，是其他泛泛之辈无法

证悟的，因此称为‘见道’。 

     三，修道：‘是故舍利子，以无所得故，诸菩萨众，依止般若波罗蜜多。心无障碍，

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之间，是指‘修道’的菩萨，以他们的根本智慧，一

步一步地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同时逐渐步向涅槃。 

     四，无学道：最后是‘三世一切诸佛亦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这是在解释无学道。 

     所谓“受”也即苦受、乐受以及不苦不乐的中等舍受；所谓“想”，如《集异门论》

云：“何等为六？谓眼触所生想，耳、鼻、舌、身、意触所生想，如是名为诸所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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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思维、想象、概念、观念、分别念等等，甚至包括无色界的禅

定等持，以及色界的分别念等等；所谓“行”，乃色、受、想、识四蕴以外的一切有为法，

也即除了受、想以外的一切心所相应行与得绳（得绳：十四种心不相应行法之一，毗婆师

——有部论师说为使有情身中得某一事物的一种实法。）等不相应行；所谓“识”，指六

种识聚或八种识聚。包括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有些论师还加上了末那

识和阿赖耶识，这样一共为八识。 

     眼睛能看见色相，是眼识的作用；耳朵能听到声音，是耳识的作用；其他鼻、舌、

身、意四根对香、味、触、法四尘所生的识，就是鼻识、舌识、身识、意四识；第七识末

那识，意即“我执”，有称“染净依”或“染污意识”的，本来末那识也属于意识的范畴，

但因为它是我们流转轮回的主因，所以把它单独列出，以便我们认清这个头号大敌；第八

识阿赖耶识，也即含藏识，是不分是非、不问好坏，专管储藏的心识，也是令我们不断生

死轮回的根本。 

     前面已经把色蕴与空性的关系交代得十分清楚，色法既然为空，受、想、行、识也

是同样的道理，一破一切破，统统可以用分解色蕴的方法来破除，所以此处就不必浪费口

舌，而把受、想、行、识四蕴，以一句“亦复如是”一笔带过，这种繁简得当的方便善巧，

也同时揭示出“万法平等，圆融无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真理。佛陀先善巧地引导

我们从最近的、最容易执著的色法开始观察，当我们明白了色法的本质是空性之后，就很

容易了知其他万事万物的本质也一样是空的道理。佛陀用最浅显的例子来生动形象地启示

我们，使我们轻而易举地通达了至深的道理，这也是佛陀所特有的，大彻大悟之智慧的表

征。 

     综上所述，经文当中所说的“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如果展开来讲就是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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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 

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 

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 

识不异空，空不异识，识即是空，空即是识。 

     以上内容，属于抉择基、道、果中基法为空的分析方法。 

     圣天论师在《中观四百颂——净治弟子品》中说： 

说一法见者，即一切见者， 

以一法空性，即一切空性。 

     《般若经》中非常明确地谈到： 

     “须菩提！若不见色、受、想、行、识，即不见世间，若如是不见世间，是名真见

世间。云何真见世间耶？所谓世间空故。” 

     圣天论师在《中观四百颂——破边执品》中又说： 

有非有俱非，一非一双泯， 

随次应配属，智者达非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