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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论——观邪见品》 

本品观察邪见。人们对邪见有不同理解，有些人认为对别人的言行不起信心、或者对

别人有不好的看法就是邪见；《阿毗达磨俱舍论》认为，萨迦耶见、边见、邪见、见取

见、戒禁取见是五见，邪见是五见中的一种，指无有因果、无有三宝、无有四圣谛、无有

十二缘起支等的恶见；《涅槃经》则云：“若依声闻，言不见施及施果报，是则名为破戒

邪见。若依如是大涅槃经不见惠施及施果报，是则名为持戒正见。”全知无垢光尊者在

《七宝藏》中说：按最究竟的大圆满观点来讲，大乘显宗也是一种邪见。可见，邪见的范

围有广有窄，所以不能执一处的定义来否定另一处，否则就不能圆满解释它的含义。 

本品所谓的邪见指我见和边见，我见和边见可以包括一切邪见，破除了我见和边见也

就破除了一切邪见，这样就可抉择出远离一切戏论的中观正见，所以闻思本品有非常大的

意义。 

（证悟缘起之功德——观邪见品）分二：一、以理证广说；二、以教证总结。 

一、（以理证广说）分二：一、认知所破之邪见；二、宣说能破之推理。 

一、（认知所破之邪见）分二：一、宣说依靠前际之八种邪见；二、宣说依靠后际之八种

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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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说依靠前际之八种邪见）： 

我于过去世，有生与无生， 

世间常等见，皆依过去世。 

我在过去世是有生、无生、二者兼具、二者皆非，世间在过去世是常、无常、二者兼

具、二者皆非，这些都是依靠过去世而安立的。 

外道的邪见归纳起来就是常见和断见，展开来就有十六种、六十二种或三百六十种。

其中十六种邪见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依前际而生的八种邪见，二是依后际而生的八种邪

见。首先讲依靠前际的八种邪见，即依靠过去世的八种邪见：补特伽罗人我在过去世中有

生、无生、二者兼具、二者皆非；器情世间在过去世中常、无常、二者兼具、二者皆非。 

二、（宣说依靠后际之八种邪见）： 

我于未来世，有生及无生， 

有边等诸见，皆依未来世。 

我在未来世有生、无生、二俱、二非，世间在未来世有边、无边、二俱、二非，这些

都是依靠未来世而安立的。 

《明句论》讲：从现在开始往后叫做后，一世一世连起来叫做际。 

人们对于人我在未来世到底是有生还是无生始终充满疑惑，顺世外道认为人我在未来

世肯定不会生，也有外道认为人我在未来肯定存在，还有人认为人我在未来既有亦无，也

有人认为人我在未来世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将人们对于世间后际的邪见归纳起来就是，世

间在未来世有边、无边、二者兼具、二者皆非。这些是依靠后际而安立的八种邪见，这些

说法要么堕入断灭，要么堕入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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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清楚十六种邪见跟十四种无记法之间的关联，十四无记法具体为：我和世间是

常、无常、二俱、二非；我和世间是有边、无边、二俱、二非；如来灭后是有、无、二

俱、二非；命和身体是一体还是异体。十四无记法中的一部分在十六种邪见包括了，而一

部分（如来灭后是有、无、二俱、二非；命和身体是一体还是异体。）没有包括。 

二、（宣说能破之推理）分二：一、广说；二、摄义。 

一、（广说）分四：一、破依前际而安立之生等四见；二、破依后际而安立之生等四见；

三、破依前际而安立之常等四见；四、破依后际而安立之有边等四见。 

一、（破依前际而安立之生等四见）分三：一、破前际之生；二、破前际之未生；三、归

摄。 

一、（破前际之生）分三：一、破人我之产生；二、破我与五蕴一体异体成立；三、摄

义。 

一、（破人我之产生）分二：一、过去现在不可得我；二、除蕴以外不可得我。 

一、（过去现在不可得我）： 

过去世有我，是事不可得。 

过去世中我，不作今日我。 

说我在过去世中有生是不成立的，因为过去世中的我不是今日的我。 

从名言的角度，可以说我在过去变成了什么，比如我昨天怎样，小时候怎样，前世怎

样……然而这毕竟是世俗中迷乱众生前的显现，真正经得起观察的我根本不可能成立。如

果真有这样的我，那它就应该与现在的我成为一体，但这是不成立的。因为前后世的我只

是假立的相续，其实过去的我并不是现在的我。比如我前世是地狱众生，今世是人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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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如果说前后世的我是一个，那么在不舍弃地狱五蕴的前提下还应当有人类的五蕴，这

显然不合理。以上是按《明句论》的观点作的解释。 

月称论师在《明句论》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佛说我于某劫变成众敬王时如何，如果

以前的我不存在，佛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对此提问，月称论师自己作了回答：这样说并非

承许现在的我和过去世的我是一体，只是遮破他体而已。意思是说，佛说自己在过去成为

众敬王，只是要遮破佛陀与众敬王是他体，并不是要承认众敬王与现在的佛陀是无二无别

的一体。这个道理大家要好好思维。 

《中论——观我法品》云： 

若法从缘生，不即不异因， 

是故名实相，不断亦不常。 

类似的疑问可能很多人也会有：《释迦牟尼佛广传》里面经常出现“我于多少劫前成

为……”如果说我在过去世真的不存在，为什么佛陀要这么讲呢？对此可以这样回答：虽

然《释迦牟尼佛广传》里面有很多佛陀因地的公案，但这些公案只是说明在世俗中前后世

的我是一个假立的相续，这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我小时候怎样，我年轻的时候怎样……”

一样，但从本体上讲，过去的我并不是现在的我。 

二、（除蕴以外不可得我）： 

若谓我即是，而身有异相。 

若当离于身，何处别有我？ 

如果说前后世的我是一体，只是前后世的蕴有差异，这不合理。因为离开了五蕴，哪

里还有一个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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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谓我即是，而身有异相。”对方认为，现世的我和过去世的我是一体，只不过前

后的五蕴不同而已。比如我过去世是旁生，有旁生的身体，现在世变成人，有人的身体，

除了前后的五蕴不同以外，我并没有差异。 

对此龙猛菩萨回答：“若当离于身，何处别有我？”离开现在的五蕴，哪里还有我

呢？我源于对五蕴的执著，它与五蕴绝非异体，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前后世五蕴不同，那

前后世的我也不会相同。所以，所谓五蕴不同但我是一体的观点不合理。不要说前后世的

我不是一体，就是前几年的我和现在的我也不是一体，甚至前后刹那的我也不是一体。 

世间众生特别愚昧，不要说旁生、饿鬼、地狱，就连绝大多数的人类众生对我到底存

不存在也从来没有观察过；也不要说一般的普通人，就是大多数对社会有所贡献、处于世

间学问顶峰的学者也不会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学习中观并不是完全为了破斥他宗，主要

是为了打破自相续的执著。因为，虽然我们入了佛教，但相续中可能还存在外道的邪见，

所以应该运用中观理证来破除。打破了我执也会对众生生起悲心。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无

我而众生却执著有我，从而无意义地流转轮回枉受痛苦，当见到这一点时就自然会对众生

生起悲心。 

大家依靠传承上师的加持，有机会从理论上通达缘起空性的道理，这非常有福报。但

光是理论上了知还不够，还应当再三串习空性的道理，这样实执就会逐渐减弱。任何一件

事，只要反复串习就没有太大的困难，比如边看书、边用转经轮、边念咒，一开始可能很

困难，但串习久了也就能做到。 

《入行论——安忍品》云： 

久习不成易，此事定非有， 

渐习小害故，大难亦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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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家从理论上明白了万法空性的道理后还应当经常修习，我希望你们每天能抽

出半小时或一小时来修习空性，甚至在平时的行、住、坐、卧四威仪中也不离开空性的修

行，要尽量将空性的道理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如果能这样坚持几十年，大家的修行就会很

成功。 

如果没有修行，口头上再会说也没有用，虽然无我的法门非常殊胜，世界上也再没有

比这更殊胜的见解，但没有反复串习的话，那也抵挡不住无始以来的严重实执。即使通过

闻思对空性有了一点认识，也很容易消失，就像乌云中的太阳偶尔显露又很快被遮住一

样。所以，修行还是很重要的。 

二、（破我与五蕴一体异体成立）分二：一、破我与五蕴一体；二、破我与五蕴异体。 

一、（破我与五蕴一体）分二：一、宣说我与五蕴一体不合理；二、此种说法不合理的原

因。 

一、（宣说我与五蕴一体不合理）： 

离身无有我，是事为已成。 

若谓身即我，若都无有我。 

离开五蕴没有我，这是已成的事实。如果还说蕴即我，那就不存在人我了。 

前两句紧接上文，说明五蕴之外没有我是已成的事实。如果对方转计五蕴就是我，那

就等于说根本没有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依靠五蕴和合而假立的，并不是五蕴本身。

我们可以对五蕴一一观察，先观察色身：头脚不是我，上半身下半身不是我……对受想行

识观察，同样找不到我。既然分别的五蕴中都找不到我，那五蕴的聚合中也不会有我，所

以我并不是五蕴。 

《入行论——智慧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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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发甲非我，我非骨及血， 

非涎非鼻涕，非脓非黄水， 

非脂亦非汗，非肺亦非肝， 

我非余内脏，亦非屎与尿， 

肉与皮非我，脉气热非我， 

百窍亦复然，六识皆非我。 

二、（此种说法不合理的原因）： 

但身不为我，身相生灭故。 

云何当以受，而作于受者？ 

五蕴不是我，因为五蕴是生灭之法。怎么能把所取受的法当作取受者呢？ 

“但身不为我，身相生灭故。”我们知道，五蕴是刹那生灭的法，并没有恒常的本

体，这以名言的理论也可以抉择得出。既然如此，也就不能把五蕴执著为我，因为人们通

常所谓的“我”是常有的法，并不是生灭的法。 

《佛说大乘稻秆经》云：“何者是无明？于此六界起于一想、一合想、常想、坚牢

想、不坏想、安乐想、众生、命、生者、养育、士夫、人、儒童、作者、我、我所想等，

及余种种无知，此是无明。” 

认为我就是五蕴也和空性的道理相违，《明句论》中说：在实相中我并不存在，若我

是常有则堕入常边，若是无常则堕入断边。 

《中论——观有无品》云： 

若法有定性，非无则是常。 

先有而今无，是则为断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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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当以受，而作于受者？”受指所取受的五蕴，受者就是取受者人我。如果五蕴

就是我，那么所取受的五蕴和取受者就变成一体了。但所取受的五蕴显然不能成为取受

者，月称论师说：如果所取受与取受者成为一体，那么瓶子和瓶子的作者就应该变成一

体，所做的工作和工人也应该变成一体……世间所有的作业和作者将变成一体，但这有与

世间名言共称相违的过失，因为世人根本不会承认工人和所做的工作是一体，陶师和瓶子

是一体，砍树的人和所砍的树是一体……这个道理在《观染染者品》、《观燃可燃品》中

也讲过。 

《中论——观染染者品》云： 

如是染染者，非合不合成； 

诸法亦如是，非合不合成。 

《中论——观燃可燃品》云： 

若燃是可燃，作作者则一； 

若燃异可燃，离可燃有燃。 

二、（破我与五蕴异体）： 

若离身有我，是事则不然。 

无受而有我，而实不可得。 

如果说离开五蕴有我，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所取受而有人我，这样的人我实不可

得。 

人们对我和五蕴的存在方式有各种认识，但总的来讲不出一体和他体。一体有很大过

失，这一点已经讲过了。如果对方说五蕴和我是他体，也就是说在五蕴以外有一个我，那

等于没有所取受的五蕴也可以有取受者人我了，但这种我是不可得的。这样的我即使以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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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智慧观察也得不到。因为，除了五蕴的聚合以外，所谓的我跟石女黄门儿没有任何差

别。这是《明句论》中的推理方式。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明中的“现量见”指见到了自相的物体，但所谓的“无我”

是不存在的意思，既然不存在，又怎么能说菩萨现量见到了无我呢？如果现量见到了，那

是不是说明无我也有自相呢？可能有些人会有这种怀疑。 

实际上现量见到无我和《释量论》中所说的现量见到石头无心的道理一样：“石头上

没有心”并没有无心的自相，不可能现量见，“五蕴上无我”也没有无我的自相，也不能

现量见到。但人们可以现量见到石头和五蕴，而石头有“无心”的特点，五蕴有“无我”

的特点，当人们见到石头同时了知其无心时，就可以说是见到“石头上没有心”。同样，

圣者菩萨现量见到法界自相的同时了达了无我，这就是所谓的现量见到无我。当然，圣者

菩萨的现量是指以无分别智慧现见法界的瑜伽现量，并不是根识现量。这个问题在学因明

的时候也可以了解。 

根识现量：根识现识。四种现识之一。各自增上缘有色根中所生离分别心，无有错乱

之耽著识。如闻声之耳识和见瓶之眼识等。 

瑜伽现量：瑜伽现识。四种现识之一。依各自不共增上缘即止观双运三摩地所生之对

真实自境离分别，无错乱智慧。如现证瓶是无常之心。见修二道根本慧定及无学道智慧。 

瑜伽现量的无分别智慧来自于分别念的妙慧。首先以中观推理观察：所谓的我在五蕴

内外都得不到。这样反复观察后，可以以分别念了知无我；之后再安住修持，分别念渐渐

会转变成无分别的智慧，此时瑜伽士现见无我就像眼见色法一样清晰。所以，证悟无我需

要闻思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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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想一下子顿断我执有相当大的困难，所以首先要闻思。先从理论上知道所谓的

我确实不存在，再反复观察引生定解，之后还要精进修持，这样就能现前无分别智慧。因

为无分别智慧已经现量见到无我，出定位自然而然会生起无我的定解，而且这种定解是极

其稳固的。不过，在最初修行的时候，如果没有依靠分别念把人我打破，要想直接进入无

分别智慧的境界是非常困难的。 

《入行论——智慧品》云： 

若久修空性，必断实有习， 

由修无所有，后亦断空执。 

观法无谛实，不得谛实法。 

无实离所依，彼岂依心前？ 

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 

彼时无余相，无缘最寂灭。 

修习空性并不难，只要我们反复观察五蕴以外有没有我，五蕴当中有没有我，这样就

可以渐次引生无我的定解。在修持的过程中应该这样激励自己：众生和自己都非常可怜，

我本不存在，可所作所为又偏偏都为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愚痴，为了我而奔波呢？想到这

些就会生起惭愧，以此激发起修持空性的精进心，这样也就有机会在有生之年打破我执。 

修习空性法门的功德非常大，《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里面说：“如是了达诸法之

自性后，如若精勤修持，则可速得解脱。 

《圣铠庄严经》云：‘何人若以大努力、大精进修持无生、无灭、极深之空性法，则

速通达菩萨之法界，圆满总持、辩才，获得无上之法，蒙受诸佛出有坏赞叹，守持清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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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获得清净安忍、无上之精进、无缘之静虑、广大之智慧而疾速现前圆满正等正觉菩提

果。四大天王撑伞祈请转妙法轮，照亮诸人天而令彼等证无上菩提。’” 

所以，大家应当努力修习空性。 

三、（摄义）： 

今我不离受，亦不但是受， 

既非无有受，无有亦不定。 

我非离开取受五蕴而存在，也不是取受五蕴本身，既不是不观待所取受的五蕴而有，

也不是决定不存在。 

这一颂是对我和五蕴关系的总结。 

“今我不离受”的意思是我并非离开五蕴而存在，“亦不但是受”是指我也并非五

蕴，这两句是说我和五蕴不是一体也不是异体。如果我和五蕴一体，就会有我成为生灭

法，以及能取受者和所取受同体的过失；如果我和五蕴为他体，则像瓶子之外存在柱子一

样，五蕴以外应该见到我，但这实际上五蕴以外的我是了不可得的。所以，我和五蕴既不

是一体，也不是他体。 

“既非无有受”，我是不是不观待所取受的五蕴呢？不是，我一定要观待五蕴而假

立。 

“无有亦不定”，这一句在《般若灯论释》中译作“亦不定是无”，是不是我根本不

存在呢？也不是，我并非像龟毛、兔角那样是决定不存在的法，在名言中依靠五蕴还是存

在一个假立的我，比如我行善、我闻思、我修行，这些在名言中都无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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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颂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我的体相，我不是离开蕴而有，也不是蕴本身，我并非不观待

蕴而假立，也非在名言中决定不存在，这就是所谓的我。这个颂词已经尽述了我的真相，

大家要好好研究。 

《教王宝鬘论——别说因果品》云： 

蕴非我无彼，蕴我非互依， 

非无非火薪，并融何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