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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小乘所说空性）分二：一、仅得解脱亦需证悟无明之对治——空性；二、大

小乘之差别。 

一、仅得解脱亦需证悟无明之对治——空性： 

《宝行王正论·正教王品》云： 

观行睹世间，如幻实不有， 

无取无分别，般涅槃如火。 

《教王宝鬘论·国王行为品》云： 

如是真如中，知无众生已， 

犹如无因火，无住取涅槃。 

    上文中已阐述了爱的对境——自相的受不存在，诸如此类在真如中，于受等坏

聚五蕴假立的有情或人我仅仅知道轮回的根本——俱生坏聚见无有独立自主性还不

足够，认识到无有自性成立的真义并且了达一切蕴均非恒常后再进一步修习，结果

犹如无有因薪柴，则所生的果火也就不存在一样，投生世间的因——无明我执所生

一切先前的有漏业已灭尽无遗，并且引生后世的因——新积的有漏业不存在，再加

上依处或所依蕴也不可能存在，由此无取而获得涅槃。因此要百般努力。这以上是

分别进行的教诫。 

在此详细宣说受是爱的因，爱则是引生有的主因。 

《释量论·成量品》云： 

无明是有因，未说唯说爱， 

能引相续故，等无间缘故， 

业亦非业有，不定有彼故。 

“我”是俱生吾我坏聚见的所缘境，如上所述，即是依于五蕴而假立的吾我。

它仅仅只是个假名而已，对于将此无实执为有实的耽著需要依靠证悟无我的智慧来

加以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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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量论·成量品》云： 

对境未摈除，不能断除彼。 

《大智度论》云：［是般若波罗蜜神力故，令彼恶心即时灭去，终不成愿。如

人以手障矛，但自伤其手，矛无所损。何以故？菩萨于内外法不著；众生从无始世

界来，常著内外法故起斗诤。菩萨舍内外著处，自安立六波罗蜜；教化众生，令舍

内外斗法，安立众生于六波罗蜜。是无量世修集福德力，斗诤根尽故，虽有斗乱事

来，不能得便。譬如毒蛇欲食虾蟆，常随逐之，虾蟆到摩只药所，蛇闻药气，毒即

消歇。是坏法恶人，亦复如是，欲坏行般若波罗蜜人，常随逐之，以般若力势故，

瞋恚、邪见之毒，即时消灭。有降伏得道者，有作弟子者，有复道还去者。是般若

波罗蜜，能破无明等诸结使，灭诸断常邪见等，能灭著五众乃至涅槃，何况瞋恚、

嫉妒、斗乱之事而不能灭！］ 

《七十空性论》云： 

了知此缘起，遮遣恶见网， 

断除贪嗔痴，趋无染涅槃。 

通过详细分析并加以修习，便能打破坏聚见的执著相及对境。 

《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云： 

慧见烦恼诸过患，皆从萨迦耶见生， 

由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师先破我。 

由此可知，我执无明一经断除，就不再累积爱恋色等之业，从而便获得解脱，

这只是声闻缘觉获得的主要解脱之道。声闻部所承认的无我并没有切合真正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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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正是考虑到这种解脱并不是能断除烦恼的方便，具德月称菩萨才在《入中

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中说： 

汝宗瑜伽见无我，不达色等真实义， 

缘色转故生贪等，以未达彼本性故！ 

    以此来加以批评。坏聚见——即视见坏灭、聚合诸蕴假立的我，由此称为坏聚

见1。 

对此，有些论师说这就是指声缘也证悟了细微法无自性的意义。 

宗大师的高足贾曹杰大师在《中观宝鬘论颂显明要义释》中说：［由此等论

文，说明声缘二乘人亦要通达微细空性，如经2云：“欲学声闻地者亦应……”。

又云：“若谓善逝亦当成声闻者3。”又如小乘经4云：“观色如聚沫。”等经中皆

有明文宣说。］ 

有些人则说：这是指，通达了众生无我、色等不成立常有与整体是以无明之缘

而积业所致，因此断除业和烦恼才能解脱，单单是断除三有之因的方便，在声缘乘

中也具有的意义。而证悟人无我与证悟色等刹那性也属于空性的范畴，所以这里所

讲的一切密意是指证悟粗大的空性。 

 
1
 全知索达吉堪布上师原译：“坏聚见——是对坏灭、聚合的蕴视为假立的我，由此称为坏聚见。” 
2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劝学品》云：“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欲学声闻地，亦当应闻般若波罗蜜，

持、诵、读、正忆念、如说行；欲学辟支佛地，亦当应闻般若波罗蜜，持、诵、读、正忆念、如说行；欲

学菩萨地，亦当应闻般若波罗蜜，持、诵、读、正忆念、如说行。何以故？是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乘，是

中菩萨摩诃萨、声闻、辟支佛当学。” 
3
《般若摄颂》曰：  

思成善逝之声闻，欲成独觉成佛陀， 

不依此忍不能得，如同不见此彼岸。 
4
《杂阿含经》云： 

观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 

想如春时焰，诸行如芭蕉， 

诸识法如幻，日种姓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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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论》云：［须菩提答义：我、众生、人，即是一物。未得道时，名凡

夫人；初入道乃至阿罗汉，名声闻人；观因缘法，悟空小深，少愍众生，名辟支佛

人；深入空法，行六波罗蜜，大慈大悲，是名菩萨人。功德别异故，名字亦异。如

我、众生、人一事，以眼见事故名见者，意得故名知者，受苦乐故名受者。是我、

众生、人等，先已说种种因缘无故，菩萨亦应无。是故须菩提语舍利弗：众生无

故，三世中无菩萨。］ 

《大智度论》又云：［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学般若波罗蜜。是中亦当分

别知，菩萨如汝所说行，则不离般若波罗蜜。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欲学声闻

地，亦当应闻般若波罗蜜，持、诵、读、正忆念、如说行；欲学辟支佛地，亦当应

闻般若波罗蜜，持、诵、读、正忆念、如说行；欲学菩萨地，亦当应闻般若波罗

蜜，持、诵、读、正忆念、如说行。何以故？是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乘，是中，菩

萨摩诃萨、声闻、辟支佛当学！” 

【论】问曰：般若波罗蜜是菩萨事，何以言欲得三乘者，皆当习学？ 

答曰：般若波罗蜜中说诸法实相，即是无余涅槃。三乘人皆为无余涅槃

故，精进习行。 

复次，般若中种种因缘，说空解脱门义。如经中说：“若离空解脱门，无

道、无涅槃。”以是故，三乘人皆应学般若。 

复次，舍利弗自说因缘：于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乘相，是中三乘人应学

成。］ 

二、大小乘之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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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行王正论·正教王品》云： 

菩萨见如此，于菩提不退， 

由大悲引故，后相续至佛。 

《教王宝鬘论·国王行为品》云： 

如是诸菩萨，见已求菩提， 

然彼由悲心，受生至菩提5。 

大乘中所说的缘起空性之义，从空基的角度来分，则有十六种，并归纳为四

种，地和波罗蜜多等深广见行圆满的菩萨由于具备这样的功德，因而被承许必定获

得圆满菩提果。 

《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云： 

无我为度生，由人法分二， 

佛复依所化，分别说多种。 

如是广宣说，十六空性已， 

复略说为四，亦许是大乘。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品》云：［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住内空、外

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散空、

性空、自相空、诸法空、无所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当学般若波罗

蜜。］ 

《大智度论》云：［菩提者，菩提有三种：有阿罗汉菩提，有辟支佛菩提，有

佛菩提。无学智慧清净无垢故，名为菩提。菩萨虽有大智慧，诸烦恼习未尽故，不

名菩提。此中但说一种，所谓佛菩提也。萨埵，秦言众生；是众生为无上道故，发

心修行。 

 
5
 全知索达吉堪布《教王宝鬘论·国王行为品》中此颂的原译云：  

菩萨具如此，而许定菩提， 

彼唯以悲心，受生至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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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萨埵名大心，是人发大心求无上菩提而未得，以是故名为菩提萨埵。佛

已得是菩提，不名为菩提萨埵，大心满足故。］ 

如果有人问：那么，轮回的因——我执所生的业和烦恼穷尽难道不成了像声缘

一样舍弃轮回吗？ 

答：尽管从自利方面而言获得了灭尽业和烦恼之无漏涅槃的安乐，但菩萨对之

也不屑一顾，并如毒般抛弃后，不舍轮回，大菩萨以智慧解脱所取能取，但完全是

以诸多善巧方便与大慈大悲的驱使，乃至一切有情没有获得菩提之前一直于三有中

受生，犹如日月无有疲厌运行空中、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一般住世。 

《普贤行愿品》云： 

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 

犹如莲华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优波离请问经》云： 

知此无有自性法，彼等勇士趣涅槃， 

虽享妙欲然无贪，断除诸贪能调众。 

前面引用《经庄严论》6的教证中云： 

具诸大方便，惑成菩提支， 

息灭轮回乐，佛子不可思。 

    这就是通达诸法无生的功德所在。 

 
6
 圣者无著贤在《摄大乘论》的甚深法身偈中说： 

具足大方便，烦恼菩提支， 

轮回寂法性，如来不可思。 

可是本论的作者喇拉·索囊群珠仁波切将这个偈颂的出处归属于弥勒菩萨的《大乘经庄严论》。祈愿诸

位智者明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