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0 
 

二、小乘中所说之刹那无常尽智与大乘中所说无生智二者于空性中一义： 

《宝行王正论·正教王品》云： 

于大乘无生，小乘说空灭， 

无生灭一体，自义莫违反。 

《教王宝鬘论·国王行为品》云： 

大乘说无生，余说尽空性， 

尽智无生智，实同故当受。 

因此，大乘法藏中所说诸法自性无生的灭法与其他声闻部你们所许佛语的小乘

法藏中所说的无常无坚刹那毁坏、灭尽、补特伽罗独立自在成实空性的灭法二者，

也就是尽智与无生智实际上是一个，为此希望接受。其原因是，作为因的业惑我执

灭尽、果蕴不复产生的法性与自性无生的法性意义相同，所以认为无我与空性不同

而畏惧实不合理。 

    《大智度论》第二十六卷云：［何因缘故，色不生为非色，乃至一切种智不生

为非一切种智？须菩提答：色是空，色中无色相。行者以是无生智慧，令色无生。

若能得是无生，心作是念，今即得色实相；是故说色无生为非色，色性常自无生，

非今智慧力故使无生。如有人破色令空，犹存本色想。譬如除厕作舍，今虽无厕，

犹有不净想；若能知厕本无，幻化所作，则无厕想。行者如是，若能知色从本已来

初自无生者，则不复存色想；是故言色无生为非色，乃至一切种智亦如是。］ 

《大智度论》第二十二卷云：［问曰：摩诃衍中说诸法不生不灭，一相所

谓无相，此中云何说一切有为作法无常名为法印？二法云何不相违？ 

答曰：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如观色念念无常，即知为空。过去色灭

坏，不可见故，无色相；未来色不生，无作无用，不可见故，无色相；现在

色亦无住，不可见、不可分别知故，无色相。无色相即是空，空即是无生无

灭。无生无灭及生灭，其实是一，说有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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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尽智与无生智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作了如下的交代。 

《大智度论》第二十三卷云：［尽智者，我见苦已，断集已，尽证已，修

道已；如是念时，无漏智慧见明觉。无生智者，我见苦已不复更见，断集已

不复更断，尽证已不复更证，修道已不复更修；如是念时，无漏智慧见明

觉。］ 

 《宝行王正论·正教王品》云： 

真空及佛德，若如法简择， 

大小两乘教，于智人何诤？ 

《教王宝鬘论·国王行为品》云： 

空性佛陀体，如是依理观， 

二乘智者前，如何不等同？ 

所谓的空性道之所缘与佛陀在大乘中所说的大法身的本性，如果以理观察分

析，则大乘与小乘法藏中所说的无我法界并无有不同之处，在诸位智者面前为何不

平等呢？本是同等的。人（即补特伽罗）无我空性也叫做法身。 

圣者江哦耨说：“我已见到佛陀法身，仍然想见到色身。” 

《佛说大乘稻秆经》云：［弥勒菩萨摩诃萨答具寿舍利子言：今佛法王正遍

知，告诸比丘“若见因缘，即能见法；若见于法，即能见佛”］ 

《大智度论·释初品中舍利弗因缘》云：［复次，是须菩提好行空三昧，如

佛在忉利天，夏安居受岁已，还下阎浮提。尔时，须菩提于石窟中住，自思

惟：“佛从忉利天来下，我当至佛所耶？不至佛所耶？”又念言：“佛常

说：若人以智慧眼观佛法身，则为见佛中最。”是时，以佛从忉利天下故，

阎浮提中四部众集，诸天见人，人亦见天。坐中有佛，及转轮圣王、诸天大

众，众会庄严，先未曾有！须菩提心念：“今此大众，虽复殊特，势不久

停，磨灭之法，皆归无常。”因此无常观之初门，悉知诸法空无有实；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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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时，即得道证。尔时，一切众人，皆欲求先见佛，礼敬供养。有华色比丘

尼，欲除女名之恶，便化为转轮圣王及七宝千子，众人见之，皆避坐起去。

化王到佛所已，还复本身，为比丘尼最初礼佛。是时，佛告比丘尼：“非汝

初礼，须菩提最初礼我。所以者何？须菩提观诸法空，是为见佛法身，得真

供养，供养中最，非以致敬生身为供养也。”以是故，言须菩提常行空三

昧，与般若波罗蜜空相相应，是故佛命令说般若波罗蜜。］ 

《巴萨能现王请问经》云： 

我之法身如意宝，由边来敌所偷盗， 

藏于相之密丛中，令我仍缚漂轮回。 

诸法的实相，命名为法身，证悟其中少许也称为法身并无相违之处，就像下 

旬十四夜的月亮也叫做月亮、小小容器内的空间也同样是虚空为此也称为虚空一

样。 

弥勒菩萨在《辨中边论》中说： 

略说空异门，谓真如实际， 

无相胜义性，法界等应知。 

怙主龙树菩萨在《菩提心释》中也说： 

真如真实际，无相与胜义， 

殊胜菩提心，亦说为空性。 

又如《智光庄严经》云： 

恒无生法即善逝，一切万法如善逝， 

凡夫执著为相状，享受世间无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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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细致分析此处的意义，则声闻部将大乘中所说的自性无生的缘起空性和他

们自宗的无我二者视为不同，进而对空性及宣说空性的大乘加以诽谤，正是为了制

止他们的这种诽谤才出现了这些论典。 

此外，《六十正理论》中说：“诸声闻部声称：有为法的蕴无常，苦及苦因灭

亡，相续中断将获得灭谛涅槃。而不承认了达蕴等诸法自性无生而获得涅槃灭

谛。” 

诚如《六十正理论颂》曰： 

由毁坏成灭，非遍知有为； 

彼于谁现前，如何说证灭？ 

如此一来，你们的两种涅槃也不合理，原因是，“彼于谁现前”说明无余涅槃

不应理，“如何说证灭”说明有余涅槃也不应理。此论的注释中引用大乘经典说：

“无余断除此苦，必定断除，得以清净，远离有漏贪，称为灭、寂静、隐没；不以

他苦而结生，而此生即是寂灭等涅槃。”再有，小乘经中也说：“最后有时，诸阿

罗汉生已穷尽，依于梵行。此有不会受生他有。” 

对此，有些智者说：“当时认为生已穷尽与灭亡的智慧需要解释成自性无生，

否则与前面经中所说相违。” 

声闻部虽然否认诸法无自性，但必然承认智慧不执著我与我所，恒常与整体不

成立。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则认为灭尽我之生的执著自然出现，这样一来就成了我

执，结果将无有解脱。因此，务必要知道，补特伽罗无实有、蕴等之法不存在恒

常、稳固的自性。 

《中论·观缚解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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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 

若人如是者，还为受所缚。 

涅槃无有生，轮回亦无灭， 

岂可为轮回？涅槃岂安立？ 

《圣象妙力经》云： 

设若诸法有自性，则佛声闻应知彼， 

恒常之法不涅槃，智者永不离戏论。 

    可见，声闻如果证悟了诸法的支分人无我体性为空性，则可称为证悟法无自

性，因为我是体性的异名。如果没有证悟此理，那么就成了连细微人无我也未证

悟，龙猛父子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才说需要证悟无自性。 

总的来说，声闻、缘觉的解脱也是来源于无自性的空性。这里，常有、稳固、

永恒、不坏等梵语都是“夏秀达”，所以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声闻部的宗派，会

招致如下过失：蕴无余灭亡、相续中断时不存在现前灭谛的作者，有余涅槃时由于

蕴不灭的缘故，也就不存在所了知所现前之蕴灭亡的情况。实际上与前面经中的说

法并不相违，原因是，获得见道以后证得涅槃的方式虽然不明显，但如果“无余断

除此苦”中的“此”是表示近的词，代表有余（涅槃）阶段，将其解释成圣者的入

定为无余（涅槃），后得为有余（涅槃），那么入定平等趋入无我实相时即是灭、

寂，如同说现法寂灭与身现证一样。通达有为法刹那灭亡以及无我的一切灭，都与

大乘中的无生灭自性相同，如前所述一样。《六十正理论颂及疏》中也是这样建立

的。关于后得教诫他人得入定之寂灭的公案：舍利子尊者因为在马胜比丘面前闻受

缘起无生的四句而获得见道，自己享用现法寂灭等，为他人再次重复念诵而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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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随念经》。后来，佛陀为长爪梵志说法时，舍利子证得阿罗汉果位而不再结生

到后有，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说“此有不会受生他有”。 

《大智度论·释初品中舍利弗因缘》云：［是时，佛度迦葉兄弟千人，次游诸

国，到王舍城，顿止竹园。二梵志师闻佛出世，俱入王舍城，欲知消息。尔时，有

一比丘，名阿说示（马胜比丘，五人之一），著衣持钵，入城乞食。舍利弗见其仪

服异容，诸根静默，就而问言：“汝谁弟子？师是何人？”答言：“释种太子厌老

病死苦，出家学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我师也。”舍利弗言：“汝师教授

为我说之！”即答偈曰： 

“我年既幼稚，受戒日初浅， 

   岂能演至真，广说如来义！” 

舍利弗言：“略说其要！”尔时，阿说示比丘说此偈言： 

“诸法因缘生，是法说因缘， 

    是法因缘尽，大师如是言。” 

舍利弗闻此偈已，即得初道，还报目连。目连见其颜色和悦，迎谓之言：“汝

得甘露味耶？为我说之！”舍利弗即为其说向所闻偈，目连言：“更为重说！”即

复为说，亦得初道。二师与二百五十弟子，俱到佛所。佛遥见二人与弟子俱来，告

诸比丘：“汝等见此二人，在诸梵志前者不？”诸比丘言：“已见！”佛言：“是

二人者，是我弟子中，智慧第一、神足第一弟子。”大众俱来，以渐近佛，既到稽

首，在一面立，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于佛法中欲出家受戒！”佛言：“善来比

丘！”即时须发自落，法服著身，衣钵具足，受成就戒。过半月后，佛为长爪梵志

说法时，舍利弗得阿罗汉道。所以半月后得道者，是人当作逐佛转法轮师，应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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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现前自入诸法，种种具知，是故半月后得阿罗汉道。如是等种种功德甚多，是

故舍利弗虽是阿罗汉，佛以是般若波罗蜜甚深法，为舍利弗说。］ 

《大智度论》第七十一卷云： 

［【论】问曰：上来数说是般若波罗蜜甚深因缘，今何以复重说？ 

答曰：处处说甚深，多有所利益，凡人不知，谓为重说。譬如大国王未有

嫡子，求祷神祇，积年无应。时王出行，夫人产子男，遣信告王：大夫人产

男！王闻喜而不答，乃至十返。使者白王：向所白者，王不闻也！王曰：我

即闻之，久来愿满故，喜心内悦，乐闻不已耳。即敕有司 1，赐此人百万两

金，一语十万两。王闻使者言，语语中有利益，非重说，不知者谓为重。处

处说甚深亦如是。佛与菩萨、须菩提，知大有利益。须菩提闻佛说深般若，

不能得底，转觉甚深；听者处处闻甚深，得禅定、智慧利益等；凡夫人谓为

重说。］ 

印度中观论师桑吉根嘎说：“大乘自宗的观点，是讲诸法自性无生的涅槃，现

前的智无自性也不可能使相续中断。所以，入定灭谛一味也是在名言中才成立所知

能知的关系，因此无有常断等任何过失。上述的舍利子仅是范例而已，一切声闻并

不是都如法炮制。一般而言，声闻、缘觉虽然也有了达法无我的，但由于所知障并

没有完全灭尽的缘故，不具备圆满智慧，也就是说，并非完全了达具有无勤无相自

性的法无我。”  

如果有人问：那么，阿阇黎龙猛菩萨不是在《出世间赞》中说： 

 
1
 有司：yǒu sī，指主管某部门的官吏；泛指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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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证悟无相，汝言无解脱， 

故汝于大乘，彼已全整说。 

了吗？这是说需要通达蓝黄等一切相为无常、苦等的意思，而《十地经》中说

细微无相是大乘解脱之因。能引发无漏业的细微耽著乃相执戏论，如《慧海请问

经》中说：善巧方便的善根假立为烦恼，对此一切有着是法的细微耽著。 

因此，大乘的观点最初就具足无生缘起离戏十六空性的法相，即是一切种智的

不共因，这在全论前后均有说明。可见，“上述并非声闻缘觉安立的本义，有为法

刹那也不住留而灭尽，灭尽以后不复产生，犹如油尽的油灯不会燃烧一样，也属于

大乘所说的无生中，依此而断除业惑之后引向解脱道，声闻、缘觉也有证悟法无自

性的情况”，这是龙猛父子的一致密意。 

麦彭西宁上师（难胜友论师）说：“无生与刹那无有任何本质的差别。” 

《大智度论》第八十四卷云： 

［复次，若行者，一心信受讽诵，诸恶不能得便，何况正忆念、如说行！

如是，须菩提，菩萨应行般若义。般若义者，所谓无常义，苦、空、无我

义，四谛智、尽智、无生智、法智、比智、世智、知他心智、如实智义故，

应行般若。是般若如大海有种种宝物，或大或小，唯一是如意宝；般若波罗

蜜亦有种种诸智慧宝，无常等四圣行、十智，唯有如实智，如如意宝。 

问曰：如先品说，若常、若无常等行，不名行般若波罗蜜，今何以言行无

常等义故，应行般若波罗蜜？ 

答曰：我已先答，无常有二种：若著心戏论无常，是不名行般若；若以无

著心不戏论无常，为破常倒，又不自生著心，是名行般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