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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说证悟空性为解脱之因：  

《宝行王正论·安乐解脱品》云： 

因闻如是义，大净命阿难， 

即得净法眼，恒为他说此。 

《教王宝鬘论·别说因果品》云： 

圣者阿难陀，证得如是义， 

而获净法眼，复传诸比丘。 

经中记载：圣者难陀现量证悟了前文所说这样的无我之义从而证得见道，获得

了于诸法远离怀疑的法眼，之后亲自为诸位比丘数数宣讲，所有其他比丘由此也获

得解脱。因此，解脱的主因即是证悟无我的妙慧。 

颂文中的“净法眼”并不是五眼中的法眼，是指已经现证实相获得见道位之

意。按照《大智度论》的说法，此处所谓的得“净法眼”当数五眼中的“慧眼”。 

《大智度论》云： 

【经】“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得五眼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何等五？

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论】“肉眼，见近不见远，见前不见后，见外不见内，见昼不见夜，见上不

见下；以此碍故，求天眼。得是天眼，远近皆见，前后、内外，昼夜、上下，悉皆

无碍。是天眼见和合因缘生假名之物，不见实相，所谓空、无相、无作，无生、无

灭，如前中后亦尔；为实相故，求慧眼。得慧眼，不见众生，尽灭一异相，舍离诸

著，不受一切法，智慧自内灭，是名慧眼。但慧眼不能度众生！所以者何？无所分

别故，以是故生法眼。法眼令是人行是法，得是道，知一切众生各各方便门，令得

道证。法眼不能遍知度众生方便道，以是故求佛眼。佛眼无事不知，覆障虽密，无

不见知；于余人极远，于佛至近；于余幽闇，于佛显明；于余为疑，于佛决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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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微细，于佛为粗；于余甚深，于佛甚浅。是佛眼，无事不闻，无事不见，无事不

知，无事为难，无所思惟，一切法中，佛眼常照。后品五眼义中，当广说。” 

按照《现观庄严论》的密意。这五眼唯佛具有。一肉眼者，能识别一切形色或

能确切识别一百至三千由旬之间所有一切事物的智慧；二天眼者，能见遍虚空界一

切世间诸色法的视力；三慧眼者，能于一切有为无为诸法全无分别寻思的智慧。四

法眼者，别名为正法眼，通达缘起的智慧；五智眼者，能全面现前通达诸法如所有

性及尽所有性的智慧。 

二（遮破束缚解脱自性成立）分四：一、流转轮回之次第；二、断除轮回之次第；

三、证悟空性之功德；四、宣说解脱之自性。 

一（流转轮回之次第）分二：一、认识轮回之根本；二、依其流转之比喻。 

一、认识轮回之根本： 

《宝行王正论·安乐解脱品》云： 

阴执乃至在，我见亦恒存， 

由有我见故，业及有恒有。 

《教王宝鬘论·别说因果品》云： 

何时有蕴执，尔时有我执， 

有我执有业，有业亦有生。 

只要对蕴执为我与我所，也就是说在未以正理推翻俱生我执的耽著境——我与

我所之前，始终会有我为自性的执著与蕴为整体的耽著，于此期间，依其而产生的

我与我所执也就存在，因为将蕴执为我的坏聚见尚未剥减的缘故。如果有我执无明

存在，那么由它所牵便会积累流转轮回的引业。有业就会再度投生三有。可见，轮

回的根本就是萨迦耶见。所谓的萨迦耶见就是将蕴视为我与我所，因而才说务必从

细微我执开始断除。依此说明需要证悟蕴也是无我，密意是说，了知无常如泡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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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唯一的空性，这也是为了避免声闻诽谤空性，对此下文中也有说明。菩萨乘

中，需要通过十六空性的方式来证悟蕴等一切万法无基离边的意义。 

大乘经论中有说二种空性、有说四种空性、有说十六种空性、有说十八种空性

或乃至二十种空性等。 

二种空性、十六种空性或二十种空性，月称菩萨在《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

品》中有非常细致的论述。若欲知晓请审阅《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中有关开

演十六种空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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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种空性或二十种空性的说法，诚如《大般若经》所云：“复次，善现，菩

萨摩诃萨大乘相者。谓内空 1、外空 2、内外空 3、空空 4、大空 5、胜义空 6、有为空

7、无为空 8、毕竟空 9（藏文为离边空）、无际空 10、无散空 11、本性空 12、一切法空

13、自相空 14、不可得空 15、无性自性空 16；复次，善现，有性由有性空 17，无性由无

性空 18，自性由自性空 19，他性由他性空 20。” 

十八种空性的说法，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云：“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

萨复有摩诃衍，所谓内空 1、外空 2、内外空 3、空空 4、大空 5、第一义空 6、有为空

7、无为空 8、毕竟空 9、无始空 10、散空 11、性空 12、自相空 13、诸法空 14、不可得空

15、无法空 15、有法空 17、无法有法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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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乘主要开显法无我，而声闻乘则是以“色法如泡……”稍微提及法无我

的。一切声闻由于没有圆满修行法无我，因而对法无我未加安立，这是印度大疏中

阐述的。所以说，声闻缘觉没有圆满证悟法无我。 

对声缘二乘众生，佛陀通过譬喻等方便，非常隐射性的宣说了空性。 

诚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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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匝谛思惟，正念善观察， 

无实不坚固，无有我我所。于此苦阴身，大智分别说， 

离于三法者，身为成弃物，寿暖及诸识，离此余身分， 

永弃丘冢间，如木无识想。此身常如是，幻为诱愚夫， 

如杀如毒刺，无有坚固者。比丘勤修习，观察此阴身， 

昼夜常专精，正智系念住，有为行长息，永得清凉处。 

《增一阿含经》云：“世尊告曰：‘汝今云何自觉？’ 

多耆奢白佛言：‘色者无牢，亦不坚固，不可睹见，幻伪不真；痛者无

牢，亦不坚固，亦如水上泡，幻伪不真；想者无牢，亦不坚固，幻伪不真，

亦如野马；行亦无牢，亦不坚固，亦如芭蕉之树，而无有实；识者无牢，亦

不坚固，幻伪不真。’ 

重白佛言：‘此五盛阴无牢，亦不坚固，幻伪不真。’ 

是时，尊者多耆奢便说此偈： 

色如聚沫，痛如浮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 

识为幻法，最胜所说。思惟此已，尽观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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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悉空寂，无有真正，皆由此身，善逝所说。 

当灭三法，见色不净，此身如是，幻伪不真， 

此名害法，五阴不牢，已解不真，今还上迹。 

    ‘如是，世尊，我今所觉正谓此耳！’” 

以上引述的《杂阿含经》与《增一阿含经》中佛陀不像给大乘弟子众说

法那样，直接告曰空性。而是比较间接性地从‘此五盛阴无牢，亦不坚固，

幻伪不真。’等从无常观渐次修习引导终至空性。 

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说：“譬如世间常、无常，二俱颠倒，入十

四难中，而佛多以无常度众生，少用有常。若著无常取相戏论，佛说是邪见

虚妄。若不著无常，知无常即是苦，苦即是无我，无我即是空；能如是依无

常观入诸法空，便是实。以是故，知无常入真谛中是实。” 

寂天菩萨在《入行论·智慧品》中说： 

为导世间人，佛说无常法， 

真实非刹那。岂不违世俗？ 

瑜伽量无过，待世谓见真， 

否则观不净，将违世间见。 

    本论的这一偈颂文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贾曹杰大师是如何注

释本颂的。 

何时有蕴执，尔时有我执， 

有我执有业，有业亦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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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曹杰大师在《中观宝鬘论颂显明要义释》中注释说：“何时有计诸蕴是

实有的执，在未以正理破除彼所执境之前，尔时即有由彼执引生萨迦耶见所

摄的我执全未破坏。如是若有彼现行亦未破坏的我执，即积集流转生死的引

业，复由引业而于三有中受生，所以执补特伽罗和诸蕴有自性，即是生死的

根本。 

这就显示，若要解脱生死，必须通达补特伽罗和诸蕴无自性，由此亦即显

示声缘罗汉也要通达空性义。所以此论说，何时未断尽计蕴是实有的执，尔

时萨迦耶见即不能尽。但是说有未断尽萨迦耶见的阿罗汉，这在佛教内部所

有智者，皆不许可。因此龙树菩萨此论特别显示声缘罗汉，亦已断尽实执。

此理在以下诸处尚须数数显示。 

由于过去远离此法，长久熏习外道见的力，所以对无倒解说龙树宗的诸阿

阇黎，加以相似的批驳，而破龙树宗者，也只是敌视空性义而已。因此诸欲

自己得安乐者，对彼谬见，应当像蠲除唾沫一样远远地抛弃。如上所说，由

有无明，故在轮回中无恶不作，因此，生死轮回也就成为长久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