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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回唯是假名而已： 

《宝行王正论·杂品》云： 

世体过三世，若尔世何实？ 

谁言说有无？有无实无义。 

《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云： 

超越三时性，唯是名言立， 

一切有或无，世间岂实有？ 

正如刚刚所说的那样，由于在胜义中是超越三时生灭去来的体性，因此唯一是

假立名称的名言而已，除此之外，何法先前自性存在或者后来变成无有的一切世间

实际上怎么存在成实呢？决定不存在。 

这些道理有教证作为依据，《三摩地王经》中云： 

三有如梦无实质，速灭无常如幻术， 

无来亦无由此去，相续恒空无有相。 

又云： 

出生以及成死亡，然无有生无死亡， 

何者了知此法理，不难获得此等持。 

    《大智度论》云：“复次，有，三种：一者、相待有，二者、假名有，三者、

法有。相待者，如长短、彼此等，实无长短，亦无彼此，以相待故有名。长因短

有，短亦因长；彼亦因此，此亦因彼；若在物东，则以为西，在西则以为东；一物

未异而有东、西之别，此皆有名而无实也。如是等，名为相待有，是中无实法，不

如色、香、味、触等。假名有者，如酪有色、香、味、触，四事因缘合故，假名为

酪。虽有，不同因缘法有；虽无，亦不如兔角、龟毛无；但以因缘合故，假名有

酪；毡亦如是。复次，有极微色、香、味、触，故有毛分，毛分因缘故有毛，毛因

缘故有毳，毳因缘故有缕，缕因缘故有毡，毡因缘故有衣。若无极微色、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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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因缘，亦无毛分，毛分无故亦无毛，毛无故亦无毳，毳无故亦无缕，缕无故亦无

毡，毡无故亦无衣。” 

三、是故佛未授记四边： 

《宝行王正论·杂品》云： 

故佛约四句，不记说世间， 

由有无皆虚，此虚不虚故。 

《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云： 

佛陀由此因，未授记有无， 

二俱非俱边，而非由他因。 

遍知佛陀考虑到胜义中无所授记，对有些所化众生宣说无有实义，由于上述的

原因，也就是超离四边的缘故，而对世间有边、无边、二俱、非俱所有四种类别没

有予以授记，而并不是由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 

具体来说，有边：就像顺世外道所承许的那样，今生完结而不转后世，否定后

世，因此称摄之见解。无边：数论派所承认的今生的我趋入后世，而观察趋入对

境，称为动之见解。有无二俱边：诸如有些裸体外道认为，暂时有边，自性无边，

趋入有无二者，称为散之见解。非俱：像犊子部承认的那样，补特伽罗聚合与独立

何者也不可言说，全盘否定一切，称为收之见解。轮回自性寂灭岂能存在这样的戏

论？ 

《宝云经》中说： 

大转妙法轮，方寂灭无生， 

自性涅槃法，怙主汝宣说。 

又云： 

轮回末不得，前际无法相， 

未来亦当知，故入业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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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此也加以阐述了。 

《中论·观涅槃品》云： 

一切法空故，何有边无边， 

亦边亦无边，非有非无边？ 

《大智度论》云： 

［佛不答十四难者，佛有四种答：一者、定答，二者、分别义答，三者、反问

答，四者、置答。此十四难，法应置答。又复若有所利益事则答；外道所问，不为

涅槃，增长疑惑，故以置答。知必有所益者，分别为答，必无所益，置而不答；以

是因缘故，知佛是一切智人。 

    复次，若佛说三种法：有为法、无为法、不可说法，则为已说一切法竟。 

    复次，是诸外道，依止常见，依止灭见，故问以常、灭；实相无故，佛不答。

如外道所见常相、无常相，无是事。何以故？外道取相，著是常、灭故；佛虽说

常、无常相，但为治用故。 

    复次，若人说无者为有，有者为无，如是人则是过罪，佛不答则无咎。如日照

天下，不能令高者下，下者高，但以显现而已；佛亦如是，于诸法无所作，诸法有

者说有，无者说无。如说：生因缘老死，乃至无明因缘诸行，有佛无佛，是因缘法

相续常在世间；诸佛出世，为众生显示此法。 

    复次，若答常、灭，则为有咎。如问石女、黄门儿，修短、黑白、何类，此问

则不应答。十四难亦如是，但以常、灭为本故问，无常、灭故佛不答。如是等种种

因缘故，佛不答十四难，无咎。佛处处说有我，处处说无我者，若人解佛法义知假

名者，说言有我；若人不解佛法义，不知假名者，说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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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次，佛为众生欲堕断灭见者，说言：“有我受后世罪福。”若人欲堕常见

者，为说言：“无我、无作者、受者。离是五众假名，更无一法自在者。”］ 

二（甚深难证之理）分三：一、甚深难证之原因；二、能仁于非器不说之原因；

三、解说彼原因。 

一、甚深难证之原因： 

《宝行王正论·杂品》云： 

是身不净相，粗证智境界， 

恒数数所见，尚不入心住。 

况正法微细，甚深无依底， 

难证于散心，云何可易入？ 

《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云： 

此身不净性，粗及现量境， 

恒常显现时，心中尚不住， 

无住微妙法，极细非现量， 

由是甚深故，心中何易悟？ 

假设有人问：诸法如果是无我，那就说明这是此世间的自性，因此众人为何不

通达此理？ 

驳：事实并非如此，本来，我们的这个身体本体是由不净物所充满，并不断流

出肮脏物的色法，因此，是粗大之法，不是比量1的事物而是现量2的行境，所以容

易理解。明明是恒常显现为不净的当时，人们心中尚且不存留“不净”的想法，更

何况非法器钝根者难以证悟、无有相执所缘之处决定胜的微妙法了？由于难以通

达，所以极其微妙，是利根圣者的行境，而异生需要依靠因来了达因而并非是现

量，由于甚深的缘故，愚者的心里如何能容易理解，轻而易举悟入呢？根本不是它

 
1 比量：二量之一种。依各自所依正因，对各自所量隐蔽事物从新生起真实耽著识，如直接比量等。 
2 现量：二量之一种。无分别、无错乱、新生之真实心识。如第一刹那见瓶根现识、第一刹那神通及第一刹那一切种智与圣者根本智

等。其体性是无分别，对境是自相，时间是现在，感受是明照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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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境。对于不净身体的粗法尚且不能通达，更何况说其实相细微的无我了。轻易

了达空性，需要具有利根、大德的教言以及积累无边资粮。 

《般若摄颂》云： 

如学箭法空射箭，余箭随后不间断， 

前箭不得落地机，彼人想时箭坠地。 

如是行持胜般若，智方便力神变行， 

彼等善根未圆满，期间不得妙空性。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云： 

“须菩提，譬如有翼之鸟，飞腾虚空而不堕坠，虽在空中亦不住空。须菩提，

菩萨摩诃萨亦如是，学空解脱门、学无相、无作解脱门，亦不作证，以不证故不堕

声闻、辟支佛地。未具足佛十力、大慈大悲、无量诸佛法、一切种智，亦不证空、

无相、无作解脱门。” 

“须菩提，譬如健人，学诸射法善于射术，仰射空中，复以后箭射于前箭，箭

箭相拄，不令堕地，随意自在；若欲令堕，便止后箭，尔乃堕地。须菩提，菩萨摩

诃萨亦如是，行般若波罗蜜以方便力故，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诸善根未具足，

不于实际作证；若善根成就，是时便于实际作证。以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

般若波罗蜜时，应如是观诸法法相。” 

    如善知识博朵瓦的语录云：“如见人的尸体变坏青瘀，尚且无动于衷，而说空

性容易了解者，这只是粗心，或者妄语而已。” 

二、能仁于非器不说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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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行王正论·杂品》云： 

故佛初成道，舍说欲涅槃， 

由见此正法，甚深故难解。 

《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云： 

此法甚深故，知众难领悟， 

故佛成道已，默然不说法。 

由于远离一切戏边的此法高深莫测的缘故，所化的平凡众生难得轻易了解通

达，正是因为了知、照见了这一点，佛陀在成道以后于有些所化众生面前，七七四

十九日示现默然不说法。 

如云： 

深寂离戏光明无为法，犹如甘露之法我已得， 

纵为谁说亦不能通达，是故默然安住于林间。 

    《大智度论》云：“今是释迦文尼佛，得道后五十七日，寂不说法，自言：

“我法甚深，难解难知！一切众生缚著世法，无能解者；不如默然入涅槃乐。”是

时，诸菩萨及释提桓因、梵天王诸天，合掌敬礼，请佛为诸众生初转法轮。佛时默

然受请，后到波罗柰鹿林中转法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