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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出世間 

 
談談諸行無常決定 

 
林崇安 

（法光雜誌，326 期，p1，2016.11）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是佛法的三法印。一般是經由觀

察諸行無常而後才能瞭解無我和體證涅槃，所以，禪修者對諸行無常

要仔細地分析和觀察。《雜阿含 8 經》中，佛陀說： 

 

「過去、未來色無常，況現在色！……如是，過去、未來受、想、

行、識無常，況現在識！」 

 

此處色、受、想、行、識就是諸行；佛陀指出，對諸行要透過過

去、未來和現在的演變來決定諸行是無常，《瑜伽師地論》（攝釋分）

解釋說： 

 

「由三種相，當知過去、未來諸行尚定無常，何況現在！何等為

三？謂（1）先無而有故；（2）先有而無故；（3）起盡相應故。」 

 

此中牽涉到對存在的「有」和「無」的重要觀點。《瑜伽師地論》

接著解釋說： 

 

「（1）若未來行，……由彼先時施設非有，『非有』為先，後時

方『有』，是故未來諸行無常決定。」 

 

此處先以理性的分析觀察未來諸行是先無而有，因而是無常決定。

接著，《瑜伽師地論》說： 

 

「（2）由現在行從緣生已，非決定有（指，不是一直有），以『有』

為先，（而後）施設『非有』，是故過去諸行無常決定。」 

 

此處以理性的分析觀察過去諸行是先有而無，因而是無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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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瑜伽師地論》說： 

 

「（3）如是現在諸行，因未來行『先無而有』，因過去行『先有

而無』，由此施設起盡相應。是故說言：當知去來諸行無常性尚

決定，何況現在！」 

 

此處以理性來分析：由於未來諸行是『先無而有』，以及過去諸

行是『先有而無』，由此推知現在諸行是起盡相應（指，具有生和滅），

因而是無常決定。以上將過去、未來和現在的諸行，經由理性的分析

和觀察，最後才得出「諸行無常決定」。 

值得探討的是，未來諸行『先無而有』以及過去諸行『先有而無』

中的有無的問題。以眼睛為例，有一「好眼」感染為「病眼」，經治

療成「癒眼」，以這一演變過程，來觀察有和無。從「病眼」到「癒

眼」的過程來看，處在「病眼」的當下，未來的「癒眼」為無；後時

治療成「癒眼」，該時「癒眼」為有。所以，從「病眼」到「癒眼」

的過程來看，未來的「癒眼」是『先無而有』。同理，從「好眼」到

「病眼」的過程來看，過去的「好眼」為有；但處在「病眼」的當下，

現在的「好眼」為無。所以，從「好眼」到「病眼」的過程來看，過

去的「好眼」是『先有而無』。至於現在的「病眼」，則是處在未來和

過去之間，是『先無而有』和『先有而無』的交接處，即生即滅，稱

作「起盡相應」。 

總之，從「好眼」到「癒眼」的這一緣起過程中，「好眼」時只

有「好眼」，「病眼」時只有「病眼」，「癒眼」時只有「癒眼」，此外

無有作者、受者，這便是《瑜伽師地論》上所說的：「唯有諸蘊、唯

有諸行」、「唯有諸行於前生（者）滅，唯有諸行於後生（者）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