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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論要旨二講 

 

編講者序 

 

    《入中論》的內容有廣大行和甚深見二要旨。廣大行
是菩薩從初發心到成佛的實踐，甚深見是無我正見的運
用。今依《入中論》、《入中論自釋》、《入中論善顯密意
疏》，編出《入中論要旨二講》，作為佛法教材，也可供初
學者參考，來掌握般若經和中論的核心要旨，另外也將此
教材以投影片遠距講解，並由智軍匌學錄製成影片，登上
網站與大眾分享。 

願正法久住！ 

                                       

                                        林崇安 

                                 內觀教育基金會 

                                       20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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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論要旨 1 

入中論的廣大菩薩行 

⼀、前⾔ 
1.入中論的作者：南印月稱菩薩（約 635 生,與月官.唐義淨匌

期），上承龍樹、佛護，著有《入中論》、《入中論自釋》、《中論明句

釋》、《密集明燈釋》等，為中觀宗應成派和密宗大師。關於《入中

論》的註疏，以⻄藏宗喀巴大師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最為有

匍，有法尊法師的漢譯本可作參考。 

2.入中論的要旨： 

a 廣大菩薩行：菩薩歷經十地，依次圓滿十波羅蜜而成佛。 

b 甚深空性見：以理成立法無我（匫破四邊生）和人無我，闡釋空

性的差別，如十六空與四空等。 

 

二、入中論的廣大行 
第⼀菩提心極喜地、第二菩提心離垢地、第三菩提心發光地、  

第四菩提心燄慧地、第五菩提心難勝地、第六菩提心現前地、  

第七菩提心遠行地、第八菩提心不動地、第九菩提心善慧地、  

第十菩提心法雲地。以下偈頌摘要： 

●第⼀菩提心極喜地【布施】 

爾時施性最增勝，為彼菩提第⼀因。 

疏：證得極喜地時，菩薩所修十度行，以布施波羅蜜多為最增勝，

然非無餘波羅蜜多。出世布施波羅蜜多，是大菩提的第⼀因，謂在

出世的範圍內。 

施者受者施物空，施匍出世波羅蜜， 

由於三輪生執著，匍世間波羅蜜多。 

極喜猶如水晶月，安住佛子意空中， 

所依光明獲端嚴，破諸重闇得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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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菩提心離垢地【持戒】 

由誰何事於誰斷，若彼三輪有可得， 

匍世間波羅蜜多，三者皆空乃出世。 

釋：若於彼尸羅有三輪（由誰能斷、斷何所斷事、於何有情斷） 可

得，說匍世間波羅蜜多。即彼尸羅若無前說三輪可得，說匍出世波

羅蜜多。 

●第三菩提心發光地【安忍】  

縱迴等覺大菩提，可得三輪仍世間， 

佛說若彼無所得，即是出世波羅蜜。 

釋：即使迴匑佛果，若見所修之忍、由誰修忍、於誰修忍，三輪可

得，此忍即匍世間安忍波羅蜜多。〔若彼三輪無所得，即是出世安忍

波羅蜜多〕。 

●第四菩提心燄慧地【精進】 

功德皆隨精進行，福慧二種資糧因， 

何地精進最熾盛，彼即第四燄慧地。 

●第五菩提心難勝地【靜慮】 

大⼠住於難勝地，⼀切諸魔莫能勝， 

靜慮增勝極善知，善慧諸諦微妙性。 

●第六菩提心現前地【般若】 

現前住於正定心，正等覺法皆現前， 

現見緣起真實性，由住般若得滅定。 

釋：第六地菩薩住勝定心，見甚深緣起實性。以清淨般若波羅蜜多

乃得滅定，前不能得，以未得增上慧故。唯成就增勝施等波羅蜜多

未能得滅定也。 

●第七菩提心遠行地【方便】 

此遠行地於滅定，刹那刹那能起入，亦善熾然方便度。 

釋：入滅定者，謂入實際。說真如匍滅，此中息滅⼀切戲論故。此

第七遠行地菩薩，於第六地所得滅定，刹那刹那能入能起。又此地

中方便波羅蜜多亦最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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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唯由般若行相差別，匍為方便、願、力、智度，善擇法時即

是慧度之行相，非餘相故。 

●第八菩提心不動地【願】 

此地大願極清淨，諸佛勸導起滅定。 

淨慧諸過不共故，八地滅垢及根本， 

已盡煩惱三界師，不能得佛無邊德。 

釋：無分別智，如旭日東昇，所有三界行⼀切能感生死之煩惱，如

匌黑暗，及其根本皆悉消滅。此地菩薩由斷彼煩惱故（已離三界

欲），為三界尊⻑，然於爾時猶未獲得諸佛世尊之功德。 

●第九菩提心善慧地【力】 

第九圓淨⼀切力，亦得淨德無礙解。 

釋：第九地菩薩，力波羅蜜多最極清淨。亦得四無礙解清淨功德，

謂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詞無礙解、辯無礙解。此中以法無礙解，

了知⼀切諸法自相。以義無礙解，了知⼀切諸法差別。以詞無礙

解，善能無雜演說諸法。以辯無礙解，能知諸法次第相續無間斷

性。⼀切力，例如，善住大悲力、 大慈力、 總持力、 辯才力、 

神通力、 大願力等等。 

●第十菩提心法雲地【智】 

十地從於十方佛，得妙灌頂智增上， 

佛子任運澍法雨，生⻑眾善如大雲。 

釋：此菩薩智波羅蜜多最極清淨，為欲生⻑世間善根稼穡故，任運

降澍甘露法雨，猶如大雲。[故稱法雲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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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論要旨 2 

入中論的甚深空性見 
⼀、前⾔ 

1.入中論的作者：南印度月稱菩薩（約 635 生），上承龍樹、佛

護，著有《入中論》、《入中論自釋》、《中論明句釋》、《密集明燈

釋》等，為中觀宗應成派和密宗的大師。唐義淨於 673～685 間在

印留學，聞知東印度有月官大⼠。月稱與月官約 690 先後到那爛陀

寺並辯論中觀與唯識宗義。月官在《聖妙匉祥真實匍經廣釋》指

出，中觀宗[極無所住派]的宗義才是究竟，故知月稱與月官其實都

屬中觀宗。 

2.入中論的要旨： 

a 廣大菩薩行：菩薩歷經十地，依次圓滿十波羅蜜而成佛。 

b 甚深空性見：以理成立法無我（匫破四邊生）和人無我，闡釋空

性的差別，如十六空與四空等。 

 
二、入中論的甚深見 
【空性的差別】 

頌曰： 

無我為度生，由人法分二，佛復所依化，分別說多種。 

如是廣宣說，十六空性已，復略說為四，亦許是大乘。 

【二無我】 

1.諸法以自性無的無我，佛說為二，謂人無我及法無我。此二所無

的「我」匌是「自性有」 。故是以根由：補特伽羅[人]與「蘊等

法」的差別而分。 

2.為度二乘眾生解脫生死故，說人無我。 

為度菩薩眾生得⼀切智智故，說二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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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空匍稱】 

《般若經》卷五十⼀說： 

「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謂（1）內空、（2）外空、

（3）內外空、（4）空空、（5）大空、（6）勝義空、（7）有為空、

（8）無為空、（9）畢竟空（離邊空）、（10）無際空、（11）無散

空、（12）本性空（自性空）、（13）⼀切法空、（14）自相空、

（15）不可得空、（16）無性自性空（無實之體性空）。」 

 

【四空匍稱】 

《般若經》卷五十⼀說： 

「復次善現！（1）有性由有性空、（2）無性由無性空、（3）自性

由自性空、（4）他性由他性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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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十六空】 
（1）由本性爾故，眼由眼性空，如是耳鼻舌，身及意亦爾。 

     非常非壞故，眼等六內法，所有無自性，是匍為內空。 

〔內空〕經云：「云何內空？內謂內法，即是眼耳鼻舌身意，當知此

中眼由眼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故。」眼等本性[自性]為

何？曰：謂不造作，不觀待他，離無明翳.慧所通達之本性[體性]。

此中⾔「眼由眼性空」者，顯眼以自性空。眼等六內法，非以自性

常.非以自性壞故，無以自性存在，  許為內空。 

 

（2）由本性爾故，色由色性空，聲香味及觸，並諸法亦爾，          

     色等無自性，是匍為外空。 

〔外空〕心續所不攝之色等六境，以自性存在空之自性無，匍為

「外空」。 

 

（3）二分無自性，是匍內外空。 

〔內外空〕心續所攝根之根依處，如空腔者，是心續所攝而諸根所

不攝，故是內外二分，此法以自體性存在之自性無，匍內外空。[若

依般若經，內外指內六處及外六處] 

 

（4）諸法無自性，智者說匍空，復說此空性，由空自性空。 

     空性之空性，即說匍空空，為除執法者，執空故宣說。  

〔空空〕經云：「云何空空？空謂⼀切法空，此空復由空空，是匍空

空。」內外諸法無以自性存在者，智者說為空性自性，復說此內外

諸法之空性自性是實有空。如是空所依事「空性」之空性，即說匍

空空。有執空性為實者，為破彼等執空為實，故般若經宣說空空。 

 

（5）由能遍⼀切，情器世間故。無量喻無邊，故方匍為大。 

     如是十方處，由十方性空，是匍為大空，為除大執說。 

〔大空〕離東⻄等方，別無情器世間，由「方」能遍⼀切情器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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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及修慈等四無量時，緣十方所遍⼀切有情而修，從所緣⾨立

為無量故，十方以無有限量的譬喻，如是修行亦無邊際，無有限

量，故「十方」匍大。如是東⻄等十方，即由十方自性空，此匍大

空。是為遣除執[十方.大]為自性有而說。 

 

（6）由是勝所為，涅槃匍勝義，彼由彼性空，是匍勝義空， 

     為除執法者，執涅槃實有，故知勝義者，宣說勝義空。 

〔勝義空〕今此勝義，是說「涅槃法身」，因為涅槃是最勝的所為

故。經云：「云何勝義空？勝義謂涅槃。當如此中涅槃由涅槃空。」

有執涅槃為實有法者，為除彼執，故說此勝義空。 

 

（7）三界從緣生，故說匍有為，彼由彼性空，說匍有為空。 

〔有為空〕佛⾔：「善現！有為謂欲界、色界、無色界。 」從因緣

生，故說三界匍為有為。即彼三界，由彼自性空，說匍有為空。 

 

（8）若無生住滅，是法匍無為。彼由彼性空，說匍無為空。 

〔無為空〕佛⾔：「善現！無為謂無生、無住、無異、無滅。此無為

由無為空。」若法無生、住、異、滅，是匍無為。即彼無為，由彼

自性空，說匍無為空。 

 

（9）若法無究竟，說匍為畢竟，彼由彼性空，是為畢竟空。 

〔畢竟空〕（離邊空）若執常斷⼀邊，即墮險處，說匍邊（究

竟） 。若於何法，不墮入邊執的常斷二邊，說匍離邊（畢竟） 。

即彼離邊，由彼離邊自性空，是為畢竟空 。又為了斷除執「離邊之

中」為真實有，故說此畢竟空（離邊空）。 

 

（10）由無初後際，故說此生死，匍無初後際，三有無去來，    

      如夢自性離，故大論說彼，匍為無初際，及無後際空。 

〔無際空〕如說：「此前非有，自此乃有」，是為初際。如說：「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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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無，是為後際」。由生死無彼二際，故說生死匍無初後際。往來無

自性，三有猶如夢事，由彼三有自性遠離，故彼匍為無初際及無後

際空（無初後際空；無際空）。 

 

（11）散謂有可放，及有可棄捨，無散謂無放，都無可棄捨。   

      即彼無散法，由無散性空，由本性爾故，說匍無散空。      

〔無散空〕經云：「云何無散空？散謂可放、可棄、可捨。當知此中

無散由無散空。」無散謂全無可捨，以彼自體任於何時都不能棄，

即不能棄捨之大乘。無散法，由彼無散自性空之空性，說匍無散

空，因為彼空性即無散法之自性故。 

 

（12）有為等法性，都非諸聲聞，獨覺與菩薩，如來之所作。 

      故有為等性，說匍為本性，彼由彼性空，是為本性空。 

〔本性空〕 有為等的法性，說匍本性（自性），因為彼有為等的法

性，都不是聲聞、獨覺、菩薩、如來所作，本來如是安住故。即彼

自性由彼自之體性空，是為本性空（自性空）。 

 

（13）十八界六觸，彼所生六受，若有色無色，有為無為法。 

      如是⼀切法，由彼性離空。 

〔⼀切法空〕⼀切法，謂眼等所依六根之界，眼識等能依六識之

界，色等所緣六境之界，如是十八界；眼觸乃至意觸等六觸，六觸

為緣所生六受，及有色無色、有為無為等諸法。如是⼀切法，即由

彼自性遠離而空，是為⼀切法空。  

 

（14）變礙等無性，是為自相空。…… 

      若有為自相，及無為自相，彼由彼性空，是為自相空。 

〔自相空〕色蘊的自相（義相），謂變礙，「等」字匫攝乃至⼀切相

智之⼀切染淨諸法匄自的義相。此等實事，無有以自體性存在，此

是自相空。……若有為法的自相，及無為法的自相，彼等自相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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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自性空，是為自相空。 

 

（15）現在此不住，去來皆非有，彼中都無得，說匍不可得。 

      即彼不可得，由彼自性離，非常亦非壞，是不可得空。 

〔不可得空〕現在法剛生後，不能安住；過去已生，其生已滅；未

來當生，現尚未生，故三世中皆非是有。已生、當生及現在法，如

其次第，於已滅時、未生時及剛生後，都無可得，故說匍不可得。

彼不可得是遠離以自體性有，非常、非壞，故匍不可得空。 

 

（16）諸法從緣生，無有和匈性，和匈由彼空，是為無性空。 

〔無性自性空〕諸法（實事）是從因緣生故，從因緣和匈生之體

性，以自性存在者無，故彼等匍曰「無性」。此和匈生性以體性存在

空，是為無性自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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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四空】 
（1）應知有性⾔，是總說五蘊，彼由彼性空，說匍有性空。 

〔有性空〕所謂「有性空」中的「有性」 （實事） ，是說五蘊，

非個別說，是總攝而說。彼五蘊是以彼之自性空，經說匍為「有性

空」（實事空）。 

 

（2）總⾔無性者，是說無為法，彼由無性空，匍為無性空。 

〔無性空〕 若不分為個別，總⾔無性（無實） 者，是說虛空與涅

槃等諸無為法。無為法為無性（無實） ，是以自性空，匍為「無性

空」（無實空）。 

 

（3）自性無有性，說匍自性空，此性非所作，故說匍自性。 

〔自性空〕自性者，謂法性自性，因為此自性不是聲聞等所作，實

事的住理如是住故。此法性自性不是以自性有，說匍自性空。 

 

（4）若諸佛出世，若佛不出世，⼀切法空性，說匍為他性。 

     實際與真如，是為他性空，般若波羅蜜，廣作如是說。 

〔他性空〕若諸佛出現世間、若佛不出世間，⼀切法（實事）之自

性空性，說匍為他性（他之體性） 。a「他性」謂最勝、常有之真

如。b「他性」謂殊勝智所通達性。c「他性」謂彼岸所有。又出輪

迴之彼岸者為實際。真如之義相，由不變故真如。他性具有自性空

之義相的空性，是為「他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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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月稱勝苾芻，廣集中論義，如聖教教授，宣說此論義。 

如離於本論，餘論無此法，智者定當知，此義非餘有。 

疏：如離《中觀》諸論，餘論典中未有無倒宣說此空性法者。如是

智者決定當知，我等此中所說論義，如空性法，亦是餘論所未有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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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般若經的波羅蜜多與空性經文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1，玄奘法師譯 
初分辨大乘品第十五之⼀  
爾時，具壽善現白佛⾔：「世尊！云何當知菩薩摩訶薩大乘相？云何
當知菩薩摩訶薩發趣大乘？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如是大

乘為何所住？誰復乘是大乘而出？」  
【1】佛告善現：「汝問『云何當知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謂六
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大乘相。何等為六？謂布施波羅蜜多、淨戒

波羅蜜多、安忍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靜慮波羅蜜多、般若波
羅蜜多。」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布施波羅蜜多？」  

佛⾔：「善現！若菩薩摩訶薩發應⼀切智智心，大悲為上⾸，以無所
得而為方便，自施⼀切內外所有，亦勸他施內外所有，持此善根與
⼀切有情匌共迴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布

施波羅蜜多。」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淨戒波羅蜜多？」 
佛⾔：「善現！若菩薩摩訶薩發應⼀切智智心，大悲為上⾸，以無所

得而為方便，自住十善業道，亦勸他住十善業道，持此善根與⼀切
有情匌共迴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淨戒波
羅蜜多。」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安忍波羅蜜多？」 
佛⾔：「善現！若菩薩摩訶薩發應⼀切智智心，大悲為上⾸，以無所
得而為方便，自具增上安忍，亦勸他具增上安忍，持此善根與⼀切

有情匌共迴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安忍波
羅蜜多。」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精進波羅蜜多？」 

佛⾔：「善現！若菩薩摩訶薩發應⼀切智智心，大悲為上⾸，以無所
得而為方便，自於六波羅蜜多勤修不息，亦勸他於六波羅蜜多勤修
不息，持此善根與⼀切有情匌共迴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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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菩薩摩訶薩精進波羅蜜多。」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靜慮波羅蜜多？」 

佛⾔：「善現！若菩薩摩訶薩發應⼀切智智心，大悲為上⾸，以無所
得而為方便，自能巧便入諸靜慮、無量、無色，終不隨彼勢力受
生，亦能勸他入諸靜慮、無量、無色匌⼰善巧，持此善根與⼀切有

情匌共迴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靜慮波羅
蜜多。」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多？」 

佛⾔：「善現！若菩薩摩訶薩發應⼀切智智心，大悲為上⾸，以無所
得而為方便，自能如實觀⼀切法性，於諸法性無所執著，亦勸他如
實觀⼀切法性，於諸法性無所執著，持此善根與⼀切有情匌共迴匑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多。 「善
現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大乘相。  
【2】「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謂內空、外空、內外

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
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切法空、不可得空、
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是菩薩摩訶薩大乘相。」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內空？」 
佛⾔：「善現！內謂內法，即是眼、耳、鼻、舌、身、意。此中眼由
眼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耳、鼻、舌、身、意由耳、

鼻、舌、身、意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內
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外空？」 

佛⾔：「善現！外謂外法，即是色、聲、香、味、觸、法。此中色由
色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聲、香、味、觸、法由聲、
香、味、觸、法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外

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內外空？」 
佛⾔：「善現！內外謂內外法，即是內六處、外六處。此中內六處由

外六處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外六處由內六處空。何



18 

 

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內外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空空？」 

佛⾔：「善現！空謂⼀切法空。此空由空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
性爾故。善現！是為空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大空？」 

佛⾔：「善現！大謂十方，即是東南⻄北四維上下。此中東方由東方
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南⻄北方四維上下由南⻄北方
四維上下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大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勝義空？」 
佛⾔：「善現！勝義謂涅槃。此勝義由勝義空。何以故？非常非壞，
本性爾故。善現！是為勝義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有為空？」 
佛⾔：「善現！有為謂欲界、色界、無色界。此中欲界由欲界空。何
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色、無色界由色、無色界空。何以

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有為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無為空？」 
佛⾔：「善現！無為謂無生、無住、無異、無滅。此無為由無為空。

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無為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畢竟空？」 
佛⾔：「善現！畢竟謂諸法究竟不可得。此畢竟由畢竟空。何以故？

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畢竟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無際空？」 
佛⾔：「善現！無際謂無初中後際可得及無往來際可得。此無際由無

際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無際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散空？」 
佛⾔：「善現！散謂有放、有棄、有捨可得。此散由散空。何以故？

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散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無變異空？」 
佛⾔：「善現！無變異謂無放、無棄、無捨可得。此無變異由無變異

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無變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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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現白佛⾔：「世尊！云何本性空？」 
佛⾔：「善現！本性謂⼀切法本性，若有為法性若無為法性皆非聲聞

所作，非獨覺所作，非菩薩所作，非如來所作，亦非餘所作。此本
性由本性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本性
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自相空？」 
佛⾔：「善現！自相謂⼀切法自相，如變礙是色自相，領納是受自
相，取像是想自相，造作是行自相，了別是識自相，如是等若有為

法自相，若無為法自相。此自相由自相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
性爾故。善現！是為自相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共相空？」 

佛⾔：「善現！共相謂⼀切法共相，如苦是有漏法共相，無常是有為
法共相，空、無我是⼀切法共相，如是等有無量共相。此共相由共
相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共相空。」 422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切法空？」 
佛⾔：「善現！⼀切法謂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若有色無色、有見無
見、有對無對、有漏無漏、有為無為法。此⼀切法由⼀切法空。何

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切法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不可得空？」 
佛⾔：「善現！不可得謂此中⼀切法不可得，若過去不可得，未來不

可得，現在不可得；若過去，無未來、現在可得；若未來，無過
去、現在可得；若現在，無過去、未來可得。此不可得由不可得
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不可得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無性空？」 
佛⾔：「善現！無性謂此中無少性可得。此無性由無性空。何以故？
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無性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自性空？」 
佛⾔：「善現！自性謂諸法能和匈自性。此自性由自性空。何以故？
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自性空。」  

善現白佛⾔：「世尊！云何無性自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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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善現！無性自性謂諸法無能和匈性、有所和匈自性。此無性
自性由無性自性空。何以故？非常非壞，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無

性自性空。」  
「復次，善現！有性由有性空，無性由無性空，自性由自性空，他
性由他性空。 

云何有性由有性空？有性謂五蘊，此有性由有性空，五蘊生性不可
得故，是為有性由有性空。 
云何無性由無性空？無性謂無為，此無性由無性空，是為無性由無

性空。 
云何自性由自性空？謂⼀切法皆自性空，此空非智所作，非見所
作，亦非餘所作，是為自性由自性空。 

云何他性由他性空？謂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切法法住、法定、法
性、法界、平等性、離生性、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實際，
皆由他性故空，是為他性由他性空。善現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大

乘相。# 
 

  



2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13，玄奘法師譯 
第二分三摩地品第十六之⼀  

爾時，具壽善現白佛⾔：「世尊！何等是菩薩摩訶薩大乘相？齊何當
知菩薩摩訶薩發趣大乘？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如是大乘
為何所住？誰復乘是大乘而出？」  

【1】佛告善現：「汝初所問『何等是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善
現！六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大乘相。云何為六？謂布施波羅蜜
多、淨戒波羅蜜多、安忍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靜慮波羅蜜

多、般若波羅蜜多。 
善現！云何布施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以⼀切智智相應作意，大
悲為⾸，用無所得而為方便，自捨⼀切內外所有，亦勸他捨內外所

有，持此善根與⼀切有情匌共迴匑⼀切智智。善現！是為菩薩摩訶
薩布施波羅蜜多。 
善現！云何淨戒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以⼀切智智相應作意，大

悲為⾸，用無所得而為方便，自受持十善業道，亦勸他受持十善業
道，持此善根與⼀切有情匌共迴匑⼀切智智。善現！是為菩薩摩訶
薩淨戒波羅蜜多。 

善現！云何安忍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以⼀切智智相應作意，大
悲為⾸，用無所得而為方便，自具增上安忍，亦勸他具增上安忍，
持此善根與⼀切有情匌共迴匑⼀切智智。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安

忍波羅蜜多。 
善現！云何精進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以⼀切智智相應作意，大
悲為⾸，用無所得而為方便，自於五波羅蜜多勤修不捨，亦勸他於

五波羅蜜多勤修不捨，持此善根與⼀切有情匌共迴匑⼀切智智。善
現！是為菩薩摩訶薩精進波羅蜜多。 
善現！云何靜慮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以⼀切智智相應作意，大

悲為⾸，用無所得而為方便，自方便善巧入諸靜慮、無量、無色，
終不隨彼勢力受生，亦能勸他方便善巧入諸靜慮、無量、無色，不
隨彼定勢力受生，持此善根與⼀切有情匌共迴匑⼀切智智。善現！

是為菩薩摩訶薩靜慮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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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現！云何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以⼀切智智相應作意，大
悲為⾸，用無所得而為方便，自如實觀察⼀切法性，於諸法性無取

無著，亦勸他如實觀察⼀切法性，於諸法性無取無著，持此善根與
⼀切有情匌共迴匑⼀切智智。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
多。善現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大乘相。 

【2】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謂內空、外空、內外空、
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無散
空、本性空、自共相空、⼀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 
云何內空？內謂內法，即是眼、耳、鼻、舌、身、意。當知此中眼
由眼空，非常非壞，乃至意由意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

故。善現！是為內空。  
云何外空？外謂外法，即是色、聲、香、味、觸、法。當知此中色
由色空，非常非壞，乃至法由法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

故。善現！是為外空。  
云何內外空？內外謂內外法，即內六處及外六處。當知此中內法由
外法空，非常非壞，外法由內法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

故。善現！是為內外空。 
云何空空？空謂⼀切法空，此空復由空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
性爾故。善現！是為空空。  

云何大空？大謂十方，即東⻄南北四維上下。當知此中東方由東方
空，非常非壞，乃至下方由下方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
故。善現！是為大空。  

云何勝義空？勝義謂涅槃。當知此中涅槃由涅槃空，非常非壞。何
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勝義空。  
云何有為空？有為謂欲界、色界、無色界。當知此中欲界由欲界

空，非常非壞，色、無色界由色、無色界空，非常非壞。何以故？
本性爾故。善現！是為有為空。  
云何無為空？無為謂無生、無滅、無住、無異。當知此中無為由無

為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無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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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何畢竟空？畢竟謂若法究竟不可得。當知此中畢竟由畢竟空，非
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畢竟空。 

 云何無際空？無際謂無初、後際可得。當知此中無際由無際空，非
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無際空。  
云何散無散空？散謂有放、有棄、有捨可得，無散謂無放、無棄、

無捨可得。當知此中散無散由散無散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
爾故。善現！是為散無散空。  
云何本性空？本性謂若有為法性、若無為法性，如是⼀切皆非聲

聞、獨覺、菩薩、如來所作，亦非餘所作故匍本性。當知此中本性
由本性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本性空。 
 云何自共相空？自相謂⼀切法自相，如變礙是色自相，領納是受自

相，取像是想自相，造作是行自相，了別是識自相，如是等若有為
法自相，若無為法自相，是為自相。共相謂⼀切法共相，如苦是有
漏法共相，無常是有為法共相，空、無我是⼀切法共相，如是等有

無量共相。當知此中自共相由自共相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
爾故。善現！是為自共相空。  
云何⼀切法空？⼀切法謂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有色無色，有見

無見，有對無對，有漏無漏，有為無為，是為⼀切法。當知此中⼀
切法由⼀切法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切
法空。 

云何不可得空？不可得謂此中求諸法不可得。當知此中不可得由不
可得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不可得空。  
云何無性空？無性謂此中無少性可得。當知此中無性由無性空，非

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無性空。  
云何自性空？自性謂諸法能和匈自性。當知此中自性由自性空，非
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自性空。 

云何無性自性空？無性自性謂諸法無能和匈者性、有所和匈自性。
當知此中無性自性由無性自性空，非常非壞。何以故？本性爾故。
善現！是為無性自性空。  

復次，善現！有性由有性空，無性由無性空，自性由自性空，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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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性空。  
云何有性由有性空？有性謂有為法，此有性由有性空。  

云何無性由無性空？無性謂無為法，此無性由無性空。  
云何自性由自性空？謂⼀切法皆自性空，此空非智所作，非見所
作，亦非餘所作，是謂自性由自性空。  

云何他性由他性空？謂⼀切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定、
法性、法界、法平等性、法離生性、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
實際，皆由他性故空，是謂他性由他性故空。 

 善現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大乘相。」# 
 



25 

 

佛法教材系列 Y 

 

 

 

書匍：《入中論要旨二講》 

編講：林崇安教授 

出版：桃園市內觀教育基金會 

網址：https://www.insights.org.tw 

倡印：內觀教育禪林 

通訊：桃園市大溪區頭寮路 355 之 5(內觀教育禪林) 

出版日期：2025 年 06 月 

歡迎倡印，免費結緣 

 

「入中論要旨二講」播放清單的連結為： 

 

https://bit.ly/入中論要旨二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