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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佛法──般若波羅密多中，是著名的精句。
崇尚簡易與圓融的中國佛學界，對此是非常適合的。所以，這究竟是什麼意義
，也許並不明了，或者從來不曾想到過，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已
成為多數人──佛弟子及一般知識界的熟悉成語，幾乎被用來代表了佛理。（
中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般是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得來
。這是被精簡了的，被公式化了的成語。這一思想，應該說是事實，根本在《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明確地表示出來；從是而有更多的經論，作成眾多的
解說。（中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般賞識他的圓融，卻不大注
意佛經的完整意義。忽略了這是闡明「五蘊皆空」，而歸宗於「諸法空相」及
「空中無色」的。這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修證問題。如專在即色即空的理論上
兜圈子，就會不自覺的橫跨了一步。「色（受、想、行、識，此下以色為代表
，總說五蘊）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什麼意義？為什麼要這樣說？這應
先理解，「色」與「空」所代表的意義。「色」等是我們觸對的世界，物理（
生理）、心理現象的世界。被稱為「自己」的身心組合，認識到的境界，就是
「色」等，這就是當前的現實。然而，這是眾生的現實；如老是這樣，將永遠
的迷惑，永遠的苦厄，永遠不自在的活著，不自在的死去。這是佛法所確認的
人生大問題。學佛法，是要在這當前的現實（五蘊）中，如實覺照而得大解脫
（度一切苦厄）。無論是小乘、大乘，有宗、空宗，都以為修證，是有超越常
情的體驗的。究竟的體驗內容，是一般心識所不能意解與想像的；也不是一般
語言文字所能表示的。這是什麼都不是，連「不是」也說不上的。對一般人來
說，這是怎麼也說不明白的。佛陀說法，不是為了說明這個，而只是就眾生的
當前現實身心，指示，引導，使學者在修持的過程中，離卻顛倒、錯亂，而趣
向，臨入這一如實的境地。在離卻顛倒錯亂的修持中，佛是常以「無常」、「
無我」、「寂滅」（三法印）；「空」、「無相」、「無作」（三三昧）；「
厭」、「離」、「滅」、「捨」等來教導的。@在修持中，以脫落常情迷執而實
現出來。所以在無以名之，強為立名的情況下，就稱之為「空」**，「空性」（
也稱無相、無作、不生滅等）。(<<佛法是救世之光>>p.189 ~ p.194) 

@佛說三法印，是非常善巧的，同一命題而作兩方面解說，既是事物的真相
──普遍理性，也就是實踐的過程。這三者的深義，本是同樣的，每一法印能
開顯正覺的內容，即每一法印能離執證真。依無常門而悟入的，即無願解脫門
；依無我而悟入的，即空解脫門；依涅槃寂滅而悟入的，即無相解脫門。由於
有情的根性不同，所以或說此，或說彼，或說二印，或說三印。如完備三法印
，依聲聞常道說，即先觀無常，由無常而觀無我，由無我而到涅槃，為修行的
次第過程。如經中常說：厭、離欲、解脫，這即是依三法印修行的次第。觀諸
行無常，即能厭患世間而求出離；能厭苦，即能通達無我，無我我所執，即離
一切愛欲；離欲即離一切煩惱，所以能得涅槃解脫。這可見三法印的教說，是
將諸法的真相與修行的歷程，主觀與客觀，事實與價值，一切都綜合而統一了
。這是佛陀唯一的希有教法！龍樹在《大智度論》裡說：無常為空門，空為無
生門，這也是合於三法印次第的，他所說的空，即是無我；無生即是涅槃的異
名。(<<佛法概論>>p.160 ~ p.161)

** 佛說空，都是修行法門，但略有三類不同：一、『分破空』：以分析的觀
法來通達空；經中名為散空，天台稱之為析空。如色法，分分的分析起來，分
析到分無可分時，名『鄰虛塵』，即到了空的邊緣。再進，就有空相現前。但
這是假觀而不是實觀，因為這樣的分析，即使分析到千萬億分之一，也還是有
，還是色。二、『觀空』：如瑜伽師1的觀心自在，觀青即青相現前，觀空即空
相現前。因為隨心所轉，可知是空的。但還不徹底，因以觀空的方法來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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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心是怎麼也不能空的。事實上，他們也決不許心也是空的。這二種法門，佛
確也曾說過，也可以祛息許多煩惱顛倒，但不能究竟，究竟的是第三、『自性
空』：不是分破了才空，也不是隨心轉而空；空是一切法的本性如此。如《阿
含經》也說：『諸行空：常空……我我所空；性自爾故』。所以，佛說法性空
，不是以觀的力量來消滅什麼，而只是因觀而通達一切法的本來面目。如古人
『杯弓蛇影』的故事一樣，以為吞了蛇，所以憂疑成病。現在使他自覺到根本
沒有蛇，憂疑病苦就好了。所以，觀空是祛除錯覺，達於一切法的本性空，這
才是大乘究竟空義。否則，眾生為情見所縛，不能徹了真空，終於又背空而回
到『有』中去安身立命。
    空，是本性空，絕一切戲論的畢竟空，所以說『空』就圓滿的顯示了中道。
但為了適應機宜，又說為無相、無願（古譯為無作），合名三解脫門。又每說
無起、無生（無滅）、無取、無性等，使眾生同歸於一實。依大乘了義說，『
空無相無願，同緣實相』。無自性以離見，名空；離相以息分別，名無相；離
取著以息思願，名無願。但也不妨約偏勝說：依『諸法無我』即名空，依『涅
槃寂靜』即名無相，依『諸行無常』即名無願。也可作淺深說：空一切而有空
相現（其實畢竟空是空也不可得的），所以說無相。雖達境無相，而心還有所
著，所以又說無願。但這都是方便善巧，三解脫門是平等一如的。(<<寶積經講
記>>p.113 ~ p.115)

三法印（大智度論） 三三昧（三解脫門） 修行次第
無常（無常門） 無願（離取著以息思願） 厭患世間
無我（空門） 空（無自性以離見） 遠離愛欲
寂滅（無生門） 無相（離相以息分別） 涅槃解脫

三空觀：一、「以」諸「行」生滅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無我所的「空觀
」，修習成就，悟解得有為諸行，沒有實我可得。我見為一切妄執根本；能降
伏我見，自然就能「治諸妄見」。這裡的妄見，可攝得常無常見，邊無邊見，
一見異見等。二、「無相觀」：眾生著有，就於一切法取相分別；妄想無邊，
最為解脫的重障。所以修無相觀，觀一切法虛妄，不取一切相，就能對「治」
顧戀過去的「憶想」，取著現在的「分別」，欣求未來的「緣念」──離一切
取相。三、「無願觀」：無願，或譯無作。眾生於生死中，愛著不捨，所以起
『後有愛，貪喜俱行愛，彼彼喜樂愛』；起心（思願相應心）作業，願求生死
的相續，名為凡夫。或者把生死看成怨家，三界看做牢獄，於是願求出此三界
生死，名為小乘。現在菩薩的無願觀，能治三界生死的思願，更能對「治」小
乘「一切出三界」生死的「願」欲。能觀生死本空，即沒有生死可出，涅槃可
求，為菩薩的無願觀。(<<寶積經講記>>p.155 ~ p.156)

1 《攝大乘論講記》：「如修止觀而得成就的「瑜伽師」，他「於一物中」，
能隨心中「種種」不同的「勝解」，觀想它是金石，是白骨，而「種種所見」
差別的異相，「皆得成立」。瑜伽的意義是相應，修習止觀而得到相應的，叫
瑜伽師。」( Y 6p168~16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