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stav's Philosophical Forum /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報告，S04190032，蔡京達

S04190032 / November 12, 2018 11:58PM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報告，S04190032，蔡京達
系級:哲學四
學號:s04190032
姓名:蔡京達
報告題目:淺論西方基督教及大乘佛教之哲學差異

(一) 研究動機:

由於本組的報告內容為大乘佛教之方法論探討，是故筆者認為其主題得進一步詳論之，不過並非單以大乘佛教做討論
主軸，而是配合西方基督教一同進行比較，於哲學上或是方法論上的分析異同與比較之，故試而探討之。

(二) 正文內容:

西方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曾以形上學論證上帝存在之證明。其中最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
」一詞便是從其論證中被提出，而我思故我在則是笛卡兒在為尋求不可質疑的事物時，將世間一切事物以懷疑論的眼
光進行批判的思想實驗，最終笛卡兒以為縱世間一切事物難保出於惡意的「惡魔」誘騙，但依然需要有一位負責「被
誘騙」的角色，方可成立騙局，而自己，我便是那個被一切所誘騙的角色，因此自己不適虛假偽造的，因為要是連自
己也是虛假的，那惡魔的騙局將毫無任何意義，故而「我思，故我在。」，當我思考這一切時，也必暗示了我存在。
而我們存在則是出於上帝所造，其證明便是我們具有上帝及永恆這種無限性的概念，我們所接觸的有限性世界所經驗
到的事物必然是有限性的，即意我們所具備的無限性概念必是出於經驗以外的事物，也就是無限性的事物，唯有這樣
才得以解釋我們為何具有其認知。而因為上帝的至善，所以祂所造之物必然亦是以善為目的，故我們其實大可不必陷
入唯我論的窘境，因為世間一切由上帝所建，上帝不會也不需要用欺騙的方式對待我們，無須擔心世間一切遭到誘騙
。
由上述我們可得而知，西方基督教世界觀對於宗教形象上有明確的見解及方針，如笛卡兒所論上帝是至善的便是其一
，雖然對於何謂上帝、何謂真理，教會或當時的哲學家實為採不可知論論述之，如笛卡兒曾論雖然其心中無限允衡的
概念確切而言究竟維何物他也不甚了解，但只要知道上帝才是全面了解這些的唯一實體便足矣。但教會或當時文化氛
圍便是主張，唯有依循聖經之規範，便可更加親近上帝，從而更加解除迷惘，雖然規範的執行，各門派各有其見解。
總體而言，明確的概念使以方法論尋求如何研究基督教，與大乘佛教相較下確實有方向許多。
大乘佛教則相較於前者，要了解其中意義，不單是對於未曾接觸過的大外行而言，甚至深讀其中的研究者而言，都未
必對其輪廓有明確的見解。就以歷史學而言，大乘佛教最初期的經典《般若經》，雖然《般若經》又有《八千頌般若
經》、《金剛般若經》、《二萬五千頌般若經》等不同經典，但般若經為最早的大乘佛教所研究的經典此事實勢必無
人有異議的。而從大乘佛教最早的經典中我們也可見到一句時常被提及的佛教用語，「色即是空
」，如《二萬五千頌般若經》中所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而所謂的「色」即是顏色、形狀，我們知覺的對向而存在之物，即存有物。「空」是說我們知覺與思維的對象者
，事實上不是有(存有物)，而是無，概念就如同數學上的零一樣。
無疑的，如此的論述在邏輯學上就如同「A為非A」一樣，令人感到矛盾。但「A為非A」的概念可說是貫通了般若經
的意涵，例如二諦概念中，樹俗諦與勝義諦貌似兩種不同具有高低優位之差的事物，但實際上兩者實為同一事物，如
銅板的正反面一樣。然而又衍生出上述類似的問題，勝義諦為根本智，是無言說無分別的，而以教言說真理的就是世
俗諦，當然，言說並非人人皆可言說，唯有開悟者才能言說。問題就在此處，領悟到的真理有分可言說跟不可言說之
分，但應為同樣的真理才對。
因此對於佛學的方法論上以現行的文獻學及史學研究往往都會碰到瓶頸，因為研究者非悟道、開悟者，無法以言說的
方式闡明類似A為非A般的矛盾，非開悟者貿然論之必會受到質疑，因為就像為理解道理而擅自解讀一樣，其見解固
然無法令人信服。因此佛教學的研究多在文獻及史學上設法旁敲側擊，以推論出其意義，但文獻學光是對於上述矛盾
就無法單以語句邏輯論之，而史學更是無法說明大乘佛教的真理意象為何。故現代對於佛教研究文獻固然比起人類歷
史任何時期以來多上許多，不過依然止於「瓶頸」當中，無法更深入的研究佛教學。

(三) 結語:

在與西方基督教作為比較後，雖然看似基督教的方法論問題上似乎比起大乘佛教還要有明確的方向跟方法，但實際上
而言兩者其實都依然陷入上述的瓶頸當中。笛卡兒雖然試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但對於上帝的真理為何依然採不可知論
，因為那是無限的知識，我們一般人無能力也不可能了解，在笛卡兒後繼的哲學家們基本上也未多做解釋，僅就形上
學方面進行批判與改進，而在形上學發展上，上帝也從基督教的人格神，轉為機械性的機關，直到後期上帝也被排除
於形上學的論證中。
由此可知，在宗教信仰方面，縱有明確的教義概念、良好的指示方向，要藉由研究經典而通曉其宗教的「真理」，並

                                1 / 2

http://gustav.mepopedia.com/forum/read.php?2763,88624,88624#msg-88624


Gustav's Philosophical Forum /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報告，S04190032，蔡京達

設法找到研究的方法論，以理性分析之，實為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或許宗教以作為人類信仰而言，是最容易理解的方
式，撇除了信仰而研究之，就如同以理性的眼光分析感性的行為模式一樣，始終都無法有明確的瞭解，雖然從經驗法
則的相關方法可以進一步的理解行為的原因跟模式，但依然無法完全掌握其行為，理性的預測依然會有所偏差，而研
究宗教亦是如此。

(四) 參考資料 :
1.大乘佛教思想，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民91年5月初版一刷
2.笛卡兒.我思故我在:「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第一哲學代表作，野人文化出版，2018年5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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