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stav's Philosophical Forum /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閱讀報告-張貴惠  S0519000

貴惠 / November 15, 2018 12:27AM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閱讀報告-張貴惠  S0519000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閱讀報告

系級: 哲學系三年級
姓名: 張貴惠
學號: S05190008

題目: 佛學概論生死智慧

文本: 《佛學概論》郭朝順、林朝成著 修訂二版二刷 三民書局出版
ISBN: 978-957-14-5673-7

閱讀範圍: 第十一章-生死智慧與終極關懷

一、 導言

透過佛學對於生死觀的理解，加以統整與綜觀佛學對於所有人類共同要面對的問題探討，並透過這樣的報告，促進自
我生命之反思。理論歸理論，但這樣的探討是與每一個人，與我自身相關的議題，影響著我與每一個活著的人類。

二、 內容領悟

說道生死的議題，就會想到佛學當中輪迴與轉生，甚至也有人主張無靈魂的存在，人的生命顯現只是身體機能性的總
和，而不是真的有靈魂。然而，佛教的輪迴觀興許有著印度思想的背景，輪迴與轉生具有一樣的前提，那就是靈魂不
滅。就輪迴來說，是在世所造的業力，輪迴到下一階段的人生。但是，轉生是指死去之後靈魂以不同的形式存在。除
了滅了無名之火，否則似乎沒有擺脫輪迴的方式，因為無明這樣的盲目，使人們有了輪迴的可能，如果擺脫無名得到
解脫，我們就可以超越生死，不受輪迴之苦。

佛教的生死觀的基礎是源自於佛教緣起觀點，總的來說建構的發展是無常、無我、輪迴。無常講的是沒有一個東西是
可以恆常不變的、永遠如此的，否定自性。無我是對於不承認永遠同一不變的自我的否定，就是不會有一個靈魂不朽
的自我，但不是對於自我意識的否定。無我講的是，不承認自我具有不會改變的自性。在無我的輪迴觀點，不同部派
有不同的說法。

1. 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在生死的觀點中，既有輪迴又有無我的概念存在。在輪迴當中的預設了靈魂死後不滅，那個靈
魂就是在輪迴的自我，但是同時又主張無我，否定自我的自性，產生了矛盾。

但是，所謂對無我的否定，在於反對靈魂具有永遠都不會改變的特質，換句話說，是指靈魂自我是會因為某些因素而
改變，而不是否定自我意識。

2. 部派佛教: 當時討論到如果輪迴沒有自我，那麼福德如何一致?道德的法則如何可能?而將人分有四個階段，母胎時
為生有、生為人是本有、死去為死有，死後為投胎為中有。而對於部派佛教中所表示的無我輪迴觀是在於，造業的主
體自我，隨著五陰消散，殘留下業力繼續到下個五陰繼續果報，在無我的原則下，中有被認為是不需要的。

3. 中觀: 以空的思想面對生死問題，龍樹主張諦有二諦，勝義諦與世俗諦，前者討論出世間的真理，後者為世間的真
諦，也就是現象的真理與超越現象的真理。用空的思想，在超越現象的角度對現象做一個超越，是中觀大致上的主張
。

在輪迴當中的主體，自我，在龍樹的觀點是世間向度上的我不是一致的，彼此間是有著差異，輪迴是動態的如同萬法
，是會改變而不會恆常自性的，所以前世的我與今生今世的我是不同的，我是不能離開身體而獨立存在，但是並不代
表我的身體就是我，意即我的一部分，不等於我。造業的是那個主體，而留下的會是他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業力。這
個承受業力的主體是會改變的，因為會隨著業力而改變，如果沒有這個主體，業力沒有果報的對象。我們雖可以說時
間向度上的自我並非完全一致，但其中的發展過程又是有連續性、同一性的。我不是永遠不變的。

                                1 / 3

http://gustav.mepopedia.com/forum/read.php?2763,88630,88630#msg-88630


Gustav's Philosophical Forum /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
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閱讀報告-張貴惠  S0519000

涅槃原本的意義是熄滅無明之火，在世俗諦朝向勝義諦，不是在勝義諦的層次上。我們好像可以理解涅槃是不生不滅
，不落生滅的境界。語言是有所指涉的對象，屬於世俗諦，我們不可能用語言完全掌握甚麼是涅槃，語言只是一個能
夠承載知識的媒介，要理解涅槃不能夠只有告語言的掌握，因為語言是有限制的。

龍樹的想法是，涅槃是透過在世間煩惱中悟出道理，而涅槃，卻不是說另有一個可以離開世間的地方得到涅槃。意思
是，生死是可以被克服的煩惱。龍樹中觀思想主張，緣起法的諸法假有性，而說生死也不過是不真實的現象。因為生
死是一系列的因素演變下的事實，生死不能從中被抽離說: 沒有這些演變，然後生死可以憑空而獨立存在。所以說它
不是真實。我們要透過事實去了解真實，才能超越生死的現象(世俗諦)，去理解超越生死現象的真理(勝義諦)。

4. 唯識

唯識認為阿賴耶識是一種能力，他不是自我，他是能讓潛能到實現的聚合種子的能力，所以她可以變現自我主體。阿
賴耶識不是自我，但自我卻是由這樣的能力作用下產生。諸法根本是阿賴耶識，沒有阿賴耶識，輪迴如何可能?因為
阿賴耶識是生命的根本跟輪迴主體。他們主張藉由轉世成智的精神與智慧，加以破除對於生死的煩惱。雖然生死是一
種現象，但為是更在乎的是為何如此的因素。阿賴耶識雖說是雜染的，但是在雜染前，是清淨的，只要讓那個阿賴耶
識從雜染變成清淨的，那就可以轉識成智，從心識的角度作為內在自省的反思。

5. 禪宗

以上的部派不通說法，都試圖用立論去說明自己對於生死煩惱上的理解，可以看到他們論證的思想脈絡與背景，但是
唯有禪宗不做這樣的論證，不已理論作為方法。就由生命實證來實踐。明心見性，見心即道，見性成佛。禪宗面對生
死如同藝術一般，引人入勝。他們彷彿可以將人生看作一場戲，抽身出來看破生死。

6. 西藏

從部派的中有說，為人的階段，及死後到再生的狀態，分成四種中陰。此生的自然中陰，死去的痛苦中陰，法性的光
明中陰，受生的業力中陰。對西藏中陰說來講，中陰是持續存在的生命根本，會在生命處在不確定的時候出現的一種
心識狀態，在這個階段加以此修行獲得解脫。

死亡的時候會見到接受到痛苦與幻象，在意識隨著身體的機能敗弱而消失分解的時候，隨後會出現一種光，達賴喇嘛
說這是佛性，一切意識的來源，心的連續體。這到光是自有的，並非來自外在，是眾生本有的佛性，若在中陰的狀態
中迎向光明，就會得到解脫。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就會因為貪戀塵世經歷頭七，也就是49天的九感官機能的鬼魂狀
態，受到生前的經歷影響，再到乘著六道之光落入輪迴。所以可以看到他們對於在生之時，對於死亡的準備，自力救
贖體悟自性清淨本心。對於死亡採取的面對與準備的方法。

三、 自我觀點

不管哪一個部派的觀點，他們共同的目標都是要解脫，都是從「人的角度出發」，面對全人類都必定會面臨的議題，
死亡。背後似乎都預設了心靈的存在，輪迴成為了動態的過程，以業力為動力，自然因果法則、時空的基礎下，去思
考死亡與死後，對於靈魂來說該如何理解?

每個部派的觀點都是從某種世界觀，作為貫徹，來以特定的角度領悟出對於解脫的方法論。那個貫徹始終的是緣起法
，所以每個部派的觀點當中，都可見其無我的輪迴詮釋。從原始佛教的生死觀，由十二緣起法，由人死去的階段(部
派、西藏中陰)、心識的構造以理解煩惱的來源(唯識)，從真理的把握理解對於生死的見解(大乘)、直接生命實證(禪宗
)，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有立場的不同。我們可以看到時間縱軸的脈絡下，佛教對於生死觀的演變，互相補足也互相
反思的過程中，把握一些見解。

縱然同為人類，我們擁有共同所要面對的問題，但不代表我們要以一樣的方式對待我們的生命，了解佛教對生死的智
慧，是令我們對於自我生命的反思，促進自我生命的發展，而不是拘泥於理論上的爭辯，我們如何在「看戲」的同時
，意識到戲也是從真實世界編纂而來? 就如同如來佛祖的箭諭，都已經受毒箭處於生死危急中，卻還執著於箭從何而
來?沉浸於理論與解脫無關。理解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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