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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寫作動機

首先為什麼要拿這個當題目呢?最簡單的原因就是，講到佛教，佛教便是一個去引導人去成為佛的一個宗教，這也就
使的這個宗教為什麼哲學的部分會比其他宗教還要多，因為在佛教中的所謂那些佛，都是由人而來的，他們與基督教
或是其他那些主流的宗教不太相同，其他的宗教大多都是在講，他們所信奉的那個神的超越性與人是完全無法比的，
人類也就是永遠無法達到那個高度，因此其他宗教所講的東西，在某些層面來說，是與人類有距離的，而且還是得透
過那個神，高於我們的那個部分去幫助我們，這也就與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了，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宗教，所講述的東
西會與哲學有關係，因為他切切實實的與人產生連結，而且這個連結是很強烈的，那麼可以感受的到關於這個宗教所
衍生出的佛學，他所講述的東西肯定也會有關於整個對於人生的觀念，以及要如何去達到他所說的那種佛的狀態，那
麼就可以去看看他的人生觀念，生死之間與涅槃這個狀態，然而還有二諦這個很重要的工具，便可以對整個佛教的脈
絡有些頭緒，而透過講述兩這之間的關係，我在讀的時候有些想法就是關於二諦與佛學所述內容的一些看法，這也就
是我這次要去試著解讀佛學的方法。

二、期中報告內容

既然要講述關於生死即涅槃以及二諦之間的認識，那麼我們就得從這兩個東西分別是什麼講起，然而講述清楚之後再
藉由我的認知了解去說明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是我這個報告的一個思路，那麼就先從生死即涅槃開始，生死即涅槃以
文字拆解的方式來看，首先要去看看佛教中對於生死的看法以及觀念，畢竟佛教系統其實與我們平常所受到的教育看
法是有點落差的，那麼就先來看看佛教中的生死觀念，生代表著人的存在而死代表著人類生命的逝去，那麼對於佛教
來說，人的生是怎麼樣的呢？對於佛教來說生是十二因緣之一，然而十二因緣的起是無明，為十二因緣之首，其實就
是整個結構的開頭，而也就是煩惱，而生就是在這樣一個煩惱的狀況下有的，這個生代表著在輪迴中產生了一個生命
實體而同時與十二因緣中的老死都被視為是一種苦，這個觀點其實在我們看起來是很不一樣的，畢竟在傳統中國的思
想中，若誰家裡有小寶寶出生，這對於人們來說是一件可喜之事，那麼又怎麼會視作為一種苦呢？這也就能去體會為
什麼佛教說生死即涅槃卻是有其理的原因，想想看生死這兩個東西壓根子不同的一件事，不過卻被說成是同一件事，
以字面上看來就如同A與~A是B這樣的東西，這樣也可以推倒A為~A部過這樣就已經違反了邏輯，不過如果知道十二
因緣，那麼就會知道其實生與老死這兩個東西都是被視為一種苦，那麼就要講述涅槃是什麼了，首先在原本的佛教中
涅槃的意思就是不存在於輪迴之中，代表脫離了十二因緣，而且涅槃，是不生、不長的非緣生法，不是因為緣以及合
而產生的，是無條件的存在，並且其只有涅槃而已，並沒有什麼進入之類的概念，他不是一個境界，而是一個原本就
有的，在涅槃中沒有你，你中也無涅槃，也只有得智者可以去知道涅槃。這樣看的出來涅槃是要超脫出因緣的，那麼
這樣看起來又是一大問題，因為生、死是因緣的，那麼又怎麼是一個超脫出因緣的呢？這也就是一大要探討的問題所
在，等等講到二諦時我想在試著去解答看看。

接下來是解釋什麼是二諦，首先二諦顧名思義，為兩種諦，諦在中文中可以被拆為言與帝兩字，則也就代表著一部份
他的存在與訴說，聲音是有關聯的，不過又論梵宇原文中諦代表著真理與實在是兩個面向的，正常來說真理是存在於
語言的層次，然而實在則是指事物的存在。兩種諦又分為世俗諦與勝義諦，這兩種諦被大眾理解為是兩種不同立場成
立的兩種真理，但是根據龍樹所講述的二諦其實他的意義是一種真理的兩面，其講述的東西以及要達到的境界是一樣
的，這也能說是那些得智者向其他人物訴說自己所證悟的內容，在這要解釋一下為什麼要向他人說證悟的內容呢，原
因是首先大乘佛教主要是除了度自己也度他人，這意思也就是要去向他人去傳授，不然也不會被稱為大乘。接下來根
本智與勝義是無法分離的，根本智同時勝義、勝義同時根本智，而勝義之所以會被說是勝義的，是因為勝義本身是真
實的，又因為勝義這是無言說且無分別智的需要透過語言來傳授，這其實本身也是感覺矛盾的，無言說又要用言說來
達到，因此無分別的這種勝義需要其他的東西去傳達意義，所以就有所謂世俗諦的存在，首先世俗諦因為我們的世界
是世俗的，不過又是因為聖義諦而來的，所以才可以稱為世俗『諦』，諦的規則是這樣的，如果有個真理要被稱為某
某諦那麼肯定是要根據勝義而來，這樣才可以被稱作是諦，因此我是這樣理解關於世俗諦的存在是依據勝義諦而來的
，而世俗諦所要達到的就是勝義諦所說的。接下來就是剛剛有提到的矛盾問題，如何用言說去表達非言說者？首先，
諸佛依二諦 為眾生說法 這表示那些得智者是經過二諦而來跟其他人傳授，再來就是若不依俗諦 不得第一義
不得第一義 則不得涅槃，要依照著世俗諦所講述的部分，才有可能獲得到第一義的內容，那麼如果沒有第一義的話
，就沒有辦法涅槃，那麼什麼是第一義呢，因為世俗諦也被稱為第一義諦，也就是說在這裡第一義的部分是世俗諦中
代表的真理部分。經過這兩句話便可以發現，二諦不僅僅是一個真理的體現，而是兩個部分都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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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即涅槃與二諦之間的關係，就像一開始所說的部份，生死及涅槃所給予的訊息其實是很讓人匪夷所思的，這就也
是為什麼要拿二諦來說，因為其實二諦就是佛學的工具，這個二諦所講述的東西便也就是架構起這個哲學思想內容的
基底，生死即涅槃首先會讓人有疑問的部分，是A等於~A的衝突，這在佛教中卻是有原生的一套系統，這套系統便是
透過二諦這個工具去解開其中的意義，因為你只要依照世俗諦，則就可以獲得第一義，接下來即可以得到涅槃，然而
看的出來涅槃在佛學中的重要性，將涅槃看作是一個脫離輪迴的，那這也是佛教要追尋的，而生死及涅槃與二諦之間
的關係我想看作為二諦是解決這一類邏輯上看似有問題時，需要取作解釋其中邏輯的關係時，要去使用的工具。

三、參考資料
《大乘佛教思想》，上田義文 著，陳一標 譯。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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