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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三 觀緣緣不成
如諸法所說 真實微妙法
於此無緣法 云何有緣緣
在此頌中的目的應是破除四緣說裡的「所緣緣」。在四緣說中的四緣分別為「因緣」、「所緣緣」、「增上緣」，以
及「等無間緣」。所謂「因緣」是指具有決定性之原因，即促成結果的主要因素﹔而「所緣緣」是指主體介入﹙觀察﹚而
作為認識的對象，也就是客體，例如﹕眼識的所緣緣為「色」﹔而「增上緣」為促成結果的其他，有別於「因緣」、「
所緣緣」的條件﹔「等無間緣」指的則是前一剎那的滅作為後一剎那的生，而此生此滅之間並無時間空隙。
若以小麥與種子的例子為例﹕小麥種子與小麥可謂「因緣」﹔而我們用眼識所見的小麥﹙形狀或顏色﹚為「所緣緣」﹔而促成
種子變成小麥的其他原因﹙如水、太陽、泥土﹚為「增上緣」﹔而「等無間緣」則是指種子的滅與小麥芽的生為一剎那間
的變化。
四緣說於佛教中的某些派別作為基礎，如唯識學派中的親所緣緣與書所緣緣，其一說解釋了萬事萬物的促成不單就一
個原因。而龍樹菩薩於此頌的目的在於破除四緣說中 的「所緣緣」，即「客體」。前兩句﹕如諸法所說 真實微妙法
先點明了破除的前提，其前提是根據諸佛所言，即「一切法空」。而後二句﹕於此無緣法 云何有緣緣
則真正說明龍樹菩薩如何破除「所緣緣」之過程。從前兩句所提到，一切法空，因此我們以眼識為例，若一切法空，
眼識則為空，而眼識所對應之色也為空。也就是說，若對應「所緣緣」之主體為空，作為客體之「所緣緣」應該也為
空。
略廣因緣中 求果不可得
因緣中若無 云何從緣出

前幾頌的目的在於破除四緣說中的四緣，而此頌之意義在於破除緣生果。
其破除方式在於兩點上:一是果為眾多因緣之聚合，而每個因緣也是眾多因緣的聚合，這樣在意找果的因緣時可能產
生無限後退的問題。第二點從書中的例子來看，碳能生火，碳為非火;而泥也非火，但泥無法生火。在第二點中，我
們可以將碳與泥非火的特性看成是因緣，而生火為果，可以發現在泥的例子中的因果關係並不合理。值得注意的是，
在第二點中，想要的是破除因果中的必然關係，以碳與泥兩個例子做對比，並以例子中的不合理達到破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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