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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選讀 

 
釋開仁 

 

第一堂：《阿含經》的「法住智、涅槃智」 

 
一、法住智（dhammaTThiti-JANan ;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states） 

（一）【經】 
◎知、見緣起的流轉與還滅 
◎在十二支的三世因果中確認緣起之必然性（決定智） 
◎得知有業報而無作者的無我正見 

 
（二）【論】 

◎有部：本宗：有為，通於無漏 
    有餘師：有為，通於漏盡 
◎瑜伽：有為，通於無漏 
◎成實：有為，不通於無漏 

     ◎智論：法智，分別諸法智慧（別相） 
 
二、涅槃智（nibbAne-JANan ; knowledge of nibbana） 

（一）【經】 
◎無明確的定義，近於涅槃之異名 

 
（二）【論】 

◎離有為有漏，聖者所內證 
     ◎智論：涅槃智慧（總相） 
 
三、南傳註疏 

（一）《相應部註》（Spk II,117） 
住智：觀智，它先生起。涅槃智：觀行終了時轉起的道智。它後來才生起。

因此世尊那麼說。 



（二）《相應部古疏》（Spk-pT II,124） 
諸法的住（性），彼自性（性），是法住（性），即無常、苦、無我（性）。

關於彼 [無常等] 的智，即是法住智，故說觀智。 
 
四、印順導師的解釋 

（一）《成佛之道》（增注本）（p.224～p.225） 
       ◎法住智：法住智是對於因果緣起的決定智。這雖然是緣起如幻的俗數

法，但卻是正見得道所必備的知見。（如不能了解緣起的世

俗相對性，假名安立性，而只是信解善惡，業報，三世等，

就是世間正見，不名為智。） 
 
       ◎涅槃智：如依此而觀緣起法的從緣而生，依緣而滅，是盡相，壞相，

離相，滅相，名涅槃智。這是從緣起的無常觀中，觀一切法

如石火電光，纔生即滅；生無所來，滅無所至，而契入法性

寂滅。這就是：『諸行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

樂』。 
 

由無常（入無我）而契入寂滅，是三乘共法中主要的解脫法門（還有從空

及無相而契入的觀門）。 
 
     ◎法住智：知流轉；知因果的必然性；知生滅；知有為世俗。 
     ◎涅槃智：知還滅；知因果的空寂性；知不生滅；知無為勝義。 
 

（二）《空之探究》（p.150～p.152） 
《雜阿含經》中，長老比丘們告訴須深（SusIma）比丘，他們是阿羅漢，

但不得四禪（《相應部》說不得五通）及無色定。須深覺得難以信解，佛

告訴他說：「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不問汝知不知，且自先知法住，

後知涅槃」。這是說，阿羅漢有先後層次，也可說有二類。 
一、法住智（dharma-sthititA-jJAna）知：緣起被稱為法性、法住，所以法

住智是從因果起滅的必然性中，於五蘊等如實知，厭，離欲，滅，而得解

脫智：「我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不受後有」。雖然沒有禪定，

但煩惱已盡，生死已了。這是以慧得解脫，知一切法寂滅，而沒有涅槃的

自證。 
 



二、涅槃智（nirvANa-jJAna）知：生前就能現證涅槃的絕對超越（即大乘

的證入空性，絕諸戲論；也類似一般所說的神秘經驗），名為得現法涅槃；

在古代，被稱為得滅盡定的俱解脫（不過滅盡定，論師的異解紛紜）。這

可能是二類阿羅漢，也可能是先後契入的層次。 
 

在佛教界，慧解脫聖者是沒有涅槃智的；俱解脫者有涅槃智，是入滅盡定

而決定趣涅槃的。惟有另一類人（絕少數），正知見「有滅涅槃」而不證

得阿羅漢的；不入滅盡定而有甚深涅槃知見的，正是初期大乘，觀一切法

空而不證實際的菩薩模樣。 
 
（三）《空之探究》（p.221～p.222） 

須深出家不久，聽見有些比丘們說：「生死已盡，……自知不受後有」，

卻不得禪定，是慧解脫阿羅漢。須深聽了，非常疑惑。佛告訴他：「彼先

知法住，後知涅槃」。慧解脫阿羅漢，沒有深定，所以沒有見法涅槃的體

驗，但正確而深刻的知道：「有無明故有行，不離無明而有行」；無無明

故無行，不離無明滅而行滅」（餘支例此）。這是正見依緣起滅的確定性

──法住智，而能得無明滅故行滅，……生滅故老死滅的果證。這樣的緣

起──依緣而有無、生滅的法住性，怎能說是無為呢！ 
 

（四）《印度佛教思想史》（p.28～29） 
從釋尊的教說中，可見阿羅漢智：有先後層次，也有二類阿羅漢。法住智

知：緣起法被稱為『法性』、『法住』，知法住是知緣起。從因果起滅的

必然性中，於（現實身心）蘊、界、處如實知，厭、離欲、滅，而得『我

生已盡，梵行已立，所作己辦，不受後有』的解脫智。雖沒有根本定，沒

有五通，但生死已究竟解脫，這是以慧得解脫的一類。涅槃智知：或是慧

解脫者的末『後知涅槃』；也有生前得見法涅槃，能現證知涅槃，這是得

三明、六通的，名為（定慧）俱解脫的大阿羅漢。雖有二類不同，但生死

的究竟解脫，是一樣的；而且都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的。 

 

（五）《印度佛教思想史》（p.72） 
慧解脫者是以法住智，知緣起的因果生滅而得證的。俱解脫者能深入禪

定，得見法涅槃，也就是以涅槃智得證的。阿羅漢如此，初見諦理的，也

就有此二類：以法住智見道的，與次第見四諦得道相合；以涅槃智而證初

果的，與一念見滅得道相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