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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諦‧如；世俗與勝義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17 ~ p.25） 

【《般若經講記》補充講義：真實諦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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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 

第二項 真‧實‧諦‧如  

一、 真、實、諦、如：因果法則，是理智與對象的一致，就是真理 

    真、實、諦、如，這幾個名辭，這裡有一加解釋的必要，因它的意義很重要。  

 

    佛法中無論說空說有，都是以修行的應離應行為主的。修行中最重要的，是

要具足如實智。「如實」，其所知所觀的對象，就必定是真、是實、是諦、是如。

小乘說到它，大乘也說到它；說空的依之說空，說有的依之明有，所以這是佛法

中通常而又重要的幾個名辭。  

 

    這幾個名辭，阿含經中說到的，一、在明緣起處說到，如《雜阿含》二九六

經說： 

      此法常住法住法界。……此等諸法，法住、法空、法如、法爾，法不離如，

                                                
1 案：凡「加框」者，皆為編者所加。 
2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印順導師原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或〔下略〕）…」表示。 

3、文中「上標編號（如：
〔1〕

）」，為編者所加。 

4、梵巴字未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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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  

 

    這一經文，《瑜伽》等都有引證，不過文字少有出入。如《瑜伽師地論》卷

九三，引作：「法性、法住、法定、法如性；如性非不如性，實性、諦性、真性、

無顛倒非顛倒性」。《法蘊足論》卷一一，引作：「此中所有法性、法定、法理、

法趣，是真、是實、是諦、是如，非妄、非虛、非倒、非異」。《舍利弗毘曇》卷

一二，引作：「此法如爾，非不如爾；不異不異物，常法、實法、法住、法定」。

比較各譯，意義差不多，只是《雜阿含》中「法空」的「空」字，應該是「定」

字的誤寫。 

經義是說緣起法中前後為緣的關係法則，是法爾如是必然不謬的。所以在表詮方

面，說它「是真、是實、是諦（諦是不顛倒義）、是如」；在遮遣方面，說它「非

妄、非虛、非倒、非異」。  

 

    二、在明四聖諦處說到的，如《雜阿含》四一七經說：  

      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 

    不要以為這些經文是在說實有自性。這是說：緣起因果，「此有故彼有、此

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其緣起流轉與緣起還滅此彼之間的因果

理則，確確實實是如此。佛能照其如此如此的理則而如實覺，依所證覺而如實說；

這所說的因果必然理則，就是緣起支與四聖諦。緣起、聖諦的必然性、確實性的

因果法則，就是事理的正確判斷，是理智與對象的一致。如此的就見其如此，所

證與法的真相完全吻合，沒有一點錯誤，這就是真理。所以釋尊讚嘆而形容他說：

「是真、是實、是諦、是如，非妄、非虛、非倒、非異」。切勿誤認這些形容辭，

是在說某法有真實自性。  

 

二、 法性、法住、法定、法位、法界：因果法則，是本然性、必然性、普遍性3 

    緣起聖諦的因果法則，〔一〕是理解與對象、能說與所詮的一致， 

〔二〕而且是必然的、普遍的，所以經中又說：「法性、法住、法定、法位、法界」。
〔1〕

緣起法是本來如此的，「非佛作，亦非餘人作」，所以說是法性，性有本來如

此的意義。
〔2〕

「住」是不動不變的意義；緣起法則，過去如是，現在如是，未來

也如是，有其不變性，所以說是「法住」。
〔3〕

「法定，法位」，是秩然不亂的意思；

在緣起法則下，因者因，果者果，前者前，後者後，上者上，下者下，有其一定

的決定的秩序與位次，絲毫不亂。
〔4〕

「法界」的界字，作類性解，即是普遍性；

                                                
3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308： 

法是軌持，軌是規律，或軌範；持是不變，或不失。事事物物中的不變軌律，含有本然性、必

然性、普遍性的，都可以叫做法。合於常遍本然的理則法，有多種不同，但其中最徹底最究

竟最高上的法，是一切法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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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生者必死，此地的也好，彼處的也好，此人也好，彼蟲也好，生者必死的共

同性，總是一樣，絕不會有例外。 

 

三、 因果法則，並不就是具體的事物或形上的真實 

    緣起聖諦的因果法則，是本來如是，必然如是，普遍如是而又確實如是的；

釋尊如實不謬的證悟到，所以讚嘆形容它「是真、是實、是諦、是如」。後來的

學者，把形容緣起法則的話，拿去放在具體事實上，認為一切具體法是真是實是

諦是如。如薩婆多學者的執一切有，原因就在此。 

大乘經中很多名辭──涅槃的同義詞，都脫胎於此，如法性、法住、法界，……

真實、真諦、真如，……非虛妄性、不變異性……，如《般若經》的真如十二名。

於是有一分學者，依文執義，又大談其真常的勝義實有了。 

阿含經裡的緣起、四諦，都是從因果生滅中的必然法則說的。因為緣起法則的深

隱難知，於是或者在具體（形而下）的事物上，或者在深隱（形而上）的真實上，

來說明顯示它；但緣起法則，並不就是具體的事物或形上的真實。 

後人解釋這「真實諦如」，不注意到認識與對象之統一的緣起法則的必然確實性，

別以為具體事物或真實勝義是真實諦如，於是問題就多了！  

 

第三項 世俗與勝義  

一、 「諦」，是正確不顛倒，是從認識的符合對象而說 

    二諦是佛法的綱要，若空若有，都是依此而開顯的。可是現有的阿含中，未

見有明白的說明。不過，照《俱舍論》卷二二所說的「餘經復說諦有二種」，阿

含應該有明闡二諦的經文，只是漢譯本中未曾譯出罷了。況且二諦是大小空有一

切部派共同承認而無異議的，那是根本佛教所有，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諦」，是正確不顛倒義，與實在不同，它是真實而不顛倒的，是從認識的

                                                
4 印順導師《大乘起信論講記》p.65 ~ p.66： 

界，佛法中使用的地方很多，討究起來，可有二義：(一) 、類性，(二)、因性。 

(一)、類性，此說一類一類不相同的事物為界。如說眼界，只攝眼；色界，只攝青黃等色；也

即是眼與眼是一類，色與色是一類，不能相混，故名眼界、色界等。如阿毘達磨者釋界為種類

義。類性可大可小：如眼界、色界等，可以總稱為色（物質）界；而物質與精神，又可以總名

為有為界。 

所以，界是一圈一圈的，小類的外延有大類，小類的內包還有小類。最小的法類――法界，

如有部的極微色，剎那心，是其小無內的自性。最大的法類―― 法界，即一切法都是以真如

為性的，是遍一切一味的。賢首家稱此為理法界；眼界、色界等，是事法界。理與事的二法

界，都是約類性建立的。不過一在事上說，小到極小，無限的差別；一在理上說，大到極大，

無限而平等。此處所說，也是約理法界說的。真如是一切法的平等無差別性，所以真如為一切

法的界性。 

(二)、因性，是所依義、功能義、種子義；凡是依此法而有彼法的，此法即名為彼依、彼因，

所以界又訓釋為種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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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對象而說的。 

真實只應有一個，不會是多的，為什麼說「諦」有二種呢？5這是後代學者所深

切注意到的，小乘如《婆沙》、《正理》，大乘如《大般涅槃》、《仁王般若》等，

都曾討論過這問題。 

二、 二諦是從不同的認識安立的兩種真實：依即俗而真、隨順第一義的中道世俗法，

引凡入聖 

在這裡，我們要承認：所謂確實性，所謂「是真是實是諦是如」，只要認識與對

象的某種合一就是了。在世俗立場說，只要人人認識以為如此不謬的，就可以安

立其確實性──世俗諦了。若是真實而非一般人所能認識的，那是聖者同證的特

殊境界，是第一義諦。世俗的真實，只要世俗立場以為真實就可以了，不必是理

想所欲證達的究竟真實──聖者的證境，因為那是依第一義的立場說的。 

 

    所以，二諦是從不同的認識而安立的兩種真實；雖不是彼此無關，但卻是各

就所見而說。釋尊不像庸俗者的固執世俗，能引凡入聖，闡述這即俗而真、隨順

第一義的世俗法，稱之為中道的立場，如《雜阿含》三○○經說：  

      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中道立場的說法，不落凡夫二邊的惡見，而能即俗明真，是恰到好處的說法。

這所說的就是「此有故彼有」的緣起法。中道，本形容中正不偏。 

阿含經中，就行為實踐上說的，是離苦樂二邊的不苦不樂的中道行（八正道）。

在事理上說的，即緣起法。緣起法是佛教的中道法，為什麼呢？因為緣起法可以

離諸邊邪執見。如《雜阿含》三○○經與九六一經，說緣起以離常斷二邊見；九

二六經與二六二經，說緣起以離有無二邊見；二九七經說緣起以離一異二邊見。

這斷常、有無、一異等偏邪執見，均可由這緣起法來遠離它；反過來，可顯示緣

起法的不斷不常、非有非無、不一不異。一面破諸外道的偏邪，一面顯示諸法的

                                                
5（1）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119 ~ p.120： 

二諦，啟示著法有常識的與特殊的兩類，這是各家一致的說法。佛法的目的，就是在常

識世俗上去體認特殊的勝義。  

（2）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205 ~ p.207： 

    二諦，為佛法中極根本的論題。佛法的目的，在乎引導眾生轉迷啟悟，而引導的方

法，即以二諦為本，故對二諦應求得確當的了解。…〔中略〕… 

    諦，有不顛倒而確實如此的意思。世俗是浮虛不實的，何以也稱為諦？世俗雖是虛妄

顛倒，但在世俗共許的認識上，仍有其相對的確實性、妥當性。一切世俗法，從世間的

立場，也可以分別錯誤與不錯誤，世俗諦是世間的真實。 

究竟的真實，當然是不二的，然因凡夫聖者的境地不同，觀點不同，所以佛隨此差別，

說有二種真實。 

如以凡情的立場，說色等法是真實的，空性是理想的、不現實的。空性，不是凡情的認識

所及，不是一般所能理解的，也就因此名為第一義的，即特殊的。但不是凡情所能理解的，

決不能因此而可以否定它。因為這在聖者，也還是真知灼見的，聖者間也還是共證無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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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所以緣起法是中道。  

三、 中道緣起法，是世俗；是正確不顛倒的世俗諦，能即此緣起法顯示第一義諦 

    這中道立場所說的緣起法，到底是世俗呢，還是第一義呢？是世俗。《雜阿

含》三三五經（第一義空經）說：  

      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彼有。  

 

    《增一阿含‧六重品》第七經，也有相同的文句：  

      云何假號因緣？所謂緣是有是，此生則生。  

    中道立場所說的「此有故彼有」的緣起法，經中說是「俗數法」，是就世間

一切因果生滅的假名因緣建立的。即假名緣起以離我我所、常斷、有無、一異等

邪見。因離執而悟入的，是第一義空，故《中論》說：「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

故」。 

緣起生滅法是俗數假名法，於中能離諸錯亂，便是第一義空。是正確不顛倒的世

俗諦，能即此緣起法以顯示第一義諦，所以稱為中道。  

四、 緣起的生滅法，確是俗數的假名法；緣起假名，不失其為世俗的諦實 

    如不細心的思考，將覺到如來說法的矛盾。前說緣起是真是實，此卻說是俗

數假名法，到底是真是假？空者見假，有者執實，各走極端了。其實並不矛盾，

如來說法是不會矛盾的。
〔1〕

緣起法則確實如是，認識與對象符合，確然不謬，所

以說是真是實。
〔2〕

此因果的具體法是實有自體嗎？是有常住不變性嗎？有主宰獨

立性嗎？沒有！
〔3〕

緣起的生滅法，確是俗數的假名法；緣起假名，不失其為世

俗的諦實。 

至於見常、見一、見我、見我所，只是凡夫的錯見；現在佛以超越凡情──第一

義的立場否定之，所以是空。阿含即現實人生的立場以說明空；這生命緣起之空，

約聖者深刻的理解到究竟真實說，是第一義諦。真諦，也是形容其正確，並不是

實有自性。這種覺解，是常人所不能了解的，所以叫「第一義」，就是「勝義」。 

就聖者與眾生共同所有的因果現象說，是俗數法，是假名安立的。如來了解體驗

到第一義真實之空，所以解脫，所以能知世俗諦是假名；凡夫不能了解，執此假

名為真實有，只說某一些是假名的、是空的，所以就生死流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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