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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般若經》——甚深之一切法空 

一 《般若經》之譯出 
概說般若經空義之所依

典籍（下、中、上本般

若）。依據的教典 

二 法空性是涅槃異名 
明般若經之空性義主要

指勝義之涅槃。法空性

的意義。 

三 大乘《般若》與《阿含經》 
概述大乘般若經教學與

阿含經教義趣之異同。

修證、弘傳之人。 

四 空之發展與類集 
依歷史的發展脈絡說明

般若經之種種空之類集

過程。 

五 空之解說 
解說般若經之種種空之

意義及歸結種種空之核

心要義。 

六 空之雙關意義 
闡明般若經之空義有二

種義涵。 

七 自性空與無自性空 
辦析自性空與無自性空

與二種空義之關係。 

八 空與一切法 
提示一切法空之般若觀

行之要義。 

九 法空如幻 
提示一切法空之幻、化

等喻之般若觀行要義。 

 

 



「般若經」的「空」與龍樹論的「空」

二者之方法上之不同： 

(1)般若經：依一切但名無實(假名)，本

性空(空性) 

(2)龍樹論：緣起、中道 

--------- 
本章所述空義之所依「般若經」 

「般若經」為一類教典之通名 

 
這類名為般若經之教典又有一些不同的

類別，以玄奘大師於顯慶五年（西元

660）開始譯的《大般若經》為例（全部梵

本共二十萬頌，分十六會，譯成六百卷），此十六會

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初會～第五會。 

初會（十萬頌）：相當於上本般若； 

二會（二萬五千頌）、 



三會（一萬八千頌）相當於中本般若； 

四會（八千頌）、 

五會（四千頌）相當於下本般若。 

 

 
第二類：第六會～第十會。 

六會（最勝天王分）； 

七會（曼殊室利分）； 

八會（那伽室利分）； 

九會（能斷金剛分）； 

十會（般若理趣分）。 

 
第三類：第十一會～第十六會。 

十一會（布施波羅蜜多分）； 

十二會（淨戒波羅蜜多分）； 

十三（安忍波羅蜜多分）； 

十四會（精進波羅蜜多分）； 



十五會（靜慮波羅蜜多分）； 

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 

 

 
本章所述空義之所依「般若經」，即十

六會《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之 

 
初會（十萬頌）：相當於上本般若（經

文長度最長）； 

二會（二萬五千頌）、 

三會（一萬八千頌）相當於中本般若

（經文長度中等）； 

四會（八千頌）、五會（四千頌）相當

於下本般若（經文長度最短）。 

--------- 

 

 



關於涅槃諸多異名之意義：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p.718-719： 

「中品般若」進展到：「空、無相、無

作」(行)；「無生、無染、寂滅、離」

(果)；「如、法性、實際」(理境)——

三類名字，作為同一的自證內容。 

 
……這三類名字，「寂滅、遠離」等，

約離一切妄執，離一切戲論說。 

 
「如、法性」等，約沒有變異性、差別

性說；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

「法」是那樣「法爾常住」的。 

 
「空、無相」等，約三三昧所顯發說，

但並不是因觀察而成為「空、無相、無



作」的。 

 
在《般若經》中，由於這三類名義的統

一，而表現為悟理、修行、得果的無二

無別。 

 

--------- 

 
實際（bhūta-koṭi）：真理(bhūta) 之 究

竟處(koṭi) 

般若經說菩薩不證實際，可理解為菩薩

不將無生法忍之體悟（相當於二乘的涅

槃體證）視為真理的究竟處或是終點。

而是依悲願、方便力等，從畢竟空出，

繼續菩薩菩的修學進程。 

--------- 

 



關於一切法本自「空寂」之義趣： 

《中觀論頌講記》，p.9： 

…… 有為即無為，世間即出世間，生

死即涅槃。所以體悟 緣起的自性，本

來是空寂的，從一切法的本性空中，體

悟世間的空寂、涅槃的空寂。 

這世間與涅槃的實際，「無毫釐差

別」。《般若經》的「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也就是這個道理。緣起的自性

空，是一切法本來如是的，名為本性

空。 

 
一切法是本性空寂的，因眾生的無始顛

倒，成生死的戲論。戲論息了，得證涅

槃的寂滅，其實是還他個本來如此。 

 

 



《印度佛教思想史》，p.98： 

… 《般若經》所說的空（性），是深

奧處，與無生、真如、法界、涅槃等同

一內容。 

 
所以稱之為空， 

(1)固然是修行重在離妄執，脫落名相的

體悟，(觀一切法虛妄不實) 

(2)也是形容聖者心境的了無住著，無所

罣礙。(勝義的境界) 

「佛法」的空，是這樣而受到修行者的

重視；在大乘《般若經》中，大大應用

而發揚起來。《般若經》說空，著重於

本性空（prakṛti-śūnyatā），自性空

（svabhāva-śūnyatā）。種種空的所以是

空，是「本性爾故」，所以可說「本性

空」是一切空的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