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般若經》——甚深之一切法空（補充

教材 2021/2/6—7） 

 
空之類集： 

 
原始般若： 

不使用「空」之語詞表示涅槃； 

 
下本般若： 

開始使用「空」之語詞表示涅槃（實踐

之過程：聽聞 >> 思惟 >>觀察 >> 達

到無生法忍的徹悟）； 

 

 

 

 

 



中本般若： 

 
「前分」（第 1~6品）： 

七空：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性空、自相

空、諸法空、無所得空、無法空、有法

空、無法有法空；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內空、外空、

有空、無空、近空、遠空、真空（即勝

義空）； 

 
導師的推論：[1]五蘊空，[2]十二處空，[3]

十八界空，[4]四諦空，[5]十二緣起空，[6]

一切法（若有為、若無為）空，[7]本性

空。 



 
「後分」（第 67~90品）： 

十四空 

第一組： 

[1]內空，[2]外空，[3]內外空，[4]大

空，[5]空空，[6]勝義空，[7]有為空，

[8]無為空，[9]畢竟空，[10]無際空，

[11]無散空，[12]本性空，[13]相空，

[14]一切法空； 

 
第二組： 

[1]內空，[2]外空，[3]內外空，[4]空

空、（[5]大空、[6]第一義空）、[7]有

為空、[8]無為空、[9]畢竟空、[10]無始

空、[11]散空、[12]性空、[13]一切法

空、[14]自相空。 

 



 
「中分」（第 7~66品）： 

十六空 / 十八空： 

依「後分」之第一組「十四空」發展而

成； 

 
「中分」中亦有「十四空」，但並非原

本在「中分」的內容，而是後來從「後

分」移寫至此。 

 

 

 

 

 

 

 

 



 

 
十四空 十六空 十八空 二十空 

1.內空 1.內空 1.內空 1.內空 

2.外空 2.外空 2.外空 2.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4.空空 4.空空 4.空空 4.空空 

5.大空 5.大空 5.大空 5.大空 

6.勝義空 6.勝義空 6.勝義空 6.勝義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10.無際空 10.無際空 10.無際空 10.無際空 

11.散空 

11.無散空 
11.散無散空 

11.散空 

12.無變異空 

12.本性空 12.本性空 12.本性空 13.本性空 

13.自共相空 13.相空 13.自共相空 
14.自相空 

15.共相空 

14.一切法空 14.一切法空 14.一切法空 
16.一切法

空 

  15.不可得空 17.不可得空 

 15.無性空 16.無性空 18.無性空 

  17.自性空 19.自性空 

 16.無性自性空 18.無性自性空 20.無性自性空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401卷-第 600

卷)》卷 488： 

「「復次，善現！諸菩薩摩訶薩大乘相

者，所謂[1]內空、[2]外空、[3]內外空、[4]

大空、[5]空空、[6]勝義空、[7]有為空、[8]

無為空、[9]畢竟空、[10]無際空、[11]無散

空、[12]本性空、[13]相空、[14]一切法空、

[15]無性空、[16]無性自性空。」(CBETA 

2020.Q4, T07, no. 220, p. 480b3-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401卷-第 600

卷)》卷 479〈2 舍利子品〉：「「復

次，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內

空、外空、內外空、大空、空空、勝義

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

空、散無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

切法空、無性空、無性自性空及所緣



空、增上空等、無空等，應學般若波羅

蜜多。」(CBETA 2020.Q4, T07, no. 220, 

p. 430c4-8)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401卷-第 600

卷)》卷 413〈16 三摩地品〉： 

云何無性自性空？無性自性謂諸法無能

和合者性[中]有所和合(所顯)自性。當

知此中無性自性由無性自性空非常非

壞。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無

性自性空。 

(CBETA 2020.Q4, T07, no. 220, p. 73c17-

2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401卷-第 600

卷)》卷 488： 



云何無性自性空？無性自性謂一切法無

能和合者性[而]有所和合(所顯)自性，

眾緣生故。當知無性自性由無性自性

空，非常非壞。所以者何？本性爾

故。」(CBETA 2020.Q4, T07, no. 220, 

pp. 480c27-481a1) 

 

--------------------- 

 
tatra katamā bhāvaśūnyatā?  

此中，云何有性空？ 

bhāva ucyate pañcopādānaskandhāḥ.  

有性 說名為 五取蘊。 

sa ca bhāvo bhāvena śūnyo ’kūṭastha-avināśitām 

upādāya.  

又 此有性 空無 有性，非不變（akūṭastha）、

非壞滅（avināśitā）故。 



（按：玄奘譯本中之「有性 由有性 空」應是

相當於 “bhāvo bhāvena śūnyo”。 「有性由有性

空」應是想表達 有性 是空 的 因為有性的本

性是「非常非滅」----即「自性空」） 

 

tat kasya hetoḥ? prakṛtir asya eṣā, iyam ucyate 

bhāvaśūnyatā. 

何以故？此[空性]是其[有性之]本性，此名為有

性空。 
 

 

 

--------------------- 

 
關於小品般若經中之燈炷喻 

 

（A）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已滅，



是心更生不？不也，世尊！  

此意指前念心與後念心不相同，前念心

滅去之後，不再生起。 

 

（B）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生，是

滅相不？世尊！是滅相。 

此依佛法中緣起如幻之世俗層面說，即

心生起了，就是滅相，生是剎那頃盡滅

的。如第一義空經說：「…眼不實而

生，生已盡滅…」 

 

 

（C）須菩提！於意云何？是滅相法當

滅不？不也，世尊。 



此可理解為依「生、住、滅」之「滅」

相法說：即緣起如幻之世俗假有的一切

法，緣生緣滅；並無一實有之「滅」相

法 生起，也沒有一實有之「滅」相法 

滅去，因此說「滅相」法「不滅」。此

中，依緣起無自性生、無自性滅之「不

生不滅」的「不滅」邊說。 

 

（D）須菩提！於意云何？亦如是住，

如如住不？世尊！亦如是住，如如住。 

前一問答說滅相法無自性生、無自性滅

而說「不滅」，此無自性空之諸法實相

即是「如」，因此說「亦如是住，如如

住」。 

 



（E）須菩提！若如是住，如如住者，

即是常耶？不也，世尊！ 

此為破觀行者執真如是常、實有而說，

因此說「非常」。 

 

 

 
空性之雙關義： 

(1) 勝義自性空---涅槃 

(2) 虛妄不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