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師《空之探究》中關於慧解脫、俱解

脫 與 法住智、涅槃智 之詮解： 
 
《空之探究》p.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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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jñā-vimukti 阿

羅漢。須深聽了，非常疑惑。佛告訴

他：「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導師對「須深經」的理解： 

「比丘們說：「生死已盡，……自知不

受後有」，卻不得禪定，是慧解脫

prajñā-vimukti 阿羅漢。」  

>>>> 比丘們自稱是「慧解脫」阿羅



漢。此應意指 全分「慧解脫」阿羅

漢，即不得禪定。 
換言之，這段經文暗示他們不是廣義的

「慧解脫」阿羅漢 （意即少分「慧解

脫」）， 也不是「俱解脫」阿羅漢，因

為這些阿羅漢們沒有[根本]禪定（即四

禪八定）。 
有禪定的是廣義的（少分）「慧解脫」

阿羅漢，或「俱解脫」阿羅漢。 
 
導師在《空之探究》此處認為： 
廣義的（少分）「慧解脫」阿羅漢不得

滅盡定； 
有滅盡定者是「俱解脫」阿羅漢。 
 
此一看法，或是依《成實論》(CBETA, 
T32, no. 1646, p. 246, b27–c13)所說： 

阿羅漢有九種……因滅盡定故，有二



人：不得此定名『慧解脫』，得此定者

名『俱解脫』。 

 
依據《成實論》（或《阿毘達磨大毘婆

沙論》），導師將「俱解脫」阿羅漢較明

確地劃分在：有滅盡定的阿羅漢。 
 

因此說：「[俱解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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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ṛṣṭadharma-nirvāṇa；

在古代，被稱為得滅盡定 nirodha-

samāpatti 的俱解脫（不過滅盡定，論

師的異解紛紜）。」(《空之探究》p. 



151 ) 
 
 
對於「慧解脫」阿羅漢，導師依經中的

說明，而說： 

「[全分慧解脫阿羅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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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探究》p. 151 ) 

 
導師依據「須深經」的下列二句經文，

將「慧解脫」阿羅漢、「俱解脫」阿羅

漢與法住智、涅槃智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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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經文的文脈，導師的理解是： 

「慧解脫」阿羅漢「知法住」； 

「俱解脫」阿羅漢「知法住」亦「知涅

槃」。 

導師理解這段經文的思路為：不得禪定

的慧解脫阿羅漢（「彼」）是「先知法

住」，即理解經文提示了：這些「慧解

脫」阿羅漢現階段只是有「法住智」；

在此之後，才「知涅槃」（「後知涅

槃」），得「涅槃智」。 

 
 
 

依據「須深經」，須深請求佛讓他「得

知法住智，得見法住智。」(《雜阿含



經》卷 14，CBETA, T02, no. 99, p. 97, 
b15) 
 

聽完佛說緣起的流轉（「…有無明故有

行…」）與還滅（「…無無明故無

行…」）之教導，須深「深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見法得法，覺法度疑，不

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無

畏」。 

 
在此之後，須深坦誠自己先前是為盜法

而來佛法中出家，佛為須深說盜法的罪

報，聽完之後「外道須深漏盡意解」。 

 
從經的文字說明本身來看，可以理解



為：須深以「法住智」得初果後（「法

眼淨」）進一步得阿羅漢果（「漏盡」）。 

 

如且不論經文最後「外道須深漏盡意

解」所指之果位為何，單就 須深請求

佛讓他「得知法住智，得見法住智」而

聽完緣起的流轉與還滅之教導當下得初

果 的敘述來看，將此中的「法住智」

局限於「未「解脫」之「世間智」」、

「僅屬「世俗智」且「唯有漏」」（論文

p. 24）並不符合經義。 
 

以經文最後「外道須深漏盡意解」之文

句及整個經文的脈絡來看，導師的理解

——「慧解脫」阿羅漢只有「法住智」



而沒有「涅槃智」，是有可能而且合理

的。 
 
 
須深經中對於涅槃智的內容並無多說，

而對於法住智，能夠比較確定的部分，

是與觀緣起相關。阿含經中有許多關於

佛弟子觀緣起的記載，其中以舍利弗為

例，當他聽到緣起偈就得到法眼淨：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16：「頞鞞

對曰。瞿曇沙門是我大師。我等所尊從

而受學。優波提舍言。汝等大師說何等

法。頞鞞言。我年幼稚學日初淺。豈能

宣師廣大之義。今當為汝略說其要。我

師所說。法從緣生亦從緣滅。一切諸法



空無有主。優波提舍聞已。心悟意解得

法眼淨。便還所住為拘律陀說所聞法。

拘律陀聞。亦離塵垢得法眼淨。」

(CBETA, T22, no. 1421, p. 110, b14-21) 
 
 

《大智度論》卷 11〈1 序品〉：「爾時，

阿說示比丘說此偈言： 

 「諸法因緣生，  是法說因緣， 

 是法因緣盡，  大師如是[20]

說。」 

舍利[21]弗聞此偈已，即得初道，還報

目連。目連見其顏色和悅，迎謂之言：

「汝得甘露味耶？為我說之！」舍利弗



即為其說向所聞偈。目連言：「更為重

說！」即復為說，亦得初道。」(CBETA, 

T25, no. 1509, p. 136, c2-9) 
[20]說＝言【宋】【元】【明】【宮】。

[21]弗＝佛【明】。 
 
在證得初果之後，舍利弗聽佛宣說 觀

察無常、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

捨 等的教導，證得了阿羅漢，而長爪

外道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雜阿含經》卷 34：「復次，火種！如

是身色麁四大，聖弟子當觀無常、觀生

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若聖弟子

觀無常、觀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



住者，於彼身、身欲、身念、身[14]

愛、身[15]染、身著，永滅不住。 

「火種！有三種受，謂苦受、樂受、不

苦不樂受。此三種受，何因？何集？何

生？何轉？謂此三受觸因、觸集、觸

生、觸轉。彼彼觸集，則受集；彼彼觸

滅，則受滅，寂靜、清涼、永盡。彼於

此三受，覺苦、覺樂、覺不苦不樂。彼

彼受若集、若滅、若味、若患、若出如

實知；如實知已，即於彼受觀察無常、

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彼於

身分齊受覺如實知，於命分齊受覺如實

知，若彼身壞命終後，即於爾時一切受



永滅、無餘[16]永滅。彼作是念：『樂

受覺時，其身亦壞；苦受覺時，其身亦

壞；不苦不樂受覺時，其身亦壞，悉為

[17]苦邊。於彼樂覺，離繫不繫；於彼

苦覺，離繫不繫；於不苦不樂覺，離繫

不繫。於何離繫？離於貪欲、瞋恚、愚

癡，離於生、老、病、死、憂、悲、

惱、苦，我說斯等，名為離苦。』」 

 

 

當於爾時，尊者舍利弗受具足始經半

月。時，尊者舍利弗住於佛後，執扇扇

佛。時，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世尊歎



說於彼彼法，斷欲、離欲，欲滅盡、欲

捨。」爾時，尊者舍利弗即[18]於彼彼

法觀察無常，觀生滅、觀離欲、觀滅

盡、觀捨，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爾時，長爪外道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

淨。長爪外道出家見法、得法、覺法、

入法、度諸疑惑，不由他度，入正法、

律，得無所畏，即從坐起，整衣服，為

佛作禮，合掌白佛：「願得於正法、律

出家、受具足，於佛法中修諸梵

行。」」(CBETA, T02, no. 99, p. 249, c6-p. 

250, a7) 
[14]愛＝受【聖】。[15]染＝樂【明】。



[16]〔永滅〕－【明】。[17]苦邊＝邊苦

【聖】。[18]〔於〕－【聖】。 
 
上述關於舍利弗與長爪外道的教學中，

舍利弗聽了 觀察無常、觀生滅、觀離

欲、觀滅盡、觀捨 等教導後，證得了

阿羅漢；而長爪外道 聽了 觀察無常、

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 等教

導後，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同樣的教學：「觀察無常、觀生滅、觀

離欲、觀滅盡、觀捨」一人聽證初果，

另一人聽了證阿羅漢。 
 
--------------- 

《雜阿含經》卷 12：「爾時，世尊告諸

比丘：「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

處，專精禪思， 



 

觀緣起流轉 

作是念：『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緣故

老死有？』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

生有故老死有，生緣故老死有。如是

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

何法有故名色有？何法緣故名色有？即

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生，識有故名色

有，識緣故有名色有。我作是思惟時，

齊識而還不能過彼，謂緣識名色，緣名

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

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

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



是純大苦聚集。 

 
觀緣起還滅 

 

「我時作是念：『何法無故則老死無？

何法滅故老死滅？』即正思惟，生如實

無間等，生無故老死無，生滅故老死

滅，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

入處、名色、識、行……」廣說。 

「我復作是思惟：『何法無故行無？何

法滅故行滅？』即正思惟，如實無間

等，無明無故行無，無明滅故行滅，行

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



入處滅，六入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

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

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

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

苦聚滅。 

 

 

「我時作是念：『我得古仙人道、古仙

人逕、古仙人道跡，古仙人從此跡去，

我今隨去。』譬如有人遊於曠野，披荒

覓路，忽遇故道古人行處，彼則隨行，

漸漸前進，見故城邑、故] cf.【麗】" 

class=corr>[古>故]王宮殿、園觀浴



池、林木清淨。彼作是念：『我今當往

白王令知。』即往白王：『大王當知，

我遊曠野，披荒求路，忽見故道古人行

處，我即隨行；我隨行已，見故城邑、

故王宮殿、園觀浴池、林流清淨，大王

可往居止其中。』王即往彼，止住其

中，豐樂安隱，人民熾盛。 

「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逕、

古仙人跡，古仙人去處，我得隨去，謂

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

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我從彼道見

老病死、老病死集、老病死滅、老病死

滅道跡，見生、有、取、愛、受、觸、



六入處、名色、識、行、行集、行滅、

行滅道跡。我於此法自知自覺，成等正

覺，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及餘外道沙門、婆羅門、在家、出

家，彼諸四眾聞法正向、信樂，知法

善，梵行增廣，多所饒益，開示顯

發。」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

行。」(CBETA, T02, no. 99, p. 80, b25-p. 

81, a8) 
 
上述之經文，佛自憶觀緣起而證無上菩

提，所觀之內容與須深經相當 …… 
 



法住智，若如須深經中述，是觀的觀緣

起流轉與還滅的智慧，其所能證得的聖

果或階位為何？或範圍為何？就漢譯

《雜阿含經》中之須深經的敘述本身而

言，暗示了依法住智得初果乃至四果阿

羅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