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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專題討論                                      熊琬 

一一一一、、、、    旨趣與目的旨趣與目的旨趣與目的旨趣與目的：：：：    

無論印系與漢系佛教都可分為空有兩宗，在印度就是中觀與瑜伽宗，在中國是

三論宗與法相宗。所謂「空」，是說諸法無自性。所謂「有」，是現象之存在，如：

萬法唯識、唯識無境。瑜伽宗以彌勒、無著、世親為宗主；中觀以龍樹、提婆為宗

主。前者講「萬法唯識」、「唯識無境」；後者講「緣起性空」。前者以立為主，如八

識、三自性、五位百法等；後者以破為主，八不：不生、不滅、不來、不去、不一、

不異、不常、不斷。前者以注重現象界的緣起觀，後者注重本體界之緣起觀。就佛

法言，一者屬相，一者屬性。相對於唯識而言，中觀是偏重在形而上的。所謂「形

上學」之定義有：整體性、同一性、基本性、至極性。它是探討所有存在之所以存

在之故，亦即是瞭解存在的因素 – 包括其基本原因、普通原則與最高準則。 

《中觀》自龍樹造論，南印度婆羅門種姓出身，自幼學吠陀典，天文、地理及諸

道術靡不通曉。後為大龍菩薩引入龍宮，盡授大乘經典，始悟大乘之教理。俟後大

力弘法，並造論註經，廣加傳揚大乘佛法於全印。師著作甚夥，如：《大智度論》、《迴

諍論》、《十住毗婆沙論》、《十二門論》等。造論之多，號為「千部論主」。其學後傳

於提婆，造《百論》、《廣百論》，此皆早期之作。中期論師如清辨的《掌珍論》、月

稱的《入中論》，晚期師子賢的《現觀莊嚴光明論》等都是詮釋與發明中觀之義趣。

印順法師在其《中觀論頌講記》中說：「他是空有無礙的中觀者，南北方佛教的綜貫

者，大小乘佛教的貫通者。這樣綜貫的佛法，當然是宏偉精深無比。」「原來龍樹以

前的大乘學者，雖闡揚法空的深義，但還缺少嚴密的論述，到龍樹建立精嚴綿密的

觀法。」其言可謂頗為中肯了。龍樹思想影嚮印度與中國佛教頗深。在印度他被尊

為大乘佛教之主，在中國他被推為八宗之祖。本論在姚秦時由鳩摩羅什傳入漢土，

它與《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影嚮隋唐佛教八大宗無不有直接或間接的關連，

此所以令龍樹菩薩得了八宗之主之盛譽。 

二、     課程內容與設計課程內容與設計課程內容與設計課程內容與設計：：：： 

本課程以《中觀》思想文本為研究對象。本課程先從《中觀》思想之背景淵源

說起，及其在歷史上之地位，重點在其思維方式、思維之特質及全篇之思想體系。 

 中觀繼述佛陀教法中緣起的觀念，依據《阿含經》及《般若經》作為基礎，以破斥

外道與部派如有部、勝論、數論等的思想。《中觀》的關鍵論點在「緣起性空的中道」

義，其要論如下： 

（一）、以《中觀 觀四諦品》「緣起性空」的原則為理論之中心與依歸：「眾因緣說

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此《中觀論》具代表性之頌文。 

（二）、《中觀 觀四諦品》：「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

「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

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第一義諦是不可說的，凡有言說俱屬俗諦，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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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二諦之不可不建立也。 

（三）、《中觀 觀因緣品》「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

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所謂八不之義，乃中觀之

要論也。整部中觀亦不外此八不之義也。 

（四）、《中觀 觀因緣品》：「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無論有因生、無因生，俱不能成立。 

（五）、《中觀 觀去來品》：「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

此由兩邊不能成立，推論其中間亦不能成立，是其推論方式之一。 

（六）、《中觀 觀四諦品》：「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從已知條件，推論一未

知條件，亦是其推論方式之一。 

三三三三、、、、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一） 、講授式：1注意中觀之背景因素，及其原因。2.不僅.注意中觀思想的特

質，及其思考方式。理論之內涵，更注意理論之所以然，以進入整個思想

體系中。3.強調觀念之清晰，掌握關鍵原則，以深入問題之核心，以品嚐

法味。4.借比較研究（如前述三系）推衍而得此思想特質。 

（二） 、討論式問答式：1.借問題以發現問題、深入問題，並以不同之思考脈絡

以尋找答案。2.借啟發式、理解式之教學替代灌輸式的教學 3.經由一問一

答的互動以收切磋觀摩之效。 

（三） 、分組討論：具有以上基礎後，為增加參與感，並且得到實際運作體會之

效，以組為單位，分組加以討論之。借得觀摩切磋之效果。 

四四四四、、、、    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    

1.《中觀論頌講記》印順  正聞出版社 

2.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   吳汝鈞   商務印書館 

五五五五、、、、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中論導讀》（上下）  李潤生    全佛 

2.《中論析義》（上下）  李潤生  香港 佛教志蓮圖書館 

3.《中觀論頌直了》  果煜   法鼓文化 

4.《龍樹菩薩中論八不思想探究》 陳學仁   佛光  

5.《中觀思想》梶山雄一 等著  李世傑譯  世界佛教名著譯叢（63）  華宇出版社 

6.《中觀哲學》（上）（下） 穆帝（印度人）著 郭忠生譯  世界佛教名著譯叢（64）

（65）  華宇出版社 

7.中觀思想論集   張曼濤主編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龍樹六論   民族出版社 

9.緣起與性空   劉宇光  志蓮淨苑文化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