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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真滅；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法華經卷一〃方便

品 

1.語譯 

  佛陀雖然講說涅槃寂滅之法，但也不等於是什麼都沒有，因為一切現象本來 

  就未離開涅槃的寂滅相。 

2.解說 

  2.1「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真滅」 

    2.1.1寂滅不動的真實相與一切現象的虛幻相，有不即不離、不一不異的本 

質。 

    2.1.2「涅槃」的意思 ： 

        2.1.2.1是不動、寂靜，是一切現象的共同性，不是消失、毀滅，或沒有。 

2.1.2.2是暫時有而畢竟無的空性，是指一切現象的自性皆無。 

      2.1.2.3畢竟「無」:指不會變動，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 

    2.1.3能夠體驗涅槃，體驗一切現象自性皆無，便是無我的智慧現前。 

    2.1.4從煩惱凡夫的角度而言：涅槃是「真滅」，是無垢淨、無生滅，若有垢淨、 

生滅，便不是涅槃。 

    2.1.5從悟後的智者而言：涅槃是是離開垢淨、生滅、增減等一切兩邊的執著，是 

從超越於世人所認知的範圍來看世間現象。 

  2.2「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像」 

    2.2.1 一切法的自性，原來就是不動不變的。 

    2.2.2「諸法」：指一切符號、一切表現 

      2.2.2.1「法」有二義: 

         2.2.2.1指釋迦牟尼佛所說的道理和修行的方法。 

2.2.1.2又指一切物質現象及精神現象。 

    2.2.2諸法之「本」: 指由無幻有、由幻歸無的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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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空的本身沒有生滅、增減、垢淨等一切兩邊的問題。 

        2.2.2.2 一切法的自性，原來就是不動不變的。 

    2.2.3諸法因為加上各人自我立場的價值判斷才有了分別認知。 

        2.2.3.1生死與涅槃，煩惱與菩提，清淨與不清淨，都是人為的分別認知。  

        2.2.3.2如老虎吃人，對人而言是可惡的行為，對虎而言只是求生的本能。 

        2.2.3.3又如刀的本身沒有善惡，醫生用刀是救人，土匪用凶刀是殺人。 

    2.2.4「寂滅相」：指一切現象的本來相，便是空相。 

        2.2.4.1涅槃的寂滅相不離現實的一切現象，是本來就有，一直都有。 

    2.2.5佛陀成道之後發現，世間現象本來就是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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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甚麼是涅槃? 

2.從凡夫的角度與悟後的智者的角度來談論涅槃，有何不同?  

3.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為何還會有生滅、增減、垢淨、善惡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