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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之本末與究竟 
 

一、題旨 
1、真知世間苦集，方能引生懇切欣慕涅槃。 

2、涅槃不是抽象的目標，涅槃之具象是由世間反顯出來的。 

 

二、涅槃境界不可言詮 
《大寶積經》：「涅槃界中超過一切動念分別，尚無無為，況有有為？

此道能淨一切分別，乃無少有無為分別，寧有一切有為分別？若於聖

道有分別者，則不名為住於聖道。若斷一切動念分別，是則名為住於

聖道、住無畏道、住安隱道、住安樂道。此道能至無老病死憂苦之處。 

 

三、不可說而說涅槃之意涵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問以何義故名曰涅槃。答煩惱滅故名為

涅槃。復次三火息故名為涅槃。復次三相寂故名為涅槃。復次離臭穢

故名為涅槃。復次離諸趣故名為涅槃。復次槃名稠林。涅名為出。出

蘊稠林故名涅槃。復次槃名為織。涅名為不。以不織故名為涅槃。如

有縷者便有所織。無則不然。如是若有業煩惱者便織生死。無學無有

業煩惱故不織生死。故名涅槃。復次槃名後有。涅名為無。無後有故

名為涅槃。復次槃名繫縛。涅名為離。離繫縛故名為涅槃。復次槃名

一切生死苦難。涅名超度。超度一切生死苦難故名涅槃。問厭與離染

解脫涅槃有何差別。答厭惡違逆名厭。無所希求名離染。心無垢穢名

解脫。永捨重擔名涅槃。」 

 

2、《大般涅槃經》：「涅者言不，槃者言織，不織之義名為涅槃。槃又

言覆，不覆之義乃名涅槃。槃言去來，不去不來乃名涅槃。槃者言取，

不取之義乃名涅槃。槃言不定，定無不定乃名涅槃。槃言新故，無新

故義乃名涅槃。槃言障礙，無障礙義乃名涅槃。」 

 

3、《雜阿含經》卷 18：「閻浮車問舍利弗：「謂涅槃者，云何為涅槃？」

舍利弗言：「涅槃者，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切諸煩惱

永盡，是名涅槃。」 

 

四、觀滅諦之緣起 
1、《瑜伽師地論》卷 34：「於集諦相正覺了已。復正覺了如是集諦無

餘息滅故。名為滅。一切苦諦無餘寂靜。故名為靜。即此滅靜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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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是最勝故。是無上故。說名為妙。是常住故。永出離故。說名為

離。如是行者。由四種行了滅諦相。於滅諦相正覺了已。」 

 

2、《顯揚聖教論》卷 16〈成現觀品 8〉：「知八苦後。次正觀察四種諦

理起十六行智。前為後後之所依止。謂為對治四顛倒故起苦諦四行。

一為對治常顛倒故起無常行。二為對治樂淨倒故起於苦行。三為對治

我顛倒故起於空行。四即為治此起無我行。所以者何。離諸行外餘我

空故。即諸行體非我性故。次於常樂淨我四愛集諦起因集生緣四行。

次於此斷滅諦起滅靜妙離四行。次於此能證道諦起道如行出四行。復

次頌曰。 

 從是轉修習  於心總厭離 

 諦簡擇決定  究竟覺生起」 

 

五、涅槃之本末 
1、《解深密經》卷 2〈無自性相品 5〉：「復有有情，從他聽聞，謂法

為法，非義為義，若隨其見，彼即於法起於法想，於非義中起於義想，

執法為法、非義為義。由此因緣，當知同彼退失善法。若有有情不隨

其見，從彼欻聞一切諸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

槃，便生恐怖，生恐怖已，作如是言：『此非佛語，是魔所說。』作

此解已，於是經典，誹謗、毀罵。由此因緣，獲大衰損，觸大業障。

由是緣故，我說若有於一切相起無相見，於非義中宣說為義，是起廣

大業障方便；由彼陷墜無量眾生，令其獲得大業障故。」 

 

2、《大乘起信論》卷 1：「本覺義者，對始覺義說，以始覺者即同本

覺。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不覺，依不覺故說有始覺。又以覺心源

故名究竟覺，不覺心源故非究竟覺。此義云何？如凡夫人覺知前念起

惡故，能止後念令其不起，雖復名覺，即是不覺故。如二乘觀智、初

發意菩薩等，覺於念異，念無異相，以捨麁分別執著相故，名相似覺；

如法身菩薩等，覺於念住，念無住相，以離分別麁念相故，名隨分覺；

如菩薩地盡，滿足方便一念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離微細念

故得見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覺。」 

 

六、涅槃之究竟不究竟 
1、《大智度論》：「愛等諸煩惱斷，是名有餘涅槃；聖人今世所受五眾

盡，更不復受，是名無餘涅槃。」 

 

2、《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便方廣經》卷 1：「世尊！阿羅漢、辟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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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怖畏，是故阿羅漢、辟支佛，有餘生法不盡，故有生；有餘梵行不

成，故不純；事不究竟，故當有所作；不度彼故，當有所斷。以不斷

故，去涅槃界遠。何以故？唯有如來、應、正等覺得般涅槃，成就一

切功德。故阿羅漢、辟支佛，不成就一切功德。言得涅槃者，是佛方

便。唯有如來得般涅槃，成就無量功德。」 

 

七、涅槃與世間不一不異 
《中論》卷 4〈觀涅槃品 25〉： 

涅槃與世間  無有少分別  世間與涅槃  亦無少分別 

涅槃之實際  及與世間際  如是二際者  無毫釐差別。」 

 

八、涅槃非斷滅 
《大般涅槃經》：「波旬往昔啟請於我入涅槃者，善男子！而是魔王真

實不知涅槃定相。何以故？波旬意謂，不化眾生，默然而住，便是涅

槃。善男子！譬如世人，見人不言，無所造作，便謂是人，如死無異。

魔王波旬亦復如是，意謂如來不化眾生，默無所說，便謂如來入般涅

槃。善男子！如來不說佛、法、眾僧無差別相，惟說常住清淨二法無

差別耳。善男子！佛亦不說佛及佛性、涅槃無差別相，惟說常恒不變

無差別耳。善男子！佛亦不說涅槃、實相無差別相，惟說常有實不變

易無差別耳。善男子！爾時我諸聲聞弟子，生於諍訟，如拘睒彌諸惡

比丘，違反我教，多犯禁戒，受不淨物，貪求利養。向諸白衣而自讚

歎我得無漏，謂須陀洹果乃至我得阿羅漢果，毀辱於他，於佛、法、

僧、戒律、和上，不生恭敬。公於我前，言如是物佛所聽畜，如是等

物佛不聽畜。我亦語言，如是等物我實不聽，復反我言如是等物實是

佛聽。如是惡人不信我言，為是等故，我告波旬，汝莫悒遲，却後三

月當般涅槃。善男子！因如是等惡比丘故，令諸聲聞、受學弟子，不

見我身，不聞我法，便言如來入於涅槃。惟諸菩薩能見我身，常聞我

法，是故不言我入涅槃。聲聞弟子雖復發言如來涅槃，而我實不入於

涅槃。善男子！若我所有聲聞弟子說言如來入涅槃者，當知是人非我

弟子，是魔伴黨，邪見惡人，非正見也。若言如來不入涅槃，當知是

人真我弟子，非魔伴黨，正見之人，非惡邪也。」 

。 

 

九、無生、無受即是涅槃(涅槃之終末) 
1、《中阿含經》：『「是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叉手

向佛，白曰：「世尊！若有比丘如是行，無我、無我所，我當不有、

我所當不有，若本有者，便盡得捨。世尊！比丘行如是，彼為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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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涅槃耶？」世尊告曰：「阿難！此事不定，或有得者，或有不得。」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云何行不得般涅槃？」世尊告曰：「阿難！

若比丘如是行，無我、無我所，我當不有、我所當不有，若本有者，

便盡得捨。阿難！若比丘樂彼捨、著彼捨、住彼捨者，阿難！比丘行

如是，必不得般涅槃。」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若有所受，不

得般涅槃耶？」世尊告曰：「阿難！若比丘有所受者，彼必不得般涅

槃也。」』 

 

2、《大寶積經》：「「復次世尊！如涅槃性畢竟不復生善惡趣及般涅槃，

我觀己身亦復如是。」佛言：「汝豈不趣涅槃界耶？」恒河上言：「如

以此問問無生者，應云何答？」佛言：「無生者即涅槃也。」恒河上

言：「諸法豈不皆同涅槃？」佛言：「如是如是。」 

 

十、涅槃資糧 
1、《雜阿含經》：「舍利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涅槃耶？」舍

利弗言：「有。謂八正道——正見乃至正定。」 

 

2、《大般涅槃經》：「若言勤修一切苦行，是大涅槃近因緣者，是義不

然。所以者何？若離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為四？一者親近

善友，二者專心聽法，三者繫念思惟，四者如法修行。 

 

十一、趣向涅槃之方便 
1、《大智度論》卷 26〈序品 1〉：「復次，佛法二種說：若了了說，則

言一切諸法空；若方便說，則言無我。是二種說法，皆入般若波羅蜜

相中。以是故，佛經中說，趣涅槃道，皆同一向，無有異道。復次，

有我有法，多為在家者說，有父母、罪福、大小業報。所以者何？在

家人多不求涅槃故，著於後世果報。 

為出家人，多說無我無法。所以者何？出家人多向涅槃故。求涅槃者，

不受一切法故，自然滅是涅槃。復次，有人信等諸根未成就故，先求

有所得，然後能捨；為是人故，佛說諸善法，捨諸惡法。有人信等諸

根成就故，於諸法不求有所得，但求遠離生死道；為是人故，佛說諸

法空無所有。此二皆實，如無名指，亦長亦短，觀中指則短，觀小指

則長，長短皆實。有說、無說亦如是；說有，或時是世俗，或時是第

一義；說無，或時是世俗，或時是第一義。佛說是有我、無我，皆是

實。問曰：若是二事皆實，佛何以故多讚嘆空而毀訾有？答曰：空無

所有，是十方諸佛、一切賢聖法藏，如《般若波羅蜜．囑累品》中說：

「般若波羅蜜，是三世十方諸佛法藏，般若波羅蜜，即是無所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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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或時說有法，為教化眾生故，久後皆當入無所有法藏中。」 

 

2、《雜阿含經》卷 8：「是我聞：世尊觀察羅睺羅心，解脫慧未熟，

未堪任受增上法。問羅睺羅言：「汝以授人五受陰未？」---「汝為人

說六入處未？」---「汝已為人說尼陀那法未？」 

爾時，世尊復觀察羅睺羅心，解脫智未熟……廣說乃至告羅睺羅言：

「汝當於上所說諸法，獨於一靜處，專精思惟，觀察其義。」 

爾時，羅睺羅受佛教勅，如上所聞法、所說法思惟稱量，觀察其義，

作是念：「此諸法一切皆順趣涅槃、流注涅槃、後住涅槃。」爾時，

羅睺羅往詣佛所，𥡳首禮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已於如

上所聞法、所說法獨一靜處，思惟稱量，觀察其義，知此諸法皆順趣

涅槃、流注涅槃、後住涅槃。」 

爾時，世尊觀察羅睺羅心，解脫智熟，堪任受增上法。 

 

十二、涅槃不可執 
1、《增壹阿含經》：若彼比丘漏盡阿羅漢，所作已辦，捨於重擔，盡

生死原本，平等解脫，彼能分別地種，都不起想著地種、人、天、梵

王，乃至有想無想處，亦復如是。至於涅槃，不著涅槃，不起涅槃之

想。所以然者，皆由壞婬、怒、癡之所致也。比丘當知，如來、至真、

等正覺善能分別於地，亦不著於地種，不起地種之想。所以然者，皆

由破愛網之所致，因有有生，因生有老死，皆悉除盡，是故如來成最

正覺。」佛說此語時，是時諸比丘不受其教。所以然者，由魔波旬閉

塞心意故。」 

 

2、《大智度論》：「問曰：若無法勝涅槃者，何以故說「若有法勝涅槃，

亦復如幻」？答曰：譬喻法，或以實事、或時假設，隨因緣故說。如

佛言：「若令樹木解我所說者，我亦記言得須陀洹。」但樹木無因緣

可解，佛為解悟人意故，引此喻耳。涅槃是一切法中究竟無上法，如

眾川萬流大海為上，諸山之中須彌為上，一切法中虛空為上。涅槃亦

如是，無有老、病、死苦，無有邪見、貪、恚等諸衰，無有愛別離苦，

無怨憎會苦，無求不得苦，無常、虛誑、敗壞、變異等一切皆無。以

要言之，涅槃是一切苦盡，畢竟常樂，十方諸佛、菩薩弟子眾所歸處，

安隱常樂，無過是者，終不為魔王魔人所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