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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空中观 他空中观的体性及分类 科判 概要表解 
（此表依益西彭措堪布《他空承许狮吼论讲记》整理） 

释道净 整理 第 4稿 qq 973451196 

表 0：总表 

自

空

中

观 

、 

他

空

中

观

的

体

性

及

分

类 

1、体性 

11、自空中观（表 1） 

12、他空中观（表 2） 

13、两种中观“谛实”含义（表 3） 

14、两种中观“空”与“不空”的安立差别（表4） 

2、分类 

第二个要点， 

即介绍中观的分类。 

须了知，无论自空还是他空， 

皆有属于内道的正见， 

与属于外道的邪见之分， 

且在同属内道正见的范畴中， 

又有真实与相似之区别。 

即在内道与外道之中， 

或者在内道的上下宗派当中， 

虽然都有自空、他空的名词， 

或者说， 

具有在描述自他空方面很相似的语句， 

但相同及相似的语句所指示的意义， 

却有很大的差别。 

正因为有如是之差别， 

所以对于词句的所诠义 

必须要善加辨别， 

要分清正见与邪见。 

即使在同属正见的范畴当中， 

亦要分清相似与真实。 

了知相似者在何处不了义， 

暂时如是安立的必要是什么， 

以及真实之了义是什么。 

如此善加辨别，便不会愚昧， 

不会因为分不清正邪而误入歧途， 

亦不会因为分不清相似与真实， 

而颠倒的将相似当作真实， 

或者将真实当作相似。 

21 

、 

自空 

中观 

（表

5） 

211、 

邪见的 

自空见 

顺世外道 

212、 

正见的 

自空见 

2121、 

中观自续派 

2122、 

中观应成派 

22 

、 

他空 

中观 

（表

6） 

221、 

邪见的他空见 
数论外道 

222 

、 

正见的 

他空见 

2221、 

相似 

他空中观 

22211、 

小乘 

22212、 

大乘 

随理 

唯识宗 

2222、 

真实 

他空中观 

大乘 

随教 

唯识宗 

2223、二者差别 

2224、 

真实他空中观 

最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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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自空中观 

11 

、 

自

空 

中

观 

《中论》云： 

“诸法不自生， 

亦不从他生， 

不共不无因， 

是故知无生。” 

此颂不仅无余开显了自

空中观之体性， 

同时又是《中论》 

二十七品的纲要， 

亦是开创甚深见派 

所依据的偈颂。 

龙树菩萨 

《中论》的 

究竟密意 

是按照圣者 

入定智慧之 

行境而宣说的。 

在此境界之中， 

轮涅一切诸法自体本空，

一切戏论相在法界中 

皆无余清净， 

如同远离云雾的虚空般， 

以此角度而作抉择。 

如清辨论师在 

《中观宝灯论》 

中说：“象秋天中

午的湛然虚空远离

一切相之 

尘垢般远离了心意

识的真如界。” 

意即法界真如远离第八

阿赖耶识、第七末那耶

识，亦远离前六识，且

远离一切形相之障垢，

犹如秋天 

中午的无云湛然虚空

般，远离一切尘垢。 

以此 

为喻， 

阐述了

自空 

中观之

真实 

体性。 

阿底峡尊者也曾在《中

观窍诀开启宝箧论》中

说到：“一切戏论无余

寂灭，象秋天中午之虚

空中央般清净一切相之

垢尘的虚空金刚三摩地

中，无有显现，尽力而

安住。” 

如是描

述了 

大中观

之真实

体性。 

也就是说，如实宣讲了虚空金刚三摩地之境界是 

没有任何二取的迷乱显现，即清净了一切相之垢尘。 

如是殊胜之境界中，一切的戏论已无余彻底寂灭， 

如四季中之秋天中午的无云虚空中央般，极为清净。 

如是以相似的比喻 

描述了 

自空中观之 

真实的体性。 

由于在抉择根本慧定的境界时，须要远离一切承认的缘故， 

所以，作为宗法的共同显现分亦应遮破。 

如《入中论》云：“若许世间是正量，故真实时无

世难。”此中所谓的世间即是根识——眼耳鼻舌等

识。在抉择实相胜义之时，唯一是以入定根本慧作

为正量，世间的一切根识此时不是正量。故在抉择

真实之际，没有任何世间的妨难，即不能以眼识见、

耳识闻等作任何妨难。 

如不能这样发难：“我们都是现量见闻

到如是种类纷繁、千差万别之色声等的

显现，为什么说没有显现呢？”所以，

在抉择实相胜义时，不需要承认世间根

识的所境，即不需要承认分别心前的任

何所见、所闻、所觉知等。 

《入中论》说：“若谓安住

世间理，世间五蕴皆是有，

若许现起真实智，行者五蕴

皆非有。”意即 

中观宗在宣说世间真实的时

候，是以无患根识作为正量，

此时，一切内外义的五蕴皆

被承许是有。 

但在宣说出世间真实之时，是以圣者的入定智慧作为正量，此

时，宣说一切五蕴皆是自性空。所以，在抉择圣者根本慧定之

不共境界时，包括山河大地、花草树木等的共同显现分亦必须

要遮破。不然，便无法真实抉择远离一切戏论之见解。因为未

承许宗法之共同显现分的缘故，所以对于所破法便没有加胜义

及谛实等简别的必要。即不需要承许自续三相理论的同时，通

过运用不共四大应成理论 

亦能抉择出远离一切戏论之见解，并对其产生真实定解。 

如上 

所述 

观点， 

叫作 

自空。 

即将一切万法抉择为不分别空与不空的大空性，明确指出在万法当中并非是一种

法空，另一种法不空，无有如是之分别。 

而是以胜义理论观察时，从色法乃至一切种智间的一切染净诸法，皆平等无微尘

许的自性可得。如是不分别空与不空，即不分别有与没有的差别， 

唯一抉择为空性，这便是自空中观的真实体性。 



自空中观 他空中观的体性及分类 科判 概要图表    3  /  6 
  

表 2：12、他空中观 

12 

、 

他

空 

中

观 

《宝性论》云：“如来藏以客尘空，藏以无上法不空。” 

此颂可揭示他空中观的体性。 

即他空中观派所宣讲的 

心之自性如来藏从空性分来说， 

并非不承许《般若经》中所讲的 

远离一切戏论， 

也就是说并非不承许 

自空中观抉择的大空性的观点。 

只不过他空宗着重抉择的侧面与自空宗不同 

而已，他空宗着重从光明显现分的角度作 

抉择，所以便宣说不清净的轮回诸法在胜义中不成

立而空，如来藏在胜义中成立而不空。 

有如是迷乱世俗空与无迷乱胜义光明不空的辨别，

通过如是辨别的含义， 

便可了知他空中观的体性。 

虽然两种中观在理的法相方面差别很大，但在究竟密意当中， 

此二者不仅无有任何相违的过失，且将成为同一关要。 

须知，自空中观所讲的胜义与世俗分别是指空性与显。 

但他空中观所讲的胜义与世俗，并非指空与显现。 

如三转法轮了义经典中讲： 

“舍利子，所谓胜义，即是众生之种性； 

舍利子，所谓众生之种性，即是如来藏。” 

《宝性论》中亦云： 

“自生诸佛之胜义， 

唯是依信所证悟。” 

由此可见，是将如来藏光明安立胜义之名称， 

如是可知如来藏亦是他空中观所讲的胜义，即是将实相现相相同的智慧叫作胜义。 

 

表 3：13、两种中观“谛实”含义 

1

3 

、 

两 

种 

中 

观 

“ 

谛 

实 

” 

含 

义 

虽然在两种中观当中都提到“谛实”，但是定义不同。 

他空中观所讲的“谛实不空” 

仅是指圣者智慧前有各别自证。 

这种“谛实不空”， 

通俗讲，就是真的有那种境界。 

但并不承许此“谛实” 

是中观理聚论所破的谛实。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中观理聚论中讲的所破法 

是人我与法我，而人我与法我在他空宗当中 

亦被承许是所破法。 

如《宝性论》云：“我与无我 

诸戏论，寂灭之故为圣我。” 

意思是说，凡是执著我的戏论，以及执著无我 

的戏论，都统统寂灭的实相，才是真正的圣我。 

无著菩萨在《宝性论 

注释》中也解释道： 

“于无我名我， 

如于不住名住。” 

意思是说，仅仅是于“无我” 

安立“圣我”的名言，如同对于 

不住可以安立“住”的名称， 

可以安立“住”的名言一样。 

之所以对于不住安立 

“住”的名称之名言， 

原因在于是从不住 

而住的角度宣讲。 

而且，中观理聚论在后得辨别的时候， 

同样也承许有法界与智慧的光明分， 

这一点亦是众所周知， 

无有任何可诤论的事实。 

所以，精通圆融自空与他空的前提， 

是对于“胜义”与“谛实”在不同理论 

当中的定义差别必须区分清楚， 

此是非常重要的关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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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两种中观“空”与“不空”的安立差别 

14 

、 

两种

中观

“ 

空 

” 

与 

“ 

不空 

” 

的 

安立 

差别 

他空中观 

对于 

空与不空 

的 

安立： 

仅仅以在圣者净见量面前成立

这一点，安立“不空”。 

举一例喻，如在无患清净眼识前有绳子，

便安立绳子不空， 

在清净眼识前没有蛇，便安立蛇空。 

所以绳子不空，绳子以蛇空， 

如是便可了知他空中观如何安立 

“空”与“不空”之差别。 

相反，仅仅是以在圣者 

净见量面前不成立 

这一点，安立“空”。 

自空中观 

对于“空”与 

“不空”的安立： 

以离一多因等胜义理论观察之后， 

在胜义理论面前空，便叫作“空”， 

相反，假如某法在胜义理论面前不空，则称之为“不空”之法。 

如是分清两种中观关于空与不空的不同定义之后，便可了知： 

他空中观所讲的 

“谛实不空”之法， 

没有必要成立是中观理聚论 

当中所讲的 

“谛实不空”之法， 

因为他空宗是针对圣者智慧 

境界当中有，而安立“谛实”与“不空”

的名言，是“圣者智慧境界当中的有”，

由此便不须要 

承许是中观理的所破法。 

因为法界虽然是

智慧的境，但是 

仅以此不决定是 

中观理的所破。 

他空宗之所以对于 

“圣者智慧面前有” 

承许为胜义当中有， 

其原因在于抉择实相与现相之时， 

若要辨别清楚迷乱的现相与不迷乱的实相， 

就必须要安立迷乱与不迷乱的差别。 

既然如此，那么 

什么是迷乱， 

或者说 

何为非谛实呢？ 

即仅仅在分别心面前有，而在圣者智慧面前没有的二取现相， 

就是迷乱，或者说非谛实，此亦是胜义中没有的。 

相反，不迷乱或者说谛实，即是在圣者智慧面前有， 

也就是胜义中有，胜义中不空。 

如是便可以辨别二者之差别，即空与不空，或者说谛实与非谛实， 

迷乱与不迷乱的差别皆可明辨。否则，便没有办法安立真实的差别。 

再者，自空中观所讲的空性，也不一定是他空中观所讲的空性。 

因为自空中观 

仅仅是以在胜义 

理论前不成立 

而承许为空性， 

但是仅以在胜义 

理论前不成立， 

不必承许是 

他空中观的空性。 

他空宗虽然承许如来藏是远离有边、 

无边、亦有亦无边、非有非无边之四边 

的自空，但并不承许如来藏的自性 

在“圣者净见量前无有”。 

所以，“胜义理论前不成立” 

不周遍决定等于“净见量前不成立”， 

“是自空的空”不决定是“他空的空”， 

此二种空性不能混为一谈。 

否则，便无法真实通达 

两种中观各自二谛讲法的差别。 

故他空宗派宣说他空的原因，就是要辨别空与 

不空的差别，即在胜义中不是一切法空，而是 

在如来藏不空的空基上，以其他杂染法而空。 

也就是如来藏上以客尘他法而空， 

由于将空与不空 

分开来宣说的缘故，便说是他空。 

应如是了知自空中观与他空中观各自之体性。以上是第一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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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自空中观 

2

1 

、 

自

空 

中

观 

211、 

邪见的 

自空见 

 

顺世外道 

他们宣说没有前生后

世，或者宣说行善不会

有善报，造恶也不会有

恶报的没有因果的 

观点。 

之所以将此观点称之为最下劣的 

邪见断空之自空见，是因为 

乃至众生的有漏分别心没有消于

法界之间，显现分无欺存在， 

而且不会无因无缘消于法界， 

缘起丝毫也不会错乱， 

故有三世与因果的存在。 

而顺世外道的见 

毁谤了三世 

因果，乃至在 

观现世量面前 

亦无法真实成立，

所以是最下劣的

一种断见。 

由此可知，只是口头上说空，说什么都没有的观点，不一定都是正见。 

2

1

2

、 

正

见

的 

自

空

见 

2121、 

中观 

自续派 

中观自续派所抉择的见解， 

相应于菩萨出定的境界，是分开二谛而做抉择。 

即一方面认为在世俗当中诸法生等的 

显现不能遮破，故在世俗当中 

以观察名言的正量， 

成立诸法皆是各自持自己的相； 

另一方面， 

承许在胜义当中， 

诸法按显现那样 

不成立。 

所以自续派的空性是已加胜义之简别的空

性，他们讲“胜义中无，世俗中有”。 

因为这种空仅仅是遮破实有的 

无遮空性，只是分别心假立的 

无遮分，所以不是真实的大空性。 

但是 

对于初学者 

来说，修习 

单空是一种 

很好的方便， 

因为单空可以用分别心 

来修，而且以分别心 

串习这种无实有的 

单空，便可以用空执对治 

与他相违的实有执著。 

否则，若不通过 

修习单空，初学者 

对于离戏大空性 

便毕竟没有 

产生定解的机会。 

2122、 

中观 

应成派 

大中观应成派所抉择的见解相应于菩萨入定的

境界，因其着重抉择远离四边的各别自证智，

所以包括“在世俗当中成立自相” 

亦一概破除。 

如是息灭执著二谛各自的分

别心，入于现空无二无别、

远离一切承认的 

真实自空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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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他空中观 

2

2 

、 

他

空 

中

观 

221 

、 

邪见的 

他空见 

 

数论 

外道 

此宗将三德平衡的 

自性以及神我 

承许是实相的胜义， 

将二十三种变异 

承许是迷乱的世俗， 

且亦使用 

空与不空等的名称。 

虽然名称上 

确实与内道 

一样， 

但究其实质 

却与内道 

截然不同， 

如其所宣说的 

“既能受用境又是 

境外的常法之神我”， 

其实是名言中 

亦不成立的遍计法， 

完全是由遍计障碍的

执著性所假造， 

所以 

是 

最下劣的 

一种 

常见。 

2 

2 

2

、 

正

见

的 

他

空

见 

2221 

、 

相似 

他空 

中观 

222 

11 

、 

小乘 

小乘宣说粗大

的五蕴不成立，

胜义中，或者说

圣者智慧前 

只成立无分微

尘与无分刹那， 

不成立粗大的

色法与心法。 

其所抉择的空性 

即是在无分微尘与无

分刹那上，以粗大的色

法与心法空， 

从这种他空打破了粗

大的色心诸法， 

具有一定功德的 

角度，可以安立其 

属于内道的正见。 

但由于其将微细的无分 

微尘与无分刹那，执为 

胜义中存在，故仍未超越 

微细的二取境界，所以 

以内道上上乘的观点 

观察，小乘所讲的胜义 

亦非无迷乱的真实胜义， 

仍属迷乱的世俗法， 

故其属相似他空中观。 

222 

12 

、 

大乘 

随理 

唯识

宗 

大乘唯识宗，更进一步宣说包括外境的无分微尘亦不成立的 

观点，即根本不存在心外自性独立的色声香味触之五境。 

所谓心与境别别独立，只是一种遍计， 

在实相当中，根本没有能取心 

与所取境别别独立的两种法， 

这种二取只是遍计所执的自性。 

所以按大乘唯识宗之 

见解，可以通达不仅是粗大

的色法，乃至 

无分微尘亦不成立。 

此宗承许在实相当中，唯一是心识的 

见分与相分，除了识的相 

以及了别的两个侧面之外， 

根本就没有心外的境与境外的心， 

在实相中唯一成立依他起识， 

不成立遍计二取法。 

所以随理唯识等的观点 

是承许在依他起上 

以遍计二取空， 

且彻底遮破心外之色法的观

点，如是可以遮止 

心缘外境的散乱性。 

而且按观现世量 

观点讲， 

确实没有比其 

更究竟的理论， 

但是因为随理唯识 

等将依他起识执为 

胜义理论前 

堪忍的实有法， 

故在大中观看来仍属尚

未到达真实他空 

之境地的不了义之 

相似他空的观点。 

2222、 

真实他空中观 

大乘 

随教唯识宗 

大乘他空中观，讲

一切客尘诸法在

净见量前 

皆不成立， 

唯一成立心

之自性如来

藏， 

且此如来藏 

亦是与无实空性

双运的本来清净

之光明， 

所以是如来藏以

客尘空， 

这便是最真实 

的他空中观。 

2223、二者差别 
前者对心识尚有微细的实有执著， 

后者包括这种执著亦彻底遮破。 

2224、 

真实 

他空

中观 

最了

义 

所以，虽然同样都

是“一法上以另一

法空”的 

语句，但是其中的

所诠义却 

大有差别。 

如有些人说：“佛

经上讲他空的

空，如马上没有

牛角的空一样，

是最低劣的空

性。” 

须知，这只是针对外

道或内道 

下下乘宗派之观点

所讲，并非指所有他

空之观点 

都是下劣空性。 

所以真实他空中

观从显宗角度讲，

是最究竟的正见，

亦是 

了义当中 

最了义的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