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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喀巴“缘起性空”论的哲学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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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性空”论是整个大乘佛教理论大厦的基石，也是以宗喀巴为杰出代表的藏传佛教的根

本思想。缘起性空的基本特征是宗教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抽象思辩，但它也涉及到许多重大的哲

学问题。研究这一理论，无论是对总结人类历史上的思维经验，还是深化对宗教哲学的认识都是

很有必要的。 

 

  缘起性空论和一切唯心主义哲学一样，完全否定现存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质统一性。它利

用非科学的抽象方法，在物质世界之外另设了一个超现实的本体——“空”。空是绝对的，永恒

的，而客观世界则是相对的、虚幻的，一切事物说到底就是一个“空”字。 

  宗喀巴是这样论述的：“诸缘起法即是空性，何以故是无自性故，诸缘起法其性有无自性

故。何故无性待因缘故。若法有性，则无因缘亦应恒有，然非如是，故无自性故说为空。如是我

语亦是缘起无自性，无自性故说空应理。”①这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只依一定的原因和条件而产

生，所以说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证明其本质为空。反之，如果认为万物皆有自性，那么万物就

应该是永恒不变的。但事实上一切皆变，一切皆流，一切都有依因性，一切都处于“无常”之

中，都是相对的、暂时的、瞬变的，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故事物所呈现出的现象并非其自身，

而是无自性无主体的。所以说是空，广而推之，宇宙的本体也就是空。 

  空作为佛教认识事物的根本出发点，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无自性”。所谓无自性，就是没

有任何特殊具体的规定性。宗喀巴认为，一切存在于空间、时间之中的事物均无自性，“过去已

生和未来当生，以及现在生已未灭等三时，皆无自性。”②所以说“诸法无我”。宗喀巴又说：

“中论云‘喏我异五蕴，应无五蕴相’，谓若计我离五蕴别有自性，则应不具五蕴生、灭、住三

有为相，如马异牛则不具牛相也。”③这是指人作为色、受、想、行、识五蕴缘起而生，是没有

主体的。其推论是，如果认为离了五蕴这种因缘而有自性，那就不应象五蕴那样具有产生、存在

和灭亡三种相状。相反，人恰恰具备了五蕴所处的生灭无常的流动性，因而人就不是一个具体的

规定和常住不变的实体，这就叫做“人无我”。以同样的道理来概括，法也“无我”。“观下自

地狱，上至佛地的一切我，我所法，与彼所依之有漏无漏诸为二性，异性，则能了知皆无自

性”。④不但“人无我”，而且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客体，一切客体都是无常可变

的，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即是空性。这样，藏传佛教就把人自身，物自身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当作

虚幻不实的东西，从而彻底否定了物质世界的规定性和实在性。 



 

  但如果仅仅用“一切皆空”四个字就想轻轻抹煞掉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未免过于简单，难

以服人。藏传佛教毕竟不是一种简单粗劣的唯心主义，而是一个经过精密的哲学思辨创造出的理

论体系，它设法用一整套唯心主义的思辩，弥合物质世界确确实实地存在于常人眼前这一事实，

掩饰他们所主张的一切皆空理论完全相对立的尖锐矛盾。 

  首先，宗喀巴并不直接了当地提出性空的问题，而是先给性空包上一层缘起的外衣，并据此

立论，以缘起有来说自性空。宗喀巴认为，既然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合和而成，没有因缘就构不成

事物，那么就应该承认因缘是存在的，而且还可以说由因缘构成的事物也是存在的，这就叫“缘

起有”。但这一存在只是没有自性的瞬间状态，随着因缘的变化它就会幻灭，所以说在本质上仍

然是空，这就叫“自性空”。宗喀巴以缘起有来解释事物的存在，并不等于就承认事物现象的客

观真实性，说缘起有只是为了证明自性空，缘起有是现象，自性空才是本质；缘起有是假，自性

空才是真；有是有条件的，空是无条件的；有是相对的，空才是绝对的。这一基本推论的确具有

一定的思辨色彩，从而为其宗教思想装添了一层玄奥的、诱惑人心的哲理。 

  宗喀巴还把客观世界的虚妄与真实归结为人的主观认识的不同，认为事物的存在是由人们的

“分别心”（常人分辨事物的能力）所安立的“假名”，仅是一种概念而已．事物只能在假名安

立的意义上才能看作是实有的。事物“不能立为有自性，故许为唯名言之所安立，方为合理、”

⑤“即此所依事上仅由名言和分别去安立假名，这在世俗上，可以用正量成立”。⑥事物的假

名，是由世俗人的分别心所赋予的。尽管如此，他又认为假名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佛教最讲

究因果关系，认为一切事物都受因果关系的支配。因果关系的载体是“业”，业就是暂时的有。

现实的业是由过去的业引起的果，现实的业又是引起未来业的缘起，所以对业还是应该重视的。

宗喀巴在《中论略义》中一再强调要坚决破除有自性之因果，上假名安立之因果。这一点很重

要，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为佛教主张的轮回业报的因果关系找到了理论依据，从而解决了对事物的

性空认识和重视宗教实践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为了进一步论证缘起性空的合理性，宗喀巴还从有与无的关系方面去分析事物本体和现象之

间的矛盾。宗喀巴认为，空是有与无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既不能把它看成是真正的有，也不能把

它看成是绝对的无。为此，他坚决反对“常见”与“断见”这两个认识上的极端，即反对把现实

世界当作真正的实有和绝对的虚无。常见就是“执一切法常住不灭”，承认万法实有，这种观点

与缘起论中的诸法皆无自性的理论相悖。断见则执万法皆无，甚至否定包括缘起，假名，业果在

内的一切，这种观点显然与佛性论水火不容。因此，在宗喀巴的所有宗教著作中，都着力批判这

两种观点，把它称为“常断二边”或“断常二歧途”，指责其不符合中观之义。对断见，宗喀巴

说：“凡依仗缘起而生者即自性空，故自性空是缘起义，非生灭作用空义。”⑦“有说中观宗凡

因缘生者即说无生，当知此等臆说一切皆破。”⑧意思是说空是从缘起意义上讲的，并不是说什

么都不存在，不能因为缘起而生，就以为是无生而不承认任何存在，这不仅与常识相悖，更重要

的是与佛教宗旨相违，所以宗喀巴把它斥之为臆说，要求彻底否定它。对常见，更是宗喀巴批判

的重点。宗喀巴认为常见对佛教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它使人们“实执所执是有自性”，⑨从而留恋

世俗生活而排斥佛法。同时，如果认为万法皆有自性，就会造成因、果、业、轮回、涅槃、真如

等皆不能名言安立，使佛教的全部理论大厦土崩瓦解。在《中论略义》中他从几十个方面，列举

了常见对佛教理论的严重危险性。 

  那么，如何才能确立缘起性空的中观正见呢？宗喀巴认为这在认识上应该有一个从现象到本

质的过渡，即从世俗谛到胜义谛。世俗谛是常人对事物现象的认识，而胜义谛则是佛家对事物本

质的认识。从世俗谛角度观察，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实有的，而从胜义谛的角度去认识，凡事物都

是缘起的，无自性的。他说：“诸凡夫所能了知的是由世间名言所获得的（此即世俗谛法），为

观见彼故而修习圣道及证果等。是由观察胜义之量所获得的（此即胜义谛法）。有两种境，其中



诸凡夫极成为谛实之青色等，是世俗谛法。青色等无自性，是胜义谛。”⑩所以“胜义谛是真谛

智所得，世俗是虚妄识所得”。［11］在这里，两种认识的对立明显可见。但这两种对立的认识

又并非没有联系。正如任何佛家都不能离开世俗界一样，胜义谛也只有在世俗谛的基础上才能立

论和作进一步的推理。这种联系正好反映出了现象与本质的统一性。宗喀巴敏感地觉察到了这种

统一性，故他十分强调人们应以中观理论为指导，用菩提心、般若智从分析世俗谛之假立名言出

发，去认识现象之虚妄和佛性之真实，以求大悟。由此可见，从凡夫到成佛的过程，也就是从世

俗谛到胜义谛的认识转化过程。 

  缘起性空论在彻底否定事物真实性的同时，全力肯定了空是世界的绝对本体。空并不是一无

所有，它是一切事物的最终依据，是一种只有用佛智即中观见才能把握的精神，是纭纭众生所应

该追求的至高无上的境界。宗喀巴谈性空的目的，正是为了论证世俗生活的虚幻性和彼岸世界的

永恒真实性，劝诫人们把追求现实幸福生活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对宗教的信仰和实践中去。宗

喀巴的上述理论，既是对大乘中观见的捍卫和发展，也是藏传佛教所顶礼膜拜的最高真理和神圣

教条。 

  从历史上看，宗教哲学和世俗哲学一样，都反映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

力。在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宗教哲学也同样可以称为时代意识的精华。“缘起性空”论

把大乘中观派思辩性极强的哲学思想融汇贯通，并结合民族生活的实际予以发展，这标志着藏民

族的理论意识水平和抽象思维能力早在封建社会的初中期，就巳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民族所能达到

的高度。宗教哲学是藏族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去研究分析。 

  恩格斯说：“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人才是可能的，

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12］藏传佛教不同于一般低

级水平的宗教迷信，是一个极富哲学思辩的理论体系，它充分重视人们在思维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现象和心理活动，使用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判断和推理，编识了一个精细的哲理网络，除了唯

心主义臆说的成分之外，其中也蕴藏着大量的辩证法因素。缘起性空论作为整个藏传佛教的哲学

基石，必然也含有较多的辩证法因素。 

  首先，缘起性空论在哲学的屋面上阐述了普遍联系的观点。 

  黑格尔曾说：“凡一切实存的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乃是每一实存的真正性

质。”［13］列宁认为黑格尔的这一思想非常值得辩证唯物主义者重视。缘起性空讲缘起，说明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依一定的条件和根据而产生并存在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以其它事

物为条件合和而成。例如人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而缘起，烦恼由无明而缘起，无明由贪

欲而缘起，贪欲由自性有而缘起，芽由种子与土壤而缘起等等。这说明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缘起的关系也就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宗喀巴认为，如果以世间的一切现实事物为唯名安立的假

有，那么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不能否认的。他说：“由见若许有自性，则因果不能成立，而

有损益（苦乐）作用之因果，谁亦不能否认其有。”［14］因为一事物如果有自性，那它就不依

赖于它物的缘起自己又是因又是果，不生不灭，那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因果关系必须建立在缘起

的基点上，即普遍联系的基点上。由种子而生芽，依根、境而起识，这种因果关系是存在的，即

“从唯假安立之因而生果是有的。”［15］在缘起论中，宗喀巴把世界当做一个因果联系的序

列，并以“十二因缘”和密宗的“六大”说来加以说明。十二因缘和六大说表明一切现象都是互

相联系、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整个世界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任何事物

都不能孤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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