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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义书中的“解脱”与佛教的“涅?”


姚　卫　群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印度远古圣典奥义书中的许多观念对印度后世的宗教哲学派别有重要影响。佛教的“涅
?”观念是在吸收借鉴和改造奥义书中“解脱”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奥义书中的解脱观念以“有我论”

为基础，而佛教的涅?观念则以缘起论和无我论为基础。奥义书中的解脱观念是婆罗门教主流思想中

的核心内容，而佛教的涅?观念也是此教教义的主要成分。二者都是古印度宗教哲学中的特色理论，

在印度文化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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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义书是古印度年代久远的一批宗教哲学文献，这些文献在印度最早提出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对
印度正统的婆罗门教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作用，是婆罗门教哲学派别的思想源头。但奥义书的

影响范围又不仅仅限于后世的婆罗门教哲学派别，它对印度佛教等非正统派别也有重要影响，佛教的

一些基本理论是在吸收、借鉴、改造早期奥义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本文拟对奥义书中的“解脱”

（ｍｏｋｓ
·
ａ）观念与佛教的“涅?”（ｎｉｒｖāｎ

·
ａ）观念进行分析比较，探讨二者之间的源流关系和主要异同。

一　奥义书中的“解脱”观念

在印度宗教哲学中，“解脱”观念与“轮回”观念是密不可分的。所谓解脱主要就是指脱离轮回状

态。这种解脱观念最初就产生于奥义书中。奥义书中在论述解脱时通常是和轮回一起谈及的。关于

这方面的内容，较早的奥义书中展示的是“五火二道”理论。所谓“五火”是指人死后再出生的五个轮

回阶段，即人死被火葬后，先进入月亮；再变成雨；雨下到地上变成食物；食物被吃后变成精子；最后进

入母胎出生。所谓“二道”是指“神道”（ｄｅｖａｙāｎａ）和“祖道”（ｐｉｔｒ
·
ｙāｎａ）。“神道”是人死后进入梵界，不

再回到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中来的一种道路；“祖道”是人死后根据“五火”的顺序再回到原来生活的

那个世界中来的道路①。这里说的“五火”或“祖道”涉及的就是轮回的内容，而“神道”涉及的则是解脱

的内容。因为“五火”中有形态的转变，而进入“神道”则不再轮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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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五火二道”的理论外，奥义书中还提出了其他一些系统化的轮回解脱理论。关于轮回状态的好

坏，根据许多奥义书的解释，与人生前行为的善恶有关，如《广林奥义书》３，２，１３中说：“行善者成善，行
恶者成恶”②。《歌者奥义书》５，１０，７中说：“此世行善者将得善生：或生为婆罗门，或生为刹帝利，或生
为吠舍。此世行恶者将得恶生：或生为狗，或生为猪，或生为贱民。”③

在奥义书哲人看来，轮回中尽管有相对好的形态，但轮回状态最终或在总体上说是痛苦的。《迦塔

奥义书》２，１，２中说：“幼稚之人追求外部世界的快乐，他们步入宽阔的死亡之网。”④这里说的“死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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