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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本住品第六

【章節大意】

「本住」者，本乃本來即具有，住乃前後不變動。何者既本來即具有，又前

後不變動呢？此乃指一般人所謂的「靈魂」，或外道所說的「神我」。

一般人認為在六根之上，還有一個更內在的「統一者」；也在前後的變化中，

當有一個相續的「連貫者」。因為若無一個更內在的「統一者」，則眼見得其白，

手觸得其堅；堅與白，各於其所，而不可能合成一杯子的整體概念。同理，若

於前後的變化中，無有一個相續的「連貫者」；則前所思、前所作者，後不能知

覺、後不能受報矣！因此，當有一個既能和合統一，又能前後連貫者；此即是

一般人所謂的「靈魂」，或外道所說的「神我」。

然而若先有「靈魂」或「神我」，以何而可知？我們不可以為「現在有的，

即必過去也有。」

其次，若先有「靈魂」或「神我」；則何時再有「六根」呢？

或答：待投胎後，才開始有「六根」？

破曰：既是「前後不變動」者，則云何會有「投胎」與「不投胎」的差異呢？

或答：待起無明後，才開始有「六根」？

破曰：既是「前後不變動」者，則云何會有「起無明」與「不無明」的差

別呢？

第三．既是「前後不變動」者，則云何會有六根的覺知與不覺知的差別呢？

云何會有苦樂的感受與未感受的差別呢？

這也就是一般人思想的矛盾：想在變動中，立一個「不變不動」者作主，或

當靠山。然而就算有個「不變不動」者存在，你跟他也是鴻溝分界，根本扯不

上關係。甚至無法知覺到他的存在。於是找等於白找，立也是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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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也似一般人常錯以為的「體用關係」：體是永恆不變，用乃隨緣示

現。然而既永恆不變，云何又能隨緣示現呢？或者既隨緣示現，云何又能永恆

不變呢？

還有，這也是一般外道信徒，所無法避免的矛盾：既希望神是全知萬能，又

期待神能永恆不變。然而既全知萬能，就不可能永恆不變！或者既永恆不變，

就絕對只是無知無能爾！

以上，只是就「前後不變動」者，而作的立破。

若就「和合統一」者，而作的立破，則曰：

若統一，當見者即聞者，眼亦當有聞的作用；聞者即觸者，耳也當有觸覺的

功能。但事實不然，故無「和合統一」者也。

或曰：外有分別，內為統一？

破曰：內外間，以何為界？其次，若有界者，乃鴻溝分界，亦扯不上關係矣！

結論：六根及諸受，既非「先有本住」，亦非「現有本住」。既緣起，則性空；

云何為「本住」？

【偈頌解說】

乙三 觀能作

丙一 觀本住

丁一 別破

戊一 離法無人破

己一 敘外計

眼耳等諸根 苦樂等諸法 誰有如是事 是則名本住

若無有本住 誰有眼等法 以是故當知 先已有本住

我們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何以能覺知六塵？甚至由是而有

（苦、樂、憂、喜、捨）等的感受？乃為於我們身心內在中，有個如如不動的

「本住」，先存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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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若無有「本住」，則何以在六根中，能呈現有「和合統一」的功能？

甚至在從過去到未來的變化中，也能呈現出「前後一貫」的特性來？以是故，

應當先有「本住」的存在，才得以如此。

己二 破妄執

若離眼等根 及苦樂等法 先有本住者 以何而可知

若離眼耳等 而有本住者 亦應離本住 而有眼耳等

以法知有人 以人知有法 離法何有人 離人何有法

若如汝所立：在六根的覺知及苦樂的感受之前，即先有「本住」的話；那我

們憑什麼去認識他、去肯定他呢？

因為既先有「本住」，後有六根；即無法以六根，去覺知他的存在。

或謂：現在有者，即為過去先有也。

破曰：諸行無常故，不得謂「現在有者，即為過去先有」也。

其次，也不得謂「現在有」！何以故？

若能先有「本住」，再有六根。即謂六根與本住，是可各自獨存的。既各自

獨存，那就算有「本住」，也失卻了原來的意義。

尤其，既各自獨存，那六根也就無法知覺「本住」的存在矣！這也再落入「以

何而可知」的困境中。

就一般人而言，常謂：以有體故，能呈現種種功用。然就認識而言，反而是

從種種的相用中，去標示其體的。故體者，總相用也。

於是乎，既相用隨緣示現，相用隨緣變化；那體豈能不跟著變化呢？

「以法知有人，以人知有法」：人者，體也。法者，相用也。既為有體，才

有相用；也為從相用，才肯定有體也。

「離法何有人，離人何有法」：所以離開了相用的示現，相用的變化；那裡

去安立有個不變的體呢？



41

己三 顯正義

一切眼等根 實無有本住 眼耳等諸根 異相而分別

結論呢？在六根當中，乃無有「本住」。至於云何會有「六根的覺知」和「苦

樂的感受」呢？

乃為「眾緣生法」的不同，故顯現其差別相爾！

戊二 即法無人破

己一 敘轉救

若眼等諸根 無有本住者 眼等一一根 云何能知塵

「眼等一一根，云何能知塵」：我認為，這主要不是問：眼等諸根，若無「本

住」者，云何能知塵？

因為前一頌，已答曰「異相而分別」。因此，在此所要問的，乃「眼等諸異

根，云何能互動、協調？」

如前所謂：眼見得其白，手觸得其堅；堅與白，各於其所，云何能合成一杯

子的整體概念？同理，若於前後的變化中，無有一個相續的「連貫者」；則前所

思、前所作者，後不能知覺、後不能受報矣！

用「異相而分別」，似也偏於「異」的那邊！

己二 破邪執

見者即聞者 聞者即受者 如是等諸根 則應有本住

若見聞各異 受者亦各異 見時亦應聞 如是則神多

眼耳等諸根 苦樂等諸法 所從生諸大 彼大亦無神

若以六根乃互相關連而非異，故為之建立「本住」而得成全其「統一協調」

的功能。於是既以「本住」，而成全其一；則當六根等用才是。亦即見的眼，亦

當有聞的功能；或聞的耳，也當有觸、受的功能；才能說有「本住」。

但事實不然，眼乃只能見，耳也只能聞；故不能說有「本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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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我說的「本住」，不是「統一協調」的意思；而是六根各有其「本

住」。亦即見有見的「本住」，聞有聞的「本住」；甚至觸受者，亦有其「本住」。

所以沒有前所謂「當六根等用」的困擾！

答云：若如此，則不同的「本住」各司其事；則六根當能同時啟用才是。即

同時間，既能見，也能聞；且不互相干擾。

但事實上，即使於見時，還能聞；但專心見時，或不能聞，或聞的作用乃大

打折扣矣！所以非不互相干擾。

其次，如此則有很多「本住」、「神我」、「靈魂」矣！而這更不是一般人所能

接受的。

最後，既從「諸大和合」而有六根及苦樂等法，且在能生「諸大」中，乃無

有「本住」、「神我」、「靈魂」者；則其所從生的六根及苦樂等法，為何會有「本

住」、「神我」、「靈魂」呢？

我認為：最後這偈頌，有點類似「畫蛇添足」的效果。

因為：一．外人亦可謂「彼大亦無佛」，則你們云何想修行成佛呢？

二．如此易落入「唯物論」也！尤其將「諸大」確認為四大、五大

時。

三．非先有諸大，再有六根及苦樂等法；否則外人亦可反問「以何

而可知？」

己三 顯正義

若眼耳等根 苦樂等諸法 無有本住者 眼等亦應無

所以既於六根及苦樂等法中，無有本住者；則反過來說，六根及苦樂等法亦

當「如夢如幻」爾，豈有那麼真實呢？

丁二 結呵

眼等無本住 今後亦復無 以三世無故 無有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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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乃以「先有本住」而作分析與斥破；同理，就「今有本住」與「後有本住」

而作分析；也必得相同的結論。

總之，三世皆無「本住」。因此，不必再「信口雌黃」或「道聽塗說」，而謂：

有「本住」者，其乃如何如何？

【附論】

以上雖已破對「本住」的期待，卻未處理掉前所謂：云何在六根之上，似有

一個更內在的「統一者」；也在前後的變化中，似有一個相續的「連貫者」的疑

惑？

其實，既諸法緣起，即是相關互動也。故於相關互動中，即既寓有彼此協調

的功能，也有彼此制衡、相剋的功能。

眼見得其白，手觸得其堅；而能合成一杯子的整體概念，乃為彼此有協調的

功能也。專心見時，或不能聞，或聞的作用乃大打折扣矣！乃為彼此又有制衡．

相剋的功能。所以這與「有、沒有本住」者，全然無關。

就像在生態的食物鏈中，草食性動物與肉食性動物的數量，也有既相互協

調，又彼此制衡的現象。然這與「有、沒有上帝」操控，乃全不相關也。

其次，在緣起前後的變化中，乃不常亦不斷也。以此而似有相續「連貫」的

功能。所以也與「有、沒有本住」者，全然無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