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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本際品第十五

【章節大意】

「本際」，乃本元邊際，亦即是萬相「啟始」之意。

一般人都認定：萬物是有始終的，即既有開始點，亦有終結處。

然而若從佛法的「因緣觀」來看，云何為「啟始」點呢？以因緣復從餘因緣

生，因緣若向上追溯，不只找不到啟點；且愈向上溯，亦非愈單純爾！

譬如從我的生命，往上溯，是父母；再往上溯，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卻

是愈往上溯，愈複雜矣！

因此，佛法既否定「本際」「初始」，也否定有「第一因」。

於是乎，說到生死，即說為「無始生死」；說到「無明」，也必是「無始無明」。

【偈頌解說】

乙五 觀時空變幻

丙一 觀本際品

丁一 正觀生死無本際

戊一 觀教意破

大聖之所說 本際不可得 生死無有始 亦復無有終

若無有始終 中當云何有

「大聖」當是指佛陀。以佛在經上說：「眾生無始以來，生死本際不可得。」

以本際不可得故，生死即無「初始」。以無「初始」故，亦無「終了」處。

於是乎，既無始亦無終。則「中」云何能有呢？

所謂「破」者，乃因一般人都認定：境相是實有的，且境相都有初始和終了。

而現在竟是：既無「初始」，亦無「終了」。於是乎中間實有的境相，亦了不可

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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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 推正理破

己一 總遮

是故於此中 先後共亦無

上引用經典上的教理，以明「始、終、中」的不可得。

下再用推理的方式，以論證「先、後、共」亦不可得！

己二 別破

若使先有生 後有老死者 不老死有生 不生有老死

若先有老死 而後有生者 是則為無因 不生有老死

生及於老死 不得一時共 生時則有死 是二俱無因

眾生於無量生死中，若謂：先有「生」，後有「老死」者。則「生」者，不

從「老死」而有。

於是乎，「生」與「老死」便分道揚鑣。分道揚鑣後，即不「老死」有「生」，

不「生」有「老死」。但事實，並非如此。

若謂：先有「老死」，而後有「生」者。結果亦然：即不「生」有「老死」，

不「老死」有「生」。於是乎，「生」與「老死」，都將變成「無因生」了！而正

知的佛法，是不可能接受「無因生」的！

若謂：「生」與「老死」，是一時共存的。然而一般人是不可能接受「生死是

同時」的說法。其次，若「生死是同時」；則生與死，都變成「無因生」了！

這也就說，謂：「生」與「老死」，是一時共存的。不只犯了「相違過」，也

犯了「無因過」！

己三 結責

若使初後共 是皆不然者 何故而戲論 謂有生老死

總之，不管說：先有「生」；先有「老死」；或「生」與「老死」，是一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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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都不合情理。

於是乎，說：實有「生」，實有「老死」者，便是「戲論」而已─無稽之言

也！

丁二 類明一切無本際

諸所有因果 相及可相法 受及受者等 所有一切法

非但於生死 本際不可得 如是一切法 本際皆亦無

其實，不只是「生死」本無邊際；包括一切法，如因果、相可相、受受者等，

也都無邊際。既求「始」不可得，亦尋「終」不可得也！

【附論】

或問：若生死，本無始終；云何能「了生死」呢？

答云：「了生死」者，卻非「斷滅」也！能覺悟到：生死本是如幻的假名，

且不被它所障礙、束縛，即了生死矣！故菩薩了生死後，卻能以「千

百億化身」而度眾生也。

同理，能轉識成智，即破無明；而非灰身滅智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