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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經》中的時空觀 －聖嚴法師 

《心經》雖則僅有二百六十字，卻涵蓋了從基礎至深湛的修持。「五蘊皆空」

僅是它的總綱。從這個綱領－「五蘊」再可細析為四個要目：1.從空間來分析，

2.從時間來分析，3.從凡夫立場來分析，4.從已成佛、已解脫的聖者狀態來分析。

由是，從凡夫位至聖人位，《心經》涵蓋了各種次第的修行要訣，是一部非常精

簡、實用的經典。但是，由於許多的講經者不斷談著「般若」、「涅槃」、「空

相」之類的名相，以致使得人們莫測其高深。 

然而，《心經》是日常生活中皆可應用的，根本所談的也僅是生命存在至為

現實，而息息相關的命題－解釋「人」是怎麼產生的？究竟是怎樣一種東西？為

什麼受苦？又如何可以不受苦？從受苦至不受苦的過程如何？ 

一、從空間上分析 

從空間上分析《心經》，它論及六根、六塵、六識。六根（眼、耳、鼻、舌、身、

意）即我們生理的現象；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即環境、情境的現象；

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即生理與情境聯結後產生的心理

現象。生命、生活的持續，於空間上必然是六根、六塵、六識的配合運作，也必

然是身、心與環境，生理、心理與情境交疊互動的狀態。每一個人類的日常生活、

生命活動皆如此，皆不離於此三組十八界。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即指我們的生理現象和條件。何謂「意根」，

前面已談過意識，再把意識的前一念連下來連至後一念，便是將前一念的「念頭」

當作後一念的「念頭」的根，叫作「意根」。前一念從哪裡來？前一念因身體五

官與環境接觸而產生五識。環境是什麼？即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

色、聲、香、味、觸不難理解，但「法」是什麼？法，即「意根」所對的境，即

符號、觀念。比如「紅」，紅顏色是「色」；但是，如果語言上說「紅」，視覺

上並沒有紅色，我們的腦海卻能清晰了知是紅顏色，這即是符號、觀念－也即是

「法」。 

眼根對色。「色」即指任何一樣眼睛可以看見的物質體，顏色形狀、線條形式……

等，又叫「色塵」或「色境」。「塵」即物質。「五塵」即五根所對應的五種物

質：即眼睛所看見的「色」；耳朵所聽聞的「聲」；鼻子嗅覺的「香」（「香」

總攝所有氣息）；舌頭所辨識的「味」；身體所接觸的「觸」，包括冷、暖、粗、

細、澀、滑。 

眼睛的視覺、耳朵的聽覺、鼻子的嗅覺、舌頭的味覺、身體的觸覺－這個覺，

即名為「識」。倘若缺乏六識，五根與五塵接觸，便等於沒有接觸，便不能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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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認識與知覺，也不能昇起心理的經驗與作用－此中，「意根」和「法塵」

兩者屬於精神與物質體的交接點，也是由物質進入心理的層面。 

三組十八界，六根、六塵、六識，必定聯合互動，始能產生一個人的生命和

生活現象。 

「盲人無法看見，聾子無法聽覺，不也照樣活著嗎？」也許有人會這樣反駁。 

的確，人類之中確有五根齊備或殘缺的，殘障人士也於不完整中仍努力活著，

比如夜盲、色盲或生而失明。看不見東西，即以耳朵、聽覺來代替，或用身體、

四肢的觸碰來替代－我們將之稱為六根、六識的互相替補作用－本質上，根、識

僅是以更內化、轉化的方式進行，並未完全消失。 

「五蘊皆空」－從「五蘊」的角度，生命是空的；從空間的現象分析「我」，也

是空的。六根、六識、六塵，三組根，一共包含十八個項目，合組成生命的事實。

從菩薩智慧的角度來觀照，名為「十八界」，此十八個項目組合的生命究竟是什

麼？是「空間中『我』的存在」，是依不斷的因緣組合而缺乏自性的存在，因此，

是空的。 

十八個依因緣構成的項目，形成了「我」，但是，究其本質，這十八個項目，

哪一個項目是「我」呢？它僅是組合起來，於運作中的一種幻覺、幻象。當我們

少了一隻眼後，是不是「我」呢？少了兩隻眼，又是不是我呢？一旦全部十八個

項目都沒有了，我在哪裡呢？這都是一個一個項目，一一組合而成的，十八個零

件一樣一樣拆開來，你說，「我」在何處？ 

由是，從空間上解析，十八界依因緣變動組合，那依之形成的「我」，因而，

也是空的，是虛幻、不實，而非永恆的存在。 

二、從時間上分析 

從時間上來分析。空間上構成的「我」，名為「十八界」；時間上構成的我，

名為「十二因緣」。五蘊事實上便是涵納著時間與空間的整體。 

十二因緣具有兩種解釋：一種從當生當下，這一生就是十二因緣的過渡，就是十

二因緣一個階段接續一個階段的起承轉合。一種就是從無始的過去，乃至於無終

的未來，只要生命未能解脫，十二因緣便恆續流轉，推動生死輪迴之輪。倘若證

得解脫，過去是無始，未來卻是可終的。無始而有終，這是苦難的有情於修行的

過程中所追尋的目標、層次與進階－因個人的修行而不同，但將持續著直至解脫

為止；無論是小乘的解脫或大乘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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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時間上看我們的生命，最為大家所熟悉的，莫過於「三世」的說法。三世

含括三類定義，即過去三世、現生三世、未來三世。過去三世，指累劫累世以來，

一次次的過去生與過去世。現生三世，指現在這一階段，今天、昨天、明天是三

世。現下一念、前一念、後一念，也是三世。現在此生、過去一生、未來一生，

也形成三世。未來三世，即指未來到死，死而又生，於未來際的無量生死與無量

輪迴。 

無論是哪一種，輾轉三世，都不離於十二個因緣的流變與輪迴。我們便從最

切身的現生三世談起。 

十二個因緣，即「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

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也就是「無

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十二個項目。 

我們是從生命的「入胎」開始，為什麼而入胎呢？是由無始的無明煩惱，形

成第八識，第七識便將之視為「自我的本體」而引發妄想的變動與連續，這即是

「無明緣行」。牢執八識的「無明」，而於微細識中產生「我」、「我在」的執

取。 

此微細識相續流動、愈積愈強，則衍為更粗、更鮮明、具體的六識，便是「行緣

識」。 

如何具體投射，實踐一個今世的「我」呢？則是「投胎」，具現具體的「名

色」，具體的「身與心」。「名」指精神、心理的部分；「色」即是肉體、物質

的部分。「識至名色」指的是父母的精卵結合，正於渾沌朦朧中，緩緩孕育，架

構一團血肉，更進而漸漸呈現出一個更晰明的身、心的過程。胎兒於此中略略具

備了「人」的模樣、形狀與質素。 

更進一步，則發展出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入」，更完整齊備地呈

顯一個具體人類的小宇宙－具有完整的五官、肢體，以及頭腦、意識、思維的運

作。 

「六入」是人類身心通向外界的窗口。缺乏六入，即無法實踐「成為人」或

「生為人」的生命意志。 

「觸」，傳統的解釋，認為自胎兒誕生開始，經由「六入」，眼、耳、鼻、舌、

身、意的相對、相接，而產生「觸」，產生接觸、觸知、觸覺。經由「觸」產生

「受」，有了各種苦受、樂受、好受、壞受，種種滋味，種種況味……，於中，

又產生了「愛」。這裡，「愛」一字涵蓋了兩面的意思：一面是喜歡，可意、可

愛的；相對的一面則是不喜歡、不可意，想排斥、拒絕、丟棄的。「愛」下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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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兩者其實是前後的關係。一旦有了「愛」，有了悅愛與憎惡，便有了

「取捨」與「執取」－執念著想「取」得自己所愛、所悅、所以為好的；相對的，

對於不愛、不喜悅、不適意地，即想排斥、打壓和捨棄。 

「愛」與「取」兩者的階段非常流長，縱貫生命的所有階段、每一面相。從

出生懂得肚子餓，要吃要喝，以及希望追求，希望獲得開始，一直到死亡為止，

我們皆處於這樣的境界裡：愛的，就去取；不愛的，趕快丟！經常不斷在這種狀

況下。「愛」就變成「貪」，貪得無饜、求索不止。不愛的呢？就想丟掉，丟不

掉就恨；取不到、愛不到就恨。種種煩惱於是蔓衍、燒灼。 

前述提到，傳統的說法認為「觸」在嬰兒出生以後才發生。但是，現代科學卻進

一步指出，在結胎時期，胎兒五、六個月大時，便有了聽覺、觸覺，也能吞嚥－

將羊水吞進去又排出來。因此，「六入緣觸」這一部分，在胎兒逐漸具足眼、耳、

鼻、舌、身、意的過程，「觸」已經隨著官能的具顯逐步發生。但是，更清楚的

「觸」以及後面的「受」、「愛」、「取」，則在出生以後才完整呈現。我們不

難看到其中強烈的作用：例如嬰兒出生不久，即希望拿東西往嘴裡塞。我們總是

這樣重複著，即便長大以後，也不斷地愛取，不斷地希望將所愛、所欲的，統統

放入一己嘴裡。然而，由於禮貌、道德、社會、文化、法律……，種種因素的制

約，我們無能如斯猖狂，見什麼都要愛、要取，也因而不能完全順意而為。但人

們的內心深處卻總還是這個樣子，總希望多得一點、多得一點－尤其之於一己所

愛悅、戀執的事物。 

因為有愛、有取，人類的生命過程中便造了種種行為、種種的業。而不住的

愛取、不住造業的原因，都緣於「有」－緣於我們將自我的身心、乃至於器世間

的一切都視為「具體的存在」、視為實存的「有」。由於誤認為真實，以致牢牢

執取，不肯放下，便任由愛取，埋首造業。業力的種子又埋藏於第八識「阿賴耶

識」中，七識於微細的流轉識中依然將「業識的種子」視為「真實有」，以為「有

我」、「我在」；於是，又將具胎成形，投入下一生了。 

下一生的一旦出生，則又難免於老死憂悲苦惱。十二因緣如是運轉不歇，鋪

蓋了一世一世的無明愛取，以及一世一世的死生輪迴。 

因之，佛家要說，三界最難突破的「見惑」（見解的迷惑）及「思惑」（貪

瞋等煩惱），即是在十二因緣的時間長流中，不斷地因惑而造業，因造生死業而

感生死果報，便是「有」－因為視業報體的自我及身心、世界為實有，便構成見

思二惑，便造生死之業，便感生死果報。這就是十二因緣的三世循環生死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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