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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於「空」之多樣的觀照，帶出了 dynamic perspectives之動態式的視
角，如是所向披靡地打通世間的森羅萬象。由於現象世界五花八門、變幻莫測

的，故「空」除了「欠缺存在物」或無自性的主要義涵以外，尚需於不同情境

作出更多樣的延伸，如阿含經典的「緣起」、「虛空」、「空三昧」、「以除遣而非

實存的」，以及般若等大乘經典的「不住」、「空洞的、無所有的、虛妄不實

的」、「法性」、「可分離的」等義涵，乃至《大般若經》之「十八空」。這些都是

從不同的、深入的、廣泛的視角來作到諸法究竟不可得而「畢竟空 」。此復，
藉由空觀智慧之銜接，亦帶出了解脫道與菩提道之道次第的進展關係，亦即是

說：《大般若經》需要有《阿含經》的基礎，無論就慧解脫之緣起空性的一貫

性，還是就心解脫之厭離心，此皆是當中的修行義之最要關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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