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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諦」(satyadvaya)思想，即「兩種真理」的思想在佛教中具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中觀學派的「二諦」思想，因此「二諦」思想受到了

學者的密切關注。不過，「二諦」思想本身並非中觀學派特有的見解，而在各個

教派中都有所體現。雖然對於阿毘達磨佛教的重要性遠遠不如中觀學派1，因此較

少被專門地研究，因此可追溯的先行研究並不多。但「二諦」作為佛教的重要思

想之一，對其進行溯源亦然是有意義的。 

本文將探討「二諦」思想的在西北印度佛教的阿毘達磨（abhidharma）傳統

中的發展與變遷，以與西北印度佛教2相關的部派、學派乃至具體論師為主，揭示

出「二諦」思想在阿毘達磨傳統中的發展與變遷，希望以此澄清部派佛教的二諦

思想，並且對佛教的「二諦」思想進行探源。 

通過整理分析，筆者發現，阿毘達磨佛教傳統中「二諦」思想主要以兩種方式

被呈現的：第一種是如《大毘婆沙論》和《雜心論》那樣的「二諦」依據「四

諦」（caturārya satya）的建立，這種「二諦」是與修行實踐直接相關的，因此對

應了「無漏智」；其二是依於「有」建立的「二諦」說，這種學說與認識面向認

識過程，因此還包括了「世間智」。不過總結起來，他們都是某種形式「現觀」

的對象。雖然，這兩類觀點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傾向，前者偏向於修道論，

後者偏向於哲學思辨。對此結論，筆者將結合阿毘達磨論書傳出的時間順序進

行分別討論。 

                                                        
1 經過筆者的粗略統計「二諦」一詞在阿毘達磨《大正新脩大藏經》的「毘曇部類」中僅出現
了 190餘次，而在「中觀部類」中則出現了 2200余次。 
2 即迦濕彌羅、犍陀羅、旁遮普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