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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 「緣起」的主體意義 哲學二 張博森
在《大智度論》中的緣起，與空、般若波羅蜜皆被視為諸法實相的異名。這邊的主體性是指在虛妄的自己和世界一切
滅盡之後，真實的自己和世界的實現。龍樹認為緣起具有主體性功能，在這個層面上緣起的定義不再單純只是「一切
事物是藉著相依相關的關係而存在」，人們能透過轉化原本主客對立的思考模式到緣起、實相的立場，藉此不再受到
因果關係的束縛。

因果關係是人類用來認知、理解事物之間的關係最簡單的方法，尤其用於自然科學中更能顯示其純粹客觀中立的性質
。人類藉由主觀-客觀的分別去歸納世界運行的法則，科學的知識就依著這樣嚴密且連續的方式(因果關係)建構起來。
我們大多是立於與事實本身有距離的反省、概念化的立場去獲得知識，然而對佛學來說這些知識都不是事實本身，而
稱為虛妄分別。

事實的本身不能透過主體-客體、反省與概念化的方式去了解，人類還有怎樣的方式去認知事實? 無著以鐘聲為例，
唯識無境，鐘聲是境，而我是識。意思是在我之外沒有鐘聲存在，換句話說當下的我與鐘聲是融為一體的狀態，並沒
有我與鐘聲的分別。事實的本身就立足於每個剎那，過了該剎那後，所有對那個剎那的反省或判斷都屬於妄分別。

龍樹就是以這樣緣起的立場，捨離主觀-客觀的這種判斷，就能擁有立於事實本身的生活。也就是以這種轉捨立場的
方式，使人們能脫離因果關係所帶來的痛苦。

這邊我所提出的問題是:實相是建立在每個剎那當中才得以成立，我們如何以哲學(語言學)去再現那當下的感覺，以建
立關於實相的知識?這會跟後現代哲學嘗試描述流變一樣遇到相同的困難。如果真的能用哲學建立關於實相的知識，
這個知識本身的建立過程是不是也與實相的意義互相矛盾，因為實相本身反對客觀的分析與概念化等再現過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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