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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士潁 著

《阿毘達摩俱舍論》之有情論哲學



提    要

《俱舍論》的宇宙結構、圖式或運行模式，充滿了對經驗世界的觀察、體驗與價值關懷，但

仍是從有情出發，以人生問題、人生意義為中心，呈現有情的衍化過程、形貌與生存方式、出生

與轉生問題等等，表明有情是世間活動的最重要的參與者，有情「身體」是利資養、陷輪迴、可

解脫的豐富而複雜的生命體。「身」在《俱舍論》中被視為載體與解脫超越對象，但這裡的「身」

其實並不代表其對於身體的整體理解，尤其遮蔽了蘊含在其理論中的對於「身體」之深刻、洞

見性的認識。《俱舍論》的四大種說與極微論是較之原始佛教所建立起的更為完善的本原論思考，

原始佛教根據四大種分析有情身體並形成以「身壞」與「正身」為核心的身體觀念，經過經部

與有部的理解則可抽繹出佛教對於身體的認知方法；《俱舍論》強調色身為滯礙，而心體則有雜

染與清淨，是繼以識攝心彰顯心體外，對心體提出的更加深入的形上學意義的探討；雖然有對

色身、身體否定的一面，其「身體」內涵更具有理論的多面性、意義的複雜層次性，「身體」不

僅是「在場」，還是顯在的，凡諸有情都以獨特的「身體」形式，與外身界共在、交互，同時認

識並化育自身以期達到超越性、無漏性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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