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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無我與儒家無限的自我對自我的超越 
● 康雲山  

 

 

 

我（自我）是大家經驗認知中存在的實體，在經驗常識的看法，自我的意涵是指

那永恆（持續不斷）、不變（保持如一）、獨一（不分割的單獨整體）、自主（具有主宰

性）而不與他共之自體。將這種思想擴而大之，就成為一些宗教、哲學所說的大我、

梵、無限的自我。在佛教修行者所證到的般若智慧觀照之下，則不接受那永恆、不變

、獨一和絕對自主的自我，所以提出「無我」的看法1。在儒家方面，當代新儒家認為

孔子所證到的「仁」，即是我（自我）與天道合一而為無限的自我之境界。 

 

 

 

「般若」一詞是印度梵文 prajñā 的音譯，其義為智或智慧，是一種讓我們超越世

俗、解脫成佛的智慧，而不只是一般世俗的聰明才智2。這種解脫的智慧，其實是「空

                                                 
 康雲山，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1 參張澄基《佛學今詮》上冊（台北：慧炬出版社，民 81 年 3 月），頁 203~209。 
2 楊惠南《禪史與禪思》（台北：東大圖書公司，民 84 年 4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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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智慧，就是體悟到諸法是因緣和合而生的，即使是生命存在，也沒有常住不變的

自體（自我）的智慧3。 

在世俗的想法，萬物皆有自性（自體），在人的生命存在來說，這個自性（自體）

就是永恆不變、獨一自主的自我。在自我心理學的看法，自我是個人對自己整體的看

法與評價，包括對自己生理、能力、性格、態度、思想等方面的認識，是由一連串的

態度、信念與價值所組織而成的個人認知結構，是一個人人格發展的基礎，影響個人

的認知、學習與行為，進而影響著個人適應環境的能力4。但是，「自我不是一個靜態

觀念，也不是一個具體化的實體；自我是在一個人與他人發生相互作用的經驗中不斷

加以定義的，這種相互作用的過程，包含了社會經驗的意義。」5所以，自我是構造出

來的概念或觀念，它會不斷的改變。 

而依佛教《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經文：「觀自在菩薩行深般若波羅密多時，照見五

蘊皆空，度一切苦厄。」說到觀自在菩薩正在實行深遠的超越智慧的完成時，觀照到

一切眾生都有五種的構成要素，這五種構成要素―包括物質的身體，與感受、思想、

意志、認識等心理活動，菩薩透視它們的自性是沒有實體的（空的）6，因此，五蘊中

的自我是不可得的。 

由於修學般若的大乘菩薩體悟了「空」理，因此，《大般若經》說：「如是，菩薩

摩訶薩修行般若波羅蜜多時，於一切法都無所見。於一切法無所見時，其心不驚、不

恐、不怖，於一切法心不沉沒，亦不憂悔。」因為菩薩明白自性是由人虛構出來的東

西，所以不會執取萬物以及自我的自性，所以不會有恐、怖、驚、憂悔等煩惱。不僅

如此，《大般若經》又說：「然諸菩薩行深般若波羅蜜多，伏斷煩惱，久住生死，終不

自為速證湼槃，但為利樂諸有情故。菩薩以處生死為樂，不以湼槃而為樂也。何以故

？諸菩薩摩訶薩，以化有情而為樂故。」大乘菩薩實行超越智慧的完成時，體悟自我

與萬物都無自性―我空與法空，自然會發起大悲心，充滿積極度人的精神，不以住入

湼槃解脫之樂為樂，反而以處生死痛苦之世界教化有情眾生，幫助有情眾生解脫生死

                                                 
3 吳汝鈞《印度佛學的現代詮釋》（台北：文津出版社，民 83 年 6 月），頁 70。 
4 高淑媛《魏晉人因應壓力之研究及其在國小教學上的應用―以世說新語為例》（高雄師大碩士論文，民

100 年 6 月），頁 126。 
5 馬塞勒等著，任鷹等譯《文化與自我》（台北：遠流，1990 年 2 月），頁 8。 
6 葉阿月《新譯般若心經―超越智慧的完成》（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民 69 年 9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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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的痛苦為樂。 

人人都有自我意識，個個以自我為中心而思惟、說話、生活，以及與人交往，文

學、藝術的創作更以表現自我的獨特性為貴。然而，般若智慧卻讓人體悟到，自我與

萬物都不過是因緣和合而生，沒有自性，而提出無我的說法。自我心理學說自我是構

造出來的概念，不是一個具體化的實體，與佛教的說法相近。佛教修行者經由持戒、

修定而體證到般若智慧，領悟了無我的真理，破除了對自我的執著，因而發起大悲心

，以利益有情，教化眾生解脫生死輪迴之痛苦為樂，而不進入湼槃，享受清靜寂滅之

樂為樂，佛教的無我可說是對自我的超越。 

 

 

 

超個人心理學認為，人性除了生理、情緒及理性三種層次，還有超越理性的靈性

層次，所以，人心具有超越性的需求及興趣7。而由於這個超越理性的靈性，人會不甘

心自限於現實存在的自我，而要實現理想的自我―無限的自我或超越性的自我。在儒

家來說，這個無限的自我完成的境界就是仁。然而，儒家又認為，仁其實就是人的靈

性，是天道內在於人的表現，為道德根源，真切的道德情感8，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9

，是在每一當下情境隨時呈現的，不是遙遠不可及的存在10，是孔子長久致力於體天之

德，啟己之仁之後，所肯定的自我的無限存在11、自由的心靈12。因此，仁既是無限的

自我，也是現實自我所以能上達無限的自我的根源。以下摘引當代新儒家對孔子的「

仁」的思想的闡述，以見儒家對自我的超越。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靈公 29） 

王邦雄先生說，道（天道）是指天生化萬物的理則與軌道，是形上天，此與人格

天有別。由仁心開出的道，只有內在的意義；在仁心之外，另立天道，才能保住價值

                                                 
7 李安德著．若水譯《超個人心理學》（台北：桂冠圖書，2002 年 10 月），頁 259。 
8 王邦雄．曾昭旭．楊祖漢《論語義理疏解》（永和：鵝湖月刋，民 72 年 10 月），頁 27。 
9 同上，頁 15。 
10 同上，頁 24。 
11 同上，頁 63。 
12 同上，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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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越性。因此，仁心就是天道的表顯，是即內在即超越的13。 

子曰：「莫我知也乎！」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不怨天，不尤人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35） 

王邦雄說，仁心內在的自覺開顯了，天道的超越理想肯定了，人就能由下學詩書

禮樂而上達於天道的無限美善。儒學義理，道由仁心開，然仁心就是天道的表現，天

道既超越而內在，「天生德於予」，所以人亦可由內在之仁，而上達於超越的天道14。 

曾子曰：「士不可以不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不亦重乎！死而後已，

不亦遠乎？」（泰伯 7） 

楊祖漢先生說，能三省慎獨，忠恕以行仁，則仁心便會呈現，而人的生命活動便

不會為感性的形軀欲望所左右，而真正有其理想，真正對理想有所承擔，以世界一切

存在為仁心所要求遍潤之範圍。這樣子的生命活動，已全然是道德價值的流行呈現，

於生命中呈現的，是具有無限價值的道德意義15。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里仁 7） 

楊祖漢說，仁亦是心，亦是理，是一切道德行為之本，故仁亦是體（本體）。仁體

是超越的，它並不是生命感情，而是使生命感情的活動能合理中節地表現的本體。它

並不是事，而是使一切道德的行事能成立的根據。當仁心一旦呈現，便會求及於一切

人一切物，而被仁心所感照的人，亦必會為其所化，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一旦踐仁，人便超越其有限之形軀，而與天地萬物相感通，呈現無限的意義。孔

子所說的仁，便是這使一切得以成立，一切道德的理由此而生，又使人能即有限而無

限的體16。 

子罕言利，與命，與仁。（子罕 1） 

楊祖漢說，仁是人的德性自覺心，此自覺心所呈顯的，是仁義禮智等道德之理，

人之作道德實踐時，便完全以這些由自覺心所呈顯的道德之理作行為之準則，即這時

人是自由的，自己決定的，自主的，他並不受外在的因素決定，這時由人之道德心之

                                                 
13 同上，頁 7~8。 
14 同上，頁 44~46。 
15 同上，頁 87~89。 
16 同上，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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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顯出了一個可由人主宰的應然的無限的價值世界17。 

勞思光先生說，仁是視人如己，淨除私累之境界，是一超越意義之大公境界。此

一境界，是自己作主而超越一切存有中之約制的自覺境界18。曾昭旭先生說，孔子肯定

了人具有―自由的心靈，就是仁，這是人的無限性的發現與肯定19。「自我問題」是宗

教與哲學的基本問題，當代新儒家闡述孔子的「仁」的思想，說明孔子發現在現實存

在的自我裏蘊藏著無限的自我，這個無限的自我即是仁，也是人人生而具有的本體，

孔子下學上達，所成就的仁的境界，即是對現實存在的自我的超越，也就是無限的自

我的充分實現。 

 

 

 

心理學家 Murphy 發現人具有個體（自我）及宇宙（無我）雙重天性，而無我是自

我的本源20。心理學家 Assagioli 把自我超越區分為五種類型：1.從追尋意義的意志方面

超越；2.從超個人之愛方面超越；3.從超個人行為方面超越；4.從美的方面超越；5.從

真我實現方面超越21。Assagioli 對自我與宇宙的一體性有很深刻的體驗，他說：「在此

，我們再度……發現了個體性與普遍性並存的奇妙一體之境……每一個人的超個人之

「我」與其他所有個體的超個人之「我」緊密地合為一體，即使他們自己竟不覺察這

一事實，每一個超個人之我都可視為宇宙大我的一個『點』。」22孔子發現仁、肯定仁

、實踐仁、成就仁，與天道及萬物合一，超越個體的自我，包含了上述四種超越類型

（除了從美的方面超越）。佛教由般若智慧的發用，照見性空無我的真相，破除對自我

的執著，而發起大悲心，利樂有情，使眾生解脫痛苦煩惱，若再合上佛性思想的話，

同樣包含四種自我超越類型。 

 

                                                 
17 同上，頁 131~132。 
18 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台北：三民書局，民 89 年 10 月），頁 119。 
19 同注 8，頁 47。 
20 同注 7，頁 320~321。此處的「無我」與佛教所說的「無我」意涵不同。應是指大我、真我之義。 
21 同注 7，頁 325。 
22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