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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第三十六＜本地分‧菩薩地＞第十五 

初持瑜伽處自他利品第三之餘 

(大正 30，484b～491b5；披尋記 2，p.1159) 

 

自他利品的十方面內容，可歸納成五對:  

卷 35 

一、純自利利他            二、共自利利他 

三、利益種類自利利他      四、安樂種類自利利他 

卷 36` 

五、因攝自利利他          六、果攝自利利他 

七、此世自利利他          八、他世自利利他 

九、畢竟自利利他          十、不畢竟自利利他 

 

三、釋因攝、果攝的自利利他(三因三果)（484b） 

（一）總標 

云何菩薩因攝果攝自利利他？略說應知三因三果。何等為三？ 

一者、異熟因 vipāka-hetu、異熟果 vipāka-phala， 

二者、福因 puṇya-hetu、福果 puṇya-phala， 

三者、智因 jñana-hetu、智果 jñana-phala。 

（二）別釋 

1、明異熟因果（八種異熟體） 

（1）標列 

云何異熟？ 

(異熟的梵語 vipāka，即果報。依過去之善、惡而得果報： 

(一)異時而熟，「因」與「果」於異時而成熟。 

(二)變異而熟，「果」為「因」所變異而熟。 

(三)異類而熟，「果」與「因」為異類，「因」或善性或惡性，「果」為無記性。) 

謂略有八： 

一者、壽量具足， 

二者、形色具足， 

三者、族姓具足， 

四者、自在具足， 

五者、信言具足， 

六者、大勢具足， 

七者、人性具足， 

八者、大力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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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別解 

A、壽量具足 若諸菩薩長壽久住，是名菩薩壽量具足。 

B、形色具足 形色端嚴眾所樂見，顏容殊妙，是名菩薩形色具足。 

C、族姓具足 生豪貴家，是名菩薩族姓具足。 

D、自在具足 得大財位、有大朋翼(輔助)、具大僚屬(部屬)，是名菩薩自在具足。 

E、信言具足 眾所信奉，斷訟(裁斷訴訟)取(依原)則，不行諂誑、偽斗秤( 量物之輕重)1

等，所受寄(存)物終不差違(差錯)；於諸有情言無虛妄，以是緣故，凡有

所說，無不信受，是名菩薩信言具足。 

F、大勢具足 有大名稱，流聞世間。所謂具足勇健精進、剛毅、敏捷、審悉善戒，種

種伎藝工巧業處，展轉妙解出過餘人，由此因緣，世(人)所珍敬，為諸大

眾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名菩薩大勢具足。 

G、人性具足 具丈夫分成就男根(男性的身體)，是名菩薩人性具足。 

H、大力具足 為性少疾或全無病(鄇康)，有大堪能(足夠能力)，是名菩薩大力具足。 

2、辨八種感異熟因（披尋記 2，p.1162） 

（1）正辨八因 

云何異熟因？ 

A、壽量具足因 謂諸菩薩於諸眾生不加傷害，遠離一切傷害意樂，是名菩薩壽量具

（484c）足因。 

B、形色具足因 惠施光明鮮淨衣物，是名菩薩形色具足因。 

C、族姓具足因 於諸眾生捨離憍慢，是名菩薩族姓具足因。 

D、自在具足因 於資生具有所匱乏遊行(遊歷四方行化)乞丐(沙門)諸眾生所，隨欲惠

施，是名菩薩自在具足因。 

E、信言具足因 所言誠諦，亦不好習乖離(離間語)、麤獷(粗惡語)、不(與義利)相應語，

是名菩薩信言具足因。 

F、大勢具足因 攝持(積集)當來種種功德，於自身中，發弘誓願、供養三寶及諸尊長，

是名菩薩大勢具足因。 

G、人性具足因 樂丈夫體，厭婦女身，深見過患。由二因緣施(勸引)他人性： 

一者、女人(願)樂女身者，(菩薩)勸令厭離解脫女身； 

二者、丈夫將失男根(轉根變性等)，(菩薩)方便護攝(勸說令不轉根)，令

不失壞(男身)，及說正法令(當來)得男身，是名菩薩人性具足因。2
 

H、大力具足因 於諸眾生以身供事，隨其所作如法事業皆往營助，如己力能，以其正法，

不以卒暴，用能增長身心勢力餅、飯、糜(粥)等種種飲食，施諸眾生，

是名菩薩大力具足因。 

      →當知前說八種異熟，以此所說八種為因。 

                                                 
1
 秤＝稱【聖】（大正 30，484d，n.10） 

2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3c26～29)：「謂他婦女樂自形，丈夫將轉根失男根者，菩薩勸彼

攝護令不轉根；又為說法，令彼女人及丈夫，因菩薩勸故，不樂女身，當得男身；轉根者因菩薩勸故，

得不轉根，名施他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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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兼顧餘緣 

又此諸因略由三緣而得增長，能感圓滿增上廣大異熟令起。何等三緣？ 

一、心清淨，二、加行清淨，三、田清淨。 

◎若於無上正等菩提清淨意樂(心之所喜好)，用彼善根決定迴向(無上菩提)猛

利意樂，純厚廣大淨信修行，見同法者深生歡喜，日夜剎那於多(分)隨法隨

尋(思)、隨伺(察、修止觀)，名心清淨。 

◎即於其中長時數習，無間所作、常委(殷重、審細)所作，他於此善若未受行

讚美令受；若已受行讚美令喜。即於如是所有善根安處建立，名加行清淨。 

◎當知略說能正發起如是加行，及正安住此加行果，名(福)田清淨(堪受眾生供

養)。3
 

 

3、辯八種異熟果 

（1）正辨八果 

云何異熟果？ 

A、壽量具足果 謂諸菩薩壽量具足故，能於長時修習善品，依自他利積（485a）集增長

無量善根，是名菩薩壽量具足果。 

B、形色具足果 若諸菩薩形色具足故，大眾愛樂；眾愛樂故，咸共歸仰；如是形色可愛

樂故，一切大眾咸歸仰故，凡所發言無不聽用，是名菩薩形色具足果。 

C、族姓具足果 若諸菩薩族姓具足故，大眾尊敬供養稱讚；眾所尊敬供養稱讚故，於彼

彼事勸諸眾生精勤修學，無不敬用速疾修行，無違無犯，是名菩薩族姓

具足果。 

D、自在具足果 若諸菩薩自在具足故，能以布施攝諸眾生，速令成熟，是名菩薩自在具

足果。 

E、信言具足果 若諸菩薩信言具足故，能以愛語、利行、同事攝諸眾生，速令成熟，是

名菩薩信言具足果。 

F、大勢具足果 若諸菩薩大勢具足故，於諸眾生種種事業皆能營助，施布恩德；由此恩

德感眾生心，彼知恩故咸來歸仰；所出言教速疾隨轉(生信)恭敬信用(奉

行)，是名菩薩大勢具足果。 

G、人性具足果 若諸菩薩人性(男性的身體)具足故，成就男根，堪為一切勝功德器；能

於一切所作事業，思擇一切所知境界，都無所畏無礙而行。一切有情於

一切時皆來臻(來到，音樽)赴，同共集會，屏(隱)處(如天龍八部)、(顯)

露處言論同止(共同見解、志趣)，受用飲食(生活方式)皆無嫌(棄妨)礙(故

人際關係良好)，是名菩薩人性具足果。 

H、大力具足果 若諸菩薩大力具足故，於能引攝善法加行，及能饒益有情加行，皆無厭

倦，勇猛精進，堅固精進，速證通慧，是名菩薩大力具足果。 

                                                 
3
 《瑜伽論記》卷 9(大正 42，498a19-24)：「景公解云：一、心清淨，即是信也；二、加行清淨者，因信

起行故；三、田清淨者，由信行堪受供養名田清淨。基公云：謂無間常委所作發此加行時，乃得隨地

等攝前加行所希之果，此加行等若因果皆堪能福田故名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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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顯果勝 

A、總標 

若諸菩薩成就如是八種異熟，具八種果，能善饒益一切有情，隨順生起一切

佛法(覺悟之法、功德)；菩薩安住異熟果中，於諸有情種種眾多利益事業，

自有力能及善安處於所化有情，彼(菩薩)於自事隨順(願利益有情事)而作，

如是乃名隨其所欲所作（485b）成辦。 

    B、別簡 

      （A）不善處他 

若諸菩薩自有力能(具八種異熟果)，(但不具攝事方便故)不善安處所化有

情，彼於自事(願成熟有情利益的事)不隨順作；如是於他所作利益不名熾盛

(智慧不足以令有情速得成熟)、不名隨順，由是因緣，不名能作他利益事。
4
 

（B）自無力能 

若諸菩薩自無力能(不具足八種異熟果)，(但具攝事方便故)而善安處所化有

情，彼於自事(成熟有情利益的事)隨順而作；(縱使攝受許多徒眾，也因能

力條件不具足，不能成熟有情的善根，)如是於他所作利益不名熾盛、不名

隨順，由是因緣，不名能作他利益事。 

C、結顯 

是故菩薩要具二事(自有力能具八種異熟果、及具攝事方便)，方於有情所作

利益，名為熾盛、名為隨順，由是因緣，乃名能作他利益事。 

◎如是菩薩住異熟果，自能成熟一切佛法，亦能令他於三乘道，隨其所應速

得成熟；又能令自速證無上正等菩提；亦能令他已成熟者速得解脫。 

◎由諸菩薩安住八種異熟果中，能使有情利益安樂，是故一切有情所處空無

義利(普通眾生所作不易成就自己或他人的義利，枉受生死)，無始生死，

菩薩處之(安置眾生於善處)，能令(生死)不空，有大義利。 

4、明福、智因果（披尋記 2，p.1167） 

（1）以六度明福、智體 

云何為福？云何為智？ 

A、福所攝 

謂略說福，即是三種波羅蜜多(pāramitā、所作之事達到圓滿成辦、到彼岸)：

一、施波羅蜜多，二、戒波羅蜜多，三、忍波羅蜜多。 

B、智所攝 

智唯一種波羅蜜多，謂慧波羅蜜多。 

C、二所攝 

精進、靜慮波羅蜜多，應知通二分：一者、福分，二者、智分。5
 

                                                 
4
 《披尋記》（二）p.1165：：「若諸菩薩自有力能等者：謂若菩薩具異熟果，是名自有力能。不具攝事方

便，是名不善安處所化有情。如是於他所作利益，未能速令成熟及得解脫，是故不名熾盛，不名隨順。」 
5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4b3～7)：「如實前五為福，第六為智。是今此處約遍策為論，故

通二分；又前三是福，理定後三是慧者，以精進靜慮，通策慧故，隨慧收；隱策福故，不說通福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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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隨釋 

a、精進 

◎若依精進，修行布施，受護(受持防護)淨戒(而不犯)，及修慈(悲喜捨)

等四種無量，如是等類所有精進，名為福分。 

◎若依精進，習聞、思、修所成三慧，修(五)蘊善巧、修(十八)界善巧、

修(十二)處善巧、修(十二)緣起善巧、修處非處善巧(五善巧)、修能觀察

苦為真苦、集為真集、滅為真滅、道為真道(四聖諦)，及於一切善、不

善法，有罪、無罪，若劣若勝，若黑若白，并廣分別緣生法中，皆能如

實思擇觀察，如是等類所有精進，名為智分。 

b、靜慮（485c） 

◎若依靜慮，修習慈等四種無量(定)，如是等類所有(世間)靜慮，名為福

分。 

◎若依靜慮，能修如前精進中說蘊善巧等(思擇觀察)，如是等類所有(出世

間)靜慮，名為智分。 

如是福、智略有六種；一一分別，應知無量。6
 

 

（2）明福智因 

  A、總標 

云何福因？云何智因？略說應知福因、智因，總有三種： 

一者、於福於智，能(獲)得、能住(安住、保持)、能增長欲(求)； 

二者、於福於智，善能隨順(修福慧而)無違背緣(逆增上緣)； 

三者、於福於智，先(世)已串習。 

B、隨難釋(隨著較困難處再加以解釋)    

此中，「隨順無違背(修福慧之)緣」者： 

（A）釋隨順緣 

謂顛倒緣不現在前不會遇性，不顛倒緣正現在前正會(相)遇性。 

若遇惡友(顛)倒說福智，或(顛)倒作意(思維)，顛倒而取(認知、理解)，名

「顛倒緣現前會遇」； 

與此相違所有白品，當知名為「不顛倒緣現前會遇」。 

   （B）釋無違緣 

若於福智能得、能住、及能增長，勤修習障(障礙修福修慧的報障、業障、

煩惱障)遠離不起，當知是名「無違背緣(逆增上緣)」。 

C、小結 

若諸菩薩於此三種福智因中，隨有所闕，當知不能生福、生智。 

 

                                                                                                                                                         
之義，如文可知。」 

6
 《瑜伽論記》卷 9 上(大正 42，498c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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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福智果 

云何福果？云何智果？ 

◎謂諸菩薩依止福故， 

1 雖復長時流轉生死，不為極苦之所損惱； 

2 又隨所欲(願求)能攝眾生為作義利。 

◎依止智故， 

1 所攝受福是正非邪； 

2 又能起作種種無量善巧事業，乃至究竟當證無上正等菩提。 

◎如是略說福果、智果，如其所應當知四種；(若廣說則)品類差別，復有無量。 

 

（三）辨勝劣 

◎應知此中若異熟體、若異熟因、若異熟果，如是一切皆依於福，從福所生(修

福才會得到好的異熟果報，即正報及依報)；福復依智，從智所起(有正智才知

應修正福，令福報能增長廣大)。 

◎是故二種於證無上正等菩提；雖俱是勝，而於其中福為最勝，智為無上。 

◎若諸菩薩於福、於智隨闕一種，決定不能證於無上正等菩提，是名「菩薩因攝、

果攝自利利他」。 

 

    四、釋現法、後法的自利利他（大正 30，486a；披尋記 2，p.1167） 

云何菩薩現法後法自利利他？ 

（一）現法自利 

◎謂諸菩薩以如正理工巧業處(士農工商各行業)，士夫作用(人為的努力)積集財

物，即於如是所集財物知量受用。 

◎又先所造可愛果業、異熟果熟，於現法中受用彼果。 

◎又諸菩薩於諸靜慮善(巧)迴轉(入、住、出定能自在)者，為欲獲得現法樂住

(dṛṣṭa-dharma-sukha-vihāra，現世受用禪悅之樂安住不動)，於現法中依此靜慮(自

身享受禪定的喜樂輕利)，不為成立利他事故依此靜慮(屬於自利)。 

◎又諸如來(成就的)現法涅槃(現身所得涅槃，指有餘依涅槃)，(教導)所有世間

(定，能調伏煩惱)及出世間(定，慧能斷除煩惱及)一切能(證)得現法涅槃諸有為

法(的修法，菩薩亦應成熟)，是名菩薩現法自利。7
 

 

（二）現法利他 

如諸菩薩現法自利(財寶、可愛自體異熟果報、禪定等)，如是菩薩所(教)化有情，

由此獲得現法利益，當知即是現法利他。 

 

                                                 
7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4b14～17)：「謂如來證涅槃，世出世法，菩薩並成熟之，以智為

首故，名為自利。若以悲為首，如前所說，諸自利行名為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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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後法自利利他 

◎若(現世)於欲界，(修布施)能獲他世財寶具足、(修持戒得)自體具足(生命無殘

障等)，及(修禪定)能當生靜慮(色界天)、無色(界天)。 

◎若(現世)生靜慮及無色(諸天)中，(修慈悲喜捨四無量心)能獲他世(生欲界時得)

財寶具足、自體具足。 

◎若(生欲界)現法中與憂苦俱，數數思擇修習善因(，則於當來世，獲善果故)，是

名菩薩修習後法自利利他。8
 

◎若諸菩薩於現法中與喜樂俱(初禪、二禪、三禪)，修習當來(於欲界)財寶具足、

自體具足所有善因，及非退分(不退失)靜慮、無色一切等至(三摩缽底、

samāpatti，身心達於平等安和之禪定狀態)，是名菩薩現法後法自利利他。 

 

    五、釋畢竟及不畢竟之自利利他 

云何畢竟(ātyantika, 最終究極、徹底)及不畢竟(不徹底)自利利他？ 

（一）舉事 

A、不畢竟之自利利他 

謂於欲界財寶具足、自體具足，若因若果，及諸異生(凡夫，輪迴六道受種種別

異之果報體)世間清淨(四靜慮、四無色諸有漏定)若因(修習住定為因)若果(受生禪

天為果)，(受果有盡故)是不畢竟自利利他。9
 

B、畢竟之自利利他。 

若諸煩惱一切永斷，若諸所有(無漏)八支聖道(修行)，若此為依獲得一切世間善

法(無有盡故)，是名畢竟自利利他。10
 

 

（二）釋由 

由三因緣，應知畢竟及不畢竟：一、由自性故；二、由退不退故；三、由受用果

有盡無盡故。 

◎「由自性(本質)故」者：究竟涅槃(nirvāṇa、complete extinction，寂滅、解脫、

圓寂，寂滅一切苦因苦果，證悟不生不滅的真如)，名為畢竟；一切有為(無常

的因緣生法)，名不畢竟。 

◎「由退不退及受用果有盡無盡故」者：(無漏)八支聖道無有退故，及受用果(獲

得一切世間善法)無有盡故，名為畢竟；11其餘一切善有漏法(財寶具足、自體

具足，及諸有漏定等)，（486b）由有退故，及受用果有終盡故，名不畢竟。12
 

                                                 
8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4b23～26)：「謂欲界死，還生欲界，或生色界；色界死已，還生

欲界，所得自體財寶，又現憂苦，俱修善因，於當來世，獲善果故。故他世自利利他也。」 
9
 《披尋記》（二）p.1170：「世間清淨若因若果者：此說靜慮、無色諸有漏定，名為世間清淨。修習彼法，

住彼定中，名之為因。受彼地生，名之為果。」 
10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4b29～c2)：「如無學身中，因無漏八道支力增上緣，生有漏善法，

名畢竟也。唯此生故，已至極果故」 
11

 《披尋記》（二）p.1170：「及受用果無有盡故者：此即前說八支聖道為依，獲得一切世間善法，名受

用果轉增轉勝，無有盡故。」 
12

 《披尋記》（二）p.1171：「其餘一切善有漏法等者：謂如前說財寶具足、自體具足，及諸異生世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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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目  結勸修學 

如是菩薩十種自利利他若略若廣，菩薩隨力隨能當勤修學，除此(這十種的自利利他)，

無有若(超)過若增(加)。過去未來所有一切已學當學自利利他，亦皆唯有如此十種自

利利他，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淨所有善因，此名一切善有漏法。彼所有果，名受用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