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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中菩薩地第十五初持瑜伽處成熟品第六〉 

第六節 成熟品（Paripāka-paṭala） 

 

 

＜成熟品＞內容大意： 

 

1 略開六門 

1.1 成熟自性 

1.2 所成熟四種補特伽羅 

1.3 六種成熟差別 

1.4 二十七種成熟方便 

1.5 住菩薩六地能成熟補特伽羅 

1.6 已成熟補特伽羅相 

2 料簡 

  2.1 品類差別 

  2.2.自他差別 

 

 

第三「覺分持」的「所學處」中的第四處是〈成熟品〉（Paripāka-paṭala，或名〈成

就品〉），內容主要是成熟有情處及成熟自佛法處。  

 

《瑜伽論記》卷 9：「前既證真實現有威力者，謂六通等。既現六通欲何所作？不

過二意，一、成就有情利他之意也，[二、]成就佛法自利之意。佛雖自他利德具，

眾生界無盡，故須以此二意，故〈威力品〉後略明〈成就品〉(〈成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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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項 略開六門 

(496b26)云何成熟？當知成熟略有六種：一者、成熟自性，二者、所成熟補特伽

羅，三者、成熟差別，四者、成熟方便，五者、能成熟補特伽羅，六者、已成熟

補特伽羅相。  

 

第二項 隨釋 

  第一目 成熟自性 

云何成熟自性（paripāka-svabhāva）？謂由有善法種子(本性住種性、法爾無漏

種子)及數習(數數熏習)諸善法(習所成種性)故，(由久修習有漏加行)獲得能順二

障斷淨(除)增上身心有堪任性、(信進念定慧的善根)極調善性，正加行滿(菩提

資糧積聚、煖、頂、忍、世第一法、順抉擇分等加行修學)。安住於此(正加行

圓滿的狀態)，若遇大師、不遇大師，皆有堪任、有大勢力，(入初地時)無間能

證煩惱障斷、所知障斷。 

譬如癰痤(音翁鋤，毒瘡)1，熟至究竟無間可破，說名為熟。(毒瘡喻二障可斷) 

又如瓦器，熟至究竟無間可用(由模具陶泥捏成瓦器，入窯燒至可以任用之時)，

說名為熟。(瓦器熟喻道可修) 

又如眾果，熟至究竟無間可噉，說名為熟。(眾果熟喻菩提可證) 

如是由有善法種子及數修習諸善法故，獲得能順廣說乃至正加行滿，無間能證

二障清淨，說名成熟。如是名為成熟自性。 

   

  第二目 所成熟補特伽羅 

云何所成熟補特伽羅（paripāka-pudgalāḥ）？謂所成熟補特伽羅略有四種： 

一者、住聲聞種姓，於聲聞乘應可成熟補特伽羅（pudgala、人、眾生、數取

趣）。 

二者、住獨覺種姓，於獨覺乘應可成熟補特伽羅。 

三者、住佛種姓，於無上乘應可成熟補特伽羅。 

四者、住無種姓(無般涅槃法者)，於住善趣應可成熟補特伽羅。 

諸佛菩薩於此四事，應當成熟如是四種補特伽羅，是名所成熟補特伽羅。  

 

  第三目 成熟差別 

(496c20)云何成熟差別（paripāka-prabheda）？謂此差別略有六種：一、諸根成

熟，二、善根成熟，三、智慧成熟，四、下品成熟，五、中品成熟，六、上品

成熟。

                                                 
1癰：腫瘍。痤 ㄘㄨㄛˊ：癤子。《漢語大詞典》第 8 卷，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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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根成熟者，謂壽量具足、形色具足、族姓具足、自在具足、信言具足、

大勢具足、人性具足、大力具足。(如卷 36〈菩薩地‧自利利他品〉已說

八種異熟。) 

此依身果異熟具足為所依故，堪任發起勇猛精進〔而〕修諸善法，於勤修

集一切明處，心無厭倦。 

 

按:〈菩薩地‧自利利他品〉八種異熟： 

 

                

◎善根成熟者，謂性薄塵(煩惱)垢為所依止性，於諸惡不善法中心不樂入，

諸蓋(貪欲、瞋恚、昏沉睡眠、掉舉惡作和疑等五蓋)輕微、(不正)尋思薄弱、

柔和正直，隨順而取。 

 

◎智慧成熟者，謂具足正念、為性聰敏、有所堪任、有大勢力、能解善說惡

說法義、能受、能持、能正通達，具足成熟俱生妙慧。 

依此妙慧有所堪任、有大勢力，能令其心究竟解脫一切煩惱。 

※當知此中(有三障)，  

諸根(八勝異熟)成熟故解脫「異熟障」(由過去煩惱業因招感今世生於地

獄、餓鬼、畜生之果報)， 

善根成熟故能解脫「業障」(由身、口、意所造作之惡業能障蔽正道)， 

智慧成熟故解脫「煩惱障」(由貪瞋癡等煩惱障礙智慧證得涅槃)。 

 

◎下品成熟者，謂二因緣下品成熟：一者、未久修習，諸根(八勝異熟)、善

根、智慧成熟因緣未極增長；二者、串習下劣因緣。 

 

◎中品成熟者，謂即於此二種因緣，隨一闕減，隨一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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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成熟者，謂二因緣俱無闕減。  

 

(這六種概括所成熟眾生的不同類別。) 

 

  第四目 成熟方便 

(497a11)云何成熟方便（paripāka-upāya）？當知此有二十七種(「方便」（upāya），

指方法(means)， 能成熟眾生的人可掌握及運用二十七種方法)： 

一者、界增長，二者、現緣攝受，三者、趣入，四者、攝樂，五者、初發處，

六者、非初發處，七者、遠清淨，八者、近清淨，九者、加行，十者、意樂，

十一者、財攝受，十二者、法攝受，十三者、神通引攝，十四者、宣說正法，

十五者、隱密說法，十六者、顯了說法，十七者、下品加行，十八者、中品加

行，十九者、上品加行，二十者、聽聞，二十一者、思惟，二十二者、修習，

二十三者、攝受，二十四者、降伏，二十五者、自成熟，二十六者、請他成熟，

二十七者、俱成熟。 

 

1、 「界增長」(界即因，dhātu，即是「種姓」、「種子」，先天本然具有能

證涅槃的無漏功能，包括三乘的聲聞種性、緣覺種性或菩薩種性)者，謂

本性善法種子(本性住種性)具足為所依止，先來串習諸善法(不斷熏發習

所成種姓)故，後後位中善法種子轉增、轉勝，生起堅住(不易退失)，是

名界增長。 

 

2、「現緣攝受」者，謂於現法中無倒說法、無倒受持、如理修行、法隨法行(隨

經教的道理修行，令得成熟，略有五方面： 

(1)身業遠離殺生、偷盜、邪淫等惡業的顛倒，隨順正行而轉； 

(2)語業遠離妄語、綺語、惡口、兩舌的顛倒，隨順正行而轉； 

(3)意業沒有顛倒地相應佛法隨順而轉； 

(4) 「正思｣，即正確的思惟法義； 

(5) 「正修｣，如法行持，修習止觀2。 

這些皆是現緣攝受佛法以成熟善根的方法，故名｢現緣攝受｣。)。 

當知界增長由先世因現在成熟；現緣攝受，由現在因現在成熟。 

(「界增長」與「現緣攝受」是一對相關的概念，兩者的主要區別是：「初

二過現為對，界是過去，現緣是現在。」3 意謂｢界增長｣是以過去生為

因，令所栽培的本性住及習所成二類種子現已成熟；｢現緣攝受｣是以現

在的攝引為緣，令本性住及習所成二類種子於現在世的因緣條件造就下

                                                 
2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力種姓品》卷 38：「云何於法正修？當知此修略有四相：一者奢摩他、

二者毘鉢舍那、三者修習奢摩他毘鉢舍那、四者樂修奢摩他毘鉢舍那。」（大正藏 30，504a） 
3 《瑜伽論記》卷 9，大正藏 42，5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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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熟。此兩項指出須要二種成熟的方便：一種是界增長種子，一種是

現緣攝受種子。) 

3、「趣入」者，謂得淨信增上力故，或有在家遠離惡行，受持學處(五戒、八

戒、十善、菩薩戒)；或趣非家遠離諸欲，受持學處(出家戒、菩薩戒等)。 

 

4、「攝樂」(攝取喜樂，持續地歡喜修學而樂在其中)者，謂依出離眾苦行迹(修

學道諦是出離苦集二諦的法門)，及依遠離欲樂(貪著五欲之樂)、自苦(外

道所修的苦行)二邊行迹(遠離極端苦樂二邊而行於中道)，於佛善說法

(dharma)、毘奈耶(vinaya)真實聖教，深生愛樂。 

 

(趣入是剛對佛法有信心而入道，攝樂是喜好佛的經教及修法，還能樂在

其中。因此，趣入及攝樂亦是需要造就成熟的因緣。) 

 

5、「初發(心)處」者，謂即最初於可厭法(生死輪迴)深生厭離；於能成辦真實

理義如實了知有勝功德(故欣樂)而創4(開始)趣入，名初發處。(最初的發

心應有正確的認識，包括厭離與欣樂兩方面而知取捨。) 

 

6、「非初發(心)處」者，謂已趣入補特伽羅(pudgala、眾生)，現成熟時，常

不捨離諸佛菩薩，諸明了處(五明處)轉轉5(漸漸展轉)明了，由此成熟轉轉

增進。 

 

(「初發處」和「非初發處」這二者是一對相關的概念。這是就眾生是否

初發心或已發心作區分，也是需要不同相應的成熟方便。如初發心須知

厭離生死及欣樂解脫，而已發心者則須展轉成熟增進諸善根。) 

 

7、「遠清淨」者，謂由懈怠或由違緣(相違的因緣)，經極長時，或經多生，

或經多劫，方能清淨。 

 

8、「近清淨」者，當知一切與此相違。 

 

(「遠清淨」和「近清淨」這二者是一對相關的概念，這是就菩薩「已得

清淨意樂」或「未得清淨意樂」來區分。「遠清淨」為「勝解行地」的

階位，以未證無分別智，不名為「清淨意樂」。相反，「近清淨」是已

得無漏的無分別智，由初地開始直至第七地的「決定行地」階位，皆名

為清淨意樂。) 

                                                 
4《漢語大詞典》第 2 卷，p.726。創：始造。 
5 轉轉：漸漸。《漢語大詞典》第 6 卷，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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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行」者，謂為獲得自勝義利、猛利樂欲為所依故，或怖當來墮諸惡趣，

或怖現法他所譏毀，於諸學處常勤護持，無間所作、殷重(認真重視)所作。 

 

10、「意樂」(āśaya，阿世耶，心之所喜樂、意欲)者，謂於諸法正觀察忍(忍

可的智慧)為所依故，於佛善說法、毘奈耶不可引奪，於他所證深生信解；

信有功德為所依故，於三寶所及於獲得自義利所，深信無動。 

 

(「加行」和「意樂」這二者是一對相關的概念，由於外在的行動與內心

的喜好是二件事，從意起行，故需區分兩者的不同方便。 

上述十項為自利方便。) 

 

11、「財攝受」者，謂於一切飲食等物有匱乏者，施與一切飲食等物；或於

隨順飲食等物有匱乏者，施與隨順飲食等物(如錢財、衣服、臥具、湯藥)。 

 

12、「法攝受」者，謂或宣說正法，施諸有情；或開顯正義，施諸有情。 

 

(「財攝受」與「法攝受」是一對相關的概念，財、法皆是二種菩薩成熟

眾生的方便。財攝受紓解眾生現實的困境，法攝受則比財攝受更為究竟，

以開啟培育眾生的智慧，方能破迷成悟。) 

 

13、「神通引攝」者，謂具神通者，哀愍有情故，或為有情意樂清淨(成就有

情對佛、法、僧、戒意樂的四種清淨)，或為有情加行(修戒定慧得)清淨

增上力故，示現種種神通變化。欲令有情見已、聞已，於佛聖教，或當

獲得意樂清淨(信心清淨)，或當修行無倒加行。 

彼諸有情由此神變引攝心故，或有獲得意樂清淨，或有修行無倒加行。 

 

14、「宣說正法」者，謂(眾生)於獲得自勝義利： 

若無堪能(修奢摩他、毗缽舍那以獲得自身殊勝義利)，為說正法，伴助

令彼發生正行(修戒定慧)；  

若有堪能，為說正法(空義深理)，隨順令彼速證通慧(通達諸法實相的智

慧)。 

 

(「神通引攝」與「宣說正法」是一對相關的概念，神通與說法皆是菩薩

成熟眾生的二種方便。菩薩化眾時因應根機，有時用神通引攝，有時用

說法來攝受有情。) 

 

15、「隱密說法」者，謂於嬰兒智慧有情(少智眾生)，隱覆廣大甚深義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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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麁淺易可悟入、易為方便趣入處法。 

 

16、「顯了說法」者，謂於廣大智慧有情，已善悟入聖教理者，為其開示廣

大甚深道理處法。 

 

(「隱密說法」與「顯了說法」是一對相關的概念，皆是佛菩薩成熟眾生

的方便。隱密說法是教以小乘佛法，顯了說法則教以大乘佛法。 

上述六項是利他方便。 

接著的六項是約自利中又可分加行方面的上、中、下三品，以配屬聞、

思、修三慧的三品。) 

 

17、「下品加行」者，謂若遠離無間加行及殷重加行。 

 

18、「中品加行」者，謂或遠離無間加行，或復遠離殷重加行；於二加行隨

闕一種。 

 

19、「上品加行」者，謂無間加行及殷重加行，二俱相應。 

 

(「下品加行」、「中品加行」與「上品加行」是三個相關的概念，是約行

者在成熟善根的加行方便有不同的等級。若是下品，則不容易成就聖道。

反之，若是上品，則能成就善法功德。) 

 

20、「聽聞」者，謂於佛語深生信解，精勤聽聞、受持、讀誦契經等法。 

 

21、「思惟」者，謂居遠離，樂思惟法，推度其義，解了決定。 

 

22、「修習」者，謂於止(止相對治掉舉)、舉(舉相對治惛沈)、捨相(心離惛沈、

掉舉則無功用住)正審觀察為先，深心欣樂修止、舉、捨。 

 

(聞所成慧、思所成慧及修所成慧是三個相關的概念，顯示智慧成長的次

第，故聞思修三慧是三種自利的加行。) 

 

(接著的五項是約利他來分說，包括攝受與降伏為剛軟相對方便，而自、

他、俱成熟三個相對。) 

 

23、「攝受」者，謂無染心以親教師及軌範師〔的〕道理方便，無有顛倒與

作依止。又即於彼發起種種別供事行：謂看病行、給施如法衣服、飲食、

諸坐臥具、病緣醫藥資生具行、除遣憂愁(排憂解難)及惡作行(犯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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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遣煩惱隨煩惱行，如是等類當知皆名別供事行。 

 

24、「降伏」者，謂深防護自身雜染。 

於毀犯者： 

若犯下品，慈心(為本)諫誨； 

若犯中品，慈心訶罰； 

若犯上品，慈心驅擯。 

當知此中諫誨、訶罰，令彼及餘(梵行者)利益安樂。 

驅擯一種，若重攝受，令彼及餘利益安樂； 

若驅擯已，不重攝受(造五逆等)，但令其餘利益安樂。 

何以故？餘若見彼毀犯因緣，既被驅擯(起示範的警惕作用)，便自防護，

不超毀犯故。 

 

(「攝受」與「降伏」是一對相關的概念，乃菩薩對柔軟受教或剛強難

調的眾生的成熟方便。) 

 

25、「自成熟」者，謂自宣說隨順正法，令諸有情出不善處，安立善處；如

自所說，亦自修行法隨法行，令諸有情同分隨轉(同樣的依隨正法修學)。

勿使他人作如是說：「汝自不能出不善處，安立善處，云何於他教授、

諫舉(勸諫舉發他人犯錯的事)為作憶念(所犯的事)？他應於汝教授、諫舉

為作憶念！」 

 

26、「請他成熟」(請他人來成熟有情)者，謂若有餘無量有情，於彼(善知識)

發起上品愛敬，或復有餘善知方便，於說正法已善修學，即應勸請慇懃

營助，令其成熟無量有情。 

 

27、「俱成熟」者，謂具二種：若自成熟，若勸請他，令其成熟。 

 

(「自成熟」、「請他成熟」及「俱成熟」是三個相關的概念，皆是菩

薩成熟眾生的方便。其意是不必拘限於個人的成就，應引進已成就的善

知識，共同成熟眾生的善根。) 

 

〔結〕由此所說二十七種成熟方便，當知令前六種成熟差別圓滿：所謂諸根成

熟、善根成熟、智慧成熟、下品成熟、中品成熟、上品成熟。 

 

二十七種成熟方便圖示如下:6
  

                                                 
6 此圖為向瑞屏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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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成熟自己及有情的方便有二十七種，從不同方面培育自己及引導有情，才能

達到修學的成熟效果。此品對成熟有情的方便有詳細的分析及區分，特別是自利

及利他方面各有相配項，從不同角度令大乘行者了知所應採用的相應方法，此是

菩薩所應學處。) 

 

第五目 能成熟補特伽羅 

(0498a11)云何能成熟補特伽羅（paripācaka-pudgalāḥ）？謂略有六種菩薩，住

菩薩六地能成熟有情(此六種階位的菩薩皆有不同程度的能力成熟眾生，故是

「能成熟補特伽羅」。)： 

 

一者、勝解行菩薩住「勝解行地」，(「勝解」是於佛法有勝解，具有漏的聞思

修三慧，安住於「勝解行地」的階位，此位的菩雖然仍是凡夫，但已能引發加

行位的「順決擇分」四善根，即煖、頂、忍、世第一法的智慧。) 

 

二者、淨勝意樂菩薩住「淨勝意樂地」，(初地菩薩初得出世間無分別智，故名

「淨勝意樂地」，以能成就清淨殊勝的心境。) 

 

三者、行正行菩薩住「行正行地」，(包括第二地的增上戒住、第三地的增上心

住、第四地到第六地的三種的增上慧住、第七地的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總名

「行正行地」。從第二地開始直至第七地，第二地持戒，第三地修定，第四、

五、六地修慧，第七地中修無相有功用行，是故皆名「行正行地」。) 

 

四者、墮決定菩薩住「墮決定地」，(若能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名「墮決定地」，

此是第八地的菩薩，是決定不退轉的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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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者、決定行正行菩薩住「決定行正行地」，(第九地菩薩有法、義、辭、辯才

的四無礙解，名「決定行正行地」。) 

 

六者、到究竟菩薩住「到究竟地」。7(「究竟地」是第十地法雲地的菩薩，此

是菩薩修學的最高境界。) 

 

(按: 「能成熟補特伽羅」的六種菩薩及菩薩十二住的相配階位表列如下8：) 

 

 
六種菩薩 菩薩六地 菩薩十二住 成熟品位 

1 勝解行菩薩 勝解行地 勝解行住(1. 資糧位、2. 加行位) 下品成熟 

(盡第一僧祇) 

2 淨勝意樂菩薩 淨勝意樂地 極歡喜住(3. 初地)  

 

 

中品成熟 

(盡第二僧祇) 

   增上戒住(4. 二地) 

3 行正行菩薩 行正行地 增上心住(5. 三地) 

   增上慧住(6-8. 四至六地) 

   無相有功用住(9.七地) 

4 墮決定菩薩 墮決定地 無相無功用住(10.八地)  

上品成熟 

(盡第三僧祇) 

5 決定行正行菩薩 決定行正行地 無礙解住(11.九地) 

6 到究竟菩薩 到究竟地 最上成滿菩薩住(12.十地) 

 

住無種姓補特伽羅，於往善趣而成熟時，有數(多次)退轉(惡趣)、有數應作(修

善)。 

安住種姓補特伽羅，於往三乘而成熟時， 

無數(不會)退轉(若成就中品善根，不會造作十惡，故不會退轉到三惡道)、 

無數(不須)應作(若是上品善根成熟，得入涅槃或成就無上菩提，故不用再修。) 

 

  第六目 已成熟補特伽羅相 

云何已成熟補特伽羅相（paripāka-pudgala-lakṣaṇa）？(《瑜伽論記》卷 9：

「八義分別人相(特徵)：一、欲(意樂)。二、加行。三、(往或不往)惡趣。

                                                 
7《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1：此中勝解行，如攝論。即第一僧祇菩薩，以於四真諦理起決定勝解

故；以此文證決擇分善是第一僧祇，是勝解行位故。二者淨勝意樂者，即攝論云：增上意樂地，

今謂初地初得無漏意樂故名淨，不同於前勝解行地。三者行正行菩薩地，攝論云：第二地名增上

戒，第三地名增上心，第四地已下名增上慧，今謂七地以前二地以去，非初得無漏，不同初地，

非得、未得不退故，不同八地已去，已得無漏六度意樂，名行正行地 四者墮決定菩薩地者，以

攝論第四地以去，名增上慧地。八地以上名不退轉位，今此第八地菩薩，初得不退故，不同前後

位故，名墮決定，決定不退也。五者決定行正行者，此謂即第九地，非初不退故，非已得究竟故，

前地已得不退，今行、此行無漏觀相續住行不退，名墮決定行正行地，即攝論并十地，總云不退

轉菩薩也，亦名增上慧分。六者到究竟菩薩地者，謂第十地，隣側如來故。(大正 43，140b13-c2)。 
8 此圖為向瑞屏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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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盡多少)僧祇(asaṃkhya，阿僧祇的邊際)。五、(增上妙果增上福利
9
)

熾然(現前)。六、無動(不還不退、堅固昇進10
)。七、極善清淨(善清淨意樂

是初地始有的清淨境界)。八、覺品善法(三十七菩提分法)。」) 

 

◎謂諸聲聞先已串習諸善法故： 

△若時安住(勝解行地)下品成熟，爾時便有下品欲樂(意樂)、下品加

行，猶往惡趣，非於現法證沙門果，非於現法得般涅槃。 

△若時安住(淨勝意樂地)中品成熟，爾時便有中品欲樂、中品加行，

不往惡趣，於現法中證沙門果，非於現法得般涅槃。 

△若時安住(墮決定到究竟地)上品成熟，爾時便有上品欲樂、上品加

行，不往惡趣，於現法中證沙門果，即於現法得般涅槃。 

 

◎如說聲聞，獨覺亦爾。何以故？(聖)道與聲聞同種類故。 

而此獨覺與諸聲聞有差別者，謂住最後有、最後所得身，無軌範師，宿習

力故，修三十七菩提分法，究竟斷滅一切煩惱證阿羅漢，故名獨覺。 

 

◎若諸菩薩住「勝解行地」，名下品成熟； 

住「淨勝意樂地」，名中品成熟； 

住「墮決定」、「到究竟地」，名上品成熟。 

△若時菩薩住下品成熟，爾時便有下品欲樂、下品加行，猶往惡趣。

此盡第一無數劫邊際，熾然(增上妙果增上福利現前)11、無動(不還

不退、堅固昇進)
 12、極善清淨、覺品善法，當知一切皆未相應。 

△若時菩薩住中品成熟，爾時便有中品欲樂、中品加行，不往惡趣。

此盡第二無數劫邊際，熾然、無動覺品善法已得相應，極善清

淨(未得相應)、覺品善法未得相應。 

△若時菩薩住上品成熟，爾時便有上品欲樂、上品加行，不往惡趣。

此盡第三無數劫邊際，熾然、無動、極善清淨、覺品善法，

當知一切皆悉成就。 

今於此中，性淳厚(心性淳淨敦厚)故，極猛盛故(一切善法不由思擇，熾

盛現前，名極猛盛)，能有上品廣大果(受增上生)故，大勝利(成就無盡

威力神變神通)故，名為熾然。 

不轉(退)還故，不退墮故，常勝進故，名為無動(唯增無減)。 

菩薩地中最無上(非八地下有)故，當知說名極善清淨。  

 

 

                                                 
9 參見《菩薩地持經》卷 3，大正藏 30, 901b。 
10 同上。 
11 《菩薩地持經》卷 3，大正藏 30, 901b。 
12 《菩薩地持經》卷 3，大正藏 30, 9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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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已成熟補特伽羅的特徵可分為上、中、下品的成熟，三乘種姓各有三品

的優劣不同。表列如下：13) 

1 2 3 4

----

----

----

----

----

----

5 6 7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項 料簡 

第一目 品類差別 

◎當知此中，若「財攝受」所作成熟，若「神通引攝」所作成熟，若「隱密

說法」所作成熟，若「下品加行」所作成熟，若唯「聽聞」所作成熟。如

是五種所作成熟，若於長時修習彼法，尚為下品。況於少時修習彼法！ 

◎其餘一切成熟因緣所作成熟，當知皆有三品道理：謂若於彼下品修習〔而〕

成下成熟；中品修習〔而〕成中成熟；上品修習〔而〕成上成熟。 

 

此下、中、上三品成熟，當知一一復有三品： 

△於下品中有下下、下中、下上三品成熟； 

△於中品中有中下、中中、中上三品成熟； 

△於上品中有上下、上中、上上三品成熟。 

◎如是等類諸佛菩薩成熟有情，當知展轉差別道理有無量品。  

 

  第二目 自他差別 

(498c05)此中菩薩由前所說成熟因緣， 

◎為欲成熟自佛法故，精勤修集諸根成熟、善根成熟、智慧成熟、下品成熟、

中品成熟、上品成熟。 

◎又欲令他諸有情類補特伽羅乘三乘法而出離故、往善趣故，修集如是六種成 

熟。  

                                                 
13 此圖為向瑞屏所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