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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第三十七 

第五節  威力品 (Prabhāva-paṭala) 

＜威力品＞內容大意： 

1 略辯三種威力  

1.1聖威力(佛菩薩聖者) 

1.2法威力(六度勝法) 

1.3俱生威力(甚希奇法) 

2 廣開五種威力  

2.1 神通威力 

2.1.1神境智作證通(十八變、化為身、境及語) 

2.1.2隨念宿住智作證通 

2.1.3天耳智作證通 

2.1.4見死生智作證通 

2.1.5知心差別智作證通 

2.1.6漏盡智作證通。 

2.2 法威力 

2.2.1斷所對治相 

2.2.2資糧成熟相 

2.2.3饒益自他相 

2.2.4與當來果相 

2.3 俱生威力 

2.3.1堪忍大苦 

2.3.2 能辨樂利他事而領受苦 

2.3.3生覩史多天 

2.3.4下生人中 

2.3.5 般涅槃相 

2.4 共、不共諸聲聞獨覺威力 

2.4.1 不共 

2.4.1.1 微細 

2.4.1.2品類 

2.4.1.3 界 

2.4.2 共(所餘諸佛菩薩威力) 

3以三神變攝入三種神通威力 

3.1 神境神變攝入神境智通威力 

3.2記說神變攝入心差別智通威力 

3.3教誡神變攝入漏盡智通威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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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覺分持」的「所學處」中的第三處是＜威力品＞。內容主要是就廣略兩方面說明

佛、菩薩修行所得的神通威力。  

 

《瑜伽論記》卷 9：「前明真實，即證之境。既有所證，不可虛然(徒然、白費)，須乃成

熟有情，現大神變，令生信心，令得聖果。若諸菩薩自利利他，現大神通，修行正行，

求當證果。若諸牟尼(muni，寂默、賢人)，辨自佛事，起大悲心，運拔(濟)有情，現斯

威力，故名〈威力品〉。」 

 

正文 

第一項 略辨三種威力 

云何諸佛菩薩威力(491b)？當知略有三種： 

一者聖威力1，謂佛菩薩(八地以上)得定自在，依定自在，隨其所欲一切事成，2心調柔

故，善修心故，是名聖威力。 

二者法威力3，謂諸勝法有廣大果，有大勝利，是名法威力。此中法者，即是六種波羅

蜜多，所謂布施乃至般若。如是諸法有大威力，名法威力。 

三者俱生威力4，謂佛菩薩先(世)集廣大福德資糧，證得俱生甚希奇法，是名俱生威力。  

 

第二項 廣明五種威力 

又佛(491b)菩薩如是威力品類差別，復有五種：一者、神通威力5，二者、法威力，三者、

俱生威力，四者、共諸聲聞、獨覺威力6，五者、不共聲聞、獨覺威力7。 

  

  第一目 神通威力 

一、標列 

(491b27)云何諸佛菩薩神通威力？謂六神通8： 

一者、神境智作證通， 

二者、隨念宿住智作證通， 

三者、天耳智作證通， 

四者、見死生智作證通， 

五者、知心差別智作證通， 

六者、漏盡智作證通。 

是名神通威力。  

                                                 
1
 聖威力 ārya-prabhāva 

2
 參考《瑜伽師地論》卷 48(大正 30，560c13~561a16)。 

3
 法威力 dharma-prabhāva 

4
 俱生威力 sahaja-prabhāva 

5
 神通威力 abhijñā-prabhāva 

6
 共諸聲聞獨覺威力 śrāvaka-pratyeka-buddhair-sadhāra 

7
 不共聲聞獨覺威力 śrāvaka-pratyeka-buddhair-asadhāra 

8
 六神通，神境智 ṛddhiviṣya, 隨念宿住智 pūrvanivāsānusmṛti, 天耳智 divyam śrotra, 見死生智 

cyutyupapāda-dsrśana, 知心差別智 cetaḥ-paryāya, 漏盡智 āśrava-kṣaya 

../Users/Cult-03/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895&B=T&V=42&S=1828&J=9&P=&246014.htm#0_3
../Users/Cult-03/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895&B=T&V=42&S=1828&J=9&P=&246014.htm#0_3
../Users/Cult-03/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895&B=T&V=42&S=1828&J=9&P=&246014.htm#0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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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隨釋 

(一)、佛菩薩神境智通 

(491c03)云何諸佛菩薩神境智通？ 

謂佛菩薩神境智通，略有二種：一者、能變通9，二者、能化通10
(依質轉換名之

為變，無中忽現名之為化。化心通善及與無記。若為利他化是善，汎爾 [一般的]

起化但是無記，而諸佛變化一切是善。)如是二種品類差別各有多種。 

 

1、能變神境智通品類及釋義 

云何能變神境智通品類差別？謂十八變：一者、振動11，二者、熾然，三者、

流布，四者、示現，五者、轉變，六者、往來，七者、卷，八者、舒，九者、

眾像入身，十者、同類往趣，十一者、顯，十二者、隱，十三者、所作自在，

十四者、制他神通，十五者、能施辯才，十六者 能施憶念，十七者、能施安

樂，十八者、放大光明。如是等類皆名能變神境智通。 

 

（1） 振動者，謂佛菩薩得定自在，心調柔故，善修心(定)故，依定自在普能

振動寺（廟）館（客舍）舍宅、村邑聚落、城郭(城是内城的墙,郭是外

城的墙。即城邑)國土、那落迦（naraka 地獄）、傍生（傍行之生類，「旁」

是不正之意，因為稟性愚痴，行為不正，感得不正之生。舊譯為「畜生」）

世界、祖父世界(餓鬼)、人世界、天世界、一四大洲(南贍部洲、東毘提

訶洲、西瞿陀尼洲、北拘盧洲)、一千世界(小千世界)、二千世界(中千

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百三千大千世界、千三千大千世界、

百千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量無數三千大千世界皆能振動。是名振動。 

 

《瑜伽論記》卷 9：「如《大毘婆沙論》說：劫初時人，其性淳直，後漸澆(音嬌)薄(不淳

朴敦厚)。遂有一人先作盜業，初生鬼道。由先生故，故名祖父。 

 

(1) 小千世界，指由一千個日輪、一千個月輪、一千個蘇迷盧山、一千個南贍部洲、一

千個東毘提訶洲、一千個西瞿陀尼洲、一千個北拘盧洲、一千個四大王眾天、一千

個忉利天、一千個夜摩天、一千個兜率天、一千個化樂天、一千個他化自在天，及

一千個梵世間（初禪天）總括歸屬於一起，名為「小千世界」。 

(2) 中千世界，由一千個小千世界集成，名為「中千世界」。 

(3) 大千世界，由一千個中千世界集成，名為「大千世界」。 

結合小千、中千及大千這三種「千世界」，稱為「三千大千世界」。 

 

                                                 
9
 能變通 pariṇāmikī 

10
 能化通 nairmāṇikī 

11
 振＝震【宋】【元】【明】【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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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熾然(猛烈明亮)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從其身上發猛焰火，於其身下

注清冷水；從其身下發猛焰火，於其身上注清冷水。入火界定(現火界

相的禪定)，舉身洞12然13
(明亮、光明)；遍諸身分出種種焰，青黃赤白

紅紫碧綠頗胝迦(sphaṭika、水精、頗梨)
14色。是名熾然。 

 

《中阿含經》卷十一〈頻鞞娑邏王迎佛經〉云︰「尊者鬱毗羅迦葉入火定已，

身中便出種種火焰，青黃赤白中水精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

下身出水。」（大正 1‧497c） 

 

（3） 流布(流動遍滿)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流布光明遍滿一切寺館舍宅，

乃至無量無數世界無不充滿，如前振動(乃至無量無數三千大千世界皆

能振動)。是名流布。 

 

（4） 示現(顯示、顯現)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如其所樂，示彼一切諸來會眾

沙門（śramana）、婆羅門（brāhmaṇa）； 

聲聞、菩薩； 

天、龍、 

藥叉(yakṣa、夜叉，意思是捷疾，即止住地上或空中具威勢之鬼類)、 

健達縛(gandharva、乾闥婆、意譯為食香、尋香行，樂神)、 

阿素洛(asura、阿修羅、非天，是以戰鬥為事之一類鬼類)、 

揭路荼(garuḍa、伽樓羅、金翅鳥)
15、 

緊捺洛(kiṃnara、緊那羅、人非人、由於頭上長一角，似人非人，似天非

天，令人疑惑不定，故又名疑神)、 

牟呼洛伽(mahoraga、莫呼洛伽，為大蟒神，其形是人身蛇首)、 

人、非人等，令悉現見下諸惡趣、上諸人、天。(目的是使與會大眾了解

五趣流轉的有漏世界)。 

 

復令現見諸餘佛土，及於其中諸佛菩薩，乃至超過殑伽(Gaṅgā、恒河)沙

等諸佛國土種種名聲所表佛土，及彼土中某名如來，悉令現見，亦為宣

說彼佛土名及如來名。齊(從)彼至此，若復(超)過彼諸佛(示現)國土(界限)

及諸如來，隨其(眾生)所欲(希求)乃至所欲(現見更多的佛土)，皆令現見，

亦為宣說(目的是使與會大眾於清淨佛國生起往生的希願心)。是名示現。 

 

 

                                                 
12

 洞＝烱【宋】【元】【明】【宮】 
13

 《漢語大詞典》第 7 卷，p.51。炯然：明亮貌。光明貌。 
14《一切經音義》卷 72：古譯云頗黎，似水晶又非水晶，然亦其類。(大正 54，773 c10)。 
15

 荼＝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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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轉變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 

△若於其地起水勝解(信解、殊勝之瞭解)，即令成水如實(將地變成水的時

候，能如實受用水)，非餘(不是其餘的火或風)。 

火、風勝解亦復如是。 

若於其水起地勝解，即令成地如實，非餘。火、風勝解亦復如是。 

若於其火起地勝解，即令成地如實，非餘。水、風勝解亦復如是。 

若於其風起地勝解，即令成地如實，非餘。水、火勝解亦復如是。 

若於一切(地水火風)起餘(色、香、味、觸等)勝解，即隨勝解如實，非

餘。 

 

《瑜伽論記》卷 9：「如何變水成火？只可水質滅火質別生，於中堪為變用。其以

佛威力故令火中亦有溫性，而以溫性即為火體。 

 

若隨法相(唯識)道理，其地各從一切眾生地種子生。雖同一處，隨種各別，並是有

漏。 

即於此處，諸佛見地，地是無漏，自從諸佛無漏種生。 

欲令眾生得水用，即以妙觀(察)智擊(大)圓鏡智，令地(種)不起，令水種生水。水是

無漏，以此為緣，能令眾生地滅水生，故名為變。 

 

故《攝論》云：由觀行人識為增上緣，餘人(自)識(內色法種子為因緣)變地成水等(而

成實事)。亦可此據唯識理門。」 

 

△如於大種互相轉變，色、香、味、觸當知亦爾。 

若於草葉、牛糞、泥等起於飲食、車乘、衣服、嚴飾、資具、種種塗香

(以旃檀等香擣成粉末，和水調之，用塗其身)、華鬘勝解，即隨勝解如

實，非餘。 

若於沙石、瓦礫等物起於末尼(maṇi、摩尼)、真珠、琉璃、螺貝、壁16
(璧)

玉、珊瑚勝解，即隨勝解如實，非餘。 

若於諸山、雪山王等起金勝解，即隨勝解如實，非餘。 

若於一切起餘勝解，即隨勝解如實，非餘。 

△若於好色有情起惡色勝解；於惡色有情起好色勝解；於俱非(非好色非

惡色)有情起好色、惡色勝解；於俱(亦好色亦惡色)有情起俱非勝解，即

隨勝解如實，非餘。 

如於好色、惡色，於具支節、不具支節及肥、瘦等，當知亦爾。 

〔 結 〕 如 是 於 餘 所 有 自 相 (sva-lakṣaṇa ， 自 身 獨 有 的 性 質 ，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可變色物起餘勝解，皆隨勝解一切轉變如實，非餘。是名

轉變。 

                                                 
16壁＝璧【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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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往來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隨其所樂於諸牆壁、山石等中，縱身往來，

無有滯礙。廣說乃至往於梵世，乃至上至色究竟天，還來無礙。 

或復傍於無量無數三千大千世界，若往、若來皆無滯礙。 

或運麁重四大種身，或於遠處作近勝解，或如意勢(像心念的速度)速疾往

來。 

〔結〕是名往來。 

 

（7）（8）卷、舒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能卷一切雪山王等如一極微，舒一

極微令如一切雪山王等。是名卷、舒。 

 

（9）眾像入身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能以種種現前大眾，及以一切村邑、

聚落、草木、叢林、諸山、大地一切色像內己身中，令諸大眾各各自知

入其(諸佛菩薩)身內。是名眾像入身。 

 

《華嚴經》卷 80: 「爾時，善財童子觀普賢菩薩身，相好肢節，一一毛孔中，

皆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海；一一剎海，皆有諸佛出興于世，大菩薩眾所共圍

遶。……時善財童子又見自身在普賢身內，十方一切諸世界中教化眾生。善

財童子於普賢菩薩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

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所有邊際。」 

（10）同類往趣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或能往趣剎帝利眾(國王)，同其色類(相

同的長相)，如彼形量(身形高度)，似彼言音(方言話語)；彼若以此名如

是義(境)，亦即以此名如是義；彼不以此名如是義，亦不以此名如是義； 

然後為其演說正法，示現(與善法相應的真實道理)、教導(戒律的正行)、

讚勵(稱讚策勵，令其不生退屈)、慶慰(如實讚悅精進眾生，令其歡喜)。

化事既終，欻然(忽然)隱沒；沒後時眾迭相顧言：「不知沒者天耶？人

耶？」 

 

如能往趣剎帝利眾，如是往趣婆羅門眾、若沙門眾、若長者眾、若居士

眾、四大17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覩史多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

天、梵眾天、梵先益天(梵前益天，在大梵前作饒益輔助故)、大梵天、

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無雲天、福

生天、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當知亦

爾。 

〔結〕是名同類往趣。 

 

 

                                                 
17

 大＝天【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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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隱、顯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於大眾前百度(百次)、千度(千次)

或過於是隱沒自身；復令顯現。是名隱、顯。 

 

（13）所作自在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普於一切諸有情界往、來、住等所作

事中，皆自在轉(作種種事)。令去即去，令住即住，令來即來，令語即語。

是名所作自在。 

 

（14）制他神通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能制伏他所現神通。 

△如來神通普能制伏其餘一切具神通者所現神通，如其所欲令事成辦。 

△究竟菩薩一生所繫(一生補處，如現住覩史多天的彌勒菩薩)，或最後有

(已生欲界，即此身成道。此身為生死身之最後有，故名最後身)所有神

通，除諸如來、等類菩薩(與究竟菩薩同等功德的菩薩)，悉能制伏其餘

一切具神通者所現神通。 

△諸餘菩薩所有神通，除入上地(境界比較高)、(功德道力)等類菩薩，悉

能制伏其餘(比自地境界低的)一切具神通者所現神通。 

是名制他神通。 

 

（15）能施辯才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若諸有情辯才窮盡，能與辯才。是名

能施辯才。 

 

（16）能施憶念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若諸有情於法失念，能與憶念。是名

能施憶念。 

 

（17）能施安樂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說正法時與聽法者，饒益身心輕安之

樂，令離諸蓋(貪欲、瞋恚、昏沉睡眠、掉舉惡作、疑)，專心聽法，(神

通是)暫時方便而非究竟(依自力除掉五蓋)。 

又令諸界(地水火風四大)互相違變(化)18能為損害、非人(鬼神)所行、災

癘(災害瘟疫)、疾疫皆得息滅。 

〔結〕是名能施安樂。 

 

（18）放大光明者，謂佛菩薩依定自在，以神通力身放光明， 

△或有一光往十方面無量無數諸世界中，令惡趣等一切有情息彼眾苦； 

△或有一光往諸天界，令大威德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

荼、緊捺洛牟、呼洛伽等住自宮中，(天龍八部)蒙光覺悟，皆來集會； 

△或有一光往十方面無量無數諸世界中，令住他方世界菩薩蒙光覺悟，

皆來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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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反【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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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以要言之，諸如來等能放無量無數品類種種光明，能作無量無數

世界〔的〕無量無數諸有情類〔的〕無量無數利益之事。是名放

大光明。 

〔結〕當知如是一切能變神境智通品類差別，一一分別無量無數。由此神

通能轉(變)所餘有自性物(一物的自身特性，如地大以堅為性)令成餘

物(水大以濕為性等)，故名能變神境智通。  

 

十八變的內容簡列如下: 

 

1 振動/震動 普動一切世界。 

2 熾然 身上出猛燄之火，身下注清冷之水，又入火界定，由身上各處復出種

種火燄。 

3 流佈/遍滿 光明流佈 

4 示現/顯示 隨順沙門、婆羅門等一切與會大眾之所欲而示現佛土、惡趣。 

5 轉變 轉變火為水，轉變水為火，乃至轉變草葉、牛糞、泥、沙石、瓦礫等

為飲食、車乘、衣服、摩尼珠、琉璃等。 

6 往來 隨其所欲，速疾往來於山石牆壁等，乃至於三千大千世界中而一無障

礙。 

7 卷 能縮卷一切雪山王等，成為極微之小物。 

8 舒 能將一個極微舒展成一切雪山王等極大之物體。 

9 眾像入身 能令現前大眾乃至諸山、大地等一切色相入於己身之中。 

10 同類往趣 能往趣剎帝利眾、婆羅門眾乃至諸天等，同其色類、形量、言音而為

其演說正法。 

11 顯 於大眾之前，百度、千度自在顯現其身。 

12 隱 能百度、千度自在隱沒其身。 

13 所作自在 於一切有情界，往來去住，自在無礙。 

14 制他神通 能制伏他人所現之神通。 

15 能施辯才 若眾生之辯才窮盡時，能給與辯才之力。 

16 能施憶念 若眾生於法失念時，能給與憶念之力。 

17 能施安樂 能給與聽法者饒益身心輕安之樂，又能息滅諸界之災癘疾病等障難。 

18 放大光明 以神通力，放無量光明，作諸佛事，給予眾生無量之利益。 

 

2、能化神境智通品類及釋義 

1)、總標 

◎(493a13)云何能化神境智通品類差別？謂若略說，無事而有(從無而有)，是

名為化(於無物處忽然現物)。能以化心，隨其所欲，造作種種未曾有事，

故名能化神境智通。 

◎此復多種，或（1）化為身及（2）化為境，或（3）化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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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辨 

（1）（2）或化為身及化為境者： 

△化似自身(阿彌陀佛於光中化佛無數億)或不相似。 

又所化身，若自、若他，或似、不似，(似自身或不似，為二化；似

他身或不似，為二化。) 

(此四種化)唯能化作與根相似(的)根所依處(扶根塵)，而非實根(地水火

風四大組成的眼、耳、鼻、舌、身五淨色根，是名實根，能夠取境發

識，取色聲香味觸境，這是由業力成就的異熟果，但化身不是業力所

成)。 

 

△復能化作相似境界，謂飲食等，末尼、真珠、琉璃寶等，所有色、香、

味、觸所攝外資生具(滋養生命的資具)。若彼(所化境界)相似(可能很

相似)、若異(或有所不同)於彼，隨其所欲，一切能化(現出來)。 

 

△又所化身與己同類，非一眾多種種差別， 

或作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洛伽色

像； 

或作人、傍生、鬼、那洛迦(naraka 地獄)色像； 

或作聲聞、獨覺、菩薩、如來色像。 

 

△若所化身與菩薩身極相似者，名所化身與自(容顏相貌)相似(如觀音菩

薩化作千手觀音、送子觀音等)。 

若不爾者，名所化身非自相似。 

 

△又所化身與他同類亦有多種。 

 

△若作天身與彼天身(天人的身相)極相似者，名所化身與他相似。 

若不爾者，名所化身非他相似。 

如作天身，乃至佛身當知亦爾。 

 

釋疑 

云何此中化作多身？ 

謂佛菩薩於十方面無量無數諸世界中，一時化作種種形類，能為無量

無數有情作利益事。 

如是所化種種形類，於中或有諸佛菩薩雖滅度後，由住持力而故隨轉

(如須扇多佛，Suśānta，意譯甚淨，成道後以弟子未成熟，不久即入

涅槃，而更留一化身一劫，說法度人)； 

或有暫時作利益已，化事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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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佛菩薩或作化事，唯令眾生覩見而已，如幻所作不堪受用； 

或復化作飲食、衣服、末尼、真珠、琉璃、螺貝、壁玉、珊瑚、車乘

等事與實無異，如是所作財食眾具，令諸眾生常得受用。 

〔結〕是名化身及化境界。 

 

（3）或化為語者，或有化語妙音相應；或有化語廣音具足； 

或有化語繫屬於自(或所化語是自己的言語)；或有化語繫屬於他(或所

化語是他人的言語)；或有化語無所繫屬(不屬自也不屬他，如空中化

聲)； 

或有化語宣說正法言詞所攝；或有化語誨責放逸言詞所攝。 

 

△妙音相應者，謂佛菩薩所說化語，其聲深遠如雲雷音(猶如雲層雷音)，

其聲和雅如頻迦(迦陵頻迦，kalaviṅka、美音鳥、妙聲鳥、音聲清婉

和雅)音，能感眾心，甚可愛樂。 

又此化語圓上(圓滿高上)、微妙、顯了、易解、樂聞、無逆、無依、

無盡。(此顯八種語具圓滿，如〈聲聞地〉卷 25 所說。) 

 

1 圓上  成就最上首語 以證得涅槃、無上菩提為目的 

2 微妙 極美妙語 音聲清美 

3 顯了 甚顯了語 淺顯清楚易懂 

4 易解 易悟解語 容易領悟理解 

5 樂聞 樂欲聞語 喜歡故想再聽 

6 無逆 無違逆語 說法適量，不會過猶不及 

7 無依 無所依語 無有希求、純為利益有情 

8 無盡 無邊際語 辯才無礙，宣說法義無量無邊 

 

△廣音具足者，謂佛菩薩所說化語其聲廣大，隨其所樂無量種類，天、

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洛伽；聲聞、菩

薩；人、非人等無量眾會，一踰繕那（yojana、由旬，十六里或四十

里，意思是廣大範圍）皆悉充滿(於廣大範圍裏音聲都能充滿)，以妙

圓音隨類遍告。 

又隨所樂小千世界、二千世界、三千世界，乃至十方無量無數諸世界

中，若近、若遠所有眾會，以妙圓音隨類遍告(「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於此聲中出種種音，為諸眾生，說種種法，

隨其所應，各得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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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屬於自者，謂佛菩薩所說化語，於(所)化自身(發)出種種音，宣說

正法，誨責放逸。 

 

△繫屬於他者，謂佛菩薩所說化語，於化(現成其)他(有情)身宣說正法，

誨責(教誨呵責)放逸， 

 

△無所繫屬者，謂佛菩薩所說化語，或於空中(現出聲音)，或於所化非

情法上(如向石頭)而有所說(而頑石點頭)。 

 

△宣說正法言詞所攝者，謂佛菩薩所說化語，開示正理，令諸愚癡於種

種法皆得悟解。 

 

△誨責放逸言詞所攝者，謂佛菩薩所說化語，為不愚癡獲得淨信而放逸

者責其放逸，令生慚愧；誨不放逸，令勤修學。 

 

3)、小結 

如是所說眾多化事略有三種：化身、化境及以化語。當知如是一切能化神境

智通品類差別，一一分別無量無數。 

〔結〕如是二種諸佛菩薩神境智通能辦二事： 

一者、示現(顯示、顯現)種種神通，引諸眾生入佛聖教。 

二者、示現種種神通，惠施無量受苦眾生眾多品類利益安樂。 

 

      (二)、宿住隨念智通 

1、辨差別 

云何諸佛菩薩隨念宿住智通？ 

    1)、於如是處 

◎謂佛菩薩以宿住智，自能隨念己之宿住，曾於如是有情類中我如是名，如

經19廣說。亦能隨念他諸有情身等一切品類差別，如自隨念己事無異。 

◎又能令他得宿住智，能自隨念前際(過去生)所經若自、若他身等一切品類

差別，曾於如是有情類中，我如是名，乃至廣說。 

◎如是有情轉復令他得宿住智，能自隨念一切宿住，如前無異，如是展轉令

憶宿住，皆如自己。 

    2)、於如是類 

於現法(現世的生命)中，又能隨念諸微細事，所有一切若少、若多、先所造

作、先所思惟，皆無忘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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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阿含經》卷 40 (大正 01，6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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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如是量 

◎又能隨念無間剎那，次第所作無間斷故。(《瑜伽論記》卷 9：「此從老時

向前逆尋，若色若心念念無間次第皆知，亦可能知過去劫數念念剎那。」) 

◎又能隨念有(度)量有(計)數宿住差別，所知時劫可算數故。 

◎又能隨念無(度)量無(計)數宿住差別，所知時劫不可數故。 

 

  2、結要義 

以要言之，此宿住智於如是處、於如是類、於如是量，隨其所欲皆無礙轉。如

是名為諸佛菩薩隨念宿住所攝威力。 

 

3、明作業 

◎又由隨念宿住智故，憶念本生(憶念佛過去生的事跡，如捨身飼虎、割肉喂

鷹)，為諸有情開示先世種種品類第一希有菩薩所行、難行、苦行，令於佛

所生淨信故，起恭敬故，令於生死深厭離故。 

◎又由此智憶念本事（弟子們過去生的事），為諸眾生開示種種先世相應業果

異熟，為令妄計前際常論(可以回憶四十劫的成住壞空，因此執著我及世間

是常的邪見)、一分常論〔的〕常見眾生破常見故(如主張梵王是常，眾生是

無常)。  

 

       (三)、天耳智通、死生智通 

  1、天耳智通 

云何諸佛菩薩天耳智通？謂佛菩薩以淨天耳，能於種種天聲、人聲、聖聲、

非聖聲、大聲、小聲、辯聲、非辯聲、化聲、非化聲、遠聲、近聲，皆悉得

聞。 

◎聞天聲者， 

△若不作意，下從欲界上至色究竟宮，其中受生諸有情類種種音聲皆悉能

聞。 

△若作意時，過是已上諸世界聲皆亦能聞。 

◎聞人聲者，遍於一切傍四大洲受生有情種種音聲皆悉能聞。 

◎聞聖聲者，於諸如來、聲聞、獨覺及諸菩薩，若從彼聞展轉為餘諸有情類

宣說種種示現、教導、讚勵(讚歎鼓勵)、慶慰(慶賀安慰)、勸修諸善、

勸捨諸惡所有音聲皆悉能聞。 

又，於一切無染污心，受持讀誦，論議決擇，無倒諫誨，為作憶念，教授

教誡，及餘所有善言善說，能引義利種種音聲皆悉能聞。 

〔結〕如是等類名聞聖聲。 

◎聞非聖聲者，於諸有情虛妄（不誠實語）、離間（語）、邪綺（沒有義利

不正經的話語）、麁獷（語、惡口）、生下惡趣、生上天趣、生傍〔趣〕、

人趣種種音聲，皆悉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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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大聲者，謂於大眾生聲、大集會聲、聲種種苦具所逼切聲、大號哭聲、

相呼召聲（有情彼此呼喚聲）、大雷吼聲、諸螺貝聲、諸鼓角等種種音聲，

皆悉能聞。 

◎聞小聲者，下至耳語諸微細聲，皆悉能聞(「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

虧心，神目如電。」)。 

◎聞辯聲者，於義易了種種音聲，皆悉能聞。 

◎聞非辯聲者，於義難了種種音聲，謂達羅弭荼(Drāviḍa、僧伽羅國，即師

子國、錫蘭島、斯里蘭卡)種種明呪(有神驗的呪語)
20、風鈴、樹響、鸚鵡、

鸜(音渠)
21鵒(音欲、俗稱八哥)、百舌(又叫反舌，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

以效百鳥之鳴，故謂百舌。體形像八哥但比它小)、鸝(音厘)黃(黃鶯)22、命

命鳥(共命鳥、一身二首，鳴聲優美)等，所出音聲，皆悉能聞。 

◎聞化聲者，謂於一切得心自在具神通者，依神通力所化音聲，皆悉能聞。 

◎聞非化聲者，謂於種種異彼(種種不是神通力變化出來的)音聲，皆悉能聞。 

◎聞遠聲者，除佛菩薩所住聚落、城邑等中所有音聲，於餘乃至無量無數世

界中聲，皆悉能聞。 

◎聞近聲者，聞所除聲(除了遠的以外的音聲)。 

 

        2、死生智通 

云何諸佛菩薩見死生智通？ 

◎謂佛菩薩以超過人清淨天眼，見諸有情死時(臨欲終沒)、生時(住在中有)，

妙色(中有如鮮白衣及晴明夜)、惡色(中有如黑羺[音耨、黑色的胡羊]光及

陰闇夜)、若劣(往惡趣)、若勝(往善趣)，及於後際生已(下一生受生以後)，

增長諸根成熟身〔的〕諸所作善、惡、無記差別而轉。 

◎又現見知諸光明色、諸微細色、諸變化色、諸淨妙色，下至無間(地獄)，

上至(第四禪天)色究竟宮，不由作意皆能見知。 

若作意時，能見上下無量無數餘世界色，亦能見傍無量無數諸世界中一切

諸色，乃至能見彼彼佛土、彼彼如來安坐彼彼異類大會(不同的大法會)，

宣說正法，顯然無亂。  

 

3、明二通作業 

◎(494b24)又佛菩薩以淨天眼，普見十方無量無數諸有情類身之所作淨、不淨

業。既見彼已隨其所應，隨其所宜，施作種種利益安樂。 

 

 

                                                 
20《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1：達羅弭荼明呪者，謂僧伽羅國，即師子國。有呪號達羅弭荼，即呪中之大

呪明有神驗。(大正 43，139a25-27)。 

21鸜ㄑ
ㄩ
ˊ＝鴝ㄑ

ㄩ
ˊ【宋】【元】【明】【宮】 

22黃＝鷜ㄌ
ㄡ
ˊ【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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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淨天耳，普聞十方無量無數諸有情類語之所作淨、不淨業，既聞彼已，隨

其所應，隨其所宜，施作種種利益安樂。 

◎是名略說諸佛菩薩天眼、天耳之所作業。  

 

      (四)、他心智通 

云何諸佛菩薩知心差別智通？ 

 

1、辨差別 

1)所知心 

◎謂佛菩薩以他心智，遍知十方無量無數諸世界中他有情類，若有纏(現行)

煩惱心，若離纏煩惱心，若有隨縛(相縛、隨逐繫縛)、有隨眠(麁重縛、煩

惱種子隨逐有情，眠伏藏識)煩惱心，若離隨縛、離隨眠煩惱心。 

◎又遍了知有染 (欲求：欲界的色聲香味觸；有求：貪愛色界及無色界的禪

定寂靜樂)心、邪願(邪梵行求)心，謂諸外道心及有愛染心。 

又遍了知無染心、正願心(求證涅槃及無上菩提)，謂與上相違心。 

◎又遍了知劣心，謂生欲界諸有情類，下至一切禽獸等心。 

又遍了知中心，謂生色界諸有情類諸所有心(已離欲界的欲、恚、害及十

惡業)。 

又遍了知勝心，謂生無色界諸有情類諸所有心(定力更深，遠離色界欲，

解脫色法的繫縛)。 

◎又遍了知樂(受)相應心、苦(受)相應心、不苦不樂(受)相應心。 

 

2)能知智 

◎又能以一知他心智，於一有情， 

如是所有(有纏煩惱心，離纏煩惱心)、 

如是體性(有隨縛有隨眠煩惱心，離隨縛離隨眠煩惱心)、 

如是品類(有染心、邪願心；無染心、正願心)、 

如是行相(劣心、中心、勝心)、 

如是分齊〔的〕心起現前(樂相應、苦相應及不苦不樂相應心)， 

於一念頃並如實知。 

◎又能以一知他心智，於多有情如是所有、如是體性、如是品類、如是行相、

如是分齊〔的〕心起現前，於一念頃並如實知。 

 

2、明作業 

又佛菩薩，此他心通知諸有情諸根勝劣(信等五根成軟中上品)；知諸有情種種

勝解(差別)；知諸有情種種界行(有情的種性、或貪、瞋、薄塵等心行差別)，23，

隨其所應，能正安處趣涅槃宮種種正行。當知是名此所作業。  

                                                 
23

 界行 dhātu-rac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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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漏盡智通 

云何諸佛菩薩漏盡智通？ 

 

1、辨差別 

◎謂佛菩薩如實了知煩惱盡得(究竟解脫，聲聞種性、緣覺種性、如來種性畢

竟清淨)，如實了知若自、若他於諸漏盡已得、未得(滅諦)；如實了知若自、

若他所有能得漏盡方便(斷煩惱的方法，如不淨觀等)；如能如實了知方便(道

諦)；於非方便(苦集諦)亦如實知。 

◎如實知他於漏盡得有增上慢；如實知他於漏盡得離增上慢。 

2、顯最勝 

又諸菩薩雖能如實了知一切漏盡功德，能證方便而不作證。是故菩薩於有漏事

(有力量可以降伏貪瞋癡)及與諸漏不速捨離(留惑潤生，再來人間受生度眾)，

雖行種種有漏事中而不染污。如是威力，於諸威力最為殊勝。 

  3、明作業 

又佛菩薩由漏盡智自無染污，亦善為他廣分別說〔而破〕壞增上慢。當知是名

此所作業(業用)。  

   

第二目 法威力 

云何法威力？謂布施威力乃至般若威力。此布施等諸法威力，應知一一略有四相(特

徵)： 

一者、斷所對治相(六度各有斷除所對治的煩惱相)， 

二者、資糧成熟相(六度能積集自己福智的資糧，作菩提資糧[bodhi-saṁbhāra, 

provisions essential to enlightenment]，也能以布施、愛語、利行、同事攝等成熟有情)， 

三者、饒益自他相， 

四者、與當來果相(來生會得到殊勝的果報)。 

 

  1、布施四相 

布施四相者， 

◎謂諸菩薩修行惠施，能斷慳悋，施所對治。是名第一。 

◎即此惠施能作自己菩提資糧，亦即能作布施攝事成熟有情。是名第二。 

◎施(前)先意悅，施時心淨，施已無悔，於三時中心常歡喜，以自饒益；亦能除

他飢渴、寒熱、種種疾病、所欲匱乏、怖畏眾苦，以饒益他。是名第三。 

◎於當來世在在生處，恒常富樂、得大(官)祿位、得大財寶、得大朋黨(朋友都是

有勢力者)、得大眷屬。是名第四。 

是名布施威力四相。此外，無有若過、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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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戒四相 

持戒四相者， 

◎謂諸菩薩受持清淨身、語律儀，能斷犯戒，戒所對治。是名第一。 

◎即所受持清淨尸羅(śīla)，能為自己菩提資糧，亦即能作同事攝事成熟有情。是

名第二。 

◎受持淨戒，捨離犯戒為緣所生〔的〕怖畏、眾罪、怨敵等事，寢寤安樂，以自

饒益。又，由淨戒、無悔、歡喜乃至心定，以自饒益；受持淨戒，不損惱他，

普施一切有情無畏，以饒益他。是名第三。 

◎由是因緣，身壞已後，(當來世)生於善趣天世界中。是名第四。 

是名持戒威力四相。此外，無有若過、若增。 

 

3、忍辱四相 

忍辱四相者， 

◎謂諸菩薩修行忍辱，能斷不忍，忍所對治。是名第一。 

◎即此忍辱能作自己菩提資糧，亦即能作同事攝事成熟有情。是名第二。 

◎由此忍辱濟拔自他大怖畏事(若不堪忍，自興怨害，報復於他，引生眾苦現前，

故能為當來大苦因處，是名大怖畏事。若能堪忍，便得出離，是名濟拔)，饒

益自他。是名第三。 

◎由是因緣，能令菩薩於當來世無多怨敵(無怨憎會)、無多離隔(無愛別離)、無

多憂苦。24
 於現法中，臨命終時心無憂悔，身壞已後生於善趣天世界中。是

名第四。 

是名忍辱威力四相。此外，無有若過、若增。 

 

4、精進四相 

精進四相者， 

◎謂諸菩薩住勤精進，能斷解怠，精進所治。是名第一。 

◎即此精進能作自己菩提資糧及所依止，亦即能作同事攝事成熟有情。是名第二。 

◎勤精進故得安樂住，不為一切惡不善法之所雜亂，後後所證轉勝於前，倍生觀

喜，以自饒益。勤修善品，不以身語損惱於他，令他發生精進樂欲，以饒益他。

是名第三。 

◎由此因力，於當來世愛樂殊勝〔的〕士夫(個人)功業。是名第四。 

是名精進威力四相。此外，無有若過、若增。 

 

 

 

 

                                                 
24《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1：無多怨敵，謂怨憎會。無多離隔，謂愛別離。無多憂苦，謂因怨會親離所

生憂苦。 (大正 43，139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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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靜慮四相 

靜慮四相者， 

◎謂諸菩薩入靜慮時， 

能斷煩惱(入初靜慮離欲、恚、害)、 

語言尋伺(第二靜慮離諸尋伺) 、 

喜(第三靜慮出離於喜)、 

樂(第四靜慮出離於樂)、 

色(空無邊處出離於色) 、 

想(滅盡定出離於想)等隨煩惱。 

靜慮所治，是名第一。 

◎即此靜慮能作自己菩提資糧及所依止，亦即能作同事攝事成熟有情。是名第二。 

◎現法樂住，以自饒益，其心寂靜、最極寂靜〔而〕遠離貪愛。 

於諸有情無損、無惱，以饒益他。是名第三。 

◎由此因緣，智得清淨，能發神通，於當來世生淨天處(五淨居天)，得靜慮果。

是名第四。 

是名靜慮威力四相。此外，無有若過、若增。 

 

6、般若四相 

般若四相者， 

◎謂諸菩薩具足妙慧，能斷無明，慧所對治。是名第一。 

◎即此般若能作自己菩提資糧，能以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攝事成熟有情。是

名第二。 

◎於所知事如(真實)義覺了，能引廣大清淨歡喜，以自饒益。 

普為有情稱理說法，令其獲得現法、當來利益安樂，以饒益他。是名第三。 

◎由是因緣，攝諸(信進念定慧種種的)善根能正所作，於當來世能證二障離繫：

謂煩惱障離繫及所知障離繫。是名第四。 

是名般若威力四相。此外，無有若過、若增。 

〔結〕是名法威力。  

   

第三目 俱生威力 

云何諸佛菩薩俱生威力？ 

 

一、堪忍大苦 

謂性能憶念諸本生事，為欲利益諸有情故，不由思擇，於極長時種種猛利無間大苦，

悉能堪忍。 

 

二、能辨樂利他事而領受苦 

為欲利益諸有情故，欣樂領受能辦有情利益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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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覩史多天 

為欲利益諸有情故，上生第四覩史多天(Tuṣita 兜率天)。盡覩史多壽量而住(壽量有

四千歲。人間四百歲是兜率天的一日一夜，所以 400 X 30 X 12 X 4000 = 576,000,000，

相當於人間五億七千六百萬年)，有三勝事映(遮蔽)
25彼受生諸天子眾(的功德)：一、

(盡)天壽量(而無中夭)
26，二、天形色(殊勝身高容貌光明等形狀)，三、天名稱(名稱

普聞)。 

 

四、下生人中27
 

(一)、辨相(八相成道) 

◎將欲下生入母胎時，放大光明普照世界。 

◎於降母胎入、住、出位，皆正了知。 

◎既出胎已，即於地上，不待扶侍而行七步，自稱德號。 

於初生時，有大威德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

洛伽等，散以種種天妙華香，持天伎樂、上妙衣服、幢幡、寶蓋、殊勝供具

而為供養。 

◎又以無上三十二大丈夫相等莊嚴其身。 

◎住最後有最後生中，一切怨敵、一切魔軍、一切災橫不能侵害；坐菩提座，以

慈定力摧伏眾魔；一一支節皆悉備足那羅延(Nārāyaṇa，又名金剛力士，由福報

所感生的自然強大力量)力28。 

◎於稚童時不由習學，自然善巧，於諸世間工巧業處疾疾能入。 

◎無師自然獨處三千大千世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索訶(sahā、娑婆)
29界主大梵天王自然來下慇懃勸請，哀愍世間宣說正法。 

◎其定寂靜，設大雲雷曾無覺受，安然不起。 

◎為菩薩時，一切禽獸蠕動(無足而動之蟲)之類，皆極仰信常來歸趣，隨其所欲

親附而住。既成佛已，下至傍生亦來供養。如彼獼猴獻清淨蜜，世尊哀受，歡

喜舞躍；龍雲常候，洗便降雨；若出遊行，止而不落。 

◎菩薩如是，若坐樹下，一切枝條並皆垂影，隨蔭其身，曾無虧捨(遮蔭)。 

◎證菩提已，於六年中魔求其便，竟不能得，常俱行念(佛的心恆常都是正念俱

行)每恒現前；由此(正)念故，受想尋思(都無異念，常觀無常)生住滅等無不覺

了。30
 

 

 

                                                 
25《漢語大詞典》第 5 卷，p.668。遮；隱藏。 
26《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1：天壽不依數量，有中夭故。今明菩薩盡天壽量，壽四千歲故。 (大正 43，

139b27-28)。 
27《中阿含經》卷 8(大正 01，469c21~ 471c24)。 
28《俱舍論》卷 27(大正 29，140c8-13)。 
29《瑜伽師地論》卷 46：此世界名曰索訶，此界梵王名索訶主。(大正 30，548a20-21)。 
30《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1：謂世尊常觀己身受想尋思，今無異念，常觀無常生住異等，與此念俱故。 (大

正 43，139c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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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明攝 

又佛成就俱生威力，或有見(佛)便饒益所攝，或有賢聖行住(坐臥殊勝威儀)所攝。 

◎見便饒益所攝俱生威力者：謂諸世間若見如來，癲癎心亂，還得本心；逆胎

(胎位不正)得順；盲者得視；聾者能聽；懷貪欲者得離貪纏；懷瞋恚者得離

瞋纏；懷愚癡者得離癡纏。如是等類，當知是名見便饒益所攝俱生威力。 

◎賢聖行住所攝俱生威力者： 

△謂佛菩薩常右脇臥如師子王，雖現安處草葉等蓐(草席)，一(右)脅脇而臥，

曾無動亂。一切如來、應〔供〕、正等覺，雖現睡眠而無轉側。 

△大風卒起，不動身衣，行如師子，步若牛王。先舉右足，方移左足，隨所

行地高處便下(陷)，下處遂(升)高，坦然(平坦)如掌〔而〕無諸礫石、塼

瓦等物。 

心專遠離而入聚落，隨所入門，門若狹小自然高廣，食所食時有粒(塊狀

或顆粒)皆碎，無口(不會入口而)不殫ㄉ
ㄢ
ˋ(音丹，磨碎)31。 

〔結〕如是等類，當知是名賢聖行住所攝俱生威力。 

 

五、般涅槃相 

般涅槃時大地振動，眾星晃耀(搖動照耀)，交流而隕(落)；諸方一時欻然(忽然)大熱，

遍滿虛空奏天大樂。 

 

〔結〕如是無量甚希有事，皆是如來俱生威力〔與生俱來的果報而〕非是(定自在

後)神通威力所作。如是名為諸佛菩薩俱生威力。     

   

第四目 共、不共聲聞獨覺威力 

云何諸佛菩薩威力與聲聞、獨覺有共、不共？ 

一、不共 

略由三相應知不共：一者、微細故，二者、品類故，三者、界故。 

◎諸佛菩薩於無量無數諸有情類，及無量無數威力方便如所應作諸利益事，皆如

實知無不能作。是名微細。 

◎一切品類神通威力、法威力、俱生威力悉皆成就。是名品類。 

◎〔諸佛菩薩〕以一切世界、一切有情界為威力境(展現威力的範圍)。是名為界。 

聲聞(有隨緣利他說法)但以二千世界（中千世界）及有情界為神通境。 

獨覺(不說法)但以三千世界（大千世界）為神通境。何以故？由彼唯為調伏一

身而修正行，非(為利益)諸有情，是故最極唯以一界（只說及世界而不說有情

界）為神通境。 

二、共 

除上所說，所餘諸佛菩薩威力，當知麁相與諸聲聞、獨覺等共。 

〔結〕如是諸佛菩薩威力，聲聞、獨覺尚不能及，何況所餘一切天、人、異生、外道！  

                                                 
31《漢語大詞典》第 5 卷，p.177。殫：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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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以三神變攝入三種神通威力 

諸佛菩薩略有三種神變威力： 

一者、神境神變(能夠變現種種的境界，即神足通)所攝， 

二者、記說神變(記是分別，能夠分別說出他人內心的想法，即他心通)所攝， 

三者、教誡神變(能夠教導訓誡有情，為說正法，令成就聖道，即漏盡通)所攝。 

當知此三如其所應，攝入三種神通威力：謂神境智通威力，心差別智通威力，漏盡智通

威力。  

 

(按: 參考〈聲聞地〉卷 27 所說這三種神變能夠攝受諸相圓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