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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38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十五 初持瑜伽處 〈菩提品第七〉 

（大正 30，498c20～500b7；披尋記1：冊 2，頁 1255～1263） 

上
厚

下
觀法師指導‧釋長恆敬編‧2005/01/07 

 

 

第三「覺分持」的「所學處」中的第五處（五品）是〈菩提品〉，亦即七種「所學處」

中最後一處。 

 

菩提(bodhi)，是「覺」的意思，佛所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名無上菩提。佛所教導的佛法，

主要也是教導眾生如何能獲得三乘菩提而得解脫。因此菩提的內容及證取菩提的實踐方

法，皆是佛弟子們所應知事。 

 

《瑜伽論記》卷 10：「菩提名覺，於此品也廣明果德菩提之義，名〈菩提(品)〉。……

此中所辯無上菩提，既證真實、現大神通、成就自他，須有果證，故〈成就品〉(即〈成

熟品〉)後此品來也。 

文中有三：初約五門出菩提體。第二結說勸知。第三品末三句讚歎菩提。」 

 

 

〈菩提品〉內容大意： 

1 約五門出菩提體 

1.1 約智斷出菩提自性 

1.2 約七最勝以辨菩提 

1.3 約十號隨念功德以辨菩提 

1.4 約出現世間之功德以辨菩提 

1.5 約差別等德以辨菩提 

2 結說勸知菩提 

3 三句讚歎菩提 

 

                                                 
1此即韓清淨著《瑜伽師地論科記披尋記彙編》，以下略稱《披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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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約五門出菩提體（大正 30，498c20；披尋記：冊 2，頁 1255） 

（一）約自性出菩提體2
 

1、約二智二斷 

云何「菩提」？ 

謂：略說二斷、二智，是名菩提。 

二斷者：一、煩惱障斷，二、所知障斷。 

二智者：一、煩惱障斷故，畢竟離垢一切煩惱不隨縛(煩惱)智。 

二、所知障斷故，於一切所知無礙無障智。 

2、約三智二斷（大正 30，498c24；披尋記：冊 2，頁 1255） 

（1）列三智二斷之名 

復有異門，謂：〔A〕清淨智、〔B〕一切智、〔C〕無滯智。 

□a 一切煩惱并諸習氣無餘永害， 

□b 遍一切種不染無明無餘永斷3，(不染無明又稱不染無知，其性非染污，而於佛

法等諸義類差別未能了知，故稱無知，相當於所知障，不障證得涅槃，但障證

大菩提。)  

是名無上正等菩提。 

 

（2）釋三智（大正 30，498c26；披尋記：冊 2，頁 1255） 

（A）清淨智 一切煩惱并諸習氣畢竟斷故，名清淨智。 

（B）一切智 

□標於□a 一切界、□b 一切事、□c 一切品、□d 一切時，智無礙轉，名一切智(sarva-jña)。 

□a 界有二種：一者、世界，二者、有情界。 

□b 事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 

□c 即此有為、無為二事，無量品別，名一切品。謂： 
〔a〕自相(自身獨有的性質)展轉種類差別故， 
〔b〕共相(與他法共通的性質)差別故， 
〔c〕因果差別故， 
〔d〕

(三)界(五)趣差別故，  
〔e〕善、不善、無記等(包括有漏無漏等諸門分別)差別故。 

□d 時有三種：一、過去，二、未來，三、現在。 

□結即於如是□a 一切界、□b 一切事、□c 一切品、□d 一切時，如實知故，名一切智。 

（C）無滯智 
無滯智者：暫作意時，遍於一切，無礙速疾、無滯智轉。不由數數作意思惟，

依一作意遍了知故。 

                                                 
2此依遁倫《瑜伽論記》卷 10（大正 42，522c28～523a2）作科判，如文：「初五門文，則為五。一、約智

斷出菩提體，下名自性；二、約最勝以辨菩提；三、約十號隨念功德以辨菩提；四、約出現功德以辨

菩提；五、約差別等德以辨菩提。」 
3《瑜伽論記》卷 10（大正 42，523a19～22）：「測云：斷煩惱障並習氣名清淨智，即是正體智，斷一切事

中不染污無知故名一切智，即是後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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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約共不共德4
（大正 30，499a9；披尋記：冊 2，頁 1256） 

復有異門，謂： 

□A 百四十不共佛法，及如來□B 無諍、□C 願智、□D 無礙解等，是名無上正等菩提。 

□A 百四十不共佛法者〔32＋80＋4＋10＋4＋3＋3＋1＋1＋1＋1〕，謂：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四

一切種清淨、十力、四無所畏、三念住、三不護、大悲、無忘失法、永害習氣、一

切種妙智。5
 

□A 百四十不共佛法｛ 

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四一切種清淨、十力、四無所畏、

三念住、三不護、大悲、無忘失法、永害習氣、一切種妙智。 ｝無上正等菩提 

如來□B 無諍、□C 願智、□D 無礙解等 

是諸佛法，〈建立品〉6中，當廣分別。 

（二）約最勝以辨菩提（大正 30，499a15；披尋記：冊 2，頁 1256） 

1、舉數歎勝 

如是菩提，名為最勝。七種最勝共相應故。由是因緣，於諸菩提最為殊勝。 

2、列七種最勝名目（大正 30，499a16；披尋記：冊 2，頁 1256） 

云何名為「七種最勝」？ 

一者、所依(身無上)最勝， 

二者、正行最勝， 

三者、圓滿最勝， 

四者、智最勝， 

五者、威力最勝， 

六者、斷最勝， 

七者、住最勝。 

3、釋七種最勝（大正 30，499a19；披尋記：冊 2，頁 1257） 

A、所依最勝 由諸如來以三十二大丈夫相等莊嚴其身故，名所依最勝。 

B、正行最勝 
由諸如來自利利他，利益7、安樂8無量眾生，哀愍世間，令諸天人獲得義利9、

利益、安樂而行正行故，名正行最勝。 

                                                 
4《瑜伽論記》卷 10（大正 42，523b7～16）：「共、不共德中，凡有二塗： 

一者、據身成熟者： 

〔1〕唯佛身成就功德，二乘不得名為不共，如中說『三十二相、八十好等』。 

〔2〕若共二乘同成就者，則說為共，如此中說『無諍、願智、無礙解等』。 

二者、據說： 

〔1〕若大、小乘教同說佛德，名共功德，謂：『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等』。 

〔2〕若唯大乘中說諸佛功德，小乘不說，名為不共。如：《攝論》等中二十功德最清淨慧等；又依《無

上依經》〈德品〉，明『如來百八十不共之法』，如彼廣說。」 
5
 參考拙著《顯揚聖教論解讀》第二冊，p. 211-267。 

6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49（大正 30，566c5～575b26）。 
7《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0b6～7）：「言利益者，名：為善行，樂為此故名樂利益。」 
8《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0b7～10）：「言安樂者，名：安隱住益身心義，樂為此故名樂安樂；

依現法樂名樂安隱，依後法樂說名為樂相應安隱。」 
9《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0b5～6）：「言義利者，名：所求事能引義利，樂為此故名樂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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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圓滿最勝 

由諸如來無上無等四種圓滿。謂：〔A〕(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等三

聚淨戒)戒圓滿、〔B〕(已斷所知障，無邪見，無漏正)見圓滿、〔C〕軌則(行住坐臥

等威儀)圓滿、〔D〕淨命(無邪命乞求及說法)圓滿，皆悉成就故，名圓滿最勝。 

D、智最勝 
由諸如來無上無等四無礙解，謂：〔A〕法無礙解、〔B〕義無礙解、〔C〕訓詞無礙解、
〔D〕辯說無礙解，皆悉成就故，名智最勝。 

E、威力最勝 由諸如來無上無等如前所說六種神通，皆悉成就故，名威力最勝。 

F、斷最勝 
由諸如來無上無等，〔A〕一切煩惱習氣永斷，及〔B〕一切所知障永斷，皆悉成就

故，名斷最勝。 

G、住最勝 

由諸如來多住無上無等三住，謂：〔A〕聖住、〔B〕天住、〔C〕梵住故，名住最勝。
10

 

當知此中， 

（A）聖住 空、無願、無相住，及滅盡定住，是名聖住(唯聖住得)。 

（B）天住 四種靜慮、四無色定，是名天住。 

（C）梵住 四種(慈悲喜捨)無量，是名梵住。 

於此三住中，如來多住四最勝住(最殊勝的境界)。謂： 

（A）聖住｛ 

空住 

於聖住中，多住空住、滅盡定住。 
滅盡定住 

（B）天住— 無動第四靜慮住 於天住中，多住無動第四靜慮住(佛住天因)。 

（C）梵住— 大悲住 

於梵住中，(佛)多住大悲住。 

由是如來晝夜六時，晝三、夜三，常以佛眼觀察世

間誰(的善根)增、誰減。我應令誰未起善根而種善

根，廣說乃至我應令誰建立最勝阿羅漢果。 

 

4、依七種最勝故如來有七種異名（大正 30，499b9；披尋記：冊 2，頁 1258） 

又諸如來 

A、所依最勝 所依(身無上)最勝故，名大丈夫。 

B、正行最勝 正行最勝故，名大悲者。 

                                                 
10《瑜伽師地論》卷 98（大正 30，867c2～6）：「四靜慮、四無色等，名為天住。四無量定，名為梵住。

四聖諦智、四種念住、乃至道支，四種行迹、勝奢摩他、毘鉢舍那、四法迹等，當知一切皆名聖住。」

又《瑜伽論記》卷 24（大正 42，863b8～9）：「然前文〔《瑜伽師地論》卷 38〕云：『三解脫門及滅定名

聖住』，此文〔《瑜伽師地論》卷 98〕盡理語。」 

四種行迹者，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94（大正 30，838b12～14）：「又於隨道四種行迹，如實了知。何

等為四？一、苦遲通，二、苦速通，三、樂遲通，四、樂速通。」 

四法迹者，參見《顯揚聖教論》卷 2（大正 31，490b12～19）：「迹者，謂：四法迹，廣說如經。一、

無貪迹，謂：能持尸羅蘊法義，故名迹，若未受者令進受，若已受者令守護、令增長、令廣大。如無

貪第二無瞋亦爾。三、正念迹，謂：能持三摩地蘊法義，故名迹。未生者令生，已生者令增廣。四、

正等持迹，謂：能持慧蘊、解脫、解脫智見蘊法義，故名迹。若未生、未證者，令生、令證；若已生、

已證者，令增、令廣。」 

另請參見：《大智度論》卷 3（大正 25，75c18～21）：「三種住：天住、梵住、聖住。六種欲天住法，

是為天住。梵天等、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住法，是名梵住。諸佛、辟支佛、阿羅漢住法，是名聖住。

於是三住法中，住聖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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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圓滿最勝 圓滿最勝故，名大戒者、及大法者。 

D、智最勝 智最勝故，名大慧者。 

E、威力最勝 威力最勝故，名大神通者。 

F、斷最勝 斷最勝故，名大解脫者。 

G、住最勝 住最勝故，名多安住、廣大住者。 

 

（三）約十種功德名號隨念功德以辨菩提（大正 30，499b18；披尋記：冊 2，頁 1258） 

又諸如來，略有十種功德名號隨念功德(隨眾生念而得功德故名隨念功德，眾生隨念憶

持佛號的功德，亦是念佛法門之一)。 

何等為十？謂： 

薄伽梵(bhagavān 世尊，具自在、正義、離欲、吉祥、名稱、解脫等六義。世尊體唯

是一有十名號)，號為：〔1〕如來，〔2〕應，〔3〕正等覺，〔4〕明、行圓滿，〔5〕善逝，〔6〕世間

解，〔7〕無上丈夫調御士，〔8〕天人師，〔9〕佛，〔10〕薄伽梵。 

（1）如來 言無虛妄，故名如來。 

（2）應 
已得一切所應得義，應作世間無上福田、應為一切恭敬供養，是故名

應。 

（3）正等覺 如其勝義覺諸法故，名正等覺。 

（4）明、行圓滿11 

明，謂：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 

行，如經說：「止、觀二品，極善圓滿。」 

是故說名明、行圓滿。 

（5）善逝 上升最極(究竟的境界)，永不退還，故名善逝。 

（6）世間解 善知世界及有情界一切品類染淨相故，名世間解。 

（7）無上丈夫調御士 
一切世間唯一丈夫，善知最勝調心(調治內心煩惱)方便，是故說名無上

丈夫調御士。 

（8）天人師 

(如來)為實眼故、為實智故、為實義故、為實法故； 

〈1〉(實眼如實現見一切境界)與顯了(真實)義為開導故； 

〈2〉(實智)與一切義為所依故(以義依智顯故)； 

〈3〉(實義)與(眾生)不了義為能(決)了故、與所生疑為能斷故、與(第

一義諦)甚深處為能顯故、令(初證甚深者更)明淨故； 

〈4〉(實法)與一切(教)法為根本故、為開導故、為所依故； 

(如來)能正教誡、教授天人，令其出離一切眾苦，是故說佛名天人師。
12

 

                                                 
11《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5a16～21）「明行圓滿：所謂三明、遮行行行、皆悉圓滿。又復四種

增上心法現法樂住、皆悉圓滿。前是行行，後是住行。此中清淨身語意業現行，正命、是行圓滿。密

護根門、是遮圓滿。由此二種、顯示如來三種不護、無忘失法。由不造過世間靜慮、遮自苦行。」 
12《瑜伽論記》卷 10（大正 42，524b15～28）：「解天人師中，初列曰章，復以義釋。〈1〉與顯了義為開

道故，釋為實眼故；〈2〉共一切義為所依故，釋為實智故；義依智顯，為義所依也。 

〈3〉共不了義為能了故等四句，釋為實義故：一、如來於眾生未了義能為決了，二、共眾生所生之義

為能斷故，三、共第一義諦甚深處為能顯故，四、共初證甚深者更令明淨故，具此四義故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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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佛 

□1 於能引攝義利法聚(三乘聖道諸所有善法)，□2 於能引攝非義利法聚(外

道諸所有不善法)，□3 於能引攝非義利、非非義利法聚(人天乘諸所有

法，既沒有聖道的義利，也不墮三惡道)，遍一切種現前等覺，故名為

佛(Buddha)。13
 

（10）薄伽梵 
能破諸魔大力軍眾，具多功德，名薄伽梵(bhagavān 世尊。具自在、正

義、離欲、吉祥、名稱、解脫等六義)。 

 

（四）約出現以辨菩提（大正 30，499c10；披尋記：冊 2，頁 1260） 

或有多劫（kalpa 劫波）無有一佛出現於世；或有一劫有眾多佛出現於世。 

1、多佛土多佛出世（大正 30，499c12；披尋記：冊 2，頁 1260） 

□標彼彼十方無量無數諸世界中，應知同時有無量佛出現於世。 
□徵何以故？ 

□釋  

（1）顯正 

A、明修因 

於十方界現有無量無數菩薩，同時發願、同勤修集菩提資糧。 

（A）同時發願 

若一菩薩於如是日、於如是分(晝夜各分一半，如晝分、夜分)、於如是月、

於如是年，發菩提心，願趣菩提。即於此日、即於此分、即於此月、即於此

年，一切(菩薩)亦爾。 

                                                                                                                                                         
實義故』。 

〈4〉共一切法為根本故等三句，釋為實法故：法者，教法也；
〔1〕如來共一切教法為根本故，

〔2〕為開導

教法者故，
〔3〕為教法作所依者故，所以如來『為實法』也。 

上明師德；下釋師義：『如來能正教誡授天人等』。 

測云：『言：為實眼故者緣義智，為實智故者緣法智，為實義故者重舉義智，為實法故者重舉法智。』」 

遁倫 圓測 

與顯了義為開導故 實眼  緣義智 

與一切義為所依故 實智 義依智顯為義所依 緣法智 

與不了義為能了故 

實義 

一、如來於眾生未了義能為決了 

重舉義智 
與所生疑為能斷故 二、共眾生所生之義為能斷故 

與甚深處為能顯故 三、共第一義諦甚深處為能顯故 

令明淨故 四、共初證甚深者更令明淨故 

與一切法為根本故 

實法 

〔1〕如來共一切教法為根本故 

重舉法智 為開導故 
〔2〕為開導教法者故 

為所依故 
〔3〕為教法作所依者故 

 
13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50〈建立品〉（大正 30，574a23～b3）：「謂：諸如來以要言之，於三聚法現等

正覺。何等為三？一者、能引有義聚法，二者、能引無義聚法，三者、非能引有義聚法、非能引無義

聚法。當知此中，若諸如來或於能引無義聚法，或於非能引有義聚法、非能引無義聚法，總於如是一

切法中無顛倒智，是名如來一切種智。若諸如來於其能引有義聚法，一切法中無顛倒智，當知是名如

來妙智；即於此中若一切種智、若妙智，總合為一，名一切種妙智。」《瑜伽論記》卷 10（大正 42，

524b29～c1）：「『於能引攝義利法聚等三者』，舊《論》云：『義饒益、非義饒益、非非義饒益也，此即

善等三性。』」及《披尋記》（二）頁 1259～1260：「□1 能引有義聚法，謂：即三乘聖道諸所有法；□2 能

引無義聚法，謂：彼外道世間諸所有法；□3 非能引有義聚法、非能引無義聚法，謂：人、天乘諸所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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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修資糧 

如一菩薩勇悍策勵，熾然(猛焰智火所燒煉)精進，一切亦爾。 

 

B、舉現見 

於今現見此世界中，多百菩薩，同時發願、同修惠施、同修淨戒、同修忍辱、

同修精進、同修靜慮、同修智慧，況於十方無量無邊諸佛世界。 

（2）遮非 

A、遮一世界一時成佛 

又於十方現有無量無數三千大千佛土，無二菩薩同時修集菩提資糧，俱時圓

滿，於一佛土並出於世，一時成佛。況有無量無數菩薩於一世界一時成佛。 

B、遮前後相避次第成佛 

又不應言：「眾多菩薩同時修集菩提資糧，俱時圓滿，前後相避次第成佛。」 

C、遮一切菩薩皆不成佛 

亦不應言：「一切菩薩皆不成佛。」 

（3）結成 

是故當知：「眾多菩薩同時修集菩提資糧俱圓滿者，於十方面無量無數，隨其所

淨、空無如來諸佛國土，各別出世，同時成佛。」 

□結由此道理，多世界中決定應有眾多菩薩同時成佛。 

 

2、一佛土一佛出世14
（大正 30，500a3；披尋記：冊 2，頁 1261） 

決定無有一佛土中有二如來俱時出世。 

何以故？ 

（1）由願增長 

菩薩長夜起如是願隨令增長：「我當獨一，於無導首諸世界中，為作導首、調伏

有情、令脫眾苦、令般涅槃。」如是長夜所起大願隨令增長，攝受正行得成滿故，

無二如來於一世界俱時出現。 

（2）由遍有能 

又一如來於一三千大千佛土，普能施作一切佛事，是故第二如來出世無所利益。 

（3）由速成辦 

□a 又一如來於一佛土出現於世，令諸有情成辦自義(成辦自身涅槃種姓法的義利)

極為熾盛、極為隨順。 

□b 何以故？ 

□c 〔a〕彼(有情)作是思：「一切世間唯一如來更無第二。若於此土化事已訖，或往餘

方、或入滅度，我等何從當修梵行？我等何從當聞正法？」如是思已，發起深

厚欲勤精進，速修梵行，速聞正法。 
〔b〕若一佛土多佛出世，彼於所作不能速疾。 

□d 故一佛土一佛出世，令諸有情成辦自義，極為熾盛、極為隨順。 

                                                 
14《中阿含經》卷 47〈多界經〉（大正 1，723c29～724a1）：「若世中有二如來者，終無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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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約差別等德以辨菩提（大正 30，500a20；披尋記：冊 2，頁 1262） 

1、功德無別 

（1）唯除四法 

一切如來一切功德平等平等無有差別。唯除四法：一者、壽量，二者、名號，三

者、族姓，四者、身相。 

 

（2）結顯 

一切如來於此四法有增減相，非餘功德。 

 

2、所餘無別 

（1）標非女身 

又非女身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2）徵釋所以 

何以故？一切菩薩於過第一無數劫時，已捨女身，15乃至安坐妙菩提座，曾不為

女。一切母邑(女子)性多煩惱、性多惡慧。非諸稟性(天性)
16多煩惱身、多惡慧身

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二、結說勸知（大正 30，500a27；披尋記：冊 2，頁 1263） 

如是無上正等菩提， 

1、自性 如說自性，應如實知。 

2、最勝 如說最勝，應如實知。 

3、十種功德名號隨念功德 如說十種功德名號隨念功德，應如實知。 

4、出現 如說出現，應如實知。 

5、差別 如說差別，應如實知。 

 

三、讚歎菩提（大正 30，500b3；披尋記：冊 2，頁 1263） 

又此菩提， 

1、不思議 為不思議，超過一切尋思道故。 

2、無有量 為無有量，無邊功德所集成就。 

3、無有上 為無有上，生成(能夠成就)一切聲聞獨覺，及與如來諸功德故。 

是故唯佛所證菩提，最上、最尊、最妙、最勝。 

                                                 
15《大智度論》卷 4（大正 25，87a12～13）：「釋迦文佛，從過去釋迦文佛到剌那尸棄佛為初阿僧祇，是

中菩薩永離女人身。」 
16【稟性】猶天性。指天賦的品性資質。《後漢書‧郎顗傳》：「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愨，不識

忌諱。」宋，梅堯臣《依韻和持國新植西軒》：「稟性久且堅，物理豈無偶。」《漢語大辭典》卷 8, p. 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