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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序 言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共十一品，印度無著菩薩造，唐

代玄奘法師譯，現僅存漢譯本，另有二百多首偈頌別譯成《顯

揚聖教論頌》一卷。玄奘法師回國後，於公元645年開始翻譯

佛典，同年便譯《顯揚聖教論》，故是玄奘法師最早譯出的瑜

伽系論典，反映此論的重要地位。

無著菩薩曾請彌勒菩薩宣說《瑜伽師地論》，這部論是

法相唯識宗最根本的思想依據，詳細說明瑜伽師修行實踐所經

歷的十七個階段和境界。百卷《瑜伽師地論》文廣義深，不易

受持，故無著菩薩為作抉擇並重新組織，目的是「顯揚」十

七地的重要法義及諸佛所說的「聖教」，故《顯揚聖教論》是

《瑜伽師地論》綱要書。此論的古代著疏已散佚，因此筆者

有意注解此論，冀能發揚無著菩薩及玄奘法師弘揚《瑜伽師地

論》的大願。

本書第二冊的內容包括《顯揚聖教論》卷二至卷四有關

〈攝事品〉的解義。〈攝事品〉以九事總括《瑜伽師地論》十

七地義及諸佛正法，《顯揚聖教論解讀》第一冊已闡釋「一切

事」、「界事」、「雜染事」、「諦事」、「依止事」這五

事，《顯揚聖教論解讀》第二冊接續解析餘下的「覺分事」(三

乘眾多覺悟的因素)、「補特伽羅事」(凡聖不同眾生的類別)、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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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事」(斷諸煩惱的解脫果及利益)及「諸功德事」(三乘聖者

修行成就的一切殊勝功德)。讀者如欲收聽〈攝事品〉的講授內

容，可瀏覽佛教法相學會網址(http://www.dhalbi.org)的下載
區。

本書的經文以大正藏版為依據，亦參考藏要的版本。圖表

是向瑞屏繪製，李嘉偉、羅偉輝及倪星協助校對，而羅德光、

李嘉偉、李榮枝及吳子安則統籌印刷事務。

本會特別鳴謝志琳衞施基金會的鄭家成先生、陳汝松先生

倡印本書及慷慨資助出版費用，並獲得陳廷驊基金會捐助本會

弘法經費，又得到其他助印者捐獻，共成善業，遂能印行二千

套結緣流通，謹此致謝。

願以本書的出版功德迴向諸位助印者福慧增長、法界眾生

離苦得樂！

陳雁姿謹識

佛教法相學會

二零二二年四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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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卷 二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二

攝事品第一之二 (續)

3.6 釋第六之覺分事

3.6.1 略標

如是已說依止，「覺分」今當說。

九事中第五的「依止」事已解說了，現在應當解說第六的「覺

分」事。

「覺分」又名「菩提分」(bodhyaṅga)，「菩提」是梵語bodhi
的音譯，意譯為「覺」，即覺悟的智慧，「分」是aṅga的意

譯，意思是成分或因素，「菩提分」即覺悟的成分或因素，如

三十七菩提分法等。

佛典中有關「覺分」的法有很多，由於佛教重視覺悟智慧的培

育，《顯揚聖教論》於九事中特重「覺分」，詳細列出藏經中

覺悟因素的眾多名稱，令佛教徒能明白所應修學的智慧種類，

《顯揚聖教論》卷第二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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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三十七菩提分法、十種智、三解脫門、四通行、四法迹、

止、觀、四居處、四種依、發心、悲愍、十種法行、七種通

達、十地、十波羅蜜多、四種菩薩行、四攝事、陀羅尼門、三

摩地門、五無量作意、七種真如作意、信解不思議、廣大阿世

耶。

頌曰： 覺分有眾多。  

  

第八頌的第一句先指出「覺分有眾多」的類別。

3.6.2 廣釋

3.6.2.1 初說一種覺分

最初三十七。       

第八頌的第二句指出覺分「最初」的類別是「三十七」，即三

十七菩提分法，這是佛典中最重視的一類覺悟的成分。

論曰：菩提分法品類多種，最初勝者有三十七，謂四念住

等。廣說如經。

「論」是解釋頌文。「菩提分法」指覺悟的要素成分，其「品

類」(品種類別)有很多種，「最初勝者」，即最初而殊勝的覺

分類別，有三十七種成分，即「四念住等」三十七菩提分法，

分為七類，即(1)四念住、(2)四正斷、(3)四神足、(4)五根、(5)

包括三十七菩提分法、十智、三解脫門、四行跡、四法跡、

止、觀、四居處、四種依、發心、悲愍、十法行、七種通達、

十地、十波羅蜜多、四種菩薩行、四攝事、陀羅尼門、三摩地

門、五無量作意、七種真如作意、信解不思議、廣大阿世耶(意

樂)。

3.6.2.1 初說三十七菩提分法

第八頌的第二句指出覺分「最初」的類別是「三十七」，即三

十七菩提分法，這是佛典中最重視的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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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力、(6)七覺支、(7)八聖道。「廣說如經」，其詳細內容如佛

經所說。三十七菩提分法是佛經中最多論述的「覺分」，故於

眾多的覺分中被視為首要而殊勝的類別。

3.6.2.1.1 四念住

(1) 「四念住」者：

(i) 「身念住」，謂或緣於「身」，或復緣「身增上教

法」，或緣彼教授為境界已，由聞思修之所生慧，或唯

影像，或事、成就，於「身境處」善安住念，為令於

「身」得離繫故。

如於「身念住」，如是於( i i)「受」、( i i i)「心」、

(iv)「法」念住，應知亦爾。

此中差別者：謂各於自境，如其所應，乃至為令於

「法」得離繫故。

又一切處，應說與念相應心及心法，如是發起觀察心時，

所緣之境有四種事：

(一)心所執事，(二)心領納事，(三)心了別事，(四)心染淨

事。

三十七菩提分法中的第一類是四念住。所謂「四念住」，又名

「四念處」。為防止雜念妄想生起，安放心念穩住於一個所緣

境上，名為「念住」，由於有四種念住的所緣對象，故名「四

念住」。「四念住」是將心念安住於四處的方法，包括觀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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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以對治執著五蘊是淨、

樂、常、我等顛倒想。

依《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2云：「慧由念力，觀此為境……以

慧為性；而說念者，念力持故，於境分明所作事成。」1「慧」

是觀想、揀擇的思維，「四念住」原為觀法，即以慧為本質，

卻名為「念住」，因為依靠憶念力的支持，令觀智能清晰地觀

察揀擇所觀境，才能成就智慧的洞察力。

此段經文所解釋的「四念住」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是就「所

緣境的不同角度」來分析，第二是就「與念相應的心及心法」

來分析。

(一) 就所緣的對象來了解修「四念住」的方法，首先是(i)「身

念住」的所緣境，「謂或緣於身」，即或攀緣自己的身體，

觀內身的本質是不淨的，持續地思惟身是不淨的法義，心無忘

失，勤於修習，以對治身是「淨」的顛倒想。

「或復緣身增上教法」，或攀緣與身體有關的「增上教法」，

「增上」即增勝，指意義較高深的教義，如以較深刻的循身觀

的道理，由頭至足，次第巡歷，觀身體內的三十六物皆不潔

淨，如頭髮、內臟等垢穢，令心對身體的貪著逐漸減少。

1 大正藏29，1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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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緣彼教授為境界已」，或攀緣那些教授修法如不淨觀等

作為對象後，由聞思修所生起的智慧，「或唯影像，或事、成

就」，指禪定中四種所緣境：

(1) 無分別影像所緣(nirvikalpa-pratibimba-ālambana)是修

 「止」的所緣境。修止時對所緣境不進行思惟、觀察、分

析等，所以定中念念相續地攀緣同一所緣境，如身體的形

相，由於所觀境象都無分別，故名「無分別所緣境事」。

(2) 有分別影像所緣(savikalpa-pratibimba-ālambana)是修

 「觀」的所緣境。修觀時有分別的意識尋思、伺察、思擇

種種所緣境相，前念後念的所觀境會有變動及出現眾多境

相，如身體的各種相狀，故名為「有分別所緣境事」。

(3) 事邊際所緣(vastvanta-ālambana)是攀緣「盡所有性」及

 「如所有性」之境。「盡所有性」是窮盡所緣對象所涉及

的範圍作觀，屬世俗諦方面，如全身有36種不淨污穢相2；

「如所有性」是觀察所緣對象的真實性，屬勝義諦方面，

如身體是無常、無我性。

2 《瑜伽師地論》卷26：「云何依內朽穢不淨？謂內身中：髮、
毛、爪、齒；塵、垢、皮、肉；骸骨、筋、脈；心、膽、肝、
肺；大腸、小腸；生藏、熟藏；肚、胃、髀、腎；膿、血、熱
痰；肪、膏、肌髓；腦膜、洟、唾；淚、汗、屎、尿。如是等
類，名為依內朽穢不淨。」(大正藏30，428c)

2 《瑜伽師地論》卷26：「云何依內朽穢不淨？謂內身中，髮、
毛、爪、齒；塵、垢、皮、肉；骸骨、筋、脈；心、膽、肝、
肺；大腸、小腸；生藏、熟藏；肚、胃、髀、腎；膿、血、熱
痰；肪、膏、肌髓、腦膜；洟、唾、淚、汗、屎、尿。如是等
類，名為依內朽穢不淨。」(大正藏30，4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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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作成辦所緣(kārya-pariniṣpatti-ālambana)是指所應作事

已成就的境界，廣義指每一階段的修習達致圓滿，如已得

輕安的轉依(āśraya-parāvṛtti)，轉「麤重」為「輕安」的

身心狀況，那便是最基本的所作成辦；狹義指佛的轉依，

即轉有漏八識而成無漏四智的圓滿境界。

這四種境又名「遍滿所緣」(vyāpy-ālambana)，因為它遍攝一

切所緣境。又此遍滿所緣，遍毘鉢舍那(vipaśyanā)品、遍奢摩

他(śamatha)品、遍一切事、遍真實事、遍因果相屬事：3 

1 遍毗鉢舍那品 有分別影像所緣

2 遍奢摩他品 無分別影像所緣 

3 遍一切事(盡所有性) 事邊際性所緣

4 遍真實事(如所有性)  

5 遍因果相屬事 所作成辦所緣 

「於身境處善安住念，為令於身得離繫故」，於身體作為所緣

境上，即依上述四種所緣境事，安放心念於不淨的身境處，對

治身是「淨」的顛倒想，目的是使到自心對於身體遠離繫縛而

得解脫。

3 參見《瑜伽師地論》卷26，大正藏30，4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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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如於身念住，如是於受」，這樣地安放心念於內身，如

是於「受」，即「受念住」，亦是如此。修「受念住」的方

法是觀苦受、樂受、不苦不樂等諸受的本質是苦，如實知樂受

中的無常性是生苦之原由，如身體由壯健的「樂」漸趨衰弱的

「苦」等，以對治受是「樂」的顛倒想，目的是使到自心對於

感受遠離繫縛而得解脫。

(iii)「心」，即「心念住」，心為眼耳等心識，修「心念住」的

方法是觀心念念生滅無常，並無常住之時，以對治心是「常」

的顛倒想，目的是使到自心對於心遠離繫縛而得解脫。

(iv)「法」，即「法念住」，修「法念住」的方法是觀一切事

物皆依因緣條件而生，無有實在的本質自性，以對治法有實

「我」的顛倒想，目的是使到自心對於法遠離繫縛而得解脫。

「爾」即如此、這樣。「應知亦爾」，應知道亦是這樣，即將

上述「身念住」的文句套用在「受念住」、「心念住」及「法

念住」上。如於「受念住」的修法，「應或緣於『受等』，或

復緣『受等增上教法』，或緣彼教授為境界已，由聞思修之所

生慧，或唯影像，或事、成就，於『受等境處』善安住念，為

令於『受等』得離繫故。」

「此中差別者」，這裡修習四念住的不同之處，「謂各於自

境，如其所應」，「自境」指不同的念住中各以某一種所觀的

對象安住而念，如觀「身」不淨，則以「身」為自境，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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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心」、「法」為自境，則亦如是相應地安住而念。

「乃至為令於『法』得離繫故」，「乃至」即以至於，當中略

了「受」、「心」二法，「為令於『法』得離繫故」，修「法

念住」的目的是使自心對於一切法遠離繫縛而得解脫。

上述的文義是就「所緣境」的不同角度來分析。

(二) 第二是就「與念相應的心及心法」來分析。

「又一切處，應說與念相應心及心法」，又一切的四念處，應

說是與念相應的心及心法，「如是發起觀察心時」，這樣地發

起觀察心及心法時，「所緣之境有四種事」，所緣的對象相對

地有四種事：

(1) 「心所執事」，「身念處」觀內心所執取的對象，即執著

內身清淨而貪愛不捨，故應思惟身是不淨的法義，以對治

身是「淨」的顛倒。

(2) 「心領納事」，「受念處」觀內心所領受接納的對象，即

依六根領受六境的一切苦樂感受，顛倒地執苦為樂，貪愛

染著，不肯暫捨，故應思惟受是苦的法義，以對治受是

「樂」的顛倒。

(3) 「心了別事」，「心念處」觀內心所分別認識的對象，心

念隨境生滅轉變，故應思惟心及心所有法是無常的法義，

以對治心是「常」的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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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染淨事」，「法念處」觀一切雜染清淨的事物，皆依

因緣生故無自性之理，故應思惟一切法無我的法義，以對

治法是「我」的顛倒。

3.6.2.1.2 四正斷

(2) 「四正斷」者，廣說如經：

一、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生欲策勵、發起正勤、

策心、持心。

‧「已生」者，謂麤纏所攝。

‧「惡、不善法」者，謂能起惡行、欲界煩惱及隨煩惱。

 「惡、不善」義，已如前說。

‧「為令斷故」者，謂修彼對治，令微薄故。

‧「生欲」者，謂起證斷樂欲。

‧「策勵」者，謂不忍受惡及歸趣斷故。

‧「發起正勤」者，謂多種堅固，修彼對治。

此上三句，顯不定地中，聞、思兩慧下品對治。

‧「策心」者，謂修彼對治修慧現行，若心沈沒煩惱染

污，策心令舉故。

‧「持心」者，謂即此對治現行之時，若心浮舉煩惱染

污，持心令下故。

三十七菩提分法中的第二類是「四正斷」，於斷惡生善之四種

修行斷除怠慢，又名「四正勤」，意謂精勤於斷惡生善之四項

修行：

一、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生欲、策勵、發起正

勤、策心、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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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生惡不善法令斷。

二、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

三、未生善法令生。

四、已生善法令住。

「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生欲、策勵、發起正勤、策

心、持心」，此句下文有解釋，其中的「已生惡、不善法，為

令斷故」是「四正斷」的第一項修行；「生欲、策勵、發起正

勤、策心、持心」則是「四正斷」的共同特性。

‧「已生者，謂麤纏所攝」，「已生」，已經生起。「麤纏」，

「麤」指「麤重」，為惡性的煩惱，難以調伏。「纏」指煩

惱種子的現行，煩惱出現時會纏縛身心，令其煩擾、惱亂、

染污。「所攝」指所攝屬的類別。此句意指攝屬於惡性的煩

惱已生起現行，纏擾身心。

‧「惡、不善法，謂能起惡行、欲界煩惱及隨煩惱」，惡、不善

法能夠生起惡業、攝屬於欲界的煩惱及隨煩惱。「惡行」即

身、口、意造作乖理不善的行為，由惡業能招感現在與未來

之苦果。「欲界煩惱及隨煩惱」，繫屬於欲界的煩惱及隨煩

惱，如貪，瞋，慢，無明等，令欲界眾生耽於五欲樂境、食

欲、婬欲等，令心煩擾而不寂靜，故是惡、不善法。「惡、

不善義，已如前說」，惡及不善義，已如前文的解說，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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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雜染事」中的煩惱雜染、業雜染、及生雜染。4 

‧「為令斷故者，謂修彼對治，令微薄故」，為令惡、不善法

斷除的緣故，需修習克服那些惡、不善法的方法，令惡行、

欲界煩惱及隨煩惱的勢力微薄。

‧「生欲者，謂起證斷樂欲」，「生欲」，即生起欲求。「樂

欲」，樂即願，樂欲是願望欲求。此句指生起求證得斷惡的

意願。

‧「策勵者，謂不忍受惡及歸趣斷故」，所謂「策勵」，

 「不忍受惡」，指不能忍受認可惡法的過失禍患，「歸趣斷

故」，指歸投趣向善道被惡法所阻斷，如作惡會墮落三惡道

的緣故。

‧「發起正勤者，謂多種堅固，修彼對治」，「發起正勤」，

指發起正精進，「謂多種堅固」，即勇健、勵意、持續地堅

定不懈；「修彼對治」，修習克服那些惡、不善法的方法。

「此上三句，顯不定地中，聞、思兩慧下品對治」，「此上

三句」，指「生欲者，謂起證斷樂欲」、「策勵者，謂不忍受

惡及歸趣斷故」、「發起正勤者，謂多種堅固，修彼對治」。

4 見拙著《顯揚聖教論解讀》第一冊，頁169-188。

‧	「生欲者，謂起證斷樂欲」，「生欲」，即生起欲求。「樂

欲」，樂即喜好，樂欲是樂意欲求。此句指生起求證得斷惡

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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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地」即欲界，因為欲界眾生的心思常處於散亂的狀態，

故名不定地。「聞、思兩慧」，「聞所成慧」是由聽聞教法而生

的慧解，「思所成慧」是思惟道理而得的智慧，這兩種智慧尚未

達到修習而生的智慧，即「修所成慧」，因為欲界是不定地，並

非禪定之地，故此界無修所成慧，只能修「下品對治」，即等級

最低的對治修法。這三句顯示「不定地」中的「聞、思兩慧」

能修下品的對治。

‧「策心者，謂修彼對治修慧現行，若心沈沒煩惱染污，策心

令舉故」，所謂「策心」，於修習那些對治的方法，「修慧

現行」，修所成慧得以現起，發生伏斷煩惱的作用活動，但

有時「心沈沒」，即心神昏鈍沉墜之精神狀態，心被昏沈的

煩惱所染污擾亂，那時應當「策心令舉」，「策心」是策發

勉勵自心，「舉」是向上提起精神，乃修定的方法，又名

「舉相」，當精神沈下昏昧時，應思惟淨妙的所緣境相，

令心欣悅而提起精神。「策心令舉」是策勵其心，令精神提

起，繼續精勤修習對治。

‧「持心者，謂即此對治現行之時，若心浮舉煩惱染污，持心

令下故」，所謂「持心」，於修習這些對治的方法，修所成

慧得以現起的時候，「若心浮舉」，指心浮動不安定之精神

狀態，即掉舉，心被掉舉的煩惱所染污擾亂，那時應當「持

心令下」，「持心」是把持、控制自心，乃修定的方法，又

名「止相」，當精神過於掉動不定時，應思惟可厭患的所緣

心被惛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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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相，令心寂靜。「持心令下」是控制其心，令精神平靜下

來，繼續精勤修習對治。

二、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乃至廣說。

‧「未生」者，謂增盛隨眠所攝，能起麤纏之因。

‧「為不生故」者，謂令麤纏不現行故。

‧「生欲」者，謂起為證不現行欲。

‧「策勵」者，謂由不忘住，為令不現行，善住念故，發

起正勤。

‧「策心」、「持心」，皆如前說。

「二、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乃至廣說」，「未生惡、

不善法，為不生故」是「四正斷」的第二項修行；「乃至廣

說」指「生欲、策勵、發起正勤、策心、持心」則是「四正

斷」的共同特性，其義已如前述。

‧「未生者，謂增盛隨眠所攝」，增盛是長養強化，隨眠是煩

惱種子，隨逐眠伏於有情的阿賴耶識內，所謂「未生」起的

煩惱，為「增盛隨眠」所攝屬。「麤纏」即粗顯的煩惱現

行，能纏縛眾生，令不自在。「能起麤纏之因」，「增盛隨

眠」是能生起煩惱現行的主要條件。

‧「為不生故者，謂令麤纏不現行故」，所謂「為不生故」，

為了不生起煩惱現行的緣故，「謂令麤纏不現行故」，則須

令到粗顯的煩惱不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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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欲者，謂起為證不現行欲」，所謂「生欲」，即生起欲

求意願，「謂起為證不現行欲」，即生起願證得斷除煩惱令

其不現行的欲求。

‧「策勵者，謂由不忘住，為令不現行，善住念故，發起正

勤」，所謂「策勵」，指鞭策、激勵，正勤修習斷惡不善

法，「謂由不忘住」，謂由不忘念而住於策勵，為令煩惱惡

法不現行，「善住念故」，念是憶念、明記不忘，由於善安

住於念故，「發起正勤」，能發起正精進，勤修斷惡。

‧「策心、持心」，「策心」即勉勵心令其提起而不惛沉、

「持心」是控制心令其沉穩而不掉舉，「皆如前說」，其義

皆如前文所說。

三、未生善法，為令生故，乃至廣說。

‧「未生」者，謂所未得。

‧「善法」者，謂聞思修所生三慧。由無過義，故名為

 「善」。

‧「為令生故」者，謂令彼得故。

‧「生欲」者，謂起證得欲。

‧「策勵」者，謂求彼攝受正方便故。

‧「發起正勤」者，謂長時殷重，多堅修習。

此上三句，顯得不定地對治惡不善法、聞思兩慧所攝善

法。

‧「策心」、「持心」者，謂為得修慧故，餘如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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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生善法，為令生故，乃至廣說」，「未生善法，為令

生故」是「四正斷」的第三項修行；「乃至廣說」指「生欲、

策勵、發起正勤、策心、持心」是「四正斷」的共同特性，其

義已如前述。

‧「未生者，謂所未得」，所謂「未生」，指所未證得的善

法。

‧「善法者，謂聞思修所生三慧」，「善法」即由聞、思、修

所成就的三種智慧。

「由無過義，故名為善」，由於三慧具有不會生起過失禍患

的意義，因此稱為「善」。

‧「為令生故者，謂令彼得故」，為了令善法生起的緣故，即

令彼三慧能夠獲得。

‧「生欲者，謂起證得欲」，即發起證得三慧的欲求。

‧「策勵者，謂求彼攝受正方便故」，「攝受」指攝取教理作

依止，「方便」即方法、加行。所謂「策勵」，即勤求彼三

慧以攝取教理的正確方法。

‧「發起正勤者，謂長時殷重，多堅修習」，所謂「發起正

勤」，指長時間以「殷重」，即懇切重視的態度，多作堅持

不懈的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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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三句」，即「生欲者，謂起證得欲」、「策勵者，謂

求彼攝受正方便故」、「發起正勤者，謂長時殷重，多堅修

習」，顯得「不定」的散心地中對治惡不善法、聞思兩慧所攝

取的善法。

‧「策心、持心者，謂為得修慧故，餘如前說」，「策心」即

勉勵心令其提起而不惛沉、「持心」是控制心令其沉穩而不

掉舉，修定之目的是令修所成慧得以現起，發起伏斷煩惱的

作用，其餘略而不說的方面則如前文所述。 

四、已生善法令住，令不忘、令修滿、令倍修、令增長、

令廣大，生欲、策勵，乃至廣說。

‧「已生」者，謂已得故。

‧「令住」者，謂聞慧。

‧「令不忘」者，謂思慧。

‧「令修滿」者，謂修慧。

此上三句，顯唯守護已所得善。

‧「令倍修、令增長、令廣大」者，如其次第，不唯於彼

生知足故。

‧「生欲」者，謂起證得欲。

‧餘如前說。

「四、已生善法令住，令不忘、令修滿、令倍修、令增長、令

廣大」是「四正斷」的第四項修行；「生欲、策勵乃至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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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生欲、策勵、發起正勤、策心、持心」是「四正斷」的共

同特性，其義已如前述。

‧ 「已生者，謂已得故」，「已生」即善法已得生起。

‧ 「令住」即令善法安住，指聞所成慧攝取教法的功用。

‧ 「令不忘」即令善法不會忘失，指思所成慧思擇教法的功

用。

‧ 「令修滿」指雖已得善法，尚需數數修習，令思所成慧達致

圓滿的狀態。

「此上三句」，即「令住者，謂聞慧」、「令不忘者，謂思

慧」、「令修滿者，謂修慧」，「即顯唯守護已所得善」，即

顯明只需以三慧守護已得的善法。

‧「令倍修、令增長、令廣大者，如其次第，不唯於彼生知足

故」，令已得的善法倍增地修習、令善法的力量不斷地培育

增強、令其功效廣大地擴展以達致圓滿，如依三慧的修行次

序來實踐，而不只是於彼善法得生而知足不前。

‧「生欲者，謂起證得欲」，即發起證得三慧的欲求，使已生

的善法得以安住、不會忘失、達致圓滿。

‧「餘如前說」，其餘刪略不說方面則如前文所述。

令修所成慧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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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1.3 四神足

(3)「四神足」者，廣說如經。

三十七菩提分法中的第三類是四神足，以別境心所中的定(三

摩地、samādhi)心所為本質，依止定的修習而得神通，如能

隨意往還騰躍、能證得世間殊勝之法，三摩地是成就神通之

因。「四神足」又名「四如意足」：

(一) 依止希求的「欲三摩地」，為永斷所有隨眠煩惱及圓滿成

辦三摩地之殊勝實踐。

(二) 依止勤奮的「精進三摩地」，去除禪定的障礙。

(三) 依止定力之「心三摩地」，明了而寂靜安住於所緣境上，

攝心而住。

(四) 依止簡擇諸法之「觀三摩地」，正審思察，念住一境。

 此即欲、勤、心、觀四種三摩地，為變化顯現種種境相而

修四神足。

一、欲增上故得三摩地：

如有行者先世修習上品善根，於大師所或於有智同梵行

處，生信生欲，聽聞正法，如所信欲，聞正法已，展轉證

得心住一境性，由此欲故三摩地成就；

已生未生惡、不善法，令斷、令不起故，生欲乃至持心；

若未生彼對治善法，令其生故；

若已生者，令住、令不忘、令修滿、令倍修、令增長、令

廣大故，生欲乃至持心。

此即欲、勤、心、觀四種三摩地，為變化顯現種種境相而修四

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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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行者，復修欲、策勵、信、安、正念、正知、思、捨

八種斷行。

「一、欲增上故得三摩地」是「四神足」的第一項修行，「欲

增上」是強烈的希望欲求，由此而得證心能專注一趣的三摩

地定境。「如有行者先世修習上品善根」，如有修行人於「先

世」，即過去世，已曾修習「上品善根」，指出世間離欲的所

有善根，能對治下品的微細煩惱。5「於大師所或於有智同梵行

處」，「大師」是佛、菩薩的尊稱，以能教誡弟子一切應作及

不應作事，又能化導無量眾生，令苦寂滅，故名大師。6於大師

的處所，或於有智者共同修清淨梵行的地方，「生信生欲」，生

起信樂羨仰之希求心，聽聞正法的教導，「如所信欲」，如其

所信樂願欲，聞正法已，「展轉」是相續轉變而「證得心住一

境性」，「心住一境」是止息妄念、專注於一境之定心狀態，

「由此欲故三摩地成就」，由於這種欲求故能成就三摩地的禪

定。

「已生未生惡、不善法，令斷、令不起故，生欲乃至持心」，

如「四正斷」對治惡法、培育善法的情況，於已生未生的惡、

不善法應修令伏斷、令不生起，生起斷惡的願欲乃至持心等定

的實踐。

5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55，大正藏30，602c。
6 同上，759b。
5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55，大正藏30，602c。
6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82，大正藏30，75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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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29，大正藏30，444a。

40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若未生彼對治善法，令其生故」，若仍未生起制伏彼惡法的

善法力量，應修令其得生的方法。

「若已生者，令住、令不忘、令修滿、令倍修、令增長、令廣

大故，生欲乃至持心」，若善法已經生起，應修令安住、令不

忘失、令修至圓滿、令倍增地修、令其增強長養、令其擴至廣

大的功效，如前應生起欲求乃至持心等定的實踐。

「如是行者，復修欲、策勵、信、安、正念、正知、思、捨八

種斷行」，這樣地斷惡修善，修行人又應修「八種斷行」，亦

名「八勝行」，即殊勝的實踐：7 

一、「欲」，希望樂欲修三摩地圓滿以斷滅惡不善法。

二、「策勵」，於止觀策發精勤，修習加行。

三、「信」，於三摩地深生信解。

四、「安」，漸除惡不善法的粗重而得身心調柔輕安。

五、「正念」，攝持正念於奢摩他的止品修習。

六、「正知」，正知思擇於毘缽舍那的觀品修習。

七、「思」，即心的造作，於斷、未斷煩惱能正思察，造作其

心，發起順止觀二品的身語業行。

八、「捨」，能隨順諸惡不善法中，心無染污，心平等性。

‧「由此欲故三摩地成就」者，謂於此中而得自在。

‧「已生未生惡、不善法」者，謂彼下品諸纏所攝，及彼

微薄未損未害隨眠所攝。

7 同上，4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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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斷、令不起」者，謂為離已生軟品纏故，及為損害

微薄隨眠故。

‧「生欲乃至持心」，如前廣說。

‧「若未生彼對治善法，令其生故」；

 「若已生者，令住、令不忘、令修滿、令倍修、令增

長、令廣大故」，「生欲乃至持心」，如前廣說應知。

‧「如是行者」者，謂如是修行多時住者。

‧復修「欲」者，謂欲證彼不現行及損害故。

‧「策勵」者，謂欲為因，於奢摩他、毘缽舍那發起正勤

故。

‧「信」者，謂生欲之因，於彼損害及所得中，決定信

故。

‧「安」者，謂因策勵除身心麤重，令身心堪任故。

‧「正念」者，謂於防護沈下、浮舉隨煩惱中，令心不忘

故。

‧「正知」者，謂或時失念，隨煩惱現行之時，分別正知

故。

‧「思」者，謂於「止」、「舉」中，造作心故。

‧「捨」者，謂於不染住心，「平等心」、「正直心」、

「無轉動性」。

如是一切諸神足中「八種斷行」，應知此中差別者。

‧「由此欲故三摩地成就者，謂於此中而得自在」，由修此

「欲神足」而成就三摩地，意謂於定中能自在地入定、安

住、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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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生未生惡、不善法者，謂彼下品諸纏所攝，及彼微薄未

損未害隨眠所攝」，所謂「已生未生惡、不善法」，指不論

是已生起現行或未生起的惡、不善法，皆是隸屬於「下品諸

纏」，即微細的現行煩惱，及隸屬於力量微薄而無大損害的

隨眠煩惱，「隨眠」指煩惱種子，隨逐眾生的生死流轉而潛

存眠伏於阿賴耶識中。

‧「令斷、令不起者，謂為離已生軟品纏故，及為損害微薄隨

眠故」，所謂「令斷、令不起」，意指為了離開已生的軟弱

下品的現行煩惱，及為了離開損害力量微薄的隨眠煩惱。

‧「生欲乃至持心，如前廣說」，即生起成就三摩地令纏及隨

眠煩惱不現行的欲求。為成就三摩地，須修「策心」，即勉

勵心令其提起而不惛沉，「乃至持心」，以至控制心令其沉

穩而不掉舉，其義如前文「四正斷」所詳細述說。

‧「若未生彼對治善法，令其生故；若已生者，令住、令不

忘、令修滿、令倍修、令增長、令廣大故，生欲乃至持心，

如前廣說應知」，其義皆如前文「四正斷」所詳細述說。

‧「如是行者者，謂如是修行多時住者」，這樣地修「欲神

足」的修行人，長時間安住於這種實踐的方法。

‧「復修欲者，謂欲證彼不現行及損害故」，又修此欲求的

人，希望樂欲證得彼纏及隨眠煩惱不現行及損害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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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勵者，謂欲為因，於奢摩他、毘缽舍那發起正勤故」，

「策勵」是於修止觀能策發精勤加行，即以欲求為因，於奢

摩他(śamatha)的「止」品及毘缽舍那(vipaśyanā)的「觀」

品，發起正勤修習，不捨加行。

‧「信者，謂生欲之因，於彼損害及所得中，決定信故」，所

謂「信」，即對修止觀的方法有清楚的了解而信受，這種清

淨信解是生起願欲的重要條件，於彼隨眠的損害及所證得的

定慧善法中，決定深生信解。

‧「安者，謂因策勵除身心麤重，令身心堪任故」，所謂

「安」，指因為依止勤修禪定，可以去除身心的「麤重」，

即嚴重惡性的煩惱力量，「令身心堪任」，指禪定的勢用能

夠勝任而令到身心調柔輕安。

‧「正念者，謂於防護沈下、浮舉隨煩惱中，令心不忘故」，

所謂「正念」，指正確的憶念力。修定時，出現「沈下」的

狀況，即惛沈，令精神下墮，或出現「浮舉」的狀況，即掉

舉，令精神躁動，於防護惛沈、掉舉的隨煩惱中，「令心不

忘」，即明記憶念地修提起精神的「舉相」以防護惛沈，或

修抑制精神過度活躍的「止相」以防護掉舉等方法。

‧「正知者，謂或時失念，隨煩惱現行之時，分別正知故」，

所謂「正知」，能作正確的揀擇。修止觀時，有時或會失

念，隨煩惱生起現行時，便能分別地思擇察照，立即捨棄調

伏，令煩惱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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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者，謂於『止』、『舉』中，造作心故」，所謂「思」，

是使心造作之意志作用。於修「止相」或「舉相」時，為欲

伏除掉舉、惛沈等隨煩惱，「造作心」，即由意志推動，發

起加行，致力於煩惱的止息。

‧「捨者，謂於不染住心，『平等心』、『正直心』、『無轉

動性』」，所謂「捨」，即於「不染住心」，先除煩惱的雜

染而安住於定，「平等心」是需作加行而遠離掉舉、惛沈等

定障，平等即心很平衡的狀態。「正直心」是意念上稍作提

點便能遠離雜染。「無轉動性」是不需加行控制而便能心無

動轉，靜住於定。

「如是一切諸神足中『八種斷行』，應知此中差別者」，如是

所有欲、勤、心、觀四神足中的「八種斷行」，即欲、策勵、

信、安、正念、正知、思、捨，應該了知其中的「差別」，即

不同的意義。

第二、勤增上故得三摩地：

如有行者，依於教授及教誡法，或在空閑，或居林樹，或

止靜室，於如是處，長時勇猛、純熟、熾然、正勤，證得

心住一境性，由正勤故三摩地成就，餘如前說。

「第二、勤增上故得三摩地」是「四神足」的第二項修行。

「如有行者」，如有修行人，「依於教授及教誡法」，「教

授」是教導所應修習的善法，即應作的事；「教誡」是警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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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戒除的不善法，即不應作的事。或在空閑的地方，或居於叢

木樹林中，或住於寂靜居室中，於如是等處所，長時間以勇猛

的心志、純熟地操作，「熾然」是強烈密集地恒常修習、正精

勤地實踐，而證得心住一境性，因此能夠專注於一境而心不散

亂。由此正精勤故三摩地成就，其餘「勤神足」刪略不說的方

面，如「生信生欲，聽聞正法，如所信欲，聞正法已，展轉證

得心住一境性」，則如前文「欲神足」所述。

第三、心增上故得三摩地：

如有行者，先已修習奢摩他行，由此因緣思惟內法，速疾

證得心住一境性，由修心故三摩地成就，餘如前說。

「第三、心增上故得三摩地」是「四神足」的第三項修行，

「心增上」是由修九住心等習定增上法止息散亂，也就是修

「止」，即「奢摩他」(śamatha、止 )品。「如有行者」，如有

修行人，先前已修習奢摩他，由此修止的因緣思惟「內法」，

即九種住心的入定方法8，很快便證得心住一境性，由修止的增

上力故三摩地成就。其餘「心神足」刪略不說的方面，如「生

信生欲，聽聞正法，如所信欲，聞正法已，展轉證得心住一境

性」，則如前文「欲神足」所述。

8 參看拙著《顯揚聖教論解讀》第一冊，頁74-80有關九住心的注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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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觀增上故得三摩地：

如有行者，多聞聞持，其聞積集，獨處閑靜，即於彼法以

慧簡擇、極細簡擇、遍覺觀察，因此證得心住一境性，由

觀察故三摩地成就，餘如前說。

「第四、觀增上故得三摩地」是「四神足」的第四項修行。如

有修行人，「多聞聞持，其聞積集」，多聞教法，由聽聞而受

持，所聞法義經過熏習而積集於心。獨處閑靜的處所修定時，

便能於彼法義「以慧簡擇、極細簡擇、遍覺觀察」，這些都是

修「觀」的不同狀況，即「毘鉢舍那」(vipaśyanā)品，以慧的

揀擇力觀察思考、細微地簡別決擇、周遍地覺察所知境的各方

面，因此證得心住一境性，由觀察事理的智慧故三摩地成就，

其餘「觀神足」刪略不說的方面，如「生信生欲，聽聞正法，

如所信欲，聞正法已，展轉證得心住一境性」，則如前文「欲

神足」所述。

3.6.2.1.4 五根

(4)「五根」者，廣說如經：

三十七菩提分法中的第四類是「五根」。「根」是增上的意

義，能生起一切善法及出世間的無漏法為其增上作用：

(一) 信根，信於正道。

(二) 精進根，又名正勤根，勤修正法無間無雜。

(三) 念根，於正法記憶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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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定根，又名等持根，攝心不散。

(五) 慧根，於諸法觀照明了。

 

一、「信根」，由世間道令心清淨鮮白無穢，離隨煩惱，

得住不動，從是已後，求諦現觀修習方便，為永斷

隨眠故，為得彼對治故，起增上信。

「一、信根」，「五根」的第一種是「信根」，「由世間道令

心清淨鮮白無穢，離隨煩惱，得住不動」，「世間道」是修止

以得定中寂靜之樂，制伏煩惱，令心轉為清淨、鮮明潔白、無

染污穢，能安住一境而不受擾動。「從是已後，求諦現觀修習

方便，為永斷隨眠故，為得彼對治故，起增上信」，從安住於

定後，願求現證聖諦的修習方法，為了永斷煩惱隨眠的緣故，

並為得彼煩惱隨眠的對治，生起增上堅定的信。

二、「正勤根」，謂依「信根」，增進勇猛，與信俱行。

「二、正勤根」，「五根」的第二種是「正勤根」，即依止

「信根」為基礎，增強推進勇猛的行持，這是與「信」共同活

動的正精進，勤修不息。

三、「念根」，謂依「正勤」，明了不忘，與彼俱行。

「三、念根」，「五根」的第三種是「念根」，即依止「正

勤」為基礎，「念」是憶念、清晰明白而不忘失，與彼「正

勤」共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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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持根」，謂依「念根」，心住一境，與彼俱行。

「四、等持根」，「五根」的第四種是「等持根」。「等持」

的梵語是samādhi，音譯「三摩地」、「三昧」，指精神能完

全地統合集中，處於相續地持心於一境的狀態。「等持」包括

色界及無色界八種「根本定」及八種「近分定」。「等持根」

是依止「念根」為基礎，安住於一境而不離散，與彼「憶念」

共同活動。

五、「慧根」，謂依「等持根」，簡擇諸法，與彼俱行。

「五、慧根」，「五根」的第五種是「慧根」，是依止「等持

根」為基礎，簡別決擇諸法，與彼「等持」共同活動。

3.6.2.1.5 五力

(5)「五力」者，廣說如經：

三十七菩提分法中的第五類是「五力」，力即力用，能破惡成

善： 

(一) 信力，對三寶正理具淨信，可破除一切邪信，不為外道所

引奪。

(二) 精進力，修四正勤，斷除諸惡，修習善法。

(三) 念力，修四念處以獲正念憶持，能破諸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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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定力，專心修靜慮以破定中散亂的蓋障。

(五) 慧力，觀想四諦，如實了知真理，成就智慧，能破除煩惱雜

染，證得解脫。此五者均有破惡之力，故稱為「五力」。

即「信根」等，由善修習、多修習故，不復為彼「不信」

等法之所雜亂，復能對治諸雜亂法。

所謂「五力」，即「信根」等五根，由善於修習、多時修習的

緣故，不再為彼「不信」、「懈怠」、「忘念」、「散亂」、

「邪慧」等法所混雜擾亂，又能對治所有雜亂法，如「邪信」

會損害「信根」等。

不可伏義，說名為「力」。

不可屈伏的意義，名之為「力」。

3.6.2.1.6 七遍覺支

(6)「七遍覺支」者，廣說如經：

三十七菩提分法中的第六類是「七遍覺支」。「遍覺支」的梵

語saṃbodhyaṅga，saṃbodhi即完全的覺悟，意謂能完全覺了

一切所知義，aṅga是支分，saṃbodhyaṅga意謂「完全覺悟的

部份」，又譯作「七覺支」，指趣向覺悟的七種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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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遍覺支」，謂由世間道得備善力，見道現前，由

先修習世間「念遍覺支」，引得出世無功用、無分

別，於諦明了，於諦不忘。

「一、念遍覺支」，「七遍覺支」的第一種是「念遍覺支」。

「念」是憶念，由憶念力令定慧均等而不惛沈、不浮動。「得

備善力」，即成就四靜慮及四無色定而具備善品力量。「見道

現前」，最初證見聖諦真理現前時，能永斷見道所斷的一切分

別煩惱，只餘修道所斷的俱生煩惱，得預流果。由先前或過

去世修習四禪八定等「世間」道的念遍覺支，安住正念，引

得「出世」間道，即依四諦觀等而證出離世間的無漏覺悟之

智。「無功用、無分別，於諦明了，於諦不忘」，無需刻意用

功、無分別地於真實諦理能清晰明了地證見，遂於真理能不忘

失。

二、「擇法遍覺支」，謂由先所引無功用、無分別，依止

於念，與念俱行，於諦解了、於諦覺悟。

「二、擇法遍覺支」，「七遍覺支」的第二種是「擇法遍覺

支」。「擇」即揀擇，以智慧觀察諸法時，能簡別真偽是非

等。「謂由先所引無功用、無分別」，即由先前或過去世修習

止觀，引得無需刻意用功、無分別的智慧。「依止於念，與念

俱行，於諦解了、於諦覺悟」，依止於「念遍覺支」，與憶念

力共同活動，於法簡擇、極簡擇、遍尋思、遍伺察，體會四諦

道理而得明確的了解，於真實諦理能得無漏覺悟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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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一切諸遍覺支，由先所引無功用、無分別，後依止

前，與彼俱行，皆應了知。

如是一切所有七種遍覺支，由先前或過去世修習止觀之力，所

引發的無功用、無分別的覺智，「後依止前」，後遍覺支依止

前遍覺支，與彼前遍覺支俱起活動，這是七種遍覺支的相互關

係及漸次而起的特質，皆應如是地了知。至於其餘不同之處，

則如下文所述。

是中差別者：

第三、「正勤遍覺支」，於諦心勇。

其中的不同之處：

「第三、正勤遍覺支」，「七遍覺支」的第三種是「正勤遍

覺支」，即「精進覺支」，精勤於斷惡修善而不懈。「於諦心

勇」，於四諦道理為求證得，心不下劣而發勤精進。

第四、「喜遍覺支」，於諦心悅。

「第四、喜遍覺支」，「七遍覺支」的第四種是「喜遍覺支」，

喜謂歡喜。「於諦心悅」，心契悟真理而得喜悅。

第五、「安遍覺支」，於真諦中，身心堪任。

「第五、安遍覺支」，「七遍覺支」的第五種是「安遍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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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名「猗覺支」、「輕安覺支」，「猗」是美好盛大的狀態，

「輕安」指身心輕快安穩的狀態，有身輕安、心輕安二種。

「於真諦中」，於契證真實諦理中，「身心堪任」，禪修者有

能力達到「身輕安」及「心輕安」，達致身心感到調和平靜、

安寧及柔軟性。

第六、「三摩地遍覺支」，於真諦中，心住一境。

「第六、三摩地遍覺支」，「七遍覺支」的第六種是「三摩地

遍覺支」，亦名「定覺支」。「三摩地」是梵語samādhi的音

譯，指精神能完全地統合集中，專注一境而心不散亂的狀態。

「於真諦中」，於契證真實諦理中，「心住一境」，專注一境

而心不散亂。

第七、「捨遍覺支」，於真諦「心平等」、「心正直」、

「心無轉動性」。

「第七、捨遍覺支」，「七遍覺支」的第七種是「捨遍覺支」。

於契證真實諦理中，「心平等」即心處於不惛沈亦不掉舉的平

衡狀態，「心正直」是心離染污的煩惱法、「心無轉動性」，

即不須加行控制便心無動轉，寂靜而住，也就是自然處於無擾

動的定心狀態。

上文已解釋了「七遍覺支」的意義。最初證得七覺支的修行

人，名為「有學」的預流果聖者，見聖諦後能永斷見道所斷的

一切分別煩惱，只餘修道所斷的煩惱，因此尚需繼續修學以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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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俱生的煩惱。以下是引經說明「七遍覺支」是引發「有學」

證得不同果位及殊勝利益的依止。

又如經說：即於是中，復善修習「寂靜依止」，乃至廣

說。

「寂靜依止」者，謂欲界寂靜依故。

又如佛經中所說：「即於是中」，即於修習「七遍覺支」中，

「復善修習寂靜依止」，又善於修習「寂靜依止」，此即「欲

界寂靜依」，意指預流果的聖者漸斷欲界俱生九品煩惱的現

行，因此獲得欲界煩惱的完全寂止。所以「七遍覺支」是離欲

的依止，由此次第證得一來果、不還果的階位。

「乃至廣說」，即佛經中廣泛地說及有關「欲界寂靜」的種種

狀況。

「離欲依止」者，謂色、無色界離欲依故。

「離欲依止」，欲界俱生九品煩惱的寂滅，是斷色界及無色界

俱生九品煩惱現行的依止，由此證得阿羅漢果的緣故。

「滅依止」者，謂已得蘊、界、處無餘永斷依故。

「滅依止」是已得能生五蘊、十八界、十二處的種子潛能沒有

剩餘地永斷的依止，由此證得有餘依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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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向棄捨」者，謂未來蘊、界、處不相續故。

「趣向棄捨」指未來的五蘊、十八界、十二處不會相續現行，

即生命及世界的果報體不復生故，由此證得無餘依涅槃。

可見「七遍覺支」是引發「有學」證得不同果位及殊勝利益的

依止，從佛經中得到明證。

3.6.2.1.7 八聖道支

(7)「八聖道支」者，廣說如經：

三十七菩提分法中的第七類是「八聖道支」，即八種通向涅槃

解脫之正確途徑。「廣說如經」，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正見」，謂於見道中，「得遍覺支時見清淨」，

及於修道中，安立「後得遍覺支見清淨」，總合此

二，名為正見。

「一、正見」，「八聖道支」的第一種是「正見」，「謂於見

道中」，即於見道時證見苦集滅道四諦理之階段中，「得遍覺

支時見清淨」，即得見真理的遍覺支，指清淨無漏根本智及後

得智，及於修道位中，安立「後得遍覺支見清淨」，即其後修

道位中無漏智的遍覺支，總合見道及修道階段這兩種無漏智，

名為「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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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思惟」，謂依正見，與彼俱行「離欲思惟」、

 「無恚思惟」、「無害思惟」，於修道中，相續作意

思惟諸諦，與無漏作意相應，令心趣入、極趣入；尋

求、極尋求、現前尋求；覺了、計算、觀察、思惟、

思惟性。

「二、正思惟」，「八聖道支」的第二種是「正思惟」，即

依止「正見」，與彼「正見」共同活動的「離欲思惟」、「無

恚思惟」、「無害思惟」，即離欲貪、恚怒、損害眾生的想

法，於修道中，相續地在意念中思惟諸諦，與無漏作意的觀想

相應，令心趣入真理、極度趣入；尋求、極致地尋求、現前尋

求；覺悟了解、計算、觀察、思惟、思惟的思擇性，不斷地增

長無漏智。

三、「正語」，謂於修道中，依正思惟，由相續無漏作意

思惟諸諦故，得四種語業，聖愛戒所攝，不樂、離

樂、除滅種種離澄淨，防護不作、離作、不行、不

毀、不犯橋梁船筏、遠離、不違越，不種種違越性。

「三、正語」，「八聖道支」的第三種是「正語」，即發起種

種如法言論。於修道的階位中，依止「正思惟」，由相續不斷

生起的無漏作意思惟所有真理，獲得四種正確語言的作業，包

括不妄言、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聖愛戒所攝」，為諸

聖者愛樂悅慕所證的無漏戒所攝屬，不喜樂非理之語、遠離樂

著於言語的惡行、除滅種種遠離澄淨的言語，防護不應作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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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遠離不應作的口業、不做作言語的惡行、不毀壞與口業有

關的戒律、「不犯橋梁船筏」，指戒律如橋梁船筏，方便眾生

過渡到解脫彼岸，故不應犯戒、遠離不符合律儀的口業、不違

越防護口業的律儀，不做作種種違越戒律的口業。

四、「正業」，謂於修道中，由相續無漏作意思惟諸諦

故，得三種身業，聖愛戒所攝，不樂、離樂、除滅

種種離，廣說如前。

「四、正業」，「八聖道支」的第四種是「正業」。於修道的

階位中，由相續不斷生起的無漏作意思惟所有真理，獲得三種

身體行為的作業，包括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之清淨行為，

為諸聖者愛樂悅慕所證的無漏戒所攝屬，不喜樂非理之邪身

業、遠離樂著於邪妄之身體行為、除滅種種遠離澄淨的身體行

為，「廣說如前」，其餘的詳細情況如正語所說。

五、「正命」，謂於修道中，乃至思惟諸諦故，遠離所作

邪命惡法，聖愛戒所攝，廣說如前。

「五、正命」，「八聖道支」的第五種是「正命」，即依從正

法而謀生活命。於修道的階位中，乃至思惟所有真理，遠離所

作「邪命惡法」，指比丘不如正法來求取生活所需，如五種邪

命：(一)現奇特之異相，以得利養，(二)誇耀自己之功德，(三)

占卜吉凶，(四)高聲威嚇，令人畏敬，(五)稱讚其他的供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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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使人作更多的供養。「聖愛戒所攝，廣說如前」，為諸聖者

愛樂悅慕所證的無漏戒所攝屬，其餘的詳細情況如正語所說。

六、「正策勵」，謂於修道中，乃至思惟諸諦故，於所修

習念住、正斷、神足、根、力之中，欲樂正勤，策

勵勇猛，堪任難制，心正奮發相續精進性。

「六、正策勵」，「八聖道支」的第六種是「正策勵」，即「正

精進」。於修道的階位中，乃至思惟諸所有真理，於所修習

的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之中，願欲樂於正精

勤，策發激勵勇猛的實踐，「堪任難制」，即有能力降伏難於

控制的煩惱等惡法，內心有正奮發的相續精進性。

七、「正念」，謂於修道中，乃至思惟諸諦故，或依奢

摩他道，或依毘缽舍那道，或依雙道，於所修習擇

法、正勤、喜、安、等持、捨遍覺支中，念及正

念、隨念、諸念、不忘念、心明了性，及不忘失、

極不忘失、極不忘失諸法性。

「七、正念」，「八聖道支」的第七種是「正念」，即正確

的憶念。於修道的階位中，乃至思惟諸所有真理，或依奢摩他

(śamatha)的止道，或依毘缽舍那(vipaśyanā)的觀道，或依雙

道，即止、觀二道雙運，於所修習的擇法、正勤、喜、輕安、

等持、捨等遍覺支中，念及正念，「隨念」是追憶曾經歷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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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諸念、不忘念、「心明了性」是以明記不忘為本質，及

「不忘失」，指不會忘失的憶持力量，極不忘失、極不忘失的

所有憶念法的性質。9 

八、「正等持」，謂於修道中，乃至思惟諸諦故。又依三

道，於所修中，正念攝故，心住、安住、近住、等

住、不亂、不散、正攝持、奢摩他、心住一境性。

「八、正等持」，「八聖道支」的第八種是「正等持」，又名

「正定」。於修道的階位中，乃至思惟諸所有真理，「又依三

道」，指奢摩他道、毘缽舍那道及止觀雙運道，於所修習止觀

中，依「正念」收攝自心的緣故，「心住、安住、近住、等

住、不亂、不散、正攝持、奢摩他、心住一境性」10，即「九

住心」的修習。

此諸道支，後依於前，相應俱起應知。

這些所有的道支，後支依於前支，相應共同生起活動，應當了

知。

9 見《成唯識論演秘》卷5，大正藏43，912b，及拙著《顯揚聖教
論解讀》第一冊，頁73-74有關念的注解。

10 參看拙著《顯揚聖教論解讀》第一冊，頁74-80有關九住心的注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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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三十七菩提分法，詳細可參考《瑜伽師地論‧聲聞地》卷

28及29。

3.6.2.2 次說六種覺分

復次，頌曰： 智與解脫門，行、跡及止、觀。  

再者，這首是第八頌的後二句，包括六種覺分，即「十智」與

「三解脫門」，「四行跡」、「四法跡」，及「止」與「觀」。

3.6.2.2.1 十智

論曰：

「智」者，謂十種智，廣說如經：

「論」是解釋頌文的意義。所謂「智」，即十種智，「廣說如

經」，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法智」，謂於共了現見所知諸義境界無漏之智。

「一、法智」，十種智的第一種是「法智」，即所有聖者，

「共了」，是共同了知，「現見」，即現前證見，「所知諸義

境界」，所知的一切真實義是欲界諸行的繫縛、諸行的因、諸

行的滅，諸行的能斷道，也就是證見欲界苦、集、滅、道四諦

的境界，「無漏之智」，指能斷除由迷惑欲界四聖諦理所起的

煩惱之無漏清淨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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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類智」，謂於不共了不現見所知義境無漏之智。

「二、種類智」，十種智的第二種是「種類智」，這是觀察色

界、無色界諸行四諦之無漏清淨智慧，類似於前的「法智」，

故名「種類智」。「種類智」不是所有聖者皆具有，如預流

果、一來果，由於未斷除欲界繫的九品煩惱，所以只有「法

智」而無「種類智」，至於不還果及阿羅漢果，由於已斷除欲

界繫的九品煩惱，則具有「法智」及「種類智」。「謂於不共

了不現見所知義境」，於不共同了知、不現前證見的所知真實

義境，即色界、無色界諸行的繫縛、諸行的因、諸行的滅，諸

行的能斷道，也就是證見色界、無色界苦、集、滅、道四諦的

境界。「無漏之智」，指能斷除由迷惑上二界四聖諦理所起的

煩惱之無漏清淨智。

三、「他心智」，謂修所生修果，能知他心及心法智，及

諸如來知諸眾生，隨其意解，隨其隨眠，教授教誡

轉起妙智。

十種智的第三種是「他心智」，這是知他人心念的智慧，為六

神通之一，又名「他心通」。了知欲界與色界眾生現在心、心

所法，及無漏心、心所法之智。

「謂修所生修果」，即修道所生的修行結果，「能知他心及心

法」，能了知他人的心識及心所有法的活動，「及諸如來知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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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及一切如來能知所有眾生的心識及心所有法的活動，

「隨其意解」，隨著眾生意識所解了的程度，「隨其隨眠」，

隨著眾生潛伏的煩惱種子的強弱不同，「教授教誡轉起妙

智」，教授應學的教法、教誡應持的戒律等所生的不可思議的

智慧。

四、「世俗智」，謂世間慧，由依此故，如來為諸眾生，

隨其意解，隨其隨眠，宣說妙法。

十種智的第四種是「世俗智」，這是「世間慧」，即了知三界

一切世俗事的無漏智慧，由依止此「世俗智」故，一切如來為

諸眾生，隨著眾生意識所解了的程度，隨著眾生潛伏的煩惱種

子的強弱不同，宣說微妙之教法。

五、「苦智」，謂於有漏諸行之中，無常、苦、空、離我

思惟，若智、若見，明了、覺悟、慧、觀察性。

十種智的第五種是「苦智」，這是以慧觀察苦諦所產生之無漏

智。「謂於有漏諸行之中」，即於有煩惱染污的所有現象中。

「我」指獨立而實在不變的本質，「離我」即離實有的我執。

對於諸行的無常、苦、空、無我作如理的思惟，「若智、若

見，明了、覺悟、慧、觀察性」，智、見，明了、覺悟、慧、

觀察皆是思擇的智慧。「苦智」即思維苦諦的四種特質而作

「無常、苦、空、無我」的觀察，這是斷苦諦所屬煩惱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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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智」，謂於有漏諸行因中，因、集、生、緣思

惟，若智、若見，餘如前說。

十種智的第六種是「集智」，這是以慧觀察集諦所產生之無

漏智。「謂於有漏諸行因中」，即於有煩惱染污的所有現象集

起因緣中，對諸行的因、集、生、緣四方面作如理的思惟。

「因」，由貪愛的煩惱及有漏業能引生苦果。「集」，招集苦

果令其出現。「生」，使苦果相續地起現。「緣」，為苦果之

助緣。「若智、若見，餘如前說」，智、見及其餘的思擇的智

慧，則如前文所說。「集智」即思維集諦的四種特質而作因、

集、生、緣的觀察，這是斷集諦所屬煩惱之智。

七、「滅智」，謂於有漏諸行滅中，滅、靜、妙、離思

惟，若智、若見，餘如前說。

十種智的第七種是「滅智」，滅即寂滅，指滅盡三界的煩惱，

永無生死過患的解脫。「謂於有漏諸行滅中」，即於有煩惱染

污的所有現象中，對於諸行滅盡的滅、靜、妙、離四方面作如

理的思惟。「滅」，即苦諦、集諦無有剩餘地息滅。「靜」，

無煩惱之擾亂故寂靜。「妙」，超越三界一切過患的最勝無上

的境界。「離」，指永遠出離生死的苦厄。「若智、若見，餘

如前說」，智、見及其餘思擇的智慧，則如前文所說。「滅

智」即觀照滅諦的四種特質而作滅、靜、妙、離的觀察，這是

照了滅諦離繫之無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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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智」，謂於能斷有漏諸行無漏道中，道、如、

行、出思惟，若智、若見，餘如前說。

十種智的第八種是「道智」，「道」有能通的意義，指戒定慧

的修道，能通至涅槃解脫境地；依此正道而修，能滅除煩惱及

得無漏智慧，故名道智。「謂於能斷有漏無漏道中」，即於能

斷滅煩惱染污的無漏修道中，對於諸行滅盡的道、如、行、出四

方面作如理的思惟。「道」，觀道諦為入滅之正道。「如」，

指契於正理。「行」，修行能趣向涅槃。「出」，永超生死。

「若智、若見，餘如前說」，智、見及其餘思擇的智慧，則如

前文所說。「道智」即證道諦之理的智慧。

九、「盡智」，謂苦已知、集已斷、滅已證、道已修，或

緣盡境，或復為盡，若智、若見，餘如前說。

十種智的第九種是「盡智」，這是無學位的聖者，已斷非想

非非想處天第九品的修惑，滅盡一切煩惱，故是與「漏盡」

之「得」俱生之無漏智，即苦已知、集已斷、滅已證、道已

修，或緣慮漏盡清淨之境，或又證知諸漏已盡，「若智、若

見，餘如前說」，智、見及其餘思擇的智慧，則如前文所說。

十、「無生智」，謂苦已知不復當知，集已斷不復當斷，

滅已證不復當證，道已修不復當修，或緣無生境，

或為無生，若智、若見，餘如前說。

。

;



64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十種智的第十種是「無生智」，這是無學位的聖者，以知苦、

斷集、證滅、修道之事已成就，更無知、斷、證、修之事可

作。或緣慮無生之境，由此無生的行相所歸攝的智慧，名「無

生智」。「或為無生」，此是與「非擇滅」，即不由思擇而無

生的「得」俱生之無漏智。「若智、若見，餘如前說」，智、

見及其餘思擇的智慧，則如前文所說。

3.6.2.2.2 三解脫門

瑜伽行派認為三解脫門是由遍計所執等三自性所建立。《瑜伽

師地論》卷74云︰「三種解脫門亦由三自性而得建立，謂由遍

計所執自性故立空解脫門，由依他起自性故立無願解脫門，由

圓成實自性故立無相解脫門。」11 

「解脫門」者，謂三解脫門：(一)空解脫門，(二)無相解

脫門，(三)無願解脫門。

「解脫門」即「三解脫門」，是通往解脫之道的三種法門：

(一)空解脫門，(二)無相解脫門，(三)無願解脫門。《顯揚聖教

論》於三解脫門作四方面的分析：

第一方面是從所知境及智來闡釋。

第二方面是從觀想活動闡釋，包括滅諦、苦諦及集諦的觀法。

第三方面是觀想「三解脫門」皆為道諦所涵攝。

11 大正藏30，7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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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方面是一般的觀法，即不作以上三種較細緻的觀想方法。

(1)「空」有二種：(一)所知，(二)智。

‧「所知」者，謂於「眾生遍計性所執法」中，及「法遍

計性所執法」中，此二遍計性俱離「無性」及彼所餘無

我「有性」。

於諸法中「遍計性無」，即是「無我性有」。

於諸法中「無我性有」，即是「遍計性無」。

即於此中，「有」及「非有」，無二之性無分別境。

‧「智」者，謂緣彼境，如實了知。

第一方面，「空解脫門」有二種觀法：一是所知境，二是智。

‧「所知」，指所知境，即認識的對象，即於「眾生遍計性所

執法」中，「眾生」即人、自我。由周遍計度執著有實在的

自我，這是「人我執」。「及法遍計性所執法」中，「法」

即事事物物、宇宙萬象，由周遍計度執著有實在的事物，這

是「法我執」。「眾生」及「法」皆依眾緣和合而存在，由

依他起故，我、法的實體性是不存在的，故是「無性」，即

沒有獨立實在的本質。「有性」是人、法二空所顯的真如空

性，那就是圓成實性，此真實普遍地存在於一切法中，故是

「有性」。「此二遍計性俱離無性」，這兩種周遍計度執有

實有的「人我」及「法我」皆是不存在的，「及彼所餘無我

有性」，周遍計度以外的「人無我」及「法無我」的真實性

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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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諸法中遍計性無，即是無我性有」，於諸法中「遍計性

無」，所有事物中由周遍計度所執的實有性是不存在的，反過

來說，那就是「無我性有」，無實自我的性質是存在於所有事

物中。

「於諸法中無我性有，即是遍計性無」，於諸法中「無我性

有」，無實自我的性質是存在於所有事物中，反過來說，那就

是「遍計性無」，周遍計度所執的實自我性是不存在於所有事

物中。

「即於此中」，「此」是所知境，「有」及「非有」，「有」指

「無我性有」，「非有」是無，即不存在，指「遍計性無」，

由於「無我性有」即是「遍計性無」，「遍計性無」即是「無

我性有」，兩者的意義並無不同，只是正反兩面的不同詮釋而

已，所以這種「無二之性」是「無分別境」，也就是「空解脫

門」的所知境。

‧「智」，指能觀的智慧，即緣慮彼所知對象，如實地了知

 「無我性有」及「遍計性無」。

「無相」亦有二種：(一)所知，(二)智。

‧「所知」者，謂即所知空境，由此境相，一切諸相之所

不行。

‧「智」者，謂如前說。

「於諸法中遍計性無，即是無我性有」，於諸法中「遍計性

無」，所有事物中由周遍計度所執的實有性是不存在的，反

過來說，那就是「無我性有」，無實自我的性質是存在於所

有事物中。

「於諸法中無我性有，即是遍計性無」，於諸法中「無我性

有」，無實自我的性質是存在於所有事物中，反過來說，那

就是「遍計性無」，周遍計度所執的實自我性是不存在於所

有事物中。

「即於此中」，「此」是所知境，「有」及「非有」，

「有」指「無我性有」，「非有」是無，即不存在，指「遍

計性無」，由於「無我性有」即是「遍計性無」，「遍計性

無」即是「無我性有」，兩者的意義並無不同，只是正反兩

面的不同詮釋而已，所以這種「無二之性」是「無分別境」，

也就是「空解脫門」的所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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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解脫門」亦有二種觀法：一是所知境，二是智。

‧「所知」，即所知的空境，由了知一切法皆無實在本質的緣

故，不斷掃蕩境相，無所執著，令所有境相不會現起。

‧「智」，指能觀的智慧，如前文所述說。

「無願」亦有二種：(一)所知，(二)智。

‧「所知」者，謂由無智故，顛倒所起諸行相貌。

‧「智」者，謂緣彼境，厭惡了知。

「無願解脫門」有二種觀法：一是所知境，二是智。

‧「所知」，即由「無智」，指無明的緣故，由顛倒執見所生

起一切有為法是實有的相貌。

‧「智」，指能觀的智慧，即緣慮彼顛倒境，了知其為虛妄不

實，生起厭惡，故於一切法無所願求。

(2) 「空行」者，謂於「諸行」，我不可得，及「諸

相」中世俗分別，法不可得。

第二方面，「三解脫門」可依其觀想活動而分析： 

「空行」是觀空的活動，即於「諸行」的有為法，「我不可

得」，了知「人我」的實有自性是 「不可得」，指不能透過經

驗的現量或推理的比量而得到證明，及於現象的「諸相」中，

透過「世俗分別」，即有漏三界心及心所法的分析活動，了知

「法我」的實有自性是「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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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行」者，謂即於「諸行」中，眾生無我性可得；及

「諸相」中世俗分別，法無我性可得；及於「滅」中，

滅、靜、妙、離行。

「無相行」是觀無相的活動，即於「諸行」的有為法中，了知

「眾生無我性」，即「人無我」可得，指透過經驗的現量或推

理的比量而得到證明，及於現象的「諸相」中，透過世俗心及

心所法的分析活動，「法無我性」可得，即「法無我」可經

由現量或比量把捉得到；及於「滅」諦中，「滅、靜、妙、離

行」，即滅、靜、妙、離的四種行相特徵作如理的思惟：

一、「滅」，即苦諦、集諦無有剩餘地息滅。

二、「靜」，無煩惱之擾亂故寂靜。

三、「妙」，超越三界一切過患的最勝無上的境界。

四、「離」，指永遠出離生死的苦厄。

「無願行」者，謂無常、苦、不淨，如病、如癰、如箭；

因、集、生、緣行。

「無願行」即作無願的觀想活動，於世間的苦諦，有無常、

苦、不淨等特徵，觀想猶如病患、如癰腫、如箭害等逼迫眾

生，故對有漏的人生無所願求。又觀想苦諦集起的條件，即集

諦有因、集、生、緣等四相特徵：

一、「因」，觀一切煩惱及業為生苦果之因。

二、「集」，由多種因緣招集苦果而令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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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眾緣聚合具備則令苦果相續不絕。

四、「緣」，由各別助緣和合，令苦果成辦。

若對苦果不作願求，則應斷集苦之因。

(3)「緣智空道」，作道、如、行、出行，此亦是「空

行」；

第三方面，觀想「三解脫門」皆為道諦所包攝： 

「緣智空道」，能緣慮空境的觀智為道諦所攝，「作道、如、

行、出行」，應觀想道諦有道、如、行、出四相特徵：

一、「道」，道諦為入滅之解脫道。

二、「如」，無顛倒而如實契於正理。

三、「行」，行趣涅槃。

四、「出」，永超生死。

「此亦是空行」，這種觀想亦是觀空的活動。

「緣智無相道」，作道、如、行、出行，此亦是「無相

行」；

「緣智無相道」，能緣慮無相境的觀智為道諦所攝，應觀想道

諦有道、如、行、出四相特徵，「此亦是無相行」，這種觀想

亦是觀無相的活動。

「緣智無願道」，作道、如、行、出行，此亦是「無願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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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智無願道」，能緣慮無願境的觀智為道諦所攝，應觀想道

諦有道、如、行、出四相特徵，「此亦是無願行」，這種觀想

亦是觀無願的活動。

(4) 若無差別，總名空、無相、無願者，此通聞、思、

修所生之慧，世及出世應知。

第四方面是一般的觀法，即不作以上三種較細緻的觀想方法。

「若無差別」，如果不作以上三種的觀想方法，則「總名空、

無相、無願」，此觀想可相通於聞、思、修所生的三種智慧，

包括世間及出世間的智慧，即了知世俗事及超出世間之解脫的

智慧，這是應當了知。

若名「空、無相、無願三摩地」者，唯是修所生慧，通

世、出世應知。

如果名為「空、無相、無願三摩地」，這只隸屬於修所生慧，

因為「三摩地」(samādhi)是專住一境的禪定狀態，可相通於世

間及出世間的智慧，應當了知。

若名「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者，此唯出世應知。

如果名為「空、無相、無願解脫門」，這只隸屬於出世間的智

慧，即超出世間而出離繫縛之無漏智慧。應當了知這也是修所

生慧的定中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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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3 四行跡

「行」者，謂四種行，廣說如經：

所謂「行」，即四行跡、四通行，其詳細的意義如佛經所說。

「四種行」指「四行跡」，又名「四通行」。「行跡」的梵語

pratipad是「道」之異名，指能通向涅槃之道。這是根據所依
的禪定及禪修者的根器利鈍而有苦樂、遲速的四種分別。

依止四靜慮的根本定，止觀均等則能任運而起現法樂住為「樂

通行」；依止無色定、未至定、中間等定，止觀不均等則難任

運而起現法樂住，轉增艱苦，為「苦通行」。此苦、樂二通行

又因修道人之根器的明利、暗鈍而分為「速」和「遲」二種。

「通」是修行的意思，「行」即為盡諸漏所修的智慧，故名

「通行」。

一、「苦遲通」，謂鈍根者，未得現法樂住，為盡諸漏，

若道、若行。

「一、苦遲通」，第一種是「苦遲通行」，即鈍根的修行人，

未得「現法樂住」(dṛṣṭa-dharma-sukha-vihāra)，「現法」
(dṛṣṭa-dharma)，指現世法、現見法，「樂住」(sukha-vihāra)，
即依四種根本靜慮而住於止觀均等的法樂，此種法樂只限於

色界中四禪才能體驗到，未至定、中間定及無色定則無此種樂

「通」是通達的意思，「行」即趣向涅槃，故名「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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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以止觀不是均衡的狀況，未至定及中間定是定弱慧強，

無色定則定強慧弱，皆不是止觀均等。「為盡諸漏，若道、若

行」，為了滅盡一切有漏的煩惱而修名為「行跡」之「道」，

或名「通行」。

二、「苦速通」，謂利根者，餘如前說。

「二、苦速通」，第二種是「苦速通行」，即利根的修行人，

「餘如前說」，其餘的情況如前「苦遲通」的述說。所不同

者，由於「苦速通」是利根的修行人，未得現法樂住，現世未

能安住於止觀均等的法樂，為了滅盡一切有漏的煩惱而修名為

「行跡」之「道」，或名「通行」。

三、「樂遲通」，謂鈍根者，已得現法樂住，為盡諸漏，

若道、若行。

「三、樂遲通」，第三種是「樂遲通行」，即鈍根的修行人，

「已得現法樂住」，現世已能安住於止觀均等的法樂，為了滅盡

一切有漏的煩惱而修名為「行跡」之「道」，或名「通行」。

四、「樂速通」，謂利根者，餘如前說。

「四、樂速通」，第四種是「樂速通行」，即利根的修行人，

「餘如前說」，其餘的情況如前「樂遲通」的述說。所不同

者，由於「樂速通」是利根的修行人，現世已能安住於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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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等的法樂，為了滅盡一切有漏的煩惱而修名為「行跡」之

「道」，或名「通行」。

四行跡的意義如下表所示：

四通行 苦樂差別 遲速差別 根機差別 止觀差別 所依之定

苦遲通行 苦 遲 鈍根 止觀不均等， 未至定、

    無現法樂住 中間定及無

     色界定

苦速通行 苦 速 利根 止觀不均等， 未至定、

    無現法樂住 中間定及無

     色界定

樂遲通行 樂 遲 鈍根 止觀均等， 色界四靜慮

    得 現法樂住 中的根本定

樂速通行 樂 速 利根 止觀均等， 色界四靜慮

    得 現法樂住 中的根本定

3.6.2.2.4 四法跡

「跡」者，謂「四法跡」，廣說如經：

所謂「跡」，即「四法跡」，其詳細的意義如佛經所說。 

「跡」猶如足跡，指修行之道。「四法跡」包括：一、無貪法

跡，二、無瞋法跡，三、正念法跡，四、正定法跡。「無貪」、

未至定、中

間定及無色

界定

止觀均等，

得現法樂住

止觀均等，

得現法樂住

未至定、中

間定及無色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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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瞋」能令增上戒學清淨，「正念」能令增上心學清淨，

「正定」能令增上慧學清淨，故無貪、無瞋、正念、正定四法

是戒定慧三增上學的所依因，即「四種安足處所所依法跡」，

故名為「跡」。12 

一、「無貪跡」，謂能持「尸羅蘊」法義，故名「跡」，

若未受者令進受，若已受者令守護、令增長、令廣

大。

「一、無貪跡」，「四法跡」的第一種是「無貪跡」，即於諸

欲樂境不起貪愛。「尸羅」是梵語śīla的音譯，含有道德行為、

習慣、戒律等義。「戒律」有防非止惡的作用，「蘊」是梵語

skandha的意譯，即眾多、積聚的意思。「尸羅蘊」指眾多的

戒法。「謂能持尸羅蘊法義」，即能守持眾多戒律而無違犯，

故名為「跡」。「若未受者令進受，若已受者令守護、令增

長、令廣大」，如果是未受戒的人令他進修受持，如果是已受

戒的人令他謹守護持戒法，令持戒的力量不斷地培育增強，令

其功效廣大地擴展以達致圓滿。

12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98：「又有四種，若行若住，無雜染法，
令修觀者，或於境界退出遊行，或於所緣安心靜定，離諸雜染，
安隱而住。……應知四種安足處所所依法跡，如其所應，當知即
是無貪、無瞋、正念、正定。」(大正藏30，867c) 又《雜集論》
卷10：「『無貪』、『無瞋』能令增上戒學清淨，不因貪恚門
毀犯學處故。『正念』能令增上心(定)學清淨，由於所緣無有忘
失，持心令定故。『正定』能令增上慧學清淨，由定心者能如實
遍知故。」(大正藏31，7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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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貪」，第二、「無瞋」亦爾。

「如無貪」，如「無貪」的情況，「第二、無瞋亦爾」，「四

法跡」的第二種是「無瞋跡」，亦是如此。那就是於諸不可樂

境不起瞋恚，能守持眾多戒律而無違犯，如果是未受戒的人令

他進修受持，如果是已受戒的人令他謹守護持戒法，令持戒的

力量不斷地培育增強，令其功效廣大地擴展以達致圓滿。

三、「正念跡」，謂能持「三摩地蘊」法義，故名「跡」，

 未生者令生，已生者令增廣。

「三、正念跡」，「四法跡」的第三種是「正念跡」。「正

念」是梵語samyak-smṛti的意譯，指憶念而不忘失的意思。

「三摩地蘊」指眾多的修禪持心的方法，「謂能持三摩地蘊法

義」，正念能憶持眾多禪定的方法，故名為「跡」。「未生者

令生，已生者令增廣」，如果未生起禪定的人令其生起，如果

已生起禪定的人令其增強擴展。

四、「正等持跡」，謂能持「慧蘊、解脫、解脫智見蘊」

法義，故名「跡」，若未生未證者令生令證，若已

生已證者令增令廣。

「四、正等持跡」，「等持」即「三摩地」，指心專注一境

的精神作用，「四法跡」的第四種是「正等持跡」。「慧蘊、

解脫、解脫智見蘊」，「慧蘊」是正見、正知的積集。「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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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是與正見相應之勝解。「解脫智見蘊」即盡智、無生智。

「謂能持慧蘊、解脫、解脫智見蘊法義」，即能受持慧蘊、解

脫蘊、解脫智見蘊的修習，故名為「跡」。「若未生未證者令

生令證，若已生已證者令增令廣」，如果未生起及未證得智慧

解脫的人令其生起及證得，如果已生起及已證得的人令其增強

擴展。

「四法跡」包括尸羅蘊、三摩地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

見蘊，此五蘊是佛及阿羅漢等無學位聖者所具備的五種無漏功

德。

3.6.2.2.5 止

「止」者，謂於如所聞思法中，正修行時，由緣三摩地影

像境作意故，得安三摩地故，住心於內。

所謂「止」，也就是止息妄念的「奢摩他」(śamatha)，即於如
所聽聞及所思維的法義中，依教義正修行的時候，「由緣三摩

地影像境作意故」，由緣慮三摩地(samādhi)的定中「無分別的
影像境」作意安住的緣故，「無分別的影像境」即前說的「無

分別影像所緣」，於定中念念相續地攀緣同一所緣境，無所分

別，「得安三摩地故，住心於內」，「得安」指得輕安，由證

得輕安三摩地故，能攝心內住而專注一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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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6 觀

「觀」者，謂於如所聞思法中，正修行時，由緣三摩地影

像境作意故，得安三摩地故，簡擇諸法。

所謂「觀」，也就是對事理的各方面作全面觀想思擇的「毘鉢

舍那」(vipaśyanā)，即於如所聽聞及所思維的法義中，依教義

正修行的時候，由緣慮三摩地定中的「有分別影像境」，即前

說的「有分別影像所緣」，即前念後念的所觀境會有變動及出

現眾多境相，作意思維故，「得安三摩地故」，由證得輕安三

摩地故，能簡別思擇一切法義。

3.6.2.3 次說八種覺分

復次，頌曰：居處及所依，發心與悲愍，諸行、通達性，

地、波羅蜜多。

再者，這首是第九頌，包括八種覺分，即四居處、四所依、發

心、悲愍、「諸行」即十法行、「通達性」指七通達，十地、

十波羅蜜多。

3.6.2.3.1 四居處

論曰：

「居處」者，謂「四居處」，廣說如經：



78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一、「慧居處」，謂諦觀方便世間之慧，為安立證諦出世

智義故。

二、「諦居處」，謂已得諦觀出世慧，為安立有事顛倒斷

義故。

三、「捨居處」，謂有事顛倒斷，為安立無餘煩惱息滅義

故。

四、「寂靜居處」，謂無餘煩惱寂靜，為安立一切苦不生

義故。

「論」是解釋頌文的意義。

「居處」是依止而得受用效益處，所謂「四居處」，其詳細的

意義如佛經所說：

「一、慧居處」，「四居處」的第一種是「慧居處」，「諦

觀」是真實的觀照，「方便」是手段、方法，「世間之慧」是

概念思維的世俗智慧。「諦觀方便世間之慧」，觀照真理的方

法屬於世俗的智慧。「為安立證諦出世智義故」，「安立」是

施設、假立概念來了解事理，「證諦」是無顛倒、無漏、無分

別地證見真實，「出世智」是隸屬於出世間的智慧，即超出概

念思維而無分別之無漏智慧。「為安立證諦出世智義故」，為

了施設概念來了解證見真實的出世間智慧的緣故。意思是依止

世間之慧，以安立出世間智義。

「二、諦居處」，「四居處」的第二種是「諦居處」，即「已

得諦觀出世慧」，指已證得非概念安立的現觀真理的智慧，



79卷 二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二

「為安立有事顛倒斷義故」，為了施設斷除「有事顛倒」，即

不如實知世俗現象的真相的緣故。意思是依止出世間慧，以安

立斷顛倒義。

「三、捨居處」，「四居處」的第三種是「捨居處」，即「有

事顛倒斷」，於世俗現象的顛倒見斷除，「為安立無餘煩惱息

滅義故」，為了施設概念來了解無剩餘的煩惱息滅的道理的緣

故。意思是依止斷顛倒義，以安立煩惱息滅義。

「四、寂靜居處」，「四居處」的第四種是「寂靜居處」，即

「無餘煩惱寂靜」，無剩餘的煩惱寂滅，「為安立一切苦不生

義故」，為了施設概念來了解一切苦不生的道理的緣故。意思

是依止煩惱息滅，以安立苦不生義。

「四居處」是前一居處的安立是為了後一居處而設，因此，

「居處」是依止而得受用效益處。

3.6.2.3.2 四種依

「所依」者，謂「四種依」，廣說如經：

一、「依法不依眾生」，謂若法是如來所說，或弟子說十

二分教，隨學隨轉，不隨眾生所行行學，亦不隨轉。

所謂「所依」，即「四種依」，又稱「四依四不依」。其詳細

的意義如佛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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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法不依眾生」，「四種依」的第一種是「依法不依眾

生」，「眾生」即人，所以又名「依法不依人」，意謂修道者

當以教法為依，不可以人為依。「十二分教」即佛典依文體與

內容的類別分為十二種，包括：

(一) 契經，又作「長行」，是以散文的形式記載佛之教說。

(二) 應頌，即以偈頌的形式重覆闡述契經所說之教法，故亦稱

「重頌」。

(三) 記別，又作「授記」，特指佛陀對眾弟子之未來所作之預

言。

(四) 諷頌，又作「孤起頌」，以偈頌來記載佛陀之教說，與

「應頌」重述「長行」文中之義不同。

(五) 自說，佛陀未待他人請問而自行開示教說。

(六) 因緣，記載佛說法教化之因緣。

(七) 譬喻，以譬喻宣說法義。

(八) 本事，記載佛陀與弟子前生之事跡。

(九) 本生，記載佛陀前生修行之事跡。

(十) 方廣，宣說廣大深奧之教義。

(十一) 希法，又作「未曾有法」。記載佛陀及諸弟子希有神變

之事。

(十二) 論議，論議抉擇諸法的體性，分別明瞭其義。

「謂若法是如來所說，或弟子說十二分教」，若是如來所說的

佛法，或佛弟子所說的十二分教，那便是可依止的教法，以能

具足清淨功德及能得智慧故。

「一、依法不依眾生」，「四種依」的第一種是「依法不依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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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學隨轉」，依隨正法學習及宣說演示。「不隨眾生所行行

學，亦不隨轉」，不依隨凡夫眾生所習行而修學，亦不依隨眾

生宣說演示不如理的法義。

二、「依義不依文」，謂若法非飾詞者所造綺文字句，唯

能顯了獨滿清淨鮮白梵行，於此法中恭敬信解，非

於能顯顛倒梵行，及不顯了梵行，但飾詞者所造綺

文字句。

「二、依義不依文」，「四種依」的第二種是「依義不依文」，

亦名「依義不依語」，意指修道人應當以契合理義為依止而信

解，不應以文字語言為依止而信受。「依義」指依據佛法的義

理，「謂若法非飾詞者所造綺文字句」，即那些道理不是修飾

文詞的人所造的綺麗文字句語。「梵行」特指離淫欲的清淨

行，「唯能顯了獨滿清淨鮮白梵行」，只依止能顯了獨自完善

清淨無染的離欲梵行。「於此法中恭敬信解」，於此離欲梵行

法中恭敬信解。「非於能顯顛倒梵行，及不顯了梵行」，並不

是依止那些於能顯了明示顛倒非清淨的梵行，及不顯了明示清

淨的梵行，「但飾詞者所造綺文字句」，只是修飾文詞的人所

造的綺麗文字句語。

三、「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謂於如來所說相似甚深

空性相應隨順諸緣緣起法中，不妄執著如言淺義，

亦不住自內見取心，唯勤尋究顯了義經。



82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三、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四種依」的第三種是「依

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亦名「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了

義」是顯了分明說示真實義，「了義經」是說理非常透徹和究

竟的經典；「不了義」是義理有未顯了未完盡之說，「不了義

經」是說理非透徹而含有隱密意義的經典。

「謂於如來所說相似甚深空性相應隨順諸緣緣起法中」，即於

如來所說的相似甚深的空性是相應隨順諸條件而生起的緣起法

中，以眾緣所生法即無其實在的本質，故說為空，緣起性空是

事物的一體兩面的性質。「不妄執著如言淺義」，不妄執著如

文詞表面的淺義，「亦不住自內見取心」，亦不執住自心內在

的見解，「唯勤尋究顯了義經」，只是精勤地尋究道理顯明的

了義經，以深入經義的理趣。

三藏中有了義經及不了義經，修道者當以明示實義之了義經為

依止，不可以不了義經為依。

四、「依智不依識」，謂不唯聽聞而生知足，便不進修法

隨法行，然為盡諸漏，勤求自內證真諦智。

「四、依智不依識」，「四種依」的第四種是「依智不依識」。

「法隨法行」是依照教法所說而修學。「謂不唯聽聞而生知

足，便不進修法隨法行」，意指不只是聽聞道理而生起知足之

念，便不再進修隨順教法的實踐。「然為盡諸漏，勤求自內證

真諦智」，然而為了滅盡一切煩惱，勤奮地求證得自心內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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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智，故應以證見真理的智慧為依止，不可以世俗理論的知

識為依。

3.6.2.3.3 發心

「發心」者，謂諸菩薩發菩提心，若諸菩薩住菩薩法性，

為欲利益十方世界所有有情，依彼行相強勝因緣，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發大誓願，受發心法：「謂我必定當證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度十方一切有情，令離諸煩惱故，

及離諸苦難故。」

「發心」即發菩提心、求覺悟的志願，是第六意識與俱起的欲

心所為了「利益眾生」而「希求大菩提」所發起的意願，可區

分為世俗發心及證法性發心。「世俗發心」是凡夫的發心，於

見道前積集各種福智資糧。「證法性發心」又名「勝義菩提

心」，是聖者的發心，始於見道後的初地，一直到第十地之間

的修行階段。

「菩薩」是梵語bodhi-sattva的音譯，bodhi是「菩提」，即

覺悟的智慧，sattva是「薩埵」，即有情眾生，「菩薩」的完

全音譯是「菩提薩埵」，指立志求覺悟成佛的眾生，即求無上

菩提以利益眾生，修大乘六度四攝等自利利他的實踐，故「菩

薩」是將來可成佛之大心眾生。「謂諸菩薩發菩提心」，即一

切菩薩所發的求大菩提的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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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法性」即菩薩特有的本然性質，「法性」指具有無漏的

成佛種子功能，包括先天本有的「本性住種姓」及後天經熏習

而有的「習所成種姓」。「若諸菩薩住菩薩法性」，如果所有

的菩薩安住於自身的成佛種姓。「為欲利益十方世界所有有

情」，為了希求利益十方世界內的所有有情。「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是梵語anuttara-samyak-sambodhi的音譯，意譯是

「無上正遍知」、「無上正等正覺」、「無上菩提」，指圓滿

的覺悟智慧。「依彼行相強勝因緣，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發

大誓願，受發心法」，依彼利益眾生的內心強勝活動，於無上

菩提發宏大的誓願，故受持發心的儀法：「謂我必定當證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為度十方一切有情，令離諸煩惱故，及離諸

苦難故。」其發心的志願是自身必定當來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為度十方一切有情，令離一切煩惱及離所有的苦難。此

即發「上求佛道，下化有情」的大菩提心。

此受發心復有二種：(一)「世俗發心」，(二)「證法性發

心」。

此受發心的儀法又有二種：(一)「世俗發心」，(二)「證法性發

心」。

「世俗發心」者，謂如有一，隨智者前恭敬而住，起增上

意，發誓願言：「長老憶念！或言聖者憶念！或言鄔波拖

耶！我如是名，從今日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為欲饒益諸有情故；從今已往，凡我所修布施、持戒、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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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正勤、靜慮及慧，一切皆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故；我今與諸菩薩摩訶薩和合出家，願尊證知我是菩薩。」

第二、第三，亦復如是。

第一種是「世俗發心」。「謂如有一，隨智者前恭敬而住，起

增上意，發誓願言」，如有一人，在智者前以恭敬的態度，起

「增上意」，即生起強烈的意志，發起誓願而說道。「長老」

是年長而智德俱優的出家者，「鄔波拖耶」是梵語upādhyāya
的音譯，即親教師、和尚。「長老憶念！或言聖者憶念！或言

鄔波拖耶！」，請長老憶持護念！或說請聖者憶持護念！或說

請鄔波拖耶憶持護念！我如是名字，從今日開始，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為希求利益一切眾生的緣故；從今已後，凡我

所修的布施、持戒、忍辱、正勤、靜慮及智慧等六度功德，一

切皆是為了證得無上菩提這個目標。「菩薩摩訶薩」，「摩

訶薩」是梵語mahāsattva的音譯，意思是大眾生，指希求無上

菩提以覺悟眾生的有情，與「菩薩」是同義詞，故「菩薩摩

訶薩」是複合詞，指大心眾生。「我今與諸菩薩摩訶薩和合出

家，願尊證知我是菩薩」，我現今願與菩薩摩訶薩共同出家共

修，願尊者證知我是菩薩。

「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發菩提心的儀軌需作三次，第一

次的程序如前述，然後是第二、第三次的發心，所發的誓言亦

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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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法性發心」者，謂如有一，已過第一劫「阿僧企耶」，

已證菩薩「初極喜地」，已入菩薩「定無生位」，已如實

知無上菩提及菩提方便，已悟自身將近、等近大菩提果，

證解自他悉平等故，得大我意，已至不住流轉寂滅菩薩道

故，得廣大意，由如是故，於大菩提願不退轉，是謂「證

法性發心」。

第二種是「證法性發心」，即出世間勝義的發心。「劫」是梵

語kalpa的音譯，全譯是「劫波」，是極長的時間單位，即不可

計算的長時年月。「阿僧企耶」是梵語asaṃkhya的音譯，或

譯作「阿僧祇耶」、「阿僧祇」，為印度數目單位之一，指不

可計算之無量數。菩薩由發心至成佛的修行期間，須經歷三個

阿僧企耶的極長時間勇猛精進，才能修行圓滿。三大阿僧企耶

的「第一劫」指菩薩由發心至見道的修行期間。「謂如有一，

已過第一劫阿僧企耶」，如有一人，已經過菩薩行的第一個阿

僧企耶劫，即由積集福德智慧的「資糧位」、修習止觀的「加

行位」，達到證見真理的「見道位」，已證得菩薩十地的最初

「極喜地」，由於初次體證真理，發起無漏智慧，斷除分別而

起之煩惱，因而轉凡成聖，成為地上菩薩，心內多生歡喜故名

「極喜地」。已入菩薩「定無生位」，「無生」指涅槃為寂滅

無生之理，菩薩在見道位及修道位中能體證諸法本來無生無滅

的真實狀態，已如實知如何獲得菩提覺智的方法，已明悟自身

將要接近、相近大菩提的佛果，證解自身及他人完全平等，故

得「大我意」，意指平等大我的意樂。「意樂」是梵名āśaya
的意譯，音譯「阿世耶」，意思是心意之所喜樂愛好，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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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樂」。「大我意」即破除小我的私心而了悟自他平等法

性，對眾生一視同仁，無分彼此。已達至生死流轉及寂滅涅槃

兩邊皆不住著的菩薩道，又得「廣大意」，指廣大意樂或廣大

阿世耶，以無厭足心修六度萬行，直至成佛而不退轉，由如是

發心修菩薩大行故，於大菩提的志願永不退轉，此即「證法性

發心」。

3.6.2.3.4 悲愍

「悲愍」者，謂如是已發心菩薩，於十方世界，或三種退

墮苦有情，或五趣定苦有情，或四種極苦有情，或六種重

苦苦有情，或三種相苦苦有情，諸如是所，令離苦、行不

害為性。

所謂「悲愍」，即如是已經發了大菩提心的菩薩，於十方世

界，或「三種退墮」於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的有苦有情眾

生，或「五趣定苦有情」，眾生可分為「五趣」的類別，地

獄、餓鬼、畜生、人、天是決定有種種不同程度的有苦眾生，

或「四種極苦有情」13，包括身體方面有四種苦，如身體感受

饑寒疾病各種重擔等苦、衰老階位的變壞苦、麁重的煩惱苦、

輪迴死生之苦，或「六種重苦苦有情」，「六種重苦」14包括

欲愛所生的根本苦、由愚癡引致的果報苦、先世業緣所感的

13 《顯揚聖教論》卷13，大正藏31，551c。 
14 同上。



88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苦、現世因緣生起的苦、善淨業緣所感的壞苦、不淨業緣所感

的苦苦，或「三種相苦苦有情」，「三種相苦」包括心身受

苦時所生的「苦苦相」、樂境失去時所感受的「壞苦相」、諸

行無常遷流不息故不得安定的「行苦相」，具此三苦的有情眾

生，「諸如是所，令離苦、行不害為性」，於這種種方面的有

情的所在，皆欲令眾生離苦及作不損害的業行為本質。

有關眾生種種方面的苦況，可參考本論之〈成苦品〉中詳細說

明五十五種苦的狀況。

3.6.2.3.5 十法行

「諸行」者，謂「十種法行」，廣說如經：

一、於菩薩藏法，若多若少尊重恭敬，「書持法行」；

二、若劣若勝諸供養具，「供養法行」；

三、若自書已，由矜愍心，「施他法行」；

四、若他發意恭敬尊重，以微妙聲宣揚闡讀，由宗仰故，

「諦聽法行」；

五、發淨信解恭敬重心，「披讀法行」；

六、為欲修習法隨法行，從師受已，「諷誦法行」；

七、既諷誦已，為堅持故，以廣妙音，「溫習法行」；

八、悲愍他故，傳授與彼，隨其廣略，「開演法行」；

九、獨處閑靜，極善研尋，稱理觀察，「思惟法行」；

十、如所思惟，修行奢摩他、毘缽舍那，為欲趣入，乃至

為令諸所求義，「成就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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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諸行」者，即「十種法行」，指十種受持經典之方法

行儀，包括書寫、供養、施他、諦聽、披讀、溫習、開演、諷

誦、思惟、修習，其詳細的意義如佛經所說：

「一、於菩薩藏法，若多若少尊重恭敬，書持法行」，第一種

法行是對大乘的菩薩藏經典，不論多少皆尊重恭敬而書寫、流

通，這便是「書持法行」。

「二、若劣若勝諸供養具，供養法行」，第二種法行是於佛經

所在之處，如佛塔廟，皆應恭敬供養或劣或勝的供養具，這便

是「供養法行」。 

「三、若自書已，由矜愍心，施他法行」，第三種法行是如果

自己書寫後，由同情愛護他人的心而施與經卷，不自專用，但

欲利他，這便是「施他法行」。

「四、若他發意恭敬尊重，以微妙聲宣揚闡讀，由宗仰故，諦

聽法行」，第四種法行是如果他人發心恭敬尊重佛經，應以微

妙音聲為他宣揚闡示、讀誦解說一切經法，聞者由尊崇敬仰的

緣故而專心審聽，這便是「諦聽法行」。

「五、發淨信解恭敬重心，披讀法行」，第五種法行是發清淨

信解的恭敬崇重心，於諸佛所說之經，時常披閱看讀，這便是

「披讀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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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欲修習法隨法行，從師受已，諷誦法行」，第六種法

行是為欲修習「法隨法行」，從老師稟受諸佛所說的教法後，

如說修行而隨順無違，諷誦宣揚，令人樂聞，這便是「諷誦法

行」。

「七、既諷誦已，為堅持故，以廣妙音，溫習法行」，第七種

法行是於諷誦後，為堅穩地受持教法，恒常以廣妙之音反覆讀

誦，溫習經中法義，這便是「溫習法行」。

「八、悲愍他故，傳授與彼，隨其廣略，開演法行」，第八種

法行是悲愍他人，傳授給那些欲學如來正法的人，隨其喜好而

作詳細或概略的開示演說，令人信解，這便是「開演法行」。

「九、獨處閑靜，極善研尋，稱理觀察，思惟法行」，第九種

法行是獨自處於閑靜的地方，於如來所說的法義，盡力善作研

求推尋，相稱理法而思惟觀察，這便是「思惟法行」。

「十、如所思惟，修行奢摩他、毘缽舍那，為欲趣入，乃至

為令諸所求義，成就法行」，第十種法行是依如來所說之法思

惟，修行止觀，為欲趣入修道，乃至為令獲得修所成慧，求證

理境，以成道果，這便是「成就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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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事品第一之三

3.6.2.3.6 七通達

「通達」者，謂「七種通達」，廣說如經：

一、「字通達」，謂於三十二字無分別故，所行相義如實

覺了，先已於心增上法行善修治故。

二、「字相通達」，謂於師子之形諸字相等有分別故，所

行相義如實覺了，餘如前說。

三、「能取通達」，謂於所緣相應心法，唯了別相如實覺

了，餘如前說。

四、「所取通達」，謂於一切諸識境界，唯識影相如實覺

了，餘如前說。

五、「繫縛通達」，謂於「相縛」及「麤重縛」如實覺

了，餘如前說。

六、「解脫通達」，謂於「相縛解脫」及「麤重縛解脫」

如實覺了，餘如前說。

《顯揚聖教論》卷第三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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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性通達」，謂於繫縛解脫，無始世來諸行緣起及

彼寂滅真如法性如實覺了，先已於心增上法行善修

治故。

所謂「通達」，指通於事理而無礙，有「七種通達」。「廣說

如經」，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字通達，謂於三十二字無分別故」，七種通達中的第一種

是「字通達」，即於三十二字，指阿等音是恒定的基本字母1，

故無需分析其義，「所行相義如實覺了」，只需如實了解如母

音或輔音等字母形相。「先已於心增上法行善修治故」，先前

已於抉擇文字法則能純熟地掌握。

「二、字相通達，謂於師子之形諸字相等有分別故」，七種

通達中的第二種是「字相通達」，即於師子之形，指梵文字型

的線條屈曲如師子身形，如 為「法」(dharma)的字形等。

由字母組成的名詞及語句等有不同的意義，「所行相義如實覺

了」，只需如實了解不同名相所詮釋的意義。「餘如前說」，

即「先已於心增上法行善修治故」，指先前已於文法的名詞及

語句等不同的意義能純熟地掌握。

「三、 能取通達，謂於所緣相應心法」，七種通達中的第三種

是「能取通達」，「能取」即認識之心法，如六識等，即能了

1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16：「即如 、阿字，知為常，必不可改
轉，此是字本故也。」(大正藏43，2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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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別之心識等，由意識能了知通達安立的道理及非安立的真

理。2「謂於所緣相應心法，唯了別相如實覺了」，「所緣」是

所緣慮、認識的對象，對不同的所緣有各別相應的了別力，如

眼識了別色境，乃至意識了別法境等，如實了解於所緣境的相

應心法，即能取與所緣皆是各各相應的。「餘如前說」，即

「先已於心增上法行善修治故」，指先前已於所緣的相應心法

能純熟地掌握。

「四、所取通達，謂於一切諸識境界」，七種通達中的第四種

是「所取通達」，「所取」即是所認識的對象，如色聲香味觸

法等六境，是一切心識的所知境界。「唯識影相如實覺了」，如

實了解所認識的對象只是能取心識上的影像。「餘如前說」，

即「先已於心增上法行善修治故」，指先前已於所緣的境界能

純熟地掌握。

「五、繫縛通達」，七種通達中的第五種是「繫縛通達」。

「繫縛」，指眾生之身心為煩惱或外界事物所束縛而不能自

在。「相縛」指所緣之境相拘礙能取之心識，使不得自在。

「麤重縛」指有漏種子的惡性力量深重，能縛有情身心於生死

輪迴而不能解脫。「謂於相縛及麤重縛如實覺了」，對於相縛

及麤重縛的不同束縛如實了知。「餘如前說」，即「先已於心

增上法行善修治故」，指先前已於思擇相縛及麤重縛能純熟地

了知及對治。

2 《瑜伽師地論》卷64：「能取通達者，謂根識等，達安立諦或非
安立。」(大正藏30，6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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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解脫通達」，七種通達中的第六種是「解脫通達」。

「解脫通達」與「繫縛通達」的意義相違，即脫離相縛及麤重

縛的束縛。「謂於相縛解脫及麤重縛解脫如實覺了」，對於解

脫相縛及麤重縛的束縛如實了知，那就是精勤地修止觀。3「餘

如前說」，即「先已於心增上法行善修治故」，指先前已於思

擇相縛及麤重縛能純熟地了知其對治的方法。

「七、法性通達」，七種通達中的第七種是「法性通達」。

「法性」指一切法的真實體性。「謂於繫縛解脫，無始世來諸

行緣起，及彼本來寂滅真如法性如實覺了」，於繫縛解脫的

方法，如實覺了無始世以來諸行現象依因待緣而出現的緣起法

則，及彼諸行現象緣起無自性空，也就是本來寂滅無生的真實

法性。「先已於心增上法行善修治故」，指先前已於緣起無生

的法性能純熟地了知及修習而得解脫繫縛。

3.6.2.3.7 十地

「地」者，謂菩薩「十地」，廣說如經：

一、「極喜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已於心增上法行

善修治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現觀，得諸菩薩現

觀，由正證得無上現觀故，諸大菩薩於此地中住增

上喜，是故此地名為「極喜」。

3 《解深密經》卷1：「眾生為相縛，及彼麁重縛，要勤修止觀，
爾乃得解脫。」(大正藏16，69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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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者，謂菩薩十地」，「地」指階位，「十地」即大乘菩

薩道的十個修行階位。由於大地能生長萬物，故佛典中常以

「地」來形容能生長功德的所依處。「廣說如經」，其詳細內

容如佛經所說：

「一、極喜地」，「十地」中最初之階位是「極喜地」，又名

「歡喜地」。所有菩薩安住於此極喜地中，「先已於心增上法

行善修治故」，先前已於體證真理的方法能純熟地掌握，超過

一切聲聞、獨覺的現觀，證得諸菩薩的現觀，「現觀」的梵

語為abhisamaya，意謂無漏慧現前親切地體驗真理，「由正

證得無上現觀故」，由於正確地現證大乘無上的人空及法空的

實相，開始獲得聖者的資格，相較二乘所證的人空之理更為殊

勝，「諸大菩薩於此地中住增上喜」，所有大菩薩於此極喜地

中安住於增勝極大的喜悅，所以此地名為「極喜地」。

二、「離垢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初地行

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妙「尸羅

蘊」，對治一切微犯戒垢，是故此地名為「離垢」。

「二、離垢地」，「十地」中第二之階位是「離垢地」。諸菩

薩安住此「離垢地」中，「先善修治初地行故」，先前已能善

巧修習對治初地布施的修行障礙，超過一切聲聞地及獨覺地，

證得最極清淨微妙的「尸羅蘊」(śīla skandha)，「尸羅」(śīla)即
戒，「蘊」(skandha)意謂眾多，故「尸羅蘊」又名「戒蘊」，

即無漏之身語業行，具足「三聚淨戒」，即三類清淨無漏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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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括攝律儀戒(斷除諸惡的戒法)、攝善法戒(修習一切善法

的戒法)、饒益有情戒(攝受利益一切眾生的戒法)，已能調伏一

切微細犯戒的污垢，所以此階位名為「離垢地」。

三、「發光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二地

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三摩地

蘊」，大智光明之所依止，是故此地名為「發光」。

「三、發光地」，「十地」中第三之階位是「發光地」。諸菩

薩安住此「發光地」中，先前已能善巧修習對治第二地持戒的

修行障礙，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為清淨的「三摩地

蘊」(samādhi skandha)，「三摩地」是samādhi的譯音，意指

禪定，故「三摩地蘊」亦名「定蘊」，即修習眾多的禪定，此

「三摩地蘊」為「大智光明」之所依止，開發極明淨之慧光，

是故此階位名為「發光地」。

四、「焰慧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三地

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緣諸覺分能

取法境微妙「慧蘊」，能現前燒一切煩惱，是故此

地名為「焰慧」。

「四、焰慧地」，「十地」中第四之階位是「焰慧地」。諸菩

薩安住此「焰慧地」中，先前已能善巧修習對治第三地的禪定

修行障礙，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最極明淨緣慮一切覺

分(菩提分法)及能明照真理法境的微妙「慧蘊」，意指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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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見，如大火聚，故能現前燒毀一切煩惱薪柴，所以此階位名

為「焰慧地」。

五、「極難勝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四地

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緣諦所知諸

法微妙「慧蘊」，成極難成不住流轉寂滅聖道，是

故此地名「極難勝」。

「五、極難勝地」，「十地」中第五之階位是「極難勝地」。

諸菩薩安住此「極難勝地」中，先前已能善巧修習對治第四地

微妙慧蘊的修行障礙，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最極明淨

緣慮諦理所應知諸法的微妙「慧蘊」，於諸聖諦得決定妙智，

成就極難成就的不住於流轉生死，亦不住於寂滅涅槃的智慧，

由於兩邊俱不住著，所以此階位名「極難勝地」。

六、「現前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五地

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緣智非智

二種所作」諸行流轉止息法境微妙「慧蘊」，多

分「有相任運相續妙智現前」，是故此地名為「現

前」。

「六、現前地」，「十地」中第六之階位是「現前地」。入此

地的菩薩引發最勝的般若智，令真如淨性顯現。諸菩薩安住此

「現前地」中，先前已能善巧修習對治第五地微妙慧蘊的修行

障礙，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最極明淨緣慮「智」(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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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及「非智」(無相觀)二種所作同時和合相應，及諸行緣起生

滅流轉法境得以止息的微妙「慧蘊」，大部分時間能夠任運自

然生起有相觀的相續妙智現前，是故此階位名為「現前地」。

七、「遠行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六地

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微妙解脫

 「解脫智見蘊」，由已遠入一切現行諸相解脫，是

故此地名為「遠行」。

「七、遠行地」，「十地」中第七之階位是「遠行地」。菩

薩安住此「遠行地」中，先前已能善巧修習對治第六地微妙慧

蘊的修行障礙，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最極明淨微妙解

脫的「解脫智見蘊」。由已久遠趣入一切現行諸相的解脫，雖

有相觀無相觀同時和合相應，仍須加功用才能生起無間的無相

觀。由於有功用的實踐已至最後邊際，隨後便入無功用住，是

故此階位名為「遠行地」。

八、「不動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七地

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微妙解脫

 「解脫智見蘊」，解脫一切相自在障故，得無功用

任運相續道之所依止，是故此地名為「不動」。

「八、不動地」，「十地」中第八之階位是「不動地」。諸菩

薩住此「不動地」中，先前已能善巧修習對治第七地解脫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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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的修行障礙，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最極明淨微妙解

脫的「解脫智見蘊」，得觀自在，解脫一切相不得自在的障

礙，亦不為現行煩惱所擾動，得無功用而自然任運相續智之所

依止，於一切相能不動搖，是故此階位名為「不動地」。

九、「善慧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八地

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微妙解脫

 「解脫智見蘊」，解脫一切無礙辯障，無過廣慧之

所依止，是故此地名為「善慧」。

「九、善慧地」，「十地」中第九之階位是「善慧地」，成就

「四無礙解」，即通達諸法名字的「法無礙智」、了知一切法

之道理的「義無礙智」、通曉各種言語的「詞無礙智」、能隨

意自在演說的「樂說無礙智」。諸菩薩住此「善慧地」中，先

前已能善巧修習對治第八地解脫智見蘊的修行障礙，超過一切

聲聞、獨覺地，證得最極明淨微妙解脫的「解脫智見蘊」，解

脫一切無礙辯說的障礙，是無過失的廣大智慧所依止，善能宣

說正法，是故此階位名為「善慧地」。

十、「法雲地」，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九地

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證得極淨微妙解脫

 「解脫智見蘊」，解脫發起大神通智障，如雲法身

圓滿所依，是故此地名為「法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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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雲地」，「十地」中第十之階位是「法雲地」，已修

習成滿十波羅蜜多的菩薩大行。諸菩薩住此「法雲地」中，先

前已能善巧修習對治第九地解脫智見蘊的修行障礙，超過一切

聲聞、獨覺地，證得最極明淨微妙解脫的「解脫智見蘊」，

解脫發起大神通智的障礙，是法身圓滿所依止，大法之智如雲

含眾功德水，遍注微妙法雨，普能蔭覆眾生，是故此階位名為

「法雲地」。

3.6.2.3.8 十波羅蜜多

「波羅蜜多」者，謂「十波羅蜜多」，廣說如經：

「波羅蜜多」是梵語pāramitā的音譯，意譯為「度」、「到彼

岸」，有最高、殊勝、究竟、圓滿等意義，也就是「事業成

辦」；亦有渡過輪迴的生死此岸而到達解脫的彼岸的意思。

「十波羅蜜多」，又作「十度」，菩薩有十項重要的實踐德

目，涵攝一切善法，能圓滿成就一切自利化他之事。「廣說如

經」，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施波羅蜜多」，謂依菩提心，悲為導首，十種法

行助善修治，七種通達為堅固根，或因「資財」，

或因「正法」，或因「無畏」，五種功德大我所

攝性：一、無著故捨，二、不觀故捨，三、無失故

捨，四、無分別故捨，五、迴向故捨。由此行故，

而諸菩薩以資生具攝諸有情，及由親近、多修習

故，令彼資糧圓滿，當成無上正遍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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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第一項實踐項目是

「施波羅蜜多」，「施」即「布施」，「施波羅蜜多」是布施

的實踐達到最圓滿的成就。

「謂依菩提心，悲為導首」，即依止所發的大菩提心，上求圓

滿的覺悟智慧，又以大悲心願能普度眾生為首要的主導力量，

依「十種法行」，即書持、供養、施他、諦聽、披讀、諷誦、

溫習、開演、思惟、成就法行等十方面修學佛法的方法，「助

善修治」，以資助善巧地修善治惡。「七種通達」包括：一、

字通達，二、字義通達，三、能取通達，四、能取義通達，

五、繫縛通達，六、解脫通達，七、法性通達，其義於上文已

作解釋。「七種通達為堅固根」，即以通於事理而無礙的七方

面為堅固的根基。

「施波羅蜜多」包括財施、法施、無畏施三個部份：4 

1. 「或因資財」，或由資具財物方面的布施，即是「財施」。

2. 「或因正法」，或由「法施」，即教授佛法或知識方面的布

施。

3. 「或因無畏」，或由「無畏施」，即他人有疑難怖畏時，能

排難解畏，予以精神上的支持、安慰。

4 六波羅蜜多各別有三項的實踐內容，參見《大乘阿毘達磨雜集
論》卷12：「施三種者，謂財施、無畏施、法施。」(大正藏31，

 749c)

字通達，二、字相通達，三、能取通達，四、所取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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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功德大我所攝性」，「大我」與個人之「小我」相對，

即平等而無人我的分別，對眾生一視同仁，沒有私我的執著。

大乘的「布施」之所以名為「波羅蜜多」，由於被五種功德大

我所包攝：

一、「無著故捨」，以無染著心而捨施。

二、「不觀故捨」，「不觀」即不顧戀、不悕望果報或報恩而

行施捨。

三、「無失故捨」，所作捨施不會出現有過失的後果。

四、「無分別故捨」，以無分別執著的心行捨施，於布施時住

於空觀，不執著能施的主體、所施的對象及所施的物件，觀此

三方面皆空無自性，這種無相布施最為清淨，亦最殊勝，方能

稱為「施波羅蜜多」。

五、「迴向故捨」，迴向是將自己所修之善法功德迴轉給眾

生，或趣求無上菩提而捨施，而不是只求個人的福報。

「由此行故」，由這些布施波羅蜜多的實踐。「而諸菩薩以

資生具攝諸有情」，而所有菩薩以資益生命如衣食之物具來攝

護利益一切眾生。「及由親近、多修習故」，及由於「親近修

習」、「多時修習」布施行。「令彼資糧圓滿」，「資糧」是

資助長養身心的糧食，喻以善根功德之糧以資益道果，如布施

波羅蜜多是成就菩提的資糧之一，故需令布施那種資糧達致圓

滿。「當成無上正遍知果」，這樣地修習布施波羅蜜多，將會

成就「無上正遍知果」，即無上正等正覺的大菩提果。

如施波羅蜜多，如是戒乃至慧，應知此中差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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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戒波羅蜜多」，謂或因「息離不善」，或因「攝

受善法」，或因「利益有情律儀戒」所攝身語意業性，由

此行故，諸菩薩以不恚不惱攝諸有情。

如布施波羅蜜多，如是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應當知道

其中不同之處：

「第二、戒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第二項實踐項目是

「戒波羅蜜多」。大乘菩薩戒的基本內容包括律儀戒、攝善法

戒、饒益有情戒三大部份，亦名「三聚淨戒」，即是三類清淨

的戒條：5 

1. 「或因息離不善」，或為了止息遠離不善的行為，所以應受

持「律儀戒」，即遵守一切佛所制定的大小乘戒條，遠離

殺盜淫妄等根本惡法，也就是「諸惡莫作」的防非止惡的作

用。  

2. 「或因攝受善法」，或為了任持善法，作菩提之因，所以應

受持「攝善法戒」，勤修一切能感世間、出世間福德智慧妙

果之善行，尤其是以六波羅蜜多積集一切善法，也就是「眾

善奉行」的意義。

3. 「或因利益有情律儀戒」，或為了任持大悲，方能成就廣度

一切眾生的宏願，所以應受持「饒益有情戒」，行一切利益

救濟有情等善行。

5 參見《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2：「戒三種者，謂律儀戒、攝
善法戒、饒益有情戒。」(大正藏31，74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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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攝身語意業性」，由「三聚淨戒」所包含一切身語意三

業的正確行為。「由此行故」，由這些持戒波羅蜜多的實踐，

「諸菩薩以不恚不惱攝諸有情」，所有修菩薩道的大乘行者，

以不瞋恚、不惱害的慈悲心懷攝護一切有情。

第三、「忍波羅蜜多」，謂或因「忍受他不饒益不恚性」，

或因「安受諸苦不亂性」，或因「審察諸法正慧性」，由

此行故，諸菩薩以忍受一切不饒益事及損害事攝諸有情。

「第三、忍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第三項實踐項目是

「忍波羅蜜多」，「忍」即安忍，舊譯忍辱波羅蜜多，包括耐

怨害忍、安受苦忍、諦察法忍三個部份：6 

1. 「或因忍受他不饒益不恚性」，能忍耐其他有情對己怨害、

不作利益等事而沒有瞋恚報復之心，反作悲愍之想，此即

「耐怨害忍」。

2. 「或因安受諸苦不亂性」，對世間一切眾苦皆能忍受，縱遇

困難迫害而心不惱亂，此即「安受苦忍」。

3. 或因「審察諸法正慧性」，能耐心研究思索佛法，作正確的

揀擇，不畏艱難，此即「諦察法忍」。

「由此行故，諸菩薩以忍受一切不饒益事及損害事攝諸有情」，

6 參見《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2：「忍三種者，謂耐怨害忍、
安受苦忍、諦察法忍。」(大正藏31，74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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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些安忍波羅蜜多的實踐，諸菩薩以忍受所有不饒益事及損

害事攝護一切有情。

第四、「勤波羅蜜多」，謂或因「被發心鎧」，或因「方

便加行」，或因「利益有情」，相續純熟，心勇猛性，為

欲引生一切善根，由此行故，而諸菩薩雖未伏惑而能一向

專修諸善。

「第四、勤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第四項實踐項目是

「勤波羅蜜多」。「勤」即精進，包括被甲精進、方便精進、

饒益有情精進三個部份：7 

1. 「或因被發心鎧」，菩薩已發自利利他的大誓願，如披起堅

固的鎧甲衝鋒陷陣，勇猛奮進，不畏艱苦，方能成就自利利

他的事業，此即「被甲精進」。

2. 「或因方便加行」，菩薩努力不懈地精勤修習善巧方便的法

門，此即「方便精進」。

3. 「或因利益有情」，菩薩志切於利益安樂有情，願入生死苦

海，攝護眾生，心無疲厭，此即「饒益有情精進」。

「相續純熟，心勇猛性」，即相續地修學至純熟，心意勇猛，

為欲引生一切善根。「由此行故，而諸菩薩雖未伏惑而能一向

專修諸善」，由這些精勤波羅蜜多的實踐，而諸菩薩雖未制伏

煩惱而能一直專意修習所有善法。

7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2：「精進三種者，謂被甲精進、方
便精進、饒益有情精進。」(大正藏31，74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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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靜慮波羅蜜多」，謂或因「對治煩惱」，或因「

發起功德」，或因「利益有情心住一緣性」，由此行故，

而諸菩薩伏諸煩惱，令住不現行法。

「第五、靜慮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第五項實踐項

目是「靜慮波羅蜜多」。所謂「靜慮」，指靜心思慮，去除妄

念，專注於一個所緣對象，然後進行觀想，次第修習第一靜慮

至第四靜慮等四禪八定。「靜慮」包括現法樂住靜慮、引發神

通靜慮、饒益有情靜慮三個部份：8  

1. 「或因對治煩惱」，由心能克制煩惱的擾惱，現世能安住於

專注安和的禪定狀態，此即「現法樂住靜慮」。

2. 「或因發起功德」，由禪定力能引發神通等功德，此即「引

發神通靜慮」。

3. 「或因利益有情心住一緣性」，由禪定力，「心住一緣性」

即心能安住於一種所緣而不散亂，故能一心成辦利樂有情的

事業，此即「饒益有情靜慮」。

 

「由此行故，而諸菩薩伏諸煩惱，令住不現行法」，由這些靜

慮波羅蜜多的實踐，而諸菩薩制伏所有煩惱，令其不能現行發

起擾亂精神的作用。

8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2：「靜慮三種者，謂現法樂住靜
慮、引發神通靜慮、饒益有情靜慮。」(大正藏31，749c)

第五、「靜慮波羅蜜多」，謂或因「對治煩惱」，或因

「發起功德」，或因「利益有情心住一緣性」，由此行

故，而諸菩薩伏諸煩惱，令住不現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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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慧波羅蜜多」，謂或因「對治煩惱」，或因「發

起功德」，或因「利益有情簡擇諸法性」，由此行故，而

諸菩薩永斷一切煩惱障、所知障種子。

「第六、慧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第六項實踐項目是

「慧波羅蜜多」，又名「般若波羅蜜多」。「智慧」包括緣世

俗慧、緣勝義慧、緣有情慧三個部份：9 

1. 「或因對治煩惱」，此因「緣世俗慧」，由明了現象界諸有

為法皆是緣起無實自性，無所執取，心能克制煩惱的擾惱。

2. 「或因發起功德」，此因「緣勝義慧」，由緣慮最勝真實妙

理的智慧，心無礙著，故能引發眾多的善法功德。

3. 「或因利益有情簡擇諸法性」，此因「緣有情慧」，由緣慮

一切眾生無我空性，同體大悲，故能簡別思擇合適的方法來

利益眾生。 

「由此行故，而諸菩薩永斷一切煩惱障、所知障種子」，「煩

惱障」是以我執為首，妨礙眾生達至涅槃解脫的煩惱力量；

「所知障」是以法執為首，妨礙眾生證知一切所應知的事理的

煩惱力量。由這些慧波羅蜜多的實踐，而諸菩薩能永遠斷滅一

切煩惱障及所知障的種子潛能，達致解脫自在的覺悟境界。

9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2：「慧三種者，謂緣世俗慧、緣勝
義慧、緣有情慧。」(大正藏31，74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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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善巧方便波羅蜜多」，謂諸菩薩以此方便，或由

隨順，或由違逆，或由不同意樂；或由作恩、報恩；或由

威逼，或由清淨，以三種利益攝諸有情，於種種善處令

受、令調、令安住、令成立。

「第七、善巧方便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第七項實踐

項目是「善巧方便波羅蜜多」。諸菩薩以此巧妙手段的智慧，

或由隨順眾生的喜好，或由違逆眾生的喜好，或由不同眾生的

意之所樂；或由為作恩德，或酬報恩德；或由威力逼使，或由

清淨的感染力，「以三種利益攝諸有情」，以布施、持戒、安

忍三種波羅蜜多的利益來攝受一切有情，便需要種種善巧方便

來助成，因此「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能作「前三種波羅蜜多」

的助伴10，為於種種生善之處令其受持、令其調伏惡不善法、

令其安住善法、令其成立功德。

第八、「願波羅蜜多」，謂諸菩薩中，隨有其一，為性懈

怠、煩惱多故，遂發正願而修諸善，令我未來獲得自性勇

猛正勤，煩惱微薄，由此因故，於餘生中，如所發求，咸

果其願，於修善法得強盛力。

「第八、願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第八項實踐項目是

10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78：「謂諸菩薩於前三種波羅蜜多所攝有
情，以諸攝事方便善巧而攝受之，安置善品，是故我說方便善巧
波羅蜜多與前三種而為助伴。」(大正藏30，7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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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波羅蜜多」。諸菩薩中，其中隨有一人，禀性懶惰懈怠及

煩惱較多的緣故，煩惱起現行時心不寂靜，障礙無間斷地精勤

修習六波羅蜜多等善法，所以應當修願波羅蜜多，因此發起正

願而修習諸善：「願令我於未來世獲得勇猛正勤及煩惱微薄的

本性」，由此發願為因，依止願力於難行的菩薩道勉力而行，

於其後的餘生中，如所發的願求，「咸果其願」，「咸」是全

部，指如願能完全實現祈求的結果，由願波羅蜜多可以助成

菩薩精勤修習六波羅蜜多，故於修持善法能得強盛力量。所以

「願波羅蜜多」能作「精進波羅蜜多」的助伴，使煩惱逐漸微

薄。11 

第九、「力波羅蜜多」，謂諸菩薩由於所修善法得強盛

力，依此力故，速疾發起靜慮波羅蜜多。

「第九、力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第九項實踐項目

是「力波羅蜜多」。諸菩薩由於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

意，令所修的善法得強盛力，由欲界下劣的勝解轉成上界強盛

的勝解力，依止這種殊勝的力量故能攝心內住，很快便發起靜

慮波羅蜜多的功用，成就色界定及無色界定。由於力波羅蜜多

對於內心安住在所緣境有殊勝的力量，所以「力波羅蜜多」能

11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78：「若諸菩薩於現法中煩惱多故，於修
無間無有堪能……彼便攝受少分狹劣福德資糧，為未來世煩惱輕
微，心生正願，如是名願波羅蜜多。由此願故，煩惱微薄，能修
精進，是故我說願波羅蜜多與精進波羅蜜多而為助伴。」(大正藏
30，7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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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靜慮波羅蜜多」的助伴。12 

第十、「智波羅蜜多」，謂諸菩薩於菩薩藏靜慮波羅蜜多

所攝法則智所引世間慧，依此慧故，而諸菩薩速能發起出

世、無分別、不住流轉寂滅道所攝慧波羅蜜多。

「第十、智波羅蜜多」，「十波羅蜜多」的第十項實踐項目是

「智波羅蜜多」。諸菩薩於大乘的菩薩藏中，已能聽聞及思惟

有關靜慮波羅蜜多的教授所含攝的法則智，故能善巧依教修習

而發起靜慮，依止禪定修觀才能夠成就智慧的抉擇力，由此

引發有分別的世間慧，故名「智波羅蜜多」。依止此「智波羅

蜜多」的智慧故，而諸菩薩能快速地發起出世間、無分別、不

住流轉及寂滅涅槃所攝受的般若智，即「慧波羅蜜多」。所以

「智波羅蜜多」能作「慧波羅蜜多」的助伴。13 

此論所說的「十波羅蜜多」並不是十種各別的修行項目，而是

有主從的關係，前六種波羅蜜多為主要的修行項目，最後四種

波羅蜜多只是輔助前六種波羅蜜多的助伴，令前六種波羅蜜多

發揮更大的作用及效益。

12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78：「若諸菩薩，親近善士，聽聞正法，
如理作意，為因緣故；轉劣意樂成勝意樂；亦能獲得上界勝解，
如是名力波羅蜜多。由此力故，於內心住，有所堪能，是故我說
力波羅蜜多與靜慮波羅蜜多而為助伴。」(大正藏30，731a)

13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78：「若諸菩薩於菩薩藏，已能聞緣善修習
故，能發靜慮，如是名智波羅蜜多。由此智故，堪能引發出世間
慧，是故我說智波羅蜜多與慧波羅蜜多而為助伴。」(大正藏30，

 7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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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十波羅蜜多」，於一切地中皆具修習。

若增上者，「施波羅蜜多」唯在初地，如其次第，乃至

「智波羅蜜多」在第十地應知。

如是「十波羅蜜多」，於一切十地中皆應具足修習，即每一地

並不是只修一個波羅蜜多，而是十波羅蜜多共同修習。「若增

上者」，但就特別強盛的力量而言，「施波羅蜜多」只在初地

修得圓滿，如果依照十地修行的次第而言，一直修至「智波羅

蜜多」，則於第十地達致圓滿，這是應當知道的。

3.6.2.4 次說五種覺分

復次，頌曰：菩薩行、攝事，及彼陀羅尼，三摩地等門，

諸無量作意。

再者，第十頌包括菩薩行、四攝事，及陀羅尼門、三摩地等

門，諸無量作意等五種覺分。

     3.6.2.4.1 菩薩行

論曰：「菩薩行」者，謂四種菩薩行，廣說如經：

一、「到彼岸行」，謂十波羅蜜多，總攝說為到彼岸行，

皆是大乘出離義故。

再者，第十頌包括菩薩行、攝事，及陀羅尼門、三摩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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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解釋頌文。「菩薩行」有四種，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

說：

「一、到彼岸行」，「菩薩行」的第一項實踐項目是「到彼

岸行」，「波羅蜜多」是梵語pāramitā的音譯，意譯為「到彼

岸」，即渡過輪迴的生死此岸而到達解脫的彼岸的意思。總攝

十波羅蜜多的修習名為「到彼岸行」，皆是有關大乘菩薩道出

離生死證入涅槃的道理。

二、「遍覺分行」，謂三十七菩提分法，總攝說為遍覺分

行，如實覺了一切所知義故。

「二、遍覺分行」，「菩薩行」的第二項實踐項目是「遍覺分

行」，總攝三十七菩提分法的修習名為「遍覺分行」。「遍覺

分」的梵語是saṃbodhyaṅga，saṃbodhi即完全的覺悟，aṅga
是支分，故「遍覺分」意謂「完全覺悟的部份」，又名「遍

覺支」。「遍覺分行」是能修至完全如實覺了一切所應知的道

理。

三、「神通行」，謂六神通，總攝說為神通行，皆為引攝

所化有情界，令生恭敬，入聖教義故。

「三、神通行」，「菩薩行」的第三項實踐項目是「神通行」。

「神通」指六種超自然的自由無礙之力，以禪定為依止，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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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思惟修習神通的教法14，證得「六神通」，總攝這六種特

殊能力，名為「神通行」，皆為引攝所應度化的有情類，令其

生起恭敬心而趣入佛教的道理。

「六神通」包括：

(一) 神足通，又名「神境智作證通」，即身體能自由無礙地飛

行及隨意變現大小的能力。

(二) 宿命通，又名「隨念宿住智作證通」，能知自身及六道眾

生無量宿世所作之事。

(三) 天耳通，又名「天耳智作證通」，能聞六道眾生苦樂憂喜

之語言，及世間種種之音聲。

(四) 天眼通，又名「見死生智作證通」，能見六道眾生死後投

生不同世界的狀況，及見世間一切種種形色而無障礙。

(五) 他心通，又名「知心差別智作證通」，能知六道眾生心中

所思之事。

(六) 漏盡智，又名「漏盡智作證通」，「漏」即煩惱，能斷盡

一切三界的煩惱，而得漏盡神通之力。

四、「成熟有情行」，謂四攝事，總攝說為成熟有情行。

 若已入聖教所化有情界，以財、法二種攝受義故。

此中，「財攝」者，謂「助攝受」，方便令成熟故。

「法攝」者，謂「正攝受」，轉及隨轉方便令成熟

故。

14 神通的修法可參見《瑜伽師地論》卷33，大正藏30，469a-47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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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熟有情行」，「菩薩行」的第四項實踐項目是「成熟

有情行」。此即「四攝事」，「攝」是攝引、攝受、保護等意

思，令有情對己生起親愛心而方便引入佛道，包括：

(一) 布施攝，若有眾生需要財物，則布施財物；若是希求法

理，則布施法理，令其對己起親愛之心而樂於受教。

(二) 愛語攝，以眾生喜愛的溫和慈愛的話語善言慰喻，令其對

己起親愛之心而樂於受教。

(三) 利行攝，以身口意的善行，方便供侍救濟，利益眾生，令

其對己起親愛之心而樂於受教。

(四) 同事攝，與眾生共事，同甘共苦，為作利益，令其對己起

親愛之心而樂於受教。

菩薩隨順眾生所好而行布施、愛語、利行及同事，眾生於受

益的同時，也會對佛法生起好感，願意親近佛法，進而信受奉

行，這樣就可以達到攝益眾生的目的。

「總攝說為成熟有情行」，總攝這四種攝化眾生的實踐名為

「成熟有情行」。

「若已入聖教所化有情界」，若那些已歸依趣入佛教所攝化的

有情界別，「以財、法二種攝受義故」，以財物及法理二種布

施攝化眾生。

「此中，財攝者，謂助攝受，方便令成熟故」，於布施攝中，

財攝相對而言是輔助性的攝受，由此方便令所化度的眾生善根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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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攝者，謂正攝受，轉及隨轉方便令成熟故」，於布施攝

中，法攝相對而言是真正的攝受，以眾生依真理的啟導能生起

及隨此而生起智慧，依此方便的手段令所化度的眾生善根成

熟。

如是「四攝事」依「五種攝行」，說為「攝事」。

「五攝行」者：一、令附己攝15，二、令受善攝，三、令

起善正勤攝，四、令善成熟攝，五、令善解脫攝。

「攝事」者，謂「四攝事」，廣說如經。

若安立彼，如安立成熟有情行應知。

這「四攝事」是依「五種攝行」而稱為「攝事」。

所謂「五攝行」，包括：

一、令附己攝，令所化眾生依附自己而攝化之。

二、令受善攝，令所化眾生得受善法而攝引之。

三、令起善正勤攝，令所化眾生發起對善法的精勤修學而攝引

之。

四、令善成熟攝，令所化眾生善根成熟而攝引之。

五、令善解脫攝，令所化眾生善能證得解脫而攝引之。

所謂「攝事」，即「四攝事」，也就是菩薩攝受眾生的四種方

法，即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若建立彼「四攝事」，如建立總攝四種成熟所化有情的實踐方

法，應當知道。

15 大正藏本為「令附已攝」，今依藏要本改為「令附己攝」。

3.6.2.4.2 攝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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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攝者，謂正攝受，轉及隨轉方便令成熟故」，於布施攝

中，法攝相對而言是真正的攝受，以眾生依真理的啟導能生起

及隨此而生起智慧，依此方便的手段令所化度的眾生善根成

熟。

如是「四攝事」依「五種攝行」，說為「攝事」。

「五攝行」者：一、令附己攝15，二、令受善攝，三、令

起善正勤攝，四、令善成熟攝，五、令善解脫攝。

「攝事」者，謂「四攝事」，廣說如經。

若安立彼，如安立成熟有情行應知。

這「四攝事」是依「五種攝行」而稱為「攝事」。

所謂「五攝行」，包括：

一、令附己攝，令所化眾生依附自己而攝化之。

二、令受善攝，令所化眾生得受善法而攝引之。

三、令起善正勤攝，令所化眾生發起對善法的精勤修學而攝引

之。

四、令善成熟攝，令所化眾生善根成熟而攝引之。

五、令善解脫攝，令所化眾生善能證得解脫而攝引之。

所謂「攝事」，即「四攝事」，也就是菩薩攝受眾生的四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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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4.2 陀羅尼

「陀羅尼門」者，謂諸菩薩無量陀羅尼門，廣說如經。

若欲略說陀羅尼相者，謂諸菩薩成就字類，通達於名、

句、文身，如意自在。

得如是種類念持之力，由念力故，隨一字中而能顯示、分

別、開演一切種染淨之義，是故說名「陀羅尼門」。

「陀羅尼」是梵語dhāraṇī的音譯，意譯作「總持」，意思是總
攝憶持佛法要義或呪語，令善法不會忘失。所謂「陀羅尼門」，

即所有菩薩所具有的無量陀羅尼門，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若欲簡略地說陀羅尼的特徵，即諸菩薩所成就文字語言的種

類，所謂「名、句、文身」，「名」是名詞，「句」是語句，

「文」是字母，身是複數，如超過兩個字母便是「文身」。

「通達於名、句、文身，如意自在」，通曉文義的名詞、語句

及字母的運用，如其心意能自在無礙地表達。

諸菩薩獲得這些語文種類的憶念能力，由念力的緣故，隨一字

中而能顯示多種意義，及分析、開示演說所有雜染及清淨的義

理，因此名為「陀羅尼門」。

若建立彼「四攝事」，如建立總攝四種成熟所化有情的實踐方

法，應當知道。

3.6.2.4.3 陀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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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4.3 三摩地

「三摩地門」者，謂諸菩薩無量三摩地門，廣說如經。

若欲略說，復有八種，謂初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

諸菩薩摩訶薩依此一一三摩地門出生無量三摩地，諸聲

聞、獨覺不達其名。此諸三摩地悉能建立十方世界一切三

摩地所作之事，是故說名「三摩地門」。

所謂「三摩地門」，即所有菩薩具有的無量三摩地門，其詳細

內容如佛經所說。

若欲簡略地說三摩地門的特徵，則有八種，即初靜慮乃至非想

非非想處這八種禪定。16 

一切菩薩摩訶薩依此一一各別的「三摩地門」出生無量三摩地

(samādhi)的等持，所有的聲聞及獨覺不能明瞭那些三摩地的名

義。這些菩薩的所有三摩地皆能建立十方世界一切世間及出世

間三摩地所應作的事業，如以無礙神變度化眾生等，因此名為

「三摩地門」。

3.6.2.4.4 無量作意
 

「無量作意」者，謂五無量作意，廣說如經。

16 八種禪定的詳細內容可參見拙著《顯揚聖教論解讀》第一冊，
 頁199-245。

3.6.2.4.4

3.6.2.4.5



118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作意」的梵語是manaskāra，意思是於「意念」上造作境

相，即在思惟上構作所知境相。「無量作意」指「五無量作

意」，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有情無量作意」，謂諸菩薩以增上法行所善修治微

妙作意，思惟十方無量世界所攝一切有情世間不可

言說種種業報差別之相：

或一足、二足、四足、多足；

或有色、無色；

或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

或欲界、色界、無色界；

或那洛迦、傍生、鬼趣、人、天；

或卵生、濕生、胎生、化生，

既思惟已，如實了知，如是有情轉，如是有情還；

如是染污，如是清淨；如是邪行，如是正行，如是

如是行差別故，如是如是諸異熟生。

「一、有情無量作意」，「無量作意」的第一種是「有情無量

作意」，即所有菩薩以「增上法行」，指以隨順諦理的增上法

而善能修治的微妙作意，思惟十方無量世界所包攝一切「有情

世間」(眾生界)不可言說的種種不同業報的相狀，以不同角度

對眾生作出分類：

「或一足、二足、四足、多足」，這是從眾生身軀有多少足的

角度來區分一足的眾生、二足的眾生、四足的眾生、多足的眾

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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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色、無色」，這是從物質的角度來作區分有物質身軀的

眾生或無物質身軀的眾生。

「或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想」是取像的精神活

動，這是從取像活動的角度來作區分有想的眾生、無想的眾

生、非有想非無想的眾生。

「或欲界、色界、無色界」，這是從三界的角度來區分欲界的

眾生、色界的眾生、無色界的眾生。

「或那洛迦、傍生、鬼趣、人、天」，這是從五趣生命體的角

度來區分，或「那洛迦」(naraka)的地獄眾生、「傍生」即畜生

的眾生、鬼趣的眾生、人的眾生、天的眾生。

「或卵生、濕生、胎生、化生」，這是從四生，即四種出生形

式的角度來區分卵生的眾生、濕生的眾生、胎生的眾生、化生

的眾生。

既思惟無量眾生後，所有菩薩如實了知，這些有情轉進善趣，

這些有情退還惡趣；這些是染污的有情，這些是清淨的有情；

這些有情作邪行，這些有情作正行，如是種種不同業行的緣

故，便感得如是這樣的異熟果報生命體的出生。

二、「世界無量作意」，謂諸菩薩乃至思惟十方無量世

界器世間相，既思惟已，如實了知此世界染、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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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淨；如實了知皆如幻化，唯是虛妄分別影像，虛

偽不實；隨相流轉，或成、或壞，種種形貌差別建

立；或勝、或劣；或麤、或細；或遠、或近；或復

分析至於極微。或於廣略，或於現化，或於變異，

或於遠近，或於隱顯，如是等事而得自在如實了知。

「二、世界無量作意」，「無量作意」的第二種是「世界無量

作意」。「謂諸菩薩乃至」，這裡的「乃至」是略去一些前述

的內容，那就是「有情無量作意」中所述的所有菩薩以「增上

法行」，即以隨順諦理的增上法而善能修治的微妙作意，「思

惟十方無量世界器世間相」，「方」即方所、空間，即色法存

在於空間之方所與位置，「十方」指東、西、南、北、四維、

上、下等十方。意指諸菩薩以微妙作意，思惟十方無量世界器

世間的相狀，既思惟後，所有菩薩如實了知這些世界是染污

的，這些世界是清淨的；又如實了知這些不同情況的世界皆如

幻術所變化的境象，只是虛妄心識所分別計執而呈現的影像，

本質是虛假而不實在的。「隨相流轉」，隨著因緣聚散的狀況

而相續轉起，或是成立、或是壞滅，遂有種種不同的形貌建

立；或是殊勝的世界、或是惡劣的世界；或是麤顯的世界、或

是微細的世界；或是遙遠的世界、或是隣近的世界；或又可分

析到極微的最極微細的狀況。「或於廣略」，或於廣大、狹少

的世界，「或於現化」，或於神變力所示現變化的世界，或於

變異的世界，或於遠近的世界，或於隱顯的世界，如是等世間

種種事相而得自在地如實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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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界無量作意」，謂諸菩薩乃至思惟十方無量世界

一切諸法自相、共相，既思惟已，如實了知：

此法是色，此法非色；

如色、非色，如是有見、無見；

有對、無對；

有漏、無漏；

有為、無為；

善、不善、無記；

有過失、無過失；

欲繫、色繫、無色繫；

學、無學、非學非無學；

見斷、修斷、無斷；

轉法、還法；

染法、淨法；

流轉法、寂滅法；

異生法、賢聖法；

聲聞法、獨覺法、如來法，

如是等法，如實了知。

「三、法界無量作意」，「無量作意」的第三種是「法界無量

作意」。「法」是諸法，「界」即範圍、界別。一切法各有自

身的體性特徵而可區分不同界類，故總括萬有名為「法界」。

「謂諸菩薩乃至思惟十方無量世界一切諸法自相、共相」，

「自相」是指一法不與其他事物共通的特性，即唯自獨有的

體性；「共相」是指一法與其他事物共通的性質。所有菩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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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上法行」，即以隨順諦理的增上法而能修練微妙作意，思

惟十方無量世界內一切諸法的各別特殊相及共通相。

「既思惟已，如實了知此法是色，此法非色」，既思惟後，所

有菩薩如實了知這些是物質性的「色法」，這些是非物質性的

「非色法」，也就是精神的現象。「色法」與「非色法」是二

分法，此是分類法中，以事物屬性的兩種相反之屬性為標準，

分為二類，這便總攝了物質及非物質的一切現象，是為佛教對

萬有的分類法之一，或作二分，或作三分。以下的分類是佛教

對萬有作出不同的「諸門分別」，那就是從不同的角度作出分

類法。

「如色、非色，如是有見、無見」，猶如「色法」、「非色

法」的分類，這樣亦可作有見、無見的分類。「有見」即為眼

根所觀見色境的顏色形相之境相；以眼根有「見」物之用，故

稱「有見」；「無見」即不為眼根所觀見其它非顏色形相之境

相，指除色處外其餘的物質境，如聲境、香境等。

「有對、無對」，又可作有對、無對的分類。有對，即物體

有對礙、佔空間之意，如桌子佔空間而障礙他物不能於同處存

在，故稱為有對。無對是無對礙、不佔空間之意。十二處中，

眼、耳、鼻、舌、身等五根及色、聲、香、味、觸五境等十處

有障礙，故是有對；意處、法處無障礙，故是無對。十二處包

括一切法，故「有對、無對」已包攝萬有而作出二分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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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漏、無漏」，又可作有漏、無漏的分類。「有漏」意指流

失、漏洩，為煩惱之別名。貪、瞋等煩惱經常由眼、耳等六根

門漏洩不止，故稱為漏。又諸煩惱於苦、集二諦之相應法及其

所緣之境中，互相隨順，互相增長，故稱苦、集二諦所包含之

法為有漏法。相對而言，離煩惱垢染之清淨法為「無漏」，如

涅槃、菩提，與一切能斷除三界煩惱之法，均屬無漏法。「有

漏、無漏」包括一切法，亦是包攝萬有而作出二分的分類。

「有為、無為」，一切法又可作有為、無為的分類。「有為」

指有所作為、造作之意，又稱「有為法」，泛指由因緣和合所

造作之現象，以依待條件而出現，故有生、住、異、滅的過

程，這是有為相的四種特徵。世界一切物質現象與精神現象皆

是「有為法」。「無為」指非有作為、非因緣和合造作之意，

離生滅變化而常住之法，如涅槃、真如等是「無為法」。

「善、不善、無記」，一切法又可作善、不善、無記的三分法

的分類。「善法」是能順益此世、他世之法，如五戒、十善、

六度等法。「不善」即惡法，指能違損此世、他世之法，如十

惡業等。「無記」是非善非不善法，不能記別為善性或惡性，

不能牽引善惡之異熟果報，如無意的行為動作等，故稱無記。

「有過失、無過失」，又可作有過失、無過失的分類。

「欲繫、色繫、無色繫」，世間法又可作欲繫、色繫、無色繫

的分類。繫縛於欲界之法，稱為「欲繫」；繫縛於色界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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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色繫」；繫縛於無色界之法，稱為「無色繫」。由於貪

愛、瞋恚等煩惱，令致眾生繫縛於三界中流轉不息。

「學、無學、非學非無學」，一切眾生又可作學、無學、非學

非無學的分類。「學」是有學之略稱，指尚未斷盡妄執煩惱，

於諸戒、定、慧之學處仍須修習的修行人，亦即是證得阿羅漢

果位以前之一切聖者。「無學」指已證阿羅漢果，由於所作已

辦，無需再修學者。「非學非無學」指除修道求解脫以外的其

他凡夫。

「見斷、修斷、無斷」，煩惱染污法又可作見斷、修斷、無

斷的分類。「見斷」即見道所斷的後天分別而起的煩惱；「修

斷」即修道所斷的先天俱生而起的煩惱；「無斷」指一切染污

法已被對治永斷。

「轉法、還法」，一切法又可作轉法、還法的分類。「轉法」

即轉進更高的生命境界，如修戒定慧等法能轉進善趣而得解

脫。「還法」指退還法，如取著五趣、為煩惱繫縛而不得解

脫。 

「染法、淨法」，一切法又可作染法、淨法的分類。「染法」

即染污法之略稱，指煩惱、隨煩惱、惡業、業果等能染污心之

法。「淨法」即清淨法之略稱，指能令眾生超出三界，得解脫

涅槃，令身心清淨之法。

「轉法、還法」，一切法又可作轉法、還法的分類。「轉法」

即生死流轉，輪迴六趣。「還法」指生死止息，還滅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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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色繫」；繫縛於無色界之法，稱為「無色繫」。由於貪

愛、瞋恚等煩惱，令致眾生繫縛於三界中流轉不息。

「學、無學、非學非無學」，一切眾生又可作學、無學、非學

非無學的分類。「學」是有學之略稱，指尚未斷盡妄執煩惱，

於諸戒、定、慧之學處仍須修習的修行人，亦即是證得阿羅漢

果位以前之一切聖者。「無學」指已證阿羅漢果，由於所作已

辦，無需再修學者。「非學非無學」指除修道求解脫以外的其

他凡夫。

「見斷、修斷、無斷」，煩惱染污法又可作見斷、修斷、無

斷的分類。「見斷」即見道所斷的後天分別而起的煩惱；「修

斷」即修道所斷的先天俱生而起的煩惱；「無斷」指一切染污

法已被對治永斷。

「轉法、還法」，一切法又可作轉法、還法的分類。「轉法」

即轉進更高的生命境界，如修戒定慧等法能轉進善趣而得解

脫。「還法」指退還法，如取著五趣、為煩惱繫縛而不得解

脫。 

「染法、淨法」，一切法又可作染法、淨法的分類。「染法」

即染污法之略稱，指煩惱、隨煩惱、惡業、業果等能染污心之

法。「淨法」即清淨法之略稱，指能令眾生超出三界，得解脫

涅槃，令身心清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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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轉法、寂滅法」，一切法又可作流轉法、寂滅法的分類。

「流轉法」指能令生死相續不斷而輾轉於三界、六道之輪迴。

如四諦中之苦諦與集諦屬「流轉法」。「寂滅法」指由修行之

功行，斷除煩惱，出離生死，證得涅槃，即寂滅流轉生死的苦

因及苦果。如四諦中之道諦與滅諦屬「寂滅法」。

「異生法、賢聖法」，一切法又可作異生法、賢聖法的分類。

「異生」指輪迴於三界五趣的凡夫眾生，受種種別異之果報，

故稱異生，「異生法」指五趣凡夫的蘊界處法，及造作異生的

業行。「賢聖法」，「賢」指見道前已能調心離惡，名之為

賢，「聖」指能斷除惑苦、證得真理、成為聖者的種種修行善

法。

「聲聞法、獨覺法、如來法」，一切聖者又可作聲聞法、獨覺

法、如來法的分類。依四諦法而修證真空，是名「聲聞法」。

依十二因緣而修證真空，是名「獨覺法」。依大乘的二空理、

六度、四攝等法修證真理及普度眾生，是名「如來法」。

「如是等法，如實了知」，這些不同的法界分類法，應如其實

在地了知。

四、「所調伏無量作意」，謂諸菩薩乃至思惟十方無量世

界所化有情種種行、種種性，或聲聞種性、或獨覺

種性、或如來種性，諸如是等所調種性。

既思惟已，如實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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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調伏者，此軟根、此中根、此利根；

此下劣勝解、此廣大勝解；

此貪行、貪阿世耶，

此瞋行、瞋阿世耶，

此癡行、癡阿世耶，

此等分行、等分阿世耶，

此昇進阿世耶、此不昇進阿世耶；

此微薄塵垢賢善阿世耶，此增盛隨眠、此微薄隨

眠、此極細隨眠；

此羸損隨眠、此不羸損隨眠；

此全隨眠、此不全隨眠；

此廣說方解、此略聞即解；

此擯遣所調伏、此攝受所調伏；

此軟所調伏、此麤所調伏、此麤軟俱調伏、此應捨

置方乃調伏，

如是等處，如實了知。

「四、所調伏無量作意」，「無量作意」的第四種是「所調伏

無量作意」，「調伏」即調控制伏，令眾生制伏煩惱、滅除惡

行；又柔順者以法理調教，剛強者則以勢力制伏。「謂諸菩薩

乃至思惟十方無量世界所化有情種種行、種種性」，所有菩薩

以「增上法行」，即以隨順諦理的增上法而能修練微妙作意，

思惟十方無量世界所應化度有情眾生的「種種行」，即不同的

身口意之造作行為，「種種性」指眾生先天具有證得菩提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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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性功能，或有眾生是聲聞種性，能證得聲聞菩提；或有眾

生是獨覺種性，能證得獨覺菩提；或有眾生是如來種性，能證

得無上菩提，諸如是等所調伏的眾生種性。

「既思惟已，如實了知所調伏者，此軟根、此中根、此利根」，

「根」有根性之意，表示受教者的資質、能力。既思惟後，

所有菩薩如實了知這些所調伏的對象是軟根，「軟根」又名鈍

根，即資質能力較低的眾生；這些是中根，即資質能力屬中等

的眾生；這些利根，即資質能力較高的眾生。

「此下劣勝解、此廣大勝解」，「勝解」是深刻的、清楚的理

解，達到確定不疑的程度。所有菩薩如實了知這些所調伏的對

象是下劣狹隘的理解、這些是高深廣博的理解。

「此貪行、貪阿世耶」，這些所調伏的對象是「貪行」的眾

生，即於可愛事長時有明顯染著貪求的品性。「阿世耶」是梵

語āśaya的音譯，意譯是「意樂」，即心意所喜好或心之意向。
「貪阿世耶」指喜好貪欲之意向，較難捨離貪欲。眾生的行為

表現依於心的意向，故「阿世耶」(意樂)是行為的潛在意向，

影響行為的傾向。

「此瞋行、瞋阿世耶」，這些所調伏的對象是「瞋行」的眾

生，即於可憎之事長時有明顯瞋恚的品性。「瞋阿世耶」指傾

向瞋怒之意向，較難捨離瞋恨。

的眾生；這些是利根，即資質能力較高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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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癡行、癡阿世耶」，這些所調伏的對象是「癡行」的眾

生，即於所知事的所緣境界長時有明顯愚癡的品性。「癡阿世

耶」指傾向愚癡之意向，較難捨離愚癡。

「此等分行、等分阿世耶」，這些所調伏的對象是「等分行」

的眾生，這類眾生於前生不慣習強烈的貪瞋癡，或已曾修習對

治貪瞋癡法，故於貪瞋癡的煩惱不具有明顯強烈的品性。「等

分阿世耶」指貪瞋癡較平均之意向，非難非易地捨離貪瞋癡的

纏縛。

「此昇進阿世耶、此不昇進阿世耶」，這些所調伏的對象是

「昇進意向」的眾生，即具離欲意樂的眾生；或是「不昇進意

向」的眾生，即不具離欲意樂的眾生，易於退墮。

「此微薄塵垢賢善阿世耶，此增盛隨眠、此微薄隨眠、此極細

隨眠；此羸損隨眠、此不羸損隨眠；此全隨眠、此不全隨眠」，

「塵垢」即煩惱；「隨眠」是隨逐眾生、眠伏潛在於阿賴耶識

的煩惱習氣。這些所調伏的對象是「微薄塵垢賢善阿世耶」的

眾生，即煩惱微薄且有攝受善法的意向。這些是「增盛隨眠」

的眾生，即煩惱習氣粗重強烈。這些是「微薄隨眠」的眾生，

即煩惱習氣微少薄弱。這些是「極細隨眠」的眾生，即煩惱習

氣極為微弱。這些是「羸損隨眠」的眾生，即煩惱習氣已被摧

損而軟弱無力。這些是「不羸損隨眠」的眾生，即煩惱習氣未

被摧損而有勢力。這些是「全隨眠」的眾生，即煩惱習氣完全

具在，指未能修善止惡的眾生。這些是「不全隨眠」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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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煩惱習氣不完全具在，指已能修善止惡的眾生。這些眾生是

依煩惱及隨眠煩惱的不同情況而作的類別。

「此廣說方解、此略聞即解」，這些所調伏的對象是「廣說方

解」的眾生，即需要詳細分析才能明瞭。這些是「略聞即解」

的眾生，即簡要聽說即能明瞭。

 

「此擯遣所調伏、此攝受所調伏」，這些所調伏的對象是「擯

遣所調伏」的眾生，即擯出驅遣才能調伏。這些是「攝受所調

伏」的眾生，即攝取保護便能調伏。

 

「此軟所調伏、此麤所調伏、此麤軟俱調伏、此應捨置方乃調

伏」，這些所調伏的對象是「軟所調伏」的眾生，即不用強硬

的手段便能調伏。這些是「麤所調伏」的眾生，即需用強硬的

手段方能調伏。這些是「麤軟俱調伏」的眾生，即需用軟硬兼

施的手段方能調伏。這些是「捨置方乃調伏」的眾生，即以不

理睬的方式才能調伏。

「如是等處，如實了知」，於這些眾生的調伏手段，應如其實

在地了知。

五、「調伏方便無量作意」，謂諸菩薩乃至思惟十方無量

世界所化有情調伏方便，既思惟已，如實了知：

此因說祕密之法方能調伏、此因說顯了之法方能調

伏；



130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此因攝受方便、此因折伏方便；

此轉方便、此隨轉方便；

此應隨順、此應違逆；

此因不同分阿世耶；

此應作恩報恩、此應示威奮威；

此因清淨、此因示現奇特神變、此因示現奇特記

別、此因示現奇特教誡、此因示現種種威勢、此因

善誘種種教授；

此因麤相、此因軟相、此因麤軟俱相、此因捨置；

此因略說法要能令調伏、此因廣演法要方令謂伏，

如是等方便如實了知。

「五、調伏方便無量作意」，「無量作意」的第五種是「調伏

方便無量作意」，「調伏方便」是調伏有情的方法、手段。所

有菩薩以「增上法行」，即以隨順諦理的增上法而能修練微妙

作意，思惟十方無量世界所應化度有情眾生的調伏方法，既思

惟已，如實了知這些眾生因為說祕密之方法才能調伏、這些眾

生因為說顯了法才能調伏。

「此因攝受方便、此因折伏方便」，這些眾生因為攝化保護的

方便而調伏，這些眾生因為令其屈服的手段而調伏。

「此轉方便、此隨轉方便」，這些眾生可以授以正法的教導而

調伏，這些眾生需要先隨順其根性之意樂而攝化，其後方能授

以正法的教導而調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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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應隨順、此應違逆」，這些眾生應以隨順其意願的方法而

調伏，這些眾生應以違逆其意願的方法而調伏。

「此因不同分阿世耶」，這些眾生因為不同「阿世耶」

(āśaya、意樂)的方式而調伏。

「此應作恩報恩、此應示威奮威」，這些眾生應施作恩惠或酬

報恩行，這些眾生應示現威力的方式而調伏。

「此因清淨、此因示現奇特神變、此因示現奇特記別、此因示

現奇特教誡、此因示現種種威勢、此因善誘種種教授」，這些

眾生因為清淨的教授、因為示現奇特的神通變化、因為示現奇

特授記的方法，因為示現奇特的教誡令其反邪歸正，因為示現

種種威德勢力而調伏，因為循循善誘的種種教授方法而調伏。

「此因麤相、此因軟相、此因麤軟俱相、此因捨置」，這些眾

生因為強硬的手段、柔軟的手段、軟硬兼施的手段、不理睬等

方法而調伏。

「此因略說法要能令調伏、此因廣演法要方令謂伏」，這些眾

生因簡略宣說法要而能令其調伏、這些眾生因詳細演說法要方

能令其調伏。

「如是等處，如實了知」，於這些眾生所應採用的調伏手段，

應如其實在地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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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5 次說餘覺分

復次，頌曰：真如作意相，信解不思議，廣大阿世耶，應

知諸自數。

再者，第十一頌包括真如作意相、信解不思議處、廣大阿世耶

這些覺分，應當知道種種各別覺分所包含的項目數量。

3.6.2.5.1 真如作意相

論曰：

「真如作意相」者，謂緣七種遍滿真如作意，廣說如經：

論中解釋頌文的「真如作意相」，即真如作意的特性。「真

如」是梵語tathatā的意譯，「真」是真實不虛妄；「如」是不

變其性，「真如」指宇宙萬有本來如此的真實性。「作意」是

梵語manaskāra的意譯，即於意念中造作思構所觀的境相。

「真如作意相」是於意念造作中緣慮七種遍滿一切法的真實

性，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流轉真如作意」，謂已見諦諸菩薩以增上法行善

修治，作意於染淨法時，思惟諸行無始世來流轉實

性，既思惟已，離無因見及不平等因見。



133卷 三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三

「一、流轉真如作意」，「真如作意」的第一種是「流轉真如

作意」。「諸行」即一切遷流的現象，無始以來都是在流變的

過程中生生滅滅，好像是由先到後，有先後之分，又有前後因

果，或因果性的延續。但佛教否定有絕對的先後性，過去的

「因」相對現在的現象為「果」，現在的「果」相對未來的現

象又成為「因」，若就現象剎那生滅方面去掌握它的真實性，

則沒有絕對的先後性或因果性。「流轉真如作意」是對一切現

象流轉的真實狀況作意思維。

「謂已見諦諸菩薩」，那些已見諦理的所有菩薩。「增上法

行」意指一切有為法與有為法為增上，如定慧的作用互為增

上，令定慧增強；復有無為法與有為法為增上，如每次證真如

後能令無漏智增強，是名增上法。「以增上法行善修治」，

以「增上法行」來修養善法、對治惡法。作意於雜染、清淨法

時，思惟諸行現象無始世以來都是剎那生滅流轉的真實性。

「無因見」是外道計執世間萬法皆是無因無緣而出現的見解。

「不平等因見」是外道計執造物主是恒常唯一的因，由此而創

生一切世間萬法，而創造神卻不由他因所作，故是一種不平等

的因果論。「既思惟已，離無因見及不平等因見」，既思惟之

後，所有菩薩遠離無因見及不平等因見等錯誤見解。

二、「實相真如作意」，謂如前說，乃至於染淨法因，思

惟諸法眾生無我性及法無我性，既思惟已，一切身

見及思惟分別眾相作意不復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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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相真如作意」，「真如作意」的第二種是「實相真如

作意」，「實」是非虛妄之義，「相」是體相，故「實相」指

萬法真實不虛之本質體相。「實相真如作意」是對諸法實相作

意思維。

「謂如前說，乃至於染淨法因，思惟諸法眾生無我性及法無我

性」，即如前所說諸行現象無始以來剎那流變的真實性，乃至

於雜染法及清淨法的生起因緣。「眾生」即「我」的別名，

「眾生無我性」即「眾生」並無實體性、無主宰性，又名「人

無我性」；「法無我性」即諸法的無實體性、無主宰性。一切

法的二種無我性，名「實相真如」。既思惟一切法皆是無我之

後，「一切身見及思惟分別眾相作意不復現行」，「身見」

是於五蘊和合的身上執有實我之邪見，又名薩迦耶見(satkāya-
dṛṣṭi)，或譯作「我見」。一切的身見及思惟分別眾多雜染清淨

法有體相的作意不再現行。

三、「唯識真如作意」，謂如前說，乃至於染淨法所依，

思惟諸法唯識之性，既思惟已，如實了知，唯心染

故眾生染，唯心淨故眾生淨。

「三、唯識真如作意」，「真如作意」的第三種是「唯識真如

作意」，「識」的梵語是vijñapti，即了別力、認知力。「唯」

乃遮遣簡別之詞，梵語是mātra，意思是只有，即否定離識獨立

存在的境；亦簡除心識亦空，以眾生之心識雖是無常之法，且

待緣始能生起，然不是無。「唯識」的梵語是vijñapti-mātra，



135卷 三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三

意指宇宙萬有皆是心識所變現，並無任何心外其它的實在。

「諸法唯識之性」包括「唯識相」及「唯識性」，「唯識相」

指一切現象只是由於「識」體的「了別」作用而顯現，而「唯

識性」即人法二空所顯的實性，也就是一切法的真實狀況。一

切法皆不能離開心識而存在，故說「萬法唯識」。「唯識真如

作意」是對萬法唯識的真實相作意思維。

「謂如前說，乃至於染淨法所依」，即如前所說諸行現象都是

心識所顯現的影像，乃至諸識是雜染清淨法生起的依止，「思

惟諸法唯識之性」，如理思惟一切法不離心識的道理。「既思

惟已，如實了知，唯心染故眾生染，唯心淨故眾生淨」，既思

惟萬法唯識之後，如實了知，只因心染污故眾生處於染污的狀

況，只因心清淨故眾生處於清淨的狀況。

四、「安立真如作意」，謂如前說，乃至於染污法體，思

惟苦諦，既思惟已，欲令知故，為有情說。

「四、安立真如作意」，「真如作意」的第四種是「安立真

如作意」，「安立」即施設。聖人所體驗的生命是真實如此的

苦，把種種苦的狀況施設不同名稱，例如三苦、八苦等，此即

是「苦聖諦」之真理。「安立真如作意」是對苦諦的真實相作

意思維。

「謂如前說，乃至於染污法體，思惟苦諦」，即如前所說諸行

是緣起無常的現象，乃至於染污法體，如五趣中種種生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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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有漏業行之苦果，故應思惟苦諦之理。「既思惟已，欲令

知故，為有情說」，既思惟一切有漏法皆是苦之後，為欲令眾

生知道人生實況的緣故，故佛菩薩為有情說苦諦。

五、「邪行真如作意」，謂如前說，乃至於染污法因，思

惟集諦，既思惟已，欲令斷故，為有情說。

「五、邪行真如作意」，「真如作意」的第五種是「邪行真如

作意」，「邪行」即由無明、煩惱而造作種種不善業，由惑、

業為因，集起生命苦果的現象的真實狀況。「邪行真如作意」

是對集諦的真實相作意思維。

「謂如前說，乃至於染污法因，思惟集諦」，即如前所說惑業

為集起有漏生命業報的因，故應思惟集諦之理。「既思惟已，

欲令斷故，為有情說」，既思惟一切有漏苦果皆由惑業所生

後，為欲令眾生斷除苦因的緣故，故佛菩薩為有情說集諦。

第五的「安立真如」(苦諦)與第六的「邪行真如」(集諦)相關，

是迷妄生命的因果關係。

六、「清淨真如作意」，謂如前說，乃至於清淨法體，思

惟滅諦，既思惟已，欲令證故，為有情說。

「六、清淨真如作意」，「真如作意」的第六種是「清淨真如

作意」，「清淨」與解脫有關。「滅」是煩惱的息滅，生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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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淨化的真實情況。涅槃的境界就是「滅聖諦」，即苦因與苦

果皆寂滅的清淨狀況。「清淨真如作意」是對滅諦的真實相作

意思維。

「謂如前說，乃至於清淨法體，思惟滅諦」，即如前所說惑

業為集起有漏生命業報的因，若能滅除無明與業行，令有漏生

命的苦果不生，那就是清淨無漏的生命境界，故應思惟滅諦

之理。「既思惟已，欲令證故，為有情說」，既思惟無漏清淨

的真實之理後，為欲令眾生證得的緣故，故佛菩薩為有情說滅

諦。

七、「正行真如作意」，謂如前說，乃至於清淨行，思惟

道諦，既思惟已，欲令修故，為有情說。

「七、正行真如作意」，「真如作意」的第七種是「正行真如

作意」，「正行」指能夠達到苦的徹底息滅的正確修行，即

「道聖諦」，例如聽聞正法、修戒定慧、三十七道品等等，修

道能體證真理，通至涅槃，故名「正行真如」。「正行真如作

意」是對道諦的真實相作意思維。

「謂如前說，乃至於清淨行，思惟道諦」，即如前所說正確修

行是清淨無漏的生命境界之因，故應思惟道諦之理。「既思惟

已，欲令修故，為有情說」，既思惟清淨實踐之理後，為欲令

眾生修學的緣故，故佛菩薩為有情說道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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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的「清淨真如」(滅諦)與第七的「正行真如」(道諦)相關，

是覺悟生命的因果關係。

3.6.2.5.2 信解不思議處

「信解不思議」者，謂諸菩薩於難思處已得信解，廣說如

經。

若欲略說此信解相，謂於最極甚深所知之義，已入地諸菩

薩及諸如來所行境界，及於諸佛菩薩最極廣大威德，起淳

直信此難思議非擬度境界，既了達已而生信解。

所謂「信解不思議」，即所有菩薩於難思議的地方已得起信生

解，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若欲概略地說此信解的相狀，即於最極甚深的所知境，已入地

的諸菩薩及諸如來所經歷的境界，及於諸佛菩薩最極廣大的威

力功德，生起淳直真誠心而信受這些難思議及非擬度推測的境

界，或既明了通達後而生起信解。

3.6.2.5.3 廣大意樂

「廣大阿世耶」者，謂「大我阿世耶」及「廣普阿世耶」：

「大我阿世耶」者，謂諸菩薩，由得自他平等解故，為諸

有情皆得解脫清淨信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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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普阿世耶」者，謂諸菩薩，於流轉、寂滅得無分別平

等解故，為利有情，二俱不住清淨信欲。

「阿世耶」是梵語āśaya的音譯，意思是「意樂」，即意欲、意

之所樂欲。所謂「廣大阿世耶」，即「大我阿世耶」及「廣普

阿世耶」兩種。

所謂「大我阿世耶」，即諸菩薩，「由得自他平等解故」，由

於已證得自身與其他眾生皆是同一真如體性、平等無別，也就

是對「大我」的真實解悟，「為諸有情皆得解脫清淨信欲」，

對一切眾生皆能得解脫有清淨的信心及意欲。

所謂「廣普阿世耶」，即諸菩薩，「於流轉、寂滅得無分別平

等解故」，對於流轉生死及寂滅涅槃的本質體性證得無有分別

的平等解悟，「為利有情，二俱不住清淨信欲」，故為了利樂

有情，於生死、涅槃二邊皆不住著，由大智故不為有漏生死所

繫縛，由大悲故不滯著於清淨涅槃，遂有廣大普度眾生的清淨

信心及意欲。

3.6.2.6 例知其餘種種覺分自數

「應知諸自數」者，謂應知種種覺分自數。

偈頌的「應知諸自數」，即應當知道種種不同「覺分」所包含

的項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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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九事中「覺分事」所闡釋各種菩提覺智的因素。若欲

詳細了解「覺分事」，可參閱《瑜伽師地論》的〈聲聞地〉、

〈獨覺地〉、〈菩薩地〉的內容。

3.7 釋第七之補特伽羅事

如是已說「覺分」，「補特伽羅」今當說。

九事中第六的「覺分」事已解說了，現在應當解說第七的「補

特伽羅」事，這涉及佛教對不同眾生的分類法。「補特伽羅」

是梵語pudgala的音譯，意譯為眾生、有情、人、數取趣17等，

亦是生命主體、我或靈魂的別名。

3.7.1 二十九賢聖

頌曰：「隨信行」等七，復「八種」應知，及「極七返」

等，「退法」等有六。  

這首是第十二頌，包括「隨信行」等七種賢聖，又有「八種」，

即四向四果等八輩聖果應當知道，及「極七返」等前三果聖者

則有八種，「退法」等第四阿羅漢果有六種，總共有二十九種

賢聖。

17 「數取趣」的意思是有情於無數的流轉過程中，屢次數數執取諸
趣的生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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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1 七種賢聖

論曰：

「補特伽羅」當知多種，今最初釋七種賢聖，謂「隨信行

等七」，廣說如經：

論中解釋多種眾生的類別。現今首先解釋七種賢聖，即頌文的

「隨信行等七」，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隨信行」，謂如有一，性是軟根，純熟相續，自昔

已來恒「信解行」，由此因緣，今於諸諦隨信解行

趣向諦觀。

「一、隨信行」，是七種賢聖的第一種。如有一人，「性是軟

根」，「軟根」即下根、鈍根，指愚鈍的根機，領受教法較為

遲鈍，自身多不披閱經文，但信他人言說而悟道，隨信起行，

故稱為「隨信行」。「行」是由一向的慣習而造成某種特性

的意思。「隨信行」是信仰型的修行者，個性是慣習於信順，

隨信心而轉，依聽聞信受師長的教授而修行，簡單直捷，從修

習的經驗中，漸長智慧而得道。「純熟相續」，「純熟」指長

時串習修學至熟練的程度，「相續」是前後連續無間斷之意，

「隨信行」的補特伽羅「自昔已來恒信解行」，由過去經常地

以信受師長的教授而實踐，「今於諸諦隨信解行趣向諦觀」，

現今於四諦理能隨信解行而趨向觀見真實諦理，故是見道位中

的軟根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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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法行」，謂如有一，性是利根，純熟相續，自昔

已來恒「擇法行」，由此因緣，今於諸諦隨擇法行

趣向諦觀。

「二、隨法行」是七種賢聖的第二種。如有一人，「性是利

根」，「利根」即上根，指資質敏銳的根機，不易聽信他人言

說，自身有能力披閱經文，能速疾領悟教法而生妙解，勝解

堅定而不動搖，隨法義起行，故稱為「隨法行」。「隨法行」

是理智型的修行者，是一向慣習於理性的思惟，聽聞師長的教

導後，仍要加上自己的觀察、推求、參證經論，追求道理的所

以然。有了深刻的理解後才深信不疑地隨教法修行。「純熟

相續」，指長時串習連續無間斷地修學至熟練的程度，「隨法

行」的補特伽羅「自昔已來恒擇法行」，由於過去經常地以智

慧觀察揀擇法理，善能判別是非真偽，「今於諸諦隨擇法行趣

向諦觀」，現今於四諦理能隨揀擇法理而趨向觀見真實諦理，

故是見道位中的利根聖者。

第一的「隨信行」與第二的「隨法行」的「補特伽羅」是相

對的名稱，以區分見道位中聖者的根機利鈍及修學取向上的差

別。

三、「信解」，即「隨信行」，已見聖諦。

「三、信解」，是七種賢聖的第三種，指依信而得真實勝解，

即「隨信行」，「已見聖諦」是已體證四聖諦理的補特伽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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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意謂於「見道位」中，鈍根者原名「隨信行」，入「修道

位」後，則改名為「信解」。

四、「見至」，即「隨法行」，已見聖諦。

「四、見至」，是七種賢聖的第四種。「見」指無漏之智慧，

「見至」意謂以殊勝之智慧而達「至」證見真理，即「隨法

行」，「已見聖諦」是已體證四聖諦理的補特伽羅。此處意謂

於「見道位」中，利根者原名「隨法行」，入「修道位」後，

則改名為「見至」。

第三的「信解」與第四的「見至」的「補特伽羅」是相對的名

稱，以區分見道位中的聖者是依哪一種方式而悟道的差別。

五、「身證」，謂於八解脫身證具足住，未得諸漏無餘盡

滅。

「五、身證」，是七種賢聖的第五種，指不還果的聖者入滅盡

定，以無心識等活動，故依身起寂靜樂，得似涅槃法，是故說

為「身證」。「謂於八解脫身證具足住」，「八解脫」即依八

種禪定力量可斷三界煩惱，證得解脫，故名八解脫，義見後文

第九的「諸功德事」中的解說。又八解脫中，第三解脫及第八

解脫皆屬「身證」，此處的「身證」是指「八解脫」中的「想

受滅解脫」，又名「滅盡定」，是為一切心王及心所法皆不

起的無心定。「具足住」指此類補特伽羅修八解脫的「身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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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成就，能自在地入定出定。「未得諸漏無餘盡滅」，「諸

漏」即一切煩惱種子，「身證」的不還果的聖者仍有俱生的煩

惱種子未完全滅盡，故仍需修行令煩惱種子無剩餘地滅盡。

六、「慧解脫」，謂已得諸漏無餘盡滅，未得八解脫身證

具足住。

「六、慧解脫」，是七種賢聖的第六種，「謂已得諸漏無餘盡

滅」，指有些阿羅漢僅以無漏的揀擇智慧力完全滅盡俱生的煩

惱種子而得解脫道果，「未得八解脫身證具足住」，但仍未能

於八解脫中滅盡定的「身證」獲得成就，禪修仍未達至完滿，

故有「定障」，即禪定的障礙。

七、「俱解脫」，謂已得諸漏無餘盡滅，及於八解脫身證

具足住。

「七、俱解脫」，是七種賢聖的第七種，「謂已得諸漏無餘盡

滅」，指有些阿羅漢不僅以無漏的揀擇智慧力完全滅盡俱生的

煩惱種子而得解脫道果，「及於八解脫身證具足住」，及能於

八解脫中滅盡定的「身證」獲得成就，即得「慧解脫」及「定

解脫」的「俱解脫」，以定慧皆無障礙而達至完滿。

3.7.1.2 八輩

「八種」者，謂「預流果向」等八，廣說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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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種」指「預流果向」等八輩，即八種補特伽羅的類別，又

稱「四向四果」、「四雙八輩」等，也就是須陀洹向(預流向)、

須陀洹果(預流果)、斯陀含向(一來向)、斯陀含果(一來果)、阿

那含向(不還向)、阿那含果(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其

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預流向」，謂如有一，純熟相續，超過一切外異生

地，入正性離生，若未證得初預流果，終無中夭。

「一、預流向」，預流向是八輩補特伽羅的第一種。「預流

向」是梵語srota āpatti pratipannaka的意譯，音譯「須陀洹

向」，「預」是參與，「流」即品類，指聖者之類，「向」是

趣向。斷三界之分別煩惱後，方可參預於聖者之流，即趣向聲

聞四果中初預流果之因位，亦即是住十六心見道的前十五心剎

那位，初見四聖諦之理，得無漏清淨智慧眼，此位之聖者由於

尚未證得初果，故不稱「果」，而稱為「向」，取其趣向於初

預流果之意。

如有一人，「純熟相續」，長時串習連續無間斷地修學至熟練

的程度，「超過一切外異生地」，「外」即聖位以外，「異生

地」即凡夫地，由於聖位以外的凡夫不斷地於五趣中受生，或

生而為天、人、畜生、餓鬼、地獄，有不同的生命形態，故名

「異生」。「入正性離生」，即入見道位得無漏聖道涅槃的

「正性」，「離生」指斷除由後天分別而起的煩惱，從而脫

離凡夫之生。「若未證得初預流果，終無中夭」，預流向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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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五心位趣向第十六心的預流果，若未證得最初聲聞的預流

果，一定不會於見道的過程中死亡。

二、「預流果」，若「隨勝攝」，永斷三結；若「全攝」

者，永斷一切見所斷惑，由此聖者已見諦故，最初

證得逆流行果。

「二、預流果」，預流果是八輩補特伽羅的第二種。「預流

果」是梵語srota āpanna phala的意譯，音譯「須陀洹果」，

為小乘聲聞四果中最初之聖果，故稱為「初果」，意指預入無

漏聖道之果位。若「隨勝攝」，意思是就最殊勝、最強方面來

概括，「永斷三結」，永遠斷除三種煩惱，包括：一、見結，

即我見。二、戒取結，指實踐不正的戒律。三、疑結，懷疑正

理。分別煩惱中以此三結的過失最嚴重。若是「全攝」，意思

是就全部、整體來概括，「永斷一切見所斷惑」，永遠斷除一

切見道所斷的分別煩惱。「由此聖者已見諦故」，由於這種預

流的聖者已見真實諦理的緣故，「最初證得逆流行果」，「逆

流行」的意思是逆生死之暴流而趣向涅槃，證得最初的聲聞乘

的聖果。

三、「一來向」，謂如有一，或世間道倍離欲界貪已，趣

入正性離生；或預流果為斷欲界上、中品惑，修對

治行。

「三、一來向」，一來向是八輩補特伽羅的第三種。「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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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梵語sakṛdāgāmin pratipannaka的意譯，音譯「斯陀含

向」，為小乘聖者在證入一來果之前的階位，以其趣向「一來

果」而即將證入，故名「一來向」。

如有一人，「或世間道倍離欲界貪已」，或由修世間道的四

禪八定，於見道之前，非常努力地斷除欲界九品俱生煩惱中之

六、七、八品貪等煩惱，「趣入正性離生」，今修四聖諦現

觀，趣向無漏道涅槃的正性，斷後天分別而起的煩惱，從而離

凡夫之生，於見道的十五心位，便能證得「一來向」。或已得

預流果的補特伽羅，為了進求一來果，更修對治「上品及中品

惑」，即為了斷除欲界一至六品俱生煩惱而努力實踐。

四、「一來果」，或倍離欲已，入正性離生，然後證得；

或預流果進斷欲界上、中品惑故得，即依此斷，說

名微薄欲貪、瞋、癡。

此云何知？謂以籌慮作意觀察境時，心生於捨，無

習向心、無習趣心、無習著心，應知是人三毒微薄。

「四、一來果」，一來果是八輩補特伽羅的第四種。「一來

果」是梵語sakṛdāgāmin phala的意譯，音譯為「斯陀含果」，

為小乘聖者聲聞四果中的第二果。由於一來果已斷欲界前六品

俱生煩惱，但存後三品煩惱，故名薄貪瞋癡者。

這類聖者因為已斷欲界九品修所斷的前六品煩惱，尚餘欲界三

品的煩惱，需一往來人間天上之後才入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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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倍離欲已，入正性離生」，或非常努力地斷除九品俱生煩

惱中之六品至八品的煩惱，遠離欲界貪後，見道入正性離生，

得無漏聖道涅槃，便能證得一來果。或預流果的聖者，「進斷

欲界上、中品惑故得」，進而斷欲界上品及中品煩惱故得一來

果，即依據這種斷離，故稱一來果為「微薄欲界貪、瞋、癡」

的聖者。

怎樣地知這類一來果聖者的行徑？若以籌度思慮作意觀察境界

時，內心平等而無執著名為捨，無習向於貪著的心、無習向於

趣入欲境的心、無習向於執著之心，應知這種人貪、瞋、癡三

毒已很微薄，便知是「一來果」的聖者。

五、「不還向」，謂如有一，或世間道，先離欲界貪已，

趣入正性離生；或「一來果」進斷欲界餘煩惱故，

修對治行。

「五、不還向」，不還向是八輩補特伽羅的第五種。「不還

向」是梵語anāgāmin pratipannaka的意譯，音譯「阿那含向」。

「不還」是不還來欲界之意，「向」是趣向。聲聞四果之第三

果為不還果。已證得一來果之聖者，將斷除欲界九品修所斷煩

惱中之後三品，以其趣向於不還果之階位，故稱不還向。

「謂如有一」，如有一人，指已證得一來果之聖者，「或世間

道，先離欲界貪已，趣入正性離生」，或由修世間道的四禪八

定，於見道之前，已斷除欲界九品俱生煩惱中的六、七、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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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今修四聖諦現觀，正在趣向無漏聖道涅槃，則於見道的

十五心位，便能證得「不還向」。「或一來果進斷欲界餘煩惱

故，修對治行」，或已得一來果的聖者，為了一心趣向不還果

的階位，更勤加修行對治欲界餘下的煩惱，稱為不還向。

六、「不還果」，或先離欲，入正性離生，然後證得；或

一來果，盡斷欲界餘煩惱故得。

「六、不還果」，不還果是八輩補特伽羅的第六種。「不還

果」是梵語anāgāmin phala的意譯，音譯作「阿那含果」，即

聲聞第三果之聖者。不還果的聖者已斷滅欲界九品煩惱，而不

再還至欲界受生，故稱不還。

「或先離欲，入正性離生，然後證得」，或由修世間道的四禪

八定，於見道之前，已斷除欲界九品貪欲瞋恚等俱生煩惱已，

今修四聖諦現觀，趣入無漏聖道涅槃，便能證得「不還果」。

「或一來果，盡斷欲界餘煩惱故得」，或已得一來果的聖者，

完全斷盡欲界餘下的煩惱，故稱為不還果。

七、「阿羅漢向」，謂如有一，學已見跡，為斷非想非非

想地煩惱故，修對治行。

「七、阿羅漢向」，阿羅漢向是八輩補特伽羅的第七種。「阿

羅漢向」是梵語arhat pratipannaka的音譯，指已證得不還果之

聖者，於斷除欲界九品煩惱後，更起加行，為斷除色界、無色

界之煩惱，以其趣向第四果，故稱阿羅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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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如有一」，如有一位已證得不還果之聖者，「學已見跡」，

「跡」即道，「見跡」指「見道」，修學已至證見無漏聖道涅

槃，「為斷非想非非想地煩惱故，修對治行」，為了斷除色界

乃至無色界之非想非非想地的俱生九品煩惱，更勤加修行對治

餘下的煩惱。

八、「阿羅漢果」，謂永斷一切非想非非想地煩惱故得。

「八、阿羅漢果」，阿羅漢果是八輩補特伽羅的第八種。「阿

羅漢」是梵語arhat phala的音譯，意譯作應供、不生、殺賊、

無學等，即聲聞第四果之聖者，已斷盡色界、無色界之一切俱

生煩惱，已無需再修學，故稱為無學果。

「謂永斷一切非想非非想地煩惱故得」，指已斷盡色界乃至無

色界之非想非非想地的俱生九品煩惱，諸漏永盡，死後永入涅

槃，超出三界生死流轉。

3.7.1.3 八種中之前三果聖者

「極七返等」者，謂極七返等八依生建立，廣說如經：

「極七返等」八種聖果皆是「依生建立」，即依其受生的不同

情況而建立這些類別，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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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極七返」，謂即預流果，由善修聖道故，或於天上，

或於人間，或天上人間，受七有生已，得盡苦際。

第一的「極七返」，意謂最多於人天之中往返七次受生，即

預流果聖者。由於擅於修習無漏聖道智慧，或於天上，或於人

間，或天上人間，「有」是生命的果報體，「受七有生已」，受

七次的生命體後，「得盡苦際」，能夠達到苦的最後之邊際，

即受生死苦之最後身，然後證入涅槃。

二、「家家」，謂即「預流果」，由善修聖道故，或生天

上，或生人間，從家至家，得盡苦際。

第二的「家家」，即「預流果」，由善修聖道智慧故，已斷欲

界三、四品的修所斷煩惱，於命終時，三次或二次受生於欲界

的天上，或生人間，「從家至家」，如由甲家轉生至乙家，證

得阿羅漢果而證入涅槃，能夠達到苦的最後之邊際。

三、「一間」，謂即「一來果」，由善修聖道故，或生天

上，即於彼處定證寂滅；或生人間，即於此處定證

寂滅。

第三的「一間」，即「一來果」，由善修聖道智慧故，已斷

欲界七、八品的修所斷煩惱，還有殘餘一品乃至二品未斷，尚

須一度受生於欲界，由於尚餘一次受生的間隙在，故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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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或生天上，即於彼天處決定證得寂滅涅槃；或生人間，

即於人間此處決定證得寂滅涅槃，能夠達到苦的最後之邊際。

四、「中間證寂滅」，即謂「不還果」，已斷「根本生

結」，未斷「趣向生結」：

上品修習聖道力故，生「中有」中，即證寂滅；

或有不進向生處而證寂滅；

或有進向生處，未至本生而證寂滅。

第四的「中間證寂滅」，即不還果之一種，「寂滅」即涅槃

(nirvāna)的音譯，指度脫生死而達致寂靜無為的境地，「中間

證寂滅」又名「中般」，「中般」是梵語antarā-parinirvāyin的

譯詞，指在中有(antarā)的階位入涅槃(parinirvāna，音譯「般

涅槃」，「般」是「般涅槃」的音略)的不還果聖者。「中

有」(antarā-bhava)的「有」(bhava)指存在的生命，「中有」

(antarā-bhava)即介於今世最後命終之剎那的「死有」與來世托

生於母胎之初剎那的「生有」之間的五蘊身。這類不還欲界的

聖者，已斷欲界九品俱生煩惱，仍有色界及無色界的俱生煩惱

未斷，由於生前發起殊勝的加行，雖因中途遭遇逆緣而命終，

死後化現色界的中有身，但仍藉著前加行道的力量而能於中有

的階段斷除餘惑而得入涅槃，因此名為「中間證寂滅」。

「根本生結」指托生欲界身的根本貪愛、無明等俱生煩惱，

「趣向生結」指趣向托生色界身的煩惱，「謂即不還果，已斷

根本生結，未斷趣向生結」，於生色界「中有」時，即在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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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尚未正式投生時之生命狀態中，「已斷根本生結」，由於已

斷除欲界九品俱生的根本煩惱，故不再受生於欲界，「未斷趣

向生結」，但仍未斷除趣向生於色界的煩惱，這是「中間證寂

滅」的不還果的特性。

其證入涅槃的情況可分為三種：

「上品修習聖道力故，生中有中，即證寂滅」，由於前生修習

上品聖道的智慧，故纔生「中有」時，便聖道現前，能夠立即

證得阿羅漢果而入寂滅涅槃。這是第一種「中間證寂滅」的不

還果聖者，亦是三類「中般」中的上等證得寂滅者。

「或有不進向生處而證寂滅」，或尚未趨向投生色界處的期

間便能斷除餘惑而證得寂滅的涅槃。這是第二種的「中間證寂

滅」的不還果的聖者，亦是三類「中般」中的中等證得寂滅

者。

「或有進向生處，未至本生而證寂滅」，或在趨向投生色界的

期間，未至「本有」的生處便能斷餘惑而證得寂滅的涅槃。這

是第三種的「中間證寂滅」的不還果聖者，亦是三類「中般」

中的下等證得寂滅者。

五、「生證寂滅」，謂即「不還果」，中品修習聖道故，

未斷二種生結，隨生一處意生天中，初生之時，即

證寂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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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的「生證寂滅」，又名「生般」，梵語是upapadya-
parinirvāyin，這類不還果的聖者從欲界歿後，非如「中般」般

能於中間證寂滅，故投生於色界，出生後便斷上地餘惑，得阿

羅漢果而入般涅槃。

這類不還果的聖者只成就「中品修習聖道」，仍未斷色界及無

色界的根本及趣向「二種生結」，「隨生一處意生天中」，

「意生天」指色界天18，隨其受生至彼色界諸天中的某一處，

於初生色界之時，未久即能起聖道智慧，斷除上地的俱生煩惱

而入寂滅涅槃。

六、「無行證寂滅」，即此聖者行少行已及少精進而證寂

滅，餘悉如前。

第 六 的 「 無 行 證 寂 滅 」 ， 又 名 「 無 行 般 」 ， 梵 語 是

an-abhisaṃskāra-parinirvāyin，「無行」即不加功行，這類

亦是「生證寂滅」的不還果聖者之一種，生於色界後，不加勤

修之功力，由宿世之串習力，無漏聖道自然任運現前，斷除上

地的俱生煩惱而入寂滅涅槃。「即此聖者行少行已，及少精進

而證寂滅」，即這類聖者只須稍作修習後及不需勉力精進，就

能斷惑而證寂滅。「餘悉如前」，其餘則完全如前述「生證寂

滅」的情況。

18 參見《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3：「此中意生天者，世尊說是色
界。」(大正藏卷29，18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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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行證寂滅」，謂即不還果，下品修習聖道故，未

斷二結，隨生一處意生天中，行多行已及多精進而

證寂滅。

第 七 的 「 有 行 證 寂 滅 」 ， 又 名 「 有 行 般 」 ， 梵 語 是

sa-abhisaṃskāra-parinirvāyin，這類亦是「生證寂滅」的不還

果聖者之一種，生於色界後，須經長時之加行勤修而般涅槃。

這類不還果的聖者，由於只成就下品修習聖道，故未斷色界的

根本及趣向二結，「隨生一處意生天中」，隨其受生至彼色界

諸天中的某一處，「行多行已及多精進而證寂滅」，即這類聖

者須多作修習後及勉力精進，方能斷惑而證寂滅。

八、「上流」，謂即不還果，隨生一處意生天中，於彼不

能得諸漏盡，復進生上，於餘身中方證寂滅。

第八的「上流」，又名「上流般」，梵語是ūrdhva-srota-
parinirvāyin，這類亦是不還果聖者之一種，「隨生一處意生天

中」，隨其受生至彼色界諸天中的某一處，「於彼不能得諸漏

盡，復進生上」，由於這類聖者仍未斷盡所有煩惱，故需要再

進生於上界諸天，「於餘身中方證寂滅」，於其餘受生的天身

中而證得寂滅。

「上流般」又分三種：

(i) 「全超般」，指先生於色界之最下的梵眾天，由梵眾天超

中間之十五天，至色究竟天而般涅槃。

「全超般」，指先生於色界之最下的梵眾天，命終後由梵

眾天超中間之十五天，上生至色究竟天而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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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半超般」，指先生於梵眾天，死後超一天、二天乃至
十五天，上生至色究竟天而般涅槃。以其超不全，故云

	 「半」。

(iii)	「遍沒般」，指完全經歷色界十六天之生死，最後生於色
究竟天而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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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半超般」，指先生於梵眾天，後超一天、二天乃至十五

天，至色究竟天而般涅槃。以其超不全，故云「半」。

(iii) 「遍沒般」，指完全經歷色界之十七天，而於色究竟天般

涅槃。

3.7.1.4 六種阿羅漢果

「退法等有六」者，謂「退法」等六無學果，廣說如經：

「退法等有六」，指阿羅漢果有六類，即「退法」等六種無學

果，無學果是已斷盡一切煩惱及已得阿羅漢果者。若修行尚未

斷盡煩惱，則仍須修學，稱為「有學」。聲聞乘四向四果中，

只有阿羅漢果能得「無學果」，餘四向三果屬「有學果」。六種

無學果的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 「退法」，謂成就如是軟根，若思自害、不思自害；若放

逸、若不放逸，俱可退失現法樂住及世間功德；不能練

根，不能發起勝品功德。

第一種無學果是「退法阿羅漢」，只成就這種軟根，為阿羅漢

果中根器最鈍的一類。「若思自害，不思自害」，不論思惟自

害其身，或不思惟自害其身；「若放逸、若不放逸」，不論心

思遊散，或心思不會遊散；「現法樂住」是經由善修靜慮，現

世住於解脫之法樂。此是依四種根本靜慮而體驗到止觀均等的

法樂，此種法樂只限於色界中四禪，近分定及無色界則無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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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住，以止觀不是處於均衡的狀況。「俱可退失現法樂住及世

間功德」，即不論是自害或放逸等逆緣皆可退失現法樂住及世

間功德。「練根」指修行者藉由道力調練諸根，令捨軟根而轉

得中根，或捨中根而得利根，漸次增勝，以成勝根。「不能練

根」即「退法阿羅漢」不能通過調練而轉成勝根，亦不能發起

殊勝品級的功德。這種軟根阿羅漢，雖不思自害或不放逸故能

不退失，若思自害或放逸則可退失、不能練根、不能發起勝品

功德，故名「退法阿羅漢」。

二、 「思法」，謂成就如是軟根，若思自害即能不退，

不思害時即可退失。

 此人作是思惟：「寧使我勝諸魔，不令諸魔勝我。」

如是思已而思自害。

 此亦不能練根，不能發起勝品功德。

第二種無學果是「思法阿羅漢」，成就這種軟根，亦是阿羅漢

果中根器較鈍的一類。思法阿羅漢經常憂懼退失「現法樂住」，

為保所得的解脫法樂，乃欲自殺而入無餘涅槃，因此，若其思

惟自害則能不退，不思惟自害時即可退失。「魔」是梵語māra
的音譯，意思是障礙、破壞。「諸魔」指四魔：一、五蘊魔，

謂五取蘊；二、煩惱魔，謂一切煩惱；三、死魔，謂不自在而

命斷；四、天魔，謂障礙眾生修善之他化自在天眾。此四魔能

障不死及涅槃。此阿羅漢起這種思惟：「寧使我勝伏諸魔，不

令諸魔勝我。」如是思惟後而決意自害其身。這種軟根阿羅漢

亦不能調練諸根，也不能發起殊勝品級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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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護法」，謂成就如是軟根，雖不思自害，不放逸

故能不退失，若心放逸即可退失，不能練根，不能

發起勝品功德。

第三種無學果是「護法阿羅漢」，成就這種軟根，為鈍根阿羅

漢果中修養屬中等的一類。護法阿羅漢雖然不思自害，由不放

逸故能防護所得之「現法樂住」而不退失，但若心起放逸即可

能退失。這種軟根阿羅漢亦不能調練諸根，也不能發起殊勝品

級的功德。

四、 「住不動」，謂成就如是軟根，雖不思自害及行放

逸，然皆不退，不能練根，不能發起勝品功德。

第四種無學果是「住不動阿羅漢」，指不退不進，安住其位而

不動者，成就這種軟根，為鈍根阿羅漢果中修養較高的一類。

住不動阿羅漢雖然不思自害及遊散放逸，但能防護所得之「現

法樂住」而不退失。這種軟根阿羅漢亦不能調練諸根，也不能

發起殊勝品級的功德。

五、 「堪能通達」，謂成就如是軟根，堪能不退，能練

諸根及能發起勝品功德。

第五種無學果是「堪能通達阿羅漢」，成就這種軟根，能夠防

護所得之「現法樂住」而不退失，為鈍根阿羅漢果中修養最高

的一類，堪能修行練根之事，及能發起殊勝品級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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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動法」，謂從先來自性成就利根，此人於諸善

根，不為已得退法之所搖動，亦不為發勝功德及上

練根之所動搖，是故說名為不動法。

第六種無學果是「不動法阿羅漢」，指根性最為殊勝，不退失

所得之法者。其餘五種阿羅漢皆屬鈍根，須待衣食、住處、師

友等勝緣具足，方證諸定得「現法樂住」，由於須待時節才能

不退，故稱「時解脫」的阿羅漢；不動法阿羅漢則不待衣食等

諸緣具足而能得諸定，由於不須待時節而能不退「現法樂住」，

故稱「不時解脫」的阿羅漢。「謂從先來自性成就利根」，這

種阿羅漢從先世以來，本身自有能力成就利根，資質敏利，此

阿羅漢於所成就諸善根，不需再為已得法或會退失之所搖動，

以不會退失善法故；亦不為發起勝功德及上練根等之所動搖，

因為不需再引發勝功德及調練更上之根，以所應學者已成就

故，得無學果，因此名為「不動法阿羅漢」。

3.7.2 凡聖之類十四種

復次，頌曰：軟根等七種，在俗及出家，聲聞乘等三，可

救、不可救。

再者，第十三頌對凡聖之類別作區分，包括「軟根等七種」，

依根性與習行等分七種，「在俗及出家」，僧俗二眾故有二

種，「聲聞乘等三」，大小乘的行者分三種，「可救、不可

救」，依種姓之有無而分二種，故總有十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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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1 根性與習行等七種

「軟根」等七種者：

所謂「軟根」等，指下列七類補特伽羅，皆依眾生的根性及串

習行為而作區分：

一、 「軟根」，謂成就信等五根，或自性軟，或未增

長，求勝進時加行遲鈍。

第一種補特伽羅是「軟根」，即鈍根，能成就「信等五根」，

指五無漏根，亦即三十七菩提分法中的第四類，包括信根、精

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此五法於摧伏煩惱引發聖道有增上

作用，故名五根。此類眾生，「或自性軟」，即自身的本性屬

鈍根，「或未增長」，或其善根尚未增強長養，「求勝進時加

行遲鈍」，或求更上昇進時，於勤加功用時修行遲鈍。

第二、「利根」，應知反此。

第二種補特伽羅是「利根」，「應知反此」，即與「軟根」的

特性相反，即「或自性利」，即自身的本性屬利根，「或已增

長」，或其善根已增強長養，「求勝進時加行速疾」，或求更

上昇進時，於勤加功用時修行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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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貪行」，謂於前世久習貪欲，及不修習貪欲對

治，是因緣故，於此生中雖逢下劣可愛境界，亦起

猛利相續貪愛，難離難厭，於修善法加行遲鈍。

第三種補特伽羅是「貪行」，指長時串習貪欲的眾生。「謂於

前世久習貪欲」，即於前生久遠以來皆串習貪欲的業行，「及

不修習貪欲對治」，及沒有修習克制調伏貪欲的方法，由此因

緣，故於此生中，雖遭逢下劣非優勝的可愛樂的境界，亦生起

猛利相續的貪愛染著，難於捨離及厭患，故於修善法時加行遲

鈍。

如「貪行」，第四、「瞋行」，第五、「癡行」亦爾，此

中差別者：雖逢微小可瞋境界，亦起猛利相續瞋恚；雖逢

麤淺可癡境界，亦起猛利相續愚癡。

好像「貪行」的情況，「第四、瞋行」，第四種補特伽羅是

「瞋行」，指長時串習瞋恚的眾生。「第五、癡行亦爾」，第

五種補特伽羅是「癡行」，指長時串習愚癡的眾生，亦是如

此。「此中差別者」，這些補特伽羅的不同處是：雖遭逢微小

可瞋怒的境界，亦會生起猛利相續的瞋怒恚恨；雖遭逢麤淺的

可癡境界，亦會生起猛利相續的愚癡無明。

六、 「等分行」，謂於前世不習上品貪欲瞋癡，設有習

者，復已修習彼對治法，是因緣故，於此生中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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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等三種境界，隨境品類起貪瞋癡三種纏惑，非難

離、非易離；非難厭、非易厭，於修善法不遲不速。

第六種補特伽羅是「等分行」，指貪瞋癡三種煩惱的串習勢力

較平均的眾生。「謂於前世不習上品貪欲瞋癡」，這類眾生於

前生沒有串習上品嚴重的貪欲、瞋恚、愚癡，「設有習者」，

縱使有串習的行為，又已修習彼煩惱的對治方法，由此因緣，

故於此生中遭逢可愛、不可愛、或中庸等三種境界時，隨境的

三種不同品類，生起貪瞋癡三種現行煩惱，但這些煩惱非難捨

離、非易捨離；非難厭患、非易厭患，於修善法加行時不遲不

速。

七、「薄塵行」，謂如有一，於過去生，不久數習貪欲瞋

癡，然已修習彼對治法，是因緣故，於此世中雖逢

勝上可愛等境，而能不起猛利相續貪恚癡纏，雖或

時起下品、中品，然易離易厭，於修善法加行速疾。

第七種補特伽羅是「薄塵行」，如有一人，於過去生，不是長

時數數習行貪欲、瞋恚、愚癡，亦已修習彼煩惱的對治方法，

由此因緣，故於此世中雖遭逢殊勝上等可愛、不可愛等境界

時，而能夠不生起猛利相續貪恚癡的現行，雖然或會有時生起

下品輕微、中品的現行煩惱，但這些煩惱易捨離易厭患，於修

善法時加行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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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2 僧俗二種

「在俗」者，謂處家白衣，受用五欲，營搆俗業，以自活

命。

「在俗」的補特伽羅即「處家白衣」，指處於居家、穿著白衣

的在家居士。「白衣」是在家居士的別稱。由於印度之在家居

士皆喜歡穿著白色衣服，因此稱在家眾為「白衣」。而出家眾

則用染色衣，故稱之為「緇衣」或「染衣」。印度的婆羅門及

俗人重視白色而輕視雜綵色。19「受用五欲」，享用色聲香味

觸之五欲妙境，「營搆俗業」，經營從事世俗的事業工作，

「以自活命」，在家居士以這些謀生的工作維持生活之所需。

「出家」者，謂持出家威儀相貌，棄捨俗境，受持禁戒，

如法乞求，清淨自活。

「出家」的補特伽羅，「謂持出家威儀相貌」，即守持出家眾

的威儀相貌，如行住坐臥進退等有威儀軌則，剃除鬚髮及披上

緇衣等相貌，「棄捨俗境」，棄捨世俗人所受用的五欲妙境，

「受持禁戒」，守持出家的戒律，「如法乞求，清淨自活」，

依佛法的規制，行乞而得衣食、臥具、飲食、藥物等，是為出

家者清淨維持生活的方式。

19 《大唐西域記》卷2：「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
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綵。」(大正藏51，

 87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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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3 三乘行者三種

「聲聞乘等三」者：

「聲聞乘等三」指聲聞乘、獨覺乘、大乘這三種修行者。

一、 「聲聞乘」，謂住聲聞法性，為令自身證寂滅故，

發正願已，修方便行。

第一是「聲聞乘」。「法性」即無漏種子，又名種姓，指能證

得涅槃的解脫功能。種姓涵有血統、家族、資質等義，特指具

有證入涅槃的無漏種子潛能。有種姓的補特伽羅，若遇到殊勝

的因緣，則能夠培植無漏種子的威力，終能證得自身那一乘的

涅槃。20「謂住聲聞法性」，即安住聲聞法的種性，為了令自

身證得寂滅涅槃故，發起求解脫的正願及已修能證聲聞乘的實

踐方法。

二、 「獨覺乘」，謂住獨覺法性，為令自身證寂滅故，

不由師教，發正願已，修方便行。

第 二 是 「 獨 覺 乘 」 ， 「 獨 覺 」 又 名 「 緣 覺 」 ， 梵 語 是

pratyekabuddha，音譯「辟支佛」，即安住獨覺法的種性，具

20 參見《瑜伽師地論》卷21：「云何種姓？謂住種姓補特伽羅，有
種子法。由現有故，安住種姓補特伽羅，若遇勝緣，便有堪任，
便有勢力，於其涅槃，能得能證。」（大正藏卷30，39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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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入涅槃的無漏種子潛能，為令自身證得寂滅涅槃故，能於

無佛之世，不由老師的教導，發起求解脫的正願，獨自修行，

常樂寂靜，及已修能證獨覺乘的實踐方法，如觀飛花落葉之外

緣而自己覺悟，得證涅槃，解脫生死。

三、 「大乘」，謂住大乘法性，為令自他證寂滅故，不

由師教，發正願已，修方便行。

第三是「大乘」，即安住大乘法的種性，為令自己及他人皆能

證得寂滅涅槃故，不由老師的教導，發起求自他解脫的正願，

及已修能證大乘的實踐方法。

3.7.2.4 種姓有無二種

「可救」者，謂有三乘寂滅法性。

「可救」的補特伽羅，即具有三乘其中一種能證涅槃的種性。

三乘的修行者都是「有種姓」的眾生，皆有證得寂滅涅槃的無

漏種子功能，故是可救度的眾生。

「不可救」者，謂無三乘寂滅法性。

「不可救」的補特伽羅，即不具有能證三乘寂滅涅槃的種性，

這些「無種姓」眾生由於無「寂滅法性」，故是不可救度的眾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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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佛地經論》說有「五種姓」：一、聲聞種

性、二、獨覺種性、三、如來種性、四、不定種性、五、無有

出世功德種性。聲聞種性、獨覺種性、如來種性(大乘種性)即

三乘的「有種性」眾生，「不定種性」即三乘不定性，或具有

二種或三種之無漏種子者，故其最後證得那一乘的寂滅尚未決

定。前四類皆具無漏種子功能，能證得涅槃解脫，故屬「可救

度」的眾生。最後一類不具無漏種子，不能證得涅槃解脫，故

屬「無種性」眾生，即「不可救度」的眾生。見下圖示：21 

 

21 此圖是向瑞屏所製。

 
 

可救 

不可救 

 

如來種性(菩薩種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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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其餘凡聖之分類二十四種

 

復次，頌曰：入方便等九，生差別故二，復由諸界別，應

知十三種。 

再者，第十四頌是其餘凡聖之分類，包括「入方便等九」，依

方便分九種；「生差別故二」，依人、非人的生有不同故分二

種；「復由諸界別，應知十三種」，又依三界的不同而分十三

種，故總有二十四種。

3.7.3.1 依方便等分九種

論曰：

「入方便等九」者：

一、 「已入方便」，謂於如來自覺自說法毘奈耶得堅淨

信，已受尸羅，已聞正法，已增長捨，已具22正見。

論文解釋偈頌中的「入方便等九」，即九種眾生的類別。

第一種是「已入方便」的眾生，「方便」是梵語upāya的意

譯，音譯「漚波耶」，即手段、方法、加行，意指為證得解脫

而加功修行。對於如來自身所覺悟的真實及所說的教法，「毘

奈耶」是梵語vinaya的音譯，或譯作「毘尼」，為三藏之一的

律藏，即佛所說之戒律，以戒律能控御身語意之過失，獲得堅

22 大正藏版本作「直」，今依藏要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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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淨信，已受「尸羅」(śīla、戒律)，即已受持戒法，故有防

非止惡的作用，又已聞得佛教的正法，已增長「捨」，即已增

長內心的平等而無執著，及已具正確的見解。

第二、「未入方便」，應知反此。

第二種是「未入方便」者，即未入加功修行的眾生，「應知反

此」，應當知道與「已入方便者」相反，即於佛所說的教法及

戒律未得堅固的淨信，亦未受持戒法，未聞正法，未增長捨，

及未具正見。

三、 「有障」，謂有三障：

 一、 「煩惱障」，二、「業障」，三、「報障」，

由能障礙修習善法。

第三種是「有障」的眾生，即具有三種障：

一是「煩惱障」，煩惱能惱亂有情之身心，故能障礙眾生證得

涅槃。二是「業障」，即惡業之障礙，眾生於身、口、意所造

作之惡業，能障蔽正道智慧的證得。三是「報障」，報障又稱

異熟障，指因煩惱障、業障所招感的地獄、餓鬼、畜生之三惡

趣苦報，因此不聞佛法正道，障礙生起聖道智慧的善根，故云

報障。由此能障礙眾生修習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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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無障」，應知反此。

第四種是「無障」的眾生，即沒有障礙證得聖道智慧及涅槃。

「應知反此」，應當知道與有障的眾生相反，不具煩惱障、業

障、報障三種障礙，故能修習善法而無障礙。

五、 「未成熟」，謂未得善根資心相續，不能現法證見

諦理，不得現法下、中、上乘所證寂滅。

第五種是「未成熟」的眾生，「謂未得善根資心相續」，即仍

未得善根以資助心的相續展轉增上，「不能現法證見諦理」，

不能於現世證見真實諦理，「下、中、上乘」即相對於下乘的

聲聞乘、中乘的獨覺乘、上乘的大乘，「不得現法下、中、上

乘所證寂滅」，即不能得現世的下乘、中乘、及上乘修行者所

證自乘的寂滅涅槃。

第六、「已成熟」，應知反此。

第六種是「已成熟」的眾生，「應知反此」，應當知道與「未

成熟」的眾生相反，即已得善根以資助心的相續展轉增上，能

於現世證見真實諦理，能得現世的下乘、中乘、及上乘修行者

所證自乘的寂滅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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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具縛」，所謂異生。

第七種是「具縛」的眾生，「縛」即煩惱，煩惱能繫縛有情，

使其墮於生死輪迴之苦境。凡受分別及俱生煩惱束縛而未見道

的凡夫，皆稱「具縛」。「所謂異生」，即一般所說的「異

生」，「異生」是凡夫之別名，由於凡夫輪迴六道，受種種別

異之果報，或時為人、或時為畜等不同的生命形態。

八、 「不具縛」，謂彼六種有學聖者，從預流果乃至第

六阿羅漢向。

第八種是「不具縛」的眾生，指有學位的聖者，以有學聖者雖

已斷見道所斷的分別煩惱，此是後天學習而得的煩惱，於見諦

時永斷，但仍有修所斷的俱生煩惱，此是先天根深蒂固的煩惱

習氣，於修道位時方能漸次永斷，故不是具足一切煩惱纏縛，

因此名為「不具縛」。「謂彼六種有學聖者，從預流果乃至第

六阿羅漢向」，即從預流果開始，然後是第二的一來向、第三

的一來果、第四的不還向、第五的不還果及第六的阿羅漢向，

皆是「不具縛」的聖者。

九、 「無縛」，謂彼無學阿羅漢果。

第九種是「無縛」的眾生，指那些無學位的阿羅漢果，由於阿

羅漢斷盡修所斷的俱生煩惱，沒有三界的煩惱繫縛，不再受生

而得證寂滅涅槃，故無需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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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2 依人、非人分二種

「生差別故二」者：

頌文的「生差別故二」，指生於「人趣」及「非人趣」二種。

這是佛教的二分法，將一切眾生分為兩種，一種是「人趣」，

為「六趣」眾生之一。眾生由業因之不同而趣向六種處所受

生，名為「六趣」，亦名「六道」，包括地獄趣、餓鬼趣、

畜生趣、阿修羅趣、人趣，天趣。「人趣」為六趣之一，將其

他不屬於「人趣」的眾生，如天龍八部等，則歸入「非人趣」

中。

一、 「人趣」，謂生人趣，得人種類；

第一類的眾生是「人趣」，有人類業因者之所趣向，故受生於

人趣。「得人種類」，守持五戒及修下品布施等善行的眾生，

能感得人類的形體、心智等異熟生命果報體的補特伽羅。

二、 「非人趣」，謂生餘趣，那洛迦、傍生及與鬼趣、

天、龍、藥叉、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洛

伽等生類差別。

第二類的眾生是「非人趣」，即生於其餘趣道的眾生，此處舉

出十種其餘生命果報體的補特伽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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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洛迦，為梵語naraka的音譯，意思是地獄，即造作上品

十惡及五逆惡業的眾生而墮入極苦的生命世界中，為三惡

道或六趣之一。地獄有八寒、八熱、無間等不同苦況。

(2) 傍生，或作「旁生」，即傍行之生類，「旁」是不正之

意，因為稟性愚痴，行為不正，作諂曲之業，故感得不正

之生。舊譯為「畜生」，為三惡道或六趣之一。

(3) 鬼趣，為三惡道或六趣之一，舊譯「餓鬼」。慳貪眾生多

墮鬼趣，常受饑渴之苦，故名餓鬼。

(4) 天，乃六趣中最高及最優勝的眾生，也是八部眾之一，凡

修十善、四禪八定等補特伽羅，即可生天，得享富樂自

在、寂靜光明的境界。

(5) 龍，為八部眾之一，乃是住於水中之蛇形鬼類，具有呼雲

喚雨之神力，亦為守護佛法之異類眾生。

(6) 藥叉，乃梵語yakṣa的音譯，或譯作「夜叉」，意思是捷

疾，即止住地上或空中具威勢之鬼類，為北方毗沙門天王

之眷屬，守護忉利天等諸天，受用諸天種種富樂，為八部

眾之一，此等異類皆歸化於佛，護持佛法。

(7) 阿素洛，乃梵語asura的音譯，或譯作「阿修羅」，意譯

為「非天」，是以戰鬥為事之一類鬼類，為六道、八部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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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阿修羅經常與帝釋天率領之天眾戰鬥，故被視為惡

神。阿修羅具有天眾之褔報，其形像或謂九頭千眼，口

中出火等，男眾貌醜，女眾則美貌。有關生為阿素洛之業

因，主要是瞋、慢、疑等三種。

(8) 揭路荼，乃梵語garuḍa的音譯，或譯作「伽樓羅」、「金

翅鳥」等，以龍為食，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其翅膀是

由眾寶交織而成，軀體極大，兩翅一張開，有數千餘里之

大。其出生類別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四種，壽長八

千歲，是八部眾之一。

(9) 緊捺洛，乃梵語kiṃnara的音譯，或譯作「緊那羅」，意

譯人非人、疑神，又譯歌神、樂神，為八部眾之一。由於

緊捺洛頭上長一角，似人非人，似天非天，令人疑惑不

定，故名為疑神。亦為帝釋天主的樂神。

(10) 牟呼洛伽，乃梵語mahoraga的音譯，或譯作「莫呼洛伽」

等，為大蟒神，其形是人身蛇首，亦是樂神之類，八部眾

之一。

「等生類差別」，意指除了天、龍八部眾等眾生，還有其他眾

生的不同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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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3 依三界分十三種

「復由諸界別，應知十三種」者：

偈頌中的「復由諸界別，應知十三種」，又由於三界的界別不

同，應當知道有十三種眾生的類別，如下所述：

一、 「欲界異生」，謂生欲界，未見諦者。

第一種是「欲界異生」，即受生於欲界而未證見聖諦的凡夫。

二、 「欲界有學」，謂生欲界，已見聖諦六種有學，謂

從預流果乃至第六阿羅漢向。

第二種是「欲界有學」，即受生於欲界，但已證見聖諦的六種

有學，「謂從預流果乃至第六阿羅漢向」，即從預流果開始，

然後是第二的一來向、第三的一來果、第四的不還向、第五的

不還果及第六的阿羅漢向。

三、 「欲界無學」，謂生欲界阿羅漢果。

第三種是「欲界無學」，即受生於欲界而證得阿羅漢果，也就

是達至無學位的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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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色界異生」，謂生色界，未見諦者。

第四種是「色界異生」，即受生於色界而未證見聖諦的凡夫。

五、 「色界有學」，謂生色界，已見聖諦二種有學：

一、不還果，二阿羅漢向。

第五種是「色界有學」，即受生於色界，但已證見聖諦的二種

有學：第一種是不還果，第二種是阿羅漢向。

六、 「色界無學」，謂生色界阿羅漢果。

第六種是「色界無學」，即受生於色界而證得阿羅漢果。

七、 「無色異生」，謂生無色，未見諦者。

第七種是「無色異生」，即受生於無色界而未證見聖諦的凡

夫。

八、 「無色有學」，謂生無色，已見聖諦二種有學：

一、不還果，二阿羅漢向。

第八種是「無色有學」，即受生於無色界，但已證見聖諦的二

種有學：第一種是不還果，第二種是阿羅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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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無色無學」，謂生無色阿羅漢果。

第九種是「無色無學」，即受生於無色界的阿羅漢果。

十、 「欲界獨覺」，謂住獨覺法性，於前生中，或未見

諦，或已見諦，今生欲界，不由師教，依先因力，

修覺分法，證得一切諸結永盡。

此復二種：

一、 如「朅伽獨一」而行。

二、 「獨勝部眾」而行。

第十種是「欲界獨覺」，即安住獨覺的種姓，於前生中，或未

見聖諦，或已見聖諦，今生受生於欲界，不由老師的教導，依

先世的因緣勢力，修菩提分法而自己覺悟，證得一切諸煩惱永

滅盡的解脫境界。

此類獨覺又可分為二種：

第一類如「朅伽獨一」而行，「朅伽」是梵語khaḍga的音譯，

意思是犀牛。經論中以犀牛之一角比喻獨覺，又名「麟角喻獨

覺」，指獨修而無伴侶，如麟一角。

第二類如「獨勝部眾」而行。此類又名「部行獨覺」，以聚集

眾多修行者於一處，組成部黨，故稱部眾。指有同修伴侶而獨

悟的獨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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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欲界菩薩」，謂生欲界，住菩薩法性，為令自

他證寂滅故，已發正願，修習一切無上菩提諸方

便行。

第十一種是「欲界菩薩」，即受生於欲界，安住菩薩的種姓，

為令自己及他人得證寂滅涅槃故，已發上求佛道的正願，修習

一切證得無上菩提的所有方便實踐。

十二、 「色界菩薩」，謂生色界中，住菩薩法性，遠

離無色，修諸靜慮，為令自他證寂滅故，已發正

願，修習一切無上菩提諸方便行。

第十二種是「色界菩薩」，即受生於色界中，安住菩薩的種

姓，遠離無色界，修色界的四種靜慮，為令自己及他人得證寂

滅涅槃故，已發上求佛道的正願，修習一切證得無上菩提的所

有方便實踐。

十三、 「不可思議諸佛如來」，謂依修習不住流轉及與

寂滅無分別道，證得諸佛共有解脫法身所攝無上

轉依，遍行十方一切世界，作一切有情一切利益

事無有斷盡。

第十三種是「不可思議諸佛如來」，即依於修習不住生死流轉

及寂滅涅槃的無分別智，證得諸佛共有解脫法身所包攝的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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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依，「轉依」是梵語āśraya-parivṛtti的意譯，意思是有漏所

依的轉變，故稱「轉依」。無上的轉依若在究竟佛位，一方面

轉捨有漏的煩惱障與所知障，另一方面轉得無漏的涅槃與菩提

之果，亦即「轉識成智」的佛果。諸佛如來周遍行歷十方一切

世界，盡未來的一切時，為所有眾生作一切利益事，故無有斷

盡之時。

以上是九事中「補特伽羅事」所闡釋的凡聖不同眾生的類別。

若欲詳細了解「補特伽羅事」，可參閱《瑜伽師地論》的〈有

尋有伺等三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的內

容。

3.8 釋第八之果事  

如是已說「補特伽羅」，「果」今當說。

九事中第七的「補特伽羅」事已解說了，現在應當解說第八的

「果」事。

修道能得解脫果，由修習戒、定、慧斷除煩惱而離生死束縳，

得寂滅涅槃的無漏道果。「果」事有多種類別，煩惱斷除亦有

多種原因，斷的方式亦有多種，如從所緣境、作意、禪定、修

三十七道品故斷，及煩惱斷有五次第，又諸煩惱斷多種差別及

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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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果之自數差別有多種

頌曰：果斷有五種，遍知及清淨，淨、果、界、菩提，無

學由自數。 

第十五頌指出諸煩惱斷的果，名為「果斷」，「果斷有五種」，

包括諸纏斷、隨眠斷、永盡貪斷、永盡瞋斷、永盡癡斷；

「遍知」指遍知三界繫之九種斷；「清淨」指「九種清淨」；

又「淨」即「四證淨」；「果」指「四沙門果」；「界」指斷

「三種界」的諸行；「菩提」即「三種菩提」；「無學」即

「十無學法」，「由自數」是前述的各種果斷，由自身的法數

各別有不同故應了知。此頌總括了「果」的多種類別。

3.8.1.1 煩惱之斷有五種差別

論曰：

「果斷有五種」者，謂諸果中斷有五種：

一、 「諸纏斷」，謂由四種對治故，遠離現行諸煩惱纏。

 「四對治」者：一、「散亂對治」，二、「顯了對

治」三、「羸劣對治」，四、「摧伏對治」。

「散亂對治」者，謂於前八妙法行中，方便修習，

或復於餘定地善法方便修習。

「顯了對治」者，謂於第九法行，方便修習。

「羸劣對治」者，謂由先善根資助心故，煩惱羸弱。

「摧伏對治」者，謂由世間道，隨力制伏煩惱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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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隨眠斷」，謂由出世間道，隨力永斷煩惱種子。

三、 「永盡貪斷」，謂由永斷隨眠惑故，貪煩惱斷。

如「永盡貪斷」，如是第四、「永盡瞋斷」，第

五、「永盡癡斷」應知。

由極淨善通達見力，諸事煩惱畢竟斷故，名「永盡

斷」。

論文對偈頌中「果斷有五種」的解釋，一切煩惱的斷除有五

種：第一是「諸纏斷」，由四種對治，即制伏煩惱的方法，故

能遠離一切煩惱現行中的纏縛。「四對治」包括：一、「散亂

對治」，二、「顯了對治」，三、「羸劣對治」，四、「摧伏

對治」。

四種對治中第一種的「散亂對治」，即於前述的「八妙法行」，

指八種等至，即身心經由禪定的勢力所領受的平等安和的狀

況，包括色界的四靜慮、無色界的四空定，有方便善巧地修

習，或於其餘定地中的善法具有方法而修習，便能制伏心意的

散亂。

四種對治中第二種的「顯了對治」，即克服明顯了別的精神

作用的方法，於「第九法行」，即滅盡定，指心與心所的明顯

活動皆停止的禪定，能有方法修習，令不恆行的六識活動皆

滅盡，亦令恆行第七末那識的染污心、心所活動也滅，故滅盡

定是無漏定，乃聖者方能入的定境。「第九法行」是「九次第

定」的最後一種定境，九次第定包括色界的四靜慮、無色界的

四空定及滅盡定，故滅盡定屬「第九法行」。 

如「永盡貪斷」，如是第四、「永盡瞋斷」，第五、「永

盡癡斷」應知。

由極淨善通達見力，諸事煩惱畢竟斷故，名「永盡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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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隨眠斷」，謂由出世間道，隨力永斷煩惱種子。

三、 「永盡貪斷」，謂由永斷隨眠惑故，貪煩惱斷。

如「永盡貪斷」，如是第四、「永盡瞋斷」，第

五、「永盡癡斷」應知。

由極淨善通達見力，諸事煩惱畢竟斷故，名「永盡

斷」。

論文對偈頌中「果斷有五種」的解釋，一切煩惱的斷除有五

種：第一是「諸纏斷」，由四種對治，即制伏煩惱的方法，故

能遠離一切煩惱現行中的纏縛。「四對治」包括：一、「散亂

對治」，二、「顯了對治」，三、「羸劣對治」，四、「摧伏

對治」。

四種對治中第一種的「散亂對治」，即於前述的「八妙法行」，

指八種等至，即身心經由禪定的勢力所領受的平等安和的狀

況，包括色界的四靜慮、無色界的四空定，有方便善巧地修

習，或於其餘定地中的善法具有方法而修習，便能制伏心意的

散亂。

四種對治中第二種的「顯了對治」，即克服明顯了別的精神

作用的方法，於「第九法行」，即滅盡定，指心與心所的明顯

活動皆停止的禪定，能有方法修習，令不恆行的六識活動皆

滅盡，亦令恆行第七末那識的染污心、心所活動也滅，故滅盡

定是無漏定，乃聖者方能入的定境。「第九法行」是「九次第

定」的最後一種定境，九次第定包括色界的四靜慮、無色界的

四空定及滅盡定，故滅盡定屬「第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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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對治中第三種的「羸劣對治」，由先世的善根作增上緣資

益助長心，令煩惱勢力轉為羸弱。

四種對治中第四種的「摧伏對治」，由世間道的禪修，隨定力

能制伏煩惱種子的現行。

果斷的第二種是「隨眠斷」，即由出世間道的觀智，隨智慧力

永斷潛伏的煩惱種子。

果斷的第三種是「永盡貪斷」，謂由永斷隨眠的煩惱，貪煩惱

得以永斷。

如「永盡貪斷」的情況，如是果斷的第四種「永盡瞋斷」，即

瞋煩惱得以永斷，及果斷的第五種「永盡癡斷」，即癡煩惱得

以永斷，應知也是如此。

「由極淨善通達見力」，由極清淨善體證真實之智慧力，諸行

事相所生的煩惱畢竟徹底地斷除，名「永盡斷」。

3.8.1.2 遍知三界繫之九種斷

佛教重視克服煩惱的智慧，亦強調兩種「遍知」（parijñā）

的概念，即「智遍知」（ jñāna-pari jñā）及「斷遍知」

（prahāṇa-parijñā）。「智遍知」有不同的名稱，諸智、見、

明、覺、現觀，皆名為智遍知，應遍知不同的智慧斷不同的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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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對治「無知」故名「智」，對治「惡見」故名「見」，對

治「無明」故名「明」，對治「邪覺」故名「覺」，對治「邪

現觀」故名「現觀」。「斷遍知」指諸貪永斷，瞋、癡永斷，

一切煩惱永斷，是謂「斷遍知」。23煩惱的對治須有智慧才能

伏斷，能周遍了知四諦之境，由此而斷除見道及修道所斷的煩

惱。

「遍知」者，謂九遍知諸果所攝依斷遍知說：

一、 「欲繫見苦集所斷煩惱斷遍知」，由此二諦有漏攝

故。

二、 「色、無色繫見苦及集所斷煩惱斷遍知」，由此二

界定地攝故。

三、 「欲繫見滅所斷煩惱斷遍知」，由此無漏無為攝故。

四、 「色、無色繫見滅所斷煩惱斷遍知」，由此定地增

上攝故。

五、 「欲繫見道所斷煩惱斷遍知」，由此無漏有為攝故。

六、 「色、無色繫見道所斷煩惱斷遍知」，由此定地增

上攝故。

七、 「五順下分結斷遍知」，由出過下界故。

八、 「色貪盡遍知」，由出過中界故。

九、 「無色貪盡遍知」，由出過妙界故。

23 見《大毗婆沙論》卷34，大正藏27，17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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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知」是周遍了知四諦之境而斷煩惱的智慧，有九種遍知，

攝屬於諸果，此依斷遍知來說明：

一、 九遍知的第一種是「欲繫見苦集所斷煩惱斷遍知」，欲繫

即繫屬於欲界「散心地」的煩惱，為見「苦」、「集」二

諦所斷煩惱，由於苦集二諦是「有漏法」所包攝故。

二、 九遍知的第二種是「色、無色繫見苦及集所斷煩惱斷遍

知」，色界及無色界繫的煩惱，即繫屬於上二界的煩惱，

為見「苦」、「集」二諦所斷煩惱，由於此二界攝屬於

「定心地」。

以上兩種斷遍知皆屬於「有漏有為法」，由於散心地及定心地

不同，故區分為兩種。

三、 九遍知的第三種是「欲繫見滅所斷煩惱斷遍知」，滅諦是

「無漏無為法」所涵攝，指出世間的未至定，由於這是欲

界的無漏定故。

四、 九遍知的第四種是「色、無色界繫見滅所斷煩惱斷遍知」，

道諦是「無漏無為法」所涵攝，指出世間的四禪根本定及

近分定，由於這是「定心地增上力」所涵攝故。

五、 九遍知的第五種是「欲繫見道所斷煩惱斷遍知」，這是

「無漏有為法」所涵攝故，指出世間的未至定，由於這是

欲界定故。

三、	九遍知的第三種是「欲繫見滅所斷煩惱斷遍知」，滅諦是

「無漏無為法」所涵攝。

四、	九遍知的第四種是「色、無色界繫見滅所斷煩惱斷遍

知」，由於這是「定心地增上力」所涵攝故。

五、	九遍知的第五種是「欲繫見道所斷煩惱斷遍知」，道諦是

「無漏有為法」所涵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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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九遍知的第六種是「色界及無色界繫見道所斷煩惱的斷

遍知」，由此「定心地增上力」所涵攝，故是「無漏有為

法」。

七、 九遍知的第七種是「五順下分結的斷遍知」，結是煩惱的

別名。五順下分結指繫縛有情於欲界的五種煩惱，即有身

見、戒禁取、疑、欲貪、瞋恚。此五種煩惱能順益下分的

欲界故，能為下界的勝因，下分指下界，意即欲界，以相

對於色界及無色界的上界而名下界。由於超過下界，指欲

界有多苦及多煩惱故。若永斷五順下分結，即得不還果。

八、 九遍知的第八種是「色貪盡的斷遍知」，由於超出過中

界，指色界有中度的苦及中度的煩惱故。

九、 九遍知的第九種是「無色貪盡的斷遍知」，由於超出過妙

界，指無色界有少苦及少煩惱故。

上述第八及第九的繫屬煩惱為「五順上分結」，即色界、無色

界的二貪、掉舉、慢、無明。由此五種煩惱能順益上界故，名

「五順上分結」。若永斷「五順上分結」，即得阿羅漢果。

九種「斷遍知」中，首六種煩惱是見道所斷，及後三種煩惱是

修道所斷。

遍知」，由此「定心地增上力」所涵攝的「無漏有為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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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九種斷遍知的各別性質如下圖：

三界繫 見苦所斷 見集所斷 見滅所斷 見道所斷

欲界 有漏攝 有漏攝 無漏無為攝 無漏有為攝

色、無色界 定地攝 定地攝 定地增上攝 定地增上攝

3.8.1.3 九種清淨

「清淨」者，謂「九種清淨」，廣說如經。

「清淨」指「九種清淨」，凡是遠離惡行之過失，及離煩惱之

垢染，皆名為「清淨」，「廣說如經」，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

說。

一、 「尸羅清淨」，謂如有一，善住尸羅及善守護別解

脫戒，如法威儀行處具足，於小罪中見大怖畏，受

學學處。

「一、尸羅清淨」，即戒清淨，「尸羅」是梵語śīla的音

譯，意思是戒律，有防非止惡的作用。「別解脫戒」是梵語

prātimokṣa-saṃvara的意譯，音譯作「波羅提木叉」，「波羅

提」是prāti的音譯，意譯為「各別」，如佛教的七眾弟子，包

括：

(1) 比丘(bhikṣu)，指出家受具足戒之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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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丘尼(bhikṣuni)，指出家受具足戒之女子；

(3) 式叉摩那(śikṣamāṇā)，指未受具足戒前學修六法24之尼眾；

(4) 沙彌(śrāmaṇeraka)，即出家受持十戒而未受具足戒，年齡

在七歲以上、未滿二十歲之男子；

(5) 沙彌尼 (śrāmaṇerika)，指出家受持十戒而未受具足戒之女

子；

(6) 優婆塞(upāsaka)，即受持五戒之男居士；

(7) 優婆夷(upāsika)，即受持五戒之女居士。

此七類佛弟子依其身份不同，所受的戒條各自不同。「木叉」

(mokṣa)意謂「解脫」，指以戒為方便，能棄捨惡行，破壞煩

惱，出離惡趣，究竟度脫三界生死而得自在。「波羅提木叉」

(prātimokṣa)的意譯是「別解脫」，七眾弟子誓願受持佛所

制七眾戒的某一種後，便有防止惡行的作用。每守一戒而無

犯，即於所防治的惡法得解脫，故名「別解脫」或「別別解

脫」。梵語「三婆囉」(saṃvara)的本義為「防護」，意譯為

「律儀」，亦譯為「戒」。綜合上義，「波羅提木叉三婆囉」

(prātimokṣa-saṃvara)名為「別解脫戒」。

如有一人，「善住尸羅」，即善能安住戒律的守持，「及善守

護別解脫戒」，即善能守護「波羅提木叉三婆囉」，「如法威

24 六法：一、不得獨在道行。二、不得獨渡河水。三、不得觸丈夫
身。四、不得與男子同宿。五、不得為媒嫁事。六、不得覆藏比
丘尼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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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行處具足」，「如法」是依法，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

習行處具足威德儀則，「於小罪中見大怖畏，受學學處」，

「學處」的梵語是śikṣā-pada，意謂所學之處，佛教徒所遵循
之戒條，如五戒、十戒等戒律，稱為學處。受戒的佛子應於所

犯惡行心懷警誡，縱使只犯小惡，不應因惡小而放任之，反而

於小罪中能生大怖畏，以持續作小惡行，習惡日久必成大惡，

感受苦果。

二、 「心清淨」，謂如有一，依「戒清淨」，遠離欲、

惡、不善法，如前所說，初靜慮、第二、第三、第

四靜慮具足住。

「二、心清淨」，即定清淨。如有一人，「依戒清淨，遠離

欲、惡、不善法」，依前所說第一的「尸羅清淨」，持戒清淨

故能超離欲界的惡法及不善法，於初靜慮、第二、第三、第四

靜慮能具足住，即入定、住定及出定皆能自在。

三、 「見清淨」，謂如有一，具「心清淨」，鮮白無

穢，離諸煩惱，得住不動，為欲證得漏盡智故，觀

察諸諦如實了知：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

聖諦，此趣苦滅行道聖諦。

「三、見清淨」，即智見清淨。如有一人，具有前說第二的

「心清淨」，即禪定自在而「鮮白無穢」，即清淨無染，遠離

一切煩惱，得住不動的四禪中，「為欲證得漏盡智故」，即希

於小罪中生大怖畏，以持續作小惡行，習惡日久必成大惡，感

受苦果。

二、「心清淨」，謂如有一，依「戒清淨」，遠離欲惡不

善法，如前所說，初靜慮、第二、第三、第四靜慮

具足住。

「二、心清淨」，即定清淨。如有一人，「依戒清淨，遠離欲

惡不善法」，依前所說第一的「尸羅清淨」，持戒清淨故能超

離欲界的惡法及不善法，於初靜慮、第二、第三、第四靜慮能

具足住，即入定、住定及出定皆能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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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行處具足」，「如法」是依法，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

習行處具足威德儀則，「於小罪中見大怖畏，受學學處」，

「學處」的梵語是śikṣā-pada，意謂所學之處，佛教徒所遵循
之戒條，如五戒、十戒等戒律，稱為學處。受戒的佛子應於所

犯惡行心懷警誡，縱使只犯小惡，不應因惡小而放任之，反而

於小罪中能生大怖畏，以持續作小惡行，習惡日久必成大惡，

感受苦果。

二、 「心清淨」，謂如有一，依「戒清淨」，遠離欲、

惡、不善法，如前所說，初靜慮、第二、第三、第

四靜慮具足住。

「二、心清淨」，即定清淨。如有一人，「依戒清淨，遠離

欲、惡、不善法」，依前所說第一的「尸羅清淨」，持戒清淨

故能超離欲界的惡法及不善法，於初靜慮、第二、第三、第四

靜慮能具足住，即入定、住定及出定皆能自在。

三、 「見清淨」，謂如有一，具「心清淨」，鮮白無

穢，離諸煩惱，得住不動，為欲證得漏盡智故，觀

察諸諦如實了知：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

聖諦，此趣苦滅行道聖諦。

「三、見清淨」，即智見清淨。如有一人，具有前說第二的

「心清淨」，即禪定自在而「鮮白無穢」，即清淨無染，遠離

一切煩惱，得住不動的四禪中，「為欲證得漏盡智故」，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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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證得永斷煩惱惑業而不再流轉生死之智力，觀察四諦而能如

實了知：此是苦聖諦，此是苦集聖諦，此是苦滅聖諦，此是趣

苦滅行道聖諦。

四、 「度疑清淨」，謂如有一，依「見清淨」，於佛、

法、僧無惑無疑。

「四、度疑清淨」，即越度疑惑的清淨見，如有一人，依前所

說第三之「見清淨」，即具清淨知見，於佛、法、僧三寶的真

實功德無有疑惑。

五、「道非道智見清淨」，謂如有一，依「度疑清淨」，

得妙智見，唯佛所說、僧所行道，能得出離。此復

云何？謂能盡苦及證苦邊。若諸外道所說之道，不

能盡苦及證苦邊。

「五、道非道智見清淨」，如有一人，依前所說第四之「度疑

清淨」，得微妙智見，只有佛所說及聖僧所行的正「道」，能

得出離生死的涅槃。這是什麼呢？即能盡滅苦及證得苦之最後

邊際，意即離三界苦得解脫。如是一切外道所說之不正「非

道」，則不能盡滅苦及證得苦之最後邊際，意即不能離三界苦

得解脫。

六、「行智見清淨」，謂如有一，依「道非道智見清淨」，

得妙智見，知出離道有下、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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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者，苦遲通行所攝。

中者，苦速通行、樂遲通行所攝。

上者，樂速通行所攝。

「六、行智見清淨」，如有一人，依前所說第五之「道非道智

見清淨」，得微妙智見，知出離道的行者有下、中、上品的不

同，共有四種行者，名「四通行」，又名「四行迹」，能如實

了知苦遲通行、苦速通行、樂遲通行、樂速通行這四種行者的

不同，故得「行差別智」。

四通行根據所依的禪定及禪修者的根器利鈍而有苦樂、遲速的

四種分別。

若依止四根本定，止觀均等則能任運而得「現法樂住」，即現

前受法味之樂而安住不動，為「樂通行」。

依無色、未至、中間等定，止觀不均等則現法樂住難任運而

起，為「苦通行」。

此苦、樂二通行又因根的利、鈍分為「速」和「遲」二種。

「下品」的行者，屬「苦遲通行」，即鈍根不得現法樂住者。

「中品」的行者，屬「苦速通行」，即利根不得現法樂住者；

亦屬「樂遲通行」，即鈍根得現法樂住者。

「上品」的行者，即利根得現法樂住者，屬「樂速通行」。

七、「行斷智見清淨」，謂如有一，依「行智見清淨」，得

妙智見，謂我應斷下、中之行，及為發起上妙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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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斷智見清淨」，如有一人，依前所說第六之「行智見

清淨」，得微妙智見，認為自己應斷除下品、中品之行迹，及

為發起上妙的樂速聖行。隨四種行迹的實踐，漸能斷除全份下

品的「苦遲」、一份中品的「苦速」及「樂遲」，最後得上品

清淨的「樂速通行」。

八、 「無緣寂滅清淨」，謂如有一，依「行斷智見清

淨」，證得無餘諸漏永盡。

「八、無緣寂滅清淨」，如有一人，依前所說第七之「行斷

智見清淨」，得上品樂速通行，便能證得無剩餘地永盡一切煩

惱，故諸漏無緣生起而寂滅清淨。

九、 「國土清淨」，謂諸佛共有無上功能果，能示現不

可思議國土莊嚴，極淨佛思，及極淨菩薩思，及思

眷屬法。

「九、國土清淨」，即諸佛共有的無上功能果德，能示現不可

思議佛國淨土種種莊嚴，佛極清淨的思願造作，及菩薩極清淨

的思願造作，及與思俱起的助伴眷屬功德法。

3.8.1.4 四證淨

「淨」者，謂「四證淨」，廣說如經：

一、「佛證淨」，謂已見諦者，於如來所善住「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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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及後所得善住「世間信」。

如「佛證淨」，如是第二、「法證淨」，第三、「

僧證淨」應知。

四、「聖所愛戒證淨」，謂已見諦者，於已得決定不作律儀

「聖所愛戒」所，善住「出世間信」，及後所得善

住「世間信」。

所謂「淨」者，指「四證淨」，四證淨是以無漏智如實覺知四

聖諦理，因而正信佛法僧三寶的真實功德，並對戒律產生堅固

不壞之淨信，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四證淨」的第一種是「佛證淨」，即已見四諦真實的人，於

如來處所善住「出世間信」，即以無分別根本智證得諦理時，

及根本智沉沒後有後所得智善住「世間信」，即以有分別智證

得諦理時，對「佛寶」生起清淨的信心。

猶如「佛證淨」的情況，如是「四證淨」第二種的「法證淨」，

及第三種的「僧證淨」，應知亦是如此，即以根本及後得智證

得諦理而對「法寶」及「僧寶」生起清淨的信心。

「四證淨」的第四種是「聖所愛戒證淨」，即已見諦理的人，

於已得決定的身語意惡行等「不作律儀」，不會造作三惡業

行，以無分別根本智證得諦理時，善住「出世間信」，及有分

別後所得智善住「世間信」，於「聖所愛戒」所，即聖者所愛

樂的無漏戒行，生起清淨的信心。

信」，及後所得善住「世間信」。

如「佛證淨」，如是第二、「法證淨，第三、「僧證淨」

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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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5 四沙門果所斷的煩惱差別

「果」者，謂「四沙門果」，廣說如經。

所謂「果」者，即「四沙門果」，意思是修沙門行者所得四

種的道果，「沙門」是梵語śramaṇa的音譯，意譯是出家修道

者，指剃除鬚髮，止息諸惡，勤修諸善，以期證得涅槃解脫。

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 「預流沙門果」，若隨「勝攝」，三結永斷，謂身

見、戒禁取及疑；

若「全分攝」，一切見道所斷煩惱永斷。

由彼斷故，得預流果不墮落法，或「極七返」，或

復「家家」。

「四沙門果」的第一種是「預流沙門果」，「預流」是梵語

srota āpatti的意譯，音譯「須陀洹」，「預」是參與，「流」

即品類，指預入聖者之流類。沙門行者初見四聖諦之理，得無

漏出世間的清淨智慧，斷三界之分別煩惱後，方可參預於聖者

之流，證得初果。

「若隨勝攝」，這是佛教於分量上所作的分類，如「全分」

(全部)、「一分」(一部分)。「勝攝」是攝屬於最殊勝的部分，

「預流沙門果」最殊勝的表現是「三結永斷」，指永遠斷除身

見、戒禁取見及疑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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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全分攝」，指攝屬於全部來看，「一切見道所斷煩惱永

斷」，即見道位時斷除一切後天分別的煩惱，由於全部分別的

煩惱皆斷，故是「全分攝」。

由彼一切後天分別的煩惱已斷故，得預流果，不會墮入三惡道

法，或「極七返」，於欲界之人趣與天趣，最多七次往返受生

中，必能證得阿羅漢果；或復「家家」，指三次或二次受生於

欲界人天間之聖者，然後證得阿羅漢果，永離生死輪迴。

二、「一來沙門果」，若隨「勝攝」，三結永斷，薄貪瞋

癡；

若「全分攝」，一切見道所斷煩惱永斷，及欲界繫

修道所斷上品、中品煩惱永斷。

由彼斷故，得「一來果」，或復「一間」。

「四沙門果」的第二種是「一來沙門果」，若隨「勝攝」，亦

是身見、戒禁取見及疑三結永斷，而貪瞋癡煩惱微薄；若是

「全分攝」，則一切見道所斷後天分別的煩惱永斷，及繫縛於

欲界修道所斷上品及中品煩惱永斷。若以九品煩惱作上中下等

級來劃分，即斷除九品中的上及中之六品煩惱，仍有下三品煩

惱未斷。九品煩惱中，上品煩惱是嚴重而明顯的煩惱，亦是最

易對治；中品煩惱是既非嚴重亦非明顯的煩惱，相對而言較難

對治；下品煩惱是很微細而不明顯的煩惱，由於甚難覺察，故

是最難對治。由彼上品及中品等六品煩惱斷故，證得「一來

果」，或復證得「一間」，即受生天上或人間一次，即於彼處

證得寂滅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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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還沙門果」，若隨「勝攝」，五順下分結永斷，

所謂身見、戒禁取、疑、貪欲、瞋恚；

若「全分攝」，一切見道所斷煩惱永斷，及欲界繫

修道所斷煩惱永斷，或色界繫煩惱永斷，或無色界

一分煩惱永斷。

由彼斷故，得「不還果」，

或「中間寂滅」，

或「生寂滅」，

或「無行寂滅」，

或「有行寂滅」，

或復「上流」。

「四沙門果」的第三種是「不還沙門果」，若隨「勝攝」，指

五順下分結，指繫縛有情於欲界的五種煩惱，包括有身見、戒

禁取、疑、欲貪、瞋恚，「下分」指下界，意即欲界，以相對

於色、無色的上界而名下界。此五種煩惱順益下界故，所謂身

見、戒禁取、疑、貪欲、瞋恚，能為下界出現的勝因，若永斷

五順下分結，則得不還果，不會返生欲界中。

若「全分攝」，一切見道所斷後天分別的煩惱永斷，及繫縛於

欲界修道所斷九品煩惱永斷，或繫縛於色界的九品煩惱永斷，

或繫縛於無色界的一分煩惱永斷。由彼煩惱品斷故，得「不還

果」，由於仍有不同程度的煩惱未斷，故仍需受生於色界或無

色界，因此「不還果」有多種形態及名稱。



195卷 三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三

或「中間寂滅」，即前文第七補特伽羅事中的「中間證寂

滅」，又名「中般」(antarā-parinirvāyin)，梵語antarā是「中

間」的意思，這裡指「中有」(antarā-bhava)，中有是「死有」

與「本有」之間的生命存在，也就是生前死後的中間階段。梵

語parinirvāna音譯「般涅槃」，意思是完全寂滅，因此，「中

般」(antarā-parinirvāyin)是能入中間寂滅的人，故簡譯為「中

般」，以在中有之位入無餘涅槃的不還果聖者。

或「生寂滅」，即「生證寂滅」，又名「生般」(upapadya-
parinirvāyin)，這類不還果的聖者從欲界歿後，非如「中般」

般能於中有階段證寂滅，故投生於色界，「生般」於出生後未

久即能起聖道，斷除色界及無色界上地之惑，得阿羅漢果而般

涅槃。

或「無行寂滅」，即「無行證寂滅」，又名「無行般」

(an-abhisaṃskāra-parinirvāyin)，「無行」即不加功行，這類

不還果聖者生於色界，不加勤修之功力，由宿世之串習力，無

漏聖道自然任運現前，斷除上地的俱生煩惱而入寂滅涅槃。

或「有行寂滅」，即「有行證寂滅」，又名「有行般」

(sa-abhisaṃskāra-parinirvāyin)，即不還果聖者生於色界，由於

只成就下品修習聖道，須經長時之加行勤修方能斷惑而證寂滅。

或復「上流」，又名「上流般」(ūrdhva-srota-parinirvāyin)，

這類不還果的聖者生於色界之初禪，由於這類聖者的煩惱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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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盡，故需要再進生於上界諸天，漸次上生至色究竟天，或至

有頂天而般涅槃。

四、 「阿羅漢沙門果」，若隨「勝攝」，貪欲、瞋、癡

無餘永斷；

若「全分攝」，見、修所斷一切煩惱永斷無餘。

由彼斷故，得阿羅漢，諸漏永盡，乃至廣說阿羅漢

「六恒住法」。

「四沙門果」的第四種是「阿羅漢沙門果」，若隨「勝攝」，

則貪欲、瞋、癡三種根本煩惱無餘永斷；若「全分攝」，或見

所斷的後天煩惱、修所斷的先天煩惱皆永斷無餘。由彼一切煩

惱斷故，得阿羅漢聖果，諸有漏煩惱永盡，乃至廣說阿羅漢所

成就的六恒住法。「六恒住法」是六根恒常安住於上品捨念、

正念、正知，如眼根見色境已，無喜無憂，安住於上捨、正

念、正知，如是耳根聞聲境已、鼻根嗅香境已、舌根嘗味境

已、身根觸覺境已、意根了法境已，皆能無喜無憂，安住上

捨、正念、正知。

3.8.1.6 三種界

「界」者，謂「三種界」，廣說如經：

一、「斷界」，謂斷見道所斷諸行。

二、「離界」，謂離修道所斷諸行。

三、「滅界」，謂滅所依所攝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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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指「三種界」，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三種界」的第一種是「斷界」，即斷見道所斷諸行，如見道

後墮於三惡道的生緣不復現行。

「三種界」的第二種是「離界」，即於修道位，離修道所斷諸

行，如不還果的聖者斷除欲界九品煩惱後，投生欲界的條件不

復現行。

「三種界」的第三種是「滅界」，即滅所依所攝諸行，所依

的梵語是āśraya，意思是依止的基礎，此指一切染淨法之所依

的阿賴耶識，由於滅盡一切有的法執，故有漏法的現象不復現

行。25 

3.8.1.7 三種菩提

「菩提」者，謂「三種菩提」，如經廣說：

一、 「聲聞菩提」，謂聲聞乘轉依所得寂滅及趣寂滅道。

二、 「獨覺菩提」，謂獨覺乘轉依所得寂滅及趣寂滅道。

三、 「無上正等菩提」，所謂大乘轉依所得寂滅、趣寂

滅道，及作一切有情利益安樂道。

25 《瑜伽師地論》卷13云：「見道所斷諸行斷故，名為斷界。修道
所斷諸行斷故，名離欲界。一切有執皆永滅故，名為滅界。」(大
正藏30，3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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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是梵語bodhi的音譯，意思是覺悟、智慧，有「三種菩
提」，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三種菩提」的第一種是「聲聞菩提」，即聲聞乘的覺悟智

慧，聲聞乘由轉依所得苦集的寂滅及趣寂滅的涅槃道，轉依的

梵語是āśraya-parāvṛtti，意指根本所依的轉變，指捨一切有漏
染污種子的所依而得無漏清淨的寂滅境界。

「三種菩提」的第二種是「獨覺菩提」，即獨覺乘的覺悟智

慧，獨覺乘由轉依所得苦集的寂滅及趣寂滅的涅槃道。

「三種菩提」的第三種是「無上正等菩提」，即菩薩乘的覺悟

智慧，大乘轉依所得苦集的寂滅及趣寂滅的涅槃道，及為一切

有情眾生作無量利益安樂道。

3.8.1.8 十種無學法

「無學」者，謂「十無學法」，廣說如經：

一、「無學正見」，謂阿羅漢於苦思惟苦，乃至於道思惟

道，無漏作意相應擇法、極簡擇等，如前廣說。

如「無學正見」，如是乃至第八「正三摩地」，如

前應知。

九、「無學正解脫」，謂離一切煩惱麤重，無學心上離煩

惱障調堪任法。

十、「無學正智」，謂阿羅漢盡智及無生智。

如「無學正見」，如是乃至第八「正三摩地」，如前應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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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學」是梵語aśaikṣa的意譯，意指學道圓滿，不更修學的

人，如斷盡一切煩惱的阿羅漢聖者，以其成就「十無學法」，

即十種無漏法，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十無學法」的第一種是「無學正見」，謂阿羅漢於四諦中

的苦諦思惟真是苦果，如是集諦、滅諦乃至於道諦思惟真是正

道，無漏作意相應的簡擇法、最極簡擇的觀法，如前文已廣

說。

如「無學正見」，如是第二種乃至第八種「十無學法」的「正

三摩地」(正定)，如前所說的八正道應知，此即包括正見、正

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念、正精進、正定等。

「十無學法」的第九種是「無學正解脫」，即遠離一切煩惱麤

重的無堪任性，堪任是有能力調伏煩惱惡法的繫縛，故得無學

心上離煩惱障的調伏堪任法。

「十無學法」的第十種是「無學正智」，即阿羅漢滅盡一切煩

惱的「盡智」及不再受生三界的「無生智」。

「由自數」者，前所說果，各由自數差別應知。

所謂「由自數」，即前文所說的各種斷惑之果，由自身各別的

法數有所不同故應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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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果斷之因以至次第有多種  

復次，頌曰：斷多因故斷，建立斷所從，由作意、依、

修，及得斷次第。

再者，第十六頌指出「斷多因故斷」，以斷果有多種原因故得

諸煩惱斷，「建立斷所從」，亦可從所緣境建立諸煩惱斷，又

由修作意故斷，由依止禪定故斷，由修三十七道品故斷，及諸

煩惱斷的五種次第。

3.8.2.1 諸煩惱斷之因

3.8.2.1.1 由四種因故能斷

論曰：

「斷多因故斷」者，斷果多因故煩惱斷，謂四種因諸煩惱

斷：

一、所依滅故。

二、所依轉故。

三、知所緣故。

四、樂所緣故。

「論」對頌文的解釋如下：

所謂「斷多因故斷」，指斷果有多種原因故得諸煩惱斷，即四

種因令致諸煩惱斷：



201卷 三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三

第一是「所依滅」，梵語為āśraya-nirodha，「所依」(āśraya)

指身體，「所依滅」是禪修者定中得輕安(praśrabdhi)時，所依

止的身體逐漸轉為安寧及柔軟性，滅除麁重的不自在、沉重無

堪任性的狀況，名「所依滅」。26 

第二是「所依轉」，梵語āśraya是所依止的身體，parivṛtti意思

是轉，āśraya-parivṛtti即「轉依」，漸次得「身輕安」及「心

輕安」，由得輕安(praśrabdhi)，「麁重」的所依身轉變成柔

軟，心靈不受煩惱的擾亂而自在。

第三是「知所緣」，即「遍知所緣」，「所緣」指認知對象，

為能緣心所取或所緣慮的對象，如色、聲、香、味、觸、法等

境。如實觀彼事理的真實相，遍知所緣得善清淨為增上力，令

所依滅及所依轉。

第四是「樂所緣」，即「愛樂所緣」，緣慮無漏清淨出世間

法故生愛樂。由心生愛樂得善清淨的增上力，令所依滅及所依

轉。

26 《瑜伽師地論》卷28：「所依滅及所依轉者，謂勤修習瑜伽作意
故，所有麁重俱行所依漸次而滅，所有輕安俱行所依漸次而轉，
是名所依滅及所依轉瑜伽所作。」(大正藏30，4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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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1.2 由五種因故能斷

復有五因斷諸煩惱：

一、知彼體故。

二、知彼事故。

三、知彼過故。

四、避彼緣故。

五、修彼對治作意法故。

又有五種原因能斷諸煩惱：

第一是「知彼體」，了知彼煩惱的體性或特質為斷之因。

第二是「知彼事」故，了知彼煩惱的事相或現象為斷之因。

第三是「知彼過」故，了知彼煩惱的過失為斷之因。

第四是「避彼緣」故，避免彼煩惱得以生起的條件為斷之因。

第五是「修彼對治作意法」故，修習彼煩惱的對治，即調伏煩

惱的作意修法為斷之因。

3.8.2.1.3 由四種因煩惱已斷

復有四因煩惱已斷：

一、依無餘滅故。

二、依無餘轉故。

三、對治無餘修故。

四、心無餘解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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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四因了知煩惱已斷：

第一是依無餘滅故，由於煩惱種子無剩餘地盡滅故煩惱已斷。

第二是依無餘轉故，「轉」是生起、出現的意思，由於煩惱種

子不能再生，故其後一切苦果無緣可以出現。

第三是對治無餘修故，「無餘修」指專念修習。由於常時專修

調伏煩惱的加行，故煩惱種子能被對治斷除。

第四是心無餘解脫故，由於煩惱種子已斷，內心得解脫自在，

不再受煩惱的擾惱。

以上解釋了頌文的「斷多因故斷」的意義。

3.8.2.2 從所緣境故斷

「建立斷所從」者，謂從所緣境斷諸煩惱，於所緣境斷煩

惱已，無繫縛故，諸相應法亦復隨斷，未來、現在煩惱可

斷，永害麤重，說煩惱斷。

所謂「建立斷所從」，即從所緣境來斷諸煩惱，於所緣境斷

煩惱後，由於沒有繫縛的緣故，諸相應的心法及心所有法亦會

隨之而斷，因此，未來及現在的煩惱可被斷除，永遠損害「麤

重」，即惡性的煩惱種子，依此故說煩惱從所緣境而斷。

3.8.2.3 由作意故斷

「由作意」者，謂由總緣諦修作意故斷諸煩惱。



204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所謂「由作意」，作意的梵語manaskāra，指定中心念的構想

活動，令特定的所緣境象持續地住於心中。由總體地緣慮四諦

之真實，依此來修作意，由此故斷諸煩惱。

3.8.2.4 由依止定故斷

「由依」者，謂由依止七依定故斷諸煩惱，謂初靜慮乃至

第七無所有處。

「由依」是由依止七種禪定的修習，依定故斷諸煩惱，即由初

靜慮乃至第七的無所有處，這七種都有無漏的出世間定，故有

力量斷煩惱，第八的非想非非想處定則只是世間定，故只能制

伏而不能斷除煩惱。

3.8.2.5 由修三十七道品故斷

「由修」者，謂修「四念住」及「四正斷」，乃至修習

「八聖道支」故斷煩惱。 

所謂「由修」，即修「四念住」及「四正斷」，乃至修習「八

聖道支」，由修習三十七道品故斷除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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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6 諸煩惱斷的五次第

「及得斷次第」者，有五種次第諸煩惱斷：

一、先斷見道所斷煩惱。

二、後斷修道所斷煩惱。

三、先漸調伏諸現煩惱。

四、然後永斷一切煩惱。

五、最後超過一切煩惱。

「及得斷次第」，指五種次第令諸煩惱斷：

一、先斷見道所斷的後天分別煩惱。

二、後斷修道所斷的先天俱生煩惱。

三、先逐漸調伏諸煩惱的現行勢力。

四、然後永遠斷除一切煩惱的隨眠力量。

五、最後超過一切煩惱的繫縛而得解脫。

3.8.3 總明多種果斷之相

復次，頌曰：斷差別應知，及斷相利益，如是如所說，復

應知多種。 

再者，第十七頌說「斷差別應知」，即應當知道諸煩惱斷有多

種不同差別，「及斷相利益」，諸煩惱斷有多種利益相狀，這

樣如其所說，又應知有多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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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1 諸煩惱斷多種差別  

論曰：

「斷差別應知多種」者，諸煩惱斷多種差別：

謂有諸纏斷，有隨眠斷；

有由世間道，有由出世間道；

有由聲聞乘作意，有由獨覺乘作意，有由菩薩乘作意；

有暫時斷，有畢竟斷，

諸如是等煩惱斷滅差別應知。

論對頌文的解釋如下：

「斷差別應知多種」，指諸煩惱斷應知有多種不同的差別：

「謂有諸纏斷」，即有些是斷除諸煩惱的現行勢力，「有隨眠

斷」，有些是斷除諸煩惱的隨眠力量。

「有由世間道」，有些是依世間道的禪定力而調伏諸煩惱的現

行勢力，有些是依出世間道的觀智力而斷滅諸煩惱的勢力。

有些是由於聲聞乘的作意，有些是由於獨覺乘的作意，有些是

由於菩薩乘的作意而得諸煩惱斷。

有些是暫時伏斷，有些是畢竟徹底地永斷。

諸如是等的煩惱斷滅有不同差別應該知道。

3.8.3.2 諸煩惱斷多種相利益

「斷相利益復應知多種」者，諸煩惱斷有多種相利益應

知，如經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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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不墜墮法，定趣菩提，已至正法，臨至正法，證解正

法，得證源底，得遍證源底，聖智見成就；

不復能計苦樂等法自作、他作、及自他作，及非自他二種

共作；亦不復計諸苦及樂無因而生；

不復故斷傍生等命；

不復故越諸所學處；

不復能起五無間業；

不復求請諸外道師，亦不以彼為真福田；

不復瞻仰觀察餘沙門、婆羅門等邪眾顏面；

不復於彼三世法中生疑、生惑；

不復受彼第八有報。

所謂「斷相利益復應知多種」，即諸煩惱斷有多種利益的相狀

應該知道，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即不墜於退墮法，決定趣向菩提覺智，「正法」即正確的法

理，順其次第，已至正法，臨至正法，證解正法，得證正法的

根源底蘊，得周遍證知正法的源底，獲得聖者智見的成就。

「不復能計苦樂等法自作、他作、及自他作，及非自他二種共

作」，不再能計執苦樂等法是「自作」、「他作」、及「自他

作」，及「非自他二種共作」，也就是不對苦樂等法執有自性

的四句否定。所謂「四句」(cātuṣkoṭika，four alternatives)，
是指兩個關係項作邏輯上的四個組合，為一般論議之形式，如

「有」、「無」、「亦有亦無」、「非有亦非無」，其相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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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是第一句：a．~b (a而非b)，第二句：b．~a (b而非a)，第

三句：a．b (亦a亦b)，第四句：~a．~b (非a亦非b)。

「自作、他作、及自他作，及非自他二種共作」，是四句否定

的常用語式，也是佛教對四句作否定的判斷，目的是破除眾生

對有、無等迷執邪見，指示無自性空之理。「自作」是自己獨

立所造成，不由他人。「他作」是他人獨立所造成，不由自

己。設「自作」是a，「他作」是b，則「苦樂等法是自作」是

第一句，a而非b；「苦樂等法是他作」是第二句，b而非a；

「苦樂等法是自他共作」是第三句，亦a亦b；「苦樂等法非自

他二種共作」是第四句，非a亦非b。此四句皆以自性的觀點形

成獨立地造作的錯誤見解，不明諸法緣起而有的原理，故為佛

家所破斥。除了不執有自作的苦樂法外，「亦不復計諸苦及樂

無因而生」，即不再計執諸苦及樂是無因無緣而出現，無因而

有萬法亦是違反緣起的規律，屬不正見，故為佛家所指斥。由

種種不正見的影響，令煩惱執見不能永斷。

「不復故斷傍生等命」，即不會故意斷畜生等生命，意謂不會

為煩惱驅使而犯殺生業。

「不復故越諸所學處」，即不會為煩惱驅使而故意違越諸所學

處的戒律。

「不復能起五無間業」，即不會為煩惱驅使而能生起五無間

業，指受苦報沒有間斷的五種極嚴重的惡業，即殺母、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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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

「不復求請諸外道師，亦不以彼為真福田」，不會求請諸外道

為師，亦不會視他們為真福田，即能生福德之田地，因為他們

不能永斷煩惱；反之，敬侍供養離煩惱繫縛的佛及聖僧，則是

福田，以真實能得福樂之果。

「沙門」是梵語śramaṇa的音譯，有勤修諸善、止息諸惡之意

義，是出家修道者之通稱，印度統稱反婆羅門的外道及佛教為

沙門。「婆羅門」的梵名是brāhmaṇa，意思是淨行、梵志等，

為印度社會階級制度中最高的祭司階層。此階級的人自認是由

梵天之口生，出身高貴，專研及教授《吠陀經》，主持祭祀儀

式，為人祈福消災，並可接受其他階級的人布施供養。「不復

瞻仰觀察餘沙門、婆羅門等邪眾顏面」，意謂不會瞻視信仰觀

察餘外道的沙門、婆羅門等邪見眾顏面，以他們不能永斷煩惱

故。 

「不復於彼三世法中生疑、生惑」，不會於彼三世法中，即過

去法、現在法、未來法中生起疑、惑。

「不復受彼第八有報」，「第八有」又作第八生，指預流果之

聖者受生於欲界最多為七次，而不會受第八生的異熟果。意指

證初果者最多於七世的生死中永斷煩惱，得阿羅漢果而解脫生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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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證得阿羅漢果，永盡諸漏，已作所作，所作已辦，得

阿羅漢六恒住法，廣說如經，謂成就六種相續住法：

若眼見色，心不憂喜，捨、念、正知；

如是耳、鼻、舌、身、若意識法，心不憂喜，捨、念、正知。

諸所行行，為自利益，為利益他，為利眾生，為樂眾生，

為愍世間，為諸天人得義利樂。

如是證得阿羅漢果的無學聖者，永盡諸漏煩惱，已作所應作的

修學，所作的解脫果已能成辦，得阿羅漢的「六恒住法」，六

恒住法是阿羅漢聖者於六根接觸六境時，心無憂喜，安住於上

捨、正念及正知，永盡貪瞋癡惑的修養境界，其詳細內容如佛

經所說，即成就六種恒常相續的住法：

若眼根見色境，心不憂喜，安住於捨、念、正知中；

如是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乃至若意根認識法境，心不憂

喜，安住於捨、念、正知中。

阿羅漢的一切所造作的活動，皆為自身利益，為利益他人，為

利益眾生，為與樂眾生，為悲愍世間凡夫，為諸天人得現世及

後世的義利樂。

諸如是等煩惱永斷，有多種相利益應知。

諸如此類等等的煩惱永斷，有多種利益的相狀應該知道。

以上是九事中「果事」有關斷煩惱證聖果的不同情況，已各別

分析其義。若欲詳細了解「果事」，可參閱《瑜伽師地論》的

〈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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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事品第一之四

3.9 釋第九之諸功德事

如是已說「果」，「諸功德」今當說。

九事中第八的「果」事已解說了，現在應當解說第九的「諸功

德」事，即三乘聖者修行成就的一切功德，其中以佛的功德最

為殊勝。諸功德事有多種，總為二十類功德。

3.9.1 初八類功德

頌曰：無量、諸解脫，勝處與遍處，無諍、妙願智，無礙

解、神通。

第十八頌先列出最初的八類功德，包括四無量心、八解脫，八

勝處與十遍處，無諍、妙願智，四無礙解及六神通，皆是修習

禪定所引發的功德力。

《顯揚聖教論》卷第四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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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1 四無量心

論曰：

「無量」者，謂「四無量」，廣說如經：

論文解釋偈頌中「無量」一詞，即四無量心，「四無量」是梵

語catvāry apramāṇāni的意譯，指四種廣大的利他心，為令無
量眾生離苦得樂而起的慈、悲、喜、捨四種心，或入慈、悲、

喜、捨四種禪觀。

慈無量心(maitry-apramāṇa)是能給與他人快樂之友愛心。
悲無量心(karuṇa-apramāṇa)是同情他人而能拔其苦之心。
喜無量心(mudita-apramāṇa)是對他人享有幸福而生慶悅之心。
捨無量心(upekṣa-apramāṇa)是對上述三心捨而不著，又能思惟
無量眾生怨親平等。

此四心普遍地攀緣無量眾生，並作平等利益，能引無量之福，

故名無量心，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一、「慈無量」，謂慈心俱，無怨、無憎，無有損害，廣

大無量，極善修習，於一方面，如是次第乃至十方

一切無邊世界，意解遍滿具足住。

‧ 「慈心俱」者，於無苦無樂眾生，欲施樂具阿

世耶心相應故。

‧ 「無怨」者，即彼對治欲加苦具瞋故。

‧ 「無憎」者，即彼對治障礙樂具瞋故。

‧ 「無損害」者，即彼對治欲與不宜瞋故。

‧「慈心俱」者，於無苦無樂眾生，欲施樂具阿世

耶心相應故。

‧「無怨」者，即彼對治欲加苦具瞋故。

‧「無憎」者，即彼對治障礙樂具瞋故。

‧「無損害」者，即彼對治欲與不宜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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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者，於見所行作意故。

‧ 「大」者，於聞所行作意故。

‧ 「無量」者，於覺知所行作意故。

‧ 「極善修習」者，由串習相應離諸蓋故。

‧ 「於一方面，如是次第乃至十方一切無邊世

界」者，遍緣器世間及有情世間故。

‧ 「意解」者，緣意解思惟境界故。

‧ 「遍滿」者，緣無間有情境界故。

‧ 「具足住」者，如前靜慮中說。

四無量的第一種是「慈無量」，其含義包涵如下的特徵，「謂

慈心俱，無怨、無憎，無有損害，廣大無量，極善修習，於一

方面，如是次第乃至十方一切無邊世界，意解遍滿具足住」：

‧ 「慈心俱」，對於那些無苦無樂的眾生，欲施與受樂之具的

「阿世耶」心相應而起故。「阿世耶」是梵語āśaya的音譯，

意思是「意樂」，指心中所喜好的意願。

‧ 「無怨」者，即以克制彼瞋怨心，對治欲加以苦具的瞋故。

‧ 「無憎」者，即以克制彼憎惡心，對治障礙與以受樂工具的

瞋故。

‧ 「無損害」者，即以克制彼損害心，對治欲與不合宜物的瞋

故。

‧ 「廣」者，於見所行的作意，如見眾生眾多無樂的狀況故。

‧ 「大」者，於聞所行的作意，如聞眾生廣大無樂之音聲故。

‧ 「無量」者，於覺知所行的作意，如明瞭眾生無量無樂的狀

況故。

‧「廣」者，於見所行作意故。

‧「大」者，於聞所行作意故。

‧「無量」者，於覺知所行作意故。

‧「極善修習」者，由串習相應離諸蓋故。

‧「於一方面，如是次第乃至十方一切無邊世界」

者，遍緣器世間及有情世間故。

‧「意解」者，緣意解思惟境界故。

‧「遍滿」者，緣無間有情境界故。

‧「具足住」者，如前靜慮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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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善修習」者，由經常串習修相應的離諸蓋障法故，

 「蓋」是覆障之義，因煩惱覆障善心，故稱為蓋。貪欲蓋、

瞋恚蓋、惛沈睡眠蓋、掉舉惡作蓋、疑蓋，合稱「五蓋」，

此五蓋是禪定中常見的覆障。

‧ 「於一方面」作慈無量，「如是次第乃至十方一切無邊世

界」皆作此觀，普遍地緣慮器世間及有情世間的眾生界故。

‧ 「意解者，緣意解思惟境界故」，修習慈無量心是緣慮意識

所明確了解的思惟境界。

‧ 「遍滿」者，普遍地緣慮無間的有情境界故。

‧ 「具足住」者，如前靜慮中說，即修習靜慮圓滿而能入、

住、出隨意自在。

二、「悲無量」，謂悲心俱，乃至廣說。

‧ 「悲心俱」者，於有苦眾生，欲拔苦具阿世耶

心相應故。

‧ 「無怨」者，即彼對治與苦害故。

‧ 「無憎」者，即彼對治障礙拔苦害故。

‧ 「無損害」者，即彼對治欲與不宜不喜樂故。

‧  餘如前說。

四無量的第二種是「悲無量」，「謂悲心俱，乃至廣說」，其

含義包涵如下的特徵：

‧ 「悲心俱」者，對於那些有苦的眾生，欲拔除受苦之具的阿

世耶意樂心相應而起故。

‧ 「無怨」者，即以克制彼瞋怨心，對治欲加以苦的損害故。

‧「悲心俱」者，於有苦眾生，欲拔苦具阿世耶心

相應故。

‧「無怨」者，即彼對治與苦害故。

‧「無憎」者，即彼對治障礙拔苦害故。

‧「無損害」者，即彼對治欲與不宜不喜樂故。

‧餘如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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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憎」者，即以克制彼憎惡心，對治障礙拔除苦的損害

故。

‧ 「無損害」者，即以克制彼損害心，對治欲與以不合宜、不

喜樂物故。

‧ 「餘如前說」，其餘的「廣大無量，極善修習，於一方面，

如是次第乃至十方一切無邊世界，意解遍滿具足住」的情

況，則如前「慈無量」所說而准知無量有苦眾生的狀況。

三、「喜無量」，謂喜心俱，乃至廣說。

‧ 「喜心俱」者，於有樂眾生，隨喜彼樂阿世耶

心相應故。

‧ 「無怨」者，即彼對治欲與苦具不喜樂故。

‧ 「無憎」者，即彼對治障礙樂具不喜樂故。

‧ 「無損害」者，即彼對治欲與不宜不喜樂故。

‧  餘如前說。

四無量的第三種是「喜無量」，「謂喜心俱，乃至廣說」，其

含義包涵如下的特徵：

‧ 「喜心俱」者，對於那些有樂的眾生，「隨喜」是見他人有

喜樂事，隨之起歡喜心，這是與隨喜彼樂的阿世耶意樂心相

應而起故。

‧ 「無怨」者，即以克制彼瞋怨心，對治欲加以不喜樂的苦具

故。

‧ 「無憎」者，即以克制彼憎惡心，對治障礙不喜樂與以樂具

故。

‧「喜心俱」者，於有樂眾生，隨喜彼樂阿世耶心

相應故。

‧「無怨」者，即彼對治欲與苦具不喜樂故。

‧「無憎」者，即彼對治障礙樂具不喜樂故。

‧「無損害」者，即彼對治欲與不宜不喜樂故。

‧餘如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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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損害」者，即以克制彼損害心，對治欲與不合宜、不喜

樂物故。

‧ 「餘如前說」，其餘的「廣大無量，極善修習，於一方面，如

是次第乃至十方一切無邊世界，意解遍滿具足住」的情況，則

如前「慈無量」所說而准知無量有喜眾生的狀況。

四、「捨無量」，謂捨心俱，乃至廣說。 

‧ 「捨心俱」者，欲令不染阿世耶心相應故。

‧ 「無怨」者，即彼對治令染貪瞋故。

‧ 「無憎」者，即彼對治障礙除染貪瞋故。

‧ 「無損害」者，即彼對治顛倒不染貪及瞋故。

‧  餘如前說。

四無量的第四種是「捨無量」，「捨」的梵語為upekṣā，音譯

「憂畢叉」1，指內心平等正直，遠離掉舉、惛沈等障蓋，住於

寂靜平衡的精神境界。「謂捨心俱，乃至廣說」，其含義包涵

如下的特徵：

‧ 「捨心俱」者，欲令不染著的阿世耶意樂心相應而起故。

‧ 「無怨」者，即以克制彼瞋怨心，對治令生染著貪及瞋故。

‧ 「無憎」者，即以克制彼憎惡心，對治障礙去除染著貪及瞋

故。

1 《大般涅槃經》卷30︰「憂畢叉者，名曰平等，亦名不諍，又名
不觀，亦名不行，是名為捨。」(大正藏12，547a)

‧「捨心俱」者，欲令不染阿世耶心相應故。

‧「無怨」者，即彼對治令染貪瞋故。

‧「無憎」者，即彼對治障礙除染貪瞋故。

‧「無損害」者，即彼對治顛倒不染貪及瞋故。

‧餘如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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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損害」者，即以克制彼損害心，對治顛倒，令不染著貪

及瞋故。

‧ 「餘如前說」，其餘的「廣大無量，極善修習，於一方面，

如是次第乃至十方一切無邊世界，意解遍滿具足住」的情

況，則如前「慈無量」所說而准知無量眾生怨親平等的狀

況。

此「四無量」體性云何？謂：

慈以無瞋善根為體。

悲以不害善根為體。

喜以不嫉善根為體。

捨以無貪、無瞋善根為體。

皆是憐愍眾生法故。

此「四無量」的本質是怎樣的？ 

「善根」是生起諸善法之根本。慈無量心是以無瞋善根為本

質。

悲無量心是以不害善根為本質。

喜無量心是以不嫉善根為本質。

捨無量心是以無貪、無瞋善根為本質。

這些皆是憐愍眾生之善心所法故。

於此四中，慈唯無瞋；次二無量無瞋一分；捨是無貪、無

瞋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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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四無量心中，慈無量完全只是無瞋；其次的悲、喜二無量

則是無瞋的一分，即無瞋某方面的表現，如不害、不嫉等，並

不是其全分；捨是無貪、無瞋的一分。

又復與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并彼眷屬，皆是「四無

量」體。

「等持」是梵語samādhi的意譯，指心念統一地安放於一種境

象上而不散亂。又與彼四無量心相應的等持(定心所)，心法(意

識)、心所法(如遍行心所等)，并彼「眷屬」，此即隨屬一法而

起活動的其它法，如欲、勝解、念、慧心所及善心所等皆相應

「等持」而隨行，這些心及心所法皆是「四無量」的體性。

當知先由「增上法行」善修治心，復依「清淨靜慮」，方

得清淨無量應知。

應當知道先由「增上法行」，指有為善法互為增上的實踐，以

此善法修治自心，又依「清淨靜慮」，方得清淨的四無量心，

如前文闡釋第五「依止事」的清淨禪定，第一是「引發清淨」，

指修習禪定能發起殊勝功德。第二是「上練清淨」，指修習禪

定能鍛鍊諸根。第三是「堪任清淨」，意指禪定能夠去除煩惱

的污垢，還有「無漏」相應的出世間靜慮。這是應該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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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2 八解脫

八解脫的梵語為aṣṭau vimokṣā，又名八背捨，指八種由淺入深

的禪觀，依此禪定力量可捨離五欲境之貪著，斷三界煩惱，證

得解脫。又「棄背」義是「解脫」義，心於煩惱解脫清淨，故

名解脫。八解脫的特質如下圖示：

次序 八解脫名 加行 所依靜慮

1 有色諸色觀解脫 內有色想之貪，未離及未調伏 依初禪而起

  物質之貪著，為除此貪，由勝

  解力觀欲界外在諸色等不淨

  相，使貪不起，故名解脫。 

2 內無色想外諸色 已離及調伏內心之色想貪著， 依二禪而起

 觀解脫 為欲更令堅定不移，由勝解力

  於外色修不淨觀。 

3 淨解脫身作證具 棄背前二解脫之不淨觀，觀 依第四禪而起

 足住 外在色境之清淨相而不生貪，

  令煩惱不生。 

4 無邊虛空處解脫 超諸色想、滅有對想、不思 依第四禪而起

  惟種種想，入無邊虛空處。 

5 無邊識處解脫 超一切空無邊處，入識無邊 依第四禪而起

  處。 

6 無所有處解脫 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所有 依第四禪而起

  處。 

7 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 依第四禪而起

  想處。 

8 想受滅解脫 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滅 依第四禪而起

  一切心心所法的滅盡定。 

棄背前二解脫之不淨觀，觀

超諸色想、滅有對想、不思

超一切空無邊處，入識無邊

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所有

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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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解脫中前三解脫以無貪為體性，皆對治貪。其中，前二解脫

依初二靜慮，緣欲界可憎之色為境，棄背色貪。

第三解脫依第四靜慮，緣欲界可愛之色為境，為令善品更增進

故，棄背不淨觀心。2 

其次之四種無色解脫則以四無色定為體，各自棄背次下地心。

最後的想受滅解脫棄背一切有所緣心。

又八解脫中，第三及第八皆名為「身證」，第三解脫唯取淨相

不令取惑，依身體體證樂受，第八解脫則屬無心定，故名為身

證。

「諸解脫」者，謂「八解脫」，廣說如經：

一、有色諸色觀解脫。

‧ 「有色」者，依有色定，意解思惟故。

‧ 「諸色」者，若色，如「勝處」中廣自分別。

‧ 「觀」者，於諸色中為變化自在故，意解思惟

顯示彼相故。

「諸解脫」，即「八解脫」，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八解脫」的第一種是「有色諸色觀解脫」。

‧「有色」是指內心仍對物質相有貪著，由於未調伏色貪，遂

2 《大毘婆沙論》卷84：「修觀行者觀不淨相，心沈慼故善品不
增，為令善品更增進故，復觀淨相修淨解脫。如遊塚間數觀屍
穢，心沈慼故善品不增，為令善品更增進故，觀妙園林流泉池
沼，或遊城邑觀諸妙事，令心欣悅，能修勝善。」(大正藏27，

 436b)

‧「有色」者，依有色定，意解思惟故。

‧「諸色」者，若色，如「勝處」中廣自分別。

‧「觀」者，於諸色中為變化自在故，意解思惟顯

示彼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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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貪所拘執束縛，故未能對色法的物質相自在解脫，因此

「依有色定」，即依止色界的初靜慮攀緣下地欲界的色處，

「意解思惟」，意識為離欲界的染著而作意加行，如觀他人

屍身的青瘀、膿爛等不淨相，使貪不起而生厭離。

‧「諸色」指內色及外色，「若色」，不論是什麼物質法，如

「勝處」中將廣泛地各自作出區別。

‧「觀」是於諸色法中為欲證得神通變化自在，意解思惟顯示

彼色相故。已入根本定及已得轉依的有作意者，由觀想作意

力增上，故能隨意顯示諸相。

二、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解脫。

‧ 「內無色想」者，依無色定，意解思惟故。

‧ 「外」者，除眼等根，意解思惟餘色故。

‧ 「諸色觀」者，如前說。

「八解脫」的第二種是「內無色想外諸色觀解脫」。

‧ 「內無色想」是內心已無物質相的貪著，已能調伏色貪，

 「依無色定」，即依止已調伏內身色貪的色界第二靜慮，

「意解思惟」，意識為離外境的染著而作意加行，了知貪的

過患而生厭離。

‧ 「外」是去除眼耳等六根的內身色法，意解思惟其餘的色

法，如色、聲等六外處。

‧ 「諸色觀者，如前說」，「諸色觀」等義如前文所說，將於

「勝處」中廣泛地各自作出區別，及為欲證得神通變化自在

故觀諸色法，意解思惟顯示彼色法相故。

‧「內無色想」者，依無色定，意解思惟故。

‧「外」者，除眼等根，意解思惟餘色故。

‧「諸色觀」者，如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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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

‧ 「解脫淨」者，一向意解思惟淨妙色，為得增

上安樂住故。

‧ 「解脫」者，解脫淨、不淨色功用障礙心故。

‧ 「身」者，意身故。

‧ 「作證」者，由智斷得作證故。

‧ 「具足住」者，如前說。

「八解脫」的第三種是「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

‧「一向」，即向來、一直都是如此，「解脫淨」是一直都是

意解思惟清淨妙色相，為欲得增上的安樂住定故。

‧「解脫」是指解脫「淨色」及「不淨色」等功用所引發障礙

拘執自心故。

‧所謂「身」，指「意身」，即「意所成身」，意識有樂時，

亦令地水火風的四大種所造色的根身有適悅之樂，此即意識

相應的樂受，名「身受樂」，亦名「意身」。

‧所謂「作證」，由智慧調伏煩惱而斷除身粗重性、心粗重

性，得身調柔性、心調柔性而作證故。

‧「具足住者，如前說」，即前文所說的修習靜慮圓滿而能

入、住、出隨意自在。

「無色諸解脫」，如前分別，此中差別者：

為欲證得一切種身業自在故，及為解脫彼障故，復除光色，

作無邊虛空意解思惟故，名第四「無邊虛空處解脫」。

‧「解脫淨」者，一向意解思惟淨妙色，為得增上

安樂住故。

‧「解脫」者，解脫淨、不淨色功用障礙心故。

‧「身」者，意身故。

‧「作證」者，由智斷得作證故。

‧「具足住」者，如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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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解脫」的第四種是「無色諸解脫」。

「如前分別」，如前文解釋「四無色定」的相狀，「此中差

別」是其中的不同之處。

為欲證得一切種身業行動自在故，及為解脫彼物質障礙故，又

為去除光色境的障礙，以色界轉入無色界時，仍為微光的境象

所拘礙，「作無邊虛空意解思惟故」，意識為離色界的染著而

作意加行，了知色貪的過患而厭離形色的障礙，故欣求虛空

無邊，超越一切「色想」、「有對想」，只繫念思惟無邊虛空

相，得此空相的勝解後修加行，輾轉引起最初的無色定，即

「無邊虛空處定」，解脫物質相的繫縛，名為第四「無邊虛空

處解脫」。

為欲發起聖「神通」、「無諍」、「願智」、「無礙辯」

等諸功德故；又為證得能助發起彼諸功德心自在故；又為

解脫彼障故；復作無邊識意解思惟故，名第五「無邊識處

解脫」。

「八解脫」的第五種是「無邊識處解脫」。

為欲發起聖者的「神通」、「無諍」、「願智」、「無礙辯」

等諸功德故(下文會各別闡釋)；又為證得能助發起彼諸功德心

的自在故；又為解脫彼諸功德的隨意發起障礙故；復於虛空無

邊想，不斷超越，作無邊識意解思惟故，轉緣識與心所，由勝

解力，思惟無邊之識相而修加行，起無邊行相勝解，三世之識

悉現定中，名第五「無邊識處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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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作如是發起功德方便已，令第四靜慮起現在前，發諸

功德，為欲證得最勝無漏住自在故；又為解脫彼障故；復

作無所有意解思惟故，名第六「無所有處解脫」。

「八解脫」的第六種是「無所有處解脫」。

行者作如是發起功德方便加行後，令第四靜慮的根本定起現在

前，引發諸功德，為欲證得最勝無漏住的自在故；又為解脫彼

最勝無漏住自在的障礙故；「復作無所有意解思惟故」，無所

有處定的加行是厭三世心識無量無邊，以緣多境則易散亂，能

破壞靜定，唯有無心識處，心無依倚，乃名安隱，如是知已，

即捨所緣之識，由於已遣除「色想」、「虛空想」及「識想」，

故觀內外所緣皆無所有，怡然寂靜，諸想不起，出現寂然安隱

的定相，名第六「無所有處解脫」。

為欲證得最第一有住自在故；又為解脫彼障故；復作非想

非非想意解思惟故，名第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八解脫」的第七種是「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為欲證得最第一有住定自在故，「第一有」即非想非非想處，

亦是三有之頂的「有頂天」，以是三界九有中為最高及第一故

名。又為解脫彼住定自在的障礙故；「復作非想非非想意解思

惟故」，先前入「無所有處定」時，已超過一切「有所有想」，

內心已無「色界四禪」及「前三種無色定」的明瞭粗想，故稱

「非想」；又非如無想定及滅盡定之全無想，尚有細想，故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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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想」。 此定為三界定中至極靜妙的禪境，名第七「非想

非非想處解脫」。

為欲證得最勝寂靜住自在故；又為解脫彼障故；復從非想

非非想處心進，止出入息，滅攀緣故，名第八「想受滅解

脫」。

「八解脫」的第八種是「想受滅解脫」，又名「滅盡定」。

為欲證得最勝寂靜住定自在故；又為解脫彼最勝寂靜住自在的

障礙故；復從非想非非想處心再上進，停止出入息的呼吸，滅

盡一切心及心所法的攀緣故，無取像的想及感受的精神作用，

名第八「想受滅解脫」。

3.9.1.3 八勝處

八勝處的梵語是aṣṭāu-abhibhva-ayatanāni，指藉著觀想制伏

所緣之境，令於所緣證得自在而可隨意變化，捨離有貪著之八

種禪定，為生起勝知勝見之依處，故稱為「勝處」。又前四

是「形色勝處」，後四是「顯色勝處」。由此形色及顯色諸勝

處，發生奢摩他的「勝知」與毗缽舍那的「勝見」。八勝處的

特質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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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八勝處名 加行

1 內有色想外諸色觀少 內心有色想的概念，未離及調伏色貪，故云

  內有色想，又以觀道未增長，若觀多色，則

  恐難攝持，故觀外在少許色，如觀內身之不

  淨，或觀少許之外色清淨。

2 內有色想外諸色觀多 內心有色想，但觀道漸熟，多觀外色亦無 妨，

  如觀一死屍以至於千萬死屍，或觀廣大之外

  色清淨，謂為觀外色多。

3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少 觀道漸為勝妙，雖觀外色，而內心不存色想

  之貪執，更觀外在色處之少分而制勝之。

4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多 內心不留色想之概念執著，故曰內無色想。

  觀外在色多，以制勝色處之多分。

5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青/ 觀外在之青色(即藍色)，轉變自在，使少為

 青勝處 多，使多為少，乃至掩蓋其餘的顏色，只餘

  青色，又於所見之青相不起法執。

6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黃/ 觀外在之黃色，轉變自在，使少為多，使多

 黃勝處 為少，乃至掩蓋其餘的顏色，只餘黃色，又

  於所見之黃相不起法執。

7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赤/ 觀外在之赤色，轉變自在，使少為多，使多

 赤勝處 為少，乃至掩蓋其餘的顏色，只餘紅色，又

  於所見之赤相不起法執。

8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白/ 觀外在之白色，轉變自在，使少為多，使多

 白勝處 為少，乃至掩蓋其餘的顏色，只餘白色，又

  於所見之白相不起法執。

「勝處」者，謂「八勝處」，廣說如經：

一、 內有色想外諸色觀少，若好、若惡；若劣、若勝，

於彼諸色勝知、勝見，得如是想，名初勝處。

內心有色想的概念，未離及未調伏色貪，故

云內有色想，又以觀道未增長，若觀多色，

則恐難攝持，故觀外在少許色，如觀內身之

不淨，或觀少許之外色清淨。

次序	 八勝處名	 加行

1	 內有色想外諸色觀少	 內心有色想的概念，未離及未調伏色貪，故

	 	 云內有色想，又以觀道未增長，若觀多色，	

	 	 則恐難攝持，故觀外在少許色，如觀內身之	

	 	 不淨，或觀少許之外色清淨。

2	 內有色想外諸色觀多	 內心有色想，但觀道漸熟，多觀外色亦無妨，

	 	 如觀一死屍以至於千萬死屍，或觀廣大之外

	 	 色清淨，謂為觀外色多。

3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少	 內心不留色想之概念執著，故曰內無色想。

	 	 觀道漸為勝妙，雖觀外色，而內心不存色想

	 	 之貪執，更觀外在色處之少分而制勝之。

4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多	 內心不存色想之貪執，觀外在色多，以制勝

	 	 色處之多分。

5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青/	 觀外在之青色(即藍色)，轉變自在，使少為

	 青勝處	 多，使多為少，乃至掩蓋其餘的顏色，只餘

	 	 青色，又於所見之青相不起法執。

6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黃/		觀外在之黃色，轉變自在，使少為多，使多

	 黃勝處	 為少，乃至掩蓋其餘的顏色，只餘黃色，又

	 	 於所見之黃相不起法執。

7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赤/	 觀外在之赤色，轉變自在，使少為多，使多
	 赤勝處	 為少，乃至掩蓋其餘的顏色，只餘紅色，又

	 	 於所見之赤相不起法執。

8	 內無色想外諸色觀白/	 觀外在之白色，轉變自在，使少為多，使多

	 白勝處	 為少，乃至掩蓋其餘的顏色，只餘白色，又

	 	 於所見之白相不起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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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有色想」者，如解脫中說。

‧ 「外」者，謂除眼等根，顯餘色故。

‧ 「諸色觀」者，如前說。

‧ 「少」者，謂資具攝色，意解思惟故。

‧ 「若好、若惡」者，謂淨、不淨「色」之所攝

色，意解思惟故。

‧ 「若劣、若勝」者，謂淨、不淨「聲、香、

味、觸」之所攝色，意解思惟故。

‧ 「於彼諸色勝」者，謂能治、所治作意思惟，

障礙功用所不惱故。

‧ 「知」者，用奢摩他道。

‧ 「見」者，用毘缽舍那道。

‧ 「得如是想」者，謂於實勝中，得實勝無慢想

故；於不勝中，得實不勝無慢想故。

所謂「勝處」，即「八勝處」，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八勝處」的第一種是「內有色想外諸色觀少」，不論是好

色、惡色；劣色、勝色，於彼諸類色法勝知、勝見，得如是想

等概念，名初勝處。此句是對第一勝處作總括性的解釋，然後

下文是字義的剖析。

‧「內有色想」者，如八解脫中所說，指內心仍對物質相有貪

著，由於未調伏色貪，遂被貪所拘執束縛，故未能對色法的

物質相自在解脫，故有色想。

‧「外」是去除眼耳等六根的內身色法，只顯其餘的色法，如

色、聲等六外處。

‧「內有色想」者，如解脫中說。

‧「外」者，謂除眼等根，顯餘色故。

‧「諸色觀」者，如前說。

‧「少」者，謂資具攝色，意解思惟故。

‧「若好、若惡」者，謂淨、不淨「色」之所攝

色，意解思惟故。

‧「若劣、若勝」者，謂淨、不淨「聲、香、味、

觸」之所攝色，意解思惟故。

‧「於彼諸色勝」者，謂能治、所治作意思惟，障

礙功用所不惱故。

‧「知」者，用奢摩他道。

‧「見」者，用毘缽舍那道。

‧「得如是想」者，謂於實勝中，得實勝無慢想

故；於不勝中，得實不勝無慢想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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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色觀者，如前說」，即於諸色中為變化自在故，意解思

惟顯示彼相故。

‧「少」是只思惟受用資具所攝屬的顏色境象，意解思惟顯示

彼相。

‧「若好、若惡」，「好」是清淨色，「惡」是不清淨色，「

色」是眼所見的顏色境象。凡是清淨色、不清淨色所攝屬的

物質，意解思惟故。

‧「若劣、若勝」，「劣」是不清淨的「聲、香、味、觸」之

所攝的物質，「勝」是清淨的「聲、香、味、觸」之所攝的

物質。凡是清淨的「聲、香、味、觸」、不清淨的「聲、

香、味、觸」，意解思惟故。

‧「於彼諸色勝」，即於彼「能治」(能對付、控制)、「所

治」(被對付、控制)作意思惟，不會被一切色法的障礙功用

所惱亂故，故能以勝力制伏諸色。

‧「知」是用奢摩他(śamatha) 道，指攝心安住於所緣對象上而

不散亂的禪定狀況。

‧「見」是用毘缽舍那(vipaśyanā) 道，指修觀的時候，對一法

的各方面進行審細的觀察或抉擇。

‧「實勝」即確是勝妙之意，即「於實勝中」，「得如是想」，

指「得實勝無慢想故」；「於不勝中」，即於不是勝妙中，

得如是實不勝妙無慢想故，指定中能判斷真實或不真實的勝

妙想，而沒有慢心的影響，故是勝知勝見。

‧「若好、若惡」，「好」是清淨色，「惡」是不清淨色，

「色」是眼所見的顏色境象。凡是清淨色、不清淨色所攝屬

的物質，意解思惟故。

‧「若好、若惡」，「好」是清淨色，「惡」是不清淨色，

「色」是眼所見的顏色境象。凡是清淨色、不清淨色所攝屬

的物質，意解思惟故。

所惱亂故，能以勝力制伏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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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有色想外諸色觀多，乃至名第二勝處。

「八勝處」的第二種是「內有色想外諸色觀多」，「乃至」是

包括「若好、若惡；若劣、若勝，於彼諸色勝知、勝見，得如

是想」等意義，名為第二勝處。第二勝處與第一勝處的主要區

別在於「外諸色觀多」，所觀想的範圍較大。

 

(三、)內無色想中，觀少、(四、)觀多，二種亦爾。

「內有色想外諸色觀」者，如前說。

「多」者，顯示有情世間、器世間色，遍思惟故，餘如前

說。

「八勝處」的第三種是「內無色想中，觀少」，亦名「內無色

想外諸色觀少」。

「八勝處」的第四種是「內無色想中，觀多」，亦名「內無色

想外諸色觀多」。

「二種亦爾」，這兩種的狀況也是相同，只是「觀多」與「觀

少」的分別。

「內有色想外諸色觀者，如前說」，其涵義如前所述。

「多」是顯示有情世間的眾生界的根身及器世間的物質方面，

周遍思惟故，「餘如前說」，指「若好、若惡；若劣、若勝，

於彼諸色勝知、勝見，得如是想」，其餘的涵義如前所述。

五、內無色想外諸色觀青、青顯、青可見、青光，猶如烏莫迦

花，或如婆羅痆斯染青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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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勝處」的第五種是「內無色想外諸色觀青、青顯、青可

見、青光」。猶如烏莫迦花，這是梵語umaka-puṣpa的音譯。
或如婆羅痆斯，這是梵語Vārāṇasi的音譯，婆羅痆斯或譯作波

羅奈斯等，為中印度古國，意思是江繞城，因處在恒河之流

域，今為瓦拉納西(Benares)。「染青衣色」指這兩種花能染成
藍色的衣料。至於「青、青顯、青可見、青光」，下文再釋。

如是(六、)黃、(七、)赤、(八、)白色，皆應廣說。

如是「八勝處」的第六種是「內無色想外諸色觀黃」，即只觀

黃色，「八勝處」的第七種是「內無色想外諸色觀赤」，即只

觀紅色，「八勝處」的第八種是「內無色想外諸色觀白」，即

只觀白色，這些都應該詳細地說明。

此中差別者：

黃色如羯尼迦羅花，或如婆羅痆斯，染黃衣色。

赤色如槃豆時縛迦花，或如婆羅痆斯，染赤衣色。

白色如烏奢那花3，或如婆羅痆斯，鮮白衣色。

‧「青」者，謂總句。

‧「青顯」者，謂俱生青。

‧「青可見」者，謂和合成青。

‧「青光」者，謂彼二所出鮮淨光青。

3 大正藏本為「烏奢那星」，今依藏要本改為「烏奢那花」。

如是(六、)黃、(七、)赤、(八、)白色，皆應廣說。

「青」者，謂總句。

「青顯」者，謂俱生青。

「青可見」者，謂和合成青。

「青光」者，謂彼二所出鮮淨光青。

如是(六、)黃、(七、)赤、(八、)白色，皆應廣說。

「青」者，謂總句。

「青顯」者，謂俱生青。

「青可見」者，謂和合成青。

「青光」者，謂彼二所出鮮淨光青。

此中差別者：

黃色如羯尼迦羅花，或如婆羅痆斯染黃衣色。

赤色如槃豆時縛迦花，或如婆羅痆斯染赤衣色。

白色如烏奢那花3，或如婆羅痆斯鮮白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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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勝處」的第五種是「內無色想外諸色觀青、青顯、青可

見、青光」。猶如烏莫迦花，這是梵語umaka-puṣpa的音譯。
或如婆羅痆斯，這是梵語Vārāṇasi的音譯，婆羅痆斯或譯作波

羅奈斯等，為中印度古國，意思是江繞城，因處在恒河之流

域，今為瓦拉納西(Benares)。「染青衣色」指這兩種花能染成
藍色的衣料。至於「青、青顯、青可見、青光」，下文再釋。

如是(六、)黃、(七、)赤、(八、)白色，皆應廣說。

如是「八勝處」的第六種是「內無色想外諸色觀黃」，即只觀

黃色，「八勝處」的第七種是「內無色想外諸色觀赤」，即只

觀紅色，「八勝處」的第八種是「內無色想外諸色觀白」，即

只觀白色，這些都應該詳細地說明。

此中差別者：

黃色如羯尼迦羅花，或如婆羅痆斯，染黃衣色。

赤色如槃豆時縛迦花，或如婆羅痆斯，染赤衣色。

白色如烏奢那花3，或如婆羅痆斯，鮮白衣色。

‧「青」者，謂總句。

‧「青顯」者，謂俱生青。

‧「青可見」者，謂和合成青。

‧「青光」者，謂彼二所出鮮淨光青。

3 大正藏本為「烏奢那星」，今依藏要本改為「烏奢那花」。

如是(六、)黃、(七、)赤、(八、)白色，皆應廣說。

「青」者，謂總句。

「青顯」者，謂俱生青。

「青可見」者，謂和合成青。

「青光」者，謂彼二所出鮮淨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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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青色，黃、赤、白色亦復如是，廣說應知，餘如前說。

於一處說二譬喻者，此顯俱生、和合二種色故。

「此中差別」是其中的不同之處：

黃色如羯尼迦羅花(梵語karṇikāra-puṣpa)，或如婆羅痆斯，可

染成黃衣色。

赤色如槃豆時縛迦花，或如婆羅痆斯，可染成紅衣色。

白色如烏奢那花，或如婆羅痆斯，可染成鮮淨白衣色。

「青」是總句，即包含下列其它的特質。

「青顯」即俱生的天然青。

「青可見」即和合混成的青。

「青光」即彼二，指俱生及和合所形成的鮮淨青光。

如青色的情況，黃、赤、白色也是如此，其詳細的情況應該知

道。「餘如前說」，包括「若好、若惡；若劣、若勝，於彼諸

色勝知、勝見，得如是想」的涵義在內。

於一勝處說二譬喻，如花、染衣色，這是為了顯示俱生(如

花)、和合(如染衣色)二種顏色的緣故。

此「八勝處」與修三種緣色解脫作所依止。

後「四勝處」，意解思惟欲界天色，及色界色。

「此八勝處與修三種緣色解脫作所依止」， 「三種緣色解脫」

指八解脫中的前三種解脫，即「有色諸色觀解脫」、「內無色

想外諸色觀解脫」、「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以與背捨色法

貪有關故，故以此為依止而建立「八勝處」。

「此中差別」是其中的不同之處：

黃色如羯尼迦羅花(梵語karṇikāra-puṣpa)，或如婆羅痆斯所染
的黃衣色。

赤色如槃豆時縛迦花，或如婆羅痆斯所染的紅衣色。

白色如烏奢那花，或如婆羅痆斯所染的鮮淨白衣色。

「青」是總句，即包含下列其它的特質。

「青顯」即俱生的天然青。

「青可見」即和合混成的青。

「青光」即彼二，指俱生及和合所形成的鮮淨青光。

如青色的情況，黃、赤、白色也是如此，其詳細的情況應該知

道。「餘如前說」，包括「若好、若惡；若劣、若勝，於彼諸

色勝知、勝見，得如是想」的涵義在內。

於一勝處說二譬喻，如花、染衣色，這是為了顯示俱生(如

花)、和合(如染衣色)二種顏色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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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青色，黃、赤、白色亦復如是，廣說應知，餘如前說。

於一處說二譬喻者，此顯俱生、和合二種色故。

「此中差別」是其中的不同之處：

黃色如羯尼迦羅花(梵語karṇikāra-puṣpa)，或如婆羅痆斯，可

染成黃衣色。

赤色如槃豆時縛迦花，或如婆羅痆斯，可染成紅衣色。

白色如烏奢那花，或如婆羅痆斯，可染成鮮淨白衣色。

「青」是總句，即包含下列其它的特質。

「青顯」即俱生的天然青。

「青可見」即和合混成的青。

「青光」即彼二，指俱生及和合所形成的鮮淨青光。

如青色的情況，黃、赤、白色也是如此，其詳細的情況應該知

道。「餘如前說」，包括「若好、若惡；若劣、若勝，於彼諸

色勝知、勝見，得如是想」的涵義在內。

於一勝處說二譬喻，如花、染衣色，這是為了顯示俱生(如

花)、和合(如染衣色)二種顏色的緣故。

此「八勝處」與修三種緣色解脫作所依止。

後「四勝處」，意解思惟欲界天色，及色界色。

「此八勝處與修三種緣色解脫作所依止」， 「三種緣色解脫」

指八解脫中的前三種解脫，即「有色諸色觀解脫」、「內無色

想外諸色觀解脫」、「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以與背捨色法

貪有關故，故以此為依止而建立「八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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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四勝處」，指青、黃、赤、白觀，「意解思惟欲界天色」，

如蘇迷盧(sumeru)山的四面對著四大洲，這四大洲由四種寶物

所形成，蘇迷盧山南面的贍部(jambū)洲是以琉璃所形成；蘇迷

盧山東面的毗提訶(videha)洲是以白銀所形成；蘇迷盧山西面

的瞿陀尼(godānīya)洲是以黃金所形成；蘇迷盧山北面的北拘

盧(uttara-kuru)洲是以水晶所形成。這些寶色投射到蘇迷盧山

頂，形成四大洲之天色，故有青、黃、赤、白四色。及「及色

界色」，及色界天的淨妙色光等。

又復應知，是諸勝處為治下地種子，隨逐作意思惟，非為

對治自地所治作意思惟。

又亦應該知道，這些一切勝處，「下地」，即自身所處的界地

之下，「為治下地種子」，為了對治那些下地的種子，故隨逐

「下地」作意思惟，「非為對治自地所治作意思惟」，並不是

為了對治那些自身所處界地的種子而作意思惟。

3.9.1.4 十遍處

十遍處是梵語daśa-kṛtsna-āyatanāni的意譯，「遍」是相續、

普遍、開展的意義。即依勝解作意，觀想地、水、火、風、

空、識及青、黃、赤、白十法，其「增上緣」是依止靜慮，

「所緣緣」為地、水、火、風、空、識的「六大」及青、黃、

赤、白「四顯色」，各別皆遍滿一切處，以所觀的境相廣大無

邊而無間隙，由此可遠離三界煩惱及得轉變自在的神通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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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諸處不建立為遍處的原因，以餘諸根各有局限而不能向外擴

展，如聲處不能相續，香、味二處色界無故。

「遍處」者，謂「十遍處」，廣說如經：

謂「地遍處」，一能解了上、下及傍，無二、無量。

如是「水」、「火」、「風」遍，「青」、「黃」、

「赤」、「白」、「虛空」、「識」遍，上、下及傍，無

二、無量。

所謂「遍處」，即「十遍處」，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所謂「地遍處」，如有一眾生證得這種觀，便能清楚瞭解上

方、下方及傍邊，「無二」指不混雜其餘的大種及顯色，純是

地大的遍觀。「無量」是無界限、範圍的限度。

如「地遍處」這樣的狀況，「水」、「火」、「風」等遍處，

「青」、「黃」、「赤」、「白」、「虛空」、「識」等遍

處，上、下及傍亦是無二、無量。

‧「地遍處」者，由色所依遍滿故，彼能依色亦遍滿，由

彼增長故。

‧「一能解了」者，謂能證此觀補特伽羅。

‧「上、下及傍」者，謂遍滿諸方及四維故。

‧「無二」者，離餘諸界及不雜顯色遍滿故。

‧「無量」者，無有分齊相遍滿故。

‧「地遍處」者，由色所依遍滿故，彼能依色亦遍滿，由

彼增長故。

‧「一能解了」者，謂能證此觀補特伽羅。

‧「上、下及傍」者，謂遍滿諸方及四維故。

‧「無二」者，離餘諸界及不雜顯色遍滿故。

‧「無量」者，無有分齊相遍滿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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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地遍處」，餘水、火、風、青、黃、赤、白亦復如

是，如其所應。

‧「虛空遍處」者，謂對治一切色相作意思惟遍滿故，餘

如前說。

‧「識遍處」者，謂緣無量識作意思惟遍滿故，餘如前

說。

‧ 所謂「地遍處」，由於物質現象所依的地大「能造色」遍滿

故，彼能依的堅固物質「所造色」亦遍滿，由彼增長聚集在

一起，遍滿整個所緣境故。

‧ 「 一 能 解 了 」 是 指 能 證 得 這 種 地 遍 處 觀 的 補 特 伽 羅

(pudgala、眾生)。

‧「上、下及傍」是指遍滿東西南北諸四方，及「四維」故，

東西南北四方之中間為四維，即東南、西南、東北、西北。

‧「無二」是離餘諸水、火、風大種界及不混雜其餘的四顯色

而只觀地遍滿故。

‧「無量」者，無有分齊的界限、範圍等相而遍滿故。

如「地遍處」，其餘的水、火、風、青、黃、赤、白等遍處，

亦作這樣的觀法，「如其所應」是依隨不同大種或顯色的特性

而相配來觀想。

‧「虛空遍處」即對治一切物質色相作意思惟遍滿故，其餘的

涵義如前所述。

‧「識遍處」即緣慮無量心識相作意思惟遍滿故，其餘的涵義

如前所述。

如「地遍處」，餘水、火、風、青、黃、赤、白亦復如

是，如其所應。

‧「虛空遍處」者，謂對治一切色相作意思惟遍滿故，餘

如前說。

‧「識遍處」者，謂緣無量識作意思惟遍滿故，餘如前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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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由三解脫故得勝色自在；由得彼已，方可說言「勝色自

在」，極成就故。

識處已上無有遍滿，所緣無量，形段依止分別遠離故。

應知「勝處」及與「遍處」，是諸「解脫」能清淨道；由諸

「勝處」勝所緣故，由諸「遍處」所緣遍故，能令「解脫」清

淨應知。

這裡，「由三解脫故得勝色自在」，三解脫指八解脫中首三

種；由證得彼解脫已，方可說是「勝色自在」，即超勝物質而

得無拘執的自在，以極能成就勝伏色法故。

識處已上則無有遍滿觀，以所緣無量無限，「形段」指形狀分

段，遠離形段依止的分別而不能緣慮故。

應知「八勝處」及與「十遍處」，是諸「八解脫」的能清淨

道，即能成就清淨的智見；由諸「勝處」能勝伏克制所緣故，

由諸「遍處」遍滿所緣故，能令「八解脫」得清淨故應該知

道。

3.9.1.5 無諍

無諍是梵語araṇa的意譯，音譯阿蘭那，意思是寂靜。此是能令

眾生不起貪瞋癡等煩惱，及具有止息他人諍論之智力。唯佛具

此殊勝力，有能令眾生拔除煩惱之功用。阿羅漢則只能於自身

不起煩惱，卻未能止息他人起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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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諍」者，謂能守護他煩惱行之所引攝無癡智見性，及

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由此行多所行故。

「無諍」指能守護他人的煩惱活動不起之所引攝的「無癡智見

性」(無有愚昧的智見狀態)，「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

又與彼「無癡智見性」相應活動的等持禪定的諸心法、心所

法，這是由多所作此能守護他人不起煩惱行而成就智慧功用

故。

3.9.1.6 妙願智

「妙願智」者，謂於三世及非世攝所知法中，無餘如實了

知之所引攝無癡智見性，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由此

行多所行故。

「妙願智」是修小乘的眾生過去先發真誠誓願，求知一切智

慧之境，由此修習加行而引發妙智，修大乘的眾生則更願乃至

眾生生死輪迴未空，則隨願成辦種種眾生的義利，即攝屬於過

去、現在、未來「三世」的時間及不落入時間序列的「非世」

的所知法中，無餘地如實了知之所引攝的「無癡智見性」，及

與彼相應等持禪定的諸心、心法，由多所作此妙願而成就智慧

功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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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7 四無礙解

「無礙解」者，謂四無礙解，廣說如經：

一、「法無礙解」，謂於一切種一切法差別名中，如實覺

悟之所引攝無癡智見性，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

二、「義無礙解」，謂於一切種一切法種種相中，如實覺

悟之所引攝無癡智見性，餘如前說。

三、「訓詞無礙解」，謂於一切種一切法訓釋詞中，如實

覺悟之所引攝無癡智見性，餘如前說。

四、「辯才無礙解」，謂於一切種一切法通達中，如實

覺悟之所引攝無癡智見性，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

法，由此行多所行故。

「無礙解」指四無礙解，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四無礙解的第一種是「法無礙解」，即於一切種一切法的不同名

相概念中，如實覺悟其不同名義之所引攝的「無癡智見性」，及

彼相應等持禪定的諸心、心法。

四無礙解的第二種是「義無礙解」，謂於一切種一切法的種種

義相中，如實覺悟了知諸法的自相、共相等之所引攝的「無癡

智見性」，其餘相應的諸心、心法如前文所說。

四無礙解的第三種是「訓詞無礙解」，即於一切種一切法的訓

釋詞中，「訓釋詞」是解釋字句的意義，如實覺悟之所引攝的

「無癡智見性」，其餘相應的諸心、心法如前文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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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礙解的第四種是「辯才無礙解」，即於一切種一切法通達

中，能隨眾生的根機，辯說不同程度的法義，悉令通曉明白而

無礙，如實覺悟之所引攝的「無癡智見性」，及彼相應等持禪

定的諸心、心法，「由此行多所行故」，由多所作此無礙解而

成就智慧功用故。

3.9.1.8 六神通

「神通」者，謂「六神通」，如經廣說：

一、「神境智見作證通」，謂為示現一切種身業自在無癡

智見性，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由此行行多決

定境界故。

二、「天耳智見作證通」，謂為隨聞一切種語業無癡智見

性，餘如前說。

三、「心差別智見作證通」，謂為入一切種他心行無癡智

見性，餘如前說。

四、「宿住隨念智見作證通」，謂為入一切種前際趣行無

癡智見性，餘如前說。

五、「死生智見作證通」，謂為入一切種有情趣行無癡智

見性，餘如前說。

六、「漏盡智見作證通」，謂為入出離一切煩惱及無餘苦

無癡智見性，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由此行行

多決定境界故。

「神通」指「六神通」，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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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通」的第一種是「神境智見作證通」，又名「神足通」，

即為示現一切種身業活動自在的「無癡智見性」，如隨意變

現，飛行自在等無有障礙，及彼相應等持禪定的諸心、心法，

由此踐行多所作故能決定境界無礙故。

「六神通」的第二種是「天耳智見作證通」，又名「天耳通」，

即為欲隨緣聽聞世間一切種苦樂、憂喜、種種眾生語業的「無

癡智見性」，其餘的狀況如前說的「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

法，由此行行多決定境界故」。

「六神通」的第三種是「心差別智見作證通」，又名「他心

通」，即為入一切種他人心中思惟種種善惡事的「無癡智見

性」，其餘的狀況如前說的「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由此

行行多決定境界故」。

「六神通」的第四種是「宿住隨念智見作證通」，又名「宿命

通」，即為入一切種前際(過去世)自身、他身，多生流轉五趣

所行之事的「無癡智見性」，其餘的狀況如前說的「及彼相應

等持諸心、心法，由此行行多決定境界故」。

「六神通」的第五種是「死生智見作證通」，又名「天眼通」，

即能照了欲界及色界的遠近粗細等各物，又能觀見眾生從一道

轉生至另一道的生死輪迴苦樂之情況，為入一切種有情死此生

彼趣行的「無癡智見性」，其餘的狀況如前說的「及彼相應等

持諸心、心法，由此行行多決定境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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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通」的第六種是「漏盡智見作證通」，又名「漏盡通」，

即為入出離一切三界九品煩惱及無餘苦的「無癡智見性」，及

彼相應等持禪定的諸心、心法，由此踐行多所作故能決定境界

無礙故。

3.9.2 次八類功德

復次，頌曰：諸相、好、清淨，及諸力、無畏，不護與念

住，永斷諸習氣。 

再者，第十九頌列出其次的八類功德，包括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四一切相清淨、十力、四無畏、三不護、三念住、永斷諸

習氣，皆是修習戒、定、慧所引發的功德力。

3.9.2.1 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及八十隨好爲佛的莊嚴色身，即圓滿的受用身，以表

徵佛的功德，此二者的差別，是以「相」為主要可了別的特徵

相貌，以「隨好」為微細可愛樂的特徵相貌為眷伴，換言之，

顯著易見者有三十二種「相」，微細隱密者有八十種「隨好」，

兩者合稱為佛的「相好」，為如來於無量劫修行而感得功德

相。

論曰：

「諸相」者，謂三十二大丈夫相，廣說如經：

三十二相及八十隨好為佛的莊嚴色身，即圓滿的受用身，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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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安立足大丈夫相」，由如來菩提資糧善圓滿故，

具足受持平等行故，感得此相。由此相故，有暫見

者，即信如來是大丈夫。足相、足幖幟、足形貌。

「如善安立足相」，如是諸餘「大丈夫相」，如其所應盡

當知，謂於手中，應說手相、手幖幟、手形貌。

如是於頭頂等所餘支節，各隨其名，應當廣說。

論文解釋偈頌中「諸相」一詞，即三十二種大丈夫相，其詳細

內容如佛經所說：

三十二相的第一種是「善安立足大丈夫相」，指如來的兩足及

掌下皆悉平滿，由如來的「菩提資糧」，指覺悟的必要條件，

「善圓滿故」，善能圓滿成就，具足受持怨親平等，皆作憐愍

引導利益行故，遂感得此相。由具此相故，有暫見的眾生，即

信如來是大丈夫的圓滿覺者。至於足相(足部的特徵)、足幖幟

(足部的標記，如千輻輪相)、足形貌(如足部安平的形貌) 。

「如善安立足相」，如佛經中建立的「善安立足大丈夫相」，如

是第二至第三十二的其餘的「大丈夫相」，即大人相，「如其所

應盡當知」，即依照佛經中所描述各種特徵妙相而相應地了知，

謂於如來手中，應說手相(手部的特徵)、手幖幟(手部的標記，如

指間有縵網)、手形貌(如手指纖長、手足柔軟等相狀)。

如是於頭頂(如來頂上有肉，隆起成肉髻相)等，所餘的其它身

體的支節，各部分隨其特徵相貌而得名，應當詳細地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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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揚聖教論》只舉出第一相來界說，如此類推地了知其它三

十一種諸相。今依《瑜伽師地論》卷49之〈建立品〉來解說三

十二相。4 

「云何如來三十二種大丈夫相？

一者、具大丈夫足善安住等案地相(指足下平正周遍而蹈地善住

相)，是大丈夫大丈夫相。

二者、於雙足下現千輻輪，轂輞(指車輪中心的圓木，與四周盤

木相接為環狀)眾相無不圓滿。

三者、具大丈夫纖長指相。

四者、足跟趺長(足跟是腳踵的後部，趺是腳背，佛的足跟及趺

背皆廣長圓滿)。

五者、手足細軟。

六者、手足網縵(手足之一一指間有網縵，猶如雁王之蹼，其色

金黃，其紋路如綾羅)。

七者、立手摩膝(平立時二手過膝)。

八者、瑿泥耶踹(aiṇeya-jaṅgha，謂佛之小腿肚纖圓，猶如鹿王

之脛)。

九者、身不僂曲(身不彎曲)。

十者、勢峰藏密(又稱『馬陰藏相』，指男根相隱而不現，如馬

王藏匿峰勢)。

十一者、身相圓滿如『諾瞿陀』(nyagrodha，類似榕樹之桑科

植物，謂佛身縱廣均等圓滿)。

4 見大正藏30，566c-56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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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者、常光一尋(一尋為八尺，謂佛通身光明，常照八尺)。

十三者、身毛上靡(佛之身毛向上右旋)。

十四者、身諸毛孔一一毛生，如紺青色螺文右旋(佛身上每一毛

孔必生一毛，其毛青而含赤，如螺文右旋)。

十五者、身皮金色(皮如金色，清淨鮮明)。

十六者、身皮細滑塵垢不著。

十七者、於其身上兩手、兩足、兩肩及項七處皆豐滿。

十八者、其身上半如師子王(謂佛上半身廣大，行住坐臥威容端

嚴，猶如師子王)。

十九者、肩善圓滿(雙肩之中頸項極善豐滿)。

二十者、髆間充實(臂膊兩腋圓實)。

二十一者、身分洪直(佛身廣大端直)。

二十二者、具四十齒，皆悉齊平。

二十三者、其齒無隙(齒細密相)。

二十四者、其齒鮮白。

二十五者、頷如師子(兩頰隆滿如師子王)。

二十六者、其舌廣薄，若從口出，普覆面輪及髮邊際(舌相薄淨

廣長，能覆面輪至耳髮際，如紅蓮色)。

二十七者、於諸味中得最上味(所食之物皆為上味)。

二十八者、得大梵音(由昔一音為一切世界有情宣說正法故，

感得成就五支梵音，即五種清淨音聲：一者其音正直。二者

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其音遍周遠

聞)，言詞哀雅能悅眾意，譬若羯羅頻迦(又名迦陵頻伽，梵語

kalaviṅka，意譯美音鳥，以音聲美妙著稱的鳥類)之音，其聲

雷震猶如天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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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者、其目紺青(眼如紺青寶相，即青而含赤之色，如藍寶

石)。

三十者、睫如牛王(兩眼上下睫毛不相雜亂，猶如牛王)。

三十一者、其頂上現「烏瑟膩沙」(uṣṇīṣa，意譯肉髻，佛之頂

上有肉隆起，其形如髻)。

三十二者、眉間毫相(其量如橄欖核許，形如銀管，潔白軟柔，

展長三肘，縮即右旋，毫端上靡)，其色光白，螺文右旋，是大

丈夫大丈夫相。」

3.9.2.2 八十種好

「好」者，謂「八十種好」，廣說如經。

是諸好等，若具足相攝，如〈菩薩地〉中說。

若隨眾生所宜隨勝相攝，如《大慧度經》說。

若廣分別諸好，應知如廣分別相中說。

「好」者，即「八十種好」，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這些諸好等，「若具足相攝」，如果詳細說明每一種好所涵攝

的各種特徵，則如〈菩薩地〉中所說，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49之〈建立品〉。

若隨眾生所合宜而隨殊勝相所涵的各種特徵，則如《大慧度

經》(梵語為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即《大般若波羅蜜

多經》)所說5。

5 參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381之〈諸功德相品〉，大正藏6，
 968a-96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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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詳細解說諸好的特徵，應知如「廣分別相」中說。

《顯揚聖教論》並無解說八十種好，只引介有關的經典。今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所說概述其相狀如下：6 

「世尊指爪狹長薄潤，光潔鮮淨，如花赤銅，是為第一。

世尊手足指圓纖長， (均)直柔軟，節骨不現，是為第二。

世尊手足，各等無差，於諸指間悉皆充密，是為第三。

世尊手足圓滿如意，軟淨光澤，色如蓮華，是為第四。

世尊筋脈盤結堅固，深隱不現，是為第五。

世尊兩踝(骨)俱隱不現，是為第六。

世尊行步直進庠(順序)審，如龍象王，是為第七。

世尊行步威容齊肅，如師子王，是為第八。

世尊行步安平庠序，不過不減，猶如牛王，是為第九。

世尊行步進止儀雅，猶如鵝王，是為第十。

世尊迴顧必皆右旋，如龍象王，舉身隨轉，是第十一。

世尊支節漸次 (均直)圓，妙善安布，是第十二。

世尊骨節交結無隙，猶若龍盤(繞)，是第十三。

世尊膝輪妙善安布，堅固圓滿，是第十四。

世尊隱處，其文妙好，威勢具足，圓滿清淨，是第十五。

世尊身支潤滑柔軟，光悅鮮淨，塵垢不著，是第十六。

世尊身容敦肅無畏，常不怯弱，是第十七。

世尊身支堅固稠密，善相屬著，是第十八。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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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身支安定敦重，曾不掉動，圓滿無壞，是第十九。

世尊身相猶如仙王，周匝端嚴，光淨離翳，是第二十。

世尊身有周匝圓光，於行等時，恒自照曜，是二十一。

世尊腹形方正無欠，柔軟不現，眾相莊嚴，是二十二。

世尊䐡(臍)深右旋圓妙，清淨光澤，是二十三。(由弟子受持順

自之教授故，臍紋右旋。)

世尊䐡(臍)厚，不窊(凹)不凸，周匝妙好，是二十四。

世尊皮膚遠離疥癬，亦無黶點(黑痣)、疣贅(肉瘤)等過，是二十

五。

世尊手掌充滿柔軟，足下安平，是二十六。

世尊手文深長明直，潤澤不斷，是二十七。

世尊脣色光潤丹暉，如頻婆果(bimba，意譯相思樹，果實為鮮

紅色，以之為赤色之譬喻)上下相稱，是二十八。。

世尊面門不長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嚴，是二十九。

世尊舌相軟薄廣長，如赤銅色，是第三十。

世尊發聲威震深遠，如象王吼，明朗清徹，是三十一。 

世尊音韻美妙具足，如深谷響，是三十二。

世尊鼻高脩(長)而且直，其孔不現，是三十三。

世尊諸齒方整鮮白，是三十四。

世尊諸牙圓白光潔，漸次鋒利，是三十五。

世尊眼淨青白分明，是三十六。

世尊眼相脩(長)廣，譬如青蓮華葉，甚可愛樂，是三十七。

世尊眼睫上下齊整，稠密不白，是三十八。

世尊雙眉長而不白，緻而細軟，是三十九。

世尊雙眉綺靡(美好)順次，紺瑠璃色，是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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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雙眉高顯光潤，形如初月，是四十一。

世尊耳厚廣大脩長，輪埵(耳珠下垂)成就，是四十二。

世尊兩耳綺麗齊平，離眾過失，是四十三。

世尊容儀，能令見者無損無染，皆生愛敬，是四十四。

世尊額廣，圓滿平正，形相殊妙，是四十五。

世尊身分，上半圓滿，如師子王，威嚴無對，是四十六。

世尊首髮脩長紺青，稠密不白，是四十七。

世尊首髮香潔細軟，潤澤旋轉，是四十八。

世尊首髮齊整無亂，亦不交雜，是四十九。

世尊首髮堅固不斷，永無褫(脫)落，是第五十。

世尊首髮光滑殊妙，塵垢不著，是五十一。

世尊身分堅固充實，逾「那羅延」(Nārāyaṇa，大力之印度古

神)，是五十二。

世尊身體長大端直，是五十三。

世尊諸竅(孔穴，人體的耳、目、鼻、口等器官)清淨圓好，是

五十四。

世尊身支勢力殊勝，無與等者，是五十五。

世尊身相眾所樂觀，嘗(曾)無厭足，是五十六。

世尊面輪脩廣(長度和寬度)得所，皎潔光淨，如秋滿月，是五

十七。

世尊顏貌舒泰光顯，含笑先言，唯向不背，是五十八。

世尊面貌光澤熙怡，遠離顰蹙、青赤等過，是五十九。

世尊身皮清淨無垢，常無臭穢，是第六十。

世尊所有諸毛孔中，常出如意微妙之香，是六十一。

世尊面門常出最上殊勝之香，是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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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首相周圓妙好，如「末達那」 (madana，醉果，其果大如

檳榔)，亦猶天蓋(頂圓如蓋)，是六十三。

世尊身毛紺青光淨，如孔雀項，紅暉(光)綺飾，色類赤銅，是

六十四。

世尊法音，隨眾大小，不增不減，應理無差，是六十五。

世尊頂相無能見者，是六十六。

世尊手足，指約分明，莊嚴妙好，如赤銅色，是六十七。

世尊行時，其足去地，如四指量而現印文，是六十八。

世尊自持，不待他衛，身無傾動，亦不逶迤(彎曲迴旋)，是六

十九。

世尊威德，遠震一切，惡心見喜，恐怖見安，是第七十。

世尊音聲，不高不下，隨眾生意，和悅與言，是七十一。

世尊能隨諸有情類言音意樂而為說法，是七十二。

世尊一音演說正法，隨有情類各令得解，是七十三。

世尊說法咸依次第，必有因緣，言無不善，是七十四。

世尊等觀諸有情類，讚善毀惡而無愛憎，是七十五。

世尊所為，先觀後作，軌範具足，令識善淨，是七十六。

世尊相好，一切有情無能觀盡，是七十七。

世尊頂骨堅實圓滿，是七十八。

世尊顏容，常少不老，好巡舊處，是七十九。

世尊手足及胸臆前，俱有吉祥喜旋德相(卍紋)，文同綺畫，色

類朱丹(如朱砂的紅色)，是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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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八十種好的各方面如下表：7 

 (1) 指爪狹長，薄潤光潔

 (2) 手足之指圓而纖長、柔軟

 (3) 手足各等無差，諸指間皆充密

 (4) 手足光澤紅潤

 手足
 (5) 筋骨隱而不現

 (6) 兩踝俱隱

 (26) 手掌柔軟，足下安平

 (27) 手紋深長明直

 (67) 手足指約分明 

 (80) 手足及胸臆前，俱有吉祥喜旋德相

 (7) 行步直進，威儀如龍象王 

 (8) 行步威容齊肅如師子王 

 行步進止
 (9) 行步安平猶如牛王 

 (10) 行步進止儀雅猶如鵝王 

 (11) 迴顧必皆右旋如龍象王舉身隨轉 

 (68) 行時其足離地四指量而現印文 

 (12) 支節均勻圓妙

 支節
 (13) 骨節交結猶若龍盤

 (14) 膝輪圓滿

 (15) 隱處其文妙好，威勢具足

7 參考福嚴佛學院《瑜伽師地論》卷49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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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腹形方正、莊嚴

 腹部 (23) 䐡深右旋

 (24) 䐡厚不窊不凸 

 (16) 身支潤滑潔淨

 (25) 皮膚無疥癬

 皮膚身毛 (60) 身皮清淨無垢，常無臭穢 

 (61) 諸毛孔常出妙香

 (64) 身毛紺青光淨

 放光
 (20) 身相猶如仙王，周匝端嚴光淨

 (21) 身有周匝圓光，恒自照曜

 (17) 身容敦肅無畏

 (18) 身支健壯

 (19) 身體安定圓滿

 (46) 身分圓滿威嚴

 
上身

 (52) 身分堅固充實 

 (53) 身體長大端直

 (54) 諸竅清淨圓好

 (55) 身支勢力殊勝無與等者

 (56) 身相眾所樂觀 

 (63) 相周圓妙好

 
牙齒

 (34) 齒方整鮮白

 (35) 牙圓白光潔鋒利

 唇 (28) 唇色光潤丹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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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腹形方正、莊嚴

 腹部 (23) 䐡深右旋

 (24) 䐡厚不窊不凸 

 (16) 身支潤滑潔淨

 (25) 皮膚無疥癬

 皮膚身毛 (60) 身皮清淨無垢，常無臭穢 

 (61) 諸毛孔常出妙香

 (64) 身毛紺青光淨

 放光
 (20) 身相猶如仙王，周匝端嚴光淨

 (21) 身有周匝圓光，恒自照曜

 (17) 身容敦肅無畏

 (18) 身支健壯

 (19) 身體安定圓滿

 (46) 身分圓滿威嚴

 
上身

 (52) 身分堅固充實 

 (53) 身體長大端直

 (54) 諸竅清淨圓好

 (55) 身支勢力殊勝無與等者

 (56) 身相眾所樂觀 

 (63) 相周圓妙好

 
牙齒

 (34) 齒方整鮮白

 (35) 牙圓白光潔鋒利

 唇 (28) 唇色光潤丹暉

諸齒方整鮮白

諸牙圓白光潔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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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面門不長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嚴

 (44) 容儀令見者皆生愛敬

 (57) 面如秋滿月

 面容
 (58) 顏貌舒泰

 (59) 面貌光澤無有顰蹙

 (77) 有情無能觀盡其相好

 (79) 顏容常少不老

 (62) 面門常出最上殊勝香

 舌 (30) 舌相軟薄廣長 

 (31) 聲音威遠清徹

 聲
 (32) 音韻美妙如深谷響

 (65) 法音隨眾，應理無差

 (71) 音聲不高不下，隨眾生意

 (36) 眼淨青白分明

 眼 (37) 眼相脩廣

 (38) 眼睫齊整稠密

 (39) 雙眉長而細軟 

 眉 (40) 雙眉綺靡順次，呈紺琉璃色

 (41) 眉高顯形如初月

 鼻 (33) 鼻高且直，其孔不現

 
耳

 (42) 耳厚廣大脩長輪埵成就

 (43) 兩耳齊平，離眾過失

 (63) 首相周圓妙好

 頂 (66) 頂相無能見者

 (78) 頂骨堅實圓滿

(62)面門常出最上殊勝香
(77)有情無能觀盡其相好
(79)顏容常少不老

紺琉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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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髮脩長紺青，稠密不白

 (48) 髮香潔細潤

 髮 (49) 髮齊不交雜

 (50) 髮不斷落

 (51) 髮光滑殊妙，塵垢不著

 額 (45) 額廣平正

 (72) 隨諸有情，樂為說法

 說法 (73) 一音演說正法，隨有情類各令得解

 (74) 說法依次第，循因緣 

 (69) 自持不待他衛

 威嚴
 (70) 威德遠震一切

 (75) 觀有情，讚善毀惡而無愛憎

 (76) 所為先觀後作，軌範具足

3.9.2.3 四一切相清淨

「清淨」者，謂「四一切相清淨」，廣說如經：

一、 「依止清淨」，謂由如來證得「一切相清淨智」及

「一切相清淨斷」故，於依止取、住、捨中，究竟

無上自在。

二、 「境界清淨」，謂由如來證得「一切相清淨智」及

「一切相清淨斷」故，於一切事變化境界中，究竟

無上自在。

三、 「心清淨」，謂由如來證得「一切相清淨智」及

「一切相清淨斷」故，於一切相世、出世善根增長

等觀有情，讚善毀惡而無愛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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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究竟無上自在。

四、 「智清淨」，謂由如來證得「一切相清淨智」及

 「一切相清淨斷」故，於一切相所知中無著無礙

智，究竟無上自在。

所謂「清淨」，即「四一切相清淨」，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

說：

「四一切相清淨」的第一種是「依止清淨」，亦名「所依清

淨」，「所依」是所依止的色身。「依止清淨」是四一切相清

淨中的「身清淨」，指由如來所證得的「一切相清淨智」及

「一切相清淨斷」故，能隨自己的心意「攝取」、「住持」、

「棄捨」壽命，不隨業感外緣的支配，於命徹底地得無上自

在。

「四一切相清淨」的第二種是「境界清淨」，亦名「所緣清

淨」，指由如來證得「一切相清淨智」及「一切相清淨斷」

故，隨自心的觀察，於一切事變化境界中，能作種種變化，如

轉變土石為黃金等物，於所緣境的依報國土徹底地得無上自

在。

「四一切相清淨」的第三種是「心清淨」，亦名「等持清淨」，

「等持」是梵語samādhi(三摩地)的意譯，指定中心念統一地

安放於一種境象上而不散亂，「等持清淨」即禪定的清淨。

「心清淨」指由如來證得「一切相清淨智」及「一切相清淨

斷」故，於一切相的世間、出世間善根增長心中，「增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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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增長定，隨佛意欲，於三摩地等都能無礙地入定、出定、次

第、超越，心徹底地得無上自在。

「四一切相清淨」的第四種是「智清淨」，指由如來證得「一

切相清淨智」及「一切相清淨斷」故，於一切相的所知境中有

無著無礙智，徹底地得無上自在。

3.9.2.4 十力

「諸力」者，謂如來十力，廣說如經：

一、 「處非處智力」，謂於一切相因果中能如實問記無

礙智性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

二、 「自業智力」，謂於一切相各別處所相續所起業及

所得報中無礙智性，餘如前說。

三、 「靜慮解脫三摩地三摩缽底智力」，謂於攝受一切

相世間清淨功德方便中無礙智性，餘如前說。

四、 「根上下智力」，謂於出世間功德所依一切相所化

有情根差別中無礙智性，餘如前說。

五、 「種種勝解智力」，謂於一切相所化有情阿世耶差

別中無礙智性，餘如前說。

六、 「種種界智力」，謂於一切相所化有情隨眠差別中

無礙智性，餘如前說。

七、 「遍趣行智力」，謂於一切相乘出離差別中無礙智

性，餘如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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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宿住隨念智力」，謂於一切相前際趣差別中無礙

智性，餘如前說。

九、「死生智力」，謂於一切相後際趣差別中無礙智性，

餘如前說。

十、「漏盡智力」，謂於一切相趣非趣出離方便差別中無

礙智性，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

又諸力中，一切應說能如實問記。

所謂「諸力」，即如來十力，亦即十種無礙智性，其詳細內容

如佛經所說：

十力的第一種是「處非處智力」，如知從布施感大資財是

「處」(合理)，以符合因果規律；感貧乏是「非處」(不合理)，

以不符合因果規律。「處非處智力」即於一切相的因果中能如

實地問記，「問記」有四種記答：

一、「一向記」，即直接以肯定方式答人所問。

二、「分別記」，即對於所問經過分析後，始作肯定或否定之

回答。

三、「反詰記」，即不直接作答，先反問對方，於反問中令其

悟解，或以反問顯明問意後，始給與回答。

四、捨置記，即對於所問，若屬於不應答、不值得答者，則捨

置不答。

「無礙智性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如來的「處非處智

力」的性質是無礙智性及彼相應等持的諸心及心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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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力的第二種是「自業智力」，又名「業異熟智力」，是能了

知微細業所感的異熟果報的智力。如來具有於一切相所化有情

各別處所的相續(saṃtati)所依身所起的業行及所得的果報中的

無礙智性。「餘如前說」，即前述的「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

法」。

十力的第三種是「靜慮解脫三摩地( samādh i )三摩缽底

(samāpatti)智力」。如來具有於攝受一切相世間禪定清淨功德

方便中的無礙智性，「餘如前說」，即前述的「及彼相應等持

諸心、心法」。

十力的第四種是「根上下智力」，能了知信等根上、中、下三

品勝非勝智力。如來具有於出世間功德所依一切相所化有情根

機差別中的無礙智性，「餘如前說」，即前述的「及彼相應等

持諸心、心法」。

十力的第五種是「種種勝解智力」，如來具有於一切相所化有

情阿世耶(āśaya)的喜好意願中的無礙智性，如了知其喜好善

趣、喜好三乘等不同，「餘如前說」，即前述的「及彼相應等

持諸心、心法」。

十力的第六種是「種種界智力」，亦名「知世間種種性力」，

意謂如實了知眾生之種姓及其性格傾向等。如來具有於一切相

所化有情隨眠煩惱差別中的無礙智性，「餘如前說」，即前述

的「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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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力的第七種是「遍趣行智力」，又名「知一切至處道力」。

如來於「六道輪迴的有漏界域」及「涅槃寂滅的無漏界域」皆

能如實遍知。又能知「往增上生」，即受生善趣等善果，及能

知「決定勝」，即愛盡離欲的寂滅涅槃、成熟自身的各種佛法

方便。又如來具有於一切道及彼相違無礙著智力，謂於一切相

的大小乘出離差別中的無礙智性，「餘如前說」，即前述的

「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

十力的第八種是「宿住隨念智力」，又名「隨念自他往昔一切

生智力」，即於一切相的前際(過去六)趣生命果報差別中的無

礙智性，「六趣」即地獄趣、餓鬼趣、畜生趣、阿修羅趣、人

趣，天趣。「餘如前說」，即前述的「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

法」。

十力的第九種是「死生智力」，又名「知一切眾生死生智力」。

如來具有於一切相後際(未來六)趣生命果報差別中無礙智性，

「餘如前說」，即前述的「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

十力的第十種是「漏盡智力」，又名「知聲聞、獨覺盡煩惱

障，諸佛盡一切垢漏盡智力」，「趣」指於六趣業道中之出

生，如四生等，「非趣」指中有，以未決定所趣業道故。8如來

8 《雜阿毘曇心論》卷8：「生攝趣非趣攝生。問：何故？答：謂
生中陰增。中陰者，生所攝『非趣』攝，以到故說『趣』。中陰
者，是去非到，是故『非趣』。」(大正藏28，9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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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於一切相的「趣」及「非趣」的出離方便差別中的無礙智

性，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

又諸十力中，一切應說如來能夠如實問記。

3.9.2.5 四無畏

「無畏」者，謂「四無畏」，廣說如經：

一、佛作誠言：我是正等覺者，若有難言於是法中不正等

覺，我於此難正見無緣，是故無畏，謂如來證得妙

善清淨一切種「智」故。

二、佛作誠言：我諸漏已盡，若有難言如是如是諸漏未

盡，我於此難正見無緣，是故無畏，謂如來證得妙

善清淨一切種「斷」故。

此二無畏「依自利德」。

所謂「無畏」，即「四無畏」，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9 

「四無畏」的第一種是「正等覺無畏」，佛於一切所知境界獲

得完全正確的覺知而沒有無知的怖畏。「佛作誠言」，如來真

誠地宣說：「我是正等覺者」，「正等覺」的梵語是saṃyak-
saṃbuddha，意思是完全正確地覺知一切事理。若有人問難

說如來於有些法中不能正等覺，「我於此難正見無緣」，如來

9 參考安慧之《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4，大正藏31，760c-
76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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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些問難正確地知見是「無緣」，即無其原由，以無實道理

原由能難於佛，是故無畏，即如來證得妙善清淨一切種「智」

故。

「四無畏」的第二種是「漏盡無畏」，佛自知一切煩惱已永盡

無餘而無未得淨化的怖畏。如來真誠地宣說：「我的一切有漏

煩惱已滅盡」，若有人問難說如來於一切有漏煩惱尚未滅盡，

如來於這些問難正確地知見是無其原由，是故無畏，謂如來證

得妙善清淨一切種煩惱已「斷」故。

此二無畏「依自利德」，「正等覺無畏」及「漏盡無畏」是依

自利的功德而說。

三、佛作誠言：我為弟子說障礙法，染必為障，若有難

言染習此法不能為障，我於此難正見無緣，是故無

畏，謂依如來為所化有情說一切種「所對治法」。

四、佛作誠言：我為弟子說出離道。修定出離，若有難言

雖修此道不能出離、不正盡苦及證苦邊，我於此難

正見無緣，是故無畏，謂依如來為所化有情說一切

種「能對治法」。

此二無畏「依利他德」。

「四無畏」的第三種是「障法無畏」，佛善能為諸弟子說所有

修道的障礙法，沒有對染污法無知的怖畏。如來真誠地宣說：

「我為弟子說修道的障礙法，染習必為阻障」，若有人問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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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習此法不能為障礙，如來於這些問難正確地知見是無其原

由，是故無畏，謂依如來為所化有情說一切種「所對治法」。

「四無畏」的第四種是「出苦道無畏」，佛能為諸弟子說所有

出離苦的修道法，故沒有不能盡苦邊際的怖畏。如來真誠地宣

說：「我為弟子說出離道，修行決定能出離生死」，若有人問

難說雖修此道不能出離、不能完全地盡苦及證苦的邊際，如來

於這些問難正確地知見是無其原由，是故無畏，謂依如來為所

化有情說一切種「能對治法」。

此二無畏「依利他德」，「障法無畏」及「出苦道無畏」是依

利他的功德而說。

3.9.2.6 三不護

「不護」者，謂「三不護」，廣說如經：

一、如來現行身業妙善清淨，無不清淨現行身業可須覆

藏，是故不護，謂如來一切種一切時身業妙善清淨

故，為所化有情正說法時，能以勝力折伏攝受一切

徒眾。

如「身業不護」，如是第二、「語業不護」；第三、「意

業不護」應知。

所謂「不護」，即「三不護」，如來的身口意三業，純淨而遠離

過失，故不須竭盡心思刻意地防護，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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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護」的第一種是「身業不護」，如來現行的身業妙善清

淨，無不清淨現行身業可須覆藏過錯，是故不須防護，即如來

一切種一切時身業妙善清淨故，為所化度的有情正說法時，能

以強勝力折伏及攝受一切徒眾。

如「身業不護」，如是「三不護」的第二種「語業不護」；及

第三種「意業不護」，應知亦是如此。

3.9.2.7 三念住

「念住」者，謂「三念住」，廣說如經。

此即攝受所化眾時，於三種徒眾行差別中，住最勝捨，不

愛、不恚、不染心性。

「念住」者，謂「三念住」，佛以大悲攝化眾生，恒常安住於

三種念中，而無喜樂憂慼之情，其詳細內容如佛經所說。

此即攝受所化眾生時，於三種徒眾，指恭敬聽法的弟子、不恭

敬聽法的弟子，及其餘間雜恭敬或不恭敬的弟子中，住最上殊

勝平等的捨，不愛著恭敬聽法的弟子，不瞋恚不恭敬聽法的弟

子，亦不會被其餘的弟子染污自心。

3.9.2.8 永斷諸習氣

「永斷諸習氣」者，謂諸如來出離無始無量無數大劫生

死，為證自性不隨轉故，證得如來妙淨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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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永斷諸習氣」，指如來久遠劫修行，不但斷除煩惱障種

子，還有煩惱的殘餘習氣也根本拔除，故威儀寂靜，沒有輕舉

妄動等餘習。小乘聖者則未能淨除習氣，仍有殘餘的習性。

「劫」的梵語為kalpa，是古代印度的時間單位，指不可計算的

極長時間。一切如來出離無始無量無數大劫的生死流轉，為證

得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即真如理，不隨生死流轉故，證得如來

妙淨智斷。

3.9.3 後四種功德

復次，頌曰：無忘失妙法，及如來大悲，佛不共德法，一

切種妙智。

再者，第二十頌講述有關如來的無忘失妙法、大悲、佛不共小

乘的功德法及一切種妙智。

3.9.3.1 無忘失妙法

論曰：

「無忘失妙法」者，謂為證一切種一切所化有情一切所作

事不過時故，證得如來妙淨智斷。

論文解釋偈頌中「無忘失妙法」一句，即為證一切種一切所化

有情一切所作事不會錯過時機故，證得如來妙淨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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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2  大悲的四種因緣

「及如來大悲」者，謂如來悲由四種因緣，說名大悲：

一、依止一切種妙善清淨轉依所作成就故。

二、長時修習所得故。

三、妙善清淨智所引故。

四、緣極深固種種堅牢一切相苦境界故。

「及如來大悲」一句，由四種因緣而成如來的大悲：

一、 依止一切種妙善清淨轉依(āśraya-parāvṛtti)所作成就故，

由修聖道而斷滅一切煩惱障及所知障，證得涅槃、菩提之

果，此二果即如來轉依的妙果。

二、長時修習所得故。

三、妙善清淨智所引發故。

四、緣慮極深固種種堅牢一切相眾生苦境界故。

3.9.3.3 十八不共佛法

「佛不共德法」者，謂「十八不共佛法」，廣說如經，超

過一切聲聞、獨覺地故，彼建立應知：

一、「如來無誤失業」，謂無不染污誤犯失故。

二、「無卒暴音」，謂無不染污高笑暴音故。

三、「無忘失念」，謂無不染污久作久說不隨念故。

四、「無不定心」，謂於一切威儀行住等中，作意等持恒

隨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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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種種想」，謂於流轉寂滅中，證得無分別、無差

別智故。

六、「無不擇已捨」，謂究竟不捨有情事故。

七、「欲無退」，謂得所知障清淨故。

如「欲無退」，如是：

八、「正勤無退」。

九、「念無退」。

十、「等持無退」。

十一、「慧無退」。

十二、「解脫解脫智見無退」應知。

十三、「於過去世無著無礙智」，謂欲作意頃一切種知

故。

如於「過去」，如是：

十四、「於未來」。

十五、「於現在無著無礙智」，應知。

十六、「如來一切身業智」為導首10，隨智而行，謂由智

發起攝受於一切時善方便故。

如身業，如是十七「語業」、十八「意業」應知。

偈頌中「佛不共德法」一句，即「十八不共佛法」，其詳細內

容如佛經所說，其功德超過一切聲聞地、獨覺地故，彼「十八

不共佛法」的施設建立應當知道：

10 大正藏本缺「首」字，今依藏要本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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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來無誤失業」，謂如來常用戒定慧修養其身，故身業

無失，即沒有染污的誤犯過失故。

二、「無卒暴音」，「卒暴」即急促躁暴，指如來沒有染污的

高笑及急躁音聲，是故口業無失。

三、「無忘失念」，謂如來沒有染污久作久說而不隨念故，由

於佛修諸甚深之禪定，心不散亂，故於念無失。

四、「無不定心」，指如來於一切威儀行住坐臥等中不離作意

等持，恒時隨定力而生起，故無不定的散亂心。

五、「無種種想」，如來於流轉生死及寂滅涅槃中，證得無分

別、無差別智故，故不住二邊，無有種種不同的分別想。

六、「無不擇已捨」，謂如來不會思擇了知眾生根機已而捨棄

作種種有情的利益事故。

七、「欲無退」，「無退」指無退減，謂如來證得所知障清淨

故，常欲度諸眾生，心無厭足，故名欲無退。

如「欲無退」，如是：

八、「正勤無退」，精進無退減，常度一切眾生，無有休息，

是名正勤無退。

九、「念無退」，佛於三世諸佛之法，一切智慧，相應滿足，

無有退轉，是名念無退。

十、「等持無退」，佛於無量禪定之法能入住出具足，無有退

轉，是名等持無退。

十一、「慧無退」，佛具一切智慧，無量無際不可盡，故名慧

無退。

十、「等持無退」，佛於無量禪定之法能入、住、出具足，無

有退轉，是名等持無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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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解脫解脫智見無退」應知，佛遠離一切執著，具二種

解脫，謂一切煩惱淨盡而無餘的解脫，又佛於一切解脫

中，知見明了，分別無礙，是名解脫解脫知見無退。

十三、「於過去世無著無礙智」，謂如來欲作意頃，則悉能知

過去世所有一切種法而無著無礙。

如於「過去」，如是：

十四、「於未來無著無礙智」，如來欲作意頃，則悉能知未來

世所有一切種法而無著無礙。

十五、「於現在無著無礙智」，如來欲作意頃，則悉能知現在

世所有一切種法而無著無礙。如是三世無礙應知。

十六、「如來一切身業智」為導首，如來的一切身業隨智慧而

行，由智為主導攝受眾生，於一切時善巧方便教化故。

如「身業」的情況，如是十七的「語業」、十八的「意業」，

應知亦是隨智慧而行，由智為主導發起攝受眾生的種種方便。

3.9.3.4 一切種妙智

「一切種妙智」者，謂證得如來最極清淨智斷故，謂於染

污清淨二法一切種、數、相差別中無礙智性及彼相應等持

諸心、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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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復如來住無漏界，為作一切有情所作事故，於十方土示

佛生有、現身、言說、心有所行、有所宣說、成等正覺、

轉妙法輪、入大寂滅無礙智性，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

法，是亦名為一切種妙智。

「一切種妙智」，即證得如來最極清淨的智斷故，於染污清淨

二法的一切種、一切數、一切相的差別中具有無礙智性及彼相

應等持諸心、心法。

又復如來安住無漏界，為作一切有情所應作的化度事故，於十

方國土示佛的生有、現身、言說、心有所行、有所宣說、成等

正覺、轉妙法輪、入大寂滅無礙智性等「八相成道」的成佛過

程，及彼相應等持諸心、心法，這亦名為「一切種妙智」。

3.9.4 結略釋諸佛功德

又「相」、「好」等諸佛功德，為釋經義，略已示現，若

廣分別，如〈菩薩地〉應知。

又「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諸佛功德，為釋經義，簡略

地已作示現，若作詳細分析，則如〈菩薩地〉(《瑜伽師地論》

卷49)中所說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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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九事總分別  

4.1 舉頌總攝九事的關係

如是已別說「九事」。「總分別」今當說。頌曰：

當知前九事，初為二所依，次二後六種，攝雜染、清淨。 

這樣已各別解說「九事」。「總分別」，即總括地解說，現今

當說九事的總體關係。

第二十一頌總攝前述九事的關係，「初為二所依」，「初」即

一切事，為雜染所依及清淨所依，即將宇宙萬法劃分為雜染及

清淨兩方面。「次二後六種」，「次二」接著是雜染的二事，

指界事及雜染事，「後六種」即其後清淨的六事，包括諦事、

依止事、覺分事、補特伽羅事、果事、諸功德事。如下表所

示：

  k界事

                    雜染所依   

  l雜染事

   爲j一切事  

  m諦事

  n依止事

                    清淨所依 o覺分事

  p補特伽羅事

  q果事

  r諸功德事



269卷 四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四

4.1.1 明雜染所依所攝事

染依、差別故。         

 

第二十二頌的首句「染依、差別故」，「染依」意謂雜染之所

依，即界事，「差別」指雜染之不同種類，即雜染事。

4.1.2 明清淨所依所攝事

     

清淨所緣故，心不流散故，正修方便故。    

 

第二十二頌的次句是「清淨所緣故」，指清淨的所緣境界故，

即諦事。

第二十二頌的第三句是「心不流散故」，意謂心不會流散而專

注於所緣境，即依止事。

第二十二頌的第四句是「正修方便故」，即依照正確的方法修

習而得清淨無漏智，即覺分事。

彼位差別故，言說等因故，彼果、功德故，數、次第唯

爾。  

第二十三頌的首句「彼位差別故」及次句的「言說等因故」，

即補特伽羅事，依聖者修證所得而有不同階位，故隨順世間言

說而建立聖者及凡夫的分別。

第二十三頌的第三句是「彼果、功德故」，「彼果」即斷諸煩



270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惱事的解脫果，「功德」即諸聖者的功德事。

第二十三頌的第四句是「數、次第唯爾」，即其數及次第亦決

定只是如此。

4.2 釋頌義

論曰：

「前九事」中，「初」一切事「為二所依」：一、雜染所

依，二、清淨所依。

由「次二」事「攝諸雜染」：一、由「界」事，二、由「雜

染」事。

由「後六」事「攝諸清淨」：一、由「諦」事，二、由「依

止」事，三、由「覺分」事，四、由「眾生」事，五、由

「果」事，六、由「功德」事。

論文解釋偈頌的含義：

「前九事」中，「初」一切事「為二所依」：一、雜染所依，

二、清淨所依。

由「次二」事「攝諸雜染」：一、由「界」事，二、由「雜

染」事。

由「後六」事「攝諸清淨」：一、由「諦」事，二、由「依

止」事，三、由「覺分」事，四、由「眾生」(補特伽羅)事，

五、由「果」事，六、由「功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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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種事攝雜染中，「雜染所依」故、「雜染差別」故。

由六種事攝清淨中，

「清淨境界」故。

於境界中「心不流散故」，由不散亂於所緣境正方便故。

正方便者，「位差別故」及「言說等因故」，「正方便果

故」，「彼果、功德故」。

此中，「位差別故，言說等因故」，此二建立「眾生」事

應知。

「言說等因故」者，為言說易故，為隨順世間故，為避怖

畏故，為令信知自他功德、過惡成就故。

由是因緣，此九種事，「數」決定及「次第」決定應知。

「由二種事攝雜染中」，以二種事包攝「雜染」中的「雜染所

依」及「雜染差別」，即「界」事、「雜染」事。

「由六種事攝清淨中」，以六種事包攝「清淨」中的「諦」

事、「依止」事、「覺分」事、「眾生」事、「果」事，「功

德」事。

「清淨境界故」，指清淨所依中的「清淨境界」，即諦事。

「於境界中心不流散故」，即依止事，由不散亂於所緣境有正

方便故。

正方便者，包括「位差別故」及「言說等因故」，「正方便果

故」，「彼果、功德故」。

其中的「(正行階)位差別故，言說等因故」，此二建立「眾

生」(補特伽羅)事應知。

所謂「言說等因故」，為言說易解故，為隨順世間眾生故，為



272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避免眾生怖畏故，為令眾生信知自他的功德、過惡成就故，由

此建立「覺分」事、「果」事，「功德」事。

由於這些緣故，此九種事，「數」目決定及「次第」決定應當

知道。

5. 思量九事之方便 

　 

為欲思量如此九事，復應廣說。

為欲思量這些九事，又應詳細地解說。

5.1 由二種攝九事無量差別

頌曰：欲思量無量   諸問答差別，由諸佛語言  事與想攝

故。 

頌二十四說「欲思量無量諸問答差別」，為欲思量佛經中無量

不同的問答，這些不同的問答是「由諸佛語言事與想攝故」，

所謂「語言事攝」，是由諸佛依種種語言概念作出不同分類的

法門，所謂「語言想攝」，是由諸佛以攝頌合集法義及區分不

同範疇來解說種種法相。

論曰：

「若欲思量如上九事無量問答差別」者，由「二種攝」故

應可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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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一切佛語言事攝故；

二、由一切佛語言想攝故。

論文解釋偈頌的含義，如果欲思量上述九事中無量的不同問答

討論，可由「二種攝」故應可作思量：第一種是「由一切佛語

言事攝故」；第二種是「由一切佛語言想攝故」。

所謂「語言事攝」，「事」即事義，指經律論三藏中施設建立

不同義理，又義理所依之實際體事，故立事名。

所謂「語言想攝」，「想」是想心所，於境取像，安立境物的

界限而隨起種種名言，由於名言語句皆從「想」而產生，聖教

所詮釋的道理亦依想而攝種種義，如諸蘊、界、處、緣起、處

非處、根、諦等。11  

此中，「一切佛語言事攝」者，謂由三種經應知：

一、由《增十經》。

二、由《廣義經》。

三、由《集異門經》。

這裡的「一切佛語言事攝」，即由三種經應該知道：

11 見《瑜伽論記》卷5：「三藏攝事施設建立。事謂事義，謂經律
論義差別故。又是諸所論義所依之體事，故立事名。……想差別
施設者，謂能詮名。由名句文皆從想生，故名稱想。……聖教義
想者，謂諸聖教所詮之義，能攝聖教。」(大正藏42，4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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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是由《增十經》，即《增一阿含經》，其內容依增數

法，將各小經分類輯集，從一法分類、二法分類，順次增至十

一法分類。

第二種是由《廣義經》，此經詳細分析蘊、界、處、緣起、諦

等教理，包攝一切境相，及能順應眾生的根機而施設。12 

第三種是由《集異門經》，此即玄奘法師譯的《阿毗達磨集異

門足論》，為阿毗達磨六足論之一。此論內容敘述舍利弗結集

教法及戒律，目的是使佛滅後無異論，避免諍論，故闡明一法

至十法的法門。

「一切佛語言想攝」者，由四種「嗢拖南伽他」。

「嗢拖南」是梵語uddāna的音譯，或作「嗢拕喃」，意譯集

施。至於「伽他」，是梵語gāthā的音譯，又作「伽陀」，意譯

為偈頌、諷頌、孤起頌等，為十二分教中韻文形式的體裁。「嗢

拖南伽他」，意指以合集法義的偈頌，施於眾生，而作饒益。

「一切佛語言想攝」是由四種「嗢拖南伽他」來作想差別，見

下文第二十五頌至第二十八頌所包攝三慧的不同範疇事相。初

嗢拖南即第二十五頌，有十二門，第二嗢拖南即第二十六頌，

12 《瑜伽師地論釋》卷1：「《廣義經》中說蘊、界、處、緣起、
諦等，皆名瑜伽，攝一切境，順機宜故。」(大正藏30，88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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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四門，此二嗢拖南闡釋聞所成慧的性質內容。第三嗢拖南

即第二十七頌，有九門，闡釋思所成慧的性質內容。第四嗢拖

南即第二十八頌，有十門，闡釋修所成慧的性質內容。13 

5.2 四嗢拖南所攝之三慧

何者為四？

頌曰： 句、迷惑、戲論， 住、真實、淨、妙，

 寂靜、性、道理， 假施設、現觀。  

 方所、位、分別， 作、執持、增、減，

 闇、語、所覺、上， 遠離、轉、藏護。

 簡擇與現行， 睡眠及相屬，

 諸相攝、相應，　　    說、任持、次第。

 所作、境、瑜伽， 奢摩他與觀，

 諸作意、教授， 德、菩提，聖教。

第二十五頌至第二十八頌共四首頌，即是那四種「嗢拖南」，

其中的第二十五頌至第二十六頌闡釋聞所成慧，第二十七頌闡

13 《瑜伽論記》卷5：「想差別中，有四嗢拕喃。初嗢拕喃有十二
門。第二嗢拕喃有十四門。第三嗢拕南有九門。第四嗢拕喃有十
門。」(大正藏42，4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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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思所成慧，第二十八頌闡釋修所成慧。這四首頌只列舉三慧

所涉及的名相，沒有詳細的解釋，有些名相已於前文有所釋

述，故不再作解釋；有些名相未有釋述，則會略作解釋。

聞思修三慧是三種簡擇事理之精神作用，由聽聞、思惟、修禪

定而成就的智慧，如《大毗婆沙論》卷42說：「若於三藏十

二分教，受持、轉讀、究竟流布，是生得慧。依此發生聞所成

慧，依此發生思所成慧，依此發生修所成慧，此斷煩惱證得涅

槃。」14，可見修道證果，聞思修是必要的次第，即先聽聞受

持經教，思維佛法道理，進而修習止觀，三乘行者皆須修得三

慧，方能證覺解脫。

聞所成慧，梵文śruta-mayī prajñā，聞即聽聞，慧是揀擇，於

善知識處聞知三藏十二分教，由聞慧如理聽受抉擇，養成正

見，是依見聞經教而生之智慧，但因未了解佛法的真實意趣，

故不能證覺解脫。

思所成慧，梵文cintā-mayī prajñā，對於所聞的佛法義理，思

維抉擇，不僅能明白經文的意義，亦能深入瞭知佛理的意趣，

此由思維道理而生之慧，故稱思所成慧。

修所成慧，梵文bhāvanā-mayī prajñā，依聞思二慧所了知的道

理修行，由修習而生之慧，能深入了解經教的意趣，親證所知

的義理而得解脫。

14 《大毗婆沙論》，大正藏27，2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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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慧指對佛法的正確理解，思慧指對佛法的正確思考，修慧指

由禪定引發的有漏不無漏慧。可見聞慧與思慧，為引發修習止

觀的因緣條件，但仍未能與定心相應，亦未能斷除煩惱，根據

《瑜伽師地論》卷28：「聞思所成唯是有漏，修所成者通漏無
漏」15，故必須修習止觀，成就修慧才能斷惑證理。

5.2.1 釋聞所成慧

論曰：

「句」者，所謂六處、無量境界、無量方所、無量時節。

論文解釋第二十五頌的「句」如下：

依《瑜伽論記》卷5解：「『句』謂六內處等者，詮法『自
性』名『名』，詮法『差別』稱『句』，今詮法差別，是故名

『句』。以寬攝狹，名在其中。」16所謂「句」者，指具詮釋

意義的語句，即六處、無量境界、無量方所、無量時節等句。

「所謂六處」，「六處」即六內處的眼等六根，「名」是詮表

一法的「自性」，即自身的本質特性。以「眼根」為例，「眼

根」之名，詮表地水火風四大種所造的視覺神經，是眼識生起

之所依，能取顏色形相的境物，故「名」能詮顯物事。「句」

是詮釋一法的「差別」，即不同的狀況，如「眼根取色境」、

15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30，442a。
16 大正藏42，403b。

聞慧指對佛法的正確理解，思慧指對佛法的正確思考，修慧指

由禪定引發的有漏及無漏慧。可見聞慧與思慧，為引發修習止

觀的因緣條件，但仍未能與定心相應，亦未能斷除煩惱，根據

《瑜伽師地論》卷28：「聞思所成唯是有漏，修所成者通漏、
無漏」15，故必須修習止觀，成就修慧才能斷惑證理。



278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眼根是色法」等句。由於「差別」的「句」詮義較寬，以寬

能包攝狹，因此「名」已包含於「句」中。

「無量境界、無量方所、無量時節」指無量境界在十方處所及

三世的時分，故言無量。

復有三界：(一)欲界、(二)色界、(三)無色界。

復有三界：(一)小千世界、(二)中千世界、(三)大千世界。

復有四輩(此處只說男子四眾)17：(一)在家輩、(二)出家

輩、(三)鄔波索迦(upāsaka，指近事男、男居士)輩、(四)

非人輩。

復有三受：謂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

復有三世：謂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

復有三寶：謂佛寶、法寶、僧寶。

復有三法：謂善法、不善法、無記法。

17 《瑜伽論記》卷5：「四眾中，唯明男子四眾，無鄔波斯迦
(upāsikā，近事女、女居士)。」(大正藏42，403c)



279卷 四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四

復有三種雜染：謂煩惱雜染、業雜染、生雜染。

復有四聖諦：謂苦、集、滅、道。

復有九次第定：謂初靜慮乃至滅受想定。

復有三十七菩提分法：謂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

支、道支。

復有四種沙門果：謂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最勝阿羅

漢果。

復有眾多最勝功德：謂無量、解脫、勝處、遍處、無諍、

願智、無礙辯、六神通等。

復依廣(大)乘有五種事：18 

(一) 相(nimitta，依因緣而生所呈現各種相狀之有為法，

為一切言說所依處)。

18 《顯揚聖教論》卷6：
「相者，若略說，謂一切言說所依處。
名者，謂於諸相中依增語(而假立)。
分別者，謂三界所攝諸心、心法。
真如者，謂法無我所顯、聖智所行、一切言說所不依處。
正智者，略有二種：一、唯出世間。二、世間出世間。」(大正藏
31，5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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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名(nāma，就現象界有為法所立之假名)。

(三) 分別(vikalpa，由相、名二法所起的三界所攝諸心、

心法)。

(四) 真如(bhūtatathatā，法無我所顯的真實)。

(五) 正智(samyagjñāna，聲聞、獨覺、諸菩薩等通達真如

的出世間智及五明等世間智)。

復有二種空性：(一)眾生空性(即人空)、(二)法空性(即法

空)。

復有二種無我性：(一)眾生無我性(即人無我性)、(二)法無

我性。

復有遠離二邊處中之行：謂遠離增益邊及損減邊(即不增

不減的中道)。

復有四種真實：

(一) 世間所成(loka-prasiddha，又作「世間極成真實」，

即一般世間所共同認定者，如自古以來見火則稱火而

不言水，此乃由名言決定而自他共同認定之真實) 。

(二) 道理所成(yukti-prasiddha，又作「道理極成真實」，

即世間一切智者，以現量、比量、聖教量等隨宜方便

造書而建立之證成道理) 。

(三) 煩惱障淨智所行處(kleśāvaraṇa-viśuddhi-jñāna-
gocara，又作「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即一切聲

聞、獨覺以無漏之方便加行智、正智、後得世間智所

行之境界，能破除煩惱障，得智清淨及證得無礙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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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名(nāma，就現象界有為法所立之假名)。

(三) 分別(vikalpa，由相、名二法所起的三界所攝諸心、

心法)。

(四) 真如(bhūtatathatā，法無我所顯的真實)。

(五) 正智(samyagjñāna，聲聞、獨覺、諸菩薩等通達真如

的出世間智及五明等世間智)。

復有二種空性：(一)眾生空性(即人空)、(二)法空性(即法

空)。

復有二種無我性：(一)眾生無我性(即人無我性)、(二)法無

我性。

復有遠離二邊處中之行：謂遠離增益邊及損減邊(即不增

不減的中道)。

復有四種真實：

(一) 世間所成(loka-prasiddha，又作「世間極成真實」，

即一般世間所共同認定者，如自古以來見火則稱火而

不言水，此乃由名言決定而自他共同認定之真實) 。

(二) 道理所成(yukti-prasiddha，又作「道理極成真實」，

即世間一切智者，以現量、比量、聖教量等隨宜方便

造書而建立之證成道理) 。

(三) 煩惱障淨智所行處(kleśāvaraṇa-viśuddhi-jñāna-
gocara，又作「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即一切聲

聞、獨覺以無漏之方便加行智、正智、後得世間智所

行之境界，能破除煩惱障，得智清淨及證得無礙智) 。

(五)	正智(samyak-jñāna，聲聞、獨覺、諸菩薩等通達真
如的出世間智及五明等世間智)。

280 顯 揚 聖 教 論 解 讀   第 二 冊

(二) 名(nāma，就現象界有為法所立之假名)。

(三) 分別(vikalpa，由相、名二法所起的三界所攝諸心、

心法)。

(四) 真如(bhūtatathatā，法無我所顯的真實)。

(五) 正智(samyagjñāna，聲聞、獨覺、諸菩薩等通達真如

的出世間智及五明等世間智)。

復有二種空性：(一)眾生空性(即人空)、(二)法空性(即法

空)。

復有二種無我性：(一)眾生無我性(即人無我性)、(二)法無

我性。

復有遠離二邊處中之行：謂遠離增益邊及損減邊(即不增

不減的中道)。

復有四種真實：

(一) 世間所成(loka-prasiddha，又作「世間極成真實」，

即一般世間所共同認定者，如自古以來見火則稱火而

不言水，此乃由名言決定而自他共同認定之真實) 。

(二) 道理所成(yukti-prasiddha，又作「道理極成真實」，

即世間一切智者，以現量、比量、聖教量等隨宜方便

造書而建立之證成道理) 。

(三) 煩惱障淨智所行處(kleśāvaraṇa-viśuddhi-jñāna-
gocara，又作「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即一切聲

聞、獨覺以無漏之方便加行智、正智、後得世間智所

行之境界，能破除煩惱障，得智清淨及證得無礙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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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名(nāma，就現象界有為法所立之假名)。

(三) 分別(vikalpa，由相、名二法所起的三界所攝諸心、

心法)。

(四) 真如(bhūtatathatā，法無我所顯的真實)。

(五) 正智(samyagjñāna，聲聞、獨覺、諸菩薩等通達真如

的出世間智及五明等世間智)。

復有二種空性：(一)眾生空性(即人空)、(二)法空性(即法

空)。

復有二種無我性：(一)眾生無我性(即人無我性)、(二)法無

我性。

復有遠離二邊處中之行：謂遠離增益邊及損減邊(即不增

不減的中道)。

復有四種真實：

(一) 世間所成(loka-prasiddha，又作「世間極成真實」，

即一般世間所共同認定者，如自古以來見火則稱火而

不言水，此乃由名言決定而自他共同認定之真實) 。

(二) 道理所成(yukti-prasiddha，又作「道理極成真實」，

即世間一切智者，以現量、比量、聖教量等隨宜方便

造書而建立之證成道理) 。

(三) 煩惱障淨智所行處(kleśāvaraṇa-viśuddhi-jñāna-
gocara，又作「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即一切聲

聞、獨覺以無漏之方便加行智、正智、後得世間智所

行之境界，能破除煩惱障，得智清淨及證得無礙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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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知障淨智所行處(jñeyāvaraṇa-viśuddhi-jñāna-
gocara，又作「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即佛菩薩解

脫所知障而顯發中道之理，此為真實智所行之境界)。

復有四種尋思：謂名尋思、事尋思、自性假立尋思、差別

假立尋思。

「四尋思」即四種推求理解：

(一) 名尋思(nāma-paryeṣaṇā)，即於名唯見名是名。「名」有

能詮之義，如色、受等諸法之名，指概念的基本內涵、本

質定義為一法的自性，指自身的特有性質，用以規範一

名的意義。先推求「名」，唯是意言(意念中之語言)為本

質，不是離識實在的東西，只是施設名稱來詮表事物，如

生死、涅槃、煩惱、菩提等一一名稱，都不過是識上現起

的名言相，這是名尋思。

(二) 事尋思(vastu-paryeṣaṇā)，即於事唯見事。再以觀察慧推

求依此「名」下所詮之「義」，亦唯是意言為性，無有實

體。名與事是互相觀待而假立的。觀行者應該「尋思」推

察「名」與「事」的性質，以「名」是依「事」而施設的

語言概念；「事」亦依「名」而有所指的意義及相狀，兩

者只是互相觀待而假立的，它們都沒有獨立的實在體性，

所以「名事互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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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性假立尋思(svabhāva-prajñapti-paryeṣaṇā)，即於自性

假立唯見自性假立。再進一步以觀察慧推求探究「名義」

的「自性」，其本質亦唯是意識上的「假立」，如說物質

色法的自性是「變礙」的，即有變化及質礙。

(四) 差別假立尋思(viśesa-prajñapti-paryeṣaṇā)，即於差別假

立唯見差別假立。再進一步以觀察慧推求探究「名義」的

 「差別」，即不同的類別或狀況，亦唯是意識上的「假

立」。如說物質色法之名的自性意義下，其名的差別是色

法可分為「五根」、「五境」、「法處色」等不同類別。

復有四種如實遍智：謂名尋思所引如實遍智、事尋思所引

如實遍智、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遍智、差別假立尋思所

引如實遍智。

「四如實智」是尋思已後獲得的四種正確決定智，證知唯識假

有，似義無實，這裡所說的證悟，是漸次的悟入唯有識性，不

是現觀唯識實性：

(一) 名尋思所引如實智(又名「隨名求如實智」，nāma-eṣaṇā-
āgata-yathā-bhūta-parijñāna)，即如實了知如是名為如是

義乃隨世人於事假立，為令世間眾生起想、起見、起言說

故。若於一切色等想事，不假立色等名者，則無有眾生能

於色等想事起色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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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尋思所引如實智(又名「隨事求如實智」，vastu-eṣaṇā-
āgata-yathā-bhūta-parijñāna)，即觀見一切色等想事，了

知諸法是離言說性、自性不可得。

(三) 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又名「隨自性施設求如實智」，

 svabhāva-prajñapti-eṣaṇā-āgata-yathā-bhūta-parijñāna)，

 即如實通達色等想事中，所有自性假立並非彼事的自性，

只是相似彼事而顯現，故是甚深義所行境界之智。

(四) 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又名「隨差別施設求如實智」，

 viśesa-prajñapti-eṣaṇā-āgata-yathā-bhūta-parijñāna)，即

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差別假立不二之義，也就是彼

諸事差別之「假言自性」及「離言自性」。由勝義諦而

言，無色等之諸法差別；由世俗諦而言，則可區分為有

性、無性；有色、無色；有見、無見等差別假立門，如是

了知真俗相依不二之義。

復有三種自性：(一)遍計所執自性、(二)依他起自性、(三)

圓成實自性。

三自性(tri-svabhāva)是諸法的三種存在性質：19 

19 《顯揚聖教論》卷6：
「遍計所執自體者，謂依名言假立自體，為欲隨順世間言說故。
依他起自體者，謂從緣所生法自體。
圓成實自體者，謂諸法真如、聖智所行、聖智境界、聖智所緣，
為欲證得極清淨故，為令一切相及麁重二縛得解脫故，為欲引發
諸功德故。」(大正藏31，5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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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遍計所執自性(parikalpita-svabhāva)是依名言安立為本
質，它不是有自性的，而是繫屬於語言的範疇，由於其相

是想心所施設安立的名相概念，是隨順世間言說以表詮事

物的共同性質。

(二)	依他起自性(paratantra-svabhāva)是依眾多條件而生起的
事物，緣聚而生，緣散而滅，故屬緣起的範疇，由於只有

從他緣所生的存在狀況，而無自己獨立存在的自性，所以

是相對地真實的狀態。

(三)	圓成實自性(pariniṣpanna-svabhāva)即諸法真如，是諸法
無自性性所顯絕對真實的狀態，亦是殊勝智慧者的清淨所

緣境界。

復有三種無自性性：(一)相無自性性、(二)生無自性性、

(三)勝義無自性性。

又有三種無自性(三無性，trividhā-niḥsvabhāvatā)的存在性
質：

(一)	「 相 無 自 性 性 」 ( 又 名 「 相 無 性 」 ， l a k ṣ a n a -
niḥsvabhāvatā)，此是依「遍計所執自性」而立，從

	 「相」(lakṣana，mark，characteristic)的角度看，它是
由想施設名言概念而有，其相的安立是抽象及分別的，如

色以變壞為相，受以領納為相等等，其語言界定的性質並

不是自性本有的，故名「相無自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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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無自性性」(又名「生無性」，utpatti-niḥsvabhāvatā)，
 此是依「依他起自性」而立，從「生」的角度看，現象世

界的事物是依靠眾緣而出現，並無自己獨立生起的自性，

由於一切法皆是無生，故名「生無自性性」。

(三) 「勝義無自性性」(又名「勝義無性」，paramārtha-
niḥsvabhāvatā)，「勝義」指殊勝智慧所證見的真實境，

此是依「圓成實自性」而立，從「勝義」的角度看，由遠

離遍計所執的我法，諸法的「法無我性」之理被顯現出

來，這是因為「勝義無自性性」永遠住於法性，即無生、

無滅、本來寂靜，及不被煩惱所染故。

復有五相大菩提：謂自性故、功用故、方便故、轉故、還故。

又有五相大菩提，即無上覺悟的五種相狀：20

20 《瑜伽論記》卷5：  
「『自性』者，《顯揚》第八(《顯揚‧攝淨義品》卷8)云：謂過
二乘所得轉依體。
『功能』者，謂十自在：(一)壽、(二)心、(三)眾具、(四)業、(五)
生、(六)願、(七)勝解、(八)神力、(九)智、(十)法。
『方便』者，謂四種變化：(一)現菩薩行變化，化根未熟者。(二)
現如來變化，化根已熟者。(三)現攝聲聞變化。(四)現調伏獨覺變
化。
『轉』者有二：(一)暫時，於諸有情未解脫，成如來教化，轉不
休息。(二)究竟，佛難思德，為諸有情作利益事，流轉不息。
『還』者，彼(《顯揚‧攝淨義品》卷8)論名『滅』，還涅槃故。
此亦有二：(一)暫時，於已解脫有情，佛暫示現入般涅槃。(二)究
竟，謂煩惱習氣及苦永滅。」(大正藏42，40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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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性故」，無上覺悟的本質是超過二乘所得的轉依

(āśraya-parāvṛtti)，由修聖道而斷滅一切煩惱障及所知

障，證得涅槃、菩提之果，此二果即佛所成就的轉依果。

(二) 「功用故」，功用即功能，得大菩提有十種自在：(1)壽

自在。(2)心自在，以智慧方便調伏自心，能入無量諸大

三昧。(3)眾具自在，飲食等諸資生具隨意所樂，能積集

故。(4)業自在。(5)生自在。(6)願自在。(7)勝解自在。(8)

神力自在。(9)智自在。(10)法自在，於諸法中，廣能演說

無邊法門，無障無礙。

(三) 「方便故」，方便即手段，指化度眾生時所展現的四種變

化：(1)現菩薩行變化，化度根機未成熟者。(2)現如來變

化，化度根機已成熟者。(3)現攝受聲聞變化。(4)現調伏獨

覺變化。

(四) 「轉故」，「轉」是流轉生死，此有二種：(1)暫時轉，於

未解脫的諸有情，成就如來教化轉不休息。(2)究竟轉，佛

有難可思議的恩德，為諸有情作利益事故永遠流轉不息。

(五) 「還故」，「還」是還滅，指解脫入涅槃，此有二種：(1)

暫時還，於已解脫的有情，佛暫示現入般涅槃。(2)究竟

還，即煩惱習氣及苦果永滅。

復有五種大乘：(一)種子、(二)趣入、(三)次第、(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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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五)正轉果，謂最初發心故，於諸有情起大悲故、波

羅蜜多故、攝事故、自他相續成熟故。

又有五種大乘，先列舉(一)種子、(二)趣入、(三)次第、(四)正

轉、(五)正轉果，然後相配最初發心故，於諸有情起大悲故、

波羅蜜多故、攝事故、自他相續成熟故，其關係如下：21 

(一) 種子，即最初發大菩提心故，由有成就菩薩種姓的無漏種

子故。

(二) 趣入，於諸有情起大悲故，由利益眾生故趣入菩提的求

證。

(三) 次第，是十地的修行次第，圓滿十種波羅蜜多(pāramitā，

到彼岸)的菩薩大行，能成就一切自利化他之事故。

(四) 正轉，四攝等攝眾生事，是大乘正行的攝化事業故。

(五) 正轉果，成熟自他相續(saṃtati，五蘊相續所依身)故，是

正行果，由自他二利果以成滿佛德故。

21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6：
「最初發心謂菩提心，由有『種子』。
悲愍有情是『趣入』菩提。
波羅蜜多是諸地『次第』。
攝眾生事是大乘『正行』。
自他相續成就是『正行果』，二利果滿足佛德故。」(大正藏43，
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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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五無量想：(一)有情界無量想、(二)世界無量想、(三)

法界無量想、(四)所調伏界無量想、(五)所調伏方便界無

量想。

又有五無量想，令菩薩能發起一切善巧的作用：22 
(一) 有情界無量想，因為菩薩摩訶薩專意為修習利益眾生行

故。

(二) 世界無量想，世界是諸有情所依的處所，依此得受化度。

(三) 法界無量想，諸有情於眾多不同的世界，由種種法故有染

淨的不同，如善法、不善法、無記法，如是等差別門無

量。

(四) 所調伏界無量想，「所調伏界」即所化度的眾生類別，菩

薩觀察有情中有種姓而能解脫苦，那就是應度化的對象。

22 《顯揚聖教論》卷8：
「問：何故唯略說此五無量？
答：諸菩薩摩訶薩專為修習利眾生行，是故初立『有情界無量』。
是諸有情依於處所可得受化，是故第二立『世界無量』。
是諸有情於多世界由種種法得有染淨差別，是故第三立『法界無
量』。
觀有情中堪能究竟解脫苦者，建立第四『所調伏界無量』。
若諸方便善巧能令有情證於解脫，建立第五『調伏方便界無量』。
是故諸菩薩摩訶薩依是五無量能起一切善巧作用。」(大正藏31，
52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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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所調伏方便界無量想。「所調伏方便界」即所化度的種種

方便善巧，能令有情證於解脫故。

復有真實義隨至，謂於一切無量法中隨至真如及此中

智。23 

又有真實義隨至，即於一切無量法中隨至真如，真如實性遍一

切法，故名「遍至」，「及此中智」，指無分別正智能證得遍

至真如，故名「隨至」。

復有不思議威德信解。24

 

又有不思議威德信解，「信解」即「勝解」，即清淨殊勝清

楚的瞭解，「不思議威德信解」指佛的一切種智，又名一切相

智，具瞭知一切種種法之殊勝智慧，故名不可思議威德勝解。

復有無障礙智。25 

又有無障礙智，亦是指佛的一切種智無所障礙故。

23 《瑜伽論記》卷5：「真實義隨至真如及智者，謂真如遍一切法，
故言『遍至』。又無分別正智亦緣遍至真如，故名『隨至』。」

 (大正藏42，404a)
24 《瑜伽論記》卷5：「又佛種智名不可思議威德勝解、無障礙

智。」(大正藏42，404a)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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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及八十種隨形好。

復有四種一切相清淨、十力、四無所畏、三念住、三不護、

大悲、無忘失法、永斷習氣、一切種妙智，如上所說。

略唯二種：(一)聲聞乘中所釋句、(二)大乘中所釋句。

若簡略地總括佛經中的句，只有二種：

(一) 聲聞乘中所釋句，即聲聞乘法義中所詮釋的語句。

(二) 大乘中所釋句，即菩薩乘法義中所詮釋的語句。

論文解釋偈第二十五頌的「迷惑」如下：

「迷惑」者，謂四顛倒：(一)於無常中計常顛倒、(二)於

苦中計樂顛倒、(三)於不淨中計淨顛倒、(四)於無我中計

我顛倒。

論文解釋偈第二十五頌的「戲論」如下：

「戲論」者，謂諸煩惱及雜煩惱諸蘊。

戲論是梵語prapañca的意譯，包括：(一)貪愛，(二)我慢，(三)

諸見，26 即諸煩惱及雜有煩惱的五蘊。

26 《佛性論》卷3︰「戲論有三︰(一)貪愛，(二)我慢，(三)諸見。」
 (大正藏31，8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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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解釋偈第二十五頌的「住」如下：

「住」者，謂四識住及七識住。

住有兩義：

(一) 四識住(catasraḥ vijñāna-sthitayaḥ)，包括：一、色識住。

二、受識住。三、想識住。四、行識住。五蘊的識蘊中的意

識，住著於色蘊的六境，感受六境的受蘊，取像六境的想蘊，

取捨六境的行蘊，故名識住。此四蘊是識的所依及所著處，而

使識起，因識喜愛住著於其中，故名為識住。如見某一眾生，

先依其人明顯的色蘊作辨識，然後由受蘊感覺其貴賤苦樂的狀

況，接著是由想蘊知其人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種類等，再由

行蘊顯其人是愚癡、聰慧等，後由識蘊知其人對於自己的利害

關係、影響等差別。27 

(二)七識住(sapta vijñāna-sthitayaḥ)，三界有情心識所樂著的

七種境界。包括欲界人天，色界的前三靜慮，及無色界的前三

處，名之為第一識住乃至第七識住。由諸惡趣有重苦受而不樂

27 《顯揚論》卷5：「由識住故者，謂四識住，由彼次第起能住
識。
由顯了故者，謂見補特伽羅已，先記識其色，是故先說色蘊。
次由受蘊顯彼貴賤苦樂。
次由想蘊顯彼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種類等。
次由行蘊顯彼如是愚癡、如是聰慧。
後由識蘊顯彼內我差別。」(大正藏31，506a)

27 《顯揚聖教論》卷5：「由識住故者，謂四識住，由彼次第起能
住識。
由顯了故者，謂見補特伽羅已，先記識其色，是故先說色蘊。
次由受蘊顯彼貴賤苦樂。
次由想蘊顯彼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種類等。
次由行蘊顯彼如是愚癡、如是聰慧。
後由識蘊顯彼內我差別。」(大正藏31，5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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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第四靜慮有無想定及無想事，有頂天有滅盡定，凡此皆於

識有損，使之不得相續，故不名識住。

「真實」者，謂真如及四聖諦。

「淨」者，謂三種淨性：(一)自體淨性、(二)境界淨性、

(三)階位淨性。

「淨」即三種淨性：28 

(一) 自體淨性，指凡夫未見道前的真如自體清淨性，也就是本

來自性清淨涅槃的本質，即住於本來清淨的法性，名為自

性真如。

(二) 境界淨性，指凡夫正住在修道中，由能引出淨智所證得的

真實所緣，名為境界清淨。

(三) 階位淨性，由見道位後，歷修至無學的佛果位，地地熏修

而成無垢性，即無垢真如，是修所得的清淨性。

28 《瑜伽論記》卷5：
「三清淨性：
一、自體清淨性者，道前真如自體清淨，猶是自性住性。
二、境界清淨性者，住在道中，則是引出性，是證智所緣，名境
界清淨。
三、分位清淨性者，則是道後至得果性，謂無垢如。」(大正藏42，
4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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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者，所謂三寶處勝建立，故名為妙。

「妙」即於佛、法、僧三寶處建立殊勝實理、淨德、堪能之淨

信，故名為妙。

「寂靜」者，謂自善法欲乃至一切菩提分法及所證果，皆

名寂靜。

「寂靜」即自善法欲，於上解脫希求欲證，乃至一切菩提分法

及所證聖果，皆名寂靜。

「性」者，謂諸法相，若自相、若共相、若假立相、若因

相、若果相，總名為性。

「性」即諸法相，不論是自相(自身不同於他法的特殊性質)、

共相(自身相同於他法的共同性質)、假立相(安立界定一法的性

質)、因相(成就一法的相應因緣條件)、果相(各種相關的因緣條

件所成就的結果)，總名為性。

「道理」者，謂諸緣起及四道理。

「道理」包括諸緣起法則及四道理：

(一) 觀待道理(apekṣā-yukti，reasoning in respect of relativity)，

 即各種現象須依待眾多條件因緣而生起，譬如發芽，須待

種子、水土、陽光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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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用道理(kārya-kāraṇa-yukti，reasoning in respect of 
causal efficacy)，譬如眼等諸根為眼識等之「所依」而有

各種感覺作用，色等諸境為眼識等之「所緣」而有不同的

作用。

(三) 證成道理(upapatti-sādhana-yukti，reasoning in respect of 
proof based on reasons)，謂由現量、比量及聖教量而證明

成立之道理。

(四) 法爾道理(dharmatā-yukti， reasoning in respect of natural 
conditions of things)，指本來存在於法界之自然道理。

「假施設」者，謂唯於「法」(諸蘊 )假立眾生及唯於

「相」(特質、相貌)假立諸法。

「現觀」者，謂六種現觀，如〈成現觀品〉當說。

《顯揚論》卷17之〈成現觀品〉解：29 

「當知現觀差別復有六種：一、思現觀，二、信現觀，三、戒

現觀，四、現觀智諦現觀，五、現觀邊智諦現觀，六、究竟現

觀。

問： 思現觀以何為體？

答：以上品思所生慧為體，或此俱行菩提分法為體。

29 大正藏31，562c。

《顯揚聖教論》卷17之〈成現觀品〉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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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信現觀以何為體？

答：以上品世出世緣三寶淨信為體，或此俱行菩提分法為體。

問： 戒現觀以何為體？

答：以聖所愛身語等業為體，或此俱行菩提分法為體。

問： 現觀智諦現觀以何為體？

答：以緣『非安立諦』(非語言概念的)聖慧為體，或此俱行菩

提分法為體。

問： 現觀邊智諦現觀以何為體？

答：以緣『安立諦』(語言概念的)聖慧為體，或此俱行菩提分

法為體。

問： 究竟現觀以何為體？

答：以盡智、無生智等為體，或此俱行菩提分法為體。」

論文已解釋了第二十五頌的內容。以下是第二十六頌的內容。

「方所」 (方向處所)者，所謂色蘊。

「位」 (階位、情況)者，所謂受蘊。

「分別」者，所謂想蘊。

「作」(造作)者，謂諸行蘊。

「執持」者，所謂識蘊。

「增」者，此有二種應知：(一)煩惱增、(二)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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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增，「減」亦二種，謂煩惱減、業減。

「闇」30 者，謂無明、疑。

「語」者，謂十二分語趣(十二分教)，說名為語。31 

「所覺」者，謂種種所說法義(十二分教言音所說之義)，名為

所覺。

「上」者，謂沙門果(修沙門行所得的四果，包括預流果、一來

果、不還果、阿羅漢果)。

「遠離」者，謂五種遠離：(一)惡行遠離、(二)婬欲遠離、(三)

眾具(飲食等諸資生具)遠離、(四)聚會遠離、(五)煩惱遠離。

「轉」 (起)者，所謂三界及與五趣。

「藏護」者，所謂戀過去、希未來、著現在(喜樂愛著彼阿梨

耶[ālaya-vijñāna，即阿賴耶識])。32 

30 「闇」於《瑜伽師地論》作「冥」，參見大正藏30，346a。
31 「語」於《瑜伽師地論》作「言」，謂如來十二分教，參見大正

藏30，346a。
32 《瑜伽論記》卷5：「藏護者，景云：謂則喜樂愛習著彼阿梨

耶。」(大正藏42，404a)

「轉」者，所謂三界及與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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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闡釋了第二十五頌及第二十六頌有關聞所成慧應了知的要

項。

5.2.2 釋思所成慧

「簡擇」者，

所謂一行、順前句、順後句、四句33、無事句；

色法非色法、有見無見、有對無對、有漏無漏、有為無

為、有諍無諍、有味著無味著、依耽嗜依出離、世間出世

間、攝屬不攝屬、內外、麁細、勝劣、遠近、有所緣無所

緣、相應不相應、有行無行、有所依無所依、因非因、果

非果、異熟非異熟、有因無因、有果無果、有異熟無異

熟、有執受無執受、四大種造非四大種造、同分彼同分、

有上無上；

過去未來現在、善不善無記、欲繫色繫無色繫、學無學非

學非無學、見斷修斷無斷。

論文解釋第二十七頌有關思所成慧的各種要項，先解「簡擇」

如下：

「簡擇」於《瑜伽師地論》作「思擇」。主要分為句、義的思

擇。

「句差別思擇」中包括一行、順前句、順後句、四句、無事句；

33 大正藏版為「事句」，今依藏要本改為「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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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差別思擇」謂應當思擇無量諸法。

阿毘達磨的論典經常採用對論形式作為種種義理門的分析。其

中一個重要的方法是以不同的「句」(pāda)回答命題(指一個可

以判斷真假的陳述語句)的問題： 

「一行」是以一法與餘法一一互相問，然後以第二法與餘法

互相問，此是關於數個「法」之間的關係，對於一組特定的

「法」，A、B、C、D等，這方法首先考察A與B、A與C、A
與D之間的關係；之後是B與C、B與D之間的關係等。舉例如

下：34 

(i)  若於此事有「愛結」繫(A )，亦有「恚結」繫(B )耶？

 (A⊃B ?)

答：若於此事有「恚結」繫，必有「愛結」繫。

 或有「愛結」繫，無「恚結」繫，謂於色、無色界法，有

「愛結」未斷。

(ii)  若 於 此 事 有 「 愛 結 」 繫 ( A ) ， 亦 有 「 慢 結 」 繫 ( C )

耶？(A⊃C?)

答：如是。

 設有「慢結」繫，復有「愛結」繫耶？(C⊃A ?)

 答：如是。

34 《阿毘達磨發智論》卷3，大正藏27，933c-9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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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若於此事有「愛結」繫( A )，亦有「無明結」繫( D )

耶？(A⊃D?)

答：若於此事有「愛結」繫，必有「無明結」繫。

 或有「無明結」繫，無「愛結」繫，謂［在現證四諦的過

程中］苦智已生，集智未生，於見苦所斷法，有見集所斷

「無明結」未斷。

以上是「一行」的反復互相詢問的法式。

至於「順前句」及「順後句」，則隨取二法，更互相問。

如問：若p是真，q亦是真？不論是p或q，都是可判斷真假的陳

述句(statement)。回答可以是兩種：

(i) 「p是真，但q不是」―「順前句」(pūrva-pādaka)，這答

案只肯定問題的前部份；

(ii) 「q是真，但p不是」―「順後句」(paścāt-pādaka)，這答

案只肯定問題的後部份。

「順前句者，謂於諸法中隨取二法更互相問，依止前法以答所

問。

如有問言：若智亦所知耶？(p，前句。)設所知亦智耶？(q，後

句。)

此應作順前句答：諸智亦所知。有所知非智，謂餘法(如慢)。(p
是真，但q不是。) 」35  

35 《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5，大正藏31，76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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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後句者，謂即二法展轉相問，依止後法以答所問。

如有問言：若所取亦能取耶？(p，前句。)設能取亦所取

耶？(q，後句。)

此應作順後句答：諸能取亦所取。有所取非能取，謂色等五境

及法處。(q是真，但p不是。) 」36 

「 四 句 」 是 對 於 任 何 一 個 問 題 可 有 四 種 不 同 的 回 答 ( 四

句，catuṣ-koṭi，tetralemma，又稱四句分別)：

(i)  p是真，q非真 (p．～q)

(ii)  q是真，p非真 (q．～p)

(iii)  p、q皆是真 (p．q)

(iv)  p、q皆非真 (～p．～q)

至於「四句」的問答法：

「四句者，謂於所問作四句答。

如有問言：若成就眼根，亦(成就)耳根耶？設成就耳根，亦(成

就)眼根耶？

應四句答：

初句(p．～q)，謂聾者(～q，不成就耳根)眼根已生不捨(p，成

就眼根)。

第二句(q．～p)，謂盲者(～p，不成就眼根)耳根已生不捨(q，

成就耳根)。

3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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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p．q)，謂眼(p，成就眼根)、耳根(q，成就耳根)已生不

捨。

第四句(～p．～q)，除上爾所相[如亦盲(～p，不成就眼根)、亦

聾(～q，不成就耳根)]。」37 

至於「無事句」的問答法：

「無事句：若(p、q)無寬狹，作無事句答。

如煖所緣境(觀境空)即頂所緣(觀境空)耶？答：如是。」38 

又有「色法非色法、有見無見、有對無對、有漏無漏、有為無

為、有諍無諍、有味著無味著、依耽嗜依出離、世間出世間、

攝屬不攝屬、內外、麁細、勝劣、遠近、有所緣無所緣、相應

不相應、有行無行、有所依無所依、因非因、果非果、異熟非

異熟、有因無因、有果無果、有異熟無異熟、有執受無執受、

四大種造非四大種造，有上無上。」這些是二分法。

「同分彼同分」：佛家分別十八界，有同分、彼同分之二門。

根境識三者，互相交涉而作各別的作用稱為「同分」(sabhāga)，
不互相交涉而作用者稱為「彼同分」(tat-sabhāga)。例如眼根

取色境，是自業；眼識緣色境，是自業；色境為眼根及眼識所

取，是自業。如是根、境、識相對而作自業的，名為同分；不

37 《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5，大正藏31，768b。
38 《瑜伽論記》卷5，大正藏42，7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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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自己作用的，名為彼同分。39 

又有「過去未來現在、善不善無記、欲繫色繫無色繫、學無學

非學非無學、見斷修斷無斷。」這些是三分法。

這些都是「簡擇」，即應作簡別思擇的方面。

復有四緣：(一)因緣、(二)等無間緣、(三)所緣緣、(四)增

上緣。

諸法對於其它事物有緣藉的勢用，令餘法得生，即就所緣藉

法，名之為「緣」。隨所緣藉之勢用不同，或為主要的「因

緣」，或為輔助的「增上緣」，或為緣慮的「所緣緣」，或為

導引的「等無間緣」，都是某一法得以產生的所需條件。

(一) 「因緣」(hetu-pratyaya)，hetu譯為「因」，有引致、產

生等義，pratyaya 譯為「緣」，有依靠及輔助等義，意謂

條件。對於任一法而言，能直接出生結果者為「因緣」，

故說因有生義，如母生子，是直接或主要的條件。例如榖

39 《阿毘達磨雜集論》卷5：「謂不離識彼相似根，於境相續生
故；離識自相似相續生故，是同分、彼同分義。
初是同分，諸根與識俱、識相似，於諸境界相續生故，由根與識
相似轉義，說名同分。
第二是彼同分，諸根離識，自類相似相續生故，由根不與識合，
唯自體相似相續生根，相相似義，說名彼同分。」(大正藏31，
715c-716a)

第二是彼同分，諸根離識，自類相似相續生故，由根不與識合，
唯自體相似相續生，根相相似義，說名彼同分。」(大正藏31，
715c-7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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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是榖得以生起的原因，所以種子為榖的因緣。「因緣」

可視為一切精神與物質現象的成因。

(二) 「等無間緣」(samanantara-pratyaya，梵字sam是完

全，anantara是沒有間隔)，一切心念的活動，都是前念為

後念生起的條件，前後二念之間完全無間隔地前滅後生地

相續，故前後二念是相互關聯的。以前一瞬間的心念已滅

去為緣，無間地使下一瞬間的心念得以續生，猶如座位，

須有人起於座，才能讓下一位入座。由於前念心滅的避讓

開導而引起後念心之生起，所以有「緣」的意思。等無間

緣一般是指精神活動得以發生的條件之一。

(三) 「所緣緣」(ālambana-pratyaya)，為心、心所的認知的對

象。所緣的梵語ālambana指心識所攀緣的境物，是令致心

識得以生起的基礎，故有「緣」(pratyaya)之意。所緣緣

包括一切法，由於所有事物都具可感性質或相狀，皆可視

為心、心所攀附慮知的對象。如眼識以「色境」作為「所

緣」，耳識以「聲境」作為「所緣」，乃至意識以一切法

為「所緣」。境物不但具有可為心識所了別的形相(所緣)，

 而且其自身有能力牽引感知的活動，因而是引發心、心

所生起的「增上緣」(簡稱為緣)。合「所緣」與「緣」兩

義，別為「所緣緣」一名，以特顯所知對象本身必具的兩

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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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上緣」(adhipati-pratyaya)的範圍最為寬泛。增上的梵

語adhipati有自在、導向之勢及具強力等義。一切有為法

的生起，除了「因緣」等條件外，其餘一切有助於或無礙

於某法的生起，通稱為「增上緣」。如榖除了以榖種為生

起的主因外，還須憑藉陽光、水份、泥土等條件，始能生

長，這些條件概稱為「增上緣」。

復有四依：(一)依法不依眾生、(二)依義不依文、(三)依了

義經不依不了義經、(四)依智不依識。

復有四無量；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遍覺支、八聖道支；四種行(苦遲通行等四通行)、四法

迹(無貪、無嗔、正念、正定)；奢摩他、毘鉢舍那；增上

戒、增上心、增上慧；解脫、勝處、遍處等。

「現行」者，謂煩惱纏。

「隨40眠」者，謂煩惱隨眠。

「相屬」者，所謂六處(根)，同一依止(於一身中)相屬(展

轉互相繫屬)應知。

復有諸法能引攝法(如煩惱、隨煩惱屬不善法，即與不善

法相屬)，彼亦展轉相屬應知。

40 大正藏本作「睡」，今依藏要本改為「隨」。



卷 四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四 305305卷 四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四

復有諸根境界、能取所取相屬應知。

「諸相攝」者，有十一種相攝：(一)更互攝、(二)界攝、

(三)相攝、(四)種類攝、(五)分位攝、(六)不相離攝、(七)

時攝、(八)方攝、(九)一分攝、(十)全分攝、(十一)勝義

攝。

「相攝」或「攝」的梵文saṃgraha (mutual inclusion)，意思是

「包含」、「攝持」。「相攝」是佛教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為

遍知種種自類法。《俱舍論》卷1說「攝」只相對於「自性」：

「『法』與『他性』恒相離故。此離於彼，而言『攝』者，其

理不然。且如『眼根』，唯攝『色蘊』、『眼處』、『眼界』、

『苦集諦』等，是彼性故；不攝餘『蘊』、餘『處』、『界』

等 ，離彼性故。」41 

「攝」的方法是分別不同範疇的類別，但其根本功能是考察一

組特定的法(現象或無為)的「自性」(自身特有的性質)，雖然它

們有相同的「自性」，但世人可以多種方式經驗到它們，這就

是「自性」的本質意義。

今參考《顯揚論》卷14之意略解此十一種攝：42 

41 大正藏29，4b。
42 大正藏31，547b。(亦參考《瑜伽論記》卷14，大正藏42，628a-

b。)

今參考《顯揚聖教論》卷14之意略解此十一種攝：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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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更互攝者，謂諸蘊、界、處等更互相攝。

(二) 界攝者，「界」是因，亦即種子，謂諸蘊、界、處等自各

別種子功能為阿賴耶識所攝。

(三) 相攝者，謂諸蘊等各有「自相」，如色蘊的自相是變礙；

「共相」是五蘊皆有積聚義，如六受、六想、六觸、六識

等所攝。

(四) 種類攝者，謂諸蘊等遍自種類所攝，如現在的色蘊有質

礙，過去、未來的色蘊雖非質礙，但同類故亦名為色蘊。

(五) 分位攝者，謂諸蘊等順樂受、苦、不苦不樂等分位所攝，

如樂受生時，隨順樂受的前後剎那諸蘊，總名樂蘊。

(六) 不相離攝者，謂諸蘊等由一法如心法，攝一切蘊等，以彼

眷屬助伴的心所不相離故。

(七) 時攝者，謂諸蘊等過去、未來、現在各別相攝，如過去攝

過去等。

(八) 方攝者，謂諸蘊等依方位而轉，若依此方所生，即此方所

攝。

(九) 一分攝者，謂諸蘊等各別少分所攝。如色蘊中具有十一種

色法，但取其中的一種，故攝少分，名「一分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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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全分攝者，謂諸蘊等具足五蘊、十八界、十二處等，皆是

有為法所攝，名「全分攝」。

(十一) 勝義攝者，謂諸蘊等真如相所攝。以理攝事，如無我理

攝一切緣起事，此是「勝義攝」。

透過上述十一方面相攝的分析，便可了知法與法之間的相攝關

係。

「相應」者，所謂五種應知：

(一) 與他性相應，非自性。

(二) 於他性相應中，與不相違法相應，非相違法。

(三) 於不相違相應中，下中上品相似相應，非不相似。

(四) 於下中上品相似相應中，同時相應，非不同時。

(五) 於同時相應中，同地相應，非不同地。

「相應」(saṃprayoga)是佛教另一個重要的方法論，指法與法

相互間有和合不離之關係，特別指心與心所間之關係而言。藉

由「相應」的考察，並使用於心識及心所法的範疇，對於同時

存在的心理要素之間相應現起的情況作出不同的分類，便能了

知哪些「心所」是同時生起，哪些「心所」影響「心」與其它

「心所」等。修行者對心識活動過程的理解是至關重要，才能

作出適當的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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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即所謂五種應知：

(一) 與「他性」相應，非「自性」。「他性」是自身特有性質

之外的其他的性質。

(二) 於「他性」相應中，與「不相違法」相應，「非相違法」，

 如貪與慢為「非相違法」。

(三) 於「不相違」相應中，下中上品「相似」相應，「非不相

似」。

(四) 於「下中上品相似」相應中，「同時」相應，「非不同

時」。

(五) 於「同時相應」中，「同地」相應，「非不同地」。

「說」者，所謂四種言說：(一)見言說、(二)聞言說、(三)

覺言說、(四)知言說。

(指透過見、聞、覺、知而發四種言說。)

「任持」者，所謂四種食：(一)段食、(二)觸食、(三)意思

食、(四)識食。

「次第」者，所謂五種次第：(一)流轉次第。(二)成所作

次第。(三)說次第。(四)生次第。(五)現觀次第。

「『流轉次第』者，謂嬰孩等(童子位、少年位、中年位、老年

位、耄熟位等)、十時流轉次第(包括：(一)時。(二)年。(三)月。

(四)半月。(五)日。(六)夜。(七)剎那，kṣaṇa，約當於今之0.013
秒。(八)怛剎那，tat-kṣaṇa，120剎那。(九)臘縛，lava，60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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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那。(十)目呼剌多，muhūrta，30臘縛，30目呼剌多為一晝

夜)，或十二因緣次第。

『成所作次第』者，謂出家受具(足戒)，修七方便(五停心觀、

別相念住、總相念住、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得見道

等。

『宣說次第』(說次第)者，謂四正斷(一、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

故。二、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三、未生善法為令生故。

四、已生善法令住、令不忘、令修滿、令倍修、令增長、令廣

大。)，一剎那中具其四用以辨次第，非四現行前後有異。

或宣說諸法標(列舉)釋(各別解釋)次第。

『生起次第』(生次第)者，謂(如上述的)十時分或芽莖等生起次

第。

『現觀次第』者，謂真、相見道前後六十三等現觀前後次第。」43 

以上闡釋了第二十七頌有關思所成慧應了知的要項。

43 《瑜伽論記》卷5，大正藏42，404b。《瑜伽師地論》卷13則講
六種次第，第六是「等至次第」。(大正藏42，4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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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釋修所成慧

論文解釋第二十八頌有關修所成慧的各種要項如下：

「所作」者，謂八種所作：

(一) 依止滅(「依止」是依存而止住之意，「依止滅」是能

與滅惡、異熟果為依止，如證苦集二諦) 。

(二) 依止轉(「依止轉」是與善生為依止，如證滅道二諦) 。

(三) 遍知所緣(知善巧) 。

(四) 喜樂所緣(遍知喜樂緣生等法而生厭離，喜樂者謂喜樂

滅道) 。

(五) 得果。

(六) 離欲。

(七) 轉根。

(八) 發起神通。44 

「境」者，謂四種所緣：

(一) 遍所緣(即遍滿所緣：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事邊

際、所作成辦所緣) 。

(二) 令行淨所緣(即淨行所緣：不淨、慈愍、緣性緣起、

界差別、阿那波那念，謂多貪、多嗔、多癡、憍慢、

尋思五種觀行差別) 。

44 參見《瑜伽論記》卷5，大正藏42，404c。



311卷 四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四

(三) 善巧所緣(蘊善巧、界善巧、處善巧、緣起善巧、處

非處善巧) 。

(四) 令煩惱淨所緣(即淨惑所緣：觀下地麁性上地靜性，

真如及四聖諦)。45 

「瑜伽」者，此或四種或九種。

四種者，(一)信、(二)欲、(三)正勤、(四)方便。

依《瑜伽師地論》卷28解：

「初由信故，於應得義深生『信解』；

信應得已，於諸善法生起『樂欲』；

由樂欲故，晝夜策勵，安住『精勤』，堅固勇猛；

發精進已，攝受『方便』，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

故此四法，說名瑜伽。」46 

九種者，(一)世間道、(二)出世間道、(三)方便(加行)道、

(四)無間道、(五)解脫道、(六)昇進道(勝進道)、(七)下品

道、(八)中品道、(九)上品道。

「世間道」，指不能夠斷除煩惱，只能暫時壓伏煩惱，如世間

有漏禪定。

45 同上。
46 《瑜伽師地論》卷28，大正藏30，4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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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間道」，指能夠斷除煩惱、出離世間繫縛而證得解脫自

在的智慧。

瑜伽行者在修行的過程中，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名為「方

便道」、「無間道」、「解脫道」、「勝進道」，合稱四道。

「道」有通道、過程的意思，「四道」指以智慧斷除煩惱的修

行過程或階位，此四道為大、小乘所共通。

「方便道」又名加行道，瑜伽行者在這個階段主要以修習

「五停心觀」(不淨觀、慈悲觀、緣起觀、界分別觀、數息觀)，

「總相念住」(總觀身、受、心、法皆無常、苦、空、非我)，

「別相念住」(分別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

我)，此三種觀法合稱「三賢位」(指修善根而制伏煩惱，使心

賢善調和的三種修行階位，是培育「順解脫分」之善根三位，

即五停心觀、別相念住、總相念住三位)。除了修習三種觀法之

外，更加功用行，欣求斷滅煩惱，進而修習「四善根」(四善根

者，觀四諦十六行相，至煖位、頂位、忍位、世第一法位等

「四加行位」，是培育「順決擇分」之善根四位)，為趨向下一

階段無間道作預備的修行方法。

「無間道」又名「無礙道」，因方便道加功修行的努力，發起

正智，以正智斷滅煩惱之時，名「無間道」。於無間道後一剎

那，已證悟四聖諦等真理，不再為有身見結、戒禁取結、疑結

等煩惱所繫縛，此為解脫煩惱的正智，故名「解脫道」。「解

脫道」，指已斷除煩惱，證得解脫自在受用時的智慧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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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進道」又名「勝進道」，瑜伽行者為斷除餘下更為深細

的煩惱，發起比前階段更殊勝、更進一步的加功修行，增長定

慧，故名「勝進道」。

其次，所斷除的煩惱有軟(下)、中、上品的差別，能斷除煩惱

的智慧，即「道」，也分成軟(下)、中、上品三類。「下品

道」指能夠斷除粗顯煩惱，為軟弱或下品的智慧。「中品道」

指能夠斷除中等煩惱，為中等的智慧。「上品道」，指能夠斷

除隱微深細煩惱，為上品強而有力的智慧。這是由智慧力量的

強弱程度而分成三種。47 

「奢摩他」(śamatha)者，謂九種心住(內住、等住、安住、

近住、調順、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及以等持)。

「觀」者，謂三種事觀，或四種觀，或六事差別所緣觀，

應知(是毘鉢舍那的多種差別)。

47 依《瑜伽師地論》卷30：
 「『世間道』修者，謂於諸下地見麁相故，於諸上地見靜相故，

乃至能趣無所有處一切離欲。
 『出世道』修者，謂正思惟苦真是苦、集真是集、滅真是滅、道

真是道；由正見等無漏聖道，乃至能趣非想非非想處一切離欲。
『下品道』修者，謂由此故，能斷最麁上品煩惱。
『中品道』修者，謂由此故，能斷所有中品煩惱。
『上品道』修者，謂由此故，能斷所有最後所斷下品煩惱。
『加行道』修者，謂由此故，為斷煩惱，發起加行。
『無間道』修者，謂由此故，正斷煩惱。」(大正藏30，47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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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觀」者，(一)有相觀、(二)尋求觀、(三)審察觀。

依《瑜伽師地論》卷30解：

「云何三門毘鉢舍那(vipaśyanā)？
一、唯隨相行毘鉢舍那(即有相觀)；

二、隨尋思行毘鉢舍那(即尋求觀)；

三、隨伺察行毘鉢舍那(即審察觀)。

(一) 云何名為唯隨相行毘鉢舍那？謂於所聞所受持法，或於教

授教誡諸法，由等引地(samāhitā-bhūmi，三摩呬多地，一

切有心諸定，皆能平等引功德故)，如理作意，暫爾思惟，

未思、未量、未推、未察，如是名為『唯隨相行毘鉢舍

那』。

(二) 若復於彼(所聞所受持法)思量、推察，爾時名為『隨尋思

行毘鉢舍那』。

(三) 若復於彼(所聞所受持法)既推察已，如所安立復審觀察，

如是名為『隨伺察行毘鉢舍那。

是名三門毘鉢舍那。」48 

「四種」者，(一)簡擇諸法觀、(二)極簡擇諸法觀、(三)遍

籌量觀、(四)遍審察觀。

依《瑜伽師地論》卷30解：

「云何四種毘鉢舍那(vipaśyanā)？

48 《瑜伽師地論》卷30，大正藏30，451b-c。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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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有苾芻(bhikṣu、比丘)依止內心奢摩他(śamatha)故，於諸法

中，能正思擇、最極思擇、周遍尋思、周遍伺察，是名四種毘

鉢舍那。

(一) 云何名為『能正思擇』(思惟、簡擇、判斷)？

 謂於『淨行所緣』境界，或於『善巧所緣』境界，或於

 『淨惑所緣』境界，能正思擇『盡所有性』(窮盡現象界所

有事物的類別及界限、一切事物的差別狀況、現象萬物的

自相)。

(二) 云何名為『最極思擇』？謂即於彼所緣境界，最極(達到最

後邊際界限的程度)思擇『如所有性』(如其實在地知一切

事物的本質、一切事物的共相)。

(三) 云何名為『周遍尋思』(尋求、推度、較粗淺的思維)？謂

即於彼所緣境界，由慧俱行有分別作意，取彼相狀，周遍

尋思。

(四) 云何名為『周遍伺察』(審思、觀察、較深細的思維)？謂

即於彼所緣境界，審諦推求，周遍伺察。」49 

「六事差別所緣觀」者，(一)義所緣觀、(二)事所緣觀、

(三)相所緣觀、(四)分所緣觀、(五)時所緣觀、(六)道理所

緣觀。

49 《瑜伽師地論》卷30，大正藏30，45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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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瑜伽師地論》卷30解：

「云何六事差別所緣毘鉢舍那？

謂尋思時，尋思六事：一、義；二、事；三、相；四、品(即

『分』)；五、時；六、理。尋思已，復審伺察。

(一) 云何名為尋思於『義』？

 謂正尋思如是如是語(語言、概念、文句)，有如是如是

義，如是名為尋思於義。

(二) 云何名為尋思於『事』？

 謂正尋思(身)內、(身)外二事，如是名為尋思於事。

(三) 云何名為尋思於『相』？

 謂正尋思諸法二相：一者自相(sva-lakṣaṇa，一法的獨有

性質)，二者共相(sāmānya-lakṣaṇa，事物的共同性質)，

如是名為尋思於相。

(四) 云何名為尋思於『品』？

 謂正尋思諸法二品：一者黑品，二者白品。尋思黑品過失

過患，尋思白品功德勝利，如是名為尋思於品。

(五) 云何名為尋思於『時』？

 謂正尋思過去、未來、現在三時。尋思如是事，曾在過去

世；尋思如是事，當在未來世；尋思如是事，今在現在

世，如是名為尋思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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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云何名為尋思於『理』？

謂正尋思四種道理：

一、觀待道理；二、作用道理；三、證成道理；四、法爾

道理。……如是名為尋思於理。」50 

「諸作意」者，謂七種作意：(一)了相作意、(二)勝解作

意、(三)遠離作意、(四)攝樂作意、(五)觀察作意、(六)方

便究竟作意、(七)方便究竟果作意。

依《瑜伽師地論》卷33解：

「云何名為『了相作意』？

謂若作意，能正覺了欲界麁相，初靜慮靜相。……

從此已後，超過聞、思，唯用修行，於所緣相發起勝解，修

奢摩他、毘缽舍那。既修習已，如所尋思麁相、靜相，數起勝

解，如是名為『勝解作意』。

即此勝解，善修善習、善多修習為因緣故，最初生起斷煩惱

道。即所生起斷煩惱道俱行作意，此中說名『遠離作意』。

由能最初斷於欲界先所應斷諸煩惱故，及能除遣彼煩惱品麁重

性故。從是已後，愛樂於斷、愛樂遠離，於諸斷中見勝功德，

觸證少分遠離喜樂，於時時間，欣樂作意而深慶悅；於時時

50 《瑜伽師地論》卷30，大正藏30，45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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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厭離作意而深厭患，為欲除遣惛沈、睡眠、掉舉等故，如

是名為『攝樂作意』。

彼由如是樂斷、樂修，正修加行，善品任持，欲界所繫諸煩惱

纏，若行、若住，不復現行，便作是念：『我今為有於諸欲中

貪欲煩惱不覺知耶？為無有耶？』為審觀察如是事故，隨於一

種可愛淨相(之貪欲)作意思惟。猶未永斷諸隨眠故，思惟如是

淨妙相時，便復發起隨(順)習近(接近)心(欲望)、趣(向)習近心、

臨(入)習近心，不能住捨，不能厭毀制伏違逆。彼作是念：

『我於諸欲，猶未解脫其心，猶未正得解脫，我心仍為諸行制

伏，如水被持，未為法性之所制伏，我今復應為欲永斷餘隨眠

故，正勤安住樂斷、樂修』，如是名為『觀察作意』。

從此倍更樂斷、樂修，修奢摩他、毘缽舍那，鄭重觀察，修習

對治，時時觀察先所已斷，由是因緣，從欲界繫一切煩惱，心

得離繫。此由暫時伏斷方便，非是畢竟永害種子。當於爾時，

初靜慮地前加行道已得究竟，一切煩惱對治作意已得生起，是

名『加行究竟作意』。

從此無間，由是因緣證入根本初靜慮定，即此根本初靜慮定俱

行作意，名『加行究竟果作意』。」51 

51 《瑜伽師地論》卷33，大正藏30，465c-466c。



319卷 四   攝 事 品 第 一 之 四

「教授」者，謂五種教授：(一)教教授、(二)證教授、(三)

隨次教授、(四)不顛倒教授、(五)神變教授。

依《瑜伽論記》卷5解：

「五種教授者，

一、教教授，授與教法。

二、證教授，授與理法。

三、次第教授(即隨次教授)，授觀行法門。

四、無倒教授(即不顛倒教授)，授前三種(教授)應機無亂。

五、神變教授，授與神通令化眾生。」52 

「德」者，謂如前所說無量、解脫等諸功德法。

「菩提」者，謂三種菩提：(一)聲聞菩提、(二)獨覺菩

提、(三)無上正等菩提。

「聖教」者，謂授歸依、制立學處；施設聽者、建立師

資；施論、戒論、生天之論；訶欲愛味示欲過失、顯說雜

染及清淨法；教導出離稱讚功德，廣說一切清淨分法。

以上闡釋了第二十八頌有關修所成慧應了知的要項。

52 《瑜伽論記》卷5，大正藏42，4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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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詳細了解第二十五頌至第二十八頌有關三慧之事，可參

閱《瑜伽師地論》的〈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

地〉的內容。

6. 結九事修證之所依

復次，頌曰：若欲正修行  遍知等功德， 由十種法行，及

六種理趣。  

再者，第二十九頌總結了九事修證的所依，若欲正修行遍知等

各種功德，應當修學「十種法行」及「六種理趣」。

論曰：

「若諸行」者，於前「九事」欲正修行遍知、永斷、作

證、修集諸功德等，由「十法行」及「六理趣」，應當修

學。

論文解釋偈第二十九頌如下：

「若諸行」，即於前「九事」，欲正修行遍知、永斷、作證、

修集諸功德等，應當修學「十種法行」及「六種理趣」。

「十種法行」(十種受持經典之方法行儀，即書寫、供養、

施他、諦聽、披讀、諷誦、溫習、開演、思惟、修習)，已

如前(覺分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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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理趣」者：(一)真義理趣，(二)證得理趣，(三)教導

理趣，(四)離二邊理趣，(五)不思議理趣，(六)意樂理趣。

「六種理趣」，即道理旨趣，依《顯揚聖教論》卷6解：

「(一)真義理趣者，略有六種應知：謂世間真實(、道理所成真

實、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乃至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等四種

不同層次的真實)，及安立真實(四聖諦)、非安立真實(真如實性)。

(二)證得理趣者，略有四種：一、一切有情業報證得(五趣流轉

中種種異熟)。二、聲聞乘證得。三、獨覺乘證得。四、大乘證

得。

(三)教導理趣者，謂略有三處所攝：一、(聲聞乘藏及大乘藏等

經)藏所攝。二、摩怛履迦(mātṛkā、本母，決擇如來所說經義

的法要)所攝。三、彼俱(經論)所攝。

(四)離二邊理趣者，略有六種應知：一、遠離於不實有增益

邊，二、遠離於真實有損減邊；三、遠離執常邊。四、遠離執

斷邊；五、遠離受用欲樂邊，六、遠離受用自苦邊。

(五)不可思議理趣者，略有六種不可思議事：一、我不可思

議。二、有情不可思議。三、世間不可思議。四、一切有情業

報不可思議。五、證靜慮者及靜慮境界不可思議。六、諸佛及

諸佛境界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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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意樂理趣者，略有十六種意樂：一、開示意樂。二、離欲

意樂。三、勸導意樂。四、獎勵意樂。五、讚悅意樂。六、令

入意樂。七、除疑意樂。八、成熟意樂。九、安定意樂。十、

解脫意樂。十一、依別義(別求義趣，另有含意)意樂。十二、

發『證行者』無過(失)歡喜意樂。十三、令『聞行者』於說法

師起尊重意樂。十四、法眼流布意樂。十五、善增廣意樂。十

六、摧壞一切相意樂。」53 

《顯揚聖教論》的〈攝事品〉已解釋完畢了。

53 《顯揚聖教論》卷6，大正藏31，509c-5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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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逝、善說、妙三身， 無畏、無流、證教法， 

上乘真實牟尼子， 我今至誠先讚禮。 [頌1]

稽首次敬大慈尊， 將紹種智法王位，     

無依世間所歸趣， 宣說瑜伽師地者。 [頌2]

昔我無著從彼聞， 今當錯綜地中要，   

顯揚聖教慈悲故， 文約義周而易曉。 [頌3]

攝事、淨義、成善巧， 無常、苦、空與無性， 

現觀、瑜伽、不思議， 攝勝決擇十一品。 [頌4]

一切、界、雜染，　  諦、依止、覺分，  

補特伽羅、果，　　  諸功德九事。 [頌5]

心、心所有、色， 不相應、無為。

界謂欲、色等， 及與三千界。 [頌6]

附錄：《顯揚聖教論頌》之〈攝事品〉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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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業、生性， 雜染相應知。  

諸諦有六種。 依止八與二。 [頌7]

覺分有眾多。 最初三十七。  　

智與解脫門， 行、跡及止、觀。 [頌8]

居處及所依， 發心與悲愍，

諸行、通達性， 地、波羅蜜多。 [頌9]

菩薩行、攝事， 及彼陀羅尼，

三摩地等門， 諸無量作意。 [頌10]

真如作意相， 信解不思議，

廣大阿世耶， 應知諸自數。 [頌11]

隨信行等七， 復八種應知，

及極七返等， 退法等有六。 [頌12]

軟根等七種， 在俗及出家，

聲聞乘等三， 可救、不可救。 [頌13]

入方便等九， 生差別故二，

復由諸界別， 應知十三種。 [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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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斷有五種， 遍知及清淨，

淨、果、界、 菩提，無學由自數。  [頌15]

斷多因故斷， 建立斷所從，

由作意、依、修， 及得斷次第。 [頌16]

斷差別應知， 及斷相利益，

如是如所說， 復應知多種。 [頌17]

無量、諸解脫， 勝處與遍處，

無諍、妙願智， 無礙解、神通。 [頌18]

諸相、好、清淨， 及諸力、無畏，

不護與念住， 永斷諸習氣。 [頌19]

無忘失妙法， 及如來大悲，

佛不共德法， 一切種妙智。 [頌20]

當知前九事， 初為二所依，

次二後六種， 攝雜染、清淨。 [頌21]

染依、差別故。 清淨所緣故，

心不流散故， 正修方便故。 [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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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位差別故， 言說等因故，

彼果、功德故， 數、次第唯爾。 [頌23]

欲思量無量    諸問答差別，

由諸佛語言   事與想攝故。 [頌24]

句、迷惑、戲論， 住、真實、淨、妙，

寂靜、性、道理， 假施設、現觀。 [頌25]

方所、位、分別， 作、執持、增、減，

闇、語、所覺、上， 遠離、轉、藏護。　 [頌26]

簡擇與現行， 睡眠及相屬，

諸相攝、相應， 說、任持、次第。 [頌27]

 

所作、境、瑜伽， 奢摩他與觀，

諸作意、教授， 德、菩提，聖教。 [頌28]

若欲正修行 遍知等功德， 

由十種法行， 及六種理趣。 [頌29]



出資助印功德芳名  (恕略尊稱排名不分先後)

捐助捌萬元者 志琳衞施基金會 

捐助壹萬元者 陳汝松

捐助柒仟元者 黃翠珊

捐助伍仟元者 楊榮贊合家　袁桂馨

捐助肆仟伍佰元者 盧宅

捐助肆仟元者 陳進恩

捐助叁仟元者 侯毅　楊鳳珊　金福成

捐助貳仟元者 龍成(已故)　梁惠珍(已故)　樂賽寶

 莫碧雯　譚美霞　Wong Hang Fung
 李詠欣、陳偉傑、陳沁瀅、李衍惪

捐助壹仟伍佰元者 耿龍英　石晨赫

捐助壹仟貳佰元者 葉慧欣　李明松、李詠欣、李衍惪、

 陳偉傑、陳沁瀅、梁煥金



捐助壹仟元者 梁冠強合家　胡著發　無名氏　

 黃錦雕　張國晚　迴向先父黃國鎏、

 先慈黎英往生淨土　胡旺心　

 葉海洋　鄭振威　何玥曄　謝麗玲

 陳大芳　丘華芳　劉婉文　關淑貞

 曾子鳴　林艷芳　向瑞屏　陳健梅　

 黃健龍　沈杏蓮　李意娥　林佩玲

 朱達儀　林真儀 

 Archambaud-Chao Veronica

捐助捌佰元者 李錦棠

捐助陸佰元者 黎慧萍　迴向歐陽寶恭往生西方淨土

 迴向王廣文往生西方淨土

捐助伍佰元者 余景德、吳麗萍　羅慧芬、李富榮

 繆光華、葉瑞芳　姜汘雅、姜芊柔

 劉偉琪闔家　柯肇忠合家　蕭鋒謙 

 陳月姬　翁一巧　翁少芬　李巧清 

 謝凱瑩　吳少琼　鄭永松　馮志揚 

 黃維昌　楊定金合家　楊宗學合家  

 壽濤　Elean Leung　周果維　

 陳麗雯　楊美霞　葉淑嫻　趙靜芯 

 張鼎書合家　黃光　黃燕萍　

 羅功權合家　朱潔芳



捐助肆佰元者 李瓚鍇、鄭景而、趙修儀、李曉汶 

 曾國繁　陳惠玲　曾韻雯　曾政勤 

 曾潤誠

捐助叁佰元者 林慧芬　陳軍　鄭石榮　歐陽寶都 

 黃蝶如　梁曉彤　潘展強　潘穎儀 

 梁惠貞　廖偉明　郭燕玲　謝月麗 

 結緣人

捐助貳佰元者 吳碧蓮　何凱然　謝彩雁　容菖蔚 

 倪星　陳雁姿　陳家獅　邱惠卿 

 鄭慧儀　鄭隽盈　麥忠　林慧明 

 Ng Tung Ha　凌秀琼　陳志南 

 蔡美貞　葉頌欣　彭奮強合家 

 劉淑嫻　戴夢蘭　佛弟子 

 回向周潔芳　廖國偉　陳嘉麗合家 

 蕭元方合家　老幹　江金娣 

 Hilda Wu　梁子材

捐助壹佰陸拾捌元者 許亦通



捐助壹佰元者 萬齡慧　何朗寧　黃家昌　李科仁 

 王培育合家　愛犬小黑　李艷芳 

 容霈薷　歐陽錦華　楊偉民　吳婉珊 

 楊詠堤　吳國輝　吳偉汶　勞考丕

 連小燕、楊積享　熊寀恩小妹妹 

 熊寀希BB女　楊芷澄小妹妹　

 趙美用　溫小怡　袁小鳳　盧慧妍 

 張其玉　王宗豪　譚愛蓮　陳美麗 

 史夏蓮　鄭宅合家平安　何翠連 

 陳葦茵　陳琬琳　劉秋月　何翠華 

 鄭觀偉合家　余永銓合家　

 王漢興合家　王欣華　董秀明　

 老弘　余惠清 

 迴向故友蔡門楊璇夫人往生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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