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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親非親平等心故。7、究竟親友

乃至涅槃際故。8、應量而語故。

9、微笑先言故。10、無限大悲故。

11、荷負重擔無退屈故。12、無

疲惓意故。13、聞義無厭故。14、

自所作罪能見其過故。15、於他

罪失不嫌而誨故。16、一切威儀

中修菩提心故。17、不求果報而

行施故。18、不依止一切有趣生。

而持戒故。19、於一切眾生無礙

行忍故。20、攝取一切善法而行

精進故。21、捨離無色界而修禪

故。22、方便相應智慧故。23、

以四攝事為攝方便故。24、持戒

破戒慈愛無二故。25、恭敬聽聞

正法故。26、恭敬住阿蘭若處故。

27、於世間雜事不樂著故。28、

於下乘中無悕欲故。29、於大乘

中見功德故。30、遠離惡友故。

31、親近善友故。32、淨修四梵

行故。33、遊戲五通故。34、隨

智行故。35、於住正行不住正行

諸眾生不棄捨故。36、一向語故

37、重真實故。38、菩提心為首

故。如是諸句皆初句差別應知。

於一切眾生中利樂意者。 

堅牢勝意樂故，5、非假憐愍故，

6、於親非親平等心故，7、永作

善友乃至涅槃為後邊故，8、應量

而語故，9、含笑先言故，10、無

限大悲故，11、於所受事無退弱

故，12、無厭倦意故，13、聞義

無厭故，14、於自作罪深見過故，

15、於他作罪不瞋而誨故，16、

於一切威儀中恒修治菩提心故，

17、不悕異熟而行施故，18、不

依一切有趣受持戒故，19、於諸

有情無有恚礙而行忍故，20、為

欲攝受一切善法勤精進故，21、

捨無色界修靜慮故，22、方便相

應修般若故，23、由四攝事攝方

便故，24、於持戒破戒善友無二

故，25、以慇重心聽聞正法故，

26、以慇重心住阿練若故，27、

於世雜事不愛樂故，28、於下劣

乘曾不欣樂故，29、於大乘中深

見功德故，30、遠離惡友故，31、

親近善友故，32、恒修治四梵住

故，33、常遊戲五神通故，34依

趣智故，35、於住正行不住正行

諸有情類不棄捨故，36、言決定

故，37、重諦實故，38、大菩提

平等心故，永作善友乃至涅槃為

後邊故，應量而語故，含笑先言

故，無限大悲故，於所受事無退

弱故，無厭倦意故，聞義無厭故，

於自作罪深見過故，於他作罪不

瞋而誨故，於一切威儀中恒修治

菩提心故，不悕異熟而行施故，

不依一切有趣受持戒故，於諸有

情無有恚礙而行忍故，為欲攝受

一切善法勤精進故，捨無色界修

靜慮故，方便相應修般若故，由

四攝事攝方便故，於持戒破戒善

友無二故，以慇重心聽聞正法

故，以慇重心住阿練若故，於世

雜事不愛樂故，於下劣乘曾不欣

樂故，於大乘中深見功德故，遠

離惡友故，親近善友故，恒修治

四梵住故，常遊戲五神通故，依

趣智故，於住正行不住正行諸有

情類不棄捨故，言決定故，重諦

實故，大菩提心恒為首故。如是

諸句，應知皆是初句差別，謂於

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增上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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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因事義依止者。如經言。若菩薩與三十

二法相應說名菩薩。 

釋曰。因事有二義。一以意為因以十六業為

事。二以諸句為因所成業為事。菩薩有二種。

 

 

 

此利樂意句。有十六業差別應

知。於中十六業者。謂 1展轉起

行業。2不顛倒業。3他不請作亦

自行業。4 不動壞業。5 無所求

業。此有三句不求返報故。於違

順眾生無憎愛故。生生隨逐故。6

即此類中身口業有二句。7 於苦

於樂及非二中平等業。8 不卑劣

業。9不退轉業。10攝取方便業。

11 厭惡障礙業。此有二句。12

無間思惟業。13進勝業。此有七

句正修行六波羅蜜。及修行四攝

事修行。14成就方便業。此有六

句親近善丈夫故。聽聞正法故。

住阿蘭若處故。遠離惡覺故。正

思惟功德有二種。共事功德有二

種。15成就業有三種。無量清淨

故。得大威德故。得勝功德故。

16安立彼業。此有四句。攝眾功

德故。決定教授故。法財二攝為

一故。無染污心故。如是句皆句

差別。 

 

心恒為首故。如是諸句，應知皆

是初句差別，謂於一切有情起利

益安樂增上意樂。 

此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句有十六業

差別應知。此中十六業者：一、

展轉加行業。二、無顛倒業。三、

不待他請自然加行業。四、不動

壞業。五、無求染業。此有三句

差別應知：謂無染繫故，於恩非

恩無愛恚故，於生生中恒隨轉

故。六、相稱語、身業。此有二

句差別應知。七、於樂於苦於無

二中平等業。八、無下劣業。九、

無退轉業。十、攝方便業。十一、

厭惡所治業。此有二句差別應知。 

十二、無間作意業。十三、勝進

行業。此有七句差別應知：謂六

波羅蜜多正加行故，及四攝事正

加行故。十四、成滿加行業。此

有六句差別應知：謂親近善士

故，聽聞正法故，住阿練若故，

離惡尋思故，作意功德故。此復

有二句差別應知：助伴功德故。

此復有二句差別應知。十五、成

滿業。此有三句差別應知：謂無

量清淨故，得大威力故，證得功

 

 

 

此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句有十六業

差別應知。此中十六業者：一、

展轉加行業。二、無顛倒業。三、

不待他請自然加行業。四、不動

壞業。五、無求染業。此有三句

差別應知：謂無染繫故，於恩非

恩無愛恚故，於生生中恒隨轉

故。六、相稱語身業。此有二句

差別應知。七、於樂於苦於無二

中平等業。八、無下劣業。九、

無退轉業。十、攝方便業。十一、

厭惡所治業。此有二句差別應

知。十二、無間作意業。十三、

勝進行業。此有七句差別應知：

謂六波羅蜜多正加行故，及四攝

事正加行故。十四、成滿加行業。

此有六句差別應知：謂親近善士

故，聽聞正法故，住阿練若故，

離惡尋思故，作意功德故。此復

有二句差別應知：助伴功德故。

此復有二句差別應知。十五、成

滿業。此有三句差別應知：謂無

量清淨故，得大威力故，證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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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正定位。二在不定位。若入正定位者。與

三十二法相應得菩薩名。若在不定位。末與三

十二法相應。不得名菩薩 

論曰。於一切眾生。與利益安樂意相應。 

釋曰。於一切眾生求欲起真實道。有方便故名

利益意。於一切眾生。求欲起現在未來二世拔

苦施樂方便故。名安樂意。菩薩與此意恒不相

離故名相應。此初句明利益安樂意。後有十六

業及十六句。合三十二法並顯了初句義 

 

 

 

 

 

 

論曰。令入一切智智意。謂傳傳行業。 

釋曰。若菩薩有意。欲令眾生入一切智智。由

此意傳傳化度眾生。令得一切智智。譬如一燈

傳然千燈。由此句及業。菩薩利益安樂意則得

顯現。如此於一切句及業各顯初句悉應知之 

 

論曰。我今於何處中。當相應如此智。謂無倒

業。 

釋曰。若菩薩有利益安樂意。菩薩不如實識自

身。則不能中道理安立眾生。譬如有人有利益

安樂意。安立眾生於飲酒。是顛倒業若如實識

 

 

 

 

 

釋曰。義依止者。謂一切眾生中

利樂意。此句義有十六業。及餘

句顯示。此中利樂意。作何等業。 

 

 

 

 

 

 

 

 

令入一切智智者。若令諸眾生入

一切智智。此是展轉行。譬如一

燈傳然千燈。即是顯示利樂意。

如是等諸句皆與利樂意相應。 

 

 

 

自知我為何價者。自有利樂意。

仍是顛倒。如有人意欲利樂而以

飲酒與之。若如實自知稱己分量

德故。十六、安立彼業。此有四

句差別應知：謂御眾功德故，決

定無疑教授教誡故，財法攝一

故，無雜染心故。如是諸句，應

知皆是初句差別。 

釋曰。由義處中，於一切有情起

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故者：此句義

由十六業餘句顯示。由何等業顯

示利益安樂增上意樂？ 

 

 

 

 

 

 

 

謂展轉加行業者：即是令入一切

智智故。謂令諸有情入一切智

智，展轉化導，譬如一燈傳然千

燈，此即顯示利益安樂增上意

樂。如是一切所餘句中，皆應配

屬利益安樂增上意樂。 

 

無顛倒業者：即是自知我今何假

智故。謂或雖有利益安樂增上意

樂仍是顛倒，如有發起利益安樂

德故。十六、安立彼業。此有四

句差別應知：謂御眾功德故，決

定無疑教授教誡故，財法攝一

故，無雜染心故。如是諸句，應

知皆是初句差別。 

釋曰。三十二法由十六業分別顯

示說彼業故。利益安樂增上意樂

故者：或有利益而非安樂，如盛

貪者強修梵行；或有安樂而非利

益，如樂欲者受用種種有罪境

界；或有利益亦是安樂，如薄塵

者樂修梵行。此中菩薩作如是

心：云何皆令一切有情當得無上

利益安樂？言意樂者：欲及勝解

以為自性。此意樂勝故名增上意

樂。 

令入一切智智故者：是展轉加行

業之所解釋。譬如一燈轉然千

燈，由此業故，利益安樂增上意

樂則得顯現。如是於後一切句

中，利益安樂增上意樂皆應配釋。 

 

 

自知我今何假智故者：是無顛倒

業之所解釋。或有利樂增上意樂

而是顛倒，故須自知我今何假？



陳譯世親釋 隋譯世親釋 唐譯世親釋 唐譯無性釋 
 

攝 大 乘 論 釋 四 譯 對 照      趙國森編對 209 

 

自身。能中道理為眾生說無增上慢。安立眾生

令入中善處。此利益安樂名無倒業 

 

 

 

論曰。捨高慢心。謂不由他事自行業。 

釋曰。由此人捨離高慢心不待他請。若眾生是

法器則自往為說正法 

論曰。堅固善意謂不可壞業。 

釋曰。由菩薩心堅固。若眾生有過失。不能破

壞菩薩利益安樂心 

論曰。非假作憐愍意。謂無求欲業。有三句解

釋應知。 

釋曰。前有三句。後更以三句釋前三句 

論曰。不貪報恩。 

釋曰。此釋初句非為自求利養故憐愍他 

論曰。於親非親所平等意。謂有恩無恩眾生不

生愛憎心。 

釋曰。親名有恩。怨及中人是非親名無恩。若

使非親堪受利益安樂事。菩薩則捨不平等心起

平等親友心。行利益事 

論曰。永作善友意。乃至無餘涅槃。謂隨順行

乃至餘生。 

釋曰。隨順行利益安樂事。從今生乃至窮未來

生。永不捨離故名無求欲業。此無求欲意云何

可知。由隨處相應。身口二業是故可知 

教示眾生。不以憍慢故自無所

知。起心利益反成無利。 

 

 

 

 

捨憍慢者以捨憍慢心故。不待勸

請自為說法。 

 

牢固意者。不以眾生顛倒行故。

牢固利樂心動壞。 

 

 

非有所為作憐愍意者。以不為利

養作利益眾生故。 

 

 

 

 

 

 

 

 

 

 

 

增上意樂勸飲酒等。若有正智如

實自知，方能稱量教導有情，非

增上慢不如實知起饒益心，勸他

令作不饒益事。 

 

 

不待他請自然加行業者：即是摧

伏慢故。謂由摧伏憍慢心故，不

待勸請自為說法。 

不動壞業者：即是堅牢勝意樂

故。不以有情行邪行故，動壞菩

薩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堅固之心。 

 

無求染業者：即是非假憐愍故，

於親非親平等心故，永作善友乃

至涅槃為後邊故。謂後三句釋此

三句，非為利養恭敬等因，作諸

有情利益安樂，是故說名無求染

業。 

 

【後三句即無染繫故，於恩非恩

無愛恚故，於生生中恒隨轉故。】 

 

 

 

 

由此智故說無倒業，謂我唯有如

是聞慧，了知教證自有堪能，起

隨所應無倒加行。如有頌言： 

諸有自稱量 勤求所求處 

 彼不逮劬勞 而能到所到 

如是等頌應當廣說。 

摧伏慢故者：是不待他請自然加

行業之所解釋，他雖不請自然往

彼為說正法。 

堅牢勝意樂故者：是不動壞業之

所解釋，生死眾苦不能動壞所發

心故。 

 

非假憐愍故，於親非親平等心

故，永作善友乃至涅槃為後邊故

者：是無求染業三種差別之所解

釋。若有染繫由愛染因，假作憐

愍暫時攝受；若無染繫非假憐

愍，於一切時恒不捨離。若依愛

染而作憐愍，於親非親，有愛有

恚心不平等；若無染心則於二品

平等而轉。若有愛染而作憐愍，

但至命終憐愍隨轉；若無愛染而

生憐愍，於生生中憐愍之心恒常

隨轉。是故菩薩乃至涅槃永作善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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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稱量談說歡笑先言。謂隨處相應言說

業。有二句解釋應知。 

釋曰。此二句約法及安慰以顯口業。稱量談說

是約法。歡笑先言是約安慰。稱量有二種。一

稱法不離餘語。二稱所解離非所解及疑。如此

稱量談說。歡笑令他無疑畏心。先言是引他所

作之方便。此二種口業於怨親中三人無有別異

即成就無求欲業 

論曰。於諸眾生慈悲無異。謂有苦有樂無二眾

生平等業。 

釋曰。於有苦眾生由苦苦起慈悲。於有樂眾生

由壞苦起慈悲。於無二眾生由行苦起慈悲。無

二謂無苦無樂。即是捨受。慈悲平等。是身口

業。何以故。菩薩於眾生先起意地慈悲。後隨

時隨處行拔苦與樂行故。是身口業。此身口業

於怨親中三人無有別異。亦成就無求欲業 

論曰。於所作事無退弱心謂無下劣業。 

釋曰。若菩薩輕賤自身云。我今於無上菩提無

有功能。一切所作皆不成就名退弱心。菩薩不

生此心故所作皆得成就。名無退弱心 

 

論曰。無厭倦心。謂不可令退轉業。 

釋曰。菩薩於無上菩提。起正勤無有厭倦。無

厭倦有二種。一見因定。二知果希有故。於難

行中心無厭倦 

 

 

 

此利樂愍意云何可知。以順行身

口業故。於中應量而語及先言等

是口業。微笑及無限大悲等是身

業。此中應量語者謂唯作法語故。 

 

 

 

 

無限悲者愍三苦故。苦者苦苦

故。樂者壞苦故。不苦不樂者行

苦故。非二者不苦不樂故。 

 

 

 

 

不卑劣業者不自卑劣。云我不能

成佛。如此等類。 

 

 

 

無厭惓意者。若不疲惓則能修佛

道。 

 

 

 

 

利益安樂增上意樂云何可知？謂

由相稱語身、業者：即是應量而

語故，含笑先言故。此二句中，

應量而語及先言是語業，含笑是

身業。應量語者：唯作法語。言

含笑者：舒顏往來作饒益事。 

 

 

於樂於苦於無二中平等業者：即

是無限大悲故。無限悲者愍三苦

故，於有苦有情愍其苦苦，於有

樂有情愍其壞苦，於不苦不樂有

情愍其行苦，不苦不樂故名無二。 

 

 

無下劣業者：即是於所受事無退

弱故，謂不自輕云我不能當得佛

果如此等類。 

 

 

無退轉業者：即是無厭倦意故，

謂勤精進修成佛因心無厭倦。 

 

 

 

 

應量而語含笑先言故者：此是二

種利益安樂增上意樂相，稱語身

業之所解釋。 

 

 

 

 

 

無限大悲故者：是平等業之所解

釋。若唯於苦而起大悲，非樂非

捨非平等業一分轉故。菩薩大悲

於樂於苦於非苦樂，所攝有情皆

被生死眾苦隨逐，平等憐愍無有

差別，是故說此名平等業。 

 

於所受事無退弱故者：是無下劣

業之所解釋。專為拔濟一切有

情，猶如重擔，見此重擔心無怯

懼不捨勤苦，如擔而辦，是故說

名無下劣業。 

無厭倦意故者：是無退轉業之所

解釋。所化有情諸邪惡行不能退

轉，利益安樂增上意樂相應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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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聞義無足。謂攝方便業。 

釋曰。若人多聞能了別化他方便。由聞解義。

則於正行無有疑心故。自能修行亦教他修行 

 

 

 

論曰。於自作罪能顯其過。於他作罪不怪訶

責。謂厭惡所對治業。有二句解釋應知。 

釋曰。由智及大悲故有此能由智能了別因果

故。不覆藏自所作惡。由大悲不忍見他作苦

因。雖恒訶責而不瞋怪 

 

 

 

 

 

 

 

 

 

 

 

 

 

論曰。於一切威儀中恒治菩提心。謂無間思量

業。 

 

聞義無厭者。若不多聞則無教化

眾生方便智。 

 

 

 

 

 

 

 

 

 

 

 

 

 

 

 

 

 

 

 

 

 

 

 

 

攝方便業者：即是聞義無厭故，

謂由多聞成善巧智饒益有情。 

 

 

 

 

 

厭惡所治業者：即是於自作罪深

見過故。於他作罪不瞋而誨故，

由此方便乃能如實調伏有情。 

 

 

 

 

 

 

 

 

 

 

 

 

 

 

 

 

聞義無厭故者：是攝方便業之所

解釋。聞謂所聞契經等法，非汎

所聞，義謂即彼所詮之義。於此

聞義常無厭足，此是能攝成熟有

情巧方便性，是故說名攝方便

業。聞義無足如所堪能，應正道

理而化導故。 

於自作罪深見過故，於他作罪不

瞋而誨故者：是厭惡所治業之所

解釋。此中所治謂貪瞋等欲令遠

離故名厭惡。若於自罪深見過

失，速疾厭離，方能制他所不應

作，言威肅故，非餘能制。如契

經言：  

若自住邪行 便受他譏論 

 是人終不能 制止他過失 

世俗亦言： 

 若自犯愆過 經時不觀察 

 不如理遠離 慢不取其德 

若懷瞋忿誨他所犯，以非利益非

方便故，言不威肅，他轉違背，

起諸邪行。如有頌言： 

 憐愍如一子 誨舉他所犯 

 決定令受持 後不復當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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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曰。此顯無間修。無間修為遮一切放逸行。

譬如威儀清淨品中所明。菩薩所作。無不為令

眾生得無上菩提 

論曰。不求果報而行布施。不著一切怖畏及道

生。受持禁戒。於一切眾生忍辱無礙。為引攝

一切善法行於精進。修三摩提滅離無色定。與

方便相應智。四攝相應方便。謂行進勝位業有

七句解釋。應知正修加行六波羅蜜。恭敬行四

攝。 

釋曰。前有七句。後總舉六度四攝結前七句。

此業能增長利益安樂意。若未生由此業得生。

若已生由此業得增廣。即是生長之因 

 

 

 

 

 

 

 

 

 

 

 

 

 

 

一切威儀中者。此句義如淨行修

多羅中說。 

 

 

 

 

 

 

 

進勝業者是利樂意。趣向增長因

體故。 

 

 

 

 

 

 

 

 

 

 

 

 

 

 

 

無間作意業者：即是於一切威儀

中恒修治菩提心故，如是句義如

所行清淨契經廣說。 

 

 

 

 

 

 

勝進行業者：即是不悕異熟而行

施故乃至由四攝事攝方便故。謂

即依前利益安樂增上意樂，修此

加行以為增長趣向果因。 

 

 

 

 

 

 

 

 

 

 

 

 

 

於一切威儀中恒修治菩提心故

者：是無間作意業之所解釋，普

於一切所作事中無間修治菩提心

故。如所行清淨契經中說： 

 若見坐時 發如是心 

 願諸眾生 坐菩提座 

如是等頌。 

 

 

不悕異熟而行施故乃至由四攝事

攝方便故者：是勝進行業七句差

別之所解釋。即六波羅蜜多及四

攝事，離如所說所治過等，於極

喜等後後地中，轉得增勝，趣向

成滿。因名為業是所作故。此中

四種波羅蜜多易故不釋，有差別

者今當略釋。捨無色界修靜慮故

者：菩薩不生無色界中，於彼不

見能作利樂有情事故。亦不數入

無色等至，不見彼處有多功德之

所依故。捨是離義。方便相應修

般若者：大悲相應修習妙慧能作

有情諸利樂事，此若無者，於諸

有情利益安樂此事應無，專為此

事求佛果故。如有頌言：  

雙修習慧悲 能作他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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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於持戒破戒中善友無二。謂成就方便

業。有六句解釋應知。 

釋曰。前有六句。後更以六句釋前六句 

論曰。事善知識。 

釋曰。此釋初句。若人持戒破戒不觀其過。但

取其德。若未得彼德則依彼修學。若已得彼德

則共彼數習令堅固。若自有德令彼修學同我所

得。此彼互相事故。言為善友無二 

 

 

 

 

 

 

 

 

 

 

 

 

 

 

 

 

 

 

 

 

修成就方便業有六句者。若人親

近此行即得成就。 

 

 

 

 

 

 

 

 

 

 

 

 

 

 

 

 

 

 

 

 

 

 

 

 

成滿加行業者：即是於持戒破戒

善友無二故乃至親近善友故。謂

後六句釋此八句，若有習近如是

加行，速得成滿。 

 

 

 

 

 

 

 

 

 

 

 

 利他行正道 一向趣菩提 

四攝事者：布施愛語利行同義。

由布施故能攝受他，由愛語故方

便開解為說法相，由利行故隨其

所應勸彼修善，由同義故於最後

時令彼同得不共功德。或由布施

故令成法器，由愛語故得法勝

解，由利行故依法勝解發起正

行，由同義故令所起行轉得清淨

轉復微妙，由此具攝方便自性。 

 

於持戒破戒善友無二故乃至親近

善友故者：是成滿加行業六句差

別之所解釋。由此加行能令成

滿，是故說名成滿加行。此即是

業。由親近善士等六句釋經所說

八句，作意功德、助伴功德各釋

二故有。 

善尸羅故名持戒，有惡尸羅故名

破戒，於此二種能說法者，為聞

法故，恭敬法故，起善友想無有

差別，是故說言善友無二。由是

因緣，於破戒者不應一向謂非善

友，如有頌言： 

若有戒足雖羸劣  

而能辯說利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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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恭敬心聽法。謂聽聞正法。 

釋曰。為得未得。為修治已得。是故依善友聽

聞正法 

論曰。恭敬心樂住阿蘭若處。謂住阿蘭若處 

釋曰。欲修行如所聞法故恭敬。住阿蘭若處。

若住此中一切邪覺觀不得起 

論曰。於世間希有。不生安樂心。謂遠離邪覺

觀。 

釋曰。譬如妓樂等。是世間所愛。於中不生喜

樂心。是名遠離邪覺觀 

論曰。於下品乘不生喜樂心。於大乘教觀實功

德。謂正思惟功德有二句。 

釋曰。離小修大。此二句名正思惟 

論曰。遠離惡友敬事善友。謂顯事善友功德有

二句。 

釋曰。遠惡親善。此二句名近善友功德。由治

此六法故利益安樂事得成就。故名成就方便

業。成就體相云何 

論曰。恒治四種梵住。謂顯成就業有三句解釋

應知。 

釋曰。前有三句。後更以三句釋前三句 

論曰。治無量心清淨。 

釋曰。此釋初句 

 

 

 

 

 

 

恭敬住阿蘭若處者。由住彼處故

能離惡。 

 

 

 

覺世間雜事者歌舞雜戲等。 

 

 

 

 

 

 

 

 

 

 

 

成就業者謂表彼成就相故。 

 

 

 

 

 

 

 

 

以慇重心住阿練若故者：由住此

處離惡尋思。 

 

 

 

世雜事者：謂歌舞等。 

 

 

 

 

 

 

 

 

 

 

 

成滿業者：即是恒修治四梵住

故，常遊戲五神通故，依趣智故。

謂後三句釋此三句，此成滿業所

有相狀。 

 

如佛大師應供養 

   愛彼善說故相似 

以慇重心聽聞正法者：謂如所說

廣義等中，由十六行應聽聞法。

以慇重心住阿練若者：遠離聚

落，過俱盧舍名阿練若。於中居

止說名為住。如應而住無有慢緩

名慇重心。 

 

於世雜事不愛樂者：不愛世間歌

笑舞等種種雜事，即是遠離欲等

相應不正尋思。 

作意功德者：捨愛聲聞獨覺乘

故，大乘功德愛相應故。 

助伴功德者：遠惡友故，近善友

故。 

 

 

 

 

 

恒修治四梵住故，常遊戲五神通

故，依趣智故者：是成滿業之所

解釋，謂成滿相名成滿業。此中

業聲是相別名。無量清淨等三句

釋前恒修治四梵住等三句。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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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恒遊戲五通慧。謂得威德。恒依智慧行。

謂證得功德。 

釋曰。先於眾生起無量心。由無量心欲引眾生

令入正位。故現五通慧。 

 

 

若眾生已入正位。欲令修正行故。依智慧令

行。不應依識。由證智生故。能了別善惡兩法 

論曰。於住正行。不住正行眾生無捨離心。謂

安立他業。有四句解釋應知。 

釋曰。前有四句。後更以四句釋前四句。欲令

眾生離惡法住善法。為安立此二事故作安立他

業 

論曰。引攝大眾。 

釋曰。此釋初句。於破戒人不棄捨。亦不永擯。

從惡處濟拔安置善處。於持戒人隨其根性。令

進修定慧等行 

論曰。一向決定言說。謂無有疑心。立正教學

處。 

釋曰。由智慧決了無疑。一向立教及學處故可

信受。若先說如此教如此學處。後言先所說為

非。由此事不定。言說則不可信受。無不定故

可信受 

論曰。恭敬實事。謂法財兩攝。 

釋曰。由此人以實語。依真實道理說法。是名

 

 

 

威德者謂六神通。 

 

 

 

隨智慧行者。謂隨智不隨識自智

慧生故。由此智慧正證相應。住

諸法中 

 

安立彼業者。由有利樂意故。能

以利樂安立眾生。 

 

 

於中攝眾者。於破戒者不捨安立

亦不驅儐。令離不善令與善合。 

 

 

 

決定教授者。由一向與立教誡。

不自說已後復言我前所說不善

故。聞者授教。 

 

 

財法攝者由誠實告彼等言。以法

 

 

 

大威力者：謂六神通。 

 

 

 

依趣智故者：謂依趣智不依趣識

內智生故，由此內智現見相應安

住於法。 

 

安立彼業者：即是於住正行等。

謂後四句釋此四句，由利益安樂

增上意樂故，安立有情利益安樂。 

 

御眾功德故者：由於破戒亦不棄

捨，安立不擯，令出不善令住於

善。 

 

 

決定無疑教授教誡故者：由能一

向與彼教勅，非自說已還復說言

我言不善，由是因緣其言威肅。 

 

 

財法攝一故者：由言誠諦以法攝

喜捨四種無量名四梵住，由此表

知所有內德成滿清淨故得相聲。 

 

遊戲五通名為威力，漏盡智通是

解脫智名大威力，或取菩薩增上

神通名大威力，如是亦名成滿之

相。 

證得功德者：謂已證得現前自

在，此即解釋依趣智故，各別內

證名依趣智，不唯於義依趣於識

非寂靜故。 

於住正行不住正行等：是安立彼

業，四句差別之所解釋。由此安

立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此即是

業，是故說名安立彼業。 

御眾功德者：謂於持戒犯戒有情

驅擯攝受，俱欲令其出不善處安

立善處，名不棄捨。 

 

 

言決定故者：謂決定無疑教授教

誡，言威肅故，言若不定即不威

肅。 

 

 

重諦實故者：謂財法二攝合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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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攝。如法所得衣服等財物。以此攝眾生。是

名真實財攝 

 

 

 

 

論曰。先恭敬行菩薩心。謂無染污心。 

釋曰。由此人攝持菩薩心。能作一切眾生利益

事。不為眾生敬事於我。云何彼眾生由我利

益。信受正教當來得無上菩提。為此善意故行

法財二攝。是名無染污心 

論曰。與如此等法相應說名菩薩。由如此文句

前說初句應知。解說初句者。謂於一切眾生利

益安樂意。此利益安樂意文句別有十六文句。

所顯業應知解說。十六業者。如此等應知解釋

初句。 

釋曰。初句明利益安樂。所餘十六業及十六

句。皆是利益安樂別義故。以別釋總 

 

論曰。此中說偈。 

釋曰。更以一偈。顯前所說德因總別義 

論曰 

 取如前說句 隨德句差別 

 取如前說句 由義別句別 

攝大乘論釋卷第六 

及衣服等財利攝故。如言具攝。 

 

 

 

 

 

 

無染污心者由攝行菩提心作眾

生利益事。非為自求供養。但念

云何以此善令眾生正覺無上菩

提。如此攝受故。偈中義亦爾釋

應知相竟 

 

 

 

 

 

 

 

【此從前移後】 

應知如經偈說 

 初句所攝故 由功德句別 

 初句所攝故 由義別句別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五 

取，衣服等財還如是施。 

 

 

 

 

 

 

無雜染心故者：由善攝受大菩提

心，饒益有情非欲自求為給使

故，云何有情由此善故速證無上

正等菩提，如此攝受一切有情。 

 

 

 

 

 

 

 

 

 

論曰。如說： 

 由最初句故 句別德種類 

 由最初句故 句別義差別 

釋曰。此伽他中，即為顯示前所

說義，說如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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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積集財法無異分別，平等分

布如先所許，如是施與除現所

無。如有頌言： 

財供養能令  

眾生盡壽命  

法供養能令  

究竟天寂靜 

大菩提心恒為首故者：是無雜染

心之所解釋。由菩提心所攝受

故，凡有所作終不貪求他供事

等，唯求證得無上菩提。 

 

 

 

 

 

 

 

 

 

論曰。如說： 

 由最初句故 句別德種類 

 由最初句故 句別義差別 

釋曰。此伽他中其義易解，無勞

重釋。 

攝大乘論釋卷第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