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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2 line 3【菩提心】〈一〉定義：總謂之「願作佛心」，亦名「上求菩

提、下化眾生心」，別謂之四弘誓願。 

〈二〉種類：（1）【二種菩提心】1.緣事菩提心：四弘誓願。2.緣理菩提

心：一切諸法本來寂滅，安住於此中道實相，而成上求下化之願行，是為最

上之菩提心。又，1.願菩提心，2.行菩提心。又，1.世俗菩提心，2.勝義菩

提心。（2）【三種菩提心】《起信論》：1.信成就發心，2.解行發心，3.

證發心。又，《菩提心論》(唐‧不空譯)：1.行願菩提心，即大悲心。行，

指四弘六度之一切萬行；願，即願波羅蜜。即菩薩當利益一切有情，願彼得

究竟安樂；勸發一切有情。悉令安住無上菩提。觀十方含識猶如己身，又於

大悲門中拯救，隨眾生之願給付，乃至不惜身命。2.勝義菩提心，又作深般

若心。菩薩了知一切法無自性，亦即觀勝義空性，以求菩提之心。如《金剛

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卷 1 云：「悟法本無生。心體自如。

不見身心。住於寂滅平等究竟真實之智。令無退失。妄心若起。知而勿隨。

妄若息時。心源空寂。萬德斯具。妙用無窮。所以十方諸佛。以勝義行願為

戒。但具此心者。能轉法輪。自他俱利。」(T32,p.573,b11-16)即是勝義菩

提心。3.三摩地菩提心，即與三密相應之五部祕觀。凡一切眾生雖本共具大

毘盧遮那四種法身及四種曼荼羅，然以五障、三毒蔽覆之故，不得覺悟；若

於心中觀日月輪，誦聲字之真言，發三密之加持，揮四智之妙用，則大日之

光明朗廓而周遍法界，五部三部之尊森羅圓現，住此三昧，一切不可思議之

德用皆具足於心身，覺知即身為大日之體，是為三摩地菩提心。～摘自《佛光

大辭典》（3）【四心】《金剛經論》：廣大心、第一心、常心、不顛倒心。 

〈三〉殊勝：（1）60《華嚴經》卷 59 云︰菩提心者，則為一切諸佛種子，

能生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則為良田，長養眾生白淨法故。菩提心者，

則為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則為淨水，洗濯一切煩惱垢故。

菩提心者，則為大風，一切世間無障礙故。菩提心者，則為盛火，能燒一切

邪見愛故。菩提心者，則為淨日，普照一切眾生類故。菩提心者，則為明月，

諸白淨法悉圓滿故。」（T09,p.775,b19-28）（2）《摩訶止觀》卷 1：「此菩提

心有大勢力。如師子筋弦、如師子乳、如金剛槌、如那羅延箭。具足眾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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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除貧苦如如意珠。雖小懈怠、小失威儀。猶勝二乘功德。舉要言之。此心

即具一切菩薩功德。能成三世無上正覺。若解此心。任運達於止觀。無發無

礙即是觀。其性寂滅即是止。止觀即菩提。菩提即止觀。寶梁經云。比丘不

修比丘法。大千無唾處。況受人供養。六十比丘悲泣白佛。我等乍死不能受

人供養。佛言。汝起慚愧心。善哉善哉。一比丘白佛。何等比丘能受供養？

佛言。若在比丘數、修僧業、得僧利者。是人能受供養。四果四向是僧數。

三十七品是僧業。四果是僧利。比丘重白佛。若發大乘心者復云何？佛言。

若發大乘心求一切智。不墮數、不修業、不得利。能受供養。比丘驚問。云

何是人能受供養？佛言。是人受衣用敷大地。受摶食若須彌山。亦能畢報施

主之恩。當知小乘之極果不及大乘之初心。」(T46,p.9,c23-p.10,a13) 

〈四〉修菩提心法︰修菩提心法有多種，如《瑜伽師地論》說的四因、四緣、

四力等，都是指已種大乘善根的人說，才能由見佛、聞法，見眾生受苦或因

自身受苦，便能引發大菩提心。若一般有情，未種善根，必須依教漸修，才

能發起。《菩提道次第廣論》將阿底峽尊者所傳各種教授，分為二類：（1）

從金洲大師傳來的七重因果的教授︰{1}知母（思惟法界有情都是自己的母

親），{2}念恩（思惟一切有情於我有恩），{3}報恩（思惟當報一切有情恩），

{4}悅意慈（見一切有情猶如愛子生歡喜心），{5}大悲（思惟一切有情於生

死中受無量苦，我當如何令其得離此苦），{6}增上意樂（恒常思惟自己應

該擔負令諸有情離苦得樂的重大責任），{7}菩提心（須具兩種欲樂︰(a)欲

度一切有情出生死苦，(b)欲成無上菩提。若但欲利他，不求成佛，只是大

悲心，不是菩提心；若但求成佛，不為利他，只是自利心，也不是菩提心。

菩提心，一定要具備「為利眾生」和「願成佛」的兩重意義）。從知母到增

上意樂，都是修利他心的方法；已發起增上意樂，知道惟有成佛才能究竟利

他，為利他而進求無上菩提，才是菩提心。在修知母以前，還須先修「平等

捨心」為基礎，才能於一切怨、親、中庸（非怨非親）的有情，都容易修起

「知母」等心。（2）寂天菩薩《入行論》中所說的「自他相換法」，就是

把貪著自利、不顧利他的心，對換過來，自他易地而居，愛他如自，能犧牲

自利，成就利他。此法︰{1}先思惟修自他換的功德，和不修的過失（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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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故成佛，由唯自利故只是凡夫等）。{2}思惟自他相換的心，定能修起

（譬如父母精血，本非自身，由往昔習氣，也能起我執）。{3}應對治二種

障︰(a)覺自他二身各不相關，應思惟自他是相對安立的，如在此山時覺彼

山是彼山，到彼山時覺彼山是此山，不比青就是青，黃就是黃，絕對不同。

(b)覺他人痛苦，無損於我，不須顧慮，當觀自他相依而存，猶如手足，足

痛雖無損於手，但並不因此手就不治足的病。{4}正修︰(a)思惟凡夫無始以

來由愛執我所生過患，令我愛執未生不生，已生者斷，制不再起。(b)再進

思惟諸佛菩薩由愛他所生一切功德利益，令愛他心未生者生，生已增長，安

住不退。{5}最後乃至出息入息，都修與有情樂，拔有情苦。這是利根眾生

修菩提心的簡捷方法（修自他相換之前，也須先修平等捨心）。～《中華佛教

百科全書》 

p.52 line -7【有其二】參考本書 p.113 line-6。世、出世因果，『四諦』

有兩重因果，苦為果，集是因，由苦集二諦成為世間生死因果；滅是果，道

是因，滅道二諦為出世因果。即由造積有漏業因而感有漏苦果，由修無漏道

因而證滅諦涅槃。如北本《涅槃經》卷十二（T12,p.435,a）︰「有漏果者是則

名苦，有漏因者則名為集，無漏果者則名為滅，無漏因者則名為道。」此即

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之義。～《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觀經序分義傳通記》卷

第三：「問：何標二種因果。不釋出世因果？答：次下釋讀誦大乘、勸進行

者之文。出世因果義自顯。」 

p.52 line -7【深信因果等】淨影《觀無量壽經義疏》卷 1：「深信因果。

明修信也。讀誦大乘。明修解也。行能運通。目之為乘。乘別有三。諸佛所

乘。餘二不加。是故言大。此前自利。勸進行者。是其利他。」(T37,p.178,b27-c1) 

元照《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卷 2：「四句。初即發大心。菩提翻道。即無上

道心。二即起大心。善惡因果皆我自心。了知畏慎。故云深信。三即生大解。

教詮本智。因誦發生。四即修大行。勸誘修行。不令退墮。上三自行。後一

化他。」(T37,p.290,c16-20) 

p.52 line -3【苦法如毒等】《觀經序分義傳通記》卷第三：「苦法如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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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道。苦謂苦果。法謂三毒。三毒煩惱名為苦法。苦之法故。依主釋也。

惡法如刀者。是業道。惡之與法。同屬業因。惡即是法。持業釋也。流轉三

有者。是苦道。即有漏果報也。謂由惑造業。由業感果。流轉無窮。侵害眾

生也。」 

p.53 line 2【引聖勵凡】《觀經序分義傳通記》卷第三：「璟興云：有說

三世諸佛皆以此三福為成佛因。故云三世諸佛淨業正因。靈芝云：三世果德

藉此而成。故曰正因。此符引聖勵凡之釋。斯乃引果德行。勵凡往生。」 

p.53 line 4【諦聽善思念之】《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 3〈2 觀空品〉：「諦

聽。令生聞慧。善思念之。令生思慧。如法修行。令生修慧。」(T33,p.265,a29-b1)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 1〈2 觀如來品〉：「諦者審也。攝耳聆

音發生聞慧。善思思慧。念之修慧。審其句偈。思其義理。如說修行。令諦

聽等。又復諦者。令心寂靜。對治散亂掉動心故。言善思者。令心調柔。治

彼邪妄不正思故。言念之者。令心明記。治彼妄失顛倒心故。彼所治者。障

生勝慧。謂若有彼。性無堪任。猶如覆、漏、穢等三器。得甘露味。失漏無

堪。是故世尊誠諦聽等。智論偈云。聽者端視如渴飲。一心入於語義中。踴

躍聞法心悲喜。如是之人可為說。」(T33,p.452,a2-12) 

p.53 line -3【示觀緣】《觀經序分義傳通記》卷第三：「定善示觀者。十

三觀門其體定故。名為定善。以此定善示往生觀。故名示觀。」 

p.54 line -2【簀】〔ㄗㄜˊ〕1.用竹片、蘆葦編成的床墊子。2.泛指席子。

3.通『積』。堆積。～《漢語大詞典》 

p.55 line 2【喜忍等】《觀經序分義傳通記》卷第三：「言無生者。不退

之義。忍者慧也。謂得無生之慧。故名無生忍也。亦名喜忍等者。心歡喜故。

名為喜忍。廓然大悟。故名悟忍。其位十信。名信忍也。」 

p.55 line 4【解行】解行地，又作解行住、勝解行地。為菩薩修行階位之

一，即依解而修行，未證真如之地前三賢菩薩之階位。亦即入於初地以前，

由思惟力方便而習得一切善根之位。～《佛光大辭典》 



2012/8/3 

Page 5 / 6 

p.55 line 4【非解行已上】《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3：「【疏】即得

無生忍。是初住初地。【鈔】初住初地者。圓住別地。俱破無明。是無生忍

位。行者應知。如來將說十六觀法。預彰所說是圓玅觀。故云一切眾生觀於

極樂。觀成即得無生法忍。是故韋提聞說十六。隨語觀成。說訖。即證此之

玅位。經示此觀。是取初住徑捷之門。故不可云想事而已。」(X22,p.302,c14-p.303, 

a15)本會版 p.115。《觀經序分義傳通記》卷第三：「問：今家定判十信無生。

有何文理？答：任經大旨以作此釋。謂夫人是貪瞋具足凡夫故。初得無生。

豈非淺位哉。又此經說凡夫往生。令凡夫行定散二善。其中定善行成之時。

所得無生。若屬解行已上忍者。甚違此教本意故也。」 

p.55 line 8【未得天眼】《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3：「未得天眼等者。

問：阿那律天眼最勝。但見大千。豈有得天眼者。越十萬億土見安養乎？答：

此語未得分真菩薩天眼。非二乘也。故大經二十二云：菩薩所得清淨天眼。

異於聲聞緣覺所得。以是異故。一時徧見十方世界現在諸佛。大論亦同此說。」

(X22,p.303,a17-21) 

p.56 line 1【如來減永生之壽等】《妙法蓮華經》卷 5〈16 如來壽量品〉：

「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然今非實滅度，

而便唱言：『當取滅度。』如來以是方便，教化眾生。所以者何？若佛久住

於世，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貧窮下賤，貪著五欲，入於憶想妄見網中。若

見如來常在不滅，便起憍恣而懷厭怠，不能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是故如

來以方便說（滅度）…斯眾生等聞如是語，必當生於難遭之想，心懷戀慕，

渴仰於佛，便種善根。是故如來雖不實滅，而言滅度。」(T09,p.42,c19-p.43,a6) 

p.56 line 3【五濁】吉藏《法華玄論》卷五載，五濁中「煩惱」及「見」，

正名為濁，此二所成之眾生名「眾生濁」，即此眾生連持之命，名為「命濁」，

此四種之時名為「劫濁」，若無前二，則後三不名為濁。此五，若以因果分

別，則煩惱及見為因，餘三為果。若以人法分，則眾生為人濁，餘四為法濁。

若依時法分，則劫為時濁，餘四為法濁，若統而言之，凡眾生有此五，皆名

為濁。此謂有眾生即有眾生濁；有時即成劫濁；有生死涅槃凡聖等見皆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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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有所得之心念生，即勞役觀心，皆為煩惱濁；未得法身慧命即是命濁；

因有此五，故不得一乘淨觀，障翳正道，豈得不名為濁。～《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56 line -7【五苦所逼】淨影《觀無量壽經義疏》卷 1：「五苦所逼。明

有苦果。如大經說。五痛五燒是其五苦。」(T37,p.179,b5-6)四明知禮《觀無量

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4：「五苦者。疏有二釋。初以五道非樂釋。二以五罪

招報釋者。地獄燒煮苦。餓鬼飢虛苦。畜生屠割苦。人間八種苦。天上五衰

苦。次釋者。聖意多含。更明五惡招於二報。名出大本無量壽經。今云大經

是也。…五惡…五痛…五燒…」(T37,p.216,c16-20)《觀經序分義傳通記》卷第

三：「問：今師四苦加愛別苦名五苦者。有何證耶？答：四苦常談。此經出

離。起於愛別。故任經旨作此釋也。」 

【十六觀】《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3：「【疏】十六觀：一日觀。二

水觀。三地觀。四樹觀。五池觀。六總觀。觀一切樓地池等。七華座觀。八佛

菩薩像觀。九佛身觀。十觀音觀。十一勢至觀。十二普往生觀。十三雜明佛菩

薩觀。十四上品生觀。十五中品生觀。十六下品生觀。」(X22,p.303,c14-18)本會版

p.118。 

１、日觀。 ２、水觀。 ３、地想觀。４、寶樹觀。５、寶池觀。 

６、寶樓觀。７、華座觀。８、像觀。 ９、真身觀。10、觀音觀。 

11、勢至觀。12、普觀。 13、雜想觀。 

14、上三品。15、中三品。16、下三品。～《四帖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