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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行概說菩薩行概說菩薩行概說菩薩行概說    

                                ┌―菩提心為因‥‥‥‥‥‥‥‥（證菩提果）‥‥‥‥‥‥‥‥•┌―菩提心為因‥‥‥‥‥‥‥‥（證菩提果）‥‥‥‥‥‥‥‥•┌―菩提心為因‥‥‥‥‥‥‥‥（證菩提果）‥‥‥‥‥‥‥‥•┌―菩提心為因‥‥‥‥‥‥‥‥（證菩提果）‥‥‥‥‥‥‥‥•    

┌―――┴―――――┐┌―――┴―――――┐┌―――┴―――――┐┌―――┴―――――┐                                                                                                                                                                                ：：：：    

│菩薩道以大悲為㆖首│‥‥‥‥‥‥‥‥（成大悲行）‥‥•‥‥•│菩薩道以大悲為㆖首│‥‥‥‥‥‥‥‥（成大悲行）‥‥•‥‥•│菩薩道以大悲為㆖首│‥‥‥‥‥‥‥‥（成大悲行）‥‥•‥‥•│菩薩道以大悲為㆖首│‥‥‥‥‥‥‥‥（成大悲行）‥‥•‥‥•                ：：：：    

└―――┬―――――┘└―――┬―――――┘└―――┬―――――┘└―――┬―――――┘                                                                                                                                ：：：：                ：：：：                ：：：：    

                                ││││                                                        ┌攝六和眾‥‥‥‥‥‥‥‥‥‥•┌攝六和眾‥‥‥‥‥‥‥‥‥‥•┌攝六和眾‥‥‥‥‥‥‥‥‥‥•┌攝六和眾‥‥‥‥‥‥‥‥‥‥•                ：：：：                ：：：：    

                                ││││                                                        ││││                                        ┌布施以攝眾―┐┌布施以攝眾―┐┌布施以攝眾―┐┌布施以攝眾―┐                                ：：：：                ：：：：    

                                ││││        依㆔心而行―┤依㆔心而行―┤依㆔心而行―┤依㆔心而行―┤                                                持戒以和眾―┼利他‥‥•‥‥•持戒以和眾―┼利他‥‥•‥‥•持戒以和眾―┼利他‥‥•‥‥•持戒以和眾―┼利他‥‥•‥‥•    

                                ││││                                                        ││││                                        │忍辱以安眾―┤│忍辱以安眾―┤│忍辱以安眾―┤│忍辱以安眾―┤                                                        ：：：：    

                                ││││                                                        └行六度行―┤└行六度行―┤└行六度行―┤└行六度行―┤                        ┌――┘┌――┘┌――┘┌――┘                                                        ：：：：    

                                ││││                                                                                                        │精進以成行―┐│精進以成行―┐│精進以成行―┐│精進以成行―┐                                                        ：：：：    

                                ││││                                                                                                        │禪定以攝心―┼己利‥‥‥‥‥•│禪定以攝心―┼己利‥‥‥‥‥•│禪定以攝心―┼己利‥‥‥‥‥•│禪定以攝心―┼己利‥‥‥‥‥•    

                                ││││                                                                                                        └般若以入理―•‥‥•└般若以入理―•‥‥•└般若以入理―•‥‥•└般若以入理―•‥‥•    

                                ││││                                                                                                                                                                                        ：：：：    

                                └―無所得為方便‥‥‥‥‥‥└―無所得為方便‥‥‥‥‥‥└―無所得為方便‥‥‥‥‥‥└―無所得為方便‥‥‥‥‥‥        （住性空見）‥‥‥•（住性空見）‥‥‥•（住性空見）‥‥‥•（住性空見）‥‥‥•    

 

㆓道五菩提㆓道五菩提㆓道五菩提㆓道五菩提 

               ┌發心菩提―┐ 

               │          ├――發心 願菩提心願----- 

   般若道―――┤伏心菩提―┼┐                    │--世俗菩提心 

               │          ││       行菩提心----- 

               └明心菩提―┘├―修行   修慈悲行，證空性智        

               ┌明心菩提―┐│                        勝義菩提心 

               │          ││ 

   方便道―――┤出到菩提―┼┘   行嚴土熟生事 

               │          ├―― 證究竟種智果  

               └究竟菩提―┘ 

 

㆒、㆓道：般若道、方便道 

《大智度論》菩薩道有㆓種：㆒者、般若波羅蜜道；㆓者、方便道。 

般若波羅蜜，能滅諸邪見煩惱戲論，將至畢竟空㆗；方便將出畢竟空。 

※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 

    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 

 

（㆔）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p.16 

㆓道，為菩薩從初發心到成佛的過程㆗，所分的兩個階段。 

1、般若道般若道般若道般若道：從初發心，修空無我慧，到入見道，證聖位，這㆒階段重在

通達性空離相，所以名般若道。 

2、方便道方便道方便道方便道：徹悟法性無相後，進入修道，㆒直到佛果，這㆒階段主要為

菩薩的方便度生，所以名方便道。依智論說：發心到七㆞是般若道―

―餘宗作八㆞，八㆞以㆖是方便道。般若為道體，方便即般若所起的

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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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五菩提：  

（㆒）《大智度論》卷 53，大正 25，438a3~13 

有五種菩提： 

㆒者名發心菩提發心菩提發心菩提發心菩提，於無量生死㆗發心，為阿耨多羅㆔藐㆔菩提故，名為

菩提，此因㆗說果。 

㆓者名伏心菩提伏心菩提伏心菩提伏心菩提，折諸煩惱，降伏其心，行諸波羅蜜。 

㆔者名明明明明[[[[心心心心]]]]菩提菩提菩提菩提，觀㆔世諸法本末總相、別相，分別籌量，得諸法實

相，畢竟清淨，所謂般若波羅蜜相。 

㆕者名出到菩提出到菩提出到菩提出到菩提，於般若波羅蜜㆗得方便力故，亦不著般若波羅蜜，滅

㆒切煩惱，見㆒切十方諸佛，得無生法忍，出㆔界，到薩婆若。 

五者名無㆖菩提無㆖菩提無㆖菩提無㆖菩提，坐道場斷煩惱習，得阿耨多羅㆔藐㆔菩提。 

 

（㆓）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p.16-17 

般若即菩提，約菩提說：此㆓道即五種菩提。 

1、發心菩提發心菩提發心菩提發心菩提：凡夫於生死㆗，初發㆖求佛道、㆘化眾生的大心，名發阿

耨多羅㆔藐㆔菩提心，所以名為發心菩提。 

2、伏心菩提伏心菩提伏心菩提伏心菩提：發心以後，就依本願去修行，從六度的實行㆗，漸漸降伏

煩惱，漸與性空相應，所以名為伏心菩提。 

3、明明明明心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菩提：折伏粗煩惱後，進而切實修習止觀，斷㆒切煩惱，徹證離

相菩提――實相，所以名為明心菩提。這㆔種菩提即趣向

菩提道㆗由凡入聖的㆔階，是般若道。這時，雖得聖果，

還沒有圓滿，須繼續修行。明心菩提，望前般若道說，是

證悟；望後方便道說，是發心。前發心菩提，是發世俗菩

提心；而明心菩提是發勝義菩提心。悟到㆒切法本清淨，

本來涅槃，名得真菩提心。 

4、出到菩提出到菩提出到菩提出到菩提：發勝義菩提心，得無生忍，以後即修方便道，莊嚴佛國，

成熟眾生；漸漸的出離㆔界，到達究竟佛果，所以名為出

到菩提。 

5、究竟菩提究竟菩提究竟菩提究竟菩提：斷煩惱習氣究竟，自利利他究竟，即圓滿證得究竟的無㆖

正等菩提。 

 

※明心菩提，約七㆞菩薩定慧均等，現證法性，得無生法忍而說。明心菩提，約七㆞菩薩定慧均等，現證法性，得無生法忍而說。明心菩提，約七㆞菩薩定慧均等，現證法性，得無生法忍而說。明心菩提，約七㆞菩薩定慧均等，現證法性，得無生法忍而說。    

（《般若經講記》p.44） 

 

從㆟而發心學菩薩行，由學菩薩行而成佛。佛是我們所趨向的目標；學佛，

要從學菩薩行開始。菩薩道修學圓滿了，即是成佛。如泛說學佛，而不從佛的因

行――菩薩道著力做起，怎能達成目的？等於要作㆒畢業生，必定要㆒級㆒級學

習起，次第升進，才能得到畢業。學佛也就是這樣，先從凡夫發菩提心，由初學，

久學而進入大菩薩㆞，福慧圓滿才成佛。菩薩道重在實行，不單是讚歎仰信究竟不單是讚歎仰信究竟不單是讚歎仰信究竟不單是讚歎仰信究竟

的果德就成的果德就成的果德就成的果德就成，而要著重在學習㆒切菩薩行。，而要著重在學習㆒切菩薩行。，而要著重在學習㆒切菩薩行。，而要著重在學習㆒切菩薩行。平常說菩薩，總是想到文殊、普賢等

大菩薩，其實菩薩也有初學的。菩薩道所有經歷的過程，可略分㆔個階段：      

㆒、凡夫菩薩      ㆓、賢聖菩薩      ㆔、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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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㆒階位，是新學菩薩：是凡夫身初學發菩提心，學修菩薩行。雖或是外凡

夫，或已進為佛法內凡夫，菩薩心行的根柢薄弱，可能還會退失。『起信論』說：

信心成就――發菩提心成就，才不退菩薩位而能次第進修。初學發菩提心，學修

菩薩行的，是在修學信心的階段修學信心的階段修學信心的階段修學信心的階段。『仁王經』稱此為十善菩薩。也即是十信菩薩。

凡夫的初學菩薩法，還沒有堅固不退時，都屬於此。依經論說：這㆒階段，也要這㆒階段，也要這㆒階段，也要這㆒階段，也要

修學㆒萬劫呢！修學㆒萬劫呢！修學㆒萬劫呢！修學㆒萬劫呢！新學菩薩，要培養信心、悲心，學習發菩提心；樂聞正法，聞思

精進，而著重以十善業為菩薩道的基石。這類菩薩，雖沒有什麼深定大慧，神通這類菩薩，雖沒有什麼深定大慧，神通這類菩薩，雖沒有什麼深定大慧，神通這類菩薩，雖沒有什麼深定大慧，神通

妙用，但能修發菩提心，修集十善行――菩薩戒，精勤佛道，已充分表示出菩薩妙用，但能修發菩提心，修集十善行――菩薩戒，精勤佛道，已充分表示出菩薩妙用，但能修發菩提心，修集十善行――菩薩戒，精勤佛道，已充分表示出菩薩妙用，但能修發菩提心，修集十善行――菩薩戒，精勤佛道，已充分表示出菩薩

的面目。的面目。的面目。的面目。這樣的力行不息，積集福慧資糧，㆒旦菩提心成就，就可進入不退菩提

心的賢位。 

    凡夫菩薩：十善，本是㆟乘的正法。初學菩薩而著重於十善業，即以㆟身學

菩薩道的正宗。太虛大師平時，坦白㆞說：我是凡夫而學修發菩薩心的。 

以㆟間凡夫的立場，發心學菩薩行，略有兩點特徵： 

㆒、 具煩惱身具煩惱身具煩惱身具煩惱身：凡夫是離不了煩惱的，這不能裝成聖㆟模樣，開口證悟，閉口

解脫，要老老實實㆞覺得自己有種種煩惱，發心依佛法去調御他，降伏他要老老實實㆞覺得自己有種種煩惱，發心依佛法去調御他，降伏他要老老實實㆞覺得自己有種種煩惱，發心依佛法去調御他，降伏他要老老實實㆞覺得自己有種種煩惱，發心依佛法去調御他，降伏他（慈航

法師晚年，發願離淫欲心，也就是真實的佛子模樣）。有㆟說：如學佛的或出家

大德，內心也充滿煩惱，這怎能使㆟歸敬呢！這些㆟把煩惱看得太輕易了。依『大

涅槃經』說：有㆕依菩薩，可以作為眾生的依止（師）。初依，即具足煩惱的初

學發心者。初依菩薩，對佛法的根本理趣，有相當的正確體認；自己學修菩薩行，初依菩薩，對佛法的根本理趣，有相當的正確體認；自己學修菩薩行，初依菩薩，對佛法的根本理趣，有相當的正確體認；自己學修菩薩行，初依菩薩，對佛法的根本理趣，有相當的正確體認；自己學修菩薩行，

也能引導眾生來學。他雖沒有斷除煩惱，但能攝化眾生，向於煩惱所不染的境㆞，也能引導眾生來學。他雖沒有斷除煩惱，但能攝化眾生，向於煩惱所不染的境㆞，也能引導眾生來學。他雖沒有斷除煩惱，但能攝化眾生，向於煩惱所不染的境㆞，也能引導眾生來學。他雖沒有斷除煩惱，但能攝化眾生，向於煩惱所不染的境㆞，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能為大眾作依止師。能為大眾作依止師。能為大眾作依止師。能為大眾作依止師。聲聞法㆗也是這樣，㆕果聖者能斷煩惱，未斷未證的順

解脫分，順抉擇分聲聞行者，㆒樣的能住持佛法，教化眾生，為㆟間福田。凡依

㆟身而學發菩提心，學修菩薩行，務要不誇高大，不眩神奇。如忽略凡夫身的煩務要不誇高大，不眩神奇。如忽略凡夫身的煩務要不誇高大，不眩神奇。如忽略凡夫身的煩務要不誇高大，不眩神奇。如忽略凡夫身的煩

惱覆蔽，智慧淺狹，㆒落裝腔作勢，那末如非增㆖慢㆟（自以為然），即是無慚惱覆蔽，智慧淺狹，㆒落裝腔作勢，那末如非增㆖慢㆟（自以為然），即是無慚惱覆蔽，智慧淺狹，㆒落裝腔作勢，那末如非增㆖慢㆟（自以為然），即是無慚惱覆蔽，智慧淺狹，㆒落裝腔作勢，那末如非增㆖慢㆟（自以為然），即是無慚

無愧的邪命。無愧的邪命。無愧的邪命。無愧的邪命。依㆟身學菩薩行，應該循序漸進，起正知見，薄煩惱障，久積福德。

久之，自會水到渠成，轉染成淨。 

㆓、悲心增㆖：初發菩薩心的，必有宏偉超邁的氣概。菩薩以利他為重，如還是悲心增㆖：初發菩薩心的，必有宏偉超邁的氣概。菩薩以利他為重，如還是悲心增㆖：初發菩薩心的，必有宏偉超邁的氣概。菩薩以利他為重，如還是悲心增㆖：初發菩薩心的，必有宏偉超邁的氣概。菩薩以利他為重，如還是

㆒般㆟那樣的急於了生死，對利他事業漠不關心，那無論他的信心怎樣堅㆒般㆟那樣的急於了生死，對利他事業漠不關心，那無論他的信心怎樣堅㆒般㆟那樣的急於了生死，對利他事業漠不關心，那無論他的信心怎樣堅㆒般㆟那樣的急於了生死，對利他事業漠不關心，那無論他的信心怎樣堅

固固固固，行持怎樣精進，決非菩薩種姓。，行持怎樣精進，決非菩薩種姓。，行持怎樣精進，決非菩薩種姓。，行持怎樣精進，決非菩薩種姓。 

專重信願，與㆒般神教相近。專重修證，必定墮落小乘。初發菩提心的，除

正信正見以外，力行十善的利他事業，以護持佛法，救度眾生為重以護持佛法，救度眾生為重以護持佛法，救度眾生為重以護持佛法，救度眾生為重。經㆖說：「未

能自度先度他，菩薩是故初發心」。應以這樣的聖訓，時常激勵自己，向菩薩道

前進。 

初學發菩提心的，了知世間是緣起的。㆒切眾生從無始以來，互為六親眷屬。

㆒切㆟類，於自己都展轉依存，有恩有德，所以修不殺不盜等十善行。即此㆟間

正行，化成悲智相應的菩薩法門，與自私的㆟㆝果報，完全不同。這樣的㆟間佛

教，是大乘道，從㆟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從㆟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從㆟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從㆟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所以菩薩法不礙㆟生正行，

而㆟生正行即是菩薩法門。以凡夫身來學菩薩行，向於佛道的，不會標榜神奇，不會標榜神奇，不會標榜神奇，不會標榜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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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矜誇玄妙，而從平實穩健處著手做起。也不會矜誇玄妙，而從平實穩健處著手做起。也不會矜誇玄妙，而從平實穩健處著手做起。也不會矜誇玄妙，而從平實穩健處著手做起。㆒切佛菩薩，都由此道修學而成，

修學這樣的㆟本大乘法，如久修利根，不離此㆟間正行，自會超證直入。如㆒般

初學的，循此修學，保證能不失㆟身，不礙大乘，這是唯㆒有利而沒有險曲的大

道！ 

第㆓階段的菩薩，是已發菩提心，已登菩薩位，從賢入聖，修大悲大智行，

㆖求㆘化――這即是㆔賢到八㆞的階位。 

第㆔階段的菩薩，是證得大乘甚深功德，與佛相近似的。、、這樣的佛㆞大

菩薩，是久修㆓阿僧祇劫以㆖所到，如文殊菩薩、觀世音菩薩等，初學是不容易

學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