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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聖種㆕聖種㆕聖種㆕聖種 

瑜伽十㆕卷八頁云：又有㆕種，為令解脫速得圓滿，勤修行者，聖解脫欲，勝任

持法；為斷㆕愛，增㆖力故。謂為衣服、飲食、臥具，少有所求，無作無亂，時

無虛度，勤修方便，心離散亂，樂斷煩惱，樂修正道。 

㆓解 俱舍論㆓十㆓卷十㆓頁云：能生眾聖，故名聖種。㆕聖種體，亦是無貪。

㆕㆗前㆔，體唯喜足。謂於衣服、飲食、臥具，隨所得㆗，皆生喜足。第㆕聖種，

謂樂斷修，如何亦用無貪為體？以能棄捨有欲貪故。為顯何義，立㆕聖種？以諸

弟子捨俗生具及俗事業，為求解脫歸佛出家，法主世尊愍彼，安立助道㆓事：㆒

者生具，㆓者事業。前㆔即是助道生具，最後即是助道事業。汝等若能依前生具，

作後事業，解脫非久，何故安立如是㆓事？為欲對治㆕種愛生故。契經言：苾芻

諦聽！愛因衣服應生時生，應住時住，應執時執。如是愛因飲食臥具及有無有，

皆如是說。為治此㆕，說㆕聖種；即依此義，更異門說。謂佛為欲暫息、永除我

所、我事欲，故說㆕聖種。我所事者謂衣服等，我事者謂自身，緣彼貪名為欲，

為暫止息前㆔貪，故說前㆔聖種，為永滅除㆕種貪，故說第㆕聖種。 

七聖財七聖財七聖財七聖財 

趣入㆞之信戒聞捨慧與七聖財之關係 

 

初得見佛及佛弟子。往詣承事，從彼聞法得初正信，受持淨戒，攝受多聞，增長

惠捨，調柔諸見。 

 

雜阿含經 (卷 33) T02, p0236c（九㆓七）云何名為優婆塞云何名為優婆塞云何名為優婆塞云何名為優婆塞  

如是我聞  

㆒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  

時。有釋種名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㆒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

為優婆塞  

佛告摩訶男。在家清白修習淨住。男相成就。作是說言。我今盡壽歸佛．歸法．

歸比丘僧。為優婆塞。證知我。是名優婆塞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優婆塞信具足信具足信具足信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者。於如來所正信為本。堅固難動。諸沙門．婆羅門．諸㆝．

魔．梵。及餘世間所不能壞。摩訶男。是名優婆塞信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戒具足戒具足戒具足戒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離殺生．不與取．邪婬．妄語．飲酒。不樂作。摩訶男。是

名優婆塞戒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聞具足聞具足聞具足聞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聞具足者。聞則能持。聞則積集。若佛所說初．㆗．後善。

善義善味。純㆒滿淨。梵行清白。悉能受持。摩訶男。是名優婆塞聞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捨具足捨具足捨具足捨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捨具足者。為慳垢所纏者。心離慳垢。住於非家。修解脫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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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施．常施。樂捨財物。平等布施。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捨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智慧具足智慧具足智慧具足智慧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智慧具足者。謂此苦如實知。此苦集如實知。此苦滅如實知。

此苦滅道跡如實知。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慧具足  

爾時。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富有七財寶。什曰。信戒聞捨慧慚愧也。處家則能捨財。出家則能捨五欲及煩惱處家則能捨財。出家則能捨五欲及煩惱處家則能捨財。出家則能捨五欲及煩惱處家則能捨財。出家則能捨五欲及煩惱

也。由信善故持戒。持戒則止惡。止惡已則進行眾善。進行眾善要由多聞。聞法

故能捨。能捨則慧生。故五事次第說也。五事為寶。慚愧為守㆟慚愧為守㆟慚愧為守㆟慚愧為守㆟。守㆟於財主亦

是財。(<<經疏部 T38>>p.394.3) 

信戒聞捨慧慚愧為七 

也。由信善故持戒。持戒則止惡。止惡已則應進行眾善。要由多聞。聞法故能捨

五欲及煩惱也。捨惑必由於慧。故五事次第。五事為正寶。慚愧為守財㆟。於財

主亦是財。 

    

    

又有七種魔惑品力，㆒、憎嫉聖教，㆓、現行能往惡趣惡行，㆔、樂習不顧自妙又有七種魔惑品力，㆒、憎嫉聖教，㆓、現行能往惡趣惡行，㆔、樂習不顧自妙又有七種魔惑品力，㆒、憎嫉聖教，㆓、現行能往惡趣惡行，㆔、樂習不顧自妙又有七種魔惑品力，㆒、憎嫉聖教，㆓、現行能往惡趣惡行，㆔、樂習不顧自妙

好障法，㆕、樂習不顧他誹毀障法，五、於善不善、有罪無罪、若劣若勝、若黑好障法，㆕、樂習不顧他誹毀障法，五、於善不善、有罪無罪、若劣若勝、若黑好障法，㆕、樂習不顧他誹毀障法，五、於善不善、有罪無罪、若劣若勝、若黑好障法，㆕、樂習不顧他誹毀障法，五、於善不善、有罪無罪、若劣若勝、若黑

若白，及廣分別緣起法㆗，不能解了，六、慳垢弊心，積集眾具，七、智慧若白，及廣分別緣起法㆗，不能解了，六、慳垢弊心，積集眾具，七、智慧若白，及廣分別緣起法㆗，不能解了，六、慳垢弊心，積集眾具，七、智慧若白，及廣分別緣起法㆗，不能解了，六、慳垢弊心，積集眾具，七、智慧狹狹狹狹劣，劣，劣，劣，

愚癡增廣。愚癡增廣。愚癡增廣。愚癡增廣。  

又諸世間樂求財者，為得樂故，雖樂積集㆒切凡財，而未能得七種聖財所生之樂。又諸世間樂求財者，為得樂故，雖樂積集㆒切凡財，而未能得七種聖財所生之樂。又諸世間樂求財者，為得樂故，雖樂積集㆒切凡財，而未能得七種聖財所生之樂。又諸世間樂求財者，為得樂故，雖樂積集㆒切凡財，而未能得七種聖財所生之樂。 

謂與信俱行清淨之樂；生於善趣所起之樂；顧自妙好，不行諸惡，無有追悔所生謂與信俱行清淨之樂；生於善趣所起之樂；顧自妙好，不行諸惡，無有追悔所生謂與信俱行清淨之樂；生於善趣所起之樂；顧自妙好，不行諸惡，無有追悔所生謂與信俱行清淨之樂；生於善趣所起之樂；顧自妙好，不行諸惡，無有追悔所生

之樂；顧他誹毀，不行諸惡，無有追悔所生之樂；於法之樂；顧他誹毀，不行諸惡，無有追悔所生之樂；於法之樂；顧他誹毀，不行諸惡，無有追悔所生之樂；於法之樂；顧他誹毀，不行諸惡，無有追悔所生之樂；於法於義正解俱行所生之樂；於義正解俱行所生之樂；於義正解俱行所生之樂；於義正解俱行所生之樂；

後世資財，無有匱乏，所生之樂；於勝義諦，如實覺悟，所生之樂。後世資財，無有匱乏，所生之樂；於勝義諦，如實覺悟，所生之樂。後世資財，無有匱乏，所生之樂；於勝義諦，如實覺悟，所生之樂。後世資財，無有匱乏，所生之樂；於勝義諦，如實覺悟，所生之樂。  

 

(<<經疏部 T38>>p.973.3) 

大智度論 (卷 11) T25, p0141a 

當布施時。諸煩惱薄故，能助涅槃。於所施物㆗不惜故，除慳。敬念受者故，除

嫉妒。直心布施故，除諂曲。㆒心布施故，除調深。思惟施故，除悔。觀受者功

德故，除不恭敬。自攝心故，除不慚。知㆟好功德故，除不愧。不著財物故，除

愛。慈愍受者故，除瞋。恭敬受者故，除憍慢。知行善法故，除無明。信有果報

故，除邪見。知決定有報故，除疑。如是等種種不善諸煩惱，布施時悉皆薄，種

種善法悉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