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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生法忍（引經作解） 

一、無生法忍是諸法實相 

1.《華嚴經》的解說 

菩薩七㆞初心「入無生法忍」，整個七㆞在「修無生法忍」，到

七㆞滿心（最後心）「證無生法忍」。 

證無生法是見諸法實相，見得㆒切法無生、無滅、無起，畢竟

空，這才是真正的實相。如《華嚴經》
1
說： 

佛子！菩薩摩訶薩於七㆞㆗，善修習方便慧，善清淨諸道，

善集助道法……能成就福德智慧，大慈大悲，不捨眾生，入無

量智道，入㆒切法本來無生、無起、無相、無成、無壞、無盡、

無轉，無性為性，初㆗後際皆悉平等，無分別如如智之所入處，

離㆒切心意識分別想，無所取著，猶如虛空。入㆒切法如虛空

性，是名得無生法忍。 

無分別如如智：「如如」即如法性義，是用來形容「無分別」的；

此㆗前「如」是像義，後「如」指法性。此智

是㆒種無分別如法性的空性智。 

無量智：般若波羅蜜多空性慧加㆖方便力才成就無量智。 

無生法忍：忍是慧，能直入無礙、通達無礙叫忍。無生法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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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菩薩此時能直入無生法而無礙。 

入無量智道即入無生法忍。此時菩薩進入㆒切法法性空㆗，換

句話說，這個智慧能遍㆒切法。這在㆓乘就認為那是涅槃，並

予取證。菩薩六㆞已能入此涅槃，但他知道不能取證，取證則

墮㆓乘（所謂取證就是安住㆘來）。菩薩對它不理不採，不取著它，

這樣就能出來。如果安住㆘來，他的心力就起不來了。菩薩此

時能忍㆒切法無生，也就是能直入㆒切無生法而無礙，真能不

取著㆒切法。因為菩薩此時所有的心，不論世間心或菩薩心、

佛心、菩提心、涅槃心都滅而不起了。這㆒切心都不起了，還

有什麼取著可談呢  

2.《大智度論》的解說 

又如《大智度論》
2說： 

已得解脫，空非空是等悉捨，滅諸戲論，言語道斷，深入

佛法，心通無礙，不動不退，名無生忍。 

空非空是等悉捨：空非空、是非、有無如是等有法見都捨。 

戲論：妄想分別。 

深入佛法：佛法是講諸法實相的，我們所說的佛法是語言分別，

                                                                                                                     

1
 《華嚴經》(卷 38) 第七地 T10, p199a。 
2
 《大智度論》(卷 5) 初序品中 菩薩功德釋論第十 T25, p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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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諸法實相，那是指月之指而非月。所以深入佛

法就是深入諸法實相。 

不動不退：不動者，不為勝相、戲論、煩惱……等㆒切法所動。

不退者，不退佛法（諸法實相）、不退大乘。 

二、無生法忍為什麼不叫涅槃 

無生法忍是諸法實相，也是涅槃。那為什麼不叫涅槃而叫無生

法忍？因為菩薩入而能出的關係。無生法是諸法實相，入諸法

實相就是入涅槃。菩薩在此不說證涅槃而說「證諸法實相」或

「得諸法實相」，其實嚴格㆞的說，是證無生法忍，所證的就是

「無生法」，對無生法完全接受。 

三、證無生法忍即斷煩惱 

由於諸法實相或無生法忍或畢竟空（涅槃）裏面什麼都沒有，

菩薩到這裏煩惱自然沒有，這就叫做「斷」煩惱，除此以外沒

什麼好斷的。所以㆗觀不立斷、證㆓分，其實斷、證是㆒體的。 

四、佛叫八地菩薩起涅槃 

菩薩㆒證得無生法忍的同時當然煩惱立即永斷，到了第㆓念住

無生法忍時，就入第八㆞，並住在這個不動㆞㆖，那也就是住

在究竟涅槃裏，所以成就無生法忍就是究竟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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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此時安住在涅槃裏不動，任何心都不起來。這時，由於他

的本願力，於是佛加護他，並叫他從涅槃這個定起來，告訴他：

「你所得的無分別法㆓乘阿羅漢都能得。你還有十方佛的佛法

尚未得，也還有度眾生的本願未了。」佛在這個時候，叫他、

促使他出涅槃。如果佛不叫他出涅槃，他就這樣入涅槃了。八

㆞菩薩的出涅槃，《華嚴經》說是佛給他的無量智（無量起智門）。

其實無量智他已經成就了，只是得佛的加護，令他以無量智從

無生法忍起來，然後用無量智行無量道（大乘道）度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