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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關於菩薩十地之補充

【入地三心】 (唯識名詞白話新解(于凌波居士著))

　　修唯識行，於修道位的十地位，十地各有入、住、出三心。入地未久，稱為入心；久住

時分，稱為住心；久住之後漸近後位，稱為出心。事實上，每一心都要經過若干大劫。

【百法論顯幽鈔】卷第一末

問曰。十地斷障。皆起二道否。答曰。皆起二道也。無間道斷種現。解脫道斷麤重習氣也。

問曰。十地入心皆言斷障。住出心中。豈無惑障耶。答曰。准對法等。住出有障。即每地有

三心。皆有障斷也。即成三十重障也。即每心斷惑皆起二道。即三十無間道三十解脫道也。

即每言斷障者。但所知障。若煩惱障。十地中現行伏也。煩惱習氣。即每地解脫道斷也。問

曰。三十重障多少時斷盡。答曰。薦福云。每地三心各一僧祇。即十地有三十僧祇。方斷盡

也。問曰。地前一僧祇。初地至七地。第二僧祇。八地至十地。第三僧祇。因圓果滿。如何

言三十僧祇。答曰。梵云阿僧祇劫。此云無數時。言三無數劫成佛者。此約大無數時也。此

言三十僧祗者。約小無數時也。

關於辟支佛之補充

《瑜伽師地論》卷第三十四   本地分中獨覺地第十四

如是已說聲聞地。云何獨覺地。當知此地有五種相。一者種姓。二者道三者習。四者住。五

者行。

云何獨覺種姓。謂由三相應正了知。

一者、本性獨覺。先未證得彼菩提時，有薄塵種姓。由此因緣，於憒鬧處心不愛樂。於寂靜

處深心愛樂。

二者、本性獨覺。先未證得彼菩提時，有薄悲種姓。由是因緣，於說正法利有情事心不愛樂。

於少思務寂靜住中深心愛樂。

三者、本性獨覺。先未證得彼菩提時，有中根種姓。是慢行類。由是因緣，深心希願無師無

敵而證菩提。

云何獨覺道。謂由三相應正了知。

謂有一類安住獨覺種姓。經於百劫值佛出世。親近承事成熟相續。專心求證獨覺菩提。於蘊

善巧、於處善巧、於界善巧、於緣起善巧、於處非處善巧、於諦善巧  勤修學故，於當來世

速能證得獨覺菩提。如是名為初獨覺道。

《披尋記》：成熟相續者：此中成熟，謂將成熟。聲聞地說：謂即如是已得趣入補特伽羅，

除所獲得最後有身，謂住於此得般涅槃，或能趣入正性離生。從趣入後，於後後生修集諸根，

轉上、轉勝、轉復微妙，是名將成熟 (陵本二十一卷十七頁)。此應準釋。由下自說：過百

劫已，出無佛世，方能證法現觀，得獨覺菩提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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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一類。值佛出世。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於先所未起順決擇分

註1

善根引發令起。

謂煗、頂、忍，而無力能即於此生證法現觀得沙門果。復修蘊善巧，修處善巧，修界善巧，

修緣起善巧，修處非處善巧，修諦善巧故。於當來世能證法現觀得沙門果。是名第二獨覺道。

註1：【順決擇分】是煗，頂，忍，世第一法之有漏善根也。決擇者，見四諦之理之無漏勝

慧，分者部分之義，此四善根之功德，能順益其勝慧一分之見道決擇智，使彼出生，

名為順決擇分。

復有一類。值佛出世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證法現觀得沙門果。而無力能於一切種

至極究竟畢竟離垢，畢竟證得梵行邊際阿羅漢果。復修蘊善巧，修處善巧，修界善巧，修緣

起善巧，修處非處善巧，修諦善巧故。依出世道，於當來世至極究竟，畢竟離垢畢竟證得梵

行邊際阿羅漢果。是名第三獨覺道。

云何獨覺習。

謂有一類，依初獨覺道。滿足百劫修集資糧。過百劫已出無佛世。無師自能修三十七菩提分

法。證法現觀得獨覺菩提果。永斷一切煩惱成阿羅漢。

《披尋記》：證法現觀得獨覺菩提果等者：此中唯說證法現觀及得阿羅漢果，不說或得沙門

果。當知此類名頓出離，與下所說漸出離者有別。集論中說：頓出離者，謂入諦現觀已，依

止未至定，發出世間道，頓斷三界一切煩惱，品品別斷，唯立二果：謂預流果，阿羅漢果

(集論七卷十四頁)。義應準釋

復有一類，或依第二，或依第三獨覺道。由彼因緣出無佛世。無師自能修三十七菩提分法。

或證法現觀乃至得阿羅漢果。或得沙門果。至極究竟畢竟離垢，畢竟證得梵行邊際。證得最

上阿羅漢果。

《披尋記》：或證法現觀乃至得阿羅漢果等者：此中一類，或頓出離，或漸出離，如次配釋

應知。

當知此中由初習故成獨覺者，名麟角喻。由第二第三習故成獨勝者，名部行喻。

云何獨覺住。謂初所習麟角喻獨覺。樂處孤林樂獨居住。樂甚深勝解。樂觀察甚深緣起道理。

樂安住最極空無願無相作意。若第二第三所習部行喻獨勝。不必一向樂處孤林樂獨居住。亦

樂部眾共相雜住。所餘住相如麟角喻。

云何獨覺行。謂一切獨覺隨依彼彼村邑聚落而住。善護其身善守諸根善住正念。隨入彼彼村

邑聚落或為乞食。或濟度他下劣愚昧以身濟度。不以語言。何以故。唯現身相為彼說法不發

言。故示現種種神通境界。乃至為令心誹謗者生歸向故。又彼一切應知本來一向趣寂。

《披尋記》：善護其身等者：謂入村邑聚落乞食，應當善避惡象、惡馬等，是名善護其身。

若於如是諸境界相不應策發諸根，便即於彼不作功用，是名善守諸根。若於如是諸境界相應

當策發諸根，便即於彼正作功用，令諸煩惱不起現行，是名善住正念。義如聲聞地說(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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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卷十一頁)。

《披尋記》：應知本來一向趣寂者：謂彼深願速證涅槃故。

關於聲聞四沙門果之補充

《顯揚聖教論》三卷十八頁云：果者：謂四沙門果。廣說如經。

一、預流沙門果。若隨勝攝；三結永斷。謂身見、戒禁取、及疑。若全分攝；一切見道所斷

煩惱永斷。由彼斷故；得預流果，不墮落法。或極七返，或復家家。

二、一來沙門果。若隨勝攝，三結永斷，薄貪瞋癡。若全分攝；一切見道所斷煩惱永斷；及

欲界繫修道所斷上品中品煩惱永斷。由彼斷故；得一來果，或復一間。

三、不還沙門果。若隨勝攝；五順下分結永斷。所謂身見，戒禁取，疑，貪欲，瞋恚。若全

分攝；一切見道所斷煩惱永斷；及欲界繫修道所斷煩惱永斷，或色界繫煩惱永斷，或無色界

一分煩惱永斷。由彼斷故；得不還果。或中間寂滅，或生寂滅，或無行寂滅，或有行寂滅，

或復上流。

四、阿羅漢沙門果。若隨勝攝；貪欲瞋癡，無餘永斷。若全分攝；見修所斷一切煩惱永斷無

餘。由彼斷故；得阿羅漢果，諸漏永盡。乃至廣說阿羅漢六恒住法。

【五下分結】 (唯識名詞白話新解(于凌波居士著))

　　指順益下分界的五種結惑。乃對五上分結而立五下分結，全稱五順下分結。即三界中的

下分界（欲界）之五種結惑，繫縛眾生，令其不得超脫其界。五下分結即：

一、欲貪，於順情境上生起貪著之心而無有厭足。

二、瞋恚，於違情境上生起瞋恨之心而不自已。

三、有身見，於名（心）、色（色身）、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妄計為身，執著我見。

四、戒禁取見，取執非理無道之邪戒。

五、疑，迷心乖理，狐疑不決，由此疑惑而迷真逐妄，背覺合塵。

　　欲界眾生由於上述之欲貪與瞋恚二結，遂不得超離欲界，若有能超離者，由有身見等後

三結，終亦還下於欲界，故偏立此五種，稱為順下分結。見《俱舍論》卷二十一。

【五上分結】 (唯識名詞白話新解(于凌波居士著))

　　指順益上分界的五種結惑。全稱五順上分結。結為繫縛、煩惱之義。於三界中之上下二

界各有五種結。五上分結即上分界之色界與無色界的五種結惑，繫縛眾生，令其不得超離其

界。五上分結即：

一、色貪，貪著色界五妙欲的煩惱。

二、無色貪，貪著無色界禪定境界的煩惱。

三、掉舉，上二界眾生心念掉動而退失禪定的煩惱。

四、慢，上二界眾生恃自凌他憍慢的煩惱。

五、無明，上二界眾生耽著禪定，而於真性無所明了的煩惱。

見《俱舍論》卷二十一。

【六恆住法】 (法相辭典(朱芾煌編))

瑜伽三十四卷二十五頁云：具足成就六恆住法。謂眼見色已；無喜無憂，安住上捨，正念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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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是耳聞聲已；鼻嗅香已；舌甞味已；身覺觸已；意了法已；無喜無憂，安住上捨，正

念正知。

四解  大毗婆沙論三十六卷十五頁云：問：六恆住法，以何為自性？答：以念、慧為自性。

云何知然？如契經說：諸阿羅漢心善解脫，具六恆住。云何為六？謂眼見色已，乃至意知法

已；不喜不憂，心恆住捨，具念正知。若兼取相應俱有；則四蘊

註2

、五蘊

註3

為自性。已說自

性；所以今當說。問：何故名恆住？恆住是何義？答：諸阿羅漢、恆於此住，未嘗捨離；故

名恆住。問：一切阿羅漢，皆有此六恆住法耶？有作是說：非一切阿羅漢皆有此六。謂不時

解脫，已得邊際第四靜慮、及願智

註4

者，乃有此六。評曰：應作是說：一切阿羅漢皆有此六。

云何知然？此六恆住，皆以漏盡清淨身中念慧為體；諸阿羅漢無不成就此念慧故。

註2：【四蘊】四蘊者：一、戒蘊，二、定蘊，三、慧蘊，四、解脫蘊。

註3：【五蘊――轉五蘊成五分法身】﹝出請觀音經疏﹞

蘊即積聚之義。五蘊即、色、受、想、行、識也。五分法身，身亦聚集之義，即戒、

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也。謂眾生若能持戒修習定慧，行諸淨業，則能轉此五蘊色

身，而為五分法身也。

註4：【願智】瑜伽六十九卷十四頁云：云何願智？謂俱分解脫利根阿羅漢苾芻、熏修邊際

第四靜慮、為依止故；若聲聞乘，隨聲聞智所行境界；若獨覺乘，隨獨覺智所行境界；

起如是願。願我當知如是如是所知境界。從此趣入熏修邊際第四靜慮。既入定已；隨

先所願，一切了知。若諸如來、遍於一切所知境界，智無障礙。

名相解釋

【瞿夷】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人名）Gopika，又作瞿毘耶，瞿比迦，瞿波，瞿婆（憍曇彌）（喬答彌）。譯曰明女，

守護大地。捨夷長者之女，悉達太子第一夫人。

十二遊經曰：「捨夷長者，名水光，其婦母名月女。有一城居近其邊，生女之時，日將欲沒，

餘明照其家，室內皆明，因字之為瞿夷，晉言明女。瞿夷者是太子第一夫人。」

古來對於悉多太子之妃，其說不一。

十二遊經為瞿夷、耶惟檀（羅瞿羅女）、鹿野

註5

。

智度論十七為瞿毘耶、耶輸陀羅（羅母）

註6

。

法華文句二上與十二遊經之說，皆謂：「未曾有(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及瑞應(佛說太子瑞應本

起經)皆云羅睺是瞿夷子，涅槃及法華皆云是耶輸子。」

瞿夷又單稱 Gopa。譯曰守護地、覆障、牛護，亦曰善覺王之女。與耶輪陀羅為同一人。

按憍曇彌 Gautamī 為瞿曇 Gautama 之女性名詞。此瞿曇妃之意也。與耶輸陀羅為同人異稱

明矣（亦稱佛姨母）。三妃之說，雖根據三時殿

註5(下半)

，然三時殿為由於印度之氣候而作也。

註5：《佛說十二遊經》云：瞿夷者，是太子第一夫人，其父名水光長者；太子第二夫人，

生羅云(羅睺羅)者，名耶惟檀，其父名移施長者；第三夫人名鹿野，其父名釋長者。

以有三婦故，太子父王為立三時殿。殿有二萬婇女，三殿凡有六萬婇女，以太子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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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迦越王(轉輪王)故，置有六萬婇女。

註6：大智度論云。釋迦文菩薩有二夫人。一名瞿毘耶。二名耶輸陀羅。羅睺羅母也。

瞿毘耶是寶女故不孕子。

【五欲】 (佛學次第統編(楊卓 編))

　　欲者希求之義，又染愛之義。言五欲者，謂色、聲、香、味、觸也。能起人貪欲之心，

故名欲。智度論云：「五欲名華箭，又名五箭，破種種善事故。」又曰：「哀哉眾生，常為

五欲所惱，而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炙疥(疥瘡會癢，故想要用火烤來止

癢，但是愈烤愈癢)。五欲無益，如狗齩(同「咬」)炬。五欲增爭，如烏競肉。五欲燒人，如

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為之後世受無量苦。

一、色欲　謂男女形貌端莊，及世間寶物，玄黃朱紫，種種妙色，能令眾生，樂著無厭，故

名色欲。

二、聲欲　謂絲竹環珮之聲，及男女歌詠等聲，能令眾生，樂著無厭，故名聲欲。

三、香欲　謂男女身香，及世間一切諸香，能令眾生，樂著無厭，故名香欲。

四、味欲　謂種種飲食肴膳等美味，能令眾生，樂著無厭，故名味欲。

五、觸欲　謂男女身分，柔軟細滑，寒時體溫，熱時體涼，及衣服等種種好觸，能令眾生，

樂著無厭，是名觸欲。

【五欲(二)】 (佛學次第統編(楊卓 編))

　　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云五欲：

一、財欲　財，即世間一切貲財也(貲，音ㄗ。通"資"。貨物，錢財。)。謂人以財物為養己

之資，故至貪求戀著不捨，是為財欲。

二、色欲　色，即世間青黃赤白及男女等色也。謂人以色悅情適意，故至貪求戀著，

不能出離三界，是為色欲。

三、飲食欲　飲食，即世間肴膳眾味也。謂人必假飲食資身活命，故至貪求樂著無厭，

是為飲食欲。

四、名欲　名，即世間之聲名也。謂人因聲名能顯親榮己，故至貪求樂著而不知止，

是為名欲。

五、睡眠欲　睡眠，即情識昏昧而睡眠也。謂人之睡眠，亦有時節，若怠惰放縱，樂著無厭

，是為睡眠欲。

【道要】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佛道之樞要也。

賢愚經十三曰(卷第十三  第六十、五百鴈聞佛法生天品)：「願重矜愍，開示道要。」

讚阿彌陀佛偈曰：「究暢道要無障礙。」

【道行】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術語）學道修行也。又道德之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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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經囑累品曰：「如說修行，當知是為久修道行。」

淨影大經疏上曰：「內心求道，備有道行。以道成人，名道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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