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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菩薩生兜率天」相關

《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二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六

「復次菩薩受後邊身，處兜率天，是亦名為不可思議。何以故？兜率陀天，欲界中勝，在下天者

其心放逸，在上天者諸根闇鈍，是故名勝。修施修戒，得上下身；修施戒定，得兜率身

1

。一切菩

薩毀呰諸有、破壞諸有，終不造作兜率天業，受彼天身。何以故？菩薩若處其餘諸有，亦能教化

成就眾生，實無欲心而生欲界，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生兜率天，有三事勝：一者命、二者色、三者名。菩薩摩訶薩實不求於命、色、名

稱，雖無求心而所得勝。菩薩摩訶薩深樂涅槃，然有因緣亦勝

2

，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

如是三事雖勝諸天，而諸天等於菩薩所，終不生於瞋心、妬心、憍慢之心，常生喜心；菩薩於天

亦不憍慢，是故復名不可思議。菩薩摩訶薩不造命業，而於彼天畢竟壽命，是名命勝。亦無色業，

而妙色身光明遍滿，是名色勝。菩薩摩訶薩處彼天宮，不樂五欲，唯為法事，是故名稱充滿十方，

是名名勝，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下兜率天，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是故復名不可思議。何以故？菩薩下時，欲色諸天

悉來侍送，發大音聲讚歎菩薩，以口風氣故令地動。復有菩薩人中象王，人中象王名為龍王，龍

王初入胎時，有諸龍王在此地下或怖、或喜

3

，是故大地六種震動，是故復名不可思議。」

「菩薩摩訶薩知入胎時、住時、出時、知父、知母，不淨不污，如帝釋髻青色寶珠，是故復名不

可思議。」

名相解釋

【四諦】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名數）又云四聖諦，四真諦。聖者所見之真理也。梵語Catvāri-Āryasatyāni，巴利語Cattāri-

Ariyasaccāni。

一苦諦Duḥkha-āryasatya，三界六趣之苦報也。是為迷之果。

二集諦Samudya-āryasatya，貪瞋等煩惱，及善惡之諸業也。此二者能集起三界六趣之苦報，

故名集諦。

三滅諦Nirodha-āryasatya，涅槃也。涅槃滅惑業而離生死之苦，真空寂滅，故名滅。是為悟之果。

四道諦Mārga-āryasatya，八正道也，此能通於涅槃故名道。是為悟之因。

其中前二者流轉之因果也，故又曰世間因果。後二者還滅之因果也，又曰出世間因果。

此四者皆云諦者，言其真理實為至極也。而二者皆先果後因者，果易見，因難知，故先示苦果令

其厭，然後使斷其因，又舉涅槃之妙果使樂之，然後使修其道，是乃誘引最劣小機之善巧也。

1 《涅槃義記》卷第九：修戒修施得上下身，修施戒定得兜率者：形對餘天，顯此因勝。欲界亂

地，云何有定？此非八禪；欲界地中，念佛三昧，生彼天中，故言修定得兜率身。

2 《涅槃經疏三德指歸》卷第十七：經『有因亦勝』者，謂欲有之因，即生兜率天因也。

3 喜＝覺【宋(南宋思溪藏)】【元(元大普寧寺藏)】【明(明方冊藏)】，＝悎【宮(宮內省圖書

寮本（舊宋本）)】(版本說明,請參考http://www.cbeta.org/data-format/abbr_v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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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起菩提樹下至鹿野苑，為五比丘始說此法。是為佛轉法輪之初。依之而修道證滅者，稱為聲聞

人。

法華經譬喻品曰：「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

四十二章經曰：「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

涅槃經十二曰：「苦集滅道，是名四聖諦。」

涅槃經十五曰：「我昔與汝等不見四真諦，是故久流轉生死大苦海。若能見四諦，則得斷生

死。」

止持會集音義曰：「苦諦者，苦以痛惱為義。一切有為心行，常為無常患累之所逼惱，故名為苦。

大論云：無量眾生有三種身苦：老病死。三種心苦：貪瞋癡。三種後世苦：地獄餓鬼畜生。總而

言之有三苦八苦等，皆三界生死之患。諦審生死實是苦者，故名苦諦也。三苦，謂苦苦壞苦行苦，

八苦可知。

集諦者，集以招聚為義。若心與結業相應，未來定能招聚生死之苦，故名為集。審一切煩惱惑業

於未來，實能招集三界生死苦果，故名集諦也。

盡諦者，亦名滅諦。滅即寂滅，滅以滅無為義。結業既盡，則無生死之患累，故名為滅。以諸煩

惱結使滅故，三界業亦滅。若三界業煩惱滅者，即是滅諦有餘涅槃。因滅故果滅，捨此報身時，

後世苦果，永不相續，名入無餘涅槃。諦審涅槃實為寂滅，故名滅諦也。

道諦者，道以能通為義。正道及助道，是二相扶，能至涅槃，故名為道諦。審此二道相扶，實能

通至涅槃不虛，故名道諦也。正道者，實觀、三十七品、三解脫門，緣理慧行，名為正道。助道

者，得解觀中種種諸對治法，及諸禪定，是名助道。」 

【誦習經文先苦後樂】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謂人不辭勞苦，口誦經文，心習其義；其義習熟，則能如說修行，證於道果，而得涅槃之樂，

故名誦習經文先苦後樂。 

【六欲天】 (佛學常見辭彙(陳義孝))

欲界有六層的天，故名為六欲天，即：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

在天。此中四天王天在須彌山之半腰，忉利天在須彌山之頂，因依山而住，故名「地居天」，夜

摩天以上，因依空而住，故名「空居天」。 

【六欲天】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出楞嚴經﹞欲即色欲。四天王以形交為欲，忉利以風為欲，夜摩以抱持為欲，兜率以執手

為欲，化樂以視笑為欲，他化但以視為欲也。謂之天者，天然自然，樂勝身勝，亦名最勝，亦名

光明，以其所欲不同，故名六欲天。

　　〔一、四天王天〕，東方持國天王，謂能護持國土，故居須彌山黃金埵

4

。南方增長天王，謂

能令他善根增長，故居須彌山琉璃埵。西方廣目天王，謂能以淨天眼，常觀擁護此閻浮提，故居

須彌山白銀埵。北方多聞天王，謂福德之名聞四方，故居須彌山水晶埵。（梵語須彌，華言妙高。

梵語閻浮提，華言勝金洲。）

　　〔二、忉利天〕，梵語忉利，華言三十三。大智度論云：昔有婆羅門，姓憍尸迦，與知友三

十二人，共修福德，命終皆生須彌山頂，憍尸迦為天主，名帝釋天，三十二人為輔臣，周圍列居，

而帝釋獨處其中。又淨名疏云：昔迦葉佛滅後，有一女人，發心修塔，報為天主；有三十二人助

4 【埵】音ㄉㄨㄛˇ。堅土、聚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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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報為輔臣。君臣合之，為三十三也。（梵語婆羅門，華言淨行。梵語憍尸迦，又云釋提桓因，

華言能天主。言帝釋者，華梵雙舉也。三十二人名字，經論不載。據正法念處經所載，三十三天

各有住處，謂善法堂天、山峰天、山頂天、善見城天、缽私他天、俱吒天、雜殿天、懽喜園天、

光明天、波利耶多天、離險岸天、谷崖岸天、摩尼藏天、旋行天、金殿天、鬘影天、柔軟天、雜

莊嚴天、如意天、微細行天、歌音喜樂天、威德輪天、月行天、閻摩那娑羅天、速行天、影照天、

智慧行天、眾分天、曼陀羅天、上行天、威德顏天、威德燄輪光天、清淨天也。）

　　〔三、夜摩天〕，梵語夜摩，華言善時，亦名時分。謂其時時唱快樂故。以蓮華開合，分其

晝夜，此天依空而居。

　　〔四、兜率天〕，梵語兜率，華言知足。謂其於五欲境知止足故。此天依空而居。（五欲者，

色欲、聲欲、香欲、味欲、觸欲也。）有內外二院，外院為天人所居，內院為補處菩薩的住處，

補處菩薩常由此天下生而成佛，今為彌勒菩薩的淨土。

　　〔五、化樂天〕，化樂天者，謂自化五塵之欲而娛樂故。此天依空而居。（五塵者，色塵、

聲塵、香塵、味塵、觸塵也。）

　　〔六、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者，謂假他所化以成己樂故。此天依空而居，即魔王天也。

 

【四忉利交形】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雜語）俱舍論十二頌六欲天婬欲之相，曰：「六受欲交抱，執手笑視婬。」

此第一四王天與第二忉利天以男女交形為婬，第三夜摩天以相抱為婬，第四兜率天以執手為淫，

第五樂變化天以相笑為婬，第六他化自在天以相視為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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