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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佈施」相關

《瑜伽師地論》卷第二十五 

云何惠捨？謂若布施，其性無罪，為莊嚴心、為助伴心、為資瑜伽、為得上義而修布施，是名惠

捨。

[披尋記] 謂若布施其性無罪等者：正行施時身語意業，名施自性。離諸過失，是名無罪。數數惠

施，制伏慳垢，名莊嚴心。善思俱行增長廣大，名伴助心。能為定地資糧，名資瑜伽。能證上妙

可愛樂事，名得上義。如是種種為所願樂，而修布施，故名惠捨。

問：誰能施？誰所施？用何施？何相施？云何施？何故施？由此因緣，施性無罪。

答：誰能施者，謂施者施主，是名能施。

云何施者？云何施主？

謂若自手施，名為施者；若自物施，若欲樂施，非不樂施，名為施主。

誰所施者？謂四種所施：一、有苦者，二、有恩者，三、親愛者，四、尊勝者。

云何有苦者？

謂貧窮者、或乞丐者，或行路者、或希求者、或盲瞽者、或聾騃者、或無依者、或無趣者、匱乏

種種資生具者。復有所餘如是等類，名有苦者。

[玅境長老筆錄] 「或希求者」，或是這個人他是希求這件事，希求這個東西的。「或盲瞽者」，

就是眼睛不對了。「或聾騃者」，這個耳朵不對，「騃」是無所知，這個人很笨的。「或無依

者」，沒有依靠的人。「或無趣者」，「無趣者」就是無家可歸的人，這種人。

云何有恩者？謂或父母、或乳飲者、或養育者、或成長者、

或於曠野沙磧

1

等中能濟度者、或饑儉時能賑恤者、或怖怨敵而救援者、或被執縛而能解者、

或遭疾病而救療者、教利益者、教安樂者、引利益者、引安樂者、

隨所生起諸事務中：為助伴者、同歡喜者、同憂愁者、遭厄難時不相棄者。

復有所餘如是等類，名有恩者。

[玅境長老筆錄]「教利益者教安樂者」，他能夠開示你這個生財之道，這個現世的生活的問題，

能夠教你得到這個利益的人，這是有恩者。「教安樂者」，他能開示你「諸惡其作眾善奉行」，

令你得到安樂的人，這是有恩者。「引利益者引安樂者」，這個「引」就是擴大的意思，把你的

利益給你擴大，你的安樂令你擴大，那個人。

云何親愛者？謂諸親友，或於其處有愛有敬、或信順語、或數語言談論交往、或有親昵

2

。

復有所餘如是等類，說名親愛。

[玅境長老筆錄] 有感情它就是「有愛」。 ... 「或信順語」，或者你說話、或者他說話，彼此

能夠信得及，這也是一個親愛者。「或數語言談論交往」，常常的在一起，歡喜在一起談話，有

來往，這也是親愛者。「或有親暱」，就是常常親近的人。

1 【磧】音ㄑㄧˋ。沙漠。

2 【昵】音ㄋㄧˋ。通「暱」，親近。

第 1 / 4 頁



《賢愚經》經文補充講義 059 2015-09-20 

云何尊勝？謂若沙門、若婆羅門，世間同許為賢善者、離損害者、極離害者、離貪欲者、為調伏

貪而修行者，離瞋恚者、為調伏瞋而修行者、離愚癡者、為調伏癡而修行者。

復有所餘如是等類，名尊勝者。

[披尋記] 世間同許為賢善者者：謂如下說，成就賢善士法

3

，名賢善者應知。

離損害者等者：離斷彼命，名離損害。離解支節

4

，名極離害。有尋有伺地中殺生業道作是分別。

害極害執者：謂斷彼命故，解支節故，計活命故

5

(陵本八卷八頁)。今準彼釋。

用何施者：謂若略說，或用有情數物而行惠施，或用無情數物而行惠施。

云何有情數物持用惠施？

謂或妻子、奴婢、作使，或象、馬、豬、牛、羊、雞、鴨、駝、騾等類，或有諸餘大男、大女、

小男、小女，或復所餘如是等類所用施物。

[玅境長老筆錄] 「作使」、有事情使用這個人去做事。「或者象馬豬牛羊雞鴨駝騾等類」，這些

東西他能布施。「或有諸餘的大男大女、小男小女」，這可能是他的兒和女。

或復內身頭、目、手、足、血、肉、骨、髓，隨願施與，此亦名為有情數物持用布施。

是諸菩薩所現行事，非此義中意所許施。

[披尋記] 或復內身頭目手足等者：菩薩地說：又諸菩薩略由二相，以自內身施來求者：一、總求

身者，以身施彼，隨所欲為，繫屬於彼，隨順於彼；二、別求手、足、頭、目、支節、血、肉、

筋、骨，乃至髓者，隨其所欲，一切施與(陵本三十九卷二頁)。此唯菩薩所現行事，不共聲聞，

是故宣說非此義中意所許施。

若有於彼諸有情類，或得自在，或有勢力，或能制伏。

[披尋記] 若有於彼諸有情類或得自在等者：謂於自所攝受妻子、奴婢、作使說得自在，於餘大男、

大女、小男、小女說有勢力，或能制伏。

若應持彼惠施於他；若惠施時自無有罪；若不由彼惠施因緣，他心嫌恨；

若施於他，知彼有情不為損惱；是名無罪有情數物持用惠施。

[玅境長老筆錄] 「若不由彼惠施因緣，他心嫌恨」，若是「由彼惠施因緣他心嫌恨」，那這是不

3 《瑜伽》卷二十五：云何成就賢善士法？謂生高族淨信出家。或生富族淨信出家。顏容殊妙喜

見端嚴。具足多聞語具圓滿。或隨獲得少智少見少安樂住。由是因緣不自高舉不陵蔑他；能知

唯有法隨法行，是其諦實。既了知已，精進修行，法隨法行。是名成就賢善士法。

4 【斷末摩】（術語）末摩，梵音Marman，譯曰支節，又曰死穴。身中有特異之支節，他物觸

之，則起劇痛，其命必終。人將死時，水風火三大中，其一大偏增，觸其末摩，使命斷絕，謂

之斷末摩。斷者，非切斷未摩，乃觸於末摩而命斷絕也。俱舍論十曰：「於身中有異支節，觸

便致死，是謂末摩。若水火風隨一增盛如利刀刃，觸彼末摩，因此便生增上苦受，從斯不久遂

致命終。」俱舍光記十曰：「末摩是身中死穴，其量極小，觸便致死。又解，對法藏中說，眾

生身中有百處名末摩，觸便致死。」同頌疏曰：「末摩，此云支節。然於身中有百處異支節，

其量甚小，觸便致死，是謂之末摩。水等者，等取風火。於此三大隨一增盛如利刀刃，觸彼末

摩，因此命終，故名為斷。此言斷者，非如斬薪令成兩段，但由三大觸彼末摩，令身無覺，說

名為斷。」

5 《瑜伽論記》卷二：計活命故，謂執，計執殺生而活命故。有出家外道名曰無繫等者，即尼健

子，計隨所住處百由旬內所有眾生，於彼作不殺成律儀，作殺成不律儀；百由旬外彼皆不成。

經為除此，說如是言：一切有情所，非唯百由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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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布施；你把他布施了，他心裏不嫌恨，這樣才可以，這又是一個條件。「若施於他，知彼有

情不為損害」，你把你的妻子、奴婢這些人布施給對方了，你知道對方不會對他有損害，這也是

個條件。

云何無情數物持用惠施？

謂若略說有三種物：一者、財物，二者、穀物，三者、處物。

言財物者：謂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瑪瑙、彩石、生色可染、赤珠、右旋。

[玅境長老筆錄] 「生色可染」，這個「生色可染」在菩薩戒裏面有，「生色」就是生來就是這樣

的顏色，那麼就是黃金，本來就是這種顏色，不可變異的。「可染」就是白銀，它是白色，它可

以染，染成別的色，可以變化的，那麼就是金銀了。還有「赤珠右旋」，赤珠上面有右旋的紋。

[披尋記] 生色可染者：謂彼末尼、真珠、琉璃等寶，成就妙色，清淨光瑩，可令愛染，是名生色

可染。

案：《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生像】又曰生色可染。梵語金銀之異名也。生者，生色，金也；

以金色天生而不變也。像者，似色，銀也；以其為類似於金之金屬也。《僧祇律》《善見律》謂

之「生色」，「似色」又曰可染，以其可塗染故也。即金銀之異名也。《行事鈔》下四曰：「生

像者，僧祇善見云生色似色，似即像也，生金像銀。」同資持記曰：「生色即金，天生黃故。似

色即銀，可塗染故。」 

復有所餘如是等類，或諸珍寶、或金、或銀，或諸衣服、或諸什物、或香、或鬘。是名財物。

云何穀物？謂諸所有可食可飲，大麥、小麥、稻穀、粟穀、糜黍

6

、胡麻、大小豆等，甘蔗、蒲萄、

乳酪、果汁種種漿飲。復有所餘如是等類，是名穀物。

云何處物？謂諸田宅、邸店、廛肆，建立福舍及寺館等。復有所餘如是等類，是名處物。

[玅境長老筆錄] 這個「處物」就是不動產。這個「田」，有田、有土地。「宅」，就是這些建築

物、房子。這個「邸店」，就是旅店客舍。這個「廛肆」，就是做生意的房子。「建立福舍」，

這個「福舍」就是免費的為別人所用的，那麼這就是你這樣子來生福，來修福的一種。「及寺館

等」，這個「寺」，是政府的官舍的房子，這個「館」也是旅店等。

是名無罪無情數物持用惠施。

當知此中，有情數物、無情數物，一切總說名所用施。

何相施者：謂無貪俱行思造作心意業，及此所起身業、語業，捨所施物，或自相續，或他相續。

是名施相。

[玅境長老筆錄] 「俱行思造作心意業」，就是這個「思」，就是你布施的這個意願，這個行動的

意願，這個行動的決定者，就思心所，就是在造作這件事的時候，那個決定者，那個行動者，就

是你的心。這個心呢，這是心所法，這個思心所是個心所法，和那個心王同時活動，叫做「俱

行」。這個無貪的，這個思心所和心王同時活動，這就是意業。「及此所起身業、語業」，由這

個意業表現在身業上，表現在語業上，表現在身語業上，還就是「捨所施物」這樣子。「或自相

續」，或者是你自己的身體，你的自己的這個生命體，「相續」就是你自己的身體做這件事。

6 【糜黍】糜，音ㄇㄟˊ。糜黍，即糜子。泛指黍類。性不黏。

第 3 / 4 頁



《賢愚經》經文補充講義 059 2015-09-20 

「或他相續」，或者是委託別人做這件事，說施主、施者的意思。

[披尋記] 或自相續或他相續者：如前說有施者、施主，今此說名自他相續，如次應知。

云何施者？謂由淨信而行惠施；由正教見而行惠施，

[披尋記] 由正教見而行惠施者：菩薩地說：不由惡見妄有執取而行惠施，謂如廣大暴惡祠祀。不

計殺生布施為法，亦不妄取吉祥瑞應相應相狀而行布施。又諸菩薩，終不妄計唯一切種極善清淨

而行惠施，即是世間及出世間離欲清淨，唯審了知所行布施，但是離欲清淨資糧(陵本三十九卷七

頁)。此應準知。

《瑜伽論記》卷十：第九、終不妄計唯一切種極善清淨而行惠施等者：或有妄計「施者如法，受

者如法，財物如法，名一切種極善清淨」、「如是施者，是即世及出世間離欲清淨之道」，此乃

非道計道。菩薩無此妄計。唯菩薩審了知，所行布施三事如是者，但是離欲清淨資糧，非真清淨

道。真清淨道者，無漏慧也。

由有果見而行惠施；由極殷重而行惠施，由恭敬心自手行施，而不輕慢；應時而施，濟他要用；

不損惱他，而行惠施。

[披尋記] 由有果見而行惠施者：謂施飲食能感大力，施諸衣服能感妙色。施諸車乘能感快樂，施

諸燈明能感淨眼，於如是等深生信解，不由他緣、非他所引而行布施，是名由有果見而行惠施。

如法平等，不以兇暴積集財物而行惠施，

以鮮潔物而行惠施，以精妙物而行惠施，以清淨物而行惠施。

[披尋記] 以清淨物而行惠施者：謂若施物如法所引，非誑詐得、非侵他得，當知是則名清淨物。

由此自他俱無有罪，數數惠施制伏慳垢，積集勢力而行惠施。先心歡喜而行惠施，於正施時其心

清淨，施已無悔。如是而施。

[披尋記] 數數惠施制伏慳垢等者：謂有種種可施財物，雖見求者正現在前，而於惠施心不趣入，

是名慳垢。當知此由先未串習所作過失。對治此故，力勵思擇而行惠施，能不隨逐先未串習所作

過失自在而行，是名制伏慳垢。如是數數思擇為先串習施已，於行惠施心樂趣入，是名積集勢力

而行惠施。

何故施者：或慈悲故而行惠施，謂於有。或知恩故而行惠施，謂於有恩。

或愛、或敬、或信順故而行惠施，謂於親愛。或為希求世出世間殊勝功德而行惠施，謂於尊勝。

由是因緣，故修惠施。

由是行相，或在家者、或出家者修行布施。為莊嚴心、為助伴心，為資瑜伽、為得上義而行布施。

由此因緣，施性無罪，是名惠捨。

[玅境長老筆錄] 「為莊嚴心」，令心清淨，「為伴助心」。其實在呢，我們心裏面有願，願得聖

道，我有聖道的願望，但是力量不夠，須要做功德，由功德的力量，幫助我的這個願去得聖道，

所以叫做「為伴助心」。

名相解釋

【大人相】 (佛學常見辭彙(陳義孝))

佛是一切眾生中最尊最大的人，所以佛的相，稱為大人相。 

案：「大人」者，「大力量人」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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