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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資糧論菩提資糧論菩提資糧論菩提資糧論》》》》課程補充資料課程補充資料課程補充資料課程補充資料 
1.《大智度論》卷 87〈75 次第學品〉：「若如是人是新學。

但應教行布施持戒等。佛何以教令於諸法無所有畢竟空性中

行。答曰。今明始入無所有畢竟空法故。令行無所有。而是

菩薩以無所有畢竟空。和合布施持戒等行。譬如小兒服藥。

須蜜乃下。是故雖新發意亦觀深空無咎。」(CBETA, T25, no. 1509, p. 668, b4-10)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8〈30 三歎品〉：「憍尸迦！若三

千大千世界滿中聲聞、辟支佛，譬如竹葦稻麻叢林。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供養恭敬、尊重讚歎。不如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初發心菩薩摩訶薩不離六波羅蜜所得福德。何以故？不以聲

聞、辟支佛因緣故，有菩薩摩訶薩及諸佛出現於世。以有菩

薩摩訶薩因緣故，有聲聞、辟支佛、諸佛出現於世。以是故，

憍尸迦！是諸菩薩摩訶薩，一切世間諸天及人、阿修羅，常

應守護供養恭敬尊重讚歎。」(CBETA, T08, no. 223, p. 280, c4-14) 

 
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2〈71 道樹品〉：「須菩提白佛

言：「世尊！初發心菩薩摩訶薩當念何等法？」佛言：「應念

一切種智。」」(CBETA, T08, no. 223, p. 378, a4-6) 

 
4.《淨名玄論》卷 2：「外國稱毘摩羅詰。羅什僧肇。番為淨

名。道生曇詵。云無垢稱。真諦三藏云。具存梵本。應言毘

摩羅詰利帝。毘為滅。摩羅云垢。吉利帝為鳴。合而言之。

謂滅垢鳴。初從所得為名。次從所離為目。滅猶是所離。以

聲聞天下。故稱為鳴。鳴猶名義耳。言雖廣略。而意無異也。」
(CBETA, T38, no. 1780, p. 865, a25-b1) 
 
5.《維摩詰所說經》卷 2〈8 佛道品〉： 
「智度菩薩母 方便以為父 一切眾導師  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為妻 慈悲心為女 善心誠實男  畢竟空寂舍 
」(CBETA, T14, no. 475, p. 549, c2-5) 
 
6.《大智度論》卷 18〈1 序品〉：「復次觀真空人。先有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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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真空。」(CBETA, T25, 

no. 1509, p. 194, a15-17) 
 
7.《瑜伽師地論》卷 39〈9 施品〉：「又諸菩薩於其施障及彼

對治如實了知。此中施障略有四種。一先未串習。二施物尠

闕。三耽著上妙悅意財物。四觀見當來具足財果而深欣樂。

若諸菩薩現有種種可施財物。雖見求者正現在前。而於惠施

心不趣入。菩薩爾時即以正慧。速疾通達是我於施先未串習

所作過失。復以妙慧。如是通達我於先世決定於施曾未串

習。致令今世現有種種可施財物。雖見求者正現在前。而於

惠施心不趣入。若於今世不強思擇而行施者。復於來世定當

憎背所應行施。菩薩如是正通達已。用此施障對治為依。力

勵思擇而行惠施。能不隨逐先未串習所作過失。自在而行。

又諸菩薩若見求者正現在前。由諸財物有尠闕故。於其惠施

心不趣入。菩薩爾時即以正慧速疾通達。如是匱乏障施因

緣。忍受匱乏所作眾苦。力勵思擇起悲愍心而行惠慧施。作

如是念。或由宿業有過失故。或由現在繫屬他故。令我具受

眾多猛利飢渴等苦。不能饒益一切眾生。設我今者由行惠施

因饒益他。於現法中受種種苦乃至殞歿。如是行施猶為最

勝。非空發遣諸來求者。況當更有諸菜葉等可以活命。菩薩

如是忍受匱乏所作眾苦而行惠施。又諸菩薩若見求者正現在

前。由可施物極悅意故最上妙故。於行惠施心不趣入。菩薩

爾時即以正慧。速疾通達是我耽著所作過失。我今於苦發起

虛妄樂想顛倒。由此能生當來眾苦。於此顛倒遍了知故。為

欲斷除力勵思擇。用此財物而行惠施。又諸菩薩若行施已。

於當施果廣大財利。見勝功德深生欣樂。不求無上正等菩

提。菩薩爾時即以正慧。速疾通達是邪果見所作過失。如實

觀察。一切諸行皆不堅牢。一切諸行皆念念滅。所受用果速

疾滅盡速疾離散。如是觀時即能斷滅能生欣樂邪果之見。諸

所行施一切迴向無上菩提。如是菩薩四種施障。當知四種能

對治智對治於彼。一者覺悟。二者忍受眾苦。三者遍知顛倒。

四者見一切行性不堅牢。是諸菩薩由前三種能對治智。決定

堪能正行惠施。由後一種能對治智。能正攝受施福勝果。當

知亦名菩薩巧慧而行布施。」(CBETA, T30, no. 1579, p. 508, c28-p. 509,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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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寶積經》卷 42〈7 尸波羅蜜品〉：復次舍利子。菩薩

摩訶薩。行尸羅波羅蜜多時。如是思惟。云何身妙行語妙行

意妙行耶。舍利子。菩薩摩訶薩。如是思惟。若身不造殺生

不與取欲邪行業者。是名身妙行。菩薩摩訶薩。如是思惟。

若語不造妄語離間麁惡綺語業者。是名語妙行。菩薩摩訶

薩。如是思惟。若意不造貪著瞋恚邪見業者。是名意妙行。

由具如是正思惟故。是名菩薩摩訶薩行尸羅波羅蜜多。 
復次舍利子。如是菩薩摩訶薩。行尸羅波羅蜜多時。作如是

念。若業不由身語意造。此業為可建立不。菩薩摩訶薩。如

是如理觀察。若業不由身語意造。此業不可建立。若青若黃。

若赤若白。若紅若頗胝色。此業又非眼所識。非耳所識。非

鼻舌身意所識。何以故。舍利子。由於此業非能生非所生非

己生。不可執受。都無有能了別此業。菩薩摩訶薩。如是了

知。此尸羅性不可為作。若不可為作。則不可建立。若不可

建立。我等於中不應執著。如是菩薩摩訶薩。由觀解力故。

不見妙行及以尸羅。亦不見有具尸羅者。不見尸羅所迴向

處。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已。畢竟不起妄有身見。何以故。舍

利子。有身見故可有觀察。此是持戒。此是犯戒。如是觀已。

於彼守護及以儀則。若行若境皆悉具足。正知而行。正知行

故名持戒者。菩薩摩訶薩。不取著自不取著他。而行於行。

不毀尸羅不取尸羅。而行於行。若取著我即取尸羅。若不著

我不取尸羅。若知尸羅是不可得。即不毀犯所有律儀。若於

律儀無毀犯者。即不名為毀犯尸羅。又亦不名執取尸羅。舍

利子。以何因緣。於是尸羅而不執取。謂一切法知他相故。

若由他相則無有我。若我是無何所執取。」(CBETA, T11, no. 310, p. 242, a7-b23) 

 
 

9.《十住毘婆沙論》卷 16〈31 護戒品〉：「尸羅波羅蜜無量

無邊。但略說有六十五分。餘戒生戒力戒淨戒差別。論中先

後處處說相。如寶頂經中和合佛法品中。無盡意菩薩於佛前

說六十五種尸羅波羅蜜分。尸羅名不惱。一切眾生於他物中

無劫盜想不著外色不誑眾生。眷屬具足故不兩舌。多忍惡言

故無有惡口。常思惟籌量利益語故無散亂語。喜人樂故心無

貪取。忍諸苦故無有瞋惱。不稱譽餘師故名為正見。信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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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信佛。知法真實故信法。樂尊重恭敬賢聖眾故信僧。念佛

以五體投地供養禮敬。乃至小戒深心怖畏故。戒不羸弱。不

依餘乘故不毀戒。離邪行故戒不缺損。不起惡煩惱故名不雜

戒。畢竟常樂增長善法故名不濁戒。隨意行故名自在戒。不

為智者所呵故名為聖所讚戒。常在念安慧故名為易行戒。一

切無過故名不可呵戒。守護諸根故名為善護戒。諸佛所念故

名為名聞戒。如法物中知量取故名為少欲戒。斷慳貪故名知

足戒。身心遠離故名遠離戒。離眾閙語故名阿蘭若戒。不視

他面望有所得故名為具足聖種戒。屬善根故名細行頭陀戒。

生人天中故名隨說行戒。救一切眾生故名為慈戒。忍一切苦

故名為悲戒。心不退沒故名為喜戒。離憎愛故名為捨戒。降

伏心故名為自見過戒。護彼心故名為不錯戒。善護戒故名為

善攝戒。成熟眾生故名為布施戒。無所願故名忍辱戒。不懈

退故名精進戒。集助禪法故名為禪戒。多聞善根無厭足故名

為智慧戒。從多聞得智慧故名為求多聞戒。集助七覺法故名

親近善知識戒。捨邪道故名離惡知識戒。觀無常故名不貪身

戒。勤集善根故名不信命戒。深心清淨故名不悔戒。行清淨

故名不假偽戒。深心無垢故名無熱戒。善起業故名無憂戒。

不自高故。名無慢戒。離染欲故名不戲調戒。心質直故名不

自高戒。心調和故名有羞戒。惡心不發故名調善戒。滅諸煩

惱故名為寂滅戒。如說行故名為隨所教戒。行四攝法故名教

化眾生戒。不失自法故名為護法戒。本來清淨故名一切願滿

戒。迴向無上道故名至佛法戒。等心一切眾生故名得佛三昧

戒。大德舍利弗是六十五分。諸菩薩清淨戒。則為無盡。」
(CBETA, T26, no. 1521, p. 109, c10-p. 110, a25) 

 

10.《瑜伽師地論》卷 43〈15 攝事品〉：「云何菩薩同事。謂

諸菩薩若於是義於是善根勸他受學。即於此義於此善根。或

等或增自現受學。如是菩薩與他事同。故名同事。所化有情

知此菩薩所修同事。便於自己受學善根。堅固決定無有退

轉。何以故。彼作是思。菩薩勸我所受學者。定能為我利益

安樂。由此菩薩所授我者。即於其中自現行故。無有知無利

益安樂自現行者。非諸菩薩如是同事勸導有情。他得詰言汝

自於善不能受學。」(CBETA, T30, no. 1579, p. 532, a11-20) 



 5 

11.《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8〈9 靜慮波羅蜜多品〉：「佛

告慈氏：「有十六種靜慮波羅蜜多，一切聲聞獨覺所不能知。

一者了達生死而無生死是菩薩靜慮，安住如來清淨禪故。二

者於諸禪定不生味著是菩薩靜慮，不住一切定亂相故。三者

起大悲心是菩薩靜慮，除諸有情重障故。四者增長正定是菩

薩靜慮，不如三界見三界故。五者成就神通是菩薩靜慮，能

了有情諸心行故。六者善調伏心是菩薩靜慮，不住調伏不調

伏故。七者依無相智得淨解脫、超諸禪定是菩薩靜慮，於色

無色界得自在故。八者寂靜極寂靜是菩薩靜慮，勝出一切聲

聞、獨覺諸禪定故。九者無能嬈亂是菩薩靜慮，了心清淨本

無動故。十者對治毀禁是菩薩靜慮，除諸有情煩惱習故。十

一者入智慧門是菩薩靜慮，善達世間如幻夢故。十二者知眾

生心是菩薩靜慮，了諸有情本性空故。十三者紹三寶種是菩

薩靜慮，能現如來出世間故。十四者得法自在是菩薩靜慮，

了一切法皆佛法故。十五者常住不壞是菩薩靜慮，普門示

現、用恒寂故。十六者遍照一切是菩薩靜慮，法界平等無不

鑒故。慈氏！當知此即名為菩薩摩訶薩十六種靜慮波羅蜜

多，一切聲聞獨覺所未曾有。」(CBETA, T08, no. 261, p. 900, a28-b21) 

 

12.《大乘義章》卷 11：「次第有二。一據修難易以辨次第。

二化益始終以論次第。難易如何。慈緣佛樂玄欲與人。貰益

易為。故先修之。悲拔今苦。交益難作。故在慈後次修悲心。

悲苦易生。愛樂難發。故在悲後次修喜心。此云何知。如人

見其怨家受苦亦起悲心。故知悲易。覩觀得樂未必生喜。故

知喜難。偏益易為。等利難作。故後修捨。又復前三是有行。

有行易生。故先修習。捨是空行。空行難發。故後為之。修

入如是。---次辨化益---問曰。此捨捨益眾生。何成利他。釋

有四義。一依龍樹釋。前三無量雖欲與樂拔苦慶物而未能

得。故須修捨捨前三種所念眾生。自修善法攝大菩提饒益於

彼。故名利他。二有眾生菩薩化之得少智慧未能究竟。菩薩

捨之更修勝善攝大菩提究竟饒益。故名利他。三為究竟捨眾

生故。慈懃與樂悲懃拔苦喜懃慶之。進策前三。故名利他。

四捨前所化更益餘人。故名利他。次第如是。」(CBETA, T44, no. 1851, p. 

688, a28-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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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十住經》卷 1〈1 歡喜地〉：「諸佛子！菩薩住歡喜地，

以十願為首，生如是等百萬阿僧祇大願。以十不可盡法而生

是願，為滿此願勤行精進。何等為十？一、眾生不可盡，二、

世間不可盡，三、虛空不可盡，四、法性不可盡，五、涅槃

不可盡，六、佛出世不可盡，七、諸佛智慧不可盡，八、心

緣不可盡，九、起智不可盡，十、世間道種、法道種、智慧

道種不可盡。如眾生盡，我願乃盡；如世間盡、如虛空盡、

如法性盡、如涅槃盡、如佛出世盡、如諸佛智慧盡、如心緣

盡、如起智慧盡、如道種盡，我願乃盡。而眾生實不可盡，

世間、虛空、法性、涅槃、佛出世、諸佛智慧、心緣、起智、

道種實不可盡，我是諸願福德亦不可盡。 

「諸佛子！菩薩決定發是大願，則得利安心、柔軟心、調順

心、善心、寂滅心、和潤心、直心、不亂心、不嬈心、不濁

心。如是則成信者，以心信相，分別功德。信諸佛本所行道、

信行諸波羅蜜而得增長、信善入諸地得殊勝功德、信得成佛

十力、信具足四無所畏、信不共法不可壞、信諸佛法不可思

議、信諸佛力無中無邊、信諸如來無量行門、信從因緣以成

果報。舉要言之，信諸菩薩普行諸佛功德、智慧、威神力等。」

(CBETA, T10, no. 286, p. 501, a12-p. 502, a11) 

 

14.《大乘悲分陀利經》卷 7〈22 莊嚴品〉：「「『何謂菩薩摩訶

薩資用法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有施資用得勸進；菩薩戒

資用得滿願；菩薩忍資用得調心；菩薩慧資用得知諸結使；

菩薩聞資用得阿僧祇辯；菩薩福資用得饒益眾生；菩薩智資

用得阿僧祇智；菩薩止資用得成作心；菩薩觀資用得無是

非；菩薩慈資用得無礙心；菩薩悲資用得化眾生無厭；菩薩

喜資用得樂法喜；菩薩捨資用得捨愛憎；菩薩聽法資用得捨

蓋障；菩薩出家資用得捨一切有為；菩薩閑居資用得不失作

業。----」(CBETA, T03, no. 158, p. 279, a2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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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乘寶雲經》卷 1〈1 序品〉：「善男子。釋迦如來於過

去世行菩薩時已發誓願。我成佛時凡是眾生聞我名者。皆悉

令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彼世界中一切眾

生聞佛名者盡不退轉耶。佛言。不然。世尊。彼土眾生不聞

釋迦牟尼佛名耶。佛言。善男子。皆得聞也。世尊。彼土眾

生無退轉者云何不退轉耶。佛言。善男子。是諸眾生種植不

退轉因。藉聞彼佛名號而生。今者如來見是事已。說彼眾生

無有退轉。非但聞名而不退轉。善男子。我今為汝當說譬喻

成是義故。善男子。如樹種子若大若小。但無事礙具諸外緣。

即生萌牙乃至增長。(CBETA, T16, no. 659, p. 242, a24-b10) 
 
16.《顯揚聖教論》卷 20〈11 攝勝決擇品〉：「復次菩薩摩訶

薩有十二種艱難之事。聰叡菩薩應當了知。一者於違越法式

眾生。若罰若捨。是諸菩薩艱難之事。二者方便現行苦逼惱

事。防護自心令不起煩惱。是諸菩薩艱難之事。三者無量眾

生現前求索現在所有非法財物。是諸菩薩艱難之事。四者菩

薩唯有一身。無量眾生諸所作事。同時現前請為助伴。是諸

菩薩艱難之事。五者處放逸處。若處世間可愛妙定。若生天

上令心調順。是諸菩薩艱難之事。六者常求遍作利眾生事。

而於此事無力無能。是諸菩薩艱難之事。七者愚鈍諂詐剛強

眾生。若為說法若復棄捨。是諸菩薩艱難之事。八者常於生

死見大過失。為利眾生而不應捨。是諸菩薩艱難之事。九者

未證增上清淨意樂多分失念命終。是諸菩薩艱難之事。十者

未證增上清淨意樂。他來求索最極第一所珍愛事。是諸菩薩

艱難之事。十一者種種意見種種樂欲眾生現前。若教示若棄

捨。是諸菩薩艱難之事。十二者常行最極不放逸行。而不盡

斷一切煩惱。是諸菩薩艱難之事。 
若諸菩薩遭遇如是艱難之事。或應觀其輕重。如其所應建立

方便。或應簡擇補特伽羅。或應勵力攝受隨因緣轉。若發正

願或復制心令不縱逸。或應住心猛利觀察。不生厭倦而自安

忍。或慈悲故心生放捨。或應發起熾然精進。或復思惟善權

方便。如是正對治善巧。菩薩摩訶薩雖遇如是諸艱難事正現

在前。而無怯怖自正能免。」(CBETA, T31, no. 1602, p. 580, b9-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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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智度論》卷 20〈1 序品〉：「是三解脫門，摩訶衍中

是一法，以行因緣故，說有三種：觀諸法空是名「空」；於

空中不可取相，是時空轉名「無相」；無相中不應有所作為

三界生，是時無相轉名「無作」。譬如城有三門，一人身不

得一時從三門入，若入則從一門。諸法實相是涅槃城，城有

三門：空、無相、無作。若人入空門，不得是空，亦不取相，

是人直入，事辦故，不須二門。若入是空門，取相、得是空，

於是人不名為門，通塗更塞。若除空相，是時從無相門入。 
若於無相相心著、生戲論，是時除取無相相，入無作門。」
(CBETA, T25, no. 1509, p. 207, c4-15) 
 
18.《大寶積經》卷 112：「略說成就三十二法名為菩薩何謂

三十二法。常為眾生深求安樂。皆令得住一切智中。心不憎

惡他人智慧。破壞憍慢深樂佛道。愛敬無虛親厚究竟。於怨

親中其心同等至於涅槃。言常含笑先意問訊。所為事業終不

中息。普為眾生等行大悲。心無疲倦多聞無厭。自求己過不

說他短。以菩提心行諸威儀。所行惠施不求其報。不依生處

而行持戒。諸眾生中行無礙忍。為修一切諸善根故勤行精

進。離生無色而起禪定。行方便慧。應四攝法。善惡眾生慈

心無畏。一心聽法心住遠離。心不樂著世間眾事。不貪小乘。

於大乘中常見大利。離惡知識。親近善友。成四梵行。遊戲

五通。常依真智。於諸眾生邪行正行俱不捨棄。言常決定貴

真實法。一切所作菩提為首。如是迦葉。若人有此三十二法

名為菩薩。」(CBETA, T11, no. 310, p. 632, c29-p. 633, a16) 

 
 

19. 《攝大乘論釋》卷 15〈10 釋智差別勝相品〉：「諸聲聞等

人。如來於法華經中。為其授記已得佛意。但得法如平等意。

未得佛法身。若得此法如平等意。彼作是思惟。如來法如即

是我法如。由如此意故說一乘。復次於法花大集中。有諸菩

薩名同舍利弗等。此菩薩得此意。佛為授記故說一乘。復次

佛化作舍利弗等聲聞。為其授記欲令已定根性聲聞。更練根

為菩薩。未定根性聲聞。令直修佛道。由佛道般涅槃。」(CBETA, 

T31, no. 1595, p. 265, c26-p. 266,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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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雜阿含經》卷 15：「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

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云何為四？謂一、麤摶食，二、細觸食，

三、意思食，四、識食。「云何比丘觀察摶食？譬如有夫婦

二人，唯有一子，愛念將養，欲度曠野嶮道難處，糧食乏盡，

飢餓困極，計無濟理，作是議言：『正有一子，極所愛念，

若食其肉，可得度難，莫令在此三人俱死。』作是計已，即

殺其子，含悲垂淚，強食其肉，得度曠野。云何？比丘！彼

人夫婦共食子肉，寧取其味，貪嗜美樂與不？」答曰：「不

也，世尊！」復問：「比丘！彼強食其肉，為度曠野嶮道與

不？」答言：「如是，世尊！」佛告比丘：「凡食摶食，當如

是觀。如是觀者，摶食斷知，摶食斷知已，於五欲功德貪愛

則斷，五欲功德貪愛斷者，我不見彼多聞聖弟子於五欲功德

上有一結使而不斷者，有一結繫故，則還生此世。」(CBETA, T02, no. 

99, p. 102, b18-c6) 
 
《大智度論》卷 11〈1 序品〉：「復次，有人言：布施是得三

十二相因緣。所以者何？施時與心堅固，得足下安立相；布

施時五事圍繞，受者是眷屬業因緣故，得足下輪相；大勇猛

力施故，得足跟廣平相；施攝人故，得手足縵網相；美味飲

食施故，得手足柔軟、七處滿相；施以益命故，得長指、身

不曲、大直相；施時言我當相與，施心轉增故、得足趺高、

毛上向相；施時受者求之，一心好聽，慇懃約勅，令必疾得

故，得伊泥延[跳-兆+專]相；不瞋不輕求者故，得臂長過膝

相；如求者意施，不待言故，得陰藏相；好衣服、臥具、金

銀、珍寶施故，得金色身相、薄皮相；布施令受者獨得自在

用故，得一一孔一毛生、眉間白毫相；求者求之，即言當與，

以是業故得上身如師子、肩圓相；病者施藥，飢渴者與飲食

故，得兩腋下滿、最上味相；施時勸人行施而安慰之，開布

施道故，得肉髻相、身圓如尼拘盧相；有乞求者，意欲與時，

柔軟實語，必與不虛故，得廣長舌相、梵音聲相、如迦陵毘

伽鳥聲相；施時如實語，利益語故，得師子頰相；施時恭敬

受者，心清淨故，得牙白、齒齊相；施時實語、和合語故，

得齒密相、四十齒相；施時不瞋不著，等心視彼故，得青眼

相、眼睫如牛王相。」(CBETA, T25, no. 1509, p. 141, b10-c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