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佛道次第/惠空法師 撰 

18 
 

第三節  地前肉身菩薩受生、化生理論 

《大智度論》說有二種菩薩：一者隨業生，二者法性身。是二菩薩，皆能於三界六道中，

以種種身形化度眾生。 

菩薩有二種：一者、隨業生，二者、得法性身。為度眾生故，種種變化身生三界，具

佛功德，度脫眾生。1 

法性遍十方，地上菩薩依法性身化現於六道度眾生，於理易信。然地前菩薩以有結業故，

以生死肉身而能在六道中度眾生，此中應思維： 

一者，既隨業生，如何又可隨願入何道而往？ 

二者，入此惡道，如何可自在度生？ 

以下依：壹、隨願入六道；貳、自在度生，兩點說明之。 

 

壹、隨願入六道 

未出三界之凡夫肉身，皆以阿賴耶識持業而投胎受報，隨善惡業而昇沉。此因果業報乃

佛法根本定律，地前菩薩受生亦不出此因果軌則，唯所做之業有別。在此提出肉身菩薩依因

入六道之力，謂：福德業力、願力、定力。 

 

一、福德業力 

有情眾生在地前，結業生身故，依舊隨阿賴耶識投胎受報。此阿賴耶識所蘊含善、惡種

子，即是投胎依據。 

①《大乘顯識經》提到識持善、惡業而遷往餘趣受報，舉喻說明：譬如風出於深山邃谷，

經過薝蔔眾香之林，此風即香；經過糞穢死屍之所，此風即臭；俱經香、臭之所，風即香、

臭兼有，而依香、臭之濃烈者先顯。風沒有形相，香、臭也沒有形相，但風卻能持香、臭而

至遠處。此中，風喻識，香、臭喻善、惡業果。 

賢護！識捨此身，隨善惡業遷受餘報。譬如風大出深山邃谷，入於薝蔔眾香之林，其

風便香；經於糞穢死屍臭惡穢污之所，其風便臭；若風香臭俱至，風則香臭並兼，盛

者先顯。風無形質，香臭無形，然風持香臭，遷之於遠。2 

經又云：識若為福業所資持，便能獲得尊貴安樂之果報，如人王、宰相、名門望族、大

富長者等，乃至獲得天身，受天界樂報。此是因識隨福德善業投胎，而色身得樂報。若賴耶

識為惡業、罪業所資持，則生於貧窮、餓鬼、畜生等種種惡趣中。由罪業牽引賴耶投生惡趣，

                                                      
1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340 上 

2
 《大乘顯識經》大正藏 12 卷，頁 18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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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感苦報色身。 

如是，此識為福資者，便獲尊貴安樂之果：或為人王，或為輔相，或豪望貴重，或財

富自在，或為諸長，或作大商主，或得天身，受天勝果。由識為福資，身獲樂報……

識以罪資，亦復如是，或生貧窮，或生餓鬼，及諸食穢畜生之中，種種惡趣。由罪資

識，身獲苦果。3 

②《仁王經》也說「識由業漂」：識指阿賴耶識，如水長流；業力如風，能起識浪。故云

識隨業風而漂流。又說「識隨業遷」，謂：一期業力將盡，來生業力將熟，則神識隨業而投生

餘趣受報。 

經：識由業漂…… 

解曰：識由業漂者，識謂本識。恒轉如流，由業如風，能起識浪，識隨業故，云業漂

也。…… 

經：識隨業遷…… 

解曰：識隨業遷者，謂總報識，隨業而生。舊業無餘，新業將熟，識隨業故，遷往餘

趣。4 

 

二、願力 

菩薩發願於六道中度眾生，願力本質亦是業力，以有福德善業故，方能隨願皆得。故願

力是在福德業力基礎上，以心之意樂導引業識投胎受生。 

①所以《彌勒上生經宗要》說：三品人因根性心量不同，雖皆願見彌勒菩薩，但有差別：

⑴上品今生現前見；⑵中品捨身來世昇天見；⑶下品者隨業受生，待彌勒菩薩下生方見。故

知菩薩行道，仍須依功德業力大小而滿願，隨功德深淺不同，業力招感有差別故。 

上品之人，或修觀佛三昧，或因懺悔行法，即於現身，得見彌勒，隨心優劣，見形大

小。此如觀佛三昧海經，及大方等陀羅尼經說也。 

中品之人，或修觀佛三昧，或因作諸淨業，捨此身後，生兜率天，得見彌勒，至不退

轉。是故上生經所說也。 

下品之人，修施戒等種種善業，依此發願，願見彌勒。捨此身後，隨業受生，乃至彌

勒成道之時，要見世尊，三會得度。5 

②《大乘寶雲經》謂：菩薩摩訶薩於大乘法宿植德本，因有福德佐助故，於生死流轉中，

意欲往彼受生，即隨願受生，常生於富貴大姓、正信居士家。 

云何菩薩福德佐助？菩薩摩訶薩於大乘法，宿植德本，在在處處流轉生死，為善知識

之所攝受，隨願受生。若富貴大姓，若居士大家，信樂之家，既意欲得往彼受生，即

                                                      
3
 《大乘顯識經》大正藏 12 卷，頁 183 上 

4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大正藏 33 卷，頁 491 中 

5
 《彌勒上生經宗要》大正藏 38 卷，頁 300 中 



成佛道次第/惠空法師 撰 

20 
 

便造作彼業因緣，令得往生，生生世世，值遇親近真善知識。6  

③《起世經》謂：若人持五戒不放逸，供養持戒清淨之人，親近善友，身壞命終，隨願

往生日月天宮。此隨願生天，是具足種種善業功德故爾。 

復一種人，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不放逸，供養持戒功德具足

諸仙諸賢，親近純直善法行人，廣說如前。身壞命終，隨願往生日天宮殿，於彼即受

速疾果報，是故名為諸善業道。7 

 

三、定力 

菩薩受生，除隨業力、願力外，另有謂隨禪定力受生。 

①如《大智度論》說：菩薩雖暫捨離眾生修習禪定，但一旦得禪定力，輔以智慧方便，

即有力能隨意入六道無礙，教化眾生。 

菩薩身雖遠離眾生，心常不捨，靜處求定，得實智慧以度一切。譬如服藥將身，權息

家務，氣力平健，則修業如故。 

菩薩宴寂亦復如是，以禪定力故，服智慧藥，得神通力，還在眾生，或作父母妻子、

或作師徒宗長，或天、或人，下至畜生，種種語言，方便開導。8 

②《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說菩薩入初禪、四禪，乃至四空定，雖具諸禪定，不隨禪定力

生禪天，還生欲界，投生王族，或居士大家，受種種福德，然後利益眾生。《大智度論》說明

此菩薩是地前結業生身菩薩，不是法身菩薩。因為結業生身菩薩須假禪定方便入六道，若法

身菩薩則可自在變化，不須假禪定為方便。《華嚴經》中亦有此意。 

【經】舍利弗！有菩薩摩訶薩，入初禪乃至第四禪，入慈心乃至捨，入空處乃至非有

想非無想處；以方便力故，不隨禪生，還生欲界，若剎利大姓、婆羅門大姓、居士大

家，成就眾生故。…… 

是菩薩，是業因緣生身。所以者何？入諸禪方便力故，不隨禪生。法身菩薩變化自在，

則不大須方便。9 

是菩薩於諸禪定解脫三昧，能入、能出而不隨生；有助菩提法處，以願力故，能生其

中。10 

 

業力、願力、定力，都是影響地前菩薩受生之因緣。廣義說，願力、定力亦屬業力，都

建立在阿賴耶識上。地前菩薩，隨阿賴耶識六道投胎，此識性亦不離開業果報定律，故《大

                                                      
6
 《大乘寶雲經》大正藏 16 卷，頁 248 上-中 

7
 《起世經》大正藏 1 卷，頁 359 中 

8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180 中 

9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339 下-340 上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 9 卷，頁 55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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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論》謂地前菩薩為結業生身，以業力而受生。 

然地前菩薩與凡夫受生不同：一般凡夫未發菩提心，若能修善法，亦具善果報，但人天

報盡，不免再墮惡道輪迴。而地前菩薩發菩提心，起六度行，以前五度積福，以般若度顯慧，

勇猛精進，長劫累積廣大福慧資糧，以資糧挾帶願力，往赴六道行菩薩道。 

 

貳、自在度生 

前已說願力、定力，廣義而言，都是業力。地前菩薩仍要隨業報而受生，如何能確保長

劫在六道生死中，有力能度眾生？又不懼退墮三途之業苦？ 

經論中以三種福德增上理論：一、增上生；二、菩薩功德；三、種子熏習，說明菩薩何

以能在生死中長劫度眾生，而不懼輪迴之苦。  

 

一、增上生 

增上生，是指以今生所做行業，增上來生之安樂果報。 

①《雜集論》說：菩薩所行六度菩薩道，於中前利生事法三度，布施、持戒、忍辱為增

上生道。謂布施招感廣大財物；持戒招感清淨強勝身體；忍辱招感廣多眷屬擁護。 

一切菩薩道略有二種：一增上生道；二決定勝道。如其次第三三攝故，所以者何？增

上生有三種：一大資財；二大自體；三大眷屬。 

施波羅蜜多感大資財果；戒波羅蜜多感大自體果，由持淨戒生善趣中，得尊貴身故；

忍波羅蜜多感大眷屬果，能行忍者，一切眾生咸所歸附故。11  

②《成唯識論》、《瑜伽師地論》也有類似說法，謂：有三種修行道路，可以得到增上生

之果報。第一布施，能得大財富；第二持戒，可以往生善趣；第三修定，能遠離苦受，投生

安樂國土。 

又有三種，為諸樂欲增上生者所說真實增上生道：一者布施，得大財富；二者持戒，

得往善趣；三者修定，遠離苦受，得生一向無有惱害樂世界中。12  

③《佛說施燈功德經》說：若見他人施佛燈明，以清淨信心，合掌隨喜，此小小善根，

即能於八法產生增上作用，如：第一，增上色身清淨；第二，增上和樂眷屬；第三，得清淨

戒；第四，得人天妙好報身；乃至成就無上佛果。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如來前見他施燈，信心清淨，合十指掌，起隨喜心，以此善根，

得於八種增上之法。何等為八？一者、得增上色；二者、得增上眷屬；三者、得增上

                                                      
11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大正藏 31 卷，頁 746 下-747 上 

12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 30 卷，頁 34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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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四者、於人、天中得增上生。……13 

菩薩行六度波羅蜜，從因果律原則，能招感大資財、諸美妙安樂色身、廣大眷屬。有大

資財，能利益眾多有情；清淨色身，不受熱惱逼迫；廣大眷屬，能得眾人擁護，攝受有情。

所以增上生故，菩薩生生世世於六道中能得增上果報，在六道遊戲自在，不受逼惱，安樂利

生。 

 

二、菩薩功德 

增上生是從轉生能得淨妙業果而論；菩薩功德進而強調，此淨妙果報生生世世增上，並

隨逐菩薩而現。菩薩行六波羅蜜，從初發心開始漸漸積集六度福德智慧，世世不斷累積，如

滾雪球般，所積累善根福德愈來愈大，生生世世投生受身，功德就隨其投生而出現。如轉輪

聖王出生時，七寶隨而出世；轉輪聖王殁後，七寶隨轉輪聖王隱没，其道理相同。 

①《大智度論》〈六度相攝品〉引經中說：菩薩功德智慧根利故，於佛所發心行波羅蜜，

所以更增益功德智慧，生生世世乃至成佛，都不再墮惡道。 

此經中自說因緣：有菩薩大功德智慧利根，於現在佛所發心行諸波羅蜜，是故世世增

益，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墮惡處。14 

②《大智度論》〈摩訶衍品〉謂：菩薩修行三昧，從發心以來，世世增長善根，直至得無

生法忍。 

菩薩亦如是，得是三昧，從發心來，世世漸增善根，乃至得無生法忍。15 

③《大寶積經》講：菩薩於無量劫所積集功德，能隨念而現前，皆納入為菩薩道功德。 

若於無量劫，所集諸功德，令皆現在前，攝入菩薩道。16 

故知，菩薩性即福智功德性，功德性即菩薩體性，菩薩受生即是功德出世，菩薩輪迴即

是功德移轉，菩薩相貌即是功德莊嚴。 

菩薩功德沒有離開佛法基本原則，就是「因果律」。所以菩薩生生世世行六度利益眾生，

善業不斷累積，如是因善業，如是果功德。    

④所以《六趣輪迴經》勸勉常修行利他，以積集功德。以身口意所作善、惡業，定招感

善、惡業果報，不會有差失錯誤。 

常行於利他，積集諸功德。若自身口意，所作善惡業，感果定非差，無別造作者。17  

                                                      
13
 《佛說施燈功德經》大正藏 16 卷，頁 807 中 

14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629 上 

15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400 中 

16
 《大寶積經》大正藏 11 卷，頁 445 下 

17
 《六趣輪迴經》大正藏 17 卷，頁 45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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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功德以三世因果業報為基礎，說明菩薩因生生世世行六度利他事業，所招感善法、

善根，不斷累積增上而生生世世如影隨形，隨菩薩而出生。菩薩一出生，便具足往昔所植無

量財富、清淨身心、廣大和樂眷屬等功德。菩薩以此功德，在六道中不懼六道逼苦、疲倦，

於眾苦中，自在遊戲。 

 

三、善根熏習力 

增上生及菩薩功德，是從三世因果業報立場詮釋。而瑜伽唯識經論裡，進一步用阿賴耶

識善根種子，等流、異熟熏習作用力來解釋，謂今生所種清淨善根，種入識田，輾轉熏習生

出：○1 清淨種子；○2 善法種子；○3 安樂果報等。 

此處所論善根，主要指順解脫分，即往昔宿世所積累出世種子。此順解脫分善根種子與

生死煩惱流相違背，所以，它在不斷熏習過程中，連帶將其他世間善根淨化，使世間善根轉

更明盛。何等善根轉盛？《瑜伽師地論》謂有三類： 

第一，清淨種子：自身中順解脫分善根種子更有力量，更有功能，更易增長。 

第二，善法種子：其他世間善法種子，轉變得更光明盛強。 

第三，安樂果報：招感來世種種可愛可樂的人天善法果報。 

說明宿世所植出世善根，如聽聞、思惟、修習的佛法清淨種子，能使世間、出世間善法，

不斷清淨、強大，有力量。 

由順解脫分等善根與流轉相違故，所餘世間所有善根，因此生故，轉更明盛。 

1.由此因緣，彼所攝受自類種子，轉有功能，轉有勢力，增長種子速得成立。 

2.復由此種子故，彼諸善法，轉明盛生。 

3.又復能感當來，轉增轉勝，可愛可樂，諸異熟果。18 

 

小結 

增上生、菩薩功德、善根種子熏習，三種理論說明，地前菩薩雖以結業肉身在六道中受

生，因有增上生力、廣大功德力，能自在安樂，不被生死所恐懼、逼迫，而能行利益眾生之

菩薩行。 

增上生從菩薩捨生轉世相而論；菩薩功德從菩薩本質論；善根熏習，證成前二成立之理。

此三理論說明，地前結業肉身菩薩法爾有力，能輾轉功德增上，成就菩薩行，圓滿菩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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