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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菩薩道義 
有情發菩提心，願度無量有情出離生死，證涅槃城，故行菩薩道。此菩薩道，從時間言

是漫長無量數劫；論功行是無量無邊精進；所契真理是甚深般若、真如；所得果報是佛無上

正覺。故菩薩道可從不同相應角度分析。若從佛法教、理、行、果架構而言，與菩提道直接

相應者有二：一者行，二者理。何以故？ 

就相應於行而言：菩薩道是指發菩提心後，不斷依佛所說教法修行，輾轉增上，破除煩

惱，證得空性，利樂有情，莊嚴佛土，最後成佛。在通向成佛之歷程中，所有履踐之道行，

像一個個里程碑，累積貫串如河流、道路般之長路，即名為菩薩道。所以菩薩道本質，即是

菩薩行，是由菩薩所行累積而成。 

就相應於理而言：菩薩行即菩薩三業之表現。然此菩薩三業，與一般凡夫三業何別？菩

薩三業相應於成佛，若三業相應於世間輪迴，即不名為菩薩行。故朝向成佛前進之菩薩行，

須相應於清淨無漏、般若實相、佛性真如之真理，朝此真理實相前進，才名為菩薩行。所有

菩薩行都因相應真理而開展，相應真理淺，菩薩行就淺；相應真理深廣，所開展菩薩行就深

廣。所以菩薩道須從理上論。 

此節所說菩薩道義，主要從眾行、真理二邊，總說菩薩道名義、精神。具體菩薩行，從

發菩提心到成就菩提果，三大阿僧祇劫之菩薩行，於大乘三宗乃至阿含經、毘曇，各有不同

由淺入深次第之菩薩所行內涵開展，則待後面篇章詳述。 

在此僅就菩薩道總相，分三點略說：壹、從行邊論「眾行為道」；貳、從理邊論「真理為

道」；參、最後將「道之全體」歸攝為一菩薩道。 

 

壹、眾行為道 

從菩薩道即菩薩所行立場，「道」是指菩薩自行化他眾行。如《大般涅槃經》〈聖行品〉

講到：修無常想是道，持戒是道，布施是道，種種諸行，皆可說名為道。 

修無常想是名為道，……或時說言持戒是道，……或時如來說施是道。1 

又如《雜阿含經》說：念四諦，是道。 

念在四諦，是為道意。2 

《安般守意經》說：有世間善、道善。世間善就是世間法，道善就是出世間法。 

從四意止至五根、五力，是為道善。不婬、兩舌、惡口、妄言、綺語、貪、瞋、癡，

是為世間善。3 

《大般若經》也說：六波羅蜜有世間六波羅蜜與出世間六波羅蜜兩種。 

                                                       
1《大般涅槃經》大正藏 12 卷，頁 441 中-下 
2《惟日雜難經》大正藏 17 卷，頁 605 中 
3《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大正藏 15 卷，頁 17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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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利子問善現言：云何菩薩摩訶薩修行六種波羅蜜多時，淨菩提道？ 

善現答言：舍利子！六波羅蜜多各有二種，一者、世間；二、出世間。4 

如此眾多修道之行，究竟以何為道？《大智度論》說：佛隨眾生根器，在不同階段安立

道之名稱，所以會有世間善根、出世間善根，或者世間六波羅蜜、出世間六波羅蜜，乃至種

種差別相。 

復次，無常想，即是聖道別名。佛種種異名說道。5 

 

以下再就行道之義涵，從道路義、乘具義、行為義、得入義，四個角度分析： 

一、道路義‐‐能通達至他方 

道如人遠行他方，從一地通達至一地，其行所由之路，名道。 

①《隨相論》謂：如人欲到遠方，先要找到路，才能依此行至所在。若要求解脫，先要

找到出世之道，而戒定慧可以帶領有情通向出世解脫，所以名為道。 

如人期心欲至一方，先須覓道路。若欲求解脫，須先覓出世道，戒定慧是可覓之處，

故名道。6 

②《大智度論》說：有情淪落六道生死，所有身心都是苦，沒有樂。能令苦捨離除盡，

從生死苦處到涅槃城，是為道義。 

身心等諸法皆是苦，無有樂。是苦因緣，由愛等諸煩惱；是苦所盡處，名涅槃。方便

至涅槃，是為道。7 

 

二、乘具義－道者工具 

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欲成立，須有良器，如出門遠行，雖可用不同交通工具，

如雙腳、牛車、單車、火車、飛機等，但一定要有運載之工具，才能到達目的地。修行每一

過程，都有不同階段性修行法門，此法門即修道之工具，於菩薩道中運載行人至彼岸。古人

以車或船等運載工具名為乘，故修行法門也名為乘。道就是乘，乘就是道。 

①《大方等大集經》云：大乘佛法如舟、車，能隨願通達一切佛界。此處用「乘」來解

釋道如車子、舟船，乘著大乘舟船、車子，即能成就寂靜涅槃，到達佛果。 

此乘隨願能至一切佛界故。8 

②《大智度論》云：福善、智慧具足，名為「道」。譬如人有眼睛、有腳，即能隨意到各

                                                       
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5 卷，頁 424 中 
5《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229 下 
6《隨相論》大正藏 32 卷，頁 163 中‐下 
7《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198 上 
8《大方等大集經》大正藏 13 卷，頁 11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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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此中，福善等五度譬腳，般若智慧譬眼，此福善、智慧即是行道之工具，如人有眼、有

腳，可以隨意到達欲往之處。 

羼提波羅蜜、般若波羅蜜名為「道」。何以故？忍為善，般若為智慧，善、智具足故

名「道」。譬如人有眼有足，隨意所至。9 

 

三、行為義－利他行持為道 

①《禪法要解》講：道是一種出到相，所謂起行、發往之行為，如八正道之行持，能發

往涅槃，故名道諦。 

道諦者出到相，所謂八正道，是名為道諦。10 

②《大智度論》講：為入涅槃無為境界，修行諸法，此行即名為道。「行」是踐履、行持

之義。 

欲入涅槃無為城故，行是諸法，是時名為道。11 

 

四、得入義－證得功德為道 

①《攝大乘論釋論》說：道是入處義，能令有情入到功德海。入處，也可說是取得、親

證之義。 

入處故，言令入功德；最勝故，名為道。道者入處義，故名為道。12 

②《私呵昧經》講到：佛所說法，能讓有情都能到達所要前往，或所要證得之處，此即

道之力用。 

十方諸佛為一切人說經法，中無空缺，各得其所，是為道力。
13 

 

貳、道即真理 

以上從菩薩道之長劫行事而論，始自發心度生，終至莊嚴國土，如遠行他方，得至所求。

然經論中道義，亦有從顯理邊、斷煩惱盡無明而顯覺性邊論，故乃有破邪執為道義之說。故

從理邊論，道即客觀存在真理，有佛、無佛，法性常在。 

①《大智度論》講：除却顛倒名為「道」。 

除却顛倒故，名為「道」；顛倒無實故，「道」亦不應實。鏡中像、嚮、焰乃至如化，

                                                       
9《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669 上 
10《禪法要解》大正藏 15 卷，頁 294 上 
11《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198 下 
12《攝大乘論釋論》大正藏 31 卷，頁 293 中 
13《私呵昧經》大正藏 14 卷，頁 81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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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是。14 

②《隨相論》也說：對治邪道，名為道。 

為對治邪道故，名為道。九十六種沙門，皆行邪道。所以稱邪道者，行此道者，去無

所至，故名邪道。15 

 

道之終極目的地為真理，故修道須循理而行，才能通達究竟真理。在此依大乘三宗，明

道即真理。 

 

一、般若經系統 

①《大般若經》云：菩薩雖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六度，修學菩提

道，可是知道菩提道是以無性為其自性。所以，一切法無性無相，即是菩提道本質。 

善現！是菩薩摩訶薩雖行布施波羅蜜多學菩提道，而知菩提道無性為自性；雖行淨戒、

安忍、精進、靜慮、般若波羅蜜多學菩提道，而知菩提道無性為自性。16 

②《大般若經》〈淨道品〉說明何謂菩提道時，一口氣舉出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

不變異性、平等性、離開凡夫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等十二個名詞，說

明這些都是菩提道。真如、法界、法性、平等性等，都屬於真理義涵。可知，此段《大般若

經》清楚提出菩提道即是真理，菩提道不能離開真理而獨立存在。 

舍利子！真如名為菩薩摩訶薩菩提道，法界、法性、不虛妄性、不變異性、平等性、

離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不思議界，名為菩薩摩訶薩菩提道。17 

③《大智度論》也說：能見到一切法無有生相可得，會入空性，即是所謂修道。 

於一切法中不生有相，即是修道。
18 

 

二、如來藏思想 

①《大般涅槃經》迦葉與世尊問答中，迦葉提出三個「道」的別名： 

⑴第一義諦：究竟真實義。 

⑵菩提：覺義。 

⑶涅槃：煩惱寂靜義。 

                                                       
14《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723 下 
15《隨相論》大正藏 32 卷，頁 163 中 
16《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6 卷，頁 880 下-頁 881 上 
1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5 卷，頁 426 中 
18《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66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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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槃經》將第一義諦、菩提覺，及涅槃寂靜，做為「道」之同義詞。故知，道即

第一義諦、真理之義，此亦如前《大般若經》以十二名釋「道」相似。 

迦葉復言：世尊！第一義諦亦名為道，亦名菩提，亦名涅槃。19 

②《佛性論》講到：自性清淨，煩惱無明本來無生，此自性清淨心，即名為道諦。故知

道即自性清淨心，也就是如來藏、佛性之義。 

寂靜相者，自性清淨，諸惑本來無生。見此二空，名寂靜相。自性清淨心，名為道諦。
20 

 

三、瑜伽唯識經典 

①《攝大乘論釋論》說：第一清淨者，謂清淨真如之無相法。什麼是無相法？謂一切法

非有相、非無相，即不生不滅義。能令人成就無量無邊功德故，名為勝道。 

第一清淨者，謂清淨真如，即是無相法。此真如非有相，由一切法無所有故；亦非無

相，由有自體相故。此真如於無相法中，為第一清淨。入處故言令入功德，最勝故名

為道，道者入處義，故名為道。21 

②《瑜伽師地論》說：所謂清淨道，即是般若空性所攝之法。 

清淨道者，謂般若波羅蜜多所攝。22 

 

四、其他經論 

《大方等大集經》講：所謂道，即是如實觀察諸法實相，不見一切諸法有相續相，有積

聚相，一切法無生，平等、無差別。所以，《大集經》也是以空性、無二相、平等相為道義。 

道者，所謂如實求一切諸法，分別選擇，不見一切諸法相續、積聚，無二無別，是故

名道。
23 

從上看到，大乘經典所指「道體」，就是真理：或即般若所謂空性中道，諸法實相；或如

來藏所謂佛性、自性清淨心；或唯識瑜伽所謂佛性、真如。 

 

參、道之全體 

道有種種名，有差別相，有無統一之名或總相耶？《瑜伽師地論》謂：從資糧道、方便

道，到清淨道(見空性斷結業故清淨)，乃至見道清淨後之修道、究竟道，將此諸道次第統合，

                                                       
19《大般涅槃經》大正藏 12 卷，頁 465 下 
20《佛性論》大正藏 31 卷，頁 802 上 
21《攝大乘論釋論》大正藏 31 卷，頁 293 中 
22《瑜伽師地論》大正藏 30 卷，頁 655 下 
23《大方等大集經》大正藏 13 卷，頁 11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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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一道，貫攝始終，即是完整成佛道次第。 

云何道諦？謂資糧道，若方便道，若清淨道，如是一切總略為一，說名道諦。24 

故《大智度論》說：從初發心乃至坐道場，其中一切善法，皆名為道。也就是，從發菩

提心直到證得菩提果，中間所行善法──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修無常想，修四念處、

五根、五力等等，都屬於「道」之範疇。 

汝所說六波羅蜜等即是道，知是道、行是道，得一切智，何所疑？ 

復次，初發心乃至坐道場，於其中間一切善法，盡名為道。25 

《大智度論》又說：從初發意乃至金剛三昧，其中為成就菩提覺性之一切善法、菩薩行，

都名為菩提道。 

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道者，從初發意乃至金剛三昧，其中為菩提，菩薩行，皆是菩提

道。26 

由此二段《大智度論》所說，可知：菩薩從初發菩提心一直到成佛，整個過程中，所有

善法，所有法門，都是道的內容、範圍。道雖有種種不同名相，但終歸趣於究竟真理，即大

乘三宗所謂般若波羅蜜、真如、如來藏。 

                                                       
24《瑜伽師地論》大正藏 30 卷，頁 655 下 
25《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259 中 
26《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440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