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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菩薩階位 

前謂成佛道有心、道、果之結構，由發菩提心而修菩提道，終至成佛果，此價值在表現

菩薩修道之總綱。今再就菩薩道修行過程之功行淺深，說明菩薩階位。文分三段： 

壹、菩薩階位立意：說明經論分別菩薩道淺深位次之理由。 

貳、五十二階五位：舉三宗代表性經論，明階位數量，而以五十二階五位總攝大綱。 

參、階位標幟：分析此凡位、賢位、登地、聖位、佛位等五位，在佛道中所標幟之意義。 

 

壹、菩薩階位立意 

經論中多有明菩薩修道階位，旨趣有四： 

一、明修道次第有先後 

從客觀道次第論，此三大阿僧祇劫菩薩道，就時間而言，是非常漫長時劫；就功行而言，

是非常廣大事業。於此浩瀚廣大事業，又深無崖底之無邊無際時空中，如何了知修行境界前

後次第沒有錯亂？因為前後次第錯亂，便無法正確往進。所以，知道前後次第階位，所行功

行事業才能循序漸進，不致錯亂先後、高下次第。 

彰地位者，為顯菩薩修行佛因，一道至果有階差故。
1 

二、隨修道力行，所成品位不同 

從主觀之所行力用而言，所行每一修道歷程，必有相應之階段性功德、位品，或斷惑高

下，或福慧功德大小。比如，一座寶塔有十三層，每一層有十三個台階，此一百六十九階，

各在其位，標誌著不同高低位置。上爬一階，即高昇一步，功不唐捐。故修道階位之確立，

可勉勵行者希求上進。 

道不浪階，隨功所涉，故謂之位。
2

 

欲登妙位，非行不階。故君子不患無位，患己不立。
3 

三、明次第除慢 

聖者上位境界，非凡夫下位所能測度。然亦須稍知階位之相狀、行相，乃至種種所證、

所得義涵，以破除行人「以下證上」之增上慢過失。 

諸聖上位，非凡能測，豈可妄說！粗知大意者，為破行人增上慢心。
4

 

                                                       
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 35卷，頁 504中 
2 《摩訶止觀義例隨釋》卍續 99卷，頁 869中 
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 35卷，頁 504中-下 
4 《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 33卷，頁 73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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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為成初心行人入道正意。若無位次，將何以為聞賢思齊？將何以越增上慢罪？
5

 

 

四、明機感不同，立教引機差殊 

眾生宿世所積善根不一，故各人今生所行、所至位次也不同。釐清階位，對於不同修行

證悟境界的行者而言，可以知道現在所處位置，進而知所適從，知所前進。未修行道路需要

前進，已行經路程不必重複，便不會唐費工夫。且隨各根機而明定其修道內容，亦可避免無

知狂妄之徒的爭執。 

聖人於無為法中而有差別，是故天台於一代教，立四教位。
6

 

引物悕向，不可偏執，諍競是非也。
7 

 

貳、五十二階五位 

階位數量在經典中有廣略不同說法，廣則五十二位，略則無說。在此意取五十二位五階

略明。五十二階，即十信、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等覺、妙覺。五位，即凡夫、三賢、

登地、十地、如來。 

經中亦有四十二階之說，為何取五十二位？理由有二： 

第一、雖言四十二階，意取五十二位：四十二與五十二，差別在十信凡夫位之有無。《金

剛三昧經》、《楞嚴經》都明言五十二位；《瓔珞經》、《華嚴經》、《仁王經》、《梵網經》雖未明

言有五十二位，可是也有十信之義涵存在。所以經典廣明菩薩階位，大多隱為五十二位。 

第二、五十二階位，意最整足：菩薩道始從凡夫發心，經三賢、登地、十聖、終至成佛。

所以將十信凡位納入菩薩階位，階位便整足。 

將五十二階位，約攝為五位，即凡位、三賢位、登地、十地位、佛果位。經論雖也有四

位、六位、七位等判釋，但基本上不離此五位之架構。以下於大乘三宗中，各取一代表經論

之階位說法，並合前五十二階位，做一表列比對。 

 

一、般若經系--《大智度論》五種菩提 

般若經論中所明菩薩階位，以《大智度論》五種菩提為代表，所謂：發心菩提、伏心菩

提、明心菩提、出到菩提與無上菩提。 

 

                                                       
5 《法華玄義釋籤》大正藏 33卷，頁 886中 
6 《摩訶止觀義例隨釋》卍續 99卷，頁 869中 
7 《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 33卷，頁 73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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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種菩提： 

一者、名「發心菩提」：於無量生死中發心，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為菩提。此

因中說果。 

二者、名「伏心菩提」：折諸煩惱，降伏其心，行諸波羅蜜。 

三者、名「明[心]菩提」：觀三世諸法本末總相、別相，分別籌量，得諸法實相，畢竟

清淨，所謂般若波羅蜜相。 

四者、名「出到菩提」：於般若波羅蜜中得方便力故，亦不著般若波羅蜜，滅一切煩惱，

見一切十方諸佛，得無生法忍，出三界，到薩婆若。 

五者、名「無上菩提」：坐道場，斷煩惱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8 

對此五種菩提之階位，祖師有不同判釋，在此主以唐朝法藏大師之判釋為基準，而兼參

考各家說法，將發心菩提定位在十信。謂：一發心菩提為十信凡位；二伏心菩提為三賢位；

三明心菩提為初地見道；四出到菩提為十地修道；五無上菩提為究竟佛果。 

有五菩提：一發心菩提；二伏心菩提；三明心菩提；四出到菩提；五無上菩提。亦出

大品經。解云：五中初一是十住初位；二是三賢位；三是初地見道；四修道滿；五是

佛果究竟道。9 

 

二、唯識經系--《成唯識論》五位 

《成唯識論》明五位，此中：資糧位、加行位屬三賢位；通達位為初地；修行位屬二地

到十地；究竟位屬佛果位。 

何謂悟入唯識五位？一資糧位，謂修大乘順解脫分。二加行位，謂修大乘順決擇分。

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住見道。四修習位，謂諸菩薩所住修道。五究竟位，謂住無上

正等菩提。
10 

唯識五位較之於五菩提，多一地前四加行，少一凡位發心。故《成唯識論》於五位外，

還立種姓位，此即當五菩提之發心菩提。 

如是所成唯識相性，⑴誰於幾位？⑵如何悟入？謂⑴具大乘二種姓者，⑵略於五位，

漸次悟入。 

何謂大乘二種種姓？一本性住種姓，謂無始來依附本識，法爾所得無漏法因。二習所

成種姓，謂聞法界等流法已，聞所成等熏習所成。要具大乘此二種姓，方能漸次悟入

唯識。
11 

此中所謂本性住種姓，即是本有無漏，相當於佛性或本覺。而習所成種姓，即是善知識

正法教授之聞熏種子，或謂始覺。 
                                                       
8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卷，頁 438上  
9 《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 35卷，頁 412下 
10 《成唯識論》大正藏 31卷，頁 48中 
11 《成唯識論》大正藏 31卷，頁 4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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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來藏經系--《起信論》四相 

如來藏經論，舉《起信論》生、住、異、滅，四相來分四位。滅相是不覺，相當於凡位；

異相相似覺，為三賢位；住相隨分覺，屬十地位；生相究竟覺，屬佛位。《起信論》四相雖少

一初地見道位，但義必攝屬法身菩薩。 

如凡夫人覺知前念起惡故，能止後念令其不起，雖復名覺，即是不覺故。如二乘觀智、

初發意菩薩等，覺於念異，念無異相，以捨麁分別執著相故，名相似覺；如法身菩薩

等，覺於念住，念無住相，以離分別麁念相故，名隨分覺；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一

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覺。
12 

以下將此五十二階五位做一對照表： 

凡夫 三賢位 如來   
信前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向 

登

地 十地 
等覺 妙覺 

1 
金剛三昧 
、楞嚴等 

52 階位 
信前 
(邪定聚) 

十信 
(不定聚) 

十住 
  (十解) 十行 十向 十地 等覺 妙覺 

2 纓珞、華嚴、仁王、梵網，此諸經雖未明示 52 階位，但有 52 階位之義涵 

3 智論 
五菩提  發心 伏心 明

心 出到 無上 

4 唯識 
五位 

本性

住種

姓 

習所

成種

姓 
資糧位 加

行 
通

達 修習位 究竟位 

5 起信論 
四相  滅相-

不覺 異相-相似覺 住相-隨分覺 生相-究竟覺 

 

參、階位標幟 

此五種階位的分判，有其重要標幟，在此從三個角度說明。 

一、所居地位 

1、十信凡位：指凡夫初始發菩提心。 

2、三賢位：為趨向空性之諸賢，屬肉身菩薩。唯識於三賢位中別出加行位，即在三賢位

即將圓滿見道前，以暖、頂、忍、世第一，對於證入空性前之詳細說明。 

3、登地：標舉見道，於此登入初地、初見法性，即唯識之通達位，五種菩提之明心位。 

4、十地聖者：為見空性之法身菩薩。 
                                                       
12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卷，頁 57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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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佛位：為究竟佛果。 

 

二、修行時劫 

從時間上講，外凡修一萬劫入三賢位；三賢位修一大阿僧祇劫入初地；初地到十地，兩

大阿僧祇劫，之後證得佛果。 

依不定聚眾生，有熏習善根力，故信業果報，能起十善，厭生死苦、欲求無上菩提，

得值諸佛，親承供養，修行信心。經一萬劫信心成就故，諸佛菩薩教令發心；或以大

悲故，能自發心；或因正法欲滅，以護法因緣，能自發心。
13

 

論曰：復次，凡經幾時，修行諸地可得圓滿？有五補特伽羅，經三無數大劫：謂⑴勝

解行補特伽羅，經初無數大劫修行圓滿。 

⑵清淨增上意樂行補特伽羅，及有相行、無相行補特伽羅，於前六地及第七地，經第

二無數大劫修行圓滿。 

即此⑶無功用行補特伽羅，從此已上至第十地，經第三無數大劫修行圓滿。
14 

 

三、所行法門 

十信，是指凡夫發菩提心；三賢是肉身菩薩所行難行能行之六度波羅蜜；登地見空性，

斷煩惱，證法身；初地以上法身菩薩，能以後得智，行莊嚴佛土、化樂有情的事業；佛果即

福智究竟圓滿。 

當然經典中對於十住、十行、十向等三賢位之修道內容，還有各別分析。乃至十地亦有

十地行十波羅蜜的說法，在此無法一一細述。唯將菩薩階位做一大階分判，以粗知菩薩位階

之前後次第。 

今將此菩薩階位之標幟，略示於下： 

 

 

 

 

 

                                                       
13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卷，頁 580中 
14 《攝大乘論釋》大正藏 31卷，頁 36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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