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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大乘三宗成佛道次第思想 

前言—總說遠道與近道 

前章明心、道、果為菩薩道成佛思想綱領架構，又從經典舉出大乘三宗菩薩道階位不同

說法。階位做為三宗成佛道結構體，說明修道過程不同淺深層次。但具體菩薩道內涵為何？

本章即以三宗成佛道思想內涵，充實菩薩道階位，及心道果體系。如此將前章之心、道、果

體系，並心、道、果義涵，及道之階位次第，依菩薩所行做一融會，期對菩薩道精神，有更

深刻理解。 

《大智度論》云：菩薩道有遠道與近道不同，三十七品屬近道，六度行屬遠道。 

菩薩時有道，佛已到不須道，是道為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故，名為菩提道。菩薩行

是道故，名菩薩道。 

此中佛說：遠道，所謂六波羅蜜菩薩道也；近道，所謂三十七品菩提道也。1 

為何六波羅蜜是遠道，三十七品是近道？龍樹菩薩自己解釋：六波羅蜜中前五為事法，

屬世間性，雜行。三十七道品屬定慧，直入聖位，故近。 

六波羅蜜中布施、持戒等雜，故遠；三十七品但有禪定、智慧，故近。六波羅蜜有世

間、出世間，雜，故遠；三十七品、三解脫門等乃至大慈大悲，畢竟清淨，故近。2 

近道、遠道，是因眾生根性差異。遠道、近道都是道，還是要歸入智慧。如《攝大乘論》、

《大乘莊嚴經論》中，先明六度事行，而後禪定一心，以唯識觀入初地。 

云何由六波羅蜜得入唯識？復云何六波羅蜜成入唯識果？此正法內有諸菩薩，不著富

樂心；於戒無犯過心；於苦無壞心；於善修無嬾墮心；於此散亂因中不住著故，常行

一心；如理簡擇諸法，得入唯識觀。由依止六波羅蜜，菩薩已入唯識地。
3 

所以，近道、遠道，是因眾生根性利鈍：或有眾生，先須藉六波羅蜜為資糧，而後證得

空性；或有眾生可直行入唯識觀或空觀，而證初地。 

以《大智度論》遠道、近道立場來看，大乘三宗都有遠道與近道，但側重、顯隱各有不

同，大分兩類： 

第一，般若經系「嚴土熟生」思想：以《大智度論》六度行為代表，地前菩薩所行，為

自利明心資糧之六波羅蜜；地上菩薩所行，為攝化有情，莊嚴佛土二事。另以《中論》為直

觀空性之近道。 

第二，如來藏經系「眾生本來成佛」思想：於行六波羅蜜，教化有情，莊嚴佛土，雖亦

有之，但皆隱而不論或居輔位，唯以彰顯有情本具佛性，本具如來藏性，為修道成佛主體。 

                                                       
1《大智度論》  (T25,p. 440, c) 
2《大智度論》(T25, p. 440, c) 
3《攝大乘論》(T31, p. 124, a28‐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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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瑜伽思想正好介於二者之間，而各部代表經論亦有小異： 

其一，瑜伽思想以《瑜伽師地論》、《大乘莊嚴經論》為代表，近於般若經系嚴土熟生思

想。以地前六波羅蜜，地上成熟有情、莊嚴佛土為主、為彰顯，兼帶阿賴耶識轉識成智思想。 

其二，唯識思想以《成唯識論》為代表，近於如來藏經系本來成佛思想。直接說明如何

轉阿賴耶識成智性，於六度思想較略、較隱，以轉識成無分別智為成佛主軸。 

其三，《攝大乘論》則介於唯識、瑜伽二者之間，既明唯識觀轉識成智，也講六度萬行，

行菩薩道，莊嚴佛土，可謂綜合彰顯唯識、瑜伽思想，乃至般若、如來藏思想。 

所以，從大乘三宗，尤以瑜伽論典及唯識論典兩者交融，看到兩類思想特徵，也看到大

乘三宗於兩類菩薩成佛思想之融會，從中對比三宗菩薩道成佛思想義涵。 

故本章三節，第一節先明般若經論嚴土熟生思想；第二節說明如來藏本來成佛思想；第

三節再以唯識、瑜伽轉識成智思想來綜合二者。 

 

第一節般若嚴土熟生思想 

從三宗皆有近道、遠道立場，般若中觀經論中，《大智度論》、《大般若經》代表遠道，所

謂六度廣行；《中論》代表近道，所謂般若深觀。以下分析般若經系中，六度廣行與般若深觀

代表經論思想。 

 

壹、六度廣行—《大智度論》、《大般若經》 

龍樹菩薩提出遠道、近道之說，基本是就地前方便而分。《大智度論》、《大般若經》以行

世間六波羅蜜為方便，入初地，登地後繼續行出世波羅蜜，成熟有情、莊嚴國土。如《大智

度論》六度思想，先明世間波羅蜜，後提升至三輪體空，證出世間波羅蜜。 

般若經論主要以六度貫攝成佛道，地前、地後都有六波羅蜜，由地前六波羅蜜，開展地

上利樂有情、嚴淨國土思想，即《大智度論》所謂三道： 

佛道有三種：波羅蜜道，方便道，淨世界道。4 

又般若經系最代表性成佛道說法，即《大般若經》〈漸次品〉及《大智度論》〈次第學品〉，

亦明確提出地前行六波羅蜜，入菩薩位後，淨佛國土、成就眾生。 

○1 《大般若經》〈漸次品〉說：菩薩從地前凡夫初發心修學般若時，即以般若無所得為宗

旨，自行、勸他、稱揚、讚歎六波羅蜜。由於六波羅蜜方便善巧圓滿故，超過聲聞、獨覺地，

漸次證入菩薩「正性離生」。現前證得法性，親見空性真理，名為「正性」；離開凡夫性為「離

                                                       
4《大智度論》(T25,p. 25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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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名為「入菩薩位」。爾後即以成熟有情、嚴淨佛土為要行。成熟有情、嚴淨佛土圓滿，

證得佛果無上正等菩提，轉法輪，以三乘法度脫有情，令眾生得涅槃。 

此文是大藏經中，說明成佛道次第漸學，最具代表性經文。 

是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修學般若波羅蜜多時，以無所得而為方便，應自行六波羅蜜多，

亦勸他行六波羅蜜多，無倒稱揚六波羅蜜多功德，歡喜讚歎行六波羅蜜多者。 

是菩薩摩訶薩由於六波羅蜜多方便善巧，超諸聲聞及獨覺地，證入菩薩正性離生。 

既入菩薩正性離生，成熟有情、嚴淨佛土。作此事已，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輪，

以三乘法安立度脫諸有情類，令出生死證得涅槃。5 

○2 除《大般若經》外，《大智度論》也有相應說法，〈三惠品〉及〈次第學品〉都講到：

菩薩因地始行布施等六波羅蜜；漸次圓滿六度後，入菩薩法位；入菩薩位已，淨佛國土，成

就眾生，證得佛菩提，一切種智。成佛後，大轉法輪，以三乘法度脫眾生。 

是菩薩因是布施、持戒、禪定眾、智慧眾、解脫眾、解脫知見眾故，過聲聞、辟支佛

地，入菩薩位。 

入菩薩位已，得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得一切種智。 

得一切種智已，轉法輪；轉法輪已，以三乘法度脫眾生生死。6 

《大智度論》成佛道三道說法，未具體說明三道內容，並三者間及其周邊始末之次第關

係。今將之比對於《大般若經》〈漸次品〉及《大智度論》〈次第學品〉，乃綜合提出二道三地

之般若道次第思想。以下從兩點說明：一、三地次第階位；二、二道貫攝三地。 

 

一、三地次第階位 

三道：波羅蜜道、教化有情道（方便道）、淨佛國土道，從菩薩道次第所學、次第所行而

言。在此進而說明其在菩薩階位中位置，以初地為分野，謂：波羅蜜道者，地前菩薩以世間

波羅蜜證無分得智，入初地；方便道(成熟有情)、淨世界道，登地後以方便智，行莊嚴國土、

利樂有情之事業。 

是菩薩住於初地，常勤給侍供養諸佛，勤求方便，教化眾生，淨佛國土。7 

(一)波羅蜜道與淨佛國土、成熟有情之分野—登地入菩薩位 

登初地兩個重要標幟： 

 

 

                                                       
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T07,p. 356, a) 
6《大智度論》  (T25, p. 666, c) 
7《大方等大集經》卷 16(T13,p. 112, b) 

正性 

能所雙泯 

見空性  無分別智

得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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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大智度論》、《大品般若經》〈漸次品〉都提到，行六波羅蜜，圓滿六波羅蜜後，證

入法身，入菩薩位。入菩薩位在般若經思想裡，即是登初地菩薩。 

○1 何謂登初地，入菩薩位？謂證得無分別智、空性；無分別智、空性即是般若。故知雖

說地前行六波羅蜜，實是以般若波羅蜜為主體。 

是菩薩摩訶薩修行般若波羅蜜多時，由不著故，能圓滿初地，而於其中不生貪著。8 

諸菩薩摩訶薩行深般若波羅蜜多，於初地中得平等身。何以故？通達法性，離諸邪曲，

見平等故。9 

○2 《仁王經疏》〈受持品〉說：初地時，無分別智生起，初初證得、通達眾生及諸法二種

空性，謂之「創覺」，名為「初覺智」。故知無分別智，即初地所證之智。 

謂於初地，根本智生，創覺生、法二空，故言初覺智。10 

○3 《大智度論》〈序品〉則從初地得法身，斷煩惱結縛而論，謂：有兩種清淨，一是成佛

時斷盡煩惱，名為清淨；二是菩薩登初地成就法身時，斷除煩惱，名為清淨。此二種清淨有

何差別？菩薩斷煩惱結使，譬如一燈能破黑闇，未能了了照明。然雖還有細微痴闇未盡，已

名為斷煩惱，得淨法身。 

是清淨有二種：一者、得佛時，除結都盡，得實清淨；二者、菩薩肉身、得法身時，

斷諸結清淨。 

譬如一燈能除闇，得有所作，更有大燈，倍復明了；佛及菩薩斷諸結使亦復如是，菩

薩所斷雖曰已斷，於佛所斷猶為未盡。
11 

以上從①般若波羅蜜為主體；②無分別智證得；③法身斷結，說明初地入菩薩位特質，

以此做為檢視地前菩薩行及地上菩薩行標準。 

 

(二)波羅蜜道：地前解行位菩薩 

從初發心到登地前，謂解行地，為地前菩薩所行。此時未斷結、未得無分別智、未證無

生法忍，所作皆屬有漏世間之行。然所行六波羅蜜中，以有般若波羅蜜為導故，漸次將有為

有相之五波羅蜜事行，導向般若波羅蜜，趣向登地，入菩薩位，故名為波羅蜜道。 

                                                       
8《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T06, p. 957, c23-24) 
9《大般若波羅蜜多經》(T07, p. 932, b24-26) 
10《仁王經疏》(T33,p. 418, b) 
11《大智度論》  (T25, p. 106, c) 

離生 
斷煩惱 

捨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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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智度論》說：初地斷結使清淨，方得無漏般若智慧。地前六波羅蜜之菩薩道未圓

滿、未斷結時，菩薩如何行般若波羅蜜？ 

〈序品〉說：菩薩雖未斷結，以行「相似無漏」般若波羅蜜故，可名為「無漏」般若波

羅蜜，以有般若氣氛故。論文舉聲聞類比，如聲聞人見道前所行暖、頂、忍、世第一法，亦

為相似無漏法，但以相似無漏，後得苦法忍、苦法智真實智。 

此相似波羅蜜，即是世間波羅蜜，是菩薩道初門，與無漏相應故，終趣入無漏般若之證

得。 

菩薩雖未斷結，行相似無漏般若波羅蜜，是故得名行無漏般若波羅蜜。譬如聲聞人行

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先行相似無漏法，後易得生苦法智忍。 

復有人言：菩薩有二種：有斷結使清淨，有未斷結使不清淨。斷結使清淨菩薩，能行

無漏般若波羅蜜。12 

若世間波羅蜜等，非是正道，是般若波羅蜜中，佛何以說？ 

答曰：此是行者初門，與正道相似故；先行相似法，後得真道。13 

○2 《彌勒所說莊嚴經論》、《伽耶山頂經》都說到：菩薩以二道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一是助道，二是斷道。助道者，五波羅蜜，以五波羅蜜助成般若空行；斷道者，般若波羅蜜，

以般若觀實相故，斷一切惑，入法位。助道、斷道合謂六波羅蜜，指地前以行助道、斷道六

波羅蜜，速成就初地，入菩薩位。 

諸菩薩摩訶薩復有二種略道，諸菩薩摩訶薩以是二道疾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何等

為二？一者助道；二者斷道。助道者，五波羅蜜；斷道者，般若波羅蜜。14 

般若經論之菩薩道，以修行般若為核心。地前六度，所相應智慧屬相似般若。般若是一

法，然有淺深，從初發心，終至成佛，都攝屬般若法，此中又以登初地為樞紐關鍵處。 

 

(三)成熟有情與淨佛國土 

已入菩薩位之地上法身菩薩，既已斷結、已得無分別智、已證無生法忍，所作皆相應無

漏般若，然猶未成佛。須還有何事當學、應圓備？ 

○1 《大智度論》說：菩薩登初地，得無生法忍，證法性後，唯有二事，即莊嚴佛土與成

熟有情。 

菩薩過聲聞、辟支佛地，得無生法忍、授記，更無餘事，唯行淨佛世界、成就眾生。15 

○2 《大智度論》也說：成佛有種種因緣，斷結使只是因緣之一。地上菩薩除斷結使清淨

                                                       
12《大智度論》  (T25, p. 139, b) 
13《大智度論》(T25, p. 463, b) 
14《彌勒菩薩所問經論》  (T26,p. 244, c) 
15《大智度論》(T25, p. 59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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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有淨佛國土、成就眾生等因緣未具足。故須圓滿淨佛國土、成就眾生之事，方得成佛。

故說：雖證法身斷結使，以未莊嚴佛土，未教化眾生故，般若波羅蜜未能稱圓滿，還應繼續

深行般若。 

佛有種種事，斷結使是一事；餘有淨佛國土、成就眾生等未具。以具足眾事故，名為

佛。16 

問曰：若菩薩斷結清淨，復何以行般若波羅蜜？ 

答曰：雖斷結使，十地未滿，未莊嚴佛土，未教化眾生，是故行般若波羅蜜。17 

○3 《大智度論》〈畢定品〉問：為何須成就眾生、淨佛國土？答曰：佛自說：若不成就眾

生、不淨佛國土，無法成就佛果。為什麼？因緣不具足故，所謂善法未圓備。也就是說，初

地證得無分別智後，只是階段性圓滿，善法、智慧未具足故，佛道未圓，應續行六度，成就

眾生，淨佛國土。 

問曰：何必要用成就眾生、淨佛國土？ 

答曰：佛自說因緣：不成就眾生、淨佛國土，不能得無上道。何以故？因緣不具足，

則不能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因緣」者，所謂一切善法。18 

從《大般若經》、《大智度論》可知，般若經系對於菩薩道成佛次第，以三地開展修學次

第，而具體所行之事，即是三道：○1 波羅蜜道：地前初發心菩薩所行六度波羅蜜。○2 成就有

情道、淨佛國土道：證得無生法忍，登初地後，繼續行六波羅蜜，成就有情，莊嚴佛土，得

一切種智成佛。 

 

二、二道貫攝三地 

般若經論之成佛道，以地前、登地、地上，三地為次第；三地又以六波羅蜜、成熟有情、

淨佛國土為具體行事。此三地或三道，皆從事邊說。然於三地所行事相中，尚有淺深智慧相

應開展，所謂二道，般若道與方便道。此般若道與方便道，本質皆是智慧，二道即是二智。

故二道是從智邊、理邊論。以理、智貫攝事修，故說二道貫攝三地成佛道。 

菩薩道有二種：一者、般若波羅蜜道，二者、方便道。19 

諸菩薩摩訶薩以是二道，疾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何等為二？一者、方便道；二者、

慧道。方便者知攝善法，智慧者如實知諸法智。20 

 

 

                                                       
16《大智度論》(T25,p. 261, c) 
17《大智度論》  (T25, p. 139, b) 
18《大智度論》  (T25,p. 717, c) 
19《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754 中－下 
20《伽耶山頂經》大正藏 14 卷，頁 48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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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別說明三地中二道： 

(一)地前二道 

地前六波羅蜜中，以五波羅蜜為方便道，般若波羅蜜為般若道，雖說二道，未得無生法

忍故，皆屬有為資糧方便。其中，五波羅蜜為福德資糧；聞思修三慧為智慧方便。如《大智

度論》〈夢中不證品〉謂六波羅蜜中，般若為母，前五度為父，故說六波羅蜜為十方諸佛之父

母。 

般若波羅蜜「是母」，五波羅蜜「是父」，和合說故言「六波羅蜜是父母」。21 

 

(二)登地二道 

地前六波羅蜜圓滿，則般若道與方便道和合平等，入菩薩位，證得諸法實相。如《大智

度論》〈阿毘跋致品〉說：菩薩具足五波羅蜜及般若波羅蜜，能觀諸法實相。何以故？以有五

波羅蜜方便力故，不著般若。 

若菩薩能具足五波羅蜜，深入般若波羅蜜，方便力故，不著般若波羅蜜，但觀「如」——

所謂「諸法實相」。22 

又〈序品〉說：知諸法實空，謂般若道；不捨眾生，即方便道。於知諸法實空與不捨眾

生，二事平等，即得入初地菩薩位。 

雖知諸法空；方便力故，亦不捨眾生；雖不捨眾生，亦知諸法實空。若於是二事等，

即得入菩薩位。 23 

 

(三)地上二道 

以般若、方便二智平等入菩薩位後，即於般若無分別智中，增益方便智，起菩薩神通妙

用，行利樂有情，嚴淨國土之事。此方便從無分別智出，本質亦是般若。如《大般若波羅蜜

多經》〈諸功德相品〉說：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時，以勝神通及大願力，示現於六道中，方便

攝受六道有情，令得安樂。 

菩薩摩訶薩行深般若波羅蜜多時，以勝神通及大願力，現處地獄、傍生、鬼界、人、

天等中，同彼事業方便攝受，令獲殊勝利益安樂。24 

故知，從般若經論二道貫攝三地思想來看，般若成佛道，以般若智慧證得為核心價值。

然般若有淺深：從地前有漏相似般若；到登地證實相真實般若；乃至地上十地從空中出無礙

                                                       
21《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 p. 598 下 
22《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571 中 
23《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頁 262 下 
2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6 卷，頁 96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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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有之中道般若，即般若與方道，二道空、有之淺深。 

 

貳、般若深觀—《中論》 

般若經論中，多以地前所行之波羅蜜道，及地上所行之成熟有情與淨佛國土道，表述成

佛道之次第內容，此即所謂「廣行」。但另有「深觀」思想，以龍樹菩薩《中論》為代表。 

《中論》不談六波羅蜜思想，直觀法性。以觀苦寂滅道四諦為思想架構，觀世間苦集而

修道證滅，從觀察真理，表現成佛道次第思想。在全論二十七品中，前二品總觀八不，第三

品後別觀四諦：六情品、五陰品、六界品觀世間苦相；染染者品到業品共十二品，觀世間集

起；第十八法品到二十五品涅槃品，為觀行證滅過程；最後二品，十二因緣品、邪見品，正

明道體。全論觀法圖表如下： 

 

 

 

 

 

 

 

 

 

 

 

 

 

前二品總觀八不；三至十七，共十五品別觀苦、集。前十七品，雖品品皆指不生、空性，

引發觀門，但最能表現《中論》禪觀理論，厥為〈法品〉、〈四諦〉、〈涅槃〉等諸品，今依此

諸品，明《中論》禪觀理論體系：一、明般若入觀之門，以第十八品〈法品〉為代表；二、

三假明空，以前十七品為主；三、明般若空性深淺開展，以第廿四品〈四諦品〉為例；三、

通達成佛，證實相涅槃，舉第廿五〈涅槃品〉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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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若觀門—〈法品〉 

初始先由觀五陰中無我，證無我智；復由聲聞無我觀，入般若之法空觀，並進而開展四

門入空觀之方便。 

諸佛或說我，或說於無我，諸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25 

所謂四門者：○1 一切法真實；○2 一切法非真實；○3 一切法亦真實，亦不真實；○4 一切法

非真實，非不真實。若有智者隨擇一門觀之，皆得入般若智海。此即般若，空性妙相、無相，

而方便可入之微妙處。 

一切○1 實、○2 非實，○3 亦實亦非實，○4 非實非非實，是名諸佛法。26 

此義如《大智度論》謂：般若如大火聚，不可觸捉；但有方便，即如清涼池，四邊可入

之義。 

是實知慧，四邊叵捉；如大火聚，亦不可觸；法不可受，亦不應受。27 

譬如熱時，清涼池，有目有足皆可入；雖近，不欲入者則不入四門，「般若波羅蜜」池

亦如是，四方眾生無有遮者。28 

 

二、三假明空 

三假為因成假、相續假、相待假，為觀察諸法假有之入門。因成謂眾緣和合，而有法生；

相續謂前滅後生，次第不斷；相待謂待此成彼，相對而顯。此三通名假者，以皆虛妄不實故。

故知觀察三假，是為成就不生、空性，《中論》前十七品，可說皆為破假入空之空觀。 

《中論》中，以〈因緣品〉為觀察因成假代表，以四門不生、因緣生無自性，明緣生法

無實，如謂： 

諸法不自生，亦不從他生，不共不無因，是故知無生。 

如諸法自性，不在於緣中，以無自性故，他性亦復無。
29 

相待假，以〈然可然品〉為代表，明諸法若相因待而成，則成無因： 

若法因待成，是法還成待，今則無因待，亦無所成法。 

若法有待成，未成云何待？若成已有待，成已何用待！30 

相續假，散見諸品中，茲舉〈行品〉、〈縛解品〉為例，明諸法無有相續往來，如壯時無

老性，壯年不應變做老人： 

                                                       
25《中論》  (T30, p. 24, a) 
26《中論》(T30, p.24,a5‐7) 
27《大智度論》(T25, p. 104, a) 
28《大智度論》  (T25, p. 640, c) 
29《中論》(T30, p. 2, b) 
30《中論》(T30, p. 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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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法若無性，云何說嬰兒，乃至於老年，而有種種異？ 

若諸法有性，云何而得異？若諸法無性，云何而有異？ 

是法則無異，異法亦無異，如壯不作老，老亦不作壯。31 

諸行往來者，常不應往來，無常亦不應，眾生亦復然。32 

 

三、般若深淺—〈四諦品〉 

〈四諦品〉明諸佛以二諦說法，展現緣起性空之中道三觀。 

諸佛依二諦，為眾生說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 

若人不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不知真實義。33 

眾因緣生法，我說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34 

智者大師《摩訶止觀》中，開展天台禪觀體系，除借用《瓔珞經》三觀外，也依《中論》

中道三觀開展。 

三觀者：從假名入空，二諦觀；從空入假，名平等觀。是二觀方便道，因是二空觀，

得入中道第一義諦觀，雙照二諦，心心寂滅，進入初地法流水中。35 

無生門破法遍者，又為三：一從假入空破法遍；二從空入假破法遍；三兩觀為方便，

得入中道第一義諦破法遍。36 

 

四、通達成佛，證實相涅槃—〈涅槃品〉 

觀滅諦最後，以〈涅槃品〉明世間與涅槃不二，表現成佛境界。《智論》亦有此二無別之

說。 

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 

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37 

整部《中論》，由觀苦集之有情五陰身心起始，到聲聞無我，到大乘空假中三觀，最後成

佛道，入涅槃，了達世間與涅槃無二無別，即是一完整成佛道次第。 

然此中並無地前之六波羅蜜，亦無十地方便波羅蜜，但卻直通涅槃境界。此亦呼應龍樹

菩薩《大智度論》所說三十七道品為定慧菩提道，所謂成佛近道之思想。 

                                                       
31《中論》(T30, p. 18, b) 
32《中論》(T30, p. 20, c) 
33《中論》  (T30, p. 32, c) 
34《中論》  (T30, p. 33, b) 
35《菩薩瓔珞本業經》(T24, p. 1014, b) 
36《摩訶止觀》  (T46, p. 62, a) 
37《中論》(T30, p. 36,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