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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如來藏本來成佛思想 

如來藏菩薩道思想中，有具六度行經論，也有不談六度之經典，今分兩類說明： 

一、攝六度行之成佛道次第：以六波羅蜜而行菩薩道之成佛次第，以《勝鬘經》、《起信

論》說明。 

二、止觀定慧行之成佛道次第：直入禪觀，盡無明之障而成佛，以《圓覺經》、《楞嚴經》

說明。 

 

壹、攝六度之菩薩行 

一、《起信論》六度思想 

《起信論》之菩薩道體系，可大分二部分：一為凡夫位之修行信心，二為賢聖位之發趣

道。今分論如下： 

 

 

 

 

 

 

 

 

 

 

(一)修行信心 

論云：有情眾生欲入佛道，先須修具信心；以五門成就此信，故云修行信心。五門者，

即六波羅蜜也，故修行信心，即是常念修行諸波羅蜜。 

修行有五門，能成此信。云何為五？一者、施門；二者、戒門；三者、忍門；四者、

進門；五者、止觀門。1 

                                                       
1《大乘起信論》(T32, p. 58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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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趣聖道 

何謂發趣道相？論云：一切諸佛所證之道，一切菩薩修行之所趣向。故知此即菩薩道義。

發趣道相中，分別三種發心，表菩薩道三階位： 

1、信成就發心：位屬凡夫，一萬大劫，於十信位修行圓滿，入十住位。 

2、解行發心：十行、十向賢位菩薩，一大阿僧祇劫修相似六波羅蜜，未斷煩惱。 

3、證發心：地上菩薩，已斷結縛，歷二大阿僧祇劫，以方便力行六波羅蜜，成熟有情，

莊嚴佛土。 

分別發趣道相者，謂一切諸佛所證之道，一切菩薩發心修行趣向義故。略說發心有三

種。云何為三？一者、信成就發心，二者、解行發心，三者、證發心。2 

1、信成就發心 

信成就發心中，明三種心：一者，正念真如；二者，樂修諸善；三者，欲度眾生。 

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心？略說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直心：正念真如法故。二

者，深心：樂集一切諸善行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切眾生苦故。3 

如來藏思想雖亦有六度菩薩行，終是以顯現真如，顯現如來藏，顯現佛性，為菩薩行成

佛宗旨。故信成就所發三心中，標正念真如法為首，意謂以正念真如，為菩薩萬行之本。 

既標真如為首，為何不但念真如即已，而須修諸善行，廣行六度事法，度生無邊？ 

論云：譬如大摩尼寶珠，體性明淨，然為垢穢所覆，若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

眾生真如之法亦如是，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不以方便熏修，則不能得淨。此謂六

度事法，即是引入真如正觀之方便。此為《起信論》調合真如與六波羅蜜代表說法。 

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鑛穢之垢。若人雖念寶性，不以方便種種磨治，終無得

淨。如是眾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量煩惱染垢。若人雖念真如，不以方便種種

熏修，亦無得淨。4 

2、解行發心 

解行發心旨趣，謂以聞思修真如故，深解真如離相之義，而能於事法中，隨順法性修六

波羅蜜。論意：從凡夫十信位，修行信心時，即行六度事法。然以正念真如，相應真理故，

一大僧祇劫中，不斷與真如接應，事事法相，轉轉成空性，故於第一大阿僧祇將欲滿時，所

修六波羅蜜已能漸與法性真如相應。 

                                                       
2《大乘起信論》  (T3,p. 580, b) 
3《大乘起信論》(T32, p. 580, c6‐9) 
4《大乘起信論》(T32, p. 58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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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行發心者，當知轉勝。以是菩薩從初正信已來，於第一阿僧祇劫將欲滿故，於真如

法中，深解現前，所修離相。 

以知法性體無慳貪故，隨順修行檀波羅蜜；以知法性無染，離五欲過故，隨順修行尸

波羅蜜；以知法性無苦，離瞋惱故，隨順修行羼提波羅蜜；以知法性無身心相，離懈

怠故，隨順修行毘梨耶波羅蜜；以知法性常定，體無亂故，隨順修行禪波羅蜜；以知

法性體明，離無明故，隨順修行般若波羅蜜。5 

3、證發心 

證發心，從初地以上至十地滿，皆屬此位。證什麼？所謂真如智，法性身。 

證發心者，從淨心地乃至菩薩究竟地，證何境界？所謂真如，以依轉識說為境界，而

此證者無有境界，唯真如智，名為法身。6 

證真如法性後，所行何事？謂行於十方世界，請佛說法、教化眾生。 

是菩薩於一念頃，能至十方無餘世界，供養諸佛、請轉法輪，唯為開導利益眾生。7 

《起信論》從信發心、解行發心，到證發心，都提到行六波羅蜜之思想。可是於中強調

還以念真如為根本行。此待後文再論。 

 

二、《勝鬘經》六度思想 

(一)菩提道架構 

《勝鬘經》十五章：前五章以心、道、果架構，明菩薩道思想；第六〈無邊勝諦章〉後

各章，明菩薩觀行所依之理。 

勝鬘五章，亦唯此三義：初一章謂發菩提心；次三章謂修菩薩行；後一章明得佛果。
8 

吉藏大師《勝鬘寶窟》判：第一章〈如來真實義功德章〉歎佛請攝，為發菩提心。發菩

提心後，明菩薩行，有三章：〈十受章第二〉、〈三願章第三〉、〈攝受章第四〉，明「攝受正法」

之因行。第五〈一乘章〉，明「攝受正法」之果，辨於一乘佛果。 

「攝受」謂從因到果；所攝受「正法」，即是大乘。可說《勝鬘經》以大乘「攝受正法」

為依止，建立菩提心、道、果架構。 

(二)以波羅蜜行圓滿攝受正法 

1.菩薩行三章都明攝受正法 

                                                       
5《大乘起信論》(T32, p. 581, a) 
6《大乘起信論》(T32,p. 581, a) 
7《大乘起信論》(T32, p. 581, a‐b) 
8《勝鬘寶窟》(T37,p. 40, a15‐17) 



第三章大乘三宗成佛道次第思想第二節如來藏本來成佛思想 

67 
 

修菩薩行三章中，都提到攝受正法。〈十受章〉明菩薩為止惡行，故受十大戒【《大寶積

經》譯為十弘誓】；〈三願章〉以三大願總攝一切菩薩願行。〈攝受章〉正釋攝受正法即六波羅

蜜，可說〈攝受章〉即是六波羅蜜章。 

爾時勝鬘聞受記已，恭敬而立，受十大受。……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攝受正法，

終不忘失。何以故？忘失法者，則忘大乘；忘大乘者，則忘波羅蜜；忘波羅蜜者，則

不欲大乘。9 

2.初發心即行波羅蜜 

攝受正法者，即修行六波羅蜜。吉藏大師判此〈攝受章〉六波羅蜜行，始於初心，圓滿

成就在初地。 

今所明者，初心即行攝受正法。故涅槃云：發心、畢竟二不別。大品云：菩薩從初發

心，即行無所得。故知起自初發心即行無所得故，知起自初心，但成在初地。10 

3.波羅蜜通地前地後 

此攝受正法中，雖有判六度為地上者，然地前亦有六度，如吉藏大師判三章為地前，《起

信論》亦明地前六度。此二經論，皆攝地前解行六度與地上法身六度，彼此互相顯隱。 

 

貳、以止觀定慧行為主之成佛道次第 

一、《圓覺經》三觀 

《圓覺經》威德自在菩薩請世尊開示：修行之方便漸次為何？ 

佛云：本具圓滿覺性，出生十方如來，與一切法同體平等，但隨順之方便則有無量，歸

攝而言，大分三種：○1 奢摩他；○2 三摩鉢提；○3 禪那。此三法門皆隨順於圓覺，十方如來因

此成佛，諸大菩薩種種方便，皆依如是三種事業，若得圓證，即成圓覺。 

唯願世尊！廣為我等宣說一切方便漸次，并修行人總有幾種？…… 

善男子！無上妙覺，遍諸十方，出生如來，與一切法同體平等，於諸修行實無有二。

方便隨順，其數無量，圓攝所歸，循性差別，當有三種。11 

如來總開示，便有三種類：○1 寂靜奢摩他，如鏡照諸像； 

○2 如幻三摩提，如苗漸增長；○3 禪那唯寂滅，如彼器中鍠。 

三種妙法門，皆是覺隨順，十方諸如來，及諸大菩薩，因此得成道。三事圓證故，名

究竟涅槃。12 

                                                       
9《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T12, p. 217, b‐c) 
10《勝鬘寶窟》(T37, p. 27, b28‐c2) 
11《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T17,p. 917, c) 
12《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17,p. 918, a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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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經》依本於圓覺開展三觀，行者依此三觀為方便修行，即於圓覺隨順證入。 

 

二、《楞嚴經》〈二十五圓通〉 

《楞嚴經》之成佛路徑，即由二十五圓通，一一皆得根塵銷解而證覺性。如佛云：於十

八界得修行證得無上菩提，此十八法，門門皆得成佛，無有優劣不同。 

佛告阿難：生死流轉與證得無上菩提者，皆由六根，說明依觀十八界，銷塵根之對立，

即得無上菩提。 

○1 十方如來於十八界，一一修行皆得圓滿無上菩提，於其中間亦無優劣。13 

○2 善哉，阿難！汝欲識知俱生無明，使汝輪轉生死結根，唯汝六根更無他物。汝復欲

知無上菩提，令汝速登安樂解脫寂靜妙常，亦汝六根更非他物。14 

○3 解結因次第，六解一亦亡；根選擇圓通，入流成正覺。15 

以上舉如來藏四部代表性經論，其中《起信論》、《勝鬘經》中有六度行思想；《圓覺經》

修三觀、《楞嚴經》修二十五圓通，從定慧止觀入手，但其共通點，都以如來藏為修行基礎。 

                                                       
13《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T19, p. 123, a) 
14《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T19,p. 124, c) 
15《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T19, p. 106,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