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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贾客喻说明精通正道：  

 

《圣般若摄颂》云： 《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云： 

如求利商熟知故，中经都市城邑村，  

不住彼处及宝洲，知不住家通路途。  

明了菩萨则通晓，声闻独觉智解脱，  

不住于彼及佛智，不住无为解道理。  

商人为利悉所经，聚落国城诸里巷，  

虽达宝所亦非住，大智善道而复还。  

大智菩萨悉了知，声闻缘觉解脱智，  

乃至佛智亦非住，何况行彼有为道。  

比如，谋求珍宝利的商人们由于熟知道路的缘故，从自己家到宝洲之间虽然经过所有

王都、城邑和聚落，可是他知道自己留在那没有意义，也就不住在中间的城市等处，他也

明白即便是留在宝洲也对自己的家起不到利益作用，也不住在宝洲，在行途当中，熟悉、

了解道路，他们也不住在自己的家里，而善巧行程并精勤行路。 

同样，我们要知道：追求利乐有情的菩萨正当修学方便智慧之道时，对此道理明明了

了，这样一来，精通中间之都市、城邑等般的声闻、缘觉的道——智慧及果——解脱的所

有道理之后，自己不安住于下劣之道、果中，也不以耽著的方式安住于如宝洲般的佛智

中，又不以享受即著味的方式安住于如自家般的无为涅槃法界中。充分理解暂时行道般的

声闻、缘觉、菩萨三道之理后，而利益各自种姓的无量有情。 

《维摩诘所说大乘经·菩萨行品》云： 

[尔时，众香世界菩萨来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见此土，生下劣想，今自

悔责，舍离是心。所以者何？诸佛方便不可思议，为度众生故，随其所应现佛国异。唯

然，世尊，愿赐少法，还于彼土，当念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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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何谓为尽？谓有为法。何谓无尽？

谓无为法。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 

“何谓不尽有为？谓不离大慈，不舍大悲；深发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众生，终

不厌惓；于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身命；种诸善根，无有疲厌；志常安住，

方便回向；求法不懈，说法无吝；勤供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畏；于诸荣辱，心无忧喜；

不轻未学，敬学如佛；堕烦恼者，令发正念；于远离乐，不以为贵；不著己乐，庆于彼

乐；在诸禅定，如地狱想；于生死中，如园观想；见来求者，为善师想；舍诸所有，具一

切智想；见毁戒人，起救护想；诸波罗蜜，为父母想；道品之法，为眷属想；发行善根，

无有齐限；以诸净国严饰之事，成己佛土；行无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恶，净身、口、

意；生死无数劫，意而有勇；闻佛无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剑，破烦恼贼；出阴、界、

入，荷负众生，永使解脱；以大精进，摧伏魔军；常求无慢，实相智慧；行少欲知足，而

不舍世法；能令众生如意，而不扰累；不坏威仪，而能随俗；起神通慧，引导众生；得念

总持，所闻不忘；善别诸根，断众生疑；以乐说辩，演法无碍；净十善道，受天人福；修

四无量，开梵天道；劝请说法，随喜赞善，得佛音声；身、口、意善，得佛无碍威仪；深

修善法，所行转胜；以大乘教，成菩萨僧；心无放逸，不失众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

尽有为。 

“何谓菩萨不住无为？谓修学空，不以空为证；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

证；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证；观于无常，而不厌善本；观世间苦，而不恶生死；观于无

我，而诲人不倦；观于寂灭，而不永寂灭；观于远离，而身心修善；观无所归，而归趣善

法；观于无生，而以生法荷负一切；观于无漏，而不断诸漏；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

生；观于空性，而不舍大悲；观无生法，而不随小乘；观诸法虚妄，无心、无主、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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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愿未满，而福德不虚、智慧不妄、行愿普济、直觉自在、佛性常住。修如此法，是名菩

萨不住无为。 

“又具福德故，不住无为，具智慧故，不尽有为；具大慈故，不住无为，起大悲故，

不尽有为；度众生故，不住无为，敬佛法故，不尽有为；得相好故，不住无为，一切智

故，不尽有为；行方便故，不住无为，达观智故，不尽有为；净佛土故，不住无为，佛摄

受故，不尽有为；济众生故，不住无为，示诸法故，不尽有为；积善根故，不住无为，修

福种故，不尽有为；满本愿故，不住无为，本无愿故，不尽有为；心清净故，不住无为，

心饶益故，不尽有为；游戏通故，不住无为，成佛慧故，不尽有为；到彼岸故，不住无

为，未寂灭故，不尽有为；积善财故，不住无为，依了义故，不尽有为；集法药故，不住

无为，随授药故，不尽有为；心不退故，不住无为，愿未满故，不尽有为；修法本故，不

住无为，度小乘故，不尽有为；除烦恼苦故，不住无为，灭众生病故，不尽有为。诸正士

菩萨修如此法，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是名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 

三（摄义）分二：一、意义；二、比喻。  

一、意义：  

 

《圣般若摄颂》云： 《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云： 

何时慈心结缘众，行空无相愿等持，  

彼者既不获涅槃，亦不可立有为处。  

大智菩萨为世间，住空无相愿三昧，  

若得寂静无所著，乃可得知于无为。  

什么时候，以大慈心摄持而结缘众生之后行持空性、无相、无愿的微妙等持自性的菩

萨，他既不可能获得唯一无为法界涅槃，也不可能安立是流转有为法轮回之处者。 

《菩提资粮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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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入正定位，习应解脱门，  

未满本愿故，不证于涅槃。  

此应思量：若到正定位菩萨，以三十二法故入正定位，与解脱门相应时，中间未满本

愿，为证涅槃、为不证？以世尊经中说云：“四大可令改异，无有入正定位菩萨，中间未

满本愿证于涅槃。”是故到正定位菩萨，未满本愿不证涅槃。 

若未到定位，巧便力摄故，  

以未满本愿，亦不证涅槃。  

若初发心菩萨未到正定位，彼以巧方便所摄故，修三解脱门时，中间未满本愿亦不证

涅槃。 

极厌于流转，而亦向流转，  

信乐于涅槃，而亦背涅槃。  

此菩萨于流转中，以三种炽火故应极厌离，不应起心逃避流转，当于众生为子想故而

向流转。及应信乐涅槃，如覆护舍宅故。然复应背涅槃，为满一切智智故。于流转中若有

厌离，则于涅槃亦有信乐。若不向流转、不背涅槃，未满本愿修习解脱门时，则于涅槃作

证。] 

二、比喻：  

 

《圣般若摄颂》云： 《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云： 

如化人身非不现，彼以名称亦能立，  

行解脱门之菩萨，彼以名称亦能立。  

譬如人生人未识，称其名故众乃知，  

菩萨若行解脱门，于解脱门众知识。  



 

653 
 

我们要知道：尽管不能这样来安立轮回、涅槃任意一种，但菩萨并非随时随地谁也不

知、谁也不见，比如幻化人的身体并非在谁的面前都不显现，他以名称也能够安立，世间

中也有表达他的方式。虽然依靠名称假立，但幻化终究不成为人或非人的其他补特伽罗。

同样，行持三解脱门的菩萨，虽然不住三有和寂灭，但在世间中能够显现并且以名称也能

安立。 

《大智度论·释初品》云： 

[问曰：若一切诸法空如幻，何以故诸法有可见、可闻、可嗅、可尝、可触、可

识者？若实无所有，不应有可见乃至可识。 

复次，若无而妄见者，何以不见声、闻色？若皆一等空无所有，何以有可见、不可见

者？如一指第一甲无，第二甲亦无，何以不见第二甲，独见第一甲？以是故，知第一甲实

有，故可见；第二甲实无，故不可见。 

答曰：诸法相虽空，亦有分别可见、不可见。譬如幻化象、马及种种诸物，虽知无

实，然色可见、声可闻，与六情相对，不相错乱。诸法亦如是，虽空而可见、可闻，不相

错乱。 

如《德女经》说： 

德女白佛言：“世尊！如无明内有不？”佛言：“不！” 

“外有不？”佛言：“不！” 

“内外有不？”佛言：“不！” 

“世尊！是无明从先世来不？”佛言：“不！” 

“从此世至后世不？”佛言：“不！” 

“是无明有生者、灭者不？”佛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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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法定实性是名无明不？”佛言：“不！” 

尔时，德女复白佛言：“若无明无内、无外，亦无内外，不从先世至今世、今世至后

世，亦无真实性者，云何从无明缘行乃至众苦集？世尊！譬如有树，若无根者，云何得生

茎、节、枝、叶、华、果？” 

佛言：“诸法相虽空，凡夫无闻无智故，而于中生种种烦恼，烦恼因缘作身、口、意

业，业因缘作后身，身因缘受苦受乐。是中无有实作烦恼，亦无身、口、意业，亦无有受

苦乐者。譬如幻师，幻作种种事。于汝意云何？是幻所作内有不？”答言：“不！” 

“外有不？”答言：“不！” 

“内外有不？”答言：“不！” 

“从先世至今世，今世至后世不？”答言：“不！” 

“幻所作有生者、灭者不？”答言：“不！” 

“实有一法是幻所作不？”答言：“不！” 

佛言：“汝颇见颇闻幻所作伎乐不？” 

答言：“我亦闻亦见。” 

佛问德女：“若幻空，欺诳无实，云何从幻能作伎乐？” 

德女白佛言：“世尊！是幻相法尔，虽无根本而可闻见。” 

佛言：“无明亦如是，虽不内有，不外有，不内外有，不先世至今世、今世至后世，

亦无实性，无有生者、灭者，而无明因缘诸行生，乃至众苦集。如幻息，幻所作亦息；无

明亦尔，无明尽，行亦尽，乃至众苦集皆尽。” 

复次，是幻譬喻示众生，一切有为法空不坚固。如说：“一切诸行如幻，欺诳小儿，

属因缘，不自在，不久住。”是故说诸菩萨知诸法如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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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说退转与不退转之差别）分二：一、略说；二、广说。  

一、略说：  

 

《圣般若摄颂》云：  《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云：  

若问行为以及根，菩萨不说空无相，  

不讲不退转地法，知彼尚未得授记。  

菩萨闻彼甚深法，而于诸根悉照明，  

住空无相无愿法，无退无思无授记。  

某位行者请问某某菩萨：佛子所安住的行为到底是怎样的？行者对甚深之理如实信

解、如实思维的信根及慧根等根是怎样的？那位菩萨并不宣说所证空性无相的深法，对于

根性成熟的那位询问的行者不能够传讲能使之诚信的不退转地之法的验相和行相等，由此

可知他还没有获得不退转的授记。比如说，有人问：“如若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如

何熟练空性、如何是不现行？”以此为例，询问不退转的行为、根、相是怎样的？对此，

由于自己没有领会体悟而无法讲述这一点。如经中说：“行菩提者多，能答复者少。”自

己已经现前了不退转之道法者，对于别人如何提问，都能以肯定的方式予以回答，由此就

能确定这是领会体悟如此深法的不退转者，否则，无法确定是不退转者。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善学品》云：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已善修学菩提分法，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

众法，应试问：‘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云何修学菩提分法而不证空、无相、

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由不证故不堕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

果、独觉菩提，而勤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无所执？’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得此问时，若作是答：‘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但应

思惟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及余一切菩提分法，不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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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未蒙如来、应、正等觉授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何以

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未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位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得此问时，若作是答：‘诸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正

思惟空、无相、无愿、无生、无灭、无作、无为、无性、实际及余一切菩提分法，亦应方

便如前所说善巧修学而不作证。’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已蒙如来、应、正等觉授于无

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何以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已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位菩

萨摩诃萨修学法相。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未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位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当知是

菩萨摩诃萨未善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菩提分法，未入薄地

1，未如诸余住不退转位菩萨摩诃萨开示、记莂、显了、安住不退转地。善现！若菩萨摩

诃萨已能开示、记莂、显了住不退转位菩萨摩诃萨修学法相，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已善修学

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菩提分法，已入薄地，已如诸余住不退转

位菩萨摩诃萨开示、记莂、显了、安住不退转地。” 

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颇有未得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能作如是如实答不？” 

佛言：“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虽未得不退转，而能于此作如实答。善现！是菩萨摩诃

萨虽未得不退转，而能修习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菩提分法，已

得成熟，觉慧猛利，若闻不闻能如实答如不退转位菩萨摩诃萨。” 

 
1 薄地：有两种解释。 

一、意即卑贱下劣之位。指下贱之凡夫位。道宣之《净心戒观法》卷下云：‘薄地凡夫臭身隔陋，果报卑

劣。’一般即引用薄地凡夫、薄地底下凡夫等语。薄有‘逼’之意，以凡夫居于诸苦诸惑所逼迫之位，故

称薄地。又薄有‘博’之意，以凡夫之位广多，故称薄地“博地”。此外，净土宗将凡夫位分为内凡位、

外凡位、薄地等三类，即三贤位称内凡，十信位称外凡，以下则称薄地。  

二、为三乘共十地之一。十地即：干慧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

萨地、佛地。于此地中，三乘人观思惑即空，发六无碍智，断除欲界九品惑中之六品，由此欲惑轻薄，故

称薄地。此与小乘之斯陀含果相同。《大智度论》卷四十九、卷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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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多有菩萨摩诃萨修行无上正等菩提，少有能如实答如不

退转位菩萨摩诃萨已善修治地，未善修治地而安住故。”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善现！少有菩萨摩诃萨得受如是不

退转地微妙慧记。若有得受如是记者，皆能于此作如实答。善现！若能作此如实答者，当

知是菩萨摩诃萨善根明利，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不能破坏。] 

 

 

 

 

 

 

《圣般若摄颂·广释》之第四品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