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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十地经》中说：“以航行在海上的船只随风漂荡的比喻来说明，行持

无相犹如大海，由于远离一切勤作的烦恼，智慧任运自成的缘故，勤作加行之事属

于此地的违品。从此地开始向上称为得异熟道。不必刻意勤作道的加行自然而然实

施，就像已经勤作过在秋天获得丰收的庄稼一般。从七地到一地之间的所有功德在

此不动地更进一步得以滋茂，故称为摄诸地。在一地所发的无数大愿于此完全清

净，并进一步发愿，达到彼岸。因此，似乎已经包含了一地，并且积累资粮无量、

成熟众生无量、清净刹土无量，以及自在方面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堪忍自性无生等

安忍极为清净，并以无相无勤任运加以安立。也同样不被一切声缘所夺，无有退转

二乘之惧。比如，一觉醒来会有想，同样，从心入于寂灭法性中出定的想虽然存

在，但以无分别智的自在而不生有相的分别念。为了断除此地所属的所断，而入定

于真实灭定之边法界中，如果长久安住在等至中，就会趣入涅槃而中断圆满、成

熟、清净的相续，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诸佛才对“仅仅执著寂灭法界便可”进行了

遮止。 

全知果仁巴大师在《入中论释难·遣恶见》中引用圣解脱军的旷世巨作《二万

五千般若光明论》说： 

“菩萨在八地时的涅槃不可能是声闻涅槃，因为菩萨在入大乘资粮道发菩提心

时就已经舍弃作意获得声闻涅槃；也不可能是佛的不住涅槃，因为是八地故尚未尽

断一切修所断随眠烦恼障故；那么八地菩萨趣入的涅槃究竟为何呢？ 

     答：涅槃可分八种。 

     1、在加行道顶位时从断善根中解脱的——尽断善根涅槃。 

     2、在加行道忍位时有解脱三恶趣的——尽三恶趣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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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获得禅定时有从彼之支分中获得解脱的——尽禅支涅槃。 

     4、在获证预流果时就从生极八还中解脱的——尽生极八还涅槃。 

     5、在获证一还果时就从生极二还欲界中解脱的——尽生极二还欲界涅

槃。 

     6、在获证不还果时就从受生欲界中解脱的——尽受生欲界涅槃。 

     7、罗汉众有——有余涅槃及无余涅槃。 

     8、菩萨有——不了义涅槃等八种涅槃之中八地菩萨获得的涅槃是最后者

（不了义涅槃）。暂时因为趣入涅槃而断除了圆满资粮、成熟众生与清净国土的相

续，所以把这种现象称唤不了义涅槃。” 

《十地经》中云：“我等之十力等圆满，汝等不具，而为寻觅彼等一切，当精

进。”又云：“我等之十方无量佛刹，汝等观之……”以此作了劝勉。 

《华严经·十地品》云： 

［佛子，此地菩萨本愿力故，诸佛世尊亲现其前与如来智，令其得入法流门

中，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此忍第一，顺诸佛法。然善男子，我等所

有十力、无畏、十八不共诸佛之法，汝今未得，汝应为欲成就此法勤加精进，勿复

放舍于此忍门。又善男子，汝虽得是寂灭解脱，然诸凡夫未能证得，种种烦恼皆悉

现前，种种觉观常相侵害，汝当愍念如是众生。又善男子，汝当忆念本所誓愿，普

大饶益一切众生，皆令得入不可思议智慧之门。又善男子，此诸法法性，若佛出

世，若不出世，常住不异，诸佛不以得此法故名为如来，一切二乘亦能得此无分别

法。又善男子，汝观我等身相，无量智慧，无量国土，无量方便，无量光明，无量

清净，音声亦无有量；汝今宜应成就此事。又善男子，汝今适得此一法明，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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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无生、无分别。善男子，如来法明，无量入，无量作，无量转，乃至百千亿

那由他劫不可得知；汝应修行，成就此法。又善男子，汝观十方无量国土、无量众

生、无量法、种种差别，悉应如实通达其事。’ 

佛子，诸佛世尊与此菩萨如是等无量起智门，令其能起无量无边差别智业。佛

子，若诸佛不与此菩萨起智门者，彼时即入究竟涅槃，弃舍一切利众生业。以诸佛

与如是等无量无边起智门故，于一念顷所生智业，从初发心乃至七地所修诸行，百

分不及一，乃至百千亿那由他分亦不及一；如是，阿僧祇分，歌罗分，算数分，譬

喻分，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佛子，是菩萨先以一身起行，今住此

地，得无量身、无量音声、无量智慧、无量受生、无量净国，教化无量众生，供养

无量诸佛，入无量法门，具无量神通，有无量众会道场差别，住无量身、语、意业

集一切菩萨行，以不动法故。佛子，譬如乘船欲入大海，未至于海，多用功力；若

至海已，但随风去，不假人力以至大海，一日所行比于未至，其未至时设经百岁亦

不能及。佛子，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积集广大善根资粮，乘大乘船到菩萨行海，

于一念顷以无功用智入一切智智境界，本有功用行经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所不能

及。］ 

九地：以四无碍解调化有情，不利益众生是此地的违品。八地成就智慧、清净

刹土，到了九地，利益众生付诸实践，与前相比，智慧与事业无有限量，极度修行

自利方面居上的佛智、他利方面饶益无量有情这两件大事，并获得法无碍解、义无

碍解、词无碍解与辩无碍解，作为如来所转法轮的殊胜追随者，而且宣说各乘正

法。以十万劫得受的加持而获得句义总持等，依此使得每一极微尘都发出不可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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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门，获得了抉择力与修行力等无量圆满功德。《般若经》中说真正的四种无碍

为佛陀的不共功德，这里按照《十地经》的密意说是相近的四无碍解。 

《华严经·十地品》云： 

［“佛子，菩萨住此善慧地，作大法师，具法师行，善能守护如来法藏，以无

量善巧智，起四无碍辩，用菩萨言辞而演说法。此菩萨常随四无碍智转，无暂舍

离。何等为四？所谓：法无碍智、义无碍智、辞无碍智、乐说无碍智。此菩萨以法

无碍智，知诸法自相；义无碍智，知诸法别相；辞无碍智，无错谬说；乐说无碍

智，无断尽说。复次，以法无碍智，知诸法自性；义无碍智，知诸法生灭；辞无碍

智，安立一切法不断说；乐说无碍智，随所安立，不可坏无边说。复次，以法无碍

智，知现在法差别；义无碍智，知过去、未来法差别；辞无碍智，于去、来、今法

无错谬说；乐说无碍智，于一一世无边法明了说。复次，以法无碍智，知法差别；

义无碍智，知义差别；辞无碍智，随其言音说；乐说无碍智，随其心乐说。复次，

法无碍智，以法智知差别不异；义无碍智，以比智知差别如实；辞无碍智，以世智

差别说；乐说无碍智，以第一义智善巧说。复次，法无碍智，知诸法一相不坏；义

无碍智，知蕴、界、处、谛、缘起善巧；辞无碍智，以一切世间易解了美妙音声、

文字说；乐说无碍智，以转胜无边法明说。复次，法无碍智，知一乘平等性；义无

碍智，知诸乘差别性；辞无碍智，说一切乘无差别；乐说无碍智，说一一乘无边

法。复次，法无碍智，知一切菩萨行、智行、法行智随证；义无碍智，知十地分位

义差别；辞无碍智，说地道无差别相；乐说无碍智，说一一地无边行相。复次，法

无碍智，知一切如来一念成正觉；义无碍智，知种种时、种种处等各差别；辞无碍

智，说成正觉差别；乐说无碍智，于一一句法无量劫说不尽。复次，法无碍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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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来语、力、无所畏、不共佛法，大慈大悲，辩才方便，转法轮，一切智智随

证；义无碍智，知如来随八万四千众生心、行、根、解、差别音声；辞无碍智，随

一切众生行，以如来音声差别说；乐说无碍智，随众生信解，以如来智清净行圆满

说。”］ 

《大智度论》云： 

［“云何为四无碍智？一者、义无碍智，二者、法无碍智，三者、辞无碍智，

四者、乐说无碍智。云何义无碍智？缘义智慧，是为义无碍智。云何法无碍智？缘

法智慧，是为法无碍智。云何为辞无碍智？缘辞智慧，是为辞无碍智。云何为乐说

无碍智？缘乐说智慧，是为乐说无碍智。”］ 

十地：依靠如来的身语意或者甚深密法等所显现的一切法，而获得大乘诸法的

灌顶，故而未得到灌顶是此地的违品。由于此地是因地的尽头，并且先已断除一切

烦恼的缘故，妙慧的自性智无垢等持更为明显，通达含有密意之语。也就是对所有

佛典的密意、意趣，能原原本本心领神会。如同成堆的奇珍异宝所庄严的大海堪为

财富之最一般，具有多种神通力等功德的财富无不齐全、极其清净，堪为之最。获

得了劫观为刹那、刹那观为劫等性胜解等无量神变门，自在加持离世或住世。于现

量安住的大报身佛前闻法，从十方诸佛处依靠大乘法通过光芒而获得灌顶成为补

处，是安住智度的大菩萨。 

以上所有地的阶段，以清净刹土、成熟有情及二种资粮而修行佛陀之法，称为

不以地为满足之修，因为需要寻觅逐步向上、更为超胜之法的缘故。这主要是指一

地到七地之间。八地菩萨不再退转，由于已经获得了佛陀深法的解脱。能成熟众生

的修行主要是九地与十地，这是因为，此二地获得了以广大的善巧方便分析的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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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及证悟诸法深密的境界。关于十地菩萨投生的方式，尽管以业惑转生轮回的现象

从一地就已断绝，但以悲心愿力而受生轮回利益有情。因此说，七地以上通过十自

在与幻化的方式而圆满资粮。 

安住于地道的菩萨有七种，一、安住种姓之菩萨：按照《菩萨地论》中所说，

具有六度种姓的特征。二、发心菩萨：依靠仪轨而获得世俗发心。三、胜解行菩

萨：与第一种是一致的。暖位等四位，称为胜解行，从这时开始称为趋入修行1，

从胜法位开始称为资粮修行2（这两种修行是般若中所讲七十义中的两者）。四、

入行菩萨：主要是指一地至七地间的菩萨。如《十地经》中所说。五、六、七、不

退转菩萨、一生补处菩萨、最后有菩萨三种菩萨，是指八地以后，这一点容易理

解。从因与果的角度而言，胜解行地的果是一地，依此类推，十地的果是指佛地，

因为是从中成就的缘故。佛地是果而不是因，因为再无有较其更高的地。 

《山顶经》云：“文殊菩萨言：当观初发心是与行为相联之因；当观与行相联

是不退转之因；当观不退转乃一生补处菩萨之因；当观一生补处菩萨乃遍知佛果之

因。” 

关于这所有地的定义、作用、违品及对治方面的所有详细内容，当从《解深密

经》中得知。这以上依照《十地经》颂词与释文的意趣而笼统说明总义已经完毕。 

 
1
 趋入修行：又作“入修”。入大乘修行。智度七十义之一。为求无上菩提而以大乘发心成办二利，主要由

修所生慧进行趋入大乘之行者。 
2
 资粮修行：又作“资粮成就”。智度七十义之一。修行究竟趋入大乘资粮，即依大乘发心成办二利事业之

直接能生自果大菩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