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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般若法門的入門須知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55：

「原始般若」以來，著重自證的內容，
「以法性為定量」，是一般所不能信解，
不免要驚怖疑畏的。

「中品般若」所以到處以二諦來解說；一
切教說，不是第一義，第一義是不可施設
的，一切但是世俗施設的假名。



中品般若

《摩訶 般若 波羅蜜 經》

 大 智 度 論

有2個特色：般若道+方便道



一、初學必須建立的軸心

《雜阿含25～29經》：

多聞、法次法向、見法涅槃、法師…

於五蘊生「厭、離欲、滅盡」法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70三慧品〉

須菩提！菩薩從初發意以來，應學
空無所得法。

是菩薩用無所得法故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用無所得法故
修智慧，乃至一切種智亦如是。



二、修行者不該有的心態

《增壹阿含．17品．9經》：善知識之法：

不作是念：

1、我豪族家生，2、我今持戒，

3、我三昧成就，4、我智慧成就，

5、我能得衣被、飯食、床褥、臥具、疾病
醫藥。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5〈51譬喻品〉

須菩提！菩薩從初已來，以方便力布施，
無我我所心布施，乃至無我我所心修智
慧。

是人不作是念：『我有是施，是我施。』
不以是施自高，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如是。
是菩薩不念：『我布施。』不念：『我
施是人，用是物施。』 (如貧窮畫家)



不念：『我持戒，有是戒。』

不念：『我忍辱，有是忍辱。』

不念：『我精進，有是精進。』

不念：『我禪定，有是禪定。』

不念：『我修智慧，有是智慧。』



何以故？是檀那波羅蜜中無如是分別，
遠離此、彼岸是檀那波羅蜜相。……是
般若波羅蜜中無如是憶念分別。

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為般若波羅
蜜方便力所護故，不墮聲聞、辟支佛地，
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思心所 cetanā

當「思」開始對目標作業時，它也
指揮其他相應法執行各自的任務。

「思」是造業的最主要因素，因為
所採取的行動之善惡即決定于思。

 《阿毗达摩概要精解》

http://dict.sutta.org/display.php?pali_word=cetan%C4%81


《入阿毘達磨論》卷1：

思，謂能令心有造作，即是意業。

 亦是令心運動為義。〔身、語業〕

此 善、不善、無記 異故。



正思惟

《雜阿含704經》卷26：

若比丘正思惟者，未起五蓋不起，
已起五蓋令滅。

未起七覺支則起，已起者重生令增
廣。



《中阿含10漏盡經》卷2：

若正思惟者，未生欲漏而不生，已
生便滅。

未生有漏、無明漏而不生，已生便
滅。



《大智度論》卷75〈58夢中入三昧品〉
（大正25，591a2-19）：

佛教是菩薩正憶念：

生死雖長，是事皆空，如虛空、如
夢中所見，非實長遠，不應生厭心。

又未來世亦是一念所緣，亦非長遠。



復次，菩薩無量福德、智慧力故，
能超無量劫。

如是種種因緣故，不應生厭心。



此中佛說大因緣，所謂：

「生死如虛空，眾生亦如是；

眾生雖多，亦無定實眾生。

如眾生無量無邊，佛智慧亦無量無邊，
度亦不難，是故菩薩不應生疲厭心。」

如「天須菩提」。



四、『阿含』與『大乘經』一脈相通，
但所重不同

《印度佛教思想史》p.150-151：

『阿含』與『大乘經』一脈相通，
不過『阿含』重在 離愛 tṛṣṇā, 

anunaya，

大乘重在 離見 dṛṣṭi。



生死病根的「攀緣」，不是能緣，也
不是所緣，是能所相關時，有所愛染、
執見的緣慮。

愛染、執著，「佛法」說我愛（我見、
我慢等），無我就解脫了。



「大乘」說我見、法見（依自性起），
離我法自性見，就都無所著了。

所以，「不以空三昧（心）故空，亦不
以所緣外色等諸法故空。……

此中說離是二邊說中道，所謂因緣和合
生，是和合法，無有一定法故空。……

無自性故，即畢竟空」（『大智度論』
卷七四）。 →性空是緣起內在的實性 (青年31)



論師以「分破空」、「觀空」、
「本性空」，推求破斥外道、小乘
所說，顯一切法離戲論而寂滅，不
是論議，一切論議是可破的，佛法
是「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



五、菩薩道

《大智度論》卷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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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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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者，
從 初發意 乃至 金剛三昧，其中為
菩提〔之〕菩薩行，皆是菩提道。

菩薩道是「大器晚成」的。

是「忘己為人、任重道遠」的。



六、結論

菩薩道要學習的三類法：

1、菩薩法：六度

2、二乘法：三十七品～三無漏根

3、佛的法：十力～十八不共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