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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補充講義（5） 

開仁編 2018/9/15 

 

書，p.17 

一、欲住十八空，當學般若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 31〈1序品〉（大正 25，285c4-23）： 

問曰：般若波羅蜜空、十八空，為異？為一？ 

若異者，離十八空，以何為般若空？又如佛說：「何等是般若波羅蜜？所

謂色空，受、想、行、識空，乃至一切種智空。」 

若不異者，云何言「欲住十八空，當學般若波羅蜜」？ 

答曰：有因緣故言異，有因緣故言一。 

異者，般若波羅蜜，名諸法實相，滅一切觀法；十八空則十八種觀，令諸

法空。菩薩學是諸法實相，能生十八種空，是名異。 

一者，十八空是空無所有相，般若波羅蜜亦空無所有相；十八空是捨離

相，般若波羅蜜一切法中亦捨離相；是十八空不著相，般若波羅蜜

亦不著相。以是故，學般若波羅蜜，則是學十八空，不異故。 

般若波羅蜜有二分：有小，有大。欲得大者，先當學小方便門；欲得大智

慧，當學十八空。住是小智慧方便門，能得十八空。 

何者是方便門？所謂般若波羅蜜經，讀誦、正憶念、思惟、如說修行。譬

如人欲得種種好寶，當入大海；若人欲得內空等三昧智慧寶，當入般若波

羅蜜大海。 

 

二、欲知四緣，當學般若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 55〈散華品 29〉（大正 25，456b27-c2）： 

「緣無邊」者，所謂一切法四緣：因緣，生一切有為法；次第緣，過去、現在心

心數法；緣緣、增上緣，一切法。 

是四種緣，一切處、一切時皆有，故說「緣無邊」；緣無邊故，般若波羅蜜無邊。 

 

三、欲知如、法性、實際，當學般若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 32〈1序品〉（大正 25，297b-c）： 

1、諸法如，有二種：一者、各各相，二者、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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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相者，如地，堅相；水，濕相；火，熱相；風，動相，如是等分別諸

法，各自有相。 

實相者，於各各相中分別，求實不可得，不可破，無諸過失。 

2、法性者，如前說各各法空，空有差品，是為如；同為一空，是為法性。 

3、實際者，以法性為實證，故為際。如阿羅漢，名為住於實際。 

 

書，p.19 

一、慧方便力 

《大智度論》卷 32〈1序品〉（大正 25，302a17-b5）： 

「慧方便」，今此中說，所謂三事不可得者是。 

問曰：慧方便者，能成就其事，無所破壞，更無所作；今破此三事，應墮斷

滅，云何言「慧方便」？ 

答曰：有二種不可得：一者、得不可得，二者、不得不可得。 

得不可得者，墮於斷滅；若不得不可得者，是為慧方便，不墮斷滅。 

若無慧方便布施者，取三事相；若以三事空，則取無相。 

有慧方便者，從本以來不見三事相，以是故，慧方便者，不墮有無中。 

復次，布施時壞諸煩惱，是名慧方便。 

復次，於一切眾生，起大悲心布施，是名慧方便。 

復次，過去、未來無量世所修福德布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名慧方

便。 

復次，於一切十方三世諸佛及弟子所有功德，憶念隨喜布施，迴向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是名慧方便。 

如是等種種力，是為慧方便義。乃至般若波羅蜜慧方便亦如是。 

 

二、欲到有為、無為法彼岸 

1、《大智度論》卷 31〈1序品〉（大正 25，288c21-23）： 

「有為空」、「無為空」者， 

有為法名因緣和合生，所謂五眾、十二入、十八界等。 

無為法名無因緣，常不生不滅如虛空。 

2、《大智度論》卷 33〈1序品〉（大正 25，302c20-24）： 

彼岸者，於有為、無為法盡到其邊。云何是彼岸？以大智慧悉知悉盡有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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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相、別相種種悉解；無為法中，從須陀洹至佛，悉皆了知。 

 

書，p.20 

（1）欲在一切聲聞、辟支佛前，（2）欲給侍諸佛，（3）欲為諸佛內眷屬，（4）欲

得大眷屬，（5）欲得菩薩眷屬，（6）欲淨報大施，當學般若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 33〈1序品〉（大正 25，303a26-c23）： 

（1）在一切聲聞、辟支佛前 

問曰：若菩薩未得漏盡，云何在漏盡聖人前？ 

答曰：菩薩初發意時，已在一切眾生前，何況積劫修行！是菩薩功德智慧大故，

世世常大，能利益聲聞、辟支佛。 

眾生知菩薩恩故，推崇敬重，乃至畜生中亦為尊重。如菩薩昔作鹿，其色

如金，其角七寶，五百鹿隨逐宗事。若在人中，好世作轉輪聖王，惡世恒

作大王，護持佛法，利益眾生。若出家，值有佛法則為世作大度師，興顯

佛法；若無佛法，則為外道大師，行四無量。 

阿羅漢、辟支佛，雖有無漏，利益事少；譬如一升酥雖精，不如大海水酪。 

菩薩雖有漏智慧，及其成熟，利益無量。 

復次，羅漢、辟支佛四事供養助道之具，多由菩薩得。如《首楞嚴經》說：

「文殊師利七十二億作辟支佛，化辟支佛人，令其成道。」 

以是故，在聲聞、辟支佛前。 

 

（2）「欲為諸佛給使」者， 

如釋迦文佛未出家時，車匿給使，優陀耶戲笑；瞿毘耶、耶輸陀等諸婇女，為內

眷屬。 

出家六年苦行時，五人給侍。 

（3）得道時，彌喜、羅陀、須那剎多羅、阿難、密跡力士等，是名「內眷屬」。 

 

（4）「大眷屬」者， 

舍利弗、目揵連、摩訶迦葉、須菩提、迦旃延、富樓那、阿泥盧豆等諸聖人，及

彌勒、文殊師利、颰陀婆羅諸阿毘跋致一生補處菩薩等，是名大眷屬。 

復次，佛有二種身：一者、法性生身，二者、隨世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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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身眷屬，如先說。1 

法性生身者，有無量無數阿僧祇一生補處菩薩侍從。所以者何？ 

如《不可思議解脫經》說：「佛欲生時，八萬四千一生補處菩薩在前導，菩

薩從後而出；譬如陰雲籠月。」 

又如《法華經》說「從地踊出菩薩等」，皆是內眷屬、大眷屬。 

 

（5）「菩薩眷屬」者，有佛，純以菩薩為眷屬；有佛，純以聲聞為眷屬；有佛，

菩薩、聲聞雜為眷屬。是故言：「但欲得菩薩為眷屬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眷屬有三：上、中、下——下者純聲聞，中者雜，上者但菩薩。 

 

（6）「淨報大施」者， 

有人言：「菩薩多集福德，未除煩惱，受人信施，未能淨報。」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諸法皆空不可得，何況諸結使！菩薩入法性中故，不

證真際，是故能淨報施福。」 

復次，菩薩功德廣大，從發心已來，欲代一一眾生受一切苦，欲以一切功德與一

切眾生，然後當自求佛道。但是事不可得故，而自成佛，度一切眾生。 

又菩薩志願，不以阿僧祇為拘；如世間及如、法性、實際、虛空等久住。菩薩心

住世間，利益眾生故，亦如是久住，無有窮已。是人不能淨報施福者，誰能淨

畢！如父母雖有結使諸惡，以一世利益子故，受其供養，令子得大福；何況菩

薩無諸結使，而住無邊世中利益眾生，而不淨畢？ 

又復菩薩但有悲心而無般若尚能利益，何況行般若波羅蜜！ 

 

問曰：若菩薩無結使，云何世間受生？ 

答曰：先已答，菩薩得無生法忍，得法性生身，處處變化以度眾生，莊嚴世

界。是功德因緣故，雖未得佛，能淨報施福。 

 

                                                      
1 參見《大智度論》卷 33（大正 25，303b1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