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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毘婆沙論》卷 13〈略行品第 27〉補充講義 

釋開仁、釋證仁 2013/12 

p.1 

 《十住毘婆沙論》 

〈略行品 27〉 

《華嚴經》〈十地品 26〉 

(大正 10，183 b29-c19) 

《華嚴經》〈十地品 26〉 

 (大正 10，184 c11- 26) 

 

 

 

 

 

 

在

家 

果 

菩薩歡喜地，今已略說竟， 

菩薩住是中，多作閻浮王； 

 

菩薩摩訶薩住此初地，多作閻浮提

王，豪貴自在，常護正法。 

住此初地中，作大功德王， 

以法化眾生，慈心無損害。 

統領閻浮地。   

行 

常離慳貪垢，不失三寶念， 

 

能以大施攝取眾生，善除眾生慳貪

之垢，常行大施無有窮盡。布施、

愛語、利益、同事——如是一切諸

所作業，皆不離念佛，不離念法，

不離念僧，不離念同行菩薩，不離

念菩薩行，不離念諸波羅蜜，不離

念諸地，不離念力，不離念無畏，

不離念不共佛法，乃至不離念具足

一切種、一切智智。 

化行靡不及，皆令住大捨，  

成就佛智慧。 

願 

心常願作佛，救護諸眾生。 復作是念：「我當於一切眾生中為

首、為勝、為殊勝、為妙、為微妙、

為上、為無上、為導、為將、為帥，

乃至為一切智智依止者。」 

 

 

 

 

 

 

出

家 

果 

若欲得出家，勤心行精進， 

能得數百定，得見數百佛。 

是菩薩若欲捨家於佛法中勤行精

進，便能捨家、妻子、五欲，依如

來教出家學道。既出家已，勤行精

進，於一念頃，得百三昧，得見百

佛，知百佛神力。  

欲求最勝道，捨己國王位， 

能於佛教中，勇猛勤修習， 

則得百三昧，及見百諸佛。 

行 

能動百世界，飛行亦如是； 

若欲放光明，能照百世界； 

 

化數百種人，能住壽百劫； 

能擇數百法，能變作百身； 

能化百菩薩，示現為眷屬； 

利根過是數，依佛神力故。 

能動百佛世界，能過百佛世界，能

照百佛世界。 

 

能教化百世界眾生，能住壽百劫，

能知前後際各百劫事，能入百法

門，能示現百身，於一一身能示百

菩薩以為眷屬； 

震動百世界，光照行亦爾。 

 

 

化百土眾生，入於百法門， 

能知百劫事，示現於百身。 

及現百菩薩，以為其眷屬； 

過是數無量。 

願 

 若以菩薩殊勝願力自在示現，過於

是數，百劫、千劫、百千劫，乃至

百千億那由他劫不能數知。  

 

  已說初地相，果力淨治法， 

今當復更說，第二無垢地。 

 我於地義中，略述其少分， 

若欲廣分別，億劫不能盡。 

菩薩最勝道，利益諸群生， 

如是初地法，我今已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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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菩薩於十地多作的十種天王】 

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39〈26 十地品〉之出處： 

 

十地 多作 出處 

第一歡喜地 閻浮提王 大正 10, no. 279, p. 183, b26-c2 

第二離垢地 轉輪聖王 大正 10, no. 279, p. 186, c11-15 

第三發光地 三十三天王 大正 10, no. 279, p. 188, c22-24 

第四焰慧地 須夜摩天王 大正 10, no. 279, p. 190, b29-c3 

第五難勝地 兜率陀天王 大正 10, no. 279, p. 192, c10-13 

第六現前地 善化天王 大正 10, no. 279, p. 195, a24-27 

第七遠行地 自在天王 大正 10, no. 279, p. 198, a1-4 

第八不動地 大梵天王 大正 10, no. 279, p. 201, a14-18 

第九善慧地 二千世界主大梵天王 大正 10, no. 279, p. 204, a3-9 

第十法雲地 摩醯首羅天王 大正 10, no. 279, p. 208, b25-29 

 

2、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092)：「《十地品》安立十地的差別，如初地「多作閻

浮提王」，一地一地的向上增進，到十地「多作摩醯首羅（色究竟天的大自在）天王」。初地「得百

三昧；得見百佛；知百佛神力；能動百佛世界；能過百佛世界；能照百佛世界；能教化百世界眾生；

能住壽百劫；能知前後各百劫事；能入百法門；能示現百身，於一一身示現百菩薩以為眷屬」。這

樣的二地「得千三昧」等，一直到十地，「得十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剎微塵數三昧，乃至示現爾

所微塵數菩薩以為眷屬」。這類次第增廣的安立，無非表示菩薩的次第增進，智慧與能力，越來越

廣大而已。」 

 

3、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71-472)：「《華嚴經》說：第十地──受灌頂成佛的

菩薩，「住是地，多作摩醯首羅天王」。《十地經論》卷一（大正二六‧一二五下）說：「現報利益，

受佛位故。後報利益，摩醯首羅智處生故」。摩醯首羅 Maheśvara，是「大自在」的意義。雖然《入

大乘論》說：「是淨居自在，非世間自在」，但十地菩薩生於色究竟天上，摩醯首羅智處（如兜率天

上別有兜率淨土），然後究竟成佛，「最後生處」到底與摩醯首羅天相當，這是色相最究竟圓滿的地

方。在這裡究竟成佛，人間成佛的意義消失了！」 

 

4、印順導師《永光集》(p.196-197)：「「佛的真身是現在家相」：這與文殊現在家相一樣，毘盧遮那佛

像，都是在家相的。然在《華嚴經》中，「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覺」（大正一０‧

一中），與釋迦成佛相同，只是表徵的境地崇高些。〈如來名號品〉（大正一０‧五八下）說：「或名

一切義成（悉達多），……或名釋迦牟尼，或名第七仙，或名毘盧遮那，或名瞿曇氏，或名大沙門」；

釋迦與毘盧遮那，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沒有嚴格的區別。但在〈十地品〉（大正一０‧二０八

中），說「菩薩住此（法雲）地，多作摩醯首羅天王」。摩醯首羅天，是印度教的大自在天，與佛教

的色究竟天相當。〈十地品〉只說「多作」，到《楞伽經》就說：「色界究竟天，離欲得菩提」了（大

正一六‧六三八上）！這也是大乘佛法由人而天（是在家相）的演化歷程。天上成佛的是真身，釋

迦佛是化身，成為大乘佛教界的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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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8【菩薩三十二法與《大寶積經》及《瑜伽師地論》之對照表】 

 《十住毘婆沙論》卷 13 

 (大正 26，93c26-94a20) 

《大寶積經》卷 112 

(大正 11，632c27-633a14) 

《瑜伽師地論》卷 79 

(大正 30，741b21-742a12) 

一

、 

法

行 

深心為一切眾生求諸安樂(1) 1常為眾生深求安樂 (1)於不饒益樂行惡行諸有情所，欲令入善攝受哀愍故 

能入諸佛智中(2) 2皆令得住一切智中 (2)於住種性外緣闕乏諸有情所，勸令發起菩提心故 

自審知：堪任作佛、不作佛(3)   (3)於波羅蜜多殊勝中自了知故 

不憎惡他(4) 3心不憎惡他人智慧  

 4破壞憍慢 (4)於尊重處，發起恭敬禮拜加行故 

道心堅固(5) 5深樂佛道 (5)於諸外道怨敵有情，安住聖教無傾動故 

二

、 

平

等

行 

 

不假偽結託親愛(6) 6愛敬無虛 (1)於諸有情平等親愛故 

乃至未入涅槃，常為眾生作親友(7) 

親疏同心(8) 

7親厚究竟，於怨親中其心同等，

至於涅槃 

(2)於諸有情以無染污無差別身，無差別世，無差別求，親愛之心平等慰

喻故 

 8言常含笑，先意問訊 (3)捨諸憒鬧舒顏和悅，於已受擔平等能運故 

已許善事，心不退轉(9) 9所為事業，終不中息 (4)於未受擔平等能取故 

於一切眾生，不斷大慈(10) 

於一切眾生，不斷大悲(11) 

10普為眾生等行大悲 (5)於一切苦平等堪忍故 

 

常求正法，心無疲懈(12) 

勤發精進，心無厭足(13) 

多聞而解義(14) 

11心無疲倦，多聞無厭 (6)於無量調伏方便平等能求故 

 

 

常省己過(15) 

不譏彼闕(16) 

12自求己過，不說他短 (7)展轉更互平等正語堪忍語故 

 

於一切見聞事中，常修菩提心(17) 13菩提心行諸威儀 (8)一切善根平等迴向大菩提故 

三

、 

善

行 

施不求報(18) 14所行惠施，不求其報 (1)無所依止而惠施故 

持戒不求一切生處(19) 15不依生處而行持戒 (2)無所依止而持戒故 

於一切眾生，忍辱無瞋礙(20) 16諸眾生中行無礙忍 (3)由哀愍心而修忍故 

能勤精進修習一切善根(21) 17為修一切諸善根故，勤行精進 (4)非於少分修精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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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隨無色定生(22) 18離生無色而起禪定 (5)為作利益諸有情處修靜慮故 

方便所攝智慧(23) 19行方便慧 (6)見不相應修妙慧故 

四攝法所攝方便(24) 20應四攝法 (7)成熟方便善巧故 

四

、 

法

住

行 

持戒、毀戒慈愍無二(25) 21善惡眾生，慈心無異 (1)於住禁戒不住禁戒能教授中，無分別故 

一心聽法(26) 22一心聽法 (2)以此為依，恭敬領受所教授故 

一心阿練若處住(27) 23心住遠離 (3)以此為依，身遠離故 

不樂世間種種雜事(28) 24心不樂著世間眾事 (4)以此為依，心遠離故 

不貪著小乘(29) 

見大乘利益為大(30) 

25不貪小乘，於大乘中常見大利 (5)以此為依，越聲聞乘相應作意、大乘相應作意思惟故 

 

遠離惡知識(31) 

親近善知識(32) 

26離惡知識，親近善友 (6)以此為依，不捨遠離軛，與諸有情共止住故，及與所餘共止住故 

1四無量心。能遊戲五神通。 27成四梵行，遊戲五通 (7)以此為依，領受清淨世間智大福資糧威德修果故 

(8)於世間智不知喜足，尋求修治出世智故 3常依於智 28常依真智 

4常不捨善惡眾生 29於諸眾生邪行正行，俱不捨棄 (9)不能堪忍觸惱過失〔應斷〕 

5所言決定 30言常決定 (10)不決定說教授過失〔應斷〕 

6言必皆實 31貴真實法 (11)不如其言所作過失〔應斷〕 

 32一切所作，菩提為首 (12)有染愛心過失〔應斷〕 

7集一切善法，心無厭足   

2能遊戲五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