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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三 流通分 

乙一 問答修學 

丙一 普明問  

爾時，會中有普明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欲學是寶積經者，當

云何住？當云何學？』  

怎麼會到此，才再問這問題呢？ 

丙二 如來答 

丁一 不住相學 

佛言：『菩薩學是經，所說皆無定相而不可取，亦不可著。隨是行

者，有大利益。』  

當云何住或不住呢？相乃無定相，故不可取、不可著。 

至於性者，本自不動、不搖。故見性者，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

失。 

還有介於其間的行願，初是住於行願，後則非住、非不住。何以故？證無

功用心也。 

丁二 大精進學 

『普明！譬如有乘坏船，欲渡恆河，以何精進乘此船渡？』答言：

『世尊！以大精進乃可得渡。所以者何？恐中壞故。』佛告：『普明！

菩薩亦爾，欲修佛法，當勤精進，倍復過是。所以者何？是身無常，

無有決定，壞敗之相，不得久住，終歸磨滅；未得法利，恐中壞故。』  

上言不住，此則住於無常性也。 

其實諸法既不常不斷，雖未證法，亦不能以「斷滅」視之！ 

丁三 為眾生學  

我在大流，為渡眾生斷於四流故，當習法船；乘此法船，往來生

死度脫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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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 

云何菩薩所習法船？謂平等心，一切眾生為船因緣；習無量福，

以為牢厚清淨戒板；行施及果以為莊嚴；淨心佛道為諸材木；一切福

德以為具足堅固繫縛；忍辱柔軟憶念為釘；諸菩提分堅強精進，最上

妙善法林中出；不可思議無量禪定，福德業成善寂調心，以為師匠；

畢竟不壞大悲所攝，以四攝法廣度致遠；以智慧力防諸怨賊；善方便

力，種種合集四大梵行以為端嚴； 

淨心佛道為諸材木：從信願而啟修學也。 

一切福德以為具足堅固繫縛：福德有持戒、布施、禪定。以此福德，而能

使船堅固牢靠。下分述之： 

諸菩提分堅強精進，最上妙善法林中出：以法為前提而修福慧，譬諸木材，

皆從最上法林中出。 

習無量福，以為牢厚清淨戒板：習無量清淨戒，以為牢厚板。從相信因果，

而修善斷惡，才能保得人天道。否則便會沉船入三惡道。 

行施及果以為莊嚴：再加布施，使資糧更豐富，使船更為莊嚴─即富麗堂

皇。 

忍辱、柔軟、憶念為釘：和合眾緣才能成就。故先以忍辱、柔軟，求得和

諧無礙。再以憶念正法，而能有志一同。 

不可思議無量禪定，福德業成善寂調心，以為師匠：以不可思議無量禪定

所成善寂調心，防諸怨賊。以定來降伏內外諸魔。 

善方便力，種種合集四大梵行以為端嚴：修慈悲喜捨，讓眾生更能無畏親

近。 

以智慧力防諸怨賊：以智慧導航，防諸歧途。 

畢竟不壞大悲所攝，以四攝法廣度致遠：以大悲心而行四攝法，既能廣泛

接引眾生，又能致彼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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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以信願、福德而建法船；以慈悲、四攝，而接引眾生入船。 

四正念處為金樓觀；四正勤行、四如意足以為疾風；五根善察，

離諸曲惡；五力強浮；七覺覺悟，能破魔賊；入八真正道，隨意到岸，

離外道濟；止為調御；觀為利益；不著二邊，有因緣法以為安隱。 

四正念處為金樓觀：金樓為居高望遠用，而四念處者乃見性而非觀相也。 

五根善察，離諸曲惡；五力強浮：上以四正勤行、四如意足為疾風；下以

五根、五力為順水，即所謂順水推舟，事半功倍也。離諸曲惡，曲為洄

流，惡為漩渦或礁石。強浮：順水而駛，輕捷快利也。 

七覺覺悟，能破魔賊：以七菩提分，能破內外之魔。內魔如無記、昏沉，

或散亂、妄動。外魔如病患、非人干擾等。 

入八真正道，隨意到岸，離外道濟：八正道者，從始到終的八個程序。以

此而能精準到岸；而不會誤入外道的碼頭。 

止為調御；觀為利益：譬如開車，乃要有一、引擎而為動力之來源，二、

方向盤及剎車系統。以此才能精準地到達目的地。調御為方向盤及剎車

系統。觀者，向目的地挺進也。 

有因緣法以為安隱：須和合眾緣，才能安穩、順遂地到達彼岸。 

再以智慧導航，才能到彼岸。 

大乘廣博無盡辯才，廣布名聞，能濟十方一切眾生，而自唱言：

來上法船，從安隱道，至於涅槃，度身見岸，至佛道岸，離一切見。

如是普明！菩薩摩訶薩應當修習如是法船，以是法船，無量百千萬億

阿僧祇劫，在生死中度脫漂沒長流眾生。』    

離一切見：初離我見、常見、邪見、邊見等；後離思議、分別、取捨，而

證得能所雙泯也。 

 

這船當是「航空母艦」級的大船，而非「一葦過江」的小舟。於是建造了

一生，恐還不能開航；這與前之「必大精進，恐中壞故」似有觝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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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住相學，似相違遠！ 

丁四 速疾道學  

又告普明：『復有法行，能令菩薩疾得成佛。謂諸所行真實不虛，

厚習善法。深心清淨，不捨精進。樂欲近明，修習一切諸善根故。常

正憶念，樂善法故。多聞無厭，具足慧故。破壞憍慢，增益智故。除

滅戲論，具福德故。樂住獨處， 身心離故。不處憒鬧，離惡人故。深

求於法，依第一義故。求於智慧，通達實相故。求於真諦，得不壞法

故。求於空法，所行正故。求於遠離，得寂滅故。如是普明！是為菩

薩疾成佛道。』  

諸所行真實不虛，厚習善法：與法相應，才能所行皆真實不虛。 

深心清淨，不捨精進：與無我相應，三輪體空，才真清淨。心雖清淨，而

不捨精進，才應中道不二也。 

常正憶念，樂善法故：初以憶念無常、無我為正。後以不憶不念而自相應

為正。 

破壞憍慢，增益智故：初以謙虛向學而增益知見，後以降伏我慢而證得解

脫。 

除滅戲論，具福德故：能滅戲論，才相應智慧。以智慧待人處事，即具福

德。 

樂住獨處，身心離故：身心既離，即非獨非不獨。 

不處憒鬧，離惡人故：或問「若不處憒鬧，云何度眾生？」答云「為何喧

囂憒鬧，只因心中有結。若心無結，一切境緣的變化，皆與我無關。以

此惡人亦自遠離，何以故？同類相聚，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如古詩云：

結盧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求於智慧，通達實相故：諸法因隨緣示現，本如夢如幻；故以不著相者，

才是實相。 

求於真諦，得不壞法故：不壞法者，乃法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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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於遠離，得寂滅故：心不作意為遠離。證無功用行，為寂滅。 

 

以上所說，其實都是漸修法門而非頓悟者也，云何能令菩薩疾得成佛？ 

還有真菩薩是希望疾得成佛？還是希望廣度眾生呢？ 

 

以上四項，以我的看法是：1. 以大精進乃可得渡。所以者何？恐中壞故。

2. 云何精進？乃見性而不著相，隨是行者，有大利益。3. 依此能令菩薩

疾得證道。4. 建造法船，度脫眾生。 

   乙二 時眾奉行  

說是經時，普明菩薩、大迦葉等，諸天、阿修羅及世間人，皆大

歡喜，頂戴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