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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 正行勝利  

己一 得大藏  

復次，迦葉！菩薩有四大藏。何謂為四？若有菩薩值遇

諸佛。能聞六波羅蜜及其義解。以無礙心視說法者。樂遠離

行，心無懈怠。迦葉！是為菩薩有四大藏 。 

「樂遠離行」：遠離染著，非遠離境相。 

己二 過魔事  

復次，迦葉！菩薩有四法，能過魔事。何謂為四？常不

捨離菩提之心。於諸眾生心無恚礙。覺諸知見。心不輕賤一

切眾生。迦葉！是為菩薩四法能過魔事。 

「覺諸知見」：知見，指外道的種種邪論；如不能覺了它，就不

能教化他。甚至有在不知不覺間，落入外道知見的危險。 

「心不輕賤一切眾生」：時時想度他人者，算不算輕賤眾生？   

己三 攝善根  

復次，迦葉！菩薩有四法，攝諸善根。何謂為四？在空

閒處，離諂曲心。諸眾生中，行四攝法而不求報。為求法故，

不惜身命。修諸善根，心無厭足。迦葉！是為菩薩四法，攝

諸善根。  

「在空閒處，離諂曲心」：其實在不空閒處，能離諂曲心；這反

才是功夫！如於都會區中，不諂曲者幾稀也。 

己四 福德莊嚴  

復次，迦葉！菩薩有四無量福德莊嚴。何謂為四？以清

淨心而行法施。於破戒人生大悲心。於諸眾生中，稱揚讚歎

菩提之心。於諸下劣，修習忍辱。迦葉！是為菩薩有四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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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莊嚴。  

「於諸下劣，修習忍辱」：於諸下劣，即心已輕賤之也！ 

云何修忍辱：不必對號入座也。 

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戊三 正行成就 

復次，迦葉！名菩薩者，不但名字為菩薩也。能行善法，

行平等心，名為菩薩。略說成就三十二法，名為菩薩。何謂

三十二法？  

常為眾生深求安樂。皆令得住一切智中。心不憎惡他人

智慧。破壞憍慢。深樂佛道。  

一、法行，有五法。法行，是一切修行，與正法不相違： 

1. 常為眾生深求安樂； 

2. 皆令得住一切智中； 

3. 心不憎惡他人智慧：擇其善者而從之。 

4. 破壞憍慢； 

5. 深樂佛道：以之為第一優先。 

愛敬無虛。親厚究竟，於怨親中其心同等，至於涅槃。

言常含笑，先意問訊。所為事業，終不中息。普為眾生等行

大悲。心無疲倦，多聞無厭。自求己過，不說他短。以菩提

心行諸威儀。  

  二、平等行，有八法： 

6. 愛敬無虛； 

7. 親厚究竟，於怨親中其心同等，至於涅槃； 

8. 言常含笑，先意問訊； 

9. 所為事業，終不中息：大目標雖不變，策略則應調整。 

10. 為眾生等行大悲； 

11. 心無疲倦，多聞無厭； 

12. 自求己過，不說他短：為公不護私，以善意而勸導之。 

13. 以菩提心行諸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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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惠施，不求其報。不依生處而行持戒。諸眾生中行

無礙忍。為修一切諸善根故，勤行精進。離生無色而起禪定。

行方便慧。應四攝法。  

  三、善行，有七法。六度、四攝，是菩薩的善行──自利利他的大綱。 

14. 施度：所行惠施，不求其報。 

15. 戒度：不依生處而行持戒。戒者，將法實踐於現實生活中也。 

16. 忍度：諸眾生中行無礙忍。 

17. 精進度：為修一切諸善根故，勤行精進。 

18. 禪度：離生無色而起禪定。定者，對境而不亂；以智慧作抉擇。 

19. 智度：行方便慧。自己求究竟，度眾從方便到究竟。 

20. 應四攝法。  

善惡眾生，慈心無異。一心聽法。心住遠離。心不樂著

世間眾事。不貪小乘，於大乘中常見大利。離惡知識，親近

善友。成四梵行，遊戲五通。常依真智。於諸眾生邪行正行，

俱不捨棄。言常決定。貴真實法。一切所作，菩提為首。  

  四、法住行，正行成就的菩薩，不但聞思而已，能勤修止觀，安住正法，所

以叫法住。有十二法： 

21. 善惡眾生，慈心無異； 

22. 一心聽法； 

23. 心住遠離：遠離雜染，即遠離貪瞋痴也。 

24. 心不樂著世間眾事； 

25. 不貪小乘，於大乘中常見大利：不貶二乘，於大乘中常見警愓。 

26. 離惡知識，親近善友； 

27. 成四梵行，遊戲五通； 

28. 常依真智； 

29. 於諸眾生，邪行正行俱不捨棄：要有對治的方法。 

30. 言常決定； 

31. 貴真實法； 

32. 一切所作，菩提為首：菩提者，求覺悟也。 

如是迦葉！若人有此三十二法，名為菩薩。  

丁二 讚菩薩功德  

戊一 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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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迦葉！菩薩福德無量無邊，當以譬喻因緣故知。   

戊二 別讚  

己一 地、水、火、風  

迦葉！譬如一切大地，眾生所用，無分別心，不求其報。

菩薩亦爾，從初發心，至坐道場，一切眾生皆蒙利益，心無

分別，不求其報。  

迦葉！譬如一切水種，百穀藥木皆得增長。菩薩亦爾，

自心淨故，慈悲普覆一切眾生，皆令增長一切善法。  

迦葉！譬如一切火種，皆能成熟百穀果實。菩薩智慧亦

復如是，皆能成熟一切善法。  

迦葉！譬如一切風種，皆能成立一切世界。菩薩方便亦

復如是，皆能成立一切佛法。  

上面四喻，以地、水、火、風，本是無情的；故無分別心。 

然菩薩是有情的？還是無情的呢？初是有情的，待八地才真無

情。 

己二 月、日  

迦葉！譬如月初生時，光明形色日日增長。菩薩淨心亦

復如是，一切善法日日增長。  

非初發心，即可不退轉也。 

迦葉！譬如日之初出，一時放光，普為一切眾生照明。

菩薩亦爾，放智慧光，一時普照一切眾生。 

「譬如日之初出，一時放光」：從昏夜到天明，是漸而非頓也！  

如釋迦牟尼佛之說法、度眾生，亦是漸而非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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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三 師、象  

迦葉！譬如師子獸王，隨所至處，不驚不畏。菩薩亦爾，

清淨持戒，真實智慧，隨所住處，不驚不畏。 

「譬如師子獸王，隨所至處，不驚不畏。」：其它百獸，則既驚

又畏嗎？  

有些法師，今天勸你皈依三寶，明天勸你授菩薩戒。後日更要你

發心勸募。害很多信眾，見之就像羔羊見獅虎一般。 

迦葉！譬如善調象王，能辦大事，身不疲極。菩薩亦爾，

善調心故，能為眾生作大利益，心無疲倦。 

「譬如善調象王，能辦大事」：大象其實是被套牢、驅策的。 

同理，山頭主義之授菩薩戒，意在此也！  

己四 蓮華、樹根、流水  

迦葉！譬如有諸蓮花，生於水中，水不能著。菩薩亦爾，

生於世間，而世間法所不能污。 

後云 「結使」，此云「世間法所不能污」；不太矛盾了嗎？ 

 「世間法所不能污」者，圓滿於八地，至少得初地。 

迦葉！譬如有人伐樹，根在還生。菩薩亦爾，方便力故，

雖斷結使，有善根愛，還生三界。 

「雖斷結使，有善根愛，還生三界。」：有的說不斷結使。此說

雖斷，即是不斷！何以故？有善根愛，即是結使。因業發願，

願大業重，云何解脫？從戀世的業，發入世的願。 

諸法本不常不斷；故雖斷結使，不入頑空也。 

問曰：既斷結使，生不生三界？ 

答云：諸法本無界也，因執著妄想，故成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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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葉！譬如諸方流水，入大海已，皆為一味。菩薩亦爾，

以種種門集諸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為一味。  

大海亦非一味爾！而是一中有異。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稱為一切道種智；亦是一中有異也。 

己五 山王、國王  

迦葉！譬如須彌山王，忉利諸天及四天王，皆依止住。

菩薩菩提心亦復如是，為薩婆若所依止住。  

菩提心為因，一切智為果，果依因立。故曰：薩婆若依止於菩提

心住。    

迦葉！譬如有大國王，以臣力故能辦國事。菩薩智慧亦

復如是，方便力故，皆能成辦一切佛事。  

「佛事」：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即為「開、示、悟、入」

佛之知見也。簡單講，即說法度眾生也。 

方便力者，差別相的智慧也。 

己六 陰雲  

迦葉！譬如天晴明時，淨無雲翳，必無雨相。寡聞菩薩

無法雨相，亦復如是。迦葉！譬如天陰雲時，必能降雨充足

眾生。菩薩亦爾，從大悲雲起大法雨，利益眾生。 

「從大悲雲起大法雨」：非晴空萬里，即是好天氣；也非陰雨綿

綿，才是好天氣。而是要及時、適量。 

及時者，請然後說！請什麼，說什麼，亦適量也。 

己七 輪王、摩尼珠 

迦葉！譬如隨轉輪王所出之處，則有七寶。如是迦葉！

菩薩出時，三十七品現於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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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品也分為七類：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菩提分、八聖道分。這與輪王的七寶一樣。    

迦葉！譬如隨摩尼珠所在之處，則有無量金銀珍寶。菩

薩亦爾，隨所出處，則有無量百千聲聞辟支佛寶。 

為何會有辟支佛寶？  

辟支佛既為「獨覺者」，即非菩薩所能教化也。 

己八 同等園  

迦葉！譬如忉利諸天，入同等園，所用之物皆悉同等。

菩薩亦爾，真淨心故，於眾生中平等教化。  

教法的差別，只是適應不同的機、緣而已。 

己九 咒藥、糞穢 

迦葉！譬如咒術藥力，毒不害人。菩薩結毒亦復如是，

智慧力故，不墮惡道 。 

於原始佛教中，必待證初果，才能不墮惡道。若就菩薩，則初地

也。    

迦葉！譬如諸大城中所棄糞穢，若置甘蔗蒲桃田中，則

有利益。菩薩結使亦復如是，所有遺餘，皆是利益薩婆若因

緣故。  

「菩薩結使亦復如是，所有遺餘，皆是利益薩婆若因緣故。」於

煩惱中，成就菩提。然成就菩提後，還煩惱嗎？云何謂「不

斷煩惱」呢？ 

菩薩有煩惱的遺毒，所以能生三界，在生死中度眾生；因為這樣，

才能成就薩婆若。 

故菩薩對於煩惱，如農夫的糞穢一樣，不但不嫌惡它，而且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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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的利用它。云何利用？置甘蔗蒲桃田中！ 

 

就以上的比喻，即謂菩薩的說法度眾，乃是向眾生「潑糞」也。 

於是如甘蔗蒲桃經「潑糞」後，不只根紮得更深，枝葉更繁盛，

花果必亦纍纍也。 

即生死的根紮得更深，貪瞋的枝葉長得更繁盛；煩惱苦果必亦纍

纍也。 

問：云何是「潑糞」式的說法？ 

答：順習者是也。既順我習，亦順眾生之習。山頭主義者、把自

的習性合理化者，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