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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建立地道建立地道建立地道建立》》》》《《《《地道概论三乘庄严》合刊

敬礼诸师长敬礼诸师长敬礼诸师长敬礼诸师长

那摩格热贝（向诸上师顶礼）

敬礼地道到究竟敬礼地道到究竟敬礼地道到究竟敬礼地道到究竟 垂训斯理释迦王垂训斯理释迦王垂训斯理释迦王垂训斯理释迦王

地与道之行程皆圆满， 并将此情授者释迦王。

为摄同分诸有情为摄同分诸有情为摄同分诸有情为摄同分诸有情 略书地道诸建立略书地道诸建立略书地道诸建立略书地道诸建立

向您顶礼为渡有缘者， 简述五道十地之概况。

今此宣说世出世间无量功德所依根本，地道建立。先当略说三士今此宣说世出世间无量功德所依根本，地道建立。先当略说三士今此宣说世出世间无量功德所依根本，地道建立。先当略说三士今此宣说世出世间无量功德所依根本，地道建立。先当略说三士

道建立。道建立。道建立。道建立。

为了论述世间与出世间功德的基础地与道之概况，首先简明阐述为了论述世间与出世间功德的基础地与道之概况，首先简明阐述为了论述世间与出世间功德的基础地与道之概况，首先简明阐述为了论述世间与出世间功德的基础地与道之概况，首先简明阐述

三士道。三士道。三士道。三士道。

此若专为自利此若专为自利此若专为自利此若专为自利，，，，正求後世世间善趣正求後世世间善趣正求後世世间善趣正求後世世间善趣，，，，所立意乐所立意乐所立意乐所立意乐，，，，是殊胜下士道相是殊胜下士道相是殊胜下士道相是殊胜下士道相。。。。

例如下士身中，通达死没无常之心，及断十不善之戒，由依此道能令例如下士身中，通达死没无常之心，及断十不善之戒，由依此道能令例如下士身中，通达死没无常之心，及断十不善之戒，由依此道能令例如下士身中，通达死没无常之心，及断十不善之戒，由依此道能令

彼人往生善趣，故名下士道。彼人往生善趣，故名下士道。彼人往生善趣，故名下士道。彼人往生善趣，故名下士道。

一、殊胜下士道定义：为自身利益而主要追求来世善果的思想观一、殊胜下士道定义：为自身利益而主要追求来世善果的思想观一、殊胜下士道定义：为自身利益而主要追求来世善果的思想观一、殊胜下士道定义：为自身利益而主要追求来世善果的思想观

念和行为。念和行为。念和行为。念和行为。

例如：下士道所知死无常的思想和断弃十不善的戒行。例如：下士道所知死无常的思想和断弃十不善的戒行。例如：下士道所知死无常的思想和断弃十不善的戒行。例如：下士道所知死无常的思想和断弃十不善的戒行。

依止这些追求走向人天善果称其为下士道。依止这些追求走向人天善果称其为下士道。依止这些追求走向人天善果称其为下士道。依止这些追求走向人天善果称其为下士道。

若由厌背生死盛事专为自利正求解脱，所立意乐，是中士道相。若由厌背生死盛事专为自利正求解脱，所立意乐，是中士道相。若由厌背生死盛事专为自利正求解脱，所立意乐，是中士道相。若由厌背生死盛事专为自利正求解脱，所立意乐，是中士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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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士身中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心例如中士身中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心例如中士身中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心例如中士身中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心，，，，由依此道能令彼人住解脱位由依此道能令彼人住解脱位由依此道能令彼人住解脱位由依此道能令彼人住解脱位，，，，

故名中士道。故名中士道。故名中士道。故名中士道。

二、殊胜中士道定义：从厌弃轮回幸福的心态追求自身解脱的思二、殊胜中士道定义：从厌弃轮回幸福的心态追求自身解脱的思二、殊胜中士道定义：从厌弃轮回幸福的心态追求自身解脱的思二、殊胜中士道定义：从厌弃轮回幸福的心态追求自身解脱的思

想观念和行为。例如：中士道心（续）所知的无常等十六行相（四谛想观念和行为。例如：中士道心（续）所知的无常等十六行相（四谛想观念和行为。例如：中士道心（续）所知的无常等十六行相（四谛想观念和行为。例如：中士道心（续）所知的无常等十六行相（四谛

的十六种行相的十六种行相的十六种行相的十六种行相））））。依止此之士追求迈向解脱果位称其为中士道。。依止此之士追求迈向解脱果位称其为中士道。。依止此之士追求迈向解脱果位称其为中士道。。依止此之士追求迈向解脱果位称其为中士道。

若由大悲自在而转若由大悲自在而转若由大悲自在而转若由大悲自在而转，，，，为令有情皆成佛故为令有情皆成佛故为令有情皆成佛故为令有情皆成佛故，，，，求正求正求正求正徧知所立意乐知所立意乐知所立意乐知所立意乐，，，，是上是上是上是上

士道相。例如上士身中大悲心增上意乐，由依此道能令彼人往无上菩士道相。例如上士身中大悲心增上意乐，由依此道能令彼人往无上菩士道相。例如上士身中大悲心增上意乐，由依此道能令彼人往无上菩士道相。例如上士身中大悲心增上意乐，由依此道能令彼人往无上菩

提，故名上士道。提，故名上士道。提，故名上士道。提，故名上士道。

三、殊胜上士道定义：以具有利他大悲心为根基，为了众生成佛三、殊胜上士道定义：以具有利他大悲心为根基，为了众生成佛三、殊胜上士道定义：以具有利他大悲心为根基，为了众生成佛三、殊胜上士道定义：以具有利他大悲心为根基，为了众生成佛

而追求遍知佛果的思想观念。例如：上士道心续中的大慈悲心和正确而追求遍知佛果的思想观念。例如：上士道心续中的大慈悲心和正确而追求遍知佛果的思想观念。例如：上士道心续中的大慈悲心和正确而追求遍知佛果的思想观念。例如：上士道心续中的大慈悲心和正确

增上心。依止此之士追求迈向无上菩提称其为上士道。增上心。依止此之士追求迈向无上菩提称其为上士道。增上心。依止此之士追求迈向无上菩提称其为上士道。增上心。依止此之士追求迈向无上菩提称其为上士道。

若是三士所修之意乐，於自身中生中士道，先须於此而修心者若是三士所修之意乐，於自身中生中士道，先须於此而修心者若是三士所修之意乐，於自身中生中士道，先须於此而修心者若是三士所修之意乐，於自身中生中士道，先须於此而修心者，，，，是是是是

下中士共道之相。例如通达死没无常及恶趣苦之慧。下中士共道之相。例如通达死没无常及恶趣苦之慧。下中士共道之相。例如通达死没无常及恶趣苦之慧。下中士共道之相。例如通达死没无常及恶趣苦之慧。

三士道共同所修并为了心生中士道而自己首先修心的思想观念和三士道共同所修并为了心生中士道而自己首先修心的思想观念和三士道共同所修并为了心生中士道而自己首先修心的思想观念和三士道共同所修并为了心生中士道而自己首先修心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是中下士共同道的定义。如：所知死无常和恶道痛苦的智慧。行为是中下士共同道的定义。如：所知死无常和恶道痛苦的智慧。行为是中下士共同道的定义。如：所知死无常和恶道痛苦的智慧。行为是中下士共同道的定义。如：所知死无常和恶道痛苦的智慧。

若是上中二士所修之意乐若是上中二士所修之意乐若是上中二士所修之意乐若是上中二士所修之意乐，，，，於自身中生上士道於自身中生上士道於自身中生上士道於自身中生上士道，，，，先须於此而修心者先须於此而修心者先须於此而修心者先须於此而修心者，，，，

是上中士共道之相。例如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心。是上中士共道之相。例如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心。是上中士共道之相。例如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心。是上中士共道之相。例如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心。

上中士共同道的定义：上中两士共同所修并为了心生上士道而首上中士共同道的定义：上中两士共同所修并为了心生上士道而首上中士共同道的定义：上中两士共同所修并为了心生上士道而首上中士共同道的定义：上中两士共同所修并为了心生上士道而首

先修心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如：所知无常等十六行相的思想观念和行先修心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如：所知无常等十六行相的思想观念和行先修心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如：所知无常等十六行相的思想观念和行先修心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如：所知无常等十六行相的思想观念和行

为。为。为。为。

彼三士道次第於身生起之理者，谓由思惟暇满难得义大复不久住彼三士道次第於身生起之理者，谓由思惟暇满难得义大复不久住彼三士道次第於身生起之理者，谓由思惟暇满难得义大复不久住彼三士道次第於身生起之理者，谓由思惟暇满难得义大复不久住

失弃之理而能厌背现法盛事，发生无伪希求後世之心，是於身中生起失弃之理而能厌背现法盛事，发生无伪希求後世之心，是於身中生起失弃之理而能厌背现法盛事，发生无伪希求後世之心，是於身中生起失弃之理而能厌背现法盛事，发生无伪希求後世之心，是於身中生起

殊胜下士之道。殊胜下士之道。殊胜下士之道。殊胜下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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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道在三士心续中是这样产生的：悟到具缘人身实属难得且有三士道在三士心续中是这样产生的：悟到具缘人身实属难得且有三士道在三士心续中是这样产生的：悟到具缘人身实属难得且有三士道在三士心续中是这样产生的：悟到具缘人身实属难得且有

意义，但不会长久便要舍弃，有此想法而消除对这一世的执着，从内意义，但不会长久便要舍弃，有此想法而消除对这一世的执着，从内意义，但不会长久便要舍弃，有此想法而消除对这一世的执着，从内意义，但不会长久便要舍弃，有此想法而消除对这一世的执着，从内

心真实地产生追求来世的思想，便心生殊胜下士道。心真实地产生追求来世的思想，便心生殊胜下士道。心真实地产生追求来世的思想，便心生殊胜下士道。心真实地产生追求来世的思想，便心生殊胜下士道。

其後由见生死一切圆满，皆如火坑，发生无伪欲解脱心，是於身中其後由见生死一切圆满，皆如火坑，发生无伪欲解脱心，是於身中其後由见生死一切圆满，皆如火坑，发生无伪欲解脱心，是於身中其後由见生死一切圆满，皆如火坑，发生无伪欲解脱心，是於身中

生起中士之道。生起中士之道。生起中士之道。生起中士之道。

在此基础上视轮回的诸乐为火坑，而从内心真实地萌发要从轮回在此基础上视轮回的诸乐为火坑，而从内心真实地萌发要从轮回在此基础上视轮回的诸乐为火坑，而从内心真实地萌发要从轮回在此基础上视轮回的诸乐为火坑，而从内心真实地萌发要从轮回

中解脱的思想，便心生中士道。中解脱的思想，便心生中士道。中解脱的思想，便心生中士道。中解脱的思想，便心生中士道。

其後由见自出生死而得解脱，仍唯灭一分过失，得一分功德，即於其後由见自出生死而得解脱，仍唯灭一分过失，得一分功德，即於其後由见自出生死而得解脱，仍唯灭一分过失，得一分功德，即於其後由见自出生死而得解脱，仍唯灭一分过失，得一分功德，即於

自利且未圆满，其利他事，更属少分，惟求自利，旁生亦同，为将诸自利且未圆满，其利他事，更属少分，惟求自利，旁生亦同，为将诸自利且未圆满，其利他事，更属少分，惟求自利，旁生亦同，为将诸自利且未圆满，其利他事，更属少分，惟求自利，旁生亦同，为将诸

余有情，安立於毕竟安乐，而发生无伪正求一切种智之意乐，是於身余有情，安立於毕竟安乐，而发生无伪正求一切种智之意乐，是於身余有情，安立於毕竟安乐，而发生无伪正求一切种智之意乐，是於身余有情，安立於毕竟安乐，而发生无伪正求一切种智之意乐，是於身

中生起上士之道。中生起上士之道。中生起上士之道。中生起上士之道。

复从以上基础看到自己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也是烦恼未尽，功德微复从以上基础看到自己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也是烦恼未尽，功德微复从以上基础看到自己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也是烦恼未尽，功德微复从以上基础看到自己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也是烦恼未尽，功德微

小，不但自事未能圆满，他事也不能成就。认识到这种为自己着想的小，不但自事未能圆满，他事也不能成就。认识到这种为自己着想的小，不但自事未能圆满，他事也不能成就。认识到这种为自己着想的小，不但自事未能圆满，他事也不能成就。认识到这种为自己着想的

观念与动物毫无差别，为了使众生得到永久快乐去追求遍知佛果的思观念与动物毫无差别，为了使众生得到永久快乐去追求遍知佛果的思观念与动物毫无差别，为了使众生得到永久快乐去追求遍知佛果的思观念与动物毫无差别，为了使众生得到永久快乐去追求遍知佛果的思

想从内心真实地产生之时，便心生殊胜上士道。想从内心真实地产生之时，便心生殊胜上士道。想从内心真实地产生之时，便心生殊胜上士道。想从内心真实地产生之时，便心生殊胜上士道。

若尔，地道建立云何，释此分二。若尔，地道建立云何，释此分二。若尔，地道建立云何，释此分二。若尔，地道建立云何，释此分二。

那么，地道概论到底如何？需从总科概况与三乘地道分类概况两个那么，地道概论到底如何？需从总科概况与三乘地道分类概况两个那么，地道概论到底如何？需从总科概况与三乘地道分类概况两个那么，地道概论到底如何？需从总科概况与三乘地道分类概况两个

方面进行讲述。方面进行讲述。方面进行讲述。方面进行讲述。

甲一甲一甲一甲一 总标地道建立总标地道建立总标地道建立总标地道建立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地道总科概况：地道总科概况：地道总科概况：地道总科概况：

甲二甲二甲二甲二 别释三乘地道建立别释三乘地道建立别释三乘地道建立别释三乘地道建立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三乘地道分类概况三乘地道分类概况三乘地道分类概况三乘地道分类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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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概况：地的概况：地的概况：地的概况：

今初今初今初今初、、、、坚硬为地相坚硬为地相坚硬为地相坚硬为地相，，，，地之作用地之作用地之作用地之作用，，，，谓与动不动一切世间谓与动不动一切世间谓与动不动一切世间谓与动不动一切世间，，，，为生住依故为生住依故为生住依故为生住依故。。。。

此是四大种中之地此是四大种中之地此是四大种中之地此是四大种中之地，，，，於三乘道於三乘道於三乘道於三乘道，，，，说名地者说名地者说名地者说名地者，，，，是假名地是假名地是假名地是假名地。。。。如是假立之理如是假立之理如是假立之理如是假立之理，，，，

谓由作用相等故。谓由作用相等故。谓由作用相等故。谓由作用相等故。

首先：硬而坚是地（土）的定义。首先：硬而坚是地（土）的定义。首先：硬而坚是地（土）的定义。首先：硬而坚是地（土）的定义。

地的性能是情器世界共同所依赖生存的基础，也就是根本条件。地的性能是情器世界共同所依赖生存的基础，也就是根本条件。地的性能是情器世界共同所依赖生存的基础，也就是根本条件。地的性能是情器世界共同所依赖生存的基础，也就是根本条件。

上述地是四大中真实的地，而称三乘道为地是象征假代名，是根据性上述地是四大中真实的地，而称三乘道为地是象征假代名，是根据性上述地是四大中真实的地，而称三乘道为地是象征假代名，是根据性上述地是四大中真实的地，而称三乘道为地是象征假代名，是根据性

能相同而言。能相同而言。能相同而言。能相同而言。

地之名言总有多种，谓声闻独觉菩萨三地；地之名言总有多种，谓声闻独觉菩萨三地；地之名言总有多种，谓声闻独觉菩萨三地；地之名言总有多种，谓声闻独觉菩萨三地；

地也有多种地也有多种地也有多种地也有多种,,,,含义如：声闻、独觉（缘觉含义如：声闻、独觉（缘觉含义如：声闻、独觉（缘觉含义如：声闻、独觉（缘觉））））、菩提（菩萨）三地。、菩提（菩萨）三地。、菩提（菩萨）三地。、菩提（菩萨）三地。

通达人无我之瑜伽地通达人无我之瑜伽地通达人无我之瑜伽地通达人无我之瑜伽地，，，，通达二取空之瑜伽地通达二取空之瑜伽地通达二取空之瑜伽地通达二取空之瑜伽地，，，，通达谛实空之瑜伽地通达谛实空之瑜伽地通达谛实空之瑜伽地通达谛实空之瑜伽地，，，，

名三瑜伽地名三瑜伽地名三瑜伽地名三瑜伽地 ；（；（；（；（ 或译三观行地或译三观行地或译三观行地或译三观行地 ））））

悟到人无我瑜伽地，证悟二空瑜伽地和证悟性空瑜伽地，称为瑜伽悟到人无我瑜伽地，证悟二空瑜伽地和证悟性空瑜伽地，称为瑜伽悟到人无我瑜伽地，证悟二空瑜伽地和证悟性空瑜伽地，称为瑜伽悟到人无我瑜伽地，证悟二空瑜伽地和证悟性空瑜伽地，称为瑜伽

三地。三地。三地。三地。

第一静虑未到定，第一静虑胜劣二根本定，後三静虑，共名六静虑第一静虑未到定，第一静虑胜劣二根本定，後三静虑，共名六静虑第一静虑未到定，第一静虑胜劣二根本定，後三静虑，共名六静虑第一静虑未到定，第一静虑胜劣二根本定，後三静虑，共名六静虑

地；又於六无漏定地上，更加前三无色，名九无漏地；地；又於六无漏定地上，更加前三无色，名九无漏地；地；又於六无漏定地上，更加前三无色，名九无漏地；地；又於六无漏定地上，更加前三无色，名九无漏地；

初定一禅预备道、堪忍道，一禅定初级实修地和殊胜实修地及其初定一禅预备道、堪忍道，一禅定初级实修地和殊胜实修地及其初定一禅预备道、堪忍道，一禅定初级实修地和殊胜实修地及其初定一禅预备道、堪忍道，一禅定初级实修地和殊胜实修地及其

后三禅定（二定实修、三定实修、四定实修）为禅定六地。无漏禅定后三禅定（二定实修、三定实修、四定实修）为禅定六地。无漏禅定后三禅定（二定实修、三定实修、四定实修）为禅定六地。无漏禅定后三禅定（二定实修、三定实修、四定实修）为禅定六地。无漏禅定

六地加上无漏无色首三界称为无漏九地。六地加上无漏无色首三界称为无漏九地。六地加上无漏无色首三界称为无漏九地。六地加上无漏无色首三界称为无漏九地。

欲界心上加静虑无色八地，名三界九地；又有小乘八地等故。欲界心上加静虑无色八地，名三界九地；又有小乘八地等故。欲界心上加静虑无色八地，名三界九地；又有小乘八地等故。欲界心上加静虑无色八地，名三界九地；又有小乘八地等故。

欲界意识加上八心色称为三界九地。还有小乘八劣地。欲界意识加上八心色称为三界九地。还有小乘八劣地。欲界意识加上八心色称为三界九地。还有小乘八劣地。欲界意识加上八心色称为三界九地。还有小乘八劣地。

能为自果无量功德所依之入道现观，是地道二种之地相。能为自果无量功德所依之入道现观，是地道二种之地相。能为自果无量功德所依之入道现观，是地道二种之地相。能为自果无量功德所依之入道现观，是地道二种之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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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自己多种果功德基础的入道现观智慧是地与道中成为自己多种果功德基础的入道现观智慧是地与道中成为自己多种果功德基础的入道现观智慧是地与道中成为自己多种果功德基础的入道现观智慧是地与道中““““地地地地””””的定的定的定的定

义。义。义。义。

差别有三，谓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差别有三，谓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差别有三，谓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差别有三，谓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

分为声闻地、独觉（缘觉）地、菩提（菩萨）地三种。分为声闻地、独觉（缘觉）地、菩提（菩萨）地三种。分为声闻地、独觉（缘觉）地、菩提（菩萨）地三种。分为声闻地、独觉（缘觉）地、菩提（菩萨）地三种。

此三说名地者，谓如大地，为草木山林等之所依，此亦为入道无此三说名地者，谓如大地，为草木山林等之所依，此亦为入道无此三说名地者，谓如大地，为草木山林等之所依，此亦为入道无此三说名地者，谓如大地，为草木山林等之所依，此亦为入道无

量功德之所依，而作如是说故。量功德之所依，而作如是说故。量功德之所依，而作如是说故。量功德之所依，而作如是说故。

称声闻等为称声闻等为称声闻等为称声闻等为““““地地地地””””，，，，是因为土地是生长树木花草的根本和基础那样是因为土地是生长树木花草的根本和基础那样是因为土地是生长树木花草的根本和基础那样是因为土地是生长树木花草的根本和基础那样，，，，

声闻等地是入道成就功德的基础声闻等地是入道成就功德的基础声闻等地是入道成就功德的基础声闻等地是入道成就功德的基础,,,,两者相符之故。两者相符之故。两者相符之故。两者相符之故。

此就胜劣分小乘大乘二地。此就胜劣分小乘大乘二地。此就胜劣分小乘大乘二地。此就胜劣分小乘大乘二地。

地也可按优劣分为小乘地和大乘地。地也可按优劣分为小乘地和大乘地。地也可按优劣分为小乘地和大乘地。地也可按优劣分为小乘地和大乘地。

小乘地中分为小乘八地。显义释中，说後三向现观，名声闻地，小乘地中分为小乘八地。显义释中，说後三向现观，名声闻地，小乘地中分为小乘八地。显义释中，说後三向现观，名声闻地，小乘地中分为小乘八地。显义释中，说後三向现观，名声闻地，

而列八地者，是为别立三乘。而列八地者，是为别立三乘。而列八地者，是为别立三乘。而列八地者，是为别立三乘。

一、小乘地又分为八俗地《小释意明》中对预流后三者现观称为一、小乘地又分为八俗地《小释意明》中对预流后三者现观称为一、小乘地又分为八俗地《小释意明》中对预流后三者现观称为一、小乘地又分为八俗地《小释意明》中对预流后三者现观称为

声闻地，并列入八俗地是为了便于三乘概况的论述。声闻地，并列入八俗地是为了便于三乘概况的论述。声闻地，并列入八俗地是为了便于三乘概况的论述。声闻地，并列入八俗地是为了便于三乘概况的论述。

若就经论总轨，而立小乘八地者，谓见白地、种性地、八人地、若就经论总轨，而立小乘八地者，谓见白地、种性地、八人地、若就经论总轨，而立小乘八地者，谓见白地、种性地、八人地、若就经论总轨，而立小乘八地者，谓见白地、种性地、八人地、

见地、薄地、离欲地、己办地、独觉地，举列如次。见地、薄地、离欲地、己办地、独觉地，举列如次。见地、薄地、离欲地、己办地、独觉地，举列如次。见地、薄地、离欲地、己办地、独觉地，举列如次。

一般佛经所指八俗地是：见净善地、类性地、第八地、见地、薄一般佛经所指八俗地是：见净善地、类性地、第八地、见地、薄一般佛经所指八俗地是：见净善地、类性地、第八地、见地、薄一般佛经所指八俗地是：见净善地、类性地、第八地、见地、薄

地、离欲地、悟成地和缘觉地。事相按顺序如下：地、离欲地、悟成地和缘觉地。事相按顺序如下：地、离欲地、悟成地和缘觉地。事相按顺序如下：地、离欲地、悟成地和缘觉地。事相按顺序如下：

声闻资粮道名见白地，以是初见白净法之道故；声闻资粮道名见白地，以是初见白净法之道故；声闻资粮道名见白地，以是初见白净法之道故；声闻资粮道名见白地，以是初见白净法之道故；

称声闻资粮道为见净善地，是因为初见清净善法之道的缘故。称声闻资粮道为见净善地，是因为初见清净善法之道的缘故。称声闻资粮道为见净善地，是因为初见清净善法之道的缘故。称声闻资粮道为见净善地，是因为初见清净善法之道的缘故。

声闻加行道名种性地，种性无乱从此得故；声闻加行道名种性地，种性无乱从此得故；声闻加行道名种性地，种性无乱从此得故；声闻加行道名种性地，种性无乱从此得故；

称声闻加行道为类性地称声闻加行道为类性地称声闻加行道为类性地称声闻加行道为类性地，，，，是因为证得自类性从此不会错乱的道位是因为证得自类性从此不会错乱的道位是因为证得自类性从此不会错乱的道位是因为证得自类性从此不会错乱的道位。。。。

预流向现观，名八人地，相果八位初从此得故；预流向现观，名八人地，相果八位初从此得故；预流向现观，名八人地，相果八位初从此得故；预流向现观，名八人地，相果八位初从此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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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八预流现观为第八地，是因为从此证得八住入的第一果位。称八预流现观为第八地，是因为从此证得八住入的第一果位。称八预流现观为第八地，是因为从此证得八住入的第一果位。称八预流现观为第八地，是因为从此证得八住入的第一果位。

预流果现观，名为见地，以出世道最初现见人无我故；预流果现观，名为见地，以出世道最初现见人无我故；预流果现观，名为见地，以出世道最初现见人无我故；预流果现观，名为见地，以出世道最初现见人无我故；

称住预流果现观为见地，是因为出世间道初悟人无我的缘故。称住预流果现观为见地，是因为出世间道初悟人无我的缘故。称住预流果现观为见地，是因为出世间道初悟人无我的缘故。称住预流果现观为见地，是因为出世间道初悟人无我的缘故。

一来果现观，名为薄地，已断欲惑三分之二，令微薄故；一来果现观，名为薄地，已断欲惑三分之二，令微薄故；一来果现观，名为薄地，已断欲惑三分之二，令微薄故；一来果现观，名为薄地，已断欲惑三分之二，令微薄故；

称安住一来果现观为薄地称安住一来果现观为薄地称安住一来果现观为薄地称安住一来果现观为薄地，，，，是因为除去了五欲的三分之二是因为除去了五欲的三分之二是因为除去了五欲的三分之二是因为除去了五欲的三分之二。。。。（（（（欲烦欲烦欲烦欲烦

恼九类的六类已断）恼九类的六类已断）恼九类的六类已断）恼九类的六类已断）

不还果现观，名离欲地，於欲烦恼皆离贪故；不还果现观，名离欲地，於欲烦恼皆离贪故；不还果现观，名离欲地，於欲烦恼皆离贪故；不还果现观，名离欲地，於欲烦恼皆离贪故；

称不还果现观为离欲地，是因为基本上断弃了五欲。称不还果现观为离欲地，是因为基本上断弃了五欲。称不还果现观为离欲地，是因为基本上断弃了五欲。称不还果现观为离欲地，是因为基本上断弃了五欲。

声闻阿罗汉现观，名已办地，自道所作已办讫故；声闻阿罗汉现观，名已办地，自道所作已办讫故；声闻阿罗汉现观，名已办地，自道所作已办讫故；声闻阿罗汉现观，名已办地，自道所作已办讫故；

称声闻罗汉现观为悟成地，是因为悟到自道事业已圆满。称声闻罗汉现观为悟成地，是因为悟到自道事业已圆满。称声闻罗汉现观为悟成地，是因为悟到自道事业已圆满。称声闻罗汉现观为悟成地，是因为悟到自道事业已圆满。

独觉现观，名独觉地，是最後有不依师教，具斯功德之智故。独觉现观，名独觉地，是最後有不依师教，具斯功德之智故。独觉现观，名独觉地，是最後有不依师教，具斯功德之智故。独觉现观，名独觉地，是最後有不依师教，具斯功德之智故。

称缘觉现观为缘觉地，是因得到在世间最后期间不需依止其他上称缘觉现观为缘觉地，是因得到在世间最后期间不需依止其他上称缘觉现观为缘觉地，是因得到在世间最后期间不需依止其他上称缘觉现观为缘觉地，是因得到在世间最后期间不需依止其他上

师而自证空慧的功德。师而自证空慧的功德。师而自证空慧的功德。师而自证空慧的功德。

独胜诸有学现观，亦此中所摄。後三向现观亦无不摄之过，即摄独胜诸有学现观，亦此中所摄。後三向现观亦无不摄之过，即摄独胜诸有学现观，亦此中所摄。後三向现观亦无不摄之过，即摄独胜诸有学现观，亦此中所摄。後三向现观亦无不摄之过，即摄

入三果现观故。随瑜伽行自续中观师宗，由说声闻正断烦恼，独觉正入三果现观故。随瑜伽行自续中观师宗，由说声闻正断烦恼，独觉正入三果现观故。随瑜伽行自续中观师宗，由说声闻正断烦恼，独觉正入三果现观故。随瑜伽行自续中观师宗，由说声闻正断烦恼，独觉正

断粗分所知障，故於独觉，不立八向果。断粗分所知障，故於独觉，不立八向果。断粗分所知障，故於独觉，不立八向果。断粗分所知障，故於独觉，不立八向果。

以上缘觉地已包括了诸缘觉学期现观。后三者入流现观不包括在以上缘觉地已包括了诸缘觉学期现观。后三者入流现观不包括在以上缘觉地已包括了诸缘觉学期现观。后三者入流现观不包括在以上缘觉地已包括了诸缘觉学期现观。后三者入流现观不包括在

内是因为属于三安住果现观范围，按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观点，声闻主内是因为属于三安住果现观范围，按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观点，声闻主内是因为属于三安住果现观范围，按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观点，声闻主内是因为属于三安住果现观范围，按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观点，声闻主

要断弃烦恼障，缘觉主要断弃粗智慧障而不认可缘觉八流住。要断弃烦恼障，缘觉主要断弃粗智慧障而不认可缘觉八流住。要断弃烦恼障，缘觉主要断弃粗智慧障而不认可缘觉八流住。要断弃烦恼障，缘觉主要断弃粗智慧障而不认可缘觉八流住。

论师论师论师论师 （狮子贤）（狮子贤）（狮子贤）（狮子贤） 亦於声闻现观，立小乘前七地，其独觉地亦於声闻现观，立小乘前七地，其独觉地亦於声闻现观，立小乘前七地，其独觉地亦於声闻现观，立小乘前七地，其独觉地，，，，俱俱俱俱

非八向果所摄，立为第八地。非八向果所摄，立为第八地。非八向果所摄，立为第八地。非八向果所摄，立为第八地。

导师（森格桑吾）也将小乘前七地置于声闻现观内。缘觉地列入导师（森格桑吾）也将小乘前七地置于声闻现观内。缘觉地列入导师（森格桑吾）也将小乘前七地置于声闻现观内。缘觉地列入导师（森格桑吾）也将小乘前七地置于声闻现观内。缘觉地列入

不属于八入流住的小乘八地。不属于八入流住的小乘八地。不属于八入流住的小乘八地。不属于八入流住的小乘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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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师顺经部行自续中观师，及应成中观宗，於独觉亦立八种向唯识师顺经部行自续中观师，及应成中观宗，於独觉亦立八种向唯识师顺经部行自续中观师，及应成中观宗，於独觉亦立八种向唯识师顺经部行自续中观师，及应成中观宗，於独觉亦立八种向

果，与声闻独觉所断同故。果，与声闻独觉所断同故。果，与声闻独觉所断同故。果，与声闻独觉所断同故。

唯识宗、经部行中观自续派和应承派都认为缘觉应具备八入流住唯识宗、经部行中观自续派和应承派都认为缘觉应具备八入流住唯识宗、经部行中观自续派和应承派都认为缘觉应具备八入流住唯识宗、经部行中观自续派和应承派都认为缘觉应具备八入流住

是因为声闻、缘觉所断（烦恼）都无区别。是因为声闻、缘觉所断（烦恼）都无区别。是因为声闻、缘觉所断（烦恼）都无区别。是因为声闻、缘觉所断（烦恼）都无区别。

第二大乘地中，分为十地至下当说。第二大乘地中，分为十地至下当说。第二大乘地中，分为十地至下当说。第二大乘地中，分为十地至下当说。

二、大乘地可分为十地。另作讲述。二、大乘地可分为十地。另作讲述。二、大乘地可分为十地。另作讲述。二、大乘地可分为十地。另作讲述。

开辟往自果菩提之入道现观，是为道相、解脱道、正智、智、现开辟往自果菩提之入道现观，是为道相、解脱道、正智、智、现开辟往自果菩提之入道现观，是为道相、解脱道、正智、智、现开辟往自果菩提之入道现观，是为道相、解脱道、正智、智、现

观、母、乘，一义异名。此云道者，由能往解脱位，而作是说故。观、母、乘，一义异名。此云道者，由能往解脱位，而作是说故。观、母、乘，一义异名。此云道者，由能往解脱位，而作是说故。观、母、乘，一义异名。此云道者，由能往解脱位，而作是说故。

道的概况道的概况道的概况道的概况：：：：

道的定义：创造迈向自果菩提条件的入道现观智慧。解脱道与遍道的定义：创造迈向自果菩提条件的入道现观智慧。解脱道与遍道的定义：创造迈向自果菩提条件的入道现观智慧。解脱道与遍道的定义：创造迈向自果菩提条件的入道现观智慧。解脱道与遍

知、智慧、现观、般若和乘都是同义异名。所谓道是因走向解脱的果知、智慧、现观、般若和乘都是同义异名。所谓道是因走向解脱的果知、智慧、现观、般若和乘都是同义异名。所谓道是因走向解脱的果知、智慧、现观、般若和乘都是同义异名。所谓道是因走向解脱的果

位故。位故。位故。位故。

此就自体分别有五，谓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此就自体分别有五，谓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此就自体分别有五，谓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此就自体分别有五，谓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

以自性可分为：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以自性可分为：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以自性可分为：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以自性可分为：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

初法现观初法现观初法现观初法现观。。。。是资粮道相是资粮道相是资粮道相是资粮道相，，，，分别有三分别有三分别有三分别有三，，，，谓三乘资粮道谓三乘资粮道谓三乘资粮道谓三乘资粮道、、、、资粮道资粮道资粮道资粮道、、、、信道信道信道信道、、、、

顺解脱分、法现观等，一义异名。顺解脱分、法现观等，一义异名。顺解脱分、法现观等，一义异名。顺解脱分、法现观等，一义异名。

一、法现观是资粮道的定义。分三乘资粮道。一、法现观是资粮道的定义。分三乘资粮道。一、法现观是资粮道的定义。分三乘资粮道。一、法现观是资粮道的定义。分三乘资粮道。

资粮道、信地、顺解脱局部和法现观同义异名。资粮道、信地、顺解脱局部和法现观同义异名。资粮道、信地、顺解脱局部和法现观同义异名。资粮道、信地、顺解脱局部和法现观同义异名。

此名资粮道者，为得自乘菩提，是最出积集资粮之道，而作是说此名资粮道者，为得自乘菩提，是最出积集资粮之道，而作是说此名资粮道者，为得自乘菩提，是最出积集资粮之道，而作是说此名资粮道者，为得自乘菩提，是最出积集资粮之道，而作是说

故；故；故；故；

称其为资粮道称其为资粮道称其为资粮道称其为资粮道，，，，是为了证得自道菩提而积福是为了证得自道菩提而积福是为了证得自道菩提而积福是为了证得自道菩提而积福（（（（资粮资粮资粮资粮））））的第一道故的第一道故的第一道故的第一道故。。。。

名信地者，谓於信等五境正求善巧之道，而作是说故；名信地者，谓於信等五境正求善巧之道，而作是说故；名信地者，谓於信等五境正求善巧之道，而作是说故；名信地者，谓於信等五境正求善巧之道，而作是说故；

称其为信地，因为此道是信等五根（五根：信、勤、念、定、慧）称其为信地，因为此道是信等五根（五根：信、勤、念、定、慧）称其为信地，因为此道是信等五根（五根：信、勤、念、定、慧）称其为信地，因为此道是信等五根（五根：信、勤、念、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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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境（自我对象）熟练阶段的道。对五境（自我对象）熟练阶段的道。对五境（自我对象）熟练阶段的道。对五境（自我对象）熟练阶段的道。

名顺解脱分者，永断烦恼障之灭谛，是为解脱，此之一分，断除分名顺解脱分者，永断烦恼障之灭谛，是为解脱，此之一分，断除分名顺解脱分者，永断烦恼障之灭谛，是为解脱，此之一分，断除分名顺解脱分者，永断烦恼障之灭谛，是为解脱，此之一分，断除分

别烦恼障之灭谛，是解脱分，是随顺证彼之道，而作是说故；别烦恼障之灭谛，是解脱分，是随顺证彼之道，而作是说故；别烦恼障之灭谛，是解脱分，是随顺证彼之道，而作是说故；别烦恼障之灭谛，是解脱分，是随顺证彼之道，而作是说故；

称其为顺解脱局部，是因为断弃烦恼的灭谛是解脱，断其部分遍计称其为顺解脱局部，是因为断弃烦恼的灭谛是解脱，断其部分遍计称其为顺解脱局部，是因为断弃烦恼的灭谛是解脱，断其部分遍计称其为顺解脱局部，是因为断弃烦恼的灭谛是解脱，断其部分遍计

烦恼是解脱局部，为证得和随顺其道阶段的缘故。烦恼是解脱局部，为证得和随顺其道阶段的缘故。烦恼是解脱局部，为证得和随顺其道阶段的缘故。烦恼是解脱局部，为证得和随顺其道阶段的缘故。

名法现观者，法现观之法，谓十二分教，由缘彼教随逐总名，正以名法现观者，法现观之法，谓十二分教，由缘彼教随逐总名，正以名法现观者，法现观之法，谓十二分教，由缘彼教随逐总名，正以名法现观者，法现观之法，谓十二分教，由缘彼教随逐总名，正以

闻思决择声闻义现观之时，而作是说故。闻思决择声闻义现观之时，而作是说故。闻思决择声闻义现观之时，而作是说故。闻思决择声闻义现观之时，而作是说故。

称其为法现观，是因为此法是指十二支经教，观其经义依据名号共称其为法现观，是因为此法是指十二支经教，观其经义依据名号共称其为法现观，是因为此法是指十二支经教，观其经义依据名号共称其为法现观，是因为此法是指十二支经教，观其经义依据名号共

相并以闻思断定声闻义现观阶段的缘故。相并以闻思断定声闻义现观阶段的缘故。相并以闻思断定声闻义现观阶段的缘故。相并以闻思断定声闻义现观阶段的缘故。

义现观，是加行道相，分别有三，谓声闻加行道等。加行道、顺决义现观，是加行道相，分别有三，谓声闻加行道等。加行道、顺决义现观，是加行道相，分别有三，谓声闻加行道等。加行道、顺决义现观，是加行道相，分别有三，谓声闻加行道等。加行道、顺决

择分、决择支义现观等，是为一义。择分、决择支义现观等，是为一义。择分、决择支义现观等，是为一义。择分、决择支义现观等，是为一义。

二、义现观是加行道的定义。分三乘加行道二、义现观是加行道的定义。分三乘加行道二、义现观是加行道的定义。分三乘加行道二、义现观是加行道的定义。分三乘加行道;;;;加行道、顺抉择局部加行道、顺抉择局部加行道、顺抉择局部加行道、顺抉择局部、、、、

抉择支分和义现观同义。抉择支分和义现观同义。抉择支分和义现观同义。抉择支分和义现观同义。

此名加行道者，由是自乘见道加行，而作是说故；此名加行道者，由是自乘见道加行，而作是说故；此名加行道者，由是自乘见道加行，而作是说故；此名加行道者，由是自乘见道加行，而作是说故；

称其为加行道称其为加行道称其为加行道称其为加行道，，，，是因为所乘自道加行圆满证得见道是因为所乘自道加行圆满证得见道是因为所乘自道加行圆满证得见道是因为所乘自道加行圆满证得见道。。。。（（（（完成证德见道完成证德见道完成证德见道完成证德见道

之前的各种功德）之前的各种功德）之前的各种功德）之前的各种功德）

名顺决择分者，决择是见道，由能饶益彼分，而作是说故；名顺决择分者，决择是见道，由能饶益彼分，而作是说故；名顺决择分者，决择是见道，由能饶益彼分，而作是说故；名顺决择分者，决择是见道，由能饶益彼分，而作是说故；

称其为顺抉择局部，是因为抉择是指见道，有利于其局部而言。称其为顺抉择局部，是因为抉择是指见道，有利于其局部而言。称其为顺抉择局部，是因为抉择是指见道，有利于其局部而言。称其为顺抉择局部，是因为抉择是指见道，有利于其局部而言。

名决择支者，由是能证自果见道之支，而作是说故；名决择支者，由是能证自果见道之支，而作是说故；名决择支者，由是能证自果见道之支，而作是说故；名决择支者，由是能证自果见道之支，而作是说故；

称其为抉择支分，是因为其道是证得自果见道的支分或因之故。称其为抉择支分，是因为其道是证得自果见道的支分或因之故。称其为抉择支分，是因为其道是证得自果见道的支分或因之故。称其为抉择支分，是因为其道是证得自果见道的支分或因之故。

名义现观者，由缘经义粗细无我随一，在修成慧，而作是说故。名义现观者，由缘经义粗细无我随一，在修成慧，而作是说故。名义现观者，由缘经义粗细无我随一，在修成慧，而作是说故。名义现观者，由缘经义粗细无我随一，在修成慧，而作是说故。

称其为义现观，是因为对佛经教义粗细无我任何一方有了修证的经称其为义现观，是因为对佛经教义粗细无我任何一方有了修证的经称其为义现观，是因为对佛经教义粗细无我任何一方有了修证的经称其为义现观，是因为对佛经教义粗细无我任何一方有了修证的经

验。验。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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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现观，是见道相，分别有二，谓声闻见道等。谛现观，是见道相，分别有二，谓声闻见道等。谛现观，是见道相，分别有二，谓声闻见道等。谛现观，是见道相，分别有二，谓声闻见道等。

三、谛现观是见道的定义。分声闻等三见道。三、谛现观是见道的定义。分声闻等三见道。三、谛现观是见道的定义。分声闻等三见道。三、谛现观是见道的定义。分声闻等三见道。

见道、谛现观、证见道者、身中之智，皆是一义。此名见道者，由见道、谛现观、证见道者、身中之智，皆是一义。此名见道者，由见道、谛现观、证见道者、身中之智，皆是一义。此名见道者，由见道、谛现观、证见道者、身中之智，皆是一义。此名见道者，由

是初证粗细无我随一之道，而作是说故；是初证粗细无我随一之道，而作是说故；是初证粗细无我随一之道，而作是说故；是初证粗细无我随一之道，而作是说故；

见道、谛现观和见道者所具有的智慧同义。称其为见道，是因为现见道、谛现观和见道者所具有的智慧同义。称其为见道，是因为现见道、谛现观和见道者所具有的智慧同义。称其为见道，是因为现见道、谛现观和见道者所具有的智慧同义。称其为见道，是因为现

观正见新见粗细无我任何一方的缘故。观正见新见粗细无我任何一方的缘故。观正见新见粗细无我任何一方的缘故。观正见新见粗细无我任何一方的缘故。

名谛现观者，由是初证圣谛之道，而作是说故。名谛现观者，由是初证圣谛之道，而作是说故。名谛现观者，由是初证圣谛之道，而作是说故。名谛现观者，由是初证圣谛之道，而作是说故。

称其为谛现观，是因为现观正见始见真谛之理。称其为谛现观，是因为现观正见始见真谛之理。称其为谛现观，是因为现观正见始见真谛之理。称其为谛现观，是因为现观正见始见真谛之理。

随现观随现观随现观随现观 （或译後现观），是修道相，分别有三，谓声闻修道等。修（或译後现观），是修道相，分别有三，谓声闻修道等。修（或译後现观），是修道相，分别有三，谓声闻修道等。修（或译後现观），是修道相，分别有三，谓声闻修道等。修

道、随现观、修道者智等，皆是一义。此名修道者，由已证无我相继道、随现观、修道者智等，皆是一义。此名修道者，由已证无我相继道、随现观、修道者智等，皆是一义。此名修道者，由已证无我相继道、随现观、修道者智等，皆是一义。此名修道者，由已证无我相继

修习，而作是说故；名随现观者，随见道後，是证无我之道，而作是修习，而作是说故；名随现观者，随见道後，是证无我之道，而作是修习，而作是说故；名随现观者，随见道後，是证无我之道，而作是修习，而作是说故；名随现观者，随见道後，是证无我之道，而作是

说故。说故。说故。说故。

四、后现观是修道的定义。分声闻等三修道。修道、后现观和修道四、后现观是修道的定义。分声闻等三修道。修道、后现观和修道四、后现观是修道的定义。分声闻等三修道。修道、后现观和修道四、后现观是修道的定义。分声闻等三修道。修道、后现观和修道

者所具有的智慧同义。称其为修道，是因为现观正见已悟无我并长期者所具有的智慧同义。称其为修道，是因为现观正见已悟无我并长期者所具有的智慧同义。称其为修道，是因为现观正见已悟无我并长期者所具有的智慧同义。称其为修道，是因为现观正见已悟无我并长期

观修。称其为后现观，是在见道以后现观正见无我故。观修。称其为后现观，是在见道以后现观正见无我故。观修。称其为后现观，是在见道以后现观正见无我故。观修。称其为后现观，是在见道以后现观正见无我故。

就永断烦恼障所安立智，是无学道相。就言说分别有声闻无学道等就永断烦恼障所安立智，是无学道相。就言说分别有声闻无学道等就永断烦恼障所安立智，是无学道相。就言说分别有声闻无学道等就永断烦恼障所安立智，是无学道相。就言说分别有声闻无学道等

三三三三。。。。无学道无学道无学道无学道，，，，永断烦恼障智永断烦恼障智永断烦恼障智永断烦恼障智，，，，（（（（意即烦恼障净智意即烦恼障净智意即烦恼障净智意即烦恼障净智））））阿罗汉智皆是一义阿罗汉智皆是一义阿罗汉智皆是一义阿罗汉智皆是一义。。。。

此名无学道者，由於自乘所作已到究竟，而作是说故。此名无学道者，由於自乘所作已到究竟，而作是说故。此名无学道者，由於自乘所作已到究竟，而作是说故。此名无学道者，由於自乘所作已到究竟，而作是说故。

五、以断弃烦恼障而言的智慧是无学道的定义。以名言类可分为五、以断弃烦恼障而言的智慧是无学道的定义。以名言类可分为五、以断弃烦恼障而言的智慧是无学道的定义。以名言类可分为五、以断弃烦恼障而言的智慧是无学道的定义。以名言类可分为

声闻等三无学道。无学道、断弃烦恼障智慧、阿罗汉智慧同义。称其声闻等三无学道。无学道、断弃烦恼障智慧、阿罗汉智慧同义。称其声闻等三无学道。无学道、断弃烦恼障智慧、阿罗汉智慧同义。称其声闻等三无学道。无学道、断弃烦恼障智慧、阿罗汉智慧同义。称其

为无学道，是因为所乘自道诸事已圆满。为无学道，是因为所乘自道诸事已圆满。为无学道，是因为所乘自道诸事已圆满。为无学道，是因为所乘自道诸事已圆满。

甲二甲二甲二甲二 别释三乘地道建立分五别释三乘地道建立分五别释三乘地道建立分五别释三乘地道建立分五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三乘地道分类概况三乘地道分类概况三乘地道分类概况三乘地道分类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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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一乙一乙一乙一 、声闻道、声闻道、声闻道、声闻道 乙二、独觉道乙二、独觉道乙二、独觉道乙二、独觉道 乙三、大乘道乙三、大乘道乙三、大乘道乙三、大乘道

三乘地道分类论述可分为：声闻、缘觉、大乘等三道。三乘地道分类论述可分为：声闻、缘觉、大乘等三道。三乘地道分类论述可分为：声闻、缘觉、大乘等三道。三乘地道分类论述可分为：声闻、缘觉、大乘等三道。

初中分五初中分五初中分五初中分五

丙一丙一丙一丙一 声闻资粮道声闻资粮道声闻资粮道声闻资粮道

丙二丙二丙二丙二 加行道加行道加行道加行道

丙三丙三丙三丙三 见道见道见道见道

丙四丙四丙四丙四 修道修道修道修道

丙五丙五丙五丙五 无学道无学道无学道无学道

一、声闻道论述一、声闻道论述一、声闻道论述一、声闻道论述：：：：

声闻道分为声闻道分为声闻道分为声闻道分为：：：：声闻资粮道声闻资粮道声闻资粮道声闻资粮道、、、、加行道加行道加行道加行道、、、、见道见道见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修道和无学道修道和无学道修道和无学道。。。。初中分四初中分四初中分四初中分四

（（（（一一一一））））、声闻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丁一丁一丁一丁一 行相行相行相行相

未生自果加行道前之声闻法现观，是声闻资粮道相。未生自果加行道前之声闻法现观，是声闻资粮道相。未生自果加行道前之声闻法现观，是声闻资粮道相。未生自果加行道前之声闻法现观，是声闻资粮道相。

1111、、、、声闻资粮道定义声闻资粮道定义声闻资粮道定义声闻资粮道定义：：：：未生自果加行道之前的声闻法现观未生自果加行道之前的声闻法现观未生自果加行道之前的声闻法现观未生自果加行道之前的声闻法现观。。。。丁二丁二丁二丁二 分分分分

别别别别

此分上中下三品声闻资粮道，又分现量，比量，断知三种。初，此分上中下三品声闻资粮道，又分现量，比量，断知三种。初，此分上中下三品声闻资粮道，又分现量，比量，断知三种。初，此分上中下三品声闻资粮道，又分现量，比量，断知三种。初，

如彼身中前五神通；二，如彼身中依因初达人无我慧；三如彼身中决如彼身中前五神通；二，如彼身中依因初达人无我慧；三如彼身中决如彼身中前五神通；二，如彼身中依因初达人无我慧；三如彼身中决如彼身中前五神通；二，如彼身中依因初达人无我慧；三如彼身中决

定人无我义之定智。定人无我义之定智。定人无我义之定智。定人无我义之定智。

2222、、、、分其为声闻上中下三资粮道分其为声闻上中下三资粮道分其为声闻上中下三资粮道分其为声闻上中下三资粮道，，，，又分为又分为又分为又分为：：：：现量现量现量现量、、、、比量比量比量比量、、、、再决识再决识再决识再决识。。。。

如：如：如：如：⑴⑴⑴⑴其心续中前三通。其心续中前三通。其心续中前三通。其心续中前三通。

⑵⑵⑵⑵其心续中依论证新悟人无我的思想意识。其心续中依论证新悟人无我的思想意识。其心续中依论证新悟人无我的思想意识。其心续中依论证新悟人无我的思想意识。

⑶⑶⑶⑶其心续中认识人无我的信念。其心续中认识人无我的信念。其心续中认识人无我的信念。其心续中认识人无我的信念。

丁三丁三丁三丁三 异名异名异名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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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闻资粮道、声闻信地、声闻顺解脱分、声闻法现观等，一义异声闻资粮道、声闻信地、声闻顺解脱分、声闻法现观等，一义异声闻资粮道、声闻信地、声闻顺解脱分、声闻法现观等，一义异声闻资粮道、声闻信地、声闻顺解脱分、声闻法现观等，一义异

名。训释如前例知。名。训释如前例知。名。训释如前例知。名。训释如前例知。

3333、声闻资粮道、声闻信地、声闻顺解脱分（局部、声闻资粮道、声闻信地、声闻顺解脱分（局部、声闻资粮道、声闻信地、声闻顺解脱分（局部、声闻资粮道、声闻信地、声闻顺解脱分（局部））））、声闻法现观、声闻法现观、声闻法现观、声闻法现观

同义异名。释同前。同义异名。释同前。同义异名。释同前。同义异名。释同前。

丁四丁四丁四丁四 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

由于相续，发出离心，生起无伪希求声闻解脱意乐，即是身中发由于相续，发出离心，生起无伪希求声闻解脱意乐，即是身中发由于相续，发出离心，生起无伪希求声闻解脱意乐，即是身中发由于相续，发出离心，生起无伪希求声闻解脱意乐，即是身中发

起声闻资粮之道。界限，谓从得声闻资粮道，乃至未得声闻加行道。起声闻资粮之道。界限，谓从得声闻资粮道，乃至未得声闻加行道。起声闻资粮之道。界限，谓从得声闻资粮道，乃至未得声闻加行道。起声闻资粮之道。界限，谓从得声闻资粮道，乃至未得声闻加行道。

4444、、、、在具有出离心的基础上对声闻解脱有了真实的追求之心在具有出离心的基础上对声闻解脱有了真实的追求之心在具有出离心的基础上对声闻解脱有了真实的追求之心在具有出离心的基础上对声闻解脱有了真实的追求之心，，，，便心便心便心便心

生声闻资粮道。境界在声闻资粮道与未生声闻加行道之间。生声闻资粮道。境界在声闻资粮道与未生声闻加行道之间。生声闻资粮道。境界在声闻资粮道与未生声闻加行道之间。生声闻资粮道。境界在声闻资粮道与未生声闻加行道之间。

丙二丙二丙二丙二 声闻加行道分四声闻加行道分四声闻加行道分四声闻加行道分四

（（（（二二二二））））、、、、 声闻加行道分定义声闻加行道分定义声闻加行道分定义声闻加行道分定义、、、、分类分类分类分类、、、、异名异名异名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丁一丁一丁一丁一 行相行相行相行相

未生自果声闻见道前之声闻义现观，是声闻加行道相。未生自果声闻见道前之声闻义现观，是声闻加行道相。未生自果声闻见道前之声闻义现观，是声闻加行道相。未生自果声闻见道前之声闻义现观，是声闻加行道相。

1111、声闻加行道定义：未生自果见道之前的声闻义现观。、声闻加行道定义：未生自果见道之前的声闻义现观。、声闻加行道定义：未生自果见道之前的声闻义现观。、声闻加行道定义：未生自果见道之前的声闻义现观。

丁二丁二丁二丁二 分别分别分别分别

此就自性，分声闻暖、顶、忍、世第一法四加行道。此就自性，分声闻暖、顶、忍、世第一法四加行道。此就自性，分声闻暖、顶、忍、世第一法四加行道。此就自性，分声闻暖、顶、忍、世第一法四加行道。

2222、以自性分为：声闻加行道暖位、顶位、忍位、善法位（世间、以自性分为：声闻加行道暖位、顶位、忍位、善法位（世间、以自性分为：声闻加行道暖位、顶位、忍位、善法位（世间、以自性分为：声闻加行道暖位、顶位、忍位、善法位（世间

最殊胜法位最殊胜法位最殊胜法位最殊胜法位））））。。。。

就功能分上中下三就功能分上中下三就功能分上中下三就功能分上中下三，，，，就一相续就一相续就一相续就一相续，，，，谓初生之声闻加行道为下谓初生之声闻加行道为下谓初生之声闻加行道为下谓初生之声闻加行道为下，，，，次生之次生之次生之次生之

声闻加行道为中，后生之声闻加行道为上。声闻加行道为中，后生之声闻加行道为上。声闻加行道为中，后生之声闻加行道为上。声闻加行道为中，后生之声闻加行道为上。

以性能分为上中下三道。以性能分为上中下三道。以性能分为上中下三道。以性能分为上中下三道。

按同一心续：初生声闻加行道是下道；按同一心续：初生声闻加行道是下道；按同一心续：初生声闻加行道是下道；按同一心续：初生声闻加行道是下道；

中期心生加行道是中道；中期心生加行道是中道；中期心生加行道是中道；中期心生加行道是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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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心生加行道是上道。最后心生加行道是上道。最后心生加行道是上道。最后心生加行道是上道。

就异相续，利根之加行道为上，中根者为中，钝根者为下。就异相续，利根之加行道为上，中根者为中，钝根者为下。就异相续，利根之加行道为上，中根者为中，钝根者为下。就异相续，利根之加行道为上，中根者为中，钝根者为下。

按不同心续：利根器为加行上道；按不同心续：利根器为加行上道；按不同心续：利根器为加行上道；按不同心续：利根器为加行上道；

中根器为加行中道；中根器为加行中道；中根器为加行中道；中根器为加行中道；

钝根器为加行下道。钝根器为加行下道。钝根器为加行下道。钝根器为加行下道。

丁三丁三丁三丁三 异名异名异名异名

声闻加行道，声闻顺决择分，声闻义现观等，一义异名，训释如声闻加行道，声闻顺决择分，声闻义现观等，一义异名，训释如声闻加行道，声闻顺决择分，声闻义现观等，一义异名，训释如声闻加行道，声闻顺决择分，声闻义现观等，一义异名，训释如

前例知。定性声闻之加行道，是于微细人无我有分别断知，以是通达前例知。定性声闻之加行道，是于微细人无我有分别断知，以是通达前例知。定性声闻之加行道，是于微细人无我有分别断知，以是通达前例知。定性声闻之加行道，是于微细人无我有分别断知，以是通达

微细人无我，非量之着心故。微细人无我，非量之着心故。微细人无我，非量之着心故。微细人无我，非量之着心故。

3333、、、、声闻加行道声闻加行道声闻加行道声闻加行道、、、、声闻顺抉择局部声闻顺抉择局部声闻顺抉择局部声闻顺抉择局部、、、、声闻义现观同义异名声闻义现观同义异名声闻义现观同义异名声闻义现观同义异名。。。。释同前释同前释同前释同前。。。。

（择）定类声闻加行道对细人无我而言是再决识，是因为其道是未悟（择）定类声闻加行道对细人无我而言是再决识，是因为其道是未悟（择）定类声闻加行道对细人无我而言是再决识，是因为其道是未悟（择）定类声闻加行道对细人无我而言是再决识，是因为其道是未悟

细人无我的耽着识。细人无我的耽着识。细人无我的耽着识。细人无我的耽着识。

有说声闻资粮加行二道有颠倒心，不应道理，凡是彼道，即是合义有说声闻资粮加行二道有颠倒心，不应道理，凡是彼道，即是合义有说声闻资粮加行二道有颠倒心，不应道理，凡是彼道，即是合义有说声闻资粮加行二道有颠倒心，不应道理，凡是彼道，即是合义

之心故。之心故。之心故。之心故。

有人认为有人认为有人认为有人认为：：：：声闻资粮声闻资粮声闻资粮声闻资粮、、、、加行两道有邪见智加行两道有邪见智加行两道有邪见智加行两道有邪见智（（（（识识识识）））），，，，这是一样错误的说这是一样错误的说这是一样错误的说这是一样错误的说

法。其实，此道是义理正见智。法。其实，此道是义理正见智。法。其实，此道是义理正见智。法。其实，此道是义理正见智。

丁四丁四丁四丁四 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

声闻资粮道人正住通达微细人无我奢摩他中，由于微细无我观择声闻资粮道人正住通达微细人无我奢摩他中，由于微细无我观择声闻资粮道人正住通达微细人无我奢摩他中，由于微细无我观择声闻资粮道人正住通达微细人无我奢摩他中，由于微细无我观择

之力引生身心轻安妙乐，得修所成慧，是名证得声闻加行道，界限谓之力引生身心轻安妙乐，得修所成慧，是名证得声闻加行道，界限谓之力引生身心轻安妙乐，得修所成慧，是名证得声闻加行道，界限谓之力引生身心轻安妙乐，得修所成慧，是名证得声闻加行道，界限谓

从圆满声闻资粮道已，乃至未得声闻见道。从圆满声闻资粮道已，乃至未得声闻见道。从圆满声闻资粮道已，乃至未得声闻见道。从圆满声闻资粮道已，乃至未得声闻见道。

4444、、、、当声闻资粮道士在止观静观中对细无我以思力感受身心轻安殊当声闻资粮道士在止观静观中对细无我以思力感受身心轻安殊当声闻资粮道士在止观静观中对细无我以思力感受身心轻安殊当声闻资粮道士在止观静观中对细无我以思力感受身心轻安殊

胜悦适（快乐）得到修持所生的智慧时，便心生声闻加行道。境界在胜悦适（快乐）得到修持所生的智慧时，便心生声闻加行道。境界在胜悦适（快乐）得到修持所生的智慧时，便心生声闻加行道。境界在胜悦适（快乐）得到修持所生的智慧时，便心生声闻加行道。境界在

声闻资粮道圆满至未证声闻见道之间。声闻资粮道圆满至未证声闻见道之间。声闻资粮道圆满至未证声闻见道之间。声闻资粮道圆满至未证声闻见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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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三丙三丙三丙三 声闻见道分四声闻见道分四声闻见道分四声闻见道分四

（三（三（三（三））））、声闻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丁一丁一丁一丁一 行行行行相相相相

未生自果声闻修道前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相。未生自果声闻修道前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相。未生自果声闻修道前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相。未生自果声闻修道前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相。

1111、声闻见道定义：未生自果声闻修道之前的声闻谛现观。、声闻见道定义：未生自果声闻修道之前的声闻谛现观。、声闻见道定义：未生自果声闻修道之前的声闻谛现观。、声闻见道定义：未生自果声闻修道之前的声闻谛现观。

丁二丁二丁二丁二 分别分别分别分别

此就自性分三，谓声闻见道根本智、声闻见道后得智、俱非彼二此就自性分三，谓声闻见道根本智、声闻见道后得智、俱非彼二此就自性分三，谓声闻见道根本智、声闻见道后得智、俱非彼二此就自性分三，谓声闻见道根本智、声闻见道后得智、俱非彼二

之声闻见道。之声闻见道。之声闻见道。之声闻见道。

2222、以自性分为：声闻见道根本（定）智慧、声闻见道后得智、以自性分为：声闻见道根本（定）智慧、声闻见道后得智、以自性分为：声闻见道根本（定）智慧、声闻见道后得智、以自性分为：声闻见道根本（定）智慧、声闻见道后得智、、、、非非非非

两者声闻见道。两者声闻见道。两者声闻见道。两者声闻见道。

专住人无我境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根本智相。此复分三，谓专住人无我境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根本智相。此复分三，谓专住人无我境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根本智相。此复分三，谓专住人无我境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根本智相。此复分三，谓

声闻见道无间道、见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声闻见道根本智。声闻见道无间道、见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声闻见道根本智。声闻见道无间道、见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声闻见道根本智。声闻见道无间道、见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声闻见道根本智。

对成为自缘（对象）人无我能一心止观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定对成为自缘（对象）人无我能一心止观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定对成为自缘（对象）人无我能一心止观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定对成为自缘（对象）人无我能一心止观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定

智慧的定义。分为：声闻见道无间道、见道解脱道和非两者声闻见道智慧的定义。分为：声闻见道无间道、见道解脱道和非两者声闻见道智慧的定义。分为：声闻见道无间道、见道解脱道和非两者声闻见道智慧的定义。分为：声闻见道无间道、见道解脱道和非两者声闻见道

定慧。定慧。定慧。定慧。

真能对治分别烦恼障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无间道相。真能对治分别烦恼障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无间道相。真能对治分别烦恼障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无间道相。真能对治分别烦恼障之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无间道相。

可以对遍计烦恼障（实）正对治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无间道的可以对遍计烦恼障（实）正对治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无间道的可以对遍计烦恼障（实）正对治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无间道的可以对遍计烦恼障（实）正对治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无间道的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此中分别有声闻见道八忍，此等相同，以声闻见道无间道，俱是彼此中分别有声闻见道八忍，此等相同，以声闻见道无间道，俱是彼此中分别有声闻见道八忍，此等相同，以声闻见道无间道，俱是彼此中分别有声闻见道八忍，此等相同，以声闻见道无间道，俱是彼

八忍故，既是四法忍亦是四类忍故八忍故，既是四法忍亦是四类忍故八忍故，既是四法忍亦是四类忍故八忍故，既是四法忍亦是四类忍故....

可分为：声闻见道八忍，其八忍相互等义可分为：声闻见道八忍，其八忍相互等义可分为：声闻见道八忍，其八忍相互等义可分为：声闻见道八忍，其八忍相互等义,,,,是因为声闻见道无间道是因为声闻见道无间道是因为声闻见道无间道是因为声闻见道无间道

其实和八忍每一忍等义。也是四法忍和四后忍（后知忍其实和八忍每一忍等义。也是四法忍和四后忍（后知忍其实和八忍每一忍等义。也是四法忍和四后忍（后知忍其实和八忍每一忍等义。也是四法忍和四后忍（后知忍））））。。。。

即是前四以是现证四圣谛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亦是后四即是前四以是现证四圣谛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亦是后四即是前四以是现证四圣谛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亦是后四即是前四以是现证四圣谛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亦是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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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现证四法忍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无间道故已断分别烦恼障解脱道以是现证四法忍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无间道故已断分别烦恼障解脱道以是现证四法忍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无间道故已断分别烦恼障解脱道以是现证四法忍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无间道故已断分别烦恼障解脱道

性声闻之谛现观，是声闻见道解脱道相，此中分别有声闻见道八智，性声闻之谛现观，是声闻见道解脱道相，此中分别有声闻见道八智，性声闻之谛现观，是声闻见道解脱道相，此中分别有声闻见道八智，性声闻之谛现观，是声闻见道解脱道相，此中分别有声闻见道八智，

此等相同，以声闻见道解脱道，俱是彼八智故。既是四法智，亦是四此等相同，以声闻见道解脱道，俱是彼八智故。既是四法智，亦是四此等相同，以声闻见道解脱道，俱是彼八智故。既是四法智，亦是四此等相同，以声闻见道解脱道，俱是彼八智故。既是四法智，亦是四

类智故。类智故。类智故。类智故。

真实正见缘（对象）四谛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为四法真实正见缘（对象）四谛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为四法真实正见缘（对象）四谛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为四法真实正见缘（对象）四谛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为四法

忍。真实正见所缘（自我）四法忍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为忍。真实正见所缘（自我）四法忍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为忍。真实正见所缘（自我）四法忍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为忍。真实正见所缘（自我）四法忍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无间道，故为

四后忍。成为断弃遍计烦恼解脱道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解脱道的四后忍。成为断弃遍计烦恼解脱道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解脱道的四后忍。成为断弃遍计烦恼解脱道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解脱道的四后忍。成为断弃遍计烦恼解脱道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解脱道的

定义。分为：声闻八智，其道与八智等义，是因为声闻见道其实也是定义。分为：声闻八智，其道与八智等义，是因为声闻见道其实也是定义。分为：声闻八智，其道与八智等义，是因为声闻见道其实也是定义。分为：声闻八智，其道与八智等义，是因为声闻见道其实也是

八智，也是四法智和四后智。八智，也是四法智和四后智。八智，也是四法智和四后智。八智，也是四法智和四后智。

即是前四以是现证四圣谛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亦是后四即是前四以是现证四圣谛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亦是后四即是前四以是现证四圣谛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亦是后四即是前四以是现证四圣谛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亦是后四

以是现证四法智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以是现证四法智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以是现证四法智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以是现证四法智心人无我之声闻见道解脱道故。

真实正见缘四谛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为四法智。真实正真实正见缘四谛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为四法智。真实正真实正见缘四谛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为四法智。真实正真实正见缘四谛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为四法智。真实正

见所缘四法智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为四后智。见所缘四法智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为四后智。见所缘四法智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为四后智。见所缘四法智为人无我的声闻见道解脱道，故为四后智。

俱非彼二俱非彼二俱非彼二俱非彼二（（（（无间道解脱道无间道解脱道无间道解脱道无间道解脱道））））之声闻见道根本智者之声闻见道根本智者之声闻见道根本智者之声闻见道根本智者，，，，如专住空性之声如专住空性之声如专住空性之声如专住空性之声

闻见道根本智专住二取空之声闻见道根本智，专住人无我之声闻见道闻见道根本智专住二取空之声闻见道根本智，专住人无我之声闻见道闻见道根本智专住二取空之声闻见道根本智，专住人无我之声闻见道闻见道根本智专住二取空之声闻见道根本智，专住人无我之声闻见道

根本智，见道忍智十六刹那，两次而生。（此是大乘义与俱舍不同）根本智，见道忍智十六刹那，两次而生。（此是大乘义与俱舍不同）根本智，见道忍智十六刹那，两次而生。（此是大乘义与俱舍不同）根本智，见道忍智十六刹那，两次而生。（此是大乘义与俱舍不同）

八忍同时生，八智同时生故。八忍同时生，八智同时生故。八忍同时生，八智同时生故。八忍同时生，八智同时生故。

非两者声闻见道定慧道，如：一心定观空性的声闻见道定慧和一非两者声闻见道定慧道，如：一心定观空性的声闻见道定慧和一非两者声闻见道定慧道，如：一心定观空性的声闻见道定慧和一非两者声闻见道定慧道，如：一心定观空性的声闻见道定慧和一

心定观两空的声闻见道定慧心定观两空的声闻见道定慧心定观两空的声闻见道定慧心定观两空的声闻见道定慧。。。。（以上两种是按其他学者的观点讲述（以上两种是按其他学者的观点讲述（以上两种是按其他学者的观点讲述（以上两种是按其他学者的观点讲述，，，，非非非非

自我正确观点自我正确观点自我正确观点自我正确观点））））一心定观人无我的声闻见道定慧一心定观人无我的声闻见道定慧一心定观人无我的声闻见道定慧一心定观人无我的声闻见道定慧。。。。（（（（正确观点正确观点正确观点正确观点））））十六慧十六慧十六慧十六慧

忍无常见道忍无常见道忍无常见道忍无常见道（（（（见道八忍见道八忍见道八忍见道八忍：：：：苦法忍苦法忍苦法忍苦法忍、、、、苦后忍苦后忍苦后忍苦后忍、、、、集法忍集法忍集法忍集法忍、、、、集后忍集后忍集后忍集后忍、、、、灭法忍灭法忍灭法忍灭法忍、、、、

灭后忍、道法忍、道后忍。见道八智：苦法智、苦后智、集法智、集灭后忍、道法忍、道后忍。见道八智：苦法智、苦后智、集法智、集灭后忍、道法忍、道后忍。见道八智：苦法智、苦后智、集法智、集灭后忍、道法忍、道后忍。见道八智：苦法智、苦后智、集法智、集

后智、灭法智、灭后智、道法智、道后智）分两次证得，八忍和八智后智、灭法智、灭后智、道法智、道后智）分两次证得，八忍和八智后智、灭法智、灭后智、道法智、道后智）分两次证得，八忍和八智后智、灭法智、灭后智、道法智、道后智）分两次证得，八忍和八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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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同时证悟。各自同时证悟。各自同时证悟。各自同时证悟。

声闻见道之无间道与解脱道，生起时量，各有所作圆满最短之一声闻见道之无间道与解脱道，生起时量，各有所作圆满最短之一声闻见道之无间道与解脱道，生起时量，各有所作圆满最短之一声闻见道之无间道与解脱道，生起时量，各有所作圆满最短之一

刹那，以下诸道亦如是知。刹那，以下诸道亦如是知。刹那，以下诸道亦如是知。刹那，以下诸道亦如是知。

声闻见道无间道和解脱道的证期声闻见道无间道和解脱道的证期声闻见道无间道和解脱道的证期声闻见道无间道和解脱道的证期（（（（时间长短时间长短时间长短时间长短））））为极短事成刹那间为极短事成刹那间为极短事成刹那间为极短事成刹那间。。。。

细节另做解释。细节另做解释。细节另做解释。细节另做解释。

若有声闻见道俱非声闻见道之无间道与解脱道，而是解脱道圆满若有声闻见道俱非声闻见道之无间道与解脱道，而是解脱道圆满若有声闻见道俱非声闻见道之无间道与解脱道，而是解脱道圆满若有声闻见道俱非声闻见道之无间道与解脱道，而是解脱道圆满

所引之声闻谛现观所引之声闻谛现观所引之声闻谛现观所引之声闻谛现观，，，，是为声闻见道后得智相是为声闻见道后得智相是为声闻见道后得智相是为声闻见道后得智相，，，，有师云后得智唯是分别有师云后得智唯是分别有师云后得智唯是分别有师云后得智唯是分别，，，，

自宗俱许有分别无分别之二。自宗俱许有分别无分别之二。自宗俱许有分别无分别之二。自宗俱许有分别无分别之二。

非声闻见道无间道和解脱道的声闻见道，并引导自己的解脱道圆非声闻见道无间道和解脱道的声闻见道，并引导自己的解脱道圆非声闻见道无间道和解脱道的声闻见道，并引导自己的解脱道圆非声闻见道无间道和解脱道的声闻见道，并引导自己的解脱道圆

满后所产生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后得智的定义满后所产生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后得智的定义满后所产生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后得智的定义满后所产生的声闻谛现观是声闻见道后得智的定义。。。。《文殊圣神之光《文殊圣神之光《文殊圣神之光《文殊圣神之光》》》》

认为后得智是纯分别心，而自宗认为（自派观点）分别心与无分别心认为后得智是纯分别心，而自宗认为（自派观点）分别心与无分别心认为后得智是纯分别心，而自宗认为（自派观点）分别心与无分别心认为后得智是纯分别心，而自宗认为（自派观点）分别心与无分别心

两者皆有。两者皆有。两者皆有。两者皆有。

俱非彼二（根本智后得智）之声闻见道者，如住声俱非彼二（根本智后得智）之声闻见道者，如住声俱非彼二（根本智后得智）之声闻见道者，如住声俱非彼二（根本智后得智）之声闻见道者，如住声闻闻闻闻见道无间道见道无间道见道无间道见道无间道

及住声闻见道解脱道之身中四无量心，求解脱心，及住声闻见道后得及住声闻见道解脱道之身中四无量心，求解脱心，及住声闻见道后得及住声闻见道解脱道之身中四无量心，求解脱心，及住声闻见道后得及住声闻见道解脱道之身中四无量心，求解脱心，及住声闻见道后得

智之身中，现空性智，证二取空智等。智之身中，现空性智，证二取空智等。智之身中，现空性智，证二取空智等。智之身中，现空性智，证二取空智等。

声闻见道无间道与声闻见道解脱道修士心续中的四无量和追求解声闻见道无间道与声闻见道解脱道修士心续中的四无量和追求解声闻见道无间道与声闻见道解脱道修士心续中的四无量和追求解声闻见道无间道与声闻见道解脱道修士心续中的四无量和追求解

脱的思想，声闻见道后得者心续中的悟空性智慧和悟二空的智慧均属脱的思想，声闻见道后得者心续中的悟空性智慧和悟二空的智慧均属脱的思想，声闻见道后得者心续中的悟空性智慧和悟二空的智慧均属脱的思想，声闻见道后得者心续中的悟空性智慧和悟二空的智慧均属

非两者声闻见道。非两者声闻见道。非两者声闻见道。非两者声闻见道。

丁三丁三丁三丁三 异名异名异名异名

声闻见道声闻见道声闻见道声闻见道，，，，声闻谛现观声闻谛现观声闻谛现观声闻谛现观，，，，声闻见道之智等声闻见道之智等声闻见道之智等声闻见道之智等，，，，皆是一义皆是一义皆是一义皆是一义，，，，训释如前训释如前训释如前训释如前。。。。

3333、声闻见道、声闻谛现观和声闻见道智慧同义。、声闻见道、声闻谛现观和声闻见道智慧同义。、声闻见道、声闻谛现观和声闻见道智慧同义。、声闻见道、声闻谛现观和声闻见道智慧同义。

丁四丁四丁四丁四 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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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闻见道无间道与解脱道，同一定生，从定起已，生声闻见道后声闻见道无间道与解脱道，同一定生，从定起已，生声闻见道后声闻见道无间道与解脱道，同一定生，从定起已，生声闻见道后声闻见道无间道与解脱道，同一定生，从定起已，生声闻见道后

得智，其后生第三类之根本智。（此说第十六心仍是见道，与俱舍不得智，其后生第三类之根本智。（此说第十六心仍是见道，与俱舍不得智，其后生第三类之根本智。（此说第十六心仍是见道，与俱舍不得智，其后生第三类之根本智。（此说第十六心仍是见道，与俱舍不

同。）同。）同。）同。）

4444、声闻见道无间道与声闻见道解脱道定智同时产生。、声闻见道无间道与声闻见道解脱道定智同时产生。、声闻见道无间道与声闻见道解脱道定智同时产生。、声闻见道无间道与声闻见道解脱道定智同时产生。

由此出定后产生见道后得智，此后也有心生根本（定）第三道。由此出定后产生见道后得智，此后也有心生根本（定）第三道。由此出定后产生见道后得智，此后也有心生根本（定）第三道。由此出定后产生见道后得智，此后也有心生根本（定）第三道。

丙四丙四丙四丙四 声闻修道分四声闻修道分四声闻修道分四声闻修道分四

（四（四（四（四））））、声闻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丁一丁一丁一丁一 行相行相行相行相

声闻之随现观，是声闻修道相。声闻之随现观，是声闻修道相。声闻之随现观，是声闻修道相。声闻之随现观，是声闻修道相。

1111、声闻后现观为声闻修道定义。、声闻后现观为声闻修道定义。、声闻后现观为声闻修道定义。、声闻后现观为声闻修道定义。

丁二丁二丁二丁二 分别分别分别分别

此中分三，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声闻修道，专住无我境此中分三，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声闻修道，专住无我境此中分三，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声闻修道，专住无我境此中分三，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声闻修道，专住无我境

之声闻随现观，是声闻修道根本智相。之声闻随现观，是声闻修道根本智相。之声闻随现观，是声闻修道根本智相。之声闻随现观，是声闻修道根本智相。

2222、分为：入定、后得和非两者声闻修道。、分为：入定、后得和非两者声闻修道。、分为：入定、后得和非两者声闻修道。、分为：入定、后得和非两者声闻修道。

对成为自缘（对象）人无我能一心定观的声闻后现观是声闻修道对成为自缘（对象）人无我能一心定观的声闻后现观是声闻修道对成为自缘（对象）人无我能一心定观的声闻后现观是声闻修道对成为自缘（对象）人无我能一心定观的声闻后现观是声闻修道

定慧的定义。定慧的定义。定慧的定义。定慧的定义。

此复分三，谓声闻修道无间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声闻修道根本此复分三，谓声闻修道无间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声闻修道根本此复分三，谓声闻修道无间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声闻修道根本此复分三，谓声闻修道无间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声闻修道根本

智智智智。。。。真对治自所应断修断烦恼障之声闻随现观真对治自所应断修断烦恼障之声闻随现观真对治自所应断修断烦恼障之声闻随现观真对治自所应断修断烦恼障之声闻随现观，，，，是声闻修道无间道相是声闻修道无间道相是声闻修道无间道相是声闻修道无间道相。。。。

分为：声闻修道无间道、解脱道和非两者声闻修道定慧。分为：声闻修道无间道、解脱道和非两者声闻修道定慧。分为：声闻修道无间道、解脱道和非两者声闻修道定慧。分为：声闻修道无间道、解脱道和非两者声闻修道定慧。

成为应断自分修断烦恼障正对治的声闻后现观，为声闻修道无间成为应断自分修断烦恼障正对治的声闻后现观，为声闻修道无间成为应断自分修断烦恼障正对治的声闻后现观，为声闻修道无间成为应断自分修断烦恼障正对治的声闻后现观，为声闻修道无间

道的定义。道的定义。道的定义。道的定义。

此分九品，谓声闻修道下下品乃至上上品，由无间道断自愿断烦恼此分九品，谓声闻修道下下品乃至上上品，由无间道断自愿断烦恼此分九品，谓声闻修道下下品乃至上上品，由无间道断自愿断烦恼此分九品，谓声闻修道下下品乃至上上品，由无间道断自愿断烦恼

障修所断已引发之解脱道声闻随现观，是声闻修道解脱道相。障修所断已引发之解脱道声闻随现观，是声闻修道解脱道相。障修所断已引发之解脱道声闻随现观，是声闻修道解脱道相。障修所断已引发之解脱道声闻随现观，是声闻修道解脱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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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声闻修道下下道至上上道九道。分为：声闻修道下下道至上上道九道。分为：声闻修道下下道至上上道九道。分为：声闻修道下下道至上上道九道。

成为引自无间道应断自分修断烦恼障所断解脱道的声闻后现观，成为引自无间道应断自分修断烦恼障所断解脱道的声闻后现观，成为引自无间道应断自分修断烦恼障所断解脱道的声闻后现观，成为引自无间道应断自分修断烦恼障所断解脱道的声闻后现观，

为声闻修道解脱道的定义。为声闻修道解脱道的定义。为声闻修道解脱道的定义。为声闻修道解脱道的定义。

此分二类，谓依渐断增上，与顿断增上。此分二类，谓依渐断增上，与顿断增上。此分二类，谓依渐断增上，与顿断增上。此分二类，谓依渐断增上，与顿断增上。

可分为：渐次应断和同时应断。可分为：渐次应断和同时应断。可分为：渐次应断和同时应断。可分为：渐次应断和同时应断。

初者，谓欲地所摄修断九品烦恼。初者，谓欲地所摄修断九品烦恼。初者，谓欲地所摄修断九品烦恼。初者，谓欲地所摄修断九品烦恼。

⑴⑴⑴⑴按渐次应断：属欲地所摄修断烦恼九类。按渐次应断：属欲地所摄修断烦恼九类。按渐次应断：属欲地所摄修断烦恼九类。按渐次应断：属欲地所摄修断烦恼九类。

如是第一静虑，乃至有顶地所摄，一一地中各有修断九品烦恼如是第一静虑，乃至有顶地所摄，一一地中各有修断九品烦恼如是第一静虑，乃至有顶地所摄，一一地中各有修断九品烦恼如是第一静虑，乃至有顶地所摄，一一地中各有修断九品烦恼，，，，修修修修

断烦恼共有八十一品断烦恼共有八十一品断烦恼共有八十一品断烦恼共有八十一品，，，，如彼次第如彼次第如彼次第如彼次第，，，，真能对治共有八十一品修道无间道真能对治共有八十一品修道无间道真能对治共有八十一品修道无间道真能对治共有八十一品修道无间道，，，，

渐断彼已渐断彼已渐断彼已渐断彼已，，，，有八十品修道解脱道有八十品修道解脱道有八十品修道解脱道有八十品修道解脱道，，，，其上更有自乘无学道其上更有自乘无学道其上更有自乘无学道其上更有自乘无学道，，，，摄一解脱道摄一解脱道摄一解脱道摄一解脱道，，，，

共有八十一品解脱道共有八十一品解脱道共有八十一品解脱道共有八十一品解脱道。。。。（（（（总谓八十一总谓八十一总谓八十一总谓八十一品品品品解脱道中解脱道中解脱道中解脱道中，，，，前八十品是修道摄前八十品是修道摄前八十品是修道摄前八十品是修道摄，，，，

最后一品是无学道。）最后一品是无学道。）最后一品是无学道。）最后一品是无学道。）

从一禅定到顶界所属每一地有修断烦恼九类，每类再分九类共有从一禅定到顶界所属每一地有修断烦恼九类，每类再分九类共有从一禅定到顶界所属每一地有修断烦恼九类，每类再分九类共有从一禅定到顶界所属每一地有修断烦恼九类，每类再分九类共有

修断烦恼八十一种。因而也有渐次断其正对治修道无间道八十一种和修断烦恼八十一种。因而也有渐次断其正对治修道无间道八十一种和修断烦恼八十一种。因而也有渐次断其正对治修道无间道八十一种和修断烦恼八十一种。因而也有渐次断其正对治修道无间道八十一种和

渐次断其修道解脱道八十种，加上所乘自道无学道所属一解脱道共八渐次断其修道解脱道八十种，加上所乘自道无学道所属一解脱道共八渐次断其修道解脱道八十种，加上所乘自道无学道所属一解脱道共八渐次断其修道解脱道八十种，加上所乘自道无学道所属一解脱道共八

十一种解脱道。十一种解脱道。十一种解脱道。十一种解脱道。

依顿断增上者：谓三界九地修所断上上九品烦恼，其能顿断，谓下依顿断增上者：谓三界九地修所断上上九品烦恼，其能顿断，谓下依顿断增上者：谓三界九地修所断上上九品烦恼，其能顿断，谓下依顿断增上者：谓三界九地修所断上上九品烦恼，其能顿断，谓下

下品修道无间道，乃至九地修所断下下九品烦恼，其能顿断，谓上上下品修道无间道，乃至九地修所断下下九品烦恼，其能顿断，谓上上下品修道无间道，乃至九地修所断下下九品烦恼，其能顿断，谓上上下品修道无间道，乃至九地修所断下下九品烦恼，其能顿断，谓上上

品修道无间道，共有九品修道无间道，永断彼等修所断，共有九品解品修道无间道，共有九品修道无间道，永断彼等修所断，共有九品解品修道无间道，共有九品修道无间道，永断彼等修所断，共有九品解品修道无间道，共有九品修道无间道，永断彼等修所断，共有九品解

脱道。（前八品是修道，第九品是无学道。）脱道。（前八品是修道，第九品是无学道。）脱道。（前八品是修道，第九品是无学道。）脱道。（前八品是修道，第九品是无学道。）

⑵⑵⑵⑵按同时应断按同时应断按同时应断按同时应断：：：：三界九地修断烦恼粗九种同时所断下下修道无间道三界九地修断烦恼粗九种同时所断下下修道无间道三界九地修断烦恼粗九种同时所断下下修道无间道三界九地修断烦恼粗九种同时所断下下修道无间道

至九地修断烦恼。九种下下修断烦恼同时所断上上九种修道无间道。至九地修断烦恼。九种下下修断烦恼同时所断上上九种修道无间道。至九地修断烦恼。九种下下修断烦恼同时所断上上九种修道无间道。至九地修断烦恼。九种下下修断烦恼同时所断上上九种修道无间道。

（注：烦恼越细微越难断，故上无间道对治细烦恼，下无间道对（注：烦恼越细微越难断，故上无间道对治细烦恼，下无间道对（注：烦恼越细微越难断，故上无间道对治细烦恼，下无间道对（注：烦恼越细微越难断，故上无间道对治细烦恼，下无间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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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粗烦恼）修断烦恼所断解脱道共九种。治粗烦恼）修断烦恼所断解脱道共九种。治粗烦恼）修断烦恼所断解脱道共九种。治粗烦恼）修断烦恼所断解脱道共九种。

丁三丁三丁三丁三 异名异名异名异名

声闻修道，声闻随现观，声闻修道者之智等，一义异名。声闻修道，声闻随现观，声闻修道者之智等，一义异名。声闻修道，声闻随现观，声闻修道者之智等，一义异名。声闻修道，声闻随现观，声闻修道者之智等，一义异名。

3333、声闻修道、声闻后现观、声闻修道智慧同义异名。、声闻修道、声闻后现观、声闻修道智慧同义异名。、声闻修道、声闻后现观、声闻修道智慧同义异名。、声闻修道、声闻后现观、声闻修道智慧同义异名。

丁四丁四丁四丁四 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

声闻见道人，已证人无我，次修习为依而得上上品烦恼障之真对声闻见道人，已证人无我，次修习为依而得上上品烦恼障之真对声闻见道人，已证人无我，次修习为依而得上上品烦恼障之真对声闻见道人，已证人无我，次修习为依而得上上品烦恼障之真对

治，即是彼身中生起声闻修道。治，即是彼身中生起声闻修道。治，即是彼身中生起声闻修道。治，即是彼身中生起声闻修道。

4444、、、、当声闻见道士已悟人无我而修所得正对治粗烦恼时便心生声闻当声闻见道士已悟人无我而修所得正对治粗烦恼时便心生声闻当声闻见道士已悟人无我而修所得正对治粗烦恼时便心生声闻当声闻见道士已悟人无我而修所得正对治粗烦恼时便心生声闻

修道。修道。修道。修道。

丙五丙五丙五丙五 声闻无学道分四声闻无学道分四声闻无学道分四声闻无学道分四

（（（（五五五五））））、声闻无学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无学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无学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声闻无学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丁一丁一丁一丁一 行相行相行相行相

声闻道之究竟现观，是声闻无学道相。声闻道之究竟现观，是声闻无学道相。声闻道之究竟现观，是声闻无学道相。声闻道之究竟现观，是声闻无学道相。

1111、声闻道圆满现观是声闻无学道定义。、声闻道圆满现观是声闻无学道定义。、声闻道圆满现观是声闻无学道定义。、声闻道圆满现观是声闻无学道定义。

丁二丁二丁二丁二 分别分别分别分别

此中分二此中分二此中分二此中分二，，，，谓顿断所断阿罗汉智谓顿断所断阿罗汉智谓顿断所断阿罗汉智谓顿断所断阿罗汉智，，，，渐断所断阿罗汉智渐断所断阿罗汉智渐断所断阿罗汉智渐断所断阿罗汉智。。。。就根分二就根分二就根分二就根分二，，，，

谓利根声闻阿罗汉智，钝根声闻阿罗汉智。谓利根声闻阿罗汉智，钝根声闻阿罗汉智。谓利根声闻阿罗汉智，钝根声闻阿罗汉智。谓利根声闻阿罗汉智，钝根声闻阿罗汉智。

2222、分为：同时所断阿罗汉智和渐次所断阿罗汉智。、分为：同时所断阿罗汉智和渐次所断阿罗汉智。、分为：同时所断阿罗汉智和渐次所断阿罗汉智。、分为：同时所断阿罗汉智和渐次所断阿罗汉智。

以根器可分为：利根声闻阿罗汉（智）和钝根阿罗汉（智）两种。以根器可分为：利根声闻阿罗汉（智）和钝根阿罗汉（智）两种。以根器可分为：利根声闻阿罗汉（智）和钝根阿罗汉（智）两种。以根器可分为：利根声闻阿罗汉（智）和钝根阿罗汉（智）两种。

丁三丁三丁三丁三 异名异名异名异名

声闻无学道，声闻究竟道，声闻阿罗汉智等，一义异名。声闻无学道，声闻究竟道，声闻阿罗汉智等，一义异名。声闻无学道，声闻究竟道，声闻阿罗汉智等，一义异名。声闻无学道，声闻究竟道，声闻阿罗汉智等，一义异名。

3333、、、、声闻无学道声闻无学道声闻无学道声闻无学道、、、、声闻解脱道声闻解脱道声闻解脱道声闻解脱道（（（（圆满圆满圆满圆满））））、、、、声闻阿罗汉智声闻阿罗汉智声闻阿罗汉智声闻阿罗汉智（（（（心续中的心续中的心续中的心续中的））））

同义异名。同义异名。同义异名。同义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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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丁四丁四丁四 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

由由由由————声闻修道金刚喻定，令烦恼障成无生法，第二刹那证得永尽声闻修道金刚喻定，令烦恼障成无生法，第二刹那证得永尽声闻修道金刚喻定，令烦恼障成无生法，第二刹那证得永尽声闻修道金刚喻定，令烦恼障成无生法，第二刹那证得永尽

烦恼障之解脱道，即是现证声闻无学道也。烦恼障之解脱道，即是现证声闻无学道也。烦恼障之解脱道，即是现证声闻无学道也。烦恼障之解脱道，即是现证声闻无学道也。

4444、声闻修道似金刚定，使烦恼不再产生。第二刹那（此后）心、声闻修道似金刚定，使烦恼不再产生。第二刹那（此后）心、声闻修道似金刚定，使烦恼不再产生。第二刹那（此后）心、声闻修道似金刚定，使烦恼不再产生。第二刹那（此后）心

生断弃烦恼障的解脱道时便成为（现证）声闻无学道。生断弃烦恼障的解脱道时便成为（现证）声闻无学道。生断弃烦恼障的解脱道时便成为（现证）声闻无学道。生断弃烦恼障的解脱道时便成为（现证）声闻无学道。

乙二乙二乙二乙二 独觉道分四独觉道分四独觉道分四独觉道分四

二、缘觉道论述二、缘觉道论述二、缘觉道论述二、缘觉道论述

缘觉道分为：定义、分类、异名、各分类义四部分缘觉道分为：定义、分类、异名、各分类义四部分缘觉道分为：定义、分类、异名、各分类义四部分缘觉道分为：定义、分类、异名、各分类义四部分

丙一丙一丙一丙一 行相行相行相行相

开辟往独觉解脱之独觉现观，是独觉道相。开辟往独觉解脱之独觉现观，是独觉道相。开辟往独觉解脱之独觉现观，是独觉道相。开辟往独觉解脱之独觉现观，是独觉道相。

缘觉道定义：具备迈向缘觉解脱道的缘觉现观。缘觉道定义：具备迈向缘觉解脱道的缘觉现观。缘觉道定义：具备迈向缘觉解脱道的缘觉现观。缘觉道定义：具备迈向缘觉解脱道的缘觉现观。

丙二丙二丙二丙二 分别分别分别分别

此分独觉资粮、加行、见、修、无学五道。此分独觉资粮、加行、见、修、无学五道。此分独觉资粮、加行、见、修、无学五道。此分独觉资粮、加行、见、修、无学五道。

分类：可分为缘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分类：可分为缘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分类：可分为缘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分类：可分为缘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

丙三丙三丙三丙三 异名异名异名异名

独觉地，独觉道，独觉乘，独觉智等，一义异名。独觉地，独觉道，独觉乘，独觉智等，一义异名。独觉地，独觉道，独觉乘，独觉智等，一义异名。独觉地，独觉道，独觉乘，独觉智等，一义异名。

异名：缘觉地、缘觉道、缘觉乘和缘觉智同义异名。异名：缘觉地、缘觉道、缘觉乘和缘觉智同义异名。异名：缘觉地、缘觉道、缘觉乘和缘觉智同义异名。异名：缘觉地、缘觉道、缘觉乘和缘觉智同义异名。

丙四丙四丙四丙四 分释别义分五分释别义分五分释别义分五分释别义分五

各分类义：以缘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五部分各分类义：以缘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五部分各分类义：以缘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五部分各分类义：以缘觉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五部分

讲述。讲述。讲述。讲述。

丁一丁一丁一丁一 独觉资粮道分四独觉资粮道分四独觉资粮道分四独觉资粮道分四

（（（（一一一一））））、缘觉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缘觉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缘觉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缘觉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初、行相。未生自果独觉加行道前之独觉法现观，是独觉资粮道初、行相。未生自果独觉加行道前之独觉法现观，是独觉资粮道初、行相。未生自果独觉加行道前之独觉法现观，是独觉资粮道初、行相。未生自果独觉加行道前之独觉法现观，是独觉资粮道



22

相。相。相。相。

1111、未生自果缘觉加行道之前的缘觉法现观是缘觉资粮道定义。、未生自果缘觉加行道之前的缘觉法现观是缘觉资粮道定义。、未生自果缘觉加行道之前的缘觉法现观是缘觉资粮道定义。、未生自果缘觉加行道之前的缘觉法现观是缘觉资粮道定义。

二、分别。此分独觉上中下三资粮道。二、分别。此分独觉上中下三资粮道。二、分别。此分独觉上中下三资粮道。二、分别。此分独觉上中下三资粮道。

2222、分其为缘觉上、中、下三资粮道。、分其为缘觉上、中、下三资粮道。、分其为缘觉上、中、下三资粮道。、分其为缘觉上、中、下三资粮道。

三、异名。独觉资粮道，独觉顺解脱分，独觉法现观等，一义异三、异名。独觉资粮道，独觉顺解脱分，独觉法现观等，一义异三、异名。独觉资粮道，独觉顺解脱分，独觉法现观等，一义异三、异名。独觉资粮道，独觉顺解脱分，独觉法现观等，一义异

名。名。名。名。

3333、缘觉资粮道、缘觉顺解脱分、缘觉法现观同义异名。、缘觉资粮道、缘觉顺解脱分、缘觉法现观同义异名。、缘觉资粮道、缘觉顺解脱分、缘觉法现观同义异名。、缘觉资粮道、缘觉顺解脱分、缘觉法现观同义异名。

四、生起之理。生起无伪正求独觉菩提之心，是于身中生起独觉四、生起之理。生起无伪正求独觉菩提之心，是于身中生起独觉四、生起之理。生起无伪正求独觉菩提之心，是于身中生起独觉四、生起之理。生起无伪正求独觉菩提之心，是于身中生起独觉

资粮道。资粮道。资粮道。资粮道。

4444、真实产生主要追求缘觉菩提心之时，便心生缘觉资粮道。、真实产生主要追求缘觉菩提心之时，便心生缘觉资粮道。、真实产生主要追求缘觉菩提心之时，便心生缘觉资粮道。、真实产生主要追求缘觉菩提心之时，便心生缘觉资粮道。

丁二丁二丁二丁二 独觉加行道分四独觉加行道分四独觉加行道分四独觉加行道分四

（（（（二二二二））））、缘觉加行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缘觉加行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缘觉加行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缘觉加行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初、行相。自因资粮道圆满后所生，未生自果独觉见道前之独觉义初、行相。自因资粮道圆满后所生，未生自果独觉见道前之独觉义初、行相。自因资粮道圆满后所生，未生自果独觉见道前之独觉义初、行相。自因资粮道圆满后所生，未生自果独觉见道前之独觉义

现观，是独觉加行道相。现观，是独觉加行道相。现观，是独觉加行道相。现观，是独觉加行道相。

1111、、、、自己所修资粮道圆满之后所生自己所修资粮道圆满之后所生自己所修资粮道圆满之后所生自己所修资粮道圆满之后所生，，，，而未生自果见道之前的缘觉义而未生自果见道之前的缘觉义而未生自果见道之前的缘觉义而未生自果见道之前的缘觉义

现观是缘觉加行道定义。现观是缘觉加行道定义。现观是缘觉加行道定义。现观是缘觉加行道定义。

二、分别。此分暖、顶、忍、世第一法之四。前三加行道，各分二、分别。此分暖、顶、忍、世第一法之四。前三加行道，各分二、分别。此分暖、顶、忍、世第一法之四。前三加行道，各分二、分别。此分暖、顶、忍、世第一法之四。前三加行道，各分

上中下三，然声闻独觉之世第一法，不分上中下三，以彼唯有所作圆上中下三，然声闻独觉之世第一法，不分上中下三，以彼唯有所作圆上中下三，然声闻独觉之世第一法，不分上中下三，以彼唯有所作圆上中下三，然声闻独觉之世第一法，不分上中下三，以彼唯有所作圆

满最短之一利那量故。满最短之一利那量故。满最短之一利那量故。满最短之一利那量故。

2222、、、、分其为缘觉加行道暖位分其为缘觉加行道暖位分其为缘觉加行道暖位分其为缘觉加行道暖位、、、、顶位顶位顶位顶位、、、、忍位和善法位忍位和善法位忍位和善法位忍位和善法位。。。。前三位有上中前三位有上中前三位有上中前三位有上中

下之分下之分下之分下之分，，，，声闻和缘觉善法位没有上中下之分声闻和缘觉善法位没有上中下之分声闻和缘觉善法位没有上中下之分声闻和缘觉善法位没有上中下之分，，，，是成事极短刹那间之故是成事极短刹那间之故是成事极短刹那间之故是成事极短刹那间之故。。。。

三三三三、、、、异名异名异名异名。。。。独觉加行道独觉加行道独觉加行道独觉加行道，，，，独觉顺决择分独觉顺决择分独觉顺决择分独觉顺决择分，，，，独觉决择支独觉义现观等独觉决择支独觉义现观等独觉决择支独觉义现观等独觉决择支独觉义现观等，，，，

一义异名。一义异名。一义异名。一义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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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缘觉加行道缘觉加行道缘觉加行道缘觉加行道、、、、缘觉顺抉择分缘觉顺抉择分缘觉顺抉择分缘觉顺抉择分、、、、缘觉抉择支分缘觉抉择支分缘觉抉择支分缘觉抉择支分、、、、缘觉义现观同义缘觉义现观同义缘觉义现观同义缘觉义现观同义

异名。异名。异名。异名。

四四四四、、、、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独觉资粮道时独觉资粮道时独觉资粮道时独觉资粮道时，，，，虽得缘外境空之奢摩他虽得缘外境空之奢摩他虽得缘外境空之奢摩他虽得缘外境空之奢摩他，，，，而无毗钵而无毗钵而无毗钵而无毗钵

舍那，若时证得缘彼毗钵舍那即得独觉加行道暖位。舍那，若时证得缘彼毗钵舍那即得独觉加行道暖位。舍那，若时证得缘彼毗钵舍那即得独觉加行道暖位。舍那，若时证得缘彼毗钵舍那即得独觉加行道暖位。

4444、缘觉资粮道期间虽证得对外实相空的定慧，却未证得胜观、缘觉资粮道期间虽证得对外实相空的定慧，却未证得胜观、缘觉资粮道期间虽证得对外实相空的定慧，却未证得胜观、缘觉资粮道期间虽证得对外实相空的定慧，却未证得胜观，，，，当当当当

证得观其胜观之时便心生缘觉加行道暖位证得观其胜观之时便心生缘觉加行道暖位证得观其胜观之时便心生缘觉加行道暖位证得观其胜观之时便心生缘觉加行道暖位

丁三丁三丁三丁三 独觉见道分四独觉见道分四独觉见道分四独觉见道分四

（（（（三三三三））））、缘觉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缘觉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缘觉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缘觉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初、行相。自因独觉加行道圆满后所生，未生自果独觉修道前之独初、行相。自因独觉加行道圆满后所生，未生自果独觉修道前之独初、行相。自因独觉加行道圆满后所生，未生自果独觉修道前之独初、行相。自因独觉加行道圆满后所生，未生自果独觉修道前之独

觉谛现观，是独觉见道相。觉谛现观，是独觉见道相。觉谛现观，是独觉见道相。觉谛现观，是独觉见道相。

1111、、、、自己所修缘觉加行道圆满之后产生自己所修缘觉加行道圆满之后产生自己所修缘觉加行道圆满之后产生自己所修缘觉加行道圆满之后产生，，，，而未生自果缘觉修道之前而未生自果缘觉修道之前而未生自果缘觉修道之前而未生自果缘觉修道之前

的缘觉谛现观是缘觉见道定义。的缘觉谛现观是缘觉见道定义。的缘觉谛现观是缘觉见道定义。的缘觉谛现观是缘觉见道定义。

二、分别。此中分三，谓独觉见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独二、分别。此中分三，谓独觉见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独二、分别。此中分三，谓独觉见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独二、分别。此中分三，谓独觉见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独

觉见道。初中又分无间道、解脱道之二。觉见道。初中又分无间道、解脱道之二。觉见道。初中又分无间道、解脱道之二。觉见道。初中又分无间道、解脱道之二。

2222、、、、分其为缘觉见道定慧分其为缘觉见道定慧分其为缘觉见道定慧分其为缘觉见道定慧、、、、后得智和非两者缘觉见道后得智和非两者缘觉见道后得智和非两者缘觉见道后得智和非两者缘觉见道。。。。缘觉见道定缘觉见道定缘觉见道定缘觉见道定

慧（根本智）可分为无间道和解脱道。慧（根本智）可分为无间道和解脱道。慧（根本智）可分为无间道和解脱道。慧（根本智）可分为无间道和解脱道。

三三三三、、、、异名异名异名异名。。。。独觉见道独觉见道独觉见道独觉见道，，，，独觉谛现观独觉谛现观独觉谛现观独觉谛现观，，，，独觉见道者之智等独觉见道者之智等独觉见道者之智等独觉见道者之智等，，，，一义异名一义异名一义异名一义异名，，，，

余义例前应知。余义例前应知。余义例前应知。余义例前应知。

3333、缘觉见道、缘觉谛现观、缘觉见道智同义异名，其余同前。、缘觉见道、缘觉谛现观、缘觉见道智同义异名，其余同前。、缘觉见道、缘觉谛现观、缘觉见道智同义异名，其余同前。、缘觉见道、缘觉谛现观、缘觉见道智同义异名，其余同前。

四四四四、、、、瑜伽行中观自续师瑜伽行中观自续师瑜伽行中观自续师瑜伽行中观自续师，，，，说独觉无间解脱二道说独觉无间解脱二道说独觉无间解脱二道说独觉无间解脱二道，，，，俱是二取空行相俱是二取空行相俱是二取空行相俱是二取空行相，，，，

余宗则说是微细人无我行相。余宗则说是微细人无我行相。余宗则说是微细人无我行相。余宗则说是微细人无我行相。

4444、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认为自续（心中）无间道与解脱道是二空相、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认为自续（心中）无间道与解脱道是二空相、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认为自续（心中）无间道与解脱道是二空相、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认为自续（心中）无间道与解脱道是二空相。。。。

其他派则认为是细人无我相。其他派则认为是细人无我相。其他派则认为是细人无我相。其他派则认为是细人无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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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四丁四丁四丁四 独觉修道分三独觉修道分三独觉修道分三独觉修道分三

（（（（四四四四））））、缘觉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三部分讲述。、缘觉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三部分讲述。、缘觉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三部分讲述。、缘觉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三部分讲述。

初初初初，，，，行相行相行相行相，，，，自因独觉见道圆满后所生自因独觉见道圆满后所生自因独觉见道圆满后所生自因独觉见道圆满后所生，，，，未生自果独觉无学道前之独未生自果独觉无学道前之独未生自果独觉无学道前之独未生自果独觉无学道前之独

觉随现观，是独觉修道相。觉随现观，是独觉修道相。觉随现观，是独觉修道相。觉随现观，是独觉修道相。

1111、、、、自己所修缘觉见道圆满之后产生自己所修缘觉见道圆满之后产生自己所修缘觉见道圆满之后产生自己所修缘觉见道圆满之后产生，，，，而自果缘觉无学道未产生之前而自果缘觉无学道未产生之前而自果缘觉无学道未产生之前而自果缘觉无学道未产生之前

的缘觉后现观是缘觉修道的定义。的缘觉后现观是缘觉修道的定义。的缘觉后现观是缘觉修道的定义。的缘觉后现观是缘觉修道的定义。

二，分别，此中分二，谓独觉修道根本智，与后得智，初分九品修二，分别，此中分二，谓独觉修道根本智，与后得智，初分九品修二，分别，此中分二，谓独觉修道根本智，与后得智，初分九品修二，分别，此中分二，谓独觉修道根本智，与后得智，初分九品修

道，谓有下三品、中三品、上三品故。道，谓有下三品、中三品、上三品故。道，谓有下三品、中三品、上三品故。道，谓有下三品、中三品、上三品故。

2222、分其为缘觉修道定慧和后得智（即：入定与出定、分其为缘觉修道定慧和后得智（即：入定与出定、分其为缘觉修道定慧和后得智（即：入定与出定、分其为缘觉修道定慧和后得智（即：入定与出定））））。前者有修。前者有修。前者有修。前者有修

道九类，即：小三类、中三类、大三类。道九类，即：小三类、中三类、大三类。道九类，即：小三类、中三类、大三类。道九类，即：小三类、中三类、大三类。

三，异名，独觉修道，独觉随现观，独觉修道者之智等，一义异三，异名，独觉修道，独觉随现观，独觉修道者之智等，一义异三，异名，独觉修道，独觉随现观，独觉修道者之智等，一义异三，异名，独觉修道，独觉随现观，独觉修道者之智等，一义异

名。名。名。名。

3333、缘觉修道、缘觉后现观、缘觉修道智慧同义异名。、缘觉修道、缘觉后现观、缘觉修道智慧同义异名。、缘觉修道、缘觉后现观、缘觉修道智慧同义异名。、缘觉修道、缘觉后现观、缘觉修道智慧同义异名。

丁五丁五丁五丁五 独觉无学道独觉无学道独觉无学道独觉无学道

（（（（五五五五））））、缘觉无学道、缘觉无学道、缘觉无学道、缘觉无学道

尽断执有所取外境分别之独觉智，是独觉无学道相，分别有二，尽断执有所取外境分别之独觉智，是独觉无学道相，分别有二，尽断执有所取外境分别之独觉智，是独觉无学道相，分别有二，尽断执有所取外境分别之独觉智，是独觉无学道相，分别有二，

谓麟喻为先之独觉无学道谓麟喻为先之独觉无学道谓麟喻为先之独觉无学道谓麟喻为先之独觉无学道，，，，与部行为先之独觉无学道与部行为先之独觉无学道与部行为先之独觉无学道与部行为先之独觉无学道，，，，余义例前应知余义例前应知余义例前应知余义例前应知。。。。

所缘（观）外相义观皆断的缘觉智慧是无学道定义。所缘（观）外相义观皆断的缘觉智慧是无学道定义。所缘（观）外相义观皆断的缘觉智慧是无学道定义。所缘（观）外相义观皆断的缘觉智慧是无学道定义。

分为：如麟缘觉已断分别心（所缘前行）缘觉无学道加行与修道分为：如麟缘觉已断分别心（所缘前行）缘觉无学道加行与修道分为：如麟缘觉已断分别心（所缘前行）缘觉无学道加行与修道分为：如麟缘觉已断分别心（所缘前行）缘觉无学道加行与修道

前行缘觉无学道两种。其余同前。前行缘觉无学道两种。其余同前。前行缘觉无学道两种。其余同前。前行缘觉无学道两种。其余同前。

乙三乙三乙三乙三 大乘道分二大乘道分二大乘道分二大乘道分二

三、大乘道论述三、大乘道论述三、大乘道论述三、大乘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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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一丙一丙一丙一 总明五道总明五道总明五道总明五道

丙二丙二丙二丙二 别释十地建立别释十地建立别释十地建立别释十地建立

大乘道以五道总述与十地概论支述两方面讲述。大乘道以五道总述与十地概论支述两方面讲述。大乘道以五道总述与十地概论支述两方面讲述。大乘道以五道总述与十地概论支述两方面讲述。

初中分五初中分五初中分五初中分五

五道总述五道总述五道总述五道总述：：：：

五道总述分为：定义、分类、异名、词释、所分义一一解释。五道总述分为：定义、分类、异名、词释、所分义一一解释。五道总述分为：定义、分类、异名、词释、所分义一一解释。五道总述分为：定义、分类、异名、词释、所分义一一解释。

丁一丁一丁一丁一 行相行相行相行相

能趣大乘菩提能趣大乘菩提能趣大乘菩提能趣大乘菩提，，，，或已起大乘菩提随一所摄之大乘智或已起大乘菩提随一所摄之大乘智或已起大乘菩提随一所摄之大乘智或已起大乘菩提随一所摄之大乘智，，，，是大乘道相是大乘道相是大乘道相是大乘道相，，，，

开辟能住大乘解脱之菩萨现观，是菩萨道相，菩萨加行，圆满加行，开辟能住大乘解脱之菩萨现观，是菩萨道相，菩萨加行，圆满加行，开辟能住大乘解脱之菩萨现观，是菩萨道相，菩萨加行，圆满加行，开辟能住大乘解脱之菩萨现观，是菩萨道相，菩萨加行，圆满加行，

大乘修行，擐甲修行，菩萨正智，菩萨现观等，一义异名。大乘修行，擐甲修行，菩萨正智，菩萨现观等，一义异名。大乘修行，擐甲修行，菩萨正智，菩萨现观等，一义异名。大乘修行，擐甲修行，菩萨正智，菩萨现观等，一义异名。

定义：迈向大乘菩提或已入大乘菩提所摄大乘智慧，是大乘道定定义：迈向大乘菩提或已入大乘菩提所摄大乘智慧，是大乘道定定义：迈向大乘菩提或已入大乘菩提所摄大乘智慧，是大乘道定定义：迈向大乘菩提或已入大乘菩提所摄大乘智慧，是大乘道定

义义义义。。。。创造具有迈向大乘解脱的菩提现观创造具有迈向大乘解脱的菩提现观创造具有迈向大乘解脱的菩提现观创造具有迈向大乘解脱的菩提现观，，，，是菩提道的定义是菩提道的定义是菩提道的定义是菩提道的定义。。。。菩提加行菩提加行菩提加行菩提加行、、、、

正等加行、大乘修行、披甲成就、菩提智慧、菩提现观同义异名。正等加行、大乘修行、披甲成就、菩提智慧、菩提现观同义异名。正等加行、大乘修行、披甲成就、菩提智慧、菩提现观同义异名。正等加行、大乘修行、披甲成就、菩提智慧、菩提现观同义异名。

丁二丁二丁二丁二 分别分别分别分别

此中分五，谓大乘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此中分五，谓大乘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此中分五，谓大乘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此中分五，谓大乘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

分类：可分为大乘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分类：可分为大乘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分类：可分为大乘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分类：可分为大乘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

丁三丁三丁三丁三 异名异名异名异名

大乘道，大乘现观，大乘智等，一义异名。大乘道，大乘现观，大乘智等，一义异名。大乘道，大乘现观，大乘智等，一义异名。大乘道，大乘现观，大乘智等，一义异名。

异名：大乘道、大乘现观、大乘智慧同义异名。异名：大乘道、大乘现观、大乘智慧同义异名。异名：大乘道、大乘现观、大乘智慧同义异名。异名：大乘道、大乘现观、大乘智慧同义异名。

丁四丁四丁四丁四 训释训释训释训释

例前应知，又大乘道具七种大，如庄严经论云，例前应知，又大乘道具七种大，如庄严经论云，例前应知，又大乘道具七种大，如庄严经论云，例前应知，又大乘道具七种大，如庄严经论云，<<<< 所缘广大性所缘广大性所缘广大性所缘广大性，，，，

如是二修行，智及发精进，并方便善巧，正所办广大，最大佛事业，如是二修行，智及发精进，并方便善巧，正所办广大，最大佛事业，如是二修行，智及发精进，并方便善巧，正所办广大，最大佛事业，如是二修行，智及发精进，并方便善巧，正所办广大，最大佛事业，

成就此大义，故定名大乘。成就此大义，故定名大乘。成就此大义，故定名大乘。成就此大义，故定名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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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释：根据上述可想而知，大乘道以七种殊胜可称为大道。词释：根据上述可想而知，大乘道以七种殊胜可称为大道。词释：根据上述可想而知，大乘道以七种殊胜可称为大道。词释：根据上述可想而知，大乘道以七种殊胜可称为大道。

《经庄严论》曰：《经庄严论》曰：《经庄严论》曰：《经庄严论》曰：

所缘目标大而实，所缘目标大而实，所缘目标大而实，所缘目标大而实， 如其两种修成就。如其两种修成就。如其两种修成就。如其两种修成就。

具有智慧和精进，具有智慧和精进，具有智慧和精进，具有智慧和精进， 得此悉熟方便法。得此悉熟方便法。得此悉熟方便法。得此悉熟方便法。

证得真实大成就，证得真实大成就，证得真实大成就，证得真实大成就， 佛陀事业大圆满。佛陀事业大圆满。佛陀事业大圆满。佛陀事业大圆满。

具此七种大殊胜，具此七种大殊胜，具此七种大殊胜，具此七种大殊胜， 而得大乘之名号。而得大乘之名号。而得大乘之名号。而得大乘之名号。

丁五丁五丁五丁五 分释别义分二分释别义分二分释别义分二分释别义分二

戊一戊一戊一戊一 释异生道释异生道释异生道释异生道 戊二戊二戊二戊二 释圣道释圣道释圣道释圣道

所分义一一解释：可从凡夫道与圣道两方讲述。所分义一一解释：可从凡夫道与圣道两方讲述。所分义一一解释：可从凡夫道与圣道两方讲述。所分义一一解释：可从凡夫道与圣道两方讲述。

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胜解行地所摄之菩萨智，是异生菩萨道相，此分菩萨资胜解行地所摄之菩萨智，是异生菩萨道相，此分菩萨资胜解行地所摄之菩萨智，是异生菩萨道相，此分菩萨资胜解行地所摄之菩萨智，是异生菩萨道相，此分菩萨资

粮道，加行道二。粮道，加行道二。粮道，加行道二。粮道，加行道二。

信解行地所摄菩提智慧是凡菩萨道的定义。信解行地所摄菩提智慧是凡菩萨道的定义。信解行地所摄菩提智慧是凡菩萨道的定义。信解行地所摄菩提智慧是凡菩萨道的定义。

可分为：菩提资粮、加行两道。可分为：菩提资粮、加行两道。可分为：菩提资粮、加行两道。可分为：菩提资粮、加行两道。

初中有四：初中有四：初中有四：初中有四：

（（（（一一一一））））、大乘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资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初行相，大乘法现观，是大乘资粮道相。初行相，大乘法现观，是大乘资粮道相。初行相，大乘法现观，是大乘资粮道相。初行相，大乘法现观，是大乘资粮道相。

1111、大乘法现观是大乘资粮道定义。、大乘法现观是大乘资粮道定义。、大乘法现观是大乘资粮道定义。、大乘法现观是大乘资粮道定义。

二分别，有下中上三。二分别，有下中上三。二分别，有下中上三。二分别，有下中上三。

2222、分上、中、下三道。、分上、中、下三道。、分上、中、下三道。、分上、中、下三道。

三三三三，，，，异名异名异名异名，，，，大乘顺解脱分大乘顺解脱分大乘顺解脱分大乘顺解脱分，，，，大乘资粮道大乘资粮道大乘资粮道大乘资粮道，，，，大乘法现观等大乘法现观等大乘法现观等大乘法现观等，，，，一义异名一义异名一义异名一义异名，，，，

训释例前应知。训释例前应知。训释例前应知。训释例前应知。

3333、大乘顺解脱分、大乘资粮道、大乘法现观同义异名。释同前。、大乘顺解脱分、大乘资粮道、大乘法现观同义异名。释同前。、大乘顺解脱分、大乘资粮道、大乘法现观同义异名。释同前。、大乘顺解脱分、大乘资粮道、大乘法现观同义异名。释同前。

四四四四，，，，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最出生起大乘发心最出生起大乘发心最出生起大乘发心最出生起大乘发心，，，，与入大乘资粮道同时与入大乘资粮道同时与入大乘资粮道同时与入大乘资粮道同时，，，，以为利以为利以为利以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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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起无伪希求无上菩提之心，即便立为入大乘资粮道故。他，发起无伪希求无上菩提之心，即便立为入大乘资粮道故。他，发起无伪希求无上菩提之心，即便立为入大乘资粮道故。他，发起无伪希求无上菩提之心，即便立为入大乘资粮道故。

4444、、、、初生大乘发心和证得大乘资粮道是同时初生大乘发心和证得大乘资粮道是同时初生大乘发心和证得大乘资粮道是同时初生大乘发心和证得大乘资粮道是同时，，，，因为为他人利益而真因为为他人利益而真因为为他人利益而真因为为他人利益而真

实产生追求无上菩提心之时，便证得了大乘资粮道。实产生追求无上菩提心之时，便证得了大乘资粮道。实产生追求无上菩提心之时，便证得了大乘资粮道。实产生追求无上菩提心之时，便证得了大乘资粮道。

第二大乘加行道有四：第二大乘加行道有四：第二大乘加行道有四：第二大乘加行道有四：

（（（（二二二二））））、大乘加行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加行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加行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加行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初，行相，菩萨义现观，是大乘加行道相。初，行相，菩萨义现观，是大乘加行道相。初，行相，菩萨义现观，是大乘加行道相。初，行相，菩萨义现观，是大乘加行道相。

1111、菩提义现观是大乘加行道定义。、菩提义现观是大乘加行道定义。、菩提义现观是大乘加行道定义。、菩提义现观是大乘加行道定义。

二二二二，，，，分别有四分别有四分别有四分别有四，，，，谓暖谓暖谓暖谓暖，，，，顶顶顶顶，，，，忍忍忍忍，，，，世第一法世第一法世第一法世第一法，，，，各有上中下三品各有上中下三品各有上中下三品各有上中下三品，，，，共十共十共十共十

二品。二品。二品。二品。

2222、、、、分为分为分为分为：：：：大乘加行道暖位大乘加行道暖位大乘加行道暖位大乘加行道暖位、、、、顶位顶位顶位顶位、、、、忍位和善法位忍位和善法位忍位和善法位忍位和善法位。。。。每位可分为大每位可分为大每位可分为大每位可分为大、、、、

中、小共十二层次。中、小共十二层次。中、小共十二层次。中、小共十二层次。

三三三三，，，，异名异名异名异名，，，，大乘加行道大乘加行道大乘加行道大乘加行道，，，，大乘顺决择分大乘顺决择分大乘顺决择分大乘顺决择分，，，，大乘决择支大乘决择支大乘决择支大乘决择支，，，，大乘义现观大乘义现观大乘义现观大乘义现观

等，一义异名。等，一义异名。等，一义异名。等，一义异名。

3333、大乘加行道、大乘顺抉择分（局部、大乘加行道、大乘顺抉择分（局部、大乘加行道、大乘顺抉择分（局部、大乘加行道、大乘顺抉择分（局部））））、大乘抉择支分和大乘义、大乘抉择支分和大乘义、大乘抉择支分和大乘义、大乘抉择支分和大乘义

现观同义异名。现观同义异名。现观同义异名。现观同义异名。

四，生起之理，若非劣道为先，依直往大乘决定种性增上，则初四，生起之理，若非劣道为先，依直往大乘决定种性增上，则初四，生起之理，若非劣道为先，依直往大乘决定种性增上，则初四，生起之理，若非劣道为先，依直往大乘决定种性增上，则初

得缘空性之毗钵舍那，与入大乘加行道同时，若入先劣道，得缘空性之毗钵舍那，与入大乘加行道同时，若入先劣道，得缘空性之毗钵舍那，与入大乘加行道同时，若入先劣道，得缘空性之毗钵舍那，与入大乘加行道同时，若入先劣道，((((即行迹即行迹即行迹即行迹

菩萨菩萨菩萨菩萨)))) 则以初得能伏所取分别烦恼现行之殊胜功能则以初得能伏所取分别烦恼现行之殊胜功能则以初得能伏所取分别烦恼现行之殊胜功能则以初得能伏所取分别烦恼现行之殊胜功能，，，，与入大乘加行道与入大乘加行道与入大乘加行道与入大乘加行道

同时。同时。同时。同时。

4444 、所生状况：、所生状况：、所生状况：、所生状况：

对未经小乘道一开始便进入大乘种而言，证得所缘空性的胜观和对未经小乘道一开始便进入大乘种而言，证得所缘空性的胜观和对未经小乘道一开始便进入大乘种而言，证得所缘空性的胜观和对未经小乘道一开始便进入大乘种而言，证得所缘空性的胜观和

进入大乘加行道同一时刻；对先修小乘后入大乘者而言，新证得消除进入大乘加行道同一时刻；对先修小乘后入大乘者而言，新证得消除进入大乘加行道同一时刻；对先修小乘后入大乘者而言，新证得消除进入大乘加行道同一时刻；对先修小乘后入大乘者而言，新证得消除

对一切烦恼明显的二取（所取、能取）分别识与进入大乘加行道同一对一切烦恼明显的二取（所取、能取）分别识与进入大乘加行道同一对一切烦恼明显的二取（所取、能取）分别识与进入大乘加行道同一对一切烦恼明显的二取（所取、能取）分别识与进入大乘加行道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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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时刻。时刻。时刻。

暖等四加行道之差别者：暖等四加行道之差别者：暖等四加行道之差别者：暖等四加行道之差别者：

加行暖等四位的不同处是：加行暖等四位的不同处是：加行暖等四位的不同处是：加行暖等四位的不同处是：

谓见道无分别智，是如火之道，将生彼道之前相。先起如暖之道谓见道无分别智，是如火之道，将生彼道之前相。先起如暖之道谓见道无分别智，是如火之道，将生彼道之前相。先起如暖之道谓见道无分别智，是如火之道，将生彼道之前相。先起如暖之道，，，，

而名暖加行道。而名暖加行道。而名暖加行道。而名暖加行道。

见道无分别智如火之道见道无分别智如火之道见道无分别智如火之道见道无分别智如火之道，，，，在证得此道之前产生似暖的征兆而称加行在证得此道之前产生似暖的征兆而称加行在证得此道之前产生似暖的征兆而称加行在证得此道之前产生似暖的征兆而称加行

道暖位。道暖位。道暖位。道暖位。

加行道暖位以下加行道暖位以下加行道暖位以下加行道暖位以下，，，，容因嗔等增上而断善根从得加行道顶位容因嗔等增上而断善根从得加行道顶位容因嗔等增上而断善根从得加行道顶位容因嗔等增上而断善根从得加行道顶位，，，，则无彼则无彼则无彼则无彼

增上而断善根，已至善根摇动之顶，故名顶加行道，于此而得断善根增上而断善根，已至善根摇动之顶，故名顶加行道，于此而得断善根增上而断善根，已至善根摇动之顶，故名顶加行道，于此而得断善根增上而断善根，已至善根摇动之顶，故名顶加行道，于此而得断善根

之之之之湼盘故，于甚深法空性初得无畏之忍，故名忍加行道，从得此已，盘故，于甚深法空性初得无畏之忍，故名忍加行道，从得此已，盘故，于甚深法空性初得无畏之忍，故名忍加行道，从得此已，盘故，于甚深法空性初得无畏之忍，故名忍加行道，从得此已，

不由惑业增上而生恶趣，故得恶趣之不由惑业增上而生恶趣，故得恶趣之不由惑业增上而生恶趣，故得恶趣之不由惑业增上而生恶趣，故得恶趣之湼盘，世间善法最为第一，故名盘，世间善法最为第一，故名盘，世间善法最为第一，故名盘，世间善法最为第一，故名

世第一法加行道。世第一法加行道。世第一法加行道。世第一法加行道。

加行道暖位之前因嗔而会消毁任何善因加行道暖位之前因嗔而会消毁任何善因加行道暖位之前因嗔而会消毁任何善因加行道暖位之前因嗔而会消毁任何善因。。。。当证得加行顶位之时不会当证得加行顶位之时不会当证得加行顶位之时不会当证得加行顶位之时不会

因因因因瞋恨而消毁善因恨而消毁善因恨而消毁善因恨而消毁善因。。。。达到了从此不会有改变善因顶峰而称加行道顶位达到了从此不会有改变善因顶峰而称加行道顶位达到了从此不会有改变善因顶峰而称加行道顶位达到了从此不会有改变善因顶峰而称加行道顶位。。。。

也是因为从此征得了脱离善因消失的忧苦。新证对极深之法空性有了也是因为从此征得了脱离善因消失的忧苦。新证对极深之法空性有了也是因为从此征得了脱离善因消失的忧苦。新证对极深之法空性有了也是因为从此征得了脱离善因消失的忧苦。新证对极深之法空性有了

不畏惧的忍心不畏惧的忍心不畏惧的忍心不畏惧的忍心，，，，而称加行忍位而称加行忍位而称加行忍位而称加行忍位。。。。证的此位从此不会因造业而堕入恶道证的此位从此不会因造业而堕入恶道证的此位从此不会因造业而堕入恶道证的此位从此不会因造业而堕入恶道，，，，

从此脱离了堕入恶道的忧苦。所谓善法位：是因此位是世间最殊胜的从此脱离了堕入恶道的忧苦。所谓善法位：是因此位是世间最殊胜的从此脱离了堕入恶道的忧苦。所谓善法位：是因此位是世间最殊胜的从此脱离了堕入恶道的忧苦。所谓善法位：是因此位是世间最殊胜的

善法位而言。善法位而言。善法位而言。善法位而言。

又于法性，初得影像光明三摩地，名大乘暖加行道，次于法性又于法性，初得影像光明三摩地，名大乘暖加行道，次于法性又于法性，初得影像光明三摩地，名大乘暖加行道，次于法性又于法性，初得影像光明三摩地，名大乘暖加行道，次于法性，，，，初初初初

得影像明增三摩地，名大乘顶加行道，次于法性，得最明了影像，初得影像明增三摩地，名大乘顶加行道，次于法性，得最明了影像，初得影像明增三摩地，名大乘顶加行道，次于法性，得最明了影像，初得影像明增三摩地，名大乘顶加行道，次于法性，得最明了影像，初

得一分真实三摩地，名大乘忍加行道，速疾当生无间道定，初得无间得一分真实三摩地，名大乘忍加行道，速疾当生无间道定，初得无间得一分真实三摩地，名大乘忍加行道，速疾当生无间道定，初得无间得一分真实三摩地，名大乘忍加行道，速疾当生无间道定，初得无间

三摩地，名大乘世第一，法加行道。三摩地，名大乘世第一，法加行道。三摩地，名大乘世第一，法加行道。三摩地，名大乘世第一，法加行道。

又：初证对法性义共相明显的禅定而称大乘加行暖位；初证对法又：初证对法性义共相明显的禅定而称大乘加行暖位；初证对法又：初证对法性义共相明显的禅定而称大乘加行暖位；初证对法又：初证对法性义共相明显的禅定而称大乘加行暖位；初证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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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义共相明光的禅定而称大乘加行顶位；殊证对法性义共相明显的禅性义共相明光的禅定而称大乘加行顶位；殊证对法性义共相明显的禅性义共相明光的禅定而称大乘加行顶位；殊证对法性义共相明显的禅性义共相明光的禅定而称大乘加行顶位；殊证对法性义共相明显的禅

定且初证能趣一方禅定而称大乘加行忍位；证得速增无间禅定的刹那定且初证能趣一方禅定而称大乘加行忍位；证得速增无间禅定的刹那定且初证能趣一方禅定而称大乘加行忍位；证得速增无间禅定的刹那定且初证能趣一方禅定而称大乘加行忍位；证得速增无间禅定的刹那

禅定而称大乘加行善法位。禅定而称大乘加行善法位。禅定而称大乘加行善法位。禅定而称大乘加行善法位。

有说于法性有说于法性有说于法性有说于法性，，，，初得光明名暖彼增忍等初得光明名暖彼增忍等初得光明名暖彼增忍等初得光明名暖彼增忍等，，，，名顶忍等名顶忍等名顶忍等名顶忍等，，，，不应道理不应道理不应道理不应道理，，，，以决以决以决以决

定种性，大乘加行道暖等四位，皆是分别，故于自境必不明了，其明定种性，大乘加行道暖等四位，皆是分别，故于自境必不明了，其明定种性，大乘加行道暖等四位，皆是分别，故于自境必不明了，其明定种性，大乘加行道暖等四位，皆是分别，故于自境必不明了，其明

了心，定是无分别故，释量论云，了心，定是无分别故，释量论云，了心，定是无分别故，释量论云，了心，定是无分别故，释量论云，<<<<彼明了诸心许为无分别。彼明了诸心许为无分别。彼明了诸心许为无分别。彼明了诸心许为无分别。>>>>

有人认为：对法性初证明显称暖位；此位增长称忍位。这是不正确有人认为：对法性初证明显称暖位；此位增长称忍位。这是不正确有人认为：对法性初证明显称暖位；此位增长称忍位。这是不正确有人认为：对法性初证明显称暖位；此位增长称忍位。这是不正确

的观点。因为大乘具种加行暖等四位是分别心，对所缘不能明显，而的观点。因为大乘具种加行暖等四位是分别心，对所缘不能明显，而的观点。因为大乘具种加行暖等四位是分别心，对所缘不能明显，而的观点。因为大乘具种加行暖等四位是分别心，对所缘不能明显，而

明显意识是没有分别心的明显意识是没有分别心的明显意识是没有分别心的明显意识是没有分别心的。。。。《释量论》曰《释量论》曰《释量论》曰《释量论》曰：：：：““““显示明亮之意识，称其无显示明亮之意识，称其无显示明亮之意识，称其无显示明亮之意识，称其无

分别心识分别心识分别心识分别心识””””。。。。

戊二戊二戊二戊二 释圣道分三释圣道分三释圣道分三释圣道分三 己一己一己一己一 大乘见道分四大乘见道分四大乘见道分四大乘见道分四

（（（（三三三三））））、大乘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见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初，行相，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相。初，行相，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相。初，行相，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相。初，行相，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相。

1111、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的定义。、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的定义。、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的定义。、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的定义。

二，分别，此中分三，谓是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见道二，分别，此中分三，谓是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见道二，分别，此中分三，谓是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见道二，分别，此中分三，谓是道根本智，后得智，俱非彼二之见道，，，，

见道根本智中。复分为三，谓无间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根本智，见道根本智中。复分为三，谓无间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根本智，见道根本智中。复分为三，谓无间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根本智，见道根本智中。复分为三，谓无间道，解脱道，俱非彼二之根本智，

真能对治自所应断分别实执之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无间道相。真能对治自所应断分别实执之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无间道相。真能对治自所应断分别实执之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无间道相。真能对治自所应断分别实执之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无间道相。

2222、分为：见道定智、见道后得智和非两者见道。、分为：见道定智、见道后得智和非两者见道。、分为：见道定智、见道后得智和非两者见道。、分为：见道定智、见道后得智和非两者见道。

成为自缘应断遍计实执实对治的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无间道成为自缘应断遍计实执实对治的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无间道成为自缘应断遍计实执实对治的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无间道成为自缘应断遍计实执实对治的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无间道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此分八忍，彼与大乘见道无间道义同，永断分别所知障所显之大乘此分八忍，彼与大乘见道无间道义同，永断分别所知障所显之大乘此分八忍，彼与大乘见道无间道义同，永断分别所知障所显之大乘此分八忍，彼与大乘见道无间道义同，永断分别所知障所显之大乘

谛现观，是大乘见道解脱道相。谛现观，是大乘见道解脱道相。谛现观，是大乘见道解脱道相。谛现观，是大乘见道解脱道相。

分为：大乘见道八忍，其与大乘见道无间道同义。分为：大乘见道八忍，其与大乘见道无间道同义。分为：大乘见道八忍，其与大乘见道无间道同义。分为：大乘见道八忍，其与大乘见道无间道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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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断弃遍计智障动力的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解脱道定义。成为断弃遍计智障动力的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解脱道定义。成为断弃遍计智障动力的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解脱道定义。成为断弃遍计智障动力的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解脱道定义。

此分八智，与彼大乘见道解脱道义同，俱非彼二之见道根本智者，此分八智，与彼大乘见道解脱道义同，俱非彼二之见道根本智者，此分八智，与彼大乘见道解脱道义同，俱非彼二之见道根本智者，此分八智，与彼大乘见道解脱道义同，俱非彼二之见道根本智者，

如专住人无我之大乘见道，及专住二取空之大乘见道，并大乘见道后如专住人无我之大乘见道，及专住二取空之大乘见道，并大乘见道后如专住人无我之大乘见道，及专住二取空之大乘见道，并大乘见道后如专住人无我之大乘见道，及专住二取空之大乘见道，并大乘见道后

得智后，仍专住空性，见道所摄之初地智。得智后，仍专住空性，见道所摄之初地智。得智后，仍专住空性，见道所摄之初地智。得智后，仍专住空性，见道所摄之初地智。

其又分为其又分为其又分为其又分为：：：：大乘见道八智大乘见道八智大乘见道八智大乘见道八智，，，，其与大乘见道解脱道同义其与大乘见道解脱道同义其与大乘见道解脱道同义其与大乘见道解脱道同义。。。。非两者见道非两者见道非两者见道非两者见道

定慧为定慧为定慧为定慧为：：：：对人无我一心定观的大乘见道和对二空一心定观的大乘见道对人无我一心定观的大乘见道和对二空一心定观的大乘见道对人无我一心定观的大乘见道和对二空一心定观的大乘见道对人无我一心定观的大乘见道和对二空一心定观的大乘见道，，，，

及大乘见道后得智之后复对空性一心定观的见道所摄初地智慧。及大乘见道后得智之后复对空性一心定观的见道所摄初地智慧。及大乘见道后得智之后复对空性一心定观的见道所摄初地智慧。及大乘见道后得智之后复对空性一心定观的见道所摄初地智慧。

大乘见道解脱道起后之智，复是彼身中之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大乘见道解脱道起后之智，复是彼身中之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大乘见道解脱道起后之智，复是彼身中之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大乘见道解脱道起后之智，复是彼身中之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

后得智相，彼与大乘见道后得智义同，总之根本定有二，谓世间根本后得智相，彼与大乘见道后得智义同，总之根本定有二，谓世间根本后得智相，彼与大乘见道后得智义同，总之根本定有二，谓世间根本后得智相，彼与大乘见道后得智义同，总之根本定有二，谓世间根本

定，如静虑无色等，二初世根本定。定，如静虑无色等，二初世根本定。定，如静虑无色等，二初世根本定。定，如静虑无色等，二初世根本定。

既是由大乘见道解脱道之后所生的智慧，又是具此智慧者心续显既是由大乘见道解脱道之后所生的智慧，又是具此智慧者心续显既是由大乘见道解脱道之后所生的智慧，又是具此智慧者心续显既是由大乘见道解脱道之后所生的智慧，又是具此智慧者心续显

现的大乘谛现观现的大乘谛现观现的大乘谛现观现的大乘谛现观，，，，是大乘见道后得智定义是大乘见道后得智定义是大乘见道后得智定义是大乘见道后得智定义。。。。它与大乘见道后得智同义它与大乘见道后得智同义它与大乘见道后得智同义它与大乘见道后得智同义。。。。

一般对根本定可分为：世间无色禅定和出世间无分别心识禅定两种。一般对根本定可分为：世间无色禅定和出世间无分别心识禅定两种。一般对根本定可分为：世间无色禅定和出世间无分别心识禅定两种。一般对根本定可分为：世间无色禅定和出世间无分别心识禅定两种。

如无分别慧如无分别慧如无分别慧如无分别慧，，，，后得亦有二后得亦有二后得亦有二后得亦有二，，，，如起静虑之欲界心如起静虑之欲界心如起静虑之欲界心如起静虑之欲界心，，，，是世间后得是世间后得是世间后得是世间后得，，，，二如二如二如二如

由初世道根本定力所引与彼所缘行相随顺通达实空如幻之心，是根本由初世道根本定力所引与彼所缘行相随顺通达实空如幻之心，是根本由初世道根本定力所引与彼所缘行相随顺通达实空如幻之心，是根本由初世道根本定力所引与彼所缘行相随顺通达实空如幻之心，是根本

定所摄之后得，今此大乘见道后得智是根本定所摄之后得，若忘失根定所摄之后得，今此大乘见道后得智是根本定所摄之后得，若忘失根定所摄之后得，今此大乘见道后得智是根本定所摄之后得，若忘失根定所摄之后得，今此大乘见道后得智是根本定所摄之后得，若忘失根

本定所缘时之散意识，是散后得，在有学位，根本后得虽属相违，然本定所缘时之散意识，是散后得，在有学位，根本后得虽属相违，然本定所缘时之散意识，是散后得，在有学位，根本后得虽属相违，然本定所缘时之散意识，是散后得，在有学位，根本后得虽属相违，然

在佛地，根本后得许为一体，俱非根本后得之大乘见道，如大乘见道在佛地，根本后得许为一体，俱非根本后得之大乘见道，如大乘见道在佛地，根本后得许为一体，俱非根本后得之大乘见道，如大乘见道在佛地，根本后得许为一体，俱非根本后得之大乘见道，如大乘见道

无间道者身中，世俗发心，及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慧。无间道者身中，世俗发心，及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慧。无间道者身中，世俗发心，及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慧。无间道者身中，世俗发心，及通达无常等十六行相之慧。

后得位可分为：想出定的欲念为世间后得位，修出世道的定力对后得位可分为：想出定的欲念为世间后得位，修出世道的定力对后得位可分为：想出定的欲念为世间后得位，修出世道的定力对后得位可分为：想出定的欲念为世间后得位，修出世道的定力对

其缘相所顺之谛空如幻定慧所摄受的两种后得位，继而产生的大乘见其缘相所顺之谛空如幻定慧所摄受的两种后得位，继而产生的大乘见其缘相所顺之谛空如幻定慧所摄受的两种后得位，继而产生的大乘见其缘相所顺之谛空如幻定慧所摄受的两种后得位，继而产生的大乘见

道后得智是禅定所摄受的后得位。如：忘记定中所缘相等等的疏忽心道后得智是禅定所摄受的后得位。如：忘记定中所缘相等等的疏忽心道后得智是禅定所摄受的后得位。如：忘记定中所缘相等等的疏忽心道后得智是禅定所摄受的后得位。如：忘记定中所缘相等等的疏忽心

识，是不扎实（疏忽）的后得位。识，是不扎实（疏忽）的后得位。识，是不扎实（疏忽）的后得位。识，是不扎实（疏忽）的后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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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时期定位与出定位虽然相互矛盾，但在佛地其两者是同一性体。学道时期定位与出定位虽然相互矛盾，但在佛地其两者是同一性体。学道时期定位与出定位虽然相互矛盾，但在佛地其两者是同一性体。学道时期定位与出定位虽然相互矛盾，但在佛地其两者是同一性体。

非定与出定的大乘见道如：大乘见道无间道心续中的世俗发心和知无非定与出定的大乘见道如：大乘见道无间道心续中的世俗发心和知无非定与出定的大乘见道如：大乘见道无间道心续中的世俗发心和知无非定与出定的大乘见道如：大乘见道无间道心续中的世俗发心和知无

常等十六意识。常等十六意识。常等十六意识。常等十六意识。

三，异名，大乘见道身中之智，大乘谛现观，大乘见道等，一义异三，异名，大乘见道身中之智，大乘谛现观，大乘见道等，一义异三，异名，大乘见道身中之智，大乘谛现观，大乘见道等，一义异三，异名，大乘见道身中之智，大乘谛现观，大乘见道等，一义异

名。名。名。名。

3333、大乘见道士心续中的智慧、大乘谛现观和大乘见道同义异名。、大乘见道士心续中的智慧、大乘谛现观和大乘见道同义异名。、大乘见道士心续中的智慧、大乘谛现观和大乘见道同义异名。、大乘见道士心续中的智慧、大乘谛现观和大乘见道同义异名。

四，生起之理，谓专住法性之大乘加行道上品世第一法智，与大四，生起之理，谓专住法性之大乘加行道上品世第一法智，与大四，生起之理，谓专住法性之大乘加行道上品世第一法智，与大四，生起之理，谓专住法性之大乘加行道上品世第一法智，与大

乘见道无间道，大乘见道解脱道同一定而生，其后乃生大乘见道后得乘见道无间道，大乘见道解脱道同一定而生，其后乃生大乘见道后得乘见道无间道，大乘见道解脱道同一定而生，其后乃生大乘见道后得乘见道无间道，大乘见道解脱道同一定而生，其后乃生大乘见道后得

智。智。智。智。

4444、所生状况：、所生状况：、所生状况：、所生状况：

对法性一心定观的大乘加行大善法智慧和大乘见道无间道、大乘对法性一心定观的大乘加行大善法智慧和大乘见道无间道、大乘对法性一心定观的大乘加行大善法智慧和大乘见道无间道、大乘对法性一心定观的大乘加行大善法智慧和大乘见道无间道、大乘

见道解脱道同一时刻生起。此后继而生大乘见道后得智。见道解脱道同一时刻生起。此后继而生大乘见道后得智。见道解脱道同一时刻生起。此后继而生大乘见道后得智。见道解脱道同一时刻生起。此后继而生大乘见道后得智。

见道无间断除所断之理：见道无间断除所断之理：见道无间断除所断之理：见道无间断除所断之理：

见道无间道所断应断状况是：见道无间道所断应断状况是：见道无间道所断应断状况是：见道无间道所断应断状况是：

谓大乘加行道人身中将生大乘见道无间道谓大乘加行道人身中将生大乘见道无间道谓大乘加行道人身中将生大乘见道无间道谓大乘加行道人身中将生大乘见道无间道，，，，与彼亲所应断分别所知与彼亲所应断分别所知与彼亲所应断分别所知与彼亲所应断分别所知

障将灭同时障将灭同时障将灭同时障将灭同时，，，，若彼身中若彼身中若彼身中若彼身中，，，，正生八忍体性之见道无间道正生八忍体性之见道无间道正生八忍体性之见道无间道正生八忍体性之见道无间道，，，，与彼亲所应断与彼亲所应断与彼亲所应断与彼亲所应断，，，，

毕竟灭尽同时，尔时彼加行道即转成见道，譬如驱贼出门也。毕竟灭尽同时，尔时彼加行道即转成见道，譬如驱贼出门也。毕竟灭尽同时，尔时彼加行道即转成见道，譬如驱贼出门也。毕竟灭尽同时，尔时彼加行道即转成见道，譬如驱贼出门也。

大乘加行道士心续对大乘见道无间道产生明显状态和此道应断遍大乘加行道士心续对大乘见道无间道产生明显状态和此道应断遍大乘加行道士心续对大乘见道无间道产生明显状态和此道应断遍大乘加行道士心续对大乘见道无间道产生明显状态和此道应断遍

计智慧得到明显制止为同时。其心续产生性体为八忍的见道无间道和计智慧得到明显制止为同时。其心续产生性体为八忍的见道无间道和计智慧得到明显制止为同时。其心续产生性体为八忍的见道无间道和计智慧得到明显制止为同时。其心续产生性体为八忍的见道无间道和

见道应断全部制止为同时。此时加行道士便成为见道士，好比把小偷见道应断全部制止为同时。此时加行道士便成为见道士，好比把小偷见道应断全部制止为同时。此时加行道士便成为见道士，好比把小偷见道应断全部制止为同时。此时加行道士便成为见道士，好比把小偷

赶出门外一样；赶出门外一样；赶出门外一样；赶出门外一样；

尔时虽得远离见惑之非择灭尔时虽得远离见惑之非择灭尔时虽得远离见惑之非择灭尔时虽得远离见惑之非择灭，，，，然未得择灭然未得择灭然未得择灭然未得择灭，，，，其第二刹那生起八智体其第二刹那生起八智体其第二刹那生起八智体其第二刹那生起八智体

性见道解脱道时，乃得永断见惑之择灭，如贼出门而闭户也。性见道解脱道时，乃得永断见惑之择灭，如贼出门而闭户也。性见道解脱道时，乃得永断见惑之择灭，如贼出门而闭户也。性见道解脱道时，乃得永断见惑之择灭，如贼出门而闭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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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虽已证得远离见断非分别抉择灭，但未证得分别抉择灭。其第此时虽已证得远离见断非分别抉择灭，但未证得分别抉择灭。其第此时虽已证得远离见断非分别抉择灭，但未证得分别抉择灭。其第此时虽已证得远离见断非分别抉择灭，但未证得分别抉择灭。其第

二刹那心生八智性能的见道解脱道时，便证得见道应断分别抉择灭，二刹那心生八智性能的见道解脱道时，便证得见道应断分别抉择灭，二刹那心生八智性能的见道解脱道时，便证得见道应断分别抉择灭，二刹那心生八智性能的见道解脱道时，便证得见道应断分别抉择灭，

好比把小偷赶出门外后，把门堵死一样。好比把小偷赶出门外后，把门堵死一样。好比把小偷赶出门外后，把门堵死一样。好比把小偷赶出门外后，把门堵死一样。

己二己二己二己二 大乘修道分四大乘修道分四大乘修道分四大乘修道分四

（（（（四四四四））））、大乘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修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初，行相，大乘之随现观，是大乘修道相。初，行相，大乘之随现观，是大乘修道相。初，行相，大乘之随现观，是大乘修道相。初，行相，大乘之随现观，是大乘修道相。

1111、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的定义。、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的定义。、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的定义。、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的定义。

二，分别，有大乘修道根本智等三。二，分别，有大乘修道根本智等三。二，分别，有大乘修道根本智等三。二，分别，有大乘修道根本智等三。

2222、分为：大乘修道定智、后得智和非两者智慧。、分为：大乘修道定智、后得智和非两者智慧。、分为：大乘修道定智、后得智和非两者智慧。、分为：大乘修道定智、后得智和非两者智慧。

专住三种无我随一之境专住三种无我随一之境专住三种无我随一之境专住三种无我随一之境，，，，复是彼身中现行之大乘随现观复是彼身中现行之大乘随现观复是彼身中现行之大乘随现观复是彼身中现行之大乘随现观，，，，是大乘修是大乘修是大乘修是大乘修

道根本智相，此分大乘修道无间道等三。道根本智相，此分大乘修道无间道等三。道根本智相，此分大乘修道无间道等三。道根本智相，此分大乘修道无间道等三。

既是成为对自缘（对象）三种无我中的其中之一能一心定观、且既是成为对自缘（对象）三种无我中的其中之一能一心定观、且既是成为对自缘（对象）三种无我中的其中之一能一心定观、且既是成为对自缘（对象）三种无我中的其中之一能一心定观、且

能使此道士心续中对其显现的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定智慧的定义。能使此道士心续中对其显现的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定智慧的定义。能使此道士心续中对其显现的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定智慧的定义。能使此道士心续中对其显现的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定智慧的定义。

分为：大乘修道无间道等三种。分为：大乘修道无间道等三种。分为：大乘修道无间道等三种。分为：大乘修道无间道等三种。

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大乘随现观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大乘随现观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大乘随现观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大乘随现观，，，，是大乘修道无间道相是大乘修道无间道相是大乘修道无间道相是大乘修道无间道相，，，，

此分下等四品，中等三品，上等四品，共十一品，以彼所断修惑分别此分下等四品，中等三品，上等四品，共十一品，以彼所断修惑分别此分下等四品，中等三品，上等四品，共十一品，以彼所断修惑分别此分下等四品，中等三品，上等四品，共十一品，以彼所断修惑分别

中，俱生烦恼障，俱生所知障，各分十一品而断除故。中，俱生烦恼障，俱生所知障，各分十一品而断除故。中，俱生烦恼障，俱生所知障，各分十一品而断除故。中，俱生烦恼障，俱生所知障，各分十一品而断除故。

成为应断自分俱生实执正对治的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无间道成为应断自分俱生实执正对治的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无间道成为应断自分俱生实执正对治的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无间道成为应断自分俱生实执正对治的大乘后现观，是大乘修道无间道

的定义。分为：小四种、中三种和大四种共十一种道。是因为对应断的定义。分为：小四种、中三种和大四种共十一种道。是因为对应断的定义。分为：小四种、中三种和大四种共十一种道。是因为对应断的定义。分为：小四种、中三种和大四种共十一种道。是因为对应断

修断分别心的俱生烦恼障和俱生智障分十一次断弃之故。修断分别心的俱生烦恼障和俱生智障分十一次断弃之故。修断分别心的俱生烦恼障和俱生智障分十一次断弃之故。修断分别心的俱生烦恼障和俱生智障分十一次断弃之故。

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上上品之大乘修道无间道，是大乘修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上上品之大乘修道无间道，是大乘修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上上品之大乘修道无间道，是大乘修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上上品之大乘修道无间道，是大乘修

道无间道下下品相，此分初地修道无间道，与二地修道无间道之二，道无间道下下品相，此分初地修道无间道，与二地修道无间道之二，道无间道下下品相，此分初地修道无间道，与二地修道无间道之二，道无间道下下品相，此分初地修道无间道，与二地修道无间道之二，

解脱自因无间道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大乘随现观解脱自因无间道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大乘随现观解脱自因无间道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大乘随现观解脱自因无间道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大乘随现观，，，，是大乘修道解脱道相是大乘修道解脱道相是大乘修道解脱道相是大乘修道解脱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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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九品。此分九品。此分九品。此分九品。

成为对应断自分俱生实执大之大正对治的大乘修道无间道，是大成为对应断自分俱生实执大之大正对治的大乘修道无间道，是大成为对应断自分俱生实执大之大正对治的大乘修道无间道，是大成为对应断自分俱生实执大之大正对治的大乘修道无间道，是大

乘修道无间道小小道的定义。分为：初地修道无间道和二地无间道两乘修道无间道小小道的定义。分为：初地修道无间道和二地无间道两乘修道无间道小小道的定义。分为：初地修道无间道和二地无间道两乘修道无间道小小道的定义。分为：初地修道无间道和二地无间道两

种。引导自我从无间道应断自分俱生实执中解脱的大乘后现观，是大种。引导自我从无间道应断自分俱生实执中解脱的大乘后现观，是大种。引导自我从无间道应断自分俱生实执中解脱的大乘后现观，是大种。引导自我从无间道应断自分俱生实执中解脱的大乘后现观，是大

乘修道解脱道定义。分为九类。乘修道解脱道定义。分为九类。乘修道解脱道定义。分为九类。乘修道解脱道定义。分为九类。

三，异名，大乘修道，大乘随现观，一义异名。三，异名，大乘修道，大乘随现观，一义异名。三，异名，大乘修道，大乘随现观，一义异名。三，异名，大乘修道，大乘随现观，一义异名。

3333、大乘修道和大乘后现观同义异名。、大乘修道和大乘后现观同义异名。、大乘修道和大乘后现观同义异名。、大乘修道和大乘后现观同义异名。

四四四四，，，，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生起之理，，，，见道菩萨身中见道菩萨身中见道菩萨身中见道菩萨身中，，，，初生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初生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初生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之初生真能对治自所应断俱生实执之

无间道时，即由见道转入修道。无间道时，即由见道转入修道。无间道时，即由见道转入修道。无间道时，即由见道转入修道。

4444、所生状况：、所生状况：、所生状况：、所生状况：

菩提见道士心中产生应断自分俱生实执正对治的无间道时菩提见道士心中产生应断自分俱生实执正对治的无间道时菩提见道士心中产生应断自分俱生实执正对治的无间道时菩提见道士心中产生应断自分俱生实执正对治的无间道时，，，，便可便可便可便可

断定由见道成为修道。断定由见道成为修道。断定由见道成为修道。断定由见道成为修道。

大乘修道无间道断除所断之理：大乘修道无间道断除所断之理：大乘修道无间道断除所断之理：大乘修道无间道断除所断之理：

大乘修道无间道应断断弃状况是：大乘修道无间道应断断弃状况是：大乘修道无间道应断断弃状况是：大乘修道无间道应断断弃状况是：

若依定性大乘增上若依定性大乘增上若依定性大乘增上若依定性大乘增上，，，，上上品修断烦恼上上品修断烦恼上上品修断烦恼上上品修断烦恼，，，，与上上品修断所知障与上上品修断所知障与上上品修断所知障与上上品修断所知障，，，，俱分俱分俱分俱分

粗微二品，如是下下品，每分为二，其修所断分十一品，以十一品修粗微二品，如是下下品，每分为二，其修所断分十一品，以十一品修粗微二品，如是下下品，每分为二，其修所断分十一品，以十一品修粗微二品，如是下下品，每分为二，其修所断分十一品，以十一品修

道无间断而断除，以初地修道无间道，顿断三界九地上上品中粗九品道无间断而断除，以初地修道无间道，顿断三界九地上上品中粗九品道无间断而断除，以初地修道无间道，顿断三界九地上上品中粗九品道无间断而断除，以初地修道无间道，顿断三界九地上上品中粗九品

修所断烦恼。修所断烦恼。修所断烦恼。修所断烦恼。

以大乘具种而言，对修断烦恼粗之粗和修断智障大之大分大小两以大乘具种而言，对修断烦恼粗之粗和修断智障大之大分大小两以大乘具种而言，对修断烦恼粗之粗和修断智障大之大分大小两以大乘具种而言，对修断烦恼粗之粗和修断智障大之大分大小两

类，以此对修断烦恼障细之细和修断智慧障小之小也分大小两类。修类，以此对修断烦恼障细之细和修断智慧障小之小也分大小两类。修类，以此对修断烦恼障细之细和修断智慧障小之小也分大小两类。修类，以此对修断烦恼障细之细和修断智慧障小之小也分大小两类。修

断十一类由修道无间十一道来断弃，是因为初地修道无间道对三界九断十一类由修道无间十一道来断弃，是因为初地修道无间道对三界九断十一类由修道无间十一道来断弃，是因为初地修道无间道对三界九断十一类由修道无间十一道来断弃，是因为初地修道无间道对三界九

地的修断烦恼粗之粗分为两类的粗九类一次性断弃。地的修断烦恼粗之粗分为两类的粗九类一次性断弃。地的修断烦恼粗之粗分为两类的粗九类一次性断弃。地的修断烦恼粗之粗分为两类的粗九类一次性断弃。

二地修道无间道，顿断三界九地上上品中细九品修所断烦恼，如二地修道无间道，顿断三界九地上上品中细九品修所断烦恼，如二地修道无间道，顿断三界九地上上品中细九品修所断烦恼，如二地修道无间道，顿断三界九地上上品中细九品修所断烦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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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地修道无间道，乃至九地修道无间道，如其次第顿断九地上中九是三地修道无间道，乃至九地修道无间道，如其次第顿断九地上中九是三地修道无间道，乃至九地修道无间道，如其次第顿断九地上中九是三地修道无间道，乃至九地修道无间道，如其次第顿断九地上中九

品，乃至下中九品修所断，十地前心修道无间道顿断九地下下品中粗品，乃至下中九品修所断，十地前心修道无间道顿断九地下下品中粗品，乃至下中九品修所断，十地前心修道无间道顿断九地下下品中粗品，乃至下中九品修所断，十地前心修道无间道顿断九地下下品中粗

九品修所断九品修所断九品修所断九品修所断，，，，十地后心修道无间道顿断九地下下品中细九品修所断故十地后心修道无间道顿断九地下下品中细九品修所断故十地后心修道无间道顿断九地下下品中细九品修所断故十地后心修道无间道顿断九地下下品中细九品修所断故。。。。

依此类推，二地修道无间道对三界九地的修断烦恼粗之粗分为两依此类推，二地修道无间道对三界九地的修断烦恼粗之粗分为两依此类推，二地修道无间道对三界九地的修断烦恼粗之粗分为两依此类推，二地修道无间道对三界九地的修断烦恼粗之粗分为两

类的细九类一次性断弃类的细九类一次性断弃类的细九类一次性断弃类的细九类一次性断弃。。。。从二地修道无间道至九地修道无间道按次序从二地修道无间道至九地修道无间道按次序从二地修道无间道至九地修道无间道按次序从二地修道无间道至九地修道无间道按次序：：：：

九地修断粗之中至细之中之间同九类一次性断弃；十地前部修道无间九地修断粗之中至细之中之间同九类一次性断弃；十地前部修道无间九地修断粗之中至细之中之间同九类一次性断弃；十地前部修道无间九地修断粗之中至细之中之间同九类一次性断弃；十地前部修道无间

道对九地修断细之细分为两类的粗九类一次性断弃；十地后部修道无道对九地修断细之细分为两类的粗九类一次性断弃；十地后部修道无道对九地修断细之细分为两类的粗九类一次性断弃；十地后部修道无道对九地修断细之细分为两类的粗九类一次性断弃；十地后部修道无

间道对九地修断细之细分为两类的细九类一次性断弃。间道对九地修断细之细分为两类的细九类一次性断弃。间道对九地修断细之细分为两类的细九类一次性断弃。间道对九地修断细之细分为两类的细九类一次性断弃。

若依先证阿罗汉增上若依先证阿罗汉增上若依先证阿罗汉增上若依先证阿罗汉增上，，，，则无烦恼可断则无烦恼可断则无烦恼可断则无烦恼可断，，，，唯分十一品所知障而断除唯分十一品所知障而断除唯分十一品所知障而断除唯分十一品所知障而断除，，，，

由是当知由是当知由是当知由是当知，，，，菩萨修道无间道上上品菩萨修道无间道上上品菩萨修道无间道上上品菩萨修道无间道上上品，，，，与等觉无间道菩萨修道金刚喻定与等觉无间道菩萨修道金刚喻定与等觉无间道菩萨修道金刚喻定与等觉无间道菩萨修道金刚喻定，，，，

皆是一义。皆是一义。皆是一义。皆是一义。

对以前证得过罗汉果者而言，没有烦恼障，只有智慧障，需要分对以前证得过罗汉果者而言，没有烦恼障，只有智慧障，需要分对以前证得过罗汉果者而言，没有烦恼障，只有智慧障，需要分对以前证得过罗汉果者而言，没有烦恼障，只有智慧障，需要分

十一次断弃十一次断弃十一次断弃十一次断弃。。。。因此因此因此因此，，，，要懂得菩提修道无间道大之大与相续后际要懂得菩提修道无间道大之大与相续后际要懂得菩提修道无间道大之大与相续后际要懂得菩提修道无间道大之大与相续后际（（（（最后最后最后最后））））

无间道和菩提修道金刚禅定同义。无间道和菩提修道金刚禅定同义。无间道和菩提修道金刚禅定同义。无间道和菩提修道金刚禅定同义。

己二己二己二己二 大乘无学道分四大乘无学道分四大乘无学道分四大乘无学道分四

（（（（五五五五））））、大乘无学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无学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无学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大乘无学道分定义、分类、异名、所生状况四部分讲述。

初，行相，尽断二障之究竟智，是大乘无学道相。初，行相，尽断二障之究竟智，是大乘无学道相。初，行相，尽断二障之究竟智，是大乘无学道相。初，行相，尽断二障之究竟智，是大乘无学道相。

1111、断尽烦恼与智慧二障的终极智慧是大乘无学道的定义。、断尽烦恼与智慧二障的终极智慧是大乘无学道的定义。、断尽烦恼与智慧二障的终极智慧是大乘无学道的定义。、断尽烦恼与智慧二障的终极智慧是大乘无学道的定义。

二，分别，此分如所有智，与尽所有智之二，此中复分大圆镜智等二，分别，此分如所有智，与尽所有智之二，此中复分大圆镜智等二，分别，此分如所有智，与尽所有智之二，此中复分大圆镜智等二，分别，此分如所有智，与尽所有智之二，此中复分大圆镜智等

五。五。五。五。

2222、分为：如所有知智慧和尽所有知智慧。又可分为如、分为：如所有知智慧和尽所有知智慧。又可分为如、分为：如所有知智慧和尽所有知智慧。又可分为如、分为：如所有知智慧和尽所有知智慧。又可分为如::::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大圆镜智、、、、

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事智和法界体性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事智和法界体性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事智和法界体性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事智和法界体性智。

三三三三，，，，异名异名异名异名，，，，一切种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大乘无学道大乘无学道大乘无学道大乘无学道，，，，智法身等智法身等智法身等智法身等，，，，一义异名一义异名一义异名一义异名。。。。3333、、、、遍知遍知遍知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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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无学道和智慧法体同义异名。大乘无学道和智慧法体同义异名。大乘无学道和智慧法体同义异名。大乘无学道和智慧法体同义异名。

四，生起之理，住等觉无间道之菩萨，是修道人，于彼无间道时，四，生起之理，住等觉无间道之菩萨，是修道人，于彼无间道时，四，生起之理，住等觉无间道之菩萨，是修道人，于彼无间道时，四，生起之理，住等觉无间道之菩萨，是修道人，于彼无间道时，

其生第一刹那一切种智之无碍因功能圆满具有二十一类与漏智之功能其生第一刹那一切种智之无碍因功能圆满具有二十一类与漏智之功能其生第一刹那一切种智之无碍因功能圆满具有二十一类与漏智之功能其生第一刹那一切种智之无碍因功能圆满具有二十一类与漏智之功能

种性，彼无间道，于法性上离二取相，彼智现见及彼所定，俱无少分种性，彼无间道，于法性上离二取相，彼智现见及彼所定，俱无少分种性，彼无间道，于法性上离二取相，彼智现见及彼所定，俱无少分种性，彼无间道，于法性上离二取相，彼智现见及彼所定，俱无少分

世俗境界。世俗境界。世俗境界。世俗境界。

4444、所生状况：、所生状况：、所生状况：、所生状况：

住相续后际无间道菩萨属修道士，其无间道时，具有生遍知第一刹住相续后际无间道菩萨属修道士，其无间道时，具有生遍知第一刹住相续后际无间道菩萨属修道士，其无间道时，具有生遍知第一刹住相续后际无间道菩萨属修道士，其无间道时，具有生遍知第一刹

那的因能力无阻无漏智二十一分类能将众类圆满。无间道对其法性消那的因能力无阻无漏智二十一分类能将众类圆满。无间道对其法性消那的因能力无阻无漏智二十一分类能将众类圆满。无间道对其法性消那的因能力无阻无漏智二十一分类能将众类圆满。无间道对其法性消

除二观，从表面相与真实义哪一方，都无一点世俗观。除二观，从表面相与真实义哪一方，都无一点世俗观。除二观，从表面相与真实义哪一方，都无一点世俗观。除二观，从表面相与真实义哪一方，都无一点世俗观。

其第二刹那不动彼定，就见如所有智前，虽无世俗，然就彼现见前其第二刹那不动彼定，就见如所有智前，虽无世俗，然就彼现见前其第二刹那不动彼定，就见如所有智前，虽无世俗，然就彼现见前其第二刹那不动彼定，就见如所有智前，虽无世俗，然就彼现见前

则现见一切尽所有性如观掌中庵摩罗果则现见一切尽所有性如观掌中庵摩罗果则现见一切尽所有性如观掌中庵摩罗果则现见一切尽所有性如观掌中庵摩罗果，，，，即一刹那智即一刹那智即一刹那智即一刹那智，，，，俱是如所有智俱是如所有智俱是如所有智俱是如所有智，，，，

与尽所有智。与尽所有智。与尽所有智。与尽所有智。

其第二刹那定观坚定不移地实观其道，对如所有法，没有世俗观。其第二刹那定观坚定不移地实观其道，对如所有法，没有世俗观。其第二刹那定观坚定不移地实观其道，对如所有法，没有世俗观。其第二刹那定观坚定不移地实观其道，对如所有法，没有世俗观。

且成为对万法如观掌中新鲜庵摩罗迦果（余甘子）那样清楚直观的刹且成为对万法如观掌中新鲜庵摩罗迦果（余甘子）那样清楚直观的刹且成为对万法如观掌中新鲜庵摩罗迦果（余甘子）那样清楚直观的刹且成为对万法如观掌中新鲜庵摩罗迦果（余甘子）那样清楚直观的刹

那现观智属于如所有知智慧和尽所有知智慧两者的同分（同基那现观智属于如所有知智慧和尽所有知智慧两者的同分（同基那现观智属于如所有知智慧和尽所有知智慧两者的同分（同基那现观智属于如所有知智慧和尽所有知智慧两者的同分（同基））））。。。。

其得初刹那一切种智，与尽断所知障，证得佛位，得永断二障之解其得初刹那一切种智，与尽断所知障，证得佛位，得永断二障之解其得初刹那一切种智，与尽断所知障，证得佛位，得永断二障之解其得初刹那一切种智，与尽断所知障，证得佛位，得永断二障之解

脱道，皆悉同时。脱道，皆悉同时。脱道，皆悉同时。脱道，皆悉同时。

证得遍知第一刹那、断尽智障、证得佛位和证得断弃二障解脱道证得遍知第一刹那、断尽智障、证得佛位和证得断弃二障解脱道证得遍知第一刹那、断尽智障、证得佛位和证得断弃二障解脱道证得遍知第一刹那、断尽智障、证得佛位和证得断弃二障解脱道

为同一时刻。为同一时刻。为同一时刻。为同一时刻。

略说三乘正修之差别：在应成派，说真空性，即三众道正所修事略说三乘正修之差别：在应成派，说真空性，即三众道正所修事略说三乘正修之差别：在应成派，说真空性，即三众道正所修事略说三乘正修之差别：在应成派，说真空性，即三众道正所修事，，，，

以说三乘之见道无间道，与见道解脱道俱是专住微细人无我与微细法以说三乘之见道无间道，与见道解脱道俱是专住微细人无我与微细法以说三乘之见道无间道，与见道解脱道俱是专住微细人无我与微细法以说三乘之见道无间道，与见道解脱道俱是专住微细人无我与微细法

无我之根本智故无我之根本智故无我之根本智故无我之根本智故，，，，以破补特伽罗实有以破补特伽罗实有以破补特伽罗实有以破补特伽罗实有，，，，即微细人无我即微细人无我即微细人无我即微细人无我，，，，破蕴等法实有破蕴等法实有破蕴等法实有破蕴等法实有，，，，

即微细法无我故。即微细法无我故。即微细法无我故。即微细法无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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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主要所修的不同点是：三乘主要所修的不同点是：三乘主要所修的不同点是：三乘主要所修的不同点是：

应承派认为：空性是三乘主要所修对象。主要是因为三乘的见道应承派认为：空性是三乘主要所修对象。主要是因为三乘的见道应承派认为：空性是三乘主要所修对象。主要是因为三乘的见道应承派认为：空性是三乘主要所修对象。主要是因为三乘的见道

无间道和见道解脱道都是一心定观细人无我和细法无我的定智。以消无间道和见道解脱道都是一心定观细人无我和细法无我的定智。以消无间道和见道解脱道都是一心定观细人无我和细法无我的定智。以消无间道和见道解脱道都是一心定观细人无我和细法无我的定智。以消

除人实有为细人无我；消除人体五蕴等实有为细法无我。除人实有为细人无我；消除人体五蕴等实有为细法无我。除人实有为细人无我；消除人体五蕴等实有为细法无我。除人实有为细人无我；消除人体五蕴等实有为细法无我。

在自续派与唯识宗，则说三乘所修不同。在自续派与唯识宗，则说三乘所修不同。在自续派与唯识宗，则说三乘所修不同。在自续派与唯识宗，则说三乘所修不同。

自续派和唯识宗认为：三乘主要所修有所不同。自续派和唯识宗认为：三乘主要所修有所不同。自续派和唯识宗认为：三乘主要所修有所不同。自续派和唯识宗认为：三乘主要所修有所不同。

如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如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如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如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说细微法无我说细微法无我说细微法无我说细微法无我，，，，是菩萨道正所修事是菩萨道正所修事是菩萨道正所修事是菩萨道正所修事，，，，能所取能所取能所取能所取

空粗法无我空粗法无我空粗法无我空粗法无我，，，，是独觉道正所修事是独觉道正所修事是独觉道正所修事是独觉道正所修事，，，，补特伽罗由自立体空之细微人无我补特伽罗由自立体空之细微人无我补特伽罗由自立体空之细微人无我补特伽罗由自立体空之细微人无我，，，，

是声闻道正所修事是声闻道正所修事是声闻道正所修事是声闻道正所修事，，，，其正所断其正所断其正所断其正所断，，，，亦说所知障亦说所知障亦说所知障亦说所知障，，，，粗法我执粗法我执粗法我执粗法我执，，，，细微人我执细微人我执细微人我执细微人我执，，，，

如其次第立为菩萨，独觉，声闻之正所断事。如其次第立为菩萨，独觉，声闻之正所断事。如其次第立为菩萨，独觉，声闻之正所断事。如其次第立为菩萨，独觉，声闻之正所断事。

按瑜伽行自续派观点：细法无我是菩萨主要所修；能取所取（精按瑜伽行自续派观点：细法无我是菩萨主要所修；能取所取（精按瑜伽行自续派观点：细法无我是菩萨主要所修；能取所取（精按瑜伽行自续派观点：细法无我是菩萨主要所修；能取所取（精

神与物质）各自为空的粗法无我是缘觉道主要所修；独立自取实有空神与物质）各自为空的粗法无我是缘觉道主要所修；独立自取实有空神与物质）各自为空的粗法无我是缘觉道主要所修；独立自取实有空神与物质）各自为空的粗法无我是缘觉道主要所修；独立自取实有空

的细人无我是声闻道主要所修。主要所断也是：智障和粗法我执、粗的细人无我是声闻道主要所修。主要所断也是：智障和粗法我执、粗的细人无我是声闻道主要所修。主要所断也是：智障和粗法我执、粗的细人无我是声闻道主要所修。主要所断也是：智障和粗法我执、粗

人我执，按顺序是菩萨、缘觉和声闻的主要所断。人我执，按顺序是菩萨、缘觉和声闻的主要所断。人我执，按顺序是菩萨、缘觉和声闻的主要所断。人我执，按顺序是菩萨、缘觉和声闻的主要所断。

顺经部行，与唯识宗，则说声闻独觉智慧正德与正所断，大概相顺经部行，与唯识宗，则说声闻独觉智慧正德与正所断，大概相顺经部行，与唯识宗，则说声闻独觉智慧正德与正所断，大概相顺经部行，与唯识宗，则说声闻独觉智慧正德与正所断，大概相

同，大小乘之差别等，如余处当知。同，大小乘之差别等，如余处当知。同，大小乘之差别等，如余处当知。同，大小乘之差别等，如余处当知。

按经部行派和唯识宗按经部行派和唯识宗按经部行派和唯识宗按经部行派和唯识宗：：：：声闻与缘觉以智慧所证的类性与主要所断成声闻与缘觉以智慧所证的类性与主要所断成声闻与缘觉以智慧所证的类性与主要所断成声闻与缘觉以智慧所证的类性与主要所断成

分大致相同。大小两乘的区别由其它经论去了解。分大致相同。大小两乘的区别由其它经论去了解。分大致相同。大小两乘的区别由其它经论去了解。分大致相同。大小两乘的区别由其它经论去了解。

丙二丙二丙二丙二 别释十地建立分三别释十地建立分三别释十地建立分三别释十地建立分三

十地概论支述十地概论支述十地概论支述十地概论支述：：：：

圣菩萨地以定义、分类、所分义三部分讲述。圣菩萨地以定义、分类、所分义三部分讲述。圣菩萨地以定义、分类、所分义三部分讲述。圣菩萨地以定义、分类、所分义三部分讲述。

丁一丁一丁一丁一 菩萨圣地相菩萨圣地相菩萨圣地相菩萨圣地相

证空性慧与大悲所摄之菩萨圣智证空性慧与大悲所摄之菩萨圣智证空性慧与大悲所摄之菩萨圣智证空性慧与大悲所摄之菩萨圣智,,,,是菩萨圣地相是菩萨圣地相是菩萨圣地相是菩萨圣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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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真实了知空性智和大悲心所摄受的登地菩萨智慧是圣一、定义：真实了知空性智和大悲心所摄受的登地菩萨智慧是圣一、定义：真实了知空性智和大悲心所摄受的登地菩萨智慧是圣一、定义：真实了知空性智和大悲心所摄受的登地菩萨智慧是圣

菩提地定义。菩提地定义。菩提地定义。菩提地定义。

丁二丁二丁二丁二 分别分别分别分别

此分十地此分十地此分十地此分十地，，，，谓初极喜地谓初极喜地谓初极喜地谓初极喜地，，，，二离垢地二离垢地二离垢地二离垢地，，，，三发光地三发光地三发光地三发光地，，，，四焰慧地四焰慧地四焰慧地四焰慧地，，，，五难胜五难胜五难胜五难胜

地，六现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善意地，十法云地。地，六现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善意地，十法云地。地，六现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善意地，十法云地。地，六现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善意地，十法云地。

二、分类：可分为初地欢喜地、二地离垢地、三地发光地、四地焰慧二、分类：可分为初地欢喜地、二地离垢地、三地发光地、四地焰慧二、分类：可分为初地欢喜地、二地离垢地、三地发光地、四地焰慧二、分类：可分为初地欢喜地、二地离垢地、三地发光地、四地焰慧

地、五地极难胜地、六地现前地、七地远行地、八地不动地、九地善地、五地极难胜地、六地现前地、七地远行地、八地不动地、九地善地、五地极难胜地、六地现前地、七地远行地、八地不动地、九地善地、五地极难胜地、六地现前地、七地远行地、八地不动地、九地善

慧地、十地法云地。慧地、十地法云地。慧地、十地法云地。慧地、十地法云地。

菩萨圣地分为十地之理菩萨圣地分为十地之理菩萨圣地分为十地之理菩萨圣地分为十地之理，，，，谓彼十地通达境界谓彼十地通达境界谓彼十地通达境界谓彼十地通达境界，，，，证得功德证得功德证得功德证得功德，，，，皆有不同皆有不同皆有不同皆有不同，，，，

遣除所断，修行功能，由彼后后超胜前前，而立为十故。又彼十地数遣除所断，修行功能，由彼后后超胜前前，而立为十故。又彼十地数遣除所断，修行功能，由彼后后超胜前前，而立为十故。又彼十地数遣除所断，修行功能，由彼后后超胜前前，而立为十故。又彼十地数

亦决定，十种遍净数决定故，分为十地所为义者，为不许大乘有十地亦决定，十种遍净数决定故，分为十地所为义者，为不许大乘有十地亦决定，十种遍净数决定故，分为十地所为义者，为不许大乘有十地亦决定，十种遍净数决定故，分为十地所为义者，为不许大乘有十地

建立之耶分别，以大乘八地为喻，而于大乘分十地故。建立之耶分别，以大乘八地为喻，而于大乘分十地故。建立之耶分别，以大乘八地为喻，而于大乘分十地故。建立之耶分别，以大乘八地为喻，而于大乘分十地故。

对圣菩萨地分为十地对圣菩萨地分为十地对圣菩萨地分为十地对圣菩萨地分为十地，，，，是因为十地各自所观和各自所证得的功德不是因为十地各自所观和各自所证得的功德不是因为十地各自所观和各自所证得的功德不是因为十地各自所观和各自所证得的功德不

同，所修证得的能力后者殊胜于前者的缘故；应该定为十地，是因有同，所修证得的能力后者殊胜于前者的缘故；应该定为十地，是因有同，所修证得的能力后者殊胜于前者的缘故；应该定为十地，是因有同，所修证得的能力后者殊胜于前者的缘故；应该定为十地，是因有

需净十类之故。分为十地的特点，是为了消除不承认对大乘有十地概需净十类之故。分为十地的特点，是为了消除不承认对大乘有十地概需净十类之故。分为十地的特点，是为了消除不承认对大乘有十地概需净十类之故。分为十地的特点，是为了消除不承认对大乘有十地概

论者心中的错误观点论者心中的错误观点论者心中的错误观点论者心中的错误观点，，，，且对小乘八地作一一比喻后且对小乘八地作一一比喻后且对小乘八地作一一比喻后且对小乘八地作一一比喻后，，，，对大乘分为十地对大乘分为十地对大乘分为十地对大乘分为十地。。。。

丁三丁三丁三丁三 分释别义分三分释别义分三分释别义分三分释别义分三

戊一训释戊一训释戊一训释戊一训释 戊二断除所断之特法戊二断除所断之特法戊二断除所断之特法戊二断除所断之特法 戊三功德增上之特法戊三功德增上之特法戊三功德增上之特法戊三功德增上之特法三三三三、、、、所分义所分义所分义所分义

分为：释文、应断断法的殊胜和殊胜功德三部分。分为：释文、应断断法的殊胜和殊胜功德三部分。分为：释文、应断断法的殊胜和殊胜功德三部分。分为：释文、应断断法的殊胜和殊胜功德三部分。

初又分二初又分二初又分二初又分二 己一己一己一己一 地总训释地总训释地总训释地总训释 己二地别训释己二地别训释己二地别训释己二地别训释

1111、释文：、释文：、释文：、释文：又分为总地释文和分别地释义。又分为总地释文和分别地释义。又分为总地释文和分别地释义。又分为总地释文和分别地释义。

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地之梵语，为补弥，若加字训释，谓与无量所化有情作离二障地之梵语，为补弥，若加字训释，谓与无量所化有情作离二障地之梵语，为补弥，若加字训释，谓与无量所化有情作离二障地之梵语，为补弥，若加字训释，谓与无量所化有情作离二障

怖畏之所依，及能增长无量功德，故名为地。怖畏之所依，及能增长无量功德，故名为地。怖畏之所依，及能增长无量功德，故名为地。怖畏之所依，及能增长无量功德，故名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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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总地释文：）总地释文：）总地释文：）总地释文：

地之音符为地之音符为地之音符为地之音符为““““布目布目布目布目””””以加字释文讲（按梵文解）有成为消除所度以加字释文讲（按梵文解）有成为消除所度以加字释文讲（按梵文解）有成为消除所度以加字释文讲（按梵文解）有成为消除所度

无数魑魅二障畏的基础和能使无数功德日益增长之义。无数魑魅二障畏的基础和能使无数功德日益增长之义。无数魑魅二障畏的基础和能使无数功德日益增长之义。无数魑魅二障畏的基础和能使无数功德日益增长之义。

己二地别训释己二地别训释己二地别训释己二地别训释

（（（（2222）分别地释义：）分别地释义：）分别地释义：）分别地释义：

初地名极欢喜者初地名极欢喜者初地名极欢喜者初地名极欢喜者，，，，由见初地近大菩提由见初地近大菩提由见初地近大菩提由见初地近大菩提，，，，能利有情能利有情能利有情能利有情，，，，发胜欢喜而作是发胜欢喜而作是发胜欢喜而作是发胜欢喜而作是

说故。说故。说故。说故。

称初地为欢喜地称初地为欢喜地称初地为欢喜地称初地为欢喜地，，，，是因为从初地可以看到与菩提圆满相近和对众生是因为从初地可以看到与菩提圆满相近和对众生是因为从初地可以看到与菩提圆满相近和对众生是因为从初地可以看到与菩提圆满相近和对众生

有所利益时，产生了极欢喜心故；有所利益时，产生了极欢喜心故；有所利益时，产生了极欢喜心故；有所利益时，产生了极欢喜心故；

二地名离垢地，由得二地永离犯戒及小乘作意垢，而作是说故。二地名离垢地，由得二地永离犯戒及小乘作意垢，而作是说故。二地名离垢地，由得二地永离犯戒及小乘作意垢，而作是说故。二地名离垢地，由得二地永离犯戒及小乘作意垢，而作是说故。

称二地为离垢地称二地为离垢地称二地为离垢地称二地为离垢地，，，，是因为从二地已远离犯戒和小乘须作意的污垢故是因为从二地已远离犯戒和小乘须作意的污垢故是因为从二地已远离犯戒和小乘须作意的污垢故是因为从二地已远离犯戒和小乘须作意的污垢故；；；；

三地名发光地者三地名发光地者三地名发光地者三地名发光地者，，，，由得三地不顾身命勤求教法由得三地不顾身命勤求教法由得三地不顾身命勤求教法由得三地不顾身命勤求教法，，，，以法光明满足所化以法光明满足所化以法光明满足所化以法光明满足所化，，，，

而作是说故。而作是说故。而作是说故。而作是说故。

称三地为发光地，是因为从三地可以不惜生命地努力寻找教理，且称三地为发光地，是因为从三地可以不惜生命地努力寻找教理，且称三地为发光地，是因为从三地可以不惜生命地努力寻找教理，且称三地为发光地，是因为从三地可以不惜生命地努力寻找教理，且

能让胜法光明使所度众生满足故；能让胜法光明使所度众生满足故；能让胜法光明使所度众生满足故；能让胜法光明使所度众生满足故；

四地名焰慧地四地名焰慧地四地名焰慧地四地名焰慧地，，，，由四地中宣说顺菩提分法由四地中宣说顺菩提分法由四地中宣说顺菩提分法由四地中宣说顺菩提分法，，，，发智慧光发智慧光发智慧光发智慧光，，，，犹如火焰焚犹如火焰焚犹如火焰焚犹如火焰焚

烧二障，而作是说故。烧二障，而作是说故。烧二障，而作是说故。烧二障，而作是说故。

称四地为焰慧地，是因为讲授与菩提相符的法且焚烧自分二障的称四地为焰慧地，是因为讲授与菩提相符的法且焚烧自分二障的称四地为焰慧地，是因为讲授与菩提相符的法且焚烧自分二障的称四地为焰慧地，是因为讲授与菩提相符的法且焚烧自分二障的

智慧之光如放火焰一之故；智慧之光如放火焰一之故；智慧之光如放火焰一之故；智慧之光如放火焰一之故；

五地名难胜者，谓成熟有情及作彼时所化邪行，极难堪忍。四地五地名难胜者，谓成熟有情及作彼时所化邪行，极难堪忍。四地五地名难胜者，谓成熟有情及作彼时所化邪行，极难堪忍。四地五地名难胜者，谓成熟有情及作彼时所化邪行，极难堪忍。四地

以下具慧菩萨难行彼事，五地能行，而作是说故。以下具慧菩萨难行彼事，五地能行，而作是说故。以下具慧菩萨难行彼事，五地能行，而作是说故。以下具慧菩萨难行彼事，五地能行，而作是说故。

称五地为极难胜称五地为极难胜称五地为极难胜称五地为极难胜地地地地，是因为让众生成熟和在教化过程中难以忍受，是因为让众生成熟和在教化过程中难以忍受，是因为让众生成熟和在教化过程中难以忍受，是因为让众生成熟和在教化过程中难以忍受

的所度众生颠倒之邪心，在具慧菩萨四地以下极难做到，而在五地可的所度众生颠倒之邪心，在具慧菩萨四地以下极难做到，而在五地可的所度众生颠倒之邪心，在具慧菩萨四地以下极难做到，而在五地可的所度众生颠倒之邪心，在具慧菩萨四地以下极难做到，而在五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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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到之缘故；以做到之缘故；以做到之缘故；以做到之缘故；

六地名现前者六地名现前者六地名现前者六地名现前者，，，，由顺修缘起现前厌背生死由顺修缘起现前厌背生死由顺修缘起现前厌背生死由顺修缘起现前厌背生死，，，，逆修缘起现前趣向涅逆修缘起现前趣向涅逆修缘起现前趣向涅逆修缘起现前趣向涅

槃，而作是说故。，而作是说故。，而作是说故。，而作是说故。

称六地为现前地，是因为顺次修习缘起能现前阻断生死流转，逆称六地为现前地，是因为顺次修习缘起能现前阻断生死流转，逆称六地为现前地，是因为顺次修习缘起能现前阻断生死流转，逆称六地为现前地，是因为顺次修习缘起能现前阻断生死流转，逆

次修习缘起能现前趋向或现证大涅磐之故；次修习缘起能现前趋向或现证大涅磐之故；次修习缘起能现前趋向或现证大涅磐之故；次修习缘起能现前趋向或现证大涅磐之故；

七地名远行者，由久修圣道为依，究竟有相有功用道邻接，唯一七地名远行者，由久修圣道为依，究竟有相有功用道邻接，唯一七地名远行者，由久修圣道为依，究竟有相有功用道邻接，唯一七地名远行者，由久修圣道为依，究竟有相有功用道邻接，唯一

净道，而作是说故。净道，而作是说故。净道，而作是说故。净道，而作是说故。

称七地为远行地，是因为长期修道对有相需努力之道已达究竟，称七地为远行地，是因为长期修道对有相需努力之道已达究竟，称七地为远行地，是因为长期修道对有相需努力之道已达究竟，称七地为远行地，是因为长期修道对有相需努力之道已达究竟，

且一同行之两道相连之故；且一同行之两道相连之故；且一同行之两道相连之故；且一同行之两道相连之故；

八地名不动者，由八地中不为有相之想，及无相有功用想所动八地名不动者，由八地中不为有相之想，及无相有功用想所动八地名不动者，由八地中不为有相之想，及无相有功用想所动八地名不动者，由八地中不为有相之想，及无相有功用想所动，，，，而而而而

作是说故。作是说故。作是说故。作是说故。

称八地为不动地，是因为此地是依有相识和无相需努力之意识不称八地为不动地，是因为此地是依有相识和无相需努力之意识不称八地为不动地，是因为此地是依有相识和无相需努力之意识不称八地为不动地，是因为此地是依有相识和无相需努力之意识不

能动摇之缘故；能动摇之缘故；能动摇之缘故；能动摇之缘故；

九地名善慧者，由得无碍辩慧之忍，而作是说故。十地名法云者九地名善慧者，由得无碍辩慧之忍，而作是说故。十地名法云者九地名善慧者，由得无碍辩慧之忍，而作是说故。十地名法云者九地名善慧者，由得无碍辩慧之忍，而作是说故。十地名法云者，，，，

犹如虚空布云降雨滋长世间所有稼樯。犹如虚空布云降雨滋长世间所有稼樯。犹如虚空布云降雨滋长世间所有稼樯。犹如虚空布云降雨滋长世间所有稼樯。

称九地为善慧地，是因为证得了对分别正见智的忍耐故；称九地为善慧地，是因为证得了对分别正见智的忍耐故；称九地为善慧地，是因为证得了对分别正见智的忍耐故；称九地为善慧地，是因为证得了对分别正见智的忍耐故；

十地菩萨智如虚空遍布陀罗尼三摩地等法云十地菩萨智如虚空遍布陀罗尼三摩地等法云十地菩萨智如虚空遍布陀罗尼三摩地等法云十地菩萨智如虚空遍布陀罗尼三摩地等法云，，，，而降法雨圆满滋长所而降法雨圆满滋长所而降法雨圆满滋长所而降法雨圆满滋长所

化身中妙善稼樯而作是说故。化身中妙善稼樯而作是说故。化身中妙善稼樯而作是说故。化身中妙善稼樯而作是说故。

称十地为法云地称十地为法云地称十地为法云地称十地为法云地，，，，是因为似天上云集是因为似天上云集是因为似天上云集是因为似天上云集，，，，下降细雨使五谷丰登一样下降细雨使五谷丰登一样下降细雨使五谷丰登一样下降细雨使五谷丰登一样，，，，

十地菩萨识续如天空，总持与三摩地等法云密集而降法甘露，使所度十地菩萨识续如天空，总持与三摩地等法云密集而降法甘露，使所度十地菩萨识续如天空，总持与三摩地等法云密集而降法甘露，使所度十地菩萨识续如天空，总持与三摩地等法云密集而降法甘露，使所度

众生心中的善果完全圆满之故。众生心中的善果完全圆满之故。众生心中的善果完全圆满之故。众生心中的善果完全圆满之故。

戊二戊二戊二戊二 断除所断之特法断除所断之特法断除所断之特法断除所断之特法

2222、应断断法、应断断法、应断断法、应断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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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见道时，断除见断烦恼一百十二，见断所知障一百零八。修道于见道时，断除见断烦恼一百十二，见断所知障一百零八。修道于见道时，断除见断烦恼一百十二，见断所知障一百零八。修道于见道时，断除见断烦恼一百十二，见断所知障一百零八。修道

所摄初地所摄初地所摄初地所摄初地，，，，乃至十地断除十六俱生烦恼障乃至十地断除十六俱生烦恼障乃至十地断除十六俱生烦恼障乃至十地断除十六俱生烦恼障，，，，一百零八俱生所知障种故一百零八俱生所知障种故一百零八俱生所知障种故一百零八俱生所知障种故 。。。。

见道期间断弃见断烦恼一百一十二种和见断智慧障一百零八种。见道期间断弃见断烦恼一百一十二种和见断智慧障一百零八种。见道期间断弃见断烦恼一百一十二种和见断智慧障一百零八种。见道期间断弃见断烦恼一百一十二种和见断智慧障一百零八种。

修道所摄初地至十地期间断弃俱生烦恼障十六种和俱生智障一百零八修道所摄初地至十地期间断弃俱生烦恼障十六种和俱生智障一百零八修道所摄初地至十地期间断弃俱生烦恼障十六种和俱生智障一百零八修道所摄初地至十地期间断弃俱生烦恼障十六种和俱生智障一百零八

种之种子。种之种子。种之种子。种之种子。

一百十二分别烦恼障者，谓欲地所摄苦谛见断烦恼十，集谛见断一百十二分别烦恼障者，谓欲地所摄苦谛见断烦恼十，集谛见断一百十二分别烦恼障者，谓欲地所摄苦谛见断烦恼十，集谛见断一百十二分别烦恼障者，谓欲地所摄苦谛见断烦恼十，集谛见断

烦恼十烦恼十烦恼十烦恼十，，，，灭谛见断烦恼十灭谛见断烦恼十灭谛见断烦恼十灭谛见断烦恼十，，，，道谛见断烦恼十道谛见断烦恼十道谛见断烦恼十道谛见断烦恼十，，，，共有四十故共有四十故共有四十故共有四十故，，，，于一一谛于一一谛于一一谛于一一谛，，，，

有缘谛之五见，有缘谛之五见，有缘谛之五见，有缘谛之五见，及五非见，及五非见，及五非见，及五非见，共四十故，其上更加色无色地所摄，缘四共四十故，其上更加色无色地所摄，缘四共四十故，其上更加色无色地所摄，缘四共四十故，其上更加色无色地所摄，缘四

谛之十烦恼中唯除嗔恚，色地所摄有三十六，无色地摄有三十六，共谛之十烦恼中唯除嗔恚，色地所摄有三十六，无色地摄有三十六，共谛之十烦恼中唯除嗔恚，色地所摄有三十六，无色地摄有三十六，共谛之十烦恼中唯除嗔恚，色地所摄有三十六，无色地摄有三十六，共

有七十二故。一百零八分别所知障者。有七十二故。一百零八分别所知障者。有七十二故。一百零八分别所知障者。有七十二故。一百零八分别所知障者。

（（（（1111）遍计烦恼障有一百一十二种：）遍计烦恼障有一百一十二种：）遍计烦恼障有一百一十二种：）遍计烦恼障有一百一十二种：

欲地所摄十种苦见断烦恼、十种集见断烦恼、十种灭见断烦恼、欲地所摄十种苦见断烦恼、十种集见断烦恼、十种灭见断烦恼、欲地所摄十种苦见断烦恼、十种集见断烦恼、十种灭见断烦恼、欲地所摄十种苦见断烦恼、十种集见断烦恼、十种灭见断烦恼、

十种道见断烦恼共四十种。它们是针对每一谛有五见（坏聚见即萨迦十种道见断烦恼共四十种。它们是针对每一谛有五见（坏聚见即萨迦十种道见断烦恼共四十种。它们是针对每一谛有五见（坏聚见即萨迦十种道见断烦恼共四十种。它们是针对每一谛有五见（坏聚见即萨迦

邪见邪见邪见邪见、、、、邪见邪见邪见邪见、、、、边执见边执见边执见边执见、、、、殊取见殊取见殊取见殊取见、、、、戒禁殊取见戒禁殊取见戒禁殊取见戒禁殊取见））））和五非见和五非见和五非见和五非见（（（（贪贪贪贪、、、、嗔嗔嗔嗔、、、、慢慢慢慢、、、、

无明、疑）共四十种。加上色与无色地所摄针对四谛的十种烦恼中除无明、疑）共四十种。加上色与无色地所摄针对四谛的十种烦恼中除无明、疑）共四十种。加上色与无色地所摄针对四谛的十种烦恼中除无明、疑）共四十种。加上色与无色地所摄针对四谛的十种烦恼中除

去嗔，色地所摄三十六种、无色地所摄三十六种共七十二种。总有一去嗔，色地所摄三十六种、无色地所摄三十六种共七十二种。总有一去嗔，色地所摄三十六种、无色地所摄三十六种共七十二种。总有一去嗔，色地所摄三十六种、无色地所摄三十六种共七十二种。总有一

百一十二遍计烦恼障。百一十二遍计烦恼障。百一十二遍计烦恼障。百一十二遍计烦恼障。

谓欲地所摄所知障三十六谓欲地所摄所知障三十六谓欲地所摄所知障三十六谓欲地所摄所知障三十六,,,,色无色二地所摄分别所知障，各有三十色无色二地所摄分别所知障，各有三十色无色二地所摄分别所知障，各有三十色无色二地所摄分别所知障，各有三十

六故六故六故六故....初因成立，以欲地所摄见断所知障有流转所取九分别，还灭所初因成立，以欲地所摄见断所知障有流转所取九分别，还灭所初因成立，以欲地所摄见断所知障有流转所取九分别，还灭所初因成立，以欲地所摄见断所知障有流转所取九分别，还灭所

取九分别，执实有九分别，执假有九分别故，上二亦当例知。取九分别，执实有九分别，执假有九分别故，上二亦当例知。取九分别，执实有九分别，执假有九分别故，上二亦当例知。取九分别，执实有九分别，执假有九分别故，上二亦当例知。

（（（（2222）遍计智障有一百零八种：）遍计智障有一百零八种：）遍计智障有一百零八种：）遍计智障有一百零八种：

欲地所摄遍计智障三十六种、色与无色地所摄遍计智障各三十六欲地所摄遍计智障三十六种、色与无色地所摄遍计智障各三十六欲地所摄遍计智障三十六种、色与无色地所摄遍计智障各三十六欲地所摄遍计智障三十六种、色与无色地所摄遍计智障各三十六

种。因为欲地所摄成为见断智障进能取分别心识有九种、返能取分别种。因为欲地所摄成为见断智障进能取分别心识有九种、返能取分别种。因为欲地所摄成为见断智障进能取分别心识有九种、返能取分别种。因为欲地所摄成为见断智障进能取分别心识有九种、返能取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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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识有九种、取物分别识九种、取假分别识九种故。其它依此类推。心识有九种、取物分别识九种、取假分别识九种故。其它依此类推。心识有九种、取物分别识九种、取假分别识九种故。其它依此类推。心识有九种、取物分别识九种、取假分别识九种故。其它依此类推。

十六俱生烦恼障者十六俱生烦恼障者十六俱生烦恼障者十六俱生烦恼障者：：：：欲地所摄有六欲地所摄有六欲地所摄有六欲地所摄有六，，，，谓贪谓贪谓贪谓贪，，，，嗔嗔嗔嗔，，，，慢慢慢慢，，，，染污染污染污染污，，，，无明无明无明无明，，，，

萨迦耶见，及边执见，上二界地摄唯除嗔恚，各有余五，共十六故。萨迦耶见，及边执见，上二界地摄唯除嗔恚，各有余五，共十六故。萨迦耶见，及边执见，上二界地摄唯除嗔恚，各有余五，共十六故。萨迦耶见，及边执见，上二界地摄唯除嗔恚，各有余五，共十六故。

（（（（3333）俱生烦恼障有十六种）俱生烦恼障有十六种）俱生烦恼障有十六种）俱生烦恼障有十六种

欲地所摄贪欲、嗔、慢、具染无明、萨迦邪见、边执见六种和上欲地所摄贪欲、嗔、慢、具染无明、萨迦邪见、边执见六种和上欲地所摄贪欲、嗔、慢、具染无明、萨迦邪见、边执见六种和上欲地所摄贪欲、嗔、慢、具染无明、萨迦邪见、边执见六种和上

两界所摄除嗔以外各五种共十六种。两界所摄除嗔以外各五种共十六种。两界所摄除嗔以外各五种共十六种。两界所摄除嗔以外各五种共十六种。

一百零八俱生所知障者一百零八俱生所知障者一百零八俱生所知障者一百零八俱生所知障者，，，，谓三界地摄俱生所知障谓三界地摄俱生所知障谓三界地摄俱生所知障谓三界地摄俱生所知障，，，，各有三十六故各有三十六故各有三十六故各有三十六故。。。。

（（（（4444）俱生智障有一百零八种。）俱生智障有一百零八种。）俱生智障有一百零八种。）俱生智障有一百零八种。

三界地所摄俱生智障各三十六种。三界地所摄俱生智障各三十六种。三界地所摄俱生智障各三十六种。三界地所摄俱生智障各三十六种。

戊三戊三戊三戊三 功德增上之特法分七功德增上之特法分七功德增上之特法分七功德增上之特法分七

3333、功德殊证差异、功德殊证差异、功德殊证差异、功德殊证差异

分为：六度殊证差异、增长功德量殊证差异、因果投生差异、三分为：六度殊证差异、增长功德量殊证差异、因果投生差异、三分为：六度殊证差异、增长功德量殊证差异、因果投生差异、三分为：六度殊证差异、增长功德量殊证差异、因果投生差异、三

学及成果殊证差异、出定所引信心差异、一切净差异、登地标志差异学及成果殊证差异、出定所引信心差异、一切净差异、登地标志差异学及成果殊证差异、出定所引信心差异、一切净差异、登地标志差异学及成果殊证差异、出定所引信心差异、一切净差异、登地标志差异

七部分。七部分。七部分。七部分。

己一己一己一己一 波罗蜜多增上差别波罗蜜多增上差别波罗蜜多增上差别波罗蜜多增上差别

（（（（1111）六度殊证差异：）六度殊证差异：）六度殊证差异：）六度殊证差异：

初地获得布施波罗蜜多增上，乃至十地获得智波罗蜜多增上。初地获得布施波罗蜜多增上，乃至十地获得智波罗蜜多增上。初地获得布施波罗蜜多增上，乃至十地获得智波罗蜜多增上。初地获得布施波罗蜜多增上，乃至十地获得智波罗蜜多增上。

初地圆（殊）证施舍度至十地圆（殊）证智慧度之间。初地圆（殊）证施舍度至十地圆（殊）证智慧度之间。初地圆（殊）证施舍度至十地圆（殊）证智慧度之间。初地圆（殊）证施舍度至十地圆（殊）证智慧度之间。

己二己二己二己二 功德数功德数功德数功德数量增量增量增量增长长长长差差差差别别别别((((此数量须校十地经改正此数量须校十地经改正此数量须校十地经改正此数量须校十地经改正))))

（（（（2222）增长功德量殊证差异：）增长功德量殊证差异：）增长功德量殊证差异：）增长功德量殊证差异：

初地后得智时，一刹那中能见百佛，得知百佛加持，能往百佛刹初地后得智时，一刹那中能见百佛，得知百佛加持，能往百佛刹初地后得智时，一刹那中能见百佛，得知百佛加持，能往百佛刹初地后得智时，一刹那中能见百佛，得知百佛加持，能往百佛刹，，，，

能照了百佛刹，能震动异类百佛刹，能住百劫，能于过去未来百劫正能照了百佛刹，能震动异类百佛刹，能住百劫，能于过去未来百劫正能照了百佛刹，能震动异类百佛刹，能住百劫，能于过去未来百劫正能照了百佛刹，能震动异类百佛刹，能住百劫，能于过去未来百劫正

智见转智见转智见转智见转，，，，能入异类百三摩地能入异类百三摩地能入异类百三摩地能入异类百三摩地，，，，能辨异类百种法门能辨异类百种法门能辨异类百种法门能辨异类百种法门，，，，能正成熟一百有情能正成熟一百有情能正成熟一百有情能正成熟一百有情，，，，



42

能变百身，于一一身有百菩萨眷属围绕，如是十二种功德。能变百身，于一一身有百菩萨眷属围绕，如是十二种功德。能变百身，于一一身有百菩萨眷属围绕，如是十二种功德。能变百身，于一一身有百菩萨眷属围绕，如是十二种功德。

初地后得位在一刹那间能见一百佛陀初地后得位在一刹那间能见一百佛陀初地后得位在一刹那间能见一百佛陀初地后得位在一刹那间能见一百佛陀。。。。得其加持智慧得其加持智慧得其加持智慧得其加持智慧，，，，刹那间能行刹那间能行刹那间能行刹那间能行

一百佛国，能普照一百国土，能震动一百不同世界，能常住一百劫，一百佛国，能普照一百国土，能震动一百不同世界，能常住一百劫，一百佛国，能普照一百国土，能震动一百不同世界，能常住一百劫，一百佛国，能普照一百国土，能震动一百不同世界，能常住一百劫，

以正智能观前后一百劫，能入一百不同禅定，能开一百法门，能使一以正智能观前后一百劫，能入一百不同禅定，能开一百法门，能使一以正智能观前后一百劫，能入一百不同禅定，能开一百法门，能使一以正智能观前后一百劫，能入一百不同禅定，能开一百法门，能使一

百生命成熟百生命成熟百生命成熟百生命成熟，，，，自身能变百身自身能变百身自身能变百身自身能变百身，，，，能使一一自身周围由百名登地菩萨围绕能使一一自身周围由百名登地菩萨围绕能使一一自身周围由百名登地菩萨围绕能使一一自身周围由百名登地菩萨围绕。。。。

二地有千二地有千二地有千二地有千，，，，三地有十万三地有十万三地有十万三地有十万，，，，四地有百亿四地有百亿四地有百亿四地有百亿，，，，五地有千亿五地有千亿五地有千亿五地有千亿，，，，六地有百千亿六地有百千亿六地有百千亿六地有百千亿，，，，

七地有百千那由他忆，八地有佛刹极微尘数，九地有百万佛刹极微尘七地有百千那由他忆，八地有佛刹极微尘数，九地有百万佛刹极微尘七地有百千那由他忆，八地有佛刹极微尘数，九地有百万佛刹极微尘七地有百千那由他忆，八地有佛刹极微尘数，九地有百万佛刹极微尘

数，十地有不可说不可说转佛刹极微尘数，十二类功德。数，十地有不可说不可说转佛刹极微尘数，十二类功德。数，十地有不可说不可说转佛刹极微尘数，十二类功德。数，十地有不可说不可说转佛刹极微尘数，十二类功德。

依此：依此：依此：依此：

证得二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倍功德；证得二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倍功德；证得二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倍功德；证得二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倍功德；

证得三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万倍功德；证得三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万倍功德；证得三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万倍功德；证得三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万倍功德；

证得四地能增以上十二类百亿倍功德；证得四地能增以上十二类百亿倍功德；证得四地能增以上十二类百亿倍功德；证得四地能增以上十二类百亿倍功德；

证得五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亿倍功德；证得五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亿倍功德；证得五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亿倍功德；证得五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亿倍功德；

证得六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万亿倍功德；证得六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万亿倍功德；证得六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万亿倍功德；证得六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万亿倍功德；

证得七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亿亿万倍功德；证得七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亿亿万倍功德；证得七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亿亿万倍功德；证得七地能增以上十二类千亿亿万倍功德；

证得八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与三千世界沙尘等量功德；证得八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与三千世界沙尘等量功德；证得八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与三千世界沙尘等量功德；证得八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与三千世界沙尘等量功德；

证得九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与十万三千世界沙尘等量功德；证得九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与十万三千世界沙尘等量功德；证得九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与十万三千世界沙尘等量功德；证得九地能增以上十二类与十万三千世界沙尘等量功德；

证得十地能增以上十二类无穷无尽的佛国沙尘等量功德。证得十地能增以上十二类无穷无尽的佛国沙尘等量功德。证得十地能增以上十二类无穷无尽的佛国沙尘等量功德。证得十地能增以上十二类无穷无尽的佛国沙尘等量功德。

己三己三己三己三 受异熟生之差别受异熟生之差别受异熟生之差别受异熟生之差别

（（（（3333）因果投生差异：）因果投生差异：）因果投生差异：）因果投生差异：

初地菩萨受赡部洲转轮王生、初地菩萨受赡部洲转轮王生、初地菩萨受赡部洲转轮王生、初地菩萨受赡部洲转轮王生、

初地者能转生统治世界之王；初地者能转生统治世界之王；初地者能转生统治世界之王；初地者能转生统治世界之王；

二地菩萨受四洲王、二地菩萨受四洲王、二地菩萨受四洲王、二地菩萨受四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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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者为四洲之王；二地者为四洲之王；二地者为四洲之王；二地者为四洲之王；

三地菩萨受忉利王、三地菩萨受忉利王、三地菩萨受忉利王、三地菩萨受忉利王、

三地者为三十三天之王；三地者为三十三天之王；三地者为三十三天之王；三地者为三十三天之王；

四地菩萨受夜摩王、四地菩萨受夜摩王、四地菩萨受夜摩王、四地菩萨受夜摩王、

四地为离斗诤天（时分天）之王；四地为离斗诤天（时分天）之王；四地为离斗诤天（时分天）之王；四地为离斗诤天（时分天）之王；

五地菩萨受睹史王、五地菩萨受睹史王、五地菩萨受睹史王、五地菩萨受睹史王、

五地者为兜率天之王；五地者为兜率天之王；五地者为兜率天之王；五地者为兜率天之王；

六地菩萨受化乐王、六地菩萨受化乐王、六地菩萨受化乐王、六地菩萨受化乐王、

六地者为乐化天之王；六地者为乐化天之王；六地者为乐化天之王；六地者为乐化天之王；

七地菩萨受他化自在王、七地菩萨受他化自在王、七地菩萨受他化自在王、七地菩萨受他化自在王、

七地者为他化自在天之王；七地者为他化自在天之王；七地者为他化自在天之王；七地者为他化自在天之王；

八地菩萨受小千主大梵王生、八地菩萨受小千主大梵王生、八地菩萨受小千主大梵王生、八地菩萨受小千主大梵王生、

八地者为小千世界之主大梵天；八地者为小千世界之主大梵天；八地者为小千世界之主大梵天；八地者为小千世界之主大梵天；

九地菩萨受中千主大梵王生、九地菩萨受中千主大梵王生、九地菩萨受中千主大梵王生、九地菩萨受中千主大梵王生、

九地者为中千世界之主大梵天；九地者为中千世界之主大梵天；九地者为中千世界之主大梵天；九地者为中千世界之主大梵天；

十地菩萨受色究竟大梵王生，此等皆依多分而言，非定如是。十地菩萨受色究竟大梵王生，此等皆依多分而言，非定如是。十地菩萨受色究竟大梵王生，此等皆依多分而言，非定如是。十地菩萨受色究竟大梵王生，此等皆依多分而言，非定如是。

十地者能转生色究竟天天子大自在。以上这些都是讲述可能性而十地者能转生色究竟天天子大自在。以上这些都是讲述可能性而十地者能转生色究竟天天子大自在。以上这些都是讲述可能性而十地者能转生色究竟天天子大自在。以上这些都是讲述可能性而

不是绝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

己四己四己四己四 三学及果增上差别三学及果增上差别三学及果增上差别三学及果增上差别

（４）（４）（４）（４）三学及成果殊证差异：三学及成果殊证差异：三学及成果殊证差异：三学及成果殊证差异：

初地菩萨由证法性得行三学功初地菩萨由证法性得行三学功初地菩萨由证法性得行三学功初地菩萨由证法性得行三学功、、、、

初地证得对法性真实了解后修三学功德；初地证得对法性真实了解后修三学功德；初地证得对法性真实了解后修三学功德；初地证得对法性真实了解后修三学功德；

二地菩萨得增上戒学二地菩萨得增上戒学二地菩萨得增上戒学二地菩萨得增上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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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证得戒学；二地证得戒学；二地证得戒学；二地证得戒学；

三地菩萨得增上定学三地菩萨得增上定学三地菩萨得增上定学三地菩萨得增上定学、、、、

三地证得殊胜定学；三地证得殊胜定学；三地证得殊胜定学；三地证得殊胜定学；

四五六地菩萨得增上慧学四五六地菩萨得增上慧学四五六地菩萨得增上慧学四五六地菩萨得增上慧学、、、、

四地、五地、六地证得慧学；四地、五地、六地证得慧学；四地、五地、六地证得慧学；四地、五地、六地证得慧学；

其余其余其余其余四地亦得三学殊胜功德、四地亦得三学殊胜功德、四地亦得三学殊胜功德、四地亦得三学殊胜功德、

剩余四地证得被三学所摄功德。剩余四地证得被三学所摄功德。剩余四地证得被三学所摄功德。剩余四地证得被三学所摄功德。

己五己五己五己五 后得引生定智之差别后得引生定智之差别后得引生定智之差别后得引生定智之差别

（（（（5555）出定所引信心差异：）出定所引信心差异：）出定所引信心差异：）出定所引信心差异：

十地从证法性根本定起，后得智时于缘起无实如幻，引生定智有十地从证法性根本定起，后得智时于缘起无实如幻，引生定智有十地从证法性根本定起，后得智时于缘起无实如幻，引生定智有十地从证法性根本定起，后得智时于缘起无实如幻，引生定智有

十不同。十不同。十不同。十不同。

对十地在定中真实了知法性和出定后对缘起性空如幻之见引向实对十地在定中真实了知法性和出定后对缘起性空如幻之见引向实对十地在定中真实了知法性和出定后对缘起性空如幻之见引向实对十地在定中真实了知法性和出定后对缘起性空如幻之见引向实

见的十种不同程度。见的十种不同程度。见的十种不同程度。见的十种不同程度。

谓初地菩萨，通达唯遮法我所显法性，普遍一切自他，故证遍行法谓初地菩萨，通达唯遮法我所显法性，普遍一切自他，故证遍行法谓初地菩萨，通达唯遮法我所显法性，普遍一切自他，故证遍行法谓初地菩萨，通达唯遮法我所显法性，普遍一切自他，故证遍行法

性性性性((((即遍行真如即遍行真如即遍行真如即遍行真如))))。。。。

初地时了知断法我执的法性遍及自他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初地时了知断法我执的法性遍及自他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初地时了知断法我执的法性遍及自他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初地时了知断法我执的法性遍及自他的规律具有普遍性；

二地菩萨，通达证法性之大乘道，胜出小乘道，故证最胜义法性。二地菩萨，通达证法性之大乘道，胜出小乘道，故证最胜义法性。二地菩萨，通达证法性之大乘道，胜出小乘道，故证最胜义法性。二地菩萨，通达证法性之大乘道，胜出小乘道，故证最胜义法性。

二地时了知悟到法性的大乘道殊胜于小乘道的规律具有殊胜性；二地时了知悟到法性的大乘道殊胜于小乘道的规律具有殊胜性；二地时了知悟到法性的大乘道殊胜于小乘道的规律具有殊胜性；二地时了知悟到法性的大乘道殊胜于小乘道的规律具有殊胜性；

三地菩萨了知听闻教法是证法界等流之因，故证等流义法性。三地菩萨了知听闻教法是证法界等流之因，故证等流义法性。三地菩萨了知听闻教法是证法界等流之因，故证等流义法性。三地菩萨了知听闻教法是证法界等流之因，故证等流义法性。

三地时了知广闻经藏是悟法性之顺因具有顺因性；三地时了知广闻经藏是悟法性之顺因具有顺因性；三地时了知广闻经藏是悟法性之顺因具有顺因性；三地时了知广闻经藏是悟法性之顺因具有顺因性；

四地菩萨，由无爱着教法之慢，故证无执持义法性。四地菩萨，由无爱着教法之慢，故证无执持义法性。四地菩萨，由无爱着教法之慢，故证无执持义法性。四地菩萨，由无爱着教法之慢，故证无执持义法性。

四地时了知对教理无留恋慢故具有无遍执性；四地时了知对教理无留恋慢故具有无遍执性；四地时了知对教理无留恋慢故具有无遍执性；四地时了知对教理无留恋慢故具有无遍执性；

五地菩萨五地菩萨五地菩萨五地菩萨，，，，由知自他一切由知自他一切由知自他一切由知自他一切，，，，无自立实体补特伽罗无自立实体补特伽罗无自立实体补特伽罗无自立实体补特伽罗，，，，故证无异体法性故证无异体法性故证无异体法性故证无异体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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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时了知自他皆无独立自取实有故具有心续无异性；五地时了知自他皆无独立自取实有故具有心续无异性；五地时了知自他皆无独立自取实有故具有心续无异性；五地时了知自他皆无独立自取实有故具有心续无异性；

六地菩萨，通达染净非无因生，非邪因生，故证染净无异义法性。六地菩萨，通达染净非无因生，非邪因生，故证染净无异义法性。六地菩萨，通达染净非无因生，非邪因生，故证染净无异义法性。六地菩萨，通达染净非无因生，非邪因生，故证染净无异义法性。

六地时了知染污和清净两类不生于无因和异因的染净具有无异性；六地时了知染污和清净两类不生于无因和异因的染净具有无异性；六地时了知染污和清净两类不生于无因和异因的染净具有无异性；六地时了知染污和清净两类不生于无因和异因的染净具有无异性；

七地菩萨，由知法性无契经等法粗，故证无异义法性。七地菩萨，由知法性无契经等法粗，故证无异义法性。七地菩萨，由知法性无契经等法粗，故证无异义法性。七地菩萨，由知法性无契经等法粗，故证无异义法性。

七地时了知法性并无经藏等名相故具有法性无异性；七地时了知法性并无经藏等名相故具有法性无异性；七地时了知法性并无经藏等名相故具有法性无异性；七地时了知法性并无经藏等名相故具有法性无异性；

八地菩萨，通达染净无增减义，及无分别智净，佛国土自在义所依八地菩萨，通达染净无增减义，及无分别智净，佛国土自在义所依八地菩萨，通达染净无增减义，及无分别智净，佛国土自在义所依八地菩萨，通达染净无增减义，及无分别智净，佛国土自在义所依

法性。法性。法性。法性。

八地时了知真法性无染净增减义及获得无分别智和净土；八地时了知真法性无染净增减义及获得无分别智和净土；八地时了知真法性无染净增减义及获得无分别智和净土；八地时了知真法性无染净增减义及获得无分别智和净土；

九地菩萨，由得四无碍辩，故证智自在义所依法性。九地菩萨，由得四无碍辩，故证智自在义所依法性。九地菩萨，由得四无碍辩，故证智自在义所依法性。九地菩萨，由得四无碍辩，故证智自在义所依法性。

九地时证得四无碍解之故法性来源于智慧；九地时证得四无碍解之故法性来源于智慧；九地时证得四无碍解之故法性来源于智慧；九地时证得四无碍解之故法性来源于智慧；

十地菩萨，由得事业与佛平等，故证业自在所依法性。十地菩萨，由得事业与佛平等，故证业自在所依法性。十地菩萨，由得事业与佛平等，故证业自在所依法性。十地菩萨，由得事业与佛平等，故证业自在所依法性。

十地时了知已达与佛事业相等的法性。十地时了知已达与佛事业相等的法性。十地时了知已达与佛事业相等的法性。十地时了知已达与佛事业相等的法性。

己六己六己六己六 遍净之差别遍净之差别遍净之差别遍净之差别

（（（（6666）一切净差异：）一切净差异：）一切净差异：）一切净差异：

初地有十遍净，二地有八，三地有五，四地五地各有十，六地有初地有十遍净，二地有八，三地有五，四地五地各有十，六地有初地有十遍净，二地有八，三地有五，四地五地各有十，六地有初地有十遍净，二地有八，三地有五，四地五地各有十，六地有

十二，七地有二十，八地有八，九地有十二遍净。（广如大般若经及十二，七地有二十，八地有八，九地有十二遍净。（广如大般若经及十二，七地有二十，八地有八，九地有十二遍净。（广如大般若经及十二，七地有二十，八地有八，九地有十二遍净。（广如大般若经及

现观庄严论说）现观庄严论说）现观庄严论说）现观庄严论说）

初地有十种一切净；初地有十种一切净；初地有十种一切净；初地有十种一切净；

二地有八种一切净；二地有八种一切净；二地有八种一切净；二地有八种一切净；

三地有五种一切净；三地有五种一切净；三地有五种一切净；三地有五种一切净；

四地、五地各有十种一切净；四地、五地各有十种一切净；四地、五地各有十种一切净；四地、五地各有十种一切净；

六地有十二种一切净；六地有十二种一切净；六地有十二种一切净；六地有十二种一切净；

七地有二十种一切净；七地有二十种一切净；七地有二十种一切净；七地有二十种一切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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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有八种一切净；八地有八种一切净；八地有八种一切净；八地有八种一切净；

九地有十二种一切净；九地有十二种一切净；九地有十二种一切净；九地有十二种一切净；

十地一切净虽然在十地一切净虽然在十地一切净虽然在十地一切净虽然在《《《《现观庄言论现观庄言论现观庄言论现观庄言论》》》》中没有直接论述中没有直接论述中没有直接论述中没有直接论述，，，，但不是没有但不是没有但不是没有但不是没有，，，，

当证得十地时需要以断缺点，增长功德来登证上地。当证得十地时需要以断缺点，增长功德来登证上地。当证得十地时需要以断缺点，增长功德来登证上地。当证得十地时需要以断缺点，增长功德来登证上地。

己七己七己七己七 将得地相之差别将得地相之差别将得地相之差别将得地相之差别 （如札迦大师所造地道建立广说）（如札迦大师所造地道建立广说）（如札迦大师所造地道建立广说）（如札迦大师所造地道建立广说）

7777）登地标志差异：证十地之时有不同梦兆之故）登地标志差异：证十地之时有不同梦兆之故）登地标志差异：证十地之时有不同梦兆之故）登地标志差异：证十地之时有不同梦兆之故

将得十地之时将得十地之时将得十地之时将得十地之时，，，，各有不同之梦相各有不同之梦相各有不同之梦相各有不同之梦相，，，，有作是念有作是念有作是念有作是念，，，，得暖顶己得暖顶己得暖顶己得暖顶己，，，，尚无睡眠尚无睡眠尚无睡眠尚无睡眠

等五盖等五盖等五盖等五盖，，，，得十地时云何有梦耶得十地时云何有梦耶得十地时云何有梦耶得十地时云何有梦耶，，，，藏师有云藏师有云藏师有云藏师有云，，，，内心忽现彼相内心忽现彼相内心忽现彼相内心忽现彼相，，，，犹如梦境犹如梦境犹如梦境犹如梦境，，，，

有智者云，真实睡眠，是由现前错乱因缘所染污识，净地中无，皆不有智者云，真实睡眠，是由现前错乱因缘所染污识，净地中无，皆不有智者云，真实睡眠，是由现前错乱因缘所染污识，净地中无，皆不有智者云，真实睡眠，是由现前错乱因缘所染污识，净地中无，皆不

愿理，于彼虽无染污睡眠，而有清净睡眠故。愿理，于彼虽无染污睡眠，而有清净睡眠故。愿理，于彼虽无染污睡眠，而有清净睡眠故。愿理，于彼虽无染污睡眠，而有清净睡眠故。

前已讲过证得加行暖位时已无睡眠等五盖（烈悔盖、嗔恚盖、昏前已讲过证得加行暖位时已无睡眠等五盖（烈悔盖、嗔恚盖、昏前已讲过证得加行暖位时已无睡眠等五盖（烈悔盖、嗔恚盖、昏前已讲过证得加行暖位时已无睡眠等五盖（烈悔盖、嗔恚盖、昏

睡盖、贪欲盖、疑法盖）那么，证得十地怎么会出现梦兆？对这一问睡盖、贪欲盖、疑法盖）那么，证得十地怎么会出现梦兆？对这一问睡盖、贪欲盖、疑法盖）那么，证得十地怎么会出现梦兆？对这一问睡盖、贪欲盖、疑法盖）那么，证得十地怎么会出现梦兆？对这一问

题，有些藏区早期学者认为是忽然显示之观如梦一样而言。又有一些题，有些藏区早期学者认为是忽然显示之观如梦一样而言。又有一些题，有些藏区早期学者认为是忽然显示之观如梦一样而言。又有一些题，有些藏区早期学者认为是忽然显示之观如梦一样而言。又有一些

学者认为真睡眠是错误幻识在净地是不会有的学者认为真睡眠是错误幻识在净地是不会有的学者认为真睡眠是错误幻识在净地是不会有的学者认为真睡眠是错误幻识在净地是不会有的。。。。以上观点都是错误的以上观点都是错误的以上观点都是错误的以上观点都是错误的，，，，

因为净地虽无染性睡眠，但有善行睡眠。因为净地虽无染性睡眠，但有善行睡眠。因为净地虽无染性睡眠，但有善行睡眠。因为净地虽无染性睡眠，但有善行睡眠。

现观庄严论除意暗释云：现观庄严论除意暗释云：现观庄严论除意暗释云：现观庄严论除意暗释云：““““睡眠有二，虽无大种收摄不自在之随睡眠有二，虽无大种收摄不自在之随睡眠有二，虽无大种收摄不自在之随睡眠有二，虽无大种收摄不自在之随

烦恼睡眠烦恼睡眠烦恼睡眠烦恼睡眠，，，，然为加持滋养身体善随行眠然为加持滋养身体善随行眠然为加持滋养身体善随行眠然为加持滋养身体善随行眠，，，，净地亦有净地亦有净地亦有净地亦有，，，，故无过失故无过失故无过失故无过失。。。。””””《《《《金金金金

鬘释释释释》》》》云：云：云：云：““““睡眠有二，谓心于境不自在转染污睡眠，与滋养身善随睡眠有二，谓心于境不自在转染污睡眠，与滋养身善随睡眠有二，谓心于境不自在转染污睡眠，与滋养身善随睡眠有二，谓心于境不自在转染污睡眠，与滋养身善随

行眠，前无后有，故无过失。行眠，前无后有，故无过失。行眠，前无后有，故无过失。行眠，前无后有，故无过失。””””此答顺理。此答顺理。此答顺理。此答顺理。

如如如如：：：：《涅释《涅释《涅释《涅释····除去心惑》曰除去心惑》曰除去心惑》曰除去心惑》曰：：：：““““睡眠有两种，此地虽没有不能自控睡眠有两种，此地虽没有不能自控睡眠有两种，此地虽没有不能自控睡眠有两种，此地虽没有不能自控

的具烦恼睡眠，但经过加持使身心健康的善行睡眠在此地存在是正常的具烦恼睡眠，但经过加持使身心健康的善行睡眠在此地存在是正常的具烦恼睡眠，但经过加持使身心健康的善行睡眠在此地存在是正常的具烦恼睡眠，但经过加持使身心健康的善行睡眠在此地存在是正常

现象现象现象现象。。。。””””又又又又：：：：《《《《金金金金鬘疏疏疏疏》》》》曰曰曰曰：：：：““““睡眠有所缘识不能自控的具染睡眠和为了睡眠有所缘识不能自控的具染睡眠和为了睡眠有所缘识不能自控的具染睡眠和为了睡眠有所缘识不能自控的具染睡眠和为了

健康属善类睡眠两种，虽无前类但有后类并无过错之说极为正确健康属善类睡眠两种，虽无前类但有后类并无过错之说极为正确健康属善类睡眠两种，虽无前类但有后类并无过错之说极为正确健康属善类睡眠两种，虽无前类但有后类并无过错之说极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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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诸地，转入上地之理，谓下下地，转入上上地时，是由等至从下诸地，转入上地之理，谓下下地，转入上上地时，是由等至从下诸地，转入上地之理，谓下下地，转入上上地时，是由等至从下诸地，转入上地之理，谓下下地，转入上上地时，是由等至

转入等至，从加行道世第一法上品，转入初地，乃至等觉无间道转入转入等至，从加行道世第一法上品，转入初地，乃至等觉无间道转入转入等至，从加行道世第一法上品，转入初地，乃至等觉无间道转入转入等至，从加行道世第一法上品，转入初地，乃至等觉无间道转入

第一刹那一切种智，皆如上故。第一刹那一切种智，皆如上故。第一刹那一切种智，皆如上故。第一刹那一切种智，皆如上故。

以下下地登证上上地时，从有漏定位转变为无漏定位之原因是大以下下地登证上上地时，从有漏定位转变为无漏定位之原因是大以下下地登证上上地时，从有漏定位转变为无漏定位之原因是大以下下地登证上上地时，从有漏定位转变为无漏定位之原因是大

乘加行道大善法位转变为初地开始到最后无间道又至遍知第一刹那乘加行道大善法位转变为初地开始到最后无间道又至遍知第一刹那乘加行道大善法位转变为初地开始到最后无间道又至遍知第一刹那乘加行道大善法位转变为初地开始到最后无间道又至遍知第一刹那

故。故。故。故。

依三解脱道为梯依三解脱道为梯依三解脱道为梯依三解脱道为梯

往三菩提微妙宫往三菩提微妙宫往三菩提微妙宫往三菩提微妙宫

远离臆造审观察远离臆造审观察远离臆造审观察远离臆造审观察

如大车教而明立如大车教而明立如大车教而明立如大车教而明立

善施尽空诸有情善施尽空诸有情善施尽空诸有情善施尽空诸有情

擐大乘甲持慧剑擐大乘甲持慧剑擐大乘甲持慧剑擐大乘甲持慧剑

尽降无余诸魔军尽降无余诸魔军尽降无余诸魔军尽降无余诸魔军

安住三身摩尼座安住三身摩尼座安住三身摩尼座安住三身摩尼座

地道建立地道建立地道建立地道建立 终终终终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译在西藏拉萨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译在西藏拉萨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译在西藏拉萨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译在西藏拉萨

言云：言云：言云：言云：

依止解脱三道之阶梯，依止解脱三道之阶梯，依止解脱三道之阶梯，依止解脱三道之阶梯， 行入菩提三果殿堂法。行入菩提三果殿堂法。行入菩提三果殿堂法。行入菩提三果殿堂法。

未加自见深思远虑后，未加自见深思远虑后，未加自见深思远虑后，未加自见深思远虑后， 讲述大乘师之明教理。讲述大乘师之明教理。讲述大乘师之明教理。讲述大乘师之明教理。

以此善行引导无数众，以此善行引导无数众，以此善行引导无数众，以此善行引导无数众， 身穿殊胜铠甲持慧器，身穿殊胜铠甲持慧器，身穿殊胜铠甲持慧器，身穿殊胜铠甲持慧器，

消灭四魔一切敌军队，消灭四魔一切敌军队，消灭四魔一切敌军队，消灭四魔一切敌军队， 愿登三身珍宝之法座。愿登三身珍宝之法座。愿登三身珍宝之法座。愿登三身珍宝之法座。

注：注：注：注：南无阿弥陀佛、此整理文正在校对中，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有南无阿弥陀佛、此整理文正在校对中，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有南无阿弥陀佛、此整理文正在校对中，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有南无阿弥陀佛、此整理文正在校对中，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有疏忽疏忽疏忽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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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请同修们多多谅解。之处，请同修们多多谅解。之处，请同修们多多谅解。之处，请同修们多多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