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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1] 
      好行無諍定——近悲 
須菩提二緣命說 
     好深行空法——近智  

十一．4；5（大正 25，136c～137a）；（大正 25，356a）；（大正 25，363c） 

 

舍利弗一緣為說——智慧第一 

十一．4（大正 25，136a～c） 

 
   一、共聲聞菩薩合說 
二種般若 
   二、但與法身菩薩說 

七十二．7（大正 25，564a）；三十四．9（大正 25，310c）；四十一（大正 25，357c） 

 

（我等）              

名假                                                    不在內 

（色等） 不生不滅，唯假施設……如是一切唯有假名      不在外     不可得故 

法假                                                    不在中 

四十一．6（大正 25，358a～c） 

 
    著心說 
二種說 
   不著心說——言與佛違，佛不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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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大正 25，358a） 
 

名 
二法 
  義 

四十一（大正 25，358a） 
 
諸法但名，名後有名。 

三十六．15（大正 25，362c） 
 
        一、義一名二，一多不相即故 
    一、不在義內 
        二、名義若合，說火應燒口故 

        一、離義有名，應有第三用故 

假名不在三處 二、不在義外 二、名若離義，索火應得水故 

        三、義在名外，義中不應生火想故 

    三、不在中間——中間無依處，應不可知 
四十一（大正 25，358a） 

 
   坐禪 
二種菩薩         
   誦經 

四十一（大正 25，3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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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2] 

   法假——五眾 

三假之(1) 受假——眾生、樹、柱 

   名假——名字 

   從法有法名法假（法）———眾微和合有粗法生，如細色成粗色。 

三假之(2) 取法取名名受假（法名）——粗法和合有名字生，如照燒名火，名色名人。 

   從名有名名名假（名）—— 多名字邊有名字生，如梁椽名屋，枝葉名樹。 

四十一（大正 25，358b～c） 

 

   名假 

      破名至受 

三假觀  受假 

      破受至法 

   法假                   破法至實相 

四十一（大正 25，358b～c） 

 

    法假……法假 

三假秦唐不同 受假——方便假 

    名假……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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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無所有故 
云何無著 
   論——觀如幻故 

四十一（大正 25，359a）；（大正 25，360b） 
 

   為成熟眾生 
   為嚴淨佛土 
神通遊化 為見佛供養 

為聞佛說法 

四十一（大正 25，359a） 

 

     一切我法無所見故 

心不沒不悔       心心所法不得不見 

心不驚不怖       意及意界不得不見 

四十一（大正 25，360a～c） 

 
   一、用諸法實相智慧——破無明等諸煩惱 
智慧— 
    二、用不見不見智慧——破著般若，通達實相 

四十一（大正 25，360b） 
 
   一、生滅智慧———離顛倒 
智慧— 
    二、離生滅智慧——入無生 

四十一（大正 25，3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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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性無量故不可見 
不可見 
   諸法緣生無性故不可見 

四十一（大正 25，360b） 
 
    有為 
二法攝一切法 
    無為 

四十四．22；五十三．12；七十．8 
 

   樂受生貪欲 

受生結使 苦受生瞋恚 

   不苦不樂受生愚癡 
四十一（大正 25，361b） 

 

    行不貪善根——愛等結使薄……深入禪定 

三善根  行不瞋善根——瞋等結使薄……深入慈悲 

   行不癡善根——無明等結使薄……深入般若 

四十一（大正 25，361c） 

 

                  不墮惡道 

                  不墮卑賤 

三善根力不墮四事  不墮二乘 

                  不墮菩薩頂 



《大智度論》筆記 

108 

四十一（大正 25，361b） 

[B003] 

秦——不墮聲、緣地，不入菩薩位。 
墮頂二譯不同 
    唐——退墮聲、緣地，不入菩薩位。 

四十一（大正 25，361b） 

          

   一、無有利益故……如宿食生，於身為患（經但此） 

生有二義               熟有二義，反此 

   二、無實慧火故……如生壞瓶，盛水則壞 

四十一（大正 25，361c～362a） 

 
         於人天中為妙 
愛等結使集諸善法，法愛名生 
        於無生忍為累 

四十一（大正 25，361c～362a） 

 
       柔忍、無生忍中所有法——————名頂 
             前後 
頂位不生，一事三名  頂法增長堅固——————————名位 
             一事 
      位中結使魔民不能動———————名無生忍 

四十一（大正 25，3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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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菩薩位 
            不墮二乘地 

頂墮      愛著功德法 
                有取相分別 

            諸法愛斷 
住頂 

            亦復不取 
二十七．22（大正 25，262b） 

 

   菩提心———是心緣無上道發心故………檀、尸………初發心 

三心差別 無等等心——是心與佛相似無等等故……忍、精………行六度 

   大心————是心無事不行故……………定、慧………入方便 
四十一（大正 25，362c～363a） 

 
知心相真空，諸有無等戲論滅 

二十七．22（大正 25，262b） 

 

          畢竟無寂，常自清淨               

  是心非心，本性常淨————  客塵覆故，以為不淨 心性 

心性 非心性中，離有離無    除去煩惱，如本清淨               

  法無別異，是非心性 

四十一（大正 25，362b～c）；四十一（大正 25，36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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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相般若即是三乘同證無餘涅槃 

三乘同學般若 二、經中所說空解脫門，三乘同學故        論   

    三、於般若中，廣說三乘相故              經 

四十一（大正 25，363c） 

 
   依生滅慧，得離顛倒 
無生法忍 
   離生滅慧，名無生法 

四十一（大正 25，362a） 
四十一訖 

[B004] 

      邪憶念——生煩惱罪業 

集——心心數法         受六道果——更起善惡業 

     正憶念——生善法 

  欲愛  
四愛 有愛 
        非有愛 
  法愛 

四十二（大正 25，36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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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始已來不可得 

             非行般若故不可得 

眾生本空     但以凡夫虛誑顛倒，假名謂為有 

             今行般若滅於妄倒，了達知其無非本有今無 

四十二（大正 25，364b） 

 

     緣合會故————————名集，生無所從來 

集散（唐增減）               如幻如化，但誑惑眼 

     念念滅故，諸緣離故——名散，散無所從去 

四十二（大正 25，364c） 

 

   集不可得——無來處故……生無故……畢竟空故……觀世間滅諦故 
不得集散 
   散不可得——無去處故……滅無故……業不失故……觀世間集諦故 

四十二（大正 25，364c） 

 
      秦——字無所有故 
名非住不住，二譯意異 
      唐——義無所有故 

四十二（大正 25，36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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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緣離散，即失名故（何況法空） 
       非住（義中） 
     一釋     二、名一義多，不相即故 

       非不住—————若無和合假名，二諦並失。 

名字非住亦非不住   非住———說火則燒口，說有則塞口。 

     二釋 

       非不住——說火不應生火想，求火亦應得水。 

四十二（大正 25，364c～365a） 

 
  身離——離世事    諸法離名字             淳善相寂滅惡事             未來無為法 
二離      二離                   二寂滅                     二不生 
  心離——離結使    諸法離自相             諸法如涅槃寂滅             諸法實無生相 

四十二（大正 25，365a～b） 
 

   智緣滅 

三種滅  非智緣滅  三種不滅 

   無常滅 

四十二（大正 25，365b） 

 
       得名集 
如法性實際之集散 
       失名散 

四十二（大正 25，36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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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 

    一、與色相違，色非是空。 

虛空無相故無 二、若色盡處，更無別法。 

    三、若入出相，但是色業。 

四十二（大正 25，365c） 

 

      肉眼——見塵合成地，謂為實地。 

三眼觀地不同  天眼——散此地，但見微塵。 

     慧眼——分別破散都不可得。 

四十二（大正 25，365c） 

 
   慧眼觀之是虛誑故。 
地大無實 
   隨觀而轉無定實故。 

四十二（大正 25，365c） 

 

            秦——是菩薩必住不退性（信畢竟空，得其氣分）中 

聞般若相義，心不驚怖沒悔——二譯不同 

            唐——是菩薩決定已住不退轉地 

四十二（大正 25，36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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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總名 

         2、觀———初學 

         3、習———日日漸學 

         4、合———與般若相應可 

         5、相應——隨順般若 

      一云：小有差別 6、入———通徹般若 

         7、念———分別取相 

         8、學———常行不息，令與相似 

行般若有種種名      9、思惟——學已巧觀，知其得失 

         10、修——禪定心共行 

         11、住——得般若不失 

 

     一云：但多名字 

四十二（大正 25，366b～c） 

[B006] 

  一字門：一字一名……如地名浮 

文字  二字門：二字一名……如水名闍藍 

  多字門：三字一名……如水名波尼藍 

四十二（大正 25，366c～36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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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阿────知諸法本來不生 

菩薩聞字，即入諸法實相  聞頭佉───知諸法皆苦……生大悲心 

                         聞阿尼吒──知諸法無常……入聖道行 

四十二（大正 25，367a） 

 
                                             攝受 
                                            修學        般若……行 
無方便行，我執所纏心便住法，而作加行─由此不能      圓滿 
                                              

                                                    成辦 ─── 一切智……果 

          欲著……觀無常苦等，能破，能得解脫。 

二種著 

          見著……有人著法生見，故分別法相空，令離見著。 

四十二（大正 25，367c） 

 

      一、小乘雖有，無廣大用 

     二、小乘漏盡時得諸法不受，菩薩本來知法不受       故說菩薩無受三昧，不共二乘。 
大小無受三昧之別 

三、小乘有習有障，有而不淨 

           四、菩薩雖不能遍，勝於二乘 

四十二（大正 25，367c～36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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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疑 

  內得 

  外得 
不以         
               現觀而觀一切智智（無能取） 
  內外得 

  無智得 

      餘得 

  不得   唐增 

四十二（大正 25，368a 經）；四十二（大正 25，369a 論） 

 

內法 

外法 

不於             而觀一切智智（無所取） 

內外法 

離法 

四十二（大正 25，368a 經）；四十二（大正 25，369a～b 論） 

[B007] 

無能取 

不取─不取相  

不取不捨般若                  無所取 

不捨─不念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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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取─法畢竟空無所得故……諸法實相無憶念故。 

不取不捨 

不捨─法中皆有助道力故……煩惱虛妄無所捨故。 

四十二（大正 25，369b） 

 

一、一多不相即故。 

一、破即蘊是我    二、我如五眾成生滅故。 

破我─                      三、我如五眾不自在故。 

二、破離陰是我─無相應無我 

四十二（大正 25，368c～369a） 

 

一、從因緣生有非實故。 

破無常觀 

二、著成邪見不得道故。 

四十二（大正 25，369a） 

常邊，無常邊。 

般若是中道─  

離是二邊行中道。 

四十三（大正 25，37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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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非有非無。 

般若是中道─ 

離是三門，不墮愚痴，能行善道。 

四十三（大正 25，370b） 

 

    不可取故 

無所有三義─      不可受故 

    不可著故 

四十三（大正 25，370b） 

 

一、實相能生智慧，果中說因，名為般若。 

智慧得名般若 

二、入不二門，能行般若，因、果、緣、智、彼、此、內、外，一相無相，不作分別。 

四十三（大正 25，370b～c） 

 

 

 

 

 

 



《大智度論》筆記 

119 

[B008] 

一、世俗巧便 

罪垢不淨欺誑智慧 

世間三種智慧    二、離生智慧                                  菩薩般若，最為殊勝，清淨無著，饒益眾生。 

 

三、出世間智慧 

       離我我所，二乘漏盡智        無大慈悲，不能饒益一切。 

四十三（大正 25，370c） 

 

智慧 

相應受想行識 

般若波羅密，智慧多故                         諸法和合，名波羅密。 

所起身口業 

不相應行生住滅等 

四十三（大正 25，370c） 

 

不屬凡夫─凡夫不淨，不樂般若故。 

般若但屬菩薩    不屬二乘─雖樂般若，無大慈悲，厭世趣寂，不能具足得故。 

不屬佛─成佛時，般若得名薩婆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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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大正 25，370c～371a） 

 

何者是般若 

三事徵詰    何故名般若       唐增：般若何用 

誰之般若 

四十三（大正 25，370a～b）；（大正 25，370b～c）；（大正 25，370c～371a） 

 

身清淨 

語清淨（秦缺此） 

四種清淨 

意清淨 

相清淨 

四十三（大正 25，371a） 

 

1、見佛供養心無厭故 

得法性生身菩薩，二緣不取涅槃 

2、本願度生，淨土未滿足故 

四十三（大正 25，37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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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9] 

為初學者說─取相 

隨機說法     

為行道住解脫門者說─無相 

四十三（大正 25，372a） 

 

無相破諸善法 

無相 

無相亦自破 

四十三（大正 25，372a） 

 

不善            善 

病 

 善              無相      自破 

四十三（大正 25，372a） 

 

除虛妄相 

三解脫門 

虛妄相除，亦無空相，無所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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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大正 25，372b） 

住百歲千萬億歲等，然後歸滅。 

二種常     

常住不壞 

四十三（大正 25，372b） 

 

念念滅，諸有為法，不過一念     久行菩薩觀此 

二種無常                                                         皆墮取相 

相續法壞，如人命盡，如草木燒     初心菩薩觀此 

四十三（大正 25，372b） 

 

或說空是 

般若    或說空亦空是            用六十二見九十八使煩惱心著，分別尋求，不行般若。 

或說諸法如實相是 

四十三（大正 25，37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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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取行  

不取不行  

都無所取        不取亦行亦不行  

不取非行非不行 

不取亦不取 

四十三（大正 25，371c～372a） 

 

觀諸法相 

觀諸法無相       念我能觀     皆墮相中 

行真淨無相慧     念此是行 

四十三（大正 25，372c） 

四十三卷訖 

[B010] 

內緣不具─無正憶念，無利智慧，無大悲心。 

內外因緣不具，聞深般若當有恐怖 

外緣不具─不生中國，不聞般若，不得善友。 

四十四（大正 25，3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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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  隨喜 

方便生福德─ 

勸請 

凡夫肉眼憶想分別色     凡夫所知名為色。 

二種色 

聖人心所知色實相如涅槃      色入如中不生不滅─色不離如，如不離色。 

四十四（大正 25，382a） 

 

善法 

記法  

有漏法 ─ 世間法                  不善法 

一切法                                            無記法 

無漏法 ─ 出世間法 

四十四（大正 25，381a 經）；（大正 25，382a 論） 

四十四卷訖 

 

正定─必入涅槃 

眾生有三分    邪定─必入惡道 

不定 

四十五（大正 25，383a～b）；三聚 四十七‧20；又七十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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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生法忍，隨無上正覺相發心           真發心 

二種新發意菩薩 

在結使中，發大悲心度生，我當作佛。 

四十五（大正 25，383b） 

 

我見 

三種見    邪見 

法見 

四十五（大正 25，384b～c） 

 

無方便觀─皆是法見 

色等五眾乃至諸佛法 

有方便觀─是菩薩行能斷邪見 

四十五（大正 25，384c） 

[B011] 

         但住凡夫地，分別是垢是淨。 

染（煩惱實相）淨（性空心相）不二 

   住聖人地，修無相慧，無所分別……憐憫眾生，雖復有說，心無所著。 

四十五（大正 25，38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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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一時一念，無量劫積集，次第生起。 

六度互攝行二解 

二、六波羅密，一時莊嚴，能破大賊。 

四十五（大正 25，387c～388a） 

 

無受者 

眾生空 

                              無施者 

二空與三輪空相攝 

法空      無財物 

四十五（大正 25，387c） 

 

          一、為一切眾生            大願 

 

大莊嚴    二、不但自具，亦令他行 

六度 

三、六度互具 

四十五（大正 25，387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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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行性─多觀無常苦 

二種性 

法行性─多觀空無我 

四十五（大正 25，389a） 

 

禪具六度 

發趣大乘 

慧離二邊     空慧（十八空） 

雙非慧     非定非亂 

 

非正非倒                  非智   ─ 空故，無定相，畢竟淨故。 

                                                                      非不智 ─ 觀無常等入般若中故。 

非行不行 

                                                                      非行   ─ 遮見，斷法愛，離依止故。 

非不行 ─ 不墮愚痴異凡夫故。 

四十五（大正 25，388b～389a） 

四十五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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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莊嚴───直行六度不破吾我 

摩訶薩三事不同    發趣大乘──入眾生空未入法空 

乘於大乘──因眾生空入法空中 

四十六（大正 25，389c） 

[B012] 

修行六度三輪體空 

修諸妙行修亦不得            自利乘 

乘於大乘 

若我若法達不可得 

具足神通成就眾生            利他乘 

四十六（大正 25，389b～c） 

 

六波羅密是大莊嚴（攝諸功德） 

大莊嚴二義 

大誓莊嚴是大莊嚴 

四十六（大正 25，39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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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諸法空寂滅相 

發大莊嚴 

不捨本願精進 

四十六（大正 25，392c） 

 

摩訶衍是佛道 ─── 佛道即六波羅密 ──── 六中般若第一大。 

般若大乘名異義一 

說般若則攝六度 ── 說六度則具說菩薩道 ── 菩薩道即大乘。 

四十六（大正 25，394b） 

 

應薩婆若心……起施因緣 

內外所有布施 

五相攝檀波羅密    共一切眾生（大悲） 

回向無上覺……是施福果 

用無所得 

四十六（大正 25，395a） 

 

無上正智 

佛慧二種 

一切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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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大正 25，395b） 

 

有佛無佛或有或無 

二種戒 

有佛無佛常有（十善） 

四十六（大正 25，395c） 

 

懺則淨 ──── 律中微細戒。 

二種戒 

懺而罪不除 ── 犯十善戒。 

四十六（大正 25，395c） 

 

根本 ── 十善 

持戒 ─ 本在不惱眾生常施無畏  

遠緣 ── 餘戒 

四十六（大正 25，395c） 

 

舊戒 

二種戒 

客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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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大正 25，395c） 

 

出家 ─ 為今世取涅槃故 ─ 婬欲為初 

白衣出家戒異 

白衣 ─ 為求福德故 ─ 不殺在前 

四十六（大正 25，395c） 

[B013] 

行是空以破有 ─ 非常 

以中道行是十八空                                  離是二邊 

亦不著是空 ─ 非滅 

四十六（大正 25，396a） 

 

如世間法地堅性等 

二種自性 

聖人知如法性實際（無為） 

四十六（大正 25，396b） 

四十六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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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光明 

二種光明 

智慧光明 

四十七（大正 25，399b） 

 

眾生世間 

三種世間    住處世間（國土世間，七十‧5） 

五眾世間 

四十七（大正 25，402a）；七十（大正 25，546b～c） 

四十七卷訖 

 

知作種種門說法 

知為何事故說 

得經旨趣    知以方便故說 

知示理趣故說 

知以大悲心故說 

四十八（大正 25，4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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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 

世間月 

四種月 

月月 

星宿月 

四十八（大正 25，409c） 

四十八卷訖 

 

知法不來不去，無動無發，法性常住。 

發趣大乘 

以大悲心，精進力，方便力，修諸善法更求勝地……不取地相，不見此地。 

四十九（大正 25，411a） 

 

但菩薩地 

二種地 

共地 

四十九（大正 25，4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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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施 

捨財行施       初地能捨 

二捨 

捨結得道       七地能捨 

四十九（大正 25，411c） 

[B014] 

涅槃                             果（理）法 

法有三種    涅槃方便八聖道                   行法 

善語實語助入聖道（大小乘經）     教法 

四十九（大正 25，412a） 

 

世間正見 

佛道有二種正見 

出世間正見 

四十九（大正 25，412b） 

四十九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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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行十八空 

具足空    二、能行我法二空       皆自相空 

三、能行畢竟空 

五十（大正 25，417b） 

 

生緣 

三悲     法緣 

無緣    深入實相悲念眾生 

五十（大正 25，417b）；又五十三‧23；五十三（大正 25，440a）；二十（大正 25，209a～c） 

 

一、七地前折伏粗煩惱 ─ 愛見慢等細者七地離 

轉煩惱 

二、觀煩惱即實相 

五十（大正 25，417c） 

 

初三地─慧多定少 

不得入菩薩位 

七地    後三地─定多慧少 

 

七地─我法二空定慧等            行菩薩道，從不退地，漸得一切種智 



《大智度論》筆記 

136 

五十（大正 25，417c） 

 

六地折伏五情 

七地 

七地折伏意情 

五十（大正 25，417c～418a） 

 

八地        菩薩自淨其身 

淨佛世界 

淨眾生心令行道 

五十（大正 25，418b） 

 

如幻三昧 

八地得二種三昧 

報生三昧 

五十（大正 25，4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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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大千世界               一世界 

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          一佛世界      一佛化此一分 

世界    十方如恒河沙等一佛世界     一世界海 

十方如恒河沙等一佛世界海   一佛世界種 

十方無量世界種             一切世界 

五十（大正 25，418c） 

[B015] 

一云、初深心牢固是 

佛姓 ─ 

一云、得無生法忍是      如小乘性地 

五十（大正 25，419a） 

 

七地      破諸煩惱，自利具足 

七八九地 

八九地 ─ 化生嚴土，利他具足 

五十（大正 25，4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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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三乘共地，即是佛地 

十地二義 

約菩薩十地，當知如佛 

五十（大正 25，419b～c） 

 

一、不住者，自相中不住，非不住者異相中不住。 

非住非不住    一、不住者說空破有，非不住者，說世諦有住。 

一、不住者說無常破常，非不住者破滅相。 

五十（大正 25，421b） 

 

有法，智慧少故不能得 

二種不可得 

有大智慧，推求不能得 

五十（大正 25，422a） 

五十卷訖 

 

一、無為空故言無。 

無為實法，如何言無    二、有為實相即無為，離有為法，無無為故。 

三、人於法性起諍，故言無。 

五十一（大正 25，4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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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間檀著故有，出世檀無故空。 

六度等行，云何言無    二、破慳貪言有，破邪見言無。 

三、為度初學說有，聖人心中言無。 

五十一（大正 25，424a） 

 

世間檀是有為，色法不同虛空 

一 

六度如虛空            出世間檀與實相慧和合故，似如虛空。─得無生忍後，無所分別如虛空。 

二       佛以無礙智慧觀實相如虛空，餘人不然。 

五十一（大正 25，425a） 

[B016] 

不說廣大無邊故能含受 

虛空含受一切 

今說空無所有故能含受 

五十一（大正 25，4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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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眼見色事未別好醜虛實自相他相 

色法─無常生滅不淨等 

色五事    色如─虛妄無實三世如是 

色性─佛觀色相色法色如畢竟清淨，性自爾故。 

色相─此性深妙，以相可知。見無常等相，知其性爾。 

五十一（大正 25，428a） 

五十一卷訖 

 

三十七品三解脫門                   共三乘 

不具足 

一云 

三乘善法    六波羅密                具足 

一云                      菩薩法 

大乘不共 

十力乃至常捨行                    佛法 

五十二（大正 25，4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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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著─五眾有無量過罪故 

不示（視）─不取相故 

五種正觀      不住─不依止五眾故 

不受─以無常火能燒心故 

不言─不以邪見說色一異等 

五十二（大正 25，435b） 

五十二卷訖 

 

柔順忍觀─不畢竟淨 

二種無生觀                         

無生忍觀─畢竟清淨        入菩薩位 

五十三（大正 25，580a）；五十三（大正 25，437c）；又六十三‧16（大正 25，508c）；又七十四‧11 

[B017] 

柔順忍 

無生忍 

五種菩提之      聲聞菩提 

緣覺菩提 

佛菩提 

五十三（大正 25，4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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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心菩提─於生死中發無上心                          資糧 

伏心菩提─折伏煩惱降伏其心行諸波羅密                加行 

五種菩提之      明心菩提─得法實相畢竟清淨                          通達 

出到菩提─於般若中得方便力，不著般若，滅諸煩惱，見一切佛，得無生忍，出三界，到薩婆若     修習 

無上菩提─坐道場，斷煩惱習                          究竟 

五十三（大正 25，438a） 

 

世間檀─有三礙─有所依 

二種檀波羅蜜 

出世間檀─三分清淨─無所依 

五十三（大正 25，439c～440a） 

 

開菩薩道─六度       施戒等雜故遠       有世出世故遠 

開道 

開佛道─三十七品（無得方便）       但有定慧故近       畢竟清淨故近 

又七十六‧23（大正 25，598b）；五十三（大正 25，440b～c） 

 

不可得空在初 

無所得空，畢竟空，名異義一 

畢竟空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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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大正 25，441c～442a） 

五十三卷訖 

 

未發無上心者─今應當發 

般若當機                          不能發心                與生死作障隔故 

已入聲聞正位 

若能發心我亦隨喜        上人應求上法，不斷其功德 

五十四（大正 25，442c） 

[B018] 

云何是般若          問般若體 

帝釋三問    云何行              問初入方便行 

云何住              問深入究竟住 

五十四（大正 25，442b～c）；（大正 25，443c） 

 

上根說苦空無常無我四（聖）     

聲聞觀色苦無常等十五事（共）  中根說如病如癰等八事（聖）    鈍根發心初觀 

三乘般若觀                                下根總說痛惱等十五（凡聖）                          大乘般若 

菩薩觀色寂離不生滅垢淨（不共）                         利根發心即觀 

五十四（大正 25，44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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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法非常非無常，不應言回向心已滅，云何與菩提作因。 

                                     諸法非生滅非不生滅，不應言菩提不生不滅，無所有何所回向。 

不以世諦說─     菩提非三世相，不應言未來無菩提，何所回向。          

菩提心回向心，互不相在                     三世互不相離，一如無二，云何說二心互不相在。 

以第一義諦說         皆空非心相。 

五十四（大正 25，444b～c） 

五十四卷訖 

 

阿鞞跋致菩薩 

漏盡羅漢 

四人能信受般若  正見成就三種學人 

利根初心，多見佛，多種善根，近善知識（有新發意者不能受） 

五十五（大正 25，450b） 

 

著─破法不破空 

法空                     

不著─破法能破空─色空不二─真學法空 

（大正 25，4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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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說無常苦空無我等 

應解          或說分別諸法總相別相 

如來隨眾生應得說法─    或說法從緣生無有作者      名為般若 

應行          或說空 

或說畢竟空 

五十五（大正 25，454b） 

 

或說空 

佛說般若   或說有 

或說果報 

或說罪福 

七十‧12。（大正 25，548b） 

[B019] 

亦名無受……諸法不可著故。 

實相 

亦名如……戲論不能壞故。 

五十（大正 25，454b） 

五十五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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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薩婆若心行 

發意菩薩三事勝二乘    常不離六度 

斷三惡出三乘 

五十六（大正 25，460a） 

 

內不離我心   

無方便 

     外取諸法相 

五十六（大正 25，463b）；有方便 七十一‧17；七十一（大正 25，557b） 

五十六卷訖 

 

必應受報 

二種業 

不必受報 

五十七（大正 25，464a） 

五十七卷訖 

 

佛                          究竟 

佛─    如佛            法性生身乃至十地 

次佛            肉身菩薩，能說般若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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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大正 25，471b） 

 

効他供養 

二種供養 

深心供養 

五十八（大正 25，472c） 

 

聞持     正憶念           慧精進門入 

般若有二門入 

書寫供養                  信精進門入 

五十八（大正 25，472c） 

 

  般若所護持故 

說般若時不怯論難    般若中分別一切法故 

  住二十空不見難者受難者故 

五十八（大正 25，473a）；五十五（大正 25，474b～c） 

五十八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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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0] 

善法（智慧為主）─所行 

有為法相 

二種法相                不善法（如實知）─所離      此是新發意菩薩所學（差別） 

無為法相 ─ 諸法無性為自性─所依 

應無生忍菩薩，則不愛行法、不憎捨法、不依涅槃（無分別） 

五十九（大正 25，479b） 

 

內正憶念 

信心二緣生 

外良福田 

五十九（大正 25，481a） 

五十九卷訖 

 

相似般若─有所得般若     如取相說五眾無常 

二種般若 

真實般若─無所得般若     如不取相說五眾無常（但破常倒，不著無常） 

六十（大正 25，484b） 

六十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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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則想心生 

漏盡       無學 

聲聞辟支佛人二種 

漏未盡     學 

六十一（大正 25，488b～c） 

 

無常常倒 

苦樂倒         想倒                        學人二倒 

四顛倒                   心倒 

無我我倒       見倒                        凡夫三倒 

不淨淨倒                滅則見心想 

六十一（大正 25，491c）；六十一（大正 25，488c～489a） 

 

取相隨喜    新發意者先教此 

二種隨喜 

無相隨喜    漸得方便乃能行此 

六十一（大正 25，489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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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菩薩                            不應為說 

無相隨四應說不說      不退菩薩 

為說 

雖非不退夙漸三多現近善友 

六十一（大正 25，489c） 

[B021] 

不應說……未習三多，不近善友故 

無相隨四新學前應說不說 

應說………得利根善友二緣故（不異久行） 

六十一（大正 25，490c） 

 

有新發意能入 

入菩薩位二種 

有久行得入 

六十一（大正 25，490c） 

 

有餘捨五眾因緣諸煩惱| 

五眾二種捨 

無餘捨五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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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大正 25，491a） 

 

有相是一邊，無相是一邊 

中邊 

離是二邊行中道，是諸佛實相 

六十一（大正 25，492c） 

 

悔過品 

菩薩禮佛三品    隨喜迴向品 

勸請諸佛品 

六十一（大正 25，495b） 

 

假名相          如車如林 

三種相    法相            如眾界入，肉眼觀則有，慧眼觀則無。   反此三種無相 

無相相          取無相相 

六十一（大正 25，495b） 

六十一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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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未來 

五種法藏    現在 

無為 

不可說 

六十二（大正 25，497b） 

 

憶想分別結使根本-----結使能取後身業 

斷常諸見本----諸見結使本-----結使生死苦本 

六十二（大正 25，497c） 

[B022] 

有分 

法有二分             離是有無即法性 

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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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已發無上心 

供養無量數佛 

成就四緣能信般若 

發心常行六度 

無相無二無所得故 

六十二（大正 25，500b）；六十二（大正 25，501b～c） 

 

一、分別是道非道，捨非道行是道。 

信般若二利 

二、法入般若中，無是無非，無破無受。 

六十二（大正 25，502a） 

 

能行六度，常行方便        能信般若─初心即能 

菩薩 

供佛行度，行有所得        不信般若─久學亦失 

六十二（大正 25，502a） 

六十二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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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魔所使 

不解深法 

四緣毀訾般若     

惡友所攝 

多懷瞋恚 

六十三（大正 25，503b 經） 

 

正觀色等實相 

正行六波羅蜜          可得般若 

正修三十七分等 

六十三（大正 25，505a） 

 

得解觀─不淨 

二種觀                              般若中不觀四正四倒空實 

實觀    無常苦空無我 

六十三（大正 25，5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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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言非是佛說 

墮大地獄 

破般若人─    或言雖是佛說，多人增益 

或人取相口說空法，心行有中             此人善心（不名破） 

或人憶想分別，應有妙法，不應都空       此人信佛   （應是破耶？） 

六十三（大正 25，506a～b） 

[B023] 

智慧淨                              …智空 

相待不離，世間常法 

淨    所緣淨                              …境空                              空 

 

實相本淨     離緣離智                離上二邊說中道─緣生無性本來空寂 

六十三（大正 25，507a）；七十四‧16 

 

名字清淨─用二法清淨─分別是垢是淨 

二種清淨 

真清淨─用不二法清淨─無垢無淨 

六十三（大正 25，508b～c） 

六十三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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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菩薩以凡法為虛，聖法為實 

虛實 

般若畢竟空中，凡聖皆虛 

六十四（大正 25，514c） 

六十四卷訖 

 

能斷婬欲 

南洲三事勝天及北洲    強識念力 

能精進勇猛 

六十五（大正 25，516a） 

 

分別善惡─世間般若 

二種般若 

不別善惡─出世間般若 

 

密─初轉法輪，菩薩見無量無數人得三乘道 

佛事有二 

現─初轉法輪，聲聞見八萬一人得初道 

六十五（大正 25，5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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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 

說無              邪憶念四種行中著       邪道 

諸法有四相                                                         

說亦有亦無        正憶念四種行中不著     正道 

說非有非無 

六十五（大正 25，517b） 

[B024] 

用上三句破 

非有非無二種破 

用涅槃實相破 

六十五（大正 25，517b～c） 

 

此岸─生死 

兩岸中流    中流─煩惱 

彼岸─涅槃 

六十五（大正 25，518c）；十一（大正 25，145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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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作─如布施等 

二種作 

法作─如火燒水爛 

六十五（大正 25，519a） 

 

須菩提說有為般若─觀法緣生有為法故無常 

常歟無常歟 

佛說（無為般若）─般若緣處如法性，故常 

六十五（大正 25，521a）；十一．14 左；十一（大正 25，139c～140a）； 

 

名字一切 

二種一切 

實一切 

又七十二‧5；六十五（大正 25，521b）；七十二（大正 25，563b） 

 

常住般若             痴慧不可得 

二種般若 

五度共行有用般若     能破無明闇能與真智慧 

六十五（大正 25，5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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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法 

聲聞法 

略說五種法     緣覺法 

菩薩法 

佛法 

六十五（大正 25，521c～522a） 

 

蘊界處等 

知一切法 

五種法 

佛                                    總相 別相 

略說二種相 

知一切種                      分別相 畢竟空相 

廣說-------------- 一切種 

六十五（大正 25，521c～522a） 

六十五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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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5] 

上 光讚                          光讚  七十九 

三部般若    中 放光                       又 放光   七十九（大正 25，620a） 

下 道行                          小品 

六十七（大正 25，529b） 

 

佛眼所攝 

二種天眼 

佛眼所不攝 

六十七（大正 25，530a） 

六十七卷訖 

 

非眾生法                  飢渴寒熱等 

魔 

眾生法─    外            魔鬼、邪見人虎狼等 

                  內            憂愁不得法味，心生邪見 

六十八（大正 25，533c） 

六十八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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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心不可得故，如實知染心 

如實知染無染 

染不染不可得故，如實知無染心 

六十九（大正 25，543b）；（大正 25，544c） 

六十九卷訖 

 

捨寂定樂 

受諸勞苦 

佛為眾生受五事    與惡人共事 

與人接對 

入大眾會 

七十（大正 25，552a～b） 

 

空無相無作             淺   三乘共 

般若相 

不生滅垢淨，無依止虛空相   深    大乘不共 

七十（大正 25，548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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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         一切無明睡眠中最初覺故 

如來法       如過佛行六度，得如相來佛道故 

佛四事 

自然人法     簡聲聞 

一切智人法   簡辟支 

七十（大正 25，552b） 

七十卷訖 

[B026] 

下、直信聽受，不問中義   得人身，聞般若疑悔難悟。       當墮二乘 

行般若人三種  中、聞已能問，問而不行    得人身，聞般若，始信堅固，終不信樂。  

        上、聞解能行。      得人身，聞般若，心即深解，信樂不捨。 

七十一（大正 25，555a～b） 
 
        得諸法實相。 
二種菩薩   
        未得（諸法實相），於佛道中有信、忍、淨心、深心、欲、解、精進。 

七十一（大正 25，556a～b） 
 
       般若  能滅邪見、戲論，將至畢竟空。 
般若方便      

方便  將出畢竟空。 
七十一（大正 25，5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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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菩薩所得。 
二種性空   

小菩薩所學柔順忍。 
七十一（大正 25，557c） 

 
           一、約經卷含受說 
般若含受五度等   
          二、約和合相應說 
 
        煩惱依止有為        煩惱見，說無依止  
二種依止                            依止無依止。 
        清淨智慧，依止涅槃   淨智慧，說依止  

七十一（大正 25，559b） 
 
        根本斷。 
二種斷煩惱   
        薄少斷  無生忍已前能得。 

七十一（大正 25，560c） 

 
          能觀諸法空，不觀般若空。 
二種行般若菩薩   
          觀諸法空，亦觀般若空。 

七十一（大正 25，561b） 
七十一卷訖 
 
        淺  分別諸法空。 
般若有淺深   
       深  世間法即是涅槃。 

七十二（大正 25，5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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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隨順生。 
世間三種子   隨順生   佛法一子。 
       勝生。 

七十二（大正 25，564a） 

 
     般若空。 
二種空    

非般若空   一切空。 
三十七‧22（大正 25，335b） 

[B027] 
     色如  色之實相 
性相   
     色   眼所見法。 

七十二（大正 25，566a） 
 
      應薩婆若、有方便   近無上道。 
修行般若   
      離薩婆若、無方便   於無上道   或不得   恆沙劫修行還墮二地。 
                        或得。 

七十二（大正 25，566a～b） 
 
第一義諦   空行   智門     但說此，利小。 
 
                      二法具足，能有所至，善說二諦。 
 
俗諦      有行  善門    但說此，利少。 

七十二（大正 25，570a） 



《大智度論》筆記 

165 

七十二卷訖 
 
        有已得神通。 
阿鞞跋致有二   

有未得神通。 
七十三（大正 25，571c） 

 
      屬聲聞、辟支佛 
五根有二   

屬佛、諸菩薩。 
七十三（大正 25，576c） 
 

                 有於佛前授記 
           生死肉身  
      阿鞞跋致         有不於佛前授記。七十六（大正 25，597a） 
            法性生身 
      
菩薩                                   或不退入 
           信多疑少     若得禪定即得柔順忍 
      未得阿鞞跋致                       或退没。七十四（大正 25，580a） 
             信少疑多     少勝誦經人 
 

      得道空（三解脫門）  深 
二種空   
      口說空。 

七十四（大正 25，5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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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有著空 
空二種   
      破有不著空。 

七十四（大正 25，581b） 
 

      （空）破著有而不破空 
空有二種   

大空：破一切法，空亦復空。 
三十六‧16（大正 25，327a） 

 
     空三昧 
二種空  
     法空。 

三十六‧22（大正 25，328c） 
 
       但空（墮二地）        無方便空         深悲         墮二地 
空相應有二 
       不可得空           有方便空     入空   不墮 

三十七‧2（大正 25，335a） 

[B028] 
       觀五眾生滅    破常。 
備破八倒   
        觀畢竟空    破生滅。 

七十四（大正 25，5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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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見不生滅   謂世間常有故。 
二種無生滅   
       正觀不生滅   破生滅故。 

七十四（大正 25，581b） 

 
       有行五度       久久乃成。 
二種菩薩   
       有行般若      疾得成佛。 

七十四（大正 25，583c） 

七十四卷訖 

 
     乾慧地    五停心位、總別念處、有慧而無定水    
     性 地   四加行     
     八人地     十五心     
      見 地    得初果               聲聞 
十地     薄 地   分斷欲界修惑   
    離欲地    阿那含     
    已作地     阿羅漢得盡智、無生智   
     辟支佛地    辟支佛          緣覺 
    菩薩地     歡喜地乃至法雲地       菩薩，有三說 
     佛 地     具足佛法          佛。 

七十五（大正 25，585c～58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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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慧地   發心未得順忍 
      性 地   得順忍，愛實相，不生邪見 
      八人地   無生法忍 
菩薩共地  見 地   不退位 
      薄 地   過不退、未成佛，斷煩惱，薄餘習。   諸煩惱薄。七十六‧10（大正 25，594c） 
      離欲地   離欲因緣，得五通 
      已作地   成佛。 

七十五（大正 25，585c～586a） 

 

       取相：取虛妄相故失             即有 
    二邊 
       壞相：墮斷滅中故失              即無 
中邊 
       不取相：畢竟空中無憶念故            離有 
   中道 
       不壞相：相本自無，遣倒言不取，實不壞相      離無。 

七十五（大正 25，587a） 

[B029] 
           輪王 
菩薩願住三種福德中  天王 
           神通聖人 

七十五（大正 25，590c） 
七十五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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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未得無生忍 
大乘學、無學  
         無學  得無生忍 

七十六（大正 25，594c） 
 
      不悔     受罪畢，墮小 
輕餘菩薩   

      即世悔    受罪畢，還依大出 

七十六（大正 25，597c～598a）又，七十七 20‧  

 

        有未得記 

       

阿鞞跋致              具足受記因緣  知實相、具六度 

          不現前授記  

       有已得記        未具足受記因緣  知實相、得般若分、未具餘五 

            現前授記 

七十六（大正 25，597a～b） 

七十六卷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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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默然    般若心（觀） 

佛勅弟子常行二事   

          聖說法      般若說 

七十七（大正 25，601a） 

 

般若、法性、如  非一非異 

七十七（大正 25，601b） 

 

     不一即異 

世間法   

     不異即一 

七十七（大正 25，601b） 

 

       眾生等忍 
二種等忍   

     法等忍 

七十七（大正 25，6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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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行相     著心取相 
三次第     遮邪行相    破是著相 

      示正行相    破邪著，亦說實相 

七十七（大正 25，607c） 

 

     行是道，破倒見 
雙非 

   捨此道，直入法性住 

七十七卷訖 

 

        密發心 [ 密發心＝空發心（大正藏）] 

發心菩薩有二  

        發心已，行六度 

七十八（大正 25，609c） 

[B030] 

            小乘人言   補處菩薩不及沙彌得無量律儀者 

        二邊  

菩薩小乘勝劣       大乘有人言     發大乘心，在惡人中，勝二乘得解脫者 

              

         中道      菩薩發心，行諸波羅密道，能勝一切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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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大正 25，610a） 

 

      壽命 
二種命  

      慧命 

七十八（大正 25，610b） 

 

    初發意 

菩薩  久發意 

    不退地 

    一生所繫 

七十八（大正 25，608a） 

 

有人聞難發心   為說難 

             是名菩薩無所得行 

有人聞難則退   為說無難 

七十八（大正 25，611b） 

 
        一、世諦差別，勝義無差別 
差別無差別   
        二、未得無生法忍差別，已得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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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大正 25，611c） 

七十八卷訖 

 
               觀一切法空  空    觀空，不著是空，不妨憐憫眾生  
            一                             （只是一般若） 

                不捨一切眾生 悲    憐生，不著眾生，不妨觀空   

成就二法魔不能壞   

               所作如所言 

            二  

               為諸佛所念 

七十九（大正 25，614b～c） 

 

       虛誑不實不堅      無常苦無我門    無作門 
三事二釋   一切法空             空門     空門 
       一切法無生    實相滅觀門    無相門 

七十九（大正 25，615b） 
 
       空      般若 
實相異名   
       畢竟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七十九（大正 25，618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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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1] 
        菩薩時 
大乘三時度生  作佛時 
         滅度時  

七十九（大正 25，618c） 
 
       到一切智慧邊 ── 名般若 

實相異名   般若成佛已 ─── 名無上菩提 

       在小乘心 ──── 名三十七道品，三解脫門 

       能聞而不忘 ─── 名陀羅尼。 

七十九（大正 25，620c） 

七十九卷訖 

 

    但觀空墮斷 

中邊         觀緣起、性空、寂滅、中道 

    但觀有墮常 

 

         凡夫肉眼所見，起惑造業，往來生死 ──── 凡夫。 

三種十二因緣   賢聖法眼分別，但求滅苦，不究盡求苦相 ── 二乘，未得法忍菩薩 
         菩薩究盡十二因緣根本相如虛空 ────── 得忍菩薩乃至坐道場（先雖能觀，未能具足） 

八十（大正 25，62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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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輭根 ─── 信多慧少 ─── 取相迴相   

二種人                       信慧力等，能如薩婆若回向。 

      利根 ─── 慧多信少 ─── 戲論空法   

八十（大正 25，623a～b） 

 

       上、殺害 

瞋有三品   中、罵詈 

       下、心瞋 

 

      瞋 ─── 意 

瞋起三業  罵 ─── 口 

      打 ─── 身  

八十（大正 25，624a） 

 
        十不善道（助道戒） 

菩薩二種破戒  

        向二乘地 

八十（大正 25，62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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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2] 

                得無量戒律儀       攝律儀（在家不具此） 

出家人三種戒，名尸羅波羅密   具足四十種善道      攝善法  

                深入實相過二乘地      益有情 

八十（大正 25，625a） 

 
       無相寂滅，無戲論，如涅槃 
無為有二   
      相待無，因有而生 

八十（大正 25，625b） 
八十卷訖 
 
      不惱眾生 
持戒二種    
      為生禪定 

八十一（大正 25，628c） 
 
      觀法實相，於一切法不見法相，不見非法相 
般若有二    
      如所說行 

八十一（大正 25，6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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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忍       柔順忍      淺 

                  互具不妨別說 

法 忍       無生忍       深 

八十一（大正 25，630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