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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無上依經菩提品第三    卷四 p26~27，二、藏教所攝參考資料 

 

「阿難！有四種法為得無上菩提作因。何者為四？一者願樂修習摩訶衍法，二者

修習般若波羅蜜，三者修習破虛空三昧門，四者修習如來大悲。阿難！ 

有四種惑障菩提果。何者為四？一者棄背大乘法，二者邪執我見，三者畏生死

苦，四者不行利益他眾生事。阿難！ 

有四種菩提無上勝果。何者為四？一者最淨，二者真我，三者妙樂，四者常住。 

… 

「阿難！一切阿羅漢、辟支佛、大地菩薩，為四種障，不得如來法身四德波羅

蜜。  何者為四？一者生緣惑、二者生因惑、三者有有、四者無有。 

何者生緣惑？即是無明住地生一切行，如無明生業。 

何者是生因惑？是無明住地所生諸行，譬如無明所生諸業。 

何者有有？緣無明住地，因無明住地所起無漏行三種意生身， 

譬如四取為緣，三有漏業為因起三種有。 

何者無有？緣三種意生身，不可覺知微細墮滅，譬如緣三有中生，念念老死。 

無明住地一切煩惱是其依處，未斷除故， 

 

諸阿羅漢及辟支佛、自在菩薩，不得至見煩惱垢濁習氣臭穢究竟滅盡大淨波羅蜜； 

因無明住地起輕相惑，有虛妄行未滅除故，不得至見無作無行極寂大我波羅蜜； 

緣無明住地因微細虛妄起無漏業，意生諸陰未除盡故，不得至見極滅遠離大樂波羅

蜜；若未能得一切煩惱諸業生難永盡無餘，是諸如來為甘露界，則變易死斷流滅無

量，不得至見極無變異大常波羅蜜。 

 

「阿難！於三界中有四種難：一者煩惱難、二者業難、三者生報難、四者過失難。 

無明住地所起方便生死，如三界內煩惱難； 

無明住地所起因緣生死，如三界內業難； 

無明住地所起有有生死，如三界內生難； 

無明住地所起無有生死，如三界內過失難。應如是知。阿難！四種生死未除滅

故，三種意生身無有常樂我淨波羅蜜果，惟佛法身是常是樂是我是淨波羅蜜，汝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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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意生身            佛光大辭典 (慈怡法師主編) 

通教登地菩薩得如幻三昧，能示現無量自在神通，普入一切佛剎，隨意無礙，意

欲至彼，身亦隨至，故稱意生身。 

據楞伽經卷三之一切佛語心品載，通教菩薩有三種意生身，即： 

(一)  三昧樂正受意生身， 

三昧為梵語 samādhi 之音譯，以定性為樂，異於苦樂等受，故意譯為正

受。謂三昧樂正受，乃華梵雙舉。通教第三、第四、第五地菩薩修三昧

時，證得真空寂滅之樂，普入一切佛剎，隨意無礙。 

(二)  覺法自性性意生身， 

通教第八地菩薩覺了一切諸法自性之性，如幻如化，悉無所有，以無量神 

力普入一切佛剎，迅疾如意，自在無礙。 

(三)  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通教第九、第十地菩薩覺知一切法皆是佛法，若得一身，無量身一時普 

現，如鏡中之像，隨諸種類而得俱生，雖現眾像，而無作為。  

 

四取 

… 如毒刺能傷法身慧命，故稱取。另據俱舍論卷二十載，煩惱能取諸有之果，故稱

為取。四取即： 

(一)欲取，即對欲界五欲之境所生起之貪執。 

(二)見取，即執著邪心分別之見為真實。 

(三)戒禁取，即執著非正因、非正道為正因、正道。此戒禁為聖道修行之怨敵，使

修行者由此而誑惑，如使在家眾妄計自餓等法為生天之道；使出家眾執著可愛

之境，而捨離清淨道。 

(四)我語取, 即緣一切內身所起之我執。亦即執取色界、無色界之貪、慢、無明、疑

等四煩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