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智度論裡的禪波羅蜜

── 却五事(五塵)、除五法(五蓋)、行五法

2023/08/24 韋恩（Wayne)

佛陀教育基金會七樓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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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大智度論卷十七總說

02. 三方便：訶五欲

03. 三方便：棄五蓋

04. 三方便：行五法

05. 意根律儀：結合四行作意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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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卷十七

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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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卷十七 · 總說

【經】：「不亂、不味故，應具足禪

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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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禪定的目的 · 徵問

問曰：菩薩法以度一切眾生為事

，何以故閑坐林澤，靜默山間，

獨善其身，棄捨眾生？

—《大智度論》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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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禪定的目的 · 得智慧

答曰：菩薩身雖遠離眾生，心常不捨，靜
處求定，得實智慧以度一切。

…

實智慧從一心禪定生，譬如然燈，燈雖
能照，在大風中不能為用；若置之密宇，
其用乃全。散心中智慧亦如是，若無禪
定靜室，雖有智慧，其用不全。得禪定則
實智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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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求世間近事，不能專心，則事業不成，何況甚

深佛道而不用禪定。

修學禪定的目的 · 攝諸亂心

禪定名攝諸亂心！

亂心輕飄，甚於鴻毛；

馳散不停，駛過疾風；

不可制止，劇於獼猴；

暫現轉滅，甚於掣電。

心相如是不可禁止，若欲制之，非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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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禪定難得，行者一心專求不廢，乃

當得之；諸天及神仙猶尚不能得，何況

凡夫懈怠心者！

禪定難得，勤求乃得

—《大智度論》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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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以何法修，令心速定？

答：速求定者反是懈怠，慎勿求速！

但能離念，息諸攀緣，非求非不求。得定若

不得，但勿計念者，是大精進也。

…

但以離念為勤，得定何慮不速乎？

學習禪定的態度 · 勿求速成

—《修禪要訣》北天竺婆羅門禪師佛陀波利

(唐云覺愛)，隨問略說。西京禪林寺沙門明恂問并

隨口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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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萇國有一僧，久坐不能得定，遂癈業。忽有天

化為人來其前，磨一鐵鎚。

僧問：何用？答曰：欲以作針。

僧曰：何由可成？

天曰：不休即成。

僧遂體悟。還復習禪。因得道果。後復住滅定。

住滅定故。迄今猶在。

學習禪定的態度 · 鐵鎚成針

—《修禪要訣》北天竺婆羅門禪師佛陀波利

(唐云覺愛)，隨問略說。西京禪林寺沙門明恂問并

隨口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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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禪定的態度 · 打穩基礎

1. 正命（好的謀生方式）、戒律儀

2. 調身（伸展筋膜、適當運動）

3. 調睡眠（覺寤瑜伽）

4. 調飲食（於食知量）

5. 正知而入、根律儀

6. 克服亂意、惡尋思、五蓋

7. 固定練習靜坐、安那般那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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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卷十七 · 三個重點

【經】：「不亂、不味故，應具足禪

波羅蜜。」

1. 調伏亂心的前方便

2. 得到禪定後的味著與煩惱

3. 菩薩於定、亂兩者不起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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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便：訶五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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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却五事？當呵責五欲。哀哉眾生！常為

五欲所惱，而猶求之不已！

1) 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炙疥。

2) 五欲無益，如狗齩骨。

3) 五欲增諍，如鳥競肉。

4) 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

….

應識五欲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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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欲害人，如踐惡蛇。

6) 五欲無實，如夢所得。

7) 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

8) 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為之後

世受無量苦。譬如愚人貪著好果，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人伐其樹，樹傾乃墮，身首毀壞

，痛惱而死。

9) 又此五欲，得時須臾樂，失時為大苦；如蜜

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

應識五欲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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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阿梨吒答曰：「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

法：行欲者無障礙。」

諸比丘訶阿梨吒曰：「汝莫作是說！莫誣謗

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

阿梨吒！欲有障礙，世尊無量方便說欲有障

礙。阿梨吒！汝可速捨此惡見也。」

阿梨吒比丘的邪見 

—《中阿含經》200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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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梨吒比丘為諸比丘所訶已，如此惡見其強

力執，而一向說：「此是真實，餘者虛妄。」如

是，再三。

眾多比丘不能令阿梨吒比丘捨此惡見，從座

起去，往詣佛所。

阿梨吒比丘的邪見 

—《中阿含經》200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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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問曰：「阿梨吒！實如是說：『我知世尊

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阿梨吒答

曰：「世尊！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

障礙。」

世尊訶曰：「阿梨吒！汝云何知我如是說

法？汝從何口聞我如是說法？汝愚癡人！

我不一向說，汝一向說耶？汝愚癡人！聞諸

比丘共訶，汝時應如法答，我今當問諸比丘

也。」

阿梨吒比丘的邪見 

—《中阿含經》200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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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世尊問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如是

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

時，諸比丘答曰：「不也。」

世尊問曰：「汝等云何知我說法？」

諸比丘答曰：「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欲有障

礙，世尊說欲有障礙也...」

阿梨吒比丘的邪見 

—《中阿含經》200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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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有障礙，世尊說欲有障礙也；

1) 欲如骨鏁(鎖)，世尊說欲如骨鏁也；

2) 欲如肉臠，世尊說欲如肉臠也；

3) 欲如把炬，世尊說欲如把炬也；

4) 欲如火坑，世尊說欲如火坑也；

5) 欲如毒蛇，世尊說欲如毒蛇也；

6) 欲如夢，世尊說欲如夢也；

7) 欲如假借，世尊說欲如假借也；

8) 欲如樹果，世尊說欲如樹果也，我等知

世尊如是說法。

阿梨吒比丘的邪見 

—《中阿含經》200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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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苦者，有身常是苦，癡覆故不覺。

如說：「 

騎乘疲極故，  求索住立處； 

住立疲極故，  求索坐息處； 

坐久疲極故，  求索安臥處； 

眾極由作生，  初樂後則苦。 

視眴息出入，  屈伸坐臥起， 

行立及去來，  此事無不苦！ 」

行住坐臥中的苦(Duḥkha，豆佉) 

—《大智度論》卷23



vo
o
d
o

o

22

四聖諦苦，聖人知實是苦，愚夫謂之為樂；聖實可

依，愚惑宜棄。

是身實苦，以止大苦故，以小苦為樂。

譬如應死之人，得刑罰代命，甚大歡喜；

罰實為苦，以代死故，謂之為樂。

復次，新苦為樂，故苦為苦。如初坐時樂，久則生苦

；初行、立、臥亦樂，久亦為苦。屈申、俯仰，視眴、

喘息，苦常隨身；從初受胎，出生至死，無有樂時。

新苦(Duḥkha) 為樂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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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便：棄五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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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眾生； 

云何縱塵欲？  沈沒於五情！ 

著鎧持刀杖，  見敵而退走； 

如是怯弱人，  舉世所輕笑。 

比丘為乞士，  除髮著袈裟； 

五情馬所制，  取笑亦如是。 

除欲蓋偈 · 生起慚愧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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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眾生； 

云何縱塵欲？  沈沒於五情！ 

著鎧持刀杖，  見敵而退走； 

如是怯弱人，  舉世所輕笑。 

比丘為乞士，  除髮著袈裟； 

五情馬所制，  取笑亦如是。 

除欲蓋偈 · 生起慚愧 · 自增上、世間增上

—《大智度論》卷19

云何慚？謂自增上及法增上，於所作罪羞恥

為性。罪謂過失，智者所厭患故。羞恥者，謂

不作眾罪。防息惡行所依為業。

云何愧？謂他增上，於所作罪羞恥為性。他

增上者，謂怖畏責罰及譏論等，所有罪失羞

恥於他。業如慚說。

—《大乘廣五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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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如是貪欲人，  不知觀本願， 

亦不識好醜，  狂醉於渴愛。 

慚愧尊重法，  一切皆已棄， 

賢智所不親，  愚騃所愛近。

除欲蓋偈 · 生起慚愧

—《大智度論》卷19

云何慚？謂自增上及法增上，於所作罪羞恥

為性。罪謂過失，智者所厭患故。羞恥者，謂

不作眾罪。防息惡行所依為業。

云何愧？謂他增上，於所作罪羞恥為性。他

增上者，謂怖畏責罰及譏論等，所有罪失羞

恥於他。業如慚說。

—《大乘廣五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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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欲求時苦，  得之多怖畏， 

失時懷熱惱，  一切無樂時。 

諸欲患如是，  以何當捨之？ 

得諸禪定樂，  則不為所欺。

除欲蓋偈 · 生起慚愧 · 法增上

—《大智度論》卷19

云何慚？謂自增上及法增上，於所作罪羞恥

為性。罪謂過失，智者所厭患故。羞恥者，謂

不作眾罪，防息惡行所依為業。

云何愧？謂他增上，於所作罪羞恥為性。他

增上者，謂怖畏責罰及譏論等，所有罪失羞

恥於他。業如慚說。

—《大乘廣五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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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樂著無厭，  以何能滅除？ 

若得不淨觀，  此心自然無。 

著欲不自覺，  以何悟其心？ 

當觀老病死，  爾乃出四淵。 

諸欲難放捨，  何以能遠之？ 

若能樂善法，  此欲自然息。 

除欲蓋偈 · 生起慚愧 · 思惟不作惡行的方法 

—《大智度論》卷19

諸欲難可解，  何以能釋之？ 

觀身得實相，  則不為所縛。 

如是諸觀法，  能滅諸欲火； 

譬如大澍雨，  野火無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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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當知思惟，  受身及處胎， 

穢惡之幽苦，  既生之艱難！ 

既思得此意，  而復不滅瞋， 

則當知此輩，  則是無心人！

瞋弟子偈 · 法增上、自增上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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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罪報果，  亦無諸呵責， 

猶當應慈忍，  何況苦果劇！

瞋弟子偈 · 法增上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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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觀老病死，  一切無免者； 

當起慈悲心，  云何惡加物？ 

眾生相怨賊，  斫刺受苦毒； 

云何修善人，  而復加惱害？ 

常當行慈悲，  定心修諸善； 

不當懷惡意，  侵害於一切！

瞋弟子偈 · 思惟對方的苦

—《大智度論》卷19



vo
o
d
o

o

32

常當行慈悲，  定心修諸善； 

不當懷惡意，  侵害於一切！ 

若勤修道法，  惱害則不行， 

善惡勢不竝，  如水火相背。

瞋弟子偈 · 藉相違法對治瞋害

—《大智度論》卷19

云何無瞋？謂瞋對治，以慈為
性。謂於眾生不損害義。業如無
貪說(惡行不起所依為業)。

云何不害？謂害對治，以悲為
性。謂由悲故，不害群生，是無瞋
分。不損惱為業。

—《大乘廣五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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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恚來覆心，  不知別好醜， 

亦不識利害，  不知畏惡道。 

不計他苦惱，  不覺身心疲， 

先自受苦因，  然後及他人。

瞋弟子偈 · 思惟瞋心的過患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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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滅瞋恚，  當思惟慈心， 

獨處自清閑，  息事滅因緣。 

當畏老病死，  九種瞋惱除， 

如是思惟慈，  則得滅瞋毒！

瞋弟子偈 · 思惟止息瞋害的方法

—《大智度論》卷19

行者於坐禪時，思惟此人現在惱
我，及惱我親，讚歎我冤；思惟過
去未來亦如是，是為九惱。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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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起勿抱臭身臥，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體，  諸苦痛集安可眠！ 

訶眠偈 · 思惟身的過患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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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世間死火燒，  汝當求出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垂至安可眠！ 

訶眠偈 · 思惟無常將至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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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間，  爾時安可而睡眠！

訶眠偈 · 思惟煩惱結賊未除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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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為大闇無所見，  日日侵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識，  如是大失安可眠！

訶眠偈 · 思惟睡眠蓋的過患

—《大智度論》卷19



vo
o
d
o

o

39

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間，  爾時安可而睡眠！

訶眠偈 · 思惟煩惱結賊未除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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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之為法，破出家心。如人攝心，猶不能住，何

況掉散？掉散之人，如無鉤醉象，決鼻駱駝，不

可禁制。

如偈說： 

訶掉舉偈 · 思惟掉舉過患

—《大智度論》卷19

汝已剃頭著染衣，  執持瓦鉢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既無法利、失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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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法者，如犯大罪人，常懷畏怖，悔箭入心，堅

不可拔。如偈說： 

訶追悔偈 · 思惟追悔過患

—《大智度論》卷19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墮惡道。 

若人罪能悔，  已悔則放捨，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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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二種悔，  不作若已作， 

以是悔著心，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訶追悔偈 · 思惟追悔往事無益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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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蓋者，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定心；

定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得。

譬如人入寶山，若無手者，無所能取。

如說疑義偈言： 

訶疑蓋偈

—《大智度論》卷19

如人在岐道，  疑惑無所趣；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懃求，  諸法之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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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真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生疑心，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岐道，  利好者應逐！

訶疑蓋偈 · 勸莫生疑

—《大智度論》卷19

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

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

—《出曜經》卷六 〈無放逸品〉

世間放逸，心懷踴躍追逐人後使人退轉。是
故說曰，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猶鹿母初
乳，兒小逐母東西，戀其子不能遠逝。時師子
獸王審知鹿母不能離子，時往搏撮，鹿母子
俱喪。所以然者，以其鹿母戀其子故，師子得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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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便：行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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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呵五欲，除五蓋，行五法：欲、精進、念、巧

慧、一心。行此五法，得五支，成就初禪。

「欲」名欲於欲界中出，欲得初禪。

「精進」名離家持戒，初夜後夜，專精不懈，節食，

攝心，不令馳散。

「念」名念初禪樂，知欲界不淨，狂惑可賤，初禪為

尊重可貴。

「巧慧」名觀察籌量欲界樂、初禪樂輕重得失。

「一心」名常繫心緣中，不令分散。

行五法 · 疑蓋過患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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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棄是五蓋，譬如 1) 負債得脫，2) 重病得差，

3) 飢餓之地得至豐國，

4) 如從獄得出，

5) 如於惡賊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

行者亦如是，除却五蓋，其心安隱，清淨快樂。

…

專求初禪，放捨欲樂；譬如患怨，常欲滅除，則不

為怨之所害也。

行五法 · 離蓋得樂

—《大智度論》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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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根律儀：結合四行
作意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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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律儀

云何根律儀？謂即依此尸羅律儀，守護正念，修常

念。以念防心，行平等位。

眼見色已；而不取相、不取隨好。恐依是處，由不修

習眼根律儀、防護而住，其心漏泄，所有貪憂惡不善

法；故即於彼，修律儀行，防護眼根。依於眼根，修律

儀行。

如是行者、耳聞聲已，鼻嗅香已，舌嘗味已，身覺觸

已，意了法已；而不取相、不取隨好。 ...是名根律儀。

—《瑜伽師地論》卷21



vo
o
d
o

o

50

四行作意

1. 正知作意：正知外境的變化。

2. 欲願作意：亦名披甲作意。

3. 勤行作意：亦名勤行方便作意。

4. 覆審迴向作意：亦名審察迴向作

意，修正作意、調整心行的方

向。

若於行時。即應觀行中：未行、欲行、行、
行已，心相通達皆不可得，雙照分明如前
所說。

復作是念：如是行動由心運役故有去來，
反觀行心不見住處、無有生滅一切相貌，
當知行者畢竟空寂。

—《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覺意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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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作意 · 圖說

正
知

欲
願

勤
行

覆審
迴向

外緣 外緣



vo
o
d
o

o

52

四行作意 · 披甲作意 · 防守正念

正
知

欲
願

勤
行

覆審
迴向

外緣 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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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圓滿，祝菩提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