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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導讀 

1. 何謂菩提—彌勒菩薩 

2. 大乘佛法是甚麼？《維摩詰所說經》用了四個主題來說明。即〈菩薩品〉

分別以四位菩薩為代表。首先是「成佛」的觀念。 

3. 彌勒菩薩是未來佛，未來佛教導眾生不退轉之行，應該是很好的楷模，足

堪效法，但維摩詰卻詰難他一生授記當得菩提，是用哪一生來成佛？由此

而有一連串的「假設」追問，結論是：「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亦無退者。」維摩詰指出：若要成佛，是要把各種成佛的道理放下，「成佛」，

是「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 

4. 因為一切皆「如」，如者，不生亦不滅。生滅是相，不生不滅是「性」，但

凡夫著相。其次，如者，不二不異。萬法何以有「二」？何以有「異」？

修行人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有一個「佛法」作為標準，這是以「教

相」為法相，「不二不異」是放下「神聖」的凡情，須知真理之中，一法

不立。 

5. 凡夫以「分別」之見來認取菩提，有時候，連「教相」都抓不住，卻以為

這是佛法，這是顛倒之所在。 

6. 然則，何謂「菩提」？生命何處得覓菩提？須知「菩提」即是覺，既是覺

悟，凡有所指引，特別是以「不」字為體會，則離「善之為善」之取或捨，

功夫即在此善加體會。 

7. 「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諸法寂滅是菩提，那麼，即為善之念亦須超越。 

8. 「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一般的講法是「觀是菩提」，這裡標榜的是「非

相」為「是」，它的道理是「離諸緣故」。 

9. 經文有 25 個說明，多有發明此意。 

二、 〈菩薩品〉第四之（一）何謂菩提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

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

我昔，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

說不退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

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

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為用何生得受記乎？ 

○1  過去耶？ 

○2  未來耶？ 

○3  現在耶？ 

○1  若過去生，過去生

已滅； 

○2  若未來生，未來生

未至； 

○3  若現在生，現在生

無住。 

如 佛 所

說 ： 比

丘！汝今

即時，亦

生 、 亦

老、亦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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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

生即是正位，於正位

中，亦無受記，亦無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 

○1 為從如生得

受記耶？ 

○2  為從如滅得

受記耶？ 

 

○1  若以如生得受記

者，如無有生； 

○2  若以如滅得受記 

者，如無有滅。 

一切眾生皆如

也，一切法亦

如也，眾聖賢

亦如也，至於

彌勒亦如也。 

○1  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

亦應受記，所以者何？ 

○2  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

得，所以者何？ 

○3  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

亦當滅度，所以者何？ 

夫如者，不二不異；一

切眾生即菩提相。諸佛

知一切眾生畢竟寂

滅，即涅槃相，不復更

滅。 

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

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

無退者。彌勒！當令此

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

之見，所以者何？ 

    菩提者， ○1 不可以身得， 

○2 不可以心得： 

○1  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 

○2  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 

○3  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 

○4  斷是菩提，捨諸見故； 

○5  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 

○6  障是菩提，障諸願故； 

○7  不入是菩提，無貪著故； 

○8  順是菩提，順於如故； 

○9  住是菩提，住法性故； 

○10  至是菩提，至實際故； 

○11  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 

○12  等是菩提，等虛空故； 

○13  無為是菩提，無生住滅故； 

○14  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 

○15  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 

○16  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 

○17  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 

○18  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 

○19  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 

○20  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 

○21  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 

○22  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 

○23  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 

○24  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 

○25  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