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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五根、五力 

1.五根 

(1)在證入初果須陀洹之前有四個位次，即煖、頂、忍、

世第一。 

(2)「煖位」是由四正勤；五停心、四念處、別相、總相

一路修來得此位次，有「伏煩惱」的功德作用，再進

修四如意足，對四諦道理更明顯，得「頂位」會顯神

通，但對一心想厭離五濁的修行者，不會用此神通去

貪求世福，甚至有的棄神通不用，只想早出三界。 

(3)再進一步上修，得「忍位」即五根、五力(信、進、念、

定、慧），「五根」。要解說：「信正道及助道法名信根；

行正道及諸助道善法，勤求不息名精進根；念正道及

諸助道善法，更無他念名念根；攝心在正道及諸助道

善法中，相應不散名定根；為正道及諸助道善法，觀

於苦等四諦名慧根」。 

我們開始學佛時告訴自己要「信佛」，但佛法深廣、義

理深奧，不是我們凡夫一學就通，因此所謂的相信，

如浮萍沒有根，很容易為異見、異解、異宗所左右，

如今正式經歷五停心、四念處，親身觀察、修持，依

佛說：「緣生無自性、無自體」的正見，一一仔細觀察

身、觀察受、觀察心、觀察固執的「我見」，稍稍有確

信，入「煖位」，煩惱也真的伏住了，因而信心便逐漸

真實有「根」，如大樹有根，蕅益大師說：「信正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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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道法名信根」，在淨土聽鳥說三十七道品，眼見淨土

莊嚴，每天早上持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當然不只是

小乘的四諦三十七道品，還包含圓教廣義三十七道

品，我們初學，仍在五濁惡世，了解一下小乘三十七

道品，細觀一下身心，對培養出離心有所幫助。 

(4)蕅益大師又論：「行正道，勤求不息名精進，念正道更

無他念名念根，攝心不散名定根，為正道觀四諦名慧

根」。以帶業凡夫而言，我們是以「持名往生」為正道。

註解云：「勤求不息，更無他念，攝名號不散」，對持

名甚有幫助。 

2.五力 

(1)另外就五力說明如下：力表示發起作用力之意。要解

云：「信根增長，能破疑惑、破諸邪信、破煩惱名信力；

精進增長破懈怠，成辦出世大事名精進力；念根增長

破邪念，成就出世正念功德，名念力；定根增長能破

亂想，名定力；慧根增長，能遮通別諸惑，發真無漏

名慧力」，我們凡夫慧力有限，依小乘藏教法，來觀此

五濁惡世為先，檢視身心之執著，蕅益大師解，淨土

五根五力，亦包括圓教圓滿之智，故在慧力說明中，

表示淨土圓滿圓教教法，不會被通教、別教，不圓滿

教義所惑，能發真無漏慧力，我們在看觀經九品中，

下品下生經文，五逆十惡念佛往生，花中十二大劫出

來之後，觀世音菩薩直接為此人說「諸法實相」「除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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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法」，應時即發菩提之心。 

(2)此處提到「煖、頂、忍、世第一」位次，順便一提，

佛入涅槃後，經第一次集結以阿含為主，二百多年後，

阿育王以梵文文字，整理出經文，又再經二百多年，

也就是佛滅後 400 年，阿含的論註很多。其中有提出一

種行門，因阿含經中有提到「菩薩」行門，而有所謂

「伏惑行因」的說法，由於藏教修行，認為經歷「煖

頂忍世第一」之後，就正式證初果須陀洹，我見徹底

斷了，再經二、三果後，證四果阿羅漢，思惑，貪嗔

癡也斷盡，就出三界不輪迴了，也就不能行菩薩道了，

因此菩薩必須在生死中度眾生，於是在外凡位，即五

停心、別相念、總相念時，就開始發心修一大阿僧祇

劫，到煖位再修一大阿僧祇劫，到頂位再修一大阿僧

祇劫，然後到忍位再百劫修相好，與眾生結善緣，利

益眾生，再入胎入世，受梵王請，三轉法輪，緣盡入

涅槃。 

若是「通教」則是見思惑斷後，留習氣，叫「扶習潤

生」，這樣的「菩薩」行真是令人驚嘆，不可思議。可

是從圓教的角度看，圓教修學到初住位以上，可現分

身法界示現八相成道，也就是見思、塵沙、無明惑都

斷，不會入「偏空涅槃」，故在淨土遊歷十方學法，表

示淨土是「圓教法」，同時藏教的菩薩，也只限一佛土

區教化，不提「十方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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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想一想為何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的二十二願，希望大

家往生後，先不要急著去十方渡眾生，阿彌陀佛會幫

助往生者，快速修成普賢大願，再去十方世界廣度眾

生，經中也處處提到「速成無上菩提」，修行真的很不

容易，如十住毘婆沙論所說：「至不退地者，行諸難行

久乃可得，「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

方便，易行疾至不退」「阿彌陀等佛及諸大菩薩，稱名

一心念，亦得不退轉」。 

3.七菩提分，又稱七覺分 

(1)擇法覺分。要解云：「智慧觀諸法時，善能簡別真偽，

不謬取諸虛偽法」，以藏教阿含，觀五蘊四大之法時，

經四念處覺察知無我為真，去我執，若以圓教大乘而

觀知五蘊四大之法，除無我外，其法本身亦緣生無自

性，法執亦除，但如金剛經「無住生心」，覺心「非斷

滅」，心體本無住可不礙生心。 

(2)精進覺分。要解云：「精進修諸道法時，善能覺了，不

謬行於無益苦行，常勤心在真法中行」，法有八萬四千

門，選擇自己最受用之法，常勤在心，我們擇「持名」

為正行，戒善迴向為助行，如弟子規、布施、濟貧、

五戒、八關齋戒等 

(3)喜覺分。要解云：「若心得法喜，善能覺了此喜，不依

顛倒之法而喜，住真法喜」。修法有成果，因而喜悅於

心，如發現四大是真的無我，發現真理是真的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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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漸不瞋，又漸信因果，又信做善有福而喜，又信有

阿彌陀淨土，又信持名真能往生西方而喜，又確信真

有因果三世輪迴而喜，又信五停心真有用，能發起無

緣慈、同體悲而高興。 

(4)除覺分。要解云：「斷除諸見煩惱之時，善能覺了除諸

虛偽，不損真正善根，煩惱由五利使(身見、邊見、邪

見、見取見、戒取見），及五鈍使(貪、瞋、癡、慢、疑）

而來，如今學佛以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除

十使，但要明白智能斷惑，其智不損，惑尚且虛擬三

界六道，智則俱造十方淨土不假。 

(5)捨覺分。要解云：「若捨所見念著境時，善能覺了所捨

之境，虛偽不實，永不追憶」，這必須以智觀境，修習

有成，才易隨時覺了境終究不實，凡夫五停心、四念

處不熟，日夜回憶不捨，想起過往又喜、又悲，又悔、

又難過，過去心不捨，現在心不捨，未來心再猛提起，

五濁之世，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日夜摧命，

但三十七道品，真能煖、頂、忍、世第一，步步修持

必出三界，只是這真太難了，要看穿世事虛偽不實，

永不追憶，要努力「持名往生者」，對此三界，要有厭

離虛偽不實，永不回頭的決心，臨終才能強化信願。 

(6)定覺分。要解云：「若發諸禪定之時，善能覺了，諸禪

虛假，不生愛見妄想」，對凡夫來說，世間榮華富貴、

長命百歲，就已難捨，而禪定天的快樂，更超乎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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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如以作善持戒，生四天王天，天壽換算人間

就有九百萬歲，怎不吸引人?人間百歲算什麼?如朝生暮

死的小蟲。禪定是第六識的獨頭意識，不與前五識共

同作用，就生起廣大的識中世界，晚上做夢也算第六

識獨頭意識，禪定入二禪天，前五識就完全不用，三

禪天禪悅為食最為樂，但經上警告，在修數息觀時，

覺觀火未除，初禪天劫盡。為火災所毀；二禪天內心

猶有喜水故，劫盡為水災所毀；三禪天因出入息，風

覺未除，天壽三十二大劫盡時，為風所毀，禪定天多

難修，我們凡夫修數息，怎知後面還有這些劫難?要對

禪境不生「愛見妄想」，不容易，因此起頭的四念處基

礎要很穩，一切智的覺察要確實，我們持名帶業往生，

對淨土的功德莊嚴，要明白是源自不生不滅的法性，

要產生至誠願生之心，不是第六識獨頭的意識所建。 

(7)念覺分。要解云：「若修出世道時，善能覺了，常使定

慧均平，或心沈沒，當念用擇法、精進、喜三覺分，

以察起之；或心浮動，當念用除、捨、定三覺分，以

攝持之，調和適中，蕅益大師強調，此視修出世道，

藉三十七道品七覺分，強調如何調和?我們凡夫在此先

認識，若其以四念處作基礎，一路修來、身心變化大，

甚至於如定覺分所述，有時候禪定過程要如何警惕，

勿生愛見、因此在真修之前，對心沈時，用擇法、精

進、喜來對治，若是心浮動、則用除、捨、定覺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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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治，以我們持名念佛來說，遇到心沈或浮動時，則

是以經中或祖師大德，相關的信、解、發願等諸觀點，

來提醒自己，此「信」「願」念頭，不算「間斷」正在

持念的佛號，是淨土經上佛所說的法，我們只是以「擇

法」角度取的「真法」，以「精進」角度，選的「有益

之行」以符合佛說而得「法喜」，並擇正確之念「除捨

定」排除「不信不願不往生」的雜念。 

4.八聖道分，亦名八正道 

(1)正見。要解：「修無漏觀，見四諦分明名正見」，以藏

教阿含無漏觀，就是依佛說的「苦、集、滅、道」四

諦為準。諦的意思就是「真實」之意，表示苦是「真

實的」。集是苦之因，也就是見惑(身見、邊見、邪見、

見取見、戒取見）五利使，及思惑(貪、嗔、痴、慢、

疑）五鈍使、見思惑就是將我們困在生死輪迴之中的

真正原因，集是真實的因。而「道」是真實的，三十

七道品是人類唯一真正消除煩惱、斷除生死的方法，

不是建議，不是論說，不是哲理，不是神主宰，是真

正的方法，是「真實的」。「滅」是指修滿三十七道品，

證阿羅漢、入偏空涅槃、不受後有、擺脫輪迴，依此

修持證無我，除貪嗔痴是真實的，四諦是真實的，此

為正見，凡夫執我相、我執是實有的，身外法相、法

執是實有的，日夜無止盡的善惡苦樂是實有的，名利

權力是實有的，不管相不相信有來世，今生是事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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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苦短也是實有的，人死如燈滅也是實有的，

膽大壯志不信因果，佛經說：此世界成住壞空，入壞

劫此方將毀，投身此世之眾生，法爾有神通，只好投

身他方世界輪迴，然後此方世界毀盡入空。現在我們

尚在佛的法運中，能學佛法，有正見，作思惟選擇。

若待法盡，將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不知四諦，不知

淨土，只好迷信去拜山、拜火、拜太陽，拜樹、拜河。 

(2)正思惟。要解云：「已無漏心相應思惟，動發覺知籌量，

為令增長，入大涅槃，名正思惟」，無漏心即是一切智，

以證知四大無我，已無我見續斷貪嗔癡，以此覺知籌

量五蘊四大為緣生、無自性，若證阿羅漢，色身仍在，

稱有餘涅槃；灰身泯智、一切都無，叫無餘涅槃。依

小乘認為入涅槃後，此智亦停，大乘則發動覺心。再

以道種智、一切種智往上修，釋迦摩尼佛是圓滿佛，

故雖應化身入此五濁惡之世，其語言、思惟皆以般若

正見方式運行，其智又稱為妙觀察智。 

(3)正語、正業、正命。要解云：「以無漏慧，除四邪命，

攝諸口業，住一切正語中，名正語。以無漏慧， 

(4)正精進、正念、正定。要解云：「以無漏慧相應，勤行

精進修涅槃道名正精進」「以無漏慧相應，念正道及助

道法，名正念」「以無漏慧相應入定，名正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