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般若经第十五会静虑波罗蜜多分序 

唐西明寺沙门玄则制 

  夫心之用也，其大矣哉！动之则舛竞聿兴，静之则众变几息，

大之则充乎法界，细之则入于邻虚。故海岳寰区，心之影也；形骸

耳目，心之候也；生死邅回，心之迷也；菩提昭旷，心之悟也。三

界唯此，寔曰难调，一处制之，斯无不办。所以仍给孤之胜集，开

等持之妙门，明夫定品克迁，心源允晏，沉掉双斥，止观两澄。朋

栖欲界之表，孤骞有顶之外，境焰灭而逾明，因枝翦而更肃。湛乎

累尽，动与德会。 

  故统之则一如，权之则二相，敝之则三脱，依之则四神，行之

则五印，检之则六念，聚之则七善，流之则八解，阶之则九次，肆

之则十遍。其余四念、四等之俦，五根、五力之类，莫不亘诸禅

地。茜萰乎根本，储之定潋，磊砢乎边际，譬泥之在均、金之在

锻，唯所用耳，岂有限哉！故能力味精通，神妙挥忽，日月上掩，

川岳下摇，身遍十方，声覃六趣，水火交质，金土易形，殚变化之

涂，出思议之表。具微妙定，不受快己之胜生，关恶趣门，而甘利

他之狱苦。至有八禅分用，三昧异名，日旋星光，月爱花德，游戏

奋迅，清净照明，或百或千，难阶难极，咸资说力。具启嗣编。凡

勒成两卷，亦未经再译，挂入禅秘，其谁舍诸。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九十一 

第十五静虑波罗蜜多分之一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与大苾蒭众千二

百五十人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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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时，具寿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

等菩提，云何方便安住静虑波罗蜜多？” 

  尔时，世尊告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

先入初静虑，既入如是初静虑已，应作是念：‘我从无际生死已

来，数数曾入如是静虑，作所应作，身心寂静，故此静虑于我有

恩；今复应入，作所应作，此为一切功德所依。’次复应入第二静

虑，既入如是第二静虑已，应作是念：‘我从无际生死已来，数数

曾入如是静虑，作所应作，身心寂静，故此静虑于我有恩；今复应

入，作所应作，此为一切功德所依。’次复应入第三静虑，既入如

是第三静虑已，应作是念：‘我从无际生死已来，数数曾入如是静

虑，作所应作，身心寂静，故此静虑于我有恩；今复应入，作所应

作，此为一切功德所依。’次复应入第四静虑，既入如是第四静虑

已，应作是念：‘我从无际生死已来，数数曾入如是静虑，作所应

作，身心寂静，故此静虑于我有恩；今复应入，作所应作，此为一

切功德所依。’ 

  “此菩萨摩诃萨既入如是四静虑已，复应思惟：‘此四静虑于

诸菩萨摩诃萨众有大恩德，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所依止，谓诸菩萨

摩诃萨众将得无上正等觉时，皆渐次入此四静虑，既入如是四静虑

已，依第四静虑引发五神通，降伏魔军成无上觉。’此菩萨摩诃萨

应作是念：‘往昔菩萨摩诃萨众皆修静虑波罗蜜多，我亦应修；往

昔菩萨摩诃萨众皆学静虑波罗蜜多，我亦应学；往昔菩萨摩诃萨众

皆依静虑波罗蜜多，随意所乐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我亦应依如是静

虑波罗蜜多，随意所乐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又，舍利子，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无不皆依第四静虑，方便趣



入正性离生，证会真如舍异生性；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无不皆依第四

静虑，方便引发金刚喻定，永尽诸漏证如来智。是故当知第四静虑

于诸菩萨摩诃萨众有大恩德，能令菩萨摩诃萨众最初趣入正性离

生，证会真如舍异生性，最后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由此菩萨摩

诃萨众应数现入第四静虑，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能现入此四静虑，

而不味著四静虑乐及此等流胜妙生处。 

  “又，舍利子，一切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如是四种静虑，为胜方

便引诸功德：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依第四静虑，起空无边处想，引空

无边处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依空无边处定，起识无边处想，引识

无边处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依识无边处定，起无所有处想，引无

所有处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依无所有处定，起非有想非无想处

想，引非想非非想处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能现入四无色定，而

不味著四无色定及此所得胜妙生处。”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观何义故，虽能

现入灭受想定而不现入？”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怖堕声闻及独觉地故，

不现入灭受想定，勿著此定寂灭安乐，便欣证入阿罗汉果或独觉果

入般涅槃。诸菩萨摩诃萨观如是义，虽能现入灭受想定而不现

入。”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甚为希有能为难事，谓

虽现入如是诸定，而于诸定不生味著，又虽现入如是诸定能起胜

用，而不离染。” 

  佛言：“如是，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甚为希有能为难事。

又，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最极希有，谓虽现入四种静虑、四无色



定寂静安乐，而不味著亦不离染。我今为汝略说譬喻，令于此义得

圆满解。 

  “如有生此赡部洲人，虽于欲界未得离染，而或得往北俱卢

洲，因见彼洲女无系属形容端正游戏自在，又见彼洲衣服严具鲜净

殊妙皆依树生，又见彼洲有香粳米其味甘美不种自生，又见彼洲触

处皆有种种珍宝甚可爱玩，见彼洲人于如是类随意受用无定系属，

正受用时非极耽染，既受用已舍而无恋。赡部洲人虽未离染，具观

见彼种种胜事，而不贪著舍弃还归，当知是人甚为希有。 

  “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复现入四种静虑、四无色定寂静安

乐，历观其中所起种种微妙寂静殊胜功德，而不味著还入欲界，方

便善巧依欲界身，精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

波罗蜜多，精勤修学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

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

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

空观，精勤修学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

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观，精勤修

学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

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观，精勤修学无

明灭故行灭，行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处灭，六处

灭故触灭，触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

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灭观；精勤修学若苦、若无常、若空、若

无我苦圣谛观，精勤修学若因、若集、若生、若缘集圣谛观，精勤

修学若灭、若静、若妙、若离灭圣谛观，精勤修学若道、若如、若

行、若出道圣谛观，精勤修学慈、悲、喜、舍四无量观，精勤修学



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精

勤修学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精勤修学空、无相、

无愿解脱门，精勤修学净观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

离欲地、已办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智，精勤修学极喜地、

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

善慧地、法云地，精勤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精勤修学清净五

眼、六胜神通，精勤修学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精勤修

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精勤修学三十二大士

相、八十随好，精勤修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精勤修学一切智、

道相智、一切相智，精勤修学分别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

独觉菩提诸善巧智，精勤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精勤修学诸佛无

上正等菩提，亦劝有情修诸善法，如是等事甚为希有。”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何缘如来、应、正等觉，许诸

菩萨摩诃萨众，舍胜定地寂静安乐，还受下劣欲界之身？” 

  尔时，世尊告舍利子：“诸佛法尔，不许菩萨摩诃萨众生长寿

天。何以故？舍利子，勿谓菩萨摩诃萨众生长寿天，远离所修布

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边菩提分法，

由斯迟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如来、应、正等觉，许诸菩萨摩

诃萨众，舍胜定地寂静安乐，还受下劣欲界之身，不许菩萨摩诃萨

众生长寿天失本所愿。”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甚为希有能为难事，谓

舍胜定寂静安乐，还受下劣杂秽地身。譬如有人未离欲染，遇见女

宝在空林中，形貌端严甚可爱乐，虽具观见种种身支，而能制心不

行放逸；后于余处遇见女人，形貌粗丑鄙秽下贱，返往贪爱遂行放



逸。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数安住微妙寂静四种静虑及四无色，而

能弃舍，还受欲界种种杂秽下劣之身，故甚希有、能为难事。”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弃舍胜地受欲界

身，当知是为方便善巧。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勤

求无上正等菩提，舍胜地身还生欲界，起胜作意方便善巧。 

  “虽观色蕴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及观受、想、行、识蕴常无常

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蕴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及

观受、想、行、识蕴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

色蕴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及观受、想、行、识蕴我无我性亦不可

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蕴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及观受、

想、行、识蕴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蕴空

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观受、想、行、识蕴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

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蕴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及观受、想、行、识

蕴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蕴愿无愿性都不

可得，及观受、想、行、识蕴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

智。虽观色蕴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及观受、想、行、识蕴远离

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蕴寂静不寂静性都

不可得，及观受、想、行、识蕴寂静不寂静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

一切智智。 

  “虽观眼处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处常

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处乐无乐性都不可

得，及观耳、鼻、舌、身、意处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眼处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处我

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处净不净性都不可



得，及观耳、鼻、舌、身、意处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眼处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处空

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处相无相性都不可

得，及观耳、鼻、舌、身、意处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眼处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处愿

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处远离不远离性都不

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处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

舍一切智智。虽观眼处寂静不寂静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

身、意处寂静不寂静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 

  “虽观色处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及观声、香、味、触、法处常

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处乐无乐性都不可

得，及观声、香、味、触、法处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色处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及观声、香、味、触、法处我

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处净不净性都不可

得，及观声、香、味、触、法处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色处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观声、香、味、触、法处空

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处相无相性都不可

得，及观声、香、味、触、法处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色处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及观声、香、味、触、法处愿

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处远离不远离性都不

可得，及观声、香、味、触、法处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

舍一切智智。虽观色处寂静不寂静性都不可得，及观声、香、味、

触、法处寂静不寂静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 

  “虽观眼界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界常



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界乐无乐性都不可

得，及观耳、鼻、舌、身、意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眼界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界我

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界净不净性都不可

得，及观耳、鼻、舌、身、意界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眼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界空

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界相无相性都不可

得，及观耳、鼻、舌、身、意界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眼界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界愿

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界远离不远离性都不

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界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

舍一切智智。虽观眼界寂静不寂静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

身、意界寂静不寂静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 

  “虽观色界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及观声、香、味、触、法界常

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界乐无乐性都不可

得，及观声、香、味、触、法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色界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及观声、香、味、触、法界我

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界净不净性都不可

得，及观声、香、味、触、法界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色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观声、香、味、触、法界空

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界相无相性都不可

得，及观声、香、味、触、法界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色界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及观声、香、味、触、法界愿

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界远离不远离性都不



可得，及观声、香、味、触、法界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

舍一切智智。虽观色界寂静不寂静性都不可得，及观声、香、味、

触、法界寂静不寂静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 

  “虽观眼识界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识

界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识界乐无乐性都

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识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

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识界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

身、意识界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识界净

不净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识界净不净性亦不可

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识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观耳、

鼻、舌、身、意识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

眼识界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识界相无相性

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识界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及

观耳、鼻、舌、身、意识界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

智。虽观眼识界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

识界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识界寂静

不寂静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识界寂静不寂静性亦

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 

  “虽观眼触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常

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乐无乐性都不可

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眼触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我

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净不净性都不可

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眼触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空

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相无相性都不可

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眼触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愿

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远离不远离性都不

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

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寂静不寂静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

身、意触寂静不寂静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 

  “虽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

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

智。虽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

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

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

触为缘所生诸受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

为缘所生诸受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

所生诸受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为缘所

生诸受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

受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

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相无

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愿无愿

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愿无愿性亦

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远离不远离性

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远离不远离性

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寂静不寂静



性都不可得，及观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寂静不寂静

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 

  “虽观地界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及观水、火、风、空、识界常

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地界乐无乐性都不可

得，及观水、火、风、空、识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地界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及观水、火、风、空、识界我

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地界净不净性都不可

得，及观水、火、风、空、识界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地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观水、火、风、空、识界空

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地界相无相性都不可

得，及观水、火、风、空、识界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

智智。虽观地界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及观水、火、风、空、识界愿

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地界远离不远离性都不

可得，及观水、火、风、空、识界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

舍一切智智。虽观地界寂静不寂静性都不可得，及观水、火、风、

空、识界寂静不寂静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 

  “虽观因缘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及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

缘并从缘所生法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因缘

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及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

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因缘我无我性都不可

得，及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我无我性亦不可

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因缘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及观等无间

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

切智智。虽观因缘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及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



上缘并从缘所生法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因

缘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及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

法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因缘愿无愿性都不

可得，及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愿无愿性亦不

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因缘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及观

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

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因缘寂静不寂静性都不可得，及观等无间

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寂静不寂静性亦不可得，而不弃

舍一切智智。” 

  尔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何缘如来、应、正等觉，许诸菩

萨摩诃萨众入四静虑、四无色定，不许菩萨摩诃萨众久住其中心生

染著？” 

  舍利子言：“勿谓菩萨摩诃萨众，于四静虑、四无色定，心生

染著生长寿天。是故如来、应、正等觉，不许菩萨摩诃萨众，于四

静虑、四无色定，心生染著久住其中。何以故？满慈子，若生欲界

速能圆满一切智智，生色、无色无斯用故。” 

  时，满慈子便白具寿舍利子言：“诸菩萨众甚为希有、能为难

事，谓诸菩萨住胜定已，还弃舍之受下劣法。譬如有人遇见伏藏，

手执珍宝还弃舍之；彼于后时见贝珠等，伸手执取持入舍中。如是

菩萨摩诃萨众入四静虑、四无色定，寂静安乐随意游止；后弃舍之

还生欲界，摄受种种下劣身心，依之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

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边菩提分法。佛观此义，应许菩萨

摩诃萨众生长寿天，长时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

若波罗蜜多及余无边菩提分法，由斯疾得一切智智。” 



  时，满慈子便白佛言：“我对世尊作如是说，岂不显佛是实语

者、是法语者、能正宣说法随法者？” 

  尔时，佛告满慈子言：“汝今对我作如是说，非显如来是实语

者、是法语者、能正宣说法随法者。何以故？满慈子，若诸菩萨生

长寿天，不能修行如是功德，不能疾得一切智智。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入四静虑、四无色定寂静安乐，是诸

菩萨不作是念：‘我由此定生色、无色。’亦不思惟：‘我由静虑

及无色定超色、无色。’是诸菩萨入四静虑、四无色定寂静安乐，

但欲引发自在神通，与诸有情作大饶益，亦欲调伏粗重身心，令有

堪能修诸功德。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入诸胜定寂静安乐，方便善巧受

欲界身，于诸胜定亦无退失。是故菩萨摩诃萨众不超三界亦不染

著，方便善巧受欲界身，饶益有情亲近诸佛，疾能证得一切智

智。” 

  时，满慈子复白佛言：“岂不如来、应、正等觉一切智智超过

三界？” 

  佛言：“如是，如汝所说，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超过三界，非三

界摄。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不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

多，于三界法究竟出离。” 

  时，满慈子便白佛言：“一切如来、应、正等觉观何义故，许

诸菩萨摩诃萨众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安住静虑波罗蜜多，不许菩萨

摩诃萨众于三界法究竟出离？” 

  尔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菩萨摩诃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安

住静虑波罗蜜多，如来若许超过三界，彼便退失菩萨誓愿，安住声

闻或独觉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观如是义，许诸菩萨摩诃萨



众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安住静虑波罗蜜多，不许菩萨摩诃萨众于三

界法究竟出离；勿舍菩萨本所誓愿，退住声闻或独觉地。 

  “又，满慈子，若时菩萨摩诃萨众坐菩提座众行圆满，尔时菩

萨摩诃萨众方乃究竟舍三界法，由斯证得一切智智，是故我说一切

智智超过三界非三界摄。 

  “又，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随所生起布施、净戒、安忍、精

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边菩提分法，随所观察内空、外

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

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

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及真如等甚深理趣，一一皆

发无染著心，回向趣求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于三界

法渐舍渐远，展转邻近一切智智。”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九十二 

第十五静虑波罗蜜多分之二 

  尔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

罗蜜多，摄受般若波罗蜜多，于诸静虑及静虑支不生味著亦无退

转，于诸静虑及静虑支不起我想分别执著，复持如是相应善根，回

向趣求一切智智？” 

  尔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

多，于诸静虑及静虑支，发起无著无常想等，复持如是相应善根，

回向趣求一切智智，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多，摄受般

若波罗蜜多，于诸静虑及静虑支不生味著亦无退转。” 

  时，满慈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

多，摄受精进波罗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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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

多，超过欲界诸杂染法，方便趣入四种静虑、四无色定寂静安乐，

还复弃舍，受欲界身，精进修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

般若波罗蜜多及余无边菩提分法，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

蜜多，摄受精进波罗蜜多。” 

  时，满慈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

多，摄受安忍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修学成就大慈、大

悲，于诸有情欲作饶益，安住静虑波罗蜜多，遇诸违缘心无杂秽，

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多，摄受安忍波罗蜜多。” 

  时，满慈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

多，摄受净戒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

多，于诸声闻及独觉地不生取著，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

蜜多，摄受净戒波罗蜜多。” 

  时，满慈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

多，摄受布施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

多，于诸有情起大悲念，誓不弃舍一切有情，欲令解脱生死苦故，

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作是念言：‘我当决定以大法施摄受有情，常

为有情宣说永断一切烦恼真净法要。’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

波罗蜜多，摄受布施波罗蜜多。” 



  尔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

巧，是菩萨摩诃萨应知名为何等菩萨？” 

  尔时，佛告满慈子言：“是菩萨摩诃萨应知名为不退菩萨。” 

  时，满慈子便白佛言：“如是菩萨摩诃萨众甚为希有，能为难

事，已住如是诸胜定中寂静安乐，复能弃舍，还受欲界相应劣法，

方便善巧饶益有情。” 

  尔时，世尊告满慈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是菩萨摩

诃萨众甚为希有，能为难事。应知如是诸菩萨众为度无量无边有

情，被戴坚牢大愿甲胄，恒作是念：‘我当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

情，令入无余般涅槃界。我当令佛清净法眼常无间断，利益安乐一

切有情，虽作是事而无执著，谓无有情得涅槃者，或得无上正等菩

提。所以者何？诸法无我亦无我所。众苦生时，唯有苦生，无能生

者；众苦灭时，唯有苦灭，无能灭者。当知亦无能证、能得清净法

者。’由此因缘，应知菩萨摩诃萨众甚为希有，能为难事。” 

  时，满慈子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当知菩萨

摩诃萨众甚为希有，能为难事。所以者何？虽实无法有生有灭、或

般涅槃、或证无上正等菩提，而诸菩萨摩诃萨众为度无量无边有

情，精进修行诸菩萨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永断

贪、瞋、痴法，令勤修学得般涅槃；或为有情宣说菩萨摩诃萨道，

令勤修学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世尊告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心无散乱，相续安住一

切智智相应作意，是菩萨摩诃萨应知名为安住静虑波罗蜜多。若菩

萨摩诃萨住声闻地相应作意或独觉地相应作意，是菩萨摩诃萨应知

名为心常散乱。何以故？满慈子，若菩萨摩诃萨修学二乘相应作



意，障礙无上正等菩提，令菩提心恒散乱故。 

  “又，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虽缘色、声、香、味、触境，发

起种种非理作意，扰乱菩萨布施等心，而不障礙菩萨所求一切智

智。若法不能障礙菩萨一切智智，虽现在前，而于菩萨摩诃萨众所

修静虑波罗蜜多，应知不名极违逆法，非永退失菩萨定地。” 

  尔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一切如来、应、正等觉观何义

故，赞诸菩萨摩诃萨众所有功德，不赞声闻？” 

  尔时，世尊告满慈子：“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日

轮与此赡部洲人作光明事，萤能作不？” 

  满慈子曰：“不也，世尊。不也，善逝。” 

  佛言：“如是，如汝所说。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所能作事亦复如

是，非诸声闻所能成办。” 

  时，满慈子复白佛言：“云何应知唯诸菩萨摩诃萨众能作是

念：‘我当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入无余般涅槃界；我当令佛

清净法眼无间无断，利益安乐一切有情’？云何应知唯诸菩萨摩诃

萨众能作如是殊胜事业，非诸声闻？” 

  尔时，世尊告满慈子：“汝今观此声闻众中，有一苾蒭能如菩

萨摩诃萨众作如是念、办斯事不？” 

  满慈子曰：“不也，世尊。不也，善逝。我今观此声闻众中，

无一苾蒭能如菩萨摩诃萨众作如是念，亦无能办此事业者。” 

  尔时，佛告满慈子言：“是故如来、应、正等觉唯赞菩萨不赞

声闻。观此众中诸阿罗汉无如是念，亦不能成如是事业，当知一切

声闻乘人无如菩萨摩诃萨众所作事业。是故我说：‘譬如日轮与赡

部洲作光明事，萤不能办。’所谓日轮放无量光，普照赡部诸有情



类，萤光唯照自身非余。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调伏自身烦恼恶业，亦

能度脱无量有情，令离一切烦恼恶业，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或证无

上正等菩提；声闻乘人唯能调伏自身所有烦恼恶业，不能饶益无量

有情，故声闻人非如菩萨所有事业皆悉殊胜。 

  “又，满慈子，如善射夫于所学法已作加行，身手、弓仗皆善

调习，学诸武技已至究竟，已百千岁食王封禄。王与怨敌欲战诤

时，象马等军及诸兵仗，皆悉委任令其指麾，冀殄凶徒无所损失。

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已发无上正等觉心，已修菩萨摩诃萨行，于能调

伏诸有情类贪、瞋、痴行已得善巧。是故如来、应、正等觉偏赞菩

萨摩诃萨众，教诫教授令勤修习，能正引发菩提资粮，令速圆满所

发大愿，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能永断贪、瞋、痴等清净

法要。是故菩萨摩诃萨众被戴甲胄所作事业，声闻、独觉俱不能

为，由此如来应、正、等觉赞励菩萨、非诸声闻。” 

  尔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应知菩萨

摩诃萨众诸有所作无不定心，谓诸菩萨摩诃萨众若住布施波罗蜜

多，当知尔时心亦在定；若住净戒波罗蜜多，当知尔时心亦在定；

若住安忍波罗蜜多，当知尔时心亦在定；若住精进波罗蜜多，当知

尔时心亦在定；若住静虑波罗蜜多，当知尔时心亦在定；若住般若

波罗蜜多，当知尔时心亦在定；若住诸余菩提分法，当知尔时心亦

在定。如吠琉璃随所在处，于自宝色终不弃舍，谓彼若在金器、银

器、颇胝迦器、铜、铁、瓦等，常不弃舍吠琉璃色；如是菩萨摩诃

萨众若住布施波罗蜜多，若住净戒波罗蜜多，若住安忍波罗蜜多，

若住精进波罗蜜多，若住静虑波罗蜜多，若住般若波罗蜜多，若住

诸余菩提分法，当知尔时心常在定，我如是解佛所说义。” 



  尔时，佛赞满慈子言：“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又，满慈

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初静

虑具足住。安住如是初静虑已，若乐声闻或独觉地，当知名为乱心

菩萨，当知彼住非定地心。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寻伺寂静，内等净，心一趣

性，无寻无伺，定生喜乐，第二静虑具足住。安住如是第二静虑

已，若乐声闻或独觉地，当知名为乱心菩萨，当知彼住非定地心。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离喜住舍，具念正知，受身

受乐，唯诸圣者能说能舍，具念乐住，第三静虑具足住。安住如是

第三静虑已，若乐声闻或独觉地，当知名为乱心菩萨，当知彼住非

定地心。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断乐断苦，先喜忧没，不苦

不乐，舍念清净，第四静虑具足住。安住如是第四静虑已，若乐声

闻或独觉地，当知名为乱心菩萨，当知彼住非定地心。” 

  尔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齐何应知菩萨心定？” 

  尔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诸菩萨摩诃萨众随见彼彼诸有情

时，便作是念：‘我当精勤修菩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决定当

令彼有情类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或证无上正等菩提。’齐此应知菩

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三归，彼诸有

情住三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

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五戒，彼诸有

情住五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



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八戒，彼诸有

情住八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

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十戒，彼诸有

情住十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

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十善业道，彼

诸有情住十善业道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

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具戒，彼诸有

情住具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

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劝有情类受持菩萨戒，彼诸

有情住菩萨戒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

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布施波罗蜜多

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净戒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净戒波罗蜜多

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安忍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安忍波罗蜜多



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精进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精进波罗蜜多

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静虑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静虑波罗蜜多

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般若波罗蜜多

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

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

道支，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

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彼善男子、善女人

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

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

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

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净观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已办

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

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极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

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

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五眼及六神通，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

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

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

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彼善男子、善

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

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



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

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预流果、若一来果、若不还果、若阿罗汉果、若独觉菩

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

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

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

如是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方便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严净佛土、成熟有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

所集善根，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 

  “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摩诃萨众于他所修布施等善深心随

喜，回向趣求一切智智，齐此应知菩萨心定。若诸菩萨摩诃萨众于

一切处心得定已，应知名为安住静虑波罗蜜多。何以故？满慈子，

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常不远离一切智智胜作意故。若诸菩萨摩诃萨

众常不远离一切智智胜作意者，应知名为安住静虑波罗蜜多。如是

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罗蜜多，引发无边殊胜功德，疾证无上正

等菩提。 



  “应知如来、应、正等觉安住不动第四静虑，舍诸寿行，现入

无余般涅槃界。是故静虑波罗蜜多，于诸菩萨摩诃萨众所求无上正

等菩提有大恩德。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所住静虑波罗蜜多，除如来

定，于诸余定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何

以故？满慈子，菩萨静虑波罗蜜多常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二

乘静虑决定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故于菩萨静虑为劣，菩萨静虑

于彼为胜。” 

  时，满慈子便白佛言：“若诸声闻住此静虑，证得法性成声闻

果；即诸菩萨住此静虑，证得法性离诸执著得成如来、应、正等

觉。云何可说声闻静虑决定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菩萨静虑常不

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 

  尔时，世尊告满慈子：“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诸

声闻人住此静虑，证得法性成声闻果；即诸菩萨住此静虑，证得法

性离诸执著得成如来、应、正等觉。彼声闻人名如来不？” 

  满慈子曰：“不也，世尊。” 

  尔时，世尊告满慈子：“吾当为汝更说譬喻，诸有智者因斯譬

喻，于甚深义易得解了。譬如凡人辄升王座，其人即得名为王

不？” 

  满慈子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人无福、无王相

故。” 

  佛言：“如是诸声闻人虽能现入四种静虑、四无色定，证得法

性成声闻果，而无如来力、无畏等殊胜功德及诸相好不名如来；由

斯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由无佛德说名声闻，不尔如何彼不名

佛？ 



  “又，满慈子，诸声闻人所住静虑，无胜德故其性下劣，于诸

菩萨所住静虑，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

及一。何以故？满慈子，菩萨静虑波罗蜜多，常不远离一切智智，

严净佛土，成熟有情，引发无边殊胜功德，由斯菩萨所住胜定，声

闻、独觉皆不能知。” 

  时，满慈子便白佛言：“何等名为菩萨胜定？如是胜定复有何

名？” 

  尔时，世尊告满慈子：“菩萨胜定名不思议。何以故？满慈

子，如是胜定威力难思，速能证得一切智故。如是胜定亦名利乐一

切世间诸有情类。何以故？满慈子，诸菩萨摩诃萨为欲利乐无量有

情，方便善巧入此定故。如是胜定若现在前，能引无边微妙胜定，

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大饶益；如是胜定若现在前，引发

无边方便善巧，教诫教授无量有情，皆令引发无漏静虑，证真法性

断诸烦恼，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或证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缘，菩

萨胜定亦名利乐一切世间诸有情类。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

等菩提，应学静虑波罗蜜多；若学静虑波罗蜜多，速能引发一切智

智。” 

  尔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我谓声闻所得诸定胜菩萨定。

所以者何？声闻具得九次第定，菩萨于中唯得前八，菩萨不得灭受

想定，故声闻定胜诸菩萨。” 

  尔时，世尊告满慈子：“菩萨亦得灭受想定，谓于此定已得自

在但不现入。所以者何？如来不许诸菩萨众现入此定，勿由现入退

堕声闻或独觉地。 

  “又，满慈子，吾当为汝更说譬喻，诸有智者由譬喻故，于甚



深义易得解了。如转轮王虽于边地诸小国邑皆得自在，而不自往彼

国邑中。岂转轮王不往彼处，说于彼处不得自在？如是菩萨摩诃萨

众虽不现入灭受想定，而于此定已得自在，由自在故亦名为得。 

  “又，满慈子，非诸菩萨常不现入灭受想定，乃至未坐妙菩提

座，诸佛世尊不许现入；若时得坐妙菩提座，诸佛世尊亦许现入。

何以故？满慈子，勿谓菩萨由入此定，便堕声闻或独觉地，或谓诸

佛与二乘等故，佛世尊不许现入。 

  “又，满慈子，如刹帝利灌顶大王，欲入市中饮凡人酒。时，

有智臣谏大王曰：‘今此时处，王不应饮。若须饮者，待至宫

中。’于意云何？王于市酒岂不能饮？而彼智臣殷勤谏诤不令王

饮，然刹帝利灌顶大王非处非时法不应饮，虽不应饮，而于市中酒

等诸物皆得自在。所以者何？王于一切国土、城邑、所有人物皆自

在故。如是菩萨有殊胜智，由此智故能数现入灭受想定，但佛不许

故不现入。所以者何？菩萨若入灭受想定便非时、处。若时菩萨坐

菩提座，永害一切虚妄相想证甘露界，尔时方入灭受想定，后证无

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具三十二相利益安乐无量有情。” 

  尔时，满慈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甚为希有，能作

难作，谓虽有力引漏尽智，而为有情不证漏尽。所以者何？以诸菩

萨于有情所，长夜思惟利益安乐，增上意乐恒现在前。” 

  尔时，世尊告满慈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诸菩萨于

有情所，长夜思惟利益安乐，增上意乐恒现在前。 

  “又，满慈子，是诸菩萨观此义利，虽能具入九次第定而不具

入。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方便善巧，于一切定虽得自在而能不入。 

  “又，满慈子，一切菩萨若初发心、若已不退，皆应安住如是



静虑波罗蜜多。若诸菩萨常能安住如是静虑波罗蜜多，于诸有情能

作饶益，速能引发一切智智。” 

  时，满慈子便白佛言：“当知菩萨摩诃萨众具大势力，能为有

情作饶益事，亦能引发一切智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如是，如汝所说。”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众安住静虑波

罗蜜多？云何方便还从定起？” 

  尔时，世尊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

伺，离生喜乐，入初静虑，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具足而住，于色、无

色、静虑、等至，顺逆次第超越串习，极善纯熟游戏自在，复入欲

界非等引心。所以者何？勿由定力生色、无色长寿天故。勿色、无

色、静虑、等至引起彼地续生之心，为护彼心令不现起，还入欲界

非等引心。由起此心还生欲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引发无边菩提

分法；生色、无色无如是能，上二界生身心钝故。由斯菩萨方便善

巧，先习上定令善纯熟，后起下心还生欲界，修集无量菩提资粮，

至圆满已超过三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譬如有人作如是念：‘设何方便得入王宫，与王后妃窃为戏

乐，令王不觉，身命得存？’作是念已求诸妙药，服使男形或隐或

显，得斯药已方便事王。王既识知，便服隐药，遂白王曰：‘我今

无形，请为大王守禁宫室。’王令检已委任中宫。其人尔时入王宫

内，与诸妃后恣意交通；荏苒时经一、二、三月，恐王知觉丧失身

命，便服显药而白王言：‘我今男形欻然复现，请从今去不入中

宫。’而王赞言：‘此真善士，自能进退不违我法。’厚赐爵禄委

任外事。当知是人方便善巧，能满己愿，身命得存，复蒙彼王厚赐



财位。如是菩萨方便善巧，入四静虑及四无色，次第超越得善巧

已，复起下心还生欲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引发无边菩提分法，

乃至未满不证实际。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方便善巧，不舍有

情一切智故，如是菩萨方便善巧，修行静虑波罗蜜多，于实际中能

不作证，亦不现入灭受想定，乃至未满菩提资粮，受欲界身修菩萨

行。”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汝应受持诸菩萨众所学静虑波罗蜜

多，勿令忘失！” 

  阿难陀曰：“唯然，世尊！我已受持诸菩萨众所学静虑波罗蜜

多，必无忘失！” 

  时，薄伽梵说是经已，具寿舍利子、具寿满慈子、具寿阿难

陀，及余声闻、诸菩萨众，并余一切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

洛、揭路荼、紧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

大欢喜、信受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