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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真實義品講義二十五(2014) 

一、大般涅槃不可思議﹝瑜伽卷74﹞ 

復次，此不可思議說名無二，由五種相應當了知。一、由自性故；二、由處故；

三、由住故；四、由一性異性故；五、由成所作故。 

  ●云何由自性故不可思議？ 

      謂或即色，或離色，如是不可思議；或即受、想、行、識，或離受、想、行、      

識，如是不可思議。 

      或即地界，或離地界，如是不可思議；或即水界、火界、風界，或離水界、    

      火界、風界，如是不可思議。 

      或即眼處，或離眼處，如是不可思議；或即耳、鼻、舌、身、意處，或離耳、 

      鼻、舌、身、意處，如是不可思議。 

      或有，或非有，如是不可思議。 

  ●云何由處故不可思議？ 

      謂或在欲界，或離欲界，如是不可思議；或在色界、無色界，或離色界、無   

      色界，如是不可思議。 

      或在人中，或離人中；或在天上，或離天上；如是不可思議。 

      或在東方，或離東方；或在南西北方上下方維，或離南西北方上下方維；如   

      是不可思議。 

  ●云何由住故不可思議？ 

      謂安住如是如是色類樂住，如是不可思議。 

      安住如是如是色類奢摩他住，如是不可思議。 

      安住有心住，如是不可思議；安住無心住，如是不可思議。 

      安住如是色類聖住，如是不可思議；安住如是色類天住、梵住，如是不可思 

      議。 

  ●云何一性異性不可思議？ 

      謂一切佛同安住一無漏界中，為是一性、為是異性，如是不可思議。 

  ●云何成所作故不可思議？謂如是如是如來，同界、同智、勢力、勇猛，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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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界，依此轉依，能作一切有情義利，如是不可思議。 

此復二因緣故，當知不可思議：謂離言說義故及過語言到故，不可思議；又出世

間故，無有世間能為譬喻，是故不可思議。 

二、佛的不自在﹝攝大乘論﹞ 

頌曰：有情界周遍，具障而闕因，二種決定轉，諸佛無自在。 

    具障：煩惱障、業障、異熟障。 

    闕因：闕無漏種性。 

    二種決定：作重業決定、受異熟決定。 

三、十自在﹝瑜伽卷48；依師父2001/11/27講解分類﹞ 

如是蒙佛覺悟勸導，引發無量分身妙智，得十自在。如經廣說，應知其相。 

一、命自在：得自在故，隨所欲住，如意能住。 

二、心自在：隨樂安住靜慮、解脫等諸心住，如意能住。 

三、財自在：若暫思惟一切食等諸資生具，悉皆成辦， 

四、業自在：一切世間工業明處，如其所欲，悉能現行。 

五、生自在：普於一切能感生業，及於一切受生處所，皆隨所欲，自在往生。 

六、如意自在：隨所愛樂，一切神通所作事業，皆能起作。 

七、願自在：一切妙願，隨其所欲，皆得稱遂。 

八、信解自在：隨於事物發起勝解，如所欲為，皆成無異。 

九、智自在：隨所欲知所知境界，皆如實知。 

十、法自在：普於一切名句文身得隨所欲；於一切法正安立中，皆得善巧。 

四、能變神通自在﹝瑜伽卷37﹞ 

云何能變神境智通品類差別？ 

謂十八變。一者、震動，二者、熾然，三者、流布，四者、示現，五者、轉變，

六者、往來，七者、卷，八者、舒，九者、眾像入身，十者、同類往趣，十一者、

顯，十二者、隱，十三者、所作自在，十四者、制他神通，十五者、能施辯才，

十六者、能施憶念，十七者、能施安樂，十八者、放大光明。如是等類，皆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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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神境智通。 

五、神通無能﹝瑜伽卷98﹞ 

又諸聖者變化神通，於其四事不能變化。一者、根，二者、心，三者、心所有法，

四者、業及業異熟。 

又諸聖者變性神通，不能轉變順樂受業，令自性改成順苦受。如順樂受望順苦受，

順苦受業望順樂受，應知亦爾。若業能順非苦樂受，當知畢竟順非苦樂。 

又諸聖者住持神通，不能住持順非苦樂受業，令成無受。餘亦如是。 

又諸聖者變時神通，不能轉變順現法受業，令成順後法受業；及順後法受業，令

成順現法受業。 

六、智見差別﹝瑜伽卷86﹞ 

問：智、見何差別？ 

答：若照過去及以未來非現見境，此慧名智；照現在境，此慧名見。 

        又所取為緣，此慧名智；能取為緣，此慧名見。 

        又聞思所成，此慧名智；修所成者，此慧名見。 

        又能斷煩惱，此慧名見；煩惱斷已能證解脫，此慧名智。 

        又緣自相境，此慧名智；緣共相境，此慧名見。 

        又由假施設，遍於彼彼內外行中，或立為我，或立有情、天、龍、藥叉、健 

        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洛伽等，或立軍林及舍山等，以如是 

        等世俗理行緣所知境，此慧名智；若能取於自相、共相，此慧名見。 

        又尋求諸法，此慧名智；既尋求已，伺察諸法，此慧名見。 

        又緣無分別影像為境，此慧名智；緣有分別影像為境，此慧名見。 

        又有色爾焰影像為緣，此慧名見；無色爾焰影像為緣，此慧名智。 

七、清淨與鮮白﹝瑜伽卷98﹞ 

復次彼正見等，若在有學，由無漏故，說名清淨。若在無學，相續淨故，說名鮮

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