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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诵仪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爇.法界蒙薰.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

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 
 

（合掌三称）南無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净口业真言 

（三遍） 

唵.修唎修唎.摩诃修唎.修修唎.萨婆诃. 

净三业真言 

（三遍） 

唵.娑嚩.婆嚩秫驮.娑嚩达摩娑嚩.婆嚩秫度憾. 

安土地真言 

（三遍） 

南無三满哆.母驮喃.唵度噜度噜.地尾.娑婆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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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供养真言 

（三遍） 

唵.誐誐曩.三婆嚩.韈日啰斛. 
 

 

（合掌三称） 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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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一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初分办事品第四十三之二 

佛言：‚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

如汝所说。 

‚善现，我亦不见色可取可著，不见受、想、

行、识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

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眼处可取可著，不见耳、

鼻、舌、身、意处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

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

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色处可取可著，不见声、

香、味、触、法处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

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

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眼界可取可著，不见色界、

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可取可著。我

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

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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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我亦不见耳界可取可著，不见声界、

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可取可著。我

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

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鼻界可取可著，不见香界、

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可取可著。我

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

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舌界可取可著，不见味界、

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可取可著。我

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

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身界可取可著，不见触界、

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可取可著。我

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

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意界可取可著，不见法界、

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可取可著。我

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

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地界可取可著，不见水、

火、风、空、识界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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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

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无明可取可著，不见行、

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

死愁叹苦忧恼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

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

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布施波罗蜜多可取可著，

不见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可

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

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内空可取可著，不见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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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

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

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真如可取可著，不见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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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可取可著。

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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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苦圣谛可取可著，不见集、

灭、道圣谛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

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

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四静虑可取可著，不见四

无量、四无色定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

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

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八解脱可取可著，不见八

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

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

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四念住可取可著，不见四

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

支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

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空解脱门可取可著，不见

无相、无愿解脱门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

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

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菩萨十地可取可著，我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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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

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五眼可取可著，不见六神

通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

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佛十力可取可著，不见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

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

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无忘失法可取可著，不见

恒住舍性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

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

著。 

‚善现，我亦不见一切智可取可著，不见道

相智、一切相智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

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

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一切陀罗尼门可取可著，

不见一切三摩地门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

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

不取故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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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我亦不见预流果可取可著，不见一

来、不还、阿罗汉果可取可著。我亦不见有法能

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不见故不取，

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独觉菩提可取可著，我亦

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有著。由

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取可

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

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取可

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

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善现，我亦不见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

有佛性、如来性、自然法性、一切智智性可取可

著，我亦不见有法能取能著，亦不见由是法有取

有著。由不见故不取，不取故不著。 

‚是故，善现，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色，

不应取著受、想、行、识；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

著眼处，不应取著耳、鼻、舌、身、意处；菩萨

摩诃萨亦不应取著色处，不应取著声、香、味、

触、法处；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眼界，不应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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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菩

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耳界，不应取著声界、耳识

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菩萨摩诃萨亦不

应取著鼻界，不应取著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

触为缘所生诸受；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舌界，

不应取著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

受；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身界，不应取著触界、

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菩萨摩诃萨

亦不应取著意界，不应取著法界、意识界及意触、

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地界，

不应取著水、火、风、空、识界；菩萨摩诃萨亦

不应取著无明，不应取著行、识、名色、六处、

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菩

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布施波罗蜜多，不应取著净

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

诃萨亦不应取著内空，不应取著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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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真如，不应

取著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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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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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苦圣谛，不应取著集、灭、

道圣谛；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四静虑，不应取

著四无量、四无色定；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八

解脱，不应取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菩

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四念住，不应取著四正断、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菩

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空解脱门，不应取著无相、

无愿解脱门；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菩萨十地；

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五眼，不应取著六神通；

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佛十力，不应取著四无所

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

佛不共法；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无忘失法，不

应取著恒住舍性；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一切智，

不应取著道相智、一切相智；菩萨摩诃萨亦不应

取著一切陀罗尼门，不应取著一切三摩地门；菩

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预流果，不应取著一来、不

还、阿罗汉果；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独觉菩提；

菩萨摩诃萨亦不应取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菩萨

摩诃萨亦不应取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菩萨摩诃

萨亦不应取著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

如来性、自然法性、一切智智性。‛ 

尔时，欲、色界诸天子白佛言：‚世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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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

超寻思境，寂静微妙审谛沉密，聪睿智者乃能了

知。世尊！若诸有情能深信解如是般若波罗蜜多，

当知已曾供养过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发弘誓愿

多种善根，已为无量诸善知识之所摄受，乃能信

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

皆成随信行、随法行、第八、预流、一来、不还、

阿罗汉、独觉，彼所成就若智若断，不如有人一

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思惟，称量观察。

是人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成就忍，胜彼智断

无量无边。何以故？世尊！诸随信行所有智断，

皆是已得无生法忍菩萨摩诃萨忍少分故。世尊！

诸随法行、第八、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

独觉所有智断，皆是已得无生法忍菩萨摩诃萨忍

少分故。‛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

所说。诸随信行、若随法行、第八、预流、一来、

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智断，皆是已得无生法

忍菩萨摩诃萨忍之少分。 

‚天子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暂听如

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书写、读诵、受持、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一》 

- 12 - 
 

思惟、修习，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速出生死证

得涅盘，胜余欣求声闻、独觉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远离般若波罗蜜多学余经典，若经一劫若一

劫余。何以故？诸天子，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

经中，广说一切微妙胜法，诸随信行、若随法行、

第八、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

摩诃萨，皆应于此精勤修学，一切如来、应、正

等觉皆依此学，已证、当证、现证无上正等菩提。‛ 

时，诸天子俱发声言：‚世尊！如是般若波

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 

‚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思议波罗

蜜多。 

‚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不可称量波罗

蜜多。 

‚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数量波罗蜜

多。 

‚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等等波罗蜜

多。 

‚世尊！诸随信行、若随法行、第八、预流、

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皆于如是甚深般若

波罗蜜多精勤修学，速出生死证得涅盘。一切菩

萨摩诃萨，皆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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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虽诸声闻、独觉、菩

萨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各得究

竟，而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增不减。‛ 

时，欲、色界诸天子众说是语已，顶礼佛足

右绕三匝辞佛还宫，去会不远忽然不现。 

初分众喻品第四十四之一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

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复

能书写、读诵、受持、思惟、修习，是菩萨摩诃

萨从何处没来生此间？‛ 

佛言：‚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

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不怯不弱、不忌不惮、

不疑不惑、欢喜爱乐，系念思惟甚深般若波罗蜜

多所有义趣，若行、若立、若坐、若卧曾无暂舍，

常随法师恭敬请问，如新生犊不离其母。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为求般若波罗蜜多甚

深义趣，终不远离般若法师，乃至未得甚深般若

波罗蜜多经典在手，受持、读诵、思惟、修习、

究竟通利，常随法师未曾暂舍。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从人趣没来生人

中。何以故？善现，此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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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先世乐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

诵、思惟、精勤修习，复能书写众宝庄饰，又以

种种上妙华鬘、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幢、

幡盖、伎乐、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由此

善根从人趣没还生人中，闻是般若波罗蜜多深生

信解，复能书写、读诵、受持、思惟、修习。‛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颇有菩萨摩诃

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供养承事他方诸佛，从彼

处没来生此间，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

信解，复能书写、读诵、受持、思惟、修习无懈

倦不？‛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有菩萨摩诃萨

成就如是殊胜功德，供养承事他方诸佛，从彼处

没来生此间，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

解，复能书写、读诵、受持、思惟、修习，无有

懈倦。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从他方无量佛

所，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复能

书写、读诵、受持、思惟、修习，无有懈倦，彼

乘如是善根力故，从彼处没来生此间。 

‚复次，善现，亦有菩萨摩诃萨从睹史多天

众同分没来生人中，当知彼亦成就如是殊胜功德。

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世已于睹史多天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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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菩萨摩诃萨所，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

彼乘如是善根力故，从彼处没来生此间，闻说如

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复能书写、读诵、

受持、思惟、修习，无有懈倦。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

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

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静虑波罗蜜多，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

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

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精进波罗蜜多，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

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

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安忍波罗蜜多，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

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

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净戒波罗蜜多，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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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

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布施波罗蜜多，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

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

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内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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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

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

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真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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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说如

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或

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苦、集、灭、道圣谛，而不请问甚深义趣，

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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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四静虑，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

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四无量，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

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四无色定，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

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八解脱、八胜处，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

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

犹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九次第定，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

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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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得闻十遍处，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

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四念住，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

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四正断，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

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四神足，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

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五根，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说

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

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五力，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说

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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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七等觉支，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

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八圣道支，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

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而

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

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菩萨十地，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

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五眼，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说

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弱

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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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得闻六神通，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

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佛十力，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

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四无所畏，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

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四无碍解，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

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而不请问甚深

义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

心迷闷、犹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十八佛不共法，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

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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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无忘失法，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

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恒住舍性，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

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一切智，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

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道相智，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怯

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一切相智，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

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豫、

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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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得闻一切陀罗尼门，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

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

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一切三摩地门，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

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犹

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而不请问甚深义趣，

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

犹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而不请问甚深义趣，

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

犹豫、怯弱或生异解。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补特伽罗，虽于先

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亦曾请问甚深义趣，而不

能经一日、二日、三、四、五日随顺修行，今生

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设经一日乃至

五日，其心坚固无能坏者，若离所闻，寻便退失。

何以故？善现，是菩萨乘补特伽罗，由于先世得

闻般若波罗蜜多，虽复请问甚深义趣，而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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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顺修行故，于今生若遇善友殷勤劝励，便乐听

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无善友殷勤劝励，便于

此经不乐听受。彼于般若波罗蜜多，或时乐闻、

或时不乐，或时坚固、或时退失，其心轻动进退

非恒，如堵罗绵随风飘扬。 

‚善现当知！如是补特伽罗发趣大乘经时未

久，未多亲近真善知识，未曾供养诸佛世尊，未

曾受持、读诵、书写、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

蜜多。 

‚善现当知！如是补特伽罗未曾修学甚深般

若波罗蜜多，未曾修学静虑、精进、安忍、净戒、

布施波罗蜜多；未曾修学内空，未曾修学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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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修学真如，未曾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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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曾修学苦圣谛，未曾修学集、灭、道圣谛；未

曾修学四静虑，未曾修学四无量、四无色定；未

曾修学八解脱，未曾修学八胜处、九次第定、十

遍处；未曾修学四念住，未曾修学四正断、四神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一》 

- 24 - 
 

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未曾修

学空解脱门，未曾修学无相、无愿解脱门；未曾

修学菩萨十地；未曾修学五眼，未曾修学六神通；

未曾修学佛十力，未曾修学四无所畏、四无碍解、

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未曾

修学无忘失法，未曾修学恒住舍性；未曾修学一

切智，未曾修学道相智、一切相智；未曾修学一

切陀罗尼门，未曾修学一切三摩地门；未曾修学

预流果法，未曾修学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法；

未曾修学独觉菩提法；未曾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

行；未曾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如是补特伽罗新趣大乘，于大

乘法成就少分信敬爱乐，未能书写、受持、读诵、

思惟、修习、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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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二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初分众喻品第四十四之二 

‚复次，善现，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为他

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以甚深般若波罗蜜

多摄他有情，若不以静虑、精进、安忍、净戒、

布施波罗蜜多摄他有情；若不以内空摄他有情，

若不以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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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摄他有情；

若不以真如摄他有情，若不以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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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摄他有情；若不以苦圣

谛摄他有情，若不以集、灭、道圣谛摄他有情；

若不以四静虑摄他有情，若不以四无量、四无色

定摄他有情；若不以八解脱摄他有情，若不以八

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摄他有情；若不以四念

住摄他有情，若不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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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摄他有情；若不以空解

脱门摄他有情，若不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摄他有

情；若不以菩萨十地摄他有情；若不以五眼摄他

有情，若不以六神通摄他有情；若不以佛十力摄

他有情，若不以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

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摄他有情；若不

以无忘失法摄他有情，若不以恒住舍性摄他有情；

若不以一切智摄他有情，若不以道相智、一切相

智摄他有情；若不以一切陀罗尼门摄他有情，若

不以一切三摩地门摄他有情；若不以预流果法摄

他有情，若不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法摄他有

情；若不以独觉菩提法摄他有情；若不以一切菩

萨摩诃萨行摄他有情；若不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摄他有情。 

‚善现，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

不随顺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随顺修行静

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若不随

顺修行内空，若不随顺修行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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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随顺修行真如，若不随顺修行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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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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随

顺修行苦圣谛，若不随顺修行集、灭、道圣谛；

若不随顺修行四静虑，若不随顺修行四无量、四

无色定；若不随顺修行八解脱，若不随顺修行八

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不随顺修行四念住，

若不随顺修行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

等觉支、八圣道支；若不随顺修行空解脱门，若

不随顺修行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不随顺修行菩

萨十地；若不随顺修行五眼，若不随顺修行六神

通；若不随顺修行佛十力，若不随顺修行四无所

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

佛不共法；若不随顺修行无忘失法，若不随顺修

行恒住舍性；若不随顺修行一切智，若不随顺修

行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不随顺修行一切陀罗尼

门，若不随顺修行一切三摩地门；若不随顺修行

预流果法，若不随顺修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

法；若不随顺修行独觉菩提法；若不随顺修行一

切菩萨摩诃萨行；若不随顺修行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如是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

人等，由此因缘或堕二处二地随一，谓声闻地或

独觉地。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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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

多，亦不能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摄他有情，复不

能随顺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因缘，是善

男子、善女人等或堕二处二地随一，谓声闻地或

独觉地。 

‚复次，善现，如泛大海所乘船破，其中诸

人若不取木、不取器物、不取浮囊、不取板片、

不取死尸为依附者，定知溺死不至彼岸。善现，

有泛大海其船虽破，而中诸人若能取木、器物、

浮囊、板片、死尸以为依附，当知是类终不没死，

得至安隐大海彼岸，无损无害受诸妙乐。 

‚如是，善现，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虽于大乘成就少分信敬爱乐，若不书写、受

持、读诵、思惟、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为依

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静虑、

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以为依附；若

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内空以为依附，

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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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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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诵、思惟、修习真如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

持、读诵、思惟、修习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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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

读诵、思惟、修习苦圣谛以为依附，若不书写、

受持、读诵、思惟、修习集、灭、道圣谛以为依

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四静虑

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

四无量、四无色定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

读诵、思惟、修习八解脱以为依附，若不书写、

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八胜处、九次第定、十

遍处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

修习四念住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

思惟、修习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

觉支、八圣道支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

诵、思惟、修习空解脱门以为依附，若不书写、

受持、读诵、思惟、修习无相、无愿解脱门以为

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菩萨

十地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

修习五眼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

惟、修习六神通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

诵、思惟、修习佛十力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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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读诵、思惟、修习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

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以为依附；

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无忘失法以

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恒

住舍性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

修习一切智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

思惟、修习道相智、一切相智以为依附；若不书

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以为

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一切

三摩地门以为依附；若不书写、受持、读诵、思

惟、修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以为依附；若不书写、

受持、读诵、思惟、修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以为

依附。善现当知！如是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

人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闻或

独觉地。 

‚善现，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有

于大乘成就圆满信敬爱乐，若能书写、受持、读

诵、思惟、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为依附，若

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静虑、精进、

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以为依附；若能书写、

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内空以为依附，若能书

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外空、内外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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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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性自性空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

思惟、修习真如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

诵、思惟、修习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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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

思惟、修习苦圣谛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

读诵、思惟、修习集、灭、道圣谛以为依附；若

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四静虑以为依

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四无量、

四无色定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

惟、修习八解脱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

诵、思惟、修习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以为

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四念

住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

习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

圣道支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

修习空解脱门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

思惟、修习无相、无愿解脱门以为依附；若能书

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菩萨十地以为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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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五眼以为依

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六神通

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

佛十力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

修习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

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

读诵、思惟、修习无忘失法以为依附，若能书写、

受持、读诵、思惟、修习恒住舍性以为依附；若

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一切智以为依

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道相智、

一切相智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

惟、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

持、读诵、思惟、修习一切三摩地门以为依附；

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一切菩萨摩

诃萨行以为依附；若能书写、受持、读诵、思惟、

修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以为依附。善现当知！如

是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中道退入

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如人欲度险恶旷野，若不摄受资粮

器具，不能达到安乐国土，于其中道遭苦失命。 

‚如是，善现，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设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净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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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心、有乐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

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不摄受静虑、精进、安

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若不摄受内空，若不

摄受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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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摄受真如，

若不摄受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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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摄受苦圣谛，若不摄受集、灭、道

圣谛；若不摄受四静虑，若不摄受四无量、四无

色定；若不摄受八解脱，若不摄受八胜处、九次

第定、十遍处；若不摄受四念住，若不摄受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若不摄受空解脱门，若不摄受无相、无愿解脱门；

若不摄受菩萨十地；若不摄受五眼，若不摄受六

神通；若不摄受佛十力，若不摄受四无所畏、四

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

法；若不摄受无忘失法，若不摄受恒住舍性；若

不摄受一切智、若不摄受道相智、一切相智；若

不摄受一切陀罗尼门，若不摄受一切三摩地门；

若不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不摄受诸佛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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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住菩萨乘诸善男子、

善女人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入声

闻或独觉地。 

‚善现，如人欲度险恶旷野，若能摄受资粮

器具，必当达到安乐国土，终不中道遭苦舍命。 

‚如是，善现，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净心、有

深心、有乐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

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能摄受静虑、精进、安

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复能摄受内空，复能

摄受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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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摄受真如，

复能摄受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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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摄受苦圣谛，复能摄受集、灭、道

圣谛；复能摄受四静虑，复能摄受四无量、四无

色定；复能摄受八解脱，复能摄受八胜处、九次

第定、十遍处；复能摄受四念住，复能摄受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复能摄受空解脱门，复能摄受无相、无愿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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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摄受菩萨十地；复能摄受五眼，复能摄受六

神通；复能摄受佛十力，复能摄受四无所畏、四

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

法；复能摄受无忘失法，复能摄受恒住舍性；复

能摄受一切智，复能摄受道相智、一切相智；复

能摄受一切陀罗尼门，复能摄受一切三摩地门；

复能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复能摄受诸佛无上

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住菩萨乘诸善男子、

善女人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声闻地及独觉

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譬如男子或诸女人，执持坏瓶，诣

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当知此瓶不

久烂坏。何以故？是瓶未熟，不堪盛水，终归坏
1故。 

‚如是，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设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净心、有

深心、有乐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

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不摄受静虑、

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若不摄受内

空，若不摄受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

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

                                                 
1
 大正藏：地；永乐北藏及龙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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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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

摄受真如，若不摄受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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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摄受苦圣谛，若不摄受

集、灭、道圣谛；若不摄受四静虑，若不摄受四

无量、四无色定；若不摄受八解脱，若不摄受八

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不摄受四念住，若

不摄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若不摄受空解脱门，若不摄受无相、

无愿解脱门；若不摄受菩萨十地；若不摄受五眼，

若不摄受六神通；若不摄受佛十力，若不摄受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若不摄受无忘失法，若不摄受恒

住舍性；若不摄受一切智，若不摄受道相智、一

切相智；若不摄受一切陀罗尼门，若不摄受一切

三摩地门；若不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不摄

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住菩萨乘

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

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 

‚善现，譬如男子或诸女人，持烧熟瓶诣河

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当知此瓶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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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坏。何以故？是瓶善熟，堪任盛水，极坚牢故。 

‚如是，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净心、有

深心、有乐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

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复能摄受静虑、

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复能摄受内

空，复能摄受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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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

摄受真如，复能摄受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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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摄受苦圣谛，复能摄受

集、灭、道圣谛；复能摄受四静虑，复能摄受四

无量、四无色定；复能摄受八解脱，复能摄受八

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复能摄受四念住，复

能摄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复能摄受空解脱门，复能摄受无相、

无愿解脱门；复能摄受菩萨十地；复能摄受五眼，

复能摄受六神通；复能摄受佛十力，复能摄受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复能摄受无忘失法，复能摄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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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舍性；复能摄受一切智，复能摄受道相智、一

切相智；复能摄受一切陀罗尼门，复能摄受一切

三摩地门；复能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复能摄

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住菩萨乘

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声

闻地及独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证得无上

正等菩提。 

‚善现，如有商人无巧便智，船在海岸，未

具装治，即持财物安置其上，推著水中速便进发。

善现当知！是船中道坏没，人船财物各散异处，

如是商人无巧便智，丧失身命及大财宝。 

‚如是，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设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净心、有

深心、有乐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

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不摄受静虑、

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若不摄受内

空，若不摄受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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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

摄受真如，若不摄受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

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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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空界、不思议界；若不摄受苦圣谛，若不摄受

集、灭、道圣谛；若不摄受四静虑，若不摄受四

无量、四无色定；若不摄受八解脱，若不摄受八

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不摄受四念住，若

不摄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若不摄受空解脱门，若不摄受无相、

无愿解脱门；若不摄受菩萨十地；若不摄受五眼，

若不摄受六神通；若不摄受佛十力，若不摄受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若不摄受无忘失法，若不摄受恒

住舍性；若不摄受一切智，若不摄受道相智、一

切相智；若不摄受一切陀罗尼门，若不摄受一切

三摩地门；若不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不摄

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住菩萨乘

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中道衰败丧失身命及大财

宝，丧身命者谓堕声闻或独觉地，失财宝者谓失

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譬如商人有巧便智，先在海岸装治

船已，方牵入水知无穿穴，后持财物置上而去。

善现当知！是船必不坏没，人物安隐达所至处。 

‚如是，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净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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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心、有乐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

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复能摄受静虑、

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复能摄受内

空，复能摄受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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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

摄受真如，复能摄受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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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摄受苦圣谛，复能摄受

集、灭、道圣谛；复能摄受四静虑，复能摄受四

无量、四无色定；复能摄受八解脱，复能摄受八

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复能摄受四念住，复

能摄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复能摄受空解脱门，复能摄受无相、

无愿解脱门；复能摄受菩萨十地；复能摄受五眼，

复能摄受六神通；复能摄受佛十力，复能摄受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复能摄受无忘失法，复能摄受恒

住舍性；复能摄受一切智，复能摄受道相智、一

切相智；复能摄受一切陀罗尼门，复能摄受一切

三摩地门；复能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复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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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住菩萨乘

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声

闻地及独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证得无上

正等菩提。 

‚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又加

众病，所谓风病、热病、痰2病或三杂病。善现，

于意云何？是老病人颇从床座能自起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佛言：‚善现，是人设有扶令起立，亦无力

行一俱卢舍、二俱卢舍、三俱卢舍。所以者何？

老病甚故。 

‚如是，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设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净心、有

深心、有乐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若不摄

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不摄受静虑、

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若不摄受内

空，若不摄受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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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

摄受真如，若不摄受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

                                                 
2
 大正藏：淡；永乐北藏及龙藏：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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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

虚空界、不思议界；若不摄受苦圣谛，若不摄受

集、灭、道圣谛；若不摄受四静虑，若不摄受四

无量、四无色定；若不摄受八解脱，若不摄受八

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不摄受四念住，若

不摄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若不摄受空解脱门，若不摄受无相、

无愿解脱门；若不摄受菩萨十地；若不摄受五眼，

若不摄受六神通；若不摄受佛十力，若不摄受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若不摄受无忘失法，若不摄受恒

住舍性；若不摄受一切智，若不摄受道相智、一

切相智；若不摄受一切陀罗尼门，若不摄受一切

三摩地门；若不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不摄

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住菩萨乘

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中道衰败不证无上正等菩

提，退入声闻或独觉地。何以故？以不摄受甚深

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善巧方

便故。 

‚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又加

众病，所谓风病、热病、痰3病或三杂病，是老

                                                 
3
 大正藏：淡；永乐北藏及龙藏：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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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欲从床座起往他处而自不能，有两健人各扶

一腋，徐策令起而告之言：‘莫有所难，随意欲

往，我等二人终不相弃，必达所趣安隐无损。’ 

‚如是，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信、有忍、有净心、有

深心、有乐欲、有胜解、有舍、有精进，复能摄

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复能摄受静虑、

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复能摄受内

空，复能摄受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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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

摄受真如，复能摄受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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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能摄受苦圣谛，复能摄受

集、灭、道圣谛；复能摄受四静虑，复能摄受四

无量、四无色定；复能摄受八解脱，复能摄受八

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复能摄受四念住，复

能摄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复能摄受空解脱门，复能摄受无相、

无愿解脱门；复能摄受菩萨十地；复能摄受五眼，

复能摄受六神通；复能摄受佛十力，复能摄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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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复能摄受无忘失法，复能摄受恒

住舍性；复能摄受一切智，复能摄受道相智、一

切相智；复能摄受一切陀罗尼门，复能摄受一切

三摩地门；复能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复能摄

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住菩萨乘

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中道衰耗退败，超声

闻地及独觉地，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证得无上

正等菩提。何以故？以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有善巧方便故。‛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住菩

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不摄受甚深般若波

罗蜜多，亦不摄受方便善巧故，退堕声闻及独觉

地？‛ 

佛言：‚善现，善哉！善哉！汝为利乐住菩

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请问如来如是要事，

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从

初发心住我、我所执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住我、

我所执修行净戒波罗蜜多，住我、我所执修行安

忍波罗蜜多，住我、我所执修行精进波罗蜜多，

住我、我所执修行静虑波罗蜜多，住我、我所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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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作如

是念：‘我能行施，彼受我所施，我施如是物。’

修净戒时作如是念：‘我能持戒，戒是我所持，

我成就是戒。’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忍，

彼是我所忍，我成就是忍。’修精进时作如是念：

‘我能精进，我为此精进，我具是精进。’修静

虑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成

就是定。’修般若时作如是念：‘我能修慧，我为

此修慧，我成就是慧。’ 

‚复次，善现，此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布施时，执有是布施，执由此布施，执布施

为我所；修净戒时，执有是净戒，执由此净戒，

执净戒为我所；修安忍时，执有是安忍，执由此

安忍，执安忍为我所；修精进时，执有是精进，

执由此精进，执精进为我所；修静虑时，执有是

静虑，执由此静虑，执静虑为我所；修般若时，

执有是般若，执由此般若，执般若为我所。所以

者何？布施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何以故？远

离此彼岸是布施波罗蜜多相故。净戒波罗蜜多中

无如是分别。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净戒波罗蜜

多相故。安忍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何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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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此彼岸是安忍波罗蜜多相故。精进波罗蜜多

中无如是分别。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精进波罗

蜜多相故。静虑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何以故？

远离此彼岸是静虑波罗蜜多相故。般若波罗蜜多

中无如是分别。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般若波罗

蜜多相故。 

‚善现，此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不

知此岸、彼岸相故，不能摄受布施波罗蜜多，不

能摄受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不能摄受内空，不能摄受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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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摄受真如，不能摄受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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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摄受苦圣谛，

不能摄受集、灭、道圣谛；不能摄受四静虑，不

能摄受四无量、四无色定；不能摄受八解脱，不

能摄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能摄受四

念住，不能摄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不能摄受空解脱门，不能

摄受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能摄受菩萨十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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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摄受五眼，不能摄受六神通；不能摄受佛十力，

不能摄受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

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能摄受无忘失法，

不能摄受恒住舍性；不能摄受一切智，不能摄受

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能摄受一切陀罗尼门，不

能摄受一切三摩地门；不能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

行；不能摄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由是因

缘，此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堕声闻地或

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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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三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初分众喻品第四十四之三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住菩萨乘

补特伽罗无方便善巧？‛ 

佛言：‚善现，若菩萨乘补特伽罗，从初发

心无方便善巧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修

行净戒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修行安忍波罗蜜多，

无方便善巧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修行

静虑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此菩萨乘补特伽罗修布施时作如是念：‘我

能行施，彼受我所施，我施如是物。’修净戒时

作如是念：‘我能持戒，戒是我所持，我成就是

戒。’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忍，彼是我所

忍，我成就是忍。’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我能精

进，我为此精进，我具是精进。’修静虑时作如

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成就是定。’

修般若时作如是念：‘我能修慧，我为此修慧，

我成就是慧。’ 

‚复次，善现，此菩萨乘补特伽罗，修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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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执有是布施，执由此布施，执布施为我所而

生憍慢；修净戒时，执有是净戒，执由此净戒，

执净戒为我所而生憍慢；修安忍时，执有是安忍，

执由此安忍，执安忍为我所而生憍慢；修精进时，

执有是精进，执由此精进，执精进为我所而生憍

慢；修静虑时，执有是静虑，执由此静虑，执静

虑为我所而生憍慢；修般若时，执有是般若，执

由此般若，执般若为我所而生憍慢。所以者何？

布施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

何以故？非至此彼岸是布施波罗蜜多相故。净戒

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

故？非至此彼岸是净戒波罗蜜多相故。安忍波罗

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

非至此彼岸是安忍波罗蜜多相故。精进波罗蜜多

中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

此彼岸是精进波罗蜜多相故。静虑波罗蜜多中无

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

岸是静虑波罗蜜多相故。般若波罗蜜多中无如是

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岸是

般若波罗蜜多相故。 

‚善现，此菩萨乘补特伽罗，不知此岸、彼

岸相故，不能摄受布施波罗蜜多，不能摄受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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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摄受方

便善巧；不能摄受内空，不能摄受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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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摄受真如，不能摄受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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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摄受

苦圣谛，不能摄受集、灭、道圣谛；不能摄受四

静虑，不能摄受四无量、四无色定；不能摄受八

解脱，不能摄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

能摄受四念住，不能摄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不能摄受空解脱门，

不能摄受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能摄受菩萨十地；

不能摄受五眼，不能摄受六神通；不能摄受佛十

力，不能摄受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

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能摄受无忘失法，

不能摄受恒住舍性；不能摄受一切智，不能摄受

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能摄受一切陀罗尼门，不

能摄受一切三摩地门；不能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

行；不能摄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由是因

缘，此菩萨乘补特伽罗，堕声闻地或独觉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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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无上正等菩提。 

‚如是，善现，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由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摄受方便

善巧故，退堕声闻及独觉地，不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住菩

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以能摄受甚深般若波

罗蜜多，亦能摄受方便善巧故，不堕声闻及独觉

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从初发心离我、我所执修行布施波罗蜜多，

离我、我所执修行净戒波罗蜜多，离我、我所执

修行安忍波罗蜜多，离我、我所执修行精进波罗

蜜多，离我、我所执修行静虑波罗蜜多，离我我

所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不作

是念：‘我能行施，彼受我所施，我施如是物。’

修净戒时不作是念：‘我能持戒，戒是我所持，

我成就是戒。’修安忍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忍，

彼是我所忍，我成就是忍。’修精进时不作是念：

‘我能修4精进，我为此精进，我具是精进。’修

静虑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

                                                 
4
 大正藏：能；永乐北藏及龙藏：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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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是定。’修般若时不作是念：‘我能修慧，我

为此修慧，我成就是慧。’ 

‚复次，善现，此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修布施时，不执有布施，不执由此布施，不执

布施为我所；修净戒时，不执有净戒，不执由此

净戒，不执净戒为我所；修安忍时，不执有安忍，

不执由此安忍，不执安忍为我所；修精进时，不

执有精进，不执由此精进，不执精进为我所；修

静虑时，不执有静虑，不执由此静虑，不执静虑

为我所；修般若时，不执有般若，不执由此般若，

不执般若为我所。所以者何？布施波罗蜜多中无

如是分别可起此执。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布施

波罗蜜多相故。净戒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可起

此执。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净戒波罗蜜多相故。

安忍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可起此执。何以故？

远离此彼岸是安忍波罗蜜多相故。精进波罗蜜多

中无如是分别可起此执。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

精进波罗蜜多相故。静虑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

可起此执。何以故？远离此彼岸是静虑波罗蜜多

相故。般若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可起此执。何

以故？远离此彼岸是般若波罗蜜多相故。 

‚善现，此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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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此岸彼岸相故，便能摄受布施、净戒、安忍、

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堕声闻及独觉地，

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内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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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

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真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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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堕声闻及独觉地，

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苦圣谛、集圣谛、

灭圣谛、道圣谛，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

正等菩提；复能摄受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

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

受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堕声

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四念

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

提；复能摄受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

门，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

能摄受菩萨十地，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

正等菩提；复能摄受五眼、六神通，不堕声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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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佛十力、

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

等菩提；复能摄受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不堕声

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一切

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

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一切陀罗尼门、一切

三摩地门，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

提；复能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堕声闻及独

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诸佛无上正

等菩提，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住菩萨乘

补特伽罗有方便善巧？‛ 

佛言：‚善现，若菩萨乘补特伽罗，从初发

心有方便善巧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修

行净戒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修行安忍波罗蜜多，

有方便善巧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修行

静虑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此菩萨乘补特伽罗，修布施时不作

是念：‘我能行施，彼受我所施，我施如是物。’

修净戒时不作是念：‘我能持戒，戒是我所持，

我成就是戒。’修安忍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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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是我所忍，我成就是忍。’修精进时不作是念：

‘我能精进，我为此精进，我具是精进。’修静

虑时不作是念：‘我能修定，我为此修定，我成

就是定。’修般若时不作是念：‘我能修慧，我为

此修慧，我成就是慧。’ 

‚复次，善现，此菩萨乘补特伽罗，修布施

时，不执有布施，不执由此布施，不执布施为我

所亦不憍慢；修净戒时，不执有净戒，不执由此

净戒，不执净戒为我所亦不憍慢；修安忍时，不

执有安忍，不执由此安忍，不执安忍为我所亦不

憍慢；修精进时，不执有精进，不执由此精进，

不执精进为我所亦不憍慢；修静虑时，不执有静

虑，不执由此静虑，不执静虑为我所亦不憍慢；

修般若时，不执有般若，不执由此般若，不执般

若为我所亦不憍慢。所以者何？布施波罗蜜多中

无如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

彼岸是布施波罗蜜多相故。净戒波罗蜜多中无如

是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

岸是净戒波罗蜜多相故。安忍波罗蜜多中无如是

分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岸

是安忍波罗蜜多相故。精进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

别，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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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进波罗蜜多相故。静虑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

亦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岸是静虑

波罗蜜多相故。般若波罗蜜多中无如是分别，亦

不如彼所分别。何以故？非至此、彼岸是般若波

罗蜜多相故。 

‚善现，此菩萨乘补特伽罗，了知此岸、彼

岸相故，便能摄受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

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

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方便善巧，不堕声闻及独

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内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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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

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真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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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堕声闻及独觉

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苦圣谛、集圣

谛、灭圣谛、道圣谛，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

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四静虑、四无量、四无

色定，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能摄受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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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

受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

觉支、八圣道支，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

正等菩提；复能摄受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

愿解脱门，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

提；复能摄受菩萨十地，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

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五眼、六神通，不堕

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佛

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

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

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无忘失法、恒住舍性，

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

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堕声闻及独觉

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一切陀罗尼门、

一切三摩地门，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

等菩提；复能摄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堕声闻

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复能摄受诸佛无

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

菩提。如是，善现，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

等，以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摄受方便

善巧故，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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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分真善友品第四十五之一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初业菩萨

摩诃萨，应云何学般若波罗蜜多？应云何学静虑

波罗蜜多？应云何学精进波罗蜜多？应云何学

安忍波罗蜜多？应云何学净戒波罗蜜多？应云

何学布施波罗蜜多？‛ 

佛言：‚善现，初业菩萨摩诃萨，若欲修学

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

应先亲近供养恭敬能善宣说般若、静虑、精进、

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真善知识，谓说般若

波罗蜜多甚深经时，作如是言：‘来！善男子，

汝布施时应作是念：‚所修布施普施一切有情，

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汝持戒时应作是念：

‚所修净戒普施一切有情，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

提。‛汝修忍时应作是念：‚所修安忍普施一切有

情，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汝精进时应作是

念：‚所修精进普施一切有情，同共回向无上正

等菩提。‛汝修定时应作是念：‚所修静虑普施一

切有情，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汝修慧时应

作是念：‚所修般若普施一切有情，同共回向无

上正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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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汝不应以色而取无上正等菩提，

亦不应以受、想、行、识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

以者何？若不取色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受、

想、行、识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眼处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耳、鼻、舌、身、意处而取无上正

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眼处便得无上正等菩

提，不取耳、鼻、舌、身、意处便得无上正等菩

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色处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声、香、味、触、法处而取无上正

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色处便得无上正等菩

提，不取声、香、味、触、法处便得无上正等菩

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眼界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

生诸受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眼

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

生诸受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耳界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

生诸受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耳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三》 

- 60 - 
 

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

生诸受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鼻界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

生诸受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鼻

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

生诸受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舌界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

生诸受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舌

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

生诸受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身界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

生诸受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身

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

生诸受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意界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

生诸受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意

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

生诸受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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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汝不应以地界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水、火、风、空、识界而取无上正

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地界便得无上正等菩

提，不取水、火、风、空、识界便得无上正等菩

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无明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

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而取无上正等菩提。

所以者何？若不取无明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

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布施波罗蜜多而取无

上正等菩提，亦不应以净戒、安忍、精进、静虑、

般若波罗蜜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

不取布施波罗蜜多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净戒

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内空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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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而取无

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内空便得无上正

等菩提，不取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便得无上正等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三》 

- 62 - 
 

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真如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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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思议界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

真如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法界乃至不思议界

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苦圣谛而取无上正等

菩提，亦不应以集、灭、道圣谛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所以者何？若不取苦圣谛便得无上正等菩提，

不取集、灭、道圣谛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四静虑而取无上正等

菩提，亦不应以四无量、四无色定而取无上正等

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四静虑便得无上正等菩

提，不取四无量、四无色定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八解脱而取无上正等

菩提，亦不应以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而取

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八解脱便得无

上正等菩提，不取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便

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四念住而取无上正等

菩提，亦不应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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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

何？若不取四念住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四正

断乃至八圣道支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空解脱门而取无上正

等菩提，亦不应以无相、无愿解脱门而取无上正

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空解脱门便得无上正

等菩提，不取无相、无愿解脱门便得无上正等菩

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菩萨十地而取无上正

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菩萨十地便得无上正

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五眼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亦不应以六神通而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

何？若不取五眼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不取六神通

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佛十力而取无上正等

菩提，亦不应以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

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而取无上正等菩

提。所以者何？若不取佛十力便得无上正等菩提，

不取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便得无上正等

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无忘失法而取无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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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菩提，亦不应以恒住舍性而取无上正等菩提。

所以者何？若不取无忘失法便得无上正等菩提，

不取恒住舍性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一切智而取无上正等

菩提，亦不应以道相智、一切相智而取无上正等

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一切智便得无上正等菩

提，不取道相智、一切相智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一切陀罗尼门而取无

上正等菩提，亦不应以一切三摩地门而取无上正

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一切陀罗尼门便得无

上正等菩提，不取一切三摩地门便得无上正等菩

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预流果而取无上正等

菩提，亦不应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而取无上

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预流果便得无上正

等菩提，不取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便得无上正

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独觉菩提而取无上正

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独觉菩提便得无上正

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而

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一切菩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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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萨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不应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而

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不取诸佛无上正

等菩提便得无上正等菩提故。 

‚‘善男子，汝勿于色而生贪爱，亦勿于受、

想、行、识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色、受、想、

行、识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眼处而生贪爱，亦勿于

耳、鼻、舌、身、意处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

眼、耳、鼻、舌、身、意处非可贪爱。何以故？

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色处而生贪爱，亦勿于

声、香、味、触、法处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

色、声、香、味、触、法处非可贪爱。何以故？

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眼界而生贪爱，亦勿于

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而生贪

爱。所以者何？以眼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非

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耳界而生贪爱，亦勿于

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而生贪

爱。所以者何？以耳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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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鼻界而生贪爱，亦勿于

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而生贪

爱。所以者何？以鼻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非

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舌界而生贪爱，亦勿于

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而生贪

爱。所以者何？以舌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非

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身界而生贪爱，亦勿于

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而生贪

爱。所以者何？以身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非

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意界而生贪爱，亦勿于

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而生贪

爱。所以者何？以意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非

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地界而生贪爱，亦勿于

水、火、风、空、识界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

地、水、火、风、空、识界非可贪爱。何以故？

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无明而生贪爱，亦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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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

老死愁叹苦忧恼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无明乃

至老死愁叹苦忧恼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

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布施波罗蜜多而生贪爱，

亦勿于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内空而生贪爱，亦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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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而生贪爱。所以者

何？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可贪爱。何以故？

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真如而生贪爱，亦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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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而

生贪爱。所以者何？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非可贪

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苦圣谛而生贪爱，亦勿

于集、灭、道圣谛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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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灭、道圣谛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

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四静虑而生贪爱，亦勿

于四无量、四无色定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四

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非可贪爱。何以故？以

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八解脱而生贪爱，亦勿

于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而生贪爱。所以者

何？以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非可

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四念住而生贪爱，亦勿

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

圣道支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四念住乃至八圣

道支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空解脱门而生贪爱，亦

勿于无相、无愿解脱门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

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

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菩萨十地而生贪爱。所

以者何？以菩萨十地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

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五眼而生贪爱，亦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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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通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五眼、六神通非

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佛十力而生贪爱，亦勿

于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

舍、十八佛不共法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佛十

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

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无忘失法而生贪爱，亦

勿于恒住舍性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无忘失法、

恒住舍性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一切智而生贪爱，亦勿

于道相智、一切相智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一

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可贪爱。何以故？以

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一切陀罗尼门而生贪爱，

亦勿于一切三摩地门而生贪爱。所以者何？以一

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非可贪爱。何以故？

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预流果而生贪爱，亦勿

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而生贪爱。所以者何？

以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非可贪爱。何以

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三》 

- 70 - 
 

‚‘善男子，汝勿于独觉菩提而生贪爱。所

以者何？以独觉菩提非可贪爱。何以故？以一切

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而生

贪爱。所以者何？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非可贪爱。

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善男子，汝勿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而生

贪爱。所以者何？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可贪爱。

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空故。’‛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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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四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初分真善友品第四十五之二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

摩诃萨能为难事，于一切法自性空中，希求无上

正等菩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

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于一切法自性空中，希求

无上正等菩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诸菩

萨摩诃萨虽知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响、如像、

如光影、如阳焰、如变化事、如寻香城自性皆空，

而为世间得义利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令世

间得利益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令世间得安

乐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欲救拔诸世间故，

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归依故，发趣无

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

菩提；欲作世间究竟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为与世间作洲渚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

间作光明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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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炬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导师故，

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将帅故，发趣无

上正等菩提；为与世间作所趣故，发趣无上正等

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令世间得义利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为欲解脱一切有

情众苦恼事，修行布施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欲

解脱一切有情众苦恼事，修行净戒发趣无上正等

菩提；为欲解脱一切有情众苦恼事，修行安忍发

趣无上正等菩提；为欲解脱一切有情众苦恼事，

修行精进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欲解脱一切有情

众苦恼事，修行静虑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为欲解

脱一切有情众苦恼事，修行般若发趣无上正等菩

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义利故，

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令世间得利益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为拔五趣怖畏有

情置于涅盘无畏彼岸，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

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利益故，发趣无上正

                                                 
5
 大正藏：灯；永乐北藏及龙藏：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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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为拔忧苦愁恼有

情置于涅盘安隐彼岸，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

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令世间得安乐故，发趣无上正

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欲救拔诸世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为拔有情生死众

苦，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时乃能如实说断

苦法，有情闻已依三乘教渐次修行而得解脱。善

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欲救拔诸世间故，发趣无

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与世间作归依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为令一切生法、

老法、病法、死法、愁法、叹法、苦法、忧法、

恼法有情，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

忧、恼法，住无余依般涅盘界，发趣无上正等菩

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归依故，

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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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说一切

法皆不和合，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

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舍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

提。‛ 

善现复言：‚世尊！云何一切法皆不和合？‛ 

佛言：‚善现，色不和合即色不相属，色不

相属即色无生，色无生即色无灭，色无灭即色不

和合；受、想、行、识不和合即受、想、行、识

不相属，受、想、行、识不相属即受、想、行、

识无生，受、想、行、识无生即受、想、行、识

无灭，受、想、行、识无灭即受、想、行、识不

和合。 

‚善现，眼处不和合即眼处不相属，眼处不

相属即眼处无生，眼处无生即眼处无灭，眼处无

灭即眼处不和合；耳、鼻、舌、身、意处不和合

即耳、鼻、舌、身、意处不相属，耳、鼻、舌、

身、意处不相属即耳、鼻、舌、身、意处无生，

耳、鼻、舌、身、意处无生即耳、鼻、舌、身、

意处无灭，耳、鼻、舌、身、意处无灭即耳、鼻、

舌、身、意处不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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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色处不和合即色处不相属，色处不

相属即色处无生，色处无生即色处无灭，色处无

灭即色处不和合；声、香、味、触、法处不和合

即声、香、味、触、法处不相属，声、香、味、

触、法处不相属即声、香、味、触、法处无生，

声、香、味、触、法处无生即声、香、味、触、

法处无灭，声、香、味、触、法处无灭即声、香、

味、触、法处不和合。 

‚善现，眼界不和合即眼界不相属，眼界不

相属即眼界无生，眼界无生即眼界无灭，眼界无

灭即眼界不和合；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

缘所生诸受不和合即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

受不相属，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相属即

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生，色界乃至眼触

为缘所生诸受无生即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

受无灭，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灭即色界

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和合。 

‚善现，耳界不和合即耳界不相属，耳界不

相属即耳界无生，耳界无生即耳界无灭，耳界无

灭即耳界不和合；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

缘所生诸受不和合即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

受不相属，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不相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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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生，声界乃至耳触

为缘所生诸受无生即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

受无灭，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灭即声界

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和合。 

‚善现，鼻界不和合即鼻界不相属，鼻界不

相属即鼻界无生，鼻界无生即鼻界无灭，鼻界无

灭即鼻界不和合；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

缘所生诸受不和合即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

受不相属，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不相属即

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生，香界乃至鼻触

为缘所生诸受无生即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

受无灭，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灭即香界

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和合。 

‚善现，舌界不和合即舌界不相属，舌界不

相属即舌界无生，舌界无生即舌界无灭，舌界无

灭即舌界不和合；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

缘所生诸受不和合即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

受不相属，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不相属即

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生，味界乃至舌触

为缘所生诸受无生即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

受无灭，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灭即味界

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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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身界不和合即身界不相属，身界不

相属即身界无生，身界无生即身界无灭，身界无

灭即身界不和合；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

缘所生诸受不和合即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

受不相属，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不相属即

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生，触界乃至身触

为缘所生诸受无生即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

受无灭，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灭即触界

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和合。 

‚善现，意界不和合即意界不相属，意界不

相属即意界无生，意界无生即意界无灭，意界无

灭即意界不和合；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

缘所生诸受不和合即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

受不相属，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不相属即

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法界乃至意触

为缘所生诸受无生即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

受无灭，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灭即法界

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和合。 

‚善现，地界不和合即地界不相属，地界不

相属即地界无生，地界无生即地界无灭，地界无

灭即地界不和合；水、火、风、空、识界不和合

即水、火、风、空、识界不相属，水、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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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识界不相属即水、火、风、空、识界无生，

水、火、风、空、识界无生即水、火、风、空、

识界无灭，水、火、风、空、识界无灭即水、火、

风、空、识界不和合。 

‚善现，无明不和合即无明不相属，无明不

相属即无明无生，无明无生即无明无灭，无明无

灭即无明不和合；行、识、名色、六处、触、受、

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不和合即行乃

至老死愁叹苦忧恼不相属，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

恼不相属即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无生，行乃至

老死愁叹苦忧恼无生即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

无灭，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无灭即行乃至老死

愁叹苦忧恼不和合。 

‚善现，布施波罗蜜多不和合即布施波罗蜜

多不相属，布施波罗蜜多不相属即布施波罗蜜多

无生，布施波罗蜜多无生即布施波罗蜜多无灭，

布施波罗蜜多无灭即布施波罗蜜多不和合；净戒、

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和合即净戒

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相属，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

多不相属即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生，净戒乃

至般若波罗蜜多无生即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无灭，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灭即净戒乃至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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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波罗蜜多不和合。 

‚善现，内空不和合即内空不相属，内空不

相属即内空无生，内空无生即内空无灭，内空无

灭即内空不和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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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和合即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相属，外空乃至

无性自性空不相属即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生，

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生即外空乃至无性自性

空无灭，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灭即外空乃至无

性自性空不和合。 

‚善现，真如不和合即真如不相属，真如不

相属即真如无生，真如无生即真如无灭，真如无

灭即真如不和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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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不和合即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不相

属，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不相属即法界乃至不思议

界无生，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生即法界乃至不思

议界无灭，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无灭即法界乃至不

思议界不和合。 

‚善现，苦圣谛不和合即苦圣谛不相属，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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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谛不相属即苦圣谛无生，苦圣谛无生即苦圣谛

无灭，苦圣谛无灭即苦圣谛不和合；集、灭、道

圣谛不和合即集、灭、道圣谛不相属，集、灭、

道圣谛不相属即集、灭、道圣谛无生，集、灭、

道圣谛无生即集、灭、道圣谛无灭，集、灭、道

圣谛无灭即集、灭、道圣谛不和合。 

‚善现，四静虑不和合即四静虑不相属，四

静虑不相属即四静虑无生，四静虑无生即四静虑

无灭，四静虑无灭即四静虑不和合；四无量、四

无色定不和合即四无量、四无色定不相属，四无

量、四无色定不相属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生，

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生即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灭，

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灭即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和

合。 

‚善现，八解脱不和合即八解脱不相属，八

解脱不相属即八解脱无生，八解脱无生即八解脱

无灭，八解脱无灭即八解脱不和合；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不和合即八胜处、九次第定、十

遍处不相属，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相属

即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生，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无生即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

处无灭，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灭即八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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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和合。 

‚善现，四念住不和合即四念住不相属，四

念住不相属即四念住无生，四念住无生即四念住

无灭，四念住无灭即四念住不和合；四正断、四

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不和合

即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不相属，四正断乃至八圣

道支不相属即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无生，四正断

乃至八圣道支无生即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无灭，

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无灭即四正断乃至八圣道

支不和合。 

‚善现，空解脱门不和合即空解脱门不相属，

空解脱门不相属即空解脱门无生，空解脱门无生

即空解脱门无灭，空解脱门无灭即空解脱门不和

合；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和合即无相、无愿解脱

门不相属，无相、无愿解脱门不相属即无相、无

愿解脱门无生，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生即无相、

无愿解脱门无灭，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灭即无相、

无愿解脱门不和合。 

‚善现，菩萨十地不和合即菩萨十地不相属，

菩萨十地不相属即菩萨十地无生，菩萨十地无生

即菩萨十地无灭，菩萨十地无灭即菩萨十地不和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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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五眼不和合即五眼不相属，五眼不

相属即五眼无生，五眼无生即五眼无灭，五眼无

灭即五眼不和合；六神通不和合即六神通不相属，

六神通不相属即六神通无生，六神通无生即六神

通无灭，六神通无灭即六神通不和合。 

‚善现，佛十力不和合即佛十力不相属，佛

十力不相属即佛十力无生，佛十力无生即佛十力

无灭，佛十力无灭即佛十力不和合；四无所畏、

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

共法不和合即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相

属，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相属即四无所

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生，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

不共法无生即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灭，

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灭即四无所畏乃

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和合。 

‚善现，无忘失法不和合即无忘失法不相属，

无忘失法不相属即无忘失法无生，无忘失法无生

即无忘失法无灭，无忘失法无灭即无忘失法不和

合；恒住舍性不和合即恒住舍性不相属，恒住舍

性不相属即恒住舍性无生，恒住舍性无生即恒住

舍性无灭，恒住舍性无灭即恒住舍性不和合。 

‚善现，一切智不和合即一切智不相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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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智不相属即一切智无生，一切智无生即一切智

无灭，一切智无灭即一切智不和合；道相智、一

切相智不和合即道相智、一切相智不相属，道相

智、一切相智不相属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

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生即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灭，

道相智、一切相智无灭即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和

合。 

‚善现，一切陀罗尼门不和合即一切陀罗尼

门不相属，一切陀罗尼门不相属即一切陀罗尼门

无生，一切陀罗尼门无生即一切陀罗尼门无灭，

一切陀罗尼门无灭即一切陀罗尼门不和合；一切

三摩地门不和合即一切三摩地门不相属，一切三

摩地门不相属即一切三摩地门无生，一切三摩地

门无生即一切三摩地门无灭，一切三摩地门无灭

即一切三摩地门不和合。 

‚善现，预流果不和合即预流果不相属，预

流果不相属即预流果无生，预流果无生即预流果

无灭，预流果无灭即预流果不和合；一来、不还、

阿罗汉果不和合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不相属，

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不相属即一来、不还、阿

罗汉果无生，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无生即一来、

不还、阿罗汉果无灭，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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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即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不和合。 

‚善现，独觉菩提不和合即独觉菩提不相属，

独觉菩提不相属即独觉菩提无生，独觉菩提无生

即独觉菩提无灭，独觉菩提无灭即独觉菩提不和

合。 

‚善现，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和合即一切菩

萨摩诃萨行不相属，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相属即

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生，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生

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灭，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

灭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和合。 

‚善现，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和合即诸佛无

上正等菩提不相属，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相属即

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生，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生

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灭，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

灭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和合。 

‚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说一切法，皆

有如是不和合相，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欲作世间究竟道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发趣无上正等菩

提，欲为有情说如是法：色究竟即非色，受、想、

行、识究竟即非受、想、行、识；眼处究竟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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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处，耳、鼻、舌、身、意处究竟即非耳、鼻、

舌、身、意处；色处究竟即非色处，声、香、味、

触、法处究竟即非声、香、味、触、法处；眼界

究竟即非眼界，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

所生诸受究竟即非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

耳界究竟即非耳界，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

为缘所生诸受究竟即非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

诸受；鼻界究竟即非鼻界，香界、鼻识界及鼻触、

鼻触为缘所生诸受究竟即非香界乃至鼻触为缘

所生诸受；舌界究竟即非舌界，味界、舌识界及

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究竟即非味界乃至舌触

为缘所生诸受；身界究竟即非身界，触界、身识

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究竟即非触界乃至

身触为缘所生诸受；意界究竟即非意界，法界、

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究竟即非法界

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地界究竟即非地界，水、

火、风、空、识界究竟即非水、火、风、空、识

界；无明究竟即非无明，行、识、名色、六处、

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究竟

即非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布施波罗蜜多究竟

即非布施波罗蜜多，净戒、安忍、精进、静虑、

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即非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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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空究竟即非内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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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即非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究竟即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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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即非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苦圣谛究竟即非苦

圣谛，集、灭、道圣谛究竟即非集、灭、道圣谛；

四静虑究竟即非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究竟

即非四无量、四无色定；八解脱究竟即非八解脱，

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究竟即非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四念住究竟即非四念住，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究竟即非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空解脱门究竟即

非空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究竟即非无相、

无愿解脱门；菩萨十地究竟即非菩萨十地；五眼

究竟即非五眼，六神通究竟即非六神通；佛十力

究竟即非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

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究竟即非四无

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忘失法究竟即非无忘

失法，恒住舍性究竟即非恒住舍性；一切智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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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究竟即非道相智、

一切相智；一切陀罗尼门究竟即非一切陀罗尼门，

一切三摩地门究竟即非一切三摩地门；预流果究

竟即非预流果，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究竟即非

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究竟即非独觉

菩提；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究竟即非一切菩萨摩诃

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究竟即非诸佛无上正等

菩提。 

‚复次，善现，如此诸法究竟相，一切法相

亦如是。‛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相如究

竟相者，云何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应现等觉？所

以者何？ 

‚世尊！非色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色；

亦非受、想、行、识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受、想、行、识。 

‚世尊！非眼处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眼处；亦非耳、鼻、舌、身、意处究竟中有如是

分别，谓此是耳、鼻、舌、身、意处。 

‚世尊！非色处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色处；亦非声、香、味、触、法处究竟中有如是

分别，谓此是声、香、味、触、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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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非眼界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眼界；亦非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

诸受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色界乃至眼触为

缘所生诸受。 

‚世尊！非耳界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耳界；亦非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

诸受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声界乃至耳触为

缘所生诸受。 

‚世尊！非鼻界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鼻界；亦非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

诸受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香界乃至鼻触为

缘所生诸受。 

‚世尊！非舌界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舌界；亦非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

诸受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味界乃至舌触为

缘所生诸受。 

‚世尊！非身界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身界；亦非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

诸受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触界乃至身触为

缘所生诸受。 

‚世尊！非意界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意界；亦非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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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受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法界乃至意触为

缘所生诸受。 

‚世尊！非地界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地界；亦非水、火、风、空、识界究竟中有如是

分别，谓此是水、火、风、空、识界。 

‚世尊！非无明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无明；亦非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

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究竟中有如是分别，

谓此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 

‚世尊！非布施波罗蜜多究竟中有如是分别，

谓此是布施波罗蜜多；亦非净戒、安忍、精进、

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非内空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内空；亦非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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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究竟中有

如是分别，谓此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 

‚世尊！非真如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真如；亦非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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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四》 

- 90 - 
 

不思议界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法界乃至不

思议界。 

‚世尊！非苦圣谛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

是苦圣谛；亦非集、灭、道圣谛究竟中有如是分

别，谓此是集、灭、道圣谛。 

‚世尊！非四静虑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

是四静虑；亦非四无量、四无色定究竟中有如是

分别，谓此是四无量、四无色定。 

‚世尊！非八解脱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

是八解脱；亦非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究竟

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

处。 

‚世尊！非四念住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

是四念住；亦非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等觉支、八圣道支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 

‚世尊！非空解脱门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

此是空解脱门；亦非无相、无愿解脱门究竟中有

如是分别，谓此是无相、无愿解脱门。 

‚世尊！非菩萨十地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

此是菩萨十地。 

‚世尊！非五眼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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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眼；亦非六神通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是六

神通。 

‚世尊！非佛十力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

是佛十力；亦非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

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究竟中有如是分

别，谓此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世尊！非无忘失法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

此是无忘失法；亦非恒住舍性究竟中有如是分别，

谓此是恒住舍性。 

‚世尊！非一切智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

是一切智；亦非道相智、一切相智究竟中有如是

分别，谓此是道相智、一切相智。 

‚世尊！非一切陀罗尼门究竟中有如是分别，

谓此是一切陀罗尼门；亦非一切三摩地门究竟中

有如是分别，谓此是一切三摩地门。 

‚世尊！非预流果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此

是预流果；亦非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究竟中有

如是分别，谓此是一来、不还、阿罗汉果。 

‚世尊！非独觉菩提究竟中有如是分别，谓

此是独觉菩提。 

‚世尊！非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究竟中有如是

分别，谓此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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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非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究竟中有如是

分别，谓此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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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五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初分真善友品第四十五之三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善现，色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色；

受、想、行、识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受、

想、行、识。 

‚善现，眼处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眼

处；耳、鼻、舌、身、意处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

谓此是耳、鼻、舌、身、意处。 

‚善现，色处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色

处；声、香、味、触、法处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

谓此是声、香、味、触、法处。 

‚善现，眼界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眼

界；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究

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

生诸受。 

‚善现，耳界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耳

界；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究

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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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诸受。 

‚善现，鼻界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鼻

界；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究

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

生诸受。 

‚善现，舌界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舌

界；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究

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

生诸受。 

‚善现，身界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身

界；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究

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

生诸受。 

‚善现，意界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意

界；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究

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

生诸受。 

‚善现，地界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地

界；水、火、风、空、识界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

谓此是水、火、风、空、识界。 

‚善现，无明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无

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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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死愁叹苦忧恼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

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 

‚善现，布施波罗蜜多究竟中无如是分别，

谓此是布施波罗蜜多；净戒、安忍、精进、静虑、

般若波罗蜜多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净戒

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内空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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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究竟中亦无如是分

别，谓此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 

‚善现，真如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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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 

‚善现，苦圣谛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

苦圣谛；集、灭、道圣谛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

谓此是集、灭、道圣谛。 

‚善现，四静虑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

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

谓此是四无量、四无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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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八解脱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

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究竟中亦无

如是分别，谓此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 

‚善现，四念住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

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

支、八圣道支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四正

断乃至八圣道支。 

‚善现，空解脱门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

是空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究竟中亦无如是

分别，谓此是无相、无愿解脱门。 

‚善现，菩萨十地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

是菩萨十地。 

‚善现，五眼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五

眼；六神通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此是六神通。 

‚善现，佛十力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

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

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

谓此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善现，无忘失法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

是无忘失法；恒住舍性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谓

此是恒住舍性。 

‚善现，一切智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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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究竟中亦无如是分别，

谓此是道相智、一切相智。 

‚善现，一切陀罗尼门究竟中无如是分别，

谓此是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究竟中亦无

如是分别，谓此是一切三摩地门。 

‚善现，预流果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是

预流果；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究竟中亦无如是

分别，谓此是一来、不还、阿罗汉果。 

‚善现，独觉菩提究竟中无如是分别，谓此

是独觉菩提。 

‚善现，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究竟中无如是分

别，谓此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 

‚善现，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究竟中无如是分

别，谓此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难事，谓虽观一切

法皆寂灭相而心不沉没，作是念言：‘我于是法

现等觉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

如是寂灭微妙之法。’ 

‚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欲作世间究竟道故，

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与世间作洲渚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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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善现，譬如巨海、大小河中高显可

居，周回水断，说名洲渚。如是，善现，色前后

际断，受、想、行、识前后际断；眼处前后际断，

耳、鼻、舌、身、意处前后际断；色处前后际断，

声、香、味、触、法处前后际断；眼界前后际断，

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前后际

断；耳界前后际断，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

为缘所生诸受前后际断；鼻界前后际断，香界、

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前后际断；舌

界前后际断，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

生诸受前后际断；身界前后际断，触界、身识界

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前后际断；意界前后

际断，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

前后际断；地界前后际断，水、火、风、空、识

界前后际断；无明前后际断，行、识、名色、六

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

前后际断；布施波罗蜜多前后际断，净戒、安忍、

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前后际断；内空前后

际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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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前后际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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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前后际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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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前后际断；苦圣谛前后际断，集、

灭、道圣谛前后际断；四静虑前后际断，四无量、

四无色定前后际断；八解脱前后际断，八胜处、

九次第定、十遍处前后际断；四念住前后际断，

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

道支前后际断；空解脱门前后际断，无相、无愿

解脱门前后际断；菩萨十地前后际断；五眼前后

际断，六神通前后际断；佛十力前后际断，四无

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

八佛不共法前后际断；无忘失法前后际断，恒住

舍性前后际断；一切智前后际断，道相智、一切

相智前后际断；一切陀罗尼门前后际断，一切三

摩地门前后际断；预流果前后际断，一来、不还、

阿罗汉果前后际断；独觉菩提前后际断；一切菩

萨摩诃萨行前后际断；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前后际

断。 

‚善现，由此前际后际断故一切法断。善现，

此一切法前后际断，即是寂灭，即是微妙，即是

如实，谓空无所得道断爱尽无余，离染永灭涅盘。

善现，菩萨摩诃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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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说开示如是寂灭微妙之法。 

‚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洲渚故，

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与世间作光明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为破长夜无明㲉

卵所覆有情重黑暗故，为疗有情无知瞖目令清朗

故，为与一切愚冥有情作照明故，发趣无上正等

菩提。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光明故，

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与世间作灯炬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有情宣说六

种波罗蜜多及四摄事相应经典真实义趣，方便教

导，劝令修学，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

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灯炬故，发趣无上正等菩

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与世间作导师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令趣向邪道有

情，离行四种不应行处，为说一道令归正故，为

杂染者得清净故，为愁恼者得欢悦故，为忧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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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喜乐故，为非理有情证如理法故，为流转有情

得般涅盘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善现，是为菩

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导师故，发趣无上正等菩

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与世间作将帅6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希求无上正等菩

提，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无生无灭、无染无净，

受、想、行、识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

宣说开示眼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耳、鼻、舌、

身、意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

示色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声、香、味、触、

法处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眼

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色界、眼识界及眼触、

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

情宣说开示耳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声界、耳

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无灭、无染

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鼻界无生无灭、无染无

净，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无

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舌界无生

无灭、无染无净，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

                                                 
6
 大正藏：师；永乐北藏及龙藏：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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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所生诸受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

开示身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触界、身识界及

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无灭、无染无净；

欲为有情宣说开示意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法

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无生无灭、

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地界无生无灭、无

染无净，水、火、风、空、识界无生无灭、无染

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无明无生无灭、无染无

净，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

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

有情宣说开示布施波罗蜜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

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净戒波罗蜜多无生无灭、无染

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安忍波罗蜜多无生无灭、

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精进波罗蜜多无生

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静虑波罗蜜

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般若

波罗蜜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

示方便善巧波罗蜜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

有情宣说开示愿波罗蜜多无生无灭、无染无净；

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力波罗蜜多无生无灭、无染无

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智波罗蜜多无生无灭、无

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内空无生无灭、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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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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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无生无灭、

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真如无生无灭、无

染无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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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议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

苦圣谛无生无灭、无染无净；集、灭、道圣谛无

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四静虑无

生无灭、无染无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生无灭、

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八解脱无生无灭、

无染无净，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生无灭、

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四念住无生无灭、

无染无净，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

觉支、八圣道支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

宣说开示空解脱门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

无愿解脱门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

开示菩萨十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

说开示五眼无生无灭、无染无净，六神通无生无

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佛十力无生无

灭、无染无净，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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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生无灭、无染

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无忘失法无生无灭、无

染无净，恒住舍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

情宣说开示一切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道相智、

一切相智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

示一切陀罗尼门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一切三摩

地门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预

流果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一来果、不还果、阿

罗汉果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示

独觉菩提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有情宣说开

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欲为

有情宣说开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生无灭、无染

无净。 

‚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将帅故，

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

为与世间作所趣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佛言：‚善现，菩萨摩诃萨希求无上正等菩

提，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以虚空为所趣，受、想、

行、识亦以虚空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眼处

以虚空为所趣，耳、鼻、舌、身、意处亦以虚空

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色处以虚空为所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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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香、味、触、法处亦以虚空为所趣；欲为有

情宣说开示眼界以虚空为所趣，色界、眼识界及

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以虚空为所趣；欲为

有情宣说开示耳界以虚空为所趣，声界、耳识界

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以虚空为所趣；欲

为有情宣说开示鼻界以虚空为所趣，香界、鼻识

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以虚空为所趣；

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舌界以虚空为所趣，味界、舌

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以虚空为所趣；

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身界以虚空为所趣，触界、身

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以虚空为所趣；

欲为有情宣说开示意界以虚空为所趣，法界、意

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以虚空为所趣；

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地界以虚空为所趣，水、火、

风、空、识界亦以虚空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

示无明以虚空为所趣，行、识、名色、六处、触、

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亦以虚空

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布施波罗蜜多以虚空

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净戒波罗蜜多以虚空

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安忍波罗蜜多以虚空

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精进波罗蜜多以虚空

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静虑波罗蜜多以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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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般若波罗蜜多以虚空

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方便善巧波罗蜜多以

虚空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愿波罗蜜多以虚

空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力波罗蜜多以虚空

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智波罗蜜多以虚空为

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内空以虚空为所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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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亦以虚空为所趣；欲

为有情宣说开示真如以虚空为所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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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亦以虚空为所趣；

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苦圣谛以虚空为所趣，集、灭、

道圣谛亦以虚空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四静

虑以虚空为所趣，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以虚空为

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八解脱以虚空为所趣，

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以虚空为所趣；欲

为有情宣说开示四念住以虚空为所趣，四正断、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亦以

虚空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空解脱门以虚空

为所趣，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以虚空为所趣；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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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情宣说开示菩萨十地以虚空为所趣；欲为有

情宣说开示五眼以虚空为所趣，六神通亦以虚空

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佛十力以虚空为所趣，

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亦以虚空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

示无忘失法以虚空为所趣，恒住舍性亦以虚空为

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一切智以虚空为所趣，

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以虚空为所趣；欲为有情宣

说开示一切陀罗尼门以虚空为所趣，一切三摩地

门亦以虚空为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预流果以

虚空为所趣，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亦以虚空为

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独觉菩提以虚空为所趣；

欲为有情宣说开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以虚空为

所趣；欲为有情宣说开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以虚

空为所趣。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色非趣非不趣。何以故？

以色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受、想、行、识

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受、想、行、识性空，

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眼处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眼处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耳、鼻、

舌、身、意处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耳、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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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身、意处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色处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色处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声、香、

味、触、法处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声、香、

味、触、法处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眼界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眼界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色界、眼

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亦非趣非不趣。

何以故？以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性空，空

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耳界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耳界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声界、耳

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亦非趣非不趣。

何以故？以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性空，空

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鼻界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鼻界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香界、鼻

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亦非趣非不趣。

何以故？以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性空，空

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舌界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舌界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味界、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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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亦非趣非不趣。

何以故？以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性空，空

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身界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身界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触界、身

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亦非趣非不趣。

何以故？以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性空，空

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意界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意界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法界、意

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非趣非不趣。

何以故？以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性空，空

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地界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地界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水、火、

风、空、识界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水、火、

风、空、识界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无明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无明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行、识、

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

叹苦忧恼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行乃至老死

愁叹苦忧恼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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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布施波罗蜜多非趣非

不趣。何以故？以布施波罗蜜多性空，空中无趣

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净戒波罗蜜多非趣非

不趣。何以故？以净戒波罗蜜多性空，空中无趣

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安忍波罗蜜多非趣非

不趣。何以故？以安忍波罗蜜多性空，空中无趣

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精进波罗蜜多非趣非

不趣。何以故？以精进波罗蜜多性空，空中无趣

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静虑波罗蜜多非趣非

不趣。何以故？以静虑波罗蜜多性空，空中无趣

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般若波罗蜜多非趣非

不趣。何以故？以般若波罗蜜多性空，空中无趣

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方便善巧波罗蜜多非

趣非不趣。何以故？以方便善巧波罗蜜多性空，

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愿波罗蜜多非趣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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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何以故？以愿波罗蜜多性空，空中无趣无不

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力波罗蜜多非趣非不

趣。何以故？以力波罗蜜多性空，空中无趣无不

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智波罗蜜多非趣非不

趣。何以故？以智波罗蜜多性空，空中无趣无不

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内空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内空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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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

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真如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真如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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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亦非趣非不

趣。何以故？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空中无

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苦圣谛非趣非不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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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以苦圣谛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集、

灭、道圣谛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集、灭、

道圣谛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四静虑非趣非不趣。何

以故？以四静虑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四无

量、四无色定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四无量、

四无色定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八解脱非趣非不趣。何

以故？以八解脱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八胜

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

以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性空，空中无趣无

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四念住非趣非不趣。何

以故？以四念住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

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空解脱门非趣非不趣。

何以故？以空解脱门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无相、无愿解脱门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无

相、无愿解脱门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菩萨十地非趣非不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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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以菩萨十地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五眼非趣非不趣。何以

故？以五眼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六神通亦

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六神通性空，空中无趣

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佛十力非趣非不趣。何

以故？以佛十力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四无

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

八佛不共法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四无所畏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无忘失法非趣非不趣。

何以故？以无忘失法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恒住舍性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恒住舍性性

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一切智非趣非不趣。何

以故？以一切智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道相

智、一切相智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道相智、

一切相智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一切陀罗尼门非趣非

不趣。何以故？以一切陀罗尼门性空，空中无趣

无不趣故。一切三摩地门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

以一切三摩地门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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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诸有情宣说开示预流果非趣非不趣。何

以故？以预流果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一来、

不还、阿罗汉果亦非趣非不趣。何以故？以一来、

不还、阿罗汉果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独觉菩提非趣非不趣。

何以故？以独觉菩提性空，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非

趣非不趣。何以故？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性空，

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

趣非不趣。何以故？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性空，

空中无趣无不趣故。 

‚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所趣故，

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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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六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初分真善友品第四十五之四 

‚所以者何？善现，一切法皆以空为趣，彼

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空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相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无相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愿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无愿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起无作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起无作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生无灭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生无灭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染无净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染无净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所有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所有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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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一切法皆以幻为趣，彼于是趣不可

超越。何以故？幻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梦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

越。何以故？梦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响为趣，彼于是趣不可

超越。何以故？响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像为趣，彼于是趣不可

超越。何以故？像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光影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光影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阳焰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阳焰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变化事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变化事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寻香城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寻香城中趣非趣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量无边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量无边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与不取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与不取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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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一切法皆以不举不下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举不下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去无来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去无来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增无减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增无减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入不出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入不出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集不散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集不散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合不离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合不离中趣非趣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我为趣，彼于是趣不可

超越。何以故？我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趣可

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有情为趣，彼于是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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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超越。何以故？有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命者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命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生者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生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养者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养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士夫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士夫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补特伽罗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补特伽罗尚毕竟无所有，

况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意生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意生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儒童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儒童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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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作者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作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使作者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使作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

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受者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受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使受者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使受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

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起者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起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使起者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使起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

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知者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知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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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一切法皆以见者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见者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常为趣，彼于是趣不可

超越。何以故？常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趣可

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乐为趣，彼于是趣不可

超越。何以故？乐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趣可

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我为趣，彼于是趣不可

超越。何以故？我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趣可

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净为趣，彼于是趣不可

超越。何以故？净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趣可

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常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无常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苦为趣，彼于是趣不可

超越。何以故？苦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趣可

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我为趣，彼于是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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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超越。何以故？无我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净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不净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贪事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贪事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瞋事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瞋事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痴事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痴事尚毕竟无所有，况有趣非

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见所作事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见所作事尚毕竟无所有，

况有趣非趣可得！ 

‚善现，一切法皆以真如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真如中趣非趣毕竟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法界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法界中趣非趣毕竟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法性为趣，彼于是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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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超越。何以故？法性中趣非趣毕竟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虚妄性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虚妄性中趣非趣毕竟不

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变异性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变异性中趣非趣毕竟不

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平等性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平等性中趣非趣毕竟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离生性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离生性中趣非趣毕竟不可得

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法定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法定中趣非趣毕竟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法住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法住中趣非趣毕竟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实际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实际中趣非趣毕竟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虚空界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虚空界中趣非趣毕竟不可得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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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一切法皆以不思议界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思议界中趣非趣毕竟不

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动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不动中趣非趣毕竟不可得故。 

‚善现，一切法皆以色为趣，彼于是趣不可

超越。何以故？色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受、想、行、识为趣，

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受、想、行、识尚

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眼处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眼处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耳、鼻、舌、身、意处

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耳、鼻、舌、

身、意处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色处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色处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声、香、味、触、法处

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声、香、味、

触、法处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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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一切法皆以眼界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眼界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耳、鼻、舌、身、意界

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耳、鼻、舌、

身、意界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色界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色界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声、香、味、触、法界

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声、香、味、

触、法界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眼识界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眼识界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耳、鼻、舌、身、意识

界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耳、鼻、

舌、身、意识界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眼触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眼触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耳、鼻、舌、身、意触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六》 

- 125 - 
 

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耳、鼻、舌、

身、意触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为趣，

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

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耳、鼻、舌、身、意触

为缘所生诸受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

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尚毕竟不可

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地界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地界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水、火、风、空、识界

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水、火、风、

空、识界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明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无明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行、识、名色、六处、

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行乃至老死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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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一切法皆以布施波罗蜜多为趣，彼

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尚毕竟

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净戒波罗蜜多为趣，彼

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净戒波罗蜜多尚毕竟

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安忍波罗蜜多为趣，彼

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安忍波罗蜜多尚毕竟

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精进波罗蜜多为趣，彼

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精进波罗蜜多尚毕竟

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静虑波罗蜜多为趣，彼

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静虑波罗蜜多尚毕竟

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为趣，彼

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多尚毕竟

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内空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内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外空为趣，彼于是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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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超越。何以故？外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内外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内外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空空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空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大空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大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胜义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胜义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有为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有为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为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无为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毕竟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毕竟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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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际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无际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散空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散空毕竟尚7不可得，况有趣

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变异空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变异空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本性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本性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自相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自相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共相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共相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法空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法空尚毕竟不可得，

                                                 
7
 大正藏：尚毕竟；永乐北藏及龙藏：毕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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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不可得空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不可得空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性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性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自性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自性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性自性空为趣，彼于

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性自性空尚毕竟不可

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四念住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四念住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四正断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四正断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四神足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四神足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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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一切法皆以五根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五根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五力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五力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七等觉支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七等觉支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八圣道支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八圣道支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苦圣谛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苦圣谛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集圣谛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集圣谛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灭圣谛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灭圣谛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道圣谛为趣，彼于是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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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超越。何以故？道圣谛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四静虑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四静虑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四无量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四无量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四无色定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四无色定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八解脱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八解脱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八胜处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八胜处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九次第定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九次第定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十遍处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十遍处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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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空解脱门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空解脱门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无相、无愿解脱门为趣，

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无相、无愿解脱门

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五眼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五眼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六神通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六神通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三摩地门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三摩地门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陀罗尼门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陀罗尼门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佛十力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佛十力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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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一切法皆以四无所畏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四无所畏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四无碍解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四无碍解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大慈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大慈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大悲、大喜、大舍为趣，

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大悲、大喜、大舍

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十八佛不共法为趣，彼

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十八佛不共法尚毕竟

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预流果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预流果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

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一来、不还、

阿罗汉果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预流为趣，彼于是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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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超越。何以故？预流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一来、不还、阿罗汉为

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一来、不还、

阿罗汉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独觉菩提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独觉菩提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独觉为趣，彼于是趣不

可超越。何以故？独觉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

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为趣，

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

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菩萨摩诃萨为趣，

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尚

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为趣，

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

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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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正等觉尚毕竟不可得，况有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道相智为趣，彼于是趣

不可超越。何以故？道相智尚毕竟不可得，况有

趣非趣！ 

‚善现，一切法皆以一切相智为趣，彼于是

趣不可超越。何以故？一切相智尚毕竟不可得，

况有趣非趣！ 

‚如是，善现，菩萨摩诃萨为与世间作所趣

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 

初分趣智品第四十六之一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谁于如是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 

佛言：‚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久于无上正等

菩提，发意趣求精勤修行，已曾供养百千俱胝那

庾多佛，于诸佛所发弘誓愿，善根淳熟，无量善

友所摄受故，乃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

解。‛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

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生信解者，何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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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何状？何貌？‛ 

佛言：‚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调伏贪、瞋、

痴性为性，远离贪、瞋、痴相为相，远离贪、瞋、

痴状为状，远离贪、瞋、痴貌为貌。复次，善现，

是菩萨摩诃萨调伏贪无贪、瞋无瞋、痴无痴性为

性，远离贪无贪、瞋无瞋、痴无痴相为相，远离

贪无贪、瞋无瞋、痴无痴状为状，远离贪无贪、

瞋无瞋、痴无痴貌为貌。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

就如是性、相、状、貌，乃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

蜜多能生信解。‛ 

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

萨信解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何所趣？‛ 

佛言：‚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当趣一切智智。‛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

趣一切智智者，能与一切有情为所归趣。‛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

菩萨摩诃萨能信解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趣

向一切智智。若能趣向一切智智，是则能与一切

有情为所归趣。‛ 

善现复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

谓擐如是坚固甲冑：我当度脱一切有情，皆令证

得究竟涅盘，虽于有情作如是事，而都不见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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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设。‛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

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谓擐如是坚固甲冑：我当

度脱一切有情，皆令证得究竟涅盘，虽于有情作

如是事，而都不见有情施设。 

‚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

色。何以故？色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色。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受、

想、行、识。何以故？受、想、行、识毕竟无所

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属受、想、行、

识。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眼处。

何以故？眼处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

彼甲冑不属眼处。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耳、

鼻、舌、身、意处。何以故？耳、鼻、舌、身、

意处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

属耳、鼻、舌、身、意处。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色处。

何以故？色处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

彼甲冑不属色处。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声、

香、味、触、法处。何以故？声、香、味、触、

法处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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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声、香、味、触、法处。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眼界。

何以故？眼界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

彼甲冑不属眼界。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耳、

鼻、舌、身、意界。何以故？耳、鼻、舌、身、

意界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

属耳、鼻、舌、身、意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色界。

何以故？色界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

彼甲冑不属色界。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声、

香、味、触、法界。何以故？声、香、味、触、

法界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

属声、香、味、触、法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眼识界。

何以故？眼识界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眼识界。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

属耳、鼻、舌、身、意识界。何以故？耳、鼻、

舌、身、意识界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耳、鼻、舌、身、意识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眼触。

何以故？眼触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

彼甲冑不属眼触。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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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舌、身、意触。何以故？耳、鼻、舌、身、

意触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

属耳、鼻、舌、身、意触。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眼触为

缘所生诸受。何以故？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毕竟无

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属眼触为缘

所生诸受。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耳、鼻、

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何以故？耳、鼻、

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毕竟无所有，非菩萨

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属耳、鼻、舌、身、意触

为缘所生诸受。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地界。

何以故？地界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

彼甲冑不属地界。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水、

火、风、空、识界。何以故？水、火、风、空、

识界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

属水、火、风、空、识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无明。

何以故？无明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

彼甲冑不属无明。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行、

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

死。何以故？行乃至老死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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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冑故，说彼甲冑不属行乃至老死。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我。何

以故？我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

冑不属我。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有情、命

者、生者、养者、士夫、补特伽罗、意生、儒童、

作者、受者、知者、见者。何以故？有情乃至见

者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属

有情乃至见者。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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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七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初分趣智品第四十六之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布施波

罗蜜多。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毕竟无所有，非

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属布施波罗蜜多。是

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净戒、安忍、精进、静

虑、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净戒乃至般若波罗

蜜多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

属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内空。

何以故？内空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

彼甲冑不属内空。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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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外空乃至

无性自性空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

甲冑不属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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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真如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

彼甲冑不属真如。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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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以故？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

甲冑故，说彼甲冑不属法界乃至不思议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四念住。

何以故？四念住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四念住。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

属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

圣道支。何以故？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毕竟无所

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属四正断乃至

八圣道支。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苦圣谛。

何以故？苦圣谛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苦圣谛。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

属集、灭、道圣谛。何以故？集、灭、道圣谛毕

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属集、

灭、道圣谛。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四静虑。

何以故？四静虑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四静虑。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七》 

- 143 -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四无量。

何以故？四无量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四无量。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四无色

定。何以故？四无色定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

冑故，说彼甲冑不属四无色定。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八解脱。

何以故？八解脱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八解脱。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八胜处。

何以故？八胜处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八胜处。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九次第

定。何以故？九次第定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

冑故，说彼甲冑不属九次第定。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十遍处。

何以故？十遍处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十遍处。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空解脱

门。何以故？空解脱门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

冑故，说彼甲冑不属空解脱门。是菩萨摩诃萨所

擐甲冑不属无相、无愿解脱门。何以故？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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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愿解脱门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

甲冑不属无相、无愿解脱门。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五眼。

何以故？五眼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

彼甲冑不属五眼。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六神通。

何以故？六神通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六神通。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三摩地

门。何以故？三摩地门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

冑故，说彼甲冑不属三摩地门。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陀罗尼

门。何以故？陀罗尼门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

冑故，说彼甲冑不属陀罗尼门。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佛十力。

何以故？佛十力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佛十力。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

属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

舍、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四无所畏乃至十八

佛不共法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

冑不属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预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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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预流果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预流果。善现，是8菩萨摩诃萨所

擐甲冑不属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何以故？一

来、不还、阿罗汉果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

故，说彼甲冑不属一来、不还、阿罗汉果。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独觉菩

提。何以故？独觉菩提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

冑故，说彼甲冑不属独觉菩提。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一切智。

何以故？一切智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一切智。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

属道相智，一切相智。何以故？道相智、一切相

智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说彼甲冑不属

道相智、一切相智。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擐甲冑不属一切法。

何以故？一切法毕竟无所有，非菩萨非甲冑故，

说彼甲冑不属一切法。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能擐如是坚固甲冑，谓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证得

究竟涅盘。‛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

                                                 
8
 大正藏：是；永乐北藏及龙藏：善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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擐如是坚固甲冑，谓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证得般

涅盘者，不堕声闻、独觉二地。世尊！若菩萨摩

诃萨能擐如是坚固甲冑，谓我当度一切有情皆令

证得般涅盘者，是菩萨摩诃萨无处无容当堕二地，

谓声闻地及独觉地。所以者何？世尊！是菩萨摩

诃萨不于有情安立分限，而擐如是坚固甲冑。‛ 

佛言：‚善现，汝观何义而作是说：若菩萨

摩诃萨能擐如是坚固甲冑，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不堕声闻、独觉二地？‛ 

善现答言：‚世尊！由是菩萨摩诃萨非为度

脱少分有情而擐甲冑，亦非为求少分智故而擐甲

冑。所以者何？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普为救拔一

切有情令般涅盘而擐甲冑，是菩萨摩诃萨但为求

得一切智智而擐甲冑，由此因缘不堕声闻及独觉

地。‛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

菩萨摩诃萨非为度脱少分有情而擐甲冑，亦非为

求少分智故而擐甲冑，是菩萨摩诃萨然为救拔一

切有情令般涅盘而擐甲冑，是菩萨摩诃萨但为求

得一切智智而擐甲冑，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

不堕声闻及独觉地。‛ 

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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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无能修者、无所修法、亦无

修处、亦无由此而得修习。所以者何？世尊！非

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中，而有少分实法可得名

能修者及所修法、若修习处、若由此修。世尊！

若修虚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若修一切法

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若修不实法是修般若

波罗蜜多。世尊！若修无所有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若修无摄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若

修除遣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善现，修何除遣为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答言：‚世尊！修除遣色是修般若波罗

蜜多，修除遣受、想、行、识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眼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耳、鼻、舌、身、意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色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声、香、味、触、法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眼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耳、鼻、舌、身、意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色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声、香、味、触、法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眼识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耳、鼻、舌、身、意识界是修般若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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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世尊！修除遣眼触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耳、鼻、舌、身、意触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是修般若

波罗蜜多，修除遣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

生诸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地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水、火、风、空、识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无明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

生、老死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我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

遣有情、命者、生者、养者、士夫、补特伽罗、

意生、儒童、作者、受者、知者、见者是修般若

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布施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

蜜多，修除遣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

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内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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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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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真如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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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四念住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苦圣谛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集、灭、道圣谛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四静虑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四无量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四无色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八解脱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八胜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九次第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十遍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空解脱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无相、无愿解脱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五眼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六神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三摩地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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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修除遣陀罗尼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佛十力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

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预流果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独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修除遣一切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道相智、一切相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善现，修除遣色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

遣受、想、行、识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眼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耳、鼻、舌、身、意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色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声、香、味、触、法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眼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耳、鼻、舌、身、意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色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声、香、味、触、法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眼识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耳、鼻、舌、身、意识界是修般若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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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善现，修除遣眼触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耳、鼻、舌、身、意触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是修般若

波罗蜜多，修除遣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

生诸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地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水、火、风、空、识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无明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

生、老死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我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

遣有情、命者、生者、养者、士夫、补特伽罗、

意生、儒童、作者、受者、知者、见者是修般若

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布施波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

蜜多，修除遣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

罗蜜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内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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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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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真如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修

除遣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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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四念住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苦圣谛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集、灭、道圣谛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四静虑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四无量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四无色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八解脱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八胜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九次第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十遍处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空解脱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9除遣无相、无愿解脱门是修般若波罗

蜜多。 

‚善现，修除遣五眼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9
 大正藏：修；永乐北藏及龙藏：善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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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修除遣六神通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三摩地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陀罗尼门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佛十力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

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预流果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独觉菩提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修除遣一切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遣道相智、一切相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具寿善现言：‚善现，应依甚深

般若波罗蜜多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

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甚深静虑波罗蜜多验知不退转

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于深静虑波罗蜜多不

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甚深精进波罗蜜多验知不退转

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于深精进波罗蜜多不

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甚深安忍波罗蜜多验知不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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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于深安忍波罗蜜多不

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甚深净戒波罗蜜多验知不退转

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于深净戒波罗蜜多不

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甚深布施波罗蜜多验知不退转

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于深布施波罗蜜多不

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内空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内空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

菩萨摩诃萨。应依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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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于外空乃

至无性自性空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

诃萨。 

‚善现，应依真如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真如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

菩萨摩诃萨。应依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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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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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萨于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不生执著，当知是为

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四念住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四念住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应依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

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不生执著，

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苦圣谛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苦圣谛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应依集、灭、道圣谛验知不退转

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于集、灭、道圣谛不

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四静虑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四静虑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四无量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四无量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四无色定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

萨，若菩萨摩诃萨于四无色定不生执著，当知是

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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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应依八解脱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八解脱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八胜处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八胜处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九次第定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

萨，若菩萨摩诃萨于九次第定不生执著，当知是

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十遍处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十遍处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空解脱门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

萨，若菩萨摩诃萨于空解脱门不生执著，当知是

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应依无相、无愿解脱门验

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于无相、无

愿解脱门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五眼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五眼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

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六神通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六神通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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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三摩地门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

萨，若菩萨摩诃萨于三摩地门不生执著，当知是

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陀罗尼门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

萨，若菩萨摩诃萨于陀罗尼门不生执著，当知是

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佛十力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佛十力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应依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

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验知不退转菩

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于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

不共法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应依一切智验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智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应依道相智、一切相智验知不退

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于道相智、一切相

智不生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

罗蜜多，不观他语及他教勅以为真要。 

‚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

罗蜜多，非但信他而有所作。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七》 

- 158 - 
 

‚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

罗蜜多，不为贪心之所牵引，不为瞋心之所牵引，

不为痴心之所牵引，不为慢心之所牵引，不为种

种余杂染心之所牵引。 

‚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

罗蜜多，不离布施波罗蜜多，不离净戒波罗蜜多，

不离安忍波罗蜜多，不离精进波罗蜜多，不离静

虑波罗蜜多，不离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

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

不没，亦不退舍，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

受持、读诵、究竟通利、系念思惟、如说修行曾

无厌倦。 

‚善现当知！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先世

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受持、读诵、

如理思惟。何以故？善现，由此不退转菩萨摩诃

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

恐、不怖、不沉、不没，亦不退舍，于深般若波

罗蜜多，欢喜乐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利、系

念思惟、如说修行无厌倦故。‛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

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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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不沉、不没，亦不退舍，是菩萨摩诃萨云何

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

临入一切智智，应作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云何相续随顺趣向临

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空，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

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无

相，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无

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虚

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无

所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

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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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灭，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

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无

染无净，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

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真

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法

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法

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不

虚妄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

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不

变异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

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平

等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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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离

生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

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法

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法

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实

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虚

空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

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不

思议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

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无

造作，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

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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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幻，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

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梦，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

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响，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

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像，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

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光

影，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阳

焰，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

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变

化事，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

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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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

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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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八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初分趣智品第四十六之三 

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

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空、无相、无愿、

虚空、无所有、无生无灭、无染无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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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造作、幻、梦、响、像、光影、阳焰、变化事、

寻香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

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色不？为行受、想、行、

识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眼处不？为行耳、

鼻、舌、身、意处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色处不？为行声、

香、味、触、法处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眼界不？为行耳、

鼻、舌、身、意界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色界不？为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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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味、触、法界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眼识界不？为行

耳、鼻、舌、身、意识界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眼触不？为行耳、

鼻、舌、身、意触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眼触为缘所生诸

受不？为行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

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地界不？为行水、

火、风、空、识界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无明不？为行行、

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

死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布施波罗蜜多不？

为行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内空不？为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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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真如不？为行法

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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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四念住不？为行

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

道支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苦圣谛不？为行

集、灭、道圣谛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四静虑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四无量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四无色定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八解脱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八胜处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九次第定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十遍处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空解脱门不？为

行无相、无愿解脱门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五眼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六神通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三摩地门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陀罗尼门不？ 

‚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佛十力不？为行

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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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为行一切智不？为行

道相智、一切相智不？‛ 

佛言：‚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色，不行

受、想、行、识。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眼处，不行耳、

鼻、舌、身、意处。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色处，不行声、

香、味、触、法处。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眼界，不行耳、

鼻、舌、身、意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色界，不行声、

香、味、触、法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眼识界，不行耳、

鼻、舌、身、意识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眼触，不行耳、

鼻、舌、身、意触。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眼触为缘所生诸

受，不行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地界，不行水、

火、风、空、识界。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无明，不行行、

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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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布施波罗蜜多，

不行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内空，不行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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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真如，不行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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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四念住，不行四

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

支。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苦圣谛，不行集、

灭、道圣谛。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四静虑。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四无量。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四无色定。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八解脱。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八胜处。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九次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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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十遍处。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空解脱门，不行

无相、无愿解脱门。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五眼。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六神通。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三摩地门。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陀罗尼门。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佛十力，不行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 

‚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不行一切智，不行道

相智、一切相智。 

‚所以者何？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随顺趣

向临入一切智智，无能作，无能坏，无所从来，

无所去处，亦无所住，无方无域，无数无量，无

往无来。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既无数量、往来可

得，亦无能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色证，不可

以受、想、行、识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眼处证，不

可以耳、鼻、舌、身、意处证。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八》 

- 170 -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色处证，不

可以声、香、味、触、法处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眼界证，不

可以耳、鼻、舌、身、意界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眼识界证，

不可以耳、鼻、舌、身、意识界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眼触证，不

可以耳、鼻、舌、身、意触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眼触为缘所

生诸受证，不可以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

生诸受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地界证，不

可以水、火、风、空、识界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无明证，不

可以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

生、老死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布施波罗蜜

多证，不可以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

罗蜜多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内空证，不

可以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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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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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

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真如证，不

可以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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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四念住证，

不可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苦圣谛证，

不可以集、灭、道圣谛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四静虑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四无量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四无色定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八解脱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八胜处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九次第定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十遍处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空解脱门证，

不可以无相、无愿解脱门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五眼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六神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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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三摩地门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陀罗尼门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佛十力证，

不可以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

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预流果证，

不可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独觉菩提证。 

‚善现，如是一切智智，不可以一切智证，

不可以道相智、一切相智证。何以故？ 

‚善现，色即是一切智智，受、想、行、识

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眼处即是一切智智，耳、鼻、舌、

身、意处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色处即是一切智智，声、香、味、

触、法处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眼界即是一切智智，耳、鼻、舌、

身、意界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色界即是一切智智，声、香、味、

触、法界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眼识界即是一切智智，耳、鼻、舌、

身、意识界即是一切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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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眼触即是一切智智，耳、鼻、舌、

身、意触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即是一切智智，

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即是一切智

智。 

‚善现，地界即是一切智智，水、火、风、

空、识界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无明即是一切智智，行、识、名色、

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即是一切

智智。 

‚善现，布施波罗蜜多即是一切智智，净戒、

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内空即是一切智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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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性自性空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真如即是一切智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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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四念住即是一切智智，四正断、四

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即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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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智智。 

‚善现，苦圣谛即是一切智智，集、灭、道

圣谛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四静虑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四无量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四无色定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八解脱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八胜处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九次第定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十遍处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空解脱门即是一切智智，无相、无

愿解脱门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五眼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六神通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三摩地门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陀罗尼门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佛十力即是一切智智，四无所畏、

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

共法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预流果即是一切智智，一来、不还、

阿罗汉果即是一切智智。 

‚善现，独觉菩提即是一切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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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一切智即是一切智智，道相智、一

切相智即是一切智智。 

‚所以者何？善现，若色真如，若一切智智

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受、

想、行、识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

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眼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耳、鼻、舌、

身、意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色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声、香、味、

触、法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眼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耳、鼻、舌、

身、意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色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声、香、味、

触、法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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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若眼识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耳、鼻、

舌、身、意识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眼触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耳、鼻、舌、

身、意触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真如，若一切

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若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真如，若

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

别。 

‚善现，若地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水、火、风、

空、识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无明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行、识、名

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真如，

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

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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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若布施波罗蜜多真如，若一切智智

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净

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真如，若

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

别。 

‚善现，若内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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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

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真如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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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真如，若一切智

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四念住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四正断、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真如，

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

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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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若苦圣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集、灭、

道圣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四静虑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四无量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四无色定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八解脱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八胜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九次第定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十遍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空解脱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无相、无

愿解脱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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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若五眼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六神通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三摩地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陀罗尼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佛十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四无所畏、

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

共法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

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预流果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一来、不

还、阿罗汉果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独觉菩提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若一切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若道相智、

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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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初分真如品第四十七之一 

尔时，欲、色界诸天子，各持天上多揭罗香、

多摩罗香、栴檀香末，复持天上嗢钵罗华、钵特

摩华、拘某陀华、奔茶10利华、美妙香华、美妙

音华、大美妙音华，遥散佛上，来诣佛所，顶礼

双足，却住一面，白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

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过寻思境，

微妙冲寂，聪敏智者之所能知，非诸世间卒能信

受，即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

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皆作是说：‘色即是

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色；受、想、行、识即

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受、想、行、识。眼

处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眼处；耳、鼻、

舌、身、意处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耳、

鼻、舌、身、意处。色处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

智即是色处；声、香、味、触、法处即是一切智

智，一切智智即是声、香、味、触、法处。眼界

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眼界；耳、鼻、舌、

身、意界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耳、鼻、

                                                 
10

 大正藏：荼；永乐北藏及龙藏：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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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身、意界。色界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色界；声、香、味、触、法界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声、香、味、触、法界。眼识界即

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眼识界；耳、鼻、舌、

身、意识界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耳、鼻、

舌、身、意识界。眼触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眼触；耳、鼻、舌、身、意触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耳、鼻、舌、身、意触。眼触为缘

所生诸受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眼触为缘

所生诸受；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

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耳、鼻、舌、身、

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地界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

智即是地界；水、火、风、空、识界即是一切智

智，一切智智即是水、火、风、空、识界。无明

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无明；行、识、名

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即是

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行乃至老死。布施波罗

蜜多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布施波罗蜜多；

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即是一

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内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内空；外空、

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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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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即是一切智智，一

切智智即是真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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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法

界乃至不思议界。四念住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

智即是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苦圣谛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苦圣谛；集、灭、道圣谛即是一切

智智，一切智智即是集、灭、道圣谛。四静虑即

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四静虑；四无量即是

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四无量；四无色定即是

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四无色定。八解脱即是

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八解脱；八胜处即是一

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即是一

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九次第定；十遍处即是一

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十遍处。空解脱门即是一

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空解脱门；无相、无愿解

脱门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无相、无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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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门。五眼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五眼；

六神通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六神通。三

摩地门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三摩地门；

陀罗尼门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陀罗尼门。

佛十力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佛十力；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四无

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预流果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预流果；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即

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一来、不还、阿罗汉

果。独觉菩提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独觉

菩提。一切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一切

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是

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所以者何？若色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受、想、行、识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

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眼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耳、鼻、

舌、身、意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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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色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声、香、

味、触、法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眼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耳、鼻、

舌、身、意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色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声、香、

味、触、法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眼识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耳、

鼻、舌、身、意识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眼触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耳、鼻、

舌、身、意触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真如，若一切智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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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

尽。若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真如，

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

无别，亦无穷尽。 

‚若地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水、火、

风、空、识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无明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行、识、

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真

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

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布施波罗蜜多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真如，

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

无别，亦无穷尽。 

‚若内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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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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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

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真如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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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真如，若

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

别，亦无穷尽。 

‚若四念住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

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苦圣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集、

灭、道圣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

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四静虑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四无

量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

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四无色定真如，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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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

别，亦无穷尽。 

‚若八解脱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八胜

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

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九次第定真如，若

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

别，亦无穷尽。若十遍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空解脱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

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无

相、无愿解脱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五眼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六神通

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

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三摩地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

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陀

罗尼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佛十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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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四无

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

八佛不共法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

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预流果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一来、

不还、阿罗汉果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独觉菩提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

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一切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

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若道相

智、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若一切智智真

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

尽。‛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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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九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初分真如品第四十七之二 

尔时，世尊告欲、色界诸天子言：‚如是！

如是！如汝所说。 

‚诸天子，色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

色；受、想、行、识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受、想、行、识。 

‚诸天子，眼处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眼处；耳、鼻、舌、身、意处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耳、鼻、舌、身、意处。 

‚诸天子，色处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色处；声、香、味、触、法处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声、香、味、触、法处。 

‚诸天子，眼界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眼界；耳、鼻、舌、身、意界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耳、鼻、舌、身、意界。 

‚诸天子，色界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色界；声、香、味、触、法界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声、香、味、触、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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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子，眼识界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眼识界；耳、鼻、舌、身、意识界即是一切

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耳、鼻、舌、身、意识界。 

‚诸天子，眼触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眼触；耳、鼻、舌、身、意触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耳、鼻、舌、身、意触。 

‚诸天子，眼触为缘所生诸受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耳、鼻、舌、

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 

‚诸天子，地界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地界；水、火、风、空、识界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水、火、风、空、识界。 

‚诸天子，无明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

有、生、老死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行乃

至老死。 

‚诸天子，布施波罗蜜多即是一切智智，一

切智智即是布施波罗蜜多；净戒、安忍、精进、

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诸天子，内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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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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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即是一切

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 

‚诸天子，真如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真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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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议界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法界乃至不

思议界。 

‚诸天子，四念住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

等觉支、八圣道支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

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 

‚诸天子，苦圣谛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苦圣谛；集、灭、道圣谛即是一切智智，一

切智智即是集、灭、道圣谛。 

‚诸天子，四静虑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四静虑。 

‚诸天子，四无量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四无量。 

‚诸天子，四无色定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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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即是四无色定。 

‚诸天子，八解脱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八解脱。 

‚诸天子，八胜处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八胜处。 

‚诸天子，九次第定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

智即是九次第定。 

‚诸天子，十遍处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十遍处。 

‚诸天子，空解脱门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

智即是空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即是一切智

智，一切智智即是无相、无愿解脱门。 

‚诸天子，五眼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五眼。 

‚诸天子，六神通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六神通。 

‚诸天子，三摩地门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

智即是三摩地门。 

‚诸天子，陀罗尼门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

智即是陀罗尼门。 

‚诸天子，佛十力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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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即是一切智智，一切

智智即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诸天子，预流果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预流果；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即是一切智

智，一切智智即是一来、不还、阿罗汉果。 

‚诸天子，独觉菩提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

智即是独觉菩提。 

‚诸天子，一切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

即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即是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所以者何？诸天子，若色真如，若一切智

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

无穷尽。若受、想、行、识真如，若一切智智真

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

尽。 

‚诸天子，若眼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耳、鼻、舌、身、意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色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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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声、香、味、触、法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眼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耳、鼻、舌、身、意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色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声、香、味、触、法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眼识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耳、鼻、舌、身、意识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

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

尽。 

‚诸天子，若眼触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耳、鼻、舌、身、意触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真如，若一

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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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穷尽。若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

受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

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地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水、火、风、空、识界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无明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

生、老死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布施波罗蜜多真如，若一切智

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

无穷尽。若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

蜜多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

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内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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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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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真如，若一切智智

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

穷尽。 

‚诸天子，若真如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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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

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四念住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

圣道支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苦圣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集、灭、道圣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

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四静虑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四无量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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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子，若四无色定真如，若一切智智真

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

尽。 

‚诸天子，若八解脱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八胜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九次第定真如，若一切智智真

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

尽。 

‚诸天子，若十遍处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空解脱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

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

尽。若无相、无愿解脱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五眼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六神通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三摩地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

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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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 

‚诸天子，若陀罗尼门真如，若一切智智真

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

尽。 

‚诸天子，若佛十力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

舍、十八佛不共法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

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预流果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独觉菩提真如，若一切智智真

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

尽。 

‚诸天子，若一切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

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若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

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亦无穷尽。 

‚诸天子，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若一

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无二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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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穷尽。 

‚诸天子，我观此义，心恒趣寂不乐说法。

所以者何？此法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过

寻思境，微妙冲寂，聪敏智者之所能知，非诸世

间卒能信受，谓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如来、应、

正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 

‚诸天子，如是无上正等菩提，无能证、非

所证、无证处、无证时。诸天子，此法深妙不二

现行，非诸世间所能比度。 

‚诸天子，虚空甚深故此法甚深，真如甚深

故此法甚深，法界甚深故此法甚深，法性甚深故

此法甚深，不虚妄性甚深故此法甚深，不变异性

甚深故此法甚深，平等性甚深故此法甚深，离生

性甚深故此法甚深，法定甚深故此法甚深，法住

甚深故此法甚深，实际甚深故此法甚深，虚空界

甚深故此法甚深，不思议界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无量无边甚深故此法甚深，无来

无去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生无灭甚深故此法甚深，

无染无净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知无得甚深故此法

甚深，无造无作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我甚深故此法甚深，有情甚深故

此法甚深，命者甚深故此法甚深，生者甚深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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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甚深，养者甚深故此法甚深，士夫甚深故此法

甚深，补特伽罗甚深故此法甚深，意生甚深故此

法甚深，儒童甚深故此法甚深，作者甚深故此法

甚深，受者甚深故此法甚深，知者甚深故此法甚

深，见者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色甚深故此法甚深，受、想、行、

识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眼处甚深故此法甚深，耳、鼻、

舌、身、意处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色处甚深故此法甚深，声、香、

味、触、法处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眼界甚深故此法甚深，耳、鼻、

舌、身、意界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色界甚深故此法甚深，声、香、

味、触、法界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眼识界甚深故此法甚深，耳、鼻、

舌、身、意识界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眼触甚深故此法甚深，耳、鼻、

舌、身、意触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甚深故此法甚

深，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甚深故

此法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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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子，地界甚深故此法甚深，水、火、

风、空、识界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无明甚深故此法甚深，行、识、

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甚

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布施波罗蜜多甚深故此法甚深，

净戒波罗蜜多甚深故此法甚深，安忍波罗蜜多甚

深故此法甚深，精进波罗蜜多甚深故此法甚深，

静虑波罗蜜多甚深故此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

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内空甚深故此法甚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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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自性空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四念住甚深故此法甚深，四正断、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甚深

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苦圣谛甚深故此法甚深，集、灭、

道圣谛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四静虑甚深故此法甚深，四无量

甚深故此法甚深，四无色定甚深故此法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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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子，八解脱甚深故此法甚深，八胜处

甚深故此法甚深，九次第定甚深故此法甚深，十

遍处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空解脱门甚深故此法甚深，无相、

无愿解脱门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五眼甚深故此法甚深，六神通甚

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三摩地门甚深故此法甚深，陀罗

尼门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佛十力甚深故此法甚深，四无所

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

佛不共法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预流果甚深故此法甚深，一来、

不还、阿罗汉果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独觉菩提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一切智甚深故此法甚深，道相智、

一切相智甚深故此法甚深。 

‚诸天子，一切佛法甚深故此法甚深。‛ 

时，欲、色界诸天子白佛言：‚世尊！此所

说法甚深微妙，非诸世间卒能信受。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色故说，不为弃

舍色故说；不为摄取受、想、行、识故说，不为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九》 

- 203 - 
 

弃舍受、想、行、识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眼处故说，不为

弃舍眼处故说；不为摄取耳、鼻、舌、身、意处

故说，不为弃舍耳、鼻、舌、身、意处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色处故说，不为

弃舍色处故说；不为摄取声、香、味、触、法处

故说，不为弃舍声、香、味、触、法处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眼界故说，不为

弃舍眼界故说；不为摄取耳、鼻、舌、身、意界

故说，不为弃舍耳、鼻、舌、身、意界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色界故说，不为

弃舍色界故说；不为摄取声、香、味、触、法界

故说，不为弃舍声、香、味、触、法界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眼识界故说，不

为弃舍眼识界故说；不为摄取耳、鼻、舌、身、

意识界故说，不为弃舍耳、鼻、舌、身、意识界

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眼触故说，不为

弃舍眼触故说；不为摄取耳、鼻、舌、身、意触

故说，不为弃舍耳、鼻、舌、身、意触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眼触为缘所生诸

受故说，不为弃舍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故说；不为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九》 

- 204 - 
 

摄取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故说，

不为弃舍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故

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地界故说，不为

弃舍地界故说；不为摄取水、火、风、空、识界

故说，不为弃舍水、火、风、空、识界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无明故说，不为

弃舍无明故说；不为摄取行、识、名色、六处、

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故说，不为弃舍

行乃至老死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布施波罗蜜多故

说，不为弃舍布施波罗蜜多故说；不为摄取净戒

波罗蜜多故说，不为弃舍净戒波罗蜜多故说；不

为摄取安忍波罗蜜多故说，不为弃舍安忍波罗蜜

多故说；不为摄取精进波罗蜜多故说，不为弃舍

精进波罗蜜多故说；不为摄取静虑波罗蜜多故说，

不为弃舍静虑波罗蜜多故说；不为摄取般若波罗

蜜多故说，不为弃舍般若波罗蜜多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内空故说，不为

弃舍内空故说；不为摄取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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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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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

性空故说，不为弃舍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真如故说，不为

弃舍真如故说；不为摄取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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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故说，不为弃舍法界乃至不思

议界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四念住故说，不

为弃舍四念住故说；不为摄取四正断、四神足、

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故说，不为弃

舍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苦圣谛故说，不

为弃舍苦圣谛故说；不为摄取集、灭、道圣谛故

说，不为弃舍集、灭、道圣谛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四静虑故说，不

为弃舍四静虑故说；不为摄取四无量故说，不为

弃舍四无量故说；不为摄取四无色定故说，不为

弃舍四无色定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八解脱故说，不

为弃舍八解脱故说；不为摄取八胜处故说，不为

弃舍八胜处故说；不为摄取九次第定故说，不为

弃舍九次第定故说；不为摄取十遍处故说，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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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舍十遍处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空解脱门故说，

不为弃舍空解脱门故说；不为摄取无相、无愿解

脱门故说，不为弃舍无相、无愿解脱门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五眼故说，不为

弃舍五眼故说；不为摄取六神通故说，不为弃舍

六神通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三摩地门故说，

不为弃舍三摩地门故说；不为摄取陀罗尼门故说，

不为弃舍陀罗尼门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佛十力故说，不

为弃舍佛十力故说；不为摄取四无所畏、四无碍

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故

说，不为弃舍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预流果故说，不

为弃舍预流果故说；不为摄取一来、不还、阿罗

汉果故说，不为弃舍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独觉菩提故说，

不为弃舍独觉菩提故说。 

‚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一切智故说，不

为弃舍一切智故说；不为摄取道相智、一切相智

故说，不为弃舍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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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一切佛法故说，

不为弃舍一切佛法故说。 

‚世尊！诸世间有情多行摄取，行起我、我

所执，谓色是我是我所，受、想、行、识是我是

我所；眼处是我是我所，耳、鼻、舌、身、意处

是我是我所；色处是我是我所，声、香、味、触、

法处是我是我所；眼界是我是我所，耳、鼻、舌、

身、意界是我是我所；色界是我是我所，声、香、

味、触、法界是我是我所；眼识界是我是我所，

耳、鼻、舌、身、意识界是我是我所；眼触是我

是我所，耳、鼻、舌、身、意触是我是我所；眼

触为缘所生诸受是我是我所，耳、鼻、舌、身、

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是我是我所；地界是我是我所，

水、火、风、空、识界是我是我所；无明是我是

我所，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

有、生、老死是我是我所；布施波罗蜜多是我是

我所，净戒波罗蜜多是我是我所，安忍波罗蜜多

是我是我所，精进波罗蜜多是我是我所，静虑波

罗蜜多是我是我所，般若波罗蜜多是我是我所；

内空是我是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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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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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

是我是我所；真如是我是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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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是我是我所；四念

住是我是我所，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是我是我所；苦圣谛是我是

我所，集、灭、道圣谛是我是我所；四静虑是我

是我所，四无量是我是我所，四无色定是我是我

所；八解脱是我是我所，八胜处是我是我所，九

次第定是我是我所，十遍处是我是我所；空解脱

门是我是我所，无相、无愿解脱门是我是我所；

五眼是我是我所，六神通是我是我所；三摩地门

是我是我所，陀罗尼门是我是我所；佛十力是我

是我所，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

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我是我所；预流果是

我是我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是我是我所；

独觉菩提是我是我所；一切智是我是我所，道相

智、一切相智是我是我所。‛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

所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色故说，不为

弃舍色故说；不为摄取受、想、行、识故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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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弃舍受、想、行、识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眼处故说，不

为弃舍眼处故说；不为摄取耳、鼻、舌、身、意

处故说，不为弃舍耳、鼻、舌、身、意处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色处故说，不

为弃舍色处故说；不为摄取声、香、味、触、法

处故说，不为弃舍声、香、味、触、法处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眼界故说，不

为弃舍眼界故说；不为摄取耳、鼻、舌、身、意

界故说，不为弃舍耳、鼻、舌、身、意界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色界故说，不

为弃舍色界故说；不为摄取声、香、味、触、法

界故说，不为弃舍声、香、味、触、法界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眼识界故说，

不为弃舍眼识界故说；不为摄取耳、鼻、舌、身、

意识界故说，不为弃舍耳、鼻、舌、身、意识界

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眼触故说，不

为弃舍眼触故说；不为摄取耳、鼻、舌、身、意

触故说，不为弃舍耳、鼻、舌、身、意触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眼触为缘所生

诸受故说，不为弃舍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故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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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摄取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故说，

不为弃舍耳、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故

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地界故说，不

为弃舍地界故说；不为摄取水、火、风、空、识

界故说，不为弃舍水、火、风、空、识界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无明故说，不

为弃舍无明故说；不为摄取行、识、名色、六处、

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故说，不为弃舍

行乃至老死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布施波罗蜜多

故说，不为弃舍布施波罗蜜多故说；不为摄取净

戒波罗蜜多故说，不为弃舍净戒波罗蜜多故说；

不为摄取安忍波罗蜜多故说，不为弃舍安忍波罗

蜜多故说；不为摄取精进波罗蜜多故说，不为弃

舍精进波罗蜜多故说；不为摄取静虑波罗蜜多故

说，不为弃舍静虑波罗蜜多故说；不为摄取般若

波罗蜜多故说，不为弃舍般若波罗蜜多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内空故说，不

为弃舍内空故说；不为摄取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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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九》 

- 211 - 
 

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

性空故说，不为弃舍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真如故说，不

为弃舍真如故说；不为摄取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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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故说，不为弃舍法界乃

至不思议界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四念住故说，

不为弃舍四念住故说；不为摄取四正断、四神足、

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故说，不为弃

舍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苦圣谛故说，

不为弃舍苦圣谛故说；不为摄取集、灭、道圣谛

故说，不为弃舍集、灭、道圣谛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四静虑故说，

不为弃舍四静虑故说；不为摄取四无量故说，不

为弃舍四无量故说；不为摄取四无色定故说，不

为弃舍四无色定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八解脱故说，

不为弃舍八解脱故说；不为摄取八胜处故说，不

为弃舍八胜处故说；不为摄取九次第定故说，不

为弃舍九次第定故说；不为摄取十遍处故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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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弃舍十遍处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空解脱门故说，

不为弃舍空解脱门故说；不为摄取无相、无愿解

脱门故说，不为弃舍无相、无愿解脱门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五眼故说，不

为弃舍五眼故说；不为摄取六神通故说，不为弃

舍六神通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三摩地门故说，

不为弃舍三摩地门故说；不为摄取陀罗尼门故说，

不为弃舍陀罗尼门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佛十力故说，

不为弃舍佛十力故说；不为摄取四无所畏、四无

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

故说，不为弃舍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预流果故说，

不为弃舍预流果故说；不为摄取一来、不还、阿

罗汉果故说，不为弃舍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故

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独觉菩提故说，

不为弃舍独觉菩提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一切智故说，

不为弃舍一切智故说；不为摄取道相智、一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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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故说，不为弃舍道相智、一切相智故说。 

‚诸天子，此深妙法不为摄取一切佛法故说，

不为弃舍一切佛法故说。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九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二十》 

- 214 -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二十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初分真如品第四十七之三 

‚诸天子，然世间有情多行摄取，行起我、

我所执，谓色是我是我所，受、想、行、识是我

是我所；眼处是我是我所，耳、鼻、舌、身、意

处是我是我所；色处是我是我所，声、香、味、

触、法处是我是我所；眼界是我是我所，耳、鼻、

舌、身、意界是我是我所；色界是我是我所，声、

香、味、触、法界是我是我所；眼识界是我是我

所，耳、鼻、舌、身、意识界是我是我所；眼触

是我是我所，耳、鼻、舌、身、意触是我是我所；

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是我是我所，耳、鼻、舌、身、

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是我是我所；地界是我是我所，

水、火、风、空、识界是我是我所；无明是我是

我所，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

有、生、老死是我是我所；布施波罗蜜多是我是

我所，净戒波罗蜜多是我是我所，安忍波罗蜜多

是我是我所，精进波罗蜜多是我是我所，静虑波

罗蜜多是我是我所，般若波罗蜜多是我是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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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空是我是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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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是我所；真如是我是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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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是我是我所；四念

住是我是我所，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是我是我所；苦圣谛是我是

我所，集、灭、道圣谛是我是我所；四静虑是我

是我所，四无量是我是我所，四无色定是我是我

所；八解脱是我是我所，八胜处是我是我所，九

次第定是我是我所，十遍处是我是我所；空解脱

门是我是我所，无相、无愿解脱门是我是我所；

五眼是我是我所，六神通是我是我所；三摩地门

是我是我所，陀罗尼门是我是我所；佛十力是我

是我所，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

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我是我所；预流果是

我是我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是我是我所；

独觉菩提是我是我所；一切智是我是我所，道相

智、一切相智是我是我所。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色故行，为弃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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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行，为摄取受、想、行、识故行，为弃舍受、

想、行、识故行，是菩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

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

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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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如，亦不能证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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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

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是菩萨不能证苦圣

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是菩萨不能修四

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是菩萨不能

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

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能修无相、无愿解

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不能修六神通；是

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修陀罗尼门；是菩

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

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菩

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眼处故行，为弃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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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处故行，为摄取耳、鼻、舌、身、意处故行，

为弃舍耳、鼻、舌、身、意处故行，是菩萨不能

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

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

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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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

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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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

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

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

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

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

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

道相智、一切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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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色处故行，为弃舍

色处故行，为摄取声、香、味、触、法处故行，

为弃舍声、香、味、触、法处故行，是菩萨不能

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

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

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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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

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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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

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

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

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

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

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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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眼界故行，为弃舍

眼界故行，为摄取耳、鼻、舌、身、意界故行，

为弃舍耳、鼻、舌、身、意界故行，是菩萨不能

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

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

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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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

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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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

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

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

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

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

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二十》 

- 220 - 
 

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

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色界故行，为弃舍

色界故行，为摄取声、香、味、触、法界故行，

为弃舍声、香、味、触、法界故行，是菩萨不能

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

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

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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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

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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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

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

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

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

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

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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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

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眼识界故行，为弃

舍眼识界故行，为摄取耳、鼻、舌、身、意识界

故行，为弃舍耳、鼻、舌、身、意识界故行，是

菩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

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

亦不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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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

不能证真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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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

能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

灭、道圣谛；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

无量、四无色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

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

解脱门，亦不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

能修五眼，亦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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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门，亦不能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

亦不能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

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

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眼触故行，为弃舍

眼触故行，为摄取耳、鼻、舌、身、意触故行，

为弃舍耳、鼻、舌、身、意触故行，是菩萨不能

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

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

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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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

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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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

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

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

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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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

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

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眼触为缘所生诸受

故行，为弃舍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故行，为摄取耳、

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故行，为弃舍耳、

鼻、舌、身、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故行，是菩萨不

能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

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

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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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

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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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

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

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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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

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

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

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

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地界故行，为弃舍

地界故行，为摄取水、火、风、空、识界故行，

为弃舍水、火、风、空、识界故行，是菩萨不能

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

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

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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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

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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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

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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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

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

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

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

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无明故行，为弃舍

无明故行，为摄取行、识、名色、六处、触、受、

爱、取、有、生、老死故行，为弃舍行乃至老死

故行，是菩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

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

不能证内空，亦不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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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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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

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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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证集、灭、道圣谛；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

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

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是菩

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

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

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

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

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

修一切智，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布施波罗蜜多故行，

为弃舍布施波罗蜜多故行，为摄取净戒、安忍、

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故行，为弃舍净戒乃

至般若波罗蜜多故行，是菩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

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

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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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如，亦不

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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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断、四神足、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二十》 

- 227 - 
 

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是菩萨不能

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是菩萨不

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是菩

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次第定、

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能修无相、

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不能修六神

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修陀罗尼门；

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无所畏、四无

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

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

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内空故行，为弃舍

内空故行，为摄取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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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行，为弃舍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行，是菩萨

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

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

亦不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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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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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是菩萨

不能证真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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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

能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

灭、道圣谛；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

无量、四无色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

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

解脱门，亦不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

能修五眼，亦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

地门，亦不能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

亦不能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

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

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真如故行，为弃舍

真如故行，为摄取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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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议界故行，为弃舍法界乃至不思议界

故行，是菩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

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

不能证内空，亦不能证外空、内外空、空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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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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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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

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

不能证集、灭、道圣谛；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

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

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是菩

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

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

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

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

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

修一切智，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四念住故行，为弃

舍四念住故行，为摄取四正断、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故行，为弃舍四正断

乃至八圣道支故行，是菩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

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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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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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如，亦不能证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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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

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是菩萨不能证苦圣

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是菩萨不能修四

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是菩萨不能

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

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能修无相、无愿解

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不能修六神通；是

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修陀罗尼门；是菩

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

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菩

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苦圣谛故行，为弃

舍苦圣谛故行，为摄取集、灭、道圣谛故行，为

弃舍集、灭、道圣谛故行，是菩萨不能修般若波

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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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能证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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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如，亦不

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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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断、四神足、

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是菩萨不能

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是菩萨不

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是菩

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次第定、

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能修无相、

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不能修六神

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修陀罗尼门；

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无所畏、四无

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

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

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四静虑故行，为弃

舍四静虑故行，为摄取四无量、四无色定故行，

为弃舍四无量、四无色定故行，是菩萨不能修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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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净戒、

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能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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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如，

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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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断、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是

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

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

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

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

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

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

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八解脱故行，为弃

舍八解脱故行，为摄取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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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故行，为弃舍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故行，

是菩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

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

内空，亦不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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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

萨不能证真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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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

能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

八圣道支；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

灭、道圣谛；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

无量、四无色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

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

解脱门，亦不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

能修五眼，亦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

地门，亦不能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

亦不能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

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

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 

‚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空解脱门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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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舍空解脱门故行，为摄取无相、无愿解脱门故

行，为弃舍无相、无愿解脱门故行，是菩萨不能

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精进、安忍、

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证内空，亦不

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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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证真

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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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亦不能修四正

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

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集、灭、道圣谛；

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修四无量、四无色

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不能修八胜处、九

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修空解脱门，亦不

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不能修五眼，亦

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三摩地门，亦不能

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十力，亦不能修四

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一切智，亦不能修

道相智、一切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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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天子，若菩萨为摄取五眼故行，为弃舍

五眼故行，为摄取六神通故行，为弃舍六神通故

行，是菩萨不能修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修静虑、

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是菩萨不能

证内空，亦不能证外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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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菩萨不能证真如，亦不能证法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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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不能修四念住，

亦不能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

支、八圣道支；是菩萨不能证苦圣谛，亦不能证

集、灭、道圣谛；是菩萨不能修四静虑，亦不能

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是菩萨不能修八解脱，亦

不能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是菩萨不能

修空解脱门，亦不能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

萨不能修五眼，亦不能修六神通；是菩萨不能修

三摩地门，亦不能修陀罗尼门；是菩萨不能修佛

十力，亦不能修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

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不能修

一切智，亦不能修道相智、一切相智。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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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阙真言 

（三遍） 

南無喝啰怛那.哆罗夜耶.佉啰佉啰.俱住俱

住.摩啰摩啰.虎啰.吽.贺贺.苏怛拿.吽.泼抹拿.

娑婆诃. 
 

（合掌三称） 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

（合掌三称） 南無般若会上佛菩萨

回向偈 

（一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

若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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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诵仪
	香赞
	净口业真言
	净三业真言
	安土地真言
	普供养真言
	开经偈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一
	初分办事品第四十三之二
	初分众喻品第四十四之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二
	初分众喻品第四十四之二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三
	初分众喻品第四十四之三
	初分真善友品第四十五之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四
	初分真善友品第四十五之二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五
	初分真善友品第四十五之三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六
	初分真善友品第四十五之四
	初分趣智品第四十六之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七
	初分趣智品第四十六之二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八
	初分趣智品第四十六之三
	初分真如品第四十七之一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一十九
	初分真如品第四十七之二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二十
	初分真如品第四十七之三
	补阙真言
	回向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