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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諸地各別建立分三：己一、釋極喜等五地，己

二、釋第六現前地。己三、釋遠行等四地。初又分五：庚

一、極喜地，庚二、離垢地，庚三、發光地，庚四、焰慧

地，庚五、難行地。初又分三：辛一、略說地體性，辛二、

廣釋地功德，辛三、結說地功德。今初 

 

論曰： 

佛子此心於眾生，為度彼故隨悲轉， 

由普賢願善迴向，安住極喜此名初。 

 

安住初地之佛子，由見眾生皆無自性，以無自性為悲

心緣起之差別。此心為度諸眾生故，隨大悲轉。由普賢菩

薩之大願，迴向眾善。其無二相智，名曰極喜。證得功德

數量等果。此地菩薩之勝義心，名最初出世間心。 

 

戊二、諸地各別建立分三：己一、釋極喜等五地，己

二、釋第六現前地。己三、釋遠行等四地。初又分五：庚

一、極喜地，庚二、離垢地，庚三、發光地，庚四、焰慧

地，庚五、難行地。初又分三：辛一、略說地體性，辛二、

廣釋地功德，辛三、結說地功德。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法脈研討_圖滇給千格西 

 

~ 2 ~ 
 

在講完異生三法後，接下來為何宣說初地──極喜地

呢？《入中論》之特意所化先通達一切有情自性空，然後，

由此引發緣無緣之大悲，隨後生起世俗菩提心，進入大乘

資糧道，在資糧道位時數數修習異生三法，在大悲與菩提

心的助伴下，當於空性獲得止觀雙運的三摩地時，趣入加

行道持續串習異生三法。 

 

那麼，在資糧道和加行道位時如此精勤修行異生三法

後，在此之上會獲得何道？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接下來說：

如此修行，當現前通達空性時，會獲得在此之上的「見

道」，也就是初地──極喜地，此是出世間最初的勝義菩

提心。所以，在宣說異生三法之後，宣說初地──極喜地。 

 

安住於初地無間道的佛子具備五種差別： 

 

第一、體性之差別： 

言「佛子此心」顯示，因彼佛子安住於通達眾生皆無

自性之見道無間道的緣故。 

 

第二、助伴之差別： 

言「···於眾生，為度彼故隨悲轉」顯示，因彼佛子

為了度化自相續之緣無緣悲心之所緣一切有情，而隨大悲

轉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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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願之差別： 

言「由普賢願善迴向」顯示，因彼佛子由普賢菩薩所

發之大願，將三世所積集之諸善根，迴向給一切有情的緣

故。 

 

第四、表義之差別： 

言「安住極喜」顯示，因彼佛子獲得初地時，內心功

德輾轉增長，神力強盛，定見能為一切有情速速獲得正等

正覺之佛果，而感到無比的歡喜的緣故。 

 

第五、住表果之差別： 

言「此名初」顯示，因彼佛子此時波羅密多增上，獲

得如上所說的功德數量輾轉增長等四種差別之果的緣故。

具足這五種差別的菩薩之勝義心，名為出世間最初的第一

心。 

          

總而言之，佛子為了救度在輪迴中流轉的一切眾生，

隨大悲而轉，由普賢菩薩之大願，廻向諸善根，希望直至

眾生不再流轉於生死，願生生世世為他們成辦增上生及決

定勝的利益，如此安住於所謂「極喜地」的佛子，其相續

證空性之根本智，是出世間最初的第一個心，因為是於空 

性無二顯之最初的勝義菩提心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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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地菩薩發無數億大願，如《十地經》之十大願等，

皆可攝入普賢願中。故本論唯說普賢大願。於中「文殊室

利勇猛智」等兩頌，《集學論》尊為無上迴向。 

 

那麼，為何論中特別強調「普賢願」呢？這是為了讓

所化了知初地菩薩所發，如同《十地經》中所說的十大願

等無數億大願，歸納起來，都可以攝為普賢祈願文當中，

尤其是「文殊室利勇猛智」等兩頌，聖天菩薩在《集學論》

中說這二頌是無上迴向。所以當我們修任何法類，在最後

迴向時，由普賢祈願文來迴向善根相當重要。此二頌如下： 

 

《普賢祈願文》云： 

勝勇文殊如實最勝智，如是普賢慧行亦復然， 

我以所行一切諸善根，願能隨彼一切常修學。 

 

此頌顯示我們應該隨順菩薩的迴向而迴向 。文殊菩薩

是智慧的本尊，所以尊稱他為勝勇，此頌的意思是文殊菩

薩以善巧通達廻向物、廻向境及廻向的人等三輪皆自性空

的智慧來廻向眾善。同樣，普賢菩薩也是如此善巧的迴向

眾善。我以廻向所行的一切善根，也希望如同文殊菩薩和

普賢菩薩般，能夠為利有情而世世常行菩薩行。 

 

三世一切諸佛所稱歎，如是最極殊勝諸大願， 

我今迴向所有諸善根，願能獲得普賢殊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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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頌顯示我們應隨順諸佛的迴向而迴向 。此頌的意思

是，三世一切諸佛所讚歎而且最殊勝的大願，是如同《入

行論》中所說：「乃至有虛空，以及眾生住，願吾住世間，

盡除眾生苦。」因此，我將所積集的一切善根迴向：乃至

眾生住於生死，希望我也能夠長住於世間，為了消除眾生

的痛苦而行殊勝的菩薩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