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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化紅蓮----現代人的大乘修持 

(補充資料) 

 

  

 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菩提與薩埵的綴合語。菩提與薩埵綴合所成的菩薩，他的

意義是什麼？在佛教的發展中，由於菩薩思想的演變，所以為菩薩所下的定義，也有不同

的解說。菩提 bodhi，譯義為「覺」，但這裡應該是「無上菩提」。如常說的「發菩提

心」，就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菩提是佛菩提、無上菩提的簡稱，否則泛言覺

悟，與聲聞菩提就沒有分別了。菩（提）薩（埵）的意義，『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引述

Har Dayal所著書所說──菩薩的七種意義；及西藏所傳，菩薩為勇於求菩提的人。今依

佛教所傳來說：薩埵 sattva是佛教的熟悉用語，譯義為「有情」──有情識或有情愛的

生命。菩薩是求（無上）菩提的有情，這是多數學者所同意的。依古代「本生」與「譬

喻」所傳的菩薩，也只是求無上菩提的有情。然求菩提的薩埵，薩埵內含的意義，恰好表

示了有情對於（無上）菩提的態度。初期大乘經的『小品般若經』，解說「摩訶（大）薩

埵」為「大有情眾最為上首」，薩埵還是有情的意義。『大品般若經』，更以「堅固金剛喻

心定不退壞」，「勝心大心」，「決定不傾動心」，「真利樂心」，「愛法、樂法、欣法、熹法」

──五義，解說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的意義。所舉的五義，不是別的，正是有情的特

性。生死流轉中的有情，表現生命力的情意，是堅強的，旺盛的。是情，所以對生命是

愛、樂、欣、熹的。釋尊在成佛不久，由於感到有情的「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

耶，喜阿賴耶」，不容易解脫，而有想入涅槃的傳說。但這種情意：如改變方向，對人，

就是「真利樂心」；對正法──無上菩提，就是「愛法、樂法、欣法、喜法」心。菩薩，

只是將有情固有的那種堅定、愛著的情意特性，用於無上菩提，因而菩薩在生死流轉中，

為了無上菩提，是那樣的堅強，那樣的愛好，那樣的精進！Ｈ氏七義中，第六，薩埵是

「附著」義；第七，是「力義」；西藏傳說為「勇心」義，都與『般若經』所說相合。所

以，菩薩是愛樂無上菩提，精進欲求的有情。如泛說菩提為覺，薩埵為有情（名詞），就

失去菩薩所有的，無數生死中勤求菩提的特性。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p.130-1 

 

 

 



7/6/2005  廣淨法師專題演講 

 2

 

 凡夫心境，距離聖境太遠了，無法推測，也不易說明。但世人愚癡，總是要作多餘的

詰問。所以，佛曾因弟子所問而說過譬喻。佛拿著一個火，手一揮動，火就息滅了。佛問

弟子：火到那裡去呢？這不能說火是什麼情形，也不能說火到那裡去了。生死滅了，證入

涅槃，要問是什麼樣子，到什麼地方去，也與火滅了一樣的不可說明。再說一個經中常說

的譬喻吧！因冷氣而結水成冰，有大冰山，小冰塊，什麼情形都有，各各差別。這像眾生

從無始以來，各有煩惱，各各業感，各各苦果，也是各各差別不一。冷氣消除了，冰便溶

化為水而歸於大海。這如發心修行的，斷煩惱，解脫生死苦果而入涅槃一樣。這時候，如

問：冰到那裡去了，現在那塊冰是什麼樣子，那是多餘的戲論。既已溶化，不能再想像過

去的個體；水入大海，遍一切水中，所以是「無在無不在」。解脫生死而證入涅槃，也是

這樣，不能再以舊有的個體去想像他。有些人，總覺得入涅槃以後，還是一個個的，還是

會跑會說的，不過奇妙得很而已。這只是把小我的個體去推想涅槃，根本不對！如說某人

入涅槃，是可以的；以為入涅槃後，仍是一個個的，便成大錯。如說黃河的水，長江的

水，流到海裡，是可以這樣的。但在流入大海以後，如還想分別：那是黃河水，那是長江

水，這豈非笑話。眾生為什麼在生死海中，不能徹底解脫？就因為以我為中心，執著一個

個的個體為自我，總是畏懼沒有我，總要有個我才好。因此，永遠成為個體的小我，一切

苦痛就跟著來了。得了涅槃的，如大小冰塊的溶入於大海，豈可再分別是什麼樣子！到達

涅槃，便是融然一味，平等平等。經上說：「滅者即是不可量」。涅槃（滅）是無分量的，

無數量的，無時量與空量的。平等法性海中，不可分別，不能想作世間事物：一個個的，

有分量，有方所，有多少。 

 

 --學佛三要/涅槃之深究 pp.2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