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堂、第三堂：《雜阿含 788 經》之「正見增上」 

 
 
一、【經】 

鄙法不應近，放逸不應行，不應習邪見，增長於世間。 

假使有世間，正見增上者，雖復百千生，終不墮惡趣。 

 

samyagdRSTir adhimAtrA laukikI yasya vidyate / 

api jAtisahasrANi nAsau gacchati durgatim //1 

（*玄奘譯：若有世間上品正見，雖歷千生不墮惡趣。2） 

 
二、【註】 

《出曜經》：世俗智 

《坐禪三昧經》：忍善根 

《大毘婆沙論》：意識相應有漏善慧（加行得，離染得，生得） 

《成實論》：聞思位生正見 

《大乘義章》：（A）成實論：暖等為上正見。 

（B）毘婆沙：甲、利根：暖心已去，得非數滅。 

乙、鈍根：忍心已上，得非數滅。 

《瑜伽論記》：成實論：即是種解脫分人 

《瑜伽師地論》：世間上品正見 

 

三、印順導師的解釋 
 
 

（一）《華雨集》（第四冊）〈談佛法的宗教經驗〉（p.286～287） 
慧的經驗，也是淺深不等。現在要講的，是最淺的「聞所成慧」，即「聞

慧」。我人自讀經，或自聽開示而得來的慧，（與一般生得慧不同）就是

聞慧。對佛法絕對的真理，豁然啟悟，由豁然無礙而得貫通，所謂「大開

圓解」。這種解慧，並不是證悟。試舉一個比喻：井中有水，已經明白的

                                                
1 《瑜伽論．声聞地》〈第一瑜伽処〉，p.54-55。 
2 《瑜伽師地論》卷 21（大正 30，401a） 



看到，但不是嘗到。對聞所成慧──正見，經裡有頌說：「若有於世間，

正見增上者，雖歷百千生，終不墮地獄」。這是說，若人生於世界上，能

得到正見的力量，增長不退。如菩薩長期在生死輪迴中度眾生，得了此慧，

雖然或有小錯，但決不造重罪。故生死雖歷千百次，終不墮入地獄。 
 

（二）《華雨集》（第五冊）〈印順導師訪問記〉（p.141～142） 
大乘的世世修菩薩行，主要是從悲願力說的。若從智慧來說，聲聞也有類

似的說法。如《雜阿含經》說：「若有於世間，正見增上者，雖歷百千生，

終不墮地獄」。……菩薩雖未證悟，但具足正見，發願生生世世生於有佛

法之處，而得見聞佛法。這樣的發願，自然不會離開佛法，而能依法修行。

若正見與願力增上，即使生在無佛法處，也不會退失。若是已得「無生法

忍」的菩薩，自然更不用擔心了。 
 

（三）《華雨集》（第四冊）《契理契機之人間佛教》（p.68～69） 
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行，自然要在生死中學習，要有一套長在生死而能普

利眾生的本領。……菩薩這套長在生死而能廣利眾生的本領，除堅定信願

（菩提心），長養慈悲而外，主要的是勝解空性。觀一切法如幻如化，了

無自性，得二諦無礙的正見，是最主要的一著。所以（《雜阿含》）經上

說：「若有於世間，正見增上者，雖歷百千生，終不墮地獄」。 

 

（四）《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50～151） 

法救的意見，菩薩從發心以來，就不會墮入三惡趣，所以如說菩薩墮三惡

趣，那是對於菩薩的誹謗。為什麼能不墮惡趣？這是由於菩薩的「智慧（般

若）不可沮壞」。正如《雜阿含經》所說：「假使有世間，正見增上者，

雖復百千生，終不墮惡趣」。……法救非常重視般若的力用，如說：菩薩

「欲廣修般羅若故，於滅盡定心不樂入。……此說菩薩未入聖位」3。菩薩

在凡夫位，重般若而不重深定（等到功德成就，定慧均等──第七地，就

進入不退轉的聖位），為菩薩修行六波羅蜜多，而以般若為攝導者的明證。

這才能三大阿僧祇劫，或無量無數劫，長在生死流轉中，修佛道，度眾生。

如依上座部論師們的見地，重視業力而不重般若與願力的超勝，時常憂慮

墮落，那誰能歷劫修習菩薩道呢！ 
 

                                                
3《大毘婆沙論》卷 153（大正 27，78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