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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积经·迦叶品》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研究＊



程 恭 让

提　要：《大宝积经·迦叶品》是初期大乘佛教最早系统阐发菩萨伦理、菩萨品德、菩萨修持、
菩萨戒律等一系列大乘思想的一部重要经典。本文重点分析、考察了这部经典中涉及善巧方便概念思

想的八处文字，确证 《宝积经》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善巧方便思想，而 《宝积经》善巧方便思想的核心

则是建构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密切关联的思想义理。其相关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初期大乘佛教善巧方便

思想升格动向的重要佐证，是我们尝试更加全面理解与建构大乘佛教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理论谱系

时需要充分重视的。
程恭让，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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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与方便

根据汉传佛教的经典传统，《大宝积经》是

由唐代译经三藏菩提留志汇集新旧译整理出来的

一部大乘佛教经典，是中国佛教经录中的大乘五

大部之一。但是 《宝积经》或 《大宝积经》这个

名称，在 印 度 佛 教 中 则 是 专 指 《大 宝 积 经》之

《迦叶品》，对应收录在汉译 《大宝积经》中的一

部小经：《普明菩萨会》。汉译佛典与印度初期大

乘佛教 《宝积经》对应的译典一共是四部：（一）

《佛说遗日摩尼宝经》，后汉月支国三藏支娄迦谶

译；（二）《佛说摩诃衍宝严经》，一名大迦叶品，

晋代译，失译者名；（三）《普明菩萨会》，收于

《大宝 积 经》卷１１２，失 译 者 名，附 秦 录，勘 同

编入；（四）《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宋

朝施护译。这部大乘经典结集的时间，学界一般

认为不会 晚 于 公 元２世 纪。① 事 实 上，本 经 是 最

早系统阐发大乘佛教菩萨伦理、菩萨品德、菩萨

修持、菩萨戒律思想的一部初期大乘经典，其最

初创制的时间，应该是初期大乘理论建构意识初

涨的阶段。

１９２５年，俄国学者钢和泰编订的 《大宝积经

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经过我国著名学者梁启

超等的推荐和介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此

书的出版不仅是 《宝积经》研究中一个划时代的

大事，也是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中国现代佛教学

术茁 壮 成 长 中 的 一 个 重 大 事 件。学 者 Ｍ．Ｉ．

Ｖｏｒｏｂｙｏｖａ－Ｄｅｓｙａｔｏｖｓｋａｙａ和辛嶋静志、工藤顺之，

在２００２年 出 版 了 著 作 Ｔｈｅ　Ｋｑ１ｙａｐａｐａｒｉｖａｒｔａ
Ｒｏｍａｎｉｚｅｄ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Ｆａｃｓｉｍｉｌｅｓ，该著作收集现存

数种 《宝积经》梵本及其残片，加以精校，为学

者今后的 解 读 和 研 究，提 供 了 重 要 的 便 利。② 此

外，印顺导师曾编有 《大宝积经》讲义，对于本

经经义思想的研究，也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③

笔者近年在研究大乘佛教思想史时，一直关

心初期大乘佛教思想发展中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

想的动向 及 其 实 质、作 用 的 问 题。④ 那 么 在 这 部

《宝积经》中，善巧方便思想有什么样的体现呢？

它对于我们理解初期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升格

的动向究竟有什么学术意义呢？这是我们这个研

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

被认为是 《宝积经》较好的汉语译本，所以以下

的讨论，汉译文献部分我们主要参考这部译典。

此译典中有以下八处地方，涉及到善巧方便一系

概念思想的议题。以下拟根据经文顺序，对此八

处经文略加分析、检讨。

第一处经文

《普明菩萨会》经文开始不久，有如下一段：



菩萨有四法，所生善法增长不失。何谓

为四？舍离邪法，求正经典六波罗蜜菩萨法

藏；心无憍慢，于诸众生，谦卑下下，如法

得施，知量知足；离诸邪命，安住圣种，不

出他人罪过虚实，不求人短；若于诸法心不

通达，作如是念：“佛 法 无 量，随 众 所 乐 而

为演说，唯佛所知，非我所解。”以佛为证，

不生违逆。迦叶！是为菩萨四法，所生善法

增长不失。⑤

此段言具足四法的菩萨，成为不失法者，可以

达成殊胜。（ｃａｔｕｒｂｈｉｈ·ｋāｓ＇ｙａｐａ　ｄｈａｒｍａｉｈ·ｓａｍａｎｖāｇａｔｅ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ｈ·ａｐａｒｉｈāｎ·ａｄｈａｒｍāｂｈａｖａｔｉｖｉｓ＇ｅｓ·ａｇāｍｉｔāｙａｉｈ·
⑥）

这里所谓 “四法”，参照钢和泰等所校梵本，乃

是：（一）追求正闻，不求邪闻，即追求六波罗

蜜多菩萨藏；（二）对于一切众生心意如犬，不

骄慢，满足如法所得； （三）摆脱一切邪命，自

足于圣种，不指责他人的过失，不苛求过失、违

犯；（四）若是于诸佛法自己未能深入，则应如

是思考：“我是要作证如来”，如是思考已，心不

动摇：“只有如来理解，非我所能理解，如 来 所

说觉智，实 为 无 边”，他 对 于 不 同 信 解 的 众 生，

是根据其信解而为说法。⑦

以上一段秦译 《宝积经》并未提到与善巧方

便概念思想有关的问题，不仅秦译如此，其他三

种汉译，即此经的汉译、晋译及宋译，此处也都

没有提到这个概念。不过，今存梵本此段经文重

颂的部 分，在 谈 菩 萨 四 法 中 第 一 法 时，有 如 下

半颂：

ｎｉｔｙａ爞ｃａ　ｓｏ．．．．．．．．．．．ｙｕｋｔｏ

ｕｐāｙａｋａｕｓ＇ａｌｙ　ａｔｈａ　ｂｏｄｈｉｐīｔ·ａｋｅ｜⑧

可以新译为：菩萨常相应，六波罗蜜多；于

诸菩萨藏，能善巧方便。可见此处颂文是将 “善

巧方便”与 “菩萨藏”联系在一起，而所谓 “菩

萨藏”，由经文长行言，又是与 “六种波罗蜜多”

联系在一起。能够 “追求”以六种波罗蜜多思想

为核心成分的菩萨藏的菩萨，就是一位 “善巧方

便”的菩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法，于中可

以窥见在菩萨藏结集初期，善巧方便这一菩萨伦

理，由于与对大乘经典的态度、解读有关，因而

受到当时佛教思想家的重视。此处善巧方便概念

只是在经文重颂部分出现，而此经的汉、晋、秦

三译，都没有翻译颂文部分，所以自然不可能译

出这个涵有善巧方便概念的句子。而且这段经文

无论长行或是重颂，都有严重的脱落，这可以解

释北宋译家施护的译文虽译出颂文而此部分未见

这一概念的原因。

第二处经文

《普明菩萨会》叙述菩萨伦理，有如 下 重 要

一段：

复次迦叶！名菩萨者，不但名字为菩萨

也，能行善法，行平等心，名为菩萨。略说

成就三十二法，名 为 菩 萨。何 谓 三 十 二 法？

常为众生深求安乐，皆令得住一切智中，心

不憎恶他人智慧，破坏憍慢，深乐佛道，爱

敬无虚，亲厚究 竟，于 怨 亲 中，其 心 同 等，

至于涅槃，言常含笑，先意问讯，所为事业

终不中息，普为众 生 等 行 大 悲，心 无 疲 倦。

多闻无厌，自求己过，不说他短，以菩提心

行诸威仪，所行惠施不求其报，不依生处而

行持戒，诸众生中行无碍忍，为修一切诸善

根故勤行精进，离生无色而起禅定，行方便

慧，应四摄法，善恶众生慈心无畏，一心听

法心 住 远 离，心 不 乐 著 世 间 众 事，不 贪 小

乘，于大 乘 中 常 见 大 利，离 恶 知 识 亲 近 善

友，成四梵行，游戏五通，常依真智，于诸

众生邪行、正行俱不舍弃，言常决定，贵真

实法，一切所作菩提为首。如是迦叶！若人

有此三十二法，名为菩萨。⑨

此段经文提出：一个菩萨摩诃萨并非仅因为

名字，就可以称为菩萨摩诃萨；而是以 其 法 行、

平等行、善行、法住，才称为菩萨摩诃萨。经文

列出三十二种法，作为菩萨称名菩萨的理由，也

就是以三十二种品德作为 “菩萨”概念内涵的规

定。⑩ 参 照 梵 本，这 里 列 出 的 三 十 二 种 法 是：

（一）要利益、安乐一切众生的意愿；（二）要使

一切众生悟入如来所具的一切智；（三）不诋毁

他人的智慧；（四）心无骄慢；（五）意念坚固；

（六）不虚伪的爱敬；（七）究竟地友情，对待友

与非友其心平等，直至涅槃；（八）与人说话面

带微笑； （九）只 要 负 担 已 经 持 取，就 不 停 歇；

（十）对一切众生都有不断的大悲；（十一）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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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倦地追求正法，心无厌足地追求多闻；（十二）

对于自己的违犯深见过失，对于他人的违犯，不

发怒，不指责其过失；（十三）在一切威仪道中

修治菩提心；（十四）施与，而不期待报答；（十

五）不为生天等果报而持戒；（十六）有不伤害

一切众生的安忍；（十七）有淬炼一切善根的勤

勉； （十八）能入四无色定而不生无色天； （十

九）有由方便统摄的般若；（二十）有与四种摄

事相应的方便；（二十一）对于善恶众生都有不

二的慈心；（二十二）恭敬地闻法，（二十三）在

阿兰若恭敬地独居；（二十四）不喜欢世间的种

种； （二 十 五）不 喜 欢 小 乘，见 到 大 乘 的 利 益；

（二十六）摆脱恶友，亲近善友；（二十七）实施

四种梵行，游戏五种神通；（二十八）依赖智慧；

（二十九）对于邪行住、正行住的众生都不抛弃；

（三十）言 语 明 确 决 定； （三 十 一）尊 重 真 实；

（三十二）以菩提心 为 先，不 厌 其 烦 地 积 累 一 切

善根。瑏瑡

这段经文所提出的菩萨三十二法，是初期大

乘经典对于菩萨品德所作最系统的建构，因而在

大乘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受到很

多经典的尊重和引 用。尤 其 是 《十 住 毗 婆 沙 论》

《摄大乘论》 《瑜 伽 师 地 论》的 引 用，瑏瑢 能 够 充 分

说明这段经文的重要性。与本文的课题有关，我

们这里侧重指出：《宝积经》提出的三十二种菩

萨法 （菩萨品德等）中，出现 “行方便慧，应四

摄法”两句，根据梵本参证，我们得以知悉这两

句话分别诠释菩萨三十二种品德中的两种品德：

般若和方便。其中，所言般若，是指 “为方便所

统摄的般若” （ｕｐāｙａｓａｍ·ｇｒ·ｈīｔāｐｒａｊā瑏瑣）；所言

“方便”，是指 “与四种摄事相应的方便”（ｃａｔｕｈ·
ｓａ爞ｇｒａｈａｖａｓｔｕｓａ爞ｐｒａｙｕｋｔāｕｐāｙａ瑏瑤）。这段经文

涉及善巧方便概念思想问题，所透露最重要的信

息有三：其一，是经文把方便概念与四摄概念联

系在一起，以四种摄事界说方便，使得初期大乘

经典所言的 “方便”，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克服

了模糊性，初步得以清晰化；其二，是经中列举

三十二法时，在仅次于六度的名相之后，提出方

便的概念，这表明在 “六度＋四摄”这一初期大

乘思想的普遍框架中，般若和方便两个概念的特

殊重要性正在被凸显；其三，是经中把方便与般

若两个概念之间密切关联的思想义理———即对于

菩萨而言其般若、方便不可分离的关系———成功

地加以建构和表达。以上三层意义是这段经文善

巧方便思想的要点，也可以视为 《宝积经》善巧

方便思想的核心。它代表初期大乘将方便善巧概

念思想予以固定、予以提升，及将般若智慧与善

巧方便两系思想予以融合的最初尝试。这一思想

尝试与 《般若经》《维摩经》的思想动向完全相

应。“为方便所统摄的般若”之说，与 《维摩经》

中的有关理念，甚至在文字表达方面都有高度的

相似，由 此 可 见 由 《宝 积 经》善 巧 方 便 思 想 到

《般若》《维摩》思想的一条逻辑线索。

梵本相关经文的重颂部分，涉及善巧方便概

念思想处，可以看到如下半颂，除宋译之外，包

括秦译在内的三种汉译都未汉译。补充在这里：

ｕｐāｙａｔｏ　ｓａ爞ｇｒ·ｈīｔāｃａ　ｐｒａｊāｈ·
ｃａｔｕｈ·ｓａ爞ｇｒａｈｅｈ·ｓａ爞ｇｒａｈīｔｏｐāｙｏ

瑏瑥

新译如下：菩萨诸般若，由方便统摄；菩萨之方

便，四摄事统摄。

第三处经文

《普明菩萨会》叙述完成关于菩萨的基本伦

理，及作为菩萨概念内涵的三十二法后，用了很

长一部分经文，以譬喻方式来进一步说明上述这

些菩萨的生命素质、内在品德 （福德，功德，梵

文：ｇｕｚａ）。这部分譬喻，以梵本言，共有２２个

譬喻，以秦译言，则是１９个譬喻，瑏瑦 其中有四个

譬喻直接涉及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理解问题。所

以这部分譬喻经文也是理解此经善巧方便概念思

想的重要段落，以下我们将略予分析。

这部分譬喻经文首先说：

复次迦叶！菩萨福德无量无边，当以譬

喻因缘故知。迦叶！譬如一切大地，众生所

用，无分别心，不求其报。菩萨亦尔，从初

发心至坐道场，一切众生皆蒙利益，心无分

别，不求其报。迦叶！譬如一切水种，百谷

药木皆得增长。菩萨亦尔，自心净故，慈悲

普覆一切众生，皆 令 增 长 一 切 善 法。迦 叶！

譬如一切火种，皆能成熟百谷果实。菩萨智

慧亦复如是，皆能成熟一切善法。迦叶！譬

如一切风种，皆能成立一切世界。菩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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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复如是，皆能成立一切佛法。瑏瑧

上面这段共包括四个譬喻：（一）好比大地养

育一切众生，无有变异，无所期望，同样初发心

菩萨直至成就菩提，都养育一切众生，无有变异，

无所期望； （二）好比水界使得一切的卉草、灌

木、药草、树木得以生长，同样意念洁净的菩萨

以慈爱覆盖一切众生，使得一切众生的净法得以

生长；（三）好比火界使得一切的谷物得以成熟，

同样菩萨的般若智慧使得一切众生的一切净法得

以成熟； （四）好比风界使得一切的国土得以建

立，同样菩萨的善巧方便使得一切的佛法得以建

立。（ｔａｄｙａｔｈāｋāｓ＇ｙａｐａ　ｖāｙｕｄｈāｔｕｈ·ｓａｒｖａｂｕｄｄｈａｋｓ·
ｅｔｒāｎ·ｉ　ｖｉｔ·ｈａｐａｙａｔｉｅｖａｍｅｖａｋāｓ＇ｙａｐａ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ｖａｓｙｏｐā

ｙａｋａｕｓ＇ａｌｙａ爞ｓａｒｖａｂｕｄｄｈａｄｈａｒｍāｎ　ｖｉｔ·ｈａｐａｙａｔｉ｜瑏瑨）

四譬分别以人们最熟悉的地、水、火、风四大元

素，来譬喻菩 萨 的 四 种 品 德： （一）养 育 众 生，

不期报答；（二）慈爱众生，促其成长；（三）般

若智慧，成熟众生；（四）善巧方便，建立佛法。

菩萨的善巧方便品德，被以风德来譬喻，由此譬

喻，菩萨这一品德对于一切佛法的建构性作用，

得到了很好的认识和表达。我 们 知 道：地、火、

水、风四大元素，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因此

通过上述四譬，菩萨的善巧方便品德，连同般若

智慧、慈爱、舍这四种法或四种品德在全部佛法

中的基础意义，也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同样将相关颂文涉及菩萨善巧方便品德的譬

喻补充如下：

ｖāｙｕｒｙａｔｈｅｖａ　ｖｉｔ·ｈａｐｅｔｉ　ｋｓ·ｅｔｒāｄ

ｂｕｄｄｈāｎａｎāｎāｖｉｄｈａāｓ＇ａｙａｔｏ｜

ｕｐāｙａ　ｅｖａ爞ｈｉ　ｊｉｎｏｒａｓāｎāｎ

ｖｉｔ·ｈａｐａ爞ｔｉ　ｄｈａｒｍāｎ　ｓｕｇａｔｏｋｔａｍ　ａｇｒāｎ｜｜瑏瑩

新译如下：如风随种种意念，建立诸佛 之 国 土；

如是诸佛子方便，建立善逝说胜法。

第四处经文

下面是经文接下来的第５至第１０个譬喻：

迦叶！譬如月初生时，光明形色日日增

长。菩萨 净 心 亦 复 如 是，一 切 善 法 日 日 增

长。迦叶！譬如日之初出一时放光，普为一

切众生照明。菩萨亦尔，放智慧光，一时普

照一切众生。迦叶！譬如师子兽王，随所至

处，不惊不畏。菩萨亦尔，清净持戒，真实

智慧，随所住处，不惊不畏。迦叶！譬如善

调象王，能办大 事，身 不 疲 极。菩 萨 亦 尔，

善调心故，能为众 生 作 大 利 益，心 无 疲 倦。

迦叶！譬 如 有 诸 莲 花，生 于 水 中，水 不 能

着。菩萨亦尔，生于世间，而世间法，所不

能污。迦叶！譬如有人伐树，根在还生。菩

萨亦尔，方 便 力 故，虽 断 结 使，有 善 根 爱，

还生三界。瑐瑠

涵义分别是： （五）好比上弦之月，日渐圆

满、增长，同样意念洁净的菩萨日渐增长其一切

净法；（六）好比太阳一下释放的光辉，能照耀一

切众生，同样菩萨一下释放的般若光辉，能照耀

众生们；（七）好比狮子兽王，无论去到哪里，都

不惊吓，不恐怖，同样戒律、智慧这些品德已经

建立的菩萨，无论去到哪里，都不惊吓，不恐怖；

（八）好比很好地调服的大象、龙王，不惮于运转

一切的负担，同样心意善巧调伏的菩萨，不惮于

为一切众生承受一切的负担；（九）好比莲花生于

水，而不染著于水，同样菩萨生于世间，而不染

著于世间法；（十）好比树枝被砍断的树木，只要

树根尚未损害，就可以再度地生长，同样拥有善

巧方便、已经断除烦恼的菩萨，只要一切善根尚

未损害，就可以再度地在三界中生长。以上六譬

分别以上弦月、太阳光、狮子兽王、驯服的大象、

莲花、砍断树 枝 的 树 木，来 譬 喻 菩 萨 净 德 日 增、

般若照耀、持律智慧、心意调伏、在世间而出世、

爱乐善根等诸种品德。秦 译 本 此 处 第 十 个 譬 喻，

提出菩萨善巧方便品德一项特殊的功能：一个已

经断除烦恼的菩萨如何可以在三界中继续托生呢？

这是初期大乘佛教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经文说

明：菩萨因为拥有善巧方便，所以虽断烦恼而不

断善根，正是其爱乐善法的 “善根” （即善法欲，

经中譬喻为使众生轮回三界的烦恼、结使）成为

托生 的 根 据。 （ｔａｄｙａｔｈāｐｉｎāｍａｋāｓ＇ｙａｐａ　ｖｉ　ｔ·
ａｐａｃｃｉｎｎｏ　ｖｒ·ｋｓ·ｏ　ｍūｌｅ　ｎｕｐａｈａｔｅ　ｐｕｎａｒ　ｅｖａ　ｖｉｒｏｈａｔｉ｜

ｅｖａ爞 ｅｖａ ｋāｓ＇ｙａｐａ　 ｕｐāｙａｋａｕｓ＇ａｌｙａｋｌｅｓ＇ａｃｃｉｎｎｏ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ｈ· ｓａｒｖａｋｕｓ＇ａｌａｍūｌａｓａ爞ｙｏｊａｎｅ　ｎｕｐａｈａｔｅ

ｐｕｎａｒ　ｅｖａ　ｔｒａｉｄｈāｔｕｋｅ　ｖｉｒｏｈａｔｉ｜瑐瑡）本 段 经 譬 另 外

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其中的第七个譬喻，再次

以譬喻的方式说明菩萨般若品德的意义。经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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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譬喻，两次对般若、方便加以说明，应该说毫

无疑义地彰显了经典编辑者对于般若、方便这两

项菩萨特殊品德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

这里同样 补 出 梵 本 中 涉 及 善 巧 方 便 的 相 应

颂文：

ｙａｔｈāｐｉ　ｖｒ·ｋｓ·ｏ　ｖｉｔ·ａｐａｓｍｉ　ｃｃｉｎｎｏ

ｖｉｒｏｈａｔｅ　ｍūｌａ　ｄｒ·ｄ·ｈｅ　ｎｕｐａｄｒｕｔｅ｜

ｅｖａ爞ｕｐāｙｏｐａｈａｔｏ　ｖｉｒｏｈａｔｅ

ｍūｌａｓｍｉ　ｓａ爞ｙｏｊａｎａ　ｓｕｐｒａｈīｎ·ｅ｜｜｜瑐瑢

新译如下：若根牢固未损害，树枝虽断 能 生 长；

善根结使若不断，方便断烦恼者生。

第五处经文

下面是接着的三个譬喻：

迦叶！譬如诸方流水，入大海已，皆为

一味。菩萨亦尔，以种种门集诸善根，回向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为一味。迦叶！譬

如须弥山王，忉利诸天及四 天 王 皆 依 止 住。

菩萨菩提心亦复如是，为萨 婆 若 所 依 止 住。

迦叶！譬 如 有 大 国 王，以 臣 力 故，能 办 国

事。菩萨智慧亦复如是，方便力故，皆能成

办一切佛事。瑐瑣

涵义如下： （十一）好比诸方大江大河中的

水，流到大海，都成为同一滋味即咸味，同样菩

萨以种种门所积累的善根，回向菩提之后，都成

为同一滋味即解脱味；（十二）好比隶属四大天王

的天神及三十三天天神，都依赖须弥山居住，同

样菩萨的一切知性，依赖菩提心善根居住； （十

三）好比统 摄 大 臣 的 诸 王，可 以 成 就 一 切 王 业，

同样统摄方便的菩萨般 若，可 以 成 就 一 切 佛 业。

第１１至第１３三譬，呈现三种最重要的菩萨品德：

回向，菩提 心，般 若。第 十 三 譬 以 诸 王 譬 般 若，

以诸臣譬方便，因而有 “统摄方便的般若”的说

法。（ｕｐāｙａｓａ爞ｇｒａｈīｔā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ｓｙａｐｒａｊā瑐瑤）这

是这部分譬喻经文第三次再现善巧方便一系概念

思想，此譬突出了善巧方便在协助般若成就佛业

中的特殊作用。同时菩萨般若与方便不可分割的

核心义理，也再次得到清晰的显示。

补充梵本此部分涉及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相

关颂文：

ｙａｔｈāｈｉ　ｒāｊāｎａāｍāｔｙａｓａ爞ｇｒａｈā

ｓａｒｖāｎ·ｉ　ｋāｒｙāｎ·ｉ　ｋａｒｏｔｉ　ｎｉｔｙａ爞｜

ｔａｔｈａ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ｓｙａ　ｕｐāｙａｓａ爞ｇｒａｈｏ

ｂｕｄｄｈāｒｔｈａ　ｐｒａｊāｙａ　ｋａｒｏｎｔｉ　ｎｉｔｙａ｜｜瑐瑥

新译如下：如王统摄诸大臣，则常成就 一 切 业；

菩萨般若摄方便，同样常成佛事业。

第六处经文

下面是这部分经文的最后６个譬喻：

迦叶！譬如天晴明时，净无云翳，必无

雨相。寡 闻 菩 萨 无 法 雨 相，亦 复 如 是。迦

叶！譬如天阴云 时，必 能 降 雨，充 足 众 生。

菩萨亦尔，从大悲 云 起 大 法 雨，利 益 众 生。

迦叶！譬如随转轮 王，所 出 之 处 则 有 七 宝。

如是迦叶！菩萨出 时，三 十 七 品 现 于 世 间。

迦叶！譬如随摩尼珠，所在之处则有无量金

银珍宝。菩萨亦尔，随所出处则有无量百千

声闻辟支佛宝。迦叶！譬如忉利诸天入同等

园，所用之物皆悉同等。菩萨亦尔，真净心

故，于众生中平等教化。迦叶！譬如呪术药

力，毒不害人。菩萨结毒亦复如是，智慧力

故不堕恶道。迦叶！譬如诸大城中所弃粪秽，

若置甘蔗蒲桃田中则有利益。菩萨结使亦复

如是，所有遗余皆是利益萨婆若因缘故。瑐瑦

涵义如下：（十四）好比在无云无雾的天上，

没有雨的生门，同样在少闻菩萨的身边，没有正

法雨之生门；好比由天上密云兴起的雨滴，浇灌

着诸种 谷 物，同 样 由 菩 萨 大 悲 法 云 兴 起 的 正 法

雨，浇灌着众生们；（十五）好比哪里有转轮王，

哪里就有七宝，同样哪里有菩萨，哪里就有三十

七种菩提分法；（十六）好比哪里有摩尼宝，哪

里就有诸多百千金钱的生门，同样哪里有菩萨的

生门，哪 里 就 有 诸 多 百 千 声 闻、独 觉 的 生 门；

（十七）好比百花园中居住的三十三天神的资具、

受用，都出现为同样的，同样意念洁净 的 菩 萨，

在一切众 生 身 边，都 成 就 正 确 地 加 行； （十 八）

好比由密 咒、药 物 所 控 制 的 毒，不 能 危 害 于 人，

同样菩萨由智慧、善巧方便所控制的烦恼毒，不

能危害菩萨；（十九）好比大城市里的粪便，对于

甘蔗田、水稻田、葡萄田有所饶益，同样菩萨的

烦恼对于佛所具的一切智有所饶益。上述六譬分

别以天空有无云雾、转轮王七宝、金钱生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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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天神资具受用、密咒药物所摄毒、城市生活

垃圾，来譬喻菩萨的多闻与大悲、三十七菩提分

法、菩萨生门、对 于 一 切 众 生 成 就 正 确 地 加 行、

烦恼为智慧及方便所控制、菩萨烦恼之饶益性等

七种品德。其中第五、第六譬，都涉及对菩萨善

巧方便品德的理解问题。第五譬言菩萨的烦恼已

经为智慧、方便所管控，所以不能危害菩萨本人；

（ｔａｄｙａｔｈāｐｉｎāｍａｋāｓ＇ｙａｐāｍａ爞ｔｒａｕ　ｓ·ａｄｈａｐａｒｉｇ　ｒ·
ｈīｔａ爞ｖｉ　ｓ·ａ爞ｎａ　ｖｉｎｉｐāｔａｙａｔｉ｜ ｅｖａｍｅｖａｋāｓ＇ｙａｐａ

ｊāｎｏｐāｙａｋａｕｓ＇ａｌｙａｐａｒｉｇｒ·ｈīｔｏ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ｓｙａｋｌｅｓ＇ａｖｉｓ·
ａ爞ｎａｓ＇ａｋｎｏｔｉｖｉｎｉｐāｔａｙｉｔｕｍ｜瑐瑧）第六譬则言菩萨

上述性质的烦恼，甚至对于无上菩提的开显有积

极意义。二譬分别从消极层面及积极层面表现菩

萨善巧方便的特质及意义。第六譬明确出现善巧

方便概念，第七譬没有直接出现这个概念。

其中第１８譬相关颂文：

ｙａｔｈāｖｉｓ·āｍ　ｍａ爞ｔｒａｐａｒｉｇｒａｈｅｎ·ａ

ｊａｎａｓｙａ　ｄｏｓ·ā爞ｋｒｉｙａｙāｓａｍａｒｔｈａ爞

ｅｖａ爞ｈｉ　ｊāｎīｉｈａ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ｏ

ｋｌｅｓ＇ａｉｒｎａｓ＇ａｋｙａ爞ｖｉｎｉｐāｔａｎāｙａ｜｜｜瑐瑨

新译：如因咒所摄，毒不能害人；菩萨有智

慧，烦恼不能害。颂文只出现 “智慧”（ｊāｎī），

未出现 “善巧方便”，与长行文字不甚一致。如

果我们从义理一贯性的角度疏释，可把这段长行

及颂文中的 “智慧”理 解 为 是 “善 巧 方 便”。如

是，长行文字中ｊāｎｏｐāｙａｋａｕｓ＇ａｌｙａ这个复合词，

处理为表示同位格关系的依主释复合，在语法上

并无不妥之处。

第七处经文

《普明菩萨会》讨论完菩萨伦理、菩萨品德、

菩萨修行等议题后，接下去有一段经文，讨论菩

萨与声闻的区别，其中出现长行文字：“譬如剎

利大王与使人通，怀妊生子，虽出下姓，得名王

子。初发心菩萨亦复如是，虽未具足福 德 智 慧，

往来生死，随其力势，利益众生，是名如来真实

佛子。”瑐瑩意思是：尽管还是初发心菩萨，在生死

中轮回，还不具备智慧、美德、福报，但是菩萨

应该被称为 “如来之 子”。这 段 长 行 文 字 强 调 菩

萨所具有的高贵德性，所以初发心菩萨即是 “如

来 真 实 佛 子”。 （ｅｖａｍｅｖａ ｋāｓ＇ｙａｐａ　ｋｉ爞ｃāｐｉ

ｐｒａｔｈａｍａｃｉｔｔｏｔｐāｄｉｋｏ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ｈ· ａｐｒａｔｉｂａｌａｈ·
ｓａ爞ｓāｒｅ　ｓａ爞ｓａｒａｎ　ｓａｔｔｖāｎ　ｖｉｎａｙｉ　ｋāｍａｍａｔｈāｃａ

ｐｕｎａ　ｓａ　ｔａｔｈāｇａｔａｐｕｔｒｏ　ｉｔｉ　ｖａｋｔａｖｙａｈ·ｔａｔｒｅｄａｍｕｃｙａｔｅ
瑑瑠）

但是菩萨具有的这种高贵德性究竟是指什么呢？

长行文字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此经梵本此段文

字对应的颂文如下：

ｃｉｔｔｅ　ｔａｔｈāｐｒａｔｈａｍｅ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ｏ

ｂａｌｅｎａ　ｈīｎｏ　ｔｒｉｂｈａｖｅ　ｂｈｒａｍａ爞ｔｏ｜

ｄāｎｅｎａ　ｓａｔｔｖāｖｉｎａｙａ爞ｎｕｐāｙａｉｒ

ｊｉｎāｔｍａｊｏｖｕｃｃａｔｉｓ＇ｕｄｄｈａｓａｔｔｖｏｈ·｜｜
瑑瑡

可以新译：如是初发心菩萨，徘徊三界而力

弱；布施方便化众生，是净众生称佛子。可见颂

文给出了初发心菩萨高贵性的原因：因为菩萨虽

然自身的生命尚拘限于三界，但他以布施和诸种

方便教化众生们。颂文这个补充很有意义，它说

明普通修行阶位的菩萨高贵性的根源，正是在于

其所拥有的方便。这条经文为我们理解初期大乘

佛教凡夫位菩萨的善巧方便品德及其价值，提供

了重要的依据。

第八处经文

最后，在 《普明菩萨品》流 通 分 经 文 部 分，

可以读到以下一段：

云何 菩 萨 所 习 法 船？ 谓 平 等 心 一 切 众

生，为船因缘；习无量福，以为牢厚清净戒

板；行施及果，以为庄严；净心佛道，为诸

材木；一 切 福 德，以 为 具 足 坚 固 系 缚；忍

辱、柔软、忆 念，为 钉；诸 菩 提 分，坚 强；

精进，最上妙善法林中出；不可思议无量禅

定，福德业成；善寂调心，以为师匠；毕竟

不坏，大悲所摄；以四摄法，广度致远；以

智慧力，防诸怨 贼；善 方 便 力，种 种 合 集；

四大梵 行，以 为 端 严；四 正 念 处，为 金 楼

观；四正勤，行；四如意足，以为疾风；五

根善 察，离 诸 曲 恶；五 力，强 浮；七 觉 觉

悟，能破魔贼；入八真正道，随意到岸，离

外道济；止，为调御；观，为利益；不着二

边；有因缘法，以为安隐；大乘广博，无尽

辩才；广布名闻，能济十方一切众生。而自

唱言：“来上法船，从 安 隐 道 至 于 涅 盘。度

身见岸，至佛道岸，离一切见。”如是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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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摩诃萨应当修习如是法船，以是法船无

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在生死中度脱漂没长

流众生。瑑瑢

这段话讲到菩萨乘法船以度众生，详细列举

构成菩萨法船的菩萨品德，其中有二句：“以智

慧力，防诸怨贼；善方便力，种 种 合 集”，对 勘

梵 本：是ｐｒａｔｙａｒｔｈｉｋａｐｒａｊāｊāｎａｓｕｐｒａｔｉｒａｋ　ｓ·ｉｔā

｜ｕｐāｙａｋａｕｓ＇ａｌｙａｓｕｋｒ·ｔａｖｉ１瑑瑣，意思是：用般若智

慧免于冤敌，以善巧方便着手善行。此处经文再

次把善巧方便与般若智慧列在一起，二者都是菩

萨法船的重要构成品德。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再次

透露对于般若、方便二者密切关联思想义理的强

烈意识，一方面也明确显示般若、方便二者各有

特质、各 有 功 能。相 关 经 文 出 现 在 此 经 流 通 部

分，也昭示善巧方便等在未来佛教弘法事业中的

重要意义。

本文简要的结论

通过对于 《大宝积经》之 《迦叶品》涉及善

巧方便概念思想八处文本的分析考察，我们确证

这部早期大乘经典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善巧方便思

想。《宝积经》不仅将善巧方便视为菩萨最重要

的伦理原则之一，同时也将其视为菩萨最重要的

内在品德之一。《宝积经》有将善巧方便与般若

智慧并列的明确意识，其 “由善巧方便统摄的般

若”或 “统摄善巧方便的般若”的说法，已经明

确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密切关联的思想义理对于

大乘菩萨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而这一思想义

理正是从早期 《般若经》到 《维摩经》初期大乘

佛教教法思想嬗变最重要的理论脉络之一。《宝

积经》的相关论述，说明此经位列大乘佛教这一

重要思想脉络之中，并且毫无疑义是这一思想脉

络的首创者之一。《宝积经》强调了善巧方便在

菩萨托生、凡夫位教化及度脱众生等弘法事业中

的特殊重要作用，这些也都反映了这部初期大乘

经典善巧 方 便 思 想 的 独 特 性。总 之， 《宝 积 经》

的相关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初期大乘佛教善巧方便

一系思想动向及升格运动的重要佐证，是我们尝

试更加全面理解与建构初期大乘佛教善巧方便一

系概念的思想谱系时需要充分重视的。

（责任编辑：月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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