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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經的要義

《勝鬘經》共分十五章，始從〈如來真實義功

德〉，終至〈勝鬘獅子吼〉。前三章敘述勝鬘夫人

皈依、受戒、發願的經過。第四章詳說攝持正法，

總攝一切願行，所謂「正法」，專指涅槃一乘法。

第五章說關於一乘法的修證。從第六章到第十二

章，解釋三乘必歸於佛乘而為一乘所攝，於此詳說

入於一乘之道。第十三章說入一乘道之因，於此解

釋佛說「心性本淨、客塵所染」密意是指的「如來

藏心」。第十四章說淨信為本，仍指歸於涅槃。第

十五章總論以上文義作結。今先以三義，來略明本

經的要義： 

一、平等義：

大乘佛法有一名句：「一切眾生皆得成佛。」

這句話，是極深刻、極偉大的。一切眾生都可以

成佛，這是不簡別任何人，人人都可成佛。在六

道輪轉的其他眾生，無論如何，也終會有修學佛法

的能力，達到成佛的目的。比之一般，佛法才是真

正的大平等，究竟的真平等。佛法雖是為一切眾生

的，一切眾生亦皆能成佛，但仍以人類為本；其他

眾生，要到人的地位，才能發心修學而成佛。所以

唐朝裴休的《圓覺經》序說：「佛法是遍為一切眾

生的；然其真能發菩提心的，唯在人道。」以人言

人，佛法是不簡別什麼人的，約本經作三點來說：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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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家與在家：佛法有出家與在家的兩類。有以為佛法是出

家人的，或出家眾是特別重要的。其實，約大乘平等義說，學佛、成佛

以及弘揚正法、救度眾生，在家與出家是平等的。像本經的勝鬘夫人，

就是在家居士，她能說非常深奧、圓滿、究竟的法門。若說大小乘有什

麼不同，可以說小乘以出家者為重，大乘以現居士身為多。維摩居士，

中國的學佛者都知道，他是怎樣的方便度眾生呀！考現存的大乘經，十

之八九，是以在家菩薩為主，說法者不少是在家菩薩，而且也大多為在

家者說。向來學佛者，總覺得出家勝過在家，然從真正的大乘說，勝過

出家眾的在家居士，多得很。有一次，文殊與迦葉同行，文殊請迦葉前

行，說：你是具戒、證果了；迦葉反轉請文殊先行，說：你早已發菩提

心領導眾生了。結果是文殊先行。

發菩提心的大乘學者，雖是在家眾，亦備受尊敬。從佛教史實看：

晉時法顯去印度時，見到華氏城的佛教，多虧了一位在家居士羅沃私婆

迷的住持。唐時玄奘前往印度，先在北印度，從長壽婆羅門學中觀；次

到中印度，跟勝軍論師學瑜伽。近代中國佛教史上，開風氣之先，被譽

為「中國近代佛教復興之父」的楊仁山居士等，對佛教的貢獻及影響亦

極深遠重要。小乘說，出家得證阿羅漢果，在家就不能得；以大乘佛法

說，則一切是平等的。而佛在印度示現的出家相─丈六老比丘，乃為

適應印度的時代文明而權巧示現的，不是佛的真實相。釋迦牟尼佛的報

身─毘盧遮那佛，不是出家而是在家相的。不以出家眾為重，而說出

家與在家平等，是大乘平等的特徵之一。

（二）男子與女人：現代人常說男女平等，殊不知佛法原就

主張男女平等。以小乘言，比丘得證阿羅漢果，比丘尼同樣得證阿

羅漢果。以大乘說，修功德、智慧、斷煩惱、自利利人，男女是一

樣的。如《寶積經》中的〈勝鬘會〉、〈妙慧童女會〉、〈恆河上

優婆夷會〉等；《大集經》中的〈寶女品〉；《華嚴經》中善財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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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參訪的善知識中，有休捨優婆夷、慈行童女、獅子嚬呻比丘

尼等；《法華經》的龍女；《維摩詰經》的天女等。大乘佛教中的

女性，是從來與男眾平等的。但過去，佛教受了世間重男輕女的影

響，女眾仍不免有相形見絀之處。這在大乘佛法的平等上說，男女

平等而且都應荷擔佛法的！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圓寂後，佛就將

她的舍利對大眾說：要說大丈夫，她就是大丈夫了。因大丈夫所能

做的，她都做到了。這可見大丈夫，不是專拘形跡的，能依佛法去

做，作到佛法所當作的，不論是男是女，都是大丈夫。經中每說女

子聞佛說法，即轉女身為男身；《法華經》中的龍女轉丈夫身成

佛，這不都顯示這一番深義嗎？本經是極深奧圓滿的一乘大教，由

勝鬘夫人說法，正開顯了男女平等的真義。

（三）老年與少年：在形式上，傳統的聲聞僧團，是尊年老上

座的，因而佛教養成重老的習慣，說「和尚老，就是寶」。其實，

佛教所重的上座，是勝義上座，即能證真而解脫者；那怕是年青比丘

或沙彌，如證得解脫生死，就是上座。其次，有智慧上座，就是受持

三藏的大德法師。有福德上座，他的福緣殊勝，得信眾尊仰，能因他

而得財力、修寺、塑像等，是勤勞僧事的傑出者。此外，還有生年上

座，是指出家多年的老比丘，由於老邁龍鍾，而得他人哀愍推許。其

實，年老不等於修為圓滿。釋迦佛成佛時，才三十五歲，七、八十歲

的老外道，尚且還要歸依佛呢！大乘經中，充滿青年信眾，許多童男

童女，都是發大乘心的。《華嚴經》的善財童子、《般若經》的常啼

菩薩，都是修學大乘法的好榜樣。鳩摩羅什三藏受學中觀論時，不過

才十幾歲。小乘經典常有「沙瀰雖小不可輕」之意旨，但其趣旨到大

乘佛法中，才充分的開展出來。勝鬘夫人，為波斯匿王及末利夫人的

愛女，年紀極輕，宏通大乘法教，引導七歲以上的童男童女，信修佛

法。從青年夫人的弘揚大法，一切青年的修學佛法來看，顯示了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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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青年、老年平等，絕不揀別少年而有所輕視。

二、究竟義：

上約人說，此約法說。大乘佛法說平等，不是但求平等，而是要

求普遍的進展、提高、擴大，而到達最究竟最圓滿。佛法說的究竟平

等，就是成佛，人人都可到達這一地步，所以是極平等而又最究竟。

本經從一乘章到自性清淨章，都發揮這佛乘的究竟圓滿義。佛法中有

聲聞、緣覺，但這是方便說，不是究竟真實。究竟圓滿處，唯是如

來，即是一切眾生皆得成佛。如來才是究竟，這可從如來功德、如來

境智、如來因依三點來說。

（一）如來功德：佛的果德是究竟圓滿的，非小乘可比。依所證的

涅槃，如來是無餘涅槃，小乘是少分的涅槃。依所斷的煩惱，佛是斷盡

五住，二乘只斷除前四住的煩惱。依所離的生死苦，佛是永離二種死，

二乘只離去了分段生死苦。依所修的道，佛是一切道，因而得過恆沙的

一切佛法，得第一義智，二乘只修少分道，得初聖諦智。不論從那方面

看，惟如來的常住功德，才是究竟的。

（二）境智：境是佛所悟證的─諦，是一滅諦，即諸法實相；智

是悟證實相的佛的第一義智─平等大慧。智所悟的實相，境所發的實

慧，都是究竟圓滿的。通常說：「如如、如如智，名為法身。」即此一

滅諦與第一義智。依《佛地經論》說，佛果功德，就是以四智菩提，圓

成實性，五法為體。所以從佛的無量無邊功德中，統攝為智與境，都超

越二乘，圓滿究竟。

（三）因依：如來的能證智與所證理，一般說來，要到如來才

究竟。其實，究竟的真如，是常恆不變；智慧與無邊功德，也是不離

於真實而本有此功德勝能，一切眾生本來具有的，這就是經中所說的

如來藏（即佛性）。如來藏即一切法空性，即一滅諦；而為功德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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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依因。人人有如來藏，因而人人都可成佛。從如來究竟的境智，

推求到根源，即指出如來究竟所依的如來藏。如長江大河，一直往上

推，可以發現到它的發源處。人人有如來藏，只要能本著如來藏中的

稱性功德智能，引發出來，就是如來。如來是究竟的；由於一切眾生

有如來藏，所以一切眾生平等，一切終於要成佛而後已。這一思想，

在真常妙有不空的大乘經中，發揮到極點。

三、攝受義：

這是從人法的相關而說。受是領受，接受；攝是攝取，攝屬。攝受

正法，就是接受佛法、領受佛法；使佛法屬於行者，成為自己的佛法，

達到自己與佛法的合一。所以攝受正法，在修學佛法的立場來說，極為

重要。如不能攝受佛法為自己，說平等，說究竟，對我們有什麼用？眾

生本有功德智慧的根源，但還是凡夫，具足又有什麼用？其原因在不能

攝受佛法，不能使佛法與自己的身心合一，未能從身心中去實踐、體

驗。世間沒有天生的彌勒，自然的釋迦，彌勒與釋迦，都是從精進勇猛

中修學佛法而成。故必須使佛法從自己的身心中實現出來，才能因一切

眾生平等具有究竟的如來藏，而完成究竟的如來功德。

攝受正法，也應分三義說，即信、願、行三者。我人通常以為只

有念佛，須具足信、願、行；其實，凡是佛法，都要有此三者。「信為

欲依，欲為勤依」，以信為依止而起願欲的求得心；有了願求心，就能

精進的去實行。但此中最要者為「信」，真常妙有的大乘法，信是特別

重要的。如有人能了解佛法，但不依著做去，這就證明他信得不切。如

真能信得佛法，信得佛的功德、智慧的偉大，信得佛法救度眾生的功

用，信得人生確為眾苦所逼迫，不會不從信起願，從願去實行的。信心

是學佛的初步，如勝鬘夫人一聞佛的無量功德，就欲見佛；見佛即歸依

生信。緊接著，就是發誓願，修正行，一切都從信心中來。等到說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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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藏為「大乘道因」，即廣為勸信。極究竟的如來乘，惟有極切的誠信

心，才能攝受、成就。所以《華嚴經》說：「信為道源功德母。」《智

論》喻「信如手」，手是拿東西的，要得佛法，就應從信下手。佛法的

無邊智慧、功德寶，如有信心，就可盡量取得（攝受），否則，即是入

寶山而空手回。佛乘是究竟而又平等的，從平等到究竟，關鍵就在攝受

正法。攝受正法，以信為初門；有信而後立大願，修大行，本經都有所

說明，這即是從歎佛功德到攝受正法章。

平等、究竟、攝受─三個意義，為本經的核心、精要，特先為略說。

肆、本經的教判

關於佛陀的一代言教，大乘各宗各有判教不同，如天台的「五時

八教」，華嚴的「五教十義」等。在這之前，劉宋時的慧觀法師，說有

頓、漸、偏方不定的三教。頓教指的是華嚴，這是佛陀最初所說的圓頓

大教，且是對法身大士說的。漸教是指阿含以後直到涅槃，由淺至深的

漸次而說。原因華嚴圓頓大教，法身大士聽了固能領解，聲聞行者聽了

茫然不解，佛陀慈悲不得不由淺入深的漸次而言，以使眾生都能逐漸的

了解。不論是頓是漸，都以大乘為究竟，惟因說的方式不同，而有頓漸

之分。

以此來看本經，應說本經為偏方不定教，因其乃超出頓漸二者之

外的。《勝鬘經》不是佛陀最初所說，當然不得說為頓教，可是勝鬘才

見佛，就能悟入究竟一乘，並獅子吼宣說一乘，當亦不得說為漸教，因

而只好說為非頓非漸的不定教。吉藏大師《勝鬘經寶窟》說：「此經過

大品，包法華，與涅槃齊極。雖以一乘為體，而顯言常住，故與涅槃理

同；雖說一體三歸，而以一乘為致，故包法華之說，既義適兩教，故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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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方；又是別應於機，非雙林之說，故異涅槃。」《勝鬘經》屬於偏方

不定教，可說是無有疑義的。

雖說其屬無方不定教，但在頓漸兩大悟門中，卻是屬於頓悟門。所

謂「漸悟」，是指退菩提心的聲聞，開始雖住於小乘，但因過去曾發過

菩提心，最後終又入於大乘，大乘是從小乘來的，所以說之為「漸」。

《法華經》說：「除先修習學小乘者，如是之人，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

於佛慧。」即是指迴小向大的漸悟。所謂「頓悟」，是指直往的菩薩行

者說，因他們不是從小乘入於大的。《法華經》說：「是諸眾生世世已

來常受我化，亦於過去諸佛恭敬尊重種諸善根。此諸眾生始見我身，聞

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從這來看勝鬘，我們知道勝鬘原來深處

宮闈，很少在外露面，似亦未曾聽過佛的名號，但一見佛，聽到佛的說

法，立刻就能體悟究竟一乘的真理，不是如《法華》所說「始見我身，

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的領悟嗎？

勝鬘為何能有這樣的頓悟，問題當然不是在於現生，而是過去久

已常受佛所教化，對於佛法有了深刻的體認。本經〈如來真義功德章〉

說：「我久安立汝，前世已開覺。」〈勝鬘獅子吼章〉中亦說：「汝已

親近百千億佛，能說此義。」從現實看，勝鬘是頓悟，當不成問題，從

久遠看，還是由於「親近百千億佛」，才得一聞而開悟的。如果過去從

來不曾修學過佛法，要想在現生中得到頓悟，那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到

的。現有許多學佛的人，不問自己過去曾否修學佛法，一味希望於現生

中得到頓悟，以為自己是大根機的人，這著實把自己看得太高，亦誤認

佛法易於修學，實是大錯特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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