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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簡介 

釋開仁 2017/9 

 

壹、相關之部類 

（壹）「般若法門」概說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18-19： 

繼承部派佛教的六波羅蜜──菩薩行，而著重於悟入深義的般若波羅蜜；大乘菩薩行

的特性，在《般若波羅蜜經》中，充分表達出來，成為大乘佛法的核心，影響了一切

大乘經。 

《般若經》的部類不少，屬於初期大乘的，如唐玄奘所譯的，《大般若經》前五分（及

同本異譯的譯典），及〈金剛般若分〉。大部經是次第集成的，從次第集成去了解，可

分為「原始般若」、「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上品般若」，這四類也就是「般若法門」

發展的歷程。 

《般若經》的前五分，經過了長約 250（西元前 50-西元 200）年而完成。「般若法門」，

從少數慧悟的甚深法門，演化為大眾也可以修學的法門；由開示而傾向於說明；由簡

要而傾向於完備；由菩薩的上求菩提，而著重到下化眾生。特別是，以「緣起空」來

表示般若的深義，發展為後代的「中觀法門」。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20： 

古傳的二部——「小品」與「大品」，三部——「上品」、「中品」、「下品」，與玄奘所

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前五分相當，占全經的百分之九四，實為《般若經》的主

要部分。 

 

（貳）現存的「中品般若」部類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604-606（節錄）： 

一、屬於「中品」的《般若經》，華文譯出的共五部。 

1.《光讚般若波羅蜜經》，簡稱「光讚本」。 

2.《放光般若波羅蜜經》，簡稱「放光本」。 

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姚秦弘始五年（西元 403），鳩摩羅什在長安逍遙園譯，今

作三十卷。1依《大智度論》，梵本為二萬二千頌，今簡稱為「大品本」。 

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簡稱「唐譯二分本」。 

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簡稱「唐譯三分本」。 

二、屬於「中品」類的藏文譯本，也有二部： 

1.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stoṅ-phrag-ñi-śu-lṅa-pa，與「唐譯二分本」相同。 

                                                 
1 按：《大正藏》作 2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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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Ḥphags-pa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khri-brgyad-stoṅ-pa s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與「唐譯三分本」相同。 

三、屬於「中品」般若的梵本，現存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aprajñāpāramitā，即二萬五千

頌般若，與「唐譯二分本」相當。2（附錄一） 

 

（參）註釋書與參考資料 

一、龍樹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100 卷。《大正藏》第 25 冊。 

二、〔隋〕吉藏，《大品經義疏》9 卷，《卍新纂續藏經》第 24 冊。 

三、〔北周〕慧影，《大智度論疏》24 卷。現僅存 7 卷（卷 1、6、14、15、17、21、24）

《卍續藏》第 74 冊、第 87 冊；《卍新纂續藏經》第 46 冊。 

四、釋玅境，《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冠科》。 

五、釋厚觀，《大智度論講義》，收錄於印順文教基金會《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 

（2017 年 5 月）。 

 

貳、集成之年代 

（壹）總述前五分的集成 

一、集成的次第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625-626（節錄）： 

近代研究而可為一般學者所容認的，應該是先有「小品」而後擴展為「大品」說。…… 

《般若經》的發展體系為： 

原始般若經    道行經系統     放光經系統     初會系統 

        文殊問般若經                   第八會 

        金剛般若經                    第九會 

在二部、三部、五分中，推定為： 

從「原始般若」而《道行般若》——「下品」； 

從《道行般若》而《放光般若》——「中品」；（附錄二） 

更從《放光般若》而發展為「初會」般若——「上品」。 

 

二、集出的年代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01： 

《般若經》的次第集成，雖沒有精確的年代，但可作大略的推斷。 

原始般若──────────────────── 西元前 50 年 

下品般若（除〈隨知品〉、〈常啼品〉等四品）───────西元 50 年 

中品般若──────────────────── 西元 150 年 

上品般若──────────────────── 西元 200 年 

這是各部集成所不能再遲的年代。 

                                                 
2 按：近年於吉爾吉特（Gilgit）出土 The Larger Prajñāpāramitā 殘本，與《光讚經》相當。 



3 

 

 

（貳）「中品般若」三分的成立先後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686-688（節錄）： 

一、概說 

「中品般若」的三部分，是在「下品般若」的流行中，依「下品般若」而各為不同的

開展，終於形成了不同的三部分。 

後來，極可能是「中分」的傳誦者，綜合三部分，及常啼（Sadāparudita）菩薩求法故

事，而集成「中品般若」全部。…… 

 

二、詳釋──依「空」的法數推論 

（一）先有「前分」 

在「中品般若」──三部分的各別成立中，「前分」應該是先成立的。 

「前分」到處說「空」，又綜合為「七空」，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3 習應品〉

（大正 8，222c28-223a2）說：「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習應七空，所謂（1）性空、
（2）自相空、（3）諸法空、（4）無所得空、（5）無法空、（6）有法空、（7）無法有法空，是名與

般若波羅蜜相應。」…… 

（二）次立「後分」 

其次成立的是「後分」；「後分」各品中，處處說到種種「空」，又綜合為「十四空」，

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0〈68 攝五品〉（大正 8，367b）說： 

「菩薩住般若波羅蜜，內空、內空不可得，外空、外空不可得，內外空、內外空不

可得，空空、空空不可得，乃至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不可得：菩薩住是十四空中。」…… 

（三）後成「中分」 

「空」的綜合增多，由「七空」而「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明

顯的表示出《般若經》成立的先後。 

以「中品般若」而論，「前分」為「七空」說，「後分」為「十四空」說，「中分」為

「十六空」（後又增列為「十八空」）說。 

 

三、小結 

確定了「十六空」（或「十八空」）說，於是集成「中品般若」時，綜合三部分及流通

分中，到處都插入「十六空」（或「十八空」）了。 

好在「中品」的各譯本，保存了「七空」、「十四空」的古說（在「上品般若」中，已

被改寫統一而不見了），使我們能清楚的看出，「中品般若」集成的過程。（附錄三） 

 

參、全經之結構 

（壹）總述──三分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75： 

「中品般若」，古人稱為「大品」。上面說到，「中品般若」是三部分所成立的。 

依「大品本」全部 90 品，分為三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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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分──〈序品〉第 1…………〈舌相品〉第 6 

中分──〈三假品〉第 7………〈累教品〉第 66 

後分──〈無盡品〉第 67…… 〈囑累品〉第 90（附錄四） 

 

（貳）別顯──「下品般若」與「中品般若」之內容比對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620-623： 

一、概述 

《大般若經》的前五分（也就是古傳的三部或二部），從十萬頌到四千頌，文字的廣

略，距離是相當遠的，然在內容上，彼此卻有一部分是共同的。…… 

二部、三部、五分間，到底那些是存有共同部分？現在依「中品般若」的「放光本」，

「下品般若」的「漢譯本」3，對比如下： 

 

    「放光本」       「漢譯本」4
 

 

〈放光品〉第 1 

     

〈舌相品〉第 8 

〈行品〉第 9  

        

     〈僧那僧涅品〉第 18    

 

     〈問出衍品〉第 22    

                

     〈問觀品〉第 27  

     〈無住品〉第 28 ───────〈難問品〉第 2 

      

     〈無盡品〉第 68 ───────〈不可盡品〉第 26 

   〈隨品〉 第 27 

〈六度相攝品〉第 69 

     

〈諸法妙化品〉第 87 

     〈薩陀波倫品〉第 88 ───────〈薩陀波倫菩薩品〉第 28 

      

     〈囑累品〉第 90 ──────────〈囑累品〉第 30 

 

二、詳釋 

（一）相當處 

依「中品般若」的「放光本」說，全經可分為三部分：「前分」、「中分」、「後分」。「中

                                                 
3 按：即《道行般若經》。 
4 表框加粗表示另一方無對應內容。 

〈問摩訶衍品〉第 19 

〈陀鄰尼品〉第 20 

〈治地品〉第 21 

〈道行品〉第 1 

「前分」 

「中分」 

「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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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部）分」，從〈行品〉第 9，到〈無盡品〉第 68，共 60 品，占全經的三分之二。

這部分，與「漢譯本」的前二六品相當（廣與略不同），僅在論到「大乘」時，「中

品般若」多了〈問摩訶衍品〉、〈陀隣尼品〉、〈治地品〉——三品。這一部分，是「中

品般若」與「下品般若」可以對同的部分。 

（二）相異處 

「前分」，從〈放光品〉第 1，到〈舌相品〉第 8，共 8 品，是「下品般若」所沒有

的。「中品般若」的後分，從〈六度相攝品〉第 69，到〈諸法妙化品〉第 87，共 19

品，是「後分」的主要部分，也是「下品般若」所沒有的。反之，「下品般若」有〈隨

品〉第 27，「中品般若」也沒有。 

（三）末後三品非「般若法門」主體 

「中品般若」末後的三品，是舉薩陀波倫（Sadāprarudita）求學般若的故事，為勸發

求學般若的範例。勸學與末後囑累流通部分，與「漢譯本」的後三品相合，但不是

「般若法門」的主體部分。 

 

三、小結：以「中分」為基本部分 

在這兩類經本的比對中，二本所共同的，可作為《般若經》基本部分的，是「中（間

部）分」。 

 

肆、內容之別顯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662-664、pp.675-686（節錄）： 

（壹）前分 

一、組織架構 

再說「前分」：「前分」共有六品。第六〈舌相品〉，是「中分」的序分。同一原本的

「下品般若」，沒有這一部分，所以是集成「中品般若」時，增入這一部分，表示「中

分」與「前分」間的不同。這樣，「前分」只有五品。 

第一〈序品〉，是全經的序分，也是「前分」的序分。「前分」五品，可分為序起、正

說、結讚──三分，內容如下： 

        放光現瑞，十方菩薩來集              〈序 品〉第一 

序起    列舉菩薩法，勸學般若波羅蜜 

        得諸天敬奉與護持                    〈奉缽品〉第二 

        行般若波羅蜜，超勝二乘 

正說    習應般若波羅蜜，是空相應            〈習應品〉第三 

        般若相應菩薩，何處來生，往生何處 

        聽眾得益受記                        〈往生品〉第四 

結讚 

        大眾稱嘆般若                        〈歎度品〉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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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述要 

「前分」，佛為舍利弗（śāriputra）說。經文的重點是： 

（一）〈1 序品〉──般若攝受廣大功德行因而成就佛智 

首先說：「菩薩摩訶薩，欲以一切種智知一切法，當習行般若波羅蜜。」一切種智是

佛智，佛智要從菩薩修習廣大的功德中來，而這都非學般若不可。般若能攝受廣大

功德行，不只是「下品般若」那樣的攝導五度。 

這段經文的末了，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大正 8，219a21-25）說： 

「欲以道慧具足道種慧，當習行般若波羅蜜；欲以道種慧具足一切智，……；欲以一

切智具足一切種智，………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道慧與道種慧，是菩薩的智慧；一切智與（能斷煩惱習的）一切種智，是佛的智慧。

佛菩薩的智慧，都從習行般若中來。 

（二）〈3 習相應品〉──行般若波羅蜜就是「空相應行」 

聲聞辟支佛的智慧，比起菩薩的般若波羅蜜來，如螢火與日光一樣，簡直是不成比

例的！般若波羅蜜，是「住空、無相、無作法，能過一切聲聞、辟支佛地，住阿惟

越致地，淨於佛道」。 

所以，般若相應是「習應七空」；「諸相應中，般若波羅蜜相應為最第一。……菩薩

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相應，所謂空、無相、無作」；「是空相應，名為第一相應」；「菩

薩摩訶薩，於諸相應中為最第一相應，所謂空相應」。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見一切，不為一切，不念一切，而能生大慈大悲，不墮二

乘地的，就是「空相應行」。 

般若波羅蜜與空的一致性，「前分」明確的揭示出來。 

（三）〈4 往生品〉──述菩薩來處及種類的眾多 

在〈4 往生品〉中，行般若波羅蜜相應的，舉他方、兜率天、人間──三處來，與「下

品般若」〈13 相無相品〉所說相合。 

說到「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從此間終，當生何處」時，廣說修菩薩行人的不同行相，

共四十四類。這不但是「下品般若」所未說，也是「中品般若」「後分」所沒有的。 

這表示了當時佛教界所知道的菩薩，無論是事實的，論理的，傳說的，有那麼多的

不同類型。 

〈1 序品〉說到了華積世界，文殊（Mañjuśrī）與善住意（Suṣṭhitamati）菩薩，當時

大乘經的數量，傳出的應該不少了！ 

 

（貳）中分 

一、總述「中分」與「下品般若」的關係 

大概的說，「中分」是與「下品般若」相當的。 

二、「下品般若」內容概述 

（一）組織架構 

「下品般若」前二十五品的大科，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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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品〉是「原始般若」，是「直示般若」深法的。 

〈第二品〉以下，是由淺而深的「漸學般若」，可以約菩薩四階位說（二種四階位的

綜合，含有五階位），說明由淺而深的修學歷程，列表如下： 

直示般若 ────────────────────────  〈1 初品〉 

         發心‧初學 ─────────────  〈2 釋提桓因品〉……………〈9 歎淨品〉 

漸學般若    （發心）初學轉久學 ────────   〈10 不可思議品〉…………〈14 船喻品〉 

            （發心‧初學）久學得不退 ───── 〈15 大如品〉………………〈20 深心求菩提品〉上 

          （發心‧初學‧久學）不退向佛道 ─ 〈20 深心求菩提品〉下……〈25 見阿閦佛國品〉 

 

（二）內容述要 

1、般若貫徹菩薩的階位與修行 

「原始般若」是專提般若波羅蜜的，著重於不退轉（為二乘）菩薩的深悟無生。 

法門的流行傳布，不退轉以下的，是久學、新學、初發心。對於發心、新學，著重

於聽聞、讀、誦、受持、問義、思惟，加上書寫、供養、施他；以校量功德，毀謗

的罪過，來啟導、堅定信眾的學習。不退轉以上的，是學佛功德，成佛度眾生。 

在菩薩的菩提道中，般若成為徹始徹終的法門。法門的隨機適應，或淺或深，終於

綜合而集成「下品般若」（當時沒有上中下的分別）。 

2、從原始佛教的內容，而更深徹以菩薩無生的體證悟入佛智 

從「原始般若」來看，「下品般若」的發展趨勢，不但普及初學，由淺及深，又從

般若波羅蜜而論到六波羅蜜。對不退轉菩薩的無生深悟，明確的指示為涅槃的體悟

（不是證入）。聲聞的果證，是不離菩薩無生法忍的。 

以空等三解脫門來表示般若深法，終於說到了「一切法空」。原始佛教的菩提分──

根、力、覺分、道分，也提到了。觀緣起如虛空無盡的菩薩不共中道妙觀，也明白

的說出來。所以般若法門不是別的，是原始佛教；但不限於聲聞所覺知的，而是更

深徹的，由菩薩（無生法忍所悟為核心）而成佛的「佛無上智、大智、自然智、一

切智、如來智」。 

三、「中分」與「下品般若」之內容比對 

「中分」的文字，比「下品般若」要多出三倍以上，到底增廣些什麼？ 

（一）內容的增廣 

一、內容的增廣：主要是〈問乘品〉（第 18）、〈廣乘品〉（第 19）、〈發趣品〉（第 20）

占「中分」全部的百分之七。 

「下品般若」說到：「菩薩發大莊嚴，乘大乘故，是名摩訶薩。」對於「大乘」，

只說：「大乘者無有量，無分數故」。大乘是虛空一般的容受一切眾生；沒有來處、

去處、住處；三世平等。 

「中品般若」的「中分」，從大乘是菩薩行的見地，列舉了大乘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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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品名 內容的增廣 

〈18 問乘品〉 1、菩薩法 六波羅蜜‧十八空‧百八三昧 

〈19 廣乘品〉 

2、共二乘法 

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分‧五根‧五力‧七覺分‧八

聖道分‧三三昧‧十一智‧三根‧三三昧‧十念‧四禪‧

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八背捨‧九次第定 

3、佛的功德 十力‧四無所畏‧四無閡智‧十八不共法 

4、陀羅尼 四十二字門 

〈20 發趣品〉 5、十地 初地～十地 

 6、其餘 阿毘跋致相貌、魔事 

 

（二）解釋經義的增廣 

二、解釋經義的增廣：「下品般若」深義部分，是簡要深奧的。 

在「下品般若」的傳誦中，有解釋的必要，就有解釋的傳出。 

「中品般若」的集成者，以解釋為佛說、須菩提說而編集進去。…… 

「下品般若」深義的解釋，在「中分」是到處可見的。 

 

（三）法數的增多 

三、法數的增多： 

「下品般若」是以五蘊為所觀境的。在行法中，以般若為主，略說到其他五度。 

共世間行──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共二乘行──三十七道品、

三三昧，都已提到。果法中，聲聞的四向、四果，辟支佛，五（無漏）聚；佛

的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也都說到了。 

但菩薩是遍學一切道──聲聞道、辟支佛道、佛道的，遍知一切法的。 

所以說明行法，如〈18 問乘品〉、〈19 廣乘品〉，包含了二乘的共行。 

論所觀的境，包括了一切的人與法。「法」是陰、處、界、緣起、諦等，二乘與

菩薩行，佛的功德；「人」是凡夫、聲聞的四向、四果、辟支佛、菩薩、佛的智

證：這一切都是所應知的。 

這樣，「下品般若」的簡略，在「中品般若」中，擴展為法數繁多，又一一的敘

述而成為詳備。 

依「中品般若」增列的法數，主要是部派所傳的《阿含經》說。 

以薩婆多部（sarvāstivādāḥ）為主的，北方的阿毘達磨論義，已有部分的被採

錄。…… 

雖然是契經的體裁，阿毘達磨的分別抉擇，還沒有太多的引用，但經文的解說

多了，答復疑問的多了，不免多少有了重論議、重說明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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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後分 

一、總說 

「後分」共 24 品，其中 21 品（末後三品，是流通分），是上承「下品般若」而發展

所成的。 

 

二、別釋 

（一）「下品般若」〈見阿閦佛品〉的廣本──四品 

「下品」的〈25 見阿閦佛品〉中，佛示現神力，使大眾都見到阿閦（Akṣobhya）佛

土眾會，然後勸學，讚歎般若波羅蜜。須菩提（Subhūti）問「般若無盡」，佛說：菩

薩坐道場，觀十二因緣如虛空那樣的不可盡，是不共二乘的菩薩中道觀，與「中品

般若」〈67 無盡品〉的內容相當。 

接著，如（「下品」）《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 9（大正 8，579a-b）說：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則具足諸波羅蜜，亦能具足方便力。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

諸有所作，生便能知。」 

「菩薩欲得方便力者，當學般若波羅蜜，當修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若菩薩行般若

波羅蜜，生般若波羅蜜時，應念……如十方諸佛所得諸法相，我亦當得。」 

「菩薩為諸佛所念者，不生餘處，必當至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終不墮三

惡道，當生好處，不離諸佛。」 

如上所引的，〈25 見阿閦佛品〉末段，與「中品般若」的〈六度相攝品〉（第 68）、〈方

便品〉（第 69）的內容次第，都是相合的。 

〈三慧品〉（第 70）說： 

「菩薩摩訶薩云何行般若波羅蜜？云何生般若波羅蜜？云何修般若波羅蜜？」 

「行」，「生」，「修」，也出於〈25 見阿閦佛品〉。 

〈70 三慧品〉闡明了般若，說到三乘的（三）智斷，及般若的名義。 

所以〈67 無盡品〉、〈68 六度相攝品〉、〈69 方便品〉、〈70 三慧品〉──四品，都是

依〈25 見阿閦佛品〉而成的廣本。 

 

（二）依〈見阿閦佛品〉開展的「方便道」── 十七品 

〈25 見阿閦佛品〉到此為止，「下品般若」也就圓滿了，而「中品般若」，卻依般若

而有的「方便力」，開展出以下的十七品。《大智度論》稱這部分為「方便道」；「中

品般若」的「後分」，的確是處處說到「方便之力」的。 

「下品般若」是「般若道」，重於般若的無所取著，悟入如如法（p.677）性； 

「中品般若」的「後分」，是「方便道」，重於方便的化他；自行、化他而重於不違

實相的施設。 

〈道樹品〉（第 71）以下的內容，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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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 

一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念一切種智（〈道樹品〉第 71）； 

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行菩薩行（〈菩薩行品〉第 72）； 

應薩婆若念，得方便而行（〈種善根品〉第 73）。 

二 

菩薩遍學諸道──聲聞道、辟支佛道、佛道而超出二乘（〈遍學品〉第 74）； 

於諸法無所有中，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三次第行品〉第 75）； 

行般若，一念具足萬行（〈一念品〉第 76，〈六喻品〉第 77）。 

化他 

三 住報得五神通，到十方土，以六度、布施、四攝，攝化眾生（〈四攝品〉第 78） 

四 
善達法相，於名相虛妄分別中拔出眾生（〈善達品〉第 79）； 

不壞實際，立眾生於實際中（〈實際品〉第 80）。 

五 
以方便力具足菩薩道，成就眾生（〈具足品〉第 81）； 

大誓莊嚴，淨佛國土（〈淨佛國品〉第 82）。 

六 於佛道中畢定。以神通波羅蜜，現生惡道，化度眾生（〈畢定品〉第 83）。 

七 行菩薩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眾生說四諦、實諦（〈差別品〉第 84）。 

不違

實相 
八 

諸法性無業無報，無道無果，不垢不淨（〈七譬品〉第 85）。 

諸法平等相（〈平等品〉第 86）。 

一切如幻化，涅槃如幻化（〈如化品〉第 87）。 

 

三、「後分」與「下品般若」之比對 

「中品般若」的「後分」，比對「下品般若」，重點與意趣，都有明顯的差別。如 

一、不退轉菩薩由人間修行者轉為深行的菩薩 

二、不退轉菩薩由重自利轉為重利他行 

三、不退轉菩薩由難得轉為三根普被 

四、敘述手法由開示、誘導轉為敘述、說明，並安立二諦說 

 

伍、般若法義之略論 

（壹）空性 

一、總說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15： 

空（空性，sūnyatā），可說是般若法門的特色。 

在般若法門的發揚中，或以為說空是究竟了義；或以為說空是不了義，而說空所顯性，

成為後期大乘的二大流。 

 

二、從表顯涅槃的「境」、「行」、「果」而開展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718-719： 

（一）「下品般若」中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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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表示自證的內容，是稱為「法相」（唐譯「法性」）、「如」、「實際」（應該還有「法

性」。唐譯「法界」）的，而這就是涅槃。 

以「空」、「無相」、「無作」來表示涅槃，於是空義日漸發展起來。「離」（遠離）、「滅」

（寂靜、寂滅）、「淨」（無染）、「無所有」、「無生」，本來都是原始佛教固有的術語，

用來表示涅槃的。 

「下品般若」將這些術語，與「空、無相、無作（無願）」結合起來，如《小品般若

波羅蜜經》卷 7（大正 8，566a11-13）說：「甚深相者，即是空義，即是無相、無作、

無起（唐譯或作「無造作」）、無生、無滅、無所有、無染、寂滅、遠離、涅槃義」。

依「唐譯本」，末後一句，是「種種增語，皆顯涅槃為甚深義」：可見「空、無相」

等，都是表顯涅槃深義的。 

 

（二）「中品般若」中的「空」 

到了「中品般若」，更與「如」、「法性」、「實際」等相結合。 

如上面所引的《小品經》文，在「大品本」中，就是：「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

無作、無起、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涅槃」。「中品般若」進展

到：「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三類名

字，作為同一的自證內容。《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 469（大正 7，375b20-22）

說：「諸空等智者，謂菩薩摩訶薩，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智，及真如乃至不思議界智，

是名諸空等智」。空智與真如等智，合為同一類來說明，與所說深奧義的內容一致。 

這三類名字，「寂滅、遠離」等，約離一切妄執，離一切戲論說。 

「如、法性」等，約沒有變異性、差別性說；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法」是那

樣「法爾常住」的。 

「空、無相」等，約三三昧所顯發說，但並不是因觀察而成為「空、無相、無作」

的。 

在《般若經》中，由於這三類名義的統一，而表現為悟理、修行、得果的無二無別。 

 

 

「原始般若」：「離」（遠離）、「滅」（寂靜、寂滅）、「淨」（無染）、「無所有」、「無生」──果（A）   

 

「下品般若」：（A）＋「空、無相、無作（無願）」（B）──果（A）＋行（B）                    

 

「中品般若」：（A）＋（B）＋「如」、「法性」、「實際」（C）──果（A）＋行（B）＋境（C）              

 

（貳）菩薩行位 

一、「下品般若」中的菩薩行位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704-706（節錄）： 

「下品般若」的菩薩位，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毘跋致」、「疾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三位說。…… 

皆是 

「涅槃」 

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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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菩薩、不退菩薩、最後身菩薩，是般若法門最初所發見的菩薩行位。 

 

「下品般若」中，有二類不同的四位說。 

一、「初發心」、「行六波羅蜜」、「阿毘跋致」、「一生補處」（或作「阿惟顏」）。 

二、「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說行」、「隨學般若波羅蜜」、「阿毘跋致」。 

這二類不同的四位說，如綜合起來，就有五位： 

1、初發心 

2、如說行 

3、隨學般若（即六）波羅蜜（或作「修習般若相應行」） 

4、阿毘跋致 

5、一生補處（阿惟顏） 

「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與初期大乘經所通用的「十住」說，非常類似。…… 

 

「下品般若」集成時，十地住說，在形成過程中，還沒有完成。依據「下品般若」，是

可以這樣論定的。 

菩
薩
修
行
的
行
位
次
第 

三
位
說 

「下品」 發無上菩提心   阿鞞跋致 疾得無上菩提 

「中品‧後分」 
初發意   入法位 向佛道 

初發意   阿毘跋致 後身 

八千頌般若 
Prathamayāna 

samprasthita-b. 
  

Avinivartanīya-

b. 

Ekajātipratibaddha-

b 

四
位
說 

「下品」 

初發心  行六波羅蜜 阿毘跋致 一生補處 

學無上菩提心 
如說行 

（新學） 

隨學般若波羅

蜜 
阿毘跋致  

 

對應十住 1、發心住 2、治地住 3、應行住 7、不退住 10、灌頂住 

 對應五位 新發意 新學 久學 不退 最後身 

 

二、「中品般若」中的三種菩薩行位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706-709（節錄）： 

（一）沒有名字的十地 

「中品般若」的〈20 發趣品〉，說到「從一地至一地」，敘述從初地到十地的行法，

但沒有說一一地的名字。 

（二）三乘共十地 

末了，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6（大正 8，259c10-14）說： 

「菩薩摩訶薩，住是十地中，以方便力故，行六波羅蜜，行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

過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過

是九地，住於佛地」。 

「乾慧地」……「佛地」，被稱為「三乘共十地」，是綜合三乘聖賢的行證為十地的。

菩薩的十地修行，能超過二乘地，能經歷「菩薩地」，而住於究竟的「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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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乾慧」等十地，當然不是菩薩發趣大乘，所經歷的菩薩行位。 

（三）與「十住」說相符合的「十地」 

「中品般若」的「十地」說，與《十住斷結經》「十住」的內容相同，可見「中品般

若」是屬於「十住」說的。 

又如「中品般若」，除了繼承「下品般若」所傳的十住名目──發心、初業、相應、

不退、灌頂，還說到「童真」與「法王子」。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說： 

1.「欲生菩薩家，欲得童真地，欲得不離諸佛，當學般若波羅蜜！」 

2.「菩薩住法王子地，滿足諸願，常不離諸佛。」 

「童真地」（kumārabhūmi）以前，說「生菩薩家」，也就是生在佛家（buddhakula），

與十住的第四「生貴住」相當。「童真地」以下的「不離諸佛」，依上面所引的經文，

就是「法王子住」（yauvarājya）。「童真」與「王子」，都是十住的名目。 

 

下品般若 中品般若 十住說 

ˇ ˇ 1、發心住 

ˇ ˇ 2、治地（初業）住 

ˇ ˇ 3、（修行）應行住 

╳ 生菩薩家 4、生貴住 

╳ ╳ 5、方便具足住 

╳ ╳ 6、正心住 

ˇ ˇ 7、不退住 

╳ ○ 8、童真住 

╳ ○ 9、法王子住 

ˇ ˇ 10、灌頂住 

ˇ：表下品已有 ○：中品才提到 

 

「中品般若」的「十地」說，是繼承「下品般若」發展而來；與「十住」說相符合，是
確實而不容懷疑的！ 

 



14 

 

（附錄一）現存的般若部類 

部類 經名 導師評 

下

品

般

若 

第 

一 

類 

《道行般若經》［漢譯本］ 

初期大乘佛教時期的《般若經》 

《大明度經》［吳譯本］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殘本）［晉譯本］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秦譯本］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唐譯五分本］ 

第 

二 

類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唐譯四分本］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宋譯本］ 

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八千頌般若） 

Ḥphags-pa Śes-rab-kyi pha rol-tu phyin-pa khri-pa 

z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Ḥphags-pa Śes-rab-kyi pha rol-tu phyin-pa brgyad-stoṅ-pa 

z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中 

品 

般 

若 

《光讚經》（殘本）［光讚本］ 

《放光般若經》［放光本］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品本］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唐譯三分本］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唐譯二分本］ 

Ḥphags-pa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khri-brgyad-stoṅ-pa shes-bya-ba theg-pa chen-poḥi mdo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stoṅ-phrag-ñi-śu-lṅa-pa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aprajñāpāramitā（二萬五千頌般若） 

上品 

般若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唐譯初分本］ 

Śes-rab-kyi-pha-rol-tu-phyin-pa stoṅ-phrag-brgya-pa 

Śat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十萬頌般若） 

金 

剛 

般 

若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羅什譯） 初期大乘佛教時期的《般若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菩提流支譯） 

瑜伽系所傳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真諦譯）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達磨笈多譯）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能斷金剛分〉（玄奘譯）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義淨譯） 

西藏譯本德格版 與菩提留支及真諦的譯本相合。 

西藏譯本北京版 與達摩笈多及玄奘譯本相近。 

那伽室

利般若 

《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失譯） 
初期大乘經，但非般若系統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八那伽室利分〉（玄奘譯） 

文殊 

般若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曼陀羅仙譯） 
流露了後期大乘佛法的特色。

但，還在演進過程中。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僧伽婆羅譯）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八曼殊室利分〉（玄奘譯） 

勝天王

般若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月婆首那譯） 《寶雲經》、《無上依經》與另

一部經輯集所成，屬後期大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六分〉（玄奘譯） 

理 

趣 

般 

若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十般若理趣分〉（玄奘譯） 

屬於「秘密大乘」。 

《實相般若波羅蜜經》（菩提流支譯）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不空譯） 

《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金剛智譯） 

《遍照般若波羅蜜經》（施護譯） 

《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法賢譯） 



15 

 

六分波

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十一到十六分：〈布施波羅蜜

多分〉、〈淨戒〉、〈安忍〉、〈精進〉、〈靜慮〉、

〈般若波羅蜜多分〉 

從般若法門的立場，將六波羅蜜

多分別的集出來。 

般 

若 

心 

經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羅什譯） 

在「中品般若」成立以後，以「中

品般若」的經文為核心，適應世

俗，轉化般若而與世俗神秘仰信

合流的經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玄奘譯） 

《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月譯）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般若等譯）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智慧輪譯）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法成譯）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施護譯） 

其 

他 

部 

類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不空譯）  

《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施護譯） 
前分是「中品般若」，後分是瑜

伽學者對般若法門的扼要解說。 

《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施護譯） 
略攝「中品般若」〈般若廣說三

乘〉法門的大義。 

《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惟淨譯） 
隨順有宗的見解，更引入秘密乘

的「大樂行」。 

《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天息災譯） 
短篇，含有秘密真言，受到「秘

密大乘」的影響。 
《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天息災譯） 

《帝釋般若波羅蜜多經》（施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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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大品般若經》三分與《小品般若經》，品名對照表 

 

「小品般若」29 品 「大品般若」90 品 

1.初品 （537a24-29） 

[缺] 

[缺] 

[缺] 

[缺] 

[缺] 

（537a29-b12） 

（537b13-26） 

（537b26-538b12） 

（538b13-23） 

（538b23-c14） 

（538c14-17） 

（538c17-19） 

（538c19-26） 

（538c26-27） 

同上 

（538c27-539a18） 

（539a18-20） 

[缺] 

[缺] 

（539a20-23） 

（539a23-b2） 

同上 

（539b2-6） 

（539b6-29） 

（539c1-540a6） 

1.序品 

2.奉鉢品 

3.習相應品 

4.往生品 

5.歎度品 

6.舌相品 

前分 

7.三假品 

8.勸學品 

9.集散品 

10.行相品 

11.幻學品 

12.句義品 

13.金剛品 

14.樂說品 

15.辯才品 

16.乘乘品 

17.莊嚴品 

18.問乘品 

19.廣乘品 

20.發趣品 

21.出到品 

22.勝出品 

23.等空品 

24.會宗品 

25.十無品 

26.無生品 

中分 

2.釋提桓因品 （540a8-c5） 

（540c5-25） 

（540c25-541b22） 

27.問住品 

28.幻聽品 

29.散華品 

3.塔品 （541c6-542a3） 

（542a3-b2） 

（542b2-543b10） 

（543b10-18） 

30.三歎品 

31.滅諍品 

32.大明品 

33.述成品 

4.明咒品 （543b20-c23） 

（543c23-544a25） 

（544a25-545a22） 

34.勸持品 

35.遣異品 

36.尊導品 

5.舍利品 （545a24-546a16） 37.法稱品 

6.佐助品 （546a24-547c11） 38.法施品 

7.迴向品 （547c13-549c26） 39.隨喜品 

8.泥梨品 （549c28-550b26） 

（550b26-551b29） 

40.照明品 

41.信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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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歎淨品 （551c7-552a25） 

（552a25-553a25） 

（553a25-553c15） 

42.歎淨品 

43.無作品 

44.遍歎品 

10.不可思議品 （553c17-555c10） 45.聞持品 

11.魔事品 （555c17-556c15） 

（556c15-557b15） 

46.魔事品 

47.兩過品（上） 

12.小如品 （557b17-28） 

（557b28-558b24） 

47.兩過品（下） 

48.佛母品 

13.相無相品 （558b26-559b27） 

（559b27-560a28） 

49.問相品 

50.成辦品 

14.船喻品 （560b1-c29） 51.譬喻品 

15.大如品 （561a8-561c22） 

（561c22-562b5） 

（562b5-563c26） 

52.知識品 

53.趣智品 

54.大如品 

16.阿惟越致相品 （563c29-564c29） 

（564c29-565c26） 

55.不退品 

56.堅固品 

17.深功德品 （566a7-567b27） 

（567b27-568b6） 

57.深奧品 

58.夢行品 

18.恒伽提婆品 （568b8-568c13） 

（568c13-569c17） 

59.河天品 

60.不證品 

19.阿毘跋致覺魔品 

20.深心求菩提品（上） 

（569c19-571b15） 

（571b23-572c16） 

61.夢誓品 

20.深心求菩提品（下） 

21.恭敬菩薩品（上） 

（572c17-573a28） 

（573b1-574a4） 

62.魔愁品 

21.恭敬菩薩品（下） 

22.無慳煩惱品（上） 

（574a4-574b20） 

（574b22-575a3） 

63.等學品 

22.無慳煩惱品（下） 

23.稱揚菩薩品（上） 

（575a3-575c3） 

（575c11-576a19） 

64.淨願品 

 

23.稱揚菩薩品（下） 

24.囑累品（上） 

（576a19-577a6） 

（577a8-b2） 

65.度空品 

24.囑累品（下） （577b2-578b12） 66.累教品 

25.見阿閦佛品 （578b14-579a21） 

（579a21-b11） 

同上 

同上 

67.無盡品 

68.攝五品 

69.方便品 

70.三慧品 

後分 

26.隨知品   

  71.道樹品 

72.道行品 

73.三善品 

74.遍學品 

75.三次品 

76.一念品 

77.六喻品 

78.四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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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善達品 

80.實際品 

81.具足品 

82.淨土品 

83.畢定品 

84.差別品 

85.七喻品 

86.平等品 

87.如化品 

27.薩陀波崙品 （580a23-584a19） 88.常啼品 

28.曇無竭品 

29.囑累品（上） 

（584a21-586b5） 

（586b7-20） 

89.法尚品 

29.囑累品（下） （586b21-c7） 90.囑累品 

 



19 

 

（附錄三）「中品般若」三分與「上品般若」中「空」的類集 

 

前
分 

七空 
大品本 性空、自相空、諸法空、無所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5

 

光讚本 內空、外空、（所）有空、無（所有）空、近空、遠空、真空。6
 

後
分 

十四空 

大品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空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

無散空、本性空、自相空、一切法空。7
 

放光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不有空、不見至

空、無底空、行空、性空、一切諸法自空。8
 

唐譯 

二分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

散無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9
 

唐譯 

三分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空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

無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10
 

中
分 

十六空 
唐譯 

三分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大空、空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

無散空、本性空、相空、一切法空、無性空、無性自性空。11
 

十八空 

唐譯 

二分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

散無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

空。12
 

大品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始空、

散空、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13
 

放光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最空、有為空、無為空、至竟空、不可得原空、

無作空、性空、諸法空、自相空、何所得空、無空、有空、有無空。14
 

光讚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真空、有為空、無為空、究竟空、無品空、本

淨空、自然相空、一切法空、無起空、無滅空、無形空、自然空、有形無形空。15
 

《
上
品
》 

二十空 
唐譯 

二分本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

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

空、無性自性空。16
 

 

                                                 
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3 習應品〉（大正 8，222c-223a）。 
6《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 8〈19 所因出衍品〉（大正 8，199b、203a）。 
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0〈68 攝五品〉（大正 8，367b24-27）。 
8《放光般若經》卷 15〈69 六度相攝品〉（大正 8，108b9-14）。 
9《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59（二分）〈67 相攝品〉（大正 7，320b20-c1）。 
1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23（三分）〈26 方便善巧品〉（大正 7，682b7-16）。 
1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88（三分）〈3 善現品〉（大正 7，480b3-6）。 
1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13（二分）〈16 三摩地品〉（大正 7，73a15-18）。 
1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68 攝五品〉（大正 8，250b4-7）。 
14《放光般若經》卷 4〈19 問摩訶衍品〉（大正 8，23a5-b8）。 
15《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 1〈3 行空品〉（大正 8，154c19-27）。 
16《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02（二分）〈2 分歡喜品〉（大正 7，8c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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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中本般若」分為三分的品名。（依《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來說） 

 

前分 中分 後分 

序  品 第 1 

奉鉢品 第 2 

習應品 第 3 

往生品 第 4 

歎度品 第 5 

舌相品 第 6 

三假品 第 7 

勸學品 第 8 

集散品 第 9 

相行品 第 10 

幻學品 第 11 

句義品 第 12 

金剛品 第 13 

樂說品 第 14 

辯才品 第 15 

乘乘品 第 16 

莊嚴品 第 17 

問乘品 第 18 

廣乘品 第 19 

發趣品 第 20 

出到品 第 21 

勝出品 第 22 

等空品 第 23 

會宗品 第 24 

十無品 第 25 

無生品 第 26 

問住品 第 27 

幻聽品 第 28 

散華品 第 29 

三歎品 第 30 

滅諍品 第 31 

大明品 第 32 

述成品 第 33 

勸持品 第 34 

遣異品 第 35 

尊導品 第 36 

法稱品 第 37 

法施品 第 38 

隨喜品 第 39 

照明品 第 40 

信毀品 第 41 

歎淨品 第 42 

無作品 第 43 

遍歎品 第 44 

聞持品 第 45 

魔事品 第 46 

兩過品 第 47 

佛母品 第 48 

問相品 第 49 

成辦品 第 50 

譬喻品 第 51 

知識品 第 52 

趣智品 第 53 

大如品 第 54 

不退品 第 55 

堅固品 第 56 

深奧品 第 57 

夢行品 第 58 

河天品 第 59 

不證品 第 60 

夢誓品 第 61 

魔愁品 第 62 

等學品 第 63 

淨願品 第 64 

度空品 第 65 

累教品 第 66 

無盡品 第 67 

攝五品 第 68 

方便品 第 69 

三慧品 第 70 

道樹品 第 71 

道行品 第 72 

三善品 第 73 

遍學品 第 74 

三次品 第 75 

一念品 第 76 

六喻品 第 77 

四攝品 第 78 

善達品 第 79 

實際品 第 80 

具足品 第 81 

淨土品 第 82 

畢定品 第 83 

差別品 第 84 

七譬品 第 85 

平等品 第 86 

如化品 第 87 

常啼品 第 88 

法尚品 第 89 

囑累品 第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