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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成佛之道 
菩薩行者從發菩提心開始，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一、南傳菩薩道 
（1）觀禪有十六觀智： 1 名色分別智；2 緣攝受智；3 思惟智；4 生
滅智；5 壞滅智；6 怖畏智；7 過患智；8 厭離智；9 欲解脫智；10 審
察智；11 行捨智；12 隨順智；13 種姓智；14 道智；15 果智；16 省
察智。當修行到行捨智時，若行者有想要成佛的強烈意願，將不取
證聲聞果，一直停在行捨智，累積足夠的波羅蜜往佛陀面前受記。 
（2）菩薩於佛前初次受記的條件有八項： 
一、是人。二、是男人。 
三、波羅蜜已經圓滿到他在那一生足以證得阿羅漢果。 
四、遇到一位佛陀（給與授記）。 
五、是一位相信業力的隱士或佛教的比丘。 
六、具備四禪八定與五神通。 
七、有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修波羅蜜的非凡精進力。 
八、善欲足夠強大到令他發願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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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授記的三種菩薩的波羅蜜： 
a利根的慧者菩薩若有意在他被授記的那一世證得阿羅漢，他有能力
在佛陀還未講完一首四行偈的第三行時，即證得阿羅漢果，連同六
神通與四無礙解智。 
b中根的信者菩薩若有意在他被授記的那一世證得阿羅漢，他有能力
在佛陀還未講完一首四行偈的第四行時，即證得阿羅漢果等。 
c鈍根的精進者菩薩若有意在他被授記的那一世證得阿羅漢，他有能
力在佛陀剛講完一首四行偈的第四行時，即證得阿羅漢果等。 
（4）菩薩被授記後累積十波羅蜜：1.布施 2.戒 3.出離 4.般若 5.精進 
6.忍 7.真諦 8.決意 9.慈 10.捨波羅蜜。這些波羅蜜有三個層次，即一
般波羅蜜、近波羅蜜和勝義波羅蜜。這三個層次的波羅蜜圓滿後成
佛。最後一世的菩薩在降魔前還是凡夫。 
（5）成佛所需的時間： 
a慧者菩薩被授記後，只須再修習四阿僧祗又十萬劫即可成佛。 
b信者菩薩被授記後，須再修習八阿僧祗又十萬劫方能成佛。 
c精進者菩薩被授記後，須再修習十六阿僧祗又十萬劫方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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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傳菩薩道 
【1】阿含經論的看法 
（1）四波羅蜜：菩薩廣修布施、持戒、精進和般若等四波羅蜜。 
（2）修行的五道：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學道。 
諸菩薩先以三阿僧祇劫圓滿資糧道上品的福慧資糧，接著以百劫
修成相好之因。在最後一生，坐菩提樹下，黃昏降魔（菩薩在降
魔前還是凡夫）；於初夜入四禪後現證加行、見、修三道，於後
夜現證無學道（從加行道煖位至無學道，一座成佛）。 
（3）成佛所需的時間：《大毘婆沙論》說：「初劫阿僧企耶逢事
七萬五千佛，最初名釋迦牟尼，最後名寶髻。第二劫阿僧企耶逢
事七萬六千佛，最初即寶髻，最後名然燈。第三劫阿僧企耶逢事
七萬七千佛，最初即然燈，最後名勝觀。於修相異熟業九十一劫
中，逢事六佛，最初即勝觀，最後名迦葉波。當知此依釋迦菩薩
說。」釋迦菩薩最始值遇「古釋迦牟尼佛」而發心，迦葉佛是釋
尊所逢事的最後一佛，此後釋尊就上昇兜率天，準備下生成佛。
由上可知，釋尊成佛過程，第一階段以三阿僧祇劫累積菩提資糧，
第二階段是修習相好異熟之業 ，釋尊由於精進以九十一劫完成。 



5 

【2】大乘經論的看法 
（1）修行的五道：菩薩行者開始發心，進入資糧道、加行道、見道、
修道，於無學道時成佛。於見道、修道中，分成菩薩十地。初地以上
的菩薩都是聖者，不是凡夫。 
（2）菩薩道的十波羅蜜：1 布施、2 淨戒、3 安忍、4 精進、5 靜慮、6 
般若、7 方便、8 願，9力、10 智，分別配上菩薩的十地：第一極喜地，
第二離垢地，第三發光地，第四焰慧地，第五難勝地，第六現前地，
第七遠行地，第八不動地，第九善慧地，第十法雲地。 
（3）菩薩被授記的條件：菩薩行者證得無生法忍後，便堪得受記，
《大般若經‧第四分》說：「佛告善現：『汝所不見、所不得法所有
實相，即是菩薩無生法忍。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無生法忍，便於無
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記。』」《大般若經‧第二分》說： 「復次，善現！
諸菩薩摩訶薩住第七地時，……一者、應圓滿通達空。二者、應圓滿證
無相。三者、應圓滿知無願。……九者、應圓滿無生忍智。…」  
第七地菩薩已經圓滿前六度，故受記後進入新的階段，以方便善巧，
來作利他的四攝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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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佛所需的時間：依據《現觀莊嚴論》，從受記到成佛的時間
有所不同，因為菩薩行者分成利根、中根和鈍根三種根性：1 利根的
菩薩行者，從加行道「暖位」開始，就能一路邁向成佛而不退轉；2 
中根的菩薩行者，從獲得菩薩正性離生開始，就能一路邁向成佛而不
退轉；3 鈍根的菩薩行者，從獲得無生法忍開始，就能一路邁向成佛
而不退轉。 
（5）被授記的菩薩的長時累積資糧：有時生在人間，有時生在欲界
天，有時生在色界天，不斷利益眾生。這些被授記的菩薩，（a）若
生於佛已入滅但仍有佛法之處，將以三乘教法來引導眾生；（b）若
生於無佛之處，有時以轉輪王的身份來教導眾生，使之奉行十善；有
時以外道師尊的身份來教導眾生實踐三福業事（施類、戒類、修類），
在釋尊的本生中就有許多這些實例。 
這些「已被授記的菩薩」是名符其實的「未來佛」，有時假名為「佛」
或「阿羅漢再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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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1.南傳和北傳的菩薩行者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以大悲心來利益
眾生，經過阿僧祗劫以上的長時間來累積波羅蜜。 
2.這些菩薩行者於佛前受記後，依據利根、中根和下根菩薩的不
同，成佛時間的長短雖有不同，但是從無窮的時間來看，都是
「有限有量」的。 
3. 諸佛因其波羅蜜的成熟，最後一世無師而自證道智、果智和一
切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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