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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佛典丛书：百法明门论讲析》是研习唯识学的基础读物，为大乘佛教对宇宙万有之分
类，明乎此则知“万法唯识”之历，可得正确的宇宙人生观；所述“五位百法”是唯识
学的名相提纲；亦为瑜伽行学派对心理学的简要说明，从而探涉心理活动及心理现象的
体性、作用，乃至对善心理的提倡，对恶心理的对治（医疗），以达到净化社会和完善
人格。《佛典丛书：百法明门论讲析》不仅为唯识学之敲门砖，亦是进入中观学派的奠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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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二）精进
梵语为Virya，巴利语为Viriya。音译为毗梨耶或毗离耶，意译为精勤、勤精进、进、勤
等。以勇敢不退地断恶修善为性，对治懈怠、完满各种善法为业。就是说一方面修诸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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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唯恐不及，一方面断诸恶业，唯恐不尽，要有精心恒存有进无退之志，故名“精进
”。又意译为勤，乃指努力进取，止恶行善的不懈意志。依佛教教义于修善断恶，去染
转净之修行过程中，精进为修道之根本，故俱舍宗列为“十大善地法”之一，唯识宗列
为十一善心所之一。精进为三十七道品中之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之一
。亦为六波罗蜜、十波罗蜜之一。
关于精进与精进波罗蜜之别，诸经论中说法不一，据《优婆塞戒经》卷七《毗梨耶波罗
蜜品》、《大智度论》卷十六等所举，精进乃指世间及三十七道品中之精进；精进波罗
蜜则指菩萨为证佛道之精进。据《月灯三昧经》卷六载，修菩萨行者，于诸梵行念念进
修而精勤无怠，故有十种利益：①他不折伏，指不为一切邪论妄计所折伏。②得佛所摄
，指为诸佛所摄受而不舍弃。③为非人所护，非人指鬼神及天龙八部之类。谓于一切时
处，为鬼神之类所卫护。④闻法不忘，指于所闻之法，常能忆持而不忘失。⑤未闻能闻
，谓修菩萨行者乐法之心无有厌足，往昔所未闻者，今皆得闻。⑥增长辩才，指精通于
诸法义，辩才增长，随问随答而无疑碍。⑦得三昧性，三昧即正定。指身心寂静，定性
现前，不为世相所迁。⑧少病少恼，指善能调适身心，常得轻安而少病少恼。⑨得食能
消，指于饮食方面，食已即消，而无停滞之患。⑩如优钵罗花，指虽处于生死之境，犹
如青莲花（优钵罗花）出污泥而不染，使见者生仰慕之心。《大乘庄严经论》卷八亦举
出七种功得利益，即：①得现法乐住经。②得世间法。③得出世间法。④得资财。⑤得
动静。⑥得解脱。⑦得菩提。
就精进之种类而论，诸经论中亦有多说，~兹列举如下：
1.据《大乘庄严经论》卷八，列出了六种精进，即：增减、增上、舍障、入真、转依、
大利。此外，亦举出弘誓、发行、无下、不动、无厌等五种精进。同论另将三乘之精进
配以上、中、下三品，即：声闻之精进为下品，缘觉之精进为中品，菩萨之精进属上品
；又以声闻、缘觉二乘小利之精进为下觉，菩萨大利之精进为上觉。
2.据《大智度论》卷十六将菩萨之精进分为身精进与心精进二种：精进虽为心数（心所
）法，然由身力而出，故称身精进，如布施、操戒是为身精进，而修忍辱、禅定、智慧
是为心精进；勤修外事为身精进，内自专精为心精进；为福德之精进为身精进，为智慧
之精进为心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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