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初阶佛学读  
  
第十三课  烦恼与菩提 

 

    烦恼与菩提亦是相对的名词。有烦恼可舍，才说出有菩提可求，如果烦恼没有了，菩提之名也无

从安立了。 

 

    烦恼分有根本与枝末二种。无明是根本烦恼；随无明而起的枝末烦恼，叫做随烦恼。再扼要的说

一句?无明是因，烦恼是果；因为所有一切的大小烦恼，皆因无明而起的。由於无明的愚昧而迷於理，

就起贪、起瞠、起慢、起疑；迷於事，就起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这十种烦恼叫做

「五钝使」和「五利使」，都属於根本烦恼所摄，好像一个黑社会团体里的主席团；而无明又是根本

烦恼中的根本，好像主席团里的最高主席；其他种种的枝枝叶叶的烦恼，又好像在主席团组织支配之

下的一群恶少或喽罗了。 

 

    菩提是梵音，它的意义，我国旧译为「道」，新译为「觉」，是指一种能觉於道的智慧。大智度

论说，这智慧有三种，即一切智，道种智，一切 种智。一切智是了彻诸法真空之理的空智。一切诸法

缘起性空，空是一切诸法的总相，穷其体性，已入人生哲学幽玄的领域。道种智是分别观察一切诸法

现象的有 智，把一切万有的性质，现相，系统，因果关系等分析 得条理清楚，而获得结论，是属於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析的范畴。一切种智是了彻一切诸法的本体和现象的综合智慧，空有二智的统

一性，事理无得，心境一如， 是溶冶科学哲学於一炉的智慧，亦可以说是超科哲性的智慧。因这种彻

见诸法原理真相的智慧，已非普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世俗 知识能力所能揣测了。 

 

    在这三种菩提能觉的智慧中：一切智是照察本真，是二乘的觉智；道种智是观俗事物，是菩萨的

觉智；一切种智是空有不二，真俗双融，是佛陀圆满的觉智。我们凡夫众生为何没有这三种觉智呢？

就是为客尘的烦恼，障蔽真性，发不出菩提的觉智来。 

 

    烦恼是菩提觉性的敌人，它时常来侵犯觉性，想打劫觉性内在的智宝。觉性为了要卫护自己的智

宝，常常与烦恼的盗敌发生激烈的斗争， 稍一不慎，就会被它冲进来，丧失了一切智宝。这一场的战

争，我们可以叫它做情与智的战争，或者是爱与道的战争。发心勤求菩提的学者，须要小心翼翼，步

步为营，否则稍或疏忽，理智作了感情的俘虏，道心沦为爱欲的奴隶，那么，烦恼就威者为王，菩提

是败者为寇了。 

 

    明朝的理学家王阳明，在贵州的龙场地方剿荡盗贼。一天有友入山问他：「山中的盗贼还容易防

治吗」？王阳明说：「山中之贼倒易治，心内之贼却难防」。所谓 「心内之贼」，就是烦恼在作祟。

所以我们要证菩提，必先破除烦恼。昔人谓：「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我们学佛的人亦要说：「烦

恼未灭，何以为圣」？学佛出 家，也不过是要出烦恼之家，入菩提之室罢了。   

    问题练习：  

    1.一切烦恼与无明的关系如何？  

    2.菩提的意义是甚么？  

    3.菩提的觉智有几种？  

    4.三种智慧有何分别？  

    5.凡夫为何没有三种觉智？ 

    6.菩提的敌人是甚么？  

    7.情与智??爱与道的战争以何方胜利为好？  

    8.王阳明居士说过甚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