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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願」與「迴向」的修行意義 
 

《大乘義章》卷 9：「迴向義三門分別(釋名辨相一 修之所為二 約

對餘行辨定同異辨寬狹三) 

第一釋名辨其體相。言迴向者。迴己善法有所趣向。故名迴向。迴向

不同。一門說三。一菩提迴向。二眾生迴向。三實際迴向。菩提迴向

者。是其趣求一切智心。迴己所修一切善法趣求菩提一切種德。名菩

提迴向。眾生迴向者。是其深念眾生之心。念眾生故迴己所修一切善

法願以與他。名眾生迴向。問曰。佛法無有自作他人受報。亦無他作

自己受果。菩薩何須迴己善法施與他人。設令與之他人云何得此善利。

釋言。佛法雖無自業他人受果。亦無他業自己受報。非無彼此互相助

緣。以相助故得以己善迴施於彼。以迴向故於未來世常能不捨。利益

眾生助令修善。故須迴向。又復迴向即是己家能化之因。迴向力故未

來世中眾生見者敬順受法。即是己家能化之果。良以佛法自作自受故。

須迴向以成己家能化之因。使未來世成就己家能化之果。堪能益物。

三實際迴向。是厭有為求實之心。為滅有為趣求實際。以己善根迴求

平等如實法性。名實際迴向(此一門竟)。 

 

次明修習迴向所為。何故修習菩提迴向。所為有三。一者為去。二者

為住。三為增廣善根。言為去者。一切凡夫心性樂有。若不迴向所修

善法堅住三界不得出離。以迴向故令所修善出離諸有。故修迴向。言

為住者。一切有為無常磨滅。若不迴向所修善根三有受報。受報已滅

不得常住。以迴向故令所修善盡未來際常住不滅。故經中說。如海龍

王注一滴雨欲令此雨經劫不滅。若經平地無由可得。降之大海經劫不

盡。迴向如是。求菩提故令所修善常住不盡。言增廣者。為有修善局

狹不多。為佛修善廣多無量。故修迴向。是義云何。菩提果德廣大無

邊。用一善根迴求彼。故於大菩提一一德邊皆有善生。一善迴向增廣

既爾。一切善根迴向例然。是故經中宣說迴向以為大利。為是三義。

故須修習菩提迴向。何以故修習眾生迴向。所為亦三。一者為去。二

者為住。三為增廣善根。言為去者。一切眾生心樂自樂。若不修此眾

生迴向。得樂便住不能隨物在苦攝化。以迴向故得樂不住。常能隨物

化益眾生。言為住者。若不修此眾生迴向。得寂即滅不肯住世饒益眾

生。以迴向故常在世間。饒益眾生。為增廣者。自善狹。小曠益善多。

為令諸善隨物廣多。故須修習。是義云何。如修一善用以迴施一切眾

生。眾生無邊令此一善增廣無邊。一善迴向增廣既爾。一切善根增廣

例然。為是三義。是故修習眾生迴向。何故修習實際迴向。所為亦三。

一者為去。二者為住。三為增廣善根。言為去者。一切眾生心性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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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修此實際迴向。所修善根隨有繫著不能捨離。以迴向故令所修善

捨相出離。故須修習。言為住者。情相之法性自浮危。依之起善磨滅

不住。要與理合方得固安。故經說言。以法常故諸佛亦常。為令諸善

合理常住。故須修習。為增廣者。隨相修善局狹不多。行與理冥方乃

廣大。如理無邊。是故菩薩為令所修諸善如理廣大。是故修習。所為

如是(此二門竟)。 

次對餘行辨其同異寬狹之義。先辨同異。問曰。願心亦願菩提。願利

眾生。願證實際。與三迴向有何差別。釋言。此二有同有異。所願所

向三義不殊。故說為同。所言異者真爾悕求。名之為願。挾善趣彼說

為迴向。次辨寬狹。問曰。迴向遍迴眾善。精進之心通策諸行。何者

為寬。釋言。此二雖並通遍。迴向恒寬。精進恒狹。何故如是。精進

但策未生諸善。故名為狹。迴向通迴已起未起一切善法。故名為寬。」 

 

 

《菩薩善戒經》：「云何菩薩發大誓願有五種。一者發心發願。二者有

發願。三者行發願四者善發願。五者大發願。初發菩提心時名發心發

願。為利眾生生人天故名有發願。為眾生故修無量心名行發願。修集

一切菩薩善法名善發願。不惜身命護持正法名大發願。菩薩若以十種

供養佛法僧寶護持正法。見持法者供養恭敬。是名大發願。菩薩摩訶

薩生兜率天乃至大涅槃。是名大發願。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乃至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大發願。菩薩摩訶薩為度眾生遍在諸有隨而

受身。是名大發願。菩薩摩訶薩常以大乘菩薩法藏菩薩摩夷教化眾生。

是名大發願。菩薩摩訶薩凡所演說無不利益。無善根者令生善芽。是

名大發願。」  

 

《大智度論》：「問曰：何等是「方便迴向」，以少布施而得無量無邊

功德？答曰：雖少布施，皆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作是念：

「我以是福德因緣，不求人天中王及世間之樂，但求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量無邊，是福德亦無量無邊；又以

是福德為度一切眾生，如眾生無量無邊故，是福德亦無量無邊。復次，

是福德用大慈悲，大慈悲無量無邊故，是福德亦無量無邊。」 

 

《大智度論》：「若以著心取相念薩婆若者，不名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譬如雜毒食，初雖香美，後不便身。若菩薩分別過去、現在諸

佛薩婆若者，應與三世合；今不取相故，則無有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