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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人覺經》參考資料 

為佛弟子。常於晝夜。至心誦念八大人覺。 

1、《大乘義章》：「八大人覺者。佛是大人。諸佛大人覺知此法為涅槃

因。名大人覺。所覺不同。一門說八。」 

 

2、《成唯識論》：「云何為念。於曾習境令心明記不忘為性。定依為業。

謂數憶持曾所受境令不忘失能引定故。」 

 
3、《增壹阿含經》：「汝今所念者，正是大人之所思惟也。」 

 

初無常無我覺 

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

滅變異。虗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察漸離生

死。 

1、此入道之初門。 

 
2、《瑜伽師地論》：「云何建立阿賴耶識雜染還滅相。謂略說阿賴耶識

是一切雜染根本。所以者何。由此識是有情世間生起根本。能生諸根

根所依處及轉識等故。亦是器世間生起根本。由能生起器世間故。亦

是有情互起根本。一切有情相望互為增上緣故。所以者何。無有有情

與餘有情互相見等時。不生苦樂等更相受用。由此道理當知有情界互

為增上緣。又即此阿賴耶識。能持一切法種子故。於現在世是苦諦體。

亦是未來苦諦生因。又是現在集諦生因。如是能生有情世間故。能生

器世間故。是苦諦體故。能生未來苦諦故。能生現在集諦故。當知阿

賴耶識是一切雜染根本。」 

 
3、《成實論》：「四大假名故有。遍到故名大。」 

 
4、《大智度論》：「問曰：何以不問「無惱、無病」，而問「少惱、少

患」？ 

答曰：聖人實知「身為苦本，無不病時」。何以故？是四大合而為身。

地、水、火、風，性不相宜，各各相害。譬如疽瘡，無不痛時，若以

藥塗，可得少差而不可愈；人身亦如是，常病常治，治故得活，不治

則死。以是故，不得問「無惱、無病」。外患，常有風、雨、寒、熱

為惱故。復有身四威儀：坐、臥、行、住，久坐則極惱，久臥、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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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行皆惱。以是故問「少惱、少患」。」 

 
5、《大智度論》：「食厭想」者，觀是食從不淨因緣生。如肉從精血水

道生。是為膿虫住處；如酥乳酪，血變所成，與爛膿無異；廚人污垢，

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爛涎，二道流下，與唾和合，然後成味，

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持、水爛，風動、火煮，如釜熟糜，滓濁下

沈，清者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為屎，清者為尿。腰有三孔，風吹膩

汁，散入百脈，與先血和合，凝變為肉。從新肉生脂、骨、髓，從是

中生身根；從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識，

分別取相，籌量好醜；然後生我、我所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觀食

如是本末因緣，種種不淨。知內四大與外四大無異，但以我見故，強

為我有。」 

 
6、《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然今是身眾苦所依，諸有智者當生厭離，

如過去世迦葉如來，為諸禽獸而說偈言： 

『是身為苦本，  餘苦為枝葉， 若能斷苦本，  眾苦悉皆除。 

 汝等先世業，  造罪心不悔， 感得不可愛，  雜類受苦身。 

 若起殷重心，  一念求懺悔， 如火焚山澤，  眾罪皆銷滅。 

是身苦不淨，   無我及無常，   汝等咸應當，  深生厭離心。」 

 
7、《妙法聖念處經》：「 

  世及出世間  一切由心造   猶如工畫師   巧善皆成就 

 沈溺於三有  出離亦由心   如蠶自纏縛   迷執諸境界。」 

 
8、《大智度論》：「諸一切有為法，因緣生故無常；本無今有、已有還

無故無常。因緣生故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無我故，有智者不

應著我我所；若著我我所，得無量憂愁苦惱。一切世間中，心應厭求

離欲。」 

 
9、《成實論》：「經中說。若無常即是苦。苦即是無我。故無常想能具

苦想。苦想能具無我想。答曰。經中說。無常想修。聖弟子心能住無

我想。故無常想能具足無我想。」 

10、《大智度論》：「問曰：若「無常即是苦」者，道亦是苦，云何以

苦離苦？答曰：無常即是苦，為五受眾故說；道雖作法故無常，不名

為苦。所以者何？是能滅苦，不生諸著，與空、無我等諸智和合故，

但是無常而非苦。如諸阿羅漢得道時，說偈言： 

 我等不貪生，  亦復不樂死；  一心及智慧，  待時至而去！ 

佛取涅槃時，阿難等諸未離欲人，未善修八聖道故，皆涕泣憂愁；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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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欲阿那含，皆驚愕；諸漏盡阿羅漢，其心不變，但言「世間眼滅疾！」

以得道力故，雖從佛得大利益，知重佛無量功德而不生苦。以是故，

知道雖無常，非苦因緣故，不名為苦；但五受眾是苦。何以故？愛著

故，無常敗壞故。」 

 

 

二常修少欲覺 

第二覺知。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

心自在。 

1、《大智度論》：「菩薩常以種種因緣，毀訾五欲。「欲為熾然」者，

若未失時，三毒火然；若其失時，無常火然。二火然故，名為「熾然」，

都無樂時。「欲為穢惡」者，諸佛、菩薩、阿羅漢等諸離欲者，皆所

穢賤。譬如人見狗食糞，賤而愍之，不得好食，而噉不淨；受欲之人，

亦復如是，不得內心離欲之樂，而於色欲不淨求樂。「欲為毀壞」者，

著五欲因緣故，天王、人王、諸富貴者，亡國、危身，無不由之！「欲

如怨」者，失人善利；亦如刺客，外如親善，內心懷害；五欲如是，

喪失善心，奪人慧命。五欲之生，正為破壞眾善，毀敗德業故出。又

知五欲如鉤賊魚、如掠害鹿、如燈焚蛾；是故說「欲如怨」。怨家之

害，不過一世；著五欲因緣，墮三惡道，無量世受諸苦毒。」 

 
2、《大智度論》：「凡夫人受苦時，心生愁惱，為瞋使所使，心但向五

欲。如佛所說：夫人除五欲不知更有出苦法，於樂受中，貪欲使所使；

不苦不樂受中，無明使所使；凡夫人受苦時，內受三毒苦，外受寒熱、

鞭杖等。如人內熱盛，外熱亦盛。如經說：凡夫人失所愛物，身、心

俱受苦，如二箭雙射；諸賢聖人無憂愁苦，但有身苦，更無餘苦。」 

 
3、《瑜伽師地論》：「又諸欲自性略有二種。一者事欲。二者煩惱欲。

事欲有二。一者穀彼所依處。謂田事。二者財彼所依處。謂金銀等事。

何以故。諸求穀者必求田事。諸求財者必求金銀等事。求金銀等復有

二種。一者事王。二者商賈。求穀求田方便須牛。求財事王方便須馬。

求財商賈所有方便。若金銀等共相應者。謂諸寶珠。金銀異類不相應

者。謂環釧等。此舉最勝。若買賣言說事務當知亦爾。積集如是財穀

事已。受用戲樂所有助伴。謂諸女色。若未積集招集守護。及息利中

所有助伴。謂諸僮僕。如是財穀積集廣大。於此處所耽樂不捨。如是

一切皆名事欲。煩惱欲者。謂於事欲隨逐愛味。依耽著識發生種種妄

分別貪。又於事欲由煩惱欲。令心沈沒成下劣性。若彼事欲變壞散失

便生諸漏。愁歎憂悲種種苦惱纏繞其心。彼由如是於現法中諸漏蔽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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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有對治。猶如船破水漸盈溢。招集當來生老病等種種苦惱。若於諸

欲已得出離。便能永絕隨欲愛味發起貪著諸染污識。猶如斷截多羅樹

頂不復生長。」 

 
4、《瑜伽師地論》：「又煩惱欲發動事欲。令生種種雜染過患。謂諸所

有妄分別貪未斷未知故。先為欲愛之所燒惱。欲愛燒故追求諸欲。追

求欲故便受種種身心疲苦。雖設功勞。若不稱遂。便謂我今唐捐其功。

乃受劬勞無果之苦。設得稱遂便深戀著。守掌因緣受防護苦。若受用

時貪火所燒。於內便受不寂靜苦。若彼失壞受愁憂苦。由隨念故受追

憶苦。又由是因發起身語及意惡行。又出家者棄捨欲時。雖復捨離煩

惱欲。因欲復還起。又唯煩惱欲因緣故。能招欲界生老病死惡趣等苦。

如是等輩雜染過患。皆煩惱欲以為因緣。是故世尊唯煩惱欲說名為欲

非於事欲。」 

 
5、《雜阿含經》：「佛告比丘：「云何取故生著？愚癡無聞凡夫於色見

是我、異我、相在，見色是我、我所而取；取已，彼色若變、若異，

心亦隨轉；心隨轉已，亦生取著，攝受心住；攝受心住故，則生恐怖、

障礙、心亂，以取著故。愚癡無聞凡夫於受、想、行、識，見我、異

我、相在，見識是我、我所而取；取已，彼識若變、若異，彼心隨轉；

心隨轉故，則生取著，攝受心住；住已，則生恐怖、障礙、心亂，以

取著故，是名取著。云何名不取不著？多聞聖弟子於色不見我、異我、

相在，於色不見我、我所而取；不見我、我所而取色，彼色若變、若

異，心不隨轉；心不隨轉故，不生取著，攝受心住；不攝受住故，則

不生恐怖、障礙、心亂，不取著故。如是受、想、行、識，不見我、

異我、相在，不見我、我所而取。彼識若變、若異，心不隨轉；心不

隨轉故，不取著，攝受心住；不攝受心住故，心不恐怖、障礙、心亂，

以不取著故，是名不取著。是名取著、不取著。」 

 

三知足守道覺 

第三覺知。心無厭足。惟得多求。增長罪惡。菩薩不爾。常

念知足。安貧守道。惟慧是業。 
1、《瑜伽師地論》：「又有四種。為令解脫速得圓滿。勤修行者聖解脫

欲勝任持法。為斷四愛。增上力故。謂為衣服飲食臥具少有所求。無

作無亂。時無虛度。勤修方便。心離散亂。樂斷煩惱。樂修正道。」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問少欲喜足俱對治貪無貪為性。何故喜足

立聖種非少欲耶。答少欲之名有過失有增益。喜足不爾。有過失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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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少欲不言無欲故。有增益者於實無欲而名少欲故。於喜足中無如是

事故立聖種。----有說。為異外道故。不說少欲為聖種。若說少欲為

聖種者。諸外道輩當作是言我等真是住聖種者。所以者何。汝等猶著

糞掃衣而我等露形無衣。汝等猶乞食自活。而我等多自餓不食。汝等

猶坐樹下而我等或常舉手蹻足而住。是故我等真名住聖種者。為遮彼

故但說喜足為聖種。外道於有有具不喜足故。」 

 
3、《瑜伽師地論》：「云何少欲。謂雖成就善少欲等所有功德。而不於

此欲求他知。謂他知我具足少欲成就功德。是名少欲。云何喜足。謂

於隨一衣服飲食臥具等事。便生歡喜生正知足。於所未得所有衣服或

麁或妙。更無悕望更無思慮。於所已得不染不愛。如前廣說而受用之。

如於衣服於其飲食臥具等事當知亦爾。是名喜足。云何易養。謂能獨

一自得怡養不待於他。或諸僮僕或餘人眾。又不追求餘長財寶。令他

施者施主等類。謂為難養。是名易養。云何易滿。謂得微少便自支持。

若得麁弊亦自支持。是名易滿。」 

 
4、《大智度論》：「與二種不信相違，故名二種信：一者、知般若實義

信，得如說果報；二者、信經卷言語文字，得功德少。邪見罪重故，

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喻譬：「如種苦種，雖

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人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

與此相違，名為正見。」 

 

四常行精進覺 

第四覺知。懈怠墜落。常行精進。破煩惱惡。摧伏四魔。出

陰界獄。 

1、《成唯識論》：「云何懈怠。於善惡品修斷事中懶惰為性。能障精進

增染為業。謂懈怠者滋長染故。於諸染事而策勤者亦名懈怠。退善法

故。於無記事而策勤者於諸善品無進退故是欲勝解。非別有性。如於

無記忍可樂欲非淨非染無信不信。云何放逸。於染淨品不能防修縱蕩

為性。障不放逸增惡損善所依為業。謂由懈怠及貪瞋癡不能防修染淨

品法。總名放逸。非別有體。」 

 
2、《成唯識論》：「勤謂精進。於善惡品修斷事中勇悍為性。對治懈怠

滿善為業。勇表勝進簡諸染法。悍表精純簡淨無記。即顯精進唯善性

攝。此相差別略有五種。所謂被甲加行無下無退無足。即經所說有勢

有勤有勇堅猛不捨善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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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方等大集經》：「若能觀法如幻相者。是人則能破壞陰魔。若見

諸法悉是空相。是人則能壞煩惱魔。若見諸法不生不滅。是人則能破

壞死魔。若除憍慢則壞天魔。復次善男子。若知苦者能壞陰魔。若遠

離集破煩惱魔。若證滅者則壞死魔。若修道者則壞天魔。」 

 

△五多聞智慧覺。 

第五覺悟。愚癡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成就

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 
1、《維摩詰所說經》：「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 

 
2、《別譯雜阿含經》：「云何聞慧？如實知苦，知苦諦；如實知習，知

習諦；如實知道，知道諦；如實知滅，知滅諦；是名聞慧具足。」 

 
3、《佛性論》：「聞者自聞令他聞。不令他倒聞。不障他聞。因四聞故。

今世得聞及思修等。可為法器。三慧具足。」 

 
4、《瑜伽師地論》：「又修行者於彼諸行正觀察時。先以聞 所成 慧如

阿笈摩。了知諸行體是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空及無我。 彼隨 聖教

如是勝解如是通達。既通達已復以推度相應思惟所成微 細作意。 即

於彼境如實了知。即由如是通達了知增上力故。於彼 相應煩惱現 行

現法。當來所有過患如實觀察。由思擇力為依止故。 設復生起而 不

實著。即能捨離。彼由如是通達了知及思擇力多修 習故。能入正 性

離生。既入正性離生已。由修道力漸離諸欲。彼 由思擇見道二種 力

故。隨其所應斷諸煩惱。謂不現行斷故。及一 分斷故。由修道力 究

竟離欲。如是由前二種漸離欲貪。由修道力 心得解脫。」 

 
5、《圓覺義經》：「善男子！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

長我見。」 

 
6、四無礙智，四無礙辯。是為諸菩薩說法之智辯，故約於意業而謂

為解，謂為智，約於口業而謂為辯。一法無礙，名句文能詮之教法名

為法，於教法無滯，名為法無礙。二義無礙，知教法所詮之義理而無

滯，名為義無礙。三辭無礙，又云詞無礙。於諸方言辭通達自在，名

為辭無礙。四樂說無礙，又云辯說無礙。以前三種之智為眾生樂說自

在，名為樂說無礙。」 

 

六布施平等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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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覺知。貧苦多怨。橫結惡緣。菩薩布施。等念怨親。不

念舊惡。不憎惡人。 

1、《瑜伽師地論》：「若器世間一切盛事年時日夜月半月等漸漸衰微。

所有氣味唯減不增。如是一切是貪欲增上果。」 

 
2、《大智度論》：「復次，菩薩於眾生前，種種因緣、種種譬喻而為說

法，毀呰慳貪。夫慳貪者，自身所須，惜不能用；見告求者，心濁色

變，即於現身聲色醜惡；種後世惡業故，受形醜陋。先不種布施因緣

故，今身貧賤；慳著財物，多求不息，開諸罪門；專造惡事故，墮惡

道中！復次，生死輪轉利益之業，無過布施，今世、後世隨意便身之

事，悉從施得；施為善導，能開三樂：天上、人中、涅槃之樂。所以

者何？好施之人，聲譽流布，八方信樂，無不愛敬；處大眾中無所畏

難，死時無悔。其人自念：我以財物殖良福田，人、天中樂，涅槃之

門，我必得之！所以者何？施破慳結，慈念受者；滅除瞋惱，嫉妬心

息；恭敬受者，則除憍慢；決定心施，疑網自裂；知施果報，則除邪

見及滅無明。如是等諸煩惱破，則涅槃門開。」 

 
3、《佛說佛名經》：「怨親平等者。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無彼我想。何

以故爾。若見怨異親則是分別。以分別故起諸想著。想著因緣生諸煩

惱。煩惱因緣造諸惡業。惡業因緣故得苦果。」 

 
4、《大智度論》：「是菩薩以畢竟空心，煩惱微薄、怨親平等，作是念：

「怨親無定，以因緣故，親或為怨，怨或為親。」---如是思惟、籌量、

分別，「中人、怨家，雖於我無用，而是佛道因緣」，是故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 

 

七出家梵行覺 

第七覺悟。五欲過患。雖為俗人。不染世樂。常念三衣瓦鉢

法器。志願出家。守道清白。梵行高遠。慈悲一切。 
1、《大寶積經》：「復次長者。在家菩薩若入僧坊在門而住。五體敬禮

然後乃入。當如是觀。此處即是空行之處。無相行處。無作行處。慈

悲喜捨四梵行處。是正行正住所安之處。我當何時捨於家垢。我當何

時住如是行。應生如是欲出家心無有在家。修集無上正覺之道。皆悉

出家趣空閑林。修集得成無上正道。在家多塵污。出家妙好。在家具

縛。出家無礙。在家多垢。出家捨離。在家惡攝。出家善攝。在家沒

於愛欲淤泥。出家遠離愛欲淤泥。在家凡俱。出家智俱。在家邪命。

出家淨命。在家多垢。出家無垢。在家衰減。出家無減。在家處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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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歡喜。在家則是眾惡梯隥。出家離隥。在家繫縛。出家解脫。在

家畏懼。出家無畏。在家謫罰。出家無罰。在家多患。出家無患。在

家煩熱。出家無熱。在家多求苦。出家無求樂。在家掉動。出家無動。

在家貧苦。出家無苦。在家怯弱。出家無怯。」 

 
2、《十住毘婆沙論》：「是在家菩薩。如是思惟出家功德。於出家者心

應貪慕。我何時當得出家得有如是功德。我何時當得出家次第具行沙

門法。則說戒布薩安居自恣次第而坐。我何時當得聖人所著戒定慧解

脫解脫知見熏修法衣。何時當得持聖人相。何時當得閑林靜住。何時

當得持鉢乞食得與不得。若多若少若美若惡若冷若熱次第而受趣以支

身如塗瘡膏車。何時當得於世八法心無憂喜。何時當得關閉六情如縶

狗鹿魚蛇猴鳥。狗樂聚落鹿樂山澤。魚樂池沼蛇好穴處。猴樂深林鳥

依虛空。眼耳鼻舌身意常樂色聲香味觸法。非是凡夫淺智弱志所能降

伏。唯有智慧堅心正念。乃能摧伏六情寇賊不令為患自在無畏。何時

當得樂欲坐禪誦讀經法樂斷煩惱樂修善法樂著弊衣。趣足障體。念昔

在俗多行放逸。今得自利又利他故。當勤精進。何時當得隨順菩薩所

行道法。何時當得亦為世間作無上福田。何時當得離恩愛奴。何時當

得脫是家獄。」 

 
3、《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出家菩薩勝在家，算分喻分莫能比。在家逼迫如牢獄，欲求解脫甚為難， 

出家閑曠若虛空，自在無為離繫著。諦觀在家多過失，造諸罪業無有邊， 

營生貪求恒不足，猶如大海難可滿。阿耨達池龍王等，四角涌出四大河， 

大中小河所有水，晝夜流注無暫歇，然彼大海未甞滿。所貪舍宅亦如是， 

在家多起諸惡業，未甞洗懺令滅除，空知愛念危脆身，不覺命隨朝露盡。 

琰魔使者相催逼，妻子屋宅無所隨，幽冥黑闇長夜中，獨往死門隨業受。 

諸佛出現起悲愍，欲令眾生厭世間，汝今已獲難得身，當勤精進勿放逸。 

在家屋宅深可厭，空寂寶舍難思議，永離病苦及憂惱，諸有智者善觀察。 

當來淨信善男女，欲度父母及眷屬，令入無為甘露城，願求出家修妙道， 

漸漸修行成正覺，當轉無上大法輪。」 

 
4、《瑜伽師地論》：「又諸菩薩或在家分或出家分。雖復同於如是四法

正勤修學。而出家者於在家者。甚大殊異甚大高勝。所以者何。當知

一切出家菩薩。於其父母妻子親屬攝受過患皆得解脫。在家菩薩則不

如是。又復一切出家菩薩。於為攝受父母親屬。營農商估事王業等種

種艱辛遽務憂苦。皆得解脫。在家菩薩則不如是。又復一切出家菩薩。

一向能行鉤鎖梵行。在家菩薩則不如是。又復一切出家菩薩。普於一

切菩提分法速證通慧。隨所造修彼彼善法。皆能疾疾到於究竟。在家

菩薩則不如是。又復一切出家菩薩。安住決定清淨律儀。凡所發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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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信奉。在家菩薩則不如是。如是等類無量善法。當知一切出家菩薩

於在家者。甚大殊異甚大高勝。」 

 

八大心普濟覺 

第八覺知。生死熾然。苦惱無量。發大乘心。普濟一切。願

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 
1、《地藏菩薩本願經》：「爾時有佛，號一切智成就如來---未出家時，

為小國王，與一隣國王為友，同行十善，饒益眾生。其隣國內，所有

人民，多造眾惡。二王議計，廣設方便。一王發願，早成佛道，當度

是輩，令使無餘。一王發願，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樂，得至菩提，

我終未願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薩：「一王發願早成佛者，即一切智

成就如來是。一王發願永度罪苦眾生，未願成佛者，即地藏菩薩是。」 

 
2、《大智度論》：「復次，「心如金剛」者，墮三惡道所有眾生，我當

代受勤苦，為一一眾生故，代受地獄苦，乃至是眾生從三惡道出，集

諸善本，至無餘涅槃已，復救一切眾生；如是展轉一切眾生盡度已，

後當自為集諸功德，無量阿僧祇劫，乃當作佛，是中心不悔、不縮。 

能如是代眾生受勤苦，自作諸功德，久住生死，心不悔、不沒，如金

剛地，能持三千大千世界令不動搖，是心堅牢故，名為「如金剛」。」 

 

如此八事。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精進行道。慈悲修

慧。乘法身船。至涅槃岸。復還生死。度脫眾生。以前八事。

開導一切。令諸眾生覺生死苦。捨離五欲。修心聖道。若佛

弟子誦此八事。於念念中。滅無量罪。進趣菩提。速登正覺。

永斷生死。常住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