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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論》2                                  

                                                     開示：
上
圓

下
淨法師 

                                                     日期：2024.04.11 

（一）前次提要：釋名-大乘（節錄自-師父開示《大乘起信論》1-2023/12/21） 

初釋大者。絕待無外。強名曰大。 

離諸對待，即大乘之「大」意，即指-没有侷限，為了要表達，就強給

（特別給）一個名稱-謂之「大」。 

次釋乘者。約喻為名。運載為義。即是直指眾生現前介爾心性。法爾

運載至於佛地。自利利他。無休息故。名為乘也。 

乘，乘載之義，也就是要將現前的介爾一念心性運載進入佛地，用於

自利利他，相續無有休息，不間斷。 

大乘-體大、相大、用大 

菩薩的信心是依止大乘法而生信的，所以就將「大乘」合釋，就要來

談體大、相大、用大。體大在於斷惡，偏重清淨；相大在於生善，偏

重具足；用大在於法門的修學，偏重事修。要用體大、相大的理觀，

來進入法門的事修，產生出用大。這是《大乘起信論》的整體思想、

結構。 

（二）續釋名-起信 

馬鳴菩薩著作《大乘起信論》是為助行者產生大乘功德，而，為什麼

需要有大乘功德呢？因為修學佛法的主旨就是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唯大乘功德能做到這一點；而，大乘功德的著力須從「起信」說起。 

佛陀之法原是-信解行證，因此，若欲周全地、仔細地談說大乘功德，

實具這四種功德，即-信功德、解功德、行功德、證功德，每一功德都

極其重要，這是蕅益大師在釋名末了所表述的一段話。而，大師再說

明，馬鳴菩薩於大乘法中強調信心，其因由是-所有的功德都必須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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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即「但得本，不愁末」(出自永嘉大師的「證道歌」)，若著力於根本，

對於結果也就不必發愁了，是自然成的，例如，持戒自然地得尊貴的

果報，不必再多一份心要去得尊貴，因為一開啓善行，善果自然地水

到渠成；若時時運心，就會-令離諸濁。 

令離諸濁是《法華經》的〈方便品〉所提說的第一要義，佛陀施用方

便法，令眾生透過修行得出離諸濁。而馬鳴菩薩於大乘法中強調信心，

其因由是-所有的功德都必須有根源，即「但得本，不愁末」；也就是

說，若對大乘佛法產生信心，自然能產生正確的理解，也就能有正確

的修行，成就大乘功德，令使一切眾生離苦得樂；即-欲令一切眾生離

苦得樂，非具大乘功德不可。 

所有的大乘功德皆從信心而生，這是蕅益大師在《大乘起信論裂網疏》

中談完釋名時，特別提說的一段；從這段要義可知，信心關乎著是否

能產生大乘功德；而，「信」如何建構？再從上一堂課中所談到的-信

的安立說起。 

1. 信的三種安立 

《大乘起信論》：釋云。然信差別。略有三種。一信實有。謂於諸法

實事理中。深信忍故。二信有德。謂於三寶真淨德中。深信樂故。三

信有能。謂於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能得樂果。能成聖道。起希

望故。由斯對治不信彼心。愛樂證修世出世善。 

「信」是善心所（一切善法）的根源；而，造作善法有兩種，其一是

決定性的善法，其二是不決定性的善法；反之，造惡也是如此，不論

決定性的惡或不決定性惡都得修斷，因此就不必多談惡法。 

然而，決定性的善或不決定性的善對於行者本人就有修因上的區別；

若為不決定性的善法，就不具招感果報的功能，而決定性的善法則具

增長業報的力量。 

依信解所造的善法名為-增長業，意表，若具信解，那麼所造的善法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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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決定性了，因為具有強大的力量；例如，從以前到現在您可能都施

作著護持三寶的行為，而隨著愈聽聞佛法、愈理解，便愈具信解力，

使得所造作善法而增長善業報的力量就會更不一樣，也使得結果有所

不同；若行善、布施中不具信解力，卻會使得結果不明確。 

信解所造作的決定性之善法得增長善業力，並且，其力強大得足以招

感安樂果報，這是必然的。因此，有需要對「信」加以說明，這就是

重要的事了；也就是，對於「信」需要著力，以來認識它。 

「信」的安立有三種： 

若要談「信」，就得認識下列這三件事，以確立「信」得以生起。 

《大乘起信論裂網疏》：釋云。然信差別。略有三種。一信實有。謂

於諸法實事理中。深信忍故。二信有德。謂於三寶真淨德中。深信樂

故。三信有能。謂於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能得樂果。能成聖道。

起希望故。由斯對治不信彼心。愛樂證修世出世善。 

(1) 信實有： 

指存在信；相信「實」是存有的、存在的，謂於諸法實事理中，深信

忍故；意指，需要能知道「信」這個法確實存在，它有存在性，稱作

-存在信，針對實法能忍可隨順，針對實際的道理能忍可隨順；也就是

要認可、接納，別去排斥、驅離它，且要深入、認真地理解-您本人有

真如本性，此為「實」之意；需相信自己的真如本性是的的確確存在

著的，而且它不會受到任何環境的影響，也不會因為造了多少業，真

如就會消失不見了，只是尚未開顯而已；須透過正念真如，方開顯自

性，這是思慧至修慧的過程。 

信實有-這個觀念要很著重，因為修為就是要讓原本具有的顯現出來，

要著實地認可，而且遇境逢緣時要隨順，知道於境界中要開顯本性，

因為本來就具有，你的造業、顛倒、無明皆是妄，非本有的，是外來

的-是招感而產生的，透過修行正要回歸真如的存在性，誠誠懇懇地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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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真如本性的存在，謂-信「實」有，能忍（忍可隨順）。 

(2) 信有德：指功德信；此處之功德意指-滅惡生善、離苦得樂，對於

信的功德產生好樂。對於自己本來的真如本性得清晰地理解其存在，

遇境逢緣時，透過迴光返照，令念念之中息滅煩惱，開顯自性；也就

是，需要知道自己原具有真如，其本身具有功德，且功德巨大，令使

自己心生好樂，促發想要修學而使自性得到開顯，即顯發真如之意。 

信，指功德信，好樂修學，這種功能會產生滅惡生善、離苦得樂；也

就是，相信真如本性，且願意修持，令使其本身的功德得以產生。 

(3) 信有能：指成就信，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就此事，也希望能成就；

除了好樂修學，以完成真如本性的顯發，同時，令真如顯發後，成就

大乘功德，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這是修學佛法的目的-完成利他行，

「乘」載眾生。 

           

           信    的     安    立 

實 存在信    （忍-忍可隨順） 

德 功德信    （樂-好樂修學） 

能 成就信     (欲-想要成就) 

必須具足這三項，信才能被建構完成。真如本性原即存在，我忍可隨

順它，依此，於遇境逢緣時，好樂修學，令使產生功德，滅惡生善，

曉了-隨時令眾生離苦得樂，欲令原具的真如本性顯發，以完成大乘功

德。 

當對於「法」的存在信、功德信與成就信產生隨順、好樂、希望（欲）

的時候，內心會感到非常清淨，這就是信心；而此「法」為何法？即

真如本性存在著，從不丟失；縱然已造作業力果報或總有許多雜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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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穢的、流轉的、生滅的起心動念，皆無法影響真如本性。 

現在的您-總是煩煩惱惱，更是須好樂修學，成就真如本性的顯發。而

一旦信心生起，即刻滅除懷疑、不信之惡，意指-若不信真如本性的存

在，是在造惡，恣意妄為的事情就會出現；若信心生起，相信真如本

性能學、能修、能成就，就會滅除懷疑、不信之惡，能生善而精進，

產生希望，希望會推動您的行動，令使一切眾生離苦得樂，這是論大

乘起信的因由。 

一旦信心生起，就在滅除懷疑、不信之惡，也就開始生善，生善後便

會促使精進，準備令真如本性顯發的作法，也就是-精進於生善，產生

增長善報的力量；因此，有信心便會產生希望，而希望會推動您的行

動，開始修為此事，想要成就真如本性的顯發之大用，可大大地度化

眾生。因為，真如的顯發就是清淨心、就是智慧力，與眾生對談時，

便能令眾生感到安定，於安定中明了。 

「信」是所有功德的根源，我們當經常產生功德相，這點很重要；不

能於修行的一開始就修無相，須從有相入無相，如同，無為法須從有

為談起是一樣的。佛陀於說法的第二時-阿含時即談「空」，並非到第

四時-般若時才講說「空」；般若時所談是——為已入我空境界的二乘

人講說法空。而，佛陀於阿含時如何談「空」呢？從物質的空間得置

放物品的概念來講說，也就是以「有」來談「空」，有空間才能放入

物品，有多少空間就能放多少東西，就能包納多少。所以，不能一下

子就談空無，容易流於石頭壓草；還没能力不妄想，卻硬要強制不想，

如此，這些被壓住的「想」，到了某個點就會全部爆發出來。 

「信」涵蓋所有染淨諸法，所以，修學都須知道功德相，這是因果關

係；例如，有時當您做了好事，告訴對方並不是要得到回報，這不必

把它說出來，因為，依循因果法則，行善必得善報，因此當說-意欲得

到真如本性的顯發，願與對方一同產生大乘功德，離苦得樂。也不必

說，自己布施非為了得到富樂的果報；否則，難道會想得到貧窮嗎？

善行得善果是必然結成的，不必說-並不是要得到回報才行善。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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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的思考、想法大多來自見思二惑，對於需要的，又刻意、特別地

說-不需要。 

身為一位大乘行者，必須多行善，於其中，若未得安樂福報，何以能

進昇大乘功德，以令眾生離苦得樂。倘若，只想做一位窮子，如何給

予別人富樂。所以，一位大乘行者需要有富樂，讓別人看到您的安好；

但並非要刻意追逐、索取安樂的果報，是於出離諸濁的行善中，自然

地得到安樂的果報；是於每個利他的步驟中，自然地果成。行善布施

必得善果，不必刻意拒絶；當刻意拒絶善果的回報時，意表-反倒執著

其中；因此，不必刻意去提說。 

所以，行者需要懂得功德相，才能對人談因果的實際像貌。 

2. 信的內涵 

產生信心才能生起大乘功德，並生起四法，這在講-信的內涵。 

《大乘起信論》：信有四種。一信根本。謂樂念真如法故。二信佛具

足無邊功德。謂常樂頂禮恭敬供養。聽聞正法。如法修行。迴向一切

智故。三信法有大利益。謂常樂修行諸波羅蜜故。四信正行僧。謂常

供養諸菩薩眾。正修自利利他行故。 

(1)信根本 

一信根本。謂樂念真如法故。 

要能歡喜地朝向，且精進地念-真如，意表，要能懂得真如是自家原具

有的寶藏，不去覆蓋它，也深知其從未丟失；但，也不能只到知道而

已，必須起用，因此，當令真如顯發，將「信」架構起來，接續就有

「信」的內容，也就是該信什麼？首先，是信根本，也就是當誠懇地

念自己的真如，以及讓真如顯發。 

信根本，是內因力，佛法僧是外緣；信根本是為了要產生「乘」，承

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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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根本，信修學大乘佛法的根本，內心好樂清淨的真如；若行善是依

止自我的意識，內心會生執取，所修的善法不是大乘；乘是運載，將

您的介爾一念之心運載到佛地，令使自利利他，無有休息；然而，於

現前，介爾一念之心聽起來仍飄渺，似有非有，看得到卻還摸不著，

如一陣煙霧，因此需要對「一心二門」有所理解。二門，指的是真如

門和生滅門；生滅門指的是眾生生命中生生滅滅的流轉，真如是清淨

的本體，從一心二門展現出三大。 

顯發真如的用意是要產生「乘」（乘載）；但是，若用自我意識來行

善，和乘載眾生的大乘没有關連，無法令眾生離苦得樂，是難以達到

彼岸的。一般的行善只是世間的慈善，當對佛法有了信解，所做皆成

波羅蜜，方能助-從生死此岸，乘載至彼岸，令使產生了大乘的解脫功

德，智慧會相續地高昇。因此，須先信根本，作為內因力，另三種信

-信佛、信法、信僧為外緣力。 

(2)信佛具足無邊功德 

二信佛具足無邊功德。謂常樂頂禮恭敬供養。聽聞正法。如法修行。

迴向一切智故。 

佛對眾生有說法之恩，故對眾生有救拔力；佛的法身有三個內涵： 

第一， 救拔力 

第二， 常遍力（遍時遍處，無所不在） 

第三， 自在力 

就以佛法身的救拔力來講說，其一為顯神通。眾生於現前的修為尚不

足以令險難驅離，於此時，佛會顯神通給予加持、救拔；佛法身的救

拔力之第二種方式是-說法，令眾生的知見紮根，才有機會新熏種子，

於後，產生新的果報。 

因此，信佛具足功德，又要常時頂禮、恭敬地供養佛；並且，須聽聞

正法，因為，若要能去除煩惱，皆從聽聞正真之法而來，佛的功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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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無邊，以神通力化導眾生，並且為眾生說法，令使能離苦得樂，

故佛有說法之恩，我們當好聽聞法。 

也須如法修行，同時須迴向一切智；也就是，當修行有了功德的存蓄，

要用於何處？用於欲望的追求、休閒娛樂？此論教導我們當迴向一切

智。 

(3)信法有大利益 

三信法有大利益。謂常樂修行諸波羅蜜故。 

佛法能使生命之流達到很大的扭轉，成為方向的大改變。修學佛法的

兩個目的是善業力和正念力，以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而，正念力的

修持就須聽經聞法，使生命之流產生方向性的大改變，否則錯誤的依

然再犯，或於三寶殿堂中，為的仍是一份執著，例如，執著於某一個

人；您的思想當常時圍繞於三寶，方可說將法義聽聞入心了。 

蕅益大師在其《靈峰宗錄》（《見聞錄》）中說：明末有一位老居士，

修學了五十年，很認真地在修福報，著力於來世做個僧人；然而，於

臨命終前，卻被帶到地嶽審問，閻羅王不解，此人累聚了許多福報，

為何臨命終時被帶往此處。於是，閻羅王問其生前可有何願？此人答，

只想做僧人，想要弘法利生。閻羅王（審判主）翻看了功德簿，知其

在世時，很認真地護持三寶，積極地參與修橋築路，持續做了五十年，

但還不足以投生做個僧人；此人又答，那就先做個寺裡的燒火僧，為

寺僧置辦吃食。 

閻羅王回答他：五十年修善，燒火僧不得。 

老居士問：我當如何做？ 

閻羅王：聽法。因為，「法」有扭轉生命之流的大力量。 

蕅益大師在其《見聞錄》中又說：「聽經白鴿轉生為戒環禪師」， 

由此可見，我們當隨順、好樂、歸依「法」，令使生命流得以改變、

翻轉。對於「法」的重要性，各位要能記取在心，好好地聽明並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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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運作。 

問：（有人問馬鳴菩薩）既然眾人皆原具有真如清淨心，為何不須只

憶念各自本心而令顯發，卻還須歸依佛法僧三寶呢？ 

答：譬如明珠，染有污垢，須假方便，方得清淨。 

當明珠已染污垢，須假藉諸多的方便之法，以令其再還原清淨本體；

所以，佛法僧稱作外緣力，須假藉外緣力，以助成內因力，以達真如

本性的顯發。 

(4)信正行僧  

四信正行僧。謂常供養諸菩薩眾。正修自利利他行故。 

能信-忍可隨順、功德好樂、想要成就；所信-信根本、信佛、信法、

信僧。 

總之，需要信根本的內因力——真如本心永不失滅，同時，當信佛法

僧之外緣力，以達共成。當對四個法生起隨順好樂、意欲成就的信心，

方可成就大乘功德。 

(三)論 

而，大乘起信論之「論」，在第一堂課即說明，問辯、徵析、剖斷、開

示，令得決定之謂，謂之論；意指-用問答的方式來作詳細的分辨，以

來產生對「信」的義理之信解，並由不同角度來開示，以助剖析疑惑、

斷疑生信，令使堅定信解。 

佛陀說經，菩薩將佛所說加以發揮，安立宗旨，使令斷疑生信；例如，

佛陀說《心經》，菩薩發論。 

至此，對「信」的內容有一深化性的理解。接續，將合釋主題，即-論

題，將主題作綜合性的解釋；先建立理觀，再從理觀進入事修，也就

是，先說「明心」，再論如何「淨心」。因此，合釋《大乘起信論》時，

便以此二事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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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乘起信論》合釋 

（一） 明心：習得理論，明了心之所在。 

有五種種性： 

1. 信邪倒之見起惑造業，則成三塗苦果； 

認為生命中快樂、富足、貧窮……種種果報，皆無任何因由，只是憑

運氣，偶然而有的；運氣好便遇見好人，運氣不好便痛苦貧窮。像這

般的想法是無因論的見解，不去推究其因，不探本求源，只歸於運氣

使然，有違緣起法則，不符真理的思想；此類人也認為，人死了就如

燈滅了，没有來生，會使得行事毫無顧忌，並非真正地放下、自在，

而是未有真理的依循，認定没有來生，導使斷惡修善對其無任何意義，

會流於即時行樂，恣意妄為。 

信邪倒之見者，全無因果概念，一切皆為偶然，放任眾生的自我意識

而妄自作為，不加約束、規範，不持戒、不修學，不努力、不修斷，

於心識中不斷地增上惡心，即使偶或生起的善心，也很快地被強烈惡

心所吞噬。此類人的私欲特重，以自我欲望的追求為先；即使偶爾對

人好，也只為求自保。諸如此邪倒之見，皆會導向三塗之苦果，皆因

不念他人之需要，只顧自己的欲望；此類人於生滅門的流轉歷程中，

大都在三塗待過。 

2. 若於世間因果起信，則成人天（色界、無色界）樂果； 

3. 若於四諦十二因緣起信，則成二乘出世法門； 

4. 若於六度四攝起信，則成菩薩自利利他法門； 

5. 若於介爾心性不可思議絶待大乘起信，則成無上圓頓法門。 

依此明白內心差別之相，以利修行來淨化之心。以上，將眾生分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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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性，是由生滅門安立的。而，由真如門可知，每個人都是平等清

淨的，但因於眾生所造之業不同，產生了不同種性之差別。 

（二）淨心：修學淨化的過程，開始正式修行。 

【結語】 

透過這一堂課，再次說明「信」的內涵，從而在《大乘起信論》的合

釋中，講述到——明心，開始要對「心」有理論上的認識，而談及五

種種性，是為了要走向清淨心的修行，讓使真如本性顯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