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地經 

 
凡夫學佛，目的在於成佛。這個目標雖然很高，但卻為佛教徒所應有。因為若不

以成佛為目的，便容易產生三種缺失── 
第一，下焉者陷於事相崇拜。這一類佛教徒以拜佛為學佛，但求加持、感應，於

是產生重重執着，既執着自我，又執着我所（我所具有的種種法，如資財、眷屬等）。

這樣一來，便只能說是與佛結緣，不能稱為學佛。 
第二，比較好一點的，有志於學習佛家經論，但卻畏難畏深，於是便以聞法來代

替學習。聞而不思，思而不修，結果便只能接觸到佛學，而未能圓成佛法的修習。 
第三，聰穎的人，能夠自己研讀經論，可是卻忽略了修證。一切佛家經論，目的

其實都在於指示人如何修行，若過份偏重理論，則必變成佛學，實未能體證佛法。 
因此，佛教徒必須以成佛為目標，才能圓成「信、解、行、證」。否則，至高亦

只能「信、解」而已。 
《十地經》（DaØabh“mika）一類經論，目的即在於向後學指示「信、解、行、證」，

而尤重於「行」。也即是說，它是由凡夫成佛的道路指南。路程雖遠，但一步步地走、

一生一世地走，終於有到達目的地（佛地）的可能。 
在本叢書中，收入《十地經》，一方面固然是為了顯示中國大乘宗派「華嚴宗」

的特色，另一個更重要的原因，則正是為了令讀者能瞭解這由凡夫成佛之路。 
由凡夫至成佛，所歷的階段可簡列如下── 

資糧道 
加行道 
見道 
修道 

所謂「十地」，即是「見道」與「修道」的事。全分為十個階程（見道為初地；

修道為二至十地），每一階程的行人，便即是該地的菩薩。 
印度佛學一向大別為龍樹中觀（Madhyamaka）與彌勒瑜伽行（Yogşcşra）兩宗。

兩宗的論師都據自宗觀點，對「十地」作出詮釋，中觀宗的代表作是月稱論師

（CandrakÒrti）的《入中論》（Madhyamakşvatşra）；瑜伽行派的代表作是慈氏菩薩

（Maitreya）的《現觀莊嚴論》（AbhisamayşlamÔkşra）。 
然 而 ，《 入 中 論 》 的 意 旨 ， 在 於 廣 弘 龍 樹 （ Nşgşrjuna ） 的 《 中 論 》

（M“lamadhyamakakşrikş，參考本叢書的《中論導讀》）；《現觀莊嚴論》的意旨，則在

於配合《般若經》，提出凡夫成佛的實際修行之路（參考本叢書的《小品般若經論對

讀》），所以它們便跟《十地經》的意旨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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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經》是《華嚴經》（AvatamÔsaka）的重心。《華嚴》所述的十住、十行、十

廻向等，無非為「十地」鋪路。〈入法界品〉，則是通過善財童子向五十三位菩薩問道

的故事，用以具體說明「十地」的圓成。因此研讀本經，對「十地」的理解應該便比

較直接。 
由於本經篇幅過巨，因此導讀者便採取提綱挈領的方式，先為每段經文作出「提

要」及「略解」，然後逕行錄出經文。讀者可先將「提要」及「略解」通閱一遍，然

後再分段閱讀。這樣分兩次來讀，應即能瞭解經文的要旨。 
於讀過本經之後，再重讀《小品般若經論對讀》，便會感覺容易了許多。將二者

互相參考，我們對成佛之路便有了具體的認識。由此認識，我們的行持便有了目的，

而且能夠鞭策自己，不致中斷或延誤，並且還能消除我們的自卑或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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