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申】《大乘起信論》的「三大」

• 在《大乘起信論》中，馬鳴菩薩提出一心、二門、三大、四信，五行之修行
理論與方法。分述如下：

1. 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以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為是一心也。

2. 二門：即心「真如門」與心「生滅門」。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
體。所謂心性，不生滅；又心生滅者，此乃因無明風，動作生滅。如不動水
，為風所吹，而有生滅的波浪。

3. 三大：即體相用三大。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是故
「一心之理，為諸法所依」，即「體大」；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
量性功德故，亦即具足恆沙稱性功德，即「相大」；三者，用大，善能出生
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即「用大」。同時，體是空，相是假，用是中，
這是圓融空假中三諦。

4.四信：信心有四種：一者，信根本，所謂樂念真如法故；二者，信佛有無量
功德，常念親近；三者，信法有大利益，常念修行諸波羅密故；四者，信僧
能正修行，自利利他。 1



【引申】《大乘起信論》的「三大」(續)

5.五行：

一者，修行施門，即所有財物，隨力施與，以自捨慳貪令彼歡喜；

二者，修行戒門，所謂不殺、不盜、不淫、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遠離貪嫉
、欺詐諂曲、瞋恚邪見；

三者，修行忍門，所謂應忍他人之惱，心不懷報，亦當忍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法；

四者，修行進門，所謂於諸善事，心不懈怠，立志堅強，遠離怯弱，修諸功德，精進勇猛
，自利利他。

五者，修行止觀門，所謂止者，止一切境界相，隨順奢摩他空觀；或住於靜處，端坐正意
，調攝身心；所謂觀者，謂分別因緣生滅相，隨順毗鉢舍那假觀。此止觀相即六度之定慧
(止即定，觀即慧)二門，此二門共相助成，不相捨離。

《起信論》特別強調：「若止觀不具，則無能入菩提之道。」

馬鳴菩薩造《大乘起信論》目的，除增長大眾對大乘佛法的信心外，也勸我們修學「
念佛法門」，期能今生橫超三界，往生淨生，生於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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