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真實義品講義十三(2012)
一、種性菩薩的四種隨煩惱性﹝瑜伽卷 35﹞

    ●第一隨煩惱性：謂放逸者，由先串習諸煩惱故，性成猛利、長時煩惱，是名

        第一隨煩惱性。

    ●第二隨煩惱性：又愚癡者、不善巧者，依附惡友，是名第二隨煩惱性。

    ●第三隨煩惱性：又為尊長、夫主、王賊及怨敵等所拘逼者，不得自在，其心

        迷亂，是名第三隨煩惱性。

    ●第四隨煩惱性：又資生具有匱乏者，顧戀身命，是名第四隨煩惱性。

二、菩薩堅力持性的五種依止處﹝瑜伽卷 44，經過整理﹞

    一者、會遇生死輪轉種種大苦所化有情種種邪行。

    二者、為益諸有情故，誓受長時生死流轉。

    三者、遭遇異論朋黨諍競難詰，及處大眾宣揚法義。

    四者、誓受一切菩薩所應學處。

    五者、聽聞廣大甚深難思議法。

三、菩薩五種勤精進﹝瑜伽卷 89﹞

又勤精進應知五種：一、被甲精進，二、加行精進，三、不下精進，四、無動精

進，五、無喜足精進。

此中最初﹝被甲精進﹞，當知發起猛利樂欲。

次﹝加行精進﹞隨所欲，發起堅固勇悍方便。

次﹝不下精進﹞為證得所受諸法，不自輕懱，亦無怯懼。

次﹝無動精進﹞能堪忍寒熱等苦。

後﹝無喜足精進﹞於下劣，不生喜足，欣求後後轉勝轉妙諸功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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