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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菩薩行是整個大乘佛教的根本行，是建立在完全救度眾生為主的利他行為，
然而大乘佛教的核心精神是不違解脫道的離苦得樂，解脫生死煩惱而證得涅槃寂

靜之樂的宗旨，只是以眾生包括自身的離苦得樂為終極關懷。而如何在世間行菩

薩之救度呢？如何區別菩薩行與世間善行濟世淑世的不同呢？尤其在涉入世間

時，如何幫助眾生又不染著煩惱呢？這基本上是般若經教所要闡明的菩薩行處。 
    這樣的菩薩行處從智慧來看即般若波羅蜜行，從禪觀來論即如幻三昧行，然
二者無別，即如何在世間行道中明了世間實相，不被現象所迷惑的智慧觀行，是

以本文試著從大品般若經之釋經論：《大智度論》中來看般若經教如何建立如幻

三昧的菩薩禪觀之義理與實踐方法。 
    本文大體從修證是東方宗教的傳統，論述禪觀實踐是佛教達到其終極關懷所
必行之法，以明研究佛教不能禪觀內容而只研義理哲學、歷史社會等面向，尚須

研究禪觀修證的內涵，故本文選《大智度論》中提到的如幻三昧作為研究題材，

先說明相關經典文獻，及研究現況回顧，之後明禪觀三昧在大小乘佛教的差別，

小乘禪觀證得生命解脫安住涅槃寂滅為樂，大乘禪觀三昧則需悲智願定融合的實

踐三昧等持以度眾。之後以《大智度論》及《般若經》系為主，融攝其他經教明

如幻三昧的禪觀基礎與見地思惟，並論大小乘對如幻思惟禪觀的差異，最後明如

幻三昧的修行時機與涵義，再以如幻三昧成就之境界與利益再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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