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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西藏佛教是顯密合一

我們為什麼要學佛？學佛的目的，就是自己成佛，

而後濟度眾生。成佛首先要發菩提心，從發菩提心到成

佛的過程，在西藏稱為「菩提道次第」。西藏佛教可分

為顯教和密教兩部分，有些人以為西藏只有密教，沒有

顯教，這是錯誤的。其實，西藏佛教是顯密合一、顯密

雙修。在成佛的次第上，西藏佛教的重心還是在顯教，

當顯教的基礎具備了以後，為了要在有限的這一期生命

中盡速成佛，才施以密乘的當生成就法門。離開了顯

教，密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西藏的佛學研究，

主要是建立在顯教的基礎上，而顯教的基礎則表現在菩

提道次第上。

「菩提道次第」是由西藏宗教改革者宗喀巴大師所

提出的。他是明代青海人，到西藏進修以後，得到很大

的成就，創立了格魯派。他為了指示弟子學佛的途徑，

分別就顯教和密教寫了兩部很有名的著作。顯教的部分

稱為《菩提道次第論》，有《菩提道次第廣論》和《菩

提道次第略論》二部。《廣論》先作，《略論》後出，

《略論》的重要性並不下於《廣論》。有些人好略，有

些人好廣，可以各隨其意，兩者都很重要。至於密教的

原著講解修行次第，則總攝在《密宗道次第論》中。

（二）宗喀巴與《菩提道次第論》

《菩提道次第論》是宗喀巴大師總攝三藏十二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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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義，循龍樹、無著二大論師軌道，按「三士道」由淺入深的進程而

編成的。三士道是任何一種根機的人，從初發心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中間修學佛法所必須的過程。本論內容就是針對這些過程的次第、體

性和思維修學的方法，加以如理闡述。阿底峽的《菩提道燈論》，是

本論的直接依據。

龍樹闡揚中觀法門，無著則發揚瑜伽（唯識）法門，他們是大乘

佛教的二大論師。在大乘佛法中，不是唯識就是中觀，這是印度大乘

佛教的兩個系統。傳到漢地以後，才開展出大乘八宗。

什麼叫「三士道」呢？三士道就是上士道、中士道和下士道。根

性比較淺的人會對下士道非常有興趣，對中士道和上士道就覺得既難

求又遙遠，絲毫不感興趣。所謂「下士道」，就是追求人天福報。我

們現世的生命很可貴，但也很短暫，死了以後，怎麼辦？希望能投生

到比現在更好的環境，那就是人天福報。所以，下士道的目標，就是

在求得人天的快樂，其途徑就是修五戒十善。只要修五戒十善，好好

做人，下輩子起碼還可以投生為人，甚至投生到天道。

有些人對下士道不滿意，認為人天固然有快樂，卻是短暫的，

還在六道輪迴當中，為了脫離三界的痛苦，尋求涅槃的寂靜，就產

生了出世的思想，就應該修中士道或上士道。「中士道」就是小乘

的聲聞和緣覺，「上士道」就是大乘的菩薩。佛陀成道後，首先在

鹿野苑講苦集滅道四聖諦，後來又講十二因緣。中等根機的人修

中士道，主要是建立在對四諦或十二因緣的認知上，達到自我解脫

的涅槃境界，也就是證得阿羅漢果或辟支佛果。但中士道只講求個

人的出離和解脫，除了個人的解脫之外，他顧不了別人。所以，往

往有很多阿羅漢一證涅槃之後，就不知別人，只有他自己。後來，

大乘興起，才一個個叫醒阿羅漢。為什麼要叫醒呢？就是說，除了

你自己之外，還有別人的存在，幫助別人成佛，才是自己成佛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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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種成佛的觀念，主要還是大乘的思想，也就是上士道。上等

根器的人了解，成佛不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別人，要把自己成

佛的成就體驗，毫無保留地幫助別人成就佛道，迥脫輪迴，這就是

大乘菩薩道的思想。

所有發心學佛的人，不管是上、中、下那一種根機，從初發心到

證得無上菩提，中間修學佛法所必須的過程，就是「菩提道次第」。

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論》，就是對這些過程的階梯、性質和

聞思修的方法，如佛、菩薩之理加以闡述。宗喀巴大師完全不自己

撰述，這點非常重要，他處處都是引經據典。阿底峽的《菩提道燈

論》，就是本論的直接依據。

（三）阿底峽與《菩提道燈論》

阿底峽是西藏佛法傳承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曾接受西藏國王的

重金禮聘，把印度佛法非常有規則、有次第地介紹給西藏，前後十三

年。他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就是《菩提道燈論》，影響西藏各教派

很大。燈能照亮一切，指示菩提道，所以稱為《菩提道燈論》。這本

書的分量很重，屬於對誦文的型式，開示如何按照三士不同的根機，

來研究佛學，來追求無上菩提。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論》，並

不是自己的發明，他連架構都取自阿底峽這位偉大的菩薩。西藏佛教

有寧瑪、噶舉、格魯和薩迦四大派，每一派的顯教理論和修行過程都

以《菩提道燈論》為根據。格魯派的創教者宗喀巴大師，比較晚出，

他是集大成者，根據《菩提道燈論》，寫了《菩提道次第論》，主要

內容就是闡述三士次第；前面還有概說，介紹如何聽受、講說和如何

依止善知識、趣入佛門。

略論菩提道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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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聽受講說

學佛者應該怎樣聽？聽誰講？聽後又應該怎樣修？

學佛有聞思修三個步驟，多聞是成佛必要的階段。雖然有些人認

為聽多了反而心亂，不如專一修行來得穩當，但實際上很多菩薩都主

張應該多聞。不多聞怎能得到正見呢？不多聞怎能具備克服煩惱的知

識和能力呢？所以，學佛首先要多聞。佛法的傳承要有虔誠的聽者和

具格的說者，兩者都要有規律，不可違犯，否則無有是處。

「聽者的規律」有三：（1）思惟聞法的勝殊，強調聽聞佛法的重

要。（2）於法及說者生起承事，也就是要尊敬、供養佛法和說法的老

師。（3）除三種過失，依六種想。

聽者應除掉哪三種過失呢？（1）觀想自己是一個盛器，聽法就像

以器盛水，要想器能夠盛水，就不能蓋著，否則水滴不進去，所以器

要仰，不可倒覆，聽者應除盛器倒覆的毛病。（2）應除口雖仰而內不

潔的毛病。固然你來了，也聽了，但是心裡亂七八糟，精神不集中，

雖聽而不聞。這好比盛器裡面髒、有蟑螂，不管你倒茶或甘露，都會

變髒。（3）應除內雖潔而下有隙的毛病，才不致於讓裝進去的水流

失，比喻聽者要持之以恆，不能有漏。

聽者斷除了這三種過失之後，接著要有六種想法：（1）於己須如

病者想，把自己當作病患，才會去求醫。（2）於說法者須如醫師想，

因為他能夠診斷，開藥方、治病。（3）於教法生起藥物想，能治病。

（4）於修行生起療病想。（5）於如來須作正士想，只有如來才是正

人君子、大菩薩、覺者。（6）於正法眼起久住想，佛法很寶貴，要想

辦法使正法長久住世。

「說者的規律」有四：（1）思說法的殊勝，想一想說法的機會很

難得，說的法為聖言、很好，我自己已經聽受，就應該把它介紹給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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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於大師及法生起承事，聽的人要對說法者生起承事，說法者也

要對上師和佛菩薩的著作，尊敬供養。（3）以如何之意樂與加行而說，

擇善固執，好好準備，立下目標，全力追求。（4）觀機說教與默然的差

別：佛法不一定要人勸請才說，好像鐘一樣，不叩不鳴，小叩小鳴、大

叩大鳴。但有時候，真正需求者不方便或不能請求，說法者就要具備觀

機察微的能力，主動把應該說的告訴他，這就是一種權巧方便。

最後聽者和說者要有「共作的規律」。所謂共作，就是聽者和

說者雙方面都要同時具備，同時注意。共作什麼呢？要於說、聽諸善

根，發普賢行等淨願印定之。換句話說，為什麼要聽法？為什麼要說

法？主要動機還是菩提行、菩提願。行、願是很重要的，是成佛的原

動力。

（五）依止善知識趣入佛門

「所依善知識之相」：具三學、通真實（真如）、有悲心。「能

依弟子之相」：質直、具慧、求法義、敬法及師、善攝心聽。「依止

法」有二：（1）意樂依止法：淨信為本，念恩生敬。（2）加行依止

法。「依止的殊勝」有五：近佛位、諸佛悅意、不墮惡趣、速斷煩惱

惡業、增長功德。「不依止的過患」有六：易為病擾、魔侵、後世墮

惡趣、受無量苦、失德、增過。學佛者在了解如何聽受講說，和如何

依止善知識之外，還應該「思惟人身難得，應修學佛法」。人身難得

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就要勇往直前，不到究竟絕不罷手。

（六）與下士所共修心之道次第

這是讓根機小者離三惡趣、生人天善趣的法門，但中士、上士也

略論菩提道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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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所以稱為「共」。可分三點：（1）思惟人身無常，（2）思惟

三惡趣苦，（3）明後世樂之方便。

怎樣「思惟人身無常」呢？要觀想我們生活在世間，壽命很短

暫，不久住，多者百歲，少者幾十年，這是必然的現象，所以要興起

「念死」之心，隨時考慮自己會死，一方面念惡趣之因未減未滅，一

方面念善生之因未修而畏死。畏死並不是貪生怕死，而是因為該做的

事情還沒有做，所以非常恐懼，所以要加緊努力。當下能斷惡趣因，

就可避免下輩子墮入惡趣苦，否則一切從頭來，這是消極的斷除惡趣

因。就積極的一面來說，就是要修善生因。至於「修念死」的法有

三：（1）思惟定死，沒有人能不死。（2）思惟死期無定，人雖然一

定會死，但死期不定，並不是我想明天死，明天就死；我想一百歲再

死，就一百歲再死。死期無定！讓我們沒有預算可循，所以是很大的

恐懼。（3）思惟死時除佛法外，餘皆無益。無常來到，萬貫家財帶不

去，華廈美屋帶不去，親戚朋友不會跟你走，唯一能對你有幫助的是

佛法。想到這一點，大家就更要賣力了。

其次，要「思惟三惡趣的苦」。因為人生無常，什麼時候要去不

知道，去有兩條路，一是上善趣，一是下惡趣，不是往上就是往下，

都是在六道輪迴。三惡趣就是地獄、畜生、餓鬼，多恐怖啊！多痛苦

啊！《菩提道次第論》對三惡趣有非常詳細的描述，就是為了告訴大

家三惡趣是這麼苦，要讓大家相信這是苦，時時刻刻思惡趣苦。任何

人都想離苦得樂，認識了三惡趣的苦，就不會想去，不想去就必須斷

惡。

下士道的第三個次第，是「明後世樂的方便」，也就是希望人天

樂而修善。既然將來有苦有樂，為了讓後世能夠快樂，能夠生人天，

就必須修善。怎樣修法？就是一種方便。方法有二：皈依三寶和深信

業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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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三寶」可從皈依之因、皈依之境、皈依之法、皈依後應學

的次第等四個方面來探討。皈依的原因，就是為了祈求三寶加被，斷

惡修善而離苦得樂。皈依境，就是佛法僧三寶。皈依之法，就是皈依

的程序。皈依只是一個開始，皈依後就應該修戒定慧三學。

在下士道裡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深信業果」：善業有善果，

惡業有惡果，因果絲毫不爽。可分三點說明：（1）總說業各決定、增

長廣大、不作不得、作已不失；別說十業道及抉擇業果。（2）思惟差

別相，差別相就是六道業果的關係，也就是作了什麼業，就會入什麼

道。（3）思已應行止之法，就是考慮業果關係以後，就要積極行善止

惡，以求人天報福。

或許有人會輕視人天福報的追求，認為這仍是貪，其實即使是

菩薩道也要以人天為基礎，沒有基礎的話，上士道是上不去的。大家

千萬不要以有色的眼光輕視追求人天快樂的人，假如他們真能實踐力

行，至少這個社會會變得非常好，有好的設備、好的環境以後，成佛

就比較容易了。

（七）與中士道所共修心的次第

為什麼說「與中士道共」？這是專對上士道而言，因為上士道

也要修中士道。換句話說，中士道是根機中等以上者，當然包括上等

根機在內，這是解脫三有輪迴、斷除煩惱、證得涅槃的法門，具有

「斷證二德」。斷什麼呢？斷煩惱。證什麼呢？證菩提、證涅槃。證

涅槃、斷煩惱就是解脫三有輪迴。三有就是欲、色、無色等三界。輪

迴就是還在六道中輪轉。中士道可分三方面：（1）思惟流轉總苦，

（2）思惟集諦趣入於流轉之次第，（3）抉擇能趣解脫道之自性。主

要是介紹四諦。

略論菩提道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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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諦」是佛陀成道後，在鹿野苑初轉法輪所講的苦集滅道四種

真理，這是佛法的基本。屬於流轉生死門。脫離生死、證取涅槃，就

是滅。到達出世果的原因就是道，屬於還滅涅槃。四諦是小乘教理的

基礎，也是菩提道次第裡面中士道所要修行的內容。

在思惟苦諦流轉的過患時，首先要「思惟流轉總苦」，其次要

「思惟六道別苦」。流轉是苦，什麼叫流轉？就是流進去然後在痛苦

當中轉，叫流轉。「流轉總苦」又分：（1）三苦：苦苦、行苦、壞

苦。（2）八苦：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五取

蘊（色、受、想、行、識各有苦、行、壞苦）。（3）六苦：無有決

定、不知滿足、數數捨身、數數受生、數數高下、無伴之過。三苦、

六苦、八苦，是互相重疊的，並不截然分別，只是說明的方式不一樣

而已，這是總苦。至於「六道別苦」，不僅三惡趣是苦的，而且三善

趣的樂，在中士道的時候，就已經不是樂了。因為中士道對於輪迴生

死已經產生厭離，他討厭輪迴，想離開輪迴，這叫厭離心，又叫作出

離心。換句話說，中士道認為輪迴毛病很多，痛苦很多，雖然有樂，

卻很短暫，不是究竟的。既然六道都是痛苦，為了離苦得樂，就要出

離、厭離。

「集」是導致輪迴流轉的原因，它的次第就是煩惱和有漏業，

使得眾生在生死中流轉而脫離不了。煩惱有所謂五毒（貪、瞋、痴、

慢、疑）和五見（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有漏業

本身會積集增長，然後造成生死輪迴的痛苦。了解了痛苦的原因，就

要把它擺開，追求涅槃，這就是滅諦。 （待續）

本文節錄自《慧炬雜誌》第三○二/三○三期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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