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接續616期〈如何善巧修善業〉一文，繼續講解《入行論》的偈頌：「施
等波羅蜜，上上尤勝妙；勿因小失大，主要思利他。」

小乘（聲聞獨覺道）的福德與成佛的福德，是依什麼來判斷？
為什麼我們上課也好、自己修法也好，在正行前，一定要有皈依發心的主要

原因是什麼？
在發心時，我們會唸「為利眾生願成佛」，這個當下我們內心發起菩提心。菩

提心就是希求菩提之心。菩提就是佛果，希求菩提之心就叫做菩提心。
我自己希望能夠得到佛果，這是為了誰？為了一切眾生，這種心就叫做菩提

心。為一切眾生自己希求佛果之心稱做菩提心。
當然，菩提心是種「不造作的心王」，不是「心所」。有兩種意樂─「利他

的意樂」與「希求菩提意樂」，兩個都要具足，這種的心王就叫做真正的菩提心。
菩提心是入大乘之門的指標，什麼時候得到一個真正不造作的菩提心，就算

進入大乘道，算入菩薩道。
對於相續中必須具備哪些條件的定義有清楚認知時，對我們在修行上會有幫

助。原因是什麼？我們可以清楚知道自己的程度何在。很多人不知定義，早上修菩
提心時，誤以為自己已是菩薩，下午遇到逆緣，又變成魔鬼，那麼就不行啊！

談到大乘分兩階段：內心具備真正的大悲心，從那時起，稱做大乘種性甦醒
的人，大乘種性已甦醒，但還未到真正的菩提心。什麼時候得到真正不造作的菩
提心，就開始算進入大乘，入菩薩道。
《現觀莊嚴論》中提到，什麼時候有大悲心，從那時起就身為一個、成為一個

大乘行者。大、小乘行者的差別，是以有無大悲心的差別判斷。
聲聞、獨覺的行者有無大悲心？沒有。聲聞、獨覺的阿羅漢也沒有大悲心，

他們雖有四無量心、能修四無量心，但不能修大悲心，所以有無大悲心的差別，是
大、小乘的區別。

在《經莊嚴論》中提到：大悲心是菩提因，是菩提心主要的因位心，這也非常
有道理。為什麼大悲心是菩提心主要的因素？大悲心本身是一個什麼樣的心？就
是發自內心、恨不得一切眾生能離苦得樂之心。這裡面沒有想到為一切眾生，我

寂天菩薩《入行論》偈頌略講
 曲望格西 

印度色拉寺拉然巴格西 

28∣ 雜誌 617 期



要追求佛果，沒有，只是發願、發自內心的思想，恨不得一切眾生能離苦得樂。內
心有這樣一個不造作的大悲心，修菩提心是「極隨順」，很簡單的，但前面沒有大
悲心，肯定會修不成菩提心。

前述說早上修大悲菩提心，下午就衰退了，
所以早上變成菩薩，下午變成凡夫俗子。若不理
解這兩種心的定義及修行道理，肯定思惟時處處
會有問題。

一般人只是想：希望他遠離痛苦，這樣想也
是好的，你先對他有這樣的同理心，而且越來越
強烈，發自內心感同身受，當強烈到所有他領受
到的痛苦願由我來承擔！有這樣的一個承擔者的
雄心壯志，肯定你會想盡辦法幫他的忙。這樣的
大悲心越來越強時，一定會想該如何去幫助他。
由於三界輪迴當中，一切眾生被三苦折磨得没完没了，由業與煩惱推動，不

斷地、不由自主地墮入輪迴，一直流轉、一直受苦受難，沒辦法超越生老病死苦，
沒有達到解脫、得到涅槃的平安無事。

我們觀察自己，發現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也是輪迴中的眾生，怎麼可
能去度眾生呢？真正能夠度眾生的是誰？只有佛。

佛達到究竟，除了佛之外，沒有任何具有完全度眾生之能力者，我為了度眾
生，必須自己成佛，才有能力救度一切眾生。

印度卓越的大成就者阿底峽尊者，在七因果教授口訣當中，建議我們按照七
因果次第來修菩提心，就是知母、念恩、報恩、慈心、悲心、增上意樂、菩提心，
這個叫做「七因果」口訣，開示修菩提心前後的七重順序。其中具大乘不共特色的
「大悲心」之後，他講了「增上意樂」，增上意樂之後他講了「菩提心」。

大悲心增長的過程稱為增上意樂，增上意樂本身是種大悲心，在將引起菩提
心的階段，稱它為增上意樂。這個思想的順序就是如此。

發起菩提心時，要有為救度一切眾生，自己要得到佛果，才有救度的能力二
重意樂。為利眾生願成佛，就是這個意思。

若前面根本沒有大悲心，後面突然跳過去修菩提心，是不正確的。七因果教
授的邏輯與次第，非常非常有道理，前前後後有連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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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我自己有許多的困擾，還要雪上加霜修大悲心、菩提心，我自己會更痛
苦。這是你修錯了，真正能修大悲心者，完全不會痛苦。真正的修行人，越修越快
樂、越修越寬容、越修越寬恕、越修越高興。你修佛法若越修心裡越不自在、在意
的更多了、越來越煩，肯定有錯，所修的肯定有問題，你誤以為這是正確的法，肯
定不是。

原因是什麼？是正法本身具救度眾生的能力。我們依靠著文字所學到的正法
裡的思想邏輯概念，有了這個思想邏輯概念之後，不正確的越來越減少，正確的
越來越明顯時，我們內心的苦惱都越來越下降。

智慧沒有煩惱、慈悲沒有敵人。有大悲心的話，天下沒有敵人，人家雖把你當
成敵人，對你而言他卻不是敵人。你的心裡沒有仇人、沒有仇恨的對象，你已經遠
離親疏愛憎的分別。

從中觀思想概念邏輯來講，他是我的敵人、我的親朋好友、我的無所謂的人，
這些都是我們製造出來的，只是一個「名言安立」。就如同四十年前沒有智慧型手
機，我們的概念中根本沒有智慧型手
機這個概念。後來生產出這個產品、
再取了一個手機、又加了一個智慧型
手機的簡別，以後的人一看到這種物
品，就理所當然的稱作智慧型手機。

我們平常內心中出現很多不同
的念頭，所以造成很多困擾，這個
道理一定要懂。

你擁有大悲心這種心時，天下沒
有你的敵人，自己是很舒服的。

修大悲心的前提是什麼？平等捨。平等捨是什麼？是心裡完全沒有愛憎親疏
的思想分別。所以對自己有什麼利益呢？肯定有極大的幫助。因為，今生情緒上將
會沒有強烈地現起任何煩惱，非常平穩、非常高興、愉快、快樂生活。從而下輩子
肯定不會墮入惡趣。可見對今生及未來，修大悲心都是好的。

真正的大乘佛法，是有道次第的邏輯規則，裡面完全不會添加神神倒倒的
話，那爛陀大學著作的論典當中，沒有神話，都是透過無數的正理邏輯制定下來
的次第。我們實修者一定要實修事實為主、事實為本、道理為本。大乘也好、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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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主要強調的就是：我們老老實實的博學多聞，再來反覆的思惟，再三的考慮
道理內容。有了足夠的智慧、邏輯、概念，你能降伏自己內心天生的情緒、錯誤的
概念。所有的惡業、罪障、污垢，都是由於錯誤的概念而產生，解決內心錯誤的概
念，就遠離了惡業、罪障和污垢。

我們身體安住於這個輪迴紛擾的社會當中，若能利用佛法概念的邏輯來過生
活者，安住於這個紛擾紅塵生活中，肯定會過得非常幸福、安詳。

不可以說實修佛法者不能享受快樂，這是不對的。學習佛法的目的是離開痛
苦，享受安隱祥和，不是領受痛苦、追求痛苦。這是很多人的概念偏差，以為學習
佛法、實修佛法的，應該要領受痛苦才對。
內心能修到真正的佛正法時，對我們一般人所謂的痛苦、災難，都會變成為

修行的動力，完全沒什麼障礙，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
修大悲心，肯定會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不僅僅下世，我們今生當中也會成為

能替別人著想、關懷他人、利益他人的善良又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改變獨善其身
的自私想法，以及過度在意自己的身體，則會衍生許多過患。

看重自己的身體很重要嗎？當然很重要。寂天菩薩有說過，但重不重要，就是
看用在哪一個點。雖然你有了這個人身，但把它亂用，就是有了這個身體也沒多大
用，它會替我們招來很多麻煩。中國老子也講：「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
吾無身，吾有何患。」就是同樣的道理。

有身體對自己有什麼好處？無色界的眾生，沒有身體省很多事。我們若沒有
身體，起碼不需要上班了。你想想看，上班是為了什麼，為了養這個身體才去上
班，這個身體需要吃的、喝的、穿的、住的，照顧好這個身體真的很辛苦，所以老
子講得沒有錯，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我們人人都有這個身體，若對自己身
體過度執著，會惹出更多麻煩。

剛才前面講的修大悲心盡量修，不要以為：現在我記憶力不好、年紀大了等。
這是找藉口，這是內心的思想，思想改善就好了。若你站不起來，你躺在床上也可
以想、也可以修，你思想用功就好了。

什麼時候能修成大悲心，則所累積到的所有福德，都是有大悲心來攝持，所
以由大悲心來陪著、搭配，所累積的福德都是變成大乘的福德。從早到晚，能發多
少次心，就發多少次，越多越好。

我要為一切眾生，自己一定要追求佛果，所累積的福德、智慧，由菩提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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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這種的福德、智慧都叫做大乘資糧，是得到成佛的主要因素，可說是波羅
蜜多。
比如說，我們修布施的這個捨棄心，被菩提心所攝持、由菩提心來幫助，這個

幫助的意思說，內心當中有了捨棄的心，又有菩提心，這兩者就是互相饒益、互相
幫助，修行的速度就越來越快，所累積的福德也越來越多，才會變成真正的資糧。

還有就是懺悔業障時，菩提心的利益很大。真正消除業障最快、最有力的方
式：發起菩提心，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消除業障法。所以前面寂天菩薩講的，罪孽深
重的人，若能發起菩提心、修菩提心，就能真正懺除罪障。

被菩提心所攝持也好，由菩提心來伴隨的福德資糧、智慧資糧，都是屬於將
來得到佛果主要的因素，所以叫做波羅蜜多。

真正的波羅蜜多，是從哪裡開始得到？菩薩資糧道開始才有。一開始修菩提
心時，用造作的方式修。造作是什麼？是指要透過我們自己努力思惟、奮鬥一番才
發起，沒辦法自然任運而生，叫做在修造作的菩提心。

經過不斷串習、不斷努力修造作菩提心後，一旦變成毫不費力、不須思惟就
自然能生起，叫做任運而起，有了不造作的菩提心。

什麼時候達到不造作的菩提心？端看自己個人的串習力。造作菩提心變成
不造作的菩提心時，就進入菩薩道，變成所有人天崇拜的對境，成為名符其實的
菩薩。

不管學佛多久，佛弟子、佛陀的追隨者，學佛就是不要顧面子，不懂的就須請
教別人。但問的對象不要搞錯，若他也跟你一樣，肯定會誤導。

徹底斷除無明、遠離一切污垢只有佛。我們是凡夫當中的凡夫，有不懂的地
方，怎麼會覺得丟臉呢？這不是丟臉的事，不懂的一定要學習才會懂。聽不懂，所
以不想去聽，是非常不合乎邏輯的概念，你聽不懂所以要再去聽，一而再、再而三
地聽，反覆思惟，再三考慮，就一天會比一天好。以前聽不懂，現在聽得懂的原因
是什麼？你進步了！你的智慧已展開了！

最後，談一談實修。行為有內、外二者，身體、言語的行為，是外在的行為；
內在的行為是思想的起心動念。修行以調整內在的行為為主，身體與言語的行
為，跟著內在行為，主要的主導者是內在行為。佛法的重點，就是一定要修理內在
的行為，不好的想法一定要改掉，培養良好的想法，這叫做修行。

本文為作者講於慧炬週一夜間佛法課程《入菩薩行論》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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