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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淨律學佛院 

 

《菩提道次第略論》，監院法師慈悲！諸位法師慈悲！諸位同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那麼，首先讓我們為了如虛空般的如母有情，來發菩提心，同時，如理如

法的來聽聞這個殊勝的教授，那我們請各位同學翻到講義第五面。 

第三段、“出家並學習內明法藏的情形”。 

談到尊者，他出家的因緣。 

其後諸多上師、本尊於其面前或於夢中勸雲：“若能出家，便能廣利聖教

及諸眾生。”依此因緣，請大眾部持律上座，得加行道趣入實性一分三摩地者

―名曰戒鎧為親教師而正出家，其諱名為吉祥燃燈智。 

看到這。後來在這個夢境當中，還有這個現實的生活當中啊，很多的上師，

和他的本尊——密宗講三根本：上師、本尊、護法。上師就是說你的親教師，

眼前你在他座下跟他學法的，那麼就是上師。那上師當然，這個當中有根本上

師是最重要的。然後，其他還有很多的上師，就像我們佛學院很多老師，那個

意思一樣。然後，本尊呢就是佛菩薩，阿彌陀佛啊，觀音菩薩啊，文殊、普賢

啊，這些菩薩，佛菩薩是本尊。那另外一個就是護法，他們稱為“三根本”。

那在他面前呢，或在夢中勸他說啊：“你如果能夠出家便能夠廣利聖教，還有

一切的這個眾生。”那麼，因此，依著這個因緣，所以，他就出家了。 

那麼，上次有講因為他是國王的王孫啊，是太子的次子，那因此本來他出

家是不可能的，雖然說讓他跟著他上師修密還有可能，但出家，國王是不可能



上
良

下
因法师 

放人的。所以，因此呢，他的上師啊，就告訴他，裝瘋。那裝瘋了，然後這個

國王看到這個孫子啊已經不行了，瘋掉了。那麼，這個時候才放他出家去。 

所以，因為這個因緣呢，請大眾部的“持律上座”，“大眾部”是聲聞的

部派當中的一部，這個“大眾部”跟“上座部”嘛，根本二部當中的這個大眾

部，當中的持律上座呢，底下是說“得加行道”，這底下這段文是在讚歎這位

上座的功德。這位上座已經得道，證得暖、頂、忍、世第一四加行道。四加行

道過了就是見道位了，初果，初果以前呐。 

然後，因此呢“趣入實性一分”。好，這個是說因為他得了加行道，雖然

他還能夠趣入實性，實性就是空性，能夠趣入到空性的一分，因為他還沒有全

部證得那個初果嘛，所以，稱為證得空性的一分的這種“三摩地者”。這個都

是在讚歎他師長的功德。 

那麼這位大德是誰呢？“名為戒鎧為親教師而正出家”，做他的和尚，而

出家。然後他“諱”，就是他的法名呐，就是說他受這個聲聞戒法的這時候的

法名，就是“吉祥燃燈智”。好，下一段： 

此後至三十一歲前，學習相乘內明上下諸藏；特於能飛聚落法鎧上師座前，

十二年中聽聞《大毗婆沙論》。 

好，從他出家之後，到三十一歲之間呐，那有十多年的時間呐，“學習相

乘”，相乘的內明。所謂“相乘的內明”指的就是聲聞乘。因為這個在藏傳佛

法有這個四部嘛，這個有部、經部、唯識、中觀，前面有部跟經部都是屬於相

乘，都是屬於小乘呐，就是說簡單來講就是說在相上講的多一點的，就是說它

比較還有法執，所以稱為“相乘”。學習相乘的這個內明，“內明”就是佛法，

相乘的內明。 

“上下諸藏”，這個“上下”就是說它有的是相對來說，比較究竟的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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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比較這個方便的稱為“下”，上下諸藏。 

那麼其中一段很特殊的因緣，就是他在這個能飛聚落的法鎧上師的座前，

在十二年當中聽聞這個《大毗婆沙論》。《大毗婆沙論》這個是聲聞的論典。

它是在這個古印度啊，迦膩色迦王的時候，就世友尊者還有五百個大阿羅漢呐，

他們在那個伽師米勒國這個地方啊結集的。各位以後要學這個比丘戒就知道，

這個是佛法當中結集的之後，所造的論，當中有十萬個頌，這十萬個頌呢主要

的是要解詳細地解釋釋迦多言膩子這位尊者，他所造的《發智論》，總之它是

屬於有部的論典。 

精通根本四部之教典故，縱於各部中受食等微細取捨，亦無雜亂而遍了知。 

然後，“精通根本四部之教典故”，這“根本四部”指的是有部。這個有

部當中有大眾部、說一切有部、還有上座部、正量部，這四部都是屬於根本說

一切有部的這個，稱為根本四部的教典。然後呢，因為這個有部聲聞法，他們

會特別重視戒法，所以底下說啊，“縱於各部中受食等微細取捨，亦無雜亂而

遍了知。”所以，縱然在各部當中，各位要學比丘戒就知道，每一部律啊這個

說法不一樣。然後呢，尤其在那個微細戒法當中，開合情況那有時候還是差別

還是蠻大的。所以，那個在這個幾年當中，阿底峽尊者對於上下諸部啊，那這

個關於戒法當中的，乃至於最微細的受持等等的這種取捨——取捨就是說比如

說這部，比如說這大眾部開許，那麼有部不允許等等的——這是種取捨，這種

微細戒的取捨呢，也是一樣，沒有雜亂而周遍的了知。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

個在正法那不用說了，像法時代的這個祖師都是一樣，他們都是三藏很精通的，

尤其戒法的持守都是非常的這種微細的。好，再看： 

丙二、如理修行獲證功德之理。 

好，各位我們在講的時候，可以同時配合看那個我們剛剛發下去的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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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造論者的這個殊勝啊。這個我們之前就把這個知見廣博獲教功德之理，這

個部分介紹完了。那接著呢我們先要介紹丙二的這個透過如理的修行獲得這個

證功德的這個道理的那個內容。好。這當中分為二段： 

第一段： 

一、三學中包含一切證功德。 

現在定義什麼叫做證功德，這段呐是很重要的。我們看這個文： 

總說勝者所言諸教聖教，悉皆攝於三藏寶內，故證聖教亦皆攝入三學寶中。 

這個文字可能各位要是不常接觸藏傳佛法的話，可能會覺得文字比較生疏，

那我在消這個文的時候，儘量把這個文字消釋清楚。但事實上你文字消釋清楚

之後，你會發現道理其實不會難，不會像《楞嚴經》這麼難，也不像《維摩詰

經》這麼難。 

道理不是很難，就是文字上的這種結構。一方面，它從藏文直接翻譯過來，

藏文的文法跟我們有時候不太一樣，它有時候會倒裝句啊，就像英文一樣，比

喻說主詞放後面等等的，倒裝句；或者第二個它本身這個思考的結構是根據因

明呐，就跟英語的那種邏輯結構，跟我們平常的思考結構還是不太一樣。除非

你有特別經過這種因明的學習啊，不然有時候它思考的方式，有它這種特殊的

這種、那種特殊的架構。所以我們就是慢慢熟悉了也就好了。 

好，我們來解釋這個文。“總說勝者”，“勝者”指的是佛陀啊，勝者是

佛陀。所說的諸聖教，這個佛陀說了無量無邊的法門，都是屬於“聖教”，聖

人所開示的教法。那總攝起來呢，“悉皆攝於三藏寶內”。好，那麼“三藏”

就是經律論三藏，那這個三藏是屬於能詮的這個教法。好，那麼能詮的教法總

攝起來是三藏。所以呢，未來證果“證聖教”。“教”、“聖教”是三藏，那

麼“證聖教”是什麼呢？“亦皆攝入三學當中”。“三學”就是戒定慧。因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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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須要相符合：因是經律論三藏，果——真正的我們所謂聖（這個證得聖量

的）這個果，必然是戒定慧。為什麼呢？像古德說啊：經詮定學,律詮戒學，然

後那個論詮慧學。好，經律論分別詮釋戒定慧三學。所以呢，因中修的是戒定

慧的因，果上證得功德一定是戒定慧。 

那為什麼我們說這個很重要呢？因為像很多的人，把這個證功德，聽說這

個人呐有神通；或這個人呐他那個不倒單能夠坐很久；或者這個人呐他很聰明；

或者這個人他學歷很高等等、等等……這個是帶有迷惑性的東西，很多人都混

淆了，以為這個就是屬於佛法的證功德。事實上佛法證功德就是戒定慧三學，

來自於經律論的這種“能詮”，那麼所證入的它的“所詮”，這個戒定慧三學，

這個必須要知道。 

瞭解證功德就是戒定慧三學之後，接著我們再來詳細的來談它的戒定慧三

學的證功德。好，再看到： 

第二段： 

二、具足三學的情形 分為三： 

第一段呢，具有戒學；第二段，具有定學；第三段，具有慧學。 

初 

H1、具有戒學。 

當中又分為三段： 

第一段、 

    I1、連結戒學。 

連結戒學。就是說將戒學跟定慧相連接，說明戒是第一的重要性。好。 

其中戒學，經典及釋論中多次贊為定、慧學等一切功德之所依處，故須先

具以戒學為主之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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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所有的功德當中，第一個根本要有戒。《楞嚴經》也講啊，要是沒有

戒只有定慧的話，會變成魔的境界啊。在經論，還有“釋論”，這個釋論就是

菩薩所造的解釋經典的論，稱為“釋論”。那經典是佛陀說的，佛陀所說的經

典像《楞嚴經》講的，“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啊，戒定慧的功德

生起次第，絕對是不可混亂的。 

好，那麼，還有釋論，各位要學這個《在家備覽》呐，或者比丘戒，就很

多的這個論典，大小乘的論典，它讚歎呐，戒是定慧一切功德生起的依止處。

所以，必須要以戒學為主，戒學為主的這種證功德，必須先具。首先第一個要

具足戒功德，這個是所有的高僧大德們他們共許的，共同證得的功德。好，看

到： 

第二段、 

I2、正說具有戒學的情形。 

分為三段： 

分為三段，就是從聲聞戒講到菩薩戒，再講到密乘的戒，這三種的戒的律

儀。看到第一段，聲聞戒。 

J1、具有最勝別解脫律儀：受比丘律儀已，猶如愛尾犛牛，若尾一縷掛著

於樹，雖見獵人將害己命，寧舍其命護尾不斷；如是縱於一一輕微學處，尚寧

捨命防護，況其所受重大學處？故成大持律上座也。 

好。阿底峽尊者，他受了比丘的律儀，受比丘戒之後啊，就像“愛尾的犛

牛”。就是，據說啊在這個大雪山當中，喜馬拉雅山有一種特殊的品種的犛牛。

這種犛牛它怎麼呢？怎麼特殊呢？它如果，比如它這個……它非常愛它的尾巴，

那麼它的尾巴如果不小心被這個樹啊勾到，乃至一絲一縷勾到這個樹上，這個

時候縱然看到獵人要來抓它了，它也不逃跑。為什麼？它愛惜，它非常愛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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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尾巴，寧可它舍掉它的生命，保護它的尾巴不斷。也不會讓這個，就說也不

會讓它的這個尾巴這樣斷掉，太愛惜了。那這個“愛尾犛牛”就是在這個律典

上面常常做的譬喻，譬喻什麼呢？“如是縱於一一的輕微學處，”“輕微學處”

就是指的微細戒啊，對於一一的微細戒，尚且是寧舍生命也要去防護它，何況

所受的這個譬如上二篇的重大學處呢？當然是更是寧死不犯。所以，成為“大

持律上座”也。 

所以，根據這個尊者的傳記裡面記載啊，阿底峽尊者受比丘戒之後，從來

不犯。也不需要懺悔。因為，他對於即使微細戒，也就像那個犛牛愛尾一樣啊，

寧捨身命不犯的。所以，被大家公認為大持律的上座。是因為他的這個定慧的

功德太殊勝了，所以，大家就沒有特別去談他戒的功德，但事實上他戒，聲聞

戒是圓滿的。 

看第二個菩薩戒。 

J2、具有菩薩律儀：長時修習以慈悲為根本之菩提心眾多教授；特依金洲

大師，修習由至尊慈氏、妙音傳授無著與寂天論師之最勝教授，故于內心發起

愛他勝己之菩提心。 

好，先講菩薩戒這個根本。菩薩戒的根本是什麼？是菩提心。有時候居士

問我說啊，“法師啊，你看我適不適合受菩薩戒？”其實我都跟他說啊，其實

菩薩戒的重點不在這個開遮持犯。那開遮持犯很重要，但是重點在什麼呢？透

過這些開遮持犯來守護我們的菩提心。就是你如果已經準備好了，要來受持菩

提心的法門，那麼你可以透過菩薩戒，然後來學習受持這個菩提心；如果說你

這菩提心也沒有這個量，也沒打算去學習，讓它生起乃至護持，也沒有這個心

態，沒有這種心理狀態的話，縱然菩薩戒受了之後，半個月半個月誦戒，然後

六齋日持八關齋戒，開遮持犯都儘量做，等等等等，事實上如果沒有菩提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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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它的本質是通於人天的善業的。各位看那個菩薩戒的這個戒文啊，你看如

果沒有菩提心攝持的話，跟人天善相通的。所以呢，菩薩律儀的根本是菩提心，

但是菩提心還有個根本呢，就是慈悲心。 

好，第一段講的，長時修習以慈悲為根本之菩提心眾多教授，這個是菩薩

律儀的根本，在這個地方先標出來。那慈悲心跟菩提心差別在哪裡呢？“慈”

就是與樂啊，“悲”就是拔苦。你真正看到這個世間是苦難的，眾生是苦難的，

這個時候願意為眾生拔苦與樂，那麼這個時候是慈悲心；那麼，在慈悲心的基

礎之上，好，然後接著生起一種“想要荷擔眾生的這種解脫，而且是生生世世

想承擔眾生的解脫”，就像地藏王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那麼這個時候就

是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的量的生起，基礎在於慈悲心。所以，慈悲心通於外道，通

於二乘，大家都有的。那麼，有慈悲心再進一步的生起那種生生世世荷擔的這

種量，那個就是菩提心。所以這個地方說以慈悲心為根本的菩提心。 

所以“長”，也就是說長時間修習菩提心。那為什麼要強調以慈悲為根本

呢？就是很多人會錯解，“我長時間修菩提心，我也在修啊，我半個月誦菩薩

戒，那我每次我每次修行之前，講經之前我都有講啊，希望大家為利益一切如

虛空般的有情發菩提心。好，平常我在修法之前，我也會誦念菩提心的那個頌

文，然後再修法”，那很多人就錯解，這樣就是在修菩提心了。其實不只是這

樣子的，這只是修菩提心的一個方便，在前面你要先以種種的善巧生起慈悲心，

慈悲心之後，才有所謂的菩提心。 

所以，在這個叫做“以慈悲為根本的菩提心”的眾多教授，而且還有時候

還不是一種教授，而是透過不同的角度，眾多的教授來生起菩提心的量，慈悲

還有菩提心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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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解釋他的這個菩提心的教授啊，有好幾個傳承。第一個根據金洲大師，

然後來修習由至“尊慈氏、妙音傳授無著與寂天論師的最勝教授”，就說他的

這個菩提心教授有兩個，兩大傳承——第一個是從慈氏菩薩，就是說彌勒菩薩，

傳授給無著，這個稱為“廣行派”的這個傳承，就說後面在菩提心修法當中的

“七重因果”，這是屬於廣行派的這個傳承；第二個傳承呢就是說，有妙音，

就是文殊菩薩，傳給寂天菩薩的這個法門，就是後面所說的“自他交換”的這

個法門，這個是屬於這種菩提心修法當中第二個加持派的修法。 

一個來自于彌勒菩薩的七重因果，彌勒傳到無著的“七重因果”，一個是

從文殊菩薩傳給寂天菩薩的“自他交換”，這兩種的最殊勝的菩提心的教授。

那麼，這兩種教授，這兩種傳承就傳到金洲大師的這個身上，然後，金洲大師

再傳給他的弟子——阿底峽尊者。所以有這兩種最殊勝的教授。所以，因此呢

“故於內心發起愛他勝己”，就是說這個就像那個像七重因果講的，因為一切

眾生都是我們過去生的母親，那麼，如果就自他交換來說，就是愛他勝己，對

眾生的愛他執，遠遠超過我愛執。也是說對眾生的離苦得樂這件事情的這個重

視，遠遠超過對自己的離苦得樂的重視。那這個是菩提心的量的生起啊，真的

是不容易，愛他勝己的菩提心。那麼透過這兩種傳承的修行，因此而生起。好，

接著看下一段： 

以此願心引發行心，承許修學偉大之菩薩行，後以善妙行儀學習所有學處，

所作皆不違越諸佛子之制限。 

“以此願心引發行心”，是什麼意思呢？前面講的你透過七重因果也好，

或者自他交換也好，那麼，不斷的串習之後，會生起這個菩提心的量，這種“我

想愛他勝己”的菩提心的量，那麼這個是種意願，這個是種願心，稱為“願菩

提心”。那麼，有願之後，要有大行來滿這個願海嘛，那麼，接著要去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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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是後面就引發後面的“行菩提心”。“行心”就是行菩提心。 

願菩提心的修行代表就是七重因果，跟自他交換；行菩提心的代表就是我

們所說的菩薩戒，還有一切六波羅蜜的法門。所以，這個就是我剛才在強調的，

為什麼菩薩戒必須要菩提心——因為行菩提心是由願菩提心所引發而生的，所

以以此願心引發這個行心。那“願心”，有願菩提心呐，有願菩提心，發菩提

心，發菩提願心，有願心的儀軌；行菩提心有這個生起行菩提心的受持的儀軌。

各有各的生起的法門、善巧，還有各有各的受持的儀軌。 

所以就是說，其實佛法，它如果就是說，如果嚴謹來說，它是很精細的，

就是說不是那麼粗糙——就說“我今天呐我每天誦念菩提心的文，或者我那個

每天誦念這個菩提心的經文，等等的，我就一定能夠發起菩提心”……當然，

我們也不能說你不修七重因果、不修自他交換，就不能生起菩提心，也不能這

麼說，因為每個人眾生的善根契入點不同；但是呢，就說如果你沒有生起菩提

心的話，這兩個方法是個很好的生起的方法。那麼，如果沒有菩提心，然後又

不修這兩個方法的話，確實也不容易生起菩提心。 

好，那麼，“以此願心引發行心”，所以呢，“承許修學偉大之菩薩行，”

“承許”就說因此有這個資格啊，可以來修學種種的六波羅蜜的這個偉大的菩

薩行，就是行菩提心呐。 

那麼然後呢，“後以善妙的行儀”，來學這個所有的菩薩學處。“學處”

就是指的這個菩薩律儀的所有學處啊。“所作皆不違越諸佛子之制限。”受菩

薩戒啊，發菩提心呐，受菩薩戒即成為佛子。好，那麼，就阿底峽尊者他受了

菩薩戒之後啊，就偶爾才違反——好像他基本上他不太違反——偶爾會違反，

那違反之後，他馬上就會懺悔，清淨。他的菩薩律儀呀，也是清淨。 

第三個講到這個密乘的這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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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具有金剛乘律儀： 

具有觀自身即本尊之生起次第，及金剛心圓滿次第之三摩地，故成瑜伽師

中尊主；特於誓言如理守護，不越制限。 

那麼，“金剛乘”，密宗的這個“三昧耶戒”。那個三昧耶戒啊，它又比

菩薩戒要求更嚴格。比如說，這個菩薩戒是“瞥爾即犯”，那麼，金剛乘也是

瞥爾即犯，一個動念起來，就犯戒了；而且他那個動念呐，那個要求更高標準。

好，當然，這個如果沒有受密宗的人，是不能夠去看，就不能夠看、不能夠學

習密宗的這個三昧耶戒。好，跟那個菩薩戒不一樣。 

所以呢，到那密乘、金剛乘的律儀，怎麼生起呢？他就是說，先講他證得

這個密法的功德啊：“具有觀自身即本尊”，這個就密宗叫“佛慢”呐，“慢”

就驕慢的慢，佛慢。“佛慢”意思就說，觀我們的佛性呢跟諸佛的佛性無二無

別，就是“自身即本尊”的生起次第。好，當然，他有他一套的觀修的儀軌。 

那麼生起次第圓滿之後呢，接著更進一步就是修金剛心圓滿，金剛心的圓

滿次第。好，像這個大手印呐，大圓滿呐，都是屬於這個圓滿次第。好，這種

種種的三摩地，它是跟密法相應的三摩地。所以因此呢，它是成為瑜伽師中的

這個“尊主”，這個“瑜伽”啊翻譯成漢文的意思很多個意思，其中一個意思

就是“相應”。“相應”就是說你的心跟你所修的法相應，叫做“瑜伽”。瑜

伽是就相應。瑜伽師當中的尊主，那這個地方瑜伽是指的是密法的瑜伽師當中

的尊主。 

那麼因此之故呢，他對於這個誓言，這個金剛三昧，這個密宗的這個三昧

耶這個誓言呐，密乘的戒的如理守護，是不違越，“不越制限”的。就說阿底

峽尊者他受了這個密宗的這個三昧耶戒之後，他說犯的機會是很多，但是犯了

之後呢，也是很快的就能夠懺悔。好，所以，他的金剛乘律儀也是清淨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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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起三種戒學清淨的情形。好，再看到第三段的這個： 

I3、如理守護。 

這個還是屬於戒學的部分呢，好，戒學的最後一段。 

非僅勇受三種律儀戒律學處，而隨所受防護彼等，不越制限；若有少許違

犯，亦速速以各別還淨儀軌令其清淨。 

好，說不僅“勇受”，什麼叫“勇受”啊？就像我們現在的人呢，受戒的

時候大家都很勇猛，聽到要受戒啊，尤其傳那個菩薩戒啊，一次可能去幾百個、

上千個，叫“勇受”。勇受三種律儀這個戒律的學處。 

不只是勇猛的心而已，同時“而隨所受”，隨他這個所受的這個律儀啊，

分別“防護彼等”，不違越每一種律儀的這種這個制限，每一種律儀的這種約

束、這種戒法是不違背的；假設有少許的違犯呢，亦是很快的以各別還淨的儀

軌——像聲聞戒是不犯的，菩薩戒偶爾犯，那麼金剛乘的戒有時候會犯——這

個時候以各別各別的這種清淨的儀軌，菩薩戒，菩薩戒的儀軌，那麼金剛乘，

金剛乘的儀軌，令其清淨。 

所以，我看那個這個日宗仁波切，他有注解他說啊：阿底峽尊者他隨身都

帶個小小的佛塔，做什麼呢？如果說這個他一有犯戒的情況之下，他馬上把佛

塔請出來，然後，修懺。好，因為菩薩戒也好，密乘的戒也好，都是心地戒嘛，

你一起心動念就犯了。所以呢，你就說他有犯的話馬上就懺，甚至有一次大家

經過一條險路，非常危險的道路，就讓那個尊者行，但他說：“等一下。”做

什麼呢?他說：“我剛才啊，一個動念呐，犯了律儀。”犯了律儀之後呢，他就

把那個佛塔請出來，然後，修懺，懺完了之後，然後，再繼續往前走。那大家

說，“誒，這個地方很危險，趕快過去啊，過了之後，再懺悔就好了嘛。”尊

者他說啊：“我能不能活的過這個險道我都不知道，那如果中間死了，我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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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亡，那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我就是一定要懺。”尤其那個金剛乘的這

個律儀啊，那個果報更嚴重。你說菩薩戒犯了果報很嚴重，金剛乘律儀特別容

易犯，犯了時候果報還特別容易特別嚴重。好，所以，他就是這個隨身帶個佛

塔，隨時懺。好，戒學介紹完了，看到第二段； 

H2、具有定學。 

看這個文， 

具有定學分二： 

共者，得奢摩他，令心堪能；不共者，具有極堅固之生起次第，又於三年

或六年中修明禁行。 

定學的話，分為兩種來說：第一個是“共”，共的話是指的顯教，共於顯

教的三乘，聲聞、緣覺、菩薩的這種三摩地。這是稱為“共”。那麼共的話“得

奢摩他”，種種的大小乘的奢摩他的功德，“令心堪能”。堪能性呢，因為有

奢摩他，所以，非常的強。這第一個，顯教的共。 

第二個“不共”的話，指的是密教的這種奢摩他的功德。那麼密教的功德

不共，就說就密教的這種奢摩他中最極圓滿的是什麼呢？就是“極堅固的生起

次第”。就是說密法當中，有生起次第，有圓滿次第，那麼，生起次第就判屬

於密法當中的奢摩他。我個人分別啊——因為這個我也沒修過啊——我個人分

別就是說，它是有點像我們圓教的這個圓頓止觀當中的止。那麼，你在一心三

止當中，圓教的一心三止，它是屬於“止”所收攝的，但是呢它當中具有實相

的智慧在裡頭。就像這個生起次第，它為什麼稱為“不共”？它除了……就是

說它除了奢摩他這種止的功德之外，它內在還有智慧，還有跟本尊相應，得到

本尊的加持。所以，這些共同因素在裡頭，所以等於是定慧等持啊。那這個是

極堅固的生起次第，只是說就像我們那個圓頓止觀一樣，你在入于圓頓智慧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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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心三觀當中，你不動念，稱為“一心三止”。不帶名言分別了，就稱“一

心三止”；帶名言分別稱“一心三觀”。 

好，但事實上止跟觀，它本質都是圓頓的智慧，同時發作起來了，一樣的。 

那麼，再來呢，“又於三年或六年中修明禁行。”那麼，為什麼說三年、

六年呢？我聽到兩個解釋。一個解釋就是說有兩派說法，就是因為古代歷史考

據的原因啊，那麼，有一派說三年，另外一派說六年，這是一個說法；第二個

說法就是說，印度各個地方風俗不同，有的以六個月當一年，有的以十二個月

當一年，六個月當一年，就是六年呐，十二個月當一年就是三年。那事實上一

樣，就是三年。 

三年或六年當中修什麼呢？“明禁行”。明禁行這個也是密法當中的一種

很特殊的修行方法，很特殊修行方法。就是說，當一個修行密法證量很高的人，

他為了要迅速成就更高證量的原因，他必須要造作一些跟常人很不一樣、非常

特異的行為。像什麼呢？像那個濟公和尚啊，那個他能夠吃個活……吃個鴿子

啊，能夠把鴿子吐出來啊。這種有證量的人，他為了迅速要成佛，所以說修一

種很特殊、別人看起來就是瘋瘋癲癲的，跟別人不一樣的很特殊行為，那這個

稱為“明禁行”。當然，這是很高證量的人，修密法很高證量的人，才能夠修

的。 

好，那麼這是定學的功德。第三個呢： 

H3、具有慧學。 

具慧學中，共者，獲得止觀雙運毗婆舍那之三摩地；不共者，獲得圓滿次

第之殊勝三摩地。 

慧學也是分兩個。共的話就是顯教的部分，顯教的三乘的部分，獲得止觀

雙運的，大小乘的“毗婆舍那”，“三摩地”。“止觀雙運”我們到後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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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我們未來能夠講到止觀的話，我們會介紹。“止觀雙運”就是說，當你證得

止，奢摩他止，也就是說證得未到地定以上，欲界的未到地定以上，這個時候

稱為“證得奢摩他的止”。在證得奢摩他止之後，你又能夠思維觀察，語言文

字的思維觀察。那在語言文字的思維觀察當中，又不會破壞你奢摩他止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證得毗婆舍那。所以說，當你證得毗婆舍那的時候，你事實上也

就是止觀雙運了。好，所以，這個獲得止觀雙運的毗婆舍那的三摩地，所以，

這個止觀雙運就是毗婆舍那。好，就是證得毗婆舍那的這種三摩地，這個是通

於顯教的三乘的。 

不共的話呢，就是“獲得圓滿次第殊勝三摩地”，這個是密法的圓滿次第。

這種像紅教大圓滿呐，白教大手印呐，這些的圓滿次第的殊勝三摩地。好，那

麼這個是屬於乙二的其身獲得功德之理。 

好，我們看這個，我們發的附表二科判，自證的戒定慧功德介紹完了。接

著呢，我們來介紹這個尊者利他的功德，利他的事業。 

乙三、得功德已於教所作事業之理。 

好，當中，分為二段。丙一呢先講他在印度所作事業。丙二於西藏所作事

業。看到第一段： 

丙一、於印度所作事業。 

于金剛座大菩提寺，曾三次以正法擊敗外道惡論，住持佛教； 

好，先看到對外道來說。在金剛座就是佛成道的那個金剛座啊，菩提伽耶

這個地方，旁邊有個大菩提寺。然後呢，他在那個地方曾經三次以正法的辯論

呐，來擊敗外道的惡論。在金剛座那個地方啊，他那個地方用我們現在的話來

說就磁場非常的好。古代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子，在那個金剛座那個地方，

不只是佛教徒，很多外道也在那邊修行。所以，印度的時候，也常常有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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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外道在金剛座那個地方，菩提伽耶那個金剛座那個地方辯論。然後呢，曾經

三次以正法辯論擊敗外道的惡論，來住持佛教。這是第一個，對於外道的部分。

再看下麵： 

亦善淨除自部上下聖教所有未達、邪解、疑惑惡垢，弘揚聖教，故一切部

不分宗派，皆視其為頂嚴。 

這個地方對佛教徒來說，“亦善淨除”，能夠善巧的淨除。這個“淨除”

什麼呢？“自部”指的是我們佛教徒啊。自部當中的“上下聖教”，就說我們

同樣是佛教徒，這個教法當中可以分為上部的教法跟下部的教法。所謂“上部”

的話，就是他們這個四部——藏傳佛法分四部嘛，四部當中的瑜伽跟中觀，是

屬於大乘的，屬於這個上部；下部的話呢，就是有部跟經部。好，這個是屬於

小乘的部分。“自部上下”的聖教當中，所有“未達”，或者是沒有通達；或

者呢“邪解”，就說知見錯誤。不管上部下部，有了知見錯誤；或者呢，“疑

惑”，對道理啊還有些存疑的這些“惡垢”啊，這些的這種見解上的這種污垢

都加以善巧的淨除。所以，他這樣“弘揚聖教”，所以“一切部”就是四部當

中的一切部，“不分宗派”，皆視這個尊者為“頂嚴”——就是王冠頂上的莊

嚴的珠寶，這是最尊貴的，稱為“頂嚴”，這個意思。好，所以，這是印度的

事業，比較簡略。再看到  

丙二、於西藏所作事業。 

分為四段： 

第一段、消除對佛法的邪執，開創新軌。 

天師叔侄發大精進，依次派遣譯師精進獅子及納措戒勝二人，數數前往印

度迎請尊者； 

好，“天師叔侄”啊，事實上就是這個叔侄是兩個國王，那之所以稱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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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師”，就是說這個侄子後來他也成為一個傳承的上師啊，所以，稱為“天

師”。這個“叔”就是他的叔叔，他的叔叔是智光王，那麼，他的侄子就是這

個菩提光王，他們都是現在藏北阿裡那個地方的古代的兩個國王啊。然後呢，

這個智光王他那個時候——我們先講智光王來請這個尊者的情況啊——智光王

請這個尊者的因緣是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本來是西藏最早是有蓮花生大士

傳到這個西藏地區，後來經過幾百年的傳承之後，後來呢，經過一次滅法的行

為——就是“朗達瑪滅法”。朗達瑪滅法之後，整個佛法摧殘的很嚴重，很嚴

重之後呢，後來朗達瑪後來，他也是業報現前呐，橫死啊，死掉了。最後呢，

慢慢佛法又復興了。 

復興是復興，但是畢竟前面的滅法對後面的影響還是很大，所以，佛法各

式各樣的知見呐還是很混亂。所以因此之故呢，這個智光王他就發心呐，想要

到印度去請尊者。當時他不曉得阿底峽尊者，他就想到印度請位大成就的人，

來到藏區來教導這些藏區的眾生。 

所以呢，他剛開始的時候，他培養從那個民間找十歲以上的童子，特別聰

慧的人，然後，集合在一起訓練。教導他們佛法的經論，還有辯論這些訓練，

當然，還有教導他們梵文呐。訓練，訓練到長大之後，就派他們到印度，去請

這個尊者。看看他們也不曉得要請誰了，就是看請那個大成就者回來，結果第

一次去的二十一個人呐，後來到印度之後，因為西藏很冷嘛，各位都知道，印

度那麼熱，差距太大，二十一個人當中，只有兩個人活下來，然後，其他都死

掉了。當然，第一次去的時候，也是無功而返。 

後來派第二次、第三次，然後到第三次的時候，就知道打聽之下就知道有

這個阿底峽尊者，知道阿底峽尊者了之後，那麼就是要去請這個尊者回來。然

後，甚至在這個第三次的時候，這個藏王啊，這個智光王他還到這個邊境去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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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要迎接尊者的到來。結果呢，去到這個邊界的時候，被鄰國的國王啊，信外

道的，給抓住。給抓住之後呢，就是他侄子啊，就是菩提光王啊，他就去跟外

道的國王談判，說，“你怎麼樣才能夠放了這個國王啊，這個智光王啊？”外

道他說啊：“我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說，你如果信我們外道的話，那

麼，我不但無條件地放他走，同時會給你們種種的供養啊、禮品啊，然後送你

們國王回去。第一個，你信我們的教。第二個呢，如果你不同意的話呢，可以，

你就用跟這國王等重量的黃金來跟我換。” 

當然，這個他們這個藏人都是非常信佛啊，所以，這個菩提光王他當然不

可能，不可能信外道啊。他就趕快到民間啊到處搜刮黃金。搜刮到最後，只差

個頭，人頭啊這麼樣一個量，然後呢，就去跟那個外道的國王談判說：“我就

差一點點，你能不能放人？”結果那個外道國王說：“我不放。就差一點還是

不行。”後來他叔叔，這個智光王他說啊，他說：“你有這一份心啊，我已經

非常欣慰了。”他說，“但是呢，我們現在西藏最需要的是個大智者，大智慧

的人，大成就的人。我年紀都已經大了，我回不回去已經不重要了。你把這些

黃金全部帶到印度，去請這個尊者阿底峽尊者回來，不要管我了。” 

後來呢，沒有辦法，這個菩提光王啊就只好放棄了，然後，將這個黃金，

派遣使者帶到印度啊，去請阿底峽尊者，來到西藏。好，那這個智光王可說是

為法而犧牲掉了。 

好，先講到這個地方。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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