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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摩地王經》裡面它說：縱然對方“作祈請”，你也要“觀器”。就

是說有可能他很虔誠地來請你說法，但是呢，你也應當觀察他的根性——這個

時候應不應當為他說；或者是縱然要說，應當要怎麼說，那也要觀察這個眾生

的根性呐，尤其是對大根性的人說法，那更是要謹慎。就是說這個時候你為他

說，有時候不見得對他有利益。比如說，他這個時候，真正地想要求解脫的心

還沒有生起來，他只是說想要瞭解一些哲學道理呀，那這樣說了，就是說他很

早就知道他想要的東西，他就不想再深入實修了，對他反而不好。這是“觀

器”，那當然這個就不容易了。 

第三個呢，“若知是器”，如果真的是法器，縱然他沒有祈請，也可以為

他說法。就像那個我們受八關齋戒的時候不是念嘛：“為諸眾生不請友” 。“為

諸眾生不請友”，就是說像佛陀，或者菩薩、祖師，有時候也會這樣子：眾生

沒有請，但他看眾生得度的因緣成熟了，就主動為眾生說法。 

就像《佛說阿彌陀經》也是一樣，無問自說：“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

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佛陀就直接講了。為什麼呢？他看眾生的根器能

夠成熟了，那麼就可以說。當然這個也都是要……就是說，你本身有大智慧的

人，才看得出來。所以正常的情況的話，我們就是眾生要祈請，我們再為他說

法。 

諸余威儀，應如《律經》所說。 

其它的在我們這個比丘戒裡面，就說到這個說法的儀式。比如說別人在高

處，我們在低處，不能說法；那別人手上拿刀杖，也不能為他說法；他手掌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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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也不能為他說法；或者頭上戴個帽子，也不能為他說法,等等、等等。 

好，那麼乙二介紹完了。 

接著看到: 

乙三，于結行時共作之理。 

這個我們先打開這個科判，前面的科判表。看到表三這個地方：“如何聞

說具有二種殊勝之法”。二種殊勝就是說、聞的兩種殊勝。“聞法之理”介紹

完了；“說法之理”介紹完了；就這個結行，“于結行時共作之理”，它是這

個地方。 

我們回到講義的正文：二十三頁“結行”，什麼叫“結行”呢？我們知道

前面的是“意樂”、中間是“加行”、後面是“結行”。那我們上次有說初善、

中善、後善。“意樂”動機很重要，“加行”的正行很重要，最後“結行”的

回向很重要，所以在“結行”的時候要做回向。“共作”就是說不管說、聞都

是一樣，要做的共同的回向。 

分為四段，第一段： 

一、正說在結行時應如何做。 

如此講說、聽聞所造善根，應以《普賢行願品》等清淨願文封印。 

在講說也好，或者聽聞佛法也好，所造的這個善根呐，應該要以<普賢行願

品>當中的七支供養——就是十大願王啊，在藏傳來說總攝起來就是七支供養。

那麼你要是再扼要的，就是我剛才在帶各位觀修的“文殊師利勇猛智，普賢慧

行亦複然，我今回向諸善根，隨彼一切常修學”這個頌文。那麼這兩句頌是據

說在印度啊，這個王公大臣呐，要是很忙啊，忙到連誦一部<普門品>呐，都沒

辦法，那這個時候他們就專門憶持這兩句頌，乃至“三世諸佛所稱歎，如是最

勝諸大願，我今回向諸善根，為得普賢殊勝行”。這個就是<普賢行願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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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的菩薩的願力啊，來“封印”。 

實際上“封印”就是像古代啊，我們看古代那個書信放竹筒裡面，然後呢,

能夠把它蓋起來，然後用那個膠啊——這個紫膠啊，把它給封起來，封起來之

後，代表永久保存的意思。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我們發這個願力之後，這個願力所成就的功德會將我

們所修行的前面這個修行（聞法、聽法）的這個功德把它收攝起來，不漏失。

那不僅不漏失，甚至能夠更加廣大，所以這個回向很重要。不管說聞也好，任

何修行完了之後都要回向，做個“封印”，把你的功德封起來，才不會漏失掉；

你要不回向的話，功德就會漏失掉。同時透過回向，不僅不漏失，也能夠使功

德更加地增廣。 

那接著看到第二段： 

如此做的利益。 

若以此理說、聞正法，雖僅一座，亦定能生如經所說所有利益。 

若能以前面所說的說、聞的理——依六種想啊、五種想啊，等等的，來“說、

聞正法”，雖然僅僅是一座，整個只有一次的法會當中，也一定能夠生起前面

經典所說的所有的利益。像《聽聞集》所說的： “由聞知諸法，由聞斷諸惡”

等等的，戒定慧的功德成就的利益。 

倘若說、聞正法能得要領，依此便能淨化往昔所集不敬法及說法者等一切

業障，亦能中止一切新造； 

就是說不僅是栽培福德跟智慧資糧，同時你說、聞態度正確的話，還能夠

懺悔業障。就是說得到要領的話，就能夠淨化過去所累積的不恭敬法，或者不

恭敬說法者的一些業障。 

比如說過去我們沒有學過這個“說聞儀軌“之前，我們在聽法的時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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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有些不好的心態，那這是罪業、這是業障，要嚴重可能還是謗法的無間業。

那這個時候，古人說：“從地而倒，還從地起”。你這個時候除了一方面懺悔

之外，那麼你想改正你的這種態度，這個也是種很好的懺悔。好，懺悔過去。

同時呢，也終止一切未來新造的這個謗法的罪業。所以： 

聽聞之理得要領故，所說教授于其相續亦成饒益。 

聽聞的這個道理，你要得到要領——前面所說的這個是要領啊：怎麼觀修

啊，離三種過、依六種想……這是要領。那麼這個時候，對於所說的這個教授，

你所聽聞的教授，在你的心的相續當中就“亦成饒益”，當下就能夠得到利益，

不用等到臨終啊、來世啊。今生啊，就能夠得到利益。什麼利益呢？你煩惱越

來越少，清淨心不斷地增長，這樣的利益。 

再看到第三段： 

先賢們的做法。 

總之，所有先賢由見此故，遂皆于此殷重而行；特傳此教授之昔諸上師，

尤為殷重。 

總之啊，所有的古德都是一樣，不管任何傳承的古德都是一樣，因為他們

都能夠見到說、聞二法的利益和重要性，所以呢,尤其在聞法的時候，說法也是

一樣，都會殷重地去行持。 

雖然他們不見得修這個離器三過啊，依六種想，但是他們自然會發起殷重

心，用不同的方法了，來發殷重心。 

特別是什麼呢？“傳承此教授”，此道次第的教授的“諸上師”。那麼這

些“諸上師”指的是什麼呢？指的是噶當派，就是說阿底峽的這個弟子，就是

這個仲敦巴，仲敦巴開始，還有他的這個歷代的弟子們所傳承下來的這個噶當

派的這個道次第的傳承的祖師們，還有這些上師們，“尤為殷重”。因為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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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的話，對於這個法的善巧瞭解的更深入，所以就更加的殷重。 

第四段： 

若不如此，會有極大的過失，所以教誡要重視此。 

此為極大教授，現見極多於此未獲定解、心未轉故，任說幾許深廣正法，

如天成魔，次彼正法反成煩惱助伴。 

“此為極大教授”，這個“大”是“重要”的意思，非常重要的一個教授。

因為我們一再強調它是個緣起，你以後自利利他的一個緣起。就像那個樹根呐，

樹根如果敗壞了，那麼這個樹就不可能開出枝葉花果的，這個是聞法的教授這

個根，很重要的。 

他說現在看到很多的修行人呐，對於說、聞二法的教授，沒有獲得“定

解”——“定解”就是說堅定而不可動轉的理解，叫勝解。可能他也知道聽法

很重要，態度要正確；但是呢，聽法的時候，還是沒有端正心態。 

那麼因為心還沒有轉的原因，所以呢，因此，“任說幾許深廣的正法”，

《楞嚴經》《法華經》《維摩詰經》呐，《解深密經》呐……這些深廣的正法，

聽了很多很多，結果呢，“如天成魔”。這個“天”的話，指的是個天尊,本尊。

本尊本來是在幫助我們修行、加持我們的，結果反而變成魔。為什麼？一個修

行人他心裡清淨，就感應到……比如感應到觀音菩薩，他心清淨，感應到觀音

菩薩來加持他；但是呢，他心不清淨、動機不正確，結果呢，感應到了觀音菩

薩是鬼神變現的——也是在加持他，但是是往負面的加持。 

那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我們底下說的“彼正法反成煩惱助伴”。你聽的

越多，煩惱越多，煩惱障、所知障越來越多。什麼叫煩惱障、所知障？你越聽

越驕慢，覺得“我懂很多”，這是煩惱障；那麼聽完之後呢，因為你沒有辦法

真正得到法的這種傳承，那聽了之後，在法當中產生會邪見。產生邪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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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所知障，結果反而成了煩惱的這個助伴呐。所以這個緣起很重要。 

所以你看為什麼有的人他自己覺得他不需要師長的教授，他自己看經典就

夠了，就能夠懂了。然後呢，他有時候，他學了法之後，他那個思想或者他的

習氣沒有改變，或者甚至思想可能有時候可能會有錯誤的，就變成煩惱的助伴。 

所以底下說啊： 

是故如雲：“初一若錯，直至十五。”于此聞、說正法軌則，諸具慧者應

當勵力， 

“初一若錯，直至十五”。第一個緣起錯啊，後面就全錯。這個就是個迴

圈呐：你前面這個種子不對，後面怎麼可能會對呢？初一錯，後面就會一直錯

到十五了。如果沒有人導正的話，就是一路錯下去了。 

所以這個對於說、聞正法的那個軌則啊，我們一切“具慧”的，有具足智

慧的人呐——有智慧的人，就是說你知道好歹，知道什麼是重要的——那麼“應

當勵力”，就是努力呀，去調伏你身心的相續，來去造做。 

尤其各位在佛學院聽法，你不聽則已，今天不管你這個課是你自己願意聽

的，或是佛學院要你來聽的，這個是眼前的因緣，這個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

什麼呢？你聽的每一個法，就是每一個緣起，而每一個緣起的時候，就很重要。

那麼要有一個好的緣起。所以你在聽法的時候，要修好這個“聞法儀軌”，要

努力地轉變自己的這種……這種虛妄分別，要轉過來。 

下一段： 

凡聞、說時，下至應具其一，因示教授最勝前行即是此故。 

凡是聽聞或者說法的時候，至少應該具足其中一點的正念。我們講斷器三

過、依六種想，當然你能夠全部具足是最好，而且是有需要的；但最起碼你要

具足其中的幾點。尤其觀察自身是病者想，聽法的時候這個很重要；那麼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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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對眾生起慈悲心，這個很重要；那其它的善巧再儘量具足，那是更好。

那麼“因示”，因此啊，顯示聞、說的這個教授是最勝的前行，即是這個原因。 

所以在入於整個道次第之前，那麼這個前行就包括聞、說的儀軌，還有包

括後面的親近善知識的儀軌，包括思維暇滿難得。就是說你一切修行人在修行

之前，這三個法都要具足。如果這三個法不具足的話，後面你學這個下士、中

士、上士，那學到都是技術而已，對於自己跟他人的解脫，利益就不大了。 

那以上所說的就是印度的吉祥寺，他們在說法之前必須具足的三種善巧：

第一個呢，先說造論者的殊勝；第二個呢，說法的殊勝；第三個，說聞法的儀

軌。這個就是我們前面講到嘛：宗大師他根據這個印度吉祥寺的這個儀軌，然

後因此也宣說這三點的重要性。 

我們接著看到： 

甲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導弟子之次第。 

一樣要看到這個科判。那科判的話，看到第一頁的表一的最前面： 

“菩提道次第之引導”分為四段， 

那麼“甲一、甲二、甲三”，這個是屬於印度吉祥寺的善巧，我們都說完

了；“甲四”，它是整個道次第的正文——三士道正文：“如何以正教授引導

弟子之次第”這當中。 

好，我們再回到這個講義的正文：二十四面。它當中分為二段： 

乙一、道之根本依止善知識之理。 

這個還是屬於三士道的前行呐，所以這是根本。你要依止善知識，因為善

知識是成就功德的全因緣，全部的因緣； 

乙二、於依止已如何修心之次第。 

好，分為這兩段。你有善知識之後，再怎麼修心。如果沒有善知識，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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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呐，那都不用說了。古代來的所有各個傳承的善知識，不管他有多大的智慧，

每一個善知識——除非他是辟支佛啊，獨覺呀，不然的話，都是有師長的教授

的。 

那麼看到“乙一、道之根本依止善知識之理”，分為二段： 

丙一、為令他起定解，略為廣說。 

丙二、簡略宣說修習之理。 

先看到“丙一”當中分為二段： 

第一段先說： 

一切功德皆有賴於上師，所以必須依止上師。 

弟子相續當中，下至生起一德、減少一過，一切善樂根本為善知識，故於

最初“依師之理”最為重要。 

在弟子的這個心的相續當中，能夠啊，至少生起一個功德、減少一個過失。

比如說你能夠生起這種……比如生起這個觀修死無常，能夠生起觀修死無常的

這種量；或者呢，減少一個過失，比如說你減少聽聞佛法的時候的過失，等等

的。至少能夠生起一個功德、減少一個過失的話，一切善、樂的根本都來自於

善知識。一切善法，還有這個安樂的根本都來自於善知識。 

你看世間的學技術，都需要師長的引導，何況你說修行，那麼“我就是自

己修”，那是不行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剛出家的時候，必須要接受僧團的教育。不能說我出家

之後，就去住茅棚啊，住公寓。就是因為你必須要有師長的教授，才能夠知道

修行的方法。很多經驗他必須要有人來帶。就像以前我師父他說啊，他說他自

己啊，他說：“我像大螞蟻，你們像小螞蟻，大螞蟻要領著小螞蟻往前走。”

意思就是雖然說我可能不是聖者，但是他已經走過前面的這些路，所以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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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引導後面的人接著走這個該走的路。這個就是思想上的傳承嘛，還有修行

上的傳承。所以善樂的根本來自於善知識。所以“最初依師之理最為重要”。

那這個道理我們這個底下再詳細說。 

第二段： 

    正說依止的方式。 

此中分為六段。 

第一段： 

（丁一、）所依善知識之德相。 

你要先知道什麼是上師啊。真正的善知識才不會……古人講啊，把這個獼

猴當帝釋來拜； 

丁二、能依弟子之相。 

你遇到這樣的上師之後，你本身要具足什麼樣的條件； 

丁三、彼應如何依師之理。 

那麼知道具足弟子相之後，要怎麼樣去親近善知識； 

丁四、依止之利益； 

丁五、未依之過患。 

從正反兩方面來說依止的重要性； 

丁六、總攝彼等之義。 

“丁六”是個結論。 

好，看“丁一、所依善知識之德相”。先介紹什麼是善知識。分為兩段：

第一段， 

先介紹“上師”。 

總諸經典及釋論中，依各別乘雖說多種，然此是說能漸引導入三士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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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導入大乘佛道之善知識。 

“總諸經典”，“經典”指的是佛所說的經典；“及釋論”，菩薩所造的

論當中啊，“依各別乘”，就是大小乘的差別——那大小乘各自各自宗派的差

別。雖說有多種不同的善知識的德相，每個經典裡面呐，對善知識的定義不同。

但是總的來說，都是能夠漸漸地引導入於三士道。真正的大乘的善知識啊，都

能夠具足這樣的善巧，能引導我們漸漸地透過三士道，然後呢，或能夠導入大

乘佛道的這個善知識。就是他有這個善巧，能夠引導我們。 

所以這個宗大師啊，宗喀巴大師他說啊：善知識最殊勝的功德是什麼呢？

就是他能夠為我們抉擇佛法。 

你看三士道的法很廣，那這個時候你應當怎麼樣漸次地修上去？比如說先

修下士道，或者是三士道配合著修……每個人根器不同，所以修法也不會一樣。

不會有時候，一個法都適合全部的人。那這個時候必須要一個有經驗的人來告

訴你，“你這個時候，比如說你專門，你先專攻一個”；或者“你這個時候兼

帶著修兩三種”，有經驗的人來引導你，那這個時候才有辦法真正契入。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善知識？當然：第一個，他能為我們說法。像前面講的

說、聞軌理：我們是病人，他是醫生，為我們說法；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

德啊，他能為你抉擇：你這個時候該怎麼修，怎麼樣修才……你這個時候有障

礙來，要怎麼破除；你這個時候沒有障礙，你要怎麼修才能夠生起功德——他

能夠為你抉擇，無量無邊的法門，你要怎麼契入，這個就是“引導入於三士

道”，然後乃至入於大乘道的佛道的善知識。 

那這個是所謂能夠具足這樣的條件呐，就稱之為“上師”。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這個上師可以好幾位，有的人可能他一輩子啊，可能

有好幾個上師，因為這些善知識都能夠引導你入於佛道的；但是呢，這當中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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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個根本上師，他是整個你思想修行架構的一個框架、一個核心，這是個根

本上師。總之，都是能夠引導你入於佛道的善知識，稱為“上師”。 

第二個呢， 

上師的條件，分為三大類： 

第一個，上等上師的條件。 

第二個，中等上師的條件。 

第三個，下等上師的條件。 

那初中，上等上師的條件分為二段： 

第一個，上師自身所需具備的功德。 

第二個，利他所需具備的功德。 

上師要具足十種條件。當然我們在這個地方，觀察上師條件的時候，一方

面作為未來我們抉擇、尋找善知識的一個標準；再來呢，我想也是給我們個人

呐，尤其我們出家眾呐，個人的自我期許。以後我們都有機會來教授弟子——

不管在家眾、出家眾的弟子，你有沒有這個能力？不是別人叫你“師父”啊，

你就是真的是師父了。我們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具足做人家的上師？所以我

們看“上師自身所具的功德”。 

第一段，就自利部分： 

此者，《經莊嚴論》雲：“善識調伏寂近寂，德增具勤教富饒，善達實性

具巧說，悲體離厭應依止。”此說弟子須依具足十法之善知識； 

在《經莊嚴論》，就是我們漢地的這個《莊嚴經論》呐，它裡面說到：“善

識”，善知識具足十種條件，我們在這個地方先標一下。第一個，“調伏”；

第二個是“寂”；第三個，“近寂”；第四個，“德增”；第五，“具勤”；

第六個，“教富饒”；第七個，“善達實性”；第八個，“具巧說”；第九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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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體”；第十個，“離厭”。具足這十個條件，包括自利跟利他。如果能夠

具足的話，那麼應當依止。 

下一段： 

又有說雲：“未調伏己，而能伏他，不合道理。”是故調伏他人之師，須

先調伏自身相續。 

首先來說明“調伏”這個事情。就是說為什麼上師必須要先具足自利的功

德？因為這個上師他如果沒有辦法調伏自己，沒有辦法具足這種自利的戒定慧

的功德來調伏自己的話，而能夠伏他的話，這是不合道理。 

這個所謂的“未調伏”這個“調伏”之德，並不只是善知識的是這個條件

的第一個“調伏”，我們待會介紹，第一個“調伏”指的是戒的功德。它這個

地方所說的“未能調伏自己”，是指的一切的戒定慧的功德。他沒有辦法以戒

定慧調伏自己的人，他怎麼能夠調伏他人呢？不要說開悟證果了，最起碼能夠

調伏自己、安定自己的心。所以調伏他人的師長必須自己要先調伏自身的相續。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出家，你必須要先好好充實自己，經過十年、甚至二十

年之後，那麼再出去來接引信徒啊，居士啊，為他們說法；或者教授出家眾。

為什麼呢？當然我們剛開始在佛學院學講，那個是種學習的態度，那還談不上

弘法；那真正到外面去弘法的話，就是必須要先調伏自己，因為你自己本身要

有這個經驗。 

下一段： 

若爾，須如何調伏耶？隨意修習，于自相續妄取證功德名，全無益處，故

需一種符合佛教總相之調相續法，此即定為三種學寶，是故論說“調伏”等三。 

“若爾”，就是說既然善知識——上師要先調伏自己的話，那麼應當要怎

麼樣才能夠調伏自己，然後乃至未來能夠調伏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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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說啊，先從反面來說：“隨意修習”，然後呢，“於自”的、於內心

的相續，虛妄地取一種證功德的名字，“全無益處”。 

這什麼意思？聽起來有點不太順。說你只是“隨意修習”一種功德，比如

什麼呢？這個人很有定力，他愛打坐，能夠坐五個小時、十個小時不動；那麼

或者呢，這個人有大福報，他有很廣大的眷屬；或者呢，這個人能夠做種種的

苦行，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他日中一食啊，然後他那個修行又很精進，做種

種的苦行……等等、等等。這個叫做什麼？就是說他只有具足這種的功德而已，

這個叫“隨意修習”。他有苦行、有禪定，那麼或者是甚至他有神通、他有大

福報，甚至他聽了很多的經典，只是具足其中一點而已，這個叫“隨意修習”。 

然後這個時候呢，“于自相續”，於他的自身的內心呐，就“妄取證功德

名”，虛妄地取著、虛妄地認定“這個叫做成就證功德”。現在很多都這樣子

啊：這個人他修苦行，他以為這個人有證量；或者這個人他有打坐，可以坐很

久不動；或者這個人呐，他大福報，等等、等等。我們現代的人呐，尤其在家

居士啊，就會說啊：“這個人有證量，聖人！”這個叫做 “妄取證功德名”。 

底下說啊：“全無益處”，對自己、對眾生都沒有益處。佛法的“證功德”

是全面的。什麼全面呢？底下說啊：“故需一種”，一類呀，一類的善知識，

他“符合佛教總相”的——“總相”就是說不只是一種的功德，是總相的功

德。那這種總相功德他那種是什麼——能夠“調相續”的法，總相地調我們內

心相續的法。也就是什麼呢？“定為三種學寶”。“三種學寶”就是戒定慧三

學，它稱為“寶”。 

我們前面也有講到了嘛，有提到：佛法的功德，所謂功德是什麼呢？就是

戒定慧三學的果；那麼它的這個因呢，是經律論。好，這個我們要認定這件事

情。那麼這個叫做“總相的調相續法”。就是說佛法的證量是什麼呢？就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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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慧，而且三學缺一不可。 

單單持戒；或我們剛才講他有禪定，這個是定功；或者他聽了很多的經論，

這是智慧，單單一種——前面講叫“隨意修習”一種法，那這個不能夠稱為“總

相的調相續法”。所以“是故論說調伏等三”。這個調伏、寂、近寂呀，這個

就是戒定慧三學呀，我們待會兒介紹，這個是基本的戒定慧三學，是必須要具

足的。 

底下開始介紹這十個法： 

此中，
一、

調伏謂戒學。如《別解脫經》雲：“恒常勤策役，心馬猶難馭；

百利針順銜，即此別解脫。”如馴馬師以上等銜調伏野馬；根如野馬，隨邪境

轉，若彼趣向非應行時，應當制伏， 

看到這裡。像《別解脫經》，這個《律經》裡面它說啊：我們一個修行人

啊，恒常地、精勤地策役我們的心。但心就像野馬一樣啊，還很難調伏。就是

說啊，如果說你不假設方便，你只是用修定、修慧，你修定慧，你沒有戒的話，

你這個初學的人修定慧的話，那是沒有辦法調伏內心的。就像那個野馬一樣，

像調馬一樣必須要以百利針的“順銜”。這個“順銜”就是說……這個“銜”

就是馬籠頭啊，這個馬籠頭裡面有很多順的利針在裡頭，那如果這個野馬不聽

招呼啊，馬籠頭一拉，它就痛啊，它就聽招呼了。 

那制服這個野馬的這個順銜是什麼呢？就是別解脫戒。這個“百利針”就

代表別解脫戒裡面很多的條目；別解脫就是別別解脫嘛，持一條戒就有一條戒

的解脫，就以百利針來做譬喻，這是說明別解脫戒的這個重要。這是《戒經》。 

那底下解釋說啊：馴馬師以上等的銜啊，調伏野馬。那什麼是“野馬”呢？

就是我們的五根呐—眼、耳、鼻、舌、身呐，這五根就像野馬一樣，到處攀緣，

常常隨著邪境而轉。那麼如果“趣向非應行”處— —“非應行”的這個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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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啊，如果說你沒有戒的基礎，你就是我修定、我靠智慧，有時候還不夠，

尤其初學的這個人呐，那是不夠的。 

所以“應當制伏”。怎麼制伏呢？也要學這個戒律。戒律告訴我們什麼該

做、什麼不該做。比如說八關齋戒告訴我們不能夠歌舞娼妓、過午不食、不坐

高廣大床……等等的。透過這些來制伏我們的五根呐，不去攀緣五塵，所以這

個戒就有這個功能。 

所以， 

由學戒律， 

那麼你要努力的 

（勵力）趣向所應行品， 

——指的是戒法的“所應行品”。我們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等等的，

來調伏心的這個野馬。 

這是第一個，戒學，“調伏”指的是戒學。 

第二個，
二、

寂： 

“寂”：于諸善、惡行之行止，由依正念、正知，令心寂靜安住於內而生

定學。 

這個“寂”的話，指的是定——通於世間的禪定，指的並不一定就是這種

很殊勝的這種三昧——什麼念佛三昧、法華三昧……還不一定到那麼高了，

“寂”就是這種禪定的功夫。就是說他因為有定功，所以他對“善惡的行

止”——對善的行、惡法的止，善惡行的這個行止的話呢，他都能夠制得住。

而制得住是怎麼呢？是因為“正念、正知”。 

“正念”就是他的心常常安住在他的所緣境。比如說我們一個修念佛法門

的人，“正念”就是說你平常的時候，除了思維佛法，或者做一些需要動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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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之外，在需要……一切不動腦的情況之下，不要打妄想。而是什麼呢？“正

念”：將你心中的佛號很清楚分明地提起來，這是“正念”，你所緣境很清楚。

那麼“正知”呢，就是說你不斷地檢查你心中的佛號還在不在，“正知”。 

依著這個“正念、正知”來修定，因此之故呢，“令心寂靜”。“寂靜”

就是說指的就是這個內心安住在這個善所緣，比如說佛號當中，即清淨的善所

緣。因此呢，“安住于內”，安住在往內攝，不會安住在外在的五欲六塵，往

內攝。因此之故呢，有這種寂靜的定功，所以對於這個善惡行的行止就能夠控

制得住。定功，這是“定學”——要至少欲界定，然後未到地定更好，最起碼

要欲界的定。 

看第三個， 

       三、
近寂 

    是慧學。 

依心堪能之奢摩他，觀察真義而生慧學。 

這個“近寂”就是心接近於寂默。這個同樣這個“寂”呀，這個“寂默”

跟前面的第二個“寂”呀，不一樣：第二個“寂”是寂靜，那個心因為禪定的

功夫——定功而安定下來；第三個這個“近寂”的“寂”呢，是一種寂默，“寂

默”指的是無生的實相理體，不生不滅的體稱之為寂默。 

就是說依止的，它怎麼生起呢？依那個內心堪能的奢摩他。為什麼叫“心

堪能的奢摩他”呢？因為你修奢摩他的這個定，使你的內心有堪能性；你內心

有堪能性的時候，你心就能夠有力量；有力量的時候，才能夠像鏡子一樣很穩

定地去照外在境界。也就是說所謂“近寂”指的智慧主要指的是底下觀察真義

的慧學，智慧。這智慧的依止是個定，因為你有定，才有辦法很清楚地照了萬

事萬物、才有辦法很清楚地去思維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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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為什麼，你看我們為什麼上課之前要先拜八十八佛、念念佛，再來

聽課？為什麼不是說睡個覺起來，或者剛出坡完，馬上聽課？就是因為你心態

還不定下來的時候聽課，效果很差。 

所以必須要“止”，奢摩他的止做依止；然後呢，再來“觀察真義”——

這個“真義”就是實相的理呀，真實義，而生起慧學。那這個是智慧，這種具

足抉擇實相的能力。當然他本身一定要聽聞，他這個智慧絕對不是他打坐突然

想出來的，也是他經過他的師長的教授，聞思而來的大乘般若波羅蜜的法門，

他有這個能力去思維觀察實相的道理。 

這個是“近寂”。 

再看下一段： 

若僅具以三學調伏相續之證功德，尚為不足，亦須具備經教功德，故言 

四、
教富饒——於三藏等，具有多聞。 

因為我們是修學大乘的菩薩，所以呢，要是以這個“三學調伏自身相續的

證功德”自身的功德尚且是不夠的，那麼為了要饒益無量無邊的眾生，所以你

必須要學習無量無邊的善巧。所以呢，必須為了利他，必須要“具備經教”的

功德。 

所以必須要有具足第四個 “教富饒”。 

什麼“教富饒”呢？就是“於三藏等，具有多聞”。“三藏”就是經律論

三藏等，甚至包括一些五明，甚至一些相關的知識、度化眾生的善巧，這一切

善、這一切方便，世間跟出世間的善巧，稱為“等”。“具有多聞”，就是說

因為你多聞，你才能夠應病予藥，說的法能夠契理又契機。 

底下說： 

善知識敦巴雲：“大乘師長于說法時，須能令他生起無量領悟；于行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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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於講後，了知此法能成何益、現前能有何種義利而作開示。” 

這個地方主要依著大乘的師長才需要這麼“教富饒”了，因為大乘師長在

說法的時候啊，這個地方就解門來說法的時候，必須要令底下聽法的人生起無

量的領悟。 

所謂“無量領悟”就是說能夠開示悟入佛的知見，稱為“無量領悟”。並

不一定說就是讓他懂很多很多叫“無量領悟”，而是能夠悟到我們自性當中。

因為我們自性本具無量的法義、無量的珍寶、無量的法，就稱為“無量領悟”。

這指的是種深入的領悟了，這是就“解”來說。 

底下“于行持時”，這個就是行持。就解的開悟：能夠使他開示悟入佛的

知見。要行持的時候呢，教他怎麼修行的行持。那必須是在講了之後，使這個

弟子能夠“了知此法能成何益”。就是說弟子在聽聞你這個修行的教授之後，

他就能夠瞭解修行這個法對未來能夠成就什麼利益；還有第二個“現前能有何

種義利”。“能成何益”是就未來來說，“現前能有何種義利”是就現前來說。 

比如說我今天學道次第這個法，師長帶你去修這個道次第，帶你觀察修、

引導你去修之後呢，你就知道：噢，我修這個道次第之後，現前能夠聞法生起

恭敬心，現前能夠安定我們的心，是個現前的義利；乃至呢，我透過這樣道次

第的這種實修之後，我未來能夠生起很多的這種積資懺淨的，乃至往生淨土成

佛的功德，這叫做“能成何益”，乃至“現前能有何種義利”而做開示。 

那這個就是善巧啊，讓弟子能夠懂，而且能夠很清楚地知道該怎麼操作。 

這是第四個，“教富饒”。 

第五個： 

五、
通達實性：以殊勝慧學通達法無我，或以現證實性為主；若無此者，說

由教理通達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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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實性”這個“實性”就是空性。那你看第五個是“通達實性”，什

麼定義呢？就是“殊勝的慧學”。你看這個地方強調“殊勝”，跟前面這個第

三個“近寂”——第三個“近寂”是慧學，那這個“通達實性”是這種殊勝的

慧學。那為什麼叫“殊勝”？就是說你就是開悟，要不就證果。就是說你透過

這個前面的慧學——這個戒定慧這個慧學的修行之後，能夠真的悟，能夠真的

開悟；開悟的話，就是說你在這個實相的這個法當中要生起勝解力，那因此之

故，稱之為“殊勝的慧學”。 

就是說前面的智慧是透過抉擇的，比如說我們透過四性料簡，觀察諸法不

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這個是這種智慧的抉擇，所以我們知道：

噢，真的感受到這種法無我的這個道理。但這個只是智慧的抉擇。 

但是呢，當你經過長時間不斷不斷智慧抉擇，然後呢，首先會生起這種相

應的覺受，生起這種空的覺受。那在空的覺受當中，不斷不斷地你在調伏自己

的煩惱之後，這個煩惱慢慢地破除了，至少伏住煩惱了，這個時候，誒，開悟

了。開悟了之後，你就能夠任運地生起這個覺受，面對一切境界都能夠往道上

會，這個就是殊勝的法無我的智慧。以我們簡單來講，簡單說就是開悟，大徹

大悟了。那乃至呢，能夠證果。所以這個叫“殊勝慧學”，就是這種開悟的智

慧，還有通達法無我，當然也包括人無我。 

然後呢，或“以現證實性”，就證果了，見證這個實相為主，證果。那如

果沒有辦法證果，最起碼“由說教理通達”。那這個“教理通達”不只是說他

智慧抉擇啊，理論呐，談得很精緻。談得很精緻、談得很詳細，那還是屬於前

面慧學的功德。他是說……這個通達是什麼呢？是真正的證得勝解力了，稱之

為“通達”。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大徹大悟：他面對一切境界都能夠往道上會了，

那種大開圓解的境界了，稱為“通達”。那這個是“通達實性”，這個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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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這個可以說這個善知識的自證的很高標準啊。 

好，下一段： 

如此雖已具足教、證，然較弟子若劣若等，尚為不足，故需一位
六、

德增上

者。 

如此呢，雖然已經具足了這個教的功德跟證的功德。教的功德包括前面的

這個戒定慧，還有 “教富饒”，這個都是屬於教的功德，他在教法當中聞思的

功德；證的話，就是第五個 “通達實性”這個證的功德。 

就是說雖然有具足教跟證，但是呢，若以“弟子若劣”——就是他這個教、

證的功德比自己弟子還差，或者“若等”——就跟弟子差不多，那麼“尚為不

足”。那麼既然稱為上師嘛，你怎麼可能比他差，跟他差不多呢？所以呢，“故

需一位德增上者”，功德增上，就是他的……“增上”就是殊勝，他的功德比

弟子還殊勝。 

 底下解釋： 

《親友集》雲：“諸人依劣將退失，依相等者住原處，依尊勝者獲最勝，

故應依止勝己者。具最勝戒律、寂止與智慧，若依此尊勝，較尊勝尤勝。” 

這個龍樹菩薩《親友集》它說啊：“諸人依劣”，這個“諸人”呐，修行

人如果依止比你還劣的師長，“將退失”。 

所以古德他說啊：如果有法、有食，稱為樂住。一個道場，像我們有法、

有食，稱為“樂住”；如果有法、無食，稱為苦住。一個道場很清苦啊，那麼

這是有法、無食，稱為苦住；那麼無法、有食，辭謝而去，就是這個地方過得

很好；無法，但是有食，你還是要辭謝而去。因為師長比你還差啊，那是不行

的；第四個，無法、無食啊，不辭而去，就是連那個告假都不用，就直接走了，

直接人。又沒有法、又沒有食，直接走人了。所以呢，就是說善知識一定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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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殊勝，“依勝己者”。 

好，我們先講到這個地方。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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