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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才念的那段文，實際上就是修暇滿難得這個法的一個總攝。就是我

們在修行儀軌上，主要也是根據它這個大結構來觀修的。這大結構當中主要分

為三大段，我們先解釋前面的文。 

若由前面的種種門當中的思維啊，那麼能夠“轉意力大”，能夠轉變我們

的心的這個力量，那是很大的。 

前面舉了很多的譬喻也好、經論的引證也好——而且還不只是一部經論，

很多的經論引證，從不同的門當中去思維。這樣的話呢，可以幫助我們轉變我

們的心，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應當如前所說而去思維。 

如果說不能夠像前面那麼樣廣泛地思維的話呢，底下宗大師幫我們攝受成

從三個角度來思維，事實上也就是前面的廣說的一個總攝了，總攝成三類： 

第一個，“何為暇滿體性”。什麼是八無暇？什麼是十圓滿？這個體性，

這是第一個要先思維。 

第二個呢，是思維這個“現前、究竟門中義大之理”。“現前”就指的是

對今生的安樂。“究竟”呢，就指對未來的利益。“義大”，就是說有重大意

義。對現前，還有未來的一個重大意義。有這樣暇滿身的話，它是有重大意義

的，那就是總攝前面第二大段的……應該是丁二這一大段的“義大”的內容。 

第三呢，就是“因、果門中難得之理”。“因、果門”就是說修暇滿的因，

很難得。前面講的嘛，你要拜懺等等的，這個很難呐，很難有這樣子的老實修

行人，因難得。那果上很難得，就是果上，像《律本事》所說的“爪中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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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譬喻，因、果門中難得之理。 

從這三大科去思維。所以我們觀修的儀軌，就是主要根據這三大科。然後

古德，就是格魯派的古德啊，再把它具體化。這觀修的儀軌各位可以下去先看，

然後我們下次上課的時候，再帶各位來觀修。 

然後： 

隨所相宜，由前說中取而修習。 

“隨所相宜”就是說從前面所說的相應的部分來取得修習。比如前面講的

經典，比如《律本事》的文、《四百論》的文和《入行論》的文，或者譬喻等

等的。有理論的、有譬喻的。你覺得相應的就把它拿來用，然後匯入到這三個

大綱當中去，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前面那個長行文的一個總攝，總攝成個修法的儀軌。所以我

們可以學習《廣論》的這種善巧，以後我們在面對……比如說我們學漢地的經

論的時候，古德也是這樣會分科，將內容分科，然後分段落，我們就可以根據

古德的分科、分段落。事實上就是一個思考的脈絡。 

就像暇滿難得啊，或“親近善知識儀軌”這種思考的脈絡。根據古德分科

的脈絡，然後我們來在經文當中去思維，你這個時候就能夠很具體地……。比

如說你學《金剛經》，那學《金剛經》之後就可以很具體地根據《金剛經》來觀

修、來修禪修。而不會說只是學完《金剛經》，結果道理“大概知道”。 

我們先前講大概知道就只是個聞慧而已，聞慧；然後再來呢，你要去不斷

串習啊，比如根據蕅益大師的，或者根據智者大師寫的注解、大思考架構去串

習，這是思慧；乃至生起覺受——覺受就是你修《金剛經》如幻空。就是你面

對一切的境界，稍微憶念這個思考架構，馬上就當下體會啊，體知啊，一切境

界當體如幻，有這樣的這種力量。這是種修行的善巧，那這是個總說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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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看第二段： 

各別思維的方式分二： 

第一個： 

此中，由因之門難獲得者，總說僅生善趣，亦須修戒等一淨善；特若欲得

暇滿之身，則須以淨戒為根基、佈施等為助伴、無垢淨願作結合等眾多善根。 

看到這裡，這個地方要強調，在解釋第三個，因、果難得的道理。 

這個第一個呢，先解釋就是“因之門”，就是暇滿的因呐，很難以獲得的

原因。 

前面先總說，先攏總地來說啊，不要說暇滿，僅僅要生到善趣（人天的善

趣），也必須要修習“戒等”，一個戒等的一種清淨的善業。當然尤其是戒，

戒的這個重點。 

你如果一路佈施，你有可能都要到三惡道。到三惡道做王啊，鬼王啊，龍

王啊，什麼的，蛇王的，所以修戒等的一種淨善，至少。 

特別呢，如果想要得到暇滿的身，這個條件就很多了。 

你看十圓滿，這必須第一個，“以淨戒為根基”。我剛剛講沒有戒的話，

你福報再大就是三惡道——淨戒為根基，它是基礎。 

再來，“佈施等為助伴”。這個“佈施等”，這個六般若蜜啊，是助伴。

就是說你要有福報。你持戒，當然持戒本身也是有福報，但是你本身還是要多

少培福。你福報不夠啊，你要得到人身可能也會有問題。那你要得到暇滿身，

那更不用說。 

你看暇滿身，還遇到佛嘞，佛說正法嘞，而且還有佛的弟子輾轉相傳，傳

承下來的這個教法來教授你，那要多大福報啊。 

就像經典說啊，比如說你今天能夠讀誦《楞嚴經》《法華經》，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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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生曾經供養無量諸佛、積功累德，所以今生才能夠讀這種大乘經典。那你

要能夠讀《無量壽經》——《無量壽經》說啊，十方菩薩，很多菩薩，聽過這

部經的名字，但是想聽聞而不得。所以我們應當，乃至三千大千世界都起火，

我們要越過這個大火去聽《無量壽經》。這個都是要有大福報啊，今生才能夠

聽聞這些大乘佛法，所以要佈施等為助伴。 

再來，“無垢淨願作結合”。你說你行的這類善業之後，你要回向發願，

這種清淨的願力。就是說我今天我持戒，或者佈施，我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升天、

受天福，我是希望能夠得到暇滿的身。真正地有這樣的意願生起，那也不容易

噢。真正地，不是為了享受而已，是為了得到暇滿的身來修行，那不容易。 

所以有眾多善根，這裡講到三個。第一個，戒，戒為根基；第二個，修福

報，六度等福德資糧；第三個，無垢淨願的回向，回向發願這些的，這三個是

暇滿的因。 

那其中任何一個都很難。第一個，戒，就很難；佈施等六度福德因緣也很

難；無垢淨願，你真正能夠跟無垢淨願相應，那也是很難。 

所以呀，我是覺得求生淨土要緊。你說下輩子再得暇滿身呐，然後，再下

輩子還有暇滿身呐……我說這個比例太低了，真的比往生淨土還難得多。 

結論： 

然見修此因者極為稀少，是故以此類推，思維善趣身果，若總若別，皆屬

難得。 

所以呢，“修此因”這個剛剛講，前面講的那三個，淨戒、福德、淨願，

這是極為稀少的。所以呢，“是故以此類推”啊，我們推想“思維善趣”的這

個身、這果報，那麼“若總若別，皆屬難得”。 

所謂什麼叫“若總若別”呢？就是善趣當中的“總”，就是一般的善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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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是暇滿。“別”的話，就是特別殊勝的暇滿身。都難得。得到這個 “總”

的善趣身已經很難得了，特別善趣當中的暇滿的身，尤其我們各位不但是暇滿

身，還是出家的暇滿身，那是難中之難啊。 

那這是從因門來觀察的。 

第二呢，果門來觀察。 

由果之門難獲得者，應如此修：“較非同類諸惡趣眾，僅是善趣亦為稀少；

較于同類諸善趣眾，殊勝暇身更為稀少。” 

就是說你來做個類比，第一個跟惡道（惡趣呀，三惡道）眾生來比，因為

惡趣跟我們是不同類嘛，對不對？這是站在人道的角度來說。你跟不同類的諸

惡道眾生來比，你現在能夠得到善趣啊，已經是非常稀少了。如爪中土嘛，那

麼少的比例。 

然後再縮小範圍，“較於”同樣都屬於善趣的眾生，我們跟同樣的人天類

的眾生來比，“殊勝的暇身”更為稀少。殊勝的暇滿身呐，那是更加得稀少。

不要說別的，像臺灣，佛教已經算非常的盛了，還是有很多人，他跟佛法是擦

身而過。不信佛的太多了，佛法這麼盛的地方。所以真的是殊勝暇身呐，是更

尤為稀少。 

最後總結： 

如善知識鐸巴雲：“殷重修此，餘法皆能由此引生。”故應勵力。 

鐸巴上師他說啊，殷重地修暇滿難得這個法，其餘的法“皆能由此引生”。 

就是說我們今天，你修法的時候，有時候比如說修拜懺呐，或比如說你修

空觀呐，修菩提心呐，什麼的，有時候修很久你就修不起來，種種原因。那其

中有可能一個原因就是什麼呢？我們沒有珍惜我們的暇滿身。我們並沒有覺得

說“我們這個身呐，好像很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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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能有的人想佛學院趕快讀完、畢業呀，畢業之後，要幹嘛幹嘛的……

就是期待著未來啊，不會珍惜現在：“要趕快修”。所以呢，沒有這種殷重修

暇滿難得。沒有這種心的時候，沒有這種無常想、沒有暇滿想的時候，所以你

修其他的法，那個動機呀，其實不是很強，就是種照表抄科去修。那所以呢，

就很難生起它相應的量。 

所以，你“殷重修此”暇滿難得，其他的法的功德皆能由此而引生。你修

菩提心、修空觀，或者拜懺等等的，配合修暇滿難得，你這些功德相應的量就

容易生起。 

所以你看道前基礎當中有幾個重點，包括“聞法儀軌”，這是重點；第二

個重點“親近善知識儀軌”，這是重點；第三個重點就是暇滿難得。 

它是不管你修三士道，每個道都是需要的，都是需要這三種的最基礎的、

最基本的法。 

所以《廣論》這個法，我覺得是很好的。我們自己現在先學，學了之後，

我們先修。以後慢慢地就把這個法推廣出去，作為我們學習顯教圓頓法門的一

個基礎。就像《天臺》講啊，十乘觀法講的對治助開，這個很重要的，對治助

開的。 

看到 

丙二、如何攝取心要之理。 

如何攝取大乘、小乘、顯教、密教的這些心要的道理。我們前面講，我們

今天希求暇滿身的目的，就是希望有這個暇滿身才能夠攝取佛法的心要，大小、

顯密的心要。 

假設你已經得到暇滿身，然後你也很珍惜這個暇滿身的話，再來就是要談

論怎麼樣依著這個暇滿身來攝取佛法的心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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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前面的科判表，第二頁的表四。表四就是“以正教授引導弟子之

次第”當中的第二段文的乙二，“於依止已如何修心之次第”。 

依止善知識之後，怎麼修心呢？第一個就是修暇滿難得，“於閒暇身勸取

心要”。你有暇滿難得的基礎之後呢，接著丙二，就是“如何攝取心要之理”。

就是整個《廣論》當中的重點（三士道：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的一個內

涵在這裡頭。所以丙二開始就屬於《廣論》的正行的部分了。前面是屬於前行，

道前基礎，前行的部分，所以前行很重要。 

然後我們接著看，正行也很重要。 

我們還是接著看丙二，這個比較清楚了。丙二這科“如何攝取心要之理”，

分為二段： 

丁一、於道總論述生起定解。 

“於道總論述”就是說“道總”——一共有三士道，總的來說有三士道，

稱為“道總”——的這樣的論述來生起定解。為什麼一定要有三士道？你說

“我直接取圓頓法門不就好了嘛？”不是的，要有三士道的基礎。你看古德他

雖然說他今生就是修圓頓法門開悟，那也是過去生有前面的基礎。所以三士道

這個次第是決定的、不可壞的。 

這當中分為二段： 

戊一、三士道中總攝一切經典之理。 

也就是經典所說的內涵，不外乎三士道。 

戊二、顯示由三士門依次引導之原因。 

就是說三士道總攝一切的佛法，而且這個三士道必須次第地生起它的量，

所以“由三士門依次引導”慢慢引導上去的原因。 

這當中分為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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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一、顯示由三士道引導之義為何。 

這是什麼？這個意義，什麼叫做由三士道引導的意義。 

我們來看講義的五十四面的文。我看一下，剛剛講太快，講戊二去了，現

在才戊一。 

戊一，三士道中總攝一切經典之理。 

當中分為六點: 

第一點呢，一切佛經都總攝在成辦二利當中。 

二利就自利、利他的二利當中。 

佛初發心、中集資糧、最後現證圓滿正覺，一切唯是為利有情，是故所說

一切正法，亦為成辦有情義利。 

佛陀啊，他從剛開始行菩薩道，初發菩提心。然後呢，發菩提心之後，中

間集積福德、智慧的資糧，乃至到最後“現證”，當下證得圓滿的正覺的佛果。

這麼從因到果，一切一切的動機都是為了利益有情而來發心、而來積資懺淨、

而來證果的。所以說呢，所說的一切正法也為成辦有情的義利，因果相符合嘛。 

就是說他當初為什麼要成佛？就是為了要成辦有情的義利。所以他今天成

佛之後，他必然而然地，自然會以大悲心的力量推動，任運地來為眾生說法。

然後呢，來造作成辦有情的義利。所以，有情能夠得到解脫。 

這句話意思也就是說啊，佛陀說法的內容是要使我們得到解脫的，不是只

是種哲學思想而已；也不是那種戲論，不是的，我們應當要知道這個觀念。佛

經內容是要拿來修的了，可以讓我們得到解脫的修行的內涵。 

所應成辦有情義利有二：現前增上生及究竟決定勝。 

所應的“有情的義利”可以分為兩大類。 

屬於現前的“增上生”，“增上生”是屬於下士道當中的人天的果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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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暇滿難得啦，這種增上生，暇滿身呐。 

還有究竟的“決定勝”。“究竟決定勝”指的就是決定的解脫，所以稱為

“決定勝”。究竟的解脫是包括中士道的聲聞緣覺的解脫、上士道的佛果的解

脫。 

所以這個屬於有情的義利，總攝就是“增上生”跟“決定勝”，就這兩大

類。而決定勝又分為兩類，中士道跟上士道這兩類。 

這個就是佛經的內涵，它所要引導到的目標，不外乎這當中。 

二、下士夫成辦增上生的方式。 

為能成辦初者，盡其所說，一切悉皆攝入正下士或共下士之法類，因殊勝

下士夫不以現世為主，而求後世增上生之盛事，趣入成辦彼因。 

為能夠“成辦初”，“初”就是增上生啊，下士夫所成辦的增上生，就是

暇滿身呐。那麼“盡其所說”，為了成辦增上生，盡佛陀所說的一切一切的五

戒十善呐，等等的，所說的內涵，全部都“攝入正下士或者共下士的法類”。 

正下士跟共下士有什麼差別呢？差別在他的動機。 

就是說你今天修人天乘，比如說修五戒十善，或者我們修出家的幾個戒法。

那麼你持戒、修善的目的如果是為了求得今生或者來世人天的安樂，這個叫做

“正下士”，就是完完全全地屬於下士道，不通上的，叫正下士。 

那麼“共下士”呢，就是說我今天修五戒十善的目的，是為了要求無上菩

提。那麼當我要求無上菩提，當然我必須要有基礎啊。這個基礎是，第一個就

是下士道的基礎，所以就叫共下士。我必須跟下士道的眾生共同來修這個法，

因為這是上面的法的基礎，叫共下士。 

所以佛陀所說的法，五戒十善呢，這一類的法，都是屬於正下士或共下士

所修的法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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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然後他又說啊，因為殊勝的下士“不以現世為主”，那麼“而求

後世增上生之盛事”，然後來修“成辦彼因”。 

這地方又提到殊勝的“下士夫”，我們剛剛講正下士、共下士這兩類，對

不對？那麼共下士實際上就是大乘呐，大乘或者是聲聞、緣覺。聲聞、緣覺啊，

也是一樣，也是可以稱為“共下士”，修共下士。 

再來，這個正下士當中又跑出個“殊勝下士夫”，這什麼意思呢？因為同

樣的正下士，他完完全全地求今生，乃至於來生、來世果報的，這種正下士夫

當中又分為兩類。第一類稱為“普通下士”，第二個稱為殊勝的，或稱為“特

別的下士”。 

普通下士，就是說他修五戒十善的目的就只是求今生的安樂。我們看有的

佛教徒確實是這樣，“你說來世呢，太遙遠了。我今天呐，好好地護持三寶、

修福報、持戒等等的，我就希望家庭和樂、事業順利，等等、等等”。求今生

的安樂，這叫做“普通的下士夫”。 

這地方第二個所說的“殊勝下士夫”，他對今生的這種利樂看得很淡。就

像我們看藏區的那一些藏民們，他們生活很苦。然後呢，他生活所得的，他會

都拿來供養三寶。大家都會覺得說，“哎呀，怎麼那麼無知啊，自己有錢不自

己花，拿來供養三寶幹嘛？”他不是的。“我求來世的人天的安樂。今生的苦

再怎麼樣，很難避免了。整個大環境就這樣子，很難避免。那怎麼辦呢？我就

供養三寶，求來世能夠得到人天的安樂”，這個叫做“殊勝下士夫”，或者是

特別的下士夫。 

尤其下輩子你希望能夠升天呐，很多人的修行呐，尤其像那個道家的，下

輩子希望想要升天，或做轉輪聖王這些的，稱為殊勝的下士夫。 

所以他們不以現世為主，而修“後世增上生”的這種“盛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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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圓滿的果報身呐，後世這種增上生的這種圓滿的果報，所以這種增上的

果報嘛，就稱為“盛事”。而“趣入成辦彼因”，他因為這樣動機而趣入這樣

的修行。什麼修行呢？成辦“彼”這種人天的因，這個屬於殊勝下士夫。 

這個是屬於下士夫，成辦增上生。 

所以說這個地方所說的下士夫，指的還是不是普通的下士夫，那個是太次

了；這地方所說的下士道的下士夫，指的是殊勝的下士夫。所以，就是底下講

的這個文，到後面也會有辨識的，第六段釋疑會辨識，說這個下士夫指的是普

通的呢，還是殊勝的？那它所指的是殊勝的下士夫。 

下一段文： 

《道炬論》雲：“若以諸方便，僅于輪回樂，希求自利者，知彼為下士。” 

阿底峽尊者所著的《菩提道炬論》裡面說啊，吾以種種的方便，就是五戒

十善啊，這類方便，僅僅地只是希望在輪回樂當中的五欲的快樂當中啊，希求

自己的快樂，那麼這種自利是屬於“輪回樂”，還不是解脫的樂，那麼“知彼

為下士”。也是主要求來世的這種天的果報等等的。 

第三個看到： 

中士夫成辦決定勝中解脫的方式。 

決定勝中有二：僅跳脫輪回之解脫及一切智。其中，為能成辦聲聞、獨覺

二乘，盡其所說，一切悉皆攝入正中士或共中士之法類。 

它所謂“決定勝”，就是說它不是那種無常幻化之樂，是真正的跟解脫相

應的，所以稱為決定的殊勝。有兩個，第一個是屬於二乘的僅僅跳脫輪回的解

脫；第二個呢，是屬於大乘的“一切智”。這兩類。 

那麼這兩類當中，其中呢，為了成辦聲聞，還有獨覺的二乘，“盡其所說”

的，盡佛陀所說的一切法類，包括四諦、十二因緣呐，這些法類，都是攝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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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士或者共中士的法類。 

“正中士”就是他完完全全的就是定性聲聞呐，完完全全就是為了求自身

的解脫（解脫輪回）。 

那麼“共中士”就是大乘的菩薩發心。他修四諦、十二因緣這種中士道作

為基礎。 

所以這個法到底是大乘、小乘啊，還是人天乘，主要看你的發心呐。你發

心是發大乘心，這個叫作共下士、共中士，它是屬於大乘的一部分。 

這個是中士夫、共中士的法類。 

下一段呢： 

因中士夫于一切有心生厭惡，為求自利，以跳脫三有之解脫為其所求，而

趣彼之方便——三學。 

因為中士夫啊，於“一切有”——三有啊，就是三界。因為三界都是有為、

敗壞之法，稱為“三有”——對三界的有為、敗壞的境界啊，心生厭惡。“為

求自利”，這個地方“自利”就不是輪回樂了，是自身的解脫，就是“跳脫三

有的解脫”為他的訴求。因而呢，“趣彼”，來趣向這個“彼”，“彼”就是

跳出輪回的方便，也就是戒定慧三學了。 

下一段，看總結引證： 

《道炬論》雲：“背棄三有樂，遮惡業為性，僅求自寂滅，名為中士夫。” 

在《菩提道炬論》裡面說啊，他的心態是背棄三有的快樂，他觀察三有的

快樂如癰如疽，是不淨、苦、無常、無我，非常厭惡三界的快樂。因此呢，他

行為就是“遮惡業為性”，有這種背棄三有樂的動機，他所造作的行為是遮止

一切惡業。這惡業不只是十惡業，包括對三界的貪著，乃至一切“我執”，這

個是惡業。他破除這個根本的“我執”的煩惱了。僅求自身的寂滅，“名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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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士夫”。 

這個我們也很清楚了，中士夫，就是中士道，就是聲聞、緣覺的這個發心。 

第四個呢： 

上士夫成辦一切智的方式。 

成辦一切種智之方便有二：波羅蜜多乘及密乘。此二悉皆攝入上士法類， 

“成辦一切種智”——就是佛的一切種智——的方法有兩種，第一個是

“般若波羅蜜多乘”，就是一般所說的顯教的大乘；“密乘”，就是密教的大

乘。波羅蜜多乘跟密乘都是屬於大乘所收攝的，所以“此二”呢，都是“攝入

為上士夫的法類”當中。 

底下講原因，為什麼呢？ 

因上士夫隨大悲轉，故為盡除有情一切痛苦，以成佛為所求，而修六度、

二次第等。 

因為呀，這個“上士夫”，他的動機是什麼呢？“隨大悲轉”。他心呐，

隨著大悲心而轉動。也就是以大悲心的力量來推動他的心。所以呢，他從一發

心開始修行就是為了要拔除一切有情的痛苦而修行。 

他為什麼要來讀佛學院？為了大悲心來讀佛學院。為什麼要護持大眾？就

是為了大悲心而護持大眾。 

他動機是不斷地憶念這個動機，所以為了盡除有情一切的痛苦，“以成佛

為所求”。他動機是為了拔除眾生的苦，所以他的需求要成佛。為什麼呢？只

有成佛之後，才能夠產生大智慧、大威德力，能夠迅速地廣度一切的有情。所

以是為利有情而成佛。 

所以，以成佛為他畢竟的需求來修行“六度、二次第等”。“六度”是屬

於顯教的六波羅蜜的法門；“二次第”就是生起次第、圓滿次第，這屬於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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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門。這是他的自性，還有他的相狀。這個是上士夫啊。 

底下引證： 

《道炬論》雲：“由了自身苦，若欲正盡除，他一切苦者，彼為勝士夫。” 

《菩提道炬論》裡面說啊，由於了達自身的苦——這是個基礎啊。所以為

什麼你要有下士跟中士的基礎。你說“我發菩提心”，但是呢，你對自身的苦

都不瞭解，那你怎麼能夠對眾生的苦感同身受呢？你不能對眾生的苦感同身

受，那你怎麼能夠說你在行菩薩道呢？那基本上都是攀緣心呐。 

所以就是說我們今天，我們到外面去，比如說弘法利生——我們不敢說我

們就是行菩薩道——仍然不容易呀。因為行菩薩道真的是你真的隨大悲心而轉

動的。 

那麼“大悲轉”，你這個時候必須對自身的苦，乃至眾生的苦。尤其這個

對自身的苦是基礎，然後因此對眾生的苦感同身受。所以這樣子話，才是真正

的菩提心。不然的話，都是夾帶著攀緣心。所以呢，“由了自身苦”，這是基

礎。所以就是下士、中士的基礎。 

所以呢，“欲正盡除”，“正”就是完全地盡除“他一切苦”。因為不忍

眾生苦啊，眾生都是我們過去生的父母親等等的。“正盡除，他一切苦者，彼

為勝士夫”。 

我看日宗仁波切啊，那個格魯派日宗仁波切，他的注解裡面他說啊，這句

頌啊，你要常常記下來，常常去憶念。對於修行大悲心啊，修行大乘啊，會有

一定的幫助。 

因為它就是整個大乘動機的一個總攝嘛，扼要的攝。“由了自身苦，若欲

正盡除，他一切苦者，彼為勝士夫”。可以說含攝三士道的這個內容的要義啊，

在這裡頭。這樣你就知道“我學習大乘，我應該怎麼樣修？怎麼樣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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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的。把這個頌文背下來，多去思維觀察。 

結論： 

此勝士夫成辦菩提所需方便——波羅蜜多乘及密乘，此二將於後說。 

後面到上士道的時候，再詳細地說明。 

看到第五段，五十六頁， 

說明“三士夫”名稱的依據。 

三士之名，於《攝抉擇分》及《俱舍論釋》等多處有說。 

就是說三士夫它這個名稱是有依據的。經典裡面雖然說沒有很明確地講到

這種下士、中士、上士這種名稱，但是事實上有理論依據。它這個地方說三士

的名稱啊，在《瑜伽師地論》的《攝抉擇分》裡面；還有另外一部，《俱舍論

釋》裡面等處，多處有說。 

就是說雖然沒有明文，但是有這個理論上，是一樣的依據，說明依據。因

為宗大師他說啊，三士夫它攝持佛法所有一切的教法的內涵，那你要有依據啊，

那這依據，這個是屬於古德的論。 

看第六段的釋疑。 

下士夫中，雖有“追求現世”及“追求後世”二種，此為後者；又此即是

趣入增上生之無謬方便。 

下士夫當中有兩類，我們剛剛講的。普通的下士就是追求現世，還有殊勝

的下士，就是追求後世。兩種。 

這個地方，我們後面要研究下士道的內容啊，同樣屬於正下士夫當中，它

是屬於後面的殊勝下士所收攝的。因為你要只是追求今生的快樂，你不用想到

後世什麼輪回啊，什麼三惡道苦啊，死無常，不用想這些。“只要今生好好修

善業就好了，不用管來世。”就是因為考慮到有輪回、有來世，甚至有來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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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道、死無常等等的，才會想要追求來世的安樂。 

所以我們後面談到那個都是他為了追求來世的安樂的勝事，殊勝的下士夫

的修行內涵。 

那麼“又此”就是說後面所說這個下士道的修行呐，是趣入增上生 “無謬

方便”，就是說沒有錯謬的方便。你要下輩子要得到增上生（殊勝的人天果報），

必須要這麼修。 

先看到： 

戊二、顯示由三士門依次引導之原因。 

就是說前面是定義什麼叫三士道，我們知道了它的內涵，下士、中士、上

士，內涵我們都知道了。那這個地方談到他這個引導必修有次第地引導上去的

原因。 

分為二點： 

己一、顯示由三士道引導之義為何。 

己二、以此次第引導之原因。 

“己一、顯示由三士道引導之義為何” 

此處雖說三士，然于上士道中亦攝餘二士道，故彼二是大乘道之支分，此

為馬鳴論師所說。 

這個地方雖然說三士道，但是呢，我們要知道並不是絕對就是三條路。主

要看你的智慧跟動機啦，如果說你各別、各別的，我只求下士、求中士，那這

個它就是彼此不含攝的。等於說上面是含攝下面，但下面不能往上含攝，或從

下往上看，是不含攝的。 

所以呢，上士道中也“攝餘二士道”，也含攝下士跟中士。所以“彼二”

下士跟中士是大乘道的支分，屬於大乘道的一個部分，這個是“馬鳴論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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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個跟《法華經》的一佛乘的思想啊，也是一樣，這個都是大乘的一個

部分。 

是故，此中並非導入僅以三有樂為所求之下士道，及為自利僅以解脫輪回

為所求之中士道，是將些許彼二共道，作為導入上士道之前行，而成修習上士

道之支分。 

“是故，此中”啊，就是說“此中”，我們《廣論》所要談的這個道次第

呀，尤其是上士道的部分。那麼上師要引導弟子的時候，就是說宗喀巴，宗大

師是這麼引導；然後我們以後做他人上師在引導弟子的時候，並非只是導入什

麼呢？“僅以三有樂為所求的下士道”。就是說尤其我們在引導弟子的時候，

不是只是引導他們到享受三有快樂的“為所求的下士道”。也不能說只是引導

他們為求自利，僅以自身的解脫為所求的中士道。 

而是怎麼呢？應當引導弟子將“些許彼二共道”一些“彼二”的這個“共

道”，就是說下士道跟中士道當中共通的部分，要拿來教授。 

就是說下士道當中的法類，我們後面講到這些法類，《廣論》所說的這些

法類。比如說死無常啊，三惡道苦啊，業果啊，皈依啊，這些的，這一些對於

修大乘不但沒有妨礙，而且是有幫助的。 

但是其中有妨礙的是什麼？就是人天的發心，這個我們不要。所以我們也

不是完全地接受，就是把人天的發心給去掉。那中士道修四諦、十二因緣、輪

回苦等等的，這個也是我們大乘的要修行的，但是其中去掉就是二乘的發心，

給去掉。 

“將些許彼二共道”卑劣的發心去掉，很多相通的部分要拿來作為導入上

士的前行。這個跟天臺宗講的對治助開呀，是一樣的道理。一下子就趣入圓頓，

沒辦法；永嘉大師他說：“我也曾經累劫修”啊——也不是今生就趣入圓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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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須要有前行而成為修習上士道的支分。 

就像有的人，我遇到有的出家眾，他說他要跟我說學天臺。我都跟他強調

權教的法門——基礎很重要。不然你天臺一下子就學什麼天臺三大部、五小部

啊，名相之道啊，很清楚啊，三止三觀啊，三德什麼的，繞來繞去，你不可能

真的懂。我們不要說那種出離心的生起了，你對法義的內容要真的懂。你如果

沒有權教的基礎，你不可能真的懂，因為天臺是個畫龍點睛的法門。 

你看各位要有機會看智者大師著述就知道，他就開的很廣，而且很多法門

都點到為止。比如說他講《阿毗達摩》講什麼，大略講一講；《般若經》講什

麼，或者是《唯識學》論、經論講什麼，都是大概帶過去而已。你如果沒有這

個基礎的話，不要說什麼修啊，你可能連理解智者大師原意，理解它，都會有

問題。真正理解都會有問題，更不用說依著天臺來修圓頓法門，那更是有問題。 

這是己一的部分。 

己二、以此次第引導之原因分為二類。 

為什麼要三士道次第引導呢？ 

庚一的正文。 

庚二的目的。 

看到“庚一”的“正文”，當中分為十四段: 

第一個，入大乘門。 

趣入大乘之門，唯是發起勝菩提心。若于相續生起此心，如《入行論》雲：

“發菩提心刹那頃，系輪回獄苦惱眾，于彼應稱善逝子。” 

什麼叫“趣入大乘之門”呢？這個定義，就是大乘、小乘的差別。不是說

你讀《楞嚴經》《法華經》，你就是大乘，那倒未必。是什麼呢？“唯是發起”

殊勝的菩提心，就是為利有情願成佛的這種圓滿的菩提心。那麼縱然你沒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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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楞嚴經》，你也是大乘。這個說法其實跟天臺也是一模一樣。 

你看天臺，由般若來說，般若的智慧淺深有藏、通、別、圓四教，對不對？

你看藏教的菩薩，他哪知道什麼《法華經》啊，又是什麼實相道理，他不知道。

他就知道苦、空、無常、無我的道理。然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積功累德，然

後，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到最後菩提樹下成佛，他是這樣的思想。他思

想他根本不知道什麼真如佛性的道理，但是呢，他卻是大乘，因為他發菩提心

了。 

所以大乘跟小乘的差別，就在於有沒有發菩提心。就像後面也會講，佛教

徒跟非佛教徒的差別，在於有沒有三皈依。後面講到皈依的這個地方。 

他這個《廣論》它會很量化地、很精准地給你個定義，而且我覺得就是說

很有道理的一個定義。 

所以，發殊勝的菩提心。為什麼說是“勝菩提心”呢？因為菩提心，它有

聲聞菩提、緣覺菩提，還有佛果菩提。因為菩提本來就是 Buddha 嘛，就是覺悟

的意思。 

覺悟的心可以有三乘的差別。聲聞菩提、緣覺菩提，這個不能稱為殊勝，

只有佛果菩提才是殊勝菩提心。 

所以呢，若於我們心相續當中“生起此心”，就像《入行論》裡面所說的，

“發菩提心刹那頃”，就是你過去不說、未來不講，你現在、你當下這一刹那

發菩提心。比如說你在誦《地藏經》，地藏菩薩太偉大了，那個心量太廣大了，

一刹那之間受感動，這一刹那之間發菩提心。那一刹那，縱然你還是“系輪回

獄苦惱眾”，你誦《地藏經》的時候，你還是苦惱的眾生，還是被輪回的監獄

所捆綁的苦惱眾生，你沒有任何功德，更不要說證得空性。但是你在發菩提心

的那一刹那，“于彼應稱善逝子”。善逝就是佛陀，那麼對這一類的眾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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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稱之為“佛子”，可以稱之為“菩薩”。當然他是凡夫菩薩，凡夫菩薩也

是菩薩。 

比如說哪天你誦《地藏經》，你誦到突然極為感動啊，發起菩提心，你這

一刹那就是可以稱為菩薩。那可能誦經完了，過一陣子，可能你就習氣又上來

了，菩提心又退了，這個時候就退失大乘，那麼就不是大乘。所以，這個關鍵

在有沒有發菩提心。 

所以，底下解釋： 

謂能獲得菩薩之名，其身即入大乘之列；若退此心，則退出其大乘列故。 

所以呢，能夠獲得菩薩的名字，那麼“其身即入大乘之列”。所以大乘，

就是他就是菩薩。他是菩薩，就是他這個時候是有與菩提心相應的心，才可以

稱之為大乘。 

所以也不容易呀，對我們凡夫來說，我們都要如理作意。因為我們總是為

了自己的多嘛，對不對？今天我就算拜佛、聽經，往往也是為了自己啊，為了

自身安樂的心太多。 

所以為什麼我們來修法之前，要先如理作意，誦念菩提心的頌文。比如說

藏傳念“諸佛正法眾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這個頌文。我們要誦念“文殊師

利勇猛智，普賢慧行亦複然”等等這個頌文。就是說我們凡夫習氣是恒常地跟

“我執”相應，所以要常常憶念。尤其你在修法之前，或者你今天做執事。 

比如各位要去醫院看護病人，就憶念一下為什麼要去看護病人。不是用“學

院派我，輪我去，我只好去”，不是這個心態。而是呢，“為了菩提道，我發

菩提心”而來看護病人。那麼你以這樣的心，先作意之後，再來做這件事情。

那你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就可以稱之為與菩薩心相應。 

那相反的，“若退此心”，就“退出其大乘列故”。縱然你學習《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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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那麼你這個時候也不能稱之為大乘。所以你看《楞嚴經》裡面，

摩登伽女呀，她聽《楞嚴經》之後，她並沒有證得大乘的法身呐，她證得三果

啊，她並沒有證得法身，所以這個重點在發心的差別。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好了，時間到了。 

上下文長，付在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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