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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略論》 

諸位法師慈悲，諸位同學，阿彌陀佛！ 

首先請大家發起菩提心，為了利益一切如母般的有情而來聽聞此法，同時

能夠如理如法地聽聞。 

各位請翻到講義一百五十五面： 

己二、生此意樂之量。 

所謂“此意樂”就是說，生起中士道，尤其是共中士道意樂的這個量。就

是說我們在前面透過苦諦的思維——八苦、六苦，乃至輪回的別苦等等的，還

有集諦的思維——思維煩惱，還有因為煩惱所引生種種輪回的相狀。透過苦諦

跟集諦的思維之後，我們真正的了知，真的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原本我們所

貪愛的境界，它的本質是不淨、苦、無常、無我。透過這樣的這種思維，然後

觀察，慢慢煩惱調伏之後呢，會生起一種量、生起一種覺受，一種強大的覺受。

這種強大的覺受呢，就是中士道的意樂，或者共中士道的意樂，也就是想要出

離三界輪回的心。這個量的話，它有個標準，在這個地方分為二段： 

第一段、說明真正生起此意樂的標準。  

若由苦集二門詳知輪回性相，則欲棄舍輪回，並於息滅彼者心生欲得，僅

此雖亦是出離心，然唯爾許尚為不足； 

這個地方先講到，一般我們通途認為的量是什麼樣呢？就是說當我們透過

苦集二門，詳細地知道輪回的性，還有相，它的本性可以說就是不淨、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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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無我，這個性相，所以呢，因此發起“欲棄舍輪回”的心。然後呢，“並

於息滅彼者”，“息滅彼”——輪回，“心生欲得，”對滅諦的境界，然後來

生起“欲得”的心。但是它說：“僅此雖亦是出離心”，就是說，你看到娑婆

是苦，有出離心，那這樣子說來，也是個出離心；“然唯爾許，尚未不足”，

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呢，還是不夠的。 

一般我們認為，我們透過經論的思維觀察，“我覺得三界太苦了”，然後

呢，我們就生起想出離的心。但事實上《廣論》說這樣還是不夠，這種出離心

還是不夠堅固的。 

底下接著介紹“什麼是堅固的出離心”： 

如入火宅或牢獄中，不樂彼處，能生幾許欲從彼處逃脫之心，即應生起如

彼心量，其後亦須令彼漸次增長。 

那什麼樣是足呢？“如入火宅或牢獄”。比如說，現在這個講堂燒起來了，

在火宅裡面；或者呢，我們現在在牢獄裡面，被限制了自由，甚至在裡面受種

種的苦。我們去感受一下，假設這個房子要燒了，這種情況之下“不樂彼處”,

自然而然就不會喜歡這個地方。假設這個房子就要燒起來了，你說這裡面有再

好的珍寶、再美妙的五欲，你說要享用，不可能的事情。你第一個念頭就是想，

你唯一的一個念頭就是想要什麼呢？“我趕快逃出去！我怎麼逃出去？”這個

念頭最重要。 

所以呢，“能生幾許欲從彼處逃脫之心，即應生起如彼之量。”意思說能

夠生起幾許的多少，能夠生起多少從彼（彼是火宅或者牢獄），生起多少從彼

處逃脫的心的話，那就出離心來說的，也應當的生起如彼，這種想逃脫的心量

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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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你，當你面對火宅，你想逃脫的心態，那種是專一的，而且是沒有

間隔的，而且是強大的。唯一的而且很專注的，而且沒有間隔地想什麼事情呢？

“我要怎麼逃脫？”那面對火宅我們可以感覺出來。 

或者想比如說唐山大地震，像九二一大地震，我們告訴大家趕快往外跑。

這個時候你不會想要說，“有什麼可愛的五欲”；或者“桌上什麼可愛的蛋糕，

我來吃一吃”；或者“我還在乎這個人尊敬我、這個人喜歡我、這個人討厭我”,

這個都是不會放在我們心上了，唯一的我們想的就是怎樣趕快逃出去——這樣

的心態。 

出離心的量，真的生起的量，也要到這樣的量。 

這個真的不容易哦，真的要有這麼強大出離心的話，我們就不會起煩惱了、

我們也不會請假了，我們就整天待在佛寺裡來拼命了。這個真的是不容易，但

是至少我們都要知道標準是這樣子。 

不是說我今天偶然看到什麼境界，然後呢，就生起這種出離心；那更不是

說我們在佛寺裡面整天混混沌沌的，什麼都不想，反正呢，就是照表抄科，該

幹嘛幹嘛，更不是那樣的心。 

所以出離心的生起要栽培，通過前面的苦諦跟集諦的思維，長時間的思維

觀察，生起出離心，而且這個是是大乘的基礎，所以說真的也是不容易。 

比如說，一般在漢地佛法，我們會特別強調這種觀察安住在真如的理——

當然這是一個根本的觀法、根本的安住處。但是呢，我們如果忽略了出離心的

時候，這種所謂大乘的這種圓頓的法，我們也無法承擔。因為沒有出離心，也

沒有菩提心。沒有菩提心，也談不上承擔大乘的圓頓教法。就是本身不是那個

法器、不是那個量，承擔也沒辦法。當然我們知道我們現在不足，不足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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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栽培，要生起如彼心量。 

同時呢，後面還說“其後亦須令彼漸次增長”（這個“彼”就是指這種強

大的出離心），不但要成就這樣的量，還要能夠漸次增長。 

剛開始的時候，你可能在打坐，觀修人道的人世間的八苦這些的。你觀察

苦諦和觀察集諦的時候，你在靜坐觀察。可能靜坐思維完了之後，你會生起這

種很強烈的量，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很想逃脫火宅的這種心量，你會暫時生起。

但是那個還不夠，我們要讓它不斷不斷地熏習，讓它慢慢地變成……，就像古

人講，跟它打成一片。你在日常生活當中，常常想到就是“我要出離”，這樣

就是漸次地增長，這個是我們共同要追求的目標。 

所以呢，就是說我們看到這樣的量、這種標準的時候，我們就要知道，我

們要走的路還很遠，我們就不會得少為足。就是說，“我已經懂了什麼道理，

或者說我已經修了多少的法門、多少的加行”，就得少為足。畢竟那個量沒有

生起之前，就是沒有生起。沒有出離心的量，也談不上菩提心的量，這個就是

要努力。 

然後看第二段、若只生起膚淺的出離心，也只能生起相似的希求解脫之心。 

看這個文： 

又此意樂，如夏惹瓦雲：“如酸酒上所撒粉末。”若僅表面膚淺言說， 則

見不欲輪回之因——集諦，亦僅爾許； 

“又此意樂”，關於出離心的意樂呢，就像夏惹瓦尊者他說，就像酸酒上

撒了粉末，那個粉末當然就是浮在酸酒上了。那麼這代表什麼呢？就是表面的

膚淺的言說。所謂“僅是表面膚淺言說”，就是說“我很有出離心，我想脫離

三界”只是一時的感觸，我會嘴巴講講。這樣子的話呢，出離心是很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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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見”，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可以看到這個人不欲輪回的因，也就是

“集諦，亦僅爾許”。“亦僅爾許”就是說，他也是口頭上說說而已，他本身

沒有這種出離心。沒有出離心的話，他想要擺脫集諦，也就是輪回的因這個集

諦的束縛的心，也是口頭說說。也就是說，他想要擺脫煩惱跟惡業的這種念頭，

或者這種說法，也只是口頭上講講而已，一個膚淺的一個量。 

倘若如此，則求斷除苦、集之滅——解脫，亦與彼同。 

對於想擺脫輪回的心，就像酸酒上的粉末一樣這麼膚淺。這樣子的話呢，

對於滅諦的解脫，就是斷除苦、集，苦、集二諦的滅諦的解脫，也是“與彼同”。

“彼同”就是說也是嘴巴講講而已。說“我要希求解脫輪回”，或者“我要希

求往生淨土”，嘴巴講講而已。 

再順便講一下，以前我師父跟我們說，我們出家人的本分是什麼？就是好

好修行，不是整天到處去跟人家助念。並不是助念不好，而是說助念也是很好，

我們可以鼓勵居士去做，或者有偶爾特殊因緣，我們也幫忙助念。但是我們出

家眾，我們的本分呢，就是應該在山上好好地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癡。 

你看有時候助念，助念久了之後，他也會變成一種習慣。比如說，有的人

他也在助念，他也能夠常常為亡者開示，然後開示久了之後，也能夠講得很好。

但他講的話他自己信不信？其實，這個是很難說。如果說他能夠對他所說的話，

他能夠真正地相信的話，他就不會在這五欲紅塵繼續漂泊了。他甚至就想趕快

出家修行要緊，就算不能出家，最起碼心也是出世的，那麼至少他的煩惱習氣

是很淡薄的。但是我們看不見得是這樣子，有時候，他有的也是蠻能講。但是

呢，他講久了，也就變成了一種口才。講久了，甚至覺得那種驕慢的心、我執

的心反而越來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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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的話，這種習慣，就像我們講經說法的法師一樣，講久了變習慣了，

變得就是說你所講的境界會以為錯覺，好像這個就是我們的境界。事實上只有

我們關起門來用功，就是說到念佛堂也好，或到禪堂也好，或者到閉關中心也

好，關起門來用功，去很真實地面對自己的煩惱習氣——而且不是短時間，不

是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只是一個練習而已，一個暖身練習而已。長時間地這樣

子地一種真實地面對自己煩惱習氣，才知道原來我們的煩惱習氣這麼多。不是

我們講經說法的法師，也不是個常常幫人家助念的人，能夠講，就能夠做得到

的，沒那麼容易。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知道這個出離心的量是什麼樣的量，才不會被自己所

欺騙。 

因為我們看到自己都沒有到達這個量，但是呢，我們會說我們到處行菩薩

道什麼什麼的。當然也不是說一定不可以做，但至少你自己心中要知道，“我

今天就算去外面護持眾生，也是為了積集未來修道的資糧”，而不是說“我現

在就是大菩薩了，我就是要做這樣的師父”，人家真的要稱我們師父，我們就

真的以為自己是師父，有這種錯覺，不要這麼錯覺。就是知道我們自己量還沒

到那個程度，我現在所做的一切，包括各位現在在佛學院，剛出家來到佛學院，

跟著學習聽課，聽各種課程、學習、護持常住、出坡等等，都是積集資糧。未

來以後，你看出家十年之後，或者更久之後，你福德資糧、智慧資糧都夠了，

那時候有因緣好好加行。 

所以以前我師父他說，我們出家人分為三等。第一等就做執事，像我們剛

開始出家做執事，庫頭、糾察、典座、香燈，做這些執事，去磨練磨練我們的

身心，但是說出家一陣子之後了。剛出家就是學習了，比如說你佛學院畢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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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第一個階段先學習做執事，來磨掉自己的習氣、磨出自己的耐心出來，這

樣子也為自己培福。第二個呢，可以做法師。之前有福德資糧之後，接著再有

智慧資糧，為人講經說法。在講經說法當中教學相長，來栽培自己的智慧資糧，

就是更高一等，第二等的。第三等呢，就是做修行人，那就是實修，自己用功。 

甚至以後出家很久之後，有機會也領眾生一起來修行。而這種領眾的修行

重點還不是在打居士的佛七，而是在僧眾當中，引著僧團的僧眾一起來修行。

當然你是修行人，你也可以講經、你也可以當執事，但至少就是說你本身本質

上是個修行人。你去真正地修行的時候，才有辦法真正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

自己，“原來我的出離心還是不足的”，菩提心更不用說了。 

所以底下結論： 

故欲成辦解脫之道，亦唯空言； 

你說“我要求解脫輪回”，這件事情也是空言。你如果講空話，欺騙別人

也就算了，但往往最可怕的是什麼呢？自己被自己欺騙。比如說，執事做久了，

或者講經說法的法師做久了，或者常常跟信徒、居士接觸久了，就是說，這種

比較沒有去面對自己的心的時候，這個時候有時候自己會看不清楚自己。 

所以其實各位現在剛開始出家的時候，這個是一個最好的階段。因為你現

在剛出家，還有人願意說你。等你出家久了，不要說十年，五年以後，大概不

會有人來說你了，大家都是“合掌令歡喜”，還有什麼習氣啊？就是“反正你

不要影響到我就好了”，合掌令歡喜。至少你現在剛出家，還有人願意說我們

的習氣，這個是很慶倖的事情。再來出家久了，就是自己要用佛法去面對自己

的習氣了。 

但就是說，你要面對你自己的習氣，就是基本上你不能太忙。太忙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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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不能夠有這樣的機會。所以就是說在寂靜心當中去觀修苦集二諦，生起

這樣的量。來看到我們現在這樣的量還不足，要努力追求生起這樣的量。這樣

的話，所謂你想要成辦解脫道、想要脫離輪回、想要往生淨土，這個事情才不

會變成空言，才不會自己被自己所欺騙，以為我已經走在解脫道上了。 

所以，我們對我們的出家的生涯要有規劃。剛開始各位先去多積功累德，

你先不要說“我現在閉關”。上次我說閉關很重要，不是說各位現在就去閉關。

因為像現在各位的資糧不夠，業障你還沒有懺悔清淨，尤其對自己的認識也還

不清楚。剛開始先在學院五年、十年，先積功累德。當然這當中在佛學院畢業

之後，可以做短期的閉關，但如果說長期閉關的話，至少出家十年以上。 

但是呢，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那個時候來累積資糧，積累這種資糧——

福德資糧、智慧資糧，還有懺悔業障，這樣你有這種資糧再修，才有辦法真正

地面對自己。不然到時候就算你閉關，你本身教理基礎認識不夠、對於自己的

認識也不夠，就算閉關，結果也只是增加你的定力、福報，甚至可能同時增加

自己的我執。對自己幫助不大，甚至有可能是負面的影響。這個太多例子了，

各位自己去觀察就知道了。 

以上說的是出離心，再底下說大悲心： 

亦無從生不忍其餘有情漂泊輪回所受眾苦之悲；亦不能生真實、具力之無

上菩提心策發其意， 

沒有出離心，所以也沒有辦法生起大悲心。所以也就是說你不能夠很強烈

地感受三界之苦的話，那麼你自己的苦都感受不到了，你說對眾生的苦的感受，

那也是談不上。 

有的人說“我很慈悲，我對我自己的苦我不在乎，我只在乎眾生的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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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聽得好像有道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你對於“苦”這個事情，最直接的

感覺是從你內在的親身的感受，強大的覺受，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

會、求不得、五陰熾盛，從我們自身當中會得到最強大的感受。而從自身當中

都得不到感受的時候，從眾生那邊得到的感受，當然也不是說一定完全沒有，

但是一樣是很膚淺的。 

所以我們真正的透過自身的這個人世間的八苦，還有外在眾生的人世間的

八苦去觀察了之後，才能強烈的覺受。有強烈覺受之後，你感受到自身的苦，

還有眾生的苦，這個時候你對於其他眾生漂泊輪回的眾苦，這種事情你就能夠

真正地不忍於心。 

就像你現場看到一個人，全身火在燒他，你已經看得很清楚了，那絕對是

沒有虛假的那種大悲心就會生起。 

所以“不忍其餘有情漂泊輪回所受眾苦的悲”，悲是拔苦的心，那麼也無

從生起，也“不能生起真實具力之無上的菩提心，來策發其意”。 

這個“悲心”跟“菩提心”我們後面介紹到大乘的時候會介紹，七重因果

的時候會介紹，大悲心是菩提心的根本。就是說“希望一切眾生能夠離苦得

樂”，這種能夠拔除一切痛苦的心，叫做“悲心”。那菩提心呢，就是“為利

有情願成佛”的心。就是說因為你有悲心，想拔眾生的苦，所以你想趕快成佛。

也就是說你成佛的目的是為了悲心，所以悲心就像菩提心的核心一樣，有菩提

心（應該是“悲心”，口誤）的推動，更進一層就是菩提心。無上菩提心就是

成佛的菩提心，而不是聲聞菩提心，也不是緣覺菩提心，而是大乘的無上菩提

心。 

如果沒有出離心的話，那麼沒有大悲。沒有大悲，根本談不上由大悲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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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上菩提心，那麼也不能夠生起無上菩提心來策發他的內心，“策發其意”。 

故雲“大乘行者”，亦僅隨言理解其義，是故應當數數修習。 

所以呢，所謂的大乘修行人，“大乘行者”，也是僅僅隨著言語“理解其

義”。所謂“言語”就是說經典上講什麼，所謂大悲心是什麼、什麼、什麼，

就像“不忍見眾生苦 ，不忍見聖教衰”，然後怎麼怎麼的。只是從文字上的理

解，而對所謂眾生苦沒有真正的覺受，所以“應當數數修習”。 

所以我剛才在講我們現在就算你有因緣去面對眾生、去護持眾生，我們的

心態也是一個心態：就是積功累德。談不上說“我就是大乘的行者”，談不上。

因為我們出離心的量都還不夠了，更不用說大悲心跟菩提心，所以我們只是假

借著眾生的因緣來積功累德而已，是這樣的心態。這是第二段。 

接著看到： 

己三、去除此中邪執 

己二是生起出離心的量，我們知道了；還有它的重要性，也知道了。接著

看到“破除一切邪執”，這個是很重要的，這當中分成二段： 

第一段、錯誤的觀念。 

若生此念：“若于輪回修習厭惡，令心出離，便如聲聞不樂住於輪回，故

墮寂滅之邊。 

“若生此念”就是一般人的邪執、錯誤的觀念。它說：你要是對輪回不斷

地修習厭惡，然後令心生起出離心的話，你結果就會只會像聲聞人一樣“不樂

住於輪回”。不樂住於輪回呢，所以你結果就是像聲聞人一樣，灰身泯智。所

謂“墮寂滅之邊”就是灰身泯智，證得空性，灰身泯智，然後入於無餘涅槃，

會有這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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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底下結論，它說： 

是故修習厭離，於小乘中雖為善妙，然諸菩薩不應修此，此為《秘密不可

思議經》中所說。” 

就說修習厭離心、出離心，在小乘來說這個是核心，稱為善妙之法。但是

在菩薩的話呢，不應當修此。而且像經典裡面也會講，比如說菩薩應當多多作

思維二乘的人耽著於寂滅的過患。因此它引經典《秘密不可思議經》當中說的

開示，所以我們不應該耽著于修習出離心。聽起來很有道理，尤其我們很多修

學大乘的人，他就是要直接學就是最上乘,他覺得你要修出離心，你就著相，會

有這種錯誤的觀念。 

看第二段、破除錯誤的觀念（的方法）分為四段： 

一、“菩薩不應畏懼輪回”這段經文的意思。 

就是說經典裡面講，菩薩不畏不害怕輪回是什麼意思呢？ 

所謂“菩薩不應畏懼輪回”之義，非說不應厭離隨惑業力漂泊三有所生

生、老、病、死等苦；是顯菩薩為利有情，不應畏懼以願、悲力受生三有。 

所謂菩薩不害怕輪回的意思，並不是說菩薩不應當厭離凡夫眾生隨著惑（煩

惱），還有業的力量而來漂泊三界而所生的生老病死等苦，不是這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隨著惑業的力量、集諦的力量的牽引而來三界，這個時候這種果報

身，我們是無法控制的。這種無法控制的果報身，我們自然會受到這種輪回的

強大吸引力，就像旋渦一樣很強大的吸引力把我們捲進去，然後在輪回當中不

斷地受苦，很難超脫。如果是被業力牽引而來的這種事情，你要感到恐懼，即

是菩薩也是一樣，厭離，因為這個本身是束縛。佛菩薩心是大自在的心，當然

對這種束縛的內心是不歡喜的，不歡喜這種輪回的這種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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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說“是顯菩薩為利有情，不應畏懼以願、悲力受生三有”。就是說所

謂“菩薩不應畏懼輪回”是什麼意思呢？是菩薩為了利益有情不應該害怕菩薩

以大願大悲的力量而來受生三有。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比如說我們在閉關中心，或者我們在念佛堂、禪

堂，用功得很舒服、很快樂，用功得很好。有時用功很好的時候呢，我們有時

候，一想到說出來外面做執事，“不要、不要，我在佛堂用功多好，出來做執

事，吃力不討好，然後又搞得自己很累，然後又沒有在念佛堂、禪堂這樣寂滅

樂、這樣寂靜的快樂。我是還不要，我還是安住在念佛堂裡面，享受這種禪悅

快樂好了”。這個時候就應當說，一個發菩提心的人，如果你有利益眾生的因

緣，你不應該耽著於念佛堂跟禪堂的快樂，或閉關中心的快樂。你應當為了大

悲心的原因，來到眾生間來做執事，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是說菩薩他不應該只是耽著他這種大乘的法樂、大乘的妙樂，然後

到那個地方去。比如說我們往生淨土，“往生淨土之後，我就不再來了，不再

來娑婆了”，你要這樣的心態，你也去不了。 

就是說菩薩不應該害怕什麼？不應該害怕雖然說來到娑婆世界這種五濁惡

世行菩薩道，要舍無量頭目腦髓，是很困難的。而且要隨著眾生不斷不斷入於

輪回，來度化眾生，這個事情是困難的，而且是這個是遠遠比不上在山林打坐

的快樂，但是菩薩不應當畏懼。為什麼呢？因為所謂“菩薩”他的本質是什麼

呢？大悲心。就像<行願品>所說的，什麼是諸佛的心呢？大悲心是。諸佛的心

和菩薩的心都是以大悲為體，就是大悲是為了拔出眾生的苦，大悲為體。所以

不應當棄舍眾生，而不應當就耽著於自己的這種大乘的法樂，而應當乘著過去

的本願而來到輪回界、生死界，跟著眾生一起受苦，但是呢，度化眾生。 

 12 



  上
良

下
因法师 

但是菩薩這種受苦，他卻是自在的。他不是像我們凡夫被三界這樣束縛住，

他是隨著他願力、悲願力而來的。但雖然隨著悲願力而來的，但度化眾生還是

辛苦的、還是不容易。 

你我看經典裡面記載，阿羅漢已經證得無我了，阿羅漢證得無我的時候，

他也能夠隨時入於滅盡定。但是，有時候徒弟不聽話，他也會生氣。生氣的時

候，有時候也會影響他入於滅盡定，定不太住。就是說徒弟、弟子不聽話，這

個有時候，阿羅漢雖然沒有我執，但是他還有法執，他也不歡喜。不歡喜，然

後就影響他入滅盡定。 

所以就是說度眾生本身就是辛苦的，是辛苦是辛苦。但是呢，這個是菩薩

的這種志願，他當初為什麼要修菩薩道的本願。 

所以以前我師父講的，修行人動一動、靜一靜，確實有道理。我們剛才前

面一再強調，你要積功累德，靜下來。這個地方要強調要行菩薩道，不要畏懼，

要不辭勞苦，為諸眾生不請友，度化眾生，應該隨著悲願力來度化眾生，告訴

我們要動。你看一下告訴我們要靜、一下告訴我們要動，事實上就是階段性的。

階段性的就是說有時動一動，有時靜一靜，靜一靜、動一動，各有利弊得失。 

這是第一個，先解釋經文“菩薩不應畏懼輪回”的意思。所謂不畏懼輪回，

不是說不怕隨業力而來受生輪回，不是不怕這個，這個菩薩一樣怕，他一樣不

願意受束縛。而是不怕來到輪回界當中度化眾生的辛苦，是這樣，不畏懼輪回

的意思。 

就像我剛才講的，比如說你在念佛堂或者禪堂，你用功一陣子了，或者是

比如各位在佛學院，專心地學習幾年之後，穩定了。這個時候，需要你出來做

執事，來利益大眾的機會，我們就應當隨著我們過去的悲願力來利益、來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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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護持眾生一陣子之後，覺得自己該靜一靜了，這個時候再去禪堂、念佛

堂、閉關中心，再去閉個關，再加行一下。那加行一陣子之後，來充電。充一

陣子之後，這個時候就覺得，這個時候應當要利益眾生，當然也是有眾生的勸

請，我們這個時候再從裡面出來，再來隨著悲願力，而不是攀緣心，這個時候

不是攀緣心了，不是耐不住，而是隨著悲願力來利益眾生。這樣不斷地動一動、

靜一靜。 

第二段、對於以悲心受生輪回，應生歡喜；但隨惑、業受生輪回，則應畏

懼。 

就是以悲心受生輪回不僅不畏懼，而且很歡喜；但是對於被業力牽引而來

的，還是一樣要畏懼。 

是故，若隨惑、業之力漂泊三有，為眾苦逼，尚且不能成辦自利，況雲利

他？此乃一切衰損之門，故較小乘尤應厭惡並須滅除； 

所以呢，隨著惑業的力量漂泊三有，在三界當中漂泊，隨著惑業的力量而

來的，就是“為眾苦所逼”，生老病死，病來了，比如說，我發心要來娑婆世

界行菩薩道，但身體整天生病，就去看醫生都快沒時間了，哪有精神體力還去

度眾生呢？這個病；或者呢，隨惑業的力量來到三界，本身福報也不夠。那麼

福報不夠來到這個地方，生個貧窮下賤，還要談度眾生，從何談起？福報不夠，

世間法不能成就，出世間法的功德要成就也很困難。要成就三昧，或成就智慧，

也要有福報的基礎。那個時候要是隨惑業力而來的福報還不夠，智慧也不夠，

碰到境界就起煩惱。這個時候“尚且不能夠成辦自利”，何況利他呢？ 

所以像龍樹菩薩說，有的菩薩發願不求生淨土，要來娑婆世界，生生世世

陪眾生，那麼這個稱之為“悲增上的菩薩”；發心要求生淨土成就之法身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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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稱為“智增上菩薩”。龍樹菩薩說智增上菩薩是“利根”（銳利的利，善

根），悲增上菩薩是“鈍根”，就是他悲心特別的強。 

像比如說我們今天剛剛出家，然後我們就太忙於眾生的事業，這個時候稱

為“悲增上菩薩”。他悲心雖然說，也是令人隨喜讚歎，但是呢，龍樹菩薩說

這是鈍根（遲鈍的鈍，根機比較遲鈍）。就是因為我們自己能力還不夠，還不

能夠承辦自利，怎麼談得上利他呢？所以我們對這個三界要求超出輪回，這個

事情我們是很積極的，而不是不積極。因為我們來到三界，我們還是隨業流轉，

被束縛住的。 

所以這是“一切衰損之門”，對不對？福報不夠、業障也重，然後智慧也

不夠，自己都苦苦惱惱的，那麼說要度眾生，談何容易？所以這一切都不足，

所以說是“一切衰損之門”。 

所以一個發菩提心的菩薩，比小乘的人容易厭惡，厭惡什麼呢？隨著惑業

的力被牽引而來三界。一個菩薩，他對這個事情的厭惡比小乘還要厭惡，所以

必須要滅除。 

為什麼菩薩對這種隨惑業力而來三界的事情，他會比小乘更加厭惡呢？因

為菩薩他廣大的心量，他希望能夠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能夠迅速利益無量無

邊的眾生。聲聞的人他只是希望“我管好自己就好了，我自己能夠解脫就好

了”。你需要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你需要廣大的福德、廣大的智慧資糧。你

如果只想成就聲聞人的解脫，你只需要少許的福德智慧資糧。 

而我們剛才講隨惑業力而來的這個境界，是一切衰損之門。這個對菩薩講，

成就廣大的福德智慧資糧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相違背的的因緣。所以菩薩對這

個事情的厭惡、厭離，比小乘的人更加厭離。小乘他只需要一點點，比如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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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乘胃口比較小，他只需要一點點他就飽了。菩薩他需要很多很多他才能飽，

而這個境界根本就只有一點點的一點點的食物、一點點的一點點的資糧。這一

點點的資糧，小乘的人覺得很容易就滿足了。而大乘的菩薩，他覺得這種隨惑

業力牽引而來的所能夠累積的資糧，對於他想要成就的廣大資糧來說，根本就

是一點點、一點點而已，談不上。所以他對這種隨惑業力牽引而來的三界這種

事情的厭惡，是深深超過二乘的人。  

下一段： 

若以願、悲之力受生三有，則應歡喜。 

如果說菩薩是以願力、大悲心而來受生三界，不管他本身有沒有解脫輪回，

你比如說資糧位的菩薩，或者加行位的菩薩，資糧位就是說他菩提心已經很堅

固了，就是說很難以退轉了，叫資糧位菩薩。加行位菩薩就是甚至他還有禪定，

甚至禪定當中還有神通，這是加行位菩薩。資糧位或加行位的菩薩雖然說還沒

有斷除三界的見愛煩惱，或者見思惑，但是呢，他有很強大的悲願的力量來受

生三界，他內心是歡喜的。法身大士就更不用說了，法身大士一切自在，他可

以千百億化身。他那個時候真得是對輪回無喜亦無憂，他完全證入法性了，對

輪回是無喜亦無憂。但是對資糧位、加行位的菩薩來說，他對輪回是深深地厭

離，遠遠超過二乘的人。 

但是雖然如此呢，他還是以悲願力、以歡喜心——為什麼歡喜？因為能夠

度眾生。他有這個能力，多少能力能夠度眾生，然後來入於三界、來度眾生。 

要是以天臺宗來講的話，最上等根機的菩薩在五品弟子位。像智者大師五

品弟子位的時候，就能夠生生世世隨著悲願力來度化眾生了。這五品弟子位，

它本身這個境界，就是觀行即,它本身就是有禪定，還有開悟的智慧，這個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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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根利智的，在五品弟子位中這種資糧位的菩薩就能利益眾生，上根利智。那

麼中根的可能在加行位。下根的他要等到見道位，大乘初地的見道位以上，才

能夠利益眾生，大致這麼判。 

 下一段，總結： 

彼經中雲：“諸菩薩眾，以令有情成熟為主，於此輪回見其利益，然于廣

大涅槃則非如此。” 

 “彼經”就是前面講的《秘密不可思議經》當中，這個地方一樣引這部經，

它說：一切菩薩眾為了令一切有情成熟，所謂“成熟”就是善根成熟。你看有

的眾生他沒有善根，菩薩為他栽培善根；或者有的眾生善根已經在開花結果，

應該結果了，菩薩就讓他這個善根結果；有的眾生已經結果，可以脫落了，就

讓這個眾生脫落。 

所以菩薩這是為令有情的善根成熟為主。當然一方面眾生善根成熟的目的

就是說，他善根成熟之後，菩薩才能夠攝受他、才能夠利益他，所以為了令有

情的善根成熟為主。 

所以“於此輪回見其利益”，所謂於此輪回見其利益就是說，來到輪回當

中度化眾生。因為你要度眾生一定要入於輪回，入於輪回，棄生死怯來度化眾

生，因此看到利益。所謂“利益”就是說，能夠滿他的悲願，能夠滿足他當初

這種“為利有情願成佛”的這種悲願，他當初發菩提心就是為了利益有情。所

以呢，來到這個地方能夠利益有情、能夠滿他的心願，所以稱之為“利益”。 

然後“然于廣大涅槃則非如此”，“廣大涅槃”指的是佛果，對於佛果的

廣大涅槃，菩薩認為“非如此”，就是說不是這麼樣的重要。所以就是說，菩

薩今天就想就算為了想成佛，因為佛有大威德力想利益眾生，而不是說對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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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涅槃樂，那個菩提覺法樂、涅槃寂滅樂，有這麼樣的深深地愛著，不是愛

著那個境界。 

有時候，我們會在修圓頓法門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愛著佛的這種菩提覺法

樂、涅槃寂滅樂，我們會愛著那個境界，事實上這個不是菩提心。真的菩提心

是：成就這個境界的目的不重要，就是成就這個境界所受的法樂不重要，重要

的是成就這個境界之後，能夠利益更廣大的眾生。 

就像一個人他想賺很多的錢，錢本身不重要，是因為他認為賺很多錢，他

就能夠幫助很多的貧窮的人。因此他對於這種事情，他對能夠幫助很多貧窮的

人，他認為很重要。“得到很多的錢，可以讓自己享用”這個事情不重要，類

似這個意思。 

所以菩薩真的心都是為了眾生，為了眾生離苦得樂。所以你看一定是有出

離心，才會有這麼強烈的大悲心。有大悲心才會有這麼強烈的菩提心，有菩提

心的時候，才會念念地以眾生的離苦得樂，入於輪回而見其利益，以眾生的離

苦得樂為要，而對於自己享受那種佛果的那種涅槃樂，感覺不是這麼重要。 

各位去體會一下，這跟我們平常一般的思考不一樣，我們在佛堂用功、拜

佛、念佛我們就覺得很快樂。很快樂，我們就不願意舍離、我們就不願意去護

持大眾。我們就“哎呀，我這個定課不能分割，讓我法樂沒辦法相續”，我們

都會這樣想，但菩薩不是這種思維方式了。 

好，先下課休息十分鐘。 

                                               

聽打：普音 

校對：普泰 普靈 

201711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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