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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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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請翻到講義一百六十六面。 

我們看第三行第四小段、能有機會進入成辦自他二利之道，應生歡喜而入。 

就是說我們今天能夠入於大乘，我們要勇於承擔，而且要有歡喜心而來契

入大乘，不要心生畏怯或者不喜。 

故大乘乃自他一切善妙之源；是除一切衰損之藥；一切智士所行大道；見、

聞、念、觸亦能長養一切眾生； 

我們上次講到這個地方，就是說大乘是成就一切善妙之源，這個就生善來

說，一切三乘的功德都來自於菩提心。而且我們前面有講到，要成就自利也好、

成就利他也好，都來自於大乘。就是說即使你要成就自利的話，也是發大乘心

的話，速度快。就像大海，它很大，所以下一樣的雨，它所能夠容納的雨水，

那是遠遠超過了一個小小的湖泊。所以真正要成就自利的話，還是要從利他的

大乘當中來成就的，所以是“一切善妙之源”。 

破惡來說“是除一切衰損之藥”，這就是經典所說的“發菩提心，破諸魔

障”。我們覺得我們有很多的煩惱、很多的障礙，有的人會覺得說“我煩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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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障礙很多，我沒有資格發大乘心”。其實不是的，剛好相反：就是因為煩

惱很重，所以我們才要發大乘心。因為你發大乘心，它雖然不是直接跟空性慧

相應，但是你常常想著眾生比你還重要——就像天平的兩頭，一頭是無量無邊

的眾生利益、一頭是個人的利益，我們去權衡一下：無量的眾生利益比我們重

要多了。這個時候你就會去重視無量眾生的利益而忽略了個人利益的話，那一

切的煩惱都來自於我執，你把個人利益放下，當然，一切我執雖然不是修空性

慧，但是也隨順於無我，隨順於無我，當然沒有“我”，也就沒有煩惱、沒有

業障。所以，發菩提心是滅除衰損之藥。 

一切智士所行的大道——就第三個來說，所行的大道就是趣向無上菩提、

趣向成佛的大道最快速的一條道路。我們上次有講，不是說我今天成阿羅漢，

出了三界，再來發菩提心叫做快。其實不是，那個反而是慢。所以是一切有智

慧的修行人所行的大道。 

所以，乃至於“見、聞、念、觸亦能長養一切眾生”。就算你本身不是特

別地去修，對於大乘佛法這個法門當中的眼見或者耳聞、或者心中憶念、或者

接觸，就算你沒有正式地修，你見、聞、念、觸大乘法，也能夠長養一切的眾

生、長養我們的善根。 

第一個就法來說，第二個就人來說，對於大乘的修行人，你乃至能夠見、

聞、念、觸，在他旁邊，你也能夠長養你的善根，就是大乘有它這種不可思議

的威德力。 

所以不是說“等到我學到什麼程度之後，我才能發大乘心”，不是的。一

開始你就發大乘心，然後就像這個地方所說的，見、聞、念、觸也能夠長養善

根。所以你就去讀誦大乘，不斷地讀誦、思惟大乘的佛法。剛開始的時候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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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心量、格局跟經典所描述的差距很大，但慢慢、慢慢地就能夠契入，因為大

乘法就是有它不可思議的加持力。為什麼呢？因為稱合我們的自性。因為我們

自性本來就具足遍滿十法界的真如，所以這是相隨順。 

我們上次講到這個地方，看下面： 

由行利他兼成自利，無所缺少；具大善巧方便。 

在大乘當中，它就是很殊勝的，你在利他的時候，事實上，對你來說不是

損失，反而你在利他的這個心發起，然後在利他之行實踐的時候，反而能夠成

就自己自利的功德，在“行利他，兼成自利”。 

就像有個法師，他之前都是住茅棚，然後他說他跟我到大陸辦兩次齋戒會，

在齋戒會當中他覺得他對眾生的付出當中、付出之後，他回到茅棚再用功，他

覺得這種用功的心反而比以前更安定。他當初在去之前，他也考慮到底要不要

去，因為去的話，總是舟車勞頓，種種的身動、心動，後來他最後決定還是要

去。去了之後他覺得，經過這三次去弘揚佛法的時候，他覺得他回去茅棚之後，

感覺那種修行的力量更加的強。這個有種種的因素、種種的原因，總之就是積

集福德跟智慧資糧。所以在利他的時候，也能夠兼就的成就自利，而且“無所

缺少”。 

當然重點不在“動”跟“靜”，而是說重點在這個“動”的機會當中、因

緣當中，可以幫助我們拓展我們的心量，我們想要利益眾生的心量的拓展。當

你心量拓展的時候，再來用功的話，這個時候用功的力量就是不一樣，所以在

利他的時候常常把眾生的利益抬得很高，然後把個人利益放得很低，這個時候

你成就大的格局，你再用功的那個力量是不一樣的，所以“無所缺少”，所以

這個是“具大善巧的方便”。所謂“大善巧”就是說在大乘法當中能夠迅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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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自他二利，所以是“大善巧”。 

能入此者，應當思維：“稀哉！我今所得實為善得。”應盡士夫所有能力，

趣此勝乘。 

現在我們在北傳，大家都是在大乘佛法的國土當中，所以我們對大乘佛法

多少都能夠見、聞、念、觸。所以我們能夠契入大乘佛法的話，我們應當思維：

“稀哉”！非常稀有！今天我們所得大乘佛法的聞思，實為難得。縱然現在在

大乘的修行上或許力量還很薄弱，但是你能夠在大乘法當中的聞思，乃至多少

的修行，太難得了！前面所說的種種的很多的功德，所以應當“盡士夫”，這

個“士夫”指的是我們修行人，應盡士夫所有的能力，“趣此勝乘”，趣向這

殊勝的“乘”，這個大乘的車乘。這是第四段。 

前面所說的第一大段連接的是上下文。 

接著講第二大段、正說上士道。 

上士道這麼樣的殊勝，然後要怎麼樣能夠趣入呢？這個是相對（第 165 頁 于

上士道修心分二） 

于上士道次修心 分三： 

我們直接看科判好了，前面的科判。 

【表九】于上士道次修心 

這個當中分為三大段： 

己一、顯示入大乘門唯是發心。 

這段的重點是說所謂大小乘的差別不在法門的差別。不是說我們今天學《楞

嚴經》、學《法華經》就是大乘，不是的。而是在於發心——你用什麼樣的動

機去學習，這是“己一”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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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確認發心的重要性之後， 

己二、如何發起此心之理。 

透過七重因果、自他交換等等的善巧，然後讓我們生起菩提心的方法。 

己三、於發心已學行之理。 

發菩提心之後應當如何學菩薩道、行菩薩道。“己二”是發起願菩提心，

“己三”這一科是修行菩提心。有兩種菩提心：一個願，一個行。 

我們再回到講義正文： 

（己一、）顯示入大乘門唯是發心 

分為八段： 

第一段、大乘分為顯密二乘，入彼之門唯是發心。 

若須趣入大乘，能入之門為何？勝者曾說“波羅蜜多乘”及“密乘”二種

大乘，除此之外無有餘者；于此二乘任入何門，其入門者唯“菩提心”。 

前面說大乘很多殊勝的功德，那我們怎麼趣入呢？趣入這個門檻是什麼

呢？“勝者”，“勝者”就是佛陀。佛陀曾經說有兩種大乘的這種善巧，一個

是顯教的“般若波羅蜜多大乘”、一個是密教的“密乘”的大乘這兩種，也就

是顯密兩種大乘，除此之外無有其他的方法了。所以於此二乘當中，不管是從

顯、從密，任入何門，那麼其入門者的關鍵是什麼呢？就是“菩提心”。不管

你修顯教、修密教，你在修顯教、修密教，可以稱之為你在修大乘的話，關鍵

就是你發菩提心來修。關鍵就像鑰匙一樣，要開這兩扇門的鑰匙就是“菩提

心”。差別不在這個什麼門，而是你這個“菩提心”。 

第二段、能否安立為大乘行者的關鍵，也唯有菩提心。 

此于相續生起之時，縱未生起任何餘德，亦能立為大乘行者； 

 5 



  上
良

下
因法师 

“相續”就是在我們心相續當中，當你生起一刹那的菩提心的時候、生起

想要“為利有情願成佛”的菩提心的時候，縱然你這個時候只是發心，像我們

各位剛開始發心，“縱未生起任何餘德”，剛開始出家我們只是發菩提心，或

者隨順發起菩提心，剛開始我們還沒有任何的功德，戒定慧的功德，我們都還

談不上，但是也能安立為大乘行者，他沒有功德也可以稱之為大乘修行人。就

是說他這個念頭只要跟大乘相應，他就是大乘修行人。他沒有任何功德，但是

他也算是大乘修行人。 

所以大小乘的差別不在於說這個人出家很久，修得很好，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我們現在心的這一刹那，你是跟大乘是否相應。跟它相應，你就可

以安立為大乘修行人，乃至這一刹那你的修行、你的念頭跟大乘相應，那麼你

就可以稱之為大乘修行人，就可以成就種種大乘的功德 

下一段： 

若離此心，縱有通達空性等德，亦從大乘退失，墮入聲聞等地。 

相反的，乃至一刹那，退失這個“為利有情願成佛”的菩提心，離開這個

心，縱然過去的修行讓你成就了乃至“通達空性”等等的功德——戒定慧的功

德，慧的功德，甚至你能夠“通達空性”，這個時候也是一樣“從大乘退失，

墮入聲聞等地”。 

所以，我們一再強調的不是說我們學習圓頓法門，這個就是大乘，其實不

是的。因為主要是發心，就是說你瞭解圓頓法門，真如遍法界等等的道理，但

事實上這個當中要有大乘菩提心力量的加持，才有辦法真正的跟這個法相應。 

我們可以從很多的這種經論的立論來證明。你看天臺宗講的“十法成

乘”，圓教修行十法成乘：第一個觀不思議境，就是觀察空性。這個空性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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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空，是這種圓教空的道理，觀不思議境，上根利智的人修這個就能夠契入。

但是，大多數的人不是像慧能大師觀不思議境就能夠契入的，不行，所以第二

個就是要發菩提心，發起圓頓的菩提心。知道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然後又

能夠發起為利有情願成佛的心，發起圓頓的菩提心。發起圓頓菩提心的時候，

使你的心量擴展，你心量擴展的時候，就像大海，大海才能夠容納百川，心量

擴展才有辦法真正地容受這種大乘空性的法空的這個義理。 

所以，也就是說要發菩提心才有辦法真正地攝受大乘的法。所以如果沒有

發菩提心的時候，就是說縱然我們學習圓頓的法門，也沒有辦法真正地承受。

為什麼？因為不是法器。所以“縱然通達空性”——當然這個通達空性只是頂

多通達二乘的人無我而已——如果沒有大乘的菩提心，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例

子，“十乘觀法”的例子，你如果沒有大乘的菩提心的話，也沒有辦法真正的

通達法無我，因為不是法器。所以縱然能夠通達人無我的空性，也是從大乘退

失而墮入聲聞等地，“等”就包括緣覺。 

此為眾多大乘教典所說，並以正理亦能成立。是故，大乘行者是隨有無此

心而成進退。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宗大師說這個說法不是他個人獨創的，是在很

多大乘的教典裡面都有這樣的宣說，並且從教上來觀察，可以成立。第二個呢，

“以正理”，從理上證明的推論當中也能夠成立。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就是

十乘觀法，那個就是從正理上來推論，所以你必須要有菩提心，才能夠真正成

就大乘的修行人。所以大乘的修行人是隨著“有無此心”而生起的。所以我們

的心就是說可能今天早上起來突然發起道心，早上是大乘；中午，大寮工作太

累了，退失道心了，“算了，我還是關起門自己用功好了”，中午出坡完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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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退位，退為二乘；晚上要做晚課，這個時候誦《彌陀經》，做晚課，菩提心

又生起，這一刹那又跟大乘相應。所以凡夫眾生，在資糧位菩薩以前，凡夫的

菩薩都是進進退退。 

所以為什麼經典說：“魚子庵羅花，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

少”就是這個道理。剛開始還沒有入於資糧位之前，甚至資糧位還不夠，還沒

有入於加行位之前，都還是進進退退。所以就像魚子（魚卵）、庵羅花，還有

菩薩初發心，這三個都是一樣因中的時候很多，結果的時候很少，就是這個道

理。所以就是要保護我們的菩提心。怎麼保護呢？當然最好你旁邊就是一位大

乘的修行人，你在他旁邊的話，自然而然會受到他的心量、格局的影響，感染。

那就算沒有的話，至少退而求其次，就多讀誦大乘經典。多讀誦，讓這個力量

慢慢地生起，乃至堅固、乃至不退。 

看第三段、單靠發心便能成為佛子，勝過聲聞、獨覺。 

這個發心功德就超過二乘的。還沒有成就這種大的功德的話，乃至發菩提

心，他的功德就遠超二乘。這個經典裡面有說。 

我們看這個文： 

《入行論》雲：發起此心，當下即成佛子； 

發菩提心，“當下”，即使是個凡夫，還沒有入於資糧位、加行位的菩薩，

也可以有資格稱之為“佛子”。就是說，成為“佛子”，就是說你跟佛是同一

個種姓。就像世俗人，他是個姓王的人，姓王的所生出的孩子他自然就姓王，

就是姓王的人的孩子，因為他們是同一類、同一個傳承的。那我們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這一刹那跟菩提心相應，比如說我們現在講大乘，我們這一念心，當

下跟菩提心相應，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稱之為“佛子”。菩薩都可以稱之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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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從凡夫菩薩到等覺菩薩，都可以稱之為“佛子”。 

不過，這個地方所謂“發起此心”，我們在這個地方可以稍微定義一下：

有真正的證得，還有隨順的發起，這兩種的差別。什麼意思呢？真正證得菩提

心，當然那是祖師大德的境界，那個量很高的。他什麼樣的量呢？就像前面講

的，你要證得菩提心之前，這個基礎，你要先證得出離心，親證、證得出離心。

怎麼證得出離心的量呢？就是前面講的，你時時刻刻感覺三界就像火宅、就像

牢獄一樣，隨時隨地的就想脫離三界的心，這樣的人他不會起煩惱。因為什麼？

因為任何外在的境界都動不了他。因為他的心根本不在外在境界，他內心就“如

救頭燃”，趕快想出這個三界的心很強，外面的順境、逆境對他來說就像垃圾

一樣，一點意義都沒有。那他不會起煩惱，他就一心一意地憶念出離—解脫道。

這樣證得出離心，然後他再更進一步地升級，發起菩提心，然後乃至念念地跟

“為利有情願成佛”，念念地跟利他相應（為了使眾生能夠成佛的利他的心相

應），這個時候證得菩提心，那這個量是很高的。 

就是說真正地要發起菩提心、證得菩提心，確實是不容易。但是呢，不容

易並不妨礙我們可以發起隨順的菩提心。就是說，我們舉個例子，為什麼說可

以隨順呢？就像我們後面會講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修止、修觀。修奢摩他跟

修毗婆舍那，真正地證得奢摩他，至少是未到地定——欲界最高未到地定以上；

然後證得毗婆舍那，是先證得奢摩他之後，再來修觀，能夠止觀雙運成就的話，

才是證得毗婆舍那。真正地說這個人在修止觀，真正證得止觀的量是很高的，

但也不妨礙說我們一開始發心修行就要修止觀。雖然我們沒有欲界定，或者僅

有少許的欲界定，但是呢，我們還是一樣，還是可以稱之為“隨順於止，隨順

於觀”。你慢慢隨順久了，當你證得奢摩他的時候，再證得毗婆舍那，那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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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再修止觀就是真正地在修、真正地證得止觀了。 

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是這個道理，菩提心也是這個道理。我們剛剛講要親證

的那個量很高，我們有的人甚至一輩子可能都達不到；但是不妨礙說我們隨順

的菩提心，它那個量雖然不是很深、很廣，但是它是同一類。 

所以就像我們在看《無量壽經》裡面說三輩往生都是要發菩提心。有的人

說怎麼可能？這個菩提心量那麼高，有的人一生造惡也能夠往生，那怎麼會有

菩提心？一樣的道理，那是隨順的，並不是真正的證得菩提心的量。要講真正

證得的話，那個量，我們剛剛講，那是很高的量。但是你只要有隨順的，在臨

終的那一刹那有隨順的這個量的生起，雖然那個量還不構成“證得”，有隨順

的量生起，那就構成了《無量壽經》所說的往生所發起這個菩提心的量，就夠

了，至少那一刹那相隨順，那就夠了。所以“發起此心，當下就是佛子”。 

所以我們也不要妄自菲薄，說我的業障很重，不要老想“我業障很重”，

就要想我們發起這個心，當下就是入於大乘，就算隨順，也很好。 

下一段： 

《慈氏解脫經》亦雲：“善男子，譬如金剛寶石縱使破碎，猶勝一切勝妙

金飾，亦不失其金剛寶石之名，一切貧苦亦能消除； 

先看到幾個譬喻。佛陀招呼說“善男子，譬如金剛寶石”，當然金剛寶石

譬喻的是菩提心。縱然“金剛寶石縱使破碎”，當然一顆大的鑽石價值是無價

的，但是就算它破碎了，那麼破碎的那個金剛寶石的價值也是超過一般勝妙的

金飾。就算破掉了之後，它也比其他的寶物還要珍貴。那破碎的金剛寶石的碎

片也還是稱之為金剛寶石，讓一切貧苦都能夠消除。因為你有金剛寶石的話，

拿去賣，可以換很多的錢，可以滅除我們的貧苦的這種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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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底下合法： 

善男子，如是于一切智發起金剛寶石之心，縱離殷重修習，猶勝聲聞、獨

覺一切功德金飾，亦不失其菩薩之名，一切輪回貧苦亦能消除。” 

同樣的道理，“善男子，如是于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指佛的“一切

智”。各位看到“一切智”不要以為就是只有指的是二乘，有時候經典裡面所

說的“一切智”，有時候指的是佛。如果對佛的“一切智”發起金剛寶石之心，

也就是菩提心。對於“一切智”發起菩提心，意思也就是說，“一切智”是我

們想要成就的目標，對這個偉大的目標，我們發起“為了利益有情，所以我要

成就這個目標”的菩提心，這個就是叫“在一切智當中發起金剛寶石之心”。 

當你發心，心發起來的話，縱然離開殷重的修習……我們剛才講菩提心有

願菩提心，還有行菩提心。發菩提心的願之後，你要去實踐。實踐包括受菩薩

戒，這是一種；包括行六波羅蜜；乃至一切攝眾生戒、攝善法戒、攝律儀戒……

一切一切的三聚淨戒都去行持，這個行菩提心，這叫“殷重修習”。 

就是你只是發心，你還沒有談上修行，或者就是說你只是發心，但卻沒有

很殷重地修行的話，要真正能夠發起這種菩提心的話，那“猶勝聲聞、獨覺一

切的功德金飾”。聲聞緣覺的功德就像其他的黃金等等的七寶飾物，雖然也是

很珍貴，但是比起金剛鑽的碎片來說都還不如，更不用說金剛鑽了。 

就是說我們乃至發心、乃至隨順發心都勝過聲聞緣覺的這些功德，這個時

候“也不失菩薩名”。縱然說他這個時候沒有證量，戒定慧的功德或許還不是

很殊勝，但是就可以稱之為菩薩，那麼一切輪回的貧苦也能消除。 

為什麼呢？為什麼發起菩提心的人就能夠消除輪回當中的貧苦？所謂“輪

回貧苦”就是指的輪回當中沒有福報、煩惱很重，然後在六道輪回當中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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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出頭沒，這是“貧苦”。為什麼你發菩提心就能夠消除這個呢？因為你發菩

提心之後，就是說縱然你沒有殷重修習，但是你發菩提心的話，同樣拜一拜佛，

依止菩提心來拜佛，為什麼我要拜八十八佛？“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

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薩，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願與法界眾生一時同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在拜八十八佛之前，真正地隨文入觀，發起菩提

心來拜，跟打板了、上殿了，不得不上來拜，頭昏腦漲的，什麼都不知道，這

樣子這個拜，功德是完全不同。在這樣一個拜八十八佛當中，真正地可以為你

積資懺淨，積集福德、智慧資糧、懺悔業障。所以這樣的拜八十八佛真正地能

夠消除輪回的貧苦，對於你解脫輪回的貧苦來說，真的有很大的加持。 

拜八十八佛是這個道理，還有今天為什麼要來護持大眾？因為為了菩提

心，“為了菩提心的原因，我來護持大眾”。那麼這樣子的話，能夠對你構成

很大的加持力，就是說你本身煩惱就淡薄很多，然後在輪回當中的貧苦也會因

為你這樣的發心、這樣的行為而成就很大的加持力。所以這個是菩提心的功德。 

此說縱未學菩薩行，然有此心便名菩薩。 

就是還沒有行菩提心，但是發了願菩提心的話，那麼就可以稱之為菩薩了。

這個是菩薩的發心。單單是發心就可以稱之為佛子，他的功德就勝過聲聞獨覺。 

相信各位都聽過一個公案：有一個老師父帶個小沙彌走在路上，後來這個

小沙彌走著走著，他突然發起菩提心。這個老師父本身是一個聲聞修行人，那

這個老師父就叫小沙彌說：“你走在我前面。”“為什麼？”“因為你發菩提

心，你是菩薩了，功德勝過二乘的人，你走前面。”後來，走著走著這個小師

父就想著：“哎呦！菩薩修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難行能行，難忍能忍，

太辛苦了，我還是像我師父一樣做阿羅漢就好了。”他師父說：“那你走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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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你是徒弟，跟我一樣發二乘的心，那你又是我徒弟，那你應該走我後面呢。” 

所以，就是說發心的功德就像金剛鑽，就算破碎了的碎片，還是超過黃金，

發心的功德就是勝過聲聞獨覺。在很多大乘經典裡面都有提到這個發心的功

德。就是說當你覺得你煩惱很重、你覺得你發不了心的時候，你多去讀誦這一

些關於菩提心功德的經文來鼓勵自己，不要被境界所轉。多去憶念你這個菩提

心的功德，不要去憶念你的煩惱境界，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不要去憶念那個，

你要去憶念菩提心的功德。比如說《華嚴經》裡面講菩提心的功德，你把這段

文多讀誦，乃至能夠背下來。那這個時候你再憶念，在讀誦的時候，這個時候

跟菩提心相應，這個時候當下就具足無量的功德了。 

第四段、不能只以所學的法是大乘法為滿足，應使發心不流於文字。 

是故，不以法是大乘法為滿足，而應以彼補特伽羅入大乘列為要。 

不是因為你所學的法，我們在定義上稱之為大乘，就真的以為自己在修大

乘而滿足了。比如說顯密兩種法，比如顯教的《大般若經》、《華嚴經》、《法

華經》、《楞嚴經》，這是大乘法，法的本身是大乘法，確實沒有錯；那麼密

宗，密法全部都是大乘法，不管生起次第的法、圓滿次第的法，全部都屬於大

乘。不要認為“我在修這個法，修學這個法，我就真的是大乘”，就滿足了。

因為要知道，法是大乘，但人呐，也要是大乘的法器，才能夠真正的跟這個法

相應，能夠容納這個法。 

所以重點應該迴光返照檢討什麼呢？“依彼補特伽羅入大乘列”，這個重

點在我們有沒有真的發心來學修這個法，發菩提心來學這個法。那麼我們發起

菩提心，我們這個補特伽羅，這個眾生，就可以入於大乘列。這個時候你再修

學大乘法，那才是真正地可以稱之為“大乘行者”，這個重點在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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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 

又做大乘行者，全賴於菩提心，故若於此僅有理解，大乘行者亦與此同； 

“大乘行者”的關鍵在於什麼呢？你有沒有菩提心。如果說對菩提心，“故

若於此”，“此”的話，指的是菩提心。對菩提心僅是文字上的理解什麼叫菩

提心，理論上我知道，就是我未來要利益有情、我要成佛的心叫菩提心。 

那麼文字上理解跟真的發起菩提心的差別在哪裡呢？在覺受。親證有親證

的覺受，親證菩提心有親證菩提心的覺受；隨順菩提心有隨順菩提心的覺受，

但都是要有覺受。 

有那種強大的覺受，這個就不只是文字上的理解。依我們後面所教導的七

重因果、自他交換等等的方法，你真的生起覺受了。當然這個不是說你只是聽

一次生起覺受，那不算的，不斷不斷地觀修、串習這個法，慢慢生起覺受，這

個就不是只是文字的理解。如果只是文字的理解的話，“大乘行者亦與此同”，

這個意思就是說，所謂的“大乘行者”也只是文字上稱之為“大乘行者”。“與

此”的話，這個“此”就是說，與這個“僅有理解”這個“此”相同的，只是

名義上他今天修了大乘法，名義上他是“大乘行者”，但事實上他不是的，他

只是表面上稱之為“大乘行者”。 

下一段： 

此心若是具足德相，則大乘人亦成清淨，是故於此應當勵力。 

“此心”，就是修行的這念心，要是“具足德相”。所謂“具足德相”，

就是真的具足菩提心的功德。具足菩提心的功德的話，這個量生起，則“大乘

人亦成清淨”，就是說他是一個真正的清淨的大乘人。如果我們今天，我們現

在學院學的都是大乘法，我們可以稱之為大乘人；但是我們要是常常想的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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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利益或者自我的解脫，這樣的話，這樣的大乘人就稱為“不清淨”。這關

鍵在菩提心，“是故于此”，於這個菩提心應當勵力，要努力。 

第五段、單就能生佛果而言，菩提心如同種子。 

《華嚴經》雲：“善男子，菩提心如一切佛法之種。”于此須獲定解，故

應闡釋。 

在《華嚴經》裡面它說菩提心就像一切佛法的種子，三乘當中的佛乘當中

的種子。“於此”，“此”就是說菩提心是成佛的種子，於這個事情必須獲得

“定解”。“定解”就是說你要獲得這種強而有力的勝解、不可動轉的勝解，

因為這是一個大小乘修行人差別的關鍵就在這裡。那麼我們如果修大乘法，對

菩提心的重要性沒有獲得定解的時候，那我們的修行談不上大乘，所以“故應

闡釋”，所以底下應當要闡釋。 

再看第六段、單就能生佛果而言，菩提心比空正見等更為重要。 

就成佛來說，我們過去總會好像會認為說，“我今天不斷不斷地觀修圓頓

法門，思維觀察圓教的法，我就能夠成佛”，其實不是的。當然圓教法門絕對

是大乘，但是我們本身如果不是法器，就像我們只是一個小湖泊的水，一個小

湖泊的水，它是不可能容納百川的，所以你在修學這個法的時候，配合我們講

十乘觀法當中第二個——發菩提心，發起圓頓的菩提心，它這個是成佛的種子，

它比你直接觀修空正見來說更加重要，因為它是一個佛種子。 

看底下的理由： 

水分、肥料、溫度及土壤等，若與稻種聚合，即成稻苗之因；與麥、豆等

種子聚合，則成彼苗之因，是故彼等皆是共因。 

水分，還有肥料、土壤，這些是外緣、助緣。這個助緣呢，如果跟稻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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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合和在一起，也就是說稻種給它加上這些助緣的話，就會成就未來稻苗的因；

然後呢，相對的，如果這些助緣——水分、肥料等等的助緣，跟麥子或豆子的

種子聚合，則成為“彼苗”，“彼”就是麥或豆這個苗的因。所以“是故彼等

皆是共因”，都是成就各別各別的果實的這個共因。 

看下一段： 

青稞種子任遇何緣，亦不能成稻等苗因，故是青稞苗之不共因； 

這個地方談到“不共因”。“不共因”是它獨特的，“共因”是相通的。 

我們現在看“不共因”。比如青稞的種子，遇到任何的緣，也不能夠長出

稻苗出來，不可能的。所以青稞的種子是未來成就青稞這個植物的一個不共的

因，不共於其他植物的因。稻子有稻子的種子的不共因，麥子有麥子的種子，

這個都是各別各別的不共因。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必然的，這個稱為“不

共因”。 

一切助緣，土壤、水分、空氣……這個稱之為“共因”，就是說不管你今

天種什麼植物，都必須要有這些助緣，稱為“共因”。 

所以，“不共因”就是它各別的屬於它個人的種子；“共因”就是一切的

助緣。這個定義我們知道了。 

下一段： 

由此所攝水、肥等物，亦皆能成青稞苗因。 

這個是水、肥等物就是青稞苗因，那這個對青稞苗是屬於共因。就種青稞

這個事情來說，“不共因”是它的種子，“共因”就是這些水分、肥料等等的

東西，這個是“共因”。所以佛陀說一切法因緣和合，一切法是假借因緣和合

而成的，這個因就是“不共因”，助緣就是“共因”，這是舉“種青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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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來做譬喻。 

接著，底下看合法： 

如是無上之菩提心，即是佛苗因中如同種子之不共因；證空性慧，如水、

肥等，則是三種菩提之共因也。 

這是個很重要的觀念。我們今天要成佛，要長出佛的這個苗，乃至要成佛

的這個果實，要成就佛的果實的話，這當中的“不共因”，就是不共於其他的

因，就是無上菩提心。發起大乘的無上菩提心，這是“不共因”。 

然後“證空性慧”，當然這個“空性慧”應該就是說證得人無我，或者一

部分、少分的法無我。證這種“空性慧”，就像水、肥料等等，是三種菩提——

聲聞菩提、緣覺菩提、無上菩提，三種菩提的“共因”。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要導正一個觀念：你今天要成佛的重點，就我們剛開始，

就是我們現在初發心來說的重點，不在於證“空性慧”，而在於你的菩提心。 

就像你今天想種一個蘋果樹出來，那你剛開始的重點不是一直在灌溉，或

給它肥料，或者給它很多陽光，剛開始重點不在這裡。剛開始的重點你要先確

認什麼事呢？你要先確認你種下去的是蘋果的種子。你要種下去的是芭樂的種

子，你怎麼灌溉，也是長出芭樂，不會是蘋果，所以，同樣道理，剛開始種子

要先確認。 

同樣的道理，你要成佛，剛開始的重點還不是在成就空性慧，因為這個是

助緣，事後的灌溉。剛開始的重點你要先確認你種的是佛的種子，那麼也就是

說剛開始你要先確認，你是發起無上菩提心而來修行的，因為這是成佛的“不

共因”。所以我們不能一開始的時候，對於菩提心的這種教授置之不顧，然後

就是趕快加強我個人禪定的力量、加強我個人對空性的瞭解。很多比較有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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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良

下
因法师 

的人，他想急於成就，他會從這兩方面來下手，但事實上，那個只是助緣而已。 

好，下課休息十分鐘。 

 

 
聽打：真實 

初校：惟謹 普靈 

201712法義研習小組校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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