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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修发菩提心这个法门，要修到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菩提心已经圆

满了呢？那就是用这几个原则来检视自己，或者是检验自己发心到底圆满了

没有。 

  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做到心心念念都在众生身上。就是念念都是护念众

生的心，而不是护念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看这个转过来了没有。想到的

都是众生的事情，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打算。如果是为自己打算的话，他开

始学佛的时候，譬如说：经论上说要断十恶、行十善，为什么要断十恶呢？

因为怕堕三恶道嘛，所以为了我不要堕三恶道，我就断除十恶业；我为了要

求人天果报，所以我开始行十善业；我希望再得到人身，所以我守五戒；我

觉得娑婆世界太苦，所以我修解脱道，生起出离心，是我想解脱。今天发菩

提心、行六度，每个师兄都认为自己是修学大乘的，我走的一定是菩萨道，

哎呀！小乘自我解脱、自了汉，太自私自利了。可是我们真正的是为了众生

才想开悟、成佛的吗？ 

  所谓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今天上求佛道不是为了自己

想成佛，是为了要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是因为有了这个空性的智慧，我才可

能真正的不再执着，不管是我的执着、还是法的执着，要见空性之后才能够

做到，所以我上求佛道。所以我上求佛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下化众

生、是为了利益众生，我今天才要开悟、成佛，不是我自己要成就、我自己

要成佛。 

  即使今天修菩提心这个法门，也看到经论上说，菩提心是最好的守护，

只要发菩提心，你身上不用再带什么平安符啊、还有什么？佛牌、嘎屋里面

放很多加持物，都不用，你就带着菩提心就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菩提心是最

好的守护，是因为它可以保护我行遍千里，所以我才要发菩提心。在修行的

道路上，我怕遇到人或者是非人的干扰，发菩提心又是最好的守护，所以我

为了要让我的菩提路没有障碍，最好鬼啊、魔啊、什么的，都不要来骚扰我，

人、非人从此远离我，我用菩提心来挡一切的干扰、一切的障碍，希望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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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除一切的障碍，这样对不对？ 

  从初发心学佛，从断十恶业、行十善业，然后求解脱，一直到想开悟、

成佛，如果你都带一个「我」的话，最好的果报是什么？带着「我」修行，

最好的果报是什么？如果你可以断恶修善的话，是什么？就人天果报而已，

小乘初果有没有分？你修了半天，以为你是修大乘，结果初果也没分，因为

初果怎么样？已经断我见、断身见，已经断萨迦耶见了，那个是初果。所以

你如果还带着「我」来修行的话，你就是连初果都证不到，你别想成佛了，

痴心妄想！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心甘情愿，把那个「我」的执着，

还有对法的执着放下，要不然修了半天，也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你连自己解

脱的能力都没有，你哪里有能力去帮助众生解脱呢？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心心念念都在众生身上，如果心

心念念都护念自己的贪瞋痴、护念自己的习气、烦恼的话，那菩提心你不管

发几辈子也不可能圆满，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我们检查自己的，就是还会

不会为自己着想，是不是已经利他的心胜过自利的心了？如果是的话，就是

第一个条件已经圆满了。 

  第二个条件，就是检查自己有没有退失菩提心。也就是菩提心戒有没有

守得好，只要一念退失菩提心就怎么样？就破戒了。所以常常有人问说：我

要不要去受菩萨戒？一般菩萨戒是什么时候受的呢？广论怎么说？先有愿

菩提心，再学习什么？菩萨戒的内容，看自己能不能守得住，接下来呢？发

菩提心，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再去受菩萨戒，这样才不容易违犯菩萨戒的内

容。如果没有真正发菩提心，就是什么？常常弃舍众生嘛，你一念弃舍众生，

就犯了菩提心根本戒了。菩萨戒的根本戒就是退失菩提心，或者心中弃舍众

生，就已经犯了根本戒了，所以你不可能菩萨戒能够持得好。只要你心中放

弃这个不要度、那个不要度，这个很难度、那个不想度，你就犯了根本戒了。 

  所以除非你真正发心，不然常常会退失，心情好的时候还 O.K.，可是

我自己都自顾不暇的时候，我怎么可能想到众生呢？心不平等、有对象差别

的时候，也不可能做到啊。我喜欢的要度、不喜欢的还是不要度，慈心、悲

心也发不起来。我都苦得要死，我还发愿一切众生的苦在我身上成熟？我还

巴不得看可不可以转移出去。我每天都心情苦闷，我怎么可能希望一切众生

快乐呢？我都不快乐了，对不对？所以慈心也发不起来、悲心也发不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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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去受个菩萨戒，你可能持得好吗？所以受菩萨戒一定是真正生起了菩提

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再去受戒，这样也才能够保持那个戒体不失。 

  其实声闻乘的戒律也是同样的道理，小乘戒律什么时候去受？什么时候

去受戒？你真正生起出离心才去受戒，要不然也是很容易犯，那个戒体能不

能保得住也很难说，是不是？ 

  所以第二个条件就是说，因为能够不弃舍众生、不退失菩提心，所以菩

萨戒也能够持得很好，因此随时身口意都能够做到问心无愧，我们做错事情

的时候怎么样？有惭愧心嘛，然后心中有很多秘密，然后又有覆藏心，希望

那个缺点、有违犯戒律的，最好是不要让人家发现，以免破坏他对我的印象，

然后怎么样？破坏我自己的形象，我是一个久修的学佛修行人，怎么可以让

人家破坏印象，可是做错的事情怎么办？就藏起来啊，不要让人家发现，这

样有没有问心有愧？有啊！随时都觉得愧对众生，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圆满做

到。然后，唉！昨天又哪一句说错了话，然后每个起心动念自己看得最清楚，

是不是贪瞋痴慢疑，什么根本烦恼、随烦恼也从来没断过嘛，所以怎么可能

心安理得？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所以每每夜半醒来怎么样？想到过去

的种种违犯的过失，也是怎么样？惭愧得无地自容。 

  所以真正要做到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不愧对自己的心，是因为心没有

亏欠，没有亏欠众生也好、没有亏欠戒律也好、没有亏欠佛法也好。而且戒

律是什么？定慧的基础，戒律没有办法清净的话，也不可能得定，因为心中

常常不安，做错事、说错话，心中充满了烦恼。心不安也不可能得定，不管

你用什么法门，很难得定。所以得定的基础一定是从戒律来，你随时心安理

得，没有什么愧对，没有什么惭愧、羞愧的心的话，很容易就得定了，不管

从哪个法门入手，很容易就得定，有了定才可能有空性的智慧。所以戒律是

基础，这个做不到的话，你也不可能圆满的发菩提心。 

  所以，第二个条件，检查自己菩提心圆不圆满，就看你菩提心戒有没有

常常持守，就是念念都在这个戒律上，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能舍弃众生、

忘失菩提心。因为定慧对菩萨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都是烂好人，慈

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没有空性的智慧，什么事情该

做、不该做，决定模棱两可、不知所措，都是因为定慧力不足的关系，心很

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然后又没有智慧的判断，以为自己在行菩萨道、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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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发菩提心，做的都是什么？祸害、下流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检查自己心是不是恒常在欢喜当中。这个欢喜是怎么来的

呢？一定是发菩提心来的，不是真正发心的人，他不可能恒常欢喜，顺境有

一点欢喜心，可是逆境他就欢喜不起来。善缘可以有欢喜心，恶缘的时候也

是没有办法生起欢喜心。 

  所以想要恒常欢喜，就不管顺缘、还是恶缘、顺缘还是逆缘、善缘还是

恶缘，全部都是什么？都是菩萨道。我们讲过可以转恶缘为菩提道，顺境可

以发心，逆境也可以发心，善缘、恶缘都可以发菩提心，所以他心恒常欢喜

是从这里来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慈悲，等视一切众生平等，没有对象的差

别，对谁都一样，随时随地都是希望众生欢喜，远离悲苦。 

  所以他每天的心中，都是充满了宁静、安详、快乐、满足，最重要是这

个满足。因为当你满足的时候你才会快乐，你缺这个、缺那个，今天求这个、

求那个，你心有匮乏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欢喜的。然后又求不到，怎么样？

就求不得苦嘛，求到又怕失去，也还是苦啊！所以当我们心中真正感觉充实

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生起欢喜心，满足、无所求。对目前的自身的身心状

况非常满意，对外在的环境非常满意，对国家、政府、社会非常满意，整个

地球、整个世界、法界非常满意。 

  所以我们不用去那边静坐，我们在这边静坐也一样发菩提心，共襄盛举，

我们这边的磁场应该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是慈悲的磁场，对不对？所以就

是这个满足非常的重要，不然就是会挑剔，你再怎么做，他还是有意见啊、

还是不满意啊。所以想到我今天不用自己耕田，我就有饭吃，是不是应该很

欢喜啊？种田多辛苦啊！现在外面三十几度，还要拿着锄头去……，现在春

天还要去插秧，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幸福？我们不用织布就有衣服穿，还有名

牌的选择，是不是很幸福？每条路都给你铺得那么平坦，出门又这么多交通

工具，不用走泥巴路，我们小时候乡下都走泥巴路，然后道路崎岖不平，你

如果打赤脚，还会脚受伤，你看我们现在的路多平坦，有没有充满感激之心？

也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我们就好好检讨了。 

  所以我们每一剎那都在受用众生辛苦血汗的、流多少血汗的成果，我们

就拿来受用了，觉得理所当然，一点都没有想要回馈的心，也没有感激的心。

所以我们不满足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只要我们心中有匮乏，那匮乏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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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还是从「我」来，我贪来啊，我的贪不能够满足我，就匮乏了。那个贪

又是从「我」来，欲求不满，那个贪是无底洞，永远不可能填满的。 

  所以只有做到无贪，除了把那个「我」的问题解决掉，「我」的执着解

决掉，不然你是永远不可能满足的。只要有我，就有贪，就不可能满足，每

天想的都是：你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你怎么不给我多一点？你不关心我！

就是都要要求别人对你好一点，你有没有对别人主动关怀？每天想的有没有

想我怎么回馈社会？我怎么服务人群？我怎么报众生恩？每天受用的都是

他们辛苦的结果，那我们怎么样报他们的恩呢？你能够为这个国家、社会做

什么？为人群做什么？我们应该每天想的是这个，这个有的话，就是刚才第

一个条件就有了，心心念念都在众生身上。 

  所以发菩提心圆满的人，他不但心中充实，而且他想的是怎么样给、给，

而不是要求、要求、要求更多。所以心中能够恒常欢喜，跟外在境界没关系

了，因为他心中就是随时都是充满了慈悲，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充实，为什么

充实？一切都本自具足，你就不用往外找，你本来就有，自家珍宝比外面的

还好，你为什么往外面找，不是很奇怪吗？回过头来找找你本自具足的珍宝，

其实它一样也没有少，对不对？慈悲、智慧、无量的善巧方便、神通德能，

一样都没有少啊，本来就有，你发菩提心之后，它才会慢慢的出来。你那个

「我」那么坚固，它就是出不来，因为你每天就抓着自己的习气、烦恼、业

力，它不可能出来的。所以它是无我之后才出来的，发菩提心之后才会出来

的，那个都是本来就有的。所以我们也知道，真正发菩提心圆满的人，他心

中为什么那么充实？就是因为他已经能够怎么样？见到自性，他知道菩提自

性本自具足、能生万法，一切都是从这个源头出来的，所以他不缺少什么，

不用到外面去找。 

  第四个，就是即使是散乱心的时候，他也不忘失菩提心、发菩提心。像

我们功夫还不纯熟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提念，心不平等的时候、有对象差别

的时候，要告诉自己：我不可以有好恶，对境界或者是人，任何的人事物，

应该平等心来对待。可是很快，很快又回到原来的习气，一定有对立，我们

每天都在搞对立，对不对？现在公投，公投要投什么？就是搞对立嘛，你是

赞成、还是不赞成？是不是搞对立？我们已经习惯二元对立了，太熟悉这个

路线了。所以当我们有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是对、还是错，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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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好、不好，所以才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保持觉知，不要落入二元对

立。 

  所以我们前面介绍过的那个修菩提心的方法，不管是世俗菩提心，还是

胜义菩提心，它都是还没有纯熟之前，我们都是要不断不断的提醒自己。所

以当我们散乱心、还是失念、打妄想，或者是放逸、懈怠、昏沉、掉举的时

候，就会忘失菩提心，所以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提醒自己。可是一个真正发心

圆满的修行人，他不须要再提醒自己了，他是任运自然，即使看起来他是在

散乱的状态，晚上睡着的状态，他都不可能忘失菩提心，所以我们才会说他

发心已经圆满了。不管任何情况之下，他都不可能忘失了，念念都是在菩提

心上面，胜义菩提心、世俗菩提心都是一样。就是念念他当下都是跟空性的

智慧相应，知道一切法如幻，然后随缘来利益众生，心中又没有任何的贪着。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话，当然醒着的时候可以任运自然，即使

睡着，还是可以任运自然；妄想、失念的时候，还是可以任运自然；临终有

没有把握？一定有把握，所以临终一定是带着菩提愿走的，不会到哪里去，

哪里需要就哪里去。我说没有会到哪里去的意思就是说，不再会自己想要去

哪里，没有这个念头了，都是哪边因缘成熟就到哪里，随着你的菩萨发心，

你的菩提愿，然后到不同的世界，做的还是继续利益众生的事情。 

  所以以上我们讲的这四点，就是检查自己发心还圆不圆满的四个准则，

如果发现自己哪个部分还要加强的话，就是在这个上面继续的用功，一直到

工夫纯熟为止。 

  那我们这次的课，有关于菩提心的课，就到这边就圆满结束，希望各位

师兄能够早日发心圆满，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是为了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们需要，因为你们现在知道了，他们不知道，所以你们要赶快成就，然后

去告诉他们，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菩提心的原因，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

自己，也不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也不是为了要对抗外境、还是人、非人、什

么……都不是，没有那个对立的心，这样子菩提心才能够真正圆满。 

  好，那我们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