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道前基础 1(归敬颂)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开讲「菩提道次第广论」。 
  为什么叫「菩提道次第广论」呢？「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菩提道」

就是觉悟之道，也是成佛之道；「次第」就是成佛的次第；「广」就是详细

的说明。成佛之道详细的说明，它应该依什么样的次第，一步一步趣向成

佛。所有的内容，详细的介绍，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 
  这部论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修学呢？你说是成佛之道，我如果还没

有想要成佛呢？我还想轮回呢？或者是我也还没有想解脱，我还没想那么

远，那一般人适不适合来修学呢？我们看一般人，他到底求的是什么吗？

一般人求的是什么？功名啊、富贵啊、婚姻美满、健康长寿，一般世间人

他希望得到所有的这些，可不可能得到呢？那就看他了不了解因果的道理，

你种什么样的因，就能够得什么样的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学习

种下每一个好的因的话，所有的善的果，我们应该都能够得到，是毫无疑

问的。关于业果的部分，在下士道的部分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明白，所以如

果他能够来修学下士道的部分，就能够满众生的愿，不管他希求什么果报，

都能够得到。意思就是说，一般人也很适合来读这本论。 
  小乘人合不合适呢？当然很合适！从道前基础、下士道、一直到中士

道，这所有都是在讲怎么解脱、怎么趣向解脱的方法，尤其是中士道的部

分，它就是专门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想解脱轮回，应该修习什么样的方法，

应该发什么样的心，就能达到解脱的目标。所以不管南传的、还是什么小

乘的任何的部派，也都很合适来修习这部论。 
  大乘菩萨道，各位大乘菩萨道的行者，当然就更需要来修习这部论，

因为大乘的菩提心是建立在小乘的出离心的基础之上，到中士道为止，都

是告诉我们怎么出离、怎么解脱的方法，这个基础是行大乘菩萨道的基础，

有了出离心的基础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发菩提心、行六度，这个是整个

上士道的内容，也都介绍得很清楚，我们只要依照这个次第来修学的话，

一定能够达到成佛的目标。大乘就是想成佛，开悟成佛，就是整个上士道

的部分。 
  各位修密宗的，需不需要来念这本论呢？因为一般密宗的师兄，把这

本书拿起来翻一翻，这讲显教的嘛，就合回去、放回去，上面都没有讲密

宗的部分，没有讲怎么灌顶、还是什么生起次第、什么圆满次第、还是怎

么观想的仪轨、都不是这些内容，所以他就放回去了，因为密宗跟这个没

关系。也很多显教的修行人，他一看标题，还没有翻，标题宗喀巴大师着，

宗喀巴大师不是密教黄教的祖师吗？那跟我们显教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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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又合起来、放回去，显教也不要看，密教也不要看，所以它已经被冷

落很久了，不知道这么部论它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论你是小乘、大乘，

或是我们刚才讲的凡夫，他只是希求人天乘，他就是要好的果报，那是属

于人天乘的部分，小乘解脱道的部分，大乘成佛之道的部分，全部都在里

面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小乘又是大乘的基础，显教是密教的基础，所

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修密的很难成就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

显教的基础，他直接一开始学佛，他就去灌顶，然后就开始修法本了，他

觉得这个就是修密了，丝毫都没有教理的基础。即使密教是即身成佛，就

是这一世就可以成就，它非常非常的殊胜，而且非常的快速可以成就，这

个都丝毫没有问题的，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修密，他没有办法成就？就是

因为他也没有小乘的出离心，也没有发大乘的菩提心，因为这两个心是修

密教的基础，如果没有的话，他再怎么殊胜的顶，再怎么灌，再怎么修什

么法本啦、什么无上瑜伽、什么心中心、再怎么殊胜的法本都很难成就，

我们就知道原因都出在他没有显教的基础，没有发出离心跟菩提心。有了

显教的基础，有了出离心、菩提心，他修密教非常快速，不管你今天是灌

那一个顶，修那一个本尊，就那一个就够了，这一世一定可以成就。 
  我们也知道，修四加行之前要修一个四共加行，四共加行我们一般念

法本，四句话就念完了，人身难得、念死无常、深信业果、轮回是苦，四

句话就念完了，可是详细的内容不清楚，他每天就拿那个法本，四共加行

四句就念完了，然后就开始修四加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修四加行都修

不完，就没了，修了一辈子四加行，修修停停、修修停停，就是做不完那

个十万八千，就是做不满，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四共加行的基础，很

简单，所有四共加行的内容在我们的道前基础、下士道、中士道，就是四

共加行的详细解说，那四句话的详细说明，就在整个道前基础、下士道、

跟中士道的范围，就是整个四加行的范围，所以你说修密教要不要念菩提

道次第广论？好像也是满重要的，这个还是加行的部分而已，而且是四共

加行，后面的上士道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怎么发菩提心，怎么

行六度，那个是成佛的根本，怎么样正确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

定，后面的奢摩他，就是讲禅定，毘钵舍那，就是讲智慧的部分，所以这

两度就是止观，我们所谓的止观，详细的解说，所以止观成就，你就成佛

了。所以有了这个基础，修一个密法就成就，也是丝毫没有疑问的。 
  如此分析的结论是什么？大家都很适合来学习这一部论，不管你的希

求是什么，从好的果报、到小乘的解脱、到大乘的成佛，显教的大乘也是

可以成佛，再加上密教不共的部分，成佛更快速，都需要以这个教理做为

基础，所以变成说，这部论你说是适合小乘、大乘？还是显教、密宗？还

是谁来学习？就是都适合，也不论宗派，不管你今天修的是净土宗、密宗、

律宗、还是天台宗，也不论任何的宗派，也都适合来修。所以适合凡夫，

也适合学佛的人，就是看他学习到什么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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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部论，它是非常完整的，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可以把它切割

的，它整个串连，即使它是分成道前基础、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它

是这样子来分，但是它整个是以菩提心来做串连的。前面共下士、共中士

的部分，这个是做为发菩提心的基础，就是你可以先修学前面的道前基础，

看你的能力或者你的发心，可以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可是它会劝你还可以

再进一步，不是到此就为止了，不是这样子就够了，它还有更进一步，可

以更趋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在前面带领着我们。所以它等于是一步一

步的引导，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究竟开悟、解脱成佛，这个是本论的目标。

可是众生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心，也没有关系，也可以达到他希望达到的

那个结果，可是宗喀巴大师他造论的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究竟开

悟、解脱成佛，所以它即使是在讲道前基础、下士道、中士道，是在讲人

天乘跟小乘的部分，可是它还是以菩提心为基础，来说这些内容，因为众

生需要，所以他要说。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整部论也是以戒律为

基础，因为戒律也是修行成就的根本，不管你要自己解脱，还是帮助众生

解脱，戒律也都是根本，这就是本论的精神是在这里，这样我们就不会后

悔来学这部论。 
  这部论一开始是先归依发心，或者我们讲说归敬颂，就是归依礼敬，

然后就说明为什么要造这部论的缘起，希望造这部论达到的目的，都在前

面的这个偈颂里面说明白了。首先归依礼敬，一般藏传的翻译的经典，都

会从礼敬开始，只是经、律、论它礼敬的对象不一样，像如果是经的话，

经典的部分，它是先礼敬佛菩萨；如果是律典的话，先礼敬的是一切相智；

如果是论典的话，先礼敬文殊师利童子，就是文殊菩萨。 
  我们现在这一部是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归敬颂，归依礼敬，首

先第一个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论典，首先礼敬的对象就

是文殊菩萨。第二个归依礼敬的对象，是释迦牟尼佛，因为祂是佛法的导

师，三界的导师。第三个归依礼敬的，是文殊跟弥勒菩萨。文殊我们知道，

他是智慧的代表，弥勒菩萨是慈悲的代表，这两位菩萨象征了佛法的精神，

就是悲智双运，所以接着我们就礼敬文殊跟弥勒菩萨。接下来，就是归依

礼敬龙树菩萨跟无着菩萨，这两位菩萨因为跟本论的传承有关，龙树菩萨

是深见的代表，它传给智鹃，然后传给阿底峡尊者。无着菩萨是广行的代

表，他传给金洲大师，然后传给阿底峡尊者。所以为什么接着要归依礼敬

这两位菩萨的原因，是因为阿底峡尊者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它就归依礼敬

阿底峡尊者。我们就知道，阿底峡尊者他把深见跟广行这两个传承，丝毫

没有错误的流传下来，所以他圆满具足了一切教授的宝藏。接下来，就是

归依礼敬一切善知识，为什么要归依礼敬一切善知识呢？因为这些善知识，

是最具有善根的大乘行者，他们是以悲心所摄持的善巧方便，来开显一切

佛的经教，所以我们要归依礼敬一切的善知识。归依礼敬的对象，就是这

六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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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归依礼敬呢？一般造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是

祈请加持，祈请加持去除造论的障碍，使造论能够圆满，所以一般前面都

有归依礼敬的部分。 
  这一部论是宗喀巴大师造的，法尊法师翻译的。宗喀巴大师他的传承

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从阿底峡尊者之后开始讲起，阿底峡尊者然后经由他

的传承，就是我们刚才讲深见跟广行的传承，经由种敦巴、博朵瓦、还有

霞惹瓦，传给宗喀巴大师，所以我们就知道宗喀巴大师他的传承，是从前

面讲的龙树跟无着菩萨，一直到阿底峡尊者，然后到宗喀巴大师，这中间

传承是没有断过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宗喀巴大师，他同时传承了深见跟广

行这两个传承。所以有人问：宗喀巴是什么传承？你就会这样子跟他介绍，

所以本论的传承是什么？也是这个传承，深见跟广行这两个传承，同时具

备了智慧传承跟慈悲的传承。慈悲传承也可以叫广行，就是它是利益众生

一切的方便，都摄持在里面，也可以说是方便，也可以说广行，也可以说

是慈悲。深见也可以说是智慧传承，是同样的意思，只是它用这样的名称，

深见就是你有智慧的正知见，主要见地以般若、中观、智能为主。 
  我们就知道这部论非常的圆满，因为它的传承中间没有中断过，而且

非常的圆满把这部论造出来，为什么说它圆满呢？总要有说服力嘛，所以

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宗喀巴大师，他为什么要造这一部论？它的缘起是什

么？那就是要讲到当时西藏的佛教，跟我们现在也差不了多少，就是教义

非常的混乱，然后修行的次第不清楚，一般学佛修行人就是两种不同的系

统，一个就是走理论派的，一个就是走实修派的，我们现在也差不多。那

个喜欢打坐、做功夫的，就不喜欢看经教；那个喜欢研究经论的，他就不

喜欢打坐、练功夫，好像都有根性的缘故，因为他是这样的根性，有的就

是喜欢看书、喜欢听经、喜欢说，但是他不喜欢坐、不喜欢修，所以他可

以说得头头是道，三藏十二部都可能是倒背如流，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

他没有把经论落实到他日常的生活，也没有带到他的生命里面，去转变他

的习气跟烦恼，他只是停留在理论的阶段。那喜欢打坐、练功夫的，他就

当时就是喜欢找一个山洞，就去专修或闭关，那见地也还不清楚，功夫也

还没有成就，他就去闭关修行了。我们也讲过，你的功夫是跟着见地跑的，

你的见地到那里，你的功夫才跟得上，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见地，你就直接

来走功夫的路线、实证的路线的话，那就容易落于盲修瞎练，因为理论不

明白，没有指导的目标，整个实修的内容不清楚。喜欢讲理论的，不喜欢

把理论落实在实际的功夫修行上面，也是落于空谈。 
  不同派别，它可能闭关修行的标准不一样，以密教来讲，它三年三个

月三天的闭关，也是从修四加行开始，也是四共加行开始，然后四加行，

然后修本尊。它是有包含最基础的那个在里面，修法在里面，也是每天先

思惟人身难得开始修，也不是一进关房就很不得了的，无上瑜伽部就直接

开始下手，也不是这样子，它也是从打基础开始，从四加行，每天都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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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这四共加行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广论前面讲的这些内容，道前基础、下

士道跟中士道的内容，每天就是思惟这样的内容。 
  以古代的禅宗来讲，因为现代已经快看不到禅宗了，所以不知道现在

禅宗是怎么样讲的，古代的禅宗它分成三关，什么时候才有资格闭关？就

是重关的时候才有资格闭关。所以是「不破本参不住山」，就是说你要住山、

去专修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开悟，不破本参、不破初关，他们的初

关第一关就是开悟，你开悟之后才有资格住山，因为你这时候住山就不会

胡思乱想了，整天就往山下跑这样子，说今天要买米就下山了，明天买菜

就下山了。有住过山的同修都知道，那个说他在山上闭关的，整天往外跑，

我们看了很多，不能说全部都是这样，很多啦，不然那个在专修的就会说

我在批评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大部分因为他心不安定，因为他也没

有教理的基础，也没有实证的功夫，所以他即使在关房，他也是没有办法

安住，他也是整天在里面很忙的，先要把那个佛堂弄得很庄严，就想尽了

办法弄一个很庄严的佛像，就弄半天了，先弄一个坛城弄半天，然后再请

什么佛像，又弄半天，然后又供什么弄半天，弄个蒲团，然后又需要这个、

需要那个，等他的佛堂弄好，已经三个月半年过去了，在里面忙得不亦乐

乎，然后还要注重生活的享受嘛，对不对？所以要弄个好茶，每天泡好茶、

点好香，再煮个好吃的来吃，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在里面渡假差不多，我

就在山上渡假了很久，所以我看了很多都在渡假的闭关修行人，因为我也

在渡假。冬天怕太冷、夏天怕太热，如果那个山上又没有水、没有电的话，

你要想办法啊，像我以前住那个地方，就要想办法去接，接人家的那个，

因为旁边都是果农的果园，我们就要去跟果农接他的电，然后用他灌溉蔬

菜还有水果的水，那个水源要把它接过来，这样子你才有水、有电，要不

然没有水电。房子也是随便钉一钉，冬天很冷嘛，就是屋顶跟墙壁中间是

有很大的缝隙的，就是那个风是从外面就直接灌进来，也不用装冷气，里

面就很凉快。外面下大雨、里面是下小雨这样子，因为是法师自己钉的屋

子，也不是很牢，也不可能钉得很好，所以那个屋顶就随便这样遮一遮，

所以下雨的时候，里面也下雨，就是这样子住，很难讲求什么生活的享受。

可是如果你要讲究的话，你就很辛苦，因为你要想尽办法把山下的那些东

西，搬到山上来，那个下车之后要走很长一段路，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

打坐的时候都会想，今天中午吃什么？是红烧豆腐呢？还是麻辣豆腐？还

是……哎啊！太麻烦了，就白水煮豆腐就好了，弄酱青就好了，你要吃三

餐的话，你就要想三餐要煮什么这样子，然后明天下山要买什么，不要忘

记了，不然还要再多跑一趟，所以明天要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全部

都计划好，所以也是很忙的。所以如果是自己闭关，没有人护关，都把你

弄好的话，那你在里面，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做功课，对不对？家庭主妇

就懂了嘛，你每天忙三餐，是不是就已经很忙了？还要打点，你还要打扫

还是什么？如果你爱清洁的话，就更没有时间了，明天要修窗户，后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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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屋顶，忙不完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到，禅宗为什么它要这么严格的规定说，你住山的条件就

是除非你开悟，因为开悟就没有我了嘛，你不会为自己忙，每天吃什么无

所谓的，只要能过活下去修行，这样就 O.K.了，他不会像凡夫，一定要讲

求生活的水平，不会的，因为他已经看破这个色身不是我，所以他就不会

为它忙碌，一定要吃什么、还是要穿什么，要住什么样的房子才可以，都

没有，可以随缘。南传那些法师不是行脚，走到那里、住到那里，都住在

森林里面，也没有屋子啊，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有点像斗篷那样子的，随

身携带的，有点像大雨伞的样子，也不是完全是雨伞，他们就是晚上就打

开，然后吊在树上，在树下就过了一宿，然后第二天再走，然后走到那里、

就住在那里、就睡在那里，一个地方睡也不超过三天，因为怕开始对它产

生感情了，这个就是修解脱道，是走这样的路，绝对不可以注重物质的享

受，所以只有开悟、破初参的人，他可以不讲求生活的物质条件，再恶劣

的环境之下，他都可以仍然的不退道心，来精进修行，所以他才有住山的

资格。 
  第二关，「不破重关不闭关」，第二关是重关，不破重关不闭关，所以

他们闭关的条件就是破重关，八地菩萨。本参是初地菩萨，以别教来说，

别教的初地，本参就是开悟了嘛，那就是大乘的开悟来讲，就是初地菩萨。

那破重关，就是八地菩萨才有闭关的资格。 
  第三关就是生死关，末后牢关，这个就是八地以上，一直到成佛最后

的那个关，叫做生死关，就是准备进去就不要活着出来，如果没有成佛，

就不出来、就不要活着出来，就是抱定了这样必死的决心，进入最后的生

死关，要到成佛才出关，这是禅宗的三关。 
  所以我们就知道，不是说学佛一发心这样子，初学佛都是勇猛心很容

易发，很难持久，恒常心很难去维系，所以很多一初学他就要闭关，然后

要专修啦，然后要什么啦，这个发心是很好，可是可能都支持不了多久吧，

那我们也知道问题出在那里。所以我们首先，你要发心去闭关很好，专修

也很好，你要先把正确的见地先建立好，然后实证的功夫也要有基本的功

夫这样子，你在关房里面才不会有障碍。 
  所以我们现在讲回来，当时的西藏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一个是理论派，

一个是实修派；一个落于空谈，然后一个落于盲修瞎练。所以宗喀巴大师

就发心，希望造这一部论，所以就讲到造论的缘起，就是因为教义混乱，

所以他希望能够破邪显正，来宏扬如来的圣教。修行的次第不清楚，我现

在就建立一个次第严明，完全正确、没有错误的道路，让你们修行人来走，

只要按照这个次第来修，就一定不会有问题，一定可以达到最后成佛的目

标。所以宗喀巴大师造这部论，他就是希望把理论跟实修，把它结合在一

起。我们之后再继续学，就会看到它其实是一件事的，教跟证是一件事情，

你实证什么东西，就是教理的部分，你把它落实就是实修了嘛，所以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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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同一件事？闻、思、修也是同一件事，对不对？你听闻到什么样的教

理，然后如理的思惟，把它落实，就是修了。所以闻思修也是同一件事情，

教理跟修证是同一件事情，绝对不可以把它分开，这样子就很圆满的可以

实证所有的教理的部分，不会落于空谈，或者是盲修瞎练。 
  所以宗喀巴大师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缘，造菩提道次第广论，希望

能够帮助修行人破除愚痴的蒙蔽，不再被愚痴蒙蔽，因为如果你见地不明

的话，就是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嘛，你说了半天，结果只是在增长无明，因

为教理不明白，教义混乱，所以希望能够不被愚痴所蒙蔽，希望能够不堕

在空、有两边，因为只有中观正见，才能够不落入空有两边。也希望能够

破除我执跟法执，因为我们知道，障碍我们不能够成佛，最主要就是两大

执着：以为有我，以为有法嘛，也希望能够破除这两种执着，那一定能够

究竟圆满成佛。也希望我们修行人，能够具有辨别善恶的妙慧力，这样我

们暇满的人身才不会空过。宗喀巴大师最后就说，希望真正想要发心修学

的修行人，一定要很仔细的来听他后面的开示，就是本论的所有的内容。 
  我们讲到这里，就是第一页，现在我们书上是第三页的这个偈颂，这

一篇的内容，我们到现在就介绍完了。包含了归依礼敬的六个对象，还有

宗喀巴大师，他造论的缘起，还有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都介绍完

了。 
  我们刚才讲说，这部论非常的圆满殊胜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讲

到造论它有三个条件，这部论要造圆满，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

你造论的人，一定要很殊胜。我们怎么知道他造论的人殊不殊胜呢？那我

们就要看他的出生，看他的学佛过程，看他修证的境界，还有他成就之后

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如果都很殊胜，我们就可以证明造论的人，他是很殊

胜的。还有，他论中所宣说的正法，也要是非常殊胜的才可以。第三个条

件，就是说的人跟听的人，都要同样的殊胜，才能够相应。如果说法的人

具足条件，可是听闻的人没有具足条件，这个法不相应；或者是说法的人

不具足条件，但是听闻法的人具足条件，这样也不相应。只有当双方，说

法跟闻法的人，同样的具足了条件，这样才能够殊胜相应，而得到佛法的

利益。所以具足这三个条件，我们就可以说他造论非常圆满，本论就是完

全具备这三个条件。 
  至于详细内容，就是从明天开始详细的介绍，我们明天就要介绍，为

什么造论的人非常的殊胜？然后正法怎么殊胜？就是都在后面会详细的介

绍，现在只是一个大纲。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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