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道前基础 12(修习轨理○4 )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来澄清一些修行的错误观念。 
  有些人认为说，修行的时候，我只要专心在我的法门上面用功就好了，

念佛的，就念佛，万缘放下；持咒的，就持咒；打坐的，就只管打坐的就

好了。这个时候，如果来研究经论，或者是来思惟佛法的话，不是打闲岔

嘛？如果说我们心忙着分别，又怎么开悟呢？所以，我们如果说，一面修

行我们的法门，一面在思惟、分别、观察佛法的内容的话，是不是反而会

障碍我们开悟？障碍我们修行？是这样子的吗？因为他说，般若无分别智，

是无分别，所谓的开悟，就是你的般若无分别智现前，那个时候我们叫做

开悟。无分别的智慧，般若智慧，当下它是没有分别的，可是如果你在修

行的时候，不断不断地分别、分别、分别，那跟这个无分别的般若是不是

不相应？所以他认为说，你修行的时候，就只要好好地修你的法门就好了，

就不应该再生分别，去思惟佛法、去研究经教，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他

说的对吗？不对啊？怎么才对？为什么不对？要讲出理由来。如果是这样

的话，佛法说应该闻思修的次第，是不是就被打破了？因为你说直接修就

好了嘛，不用听闻、也不用思惟，那你说一心修定就好了嘛，外道也一心

修定，他为什么不开悟呢？可见只管打坐，没有办法开悟。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位从来没有研究过经论的人，和一位精通经论的

人，他修的结果应该一样啰？因为经教不用研究嘛，不用听闻、不用思惟，

一个有研究经教，一个没有研究经教，他们修的结果应该一样才对嘛，会

一样吗？结果相同吗？当然不一样。那个不懂经论的人修行，是修得胡里

胡涂的，因为他不明白经教的道理，所以他不容易生起真实的信心，也不

容易改变习气，很难调伏烦恼，很难有分辨的智慧，也很难发菩提心，为

什么？他不知道怎么思惟这些内容，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实践这些内容，所

以这所谓的信心、定力、智慧、慈悲，它都是怎么来的呢？听闻来的嘛。

先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听闻之后，如理思惟，好好地来分别、观察、

思惟你所听闻的内容，这是靠自力修习；听闻是靠他力，善知识的教授，

听闻之后，不是就结束了，课程结束就修行也结束，不是，回去要不断不

断地数数思惟、观察、分别你所听闻的义理，佛法的义理，所有的内容，

一直思惟到你的心意转变为止，这个是重点，不是我看一看，喔！我懂了！

就好了，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做不到呢？就是因为你没有思惟，你没有数

数思惟，所以你只是听闻，但是做不到，所以要思惟到转变你的心意，就

是原来错误的观念转变成正知见了。 
  像广论讲的前面「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你怎么修信心？你就一直要

道前基础 12 修习轨理○4  1



修到你对上师真实的生起清净心为止，那个就叫做你转变心意了，原来会

不恭敬、会毁谤，这些过失都去除了，这个就叫修行。所以修行是怎么来

的？你修什么内容？听闻的内容。经过思惟之后，你实践了，这就是修行

啊！可是，你说你只管修就好了，前面那两个不用了，听闻、思惟不用，

你直接修，那你修什么东西啊？所以闻思修就一定是这样的次第，佛陀教

导我们从听闻、思惟、然后实践——就是修行，所以你直接修，就修不出

什么东西来，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修的内容。 
  所以，我们刚才说，修得胡里胡涂的原因，就是你不明白经教的内容，

你没有常常地思惟，你怎么去实践呢？实践这些佛法的内容。你没有听闻，

你怎么思惟？你思惟些什么东西？就胡思乱想，以为自以为对，自己认为

佛法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因为你没有听闻正知见，所以你思惟也思惟不

出什么结果来，可能都是邪知邪见，但是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听闻什么

才是正知正见的内容。所以，思惟什么？思惟听闻的内容、正法的内容，

然后去实践，就是修行。所以一定是闻思修，这个次第不能够错乱的。重

点在思惟，闻、思、修那个最重要？闻、思重要，你没有闻，没办法思惟，

你没有听闻、没有思惟，你就没办法修。 
  所以闻、思、修来说，还是闻、思最重要。可是闻、思，又以思惟最

重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定要思惟到转变心意为止。 
  譬如说，你思惟暇满人身难得，就一直要思惟到我下定决心，我这一

世一定要成就，这样你思惟暇满人身，你就实践到了，你就做到了，因为

暇满人身就告诉我们，暇满人身非常难得，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既然这

么难得，你这一世已经得到暇满人身，是不是要赶快修行？赶快成就？你

已经转变心意，下定决心，我不再放逸、懈怠，不再拖延时日说：「等我赚

好了钱，有了道本再修啦！等我儿女长大，我再开始啦！」你就不会有这些

观念了，因为你知道暇满人身非常难得。 
  再加上「念死无常」，每天都思惟「我今天就会走」，每天都是已经做

好准备，随时洒脱、自在、逍遥，随时准备走，都没有问题，了无牵挂，

因为活着的时候，都把它放下了，身外之财、妻儿、感情的贪着、对身体

的贪着、对财物的贪着，全部都在生前就舍下了，因为每天都准备好随时

走，了无牵挂，这就是思惟念死无常，已经转变你的心意，然后去实践在

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佛法就是实践的，不是纯粹理论，不是空谈理论，都

是可以实践的。可是怎么落实呢？就是经过思惟，一直到转变你的心念为

止。 
  「深信业果」也是，如果深信业果，你有好好地听闻、思惟的话，你

就不会再轻易犯任何一个微小的错误，再小的戒律你都能够持得很好，五

戒十善——人天果报的因，五戒十善。所以这个部分，你如果有经过好好

地思惟，转变你过去那些错误的身口意的三业的话，你不但可以清净你的

身口意三业，而且还会欢喜受报，你就知道我现在一切的逆境、不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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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过去恶业成熟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怨天尤人，发脾气、起瞋恚心，

不会了；我现在一切的顺利，也没有什么好得意的，志得意满也没有，就

是我过去的善业成熟这样而已，所以也不会生贪、也不会生憍慢心，这个

就是你有深信业果，好好地思惟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做到。 
  每天就是这样子，身口意清净的过生活，任何的顺境、逆境来，你都

不会起贪瞋痴，这就是修行。不是每天念诵法本，我今天的法本念完，我

今天的法修完了就完了、就结束了，不是；修定，我今天打坐，有坐一座、

两座，我第一座坐得好好喔，然后就结束了，我今天坐得比昨天好，好高

兴，可是怎么开悟呢？不知道，不是很清楚。所以刚才讲那个般若无分别

智，它怎么现前的呢？就是听闻，听闻你就有闻所成慧，因为听闻而成就

的智慧，叫做闻所成慧；那你把听闻的内容，好好地思惟，你就可以成就

思所成慧，因为思惟而成就的智慧；然后你再把它好好地落实，落实就是

思惟到转变心意，你就实践了，你就做到了，那个就是修所成慧。所以闻

思修三慧，也是这样子生起的，然后般若无分别智就现前了，开悟是这么

开悟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外道他为什么修定不能开悟？就是因为他没有闻思

佛法的内容，所以他悟不了，他就是四禅八定修得再好，可是他就是不开

悟，因为他没有「一切法无我」这个空性智慧的听闻跟思惟，所以他没有

办法开悟的，禅定再高都没有用，还在三界当中轮回，就是出不了三界，

因为他没有无我、空性的智慧的这个部分，他没有听闻跟思惟，所以禅定

力再高都没有用。所以我们就知道，听闻跟思惟，跟修行绝对不是互相矛

盾冲突的，你不断地听闻跟思惟，或者是研究经教，并不会障碍你开悟，

般若无分别智现前，不会障碍你成道、证果，不会障碍，就是我们刚才讲

的，闻思修这样的次第来修的话，你才可能开悟。 
  以本论来说的话，就是从修对上师的信心开始，就是「亲近善知识」

开始一直修，修到中士道，是解脱道，再进入上士道。所以修到中士道的

时候，你好好地听闻怎么解脱的内容，好好地思惟四圣谛或者十二因缘，

然后你就可以达到解脱，就能够生起出离三界的心。可是这个时候，虽然

自己解脱，不忍心看到还有这么多的众生在三界的苦海当中漂流，所以这

个时候，你就发起了誓愿度尽一切众生，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脱离三

界的苦海，得涅盘乐的这样的一个愿心，这个就是菩提心，这个时候你就

进入大乘发菩提心。所以有了从前面道前基础，到中士道，到上士道的发

菩提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都是听闻、思惟，你都落实、都

做到了之后，这个时候再来禅定、智慧，就是奢摩他、毘钵舍那，这个时

候来修止、修观，很快，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很快就证得禅定、证得智慧，

就是般若无分别智，很快就能够现前，就是因为你前面都好好地听闻、思

惟、修习。所以这一切的内容，都是你证得无分别定的前方便，所以绝对

不可能说听闻跟修没有关系，闻思跟修没有关系，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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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绝对不会障碍我们开悟证果。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错误的观念，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对经论没有办法

生起恭敬心、尊重，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好乐研究经论的人其实

不多，因为他们都以为，就是今天讲的错误的观念，他们觉得说，我今天

跟师父学一个法，我回来好好地修就好了，密教就是灌个顶、拿个法本回

来，我就每天念、每天念，我就是在修行啦，其它也不需要再怎么样了。

念佛，不是念到一心就好了吗？一句佛号念到底嘛。打坐，就只管打坐。

所以，现在好乐研究三藏十二部经论的人，其实也不多了，原因在那里？

就是他不觉得研究经论有什么必要性，这也是佛法为什么愈来愈没落的最

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大家就是，一个大海，茫茫没有边际的大海，

他只要取一个小水滴，就是他现在修的这个法门，他觉得这样就够了，他

就舍弃大海，抓住一个小水滴，以为究竟这样子，所以佛法就慢慢没落，

因为没有人要听闻、思惟所有的三藏十二部，这么深广的佛法，没有人发

愿要成就三藏十二部，很少人发这样的愿吧？我要把三藏十二部全部看完，

把大藏经一部全部（看完），不要说做到，就是全部翻一遍，可能都…内容

还没有花很多时间看，只是这样翻，恐怕都没有人愿意翻吧？更不要说每

一页把它看得很仔细，好好地思惟。那你说这样子再继续下去，现在末法，

佛法慢慢在衰，这样再下去，经论愈来愈没有人看，大家都是只要抓住一

点点就觉得好像蛮受用的，这样一点点他就够了，所以有些传承就会断掉，

因为没有人发心修学宏扬，那个部分就没有了。慢慢这个没有、那个没有，

可能到最后就剩下一句佛号，还是一句咒语这样子而已，到最后，因为大

家都是持一个佛号就觉得够了，念诵一句咒语就够了，所以其它就统统都

消失在娑婆世界，就消失了，整个佛法内容只剩下很简单、很简单的修行

的法门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就知道，佛法会愈来愈没落的原因，就是大

家都不明白闻思修的重要性，听闻跟思惟的重要性，以为只要修一个法门

就好了。 
  什么才是正确的观念呢？我到底要不要修定呢？你说了半天，好像研

究经教蛮重要，那要不要修定呢？也是要修定啊！所以那个不用分别的止

修，跟需要分别的观修，两个都同时重要，两个都是必要的。 
  那什么时候止修？什么时候观修呢？我们就是弄清楚就好了，结果就

止观成就了。什么时候要止修？就是修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思惟

观察，不要分别了，你只要一心专注，修定就是训练我们的心专一，那你

只要专注，把你的心收摄回来，专注在你的法门上，得止，无分别，得定，

这样就好了。这时候你就不要再分别、思惟、观察所有佛法的内容，这个

叫做止修。 
  另外一个，就是观修，我们刚才讲了半天，都是讲观修的部分，就是

本论从对善知识修习信心开始，到最后的止观为止，这个都是观修的内容，

都是依闻思修这样的次第来修，这样就很容易成就了。所以我们每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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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听闻到那里，我们就思惟到那里、就修习到那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道前基础的部分，其实我们下士道也已经圆满结束了。上士道，应该中士

道刚刚开讲，中士道刚刚开讲，中士道讲完也可以进入上士道，所以希望

各位师兄就是依照我们今天讲的，这样一个闻思修的次第，听到那里就思

惟到那里，就修到那里，那应该广论我们的课程圆满的时候，也是各位圆

满成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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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