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上士道 
第四讲 

 
 第二修菩提心次第者，从大觉所传来者现分二种：一、修七种因果教

授，二、依寂天佛子著述所出而修。  今初 
 
   在如何发菩提心的方法中，第二部分是修菩提心的次第。从阿底峡尊

者传来有两种传承：第一、是修阿底峡尊者所传，七种因果的教授，第二、

是依寂天菩萨著作中所说，自他交换的教授而说。 
  首先介绍修七种因果的教授。 
 
 七因果者，谓正等觉菩提心生，此心又从增上意乐，意乐从悲，大悲从

慈，慈从报恩，报从念恩，忆念恩者从知母生，是为七种。 
 
  七因果者，谓正等觉菩提心生，此心又从增上意乐，意乐从悲，大悲

从慈，慈从报恩，报从念恩，忆念恩者从知母生，是为七种。所谓的七种

因果，是包含六因一果。想要证得大菩提心这个果，必须从增上意乐生，

而增上意乐又必须从大悲生，大悲再从慈心生，慈心则由报恩生，报恩必

从念恩来，念恩又从知母生。所以，从知母、念恩、报恩、慈心、悲心、

增上意乐这六因，就能生出菩提心这个果来。 
 
  此中分二：一、于其渐次令发定解，二、如次正修。  初中分二：一、

开示大乘道之根本即是大悲，二、诸余因果是此因果道理。 
 
    修七种因果的教授中，分两个部分说明：一、对生起的次第，发起绝

对的胜解，二、正修的次第。 

    第一个部分，又分为两个重点：（一）、开示大乘道的根本，就是大悲，

（二）、其余的因果，也是以大悲为因果。 
 
  初中有三。初重要者，若由大悲发动心意，为欲拔除一切有情出生死故

起决定誓，若悲下劣不能如是。故荷尽度众生重担，赖此悲故，不荷此担

便不能入大乘数故。悲初重要，如无尽慧经云：「大德舍利弗，又诸菩萨大

悲无尽，所以者何，是前导故。大德舍利弗，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导，

如是诸菩萨所有大悲，亦是成办大乘前导。」伽耶经云：「曼殊室利，诸菩

萨行，云何发起，何为依处。曼殊室利告曰：天子，诸菩萨行，大悲发起，

有情为依。」若不修学至极广大二种资粮，终不能满如是誓愿，观见是已转

趣难行广大资粮，故为转入诸行所依。 
 
  初中有三。为什么大悲就是大乘道的根本呢？因为它在初、中、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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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 
  初重要者，若由大悲发动心意，为欲拔除一切有情出生死故起决定誓，

若悲下劣不能如是。故荷尽度众生重担，赖此悲故，不荷此担便不能入大

乘数故。最初，由于不忍见众生苦，才生起大悲心，誓愿度尽一切有情出

生死的牢狱，若悲心不足，是做不到的。所以，要能负荷度尽众生的重担，

只有仰赖大悲心，如果不能负荷这个重担，就没有办法入大乘。 

  悲初重要，如无尽慧经云：「大德舍利弗，又诸菩萨大悲无尽，所以者

何，是前导故。大德舍利弗，如息出入是人命根之所前导，如是诸菩萨所

有大悲，亦是成办大乘前导。」因此，大悲心在最初是重要的，正如无尽慧

经中所说：「大德舍利弗啊！诸菩萨必须有无尽的大悲心，为什么呢？因为

是前导的缘故。大德舍利弗啊！就像息的出入，是人命根的前导，诸菩萨

的所有大悲，也是承办大乘的前导。」 

  伽耶经云：「曼殊室利，诸菩萨行，云何发起，何为依处。曼殊室利告

曰：天子，诸菩萨行，大悲发起，有情为依。」伽耶经中天子问文殊菩萨：

「菩萨们的行持，是如何发起的？又以什么为所依处呢？」文殊菩萨回答

说：「天子！菩萨们的行持，是依大悲心发起，而以有情为所依处。」 
  若不修学至极广大二种资粮，终不能满如是誓愿，观见是已转趣难行

广大资粮，故为转入诸行所依。但若不修学最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

是不能圆满菩萨誓愿的。所以，在发起大悲誓愿之后，就应趣入难行的菩

萨行，以积集广大的资粮。 
 
 中重要者。如是一次发如是心趣入正行，然因有情数量众多行为恶暴，

学处难行，多无边际经劫无量，见已怯畏退堕小乘，非唯一次发起大悲，

应恒修习渐令增长。于自苦乐全不顾虑，于利他事毫无厌舍，故易圆满一

切资粮。如修次初篇云：「如是菩萨大悲所动，全不自顾，极欲希求利益他

故，而能趣入至极难行，长夜疲劳集聚资粮，如圣发生信力经说：『其大悲

者，为欲成熟一切有情，全无苦生是所不受，全无乐生是所不舍。』若趣如

是极大难行，不久即能圆满资粮，决定当得一切智位，是故一切佛法根本

唯是大悲。」 
 

  中重要者。如是一次发如是心趣入正行，然因有情数量众多行为恶暴，

学处难行，多无边际经劫无量，见已怯畏退堕小乘，非唯一次发起大悲，

应恒修习渐令增长。于自苦乐全不顾虑，于利他事毫无厌舍，故易圆满一

切资粮。如果只是发一次要趣入菩萨行的心是不够的，因为看到有情的数

量这么多、行为这么暴恶、菩萨学处这么难行、又多无边际、要经无量劫，

因此心生怯弱、畏惧而退堕小乘。所以，大悲心在修菩萨行的中间过程也

是重要的，应当恒常修习，使它渐渐增长。一定要做到完全不顾虑自己的

苦乐，毫不厌倦、弃舍利他的事业，才容易圆满一切的菩提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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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修次初篇云：「如是菩萨大悲所动，全不自顾，极欲希求利益他故，

而能趣入至极难行，长夜疲劳集聚资粮，如圣发生信力经说：『其大悲者，

为欲成熟一切有情，全无苦生是所不受，全无乐生是所不舍。』若趣如是极

大难行，不久即能圆满资粮，决定当得一切智位，是故一切佛法根本唯是

大悲。」正如修次初篇中所说：「菩萨为大悲心所驱使，完全不顾虑自己的

苦乐，只希望利益他人，因此才能趣入最难行的菩萨行，长夜疲劳地聚集

资粮。」也如圣发生信力经中所说：『所谓大悲心，就是誓愿要成熟一切的

有情。因此，没有什么苦是菩萨不能受的，也没有什么乐是菩萨不能舍的。』

若是能够趣入这广大难行的菩萨行，不久就能圆满资粮，获得佛位。由此

可知，一切大乘佛法的根本，就是大悲。」 
 
 后重要者。诸佛获得果位之时，不如小乘而住寂灭，尽虚空住义利众生，

亦是由于大悲威力，此若无者同声闻故。如修次第中篇云：「由大悲心所摄

持故，诸佛世尊虽得圆满一切自利，尽有情界究竟边际而善安住。」又云：

「佛薄伽梵无住大涅盘，因即大悲。」譬如稼禾初以种子，中以雨泽，后以

成熟而为最要。佛之稼禾，初中后三，悲为最要。吉祥月称云：「以许悲为

佛胜苗，初如种子增如水，长时受用如成熟，是故我先赞大悲。」由见此义，

正摄法经云：「世尊，菩萨不须学习多法。世尊，菩萨若能善受善达一法，

一切佛法皆在其手。一法云何，所谓大悲。世尊，由大悲故，一切佛法皆

能自来菩萨手中。世尊，譬如转轮圣王轮宝所至，一切军众皆至其处。世

尊，如是菩萨大悲所至，一切佛法咸至其所。世尊，譬如命根若在，余根

亦在。世尊，如是大悲若在，菩提余法亦当生起。」若于如是胜道扼要，无

边教理之所成立，获得定解，于菩萨心根本大悲所有法类，何故不执为胜

教授。故如响那穷敦巴说：「于觉所虽请教授，终唯教云，舍世间心，修

菩提心。」善知识敦巴讥笑告曰：「此是掘出觉所有教授中心。」知法扼要，

获决定解，唯此最难。故应数数集聚净治，阅华严等诸大经论，求坚定解。

如吉祥敬母云：「尊心宝即是，正等菩提种，唯尊知坚实，余凡莫能晓。」 
 
  后重要者。诸佛获得果位之时，不如小乘而住寂灭，尽虚空住义利众

生，亦是由于大悲威力，此若无者同声闻故。大悲心不止是在最初、中间

重要，最后也同样重要。因为诸佛在获得果位的时候，不会和小乘一样住

于寂灭，而是发愿尽虚空界利益众生（虚空界无尽，菩萨度众也无尽），这

就是大悲的威力，如果没有大悲，就和声闻小乘没什么差别了。 
  如修次第中篇云：「由大悲心所摄持故，诸佛世尊虽得圆满一切自利，

尽有情界究竟边际而善安住。」又云：「佛薄伽梵无住大涅盘，因即大悲。」

正如修次第中篇中所说：「由于大悲心的摄持，诸佛才会在圆满一切自利之

后，尽未来际利乐有情。」又说：「佛不住大涅盘，就是因为大悲的缘故。」 

  譬如稼禾初以种子，中以雨泽，后以成熟而为最要。佛之稼禾，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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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悲为最要。譬如种植五谷，以最初的种子、中间雨水的润泽、和最

后的成熟为最重要。佛果的栽种，最初、中间、最后，都是以大悲为最重

要。 

  吉祥月称云：「以许悲为佛胜苗，初如种子增如水，长时受用如成熟，

是故我先赞大悲。」正如月称论师所说：「悲心是栽种佛果最殊胜的禾苗，

最初的悲心如五谷的种子，中间的悲心像雨水的润泽，最后的悲心——长

时自受用（自利）、他受用（利他），似五谷的成熟。因此，我先赞叹大悲

心。」 

  由见此义，正摄法经云：「世尊，菩萨不须学习多法。世尊，菩萨若能

善受善达一法，一切佛法皆在其手。一法云何，所谓大悲。世尊，由大悲

故，一切佛法皆能自来菩萨手中。世尊，譬如转轮圣王轮宝所至，一切军

众皆至其处。世尊，如是菩萨大悲所至，一切佛法咸至其所。世尊，譬如

命根若在，余根亦在。世尊，如是大悲若在，菩提余法亦当生起。」若要进

一步明白它的道理，正摄法经中有更详细的说明：「世尊！菩萨不需要学习

太多的法。世尊！菩萨如果能善于受持一法、善于通达一法，一切的佛法

就都在手中了。这一法是什么呢？就是大悲。世尊！由于大悲的缘故，一

切的佛法，都能自然地来到菩萨的手中。世尊，就像转轮胜王的轮宝到那

里，一切的军队就到那里。世尊！同样的，菩萨的大悲到那里，一切的佛

法也都到那里了。世尊！又好比命根如果还在，其它的六根也都跟着在。

世尊！同样的，如果大悲还在，其它的菩提法也都会跟着生起。」 

  若于如是胜道扼要，无边教理之所成立，获得定解，于菩萨心根本大

悲所有法类，何故不执为胜教授。如果对于这个道理，能够获得决定的胜

解，那么，有关菩萨根本大悲的所有法教，又怎么会不视为最殊胜的教授

呢？ 

  故如响那穷敦巴说：「于觉所虽请教授，终唯教云，舍世间心，修菩

提心。」善知识敦巴讥笑告曰：「此是掘出觉所有教授中心。」知法扼要，

获决定解，唯此最难。博学多闻、精通五明的响那穷敦巴就说：「我请教阿

底峡尊者，什么是佛法的精要？他总是告诉我：舍离世间心（修出离心），

修习菩提心。」善知识敦巴笑着说：「你已经挖掘出阿底峡所有教授中心的

宝藏了。」要知道，想了解佛法的精要、并获得决定的胜解，是多么困难的

事。（因为我们都会以为修气、脉、明点、见自性的光明、或求高深的见解

等，才是修行的重点，而忽略了菩提心和悲心的重要性。） 

  故应数数集聚净治，阅华严等诸大经论，求坚定解。如吉祥敬母云：

「尊心宝即是，正等菩提种，唯尊知坚实，余凡莫能晓。」如果暂时还无法

生起菩提心，就应当经常积聚资粮、净除业障，并且多多读诵华严等诸大

经论，以求坚定的胜解。正如马鸣菩萨所说：「世尊的中心教授，就是菩提

心，但只有佛明白它的精要，其余的凡夫是无法知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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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诸余因果是此因果之理。初从知母乃至于慈，为因之理者。总欲离

苦，数数思惟其有情苦即能生起，然令此心易生猛利及坚固者，则彼有情

先须悦意爱惜之相。如亲有苦不能安忍，怨敌有苦心生欢喜，亲怨中庸若

有痛苦多生舍置。其中初者，因有可爱，此复随其几许亲爱，便生尔许不

忍其苦，中下品爱下品不忍，若极亲爱，虽于微苦亦能生起广大不忍。见

敌有苦，非但不生欲拔之心，反愿更大愿不离苦，是不悦意相之所致。此

亦由其不悦大小，于苦欢喜而成大小。亲怨中庸所有痛苦，既无不忍亦无

欢喜，是由俱无悦非悦意相之所致。如是应知，修诸有情为亲属者，是为

令起悦意之相。亲之究竟是为慈母，故修知母，忆念母恩，及报恩三，是

为引发悦意可爱。爱执有情犹如一子，此悦意慈是前三果。由此即能引发

悲心。欲与乐慈及拔苦悲，因果无定。故知母等三种所缘，即是与乐慈及

拔苦悲二者根本，故于此中当勤修学。又发心因，修诸有情皆为亲者，是

月称论师及大德月、莲花戒论师等之所宣说。 
 
  第二诸余因果是此因果之理。对生起菩提心的次第，发起决定的胜解，

第二部分是解释其余的因果，也是以大悲为因果的道理。 
  初从知母乃至于慈，为因之理者。首先说明，从知母、念恩、报恩到

慈心，是生起大悲的因。 

  总欲离苦，数数思惟其有情苦即能生起，然令此心易生猛利及坚固者，

则彼有情先须悦意爱惜之相。希望一切有情都能离苦的心，虽然藉由经常

思惟有情的苦就能生起，然而要让这个心猛利而且坚固，就没有这么容易

了，因此必须对有情先有悦意、爱惜之情。 

  如亲有苦不能安忍，怨敌有苦心生欢喜，亲怨中庸若有痛苦多生舍置。

什么是悦意、爱惜之情呢？就好比当自己亲人有苦的时候，心中便觉得不

忍；怨敌有苦的时候，心中就觉得欢喜；不属于亲怨的中庸有苦的时候，

就置之不理。 

  其中初者，因有可爱，此复随其几许亲爱，便生尔许不忍其苦，中下

品爱下品不忍，若极亲爱，虽于微苦亦能生起广大不忍。为什么会有这么

大的差别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亲人有悦意、爱惜之情，而且还会随着它的

多寡，生起不同程度的不忍之心。如果是中、下等的亲爱之情，就生起小

不忍，若是最亲爱的人受苦，即使是很微小的苦，也会生起大不忍。 

  见敌有苦，非但不生欲拔之心，反愿更大愿不离苦，是不悦意相之所

致。此亦由其不悦大小，于苦欢喜而成大小。可是见到自己的怨敌有苦，

心情就不同了。不但不会生起想要帮他拔苦的心，反而希望他不要离苦，

这都是没有悦意、爱惜之情的缘故。也是随着不悦的程度，而有欢喜大小

的差别，看到中、下等怨仇的人受苦，就生起小欢喜，见到最怨恨的人受

苦，就生起大欢喜。 

  亲怨中庸所有痛苦，既无不忍亦无欢喜，是由俱无悦非悦意相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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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是亲怨的中庸对象，既没有不忍、也没有欢喜之心，就是因为都没

有悦意、不悦意之情的差别。 

  如是应知，修诸有情为亲属者，是为令起悦意之相。亲之究竟是为慈

母，故修知母，忆念母恩，及报恩三，是为引发悦意可爱。由此可知，我

们为什么要修「视一切有情为自己的亲属」，就是要让自己生起悦意、爱惜

之情，而亲属中最亲爱的就是慈母。由修知母、忆念母恩、及报答母恩这

三项，引发悦意、爱惜之情。 

  爱执有情由如一子，此悦意慈是前三果。由此即能引发悲心。有了这

个悦意、爱惜之情，就能发起希望给予一切有情快乐的慈心。所以这个慈

心，可说是前面知母、念恩、报恩这三者的果。有了慈心之后，也能引发

希望能拔苦的大悲心。 

  欲与乐慈及拔苦悲，因果无定。故知母等三种所缘，即是与乐慈及拔

苦悲二者根本，故于此中当勤修学。由于与乐的慈心和拔苦的悲心互为因

果，因此知母、念恩、报恩这三者，就成了慈与悲的根本，对于这些内容，

应当精勤地修学，才能顺利地生起慈悲心。 

  又发心因，修诸有情皆为亲者，是月称论师及大德月、莲花戒论师等

之所宣说。关于「想发起慈悲心，就要视一切有情为自己最亲爱的母亲」

的教授，是月称论师的四百颂释、大德月论师的弟子书、以及莲花戒论师

的修次中篇中所宣说的。 
 
 增上意乐即以发心为果之理者。由其如是渐修其心，悲心若起，便能引

发为利有情，希得成佛，即此便足，何故于此添增上心。欲令有情得乐离

苦，慈悲无量声闻独觉亦皆有之，若自荷负一切有情与乐拔苦，则除大乘

决定非有，故须发此心力强胜增上意乐。是故仅念一切有情，云何得乐云

何离苦，非为满足，须自至诚，荷此重担，故当分辨此等差别。海慧问经

云：「海慧，如有商主或有长者，唯有一子，可悦可爱可惜可意，见无违逆，

然此童子因其幼稚而作舞娱，堕不净坑。次其童子若母若亲，见彼童子堕

不净坑，见已虽发号哭忧叹，然终不能入不净坑拔出其子。次童子父来至

其所，彼见一子堕不净坑，见已急急举止慌措，欲出其子心甚爱顾，全无

呕吐，跳不净坑取出其子。」此说三界为不净坑，独爱一子谓诸有情，若母

若亲者谓声闻独觉，见诸有情堕生死中，忧戚叹嗟然不能出，商主长者谓

诸菩萨，法譬合说。又说独一爱子落不净坑，如母之悲，声闻独觉亦皆共

有，故依悲愍，当发荷负度众生担增上意乐。如是若发度有情心，然我现

时不能圆满利一有情。又非止此，即使证得二罗汉位亦仅利益少数有情，

利亦唯能引发解脱，不能立于一切种智。故当思惟无边有情，谁能圆满此

诸有情现前究竟一切利义，则知唯佛方有此能，故能引发为利有情，欲得

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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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上意乐即以发心为果之理者。其次要说明的是，增上意乐和发菩提

心，是大悲心的果。 

  由其如是渐修其心，悲心若起，便能引发为利有情，希得成佛，即此

便足，何故于此添增上心。如果依前面所说，知母、念恩、报恩、慈心来

修的话，就能生起大悲心，只要大悲心生起，便能引发为利有情愿成佛的

菩提心，这样应该就足够了，为什么中间还要再加一个增上意乐呢？ 

  欲令有情得乐离苦，慈悲无量声闻独觉亦皆有之，若自荷负一切有情

与乐拔苦，则除大乘决定非有，故须发此心力强胜增上意乐。如果只是希

望一切有情，能够得乐（慈无量心）、离苦（悲无量心），声闻、独觉也有；

但若是说到愿意荷负一切有情与乐、拔苦的重担，就只有大乘才有，因此

必须先发起强胜的增上意乐，才可能生起菩提心。 

  是故仅念一切有情，云何得乐云何离苦，非为满足，须自至诚，荷此

重担，故当分辨此等差别。所以，只是心中想念，如何让一切有情离苦得

乐是不够的，必须至诚地发愿荷负这个重担才可以，这两者的差别，我们

应当详细地分辨清楚。 
  海慧问经云：「海慧，如有商主或有长者，唯有一子，可悦可爱可惜可

意，见无违逆，然此童子因其幼稚而作舞娱，堕不净坑。次其童子若母若

亲，见彼童子堕不净坑，见已虽发号哭忧叹，然终不能入不净坑拔出其子。

次童子父来至其所，彼见一子堕不净坑，见已急急举止慌措，欲出其子心

甚爱顾，全无呕吐，跳不净坑取出其子。」正如海慧问经中所说：「海慧！

譬如有一位商主或长者，只有一个独子，对他的悦意、爱惜之情，可说是

无以复加，从来不曾违逆过他的意思。然而这位独子，因为年幼贪玩，竟

然不小心跌到粪坑里去，他的母亲、亲戚们只能在一旁，惊慌地发出号哭、

忧愁、悲叹，就是没有一个人跳进粪坑里去救出这位独子。等到父亲回来，

见到唯一的爱子掉进粪坑，焦急地手足无措，一心爱怜地只想赶快将他救

出，最后商主完全不顾臭秽、令人作呕的粪坑，跳进去救出爱子。」 

  此说三界为不净坑，独爱一子谓诸有情，若母若亲者谓声闻独觉，见

诸有情堕生死中，忧戚叹嗟然不能出，商主长者谓诸菩萨，法譬合说。经

中的故事是比喻：三界如粪坑，独子是一切有情，母亲和亲戚好比声闻、

独觉，虽然见到一切有情堕在生死的苦海中，却只能在一旁忧愁感叹，并

不能将他们救出；商主或长者有如菩萨，愿荷负起拔苦的重担，因此不顾

一切地跳入三界，救出有情。 

  又说独一爱子落不净坑，如母之悲，声闻独觉亦皆共有，故依悲愍，

当发荷负度众生担增上意乐。如是若发度有情心，然我现时不能圆满利一

有情。又非止此，即使证得二罗汉位亦仅利益少数有情，利亦唯能引发解

脱，不能立于一切种智。故当思惟无边有情，谁能圆满此诸有情现前究竟

一切利义，则知唯佛方有此能，故能引发为利有情，欲得成佛。若是说看

到独子落入粪坑，母亲所生起的悲心，声闻、独觉也都有，但这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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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依这个悲愍心，再发起誓愿荷负众生重担的增上意乐，这才足够。如

果已经愿意发起度有情的心，但是看看自己目前的能力，是连一位有情都

度不了，这又该如何呢？就算已经证得声闻、独觉的果位，也只能帮助少

数有情达到解脱，却不能成佛，这也不能算是真实的利益众生。那么，在

一切的法界当中，有谁能圆满无边有情，眼前和究竟的一切利益呢？详细

思惟的结果，只有佛才有这个能力，既然如此，我便发起「为利众生愿成

佛」的菩提心。 

  以上就是对于发起菩提心的次第，发起决定胜解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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