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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修發菩提心這個法門，要修到什麼時候才知道自己的菩提心已經圓

滿了呢？那就是用這幾個原則來檢視自己，或者是檢驗自己發心到底圓滿了

沒有。 

  第一個，就是能不能做到心心念念都在眾生身上。就是念念都是護念眾

生的心，而不是護念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看這個轉過來了沒有。想到的

都是眾生的事情，從此以後不再為自己打算。如果是為自己打算的話，他開

始學佛的時候，譬如說：經論上說要斷十惡、行十善，為什麼要斷十惡呢？

因為怕墮三惡道嘛，所以為了我不要墮三惡道，我就斷除十惡業；我為了要

求人天果報，所以我開始行十善業；我希望再得到人身，所以我守五戒；我

覺得娑婆世界太苦，所以我修解脫道，生起出離心，是我想解脫。今天發菩

提心、行六度，每個師兄都認為自己是修學大乘的，我走的一定是菩薩道，

哎呀！小乘自我解脫、自了漢，太自私自利了。可是我們真正的是為了眾生

才想開悟、成佛的嗎？ 

  所謂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我今天上求佛道不是為了自己

想成佛，是為了要下化眾生。上求佛道是因為有了這個空性的智慧，我才可

能真正的不再執著，不管是我的執著、還是法的執著，要見空性之後才能夠

做到，所以我上求佛道。所以我上求佛道的目的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下化眾

生、是為了利益眾生，我今天才要開悟、成佛，不是我自己要成就、我自己

要成佛。 

  即使今天修菩提心這個法門，也看到經論上說，菩提心是最好的守護，

只要發菩提心，你身上不用再帶什麼平安符啊、還有什麼？佛牌、嘎屋裡面

放很多加持物，都不用，你就帶著菩提心就可以走遍天下，因為菩提心是最

好的守護，是因為它可以保護我行遍千里，所以我才要發菩提心。在修行的

道路上，我怕遇到人或者是非人的干擾，發菩提心又是最好的守護，所以我

為了要讓我的菩提路沒有障礙，最好鬼啊、魔啊、什麼的，都不要來騷擾我，

人、非人從此遠離我，我用菩提心來擋一切的干擾、一切的障礙，希望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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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除一切的障礙，這樣對不對？ 

  從初發心學佛，從斷十惡業、行十善業，然後求解脫，一直到想開悟、

成佛，如果你都帶一個「我」的話，最好的果報是什麼？帶著「我」修行，

最好的果報是什麼？如果你可以斷惡修善的話，是什麼？就人天果報而已，

小乘初果有沒有分？你修了半天，以為你是修大乘，結果初果也沒分，因為

初果怎麼樣？已經斷我見、斷身見，已經斷薩迦耶見了，那個是初果。所以

你如果還帶著「我」來修行的話，你就是連初果都證不到，你別想成佛了，

癡心妄想！所以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才心甘情願，把那個「我」的執著，

還有對法的執著放下，要不然修了半天，也是沒有什麼結果的。你連自己解

脫的能力都沒有，你哪裡有能力去幫助眾生解脫呢？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檢查自己，是不是心心念念都在眾生身上，如果心

心念念都護念自己的貪瞋癡、護念自己的習氣、煩惱的話，那菩提心你不管

發幾輩子也不可能圓滿，是不是？所以第一個，我們檢查自己的，就是還會

不會為自己著想，是不是已經利他的心勝過自利的心了？如果是的話，就是

第一個條件已經圓滿了。 

  第二個條件，就是檢查自己有沒有退失菩提心。也就是菩提心戒有沒有

守得好，只要一念退失菩提心就怎麼樣？就破戒了。所以常常有人問說：我

要不要去受菩薩戒？一般菩薩戒是什麼時候受的呢？廣論怎麼說？先有願

菩提心，再學習什麼？菩薩戒的內容，看自己能不能守得住，接下來呢？發

菩提心，是發了菩提心之後，再去受菩薩戒，這樣才不容易違犯菩薩戒的內

容。如果沒有真正發菩提心，就是什麼？常常棄捨眾生嘛，你一念棄捨眾生，

就犯了菩提心根本戒了。菩薩戒的根本戒就是退失菩提心，或者心中棄捨眾

生，就已經犯了根本戒了，所以你不可能菩薩戒能夠持得好。只要你心中放

棄這個不要度、那個不要度，這個很難度、那個不想度，你就犯了根本戒了。 

  所以除非你真正發心，不然常常會退失，心情好的時候還 O.K.，可是

我自己都自顧不暇的時候，我怎麼可能想到眾生呢？心不平等、有對象差別

的時候，也不可能做到啊。我喜歡的要度、不喜歡的還是不要度，慈心、悲

心也發不起來。我都苦得要死，我還發願一切眾生的苦在我身上成熟？我還

巴不得看可不可以轉移出去。我每天都心情苦悶，我怎麼可能希望一切眾生

快樂呢？我都不快樂了，對不對？所以慈心也發不起來、悲心也發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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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那你去受個菩薩戒，你可能持得好嗎？所以受菩薩戒一定是真正生起了

菩提心，發了菩提心之後，再去受戒，這樣也才能夠保持那個戒體不失。 

  其實聲聞乘的戒律也是同樣的道理，小乘戒律什麼時候去受？什麼時候

去受戒？你真正生起出離心才去受戒，要不然也是很容易犯，那個戒體能不

能保得住也很難說，是不是？ 

  所以第二個條件就是說，因為能夠不棄捨眾生、不退失菩提心，所以菩

薩戒也能夠持得很好，因此隨時身口意都能夠做到問心無愧，我們做錯事情

的時候怎麼樣？有慚愧心嘛，然後心中有很多秘密，然後又有覆藏心，希望

那個缺點、有違犯戒律的，最好是不要讓人家發現，以免破壞他對我的印象，

然後怎麼樣？破壞我自己的形象，我是一個久修的學佛修行人，怎麼可以讓

人家破壞印象，可是做錯的事情怎麼辦？就藏起來啊，不要讓人家發現，這

樣有沒有問心有愧？有啊！隨時都覺得愧對眾生，因為這件事情沒有圓滿做

到。然後，唉！昨天又哪一句說錯了話，然後每個起心動念自己看得最清楚，

是不是貪瞋癡慢疑，什麼根本煩惱、隨煩惱也從來沒斷過嘛，所以怎麼可能

心安理得？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地？所以每每夜半醒來怎麼樣？想到過去

的種種違犯的過失，也是怎麼樣？慚愧得無地自容。 

  所以真正要做到不管你走到哪裡，都是不愧對自己的心，是因為心沒有

虧欠，沒有虧欠眾生也好、沒有虧欠戒律也好、沒有虧欠佛法也好。而且戒

律是什麼？定慧的基礎，戒律沒有辦法清淨的話，也不可能得定，因為心中

常常不安，做錯事、說錯話，心中充滿了煩惱。心不安也不可能得定，不管

你用什麼法門，很難得定。所以得定的基礎一定是從戒律來，你隨時心安理

得，沒有什麼愧對，沒有什麼慚愧、羞愧的心的話，很容易就得定了，不管

從哪個法門入手，很容易就得定，有了定才可能有空性的智慧。所以戒律是

基礎，這個做不到的話，你也不可能圓滿的發菩提心。 

  所以，第二個條件，檢查自己菩提心圓不圓滿，就看你菩提心戒有沒有

常常持守，就是念念都在這個戒律上，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可能捨棄眾生、

忘失菩提心。因為定慧對菩薩道來講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都是爛好人，慈

悲生禍害、方便出下流，怎麼來的？就是因為沒有空性的智慧，什麼事情該

做、不該做，決定模稜兩可、不知所措，都是因為定慧力不足的關係，心很

容易受到外境的影響，然後又沒有智慧的判斷，以為自己在行菩薩道、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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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發菩提心，做的都是什麼？禍害、下流的事情。 

  第三個，就是檢查自己心是不是恆常在歡喜當中。這個歡喜是怎麼來的

呢？一定是發菩提心來的，不是真正發心的人，他不可能恆常歡喜，順境有

一點歡喜心，可是逆境他就歡喜不起來。善緣可以有歡喜心，惡緣的時候也

是沒有辦法生起歡喜心。 

  所以想要恆常歡喜，就不管順緣、還是惡緣、順緣還是逆緣、善緣還是

惡緣，全部都是什麼？都是菩薩道。我們講過可以轉惡緣為菩提道，順境可

以發心，逆境也可以發心，善緣、惡緣都可以發菩提心，所以他心恆常歡喜

是從這裡來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慈悲，等視一切眾生平等，沒有對象的差

別，對誰都一樣，隨時隨地都是希望眾生歡喜，遠離悲苦。 

  所以他每天的心中，都是充滿了寧靜、安詳、快樂、滿足，最重要是這

個滿足。因為當你滿足的時候你才會快樂，你缺這個、缺那個，今天求這個、

求那個，你心有匱乏的時候，你是不可能歡喜的。然後又求不到，怎麼樣？

就求不得苦嘛，求到又怕失去，也還是苦啊！所以當我們心中真正感覺充實

的時候，你才能真正的生起歡喜心，滿足、無所求。對目前的自身的身心狀

況非常滿意，對外在的環境非常滿意，對國家、政府、社會非常滿意，整個

地球、整個世界、法界非常滿意。 

  所以我們不用去那邊靜坐，我們在這邊靜坐也一樣發菩提心，共襄盛

舉，我們這邊的磁場應該是比較好的，因為我們是慈悲的磁場，對不對？所

以就是這個滿足非常的重要，不然就是會挑剔，你再怎麼做，他還是有意見

啊、還是不滿意啊。所以想到我今天不用自己耕田，我就有飯吃，是不是應

該很歡喜啊？種田多辛苦啊！現在外面三十幾度，還要拿著鋤頭去……，現

在春天還要去插秧，所以我們是不是很幸福？我們不用織布就有衣服穿，還

有名牌的選擇，是不是很幸福？每條路都給你鋪得那麼平坦，出門又這麼多

交通工具，不用走泥巴路，我們小時候鄉下都走泥巴路，然後道路崎嶇不平，

你如果打赤腳，還會腳受傷，你看我們現在的路多平坦，有沒有充滿感激之

心？也沒有啊，為什麼沒有？我們就好好檢討了。 

  所以我們每一剎那都在受用眾生辛苦血汗的、流多少血汗的成果，我們

就拿來受用了，覺得理所當然，一點都沒有想要回饋的心，也沒有感激的心。

所以我們不滿足的原因在這裡，因為只要我們心中有匱乏，那匱乏從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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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還是從「我」來，我貪來啊，我的貪不能夠滿足我，就匱乏了。那個貪

又是從「我」來，欲求不滿，那個貪是無底洞，永遠不可能填滿的。 

  所以只有做到無貪，除了把那個「我」的問題解決掉，「我」的執著解

決掉，不然你是永遠不可能滿足的。只要有我，就有貪，就不可能滿足，每

天想的都是：你為什麼不對我好一點？你怎麼不給我多一點？你不關心我！

就是都要要求別人對你好一點，你有沒有對別人主動關懷？每天想的有沒有

想我怎麼回饋社會？我怎麼服務人群？我怎麼報眾生恩？每天受用的都是

他們辛苦的結果，那我們怎麼樣報他們的恩呢？你能夠為這個國家、社會做

什麼？為人群做什麼？我們應該每天想的是這個，這個有的話，就是剛才第

一個條件就有了，心心念念都在眾生身上。 

  所以發菩提心圓滿的人，他不但心中充實，而且他想的是怎麼樣給、給，

而不是要求、要求、要求更多。所以心中能夠恆常歡喜，跟外在境界沒關係

了，因為他心中就是隨時都是充滿了慈悲，然後最重要的就是充實，為什麼

充實？一切都本自具足，你就不用往外找，你本來就有，自家珍寶比外面的

還好，你為什麼往外面找，不是很奇怪嗎？回過頭來找找你本自具足的珍

寶，其實它一樣也沒有少，對不對？慈悲、智慧、無量的善巧方便、神通德

能，一樣都沒有少啊，本來就有，你發菩提心之後，它才會慢慢的出來。你

那個「我」那麼堅固，它就是出不來，因為你每天就抓著自己的習氣、煩惱、

業力，它不可能出來的。所以它是無我之後才出來的，發菩提心之後才會出

來的，那個都是本來就有的。所以我們也知道，真正發菩提心圓滿的人，他

心中為什麼那麼充實？就是因為他已經能夠怎麼樣？見到自性，他知道菩提

自性本自具足、能生萬法，一切都是從這個源頭出來的，所以他不缺少什麼，

不用到外面去找。 

  第四個，就是即使是散亂心的時候，他也不忘失菩提心、發菩提心。像

我們功夫還不純熟的時候，我們要常常提念，心不平等的時候、有對象差別

的時候，要告訴自己：我不可以有好惡，對境界或者是人，任何的人事物，

應該平等心來對待。可是很快，很快又回到原來的習氣，一定有對立，我們

每天都在搞對立，對不對？現在公投，公投要投什麼？就是搞對立嘛，你是

贊成、還是不贊成？是不是搞對立？我們已經習慣二元對立了，太熟悉這個

路線了。所以當我們有決定的時候，我們就一定是對、還是錯，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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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好、不好，所以才要不斷的提醒自己保持覺知，不要落入二元對

立。 

  所以我們前面介紹過的那個修菩提心的方法，不管是世俗菩提心，還是

勝義菩提心，它都是還沒有純熟之前，我們都是要不斷不斷的提醒自己。所

以當我們散亂心、還是失念、打妄想，或者是放逸、懈怠、昏沉、掉舉的時

候，就會忘失菩提心，所以我們要不斷不斷的提醒自己。可是一個真正發心

圓滿的修行人，他不須要再提醒自己了，他是任運自然，即使看起來他是在

散亂的狀態，晚上睡著的狀態，他都不可能忘失菩提心，所以我們才會說他

發心已經圓滿了。不管任何情況之下，他都不可能忘失了，念念都是在菩提

心上面，勝義菩提心、世俗菩提心都是一樣。就是念念他當下都是跟空性的

智慧相應，知道一切法如幻，然後隨緣來利益眾生，心中又沒有任何的貪著。 

  所以我們能夠做到這個地步的話，當然醒著的時候可以任運自然，即使

睡著，還是可以任運自然；妄想、失念的時候，還是可以任運自然；臨終有

沒有把握？一定有把握，所以臨終一定是帶著菩提願走的，不會到哪裡去，

哪裡需要就哪裡去。我說沒有會到哪裡去的意思就是說，不再會自己想要去

哪裡，沒有這個念頭了，都是哪邊因緣成熟就到哪裡，隨著你的菩薩發心，

你的菩提願，然後到不同的世界，做的還是繼續利益眾生的事情。 

  所以以上我們講的這四點，就是檢查自己發心還圓不圓滿的四個準則，

如果發現自己哪個部分還要加強的話，就是在這個上面繼續的用功，一直到

工夫純熟為止。 

  那我們這次的課，有關於菩提心的課，就到這邊就圓滿結束，希望各位

師兄能夠早日發心圓滿，不是為了自己的成就，是為了廣大無量無邊的眾

生，他們需要，因為你們現在知道了，他們不知道，所以你們要趕快成就，

然後去告訴他們，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修菩提心的原因，從頭到尾都不是

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要保護自己，也不是為了要對抗外境、還是人、非人、

什麼……都不是，沒有那個對立的心，這樣子菩提心才能夠真正圓滿。 

  好，那我們迴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