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廣論 

道前基礎 1(歸敬頌)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開講「菩提道次第廣論」。 
  為什麼叫「菩提道次第廣論」呢？「菩提」就是覺悟的意思；「菩提道」

就是覺悟之道，也是成佛之道；「次第」就是成佛的次第；「廣」就是詳細

的說明。成佛之道詳細的說明，它應該依什麼樣的次第，一步一步趣向成

佛。所有的內容，詳細的介紹，就是菩提道次第廣論。 
  這部論到底適合什麼樣的人來修學呢？你說是成佛之道，我如果還沒

有想要成佛呢？我還想輪迴呢？或者是我也還沒有想解脫，我還沒想那麼

遠，那一般人適不適合來修學呢？我們看一般人，他到底求的是什麼嗎？

一般人求的是什麼？功名啊、富貴啊、婚姻美滿、健康長壽，一般世間人

他希望得到所有的這些，可不可能得到呢？那就看他了不瞭解因果的道

理，你種什麼樣的因，就能夠得什麼樣的果。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正確的

學習種下每一個好的因的話，所有的善的果，我們應該都能夠得到，是毫

無疑問的。關於業果的部分，在下士道的部分介紹的非常的詳細明白，所

以如果他能夠來修學下士道的部分，就能夠滿眾生的願，不管他希求什麼

果報，都能夠得到。意思就是說，一般人也很適合來讀這本論。 
  小乘人合不合適呢？當然很合適！從道前基礎、下士道、一直到中士

道，這所有都是在講怎麼解脫、怎麼趣向解脫的方法，尤其是中士道的部

分，它就是專門告訴我們，我們如果想解脫輪迴，應該修習什麼樣的方法，

應該發什麼樣的心，就能達到解脫的目標。所以不管南傳的、還是什麼小

乘的任何的部派，也都很合適來修習這部論。 
  大乘菩薩道，各位大乘菩薩道的行者，當然就更需要來修習這部論，

因為大乘的菩提心是建立在小乘的出離心的基礎之上，到中士道為止，都

是告訴我們怎麼出離、怎麼解脫的方法，這個基礎是行大乘菩薩道的基礎，

有了出離心的基礎之後，我們才可能真正發菩提心、行六度，這個是整個

上士道的內容，也都介紹得很清楚，我們只要依照這個次第來修學的話，

一定能夠達到成佛的目標。大乘就是想成佛，開悟成佛，就是整個上士道

的部分。 
  各位修密宗的，需不需要來念這本論呢？因為一般密宗的師兄，把這

本書拿起來翻一翻，這講顯教的嘛，就合回去、放回去，上面都沒有講密

宗的部分，沒有講怎麼灌頂、還是什麼生起次第、什麼圓滿次第、還是怎

麼觀想的儀軌、都不是這些內容，所以他就放回去了，因為密宗跟這個沒

關係。也很多顯教的修行人，他一看標題，還沒有翻，標題宗喀巴大師著，

宗喀巴大師不是密教黃教的祖師嗎？那跟我們顯教有什麼關係？也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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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又合起來、放回去，顯教也不要看，密教也不要看，所以它已經被冷

落很久了，不知道這麼部論它非常、非常的重要，不論你是小乘、大乘，

或是我們剛才講的凡夫，他只是希求人天乘，他就是要好的果報，那是屬

於人天乘的部分，小乘解脫道的部分，大乘成佛之道的部分，全部都在裡

面講得非常、非常的詳細。小乘又是大乘的基礎，顯教是密教的基礎，所

以我們就知道，為什麼現在很多修密的很難成就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沒有

顯教的基礎，他直接一開始學佛，他就去灌頂，然後就開始修法本了，他

覺得這個就是修密了，絲毫都沒有教理的基礎。即使密教是即身成佛，就

是這一世就可以成就，它非常非常的殊勝，而且非常的快速可以成就，這

個都絲毫沒有問題的，可是為什麼這麼多人修密，他沒有辦法成就？就是

因為他也沒有小乘的出離心，也沒有發大乘的菩提心，因為這兩個心是修

密教的基礎，如果沒有的話，他再怎麼殊勝的頂，再怎麼灌，再怎麼修什

麼法本啦、什麼無上瑜伽、什麼心中心、再怎麼殊勝的法本都很難成就，

我們就知道原因都出在他沒有顯教的基礎，沒有發出離心跟菩提心。有了

顯教的基礎，有了出離心、菩提心，他修密教非常快速，不管你今天是灌

那一個頂，修那一個本尊，就那一個就夠了，這一世一定可以成就。 
  我們也知道，修四加行之前要修一個四共加行，四共加行我們一般念

法本，四句話就念完了，人身難得、念死無常、深信業果、輪迴是苦，四

句話就念完了，可是詳細的內容不清楚，他每天就拿那個法本，四共加行

四句就念完了，然後就開始修四加行，這也是為什麼很多人修四加行都修

不完，就沒了，修了一輩子四加行，修修停停、修修停停，就是做不完那

個十萬八千，就是做不滿，為什麼？就是因為他沒有四共加行的基礎，很

簡單，所有四共加行的內容在我們的道前基礎、下士道、中士道，就是四

共加行的詳細解說，那四句話的詳細說明，就在整個道前基礎、下士道、

跟中士道的範圍，就是整個四加行的範圍，所以你說修密教要不要念菩提

道次第廣論？好像也是滿重要的，這個還是加行的部分而已，而且是四共

加行，後面的上士道也是非常重要，因為它告訴我們怎麼發菩提心，怎麼

行六度，那個是成佛的根本，怎麼樣正確的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後面的奢摩他，就是講禪定，毘缽舍那，就是講智慧的部分，所以這

兩度就是止觀，我們所謂的止觀，詳細的解說，所以止觀成就，你就成佛

了。所以有了這個基礎，修一個密法就成就，也是絲毫沒有疑問的。 
  如此分析的結論是什麼？大家都很適合來學習這一部論，不管你的希

求是什麼，從好的果報、到小乘的解脫、到大乘的成佛，顯教的大乘也是

可以成佛，再加上密教不共的部分，成佛更快速，都需要以這個教理做為

基礎，所以變成說，這部論你說是適合小乘、大乘？還是顯教、密宗？還

是誰來學習？就是都適合，也不論宗派，不管你今天修的是淨土宗、密宗、

律宗、還是天臺宗，也不論任何的宗派，也都適合來修。所以適合凡夫，

也適合學佛的人，就是看他學習到什麼樣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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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部論，它是非常完整的，並不是像我們這樣子，可以把它切割

的，它整個串連，即使它是分成道前基礎、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它

是這樣子來分，但是它整個是以菩提心來做串連的。前面共下士、共中士

的部分，這個是做為發菩提心的基礎，就是你可以先修學前面的道前基礎，

看你的能力或者你的發心，可以修到什麼樣的程度，可是它會勸你還可以

再進一步，不是到此就為止了，不是這樣子就夠了，它還有更進一步，可

以更趨完美的這樣的一個目標，在前面帶領著我們。所以它等於是一步一

步的引導，希望一切眾生都能夠究竟開悟、解脫成佛，這個是本論的目標。

可是眾生他如果沒有這樣的發心，也沒有關係，也可以達到他希望達到的

那個結果，可是宗喀巴大師他造論的目的，是希望一切眾生都能夠究竟開

悟、解脫成佛，所以它即使是在講道前基礎、下士道、中士道，是在講人

天乘跟小乘的部分，可是它還是以菩提心為基礎，來說這些內容，因為眾

生需要，所以他要說。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整部論也是以戒律為

基礎，因為戒律也是修行成就的根本，不管你要自己解脫，還是幫助眾生

解脫，戒律也都是根本，這就是本論的精神是在這裡，這樣我們就不會後

悔來學這部論。 
  這部論一開始是先歸依發心，或者我們講說歸敬頌，就是歸依禮敬，

然後就說明為什麼要造這部論的緣起，希望造這部論達到的目的，都在前

面的這個偈頌裡面說明白了。首先歸依禮敬，一般藏傳的翻譯的經典，都

會從禮敬開始，只是經、律、論它禮敬的對象不一樣，像如果是經的話，

經典的部分，它是先禮敬佛菩薩；如果是律典的話，先禮敬的是一切相智；

如果是論典的話，先禮敬文殊師利童子，就是文殊菩薩。 
  我們現在這一部是論，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它的歸敬頌，歸依禮敬，首

先第一個就是文殊師利菩薩，就是因為它是屬於論典，首先禮敬的對象就

是文殊菩薩。第二個歸依禮敬的對象，是釋迦牟尼佛，因為祂是佛法的導

師，三界的導師。第三個歸依禮敬的，是文殊跟彌勒菩薩。文殊我們知道，

他是智慧的代表，彌勒菩薩是慈悲的代表，這兩位菩薩象徵了佛法的精神，

就是悲智雙運，所以接著我們就禮敬文殊跟彌勒菩薩。接下來，就是歸依

禮敬龍樹菩薩跟無著菩薩，這兩位菩薩因為跟本論的傳承有關，龍樹菩薩

是深見的代表，它傳給智鵑，然後傳給阿底峽尊者。無著菩薩是廣行的代

表，他傳給金洲大師，然後傳給阿底峽尊者。所以為什麼接著要歸依禮敬

這兩位菩薩的原因，是因為阿底峽尊者的關係，所以接下來它就歸依禮敬阿

底峽尊者。我們就知道，阿底峽尊者他把深見跟廣行這兩個傳承，絲毫沒

有錯誤的流傳下來，所以他圓滿具足了一切教授的寶藏。接下來，就是歸

依禮敬一切善知識，為什麼要歸依禮敬一切善知識呢？因為這些善知識，

是最具有善根的大乘行者，他們是以悲心所攝持的善巧方便，來開顯一切

佛的經教，所以我們要歸依禮敬一切的善知識。歸依禮敬的對象，就是這

六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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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什麼要做這樣的歸依禮敬呢？一般造論為什麼要這樣子做呢？就是

祈請加持，祈請加持去除造論的障礙，使造論能夠圓滿，所以一般前面都

有歸依禮敬的部分。 
  這一部論是宗喀巴大師造的，法尊法師翻譯的。宗喀巴大師他的傳承

到底是什麼呢？那就從阿底峽尊者之後開始講起，阿底峽尊者然後經由他

的傳承，就是我們剛才講深見跟廣行的傳承，經由種敦巴、博朵瓦、還有

霞惹瓦，傳給宗喀巴大師，所以我們就知道宗喀巴大師他的傳承，是從前

面講的龍樹跟無著菩薩，一直到阿底峽尊者，然後到宗喀巴大師，這中間

傳承是沒有斷過的，所以我們就知道宗喀巴大師，他同時傳承了深見跟廣

行這兩個傳承。所以有人問：宗喀巴是什麼傳承？你就會這樣子跟他介紹，

所以本論的傳承是什麼？也是這個傳承，深見跟廣行這兩個傳承，同時具

備了智慧傳承跟慈悲的傳承。慈悲傳承也可以叫廣行，就是它是利益眾生

一切的方便，都攝持在裡面，也可以說是方便，也可以說廣行，也可以說

是慈悲。深見也可以說是智慧傳承，是同樣的意思，只是它用這樣的名稱，

深見就是你有智慧的正知見，主要見地以般若、中觀、智慧為主。 
  我們就知道這部論非常的圓滿，因為它的傳承中間沒有中斷過，而且

非常的圓滿把這部論造出來，為什麼說它圓滿呢？總要有說服力嘛，所以

我們接下來就要談宗喀巴大師，他為什麼要造這一部論？它的緣起是什

麼？那就是要講到當時西藏的佛教，跟我們現在也差不了多少，就是教義

非常的混亂，然後修行的次第不清楚，一般學佛修行人就是兩種不同的系

統，一個就是走理論派的，一個就是走實修派的，我們現在也差不多。那

個喜歡打坐、做功夫的，就不喜歡看經教；那個喜歡研究經論的，他就不

喜歡打坐、練功夫，好像都有根性的緣故，因為他是這樣的根性，有的就

是喜歡看書、喜歡聽經、喜歡說，但是他不喜歡坐、不喜歡修，所以他可

以說得頭頭是道，三藏十二部都可能是倒背如流，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

他沒有把經論落實到他日常的生活，也沒有帶到他的生命裡面，去轉變他

的習氣跟煩惱，他只是停留在理論的階段。那喜歡打坐、練功夫的，他就

當時就是喜歡找一個山洞，就去專修或閉關，那見地也還不清楚，功夫也

還沒有成就，他就去閉關修行了。我們也講過，你的功夫是跟著見地跑的，

你的見地到那裡，你的功夫才跟得上，如果你沒有正確的見地，你就直接

來走功夫的路線、實證的路線的話，那就容易落於盲修瞎練，因為理論不

明白，沒有指導的目標，整個實修的內容不清楚。喜歡講理論的，不喜歡

把理論落實在實際的功夫修行上面，也是落於空談。 
  不同派別，它可能閉關修行的標準不一樣，以密教來講，它三年三個

月三天的閉關，也是從修四加行開始，也是四共加行開始，然後四加行，

然後修本尊。它是有包含最基礎的那個在裡面，修法在裡面，也是每天先

思惟人身難得開始修，也不是一進關房就很不得了的，無上瑜伽部就直接

開始下手，也不是這樣子，它也是從打基礎開始，從四加行，每天都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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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這四共加行的內容，也就是我們廣論前面講的這些內容，道前基礎、下

士道跟中士道的內容，每天就是思惟這樣的內容。 
  以古代的禪宗來講，因為現代已經快看不到禪宗了，所以不知道現在

禪宗是怎麼樣講的，古代的禪宗它分成三關，什麼時候才有資格閉關？就

是重關的時候才有資格閉關。所以是「不破本參不住山」，就是說你要住山、

去專修的基本條件是什麼呢？就是開悟，不破本參、不破初關，他們的初

關第一關就是開悟，你開悟之後才有資格住山，因為你這時候住山就不會

胡思亂想了，整天就往山下跑這樣子，說今天要買米就下山了，明天買菜

就下山了。有住過山的同修都知道，那個說他在山上閉關的，整天往外跑，

我們看了很多，不能說全部都是這樣，很多啦，不然那個在專修的就會說

我在批評他，不是這個意思。就是說大部分因為他心不安定，因為他也沒

有教理的基礎，也沒有實證的功夫，所以他即使在關房，他也是沒有辦法

安住，他也是整天在裡面很忙的，先要把那個佛堂弄得很莊嚴，就想盡了

辦法弄一個很莊嚴的佛像，就弄半天了，先弄一個壇城弄半天，然後再請

什麼佛像，又弄半天，然後又供什麼弄半天，弄個蒲團，然後又需要這個、

需要那個，等他的佛堂弄好，已經三個月半年過去了，在裡面忙得不亦樂

乎，然後還要注重生活的享受嘛，對不對？所以要弄個好茶，每天泡好茶、

點好香，再煮個好吃的來吃，想吃什麼就買什麼，在裡面渡假差不多，我

就在山上渡假了很久，所以我看了很多都在渡假的閉關修行人，因為我也

在渡假。冬天怕太冷、夏天怕太熱，如果那個山上又沒有水、沒有電的話，

你要想辦法啊，像我以前住那個地方，就要想辦法去接，接人家的那個，

因為旁邊都是果農的果園，我們就要去跟果農接他的電，然後用他灌溉蔬

菜還有水果的水，那個水源要把它接過來，這樣子你才有水、有電，要不

然沒有水電。房子也是隨便釘一釘，冬天很冷嘛，就是屋頂跟牆壁中間是

有很大的縫隙的，就是那個風是從外面就直接灌進來，也不用裝冷氣，裡

面就很涼快。外面下大雨、裡面是下小雨這樣子，因為是法師自己釘的屋

子，也不是很牢，也不可能釘得很好，所以那個屋頂就隨便這樣遮一遮，

所以下雨的時候，裡面也下雨，就是這樣子住，很難講求什麼生活的享受。

可是如果你要講究的話，你就很辛苦，因為你要想盡辦法把山下的那些東

西，搬到山上來，那個下車之後要走很長一段路，交通不是很方便。所以

打坐的時候都會想，今天中午吃什麼？是紅燒豆腐呢？還是麻辣豆腐？還

是……哎啊！太麻煩了，就白水煮豆腐就好了，弄醬青就好了，你要吃三

餐的話，你就要想三餐要煮什麼這樣子，然後明天下山要買什麼，不要忘

記了，不然還要再多跑一趟，所以明天要買什麼、買什麼、買什麼，全部

都計畫好，所以也是很忙的。所以如果是自己閉關，沒有人護關，都把你

弄好的話，那你在裡面，真的是沒有什麼時間做功課，對不對？家庭主婦

就懂了嘛，你每天忙三餐，是不是就已經很忙了？還要打點，你還要打掃

還是什麼？如果你愛清潔的話，就更沒有時間了，明天要修窗戶，後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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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屋頂，忙不完的事情。 
  所以我們講到，禪宗為什麼它要這麼嚴格的規定說，你住山的條件就

是除非你開悟，因為開悟就沒有我了嘛，你不會為自己忙，每天吃什麼無

所謂的，只要能過活下去修行，這樣就 O.K.了，他不會像凡夫，一定要講

求生活的水準，不會的，因為他已經看破這個色身不是我，所以他就不會

為它忙碌，一定要吃什麼、還是要穿什麼，要住什麼樣的房子才可以，都

沒有，可以隨緣。南傳那些法師不是行腳，走到那裡、住到那裡，都住在

森林裡面，也沒有屋子啊，對不對？他就是一個有點像斗篷那樣子的，隨

身攜帶的，有點像大雨傘的樣子，也不是完全是雨傘，他們就是晚上就打

開，然後吊在樹上，在樹下就過了一宿，然後第二天再走，然後走到那裡、

就住在那裡、就睡在那裡，一個地方睡也不超過三天，因為怕開始對它產

生感情了，這個就是修解脫道，是走這樣的路，絕對不可以注重物質的享

受，所以只有開悟、破初參的人，他可以不講求生活的物質條件，再惡劣

的環境之下，他都可以仍然的不退道心，來精進修行，所以他才有住山的

資格。 
  第二關，「不破重關不閉關」，第二關是重關，不破重關不閉關，所以

他們閉關的條件就是破重關，八地菩薩。本參是初地菩薩，以別教來說，

別教的初地，本參就是開悟了嘛，那就是大乘的開悟來講，就是初地菩薩。

那破重關，就是八地菩薩才有閉關的資格。 
  第三關就是生死關，末後牢關，這個就是八地以上，一直到成佛最後

的那個關，叫做生死關，就是準備進去就不要活著出來，如果沒有成佛，

就不出來、就不要活著出來，就是抱定了這樣必死的決心，進入最後的生

死關，要到成佛才出關，這是禪宗的三關。 
  所以我們就知道，不是說學佛一發心這樣子，初學佛都是勇猛心很容

易發，很難持久，恆常心很難去維繫，所以很多一初學他就要閉關，然後

要專修啦，然後要什麼啦，這個發心是很好，可是可能都支持不了多久吧，

那我們也知道問題出在那裡。所以我們首先，你要發心去閉關很好，專修

也很好，你要先把正確的見地先建立好，然後實證的功夫也要有基本的功

夫這樣子，你在關房裡面才不會有障礙。 
  所以我們現在講回來，當時的西藏的情況就是這樣子，一個是理論派，

一個是實修派；一個落於空談，然後一個落於盲修瞎練。所以宗喀巴大師

就發心，希望造這一部論，所以就講到造論的緣起，就是因為教義混亂，

所以他希望能夠破邪顯正，來宏揚如來的聖教。修行的次第不清楚，我現

在就建立一個次第嚴明，完全正確、沒有錯誤的道路，讓你們修行人來走，

只要按照這個次第來修，就一定不會有問題，一定可以達到最後成佛的目

標。所以宗喀巴大師造這部論，他就是希望把理論跟實修，把它結合在一

起。我們之後再繼續學，就會看到它其實是一件事的，教跟證是一件事情，

你實證什麼東西，就是教理的部分，你把它落實就是實修了嘛，所以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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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同一件事？聞、思、修也是同一件事，對不對？你聽聞到什麼樣的教

理，然後如理的思惟，把它落實，就是修了。所以聞思修也是同一件事情，

教理跟修證是同一件事情，絕對不可以把它分開，這樣子就很圓滿的可以

實證所有的教理的部分，不會落於空談，或者是盲修瞎練。 
  所以宗喀巴大師就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因緣，造菩提道次第廣論，希望

能夠幫助修行人破除愚癡的蒙蔽，不再被愚癡蒙蔽，因為如果你見地不明

的話，就是知見立知是無明本嘛，你說了半天，結果只是在增長無明，因

為教理不明白，教義混亂，所以希望能夠不被愚癡所蒙蔽，希望能夠不墮

在空、有兩邊，因為只有中觀正見，才能夠不落入空有兩邊。也希望能夠

破除我執跟法執，因為我們知道，障礙我們不能夠成佛，最主要就是兩大

執著：以為有我，以為有法嘛，也希望能夠破除這兩種執著，那一定能夠

究竟圓滿成佛。也希望我們修行人，能夠具有辨別善惡的妙慧力，這樣我

們暇滿的人身才不會空過。宗喀巴大師最後就說，希望真正想要發心修學

的修行人，一定要很仔細的來聽他後面的開示，就是本論的所有的內容。 
  我們講到這裡，就是第一頁，現在我們書上是第三頁的這個偈頌，這

一篇的內容，我們到現在就介紹完了。包含了歸依禮敬的六個對象，還有

宗喀巴大師，他造論的緣起，還有希望達到什麼樣的目的，我們都介紹完

了。 
  我們剛才講說，這部論非常的圓滿殊勝的原因是什麼呢？我們就要講

到造論它有三個條件，這部論要造圓滿，需要有三個條件：第一個，就是

你造論的人，一定要很殊勝。我們怎麼知道他造論的人殊不殊勝呢？那我

們就要看他的出生，看他的學佛過程，看他修證的境界，還有他成就之後

怎麼樣去利益眾生，如果都很殊勝，我們就可以證明造論的人，他是很殊

勝的。還有，他論中所宣說的正法，也要是非常殊勝的才可以。第三個條

件，就是說的人跟聽的人，都要同樣的殊勝，才能夠相應。如果說法的人

具足條件，可是聽聞的人沒有具足條件，這個法不相應；或者是說法的人

不具足條件，但是聽聞法的人具足條件，這樣也不相應。只有當雙方，說

法跟聞法的人，同樣的具足了條件，這樣才能夠殊勝相應，而得到佛法的

利益。所以具足這三個條件，我們就可以說他造論非常圓滿，本論就是完

全具備這三個條件。 
  至於詳細內容，就是從明天開始詳細的介紹，我們明天就要介紹，為

什麼造論的人非常的殊勝？然後正法怎麼殊勝？就是都在後面會詳細的介

紹，現在只是一個大綱。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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