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廣論 

道前基礎 6(親近善士○1 )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前面我們已經介紹了聽聞的時候應該注意的事情，還有說法的法師應

該注意的條件，這個我們都介紹過了。應該怎麼聽聞都準備好了之後，那

說法的法師也知道應該具備什麼樣的條件，接下來就是正式的修行。 
  正式的修行，我們必須要先尋找一個老師，不然我們不知道怎麼修。

我想學佛修行，但是自己不知道怎麼下手，儘管自己偶爾會看看一些經論，

或者是跑跑道場，東聽聽、西聽聽，那可能是雜亂無章，就是也許沒有按

照次第來聽聞學習，然後看的經論可能也是小乘、大乘、金剛乘、顯教、

密教都看，有緣拿到那一本就看那一本，所以可能也是沒有辦法把它圓融

得很好。就是說除非你都可以契入，不管你今天看到那一本經論，你都可

以馬上契入它的境界，然後不管是那一乘，小乘、大乘、還是金剛乘的見

地，你看了之後，你都可以圓融在你的心裡面，然後不會產生任何的矛盾

衝突，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就比較沒有問題，因為到最後你也可以把它整理

出一個很圓滿的次第出來，那就是如果宿世善根深厚的，過去生就已經學

佛修行很多年的，他可以把它整理出來，因為他看多了，就知道怎麼把它

變成一套很完整的修行的次第。可是如果沒有這樣的能力的話，恐怕就是

初學者要依止一位善知識，然後很有次第的來學習，這樣才不會盲修瞎練，

自己盲修瞎練，或者是東跑跑、西跑跑，會耽誤很多的時間，或者是原地

打轉，就是進步得非常的緩慢，可能就是沒有依止一位具德的上師，然後

告訴你，當你有瓶頸的時候告訴你怎麼突破，然後告訴你現在的問題在那

裡，然後你下一步應該怎麼修，如果都沒有人指導的話，就會非常的緩慢。

就是說，如果我們想要快速成就的話，恐怕就是要依止一位好的上師，可

以節省很多的時間。但是那個也需要有善根、福德、跟因緣都具足，這三

個條件都具足的話，那比較容易遇到好的上師，因為有這樣的因緣嘛，聽

的話又會很相應，那就必須要有善根，可以聽得懂上師他在說什麼，然後

聽完馬上相應，回去又可以好好修，這個是要有福德、因緣。這樣子的話，

這三個條件都具足，這一世一定可以成就是毫無疑問的。不能夠成就的原

因很多，但是大概都不出這三個原因，有的是善根不夠，過去世種的善根

不夠，所以他這一世有的聽得懂、有的聽不懂，就是跟他的根性有關係，

根性就是過去生帶來的嘛，你過去生的善根如果種得很多的話，很深厚的

話，你這一世自然一聽就懂，沒有絲毫的障礙，好像在複習這樣子，那就

表示說你宿世已經修行了很長的時間，而且修得還不錯。福報就有關於我

們到底有沒有時間來修行，我知道這個法門很好，可是我太忙沒有時間修，

或者是我身心太亂沒有辦法修，有的人是有時間，但是他也是沒有辦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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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心來好好的修行，那個都是福報不夠，福德資糧過去累積得不夠。還要

加上好的因緣，就是這一世能夠碰到跟我們相應、好的上師。 
  好的上師到底要怎麼找？他需要具備什麼條件呢？一般來講的話，至

少他要有調伏自己的能力，調伏自己的能力就是以他的戒定慧三學來觀

察，他是不是已經圓滿了戒定慧三學？因為戒定慧三學就是揀別一個人他

到底是不是修行已經有一些成就了，就看他戒定慧三學圓不圓滿。首先觀

察他的戒律是不是清淨？他本身是小乘的師父、還是大乘的、還是金剛乘

的師父，因為不同的，他受的戒不一樣，他受什麼戒，他就是遵循那個戒

律的內容來持守。所以小乘的戒跟大乘還有密乘的，它是會有一些差別的，

我們要先看他是那一類的師父，才能夠觀察他戒律是不是持守得很好。如

果他是大乘菩薩道的師父的話，你就不可以拿那個小乘的戒律套在他的身

上，也許他沒有受比丘、比丘尼戒，所以你就不可以把小乘的比丘、比丘

尼戒套在他身上，說他這個不如法、那個不如法，那我們就造下了很深的

業障，毀謗法或者法師的業障，所以也是要很小心的觀察。不過一般來說

的話，為什麼持戒清淨非常重要呢？因為他自己要把戒律先持好，然後教

導眾生也把戒律持好，所以他等於是他弟子的榜樣，持戒的好榜樣，所以

他必須本身以身作則，因為身教重於言教嘛，你自己先做到了，比較會有

攝受力。而且他本身如果說他不是很強調戒律的重要，他自己本身戒律會

有穿缺，會有缺漏，然後他平常教導弟子在言談中間也不是很強調戒律的

重要的話，那就沒有符合這個條件，就變成說他自己沒有先做到，所以他

就沒有辦法成為弟子的好榜樣，然後平常他又不是很注重、很強調戒律的

重要，所以弟子就不會很注重戒律，不是很喜歡持戒。可是我們知道戒律

是一切修行的根本，它是定慧力的基礎，所以持戒如果持不好的話，就很

難得定，所以身心很躁動不安的，不是叫他修禪定，而是教他先持戒，因

為戒持得好的話自然就能夠得定，所以戒律是禪定跟智慧的基礎。所以戒

律持得好，他自然就很容易得定。 
  第二個條件就是定力，看這一位上師他定力好不好？有沒有定力怎麼

看呢？什麼叫定力？面對境界心不動，那個叫定力，他會不會隨著境界來

轉，會不會面對不同的境界，然後生起不同的情緒或者是煩惱。如果我們

看這位老師他情緒不是很穩定，就是情緒起伏很大，或者是很容易受到外

在境界，一有事情他就不行了，或者是心就動了，貪瞋癡的習氣很明顯，

這也不能完全這樣說，因為有些上師脾氣很壞，我們不能說他瞋心重，所

以還是要仔細的觀察，主要是看他，他發脾氣的時候，如果是為了利益眾

生，因為他可能會罵那個師兄，會喝斥，會很嚴厲，看起來好像在發脾氣，

可是他是在利益那個師兄也說不定，就是他的教育法是這樣子，那這種情

況除外，就是說他為了自身的利益，然後起了很強烈的貪、或者是瞋、或

者是陰晴不定，我們說喜怒無常，這樣子來形容比較容易了解，就是說他

的情緒好像不是這麼的穩定，那就說明一個人的定力，所以我們平常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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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定力好不好，也是看你還會不會鬧情緒，你只要還會鬧情緒，你就

沒有定力，懂嗎？鬧情緒的意思就是說，你很容易受到外在境界的干擾，

一有事情來你就不行了，那表示說你的心先動了，你的心會動就表示沒有

定力，你的心才會動，然後再隨著不同的事情引發不同的貪瞋癡，或者嫉

妒、傷害，起了不好的念頭，這些都是，只要你心動了，生了煩惱了，這

個都表示定力不夠。因為定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伏煩惱，一個人定力修得

好，就是說他的煩惱被伏住了，被什麼伏住？被定力伏住，所以只要他禪

定力好的話，他一定不會隨便鬧情緒的，為什麼？因為定力伏住那個煩惱

的種子，不讓它現行，你沒有那個定力伏住的話，那表示說你定力不好嘛，

所以才會生煩惱，然後才會鬧情緒，才會一天陰時多雲偶陣雨，一天好幾

個變化，一點點小的事情就……本來還在笑的，可能聽到一句話還是一個

動作，馬上脾氣就來了，那表示說絲毫都沒有定力的扶持。所以，我們觀

察這個上師有沒有定力，也是看他心容不容易動搖，被外境所動搖，看他

面對事情處理的態度就知道，是不是什麼事情來他都是如如不動？然後心

都沒有受到影響，不會隨便起情緒。 
  如果有戒律的攝持，再加上定力的功夫，才可能開發智慧。所以第三

個條件，智慧，也是非常的重要，這個智慧特別是指見空性的智慧，他如

果能夠開悟的話是最好，因為開悟的智慧就是解脫的智慧，明白無我的道

理，這個是最基本的，因為整個佛法就是要講一切法無我，可是你沒有見

空性的話，你就很難跳出我執的束縛，念念都有我，很難解脫，所以這個

時候持戒也是有一個我在持戒，修定也是有一個我在修定，你在行一切善

也沒有忘記有一個我在行善，所以變成這個功德都很小、很小，只有見空

性的人，他在行一切的……發菩提心也好，六度萬行也好，或者是在持戒、

修定，不管是什麼那一個，他心都不會著在修行的相上面，他行善心裡面

什麼都沒有，沒有我在行善，發菩提心也沒有覺得我很了不起，我可憐你

們我才發菩提心，都沒有那個我的觀念，所以這個無我的智慧是非常、非

常的重要，因為它關係到你能不能很快速的成就，或者是說，因為有「我

的」一切善行，就還在輪迴當中，就是人天果報而已嘛，它是永遠沒有辦

法解脫輪迴的。所以解脫輪迴的基本條件就是無我空性的智慧，所以你念

念有我的一切善行都是人天果報，只是福報而已，是不能夠出三界的。所

以這個空性的智慧，變成你想要解脫或者開悟、成佛的基本條件，一定是

建立在這個無我、空性的智慧的基礎上面，你才能夠去圓滿一切的解脫的

資糧加行，或者是開悟、成佛的資糧，福德資糧、智慧資糧，尤其大乘的，

尤其是大乘的，一定是要跟空性相應的，六度萬行還是十波羅蜜，一定都

是跟空性相應的，不然你忙了一輩子如果都是用「我」在修的話，這輩子

我跟你保證，絕對不會成就的，沒有絲毫的成就，因為你在修我嘛，解脫

三界都不可能，何況是成佛？成佛要出十法界，可是你三界六道都沒辦法

出，還有四聖法界當然更不可能，所以這個智慧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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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說到了三個條件，第四個條件，就是他最好也是要有通達無礙，

對三藏十二部都能夠通達無礙。通達無礙的意思不是說他三藏十二部全部

都要看完的意思，不是，是跟下面一個條件，這個實證的功夫有關。第五

個條件就是實證的功夫，第四個是教理通達，第五個要有實證的功夫，這

兩個有關係，所以我們一起講。就是說你要通達無礙，就是完全的了解三

藏十二部的內容，任何一本拿出來你都能夠講，你都看得懂，然後也能夠

講，這個就是一定要有實證的功夫才能夠做到，你不用全部看完，但是只

要你開悟，只要你明心見性，你就看得懂，因為所有的經論都是在講心性

的道理，那你明心見性表示說你已經見到你的心性了，所以一切的經論都

回歸到自心來講，所以你只要見到你的自性的話，你一切的經論就看得懂。

可是你帶著很強烈的我執跟法執去看一切經論的話，就通通沒辦法契入，

因為一切的經論也無非是告訴我們怎麼樣破除我跟法的執著，都是在講人

無我、法無我的道理，可是你有一個我，它就是沒辦法契入。所以沒有見

空性的上師的話，他就是看經論或者是他在說法的時候，也是依文解義比

較多，因為他自己沒有見性嘛，所以他就是只能按照經論上面的文字來講，

或者是只是背一些經論的內容，但是他沒有辦法契合，他的心沒有辦法跟

經論說的境界相契合，或者是說他沒有辦法契入經論裡面所說的境界。可

是一個有實證功夫的上師，他在說法的時候，他是先契入那個法當中，然

後才從那個境界當中說出來的，所以是不是他會有隔礙，跟那個只是明白

或者是博學強記，只是把那些經論的內容背下來，然後依文解義把它說出

來，它是有很大的距離。一個是在背書，一個是從他自證的境界當中說出

來的，所以它就是有這樣的差別。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找到這個又能夠教

理通達，又可以有實證功夫的上師的話，那就是我們的因緣非常的好。我

們剛才講要有三個條件，那就是因緣非常的好，能夠遇到好上師，我們這

一世就能夠成就得很快。我們剛才講的戒定慧，還有教理通達跟實證的功

夫，如果這個上師他都具備的話，他在教導弟子的時候，他是不是應該很

快就可以契入佛法的境界？因為他自己本身已經證到了，所以他就可以帶

領弟子很快的也圓滿戒定慧，還有教理通達跟實證的功夫，因為是明白人、

過來人，所以他要指導的話就是非常的便捷，非常的快速，這就說明為什

麼善知識需要這些條件。 
  第六個，就是德增上。就是我們找的老師一定要超過我們的嘛，如果

說他的程度還比我們差，或者跟我們差不多的話，我們跟他學習沒有辦法

進步的，所以第六個條件就是一定要比我們程度好的，這樣的一個上師我

們才依止他。 
  這幾個條件就是一個上師他自己本身需要具備的條件，可是他在度眾

生的時候，還需要另外四個條件來攝受眾生。 
  第一個，就是說法善巧。說法善巧是從那裡來的？就從剛剛那個教理

通達跟實證的功夫來的，他只要具備這兩個條件，他一定說法無礙。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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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他會隨不同的根性，弟子不同的根性，然後為他們宣說不同的法門，

而且每個人個性不一樣，還要用不同的方式，懂嗎？同一個法門還要用不

同的方式，不同的根性用不同的法門，同樣的法門還要用不同的方法，那

個比較作怪的，要用作怪的方法來制伏他這樣子。所以不管是什麼樣的根

性的弟子，上師都有能力、也有方法來調伏他，那個就是要有無礙的方便

善巧，才能夠最有效。說法善巧的意思就是說有效果啦，你教導了之後有

效果，能夠產生那個效果；如果不善巧的話，那可能效果就會打折扣，就

是沒有辦法發揮很好的效果，那就是可能他在表達方面不是很善巧，因為

還是有這樣子的，就是說他自己明白，但是他不會講、不會表達，可能語

言的障礙，可能是思惟邏輯過去沒有薰習，所以他不知道怎麼講，會講得

好像很片段，或者是那個思路不是很清晰，他會講得很片段，然後沒有辦

法連貫起來，可是他都知道，他心裡很明白，但是就是沒有辦法表達得百

分之百，至少也要八九十才可以。所以說得清楚明白，除非你自己證得到，

所以實證的功夫很重要，就是你自己做得到的事情，你已經做到了，所以

你就講得清楚，不管是要深講、淺講，長講還是短講，還是不長不短講，

就是都有辦法深入淺出，都能夠講得清楚，是因為你已經做到了，可以講

得清楚，然後再加上剛才講的教理通達，教理通達也很重要，因為它就是

成就我們的多聞，成就我們多聞，我們就可以用不同的方法或者是不同的

內容，因為三藏十二部所有的法教都在裡面，你如果成就多聞的話，你就

可以比較明白這個人你要用那一個部分來教導他，它是比較能夠有效果

的。所以我們就知道說法善巧，如果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教理通達跟實證

的功夫這樣的條件的話，說法善巧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除了他的宿世的根

性的關係，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因為有些他就是屬於那種木訥型的，他可

以很精進的修行，自己可以成就，可是他就是不善說，還是有這樣的根性，

那就是過去世他的薰習是這樣，他的根性是這樣子，也沒有關係，因為這

樣的人他只要是開悟、有成就的，他就是不說話，你常常去親近他，你還

是可以得到利益。我們現在很多新發明，有一個杯墊，你們家裡有嗎？只

要有一個杯墊你放一杯水上去，那個水分子就會改變，你們有沒有開始玩

這個？那你們太落後了，我家有！大分子可以變成小分子，只是一個杯墊，

它也可以放到飯裡面去煮，跟米一起煮，那個裡面的分子也會改變，你也

可以燒開水放進去，我開始教你們怎麼著相，然後怎麼樣燒開水，那個泡

出來的茶或者咖啡特別好喝，因為它會改變那個水分子，大分子變成小分

子，因為我們人體吸收如果是小分子的話，那個吸收很好，吸收力很好，

那個大的分子我們人體組織還有細胞的吸收比較不好。我是用這個來形

容，就是它可以改變那個分子物質的結構，它可以改變。我們親近那個開

悟的人，我們身上的細胞排列組合重組喔，會有這樣的效果，因為磁場不

一樣，他磁場特別好，所以我們常常去親近他，我們身上的細胞結構就開

始改變了，不好的那個慢慢排掉，也可以排毒喔，不好的貪瞋癡、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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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煩惱都慢慢的排掉，好的留下來。所以即使他不善說也沒有關係，我

們還是可以常常的親近他，從他那邊可以獲得很大的利益。我們就有這樣

的經驗，就是你去親近一位成就者，奇怪，本來心情很不好的，可是當你

離開他那邊，奇怪，怎麼心情變得很好，然後很輕鬆，有沒有？那個就是

因為磁場改變，身體的結構已經改變了，所以你就會覺得說心情特別的好，

這就是可以說明實證的功夫非常的重要，他在攝受弟子的方面，就是攝受

力非常強，他可能不需要講很多話，你只要常常接近他，你就知道應該要

好好的持戒，好好的修禪定，你跟他相處就是兩個人都不講話，你也覺得

說你好像入定了，有那種感覺，因為上師都在定中，所以你常常親近他，

你也覺得奇怪，我怎麼隨便坐就可以坐兩個鐘頭，然後腳都不會酸，我自

己在家裡坐半個鐘頭就不行了，腰酸背痛，這是有原因的。好，這是第一

個，在攝受眾生的時候，必須要說法善巧。 
  然後有悲愍心，所以第八個，就是有悲愍心。悲愍心怎麼看呢？我們

昨天有講過，看他有沒有對象的差別，在一個有悲愍心的上師的心中，一

切的弟子都是平等，一切眾生也是平等的，一切眾生平等，不是只有他的

弟子，有沒有皈依他，有沒有跟他那個都沒有差別，在他的眼裡都是一切

平等，有緣就說，有緣就度，心中沒有任何的執著，沒有說這個人我喜歡

他，他一來我就很歡喜，那個很討厭的，他一來我就心情不好，沒有這樣

的事情，誰都是一樣的，平等的救護，這就說明他有悲愍心，然後有悲愍

心他才能夠做到後面兩個，就是精進利他跟遠離厭患。精進利他就是你可

以觀察這個上師，他念念都是眾生，他平常想的、他心裡面想的事情都是

眾生的事情，他很少考慮到自己的事情，就是不會為自己考慮。凡夫是念

念為自己嘛，那上師是念念為眾生，所以可以從這邊就觀察出他是非常精

進在利他的。所以也是因為上師他不會考慮到自己，所以在旁邊照顧的人

就非常重要了，絕對不可以讓上師累到，因為他不會……他會忘記休息，

懂嗎？他會忙到忘記休息，然後把自己的身體弄壞了，等到生病就來不及

了，因為機器壞了，你再修也修不到原來的那個樣子，所以我們就要好好

的照顧師父，不要讓他太忙，行程不要排得太滿，課不要上得太多，好好

休息，但是也不能都不說法，都要說法，就是看上師的情況。因為年輕的

上師就比較沒關係，年輕力壯的，他體力比較好，很健康的，就給他排多

一點沒有關係，要看，如果上師年紀又大了，然後又一身的病，那可能就

是不能夠讓他太勞累。他生病了會忘記去看醫生的，因為他的念頭裡面是

沒有自己的，懂嗎？所以那個旁邊照顧的人就要趕快帶上師去看醫生，生

病要去看醫生，然後大家供養的東西，上師也是拿來就是要滿眾生願嘛，

把功德趕快迴向之後就趕快吞，供養藥就吞，供養什麼吃的也吞，所以他

的觀念裡面也沒有什麼合不合適這件事情，懂嗎？所以旁邊照顧的人就要

幫他過濾，那個不適合上師的，可能就功德迴向之後就不要讓上師什麼藥

都吞這樣子。這就說明一個有悲愍心的，是完全不會考慮到自己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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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這邊可以看出他是不是精進在利他，精進利他就是完全沒有自己，才

叫做完全精進的在利益眾生的上面，所以他的心心念念都是在這個上面的。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遠離厭患。這個我們昨天也講了，他不會因為時

間長、次數多、內容一直重複，他就很厭煩，不會，會非常有耐心，所以

從一個好的上師身上你也可以看到他不管怎麼忙、怎麼累，他都不會不耐

煩，也不會心情不好，沒這件事情，他就是全身痛完了，他也還是一樣可

以笑得很開心，所以也不知道他在痛這樣子，這個就是說明他可以遠離厭

患。 
  具足這十個條件的話，我們就知道他是一個好的上師，所以現在就知

道要怎麼樣去找一個好的上師。書上是說如果這十個條件如果沒有辦法全

部具足的話，那至少要有五個條件，就是戒定慧三學，因為這個就是說明

一個人，他一要定自己先成就，自己要先能夠調伏煩惱，然後才可以幫眾

生調伏煩惱，他如果戒定慧三學都不圓滿，他怎麼可能教導弟子戒定慧三

學圓滿？所以這個是基本條件。我們知道禪定是伏煩惱，智慧是斷煩惱，

斷煩惱要靠無我、空性的智慧來斷煩惱，煩惱的種子才能夠清淨，所以除

非上師他有伏煩惱的定力，有斷煩惱的慧力，他在教導眾生才可能讓弟子

能夠伏煩惱、斷煩惱，才可以，如果他自己都沒有修到，他當然沒有辦法

讓弟子也能夠證到，所以這三個是基本條件。第四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他最好是開悟的人，因為開悟的話，我們剛才講，他要教理通達很容易，

他成就多聞很快，因為經論拿來他就看得懂，所以他很快就可以成就多聞，

那要說法善巧也很容易，對不對？因為他有智慧嘛。第五個條件就是要有

悲愍心，有了悲愍心就是剛剛那兩個也有了，雖然他沒有說出來，可是你

一定會很精進在利他，因為悲心的菩薩一定都是念念為了眾生，為了利益

眾生，所以他一定會精進的利他，一定數數宣說不會疲累。所以雖然他說

了五個，也差不多都在裡面了，因為你有了這個五個，其他也都有了，這

是最基本、基本的，我們尋求一個善知識的條件就是至少要具備這五個條

件。 
  本論所謂的善知識就是能夠引導我們眾生從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

一直到圓滿成佛，都能夠做得到的這樣的一個條件才稱為善知識，就是他

可以引導我們從初學佛開始，教我們怎麼斷惡修善，有了人天果報，如果

人天果報還不夠的話，你想要解脫也可以，進一步教你解脫道，然後你想

開悟成佛，進一步上士道，所以能夠從初學佛一直到圓滿成佛都沒有問題，

可以引導弟子可以達到最後究竟圓滿成佛的目標，就是本論所謂的善知識

的條件是這樣子。除了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十個條件或五個條件是一定要具

足的以外，他引導的內容是什麼？就是整個廣論的內容，所以善知識是非

常、非常重要，在我們學佛修行的過程當中，因為不管你是那一個階段，

都需要上師的指導，你才能夠非常快速的成就，從世間的一切的圓滿，因

為善知識會告訴我們怎麼斷除十惡業、行十善業，所以你要求什麼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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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啊！世間的一切都在十善業裡面，你十善業都做到了，你想要求什麼

都有，功名、富貴、婚姻、事業統統有，好的子女，世間一切的安樂全部

都在十善業裡面，所以也要跟上師來學習，善知識會教導你怎麼正確地斷

除十惡業，怎麼正確地行十善業，然後它的內容是什麼。我們想要解脫的

話也是，善知識也可以教導我們怎麼解脫的方法，就是整個中士道的內容，

還有最後開悟成佛的上士道的內容。所以我們從初學一直到最後也都不能

夠遠離善知識，從人天福報到解脫、開悟成佛，都不能夠遠離善知識，這

就是善知識為什麼是我們修行的第一步，修行的根本就是親近善知識。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位好的上師，好的善知識，我們弟子是不是也要

具備一些什麼條件呢？上師有了，可是我不是具器的弟子，這樣也是一樣

沒有辦法成就，所以接下來我們就要介紹什麼是具器的弟子，是聞法的根

器。 
  第一個條件，就是心能夠正直，不分宗派。就是你心中沒有分別心，

我是修內觀禪的，你是修淨土的，你是修什麼的，沒有分，不管你今天修

學的是那一個宗派，那一個法門，對其他的法門一概沒有批評毀謗，沒有

排斥，這是第一個條件，好弟子應該具備的條件就是沒有分別宗派。有些

密教的聽到大圓滿，他就只有大圓滿，其他都沒有，其他都被排除在外了，

這個是著了大圓滿的相，我可以保證他一定沒有證到大圓滿，因為他的心

一點都不圓滿嘛，所謂的大圓滿就是無所不包，一切法都成就，那你這個

不行、那個排斥，那你就心不圓滿，所以你大圓滿也不可能成就。修任何

一個宗派都一樣，不管你今天修學那個法門，你就是不能夠執著這個法門，

然後排斥其他的，就是貪自瞋他，貪著自宗、瞋恚他宗，你這樣做會有什

麼過失呢？你第一個就是障礙自己成就多聞嘛，因為你這個排斥你就不聽

了，所以這個部分你就沒有辦法成就，那個批評毀謗，這個也別想聽了，

所以你是障礙自己成就多聞嘛。我們剛才說要教理通達，三藏十二部全部

圓融無礙在你的心中，可是你這個不喜歡，那個排斥、那個不要學，是障

礙自己成就而已啊，這是第一個過失。第二個過失，障礙自己成就禪定。

因為你每天都忙著分別嘛，分別這個好不好？怎麼樣、怎麼樣……，學一

個就分別一個，多學就多分別，多分別多執著，所以你的心就不能夠得禪

定，因為會去批評毀謗排斥其他的，都是說明你是分別執著心很重的人，

的修行人，分別執著很重，你才會去分別嘛，是不是？所以也可以說明那

個分別執著比較重的，他就是比較會去排斥其他，這個也是障礙自己，不

但障礙自己成就多聞，還障礙自己沒有辦法證得禪定。還有呢？很容易造

下不恭敬法跟法師的障礙，對不對？很容易造下毀謗法跟法師的業障，這

個就更嚴重了，因為你在批評毀謗的時候，你就不恭敬了嘛，你就一定是

毀謗法跟法師，所以這謗法的罪是最重的。所以怎麼檢查自己有沒有具備

這個條件呢？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做到心正直住、不墮黨類？就是我對各宗

各派的法跟法師都跟恭敬我的上師一樣的恭敬，這樣就 O.K.了嘛，是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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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管他是那一個教派、那一個教派道場，他說的是什麼教派的法，那一個

教派的法師，我們都同樣的恭敬，絕對不分別執著、批評毀謗、排斥，那

你就具備第一個條件，你就是好弟子的三分之一了。還有兩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是要有分辨正法、邪法的智慧力。因為我們剛剛說你

不要分別嘛，他就真的不分別，所以正法、邪法他也不分別了，相似法還

是佛法他也不分別了，你不是說不要分別、執著？我就統統都接收，這樣

對不對？那就沒有第二個條件，你沒有分別的智慧，這就變成說這個法師

善說不善說，說的是正道，正法還是邪法、還是相似法，你就弄不清楚啊。

所以變成有功德的善知識會被你因為沒有分別的智慧，變成說因為你老是

看他的過失，你就可能找他的毛病在那裡，可能在說邪法的那個師父，你

反而覺得好相應，因為你是外道根性，所以你一聽就相應，就說：說得好

嘛！然後帶很多人去聽，那就是沒有分辨的智慧。所以第二個條件更重要，

對不對？你必須要有智慧來分別是不是正法？如果沒有分別的智慧會有什

麼後果？你這一世就不要想要解脫了，對不對？因為他說的不是無我空性

的道理，所以你今天跟著他，跟他一輩子，那你一輩子就被耽誤了，而且

還種下了很多邪法的種子，邪知、邪見的種子，那不知道到那一世碰到善

知識然後你才轉得過來，這一流轉生死就不曉得幾世過去，就是你會錯很

久，懂嗎？不是現在這一世錯而已，一直錯到你那一天聽聞正法，然後糾

正過來為止，那還要有宿世善根深厚才可以，還要有好的因緣才可以，還

要有福報才行，要不然還沒有這樣的因緣。所以，我們就是有分辨的智慧

就非常、非常重要，要不然我們這一世就會暇滿人生空過，不但沒有解脫、

沒有開悟、沒有成佛，而且還種了很多邪法的種子在我們八識田裡面，所

以第二個條件也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個條件，就是對佛法要有廣大的希求心。我現在雖然接觸的是這

個部分，但是我發願要徧學一切法，最好是發願三藏十二部、大藏經全部

看完，先發願沒有關係嘛，好不好？就表示你有廣大的希求心，這廣大希

求心關係到什麼呢？就是有一天成就，你可不可以有無量的善巧方便嘛，

因為你有廣大的希求心你才想要發願徧學一切法，然後成就一切法，在你

度眾生的時候，你才能夠有無量的善巧方便，你如果只會一個，那他不要

這個，你就沒輒了。你只會念佛，那我不喜歡念佛，怎麼辦？沒門兒！沒

辦法！我也沒辦法，因為我只會念佛，對不對？所以廣大的希求心也非常

重要。希求心怎麼看呢？就是看你有沒有興趣嘛，那邊在講經，你有沒有

興趣去聽，還是說你只有興趣聽你跟你現在修這個有關係的，跟你現在修

這個沒關係的，你就一概……反正跟我現在修的沒關係，我幹嘛去聽？那

就表示你沒有希求心，你對佛法沒有希求心。然後你只抓住佛法很小、很

小的那一部分，其他的你都忽略掉了，因為你只修你相應的那個法門，只

聽有關這個法門的經論，其他的一概排除在外。所以，怎麼檢查我自己對

佛法有沒有廣大的希求心呢？就看嘛，就看你對其他的還有沒有興趣？還

道前基礎 6  親近善士○1  9



有沒有興趣去修學？有沒有發心去成就多聞，廣學多聞？如果有的話，就

符合這個條件。 
  這三個條件都具備了，你就是一個具器的弟子，是具足聞法的弟子，

善知識也會很喜歡教導你，也是因為你是具器的弟子，所以碰到好的善知

識之後，應該是都能夠在這一世可以成就。希望各位都發願，能夠早日遇

到好的上師，早日讓自己圓滿具足做弟子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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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