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廣論 

道前基礎 8(親近善士○3 )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昨天介紹，以什麼樣的心來親近善知識。今天就說明，以什麼實

際的行動來供養、承事善知識。 
  有三個主要的內容： 
  第一個，就是財物供養。恆常以最難布施的內身外財，來供養善知識。

恆常，就是說很長時間，不是偶爾一、兩次。最難布施的，什麼最難？生

命最難，內身的意思，就是說你這個色身的生命，你可不可以把你的生命

供養給你的上師？你可不可以完全信賴他、依止他？我的生命都可以供養

給你了，所以沒有什麼其他不能夠供養的，因為眾生就是最愛命嘛，如果

我們連生命都可以供養上師的話，它有什麼好處？你如果對身體已經不執

著了，你就可以去除貪嘛，對不對？一切的貪都是由這個色身來的，我們

喜歡吃什麼、看什麼、喜歡聽什麼，都是為了色身的享受，不是嗎？那我

這個身體都可以捨棄了，由身體而引發的一切貪全部平息了，我執著這個

色身是我，那我現在色身可以供養的話，我對我身體的執著，還有包含這

個我執，因為我執雖然它是一個概念，可是它是因這個色身而起的，所以

一個弟子如果能生命都可以棄捨的話，都可以供養給上師，完全沒有貪著

的話，它是去貪最快，斷我執最快，積聚資糧最快。為什麼積聚資糧最快？

因為供養上師，就等於供養十方三世一切諸佛，功德不可思議，所以積聚

資糧最快。它為什麼會這樣子說呢？實際上是成就弟子嘛，對不對？上師

要你的命幹嘛，他又不能幹什麼。上師他本身都不貪著財物，他要你那麼

多財物幹嘛？所以也無非就是要成就弟子的功德，然後幫助弟子調伏煩

惱、去除貪執、累積資糧而說的法教，是針對弟子能夠快速成就所做的第

一個要求，就是財物供養，最難捨的內身還有外財，因為你身體都可以供

養了，你身外之物當然 O.K.、沒有問題，不會有任何的貪著。 
  第二個，是身語的承事。身的承事，還有語的承事。身的承事，就包

括了一切對上師，譬如說幫他沐浴、按摩，生病的話，隨時在旁邊照顧等

等的，廣義的來說，就是一個侍者，一個侍者要做的事情，弟子都可以做，

隨時事奉在上師的左右，看上師需要什麼，我們就在旁邊照顧他，因為有

時候上師是年紀太大了，或者是身體不好的時候，生病的時候，都需要我

們去照顧他的身體。所以身的承事，指的是怎麼樣去照顧上師的身體，這

方面來講，其實它範圍也是非常的廣。就是說，做弟子的要把上師的身體

照顧好，就是這一句話就對了，看他需要什麼，就把他照顧好，色身方面

的需要都是屬於身的承事。語的承事，就是要如實讚歎上師的功德，因為

我們經常憶念上師有哪一些功德，所以一有機會，我們就會讚歎，但是要

道前基礎 8  親近善士○3  1



如實的讚歎，不是說一些虛假的話幫上師宣傳，不需要，只是如實的讚歎，

你是很誠心，從你發自內心，真心的如實讚歎，因為這樣子才有語業的功

德，就是累積我們弟子語業的功德。剛才照顧師父的身體，是累績身業的

功德。意業的功德，我們昨天已經講完，以什麼樣的心來親近依止善知識？

恭敬心、信心，還有隨念上師的恩德，起敬重的心，這等等的心，就是意

業的供養，也是累積我們弟子意業方面的功德。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是依教修行。依照善知識的教導來修行，這個是三種供養承

事裡面，最最最重要的。你說我沒有錢，那我是不是不可以護持師父，不

是的，你只要好好修行，上師最喜歡看到你好好修行，所以三種承事供養

裡面，依教修行是最殊勝的，也是上師最歡喜看到的，上師最歡喜看到弟

子成就，那我們弟子接受上師這麼多的教導，那個恩德怎麼報答？依教修

行是最好報答上師教導的恩德，最好的方式，所以這三種供養裡面，依教

修行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隨順上師的教導來修行，那是不是一切上師所有要求我們做

的，我們全部都要做到？是不是要這樣子？是啊？他如果有不如法的，敎

我們違犯戒律的，這時候要不要隨順？點頭的，要不要隨順？要？真是好

弟子，乖弟子，上師說什麼都 O.K.囉，他如果有違反佛法的義理，違背戒

律的內容，這個時候要不要隨順？搖頭了，要不要隨順？都不要啦？馬上

不聽話！也許上師看到的，我們沒看到？說得好！這樣分囉，看是凡夫境

界，還是菩薩境界，對不對？所以兩個答案都對，如果上師是菩薩，不是

凡夫，他已經是見空性的，他做的一切示現可能就是教導弟子的方便，這

樣而已；弟子，也是不得了的大弟子，不是普通的大弟子，這個時候可以

看起來他好像是做一些不如法的，或者是違背戒律的，我們讀過菩薩戒就

知道了，什麼樣的情況之下是沒有犯的什麼時候？只要你是以慈悲心、清

淨心，利用種種的善巧方便來調伏弟子的時候，就是你藉著這個，看起來

好像是違背戒律的這樣的一種方式，目的就是要調伏弟子的煩惱，或者是

他的習氣，或者是對他的修行，因為他太執著了嘛，你為了要破他那個執

著，可能就會做一些看起來好像是違反戒律的事情，實際上是要破弟子的

執著，那就要看上師當下做這樣的要求，是不是在清淨心跟慈悲心的大前

提之下？因為在這樣的一個大前提，如果上師又是開悟見空性的，那就更

沒有問題，因為他是在空性的智慧的當下，生起的善巧方便，然後來調伏

弟子的煩惱、習氣，或者是破除他的執著，所以菩薩戒上說，這樣的大前

提之下，你可以殺生、偷盜、邪婬、還有四種妄語、離間、惡語、綺語統

統不算犯戒，不但沒有破戒的過失，還有功德，這是菩薩戒上面講的。所

以要看情況，那如果不是這樣的情況，除了我們剛才講的這個之外，一般

的情況就不可以隨順，懂嗎？因為我們可能親近了半天，他不是善知識，

結果我們就一起造業，到時候一起墮地獄，相牽入火坑。所以，當我們發

現上師的要求是不合乎佛法的義理，違背戒律的內容的時候，就不可以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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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不可以答應上師，然後沒有做到，你要說明為什麼自己做不到的理由，

你可以說戒律上說的，還是什麼，說明你為什麼沒有辦法做到的理由，千

萬不可以答應之後，然後沒有做。 
  我們親近一段時間，萬一發現他不是善知識，怎麼辦？他是惡知識，

怎麼辦？趕快跑嘛，我們靜靜地趕快離開就好了，要不要輕視他？要不要

毀謗他？要不要不恭敬他？不要，對不對？這樣我們才不會造下不恭敬，

輕視毀謗的業障，只要離開就好，你發覺不對，不如法，他都是做一些違

反戒律的事情，然後又要求我們這樣做，所以我們就離開就好，千萬不要

隨順。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弟子能不能成就，就是看他親近依

止善知識，他是什麼心態？心態我們昨天已經講過了，除了那些都需要，

我們說一般世俗凡夫的心，因為有一些，他是貪著、執著這個上師，他才

去親近他的，這個就會有問題，懂嗎？時間久了就會有問題，因為他不是

為佛法親近善知識的。所以我們的大前提，就是你親近依止善知識，你一

定是要聽經聞法，學佛修行，為了法來依止善知識，沒有個人的雜染，沒

有任何不清淨的雜染，雜染就是包含我們剛才講的貪著，貪愛、執著，所

以他的心都用在上師的身上，整天在上師的身上打轉，上師怎麼樣，今天

怎樣、明天怎樣，他都沒有在佛法上用心，是在師父的身上用心，用他的

凡夫，有分別執著的心，這個就會產生很多、很多的過失，那弟子這樣來

親近依止善知識，也不可能有任何的成就，反而容易造下一些業障，因為

他隨順他的貪瞋癡，所以他一定會造下很多的惡業，因為不善依止的惡業，

這個也是要很注意的。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親近善知識，要多久親近他一次？書上說親近善

知識很重要，所以我就天天黏著他，是不是這樣子？還是我久久才去見他

一次？因為每次見他，他就要問我說，最近修得好不好啦？然後功課有沒

有做？所以我都沒有好好修，功課也沒有做，所以我就怕見上師，就不敢

去，到最後這個弟子就消失不見了，因為他不好意思，因為沒有修，沒有

好好修，他就躲起來了。所以我們如果時間太長，變成說沒有那個督促的

力量，也不適合，我們容易在修行上產生懈怠，放逸、懈怠什麼都來了，

煩惱又開始生起來了。所以什麼樣的時間的長短，多久來親近善知識一次

最恰當呢？時間不要太長，又不可以太頻繁，把師父弄得很勞累，整天就

應付你就好了，其他事都不要做，那會把上師弄得很累，如果他弟子又多，

那整天就是弟子當中都擺不平，沒辦法、也沒有時間、也沒有精神來弘法，

那有時候師父還要寫書，也沒有時間寫書，沒有時間上課，也沒有時間弘

法，統統沒有時間，整天就是應付這些弟子就好了，所以這樣也是不恰當

的。所以，每個人親近的時間可能會不一樣，情況會不一樣，反正是以我

們不會心生懈怠，然後又不會讓上師太勞累，這樣的情況之下來決定我們

多久親近善知識一次，快不行了，看自己快不行了，就趕快去見上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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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加油、打氣、鼓勵、加持一下，回去又可以好好地修行，快不行了，

又趕快去見上師，所以每個人自己來決定時間的長短，最合適的情況。 
  這是說我們怎麼以實際的行動來親近善知識的內容，如果我們都可以

做到這三種供養、承事的話，就是財物供養、身語承事、還有依教修行的

話，就能夠產生依止善知識殊勝的利益。有七個殊勝的利益，我們如法親

近，這些都做到的話。 
  第一個，很快就可以成佛了，對不對？因為依教修行，善知識就是教

我們怎麼成佛的方法，很簡單，不管他是哪一個宗派，最後一定是要究竟

圓滿成佛的，我們學的是這個法教，那當然是只要我們好好地修行，按照

剛才講的，累積資糧最快，只要你恭敬、供養、承事，累積資糧最快，所

以我們按照道理來講，理論來推的話，應該是很快就能夠成佛才對，這是

第一個。 
  第二個，諸佛見了，會不會很歡喜？諸佛歡喜，哎呀！這麼一個好弟

子，太好了！ 
  第三個，生生世世都不會遠離善知識，也不會缺少善知識。生生世世

都不會缺少、不會遠離善知識，因為你都是如理如法去親近依止善知識的，

所以果報你生生世世都會碰到善知識，生生世世都不會遠離善知識，因為

我們的成就就是靠善知識的教導來的，所以變成說我們生生世世都能夠成

就，都能夠有很好的成就。所以我們也會知道說為什麼很多師兄，他想要

學佛修行，但是碰不到好的老師，我們現在就知道為什麼了，因為他過去

生都不跟善知識結緣嘛，也不好好的親近依止，要不然就是不如法、不善

的依止，所以他想要找一個好老師，變得非常的困難，因為沒有結緣，這

是第三個殊勝的利益。 
  第四個，一定不會墮惡趣。因為我們依教修行，善知識說哪些、哪些

要斷的惡不要做，依教修行，就斷除一切的惡，不造當然就不會墮惡趣，

因為惡業才會墮惡趣，你只要止息一切的惡，當然就不會墮惡道。 
  第五個，你曾經所造的惡業，還有生起的煩惱，應該成熟的果報，不

容易成熟。我們無量劫以來所作的惡業，果報不容易成熟，煩惱熾盛沒有

關係，果報不容易成熟，為什麼？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因為恭敬、供養、

承事善知識的功德很大，就等於是供養、承事三世一切諸佛，因為這麼大

的功德力，讓你過去無量劫以來的惡業還有煩惱所引生的果報，不容易在

這一世成熟，就是因為你如法親近依止善知識的功德來的。 
  第六，就能夠善護菩薩的戒律，行一切的菩薩行。這也是跟善知識所

聽聞的菩薩戒的內容，你就知道怎麼樣正確地來依止菩薩戒，所以你行的

一定是菩薩道，絕對不會違背菩薩的律儀。 
  第七，你這一世一切的安樂，還有究竟成佛的安樂，都能夠如願達成。

這沒有問題嘛，這一世的安樂，你行一切善所得的果報，將來成佛，也是

你依教修行，一定能夠如願的達成，或者是即身成佛，這一世就可以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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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世就可以成就。怎麼來的？就是剛才講的，依教修行，供養來的，所

以一切的利益安樂，不管是這一世的，還是將來成佛的究竟的安樂，都能

夠如願達成。 
  這七個，就是我們依止善知識殊勝的利益。 
  還有，因為這個功德很殊勝、很大，所以我們將來世應該墮惡趣所受

的那個大苦，能夠在這一世，只是身體不舒服、頭痛一下、生個病，或者

心情很煩悶、很憂惱，就報掉了。或者是你作惡夢，在夢中受一些苦，在

夢中作惡夢，恐懼、害怕，然後覺得很苦，那個就報掉了。昨天還有一位

師姊來問我說，她拜懺的時候作惡夢，到底是為什麼？我就跟她說，那個

是消業障的夢，因為她拜懺，那個業障慢慢地在消，所以她會作一些惡夢，

然後在夢中所受的那些，就是等於在受報，本來將來要墮惡趣的苦，在這

一世就只是一點點的小苦，就已經報完了。那我們現在講的，親近善知識

的殊勝的利益，也同樣有消業障的利益，因為功德很大，它可以幫助我們

消業障，在這一世就可以把過去的這些惡報，全部都一一可以報完，也是

重報輕受的一種情況，所以我們就知道，供養、承事善知識的功德不可思

議。 
  經上說，我們供養、承事善知識半天的功德善根，勝過供養、承事無

量諸佛的善根功德，半天而已喔，你就知道那個功德有多大了，多麼殊勝！

因為我們這一世弟子要成就，完全就是依止上師，所以上師等於是讓我們

成就的根本，所以我們對他如法的恭敬、供養、承事的話，我們這一世就

能夠快速地成就，因為消業障最快，累積資糧最快，還能夠自利利他，自

己成就自利，剛才講的那些七個殊勝的功德，還有消業障、累積資糧最快，

這個都是自利。那怎麼利他呢？因為你不再造一切惡，你週遭的人都不會

倍感威脅，不會讓自己或者是別人心生憂惱，因為還會造惡業的人，旁邊

的人看了也都是搖頭歎息，然後會為你擔心，會讓週遭的人因為跟你相處

生煩惱，那你現在讓自己也讓週遭的人不會心生憂惱，而且你又同時可以

行一切善，身口意都是善行，週遭的人見了很歡喜，你還可以進一步來幫

助他們，所以又可以利他。從最消極的不讓他們生煩惱，到積極的用佛法

來幫助他們，你也可以說給他們聽，然後讓他們也成就，如果你有這樣的

修行力的話。所以不但自利，還可以利他。 
  以上所介紹的，就是依止善知識殊勝的利益。 
  我們依止善知識，最怕就是不善依止，就是依止得不如法，你按照你

的意思，你認為這樣子好，你就這樣子去做，可是不一定是合乎書上所說

的，經論所說的內容，你只是依照自己的意思，你可能還是凡夫，你可能

還有煩惱，你可能還有分別執著，整天在打妄想，所以你的方式不一定適

合、不一定恰當、也不一定如法。那最嚴重的，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因為

他依止的心不清淨，有些雜染，所以就更容易……師父讓他不高興，講說

他兩句，他就不高興，我們昨天講的，回去就不修法了，然後我也不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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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開始鬧脾氣、鬧情緒了，可能就因此不恭敬，或者輕視毀謗他的上

師。所以，所謂的不善依止的意思，就是說你帶著分別、執著、煩惱，然

後來依止上師，所造的所有的過失，都是不善依止的過失，尤其以輕視、

毀謗上師最為嚴重。 
  毀謗上師會有什麼果報呢？它會讓我們在這一世生怪病，醫生怎麼

check 都 check 不出來的，不曉得什麼怪病，一般的病當然也會生，尤其是

怪病，那個我們就說業障，就是這個業障，還有什麼業障？曾經不恭敬、

輕視毀謗上師的業障現前了，所以他就生病了。或者是，大家一起吃飯，

人家都好好，可是他食物中毒；坐飛機就遇到空難，坐船遇到海難，爬山

山難；不然就是到荒郊野外被毒蛇咬；不然就是碰到颱風、地震、海嘯，

然後沒命了，它都有原因的，懂嗎？都有它的業因的，因為毀謗上師的業

最重，一切的業裡面，毀謗上師的業最重，所以這些事情他都會碰到的。

還有，不然就是著魔，被什麼鬼魅附身，都是毀謗上師的業障，讓他的身

心長時間受到這些邪靈精怪的侵擾，然後最後沒有命了，喪命，這是這一

世會感得果報，下一世就是金剛地獄跟無間地獄等著你囉，經無量劫，受

無量的大苦，這個就是將來世我們所會受的果報。所以我們在任何的情況

之下，千萬不要毀謗上師，讓上師的身心不安，因為毀謗上師，就等於毀

謗三世一切諸佛，所以它的業會這麼重。 
  你輕視上師，也等於輕視一切諸佛，所以業障也很重，但是沒有毀謗

的這麼重，它會有什麼果報呢？當小狗狗，一百世生為狗類，那一定是很

慘的狗嘛，不是那種寵物的狗，那個很享受的，現在還有狗的 spa，你們知

道嗎？按摩、spa，台灣有，最高級的五星級的享受，全套的，還有設計各

種的衣服，梳不同的髮型，牠們也有，不同的造型，然後要配什麼，還有

出門要帶一大包怎麼伺候狗的東西。哪一天死了，主人很傷心，國外有嘛，

要重新造一個基因，用牠的基因再複製一個跟牠原來一模一樣的狗，國外

已經有，他太懷念他死去的寵物了，他最親愛的寵物，怎麼辦呢？就是做

一個一模一樣的。目前也有狗的墳墓，牠們也是有骨灰塔，狗的骨灰塔，

已經有了，就是你懷念你的狗狗，也是看你要多久去拜牠一次，也是要上

香，很多玩具、狗的骨頭，還有牠的飼料，全部去探望牠的時候，還是供

在那裡，然後上面是一個小的裡面，有他最心愛的狗狗的照片在前面。可

是，我們現在輕視毀謗上師的弟子，生為狗類一定不是這一類，可能是流

浪狗，有一餐、沒一餐的，到哪邊都不受歡迎，都被人家趕走的，要在外

面吹風、淋雨、曬太陽的，滿身皮膚病的，毛都快掉光的，這麼悽慘的狗，

一百世喔，死了再當狗，一百世。可以再生為人，也是貧窮下賤的種姓，

如果能夠投胎做人的話，也是那種最窮的、最苦的、最下賤的種姓，會有

這樣的果報。所以我們也是任何情況之下，也不要輕易的不恭敬，或者是

輕視我們的上師。那我們怎麼檢查我們還有沒有輕視？怎麼檢查？我們說

要有恭敬心，就是你的什麼心調伏了以後才有恭敬？慢心，就看你還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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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慢心，你會不會上師講什麼，你心裡還不服氣，然後還有自己的意見，

那就是貢高我慢的表現，你還有意見嘛，那就不恭敬才有意見，你恭敬怎

麼會有意見？對不對？就看我們還有沒有慢心。然後上師講的話，有沒有

好好地聽？上師所教的法，有沒有好好地修？這樣就可以檢查自己還有沒

有一點點的不恭敬，還是輕視上師的心。因為你完全對上師有信心、恭敬

的話，他應該教的法，你會好好地修，他說一定是利益你的話，為了你好

的話，那你一定會接受，不會心裡面嘀咕。 
  接下來，我們要講的，就是他如果不是善知識，我們前面講說要親近

善知識的重要，它有什麼利益，如果不善依止的話，它有什麼樣的果報，

有什麼樣的過失。萬一你親近不善知識，或者是罪惡友的話，它會讓我們

沒有生起的功德很難生起，生起的功德很容易退失。所以經上比喻，惡知

識或者是罪惡友就好像毒樹一樣，有毒的樹，從樹根、樹幹到樹葉都是毒

的，連它吹的風都是毒的，罪惡友也是同樣的，所以我們跟他相處的話，

等於是說讓我們的功德一直一直在退，因為跟他一起的話，大部分是造業

比較多。那什麼是罪惡友的條件呢？我們怎麼知道他是不是罪惡友？那就

是看他有沒有不恭敬，或甚至毀謗三寶？有沒有吝嗇小氣？捨不得布施？

從來不布施的，你布施他還在旁邊消遣你，「哈！傻瓜一個！」還有，就是

他說的都是妄語、離間語，在你面前不是打妄語，就是專門說一些挑撥離

間的話，所以你跟他相處，一定是功德一直在退失，一直在造惡業，所以

果報一定是墮惡道，然後他會勾引我們的貪瞋癡起來，因為他都是告訴你

要怎麼樣為自己著想，怎麼樣獲得現世的利益，所以你跟他相處，常常聽

聽聽，你那個貪瞋癡越來越強。所以書上也是有另外一個比喻，就是好比

醉象，他比醉象還要可怕，因為喝醉的大象就是狂奔，然後可能就是把你

撞死，或者把你踩死，那就是犧牲我們的生命而已，可是罪惡友不只是犧

牲我們的生命，會讓我們喪命，因為可能一起去造惡業，然後到最後命也

丟了，而且最嚴重的是，他會傷害我們的法身慧命，所以他的過失比醉象

還要可怕，死後一定會墮惡道。所以你經常跟這樣的人在一起，別人看你，

也以為你跟他是同黨的、同類的，也會讓我們惡名昭彰，就好像把毒的箭

放在一個袋子裡面，那個袋子也跟著都毒掉了，這個毒箭不管放在哪裡都

是毒的，用這個來比喻你跟惡知識相處的話，你也會受到他的感染，無形

中會受到感染。那既然這麼可怕，我們是不是就要躲他躲得遠遠的？不要

睬他，當然嘛，對不對？那你就心中棄捨他，是不是沒有菩提心？怎麼辦？

自己成就以後，發願度他，所以我們心裡面並沒有捨棄他，只是我們還沒

有成就嘛，我們自己也還不穩，對三寶的信心也還不堅固，那你常常聽他

毀謗三寶，慢慢、慢慢的，你也會退失你的信心，所以我們只是暫時遠離

就好，希望將來能夠度他，等我們比較穩定了，或是有一些小成就了，我

們再回過來度他，所以心中並沒有棄捨他，只是暫時遠離，這樣我們就不

會違背了菩薩的精神，慈悲的精神，也沒有忘失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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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親近善知識的部分，我們就已經介紹完了。我們最害怕的就是不

善依止，它會讓我們剛才講過的，你曾經依止善知識的功德很快就退失，

沒有生起的功德很難生起，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如理如法的來親近依止善知

識，就像我們前面的課堂所介紹的，儘量去把它作圓滿來。所以我們親近

善知識，不是偶爾親近一、兩次就夠了，要恆常的，一直到我們成就為止，

都要永遠不遠離善知識，要經常的去親近依止他。所以很多學佛修行時間

很長的人，我們看他如如不動，如如不動這個時候形容就不是很好的意思

囉，就是說他的習氣、煩惱都沒有什麼？不管他修行了多久，可是他脾氣

還是很壞，他原來的那些毛病都有，一個都沒有改啊，習氣、煩惱可能某

些方面還更嚴重，不但沒有少，還更嚴重，那我們就要知道他的問題到底

出在哪裡？我們現在是聽聞、親近善知識的這個部分，那他可能就是在這

個部分出了什麼差錯，他可能不知道親近善知識的重要性，也有可能，因

為還是有很多學佛修行，他是打游擊，這邊聽一點、那邊聽一點，東抓西

抓，就是沒有一個固定的上師，所以學佛也沒有什麼次第，可能自己看看

書當作消遣，因為平常很忙，有空閒的時候就是看看經書，他也覺得很好

嘛，看了很歡喜，所以他也很喜歡看。或者上上網，來看看有什麼資訊，

或者是你們佛法到底講什麼，這個師父怎麼講，那個師父怎麼講，來看一

看。所以還是有很多師兄，他不明白親近善知識的重要性，可是我們現在

都明白了，因為理論我們都聽完了，都知道它很重要。所以你沒有時常去

親近善知識，當然你的煩惱、習氣就沒有人去點醒你，或者是教導你，或

者是提醒你，所以你就很難改。我們如果親近一位很嚴厲的上師的話，你

這些煩惱、習氣改得很快，為什麼？他一見到你就罵，要求得很嚴格，你

想要偷懶一下都不行，實際上這樣子我們要改毛病最快，就是要找個很嚴

格的老師來好好地教導我們，可是我們也要有那個勇氣，然後自己下定決

心，怎麼罵也罵不跑，打也打不跑才可以，如果你有發願，我這一世一定

要成就，而且要快快成就，你就趕快去找一個好的老師，告訴他說：「請師

父慈悲開示，告訴我我的毛病在哪裡？我趕快改。」這樣最快，這樣是不

是最快？因為你可能定力也不夠，也沒有智慧的觀照力，你自己什麼毛病，

你自己也看不見，不是旁觀者清，看別人都是看得很清楚？自己看自己看

不清楚嘛，所以叫上師法眼、慧眼、還是佛眼，好好觀一觀，我們最大的

問題到底在哪裡？我修行最大的障礙在哪裡？直接從那邊破，不是更快

嗎？所以他的問題可能就出在他不知道依止善知識的重要。 
  第二種情況，就是他雖然知道，但是，就是犯了我們剛才講的，不善

依止的過失，他用他自己的方式來親近師父，所以就造下很多的過失，他

自己不知道，或者是知道，還是自己對嘛，當然是上師錯，所以他也不知

道要懺悔，也沒有起防護不要再造的心，因此他的煩惱、習氣也是很難斷、

很難轉。所以，如果我們過去，現在可能是應該不會再犯了，講到這裡，

大家一定是決定不要再犯，我一定要如法的依止善知識，可是過去，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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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來，有啦，有一點點不恭敬，有一點點小輕視啦，如果我們發現過

去已經造的，那怎麼辦呢？我們就要趕快懺，趕快生起至誠懺悔的心，然

後發起防護不要再造的心，第二個。第三個，要盡力讓自己成為具器的弟

子，自己是好的弟子的條件，那五個條件要具備。第四個，多多思惟上師

的功德。第五個，努力的積集資糧。第六個，發廣大願，希望生生世世，

一直到證得無上菩提為止，永遠為善知識所攝受。就是生生世世都不遠離

善知識，都不會缺少善知識，發這樣的願，那你就很穩當了，對不對？變

成說你從現在到成佛，這中間永遠都有善知識，所以你這一世不成就，下

一世還會碰到善知識繼續，還不成就，生生世世都永遠有善知識的攝受，

就等於說你從現在到成佛都非常穩當，你快速成佛當然很好，如果沒有的

話，也沒有關係，因為你還會再碰到好的上師，然後繼續地教導你，一直

到你成就為止，這就是我們要發這樣的願。相信這樣的話，我們應該很快

的就可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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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前基礎 8  親近善士○3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