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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廣論 

上士道 1 
（發菩提心）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前面已經介紹了中士道。 
  大家都知道中士道是解脫道，解脫就是解脫三界，從六道當中跳出輪

迴。修完解脫道，是不是我們的修行就結束了呢？因為很多人覺得說娑婆

世界太苦，我發誓不要再來了，因為太辛苦，所以像這一類的發心，他可

能就是修完解脫道，他的修行就到此為止，就不願意再繼續。 
  可是，佛陀祂教導我們中士道，就是解脫道的目的是什麼呢？是希望

每個人都解脫就好了呢？還是怎麼樣？什麼才是佛陀的本懷？佛為什麼教

導我們中士道？只是希望眾生解脫就好了嗎？當然不是這樣子就夠了！佛

教導解脫道，是為了能夠很順利的進入上士道，就是很順利的能夠發菩提

心，而且能夠真實的利益眾生，為了這個目的，就必須要修解脫道，也就

是中士道，它是上士道的基礎。有了這個基礎之後，你就能夠很順利的就

進入大乘，不會有絲毫的障礙；那也能夠從此以後發菩提心，行六度，真

實的利益眾生。這個是佛陀為什麼教導我們中士道的目的，是為了能夠很

順利的進入上士道，就是進入大乘，這個才是佛陀教導解脫道的目的。 
  所以，解脫道它是基礎，是大乘的基礎，小乘是大乘的基礎，有了這

個基礎之後，才能夠發菩提心、行六度。佛陀講這個怎麼解脫苦的方法，

就是出離三界，就是能夠暫時解脫苦，是為了讓那些眼前、或者是目前他

覺得非常非常苦，那在苦當中，你要叫他發菩提心、什麼的，他是非常困

難的，所以在發菩提心之前，佛就先教導眾生，特別是感覺到苦的眾生，

感覺到輪迴的苦，或者是所謂的八苦、三苦、六苦……一切苦的這些內容，

他覺得要趕快從這個苦當中解脫出來，他這個解脫苦的心，非常非常的迫

切，這個當下，佛會為他宣說怎麼樣除苦的方法，就是解脫的方法。 
  可是，這個不是最後的目標，等他解脫苦之後，他才看到一切眾生都

還在苦海當中，這個時候他會很油然而生的就……，因為他自己苦過來嘛，

知道輪迴的苦是怎麼回事，所以這個時候他在看到一切眾生，還在輪迴當

中的這一切眾生，他這個菩提心很自然的就能夠生起，這個就是佛教導解

脫道的目標，一方面是為了幫迫切需要趕快除苦的眾生，宣說一個方法，

能夠讓他們很快的跳出這個苦海。另外，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個才是最

終的目的，希望一切眾生都能夠究竟圓滿成佛。 
  可是成佛之前，入大乘之前，必須要有解脫道的基礎，就是中士道的

基礎。為什麼這個中士道的基礎這麼重要呢？就是因為如果沒有解脫道的

基礎，就會對三界還有貪著，這樣你要發菩提心就很困難。所以，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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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很順利的發菩提心？就是除非我們對三界不再有任何的貪著了，那

怎麼做到對三界沒有任何貪著呢？就是你已經解脫了，從三界當中解脫

了，你學習佛陀所教導解脫的方法，就是我們前面所介紹過，不管是四諦

的方法，還是十二因緣的方法，都能夠達到解脫。當你對三界不再有任何

貪著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可以很順利的就發菩提心。 
  另外還有一個理由，就是如果自己都還不想解脫，是不可能幫助眾生

解脫，因為你還覺得輪迴蠻好玩的，自己都不想解脫，所以你這個時候會

不會去幫助眾生解脫？不會的。如果你自己也沒有解脫，你也沒有能力去

幫助眾生解脫，因為你自己都還沒解脫，所以你也沒有那個智慧去幫助眾

生解脫。 
  所以，為什麼中士道是上士道的基礎？為什麼解脫道是入大乘的基

礎？就是因為你已經有解脫的能力了，所以你不會再貪戀三界；也是因為

你已經有這樣的能力，你能夠教導眾生，幫助眾生從輪迴的苦海當中救度

出來，這就是大乘菩薩道他修習中士道，就是為什麼中士道是上士道的基

礎的原因，是能夠很順利的發菩提心。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一旦發菩提心，就能夠真實的去利益眾生。你說

小乘證得阿羅漢、或者是辟支佛，難道他們不能夠真實的利益眾生嗎？他

們已經解脫了，可以真實利益眾生嗎？可以嗎？沒辦法真實利益眾生，為

什麼呢？因為他連自利都不圓滿，更何況是利他？ 
 
       修空觀  破見思惑，證一切智，成就般若德。 
一心三觀   修假觀  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就解脫德。 
       修中觀  破無明惑，證一切種智，成就法身德。 
 
  為什麼小乘人他們自利不圓滿呢？所謂自利的意思，就是說他自己修

行的這個部分，還沒有完成，就是我們知道小乘人，他就只有修習空觀，

修空觀的話，可以破見思惑而已，就是他的法門，每天觀察的就是五蘊身

心，五蘊身心的內容，不斷不斷地透過思惟、觀察，發現它是生滅無常的，

一切生滅無常的，都是無我的，所以他能證到我空，破我執，證得一切智。 
  一切智，就是明白一切法的總相，這個總相就是空相，明白一切法，

一切法只要是因緣所生法，自性都是空的，為什麼自性是空的？因為它是

生滅無常的，所以自性是空的。所以他只能夠證到我空，為什麼只能證到

我空？就是因為他修習的法門，就是不斷不斷地觀察自身的五蘊，透過觀

察五蘊身心，不斷不斷地生滅變化、無常，所以就能夠證明它是無自性、

空的，這就是我空，這就是能夠得到一切智。 
  得到一切智，就能夠破除見思惑，然後證得所謂的般若德。般若德，

就是明白空性的道理，就是已經有了空性的智慧，我們稱為般若德，就是

他這時候的功德只有般若，般若就是因為他已經明白自性空的道理，有了

空性的智慧，這個是小乘人能修的，就是這個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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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小乘人他沒有修假觀，因為我們知道一心有三觀，天台止觀，

一心當中可以涵蓋空、假、中三觀，空、假、中三觀於一心中得，這個是

天台修一心三觀的方法，可是小乘他只有修空觀，他沒有修假觀，所以沒

有修假觀，就是他沒有辦法明白一切眾生是如幻假有的，所以一切眾生，

無量無邊的眾生，對他來講就好像什麼？如塵若沙，好像灰塵這麼多，好

像恆河沙，數都數不完，因此他心生退卻，一想到無量無邊的眾生，我要

度到什麼時候才能夠度得完？我還是自己解脫比較快，所以他沒有辦法破

塵沙惑，沒有辦法破塵沙惑，就是因為他沒有修習假觀，所以沒有辦法破

塵沙惑。 
  那沒有辦法證得道種智。道種智，就是明白一切法的差別相，小乘是

只能夠證得一切因緣所生法，自性是空的，明白一切法的總相就是空的，

自性是空的。但是萬法的差別相，他沒有辦法了解，就是沒有道種智的關

係。道種智，就是菩薩他為什麼能夠有無量的善巧方便，而且還有空性的

智慧的攝持，從空性當中生起無量的妙用，那個就是因為他已經成就了道

種智，有道種智才能夠知道一切法的差別相。 
  所以，他在度眾生的時候，能夠得大自在，這個就是所謂的解脫德。

解脫，就是得大自在的意思，菩薩在度眾生的這個過程當中，他能夠得到

大自在，他不會生煩惱，然後不會起執著，就是因為他已經成就了道種智。

他不但有空性的智慧，而且還可以在空中生起無量的善巧方便，什麼樣的

眾生，要宣說什麼法門，他是什麼樣的根性，什麼樣的習氣最重，應該用

什麼法門來引導，每一個眾生有千差萬別，菩薩都能夠了知，就是因為他

已經有這個道種智，所以他能夠成就的是解脫德，所以他在度眾生的時候，

就是沒有絲毫的障礙，就是因為他明白一切眾生的差別相，每個眾生都是

不同的，不同的因緣、不同的習氣，要用不同的法門來度，要應機說法，

這等等都是屬於道種智，所以這個小乘人是沒有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修中觀能夠破無明惑。修中觀能夠破無明惑的意思，

就是說能夠真正的見到真心，那你一旦明心見性，見到真心的時候，你會

看到真心它是沒有生滅的，這個不生不滅，就是法身，所以他能夠證得這

個法身德。所謂的法身，就是明白一切法本來無生的道理，這個就是成就

了法身的功德。所以法身就是見到真心，它是沒有生滅的，是不生不滅的，

這個就是證到法身。 
  所以，除非你看到不生不滅的真心，你才能夠明白那一念妄動所起的

無明，那個叫做生相無明，最初的那一念，本來真心是無念，真心是離念

的，可是一念妄動，最初的那一念，我們叫做生相無明，就一切無明都是

從這一念開始，這樣一個連接著一個，然後沒完沒了的，就是從那一念妄

動開始的。可是如果你沒有見到那個不生不滅的，那個本不動搖的真心，

如果你沒有見到的話，你就沒有辦法看到它那個一念妄動是怎麼動的，所

以你就沒有辦法破除那個無明，所以除非你修中觀，你才能夠破那個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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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證得法身德。 
  這時候所成就的智慧，我們稱為一切種智。一切種智，也是佛的智慧，

就是說祂不但能夠明白一切法的總相，就是那個空，自性是空的那個總相，

還能夠明白一切法的差別相，同時能夠明白一切法，因緣所生的一切法，

它自性是空的，這個是萬法的總相，祂能夠明白。所以祂不會執著在任何

一法上面，因為一切法，只要是因緣所生法，它都是無常生滅的，所以祂

是不可能起任何的執著，不可能對任何法起任何的執著。那祂又不會像小

乘證到空，他就沉空滯寂，就是停留在那個空的狀態，就是涅槃的那個狀

態，不再發菩提心去利益眾生，所以祂也不會著在空邊，也不會著在有邊，

所以那個就是中道而行，這個就是中道實相，能夠證得這個中道實相的原

因，就是祂修中觀，所以能夠成就一切種智，不會墮在空有兩邊，行的都

是中道。 
  由此可見，我們剛才說小乘人連自利都不圓滿，何況是利他，當然是

更不可能，那為什麼說他自利不圓滿？就是因為他煩惱沒有斷盡，因為他

只有斷見思惑，塵沙、無明沒有破，所以我們說他煩惱沒有斷盡。功德沒

有圓滿，功德就是剛才講的那三德：解脫德、般若德、還有法身德，他只

證了般若德，解脫德跟法身德他沒有證得，所以說他功德也不圓滿。煩惱

沒有斷盡，功德也不圓滿，所以連自利都不圓滿，當然不可能去利他。你

要完全利他，除非你自己已經破三惑，然後證得這三種智慧，然後這三種

功德也圓滿，除非你自己能夠證得，你才能夠用這個經驗去引導其他的眾

生，也能夠圓滿的成就，能夠斷除一切的煩惱，然後圓滿一切的功德。這

就是為什麼我們說，小乘人他自利都不圓滿的原因在這邊。 
  現在我們談到說中士道是上士道的基礎，為什麼要有這個基礎？就是

因為有了這個基礎之後，才能夠順利的發菩提心，有了菩提心之後，你才

能夠真實的利益眾生，所以小乘人他是不圓滿的。所以，大乘人在自己證

得解脫之後，他一定不會就此停住，修行不會說到此為止，他一定會進一

步去幫助眾生來解脫，他一定能夠發這個菩提心，甚至在他自己還沒有解

脫之前，他就能夠發菩提心。所以這個菩提心，不是說我已經證得中士道

這個解脫之後，我才能夠進一步來發心，不是，那是小乘人的發心，就是

一心一意想要求自己的解脫，這是小乘的發心。可是大乘菩薩的發心，即

使他自己還沒有解脫，他還在修中士道，這個時候他就已經能夠發菩提心

了，這個是大乘跟小乘最大的不同。那他為什麼能夠做到呢？為什麼大乘

人他能夠在開始修行，自己還沒有解脫，在修中士道的時候，他就能夠發

菩提心呢？就是因為他知道小乘的過失，同時也知道大乘有哪些功德，所

以他就能夠在最初修解脫道的時候，就能夠先發心。 
  小乘有哪些過失呢？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些過失，連自利都不圓滿，

更何況是利他？煩惱都沒有斷盡，功德還沒有圓滿，這個是小乘的過失。 
  大乘有哪些功德呢？大乘的功德就是無量無邊，說也說不盡，我們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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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晚上也說不盡，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個觀念，就是法界同體的觀念。

法界同體的意思就好比大海水，每一個小水滴是一個眾生來說，大海水是

由很多小水滴所組合成的，每一個小水滴就好像每一個都認為說我、我、

我，那個我就是一個小水滴。那很多小水滴聚合成一個大海，大海就是同

體，都匯歸到，不管你是本來是小河川、小河流、還是江，到最後匯入大

海之後，都是等同一味，不管你原來是鹹水河、還是淡水河、還是清澈的

河水、還是混濁的河水，流到大海之後，全部都是一個大海的味道，就是

鹹味，這是什麼意思呢？只要匯歸到大海之後，就是同體了，我們沒有辦

法再分割，因為是整個大海。 
  整個法界同體的觀念也是這樣，可是當我們我執還在的時候，我們就

會抓住那個小水滴，說這個小水滴是我，跟那個大海是分開的，可是你怎

麼可能跟大海分開呢？你就是大海的一個小水滴啊，可是我們的我執，就

把自己認為是那個小水滴就是我，然後跟大海一定要做嚴格的區分，所以

我家的事就我家的事，你家的事就你家的事，我為什麼要管你家的事？這

個就是他沒有法界同體的觀念，可是只要還在十法界當中，就是同體，它

的體性是一，你其實是沒有辦法分割的，除非你破我執跟法執，你才會發

覺原來那個眾生生病，就好像我自己生病一樣，他在受苦，我也感同身受

啊，那個時候，就有法界同體的觀念，就是說你破除我法二執的時候，你

就有這種感覺，就是說好像是沒有辦法分割開來的，整個連成一氣了。 
  有了這個觀念之後，自利跟利他有沒有差別？有沒有差別？如果是法

界同體了，自利跟利他有沒有差別？都是大海水啊，你沒有辦法分出那個

自他，所以是自他不二的，這個時候是自他不二，所以利他就是自利，懂

嗎？這個就是大乘的功德，因為他已經打破「我」的執著了，不管是我、

還是法的執著了，所以他能夠等同法界，都是同體的，所以你說要發菩提

心利益眾生，那個就是我家的事啊，因為自他不二，利他就等於是自利。 
  像布施來說，布施好像說我今天布施給你，好像你接受我的幫助，那

我在布施給你的時候，我有沒有得到利益？你好像從我這邊獲得一個布施

的什麼東西，不管你今天布施什麼，好像是我給你，然後你得到利益，那

我有沒有好處啊？我有沒有好處？有啊！我成就布施的功德，怎麼沒好

處？所以發菩提心也好，行六度、圓滿十波羅蜜也好，這全部從發心到圓

滿所有大乘的功德，都是自他兩利，自他兩利，自利同時利他，利他同時

自利，所以這個時候會不會很……就比較有興趣想要去幫助別人，因為也

是成就自己的功德啊，布施成就自己的功德，持戒成就自己的功德，忍辱

成就自己的功德，不但利他，同時自利，這就是大乘的功德，很重要的一

個觀念。 
  而且利他的時候，斷我執煩惱最快。我們想盡了所有的辦法，想要斷

盡煩惱，想要斷煩惱，就是做不到，為什麼？那個「我」最大，所以沒有

辦法斷煩惱，因為煩惱是由我執來的，我執還在的時候，你怎麼可能斷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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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呢？有我，就有貪瞋癡，貪瞋癡就是煩惱嘛，有煩惱就造業，然後就受

苦了，所以想要不受苦，想要斷煩惱最好的方法，就是斷我執，斷我執什

麼方法最快？就是你念念想到別人，你就沒有我了嘛，就忘了我是誰，對

不對？這就是大乘的功德，斷煩惱、斷我執最快。 
  像一般學佛修行的過程，剛開始學佛修行的時候，我們聽到別人批評

自己的時候，都不同意，然後都會反駁，都覺得說我不是這樣子的啊，可

是你為什麼對我不滿意？然後你又批評我這個、又批評我那個，可是我全

部都看不到我的缺點、煩惱在哪裡，等到自己學佛修行之後，尤其是打坐，

所有的種子都現行了，這個時候才承認說：對啦！有啦！我有一點貪啦！

然後脾氣也不太好啦！我看人家好的時候，也是有點嫉妒啦！慢慢你都可

以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然後接下來怎麼辦？就要趕快斷啊！我原來還有

貪，怎麼辦？趕快斷貪；原來我瞋還這麼大，趕快斷瞋，想盡一切的辦法，

然後收集所有的法門，哪一個斷貪瞋癡最快，那就受盡了百般折磨，吃盡

了苦頭，因為法師教你什麼法門，你就回去試，效果都不好，為什麼？就

是因為沒有發菩提心，所以效果不好，念念都有我，念念有我，就念念是

貪瞋癡嘛，你怎麼可能斷呢？所以除非你斷我執，我執怎麼斷？發菩提心！

對啊，因為你念念想到我的話，那當然都是為自己打算，可是你念念想到

眾生的時候，你就不會……沒有串習那個「我」的機會了，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是斷我執最快的。 
  所以，為什麼大乘人，他能夠在剛開始修行，自己也沒有什麼很好的

功夫，可是他願意發菩提心？就是因為他明白小乘他有哪些過失，然後大

乘有哪些功德。大乘的功德，就是利他，就是自利，當我們能夠利他的時

候，斷煩惱最快，斷我執最快，這就個是大乘的功德。所以大乘人他在還

沒有解脫之前，自己還在修解脫道的時候，他就能夠先發心的原因在這裡。

等到他自己哪一天能夠證果，能夠解脫之後，當然他很名正言順的，就是

順理成章的，他就能夠發起菩提心，因為他一開始修行，就不是為了自己，

他是為了要利益眾生，他才來修行的，所以他一開始修解脫道，也是為了

要利益眾生來修解脫道的，所以他一旦解脫的話，他當然很快就能夠發菩

提心。 
  這種心情，就好像我們希望看到自己的親朋好友，他很快樂，然後他

沒有痛苦，希望他快樂，就是慈心，不希望他痛苦，就是悲心，所以很自

然的，這個慈悲心就生起了。有了慈悲，當然就有菩提心。所以他就希望

能夠幫助眾生來解脫，然後希望一切眾生都能夠開悟成佛，因為只有解脫，

才能夠真正的除輪迴的苦，也只有成佛，才能夠得真正的安樂，就是涅槃

才是究竟的安樂，而不是世間種種的快樂。 
  所以，這一段就是告訴我們，光修解脫道，就是中士道，它是不夠的，

我們一定要發心入大乘，就是要發心入這個上士道，不管我們今天有解脫、

還是沒有解脫，我們希望能夠有中士解脫道的基礎，有這個基礎，把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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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之後，能夠發心入大乘。不但發心入大乘，而且不要等到自己解脫之後

才發心入大乘，而是在修解脫道的時候，就能夠開始發菩提心。因為還是

有很多人，認為說我如果修不好的話，我是沒有能力度眾生的，所以我一

定要修到我自己解脫，我才要開始發菩提心，去開始要度眾生，如果你生

生世世都沒有解脫，那就永遠不能夠發菩提心了嗎？所以一定不是這樣

的，所以你可以先發菩提心，先發菩提心，即使你在圓滿前面的下士道、

中士道，你都是發菩提心去成就這些內容，所以你不是為了自己修行，而

是為了將來能夠有能力去度眾生，有那個智慧，有那個善巧方便，有那個

功德去利益眾生，然後我才發心來圓滿，從前面的道前基礎、下士道、中

士道，都是先發心來修，這個才是正確的觀念。 
  既然大乘這麼殊勝，那要怎麼入大乘呢？入大乘有沒有什麼條件？入

大乘只有一個條件，就是發菩提心。只要你發菩提心，就入大乘，什麼時

候退失菩提心，你就是又墮回小乘。所以不管你今天修的是顯教、還是密

宗，只要你能夠發菩提心，你就算是大乘人。 
  你說：我的煩惱還這麼重，我的執著也這麼多，而且我也沒有什麼修

行的功德，我可能是初修的，也沒有什麼修行的功德，這樣子能夠算大乘

嗎？只要你發菩提心，就算大乘，就算你其他的功德還沒有生起，你還有

煩惱，然後你又很執著，也沒有很精進在行什麼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智慧，都沒有關係，你都算大乘人，所以大乘只有一個條件，就是

發菩提心，只要你發菩提心，就是大乘。 
  相對來說，可是你一旦，也許你曾經發過菩提心，可是你退心了，一

旦你退失菩提心，或者是你沒有發菩提心，這個就是小乘。所以即便你現

在已經很厲害了，你每天也在行布施，也很精進在持戒，禪定功夫也很高，

也可能見空性了，可是你都不能夠算是大乘人，因為你沒有發菩提心，你

一切的修行都是為了自己的成就，所以這個時候不管你修行多厲害，你都

是小乘人，所以入大乘的唯一條件，就是發菩提心，你什麼時候發心，就

是大乘，什麼時候退心，就是小乘，所以不是說你是修大乘法門，你就是

大乘，你修小乘法門，就是小乘，不是這樣子，而是看你有沒有發菩提心，

來決定你是大乘、還是小乘。 
  所以，不管你今天是修的哪一宗，你修的是淨土宗、天台宗、還是禪

宗，你沒有發菩提心，都算小乘人。沒有發菩提心來修什麼大手印、大圓

滿，都算是小乘的發心。嚴格來講，在密教如果沒有發菩提心的話，你的

上師是不會帶你入密教的壇城，什麼叫入密教壇城？就是說幫你真正的灌

頂，也不會真正的口傳，也不會真正的教你怎麼樣持咒、怎麼結手印、怎

麼觀想本尊……統統都不會教你，嚴格來說是這樣。可是你會問啊，現在

外面不是常常在灌頂嗎？那個傳法的上師，也沒有說來每個檢查，今天參

加法會的，是不是每個都發菩提心了？沒有啊，他也沒有檢查，可是他為

什麼可以灌頂呢？那個叫結緣灌頂，懂嗎？結結緣，種種佛法的種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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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在傳法之前，一定有帶大家發菩提心，就是跟著仁波切唸，唸的那個

就是發菩提心。有的密法，你在灌頂之前，還要先受菩薩戒，所以他的條

件還是對的啊，還是要有發菩提心，有的還要受菩薩戒之後，先傳完菩薩

戒之後，他才傳法，才正式開始灌頂。這就說明什麼？就是你只要修大乘

法門，尤其是密教，就一定要發菩提心。 
  如果沒有發菩提心來修密乘，可不可能成就呢？你說我每天持咒幾萬

遍，然後我有空就修修氣脈、明點，修本尊法，修什麼大手印、大圓滿，

我也是很精進地在拜大禮拜，可能頭都快磕破了，可不可能成就呢？只要

你沒有發菩提心，都不可能成就，不管你今天修的是多厲害的本尊法也好，

或者什麼無上密、無上瑜伽…什麼的，統統都不可能在這一世成就，懂嗎？

所以只要是修大乘法門，就一定要發菩提心，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我們現在就能夠知道小乘跟大乘的差別了，小乘跟大乘的差別，有共

跟不共的差別，剛才講，小乘他有見空性的智慧，就說他修我空觀，已經

證到我空；大乘呢，他也修空觀，他不但修我空觀，還修法空觀，所以他

可以破我執、又可以破法執的原因在這裡，他不但修空觀，還修假觀，還

修中觀。所以，以見空性的智慧來講，大乘跟小乘是共的，都要有見空性

的智慧；可是那個不共小乘的，大乘部分不共小乘的，就是發菩提心、行

六度……這等等的，所有大乘的內容，這個是不共小乘的。 
  所以，只有小乘空性的智慧，只能證阿羅漢果、辟支佛果，但是沒有

辦法成就佛果，成就佛果就必須還要再加上那個不共的部分，就是發菩提

心、行六度。等這個菩提心圓滿了，資糧、六度，積聚資糧圓滿了，智慧、

還有福德資糧圓滿，才能夠成就佛果。所以我們就知道，只有小乘的空性

的智慧，沒有菩提心的話，是不可能成佛的。有了菩提心，就算你行一些

很小的善，譬如你今天只是餵個流浪狗，還是看那個人沒有麵包吃，買個

麵包給他吃，就是很小的布施，但是因為你有發菩提心，所以這個功德將

來可以迴向菩提，就能夠成就佛果；可是如果你沒有發菩提心，就算你整

個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多的布施，充滿整個三千大千世界來行布施的話，你

也不可能成就菩提。所以，同樣的善行，有發心跟沒有發心，它的功德有

差別。 
  而且發菩提心，能最快速地淨除業障，最快速累積資糧，因為我們輪

迴這麼久了，難免有造一些很嚴重的罪業，其他的懺法是很難懺除乾淨的，

除非你發菩提心，你才能夠懺得乾淨，無量劫以來的生死重罪，才能夠懺

得乾淨，所以發菩提心，它是懺悔業障是最快速的，比你修任何的懺法都

快，為什麼？因為你有發菩提心。你修其他的懺法，因為你沒有發心，你

只想到自己的業很重、很重，趕快懺、趕快懺，沒有發菩提心，所以那個

懺得很慢，因為有我執，心量小，懺得慢。 
  為什麼累積資糧最快？也是同樣，心量的問題啊，因為你發心要度盡

無量無邊的眾生，所以你是對無量無邊的眾生發心，你的心量也是無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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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對不對？因為眾生無量無邊，所以你的發心也無量無邊，那你的功德

是不是無量無邊？所以累積資糧最快？淨除業障最快，累積資糧最快，所

以發菩提心，多麼殊勝啊！ 
  所以，這一段就是告訴我們，不發心是不可能成佛的，最好最好就是

成就阿羅漢、辟支佛，這個小乘的果位這樣而已，是不可能成佛的。而且

修同樣的善行，有不同的果報，沒有發心，行很多的善行，它只能夠得人

天小果，一切的善行，因為有我執，所以它只是人天果報，連解脫證果都

不可能，因為他行善的時候，是有「我」的，所以他的功德很小，只能夠

感得人天果報；但是發菩提心的就不同，他修同樣的善行，但是他能夠成

就無上的佛果，這就是發心跟不發心的差別。而且發菩提心，淨除業障最

快，累積資糧最快，所以一定要發菩提心，入大乘，因為它太殊勝了！ 
  既然發菩提心這麼重要，我們要了解什麼是菩提心啊？你們說得清楚

嗎？要發菩提心，什麼叫菩提心？菩提者，覺悟也，發心自己要覺悟，就

是發菩提心，簡單說就是這樣。菩提，就是覺悟的意思，我發心我要覺悟，

也就是我發心要證得無上菩提，無上菩提就是成佛，所以簡單說，就是發

心要成佛的意思，就是發菩提心。我一定要成佛，不是為了自己的成就喔，

因為只有成佛才能夠自利、利他都圓滿，所以我發心要成佛。為利眾生願

成佛，為了要利益一切眾生，我願意成佛。那剛才講，利他就是自利，所

以等於自利圓滿，利他也圓滿，所以我發心要成佛，這個就是菩提心。我

一定要證得，我一定要圓滿自利、還有他利，為了利益眾生，我一定要成

佛，這個就是菩提心。 
  那又怎麼來發菩提心呢？眾生不同的因緣，所以讓他發心的原因也不

同。一般來說，有四種緣。 
  第一種緣，就是你可能是親自看到，或者是親自聽到有關佛菩薩不可

思議的神通威德力，然後發心，我也要證得，這個是第一種緣。也許你是

親眼看到佛菩薩的示現，種種神通感應的事情，也許你是聽見人家說，或

者你自己看，現在有一些感應錄、什麼的，就講到那些佛菩薩，他怎麼示

現神通來利益眾生，你一看到就心嚮往之，說我一定也要有這個神通德能，

因此發心要修行，這個是第一種發心。 
  第二種，就是從說法法師那裡聽到，有關於大乘的法教。因為大乘的

法教，才常常提到佛菩薩，或者是佛祂的智慧有多圓滿，然後祂的功德有

多圓滿，所以常常聽聞到大乘的經論裡面談到有關於佛的功德、智慧，因

此生起清淨的信心，發心自己也要證得跟佛同樣的圓滿的智慧、還有功德，

這就是由聽聞法師說法而發心的一個緣。 
  第三種緣，就是現在是末法，所以佛法愈來愈衰，不忍聖教衰亡，然

後發心說我一定要讓正法久住世間，這是第三種發心。你怎麼讓正法久住

世間呢？除非你修行成就嘛，如果現在都沒有因為學佛修行成就的話，那

佛法馬上就滅了，因為沒有傳人，所以每一代的傳人，他必須是已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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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他成就，他才可能把這個法繼續地傳下去，一脈相承，這樣一代

一代的傳承下去，這個佛法才不會衰亡，或者是不會到最後滅。可是越末

法的話，就是佛法成就的人愈來愈少、愈來愈少，所以不忍看到聖教衰亡，

因此發起我一定要讓正法久住世間，怎麼樣正法久住世間？除非我證得，

我有所成，除非我證果，所以這是第三種發心。 
  第四種發心的緣，就是見到這個末法，現在末法時期，在這個五濁惡

世當中，你問問你身邊的人：你有想要解脫嗎？你想要出離三界嗎？人生

很苦耶，難道你不想跳出輪迴嗎？問卷調查，十個有十個說我不想，他雖

然覺得很苦，但是他還樂在其中，他也不願意解脫輪迴，是不是？大部分

的人都還想繼續輪迴，尤其是末法，在這個五濁惡世當中，想要解脫，生

起出離心的人，都非常的稀有難得，更何況是發菩提心的大乘行者，所以

他見到發菩提心的稀有難得珍貴，雖然很難，他還是願意發心，這是第四

種緣，發心的緣。就是看到周遭的這些眾生，五濁惡世的眾生，根性沒有

那麼利，就是愚癡性很重，然後貪瞋癡慢疑，就是各種煩惱也很重，業也

很重，所以要他們發心來修解脫道，或者發菩提心，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就是連出離心都很難，更何況是勸他發菩提心，更屬稀有難得，可是我還

是願意發心，這是第四個緣。 
  這四個緣來發的菩提心，它是不是圓滿的發心呢？我們剛才已經講，

什麼是圓滿的發心？就是同時圓滿自利、還有利他。圓滿自利，可以成就

佛的法身；利他圓滿，可以成就報身、還有化身，所以想要圓滿佛的三身，

就必須要不但圓滿自利，還要圓滿的利他，這樣才可能圓滿佛的三身。因

此為了發心利他，所以我要證得菩提，這就是圓滿的發心。為了利他，這

個是利他圓滿；所以我要證得菩提，這個是自利，我自己本身要證得菩提，

我要成佛，我成佛是為了什麼？利他。成佛是自利，利他是什麼？所以是

圓滿自利，還有利他。 
  圓滿自利，就能夠成就佛的法身，法身是什麼？我們剛才講到，見到

一切法無生的道理，就是那個不生不滅的真心，見到不生不滅的真心，你

自己明心見性，見性成佛，這個時候就成就佛的法身。自己成就之後，要

利益眾生，所以報身跟化身都是為了利他而顯現的，為地上菩薩說法，就

是初地以上，初地、二地、三地……地上菩薩說法所示現的是報身，所以

凡夫看不到佛的報身，那個是地上菩薩，證初地以上的菩薩，才能夠見到

佛的報身，然後佛是報身來為地上的菩薩說法，利益他們，教導他們怎麼

成佛的方法。為了六道眾生所示現的，就是千百億化身，這個就是化身的

顯現，是為了六道眾生所顯現的，就是化身。這個是圓滿利他之後，所能

夠成就的，就是報身跟化身。能夠圓滿佛的三身，才能夠說你發的是圓滿

的菩提心，圓滿的菩提心，才能夠證得佛的三身。 
  除了這四種緣之外，還有四種因而發心。四種因，哪四種因呢？ 
  第一個因，就是種姓圓滿。就是說必須具備大乘的種姓，如果小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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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姓，小乘的種姓，就是他每天只想到怎麼樣自己解脫，只管自家的事情，

很少去過問別人，那個他是小乘的種姓。自掃門前雪，把自己管好，然後

一切的修行成就，都是為了自利，那個就是小乘的發心，這是小乘種姓，

所以他沒有辦法發菩提心。小乘種姓，他一心只求自己的解脫，所以他不

會發那個幫助眾生解脫的菩提心，所以如果不具備大乘種姓，他是不可能

發心的，這是第一個因，發心的因，是他必須是大乘的種姓，他才可能發

菩提心。 
  第二個發心的因，是被善友所攝受。就算你今天是大乘種姓，可是如

果你沒有遇到大乘的善知識、或者是善友，來教導你發心的法門的話，你

也是一樣沒有發心的因，所以第二個發心的因，就是被善友所攝受，就是

有善友、或者是善知識的教導，你怎麼發心的這個法門，你才有這個因來

發心。 
  第三個因，就是你必須具備有悲愍有情的心。悲愍有情的心，就是你

有一顆悲愍眾生的心，有悲愍眾生的心，你才可能發菩提心，所以它是第

三個發菩提心的因，就是你有一顆悲愍的心。 
  第四個，就是要不厭患生死難行。如果我們在修行的道路上，很害怕

生死輪迴，因為有一些道友，他就會說：我絕對不要再來了！我不要再來

了！實在是太苦了、太苦了！那就知道他很怕輪迴，懂嗎？可是發心的菩

薩，就是說他要不斷不斷地來六道當中度眾生，那他基本上是不是要不怕

輪迴才可以，他才有勇氣來嘛，他才願意發願說：我還要再怎麼樣？迴入

塵勞，就是說我不管成就、還是不成就，我都是發心還要再回娑婆世界來

度眾生，就是基本上他的心態是不怕生死輪迴的，他才可能發菩提心，對

不對？如果他沒有這個勇氣，他自己本身就很怕輪迴的苦了，他不願意再

來的，像這種情況，他是不可能發菩提心的。那個發願往生淨土的，他們

有沒有發菩提心啊？他們好像也不太想再來六道輪迴嘛，是不是？有啦，

有發菩提心，不然沒辦法往生成就。 
  所以有一些他是很害怕生死輪迴，有一些他會覺得菩薩道很難行，對

不對？忍辱多難啊！我就是恨死他了，可是你跟我說不要跟他計較，那欠

你錢的，就當作是布施囉，要感謝他成就我布施的功德；那個對你不起的，

陷害你的，做了很多對不起你的事情的，你還要感謝他，成就我忍辱的功

德，真的是蠻難的，所以也很多修行人，他覺得說行菩薩道真的很難，我

發心為眾生做牛做馬，千辛萬苦，花了時間、又花了力氣，可是還是種種

的毀謗、批評什麼……，他就不行了，就退心了，所以能夠從初發心，一

直堅持到成佛，這個中間都不退心，就是除非你有菩提心，菩提心能夠讓

你有勇氣發願再回到娑婆世界度眾生之外，任何菩薩道路上的荊棘、坎坷、

折磨、還是什麼啦，一切的苦，你都能夠難忍，都能夠忍，一切的難行，

你都能行，要具備這樣的條件，你才可能發菩提心。所以這就是第四個發

心的因，就是你能夠不厭生死輪迴，然後不害怕菩薩道的難行，你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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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才可能發心。 
  這個是四種因。 
  另外還有四種力，讓你發心。哪四種力呢？ 
  第一個就是自力，就是你自己要發心的，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力，就是他力。就是不是你自己心甘情願發的，是人家怎麼勸，

像我們現在就是勸嘛，發菩提心有多麼殊勝啊，大乘有多麼殊勝啊，這就

是勸嘛，勸導眾生，你要發心，好吧，發心吧，這是第二種，他力。 
  第三種，是因力。就是過去世其實他已經修過了，像在座的各位，大

部分都已經久修的，這一世是發願來的啦，不是業力來的，所以過去曾經

修習過大乘，所以他這一世一聽聞大乘，怎麼樣？他馬上相應了，好像在

複習一樣，複習功課，過去已經熏習過，所以這一世，他一聽聞，就很好

樂，就發心了。一聽到發菩提心，就心生歡喜，這是第三種，就是宿習所

追，過去世已經修過發菩提心了，所以這一世很容易就發心。 
  第四種，就是加行力。就是在這一世，因為親近大乘的善知識，聽聞

大乘的教法，還有教導我們怎麼發菩提心，那我們聽了之後，也不斷不斷

地思惟發菩提心有哪些利益，不斷地思惟，然後不斷地修，聞思修，在這

一世不斷不斷地熏，不斷不斷地修，然後終於有一天能夠發心了，它是經

由長時間的熏習，長時間的熏修，才發心的，這是第四種加行力，加行就

是用功，就是加行，然後能夠發心。 
  那你們說，這四種力，哪一種比較堅固？哪一種比較不堅固？很容易

退心的？那一定是自力，對不對？自己心甘情願發的，自己願意發的，不

是別人勸的，所以這個是比較容易堅固；還有呢，過去已經修過了，這個

也很容易堅固，因為他等於是一直在繼續地累積，繼續堅固他的菩提心，

所以這時候的發心，是比較容易堅固的。另外兩種，就很容易退失，一個

就是別人勸的嘛，他力；還有就是加行力，就說你不斷透過聞思修，不斷

不斷地熏，本來不太願意發心的，後來可以慢慢、慢慢練習，一天一天的，

菩提心慢慢、慢慢地增長，可是逆緣實在太多，因為是五濁惡世，懂嗎？

順緣比較少，逆緣比較多，所以很容易讓我們就退心，所以我們後面也會

教導怎麼樣讓我們不退心的方法，這個也是很重要，不然好不容易發心，

可是很快就退失了，所以我們知道，靠他力跟加行力而發心的，是比較不

容易堅固，比較容易退心。 
  所以，以上所說的，就是為什麼要菩提心的原因，一共有三大類，第

一類，就是四種緣而發心的；第二類，是四種因而發心的；第三類，就是

四種力而發心的。 
  今天就講到這裡，剛好一個段落。 
  我們迴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