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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廣論 

上士道 4 
（發菩提心）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講於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昨天修知母、念恩、報恩。既然發起「為利眾生願成佛」的菩提

願，就要依這個次第一個、一個來修，才能夠真正的生起最後的菩提心。

第一個，是先修對一切有情平等心，沒有對象的差別，之後呢，為了要讓

我們的心能夠生起，願意幫助一切眾生離苦得樂，也願意擔起這個重擔，

幫助一切眾生離苦得樂的這個重擔，除非我們把他觀想成好像是我們的愛

子一樣，我們才願意發願幫助他離苦得樂。所以，前面知母、念恩、報恩，

就是讓我們的心能夠視一切眾生，好像我們的愛子一樣這樣的，希望他們

快樂，不希望他們痛苦，這是昨天講到的部分。 
  既然已經有了這樣的心之後，我們就能夠直接的給他快樂，直接的拔

他的苦，就不會有任何的困難了。所以，接下來我們就是要修慈、修悲。

所謂的慈，就是給眾生快樂，既然他是你的愛子，當然你就會希望他快樂，

所以，我們修慈的對象是什麼呢？既然你發願要度盡一切的眾生，當然一

切的有情，就是你修慈的對象。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怨、親、中庸的差別了，

都是你修慈的對象，只要他不快樂，他就是你要修慈的對象，希望他能夠

快樂。 
  那怎麼樣才能夠讓一切眾生快樂呢？除非你幫助他解脫輪迴的苦，幫

他安立在涅槃的安樂當中，這個才是真正的給他快樂，幫助他解脫輪迴的

苦。你也很真心切願的希望一切有情，都能夠真正的達到涅槃的安樂，而

且你也願意擔起讓一切眾生快樂的重擔，在你的身上，這個就是修慈的部

分。修慈的對象是誰呢？一切有情，都是你修慈的對象。希望他們都能怎

麼樣呢？希望他們能夠獲得涅槃的快樂，幫助他們獲得，也希望他們能夠

獲得，也願意負擔起這樣的重擔在我們身上，這個就是修慈的內容。 
  我們這樣子修慈，有什麼殊勝的利益呢？我們為什麼要修慈心呢？在

一些經論當中就說了很多修慈的功德利益，它勝過你任何的布施。所以，

在經中也這麼說，你以無量劫的時間，你這麼長的時間做什麼事呢？以無

量的供養物，經常地供養佛，無量劫這麼長的時間，做什麼事呢？無量的

供養，還不是一樣、兩樣，無量的供養物，不是偶爾供一下佛，是經常地

來供養佛，這個福德很大了吧！但是比不上、還不如修慈心的一分。這麼

大的福德，還比不上修慈心的一分。這樣我們就能夠明白，修慈心的殊勝

利益，勝過你廣大的供養，然後經常地來供養佛。佛是我們供養的對象裡

面最殊勝的，可是即便是這樣，又這麼長的時間，又是無量的供養，但是

還比不上修慈心的一分。這樣一對比起來，我們就知道修慈心它的殊勝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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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功德有多大了。 
  在經裡面又說，你如果在一個淨土當中修清淨的梵行，時間經過百千

俱胝年這麼長的時間，在淨土裡面修清淨的梵行，這樣所累積的福德，也

比不上你心緣一切的有情，你對一切的有情發起慈心，只是一彈指這麼短

的時間，還比不上它的福德。因為你在淨土當中，你是自己修清淨的梵行，

雖然修行的時間很長，有百千俱胝年這麼長的時間，但是你都是自己在修，

是為了自己的成就，所以，你不是發菩提心來修清淨的梵行的。所以這樣

的發心，就比不上你對一切的有情，發起這個慈心的福德來得大，而且時

間只是一彈指，這麼短的時間。這個也是在說明，慈心它的功德非常的殊

勝，只是一彈指，就有這麼大的功德，那何況是我們如果能夠心心念念都

安住在這個慈心當中，心心念念都想到怎麼樣去利益眾生的話，那個福德

就沒有辦法衡量，就太大、太大了。所以，我們才會說發菩提心累積資糧

最快的原因就在這裡，它的功德是不可思議的。 
  那也有論當中作這樣的比喻，說你早上拿三百罐的飲食去布施，中午

也拿三百罐的飲食去布施，晚上也拿三百罐的飲食去布施，可是這樣所獲

得的福報，也比不上只是須臾之間的修慈（須臾就是很短），一剎那之間的

修慈心。就是你這樣的布施，也比不上一剎那的慈心。 
  所以，它也說到一個有慈心的人，天人都敬愛，因為他為什麼這一世

會生在天上，做這個天人呢？就是因為他有修四無量心，所以天人都修四

無量心，所以他自己修慈無量、悲無量，所以他現在看到有人修慈心，他

就很自然地生起恭敬、還有愛護他的心，就想要保護，所以他就是會日夜

的守護在他的身邊。所以，修慈心才是最好的守護，而不是求很多平安符、

還是什麼，戴在自己的身上，還是包包裡，還是掛在車上，都還不如你真

正的發起這個慈心，希望能夠給一切眾生快樂，這個才是最好的守護，天

人看到你是一個有慈心的人，他自然就日夜的守護你。 
  而且有慈心的人，因為他充滿了慈心，他希望給眾生快樂，他自己快

樂不快樂？他一定是自己很快樂，才會有心情去讓一切眾生快樂，所以他

的心是時常都處在喜樂當中。 
  心喜樂，身安樂，百毒不能傷，任何的毒都沒有辦法毒害他。像一隊

人馬出國去旅遊，然後那個地方因為貧窮落後，結果每個人都在瀉肚子、

或者是食物中毒，奇怪了，就是他沒事。或者是吃了什麼含毒的三氯氰胺、

還是什麼，就是有毒的，奇怪，他吃下去都沒事，什麼東西吃下去，有毒

的，都沒事，為什麼？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有慈心的人。 
  而且任何的刀杖，也不能夠傷害他。你要砍他、殺他，或者是用箭射

他，像在打仗的時候，那個敵軍紛紛射箭，一箭一箭就朝他身上射，奇怪

了，還沒有到他身上，在虛空中都紛紛落下，一支一支箭都紛紛落下，變

成蓮花，這就是因為他是有慈心的人，刀杖都不能夠傷害他。 
  而且他做什麼事情都很順利，不用花什麼力氣，很輕鬆愉快，心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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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不會說我想要做個生意，想要成就什麼事情，費盡千辛萬苦，然後花

了很多的力氣、時間、金錢，可是還是不成就，那就是有障礙。所以一個

修慈心的人，他不管做什麼事情，都是非常的順利，而且非常的輕鬆愉快

的就完成了，不會讓他傷神、還是傷腦筋，都不會。 
  而且，萬一他這一世只是發慈心而已，但是他不一定修行的功夫很高，

他也不一定有解脫，他只是充滿慈心這樣而已，所以死後會生在梵世當中，

就是天界。所以，就算他這一世不能解脫，也有剛剛講的慈心的八種功德。 
  八種功德，我們再講一遍，第一個，是天人都敬愛；第二個，經常的

守護他；第三個，內心多喜樂；第四個，身體多安樂；第五個，百毒不能

傷；第六，刀杖不能害；第七，事不多勞，就能成就（你不會勞心勞力，

然後它就很快就成就了）；然後將來當生梵世，這就是慈心的功德。 
  我們修慈心有次第嗎？也是跟前面一樣，先緣我們最親愛的人來修，

因為最親愛的人，很快就能夠讓我們生起對他的慈心，希望他能夠得到真

正的安樂。這個慈心生起了之後，我們就緣中庸，就是我們不認識的，不

是怨、也不是親，中庸這樣的一個對象，一般來講，也沒有什麼困難。這

個慈心生起了之後，我們就緣怨敵，就是曾經傷害我們的怨敵，但是我們

還是能夠對他修慈心。當這個慈心也能夠生起的話，最後是徧緣一切有情

來修慈心。這個就是修慈心的次第，一定要一個、一個的，按照這個次第

來修。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經常修的話，就是有時候可以現起，有時候不能

夠現起，所以為了加深我們對慈心的功力，就是讓我們慈心不退，我們就

要經常的這樣子來憶念，怎麼樣憶念呢？就是想說一切有情都缺少快樂，

大部分的人都是不快樂的，你看到真正快樂的人嗎？你們有看過真正快樂

的人嗎？從來沒有憂愁、悲傷的，從來也不 complain 的，什麼事情在他身

上都好像沒事，破產了沒事，股票跌沒事，沒有中馬票沒事，老婆跟人家

跑了沒事，有嗎？有這種人嗎？真正快樂，從來就沒有看到他有什麼讓他

傷心、難過、憂愁、悲傷，從來都沒有看過他有不開心的時候，任何時候

看到他都很開心，有沒有這樣的人？有這樣的朋友嗎？可能你們都是啦，

那就是現場以外的，大部分的人都不開心。所以，我們要經常的憶念一切

的有情，他都是缺少快樂的，都是痛苦、煩惱的人比較多。為什麼大多數

的人都是不快樂的呢？為什麼？不快樂，就是惡業的果報，為什麼大部分

的時間不快樂？就是因為他惡業多，善業少，所以當然是感得是惡果比較

多，善果比較少，這是講一般人沒有修行。所以，你一旦修行的話，就知

道要斷十惡業，行十善業，所以慢慢你的善業多，惡業少，你也會事業、

家庭、子女，一切都好像會比較順心，為什麼？因為善果慢慢地成熟了，

所以你的日子也愈來愈好過了。 
  這個只是世間有漏的快樂，但是如果你還沒有解脫，你還沒有證果，

你還沒有開悟，你還沒有成就，那對於那個出世間無漏的那個果，你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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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獲得。所以，我們看一般的人，大多數的人，就是還沒有成就的人來

講的話，他就是缺少世間有漏的快樂，他也缺少，這種出世間證果、無漏

的快樂，他也缺少。所以，我們看周遭的人，大部分都是很苦悶的，都是

缺少快樂的，所以我們看了，就希望他能夠快樂，希望幫助他們獲得快樂，

你這個慈心就能夠生起。所以，我們藉著經常這樣子來憶念，你的慈心就

能每天不斷不斷地增長，因為你希望這些痛苦的人，都能夠得到快樂，你

那個慈心自然就能夠生起來了，所以它是一個經常憶念的方法，能夠幫助

我們的慈心隨時任運都能夠生起，而且每天不斷不斷地增長。 
  所以，什麼時候這個慈心才修圓滿呢？就是任何時候，你看到任何的

有情，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按照那個次第，一個一個都修慈心了，所以功夫

純熟之後，你今天不管遇到任何的一個有情，不管是怨、親、中庸，就是

一切的有情，你都能夠任運的生起慈心，這個時候你的慈心就圓滿了。 
  慈心圓滿，我們就修悲心，那怎麼來修悲呢？什麼是我們修悲的對象

呢？就是一切還在輪迴當中受苦的眾生，就是我們修悲的對象，因為他們

很苦，所以我們希望幫助他脫離這個苦。什麼最苦？就是輪迴最苦，世間

的這些苦還不算苦，還在輪迴當中，才是最苦的。所以，只要還在輪迴當

中的眾生，我們就發願幫他除苦，希望他真正的解脫輪迴，才能夠真正的

除苦。還是一樣的，希望他能夠解脫輪迴，然後安立在涅槃的安樂當中，

我也願意負起這樣的重擔，希望一切有情眾生，都能夠解脫輪迴的苦，都

能夠證得涅槃的安樂，就這樣子來修悲心。 
  眾生有哪些苦呢？我們念過廣論的「思惟苦諦」就知道了，所謂的總

苦，就是有八苦、六苦、還是三苦；所謂的別苦，就是六道個別、個別的

苦，就是整個思惟苦諦的內容。所以，我們也經常思惟苦諦的內容，就比

較能夠體會一切眾生，他們有哪一些輪迴的苦。 
  那你說小乘人，他也思惟苦諦，思惟苦諦是在中士道的部分，那個是

小乘修解脫道，他們也思惟苦諦，我們現在修悲，也思惟苦諦，這兩個有

什麼差別呢？小乘人他思惟苦諦，是為了生起出離心，他看到輪迴有這麼

多種的苦，他就心生厭患，然後一心求證涅槃，來解脫這個輪迴的苦，所

以他是為了自己一個人除苦而已。可是大乘人不一樣，我們現在大乘人修

悲，他雖然是思惟苦諦，但是他是以悲心來見到種種輪迴的苦，因此發心

拔除一切有情的苦，所以他是為一切有情除苦，所以他思惟的苦越多，他

的悲心也越多。這就是兩者的不同，一個是引發出離心，一個是引發悲心，

同樣的思惟苦諦，但是結果不一樣，一個是為了個人的解脫，所以他是引

發他自己的出離心而已；一個是引發悲心，他要幫助一切眾生解脫輪迴的

苦，所以不同。 
  修悲的次第也是一樣的，先緣親友，最親愛的人，然後第二個是緣中

庸，第三個再緣怨敵，最後再緣十方一切有情修悲心。這個次第都是一樣

的，都是依照這個次第，一個一個來修，一定是等到緣這個最親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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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心生起，我們才進入下面一個，一個已經生起，才進入下一個，這樣你

的悲心到最後才能夠徧緣一切的有情，都沒有絲毫的障礙，一定要一個、

一個修。 
  那什麼時候，我們的大悲心才算圓滿呢？就是你的大悲心，不論見到

任何的有情，能夠任運的生起，你的大悲心這個時候就圓滿。所謂的任運

生起，就是你不會考慮一下、猶豫一下，今天看到這個人，我考慮考慮，

看要不要幫他，看有沒有什麼舊仇新恨，看他過去對我好不好，我才決定

要不要幫他，那個就是有考慮一下，有猶豫一下，這個你的悲心就不圓滿。

這個師兄可以，那個師姊不可以，有對象的差別，你的悲心不圓滿。是面

對一切的有情，任運生起大悲心，這個時候大悲心就圓滿，很自然的就生

起了，不加思索的，就是說你沒有想一下，都沒有，任運生起你的大悲心，

這個時候你的悲心就圓滿了，不管是誰都一樣，能夠做到，就是悲心圓滿。 
  所以，我們從前面知母、念恩，到現在講的修慈、修悲，它緣的次第

都是一樣的，都是先緣親友，然後再緣中庸，然後怨敵，最後是緣十方一

切有情。我們剛才強調了，一定要按照這個次第，一個一個修，千萬不要

跳過去，就是緣親友、中庸 O.K.，那個怨敵直接跳過去，因為他可能比較

有困難，然後就緣十方一切有情，不可以這樣子，這樣你的不管是知母、

念恩、報恩，或者是修慈、修悲，你都不可能圓滿的，因為你有些對象不

可以，所以我們一定要一個、一個。 
  那前後也是，你一定是先修知母，然後你才念恩，等你念恩的心生起，

你才會想要報恩，他對我沒有恩，我幹嘛報恩？所以一定也是環環相扣的。

報恩的心生起的話，那一定是心甘情願給他快樂，幫他除痛苦，就很容易

就生起了，所以一定要按照這樣的次第來練習，不要想說最後都是緣十方

一切有情，那我就直接緣，這樣是不是比較快？中間都不用，沒有比較快，

為什麼呢？因為你一想到緣十方一切有情，好像不痛不癢，因為他沒有像

親人會引發你的貪愛，也沒有像怨敵會引發你的瞋恚，就這樣子不痛不癢

的，好像就 O.K.了，很快就 pass 過去，沒有問題。念恩、報恩，然後慈心、

悲心，好像很快就生起了，可是等到你一個一個的時候，就不一定了，你

就開始有對象的差別了，那個怨、親、中庸就是不一樣，因為會引發你的

貪瞋癡，不同對象會引發你不同的煩惱，所以你一定要一個一個的來修，

確定前面的一個 O.K.了，你才進入下面一個，這樣到最後，不管你是慈心、

還是悲心，就一定是圓滿的，所以強調這個次第很重要。 
  這樣是不是菩提心就能夠生起了呢？還少一個，對不對？因為六因一

果，我們已經知道了，還有一個增上意樂。增上意樂，為什麼這麼重要呢？

我就修慈、修悲，我的慈悲心起來了，菩提心應該就跟著生起來了，它是

比較容易生起，但是不能夠保證一定能夠生起，那我們現在講為什麼。但

是只要你大悲心生起，你菩提心就很容易了，變得很容易了，中間還差一

個什麼？就是增上意樂。增上意樂，就是說你還要再加強，不斷不斷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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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憶念，不斷不斷，讓你慈悲心不斷不斷增長，要加強那個力量，所以要

加上一個增上意樂。因為只是這樣子發願，說我願意負擔起幫助一切眾生

離苦得樂的這個心，在前面念恩就已經有了，有沒有？前面念恩的時候，

就是念一切眾生都曾經是我的母親，然後他是對我有什麼樣的養育之恩，

種種的恩德。這個念完，就是要報恩，報恩那個時候我們就講說，怎麼樣

才是真正的報恩？就是幫助一切有情眾生離苦得樂，離開輪迴的苦，然後

得到涅槃的安樂，那個時候就已經發了這樣的願，可是它能夠持久嗎？它

能夠真正的就直接轉化成菩提心了嗎？沒有辦法，因為你只是這樣發願而

已，可能偶爾發一下，很快又回到原來，就是有對象的差別，搞不好一退

就退到第一個都做不到的那個，對一切有情修平等心，你搞不好就做不到。

所以，只是這樣發願是不夠的，還要再加上現在所說的增上意樂。 
  那怎麼樣讓眾生離苦得樂的重擔，負荷在自己的身上呢？就是不但要發

這樣的願，而且這個心是非常的堅定，絕對不推諉。不推諉的意思，就是

說我不會找任何的理由、或藉口，讓自己退心，因為本來發得好好的，可

是你對他好，他不見得領情，這中間也許會有一些挫折，可能會有一些障

礙，不是這麼順利就能夠發起，可是不管任何情況之下，任何的時間、任

何的對象，你都一樣能夠圓滿你的慈悲心。 
  所以，它不但是在你打坐的時候這樣子來憶念，下座以後，就是一切的

威儀當中，不論是行住坐臥，你也都能夠相續地來憶念，這樣才能夠使它

不斷不斷地增長。為什麼要時常憶念？要相續地憶念，不間斷呢？就是因

為我們的習氣不是說轉就轉，我們那個仇恨也不是說斷就斷，沒有那麼容

易，就好像一棵樹它是苦的，它流出來的汁是苦的，所以它從樹根到樹幹、

到樹枝、到樹葉，全部都是苦的，可是你現在只是澆一兩滴的糖水灌溉它，

它整棵樹會不會變成甜的？不可能嘛，只有一兩滴糖水，它整棵苦樹不可

能變甜，那就是用這個比喻說我們那個心，就好比這一棵苦樹，懂嗎？因

為我們輪迴太久了，煩惱、痛苦、憂傷，我們的心非常非常苦，就好比這

棵苦樹一樣的，連根到樹葉都是苦的。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偶爾來念恩一下，偶爾來修個慈心、悲心，能不能

轉變他的心？很難，對不對？所以就一定要相續地憶念，才能慢慢地轉變

你那個本來多煩惱的、多痛苦的這樣的心，才能夠慢慢地轉變成慈悲，所

以我們應該經常地這樣子憶念，依照我們前面這樣的次第，經常經常地練

習，不論是任何時候，在任何的地方，面對一切的眾生，都能夠這樣子來

修。就是我們剛才講的，不但是座中修，你下座之後，在平常任何的威儀

當中，也是這樣子修，在任何的地方也是這樣子修，在任何的時間也是這

樣子修，面對一切不同的對象、不同的眾生，也是這樣子來修，這樣子才

能夠慢慢、慢慢轉變我們的心意，才能夠對一切有情有平等心，然後才能

夠願意這樣子來想，你今天不管碰到誰，他都可能是我往世的母親，然後

他對我有恩德，然後我就想要怎麼樣去報恩，怎麼報恩？就是希望他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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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不要痛苦，不斷不斷的這樣子，加強熏修的力量，這個就是增上意

樂，之後，才有菩提心這個果實出來。 
  所以，增上意樂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會讓我們的慈悲心非常的堅固，這

個堅固的慈悲心，它就不會輕言放棄眾生，不會碰到一點點小的事情，或

者是小小的挫折、障礙，心就棄捨眾生，也不會為自己找任何的理由或者

是藉口，讓自己妥協，放棄發心，也不會這樣，然後很心甘情願的負起，

使一切眾生離苦得樂的這個重擔，很快樂的就挑起來這個重擔。 
  所以，按照這樣的次第來修，就一定能夠很順利的發起最後的菩提心，

這個果來。所以，依照前面的次第來修，就能夠發起真誠要證得菩提的心，

不僅是為了自利，必須要證得，同時也為了利他，非證得菩提不可，因為

只有成佛，才能夠自利和利他都圓滿，所以，我發願要成佛，這個就是菩

提心。我們前面講了，什麼是菩提？就是覺悟，我發願我要覺悟，我發願

我要成佛，我要成就無上菩提，這個就是發菩提心。為什麼要這樣發呢？

因為只有成佛，自利和利他才圓滿，所以我要發心成佛，要證得菩提的這

個心，就叫做菩提心。所以，就是發「我要成佛」的心，這個就是菩提心。

這樣菩提心，很順利地就能夠生起了。 
  有關於菩提心，什麼叫菩提心？它有菩提心的總相跟別相。總相，就是

我們前面講的，什麼才是圓滿的發心？就是為了發心利他，我要證得菩提。

發心利他，這個是利他；我要證得菩提，這個是自利，所以一定是雙求，

利他還有自證菩提，利他跟自利這兩個都圓滿，才是圓滿的菩提心。圓滿

的自利和利他，發起這樣的心，要成佛的心，它就是叫做菩提心。 
  可是它也有階段的不同，前面都是先發願，只要你發起為利眾生願成佛

的這個願心，儘管你還沒有受菩薩戒，你也沒有正式的來行菩提道，就是

你還沒有很積極地在行六度，你也沒有受菩薩戒，但是你發了這樣的願—

為利眾生願成佛，這個願心一旦發了，這個就叫做「願菩提心」，就是說你

只有發願，但是你還沒有受戒，也沒有正式的來行六度。 
  所以，當你一旦受了菩薩戒，開始行六度，修學一切菩提的資糧，這個

時候的發心，我們就稱為「行菩提心」。行，就是說你已經開始，前面只是

發願，但是還沒有正式的來修學菩提道的這個部分，怎麼樣受菩薩戒，還

沒有正式去受。因為我們受菩薩戒之前，是要先學戒，不是受完才來學，

不是，是先學習菩薩戒的內容，你要明白菩薩戒的內容，說了些什麼，然

後你發心要持這些戒，然後你才去受，一般是這樣。所以是先學菩薩戒，

然後發願受菩薩戒，一旦受菩薩戒，你就要開始行菩薩行了。所以，所有

菩薩的，包括六度、四攝，所有菩提資糧的部分，你就要開始修學了，這

個時候就是行菩提心。 
  我們介紹到這裡，就是有關於阿底峽尊者的七種因果的教授，到這邊已

經告一個段落，已經介紹圓滿了。我們下一次就要介紹寂天菩薩的教授，

就是所謂的自他交換的部分，也是發菩提心的方法，只是它是另外一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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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我們就留到下一堂課來介紹，我們今天到這裡圓滿。 
  願一切有情，早早發菩提心，能夠早日成就菩提，早日利益眾生，願一

切眾生都能夠離苦得樂。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