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廣論-上士道 

第七講 

 
 第二正發此心分三。初修慈中慈所緣者，謂不具足安樂有情。行相者，

謂念云何令遇安樂，惟願令其獲得安樂，我應令其遇諸安樂。勝利者，三

摩地王經云：「徧於無邊俱胝剎，盡其無量眾供養，以此常供諸勝士，不及

慈心一數分。」此說較以廣大財物，於究竟田常時供養，其福尤大。曼殊

室利莊嚴佛土經云：「於東北方有大自在王佛，世界曰千莊嚴，其中有情皆

具安樂，如諸苾芻入滅定樂。設於彼土修淨梵行，經過百千俱胝年歲，若

於此土最下乃至於彈指頃，緣一切有情發生慈心，其所生福較前尤多，況

晝夜住。」寶鬘論云：「每日三時施，三百罐飲食，然不及須臾，修慈福一

分。天人皆慈愛，彼等恆守護，喜樂多安樂，毒刀不能害。無勞事得成，

當生梵世間，設未能解脫，得慈法八德。」若有慈心，天人慈愛自然集會，

佛以慈力戰敗魔軍，故守護中為最勝等，故雖難生然須勵力。集學論說，

當一切心思惟金光明中，開示修習慈悲偈文，下至語中讀誦而修。其文為

「以此金光勝鼓音，於三千世界中，惡趣諸苦閻羅苦，匱乏苦苦願息滅」

等。修慈次第先於親修，次於中庸，次於怨修，其次徧於一切有情如次修

習。修習道理，如於有情數數思惟苦苦道理，便生悲愍，如是亦當於諸有

情，數數思惟缺乏有漏無漏諸樂，樂缺乏理，若修習此，欲與樂心任運而

起，又當作意種種妙樂，施諸有情。 

 

第二正發此心分三。前面了解知母、念恩、報恩，是發心的所依之後，

接下來第二部分是正式發起此心，內容分三：（一）修慈，（二）修悲，（三）

修增上意樂。 

初修慈中慈所緣者，謂不具足安樂有情。行相者，謂念云何令遇安樂，

惟願令其獲得安樂，我應令其遇諸安樂。在最初的修慈當中，首先要知道

修慈的對象是誰？只要是還沒有得到安樂的有情，都是我們修慈的所緣。

因此，在六道輪迴中的一切眾生，我們都應該對他修慈。那麼，修慈的時

候，心裡應該怎麼想呢？應該不斷地憶念如何讓他得安樂；一心祈願他能

得安樂；我應當負起給予他安樂的重擔。 

勝利者，三摩地王經云：「徧於無邊俱胝剎，盡其無量眾供養，以此常

供諸勝士，不及慈心一數分。」此說較以廣大財物，於究竟田常時供養，

其福尤大。這樣修慈有什麼好處呢？三摩地王經中說：「以無量劫的時間，

以無量的供物經常供養佛，還不如修慈心的一分。」這句話的意思，是說

修慈的殊勝利益，比以廣大的財物，經常供養佛的福報還大。 

曼殊室利莊嚴佛土經云：「於東北方有大自在王佛，世界曰千莊嚴，其

中有情皆具安樂，如諸苾芻入滅定樂。設於彼土修淨梵行，經過百千俱胝

年歲，若於此土最下乃至於彈指頃，緣一切有情發生慈心，其所生福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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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多，況晝夜住。」曼殊室利莊嚴佛土經中說：「在東北方有大自在王佛，

世界叫做千莊嚴，在這個世界中的有情，各各都具足安樂，如同比丘入滅

盡定。假設在這個殊勝的佛土中修清淨的梵行，時間經過百千俱胝年，所

累積的福德，比不上緣一切有情發起慈心，僅僅一彈指的時間。如果能日

夜都安住在慈心當中，所得的福就更不必說了。」 

寶鬘論云：「每日三時施，三百罐飲食，然不及須臾，修慈福一分。天

人皆慈愛，彼等恆守護，喜樂多安樂，毒刀不能害。無勞事得成，當生梵

世間，設未能解脫，得慈法八德。」若有慈心，天人慈愛自然集會，佛以

慈力戰敗魔軍，故守護中為最勝等，故雖難生然須勵力。寶鬘論中說：「每

天早、午、晚三時，布施三百罐飲食，所獲得的福，不及須臾間修慈，所

獲得福的一分。有慈心的人，天人都敬愛、經常地守護、內心多喜樂、身

體多安樂、百毒不能傷、刀仗不能害、事不多勞就能成就、將來當生梵世，

就算這一世不能解脫，也能得到以上所說慈心的八種功德。」因為有慈心

的人，天人自然會慈愛他、聚集來守護他，像佛也是以慈力來戰勝魔軍的，

所以，一切的守護當中，就算慈心是最殊勝的了。雖然一開始很難生起，

但是仍然必需勵力地修。 

集學論說，當一切心思惟金光明中，開示修習慈悲偈文，下至語中讀

誦而修。其文為「以此金光勝鼓音，於三千世界中，惡趣諸苦閻羅苦，匱

乏苦苦願息滅」等。集學論中說，應當一心專念思惟金光明經中，開示有

關修習慈悲的偈文，乃至言語當中，也應多多讀誦來修。偈文是說：「以此

金光勝鼓音，於三千世界中，惡趣諸苦閻羅苦，匱乏苦苦願息滅」等。意

思是說，願以此金光明鼓出殊勝的妙音，徧至三千大千世界，凡聞此鼓音

的眾生，無論是惡趣苦、閻羅苦、或是人道求不得等苦，都能息滅。 

修慈次第先於親修，次於中庸，次於怨修，其次徧於一切有情如次修

習。修習慈心的次第，是先緣我們最親愛的人來修，接著是中庸，再其次

是怨敵，最後是徧緣一切有情修慈心。 

修習道理，如於有情數數思惟苦苦道理，便生悲愍，如是亦當於諸有

情，數數思惟缺乏有漏無漏諸樂，樂缺乏理，若修習此，欲與樂心任運而

起，又當作意種種妙樂，施諸有情。如何修習慈心的道理，就像我們如果

經常思惟一切有情的苦、以及苦因（造作惡業），就能生起希望拔一切有情

苦的悲愍心。我們現在若是經常思惟一切有情，缺少樂（既沒有現前這一

世的有漏樂，也沒有究竟證果的無漏樂）、以及樂因（造作善業），就能任

運生起，希望給一切有情快樂的慈心，並且會作意觀想，將種種的妙樂，

布施給一切有情。 

 

二修悲中悲所緣者，由其三苦如其所應，苦惱有情。行相者，謂念云何

令離此苦，願其捨離，我當令離。修習漸次先於親友，次於中者，次於怨

修。若於怨處如同親友，心平等轉，漸於十方一切有情而修習之。如是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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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等捨慈悲別分其境。次第修者，是蓮華戒論師隨順阿毘達磨經說，此極

扼要。若不別分，初緣總修似生起時，各各思惟，皆悉未生。若於各各皆

生前說變意感覺，漸次增多，後緣總修，隨緣總別，清淨生故。修習道理

當思為母，此諸有情墮生死中，如何領受總別諸苦，具如前說。此復若修

前中士道已生起者，比自心修易於生起。若於自上思惟此等，則成引發出

離心因，若於他上而思惟者，則成引發悲心之因。然未先於自上思惟，則

不能生令至扼要。此乃略說，廣則應如菩薩地說，悲心所緣百一十苦，有

彊心力應當修學。此說較諸聲聞現證究竟苦諦，以厭患心所見諸苦，菩薩

修悲思苦眾多，若無量門思惟無樂苦惱道理，慈悲亦多。若恆思惟則能發

生猛利堅固，故少教授便覺飽足，棄修諸大教典所說，力極微弱。此如前

說趣大乘門，是發心理及以大悲為根本理，善別此等以觀察智，思擇修習

後生證悟。若其知解未善分別，唯專策勤略生感觸，全無所至，修餘事時

皆如是知。 

 

二修悲中悲所緣者，由其三苦如其所應，苦惱有情。行相者，謂念云

何令離此苦，願其捨離，我當令離。在第二的修悲當中，首先也是要知道

修悲的對象是誰？只要是還在遭受三苦的一切苦惱眾生，就是我們修悲的

所緣。心裡也應該不斷地憶念如何讓他遠離痛苦；一心祈願他能遠離痛苦；

我應當負起拔除他痛苦的重擔。 

修習漸次先於親友，次於中者，次於怨修。若於怨處如同親友，心平

等轉，漸於十方一切有情而修習之。修悲的次第，也和修慈一樣，先緣親

友、次緣中庸、再緣怨敵，如果對於怨敵，也能視同親友一般，生起拔苦

的心，最後再緣十方一切有情修悲心。 

如是於其等捨慈悲別分其境。次第修者，是蓮花戒論師隨順阿毘達磨

經說，此極扼要。以上所說，修平等捨、修慈、修悲的內容，一定要依照

不同的所緣，一一分別修習。這是蓮花戒論師，隨順阿毘達磨經中所說，

非常重要的修習次第。 

若不別分，初緣總修似生起時，各各思惟，皆悉未生。若於各各皆生

前說變意感覺，漸次增多，後緣總修，隨緣總別，清淨生故。為什麼一定

要按照這樣的次第來修呢？因為如果不特別分開所緣，一開始就緣一切有

情來修習的話，會以為自己的捨心、慈心、悲心已經具足，等到緣親、中、

怨三者，分別思惟的時候，才發覺捨心、慈心、悲心根本都沒有生起。所

以一定要按照次第一個一個的修，等到前面一個已經修到轉變心意，確定

生起了以後，才漸漸地依次增加，最後再緣一切有情，這時應有的量就能

生起。只有這樣，無論是緣一切有情，或者分別緣親、中、怨的時候，都

能夠生起清淨的捨心、慈心、和悲心。 

修習道理當思為母，此諸有情墮生死中，如何領受總別諸苦，具如前

說。修習悲心的道理，應當思惟一切如母的有情，正墮在生死輪迴的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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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各自領受著總苦（八苦、六苦、三苦）、以及別苦（六道各別的苦），

其中的內容就如下士道（思惟三惡趣苦）和中士道（思惟苦諦）當中所說

的相同。 

此復若修前中士道已生起者，比自心修易於生起。若於自上思惟此等，

則成引發出離心因，若於他上而思惟者，則成引發悲心之因。然未先於自

上思惟，則不能生令至扼要。如果在修中士道時，就已經生起想要離苦的

心，現在要發為一切有情拔苦的悲心，就很容易生起。對於自己來說，想

離苦是引發出離心最主要的原因；對眾生來說，想為眾生拔苦，則是引發

悲心最主要的原因。可是如果連自己都不想離苦的話，又怎能生起為眾生

拔苦的悲心呢？ 

此乃略說，廣則應如菩薩地說，悲心所緣百一十苦，有彊心力應當修

學。這只是簡單地說，若是要詳細說的話，就應該如菩薩地中所說，悲心

所緣的苦，有一百一十種苦，有強大悲願力的菩薩，應當依這樣的內容來

修學。 

此說較諸聲聞現證究竟苦諦，以厭患心所見諸苦，菩薩修悲思苦眾多，

若無量門思惟無樂苦惱道理，慈悲亦多。若恆思惟則能發生猛利堅固，故

少教授便覺飽足，棄修諸大教典所說，力極微弱。同樣是思惟苦諦，但卻

有出離心和悲心的差別。聲聞小乘以厭患心見種種苦，所以一心求證涅槃，

以解脫其苦；菩薩大乘卻以悲心見種種苦，因此發心拔除一切有情的苦。

前者為自己一人除苦，後者為一切有情除苦，由此可見，思惟的苦愈多，

悲心也愈多。若是能經常思惟其中的道理，便能發起猛利堅固的悲心；但

如果只聽聞小乘教授就覺滿足，而棄捨修習大乘教典所說的內容，所發的

悲心力量，就會非常微弱。 

此如前說趣大乘門，是發心理及以大悲為根本理，善別此等以觀察智，

思擇修習後生證悟。若其知解未善分別，唯專策勤略生感觸，全無所至，

修餘事時皆如是知。所以，應當對前面所說：「入大乘門，唯一的條件就是

發菩提心。」和「大乘道的根本就是大悲」的道理，以觀察的智慧，思惟

修習之後，產生證悟。若是對於這些內容，不能善加分別，而只是表面上

生起一些感觸，內心完全沒有到達應有的證量的話，在修其他法門的時候，

也會同樣只求表面上的知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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